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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國小教師閱讀領導風格、學生閱讀動機及閱 讀行為之情形；分析三者間之相關；進而探究知覺不同「教師

閱 讀領導風格」的國小學生，其「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差 異。採問卷調查法，依分層叢集隨機抽樣抽取台灣地

區國小高年 級學生共 608 人為研究對象，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皮爾森積差 相關、典型相關、K 組平均數集群分析、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 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家裡和學校為學生的主要課外閱 讀地點及課外讀物的主要提供者

；(2)目前國小學生閱讀動機大致 良好，普遍肯定閱讀的重要性，但不會為提高考試成績而看課外 書。他們大多喜好閱讀

，然而自行添購圖書之意願不高。其閱讀 的讀物類別以漫畫和語文類為主。「閱讀分享」是閱讀行為中較需 加強的部份

；(3)國小階段，女生比男生喜歡及主動閱讀，且有更 多的閱讀分享行為；男生則對各類別讀物的接觸層面較女生多 元、

寬廣；(4)教師閱讀領導風格分為「轉化互易」、「轉化管理」、 「積極管理」與「忽略」四種類型；(5)教師為「轉化互易

型」，其 學生之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最積極正向；教師為「忽略型」，其學 生之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最消極負向；(6)教

師閱讀領導風格、學 生閱讀動機與學生閱讀行為三者間存有顯著的典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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