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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延續文獻中基本字帶字識字教學法對識字能力的正面 影響。以往研究已指出基本字帶字識字教學法對識字能力有正

面 影響，但這樣的實驗僅限於特定字詞，對於實際識字能力之幫助 並不確定。由於日常生活實際接觸到的文章或文字，

所遇到的內 容是千變萬化的，因此無法以特定字詞進行基本字帶字識字教學 來涵蓋全部。然而，如果能利用基本字帶字

識字教學概念，從每 日文章中擷取基本字以及其所衍生的語詞，則這樣的教學或許有 助於提升識字能力。本研究使用單

一受試者實驗之前、後測評量 ，來比較三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的識字能力。評量文章取自國語 日報時事文章。實驗期間

為四週。實驗組只有一位學生，對照組 有兩位學生。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習障礙學生接受基本字帶字識 字教學法後，在

識字成效評量具有成效。其識字率的改善為 10.15%，且基本字帶字識字教學法之識字率改善優於傳統領讀之 識字率改善

，差異值為8.34%。兩者的改善率在統計上都是顯著 的。

關鍵詞 : 學習障礙學生、基本字帶字、識字率、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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