
 

不同閱讀能力學童閱讀 

科學圖文的理解與歷程 

 

 
楊忠璇、吳昭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 



緒論&動機 

• 在科學文本中，圖示常能傳達文字說明所無法完
整表達的訊息，例如DNA的雙螺旋結構、磁力線、
大氣氣壓或生物構造等（Hannus & Hyönä, 1999; Martins, 2002; 

Mayer，2001），並圖示可協助讀者形成更完整的概念。 

 

• 實徵資料顯示成人閱讀科學圖文時，不同背景能
力受試者的閱讀策略和概念理解表現均不同

（Hegarty & Just, 1993; Mayer & Gallini, 1990），至於兒童的行為
表現呢？ 



科學圖文閱讀相關研究（1/2） 

• 一般以為兒童看圖文時會傾向花較多的時間讀圖 

• 實徵研究 

– Hannus和Hyönä（1999）讀圖時間比例是6%，受試
者為國小四年級學童 

– Mason、Pluchino、Tornatora和Ariasi（2013）讀圖時
間比例是10% ，受試者為高中生 

 →較成年人的20%(簡郁芩、吳昭容，2012)來的低 

 
研究問題一：學童閱讀科學圖文時，看不看圖？ 

  會花多少時間閱讀圖？ 



科學圖文閱讀相關研究（2/2） 

• 關於受試者的背景能力 

– 從放聲思考的資料來看，學童使用讀圖策略的人次相
當少，結果發現高閱讀能力者較為多數，但並未測量
理解表現（張菀真、辜玉旻，2011）。 

–從理解測驗的資料來看，對內文與圖示的理解上均是
高推理能力學童的表現優於低推理能力學童（ Hannus & 

Hyönä, 1999 ） 

 

 

 

研究問題二：閱讀科學圖文時，不同閱讀能力的學童 

（1）閱讀時間有沒有差異？ 

（2）對科學內文和圖示的理解有無不同？ 



研究方法 (1/4) 

• 受試者： 

– 來自台北市景美區一所國小六年級學童143名 

– 以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柯華葳、詹益綾，2007) 刪除疑似
閱讀困難的受試者，並選出高能力16 名、中能力 17 名，
共有 33 名進行個別施測。 
 

• 實驗儀器： 

– Tobii X120眼動儀（取樣率120Hz） 

– 19吋螢幕顯示器（解析度1024×768個像素） 

 



實驗材料：三篇文本 

研究方法(2/4) 



研究方法 (3/4) 

• 實驗材料：文本與測驗 

理解題 

文本題 

圖示題 

13 

13 

2 



眼動校正 

研究方法(4/4) 

• 實驗程序 

–練習 

–正式實驗 

 

紙本測驗題 



研究結果與討論(1/3) 

 

 

 

學童看圖時間很短，占總時間的比例很低，僅4%-11%，不
同能力的看圖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問題一：學童閱讀科學圖文時，看不看圖？會花多少
時間閱讀圖示？ 



研究結果與討論(2/3) 

學童整體閱讀時間約九十秒，不同能力的閱讀時間沒有顯
著差異。 

研究問題二：閱讀科學圖文時，不同閱讀能力的學童 

（1）閱讀時間有沒有差異？ 



研究結果與討論(3/3) 

難度設計與 

預期相符 
高能力>中能力 高能力表現與預期不符 

研究問題二：閱讀科學圖文時，不同閱讀能力的學童 

（2）對科學內文和圖示的理解有無不同？ 



討論 

• 研究問題一：學童閱讀科學圖文時，看不看圖？會花多少
時間閱讀圖示？ 

– 從眼動資料可知學童會閱讀圖示，但比例遠低於內文，僅占4-11%，
且不同閱讀能力的學童表現沒有差異，與 Hannus 和 Hyönä（ 1999 ）

的結果類似。 

• 研究問題二：閱讀科學圖文時，不同閱讀能力的學童 

 （1）閱讀時間有沒有差異？ 

– 高、中閱讀能力的學童閱讀時間差不多。 

 （2）對科學內文和圖示的理解有無不同？ 

– 對內文的理解，高閱讀能力的學童表現較佳，眼動資料亦顯示高
能力者願意花較多時間讀文。 

– 對圖示的理解，高、中閱讀能力的學童表現一樣差，甚至高能力
的學生有較中能力差的趨勢，推測原因和學童讀圖時間少有關。 

 

  



結論與建議 

• 兒童讀圖比例低的原因 

–生活中的科學文本設計：文字承載大部分的資訊、科
學圖經常是裝飾性的、好的科學圖不容易設計。 

–兒童不易理解科學圖的意涵：說明文 vs 記敘文。 

•科學圖文閱讀策略的教學 

–全班性的閱讀教學有其必要。 

–教學生使用圖上的部件名稱當作圖文整合的線索。 

–教學策略先讀圖再讀文，突顯圖上訊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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