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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不同年級與性別的國中生在兩種媒介(紙本與網頁)的中文閱讀理解表現。挑選歷屆基本學力測驗的國文科

閱讀測驗試題，設計網頁及紙本兩種形式的評量試題。本研究採不等組前測-後測-延宕後測的實驗設計，以彰化縣某公立

國中七、八年級學生為抽測對象，每年級隨機選取6個班，共361名學生為受測者。每年級隨機選取3個班在普通教室進行

紙本試題測驗(控制組)，另3個班在電腦教室進行網頁試題測驗(實驗組)，收集兩組實施閱讀測驗的前測、後測及延宕後測

成績。利用多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媒介、年級及性別在中文閱讀理解的表現。結果顯示：(1)不同年級與性別國中生在

不同媒介的中文閱讀理解表現有所差異，閱讀媒介與年級之間具有交互效果；(2)就閱讀媒介的主要效果而言：七年級學生

在紙本組的中文閱讀理解表現優於網頁組；八年級學生在紙本閱讀與網頁閱讀的理解表現無顯著差異，而紙本組的理解分

數略高於網頁組；(3)就年級的主要效果而言：八年級學生在紙本和網頁的閱讀理解表現皆優於七年級學生；(4)就性別的主

要效果而言：女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表現優於男學生。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結果提出討論與建議，供中文閱讀教學及相關研

究之參考。

關鍵詞 : 閱讀媒介、閱讀理解、年級差異、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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