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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to focus on applying picture books as reading materials in a language classroom, which can help high school

slow learners master their reading skills and even build up their reading habit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located in Shitou, Changhwa

county, Taiwan, has been received a designed instruction for the researcher’s assumption for three months.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learners grow from concrete picture reading habit to having a habit of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the researcher manipulates a

regular language class into multiple materials reading clas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hole language, the researcher give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the instructions of questioning and responding, post-reading comprehensive activities collaborated reading

strategy and instructional presentation. The researcher then concerns students’ feedbacks by analyzing students’ presentations

and their workshee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hown below: 1.A picture book with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ve ability. 2.The in-class instructions combining with students’ living experiences can help widen

students’ mind. 3.Picture book instruction helps students strengthen their self-esteem. 4.Picture book instruction connects and

promotes bo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students. 5.Picture book instruction provides students with more chances of exploring

self-potential and multi-purpose reading skills. 6.The instructor can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aiwan’s fossilized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activate students’ reading habit by applying picture books in class. Key Words: Picture books, Reading

instruction, Motivati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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