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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中教育是高中職的基礎，因此國中學生的英文學習狀況值 得關注。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生之英

文 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閱讀行為的差異情形；其次探討英文閱讀 動機、閱讀策略與閱讀行為的相關情形；最後分析英

文閱讀動 機、閱讀策略與閱讀行為的預測作用。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台灣中部縣市公立國中學生為研究 對象，並

以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分析各 變

項間的關係、差異與預測力。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一、國中生之英文閱讀動機表現以「內在動機」居多。 二、國中生

之英文閱讀策略表現，依次為「後設認知策略」、「記 憶策略」、「補償策略」、「社會策略」、「認知策略」。 三、

國中生之英文閱讀行為表現以「內顯行為」居多。 四、國中生的不同背景變項在英文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 為皆

有部分顯著差異。 五、國中生英文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之間有部分顯著 相關。 六、國中生英文閱讀動機與閱

讀策略對其閱讀行為有顯著預測 力。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與研究結論，對父母、教師、教育行政 機關和未來研究者分別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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