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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extension of previous work concern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hinese stem-deriving instruction on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Previous researchers have reported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experiments they conducted were limited to

specific characters. Thus, the issue of whether Chinese stem-deriving instruction actual enhances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remains a

matter of contention. The articles and text encountered by an individual can vary considerably; therefore, attempting to derive

Chinese stem-deriving instruction based on a limited number of characters is insufficient. In comparison, obtaining excerpts of basic

characters and their derivatives from everyday articles could facilitate improvements in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This study

individually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ompared the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using pretests and posttests. The articles used for assessment comprised news articles on current events from the Mandarin

Daily.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over a four week period, using one stud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wo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instruction method for deriving Chinese stems was effective for the studen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enhancing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by 10.15 %. This improvement was 8.34 % higher than that observed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stem-deriving i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reading guidance. Both improvement rates reach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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