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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的英語教育已日趨成熟，使用英語繪本作為英語閱讀教 學的優點也開始被學者所認同。然而，成功的英語教學仍需要

理 論與實務經驗的結合。為了更能了解學生的需求並提供英語教學 者一些實務教學經驗，本研究者於是著手進行此一行

動研究。本 研究旨在探究“圖文互動在國中生英語閱讀理解學習之教學” 之實施歷程及實施成效之探討。 本研究為一行

動研究，但因採用課室觀察、反省札記、教師 日誌、晤談紀錄等方法收集資料。所以本研究在本質上為一質性 研究。位

於台中市.文高中國中部一年級學生共40 人受邀參與 本研究的進行。研究對象程度大致相等，有23 位男生、17 位女 生。

平均年齡13~14 歲。研究者選取3 本英語繪本及3 篇自編之 節慶教學課程，進行為期12 週、每週1 堂課、每堂課50 分鐘的 

教學。本研究所獲致的實施成效如下: 一、 學生對英語閱讀的學習興趣有顯著提昇。 二、 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獲得顯著改

善。 三、 學生對英語閱讀的信心有顯著增加。 四、 學生對英語閱讀有強烈的學習動機。 五、 學生和老師的互動更加頻

繁。 六、 同儕之間的互動促進彼此的友誼與學習效果。 本研究的結果並提供一些教學上的啟示,它們分別是: 一、 英語繪

本教學融入英語閱讀的學習具有相當的教育價值。 二、 為增進學生英語的能力，英語繪本教學應被廣泛實施於國中英語

閱讀教學的過程中。 三、 應鼓勵英語教學者勇於嚐試英語繪本教學。 四、 英語繪本教學可以促進養成閱讀英語童書的習

慣與興趣。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對國中行政單位、國中英語教 師以及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以做為未來實施“

圖文互動教學”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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