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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養孩子喜歡閱讀進而主動閱讀，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繪本是引導兒童進入閱讀的一把鑰匙，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口說

故事與電子繪本對於國小中年級學童故事理解能力之差異，以供家長及教師選擇教材時之參考。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

以國小中年級學童為實驗對象，以國語期中評量成績為控制變項，隨機選取一班為電子繪本組使其閱讀電子繪本，另一班

級則編為口說故事組。兩組學生在接受教學後，分別實施故事理解測驗，所得資料以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統計分析。 依據

研究結果，使用內容較短而且情節較單純的繪本時，接受口說故事教學的效果顯著優於電子繪本教學；使用故事內容較長

而且情節較有變化的繪本時，則兩組學童的學習效果差異不大。然而使用內容較短且情節較單純的繪本時，國語文能力不

同的學童接受口說故事或電子繪本教學，兩者的學習效果差異不大；使用內容較長且情節較有變化的繪本時，國語文能力

高的學童不管在接受口說故事教學或電子繪本教學後，故事理解的得分都顯著優於國語文能力低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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