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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行動研究方式，以全校師生為對象，推動校內朗讀教學，

冀以提昇教師朗讀教學之品質及校內朗讀優秀人才之培育。本研究主要透過訪

談、觀察、書寫反思札記、與同儕進行討論、文件資料以及調查問卷等方式，蒐

集研究資料，藉以隨時進行行動之評估與修正。以下僅將研究結論歸納於後： 

（一）本研究在七個多月期間，共歷時三個行動階段。第一波行動之重點

係利用升旗時間安排朗讀演示活動，藉以提供學生表演舞台。在行動期間，分析

師生之看法，發現教師普遍認同此項活動；而在學生的問卷調查部份，則呈現既

喜歡又怕受傷害的反應。喜歡的原因有四：(1)提供表現機會；(2)欣賞他人朗讀；

(3)增加自信；(4)提升朗讀能力。其中又以朗讀活動可以提供欣賞他人朗讀為最

主要因素。不喜歡者之原因亦有四：(1)耽誤時間；(2)無法理解朗讀內容；(3)會

怯場；(4)場地炎熱。其中以「會怯場」及「場地炎熱」為最主要因素。 

基於上一波困境及反思，衍生出本研究的第二波行動，其重點在於改變朗

讀演示場地及辦理朗讀比賽。透過「短文」朗讀比賽讓學生一展所長，結果發現

各個參賽者水準均已提昇，學生對於朗讀更具清晰概念及富有興趣。在此階段，

師生對整個朗讀比賽活動泰半給予正面的支持與認同。 

本研究的第三波行動重點在於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期透

過主控室統一播放至全校各班，讓朗讀教學達臻更佳的觀摩與學習成效。 

（二）本研究學生在經驗朗讀教學活動後之表現，除了少數學生因為教師

繫於趕課壓力，缺乏指導，而無長足的進步之外，朗讀教學對其他學生泰半具有

程度不等的積極促進作用，顯示本研究在推動朗讀教學的成效上是值得肯定的。 

（三）本研究學生對推動朗讀教學之看法，除了少數學生仍然無法克服緊

張的心理壓力，其他多數學生普遍表示喜歡朗讀活動，並開始具有信心及願意主

動參與朗讀演示或相關比賽活動。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朗讀朗讀朗讀朗讀、、、、朗讀技巧朗讀技巧朗讀技巧朗讀技巧、、、、朗讀教學朗讀教學朗讀教學朗讀教學、、、、行動研究行動研究行動研究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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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九十六學年度下學期的期初行政會議中，因為本校面臨無人訓練朗讀選手

參加縣內國語文競賽的窘境，教學組長急於徵求有意幫忙訓練的教師。雖然未曾

有過訓練朗讀比賽的經驗，但基於幫忙的心態，研究者接下了這份工作。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地處農村地區，在這所純樸的鄉間學校裡，學生參加語文

競賽能在分區賽中脫穎而出，進而晉級縣賽的機會極小，因此多年來幾未投入長

足的時間與精力於朗讀訓練這一環，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為了配合國語文競賽而

不得不為的形式性活動。亦即由各班挑選出選手參加校內競賽，再從中挑選出優

勝同學代表校方對外比賽，故爾其水準可想而知。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種過程甚至

會讓代表參賽的同學，由於缺乏訓練，在眾多優秀參賽者面前，顯得自慚形穢而

信心驟減，影響其未來成長與發展不可謂不鉅。 

研究者在今年三月接下此份看似吃力不討好，但卻實質意義深刻的工作，

距離五月份的比賽時間所剩不多，時間的壓力加上缺乏朗讀教學經驗，讓研究者

在面對學生期待的眼光時，不禁感到捉襟見肘，內心念玆在玆想找時間加強練

習。在根據校內舉辦之朗讀比賽所挑選出之優勝名單中，教務主任原本決定挑選

一名出來訓練，研究者轉念一想，與其單獨訓練一位出賽的同學，1不如同時再

多培訓一、兩位明年可能參加的人選，甚至藉由三位同學一同經歷朗讀學習的過

程後，再根據各自的程度表現，從中選出最適合的人選參賽。 

 研究者從今年三月中旬開始朗讀訓練以來，經過不斷的自我反思，與同事

討論，並請教他校有經驗的指導者，暨而改變訓練模式之後，竟逐步累積了意想

不到的成效，在分區賽中，本校學生始料未及的獲得了入選，這項意外之喜，著

實點燃了受訓者的信心。而且，研究者在看到學生長足的進步之際，不僅強化了

原來接下此項工作的初衷，也提昇了自己的信心。在此同時，長期培訓儲備朗讀

                                                
1
 本年度彰化縣的國語文競賽訂於 97 年 5 月 17 日，由校內甄選優秀的選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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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之念頭，油然而生，經與校內同仁討論及行政會議決議之後，認為透過

朗讀教學之推動，使悠揚明亮的讀書聲，瀰漫整個校園之中，是一個值得長期深

耕且務實的作法。正如李婉榕(2002)呼籲：朗讀選手與非朗讀選手教學前後均有

明顯差異，其進一步建議國小教師應提升自我的朗讀能力以勝任教學，並應將朗

讀教學廣施於所有學生，非僅限於語文競賽選手。基於此呼籲，再加上研究者本

身之理念與學校實際需求，本研究擬決定從事朗讀教學之研究，其目的不僅可以

超越選手集訓之少數學生獲利層次，更可以提昇校內朗讀風氣，營造一個「風聲、

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校園氛圍，此乃本行動研究之最初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者擬於自身服務之學校中，透過「教師即研究者」(teachers 

as researchers)之角色，在校內推動朗讀教學，其目的在於提昇學生之朗讀表現，

促使學生從怯於朗讀，逐步發展至樂於朗讀，甚至精於朗讀。 

過去課程標準的教學模式已被九年一貫推翻了，改以基本能力指標來規範

孩子的學習，大大的鬆綁了教學的韁繩，提升了教師專業層面。九年一貫課程十

大基本能力如下：(1)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2)欣賞、表現與創新，(3)生涯規劃

與終身學習，(4)表達、溝通與分享，(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6)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7)規劃、組織與實踐，(8)運用科技與資訊，(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教育部，1998)。其中第四點：表達、溝通與分享能力

之養成即有賴說話與朗讀教學來達到目標，因此為了使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具備口

齒清晰、語調明確之帶著走的能力，以利於與人溝通無礙，充分表情達意進而能

善用語言與國際接軌，研究者將責無旁貸的付諸行動來推動朗讀教學。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朗讀教學之實施與推動，藉由行動歷程

促發全校師生重視朗讀的重要性，進而期待學生透過聲音的藝術，體現文章之

美，讓「讀」書成為從心出發的一門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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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壹壹壹、、、、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目的，本研究擬探究之問題如下： 

ㄧ、本研究教師在校內推動與實施朗讀教學之情形為何？ 

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其朗讀表現情形為何？ 

三、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其看法為何？ 

 

貳貳貳貳、、、、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朗讀教學：朗讀教學就是以清晰宏亮的聲音，運用標準的國語，把語文教

材用富有感情地讀出來的指導過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於推動校內朗讀教學風氣及培養兒童自發性的探討朗讀之

美，而研究過程中尚需參考前人已研究發表出之文獻，希望從文獻資料中，引發

研究者的靈感，並作為往後研究設計與教學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朗讀的定義朗讀的定義朗讀的定義朗讀的定義    

 「朗」即清楚而明亮，因此，朗讀即是將文章所表達的意思與情感，大聲而

清楚的唸出來(張素紋，2003)。蘇耀陽(2003)也提及朗讀既是說話訓練又是教學

手段，朗讀、演講均是聲音藝術語言，但在表達上明顯不同，朗讀更重聲音技巧

的表現。基於上述，可以清楚歸納朗讀是一種傳達聲音的藝術形式，透過聲音的

抑揚頓挫與輕重緩急，得以將文章內容展現得更淋漓盡致。因此，研究者認為在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的授課時數最多的課程安排下，朗讀有其不可輕忽的重要性。 

尤素曼(2002)指出朗讀在語文教學中相當重要，不論學生嗓音優劣，皆可用

朗讀技巧提升朗讀能力。武滿華(2004)也認為朗讀確實有其教育價值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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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提升兒童的語文能力，也可以激發情感、美化性靈。期待這一聲情藝術，

能更受到重視，並有蓬勃的發展。基上學者所言，復根據研究者二十三年的教職

生涯經驗，發現傳統以來的語文課程雖然皆普遍強調聽說讀寫，但與朗讀切身相

關的「說」之部份，卻泰半被忽視。觀察發現一般教師在上國語課時，雖然會要

求全班或個別學生唸讀課文，但在缺乏範讀之情況下，學生唸讀的語調多數平板

無變化，幾近「和尚誦經」般，毫無變化，整個唸讀活動流於形式，學生也難透

過聲音的變化與語調的曲線去了解與體會文章意境。盱衡上述情況，研究者從閱

讀相關文獻中，亦體會到朗讀的重要性以及朗讀教學實施的必要性，正如李錦芬

(2006)所述：隨著琅琅的讀書聲，學童能提升閱讀及說話能力，無形中也濡染了

一份優美的文學氣質。因此，基於教學關鍵之教師，更亟需具備朗讀教學相關知

能與素養，基此，以下繼續探討朗讀教學之實施。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朗讀教學的實施朗讀教學的實施朗讀教學的實施朗讀教學的實施    

朗讀教學是由教師擔任第一線的指導者，因此，教師首先需提昇本身對文

章的鑑賞能力與範讀能力，並具備朗讀之基本知能與引導技巧，增進朗讀指導能

力，裨益於朗讀教學之有效推動。 

張懿心(2006)在其研究中發現，從事朗讀教學之際，教師宜多採示範與說明

併用的朗讀指導方式，並配合各階段朗讀教學的目的，提出不同層次的朗讀要

求。其次，教師亦應適度降低全班齊讀的次數，增加學生個人朗讀機會，並妥善

運用對話朗讀的方式練習語氣的表達。此外，各校教師團隊可自行發展學生朗讀

能力的評量方式，養成學生正確的口語表達習慣，或將朗讀視為家庭作業，請家

長協助檢覈。而朱秀麗(2007)同時指出給予孩子適當的引導與示範，有助於學生

朗讀能力發展。綜合上述，皆可發現教師在從事朗讀教學之過程中，在具備基礎

的朗讀素養之外，能否提供合宜的方式引導學生，亦是朗讀教學成功與否之關

鍵。以下扼要探討朗讀教學之實施要點及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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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語文領域教學，即已非常重視朗讀活動，例如往昔各縣市國民教育

輔導團極普遍加強中小學詩歌朗誦教學，藉以涵養品格。根據民國82年國小科課

程標準各年段讀書方面分段語文知能目標，即載明了朗讀教學之實施要點如下

(尤素曼，2002：3-4)： 

一、 字和詞的讀音，要依照標準國音，不可用方言，以求讀音的統一。 

二、教學朗讀時，要注意發音、語調及姿態的正確。 

三、讀者的聲調，為使別人聽得明白起見，要像說話那樣自然。 

 

綜上實施要點，對本研究的啟示有三： 

一、朗讀時應確實研究清楚字詞正確之讀音外，尚需注意勿用台式用語，平

時宜多鼓勵兒童使用標準國語交談。 

二、朗讀教學時聲音的高低起伏有助於讓朗讀更加出色，平時說話即應語調

親切、咬字清楚不含糊。 

三、朗讀的聲調應不疾不徐，要自然不做作，讓聽眾能自然明白的接受。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朗讀教學的實徵研究朗讀教學的實徵研究朗讀教學的實徵研究朗讀教學的實徵研究    

國內關於朗讀教學的實徵研究並不多，研究者在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論文

資訊網僅查詢到9篇，其中於國小現場中進行研究的，更如鳳毛麟角，由此可見，

朗讀教學之研究在國小階段中實施，仍有待進一步開發，以下，僅簡針對國內研

究者在朗讀教學方面的實徵研究簡扼探討如下： 

朱秀麗(2007)以國小四年級學生為對象，從事語法出發的朗讀教學研究，其

所歸納的結論涉及兩個向度，其一是朗讀教學對學生具有積極促進作用；其二則

是針對教師反省與成長部份提出教學歸納： 

壹、在對學生影響部分： 

一、透過教學，學生能正確朗讀四種句類的語法停連與感情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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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教學，學生在朗讀時能正確掌握句子中的輕聲。 

三、透過教學，學生在朗讀時，除掌握輕聲外，進一步掌握語法重音與強調重

音。 

四、透過教學，學生在朗讀時能掌握各種文體的主題內涵。 

五、透過教學，學生在朗讀詩歌時，突出詩歌語言的節奏與韻律美。 

貳、在教師反省與成長部分： 

一、教學是不斷反省、修正、行動的歷程。 

二、提供朗讀教學情境，經營一個讓孩子勇於嘗試、勇於表達的學習氣氛。 

三、給予孩子適當的引導與示範，有助於學生朗讀能力發展。 

 

而武滿華(2004)的研究則發現：朗讀確實有其教育價值藝術魅力，不但可提

升兒童的語文能力，也可以激發情感、美化性靈。其進一步期待透過這一聲情藝

術，能更受到重視，並有蓬勃的發展。基於上述，研究者認為好的朗讀教學成果

有如歌唱一般，將歌詞情感表達，透過演唱者的感覺，抓住感受，表達情感，將

文字作品和曲調的韻味完美的呈現出來。 

此外，李婉榕(2003)在朗讀教學對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理解力的影響碩士論

文中料獲得以下結論： 

一、朗讀教學可明顯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力：朗讀教學進行之

前，接受朗讀教學與未接受朗讀教學的學童，在閱讀理解測驗前測並

無明顯差異；但是在朗讀教學結束之後，可以從閱讀理解測驗後測中

發現，接受朗讀教學的學童，明顯優於未接受朗讀教學的學童。 

二、非選手接受朗讀教學之後，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進步。 

三、選手接受朗讀教學之後，閱讀理解能力沒有顯著進步。推測其原因，可

能因為選手原來已具備較高能力，所以進步空間較小。 

其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如下(李婉榕，2003)： 

一、建議學校及教育單位，加強培訓職前教師的語文能力，將朗讀教學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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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學生，非僅限於語文競賽選手，使學生能運用朗讀作為閱讀理

解的方法。 

二、建議國小教師提升自我朗讀能力，以勝任教學，並掌握學生特質，設計

多元化學習活動，將朗讀教學融入語文科教學。 

三、建議未來研究能擴大研究對象，輔以調查、訪談等方法，針對研究工具

進行分類探討，並考量影響閱讀理解的其他因素，進一步探究。 

 

綜合上述，國內目前從事朗讀教學實徵研究的結果，普遍提到朗讀教學對

於語文能力有提升作用；朗讀教學技巧應重視語法發音之正確；教師應加強提升

自我朗讀能力等重點。此外，亦有研究者提及朗讀教學有助於提昇學生之閱讀理

解能力，基此，上述探究，讓研究者瞭解到朗讀教學實為語文教學重要的一環，

自我朗讀能力之提升將帶來自信勇氣、藝文涵養、心靈昇華等多項優勢，因此推

動朗讀教學有賴全體教師共同努力執行與關注，期待學生都能擁有一份帶著走的

能力，進而提升競爭力，此亦是本研究文獻探討對研究的重要啟示。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    

本研究擬採行動研究方式進行，研究者係於 97 年 3 月中旬開始承接校內朗

讀指導之責之始即陸續就相關文獻及實徵研究進行研讀與探討，以期充實自我相

關理論之知能，裨益於研究設計、實施與教學。以下分別就擬進行之行動研究的

流程、學校及研究者的背景與角色、參與朗讀的成員、教學暨訓練時間及朗讀教

材、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效度、研究倫理等加以說明： 

第第第第ㄧㄧㄧㄧ節節節節、、、、行動研究的流程行動研究的流程行動研究的流程行動研究的流程    

行動研究是基於實務問題而發展的研究，其目的在解決實務工作者於工作

上所遭遇到的困境。夏林清在 1997 年曾翻譯 Altrichter、Posch 以及 Somekh 的觀

點，說明行動研究乃以找出一個起點為開端，而後透過對話、訪談等方式蒐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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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加以分析並釐清情境，之後再發展行動策略，且將策略轉入實踐之中（引

自許淑玫、楊淑媺、梁昭元、陳慧菁，2008）。本研究擬以「教師即研究者」之

立場，以熱情有勁揭開校內推動朗讀教學的序幕，期待呈現一幕幕令人驚豔讚嘆

的劇場。 

研究者曾於民國 96 年 8 月 20 日～22 日參加新水國小辦理的行動研究工作

坊研習，在郭玉霞教授的指導與啟迪之下，對行動研究之流程有較確切的認知，

本研究擬參考許淑玫、楊淑媺、梁昭元、陳慧菁(2008)所設計之流程圖（如圖 1），

裨利本研究之進行。 

 

 

 

 

 

 

 

 

 

 

 

 

 

 

 

 

 

圖 1：行動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出自許淑玫、楊淑媺、梁昭元、陳慧菁(2008：6) 

 

從圖 1 所示之流程圖，明確得知本研究之起點乃立基於學校實務現場所面

臨之問題與困境-本校面臨無人訓練朗讀選手參加縣內國語文競賽的窘境。研究

者因為任職於本校已有二十三年之久透過觀察等方式了解問題之癥結與形成之

發現問題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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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乃因鄉下子弟文化刺激較不足，語言程度普遍低落，而在缺乏重視與信心之

情況下，每年雖均派學生報名參賽，但總是鎩羽而歸。因此針對問題著手計畫，

期能發展長期培訓儲備朗讀優秀人才之行動策略，付諸於實際場域中加以實踐執

行。在實踐執行中，研究者需保持高度之敏於察覺的能力，不斷地加以監控與檢

視整個行動研究過程，同時在發展策略及實踐行動之同時，研究者需持續蒐集研

究資料，諸如透過訪談、觀察、書寫反思札記、與同儕進行討論以及填寫簡易問

卷蒐集文件資料等多元方式，藉以邁入評估行動結果之階段。 

在評估過程中，隨時發現行動的不良狀況時，即予以立即改善，若因改善

了問題卻隨之衍生出新問題，此時當須著手探究其可能成因，了解失敗癥結在哪

裡，進而發展出新的理解再準備下一波行動，此乃本研究之重點所在。總而言之，

行動研究是起於問題，依據問題尋求有效之行動策略，加上不斷反思以及修正，

而後再出發之持續重復過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學校及研究者的背景學校及研究者的背景學校及研究者的背景學校及研究者的背景    

壹壹壹壹、、、、研究的場域研究的場域研究的場域研究的場域--------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本研究所處的學校為研究者任職之地，位處彰化縣蔬菜的故鄉--埔鹽，是所

農村型小學，全校共計十四班，392 名學生，民風淳樸，家長多數務農，無暇照

顧學生之學習。 

此外，本校於去年九月起開始全面推展兒童閱讀，強化學生之閱讀能力，

觀察得知學生雖然較能主動投入閱讀課外書之列，但關於朗讀部份，因未被強

調，且教師於課堂教學時，亦未特別關注此部分，甚至到高年級時，學生已多半

改以默讀取代唸讀，更遑論朗讀之指導，因此本校學生普遍對朗讀是陌生且怯步

的。 

 

貳貳貳貳、、、、研究者的研究者的研究者的研究者的角色與背景角色與背景角色與背景角色與背景    

    從事教職已有 23 年之久，兢兢業業於專業生涯中，指導合唱、直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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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為兒童的人文素養花了不少心力，而我也樂在其中。但是今年，我遇到了

一位貴人，是我生命旅程中的重要他人，那就是我的現任校長---許淑玫校長。 

他是一位教育學博士，專精於行動研究，有幸跟隨校長學習，從中獲得不少成長 

機會，燃起了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從他身上讓我發現校長擁有行政的熱忱、學

術的氣質及領導者的風範，讓人不禁想向他看齊。在我代理主任期間，因我有關

懷、體諒他人的特質，常受到長官、家長、同仁肯定我的教育愛。 

    本學期秉持教師專業精神，指導學生朗讀，訓練期間帶給我許多啟示，以兒

童為師，發現多元智慧，讓我懂得任用對的人，施行對的策略，完成對的營運，

陪孩子走過一段涵養人文氣息的路程，個人的專業得以傳承下去。 

    在這 23 年來，我一直覺得教育是我所熱愛的高級行業，是一個改造孩子的

希望工程，透過我的熱情、多用一點心就可以點燃孩子的生命之火，因為每個孩

子都代表著一個希望。 

     本研究中我擬扮演推手一職，將從無到有、局部到全面、短期到長期，引

發孩子最純真的一面，能心無旁鶩的將文章用富有感情的語調，大聲唸出，除了 

培養兒童專注力外，也能更直接體會作者所要呈現的意境，以達心靈契合的境界 

；希望透過此次研究目的，讓教學現場老師更有意願投入朗讀教學的行列，能 

親自在課堂上示範朗讀，增進師生良性互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參與朗讀的成員參與朗讀的成員參與朗讀的成員參與朗讀的成員    

為了顧及研究倫理，本研究中所出現之學生人名，一律以代號呈現，其中

區分為基於配合語文競賽和畢業典禮等特定活動而集訓之學生，以及平時自願參

與學校升旗時段所規畫的常態性演出等兩個不同區塊。為求討論時清晰區別學生

身份，研究者將於表 1、表 2 及表 3 中，依其屬性賦予不同代號，詳如表列之註。 

此外，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除了表 1、表 2、表 3 所列之參與者是確定者之外，

表 4 之自願學生除了表中所列之外，未來隨著本研究朗讀教學之推展，仍會持續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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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者加入。 

表 1：參加彰化縣分區朗讀賽訓練學生基本資料（化名） 

姓名代號 性別 年級 訓練前能力簡述 

生 1 女 四 外向活潑，善於表達自己，有膽識，音色好 

生 2 女 四 恬靜乖巧，按部就班，翹舌音未分明 

生 3 女 五 文學閱讀量豐，膽識小易怯場，聲量稍小 

 

表 2：在校生致歡送詞學生基本資料（化名） 

姓名代號 性別 年級 訓練前能力簡述 

生 4 男 五 敢表達，音色稍啞，聲量稍小 

生 5 女 五 有膽識，有自信，聲量大，音色清晰 

生 6 女 五 有膽識，有自信，聲量大，語調富有感情 

生 7 女 五 注意力集中，聲量適中，咬字尚可 

生 8 女 五 恬靜乖巧，聲量稍小，膽識小 

生 9 女 五 文靜柔順，聲量稍小，膽識小 

 

表 3：畢業生致謝詞學生基本資料（化名） 

姓名代號 性別 年級 訓練前能力簡述 

生 10 男 六 音色稍啞，聲量稍小，不太有自信 

生 11 男 六 音色稍啞，聲量稍小，稍有自信 

生 12 男 六 聲量大，音域廣，不太有自信 

生 13 男 六 聲量大，音域廣，音色佳，有自信 

生 14 女 六 聲量大，音色佳，有自信 

生 15 女 六 聲量稍小，不太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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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班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化名） 

一甲 一甲生 1、一甲生 2、一甲生 3、一甲生 4、一甲生 5、一甲生 6 

一乙 一乙生 1、一乙生 2、一乙生 3、一乙生 4 

二甲 二甲生 1、二甲生 2、二甲生 3、二甲生 4、二甲生 5 

二乙 二乙生 1、二乙生 2、二乙生 3、二乙生 4 

三甲 三甲生 1、三甲生 2、三甲生 3、三甲生 4 

三乙 三乙生 1、三乙生 2、三乙生.、三乙生 4 

 

表 4：各班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化名）(續) 

四甲 四甲生 1、四甲生 2、四甲生 3、四甲生 4、四甲生 5、四甲生 6 

四甲生 7 

四乙 四乙生 1、四乙生 2、四乙生 3、四乙生 4、四乙生 5、四乙生 6 

五甲 五甲生 1、五甲生 2、五甲生 3、五甲生 4、五甲生 5、五甲生 6 

五乙 五乙生 1、五乙生 2、五乙生 3、五乙生 4、五乙生 5 

五丙 五丙生 1、五丙生 2、五丙生 3、五丙生 4、五丙生 5、五丙生 6 

六甲 六甲生 1、六甲生 2、六甲生 3 

六乙 六乙生 1、六乙生 2、六乙生 3 

六丙 六丙生 1、六丙生 2、六丙生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6 人人人人 

註：上述名單僅限於目前自願報名者，未來陸續加入者將再列出。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教學時間及朗讀材料教學時間及朗讀材料教學時間及朗讀材料教學時間及朗讀材料    

本研究初步乃源自訓練校內朗讀學生而發，其訓練時間為 970305-970517，

然鑑於未來將實施較全面性的朗讀教學研究，故擬將未來之教學時間與教材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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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 5： 

表 5：本研究朗讀教學類別、時間、地點及教材一覽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朗讀材料朗讀材料朗讀材料朗讀材料    

（一） 彰化縣分區 

  朗讀比賽 

970305-970517 星期

三、五之 8:00-8:35 

音樂教室 彰化縣分區朗讀比賽 

指定篇目 

（二） 畢業典禮 

   在校生致祝福詞 

970604 起星期三

8:00-8:35、10:10-10:30 

音樂教室 在校生致祝福詞 

（三） 畢業典禮 

     畢業生致謝詞 

970606 起星期五

8:00-8:35、10:10-10:30 

音樂教室 畢業生致謝詞 

 

表 5：本研究朗讀教學類別、時間、地點及教材一覽表（續）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朗讀材料朗讀材料朗讀材料朗讀材料    

（四）各班自願參 

加朗讀演示之學童 

970409 起星期二、四

升旗時間 

司令台 各年級國語課本 

 

盱衡上述所列之上課時間、地點、朗讀材料，研究者基於尊重級任敎師之

原則，由研究者與其共同協商，上課時間包括升旗時間、導師時間、課間活動時

間等，於特定項目期限內完成訓練，惟各班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項目將持續進

行。然而由於學校預期或非預期的行政業務（如月考、教師研習、公差、安排九

十週年校慶師生大合照）、下雨之天候狀況不良造成升旗暫停等因素，因此無法

全然依預定的理想時段推動朗讀教學。以致常有學童準備好上台演示的期待心

情，遭到失望落空的情況，看著那天真無邪的臉龐，仰望研究者問道：「什麼時

候才能輪到我？」時，一則欣喜於此活動之推展深受學童重視與喜於參與，再則

驚覺於學校似乎太少提供學童表演之舞台，此發現可以提供給學校行政單位參考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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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讀材料的編選上，除了特定訓練，諸如：彰化縣分區朗讀比賽、畢業

典禮在校生致祝福詞、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謝詞等活動，有特別指定篇目外；其餘

各班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所用之朗讀材料則考量學童尚在初步正式接觸朗

讀階段，暫時擬採用國語課本教材為朗讀材料，藉由熟讀過之文章，學生在朗誦

之際，可排除閱讀理解因素，較易掌握句讀重點而減低緊張壓力，冀能透過這些

與學童語文領域學習接軌之素材，引起學童朗讀之興趣。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蒐集資料與分析蒐集資料與分析蒐集資料與分析蒐集資料與分析    

在資料蒐集方面，主要透過多方蒐集研究歷程之資料，其來源有五： 

一、觀察：由於研究者無法自行進行教學觀察，因此透過同仁們的觀察後進

行訪談、心得分享，協助紀錄過程中之總況，匯集成參考資料。 

   二、訪談：訪問上台演示朗讀活動之部分學生其感受及看法，資料分析後檢

視策略之進行方向。 

三、討論紀錄：透過每週二之行政會報及課程發展研究會議，針對推動朗讀

教學活動討論實施情況，進行重點記錄。 

四、反思札記：研究者將教學及研究過程中之所感、所思撰寫成反思札記。 

五、問卷調查：設計簡易的問卷，調查全校師生對於推動朗讀教學之看法。 

 

最後，擬綜合上述方式所蒐集之資料，逐步進行資料分析，再完成歸納與

整理，以完成本研究之報告。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研究效度研究效度研究效度研究效度    

研究效度係指研究資料與結果之真實與可靠程度，因此確保研究效度乃研

究品質之重要保障。本研究擬運用如下方式提高研究效度： 

一、利用訪談、上課紀錄、討論紀錄、問卷分析等不同資料蒐集策略，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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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者、不同時間與空間所獲得的資料加以比對，以核對資料的正確性與策略

的可行性。 

二、資料記錄應正確與詳實，切勿參雜研究者的主觀意識，避免將原始資訊

之呈現產生失真現象。 

三、尋找共同討論的伙伴，透過直言不避諱之方式，熱切地相互討論，提供

研究者自我省思與修正。 

四、不時反省與檢核，不因自我意識或成見而會意錯誤當時情境，以致引導

出不實的結論。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本研究在研究倫理方面，特別著重在保護學生的受教權及尊重學生的選擇

權之外，在對參與學生所處境遇不造成任何損害之情況下進行研究資料之蒐集。

此外，為了保護參與者不讓其身分曝光，其真實姓名於本研究中出現時均改以代

號方式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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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將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歸納與整合，在此部份

加以論述。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共計三部份，分別為(1)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之情

形；(2)學生在接受朗讀教學後其朗讀表現情形；以及(3)學生對朗讀教學活動的

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行動歷程中，研究者主要關注在於以反思和理解為基

礎，透過策略的不斷解構與重構，建構出最適宜學校當下所需的朗讀推動策略。

因此，針對研究問題(一)朗讀教學情形之推動，研究者做了極為詳盡之分析與討

論；其次，關於研究問題(二)及(三)中所提及學生朗讀表現情形與學生對朗讀教

學活動的看法，研究者係透過整個行動歷程之理解與觀察，復加上對教師進行不

定期訪談，而一窺研究問題(二)及研究問題(三)之梗概，但鑑於學校學生數有 392

人，樣本較大，無法一一針對每名學生進行深入理解，因此，上述討論僅呈現大

體之情形，並非個別學生表現及看法之深入剖析。以下分別依序探討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之情形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之情形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之情形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之情形    

經資料分析後，歸納研究者在推動朗讀教學之際，所建構的行動策略主要

歷經三個循環，分別為(一)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二) 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

辦理朗讀比賽；(三) 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以下分別論述之： 

壹壹壹壹、、、、行動迴旋曲之一行動迴旋曲之一行動迴旋曲之一行動迴旋曲之一：：：：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    

一一一一、、、、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 

研究者於 97 年 4 月 9 日起每週星期二、四之升旗時間，開始推動全校自願

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上司令台朗讀活動，目的在於提供學生揮灑朗讀技巧之舞

台。（參見附錄一） 

首先由各班導師於班上國語朗讀教學中強調朗讀要領後，再就學童反應熱

烈或感受力較強的群體中，挑選出三至五位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上司令台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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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其朗讀材料為各班國語課本任選一課，朗讀其中二至三段課文內容。整個過

程中，由導師利用時間指導各班參加演示學童之朗讀技巧，研究者亦利用下課時

間召集自願參加朗讀演示之學童，一起說明上下台問候語與結語辭之表達形式及

注意事項，並當面肯定學童勇於嘗試之勇氣。次則，研究者對於學童在司令台演

示朗讀之際，會立即針對其朗讀技巧之優點給予正面回饋，但若演示者出現瑕疵

處，研究者亦會立即給予懇切的建議，因而全校師生均能藉此掌握箇中訣竅，以

期對於朗讀有一些正確的認知，進而實踐之，達到更完善的朗讀能力。 

二二二二、、、、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 

上述朗讀活動，一直延續至 97 年 6 月，研究者為了解教師及學生對此一活

動推行之看法，因此在教師部份即利用 97 年 6 月 4 日週三下午一時三十分本校

在「國語、數學能力指標實施檢討與改進研討會」中，請教師發表其看法。其中，

一年級學年主任代表其年段，感謝研究者推動全校朗讀活動，藉以輔助低年級的

注音及聲調指導，而且帶動學童均能用心參與。此外，二年級徐姓教師亦在會中

呼應透過朗讀活動之推展，學童樂於朗讀課文也懂得以美讀方式朗誦；再者，五

年級學年主任除了讚賞推動朗讀的立意良好之外，亦建議增辦朗讀比賽活動以延

伸學童能力。 

上述教師之肯定與建議，令研究者頗為感動。原本，由一個單純的構思進

而推展出整個朗讀教學行動，竟意外地獲得了教師們正向的回饋，頓時增加不少

信心，而且，上述教師對於透過比賽強化學生興趣及發展舞台的建議，又成為研

究者未來行動的另一個起點。 

在了解教師的普遍看法之餘，研究者又進一步思考到真正參與活動的學童

感受究竟如何？因此曾於下課時間針對上台過的學童予以個別訪談，冀了解其感

受，多數回應為喜歡者居多。但為了更明確了解全校學童的真實看法，因此研究

者於 6 月下旬設計了一份簡易的問卷（參見附錄二），以全校 392 位學童為調查

對象，並分析整理問卷調查結果，期作為未來調整行動策略之改進方針。以下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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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問卷分析結果，研究者係依學生之認知情況及喜好情形等一一分析，復再針對

上述分析發展出研究者從中所獲得的省思與新一波的行動建構起點： 

研究者將問卷資料綜合分析後，除了「空白」及「不知道」等答案未納入

計次之外，餘將學生的反應依其二元屬性分別歸納如表 1～表 5 所示： 

((((一一一一) ) ) ) 學生朗讀認知情形學生朗讀認知情形學生朗讀認知情形學生朗讀認知情形    

研究者提供學生上台演示朗讀活動，目的之一在於營造全校師生共同探討

朗讀技巧之空間，因此，為了了解此活動是否有助於學生朗讀認知與表現，乃透

過問卷之設計，期初步了解學童是否已從中得到正確的認知，茲將問卷整理如下

表 1 所示： 

表 1：學生朗讀認知情形統計表 

問卷題目一問卷題目一問卷題目一問卷題目一：：：：朗讀時需注意哪些重點朗讀時需注意哪些重點朗讀時需注意哪些重點朗讀時需注意哪些重點？？？？((((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認知選項 

      

反    次 

應     數 

       

咬字清

楚正確 

聲音宏亮

有高有低 

配合語句

調整節奏 

唸得有感情  問卷填答

人總數 

必要（高年級） 155 151 140 144  

必要（中年級） 91 97 88 84  

必要（低年級） 108 100 97 100  

總         計 354 348 325 328  

比        例 90909090％％％％    89898989％％％％    83838383％％％％    84848484％％％％     

 
 
 
392 

註註註註：：：：下表為學生個人所補充的朗讀認知下表為學生個人所補充的朗讀認知下表為學生個人所補充的朗讀認知下表為學生個人所補充的朗讀認知    

     其他認知 

      

反    次 

應     數 

       

速度要

有快有

慢 

要了解文

章內容 

注意 

禮儀 

態度 

從容 

聲量 

要大 

問卷填答

人總數 

必要（高年級） 1 1 4 7 4 

必要（中年級） 1 2 1 21 1 

必要（低年級） 1 0 29 1 1 

總         計 3 3 34 29 6 

比         例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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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 1之上部為研究者個人所擬訂的認知選項；下表為學生個人所補充的其他

認知重點。 

分析表 1 發現約有 83%以上的學童已具備正確認知，知道朗讀時應咬字清

楚正確、聲音宏亮有高有低、配合語句調整節奏、唸得有感情，甚至還有 75 人

依其認知，再補充其他相關事項，如：速度要有快有慢者計 3 人；要了解文章內

容者計 3 人；注意禮儀者計 34 人；態度從容者計 29 人；聲量要大者計 6 人。其

中又以儀態大方居首要認知，可見學童對朗讀之基礎認知已具有一定水準。 

由上可知，學童的朗讀能力是可藉由學習、相互觀摩暨拓展視野，提升其

能力的。此結論正與表 4 所列之原因（一）相吻合，故研究者認為於校內推行朗

讀教學活動確實有其正面效益。 

 

((((二二二二))))、「、「、「、「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之統計之統計之統計之統計    

研究者為了了解此活動是否有助於學生透過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 

是否比較看得懂文章的內容？茲將問卷整理如表 2 中將學生所知覺到的「朗讀是

否提昇文意理解」統計情形整理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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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學生知覺「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統計表 

問卷題目二問卷題目二問卷題目二問卷題目二：：：：當你用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當你用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當你用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當你用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    

是否比較看是否比較看是否比較看是否比較看得懂文章的內容得懂文章的內容得懂文章的內容得懂文章的內容？？？？ 

     原因 

      

反    次 

應     數 

讀完較

清楚 

可體會

到文章

意涵 

可邊唸

邊思考

文章內

容 

多朗讀可多認識一
些知識 

合計 

是（高） 42 32 8 3 85 

是（中） 17 8 37 3 65 

是（低） 45 14 15 2 76 

總         計 104 54 60 8 226 

比         例 46%  26%   

 

 

    原因 

     次 

反  應  數 

自己看比

較容易懂 

上台會緊張 只有朗讀所以聽不

懂 
合計 

不是（高） 8 1 16 32 

不是（中） 1 4 8 19 

不是（低） 2 1 6 9 

總         計 11 6 30 60 

比         例   只有朗讀所以聽不
懂 

 

 

 

從上述表 2 統計中不難發現，學生認為藉由朗讀文章較容易理解文意者居

多，比例高達 46%；認為可邊唸邊思考文章內容的佔 26%。此外，認為朗讀文章

仍不易協助理解文意者主要原因為：「只有朗讀所以聽不懂」，佔此部份總數之

50%的比例，研究者推估或許此類學生偏屬視覺型學習者，必須配合文字的導引

方能理解連貫前後文之意涵。 

根據表 2 之分析與發現，令研究者進一步思考到，若要促發學童喜歡朗讀

並樂在其中，應分年級推動並且人手一份資料，以利其熟悉所朗讀的文章之內

容。如此一來，當聽眾在聆聽朗讀者精彩的表達時，除了可經由耳朵聽到有高有

低、有快有慢、有悲傷有快樂等美妙聲音所詮釋出來的文章之外，又可清楚的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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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眼睛看到正確清晰的前後文脈絡，較能融入文章意境當中，進而領悟作者當時

是在什麼情境下促動內心世界，而創作出讓人心有戚戚焉的好文章。 

((((三三三三))))、、、、學生對於升旗時間上台朗讀活動喜好情形學生對於升旗時間上台朗讀活動喜好情形學生對於升旗時間上台朗讀活動喜好情形學生對於升旗時間上台朗讀活動喜好情形    

在探究朗讀活動對學生朗讀認知之提昇情形之後，研究者進一步透過問卷

了解學生對上述活動之喜好情形，並綜合歸納問卷結果。從資料分析中發現學生

對每週二、四升旗時間所提供的上台朗讀活動之反應，喜歡者略多於不喜歡者，

玆將學生對此活動之喜好情形分析歸納繪製如表 3： 

表 3：學生對每週二、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活動喜好情形統計表 

問卷題目三問卷題目三問卷題目三問卷題目三：：：：你喜歡每週二你喜歡每週二你喜歡每週二你喜歡每週二、、、、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的活動嗎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的活動嗎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的活動嗎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的活動嗎    ？？？？    

             原因 

        次 

 反  應      數 

提供表現
機會 

欣賞他 
人朗讀 

增加自信 
 

提升朗 
讀能力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喜  歡（高年級） 8 50 15 13 86 

喜  歡（中年級） 11 24 2 6 43 

喜  歡（低年級） 21 2 27 12 62 

總            計 40 76 44 31 191 

比            例  40％％％％       

 

            原因 

   次 

反應     數 

       

耽誤 
時間 

無法理解
朗讀內容 

會怯場 場地 

炎熱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不喜 歡（高年級） 8 11 14 32 65 

不喜 歡（中年級） 15 2 25 16 58 

不喜 歡（低年級） 3 0 30 15 48 

總            計 26 13 69 63 171 

比             例   40％％％％ 37％％％％  

 

綜觀上述表 3，概括學生勾選「喜歡」的回應者，其原因有四：(1)提供表現

機會；(2)欣賞他人朗讀；(3)增加自信；(4)提升朗讀能力。其中又以朗讀活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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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欣賞他人朗讀為最主要因素。 

而概括勾選「不喜歡」者之反應中，其原因亦有四：(1)耽誤時間；(2)無法

理解朗讀內容；(3)會怯場；(4)場地炎熱。其中以「會怯場」及「場地炎熱」為

最主要因素，分別佔總反應比例的 40％及 37％。前者屬於學生個人因素，顯示

學生仍受限於社會情境因素的困擾，無法突破自己的表達邊界；後者屬於外在環

境因素，由於操場水泥地炎熱，故影響學生的喜好程度。上述二者，不啻提供研

究者未來修正推行朗讀活動之根據，也形塑研究者進行另一波行動策略之起點。 

((((四四四四))))、、、、學生參與上台朗讀活動意願情形學生參與上台朗讀活動意願情形學生參與上台朗讀活動意願情形學生參與上台朗讀活動意願情形    

在研究者設計的問卷資料統整中，亦進一步剖析學生對下學期繼續參與上

台朗讀活動意願情形，並將之歸納如表 4 所列： 

表 4：學生參與上台朗讀活動意願統計表 

問卷題目四問卷題目四問卷題目四問卷題目四：：：：下學期再推動上台朗讀時下學期再推動上台朗讀時下學期再推動上台朗讀時下學期再推動上台朗讀時，，，，你想參加嗎你想參加嗎你想參加嗎你想參加嗎？？？？ 

     原因 

 

反    次 

應     數 

提升朗讀
能力 

上台是一
種榮譽 

很有趣 可以學習

朗讀 

可聽到他人
朗讀，增進和
大家共享的
時間 

合 

計 

想（高年級） 14 6 1 7 3 31 

想（中年級） 6 4 7 1 3 21 

想（低年級） 11 21 11 14 4 61 

總        計 31 31 19 22 10 113 

比        例 27％％％％ 27％％％％     

     原因 

反   次 

應    數 

參與動機
低落 

缺少上台
機會 

要畢業了 會緊張 音質不佳 合 

計 

不想（高年級） 16 5 17 73 10 121 

不想（中年級） 15 0 0 60 2 77 

不想（低年級） 7 3 0 33 2 45 

總         計 38 8 17 166 14 243 

比         例    68％％％％   

綜觀上述表 4，歸納學生之上台意願，發現學生普遍表示不願意，分析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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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為學生感受到上台會緊張，其比例高達 68％，顯示約有七成的學生在全

校師生面前上台朗讀會出現壓力、焦慮及緊張的情緒。此種回應正與表 3 中學生

表示因為會怯場而不喜歡上台朗讀活動不謀而合。上述結果讓研究者深思到，如

何提升學生的信心及營造降低其壓力與緊張情緒的情境，是未來推行朗讀教學之

行動重點。 

((((五五五五))))、、、、學生是否主動爭取朗讀機會情形學生是否主動爭取朗讀機會情形學生是否主動爭取朗讀機會情形學生是否主動爭取朗讀機會情形    

研究者將理解焦點置於學生是否能將升旗上台朗讀之活動，遷移運用於

課堂學習之中，於是設計了問卷五，冀了解學生是否會在國語課堂主動爭取 

朗讀機會，玆將學生填列之意願統計情形歸納如表 5 所列： 

表 5：學生是否主動爭取朗讀機會情形統計表 

問卷題目五問卷題目五問卷題目五問卷題目五：：：：上國語課時你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嗎上國語課時你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嗎上國語課時你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嗎上國語課時你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嗎？？？？ 

     原因 

      

反    次 

應     數 

很有趣 有利於
學習朗
讀 

吸引大

家目光

有表現

的機會 

在班上朗讀

聽眾較少 

  合計 

會（高年級） 3 11 15 0   29 

會（中年級） 1 4 7 24   36 

會（低年級） 33 23 11 7   74 

總       計 37 38 33 33   139 

比       例 27272727％％％％    27272727％％％％    24242424％％％％    24242424％％％％       

 

     原因 

      

反    次 

應     數 

唸得太
小聲、
自己發
音不標
準 

佔用上

課的學

習時間 

觀摩其
他優秀
者即可 

會害羞 通常都
是齊唸 

老師會叫

別人唸 

合計 

不會（高年級） 18 1 39 52 3 9 122 

不會（中年級） 9 5 14 22 1 2 52 

不會（低年級） 1 0 4 14 0 0 19 

總         計 28 6 57 88 4 11 193 

比         例    46464646％％％％       

 



 26 

綜觀上述表 5，歸納學生於國語課程中是否會主動爭取朗讀之情形，發現有

42％的學生表示會主動爭取，其原因主要在於能提高學習機會、朗讀很有趣、可

以有表現的舞台，且在班上聽眾較少，壓力較小。此外，不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

者亦高達 58％，其中尤以「會害羞」為最主要原因，填答人數高達 46％，顯示

即使僅僅在班級之內，仍約有一半的學生對上台不具信心。此結果適足以呼應表

3 及表 4 中學生表示上台朗讀會怯場及緊張的情緒狀態。 

針對表 5 之分析，不啻令研究者思考到在一般教室教學中，應多提供學生

發表及展現的空間，以引導取代灌輸注入式的教學。故爾，未來研究者在推動朗

讀教學之際，會聚焦於以逐步引導的方式，營造安全無壓力的情境，激勵學生上

台之勇氣，將學生上台的動機及信心列為下一波行動歷程中的優位考量，目的在

於促發學生主動參與朗讀之意願。 

三三三三、、、、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 

然而，囿於時間因素，每次升旗只安排三位學童上台，2然而，事與願違，

好不容易等到升旗時間，卻常因天候不佳(如下雨)或是遭逢學校學業評量等因素

而暫停升旗，故此活動雖然推動兩個多月，但上過台的學童數卻只有區區 19 人，

導致不時有未輪到上台朗讀的學童向研究者詢問：「 老師，什麼時候才輪得到我

呢？」看著滿心期待的學童天真無邪的臉龐，內心暗自高興，畢竟此活動在校內

似乎已引起一些正向的漣漪效應，也引來了一些產生共鳴的學童願意共襄盛舉。

但上述需因應天候的場地問題卻也形成本階段行動策略的困境之一。 

本階段困境之二來自於學生的怯場心理。 

鑑於彰化縣於 5 月 17 日舉辦國語文競賽，本校亦需派出一名選手，因此，

研究者即嘗試讓選手楊○○(化名)於 4 月 9 日當天至升旗台上演示，順便訓練膽

                                                
2
由於升旗時間有限，各處室報告事項繁多，若朗讀佔太多時間，恐耽誤上課進度，因此研究者

在與行政人員商討後，僅於每次升旗時段提供三～四名學童上台發表，並見識他人朗讀功力。每
次升旗整隊時，研究者會先召集即將上台的小朋友於司令台旁之桌球室內，耳提面命有關於上台
時該注意的禮儀、面對麥克風應有的膽識並將文章再次輕聲朗讀一次、鼓勵打氣一番後再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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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此舉讓研究者意外發現楊○○在上台後，大為失常，一再跟研究者表示她好

害怕，因此整個演示成果與其平常訓練表現竟有天壤之別，這不僅令選手信心大

失，也讓研究者省思到孩子們因為平常缺少上台的機會，在面對群眾之際，要克

服的恐懼感可能勝於其能力。這也提供研究者另一個行動起點，也許未來應審慎

考量讓孩子先試圖面對小眾，例如先行請級任導師提供班級演練機會，再逐步擴

至面對全校大眾的演示活動，以此漸進的方式，或許較能減低孩子的膽怯感，令

其在較無壓力的狀況下，有較完善的朗讀表現。 

 

綜合上述，從研究者所建構的行動迴旋曲之一：提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

系列活動中，可以歸納出本階段活動主要歷經困境有二：其一是場地及天候問

題；其二則是源自於學生太少上台而洐生的怯場心理。此二困境適足以提供研究

者建構下一波行動策略之重要參考。此外，分析師生之看法，發現教師普遍認同

此項活動；而在學生的意見部份，則呈現既喜歡又怕受傷害的反應。喜歡的是願

意聆聽運用優美的聲音將朗讀技巧完整呈現，怕受傷害的是要求自我上台展現實

力的壓力卻成為學童心中的一大鴻溝，因為膽怯而難以跨越，導致裹足不前甚至

自動放棄，自認為選擇逃避就可倖免於眾人面前出糗的窘境，此即是學童自我保

護的機制之一。殊不知機會是不等人的，一旦錯過了學習的時機，實力差距只會

越來越大，導致將來無法擁有足夠的競爭力，實為不容忽視的一環。在上述認知

與省思下，研究者更加體會到如何營造一個輕鬆自在、低壓易控的展演舞台提供

給學生揮灑自我，此乃下一波行動的重點。 

 

貳貳貳貳、、、、行動迴旋曲之二行動迴旋曲之二行動迴旋曲之二行動迴旋曲之二：：：：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辦理朗讀比賽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辦理朗讀比賽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辦理朗讀比賽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辦理朗讀比賽    

一一一一、、、、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    

((((一一一一))))改善物理情境改善物理情境改善物理情境改善物理情境，，，，將朗讀演示場地移至室內將朗讀演示場地移至室內將朗讀演示場地移至室內將朗讀演示場地移至室內    

經過一個暑假的沉澱與資料分析所衍生的省思，研究者思考著如何改善學

生因場地及怯懦所產生的排拒，繼續推動全面性的朗讀活動。在 8 月中旬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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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中，研究者提出為配合推動朗讀演示活動，欲將下學期升旗地點改至禮堂舉

行的建議。研究者也進一步解釋因為炎炎夏日在太陽底下站太久，學生容易心浮

氣躁，不易達到平心靜氣欣賞他人朗讀表現的成效，經由討論過後，大家逐漸凝

聚共識，決議升旗活動暫時改至禮堂舉行。 

從 9 月 1 日開學至今，本校的兒童朝會已在禮堂集會過四次，觀察發現學

生聆聽朗讀的注意力普遍趨為集中，耐性也增加，在此情境下，上台參加朗讀演

示的學生數也增加了，學生的參與機會相對提高。這是研究者根據行動一所從事

的修正策略之運作情形，堪稱有其成效。 

此外，研究者同時觀察到，每到朗讀時間，準備上台的學生，各個都能事

先準備好演示內容，依序從容的上台朗讀。鑑於朗讀場地已改至本校禮堂，室內

空間小而溫馨，不像司令台上視野廣闊而顯得壓力過荷，復由於上學期學生們已

陸續觀摩過其他許多小朋友的演示，對於整個程序步驟漸漸了解，內心的不安與

恐懼自然降低，故爾對於本學期之朗讀演示，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之，所展現出來

的朗讀表現也讓研究者及其他教師同仁們感受到學生的進步。 

    

((((二二二二))))提供揮灑舞臺提供揮灑舞臺提供揮灑舞臺提供揮灑舞臺，，，，舉辦全校性朗讀比賽舉辦全校性朗讀比賽舉辦全校性朗讀比賽舉辦全校性朗讀比賽    

本研究鑒於推動朗讀教學及演示業已成為學校師生熟悉的活動，而且在上

學期學校本位課程討論會議中，亦有吳姓教師建議可以透過辦理比賽提供學生展

現自我的機會，提昇學生投入朗讀活動的動機(97 年 6 月 4 日，學校本位課程會

議記錄)。盱衡上述，研究者評估時機已成熟，該是推動下一波行動的時候了，

於是開始擬訂全校朗讀比賽計劃，基於經費來源及學校彈性課程之統整性，故又

與午餐教育及教學組每年定期舉辦的國語文朗讀比賽校內初選活動結合，跨領域

及處室共同舉辦這場一至六年級學童朗讀比賽，這是本校首創的朗讀比賽活動，

首要目的一則在於檢視研究者所推展的朗讀教學之成效；二則在於提供學生展演

與揮灑的空間；再次，則是將午餐教育融入朗讀比賽之中，透過此賽事，期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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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理解均衡營養的重要，並認知到用餐應有的基本禮儀等。3研究者冀透過比賽

學生能以情感投入、表達清楚、熟讀文章的方式，將朗讀傳達得淋漓盡致，並藉

以宣導營養午餐教育，培養其健康及感恩的正確態度，若此，則不僅達到主學習，

亦臻至副學習及輔學習等多元成效。 

研究者在設計朗讀比賽的過程中，思考與回溯到上學期末 6 月底所做的問

卷，其中在表 2 學生知覺「朗讀是否提昇文意理解」統計表之分析中(參見上文

表 2)，明確得知學生認為「只有朗讀所以聽不懂」的比例高達全校學生數的 50%，

此發現亦衍生研究者覺察到國小學生的學習型態或許仍偏屬「視覺型學習者」，

因此，若能將朗讀資料提前提供予學生，或許能在欣賞他人朗讀之際更能心領神

會，提高樂趣與成效。此即從表 2 之分析中湧現的新理解，亦成為本次研究者規

畫朗讀比賽的重要考量。 

基於表 2 之分析及由此衍生的省思與理解，復考量到表 3 及表 4 之問卷分

析中，學生普遍表示對於上台朗讀會有怯場的心理壓力，因此，研究者在舉辦朗

讀比賽之前，即透過與校長及同仁的審議慎思，初步定調本比賽目的不在於考倒

學生，而是以提供學生一展所長，增加自信與朗讀動機為主要目的。因此，比賽

規定並未比照縣級國語文競賽現場抽題之形式，而決定以午餐宣導為主軸，在賽

前即提供各年級一篇短文為比賽題材(參見附錄三)，供比賽學生賽前練習，為的

是呼應上述表 2、表 3 及表 4 之分析與發現。一則讓比賽場地之學生可以清晰聆

聽與理解比賽者之朗讀內容，學習到上台者的表達技巧；二則也讓參與比賽之學

生不致於因為當場抽題，而衍生過度壓力，進而產生怯場失常之表現，無形中打

擊其自信與朗讀動機。 

在確定整個朗讀比賽的基調及目的之後，研究者開始擬訂計畫(參見附錄四)

並著手比賽事宜，整個比賽由學生自主決定，採自由報名方式，但若各班報名踴

躍超過三個名額時，則由各班教師先在班上進行初賽篩選，再提交出每班三位比

                                                
3
比賽文章由研究者從歷年來校內午餐教育之兒童徵文比賽中甄選而出，一～六年級文章內涵皆異，其中除

了傳達營養教育、午餐教育等相關理念外，更融入環境教育及品格教育等內容，強調感恩及環保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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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名單，此目的乃為鼓勵學童自發性的參與。 

在比賽現場的表現方面，除了一年級新生之外，綜觀二至六年級比賽者的

表現，各個胸有成竹、自信滿滿，看得出來是有備而來，而且學生表現隨著年級

而提昇，尤其是六年級的水準，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看在研究者眼裡，內心滿溢

著激動之情。因為透過本研究推動朗讀至今，研究者每每在升旗時間學生上台演

示後，總會不厭其煩地針對其優點給予肯定，針對其缺失適時而懇切的給予及時

性且公開的指導，這些回饋與指導的目的有三：(一)提供演示學生進步的空間，

讓他們了解自己不足之處，未來可以更向前邁進；(二)讓全校學生可以在觀摩朗

讀演示之後，學習到朗讀應有的認知與表現技巧；(三)提供全校教師學習如何指

導朗讀的機會，促其認知到未來自己在班級內引導學生朗讀之際所需注意的要

點。上述研究者的努力，終於經由此一朗讀比賽中，看到學生把努力學習與改進

過的朗讀要領呈現在比賽現場。研究者意識到學生的可塑性相當的高，小學教育

階段更是需要給予學生多元能力的正確指導，並提供多元參與機會，如此方能奠

定其未來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二二二二、、、、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    

研究者在辦理整個朗讀比賽活動之際，感受到學生及教師同仁給予正面的

支持與認同。舉例來說，在報名期間，六年級○班有一個同學在班級內初選未過，

情緒顯得明顯沮喪且難過，級任老師不忍心，還私下請求通融多增加一名參賽名

額。4
(97 年 9 月 19 日，陳老師留言籤)，足見此比賽活動已在學生間引發重視及

迴響，這或許也證實了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提昇了學生的朗讀

興趣與信心。 

其次，比賽當天亦有同仁建議把整場比賽過程錄影下來，未來能在週三晨

光時間中播放，當做一次觀摩朗讀比賽的視訊教學活動。研究者覺得此建議極為

                                                
4
 該名老師請託內容如下：「楊主任：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可否再讓我們班增加一個名額？

我們書庭很有興趣，可是班上初選沒過，他很難過不能參加，麻煩您給我們書庭一個上台的機會，

謝謝！」(970919，陳老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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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且實用，也深感到此位同仁對推動朗讀教學的細膩與用心，這樣的回饋對研

究者而言，是一種正面、溫馨與綿密的支持，讓研究者感受到本行動研究是有其

價值的，於是研究者也樂納其建議，將整個比賽實況錄影以備未來之用。 

此外，比賽結束後，研究者在新水國小網頁留言板中，亦發現看到一則來

自 參 加 朗 讀 比 賽 的 學 生 所 留 的 參 賽 感 言 ， 內 容 如 下 ( 引 自

http://163.23.72.11/default1.asp 新水國小網頁心情留版)： 

 

留言者： 朗讀小子  [ 男 ]  沒有留下信箱  職業： 學生  2008-09-24 

昨天參加朗讀比賽，雖然超級緊張的，但是我終於唸完了，下台

後聽到大家給我拍手，那時的心情超興奮的。因為我完成了一件

以前從沒想過做得到的事喲！希望學校以後多辦這種活動，讓我

們越來越進步。  

 
 

 

從上述留言板中的內容不難看出學生對參賽的心境，朗讀比賽當下帶給他

的情緒感染力是緊張的，但在完成這件學習過程中未曾有過的經驗之後，卻也有

著前所未有的興奮，從而衍生出對這個活動的正向支持與期待。 

針對上述留言，研究者亦立即上留言板回應這位署名「朗讀小子」的參賽

者，回應內容如下(引自 http://163.23.72.11/default1.asp 新水國小網頁心情留版)： 

留言者： 楊淑媺  [ 女 ]  沒有留下信箱  職業： 教師  2008-09-25 

給朗讀小子： 

能參加朗讀比賽的同學，都是班上最厲害的朗讀高手了，有能

力就要勇敢的展現自己，老師在這裡恭喜你已經向前跨越一大

步，勇敢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只要是對學生有提升能力的活

動，學校都會鼎力支持的。  

 

 

 

三三三三、、、、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行動策略面臨的困境與省思    

整個行動研究在此階段的策略運作上，雖大體流暢可行，但也不免遭遇一

些不可測的困境，繼而勾動了研究者據此產生一些省思。 

首先，在舉辦朗讀比賽前，研究者曾考慮是否需要提供全校學生及教師一

同到場聆聽及觀摩比賽盛況，但囿於禮堂場地空間所限，雖能容納全校 400 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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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但由於比賽人數多達 40 人(參見附錄五比賽名冊)，所費時間較長，在人數

眾多的境況下，全體觀摩學生極可能因為耐性不足而有噪音產生，如此一來，恐

難避免對比賽評判結果產生負面干擾。由於上述考量，研究者與教學組長及評判

教師討論後，決定將比賽場地改至視聽教室舉行。 

其次，由於朗讀比賽時間是規劃於 9 月 23 日下午 1 時～3 時，研究者復考

慮到怕佔用參賽學生太多上課的時間，因此，決定將賽程區分為兩個時段，其一

是由一～三年級於下午一時三十分進場比賽；其二則是由四～六年級於二批是下

午二時整進場比賽，如此分配是為了避免學生因久候而喪失原有課程之受教權，

盱衡上述規畫，研究者的初衷在於透過對學生既有行程的最低影響，產出最大範

圍的朗讀參與活動。 

鑑於上述，雖然解決了可能引發的噪音干擾及壓縮學生正常課程等疑慮，

但接踵而來的困境隨即衍生，質言之，研究者發現此比賽在場地替換之後，僅僅

由比賽學生分兩批參與其中，但其他校內師生並未置身其中，因此，喪失了一次

極佳的觀摩機會。這也正是行動研究中所可能遭遇的不確定因素，因為經常在某

一行動策略介入後可能解決了甲困難，卻隨之衍生了乙困境。有基於上述困境，

研究者從中思考到「若能提供現場錄影影片給未參賽之師生觀摩，那該有多好

呀！幸好比賽前有接受同仁建議，將此比賽過程全程錄影下來。如此一來，即可

透過資訊教學的傳導，彌補此次的缺憾與不足，讓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 

(97 年 9 月 23 日，研究者省思札記)。基於上述省思，研究者與教學組長及資訊

組長構思可利用毎週三視訊教學時間，分時段播放朗讀比賽影帶給全體同學觀

看，一方面是令未能參賽者有臨場觀摩感；二方面則可讓參賽者有「照鏡子」的

感覺，仔細檢視自己在台上的整體表現，進而得以發現進一步需要改進的地方；

其三，由於研究者尚有針對比賽學生之表現進行講評，故而可以提供所有教師一

個活生生的教材，促其了解朗讀的指導原則與注意事項。  

此外，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另一困境是，比賽時一年級學童對於文章朗誦的

流暢度還不錯，但上下台即顯得生澀不自在，須經由提示才懂得上下台的問候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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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致使研究者意識到雖然是為了推廣全校朗讀教學活動而舉辦這項比賽，但對

於剛入學，才開始認識注音符號的一年級新生來說，這不啻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而且他們還未參加過升旗典禮，也沒看過其他學長學姐上台朗讀演示的情形，所

以才會出現上述匱乏之處，這是研究者在舉辦本比賽之前未考慮周詳的部份，此

經驗將做為往後推動相關比賽之參考。 

 

叁叁叁叁、、、、行動迴旋曲之三行動迴旋曲之三行動迴旋曲之三行動迴旋曲之三：：：：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    

一一一一、、、、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行動策略描述與運作    

在進行朗讀比賽之際，研究者即已同時請校內同仁進行現場錄影，5並於事

後完成朗讀比賽實況 DVD 製作。此次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共錄製成三片光碟，約

可分成低、中、高年級三階段，每片長度約 25-30 分鐘。 

基於行動階段二所衍生之困境及省思，研究者思考到可以透過播放朗讀

DVD 片，彌補全校其他師生無法親臨比賽現場之缺憾，然而如何從事呢？首先，

研究者即聯結到學校每週三均安排視訊教學時段之晨光時間，其教學內容通常是

四處室相關活動之教育宣導影片，透過視聽教室主控室統一播放，各班透過教室

內之視聽設備連線，即可同步觀看，一方面可免於置身在酷熱的豔陽下聽講，另

一方面則可透過視聽媒材之聲光特質吸引更多孩子的注意力，達到更好的朗讀觀

摩與學習導成效。 

綜觀上述，研究者將此階段之行動策略定調為推動朗讀成果之集體分享，

質言之，透過各班甄選優秀人才參賽，復將比賽錄製成影像，提供師生欣賞，亦

是給予全校學生一個回饋，在辛苦耕耘後品嚐豐收的滋味。 

 

                                                
5
在準備朗讀比賽事宜時，經由同仁提示可以將比賽過程錄製下來，於是研究者商請本校教育役

幫忙錄影，正巧此替代役在求學期間乃攝影社社長，技術能力超強，找他幫忙準沒錯，而他亦爽

快的答應下來，因此得以順利錄製下珍貴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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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從行動策略中獲得的肯定與回饋 

在資訊組長及視訊播放小組的協助下，朗讀比賽 DVD 順利的在各班電視螢

幕上播放，在學生觀賞過視訊教學及目睹比賽人員的身影出現在電視畫面之後，

研究者隨機訪問三位級任老師有關學生觀賞情形。首先董老師表示：「學生各個

目不轉睛地安靜聆聽，因為電視裡的人就是班上的同學，感覺很親切也很有趣」

(971001，訪董老師)；接著陳老師表示：「學生一看到電視畫面是本校學生，都不

約而同的發出驚呼的聲音「咦」！隨即露出微笑後專心觀看」(971001，訪陳老

師)；而後董老師覺得錄製光碟畫面清晰，內容甚有紀念價值，又可以做為未來

朗讀教學之教材，值得收藏，因此委託研究者燒製一片備份給她，這也間接透顯

出教師對此次活動的肯定。 

在透過文字援引上述的訪談內容之際，研究者於行文過程中，腦海自然地

湧現出學生當時集中注意力，專心欣賞電視時的畫面。由此可見，此活動業已引

燃學生的學習興趣，此亦說明了第三波行動已引起共鳴與迴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歷經三波行動迴旋曲，首先，在第一波行動中研究者提

供學生朗讀演示的舞台，雖普遍受到認可，但仍可以歸納出本階段活動主要歷經

困境有二：其一是場地及天候問題；其二則是學生懷有怯場心理。基上，引發研

究者進入第二波行動策略--改變朗讀演示場地並進而辦理朗讀比賽，旨在符應學

生之需求及彩繪一場精采的朗讀饗宴。 

最後，為了讓全體師生均能分享此場精采賽程，因而發展至第三波行動---

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根據觀察及資料分析所得，多數師生皆支

持與認同此種實況錄影教學方式，促使研究者更加肯定此一行動研究富有正面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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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學生的朗讀表現情形學生的朗讀表現情形學生的朗讀表現情形學生的朗讀表現情形    

由於研究者是本校之輔導主任，非教學第一線之班級級任導師，因此不像

級任教師般可以在班級內直接從事朗讀教學活動，並自行進行教學觀察。此外，

為了不增加教師之教學壓力及受觀察之困擾，研究者並無直接進入教室觀察教師

教學，故爾，在本研究中，觀察的運用主要運用範圍有三：其一是觀察學生朗讀

演示當下之預備情況及表現；其二是任教藝術與人文科任課時觀察學生之朗讀情

形；其三則是觀察學生在參加朗讀比賽時之表現。 

基於上述，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探討學生朗讀表現情形之際，主要資料

來源為不定期訪談級任教師同仁對學生的觀察所得，並進一步蒐集同仁們心得分

享之資料，藉以協助紀錄學生學習情形之總況，匯集成研究資料。研究者透過訪

問級任老師，請其就研究者推動全校性朗讀活動以來學生的朗讀表現情形加以敘

述，經資料分析後，發現除了少數學生因為教師趕課缺乏指導，而無長足的進步

之外(971011，訪談逐字稿)，朗讀教學對其他學生泰半具有程度不等的積極促進

作用，以下綜括整理相關結果如下： 

一一一一、、、、學生對於朗讀活動普遍感到有興趣學生對於朗讀活動普遍感到有興趣學生對於朗讀活動普遍感到有興趣學生對於朗讀活動普遍感到有興趣：：：：從原本死氣沉沉的唸課文情

形到如今整體均能注意到文章朗讀時應有的韻律感看來，是進步的。（971011，

訪談逐字稿） 

二二二二、、、、推動朗讀活動對學生有正面影響推動朗讀活動對學生有正面影響推動朗讀活動對學生有正面影響推動朗讀活動對學生有正面影響：：：：學生欣賞過別人朗讀後有模仿效

果，致使自己朗讀時較會注意跟進。朗讀能力好的人，在朗讀課文時有帶頭作用，

會帶領全體享受文字之美（971011，訪談逐字稿）。有些學生還會在家練習朗讀

給家長聽，增進親子互動。（971011，訪談逐字稿） 

三三三三、、、、全班一半以上的人在朗讀表現上具有顯著進步全班一半以上的人在朗讀表現上具有顯著進步全班一半以上的人在朗讀表現上具有顯著進步全班一半以上的人在朗讀表現上具有顯著進步，，，，想上台朗讀的想上台朗讀的想上台朗讀的想上台朗讀的

人數比例高於不想上台者人數比例高於不想上台者人數比例高於不想上台者人數比例高於不想上台者：：：：學生很想上台，很開心，但害羞的人也有。

（971011，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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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部分學生已對朗讀稍具批判鑑賞能力部分學生已對朗讀稍具批判鑑賞能力部分學生已對朗讀稍具批判鑑賞能力部分學生已對朗讀稍具批判鑑賞能力：：：：部分學生能針對同學的朗

讀提供咬字上及情緒上的建議，如「ㄔ」與「ㄕ」之音準；又如學生也會建議上

台者不要過於緊張，以免影響臨場表現（971011，訪談逐字稿）。 

五五五五、、、、學生較願意主動投入學習學生較願意主動投入學習學生較願意主動投入學習學生較願意主動投入學習：：：：學生為了上台演示，會學著一字一句仔

細唸出，比較認真咬字、注意發音（971011，訪談逐字稿）。 

六六六六、、、、朗讀促進學生人際互動的溝通能力朗讀促進學生人際互動的溝通能力朗讀促進學生人際互動的溝通能力朗讀促進學生人際互動的溝通能力：：：：學生經過朗讀的指導及練習

後，其自信心增加，因此在和同學相處時，講話比較大聲，口語表達能力也較好。

（971011，訪談逐字稿） 

 

綜觀上述，資料分析發現，級任教師多數能配合朗讀教學活動，在第一線

場域指導朗讀技巧，學生經由練習，亦多數有程度不等之進步。然而，值得進一

步說明的是，仍有少數教師表示自我專業能力不足，因此未能實施範讀教學，加

上課業壓力瀪重，忙於趕進度，以致未在班上加強朗讀教學，導致學生出現無長

足進步之情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學生對朗讀教學的看法學生對朗讀教學的看法學生對朗讀教學的看法學生對朗讀教學的看法    

研究者於推動朗讀行動三個迴圈之際，採取平時不定期對學生的非正式訪

談，資料分析發現，仍有學生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情境下，無法克服緊張的心

理壓力6，但多數學生普遍表示喜歡朗讀活動，玆將有關於學生對於參與朗讀教

學活動的正面看法歸納整理臚列於下： 

一一一一、、、、喜歡朗讀活動喜歡朗讀活動喜歡朗讀活動喜歡朗讀活動：：：：在上課時老師會叫人起來唸課文，我會踴躍爭取機

                                                
6
這些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學生，在訪談中提到：「我很喜歡朗讀，但我不敢上台，怕被同學笑」。

（971006，訪談逐字稿）；「我喜歡在禮堂聽別人朗讀，這樣比較清楚，但是如果要我朗讀，我喜

歡在操場司令台上，因為看不到大家看我的眼神。」（971006，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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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970909，訪談逐字稿） 

二二二二、、、、能注意正確唸法能注意正確唸法能注意正確唸法能注意正確唸法：：：：自從學校推動朗讀以來，唸課文時我都會注意要

用優美的聲音來唸。（970916，訪談逐字稿） 

三三三三、、、、期待升旗的朗讀活動期待升旗的朗讀活動期待升旗的朗讀活動期待升旗的朗讀活動：：：：升旗時可以聽到別人朗讀，很喜歡。（970916，

訪談逐字稿） 

四四四四、、、、朗讀促進親子共學朗讀促進親子共學朗讀促進親子共學朗讀促進親子共學：：：：因為要上台朗讀，我認真準備，我媽媽也要我

唸大聲一點，而且要我唸好幾遍。（970929，訪談逐字稿） 

五五五五、、、、主動爭取朗讀比賽機會主動爭取朗讀比賽機會主動爭取朗讀比賽機會主動爭取朗讀比賽機會：：：：老師發一篇文章要我們回去練習，星期

一要在班上先比賽一次，再選出三位代表班上參加學校的比賽，我很想成為

班上代表。（970916，訪談逐字稿） 

綜合上述，可以明確得知，學生普遍喜歡朗讀活動，有能力者能主動爭取

上台展現自我的機會，對他們而言朗讀教學是一項具有吸引力及一展所長的學習

活動，這也顯示學生對本研究所推動的朗讀教學持積極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

仍然有少數學生未能戰勝自我的緊張情緒，如何輔導這類學生，是未來有志於從

事朗讀教學相關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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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建議與研究限制建議與研究限制建議與研究限制建議與研究限制    

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茲將結論、建議與研究限制分述於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研究者自九十六學年度下學期接任訓練朗讀比賽選手工作後，隨即展開一

系列推動全校朗讀教學活動，至今已有七個多月時間，學生從剛開始對朗讀概念

認知不清楚的境況下，到目前已多數能唸得ㄧ口流利標準的國語，這期間的努力

是有目共睹的。 

本研究在七個多月期間，共歷時三個行動階段，以下僅將研究結論歸納於

後：  

壹壹壹壹、、、、本研究教師在校內推動與實施朗讀教學之情形本研究教師在校內推動與實施朗讀教學之情形本研究教師在校內推動與實施朗讀教學之情形本研究教師在校內推動與實施朗讀教學之情形    

第一波行動利用升旗時間安排上台朗讀演示活動，在實施過程中，分析師

生之看法發現：教師普遍認同此項活動；而在學生的調查問卷部份，則呈現既喜

歡又怕受傷害的反應。喜歡的原因有四：一、提供表現機會；二、欣賞他人朗讀；

三、增加自信；四、提升朗讀能力。其中又以朗讀活動可以提供欣賞他人朗讀為

最主要因素。不喜歡者之原因亦有四：一、耽誤時間；二、無法理解朗讀內容；

三、會怯場；四、場地炎熱。其中以「會怯場」及「場地炎熱」為最主要因素。 

囿於上一波之困境與反思，研究者衍生第二波行動---改變朗讀演示場地及

辦理朗讀比賽。透過「短文」朗讀比賽讓學生一展所長，結果發現各個參賽者水

準均已提昇，學生對於朗讀概念較清晰且對此活動感興趣。在此階段，師生對整

個朗讀比賽活動泰半給予正面的支持與認同，讓研究者領悟到本研究具有提供學

生試鍊膽量，一展所長的深刻價值。 

第三波行動重點在於透過朗讀比賽實況錄影實施視訊教學，透過視聽教室

主控室統一播放至各班教室，以達臻更佳的朗讀觀摩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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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其朗讀表現情形其朗讀表現情形其朗讀表現情形其朗讀表現情形    

本研究學生在經驗朗讀教學活動後之表現，除了少數學生因為教師繫於趕

課壓力，缺乏指導，而無長足的進步之外，朗讀教學對其他學生泰半具有程度不

等的積極促進作用，顯示本研究在推動朗讀教學的成效上是值得肯定的。以下綜

括整理相關成效結果如下： 

一、學生對於朗讀活動普遍感到有興趣。 

二、推動朗讀活動對學生具有正面影響。諸如：全班一半以上的人在朗讀表

現上具有顯著進步，想上台朗讀的人數比例高於不想上台者。 

三、部分學生已對朗讀稍具批判鑑賞能力。 

四、學生較願意主動投入朗讀學習活動，顯示其相關動機提昇。 

五、朗讀促進學生人際互動的溝通能力。 

 

叁叁叁叁、、、、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學生在經驗上述朗讀教學活動之後，，，，其看法為何其看法為何其看法為何其看法為何？？？？    

本研究學生對推動朗讀教學之看法，除了少數學生仍然無法克服緊張的心

理壓力，其他多數學生普遍表示喜歡朗讀活動，並開始具有信心及願意主動參與

朗讀演示或相關比賽活動。玆將學生對於參與朗讀教學活動的正面看法歸納整理

臚列於下： 

一、喜歡朗讀活動。 

二、能注意正確唸法。 

三、期待升旗的朗讀活動，並想主動爭取朗讀比賽機會。 

四、朗讀促進親子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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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壹壹壹壹、、、、給教師的建議給教師的建議給教師的建議給教師的建議    

一、適切的口語表達能力，是學生未來的關鍵競爭力之一，因此，教師應揚

棄講述式教學為先之迷思，將朗讀教學融入課程活動之中，以培養學生是項能力。 

二、教學第一線教師應隨時與學生保持良好的互動，在語文教學時，除了學

生齊讀之外，宜多安排學生獨讀機會，並提供即時性之個別指導外，促使學生有

機會發展更佳的朗讀技能。 

三、教師應多給學生讚美與鼓勵，在溫暖安全的教學情境下，學生對於學習

會主動投入，其成效將加速前進。 

四、教師應善用影音視聽設備，以吸引學生目光(朱秀麗，2007)，提升學生

上課專注力；此外，經由觀賞朗讀比賽優勝者紀錄片，亦可學習更精湛的技巧，

加速進步的步伐。 

五、朗讀是國語文教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亦是表情達意的工具學科（朱秀

麗，2007），但要唸得好、唸得標準，卻不容易。若要求嚴格，或許會抹煞學生

的興致而採逃避方式因應。因此，建議教師在推展朗讀教學之際應循序漸進，保

有等待孩子成長的心境，以免揠苗助長，因為求好心切而扼殺學生之學習興趣。 

 

貳貳貳貳、、、、給學校行政的建議給學校行政的建議給學校行政的建議給學校行政的建議    

一、鄉下小學生原本接受文化刺激機會就顯得不足，因此容易膽怯怕生，學

校行政可持續推動全校性朗讀活動，藉此機會提供學童訓練上台的膽量。 

二、研究者推動朗讀教學以來，多仰賴各班的配合推動，才得以順利進行，

但若回歸各班自行推動，教師可能會基於教學進度的壓力，忽略朗讀的重要性，

繼之，在語文教學中再度省略朗讀練習，如此一來，可能又返回原貌，無法落實

與貫徹朗讀教學，學生也可能因此失去了黃金學習期。因此學校行政應配合語文

領域各階段目標，妥善規劃朗讀相關活動，並且編列活動經費，以利活動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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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全校性活動，諸多方面需要由行政人員站在較高的法職位置及寬廣

視域下統籌規畫，因此，在學校層級推展朗讀教學之際，亟需行政人員負責主導

此項業務，方能綜上理下，見到成效。 

四、朗讀除了必須具備優異技巧外，尚需有深厚的語文根基搭配才能相得益

彰，故建議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充實圖書設備並積極推動閱讀，讓學生的語文能力

在良好的閱讀情境中得以提昇其閱讀理解，如此，方能促其朗讀表現易於彰顯。 

五、朗讀教學的推動，是需要長期實施的，教務處應特別推行朗讀深耕教育，

從一年級至六年級持續同步推展，一則從低年級即開始奠定學生良好的基礎，二

則亦可透過長期推動，建立朗讀人才資料庫。 

 

叁叁叁叁、、、、給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給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給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給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每年由教育處舉辦的國語文競賽中，朗讀比賽是其中的項目之一，既然

朗讀如此重要，建議於平時多舉辦朗讀相關教學知能研習，讓教師了解如何正確

朗讀，進而提昇指導學生正確優美朗讀的技巧。 

二、建議教育處將每年舉辦的國語文朗讀決賽進行實況錄影，並將 DVD 配

發給各校，作為觀摩學習之用，裨益於從事朗讀之指導。 

 

肆肆肆肆、、、、給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給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給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給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一、教師需要有能說標準國語的能力，建議在師資培育階段即能強調此項能

力指標，舉行朗讀能力檢定等活動，以提昇教師應有的能力。 

二、師資招生簡章中可附註口試項目增考朗讀，以為篩選標準。 

    

    

    



 42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無法讓每個人皆上台無法讓每個人皆上台無法讓每個人皆上台無法讓每個人皆上台：：：：    

此研究囿於時間不足，級任導師教學壓力大，深恐耽誤各班上課時間，因

此，囿於時間不足及學校課程壓力等因素，在每次升旗時間皆僅提供三位學生有

上台朗讀的機會，實際而言，無法讓每個人皆上台一展所學，此境況與研究者原

來設定讓學生有表現舞台的初衷不盡相符，形成本研究限制之一。  

貳貳貳貳、、、、研究者基於角色定位上所產生的限制研究者基於角色定位上所產生的限制研究者基於角色定位上所產生的限制研究者基於角色定位上所產生的限制：：：：    

研究者為行政人員，未親自帶班，故在班級推動朗讀教學方面均需各班配

合，研究者僅透過訪談教師得知班級狀況，因此，關於學生細部的表現情形及內

心想法，無法一一窺知，此乃研究者基於角色定位上所產生的限制。 

叁叁叁叁、、、、少數教師本身發音並不標準少數教師本身發音並不標準少數教師本身發音並不標準少數教師本身發音並不標準：：：：    

教師自身必須對於國語發音有一番研究，因為有良好的示範方能引導學生

有更完美的表現。可惜在本研究中有少數教師本身發音並不標準，自然達不到正

確範讀的示範作用，學生的學習可能受到侷限，此亦形成本研究在從事朗讀教學

之限制。 

肆肆肆肆、、、、缺乏適當的空間進行朗讀演示活動缺乏適當的空間進行朗讀演示活動缺乏適當的空間進行朗讀演示活動缺乏適當的空間進行朗讀演示活動：：：：    

在推動朗讀教學之際，由於考量學生對場地之感受，將演示場所改至禮堂

舉行，雖然克服了室外陽光熾熱的問題，但由於禮堂缺乏冷氣設備，仍顯悶熱，

甚且無固定座位，空間小、人數多、學生得席地而坐，際此物理情境下，觀察得

知學生心緒會稍有浮動現象，多多少少影響其學習。揆此，缺乏一個適當的空間

進行朗讀演示活動，可能導致此部份的學習成效打折，亦形成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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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研究省思研究省思研究省思研究省思    

教育是一種良心事業，教師的工作職責不容懈怠，研究者亦戰戰兢兢於工

作崗位上。研究者自執教以來已服務二十四個年頭，時常回首憶往，從獎狀回想

經歷過的事蹟，豐收的喜悅常洋溢臉上。 

許校長常說的一句話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研究者即以此句嘉言期許

自己，力求精進。適逢彰化縣政府舉辦「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論文徵

選計畫」，在許校長的鼓勵下，研究者願意將正在執行的朗讀教學，推廣至全校

層面，並且兼顧行動研究精神，邊做邊修正，時時反省、檢視行動策略，更重要

的是完整記錄，將行動轉化成文字報告，進而產出成為教師的知識，這其中所代

表的意義深遠，一則提供研究者時時回顧與反思的依據，二則作為經驗傳承的文

本，感覺自己總算把「逝去的歲月」、「走過的足跡」留下來了。 

行文至此，內心著實有份充實豐收的感動，在別人眼裡或許認為那是一件

苦差事，但唯有經歷過這整個行動研究歷程的人，才能領略箇中滋味，酸甜苦辣

鹹，五味雑陳，一路走來，研究者從中獲得不少成長，感謝許校長時時給予研究

者指導及加油打氣，讓本研究有股源源不絕的支持力量，實施起來雖繁忙但卻有

種甘之如飴的幸福感受。 

在校務繁冗的情況下，又要進行研究，的確有些困難與挑戰，但讓研究者

省思到的是：若此研究能裨益學校，引領其正向發展，這就是值得推動的工作。

歷經了這次研究旅程，研究者已掌握行動研究的要領，慶幸自己擁有一把能發現

問題、省思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利器」。未來無論在教學旅途或生命流轉不

息的過程中，遭遇任何疑慮與困惑，皆能應用行動研究的精神，分析情境內所潛

藏的問題，再循著富有彈性與反省的腳步，持續修正與前進，相信，一切困境都

將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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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新水國小九十六學年度推動朗讀實施計劃新水國小九十六學年度推動朗讀實施計劃新水國小九十六學年度推動朗讀實施計劃新水國小九十六學年度推動朗讀實施計劃    

壹、依據：縣府來文指派學生參加國語文競賽 

貳、目的： 

         一、培養兒童朗讀習慣，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脈絡中。  

   二、啟動朗讀交流，分享朗讀教學策略，提昇朗讀教學 

知能。 

   三、提供上台朗讀的機會，訓練膽識，奠定其基本能力。 

   四、為每年的國語文朗讀競賽培訓人才，儲備實力。 

 

叁、實施辦法 

   ㄧ、各班於國語課時間進行朗讀教學，選拔優秀人員上 

       台朗誦給班上同學聽。 

   二、星期二升旗時間由一至三年級學生上台朗讀，星期 

       四升旗時間由四至六年級學生上台朗讀，每次依升 

       旗時間多寡而決定上台人數，原則以不超過十分鐘 

       為限。 

   三、朗讀題材以國語課本敎過的內容為主，由學生自行 

       決定朗誦課別。 

   四、朗讀內容可長可短，朗讀最有把握的一、二段亦可。 

   五、上台朗誦者，可記嘉獎五次。 

 

 肆、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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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新水國小推動朗讀教學問卷調查表      

 
班級：___ 姓名：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朗讀時需注意哪些重點？（可複選） 

  □咬字清楚正確   □聲音宏亮有高有低   

  □配合語句調整節奏  □唸得有感情 

  □其他。你還想到什麼？
(                                   )    

 

2.當你用正確的朗讀方法讀完文章後，是否比較看得懂文章的內容？ 

  □是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                                       

 

3.你喜歡每週二、四升旗時間上台朗讀的活動嗎 ？ 

  □喜歡     為什麼？                                                       

  □不喜歡   為什麼？                                         

                

4.下學期再推動上台朗讀時，你想參加嗎？ 

  □想     為什麼？                                                         

  □不想   為什麼？                                           

                

5.上國語課時你會主動爭取朗讀機會嗎？ 

  □會     為什麼？                                                         

  □不會   為什麼？                                                         

                                 
 
感謝你撥空填寫問卷，讓活動有修正改進的方向！  
           
                                    輔導室敬上 97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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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一附錄三之一附錄三之一附錄三之一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一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每到中午用餐的時候，每個同學都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營養午餐，讓我們

感受到農夫工作的辛苦及午餐媽媽的愛心。 

         午餐媽媽每天辛苦準備好吃的魚、肉及香甜的蔬菜，同學們都吃得津津有

味呢！ 

         在這裡我想大聲的跟午餐媽媽說：「午餐媽媽，謝謝您！」 

------------------------------------------------------------------------------------------------------------------------------------------------------------------------------------------------------------------------------------------------------------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二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每到午餐時刻，我的腦海裡就不停想像著今天午餐要吃什麼，想著想著，

口水就流下來了。 

餐桶一打開，哇！燉得入味的爌肉、煮得清脆的菜、炒得可口的菜脯蛋，

雖然不是頂級套餐，畢竟那是午餐媽媽用「愛」做出來的午餐。 

能在小學裡吃到這麼營養的午餐，我已無可挑剔了。午餐媽媽，謝謝您！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三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噹！噹！噹！午餐時間又到了，原本肚子嘰哩咕嚕的，一看到豐富的菜

色，口水都流下來了。 

午餐媽媽煮的每道菜餚，我都很喜歡，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玉米濃湯，又香

又好喝，大家都喝得津津有味。 

能享受到這麼美味的午餐，大家應該存有感恩惜福的心，因為即使是一粒

米，也是由農夫一滴滴的汗水、一滴滴的心血耕種而來的，同時也是午餐媽媽

辛苦努力的傑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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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二附錄三之二附錄三之二附錄三之二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四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我們每天都要吃午餐，午餐對發育中的我們很重要。 

有豐富的午餐，能讓我們有足夠的體力，去完成任何事情，有均衡的營養

午餐，能使正在成長發育的學生們長得又高又壯，所以我們不能忽視這豐富的

營養午餐。 

豐富營養的午餐，不一定要大魚大肉，而是它的營養成份，要能夠讓人體

吸收，要有均衡的營養，才能滿足我們的體力需求。 

最後要感謝辛苦的午餐媽媽，要不是她們準備這豐盛的營養午餐，怎麼能

夠讓我們有充沛的活力呢！ 

--------------------------------------------------------------------------------------------------------------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五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又到了吃午餐的時間，真希望能快點吃到美味可口的飯菜，因為我的肚子

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了。 

每次到了第四節課的時候，老師叫班上同學去推餐車，我的心思就不在課

堂上，早就隨著廚房飄來的香味而魂不守舍了，這些佳餚好像是專為我準備似

的，每一樣都是我喜歡吃的。 

我們能享受這麼豐富的午餐，應該要感謝學校的午餐媽媽，讓我們可以盡

情享受每一頓快樂的午餐。 

 

彰化縣新水國小午餐教育六年級朗讀比賽 

 題目：營養豐富的午餐 

噹！噹！噹！下課了，午餐時間到了，大家的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叫。打菜

的同學忙著盛飯，等大家都把飯添完了，老師喊開動，我們就開始吃。 

午餐的菜色各式各樣，有魚有肉，也有蔬菜和水果，雖然不是山珍海味，

但也稱得上色香味俱全了。看著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臉上還帶著甜蜜快樂的笑

容，就知道這是一頓貨真價實的營養午餐。 

最後要特別感謝午餐媽媽的手藝，使我們每天能吃到這麼豐盛的營養午

餐。午餐媽媽！辛苦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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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新水國小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實施辦法 

一、依據：新水國小 96 學年度「午餐小組會報」之行政會議決議訂定之。 

二、目的：為使兒童重視午餐均衡營養的重要、了解用餐禮儀等應有的認知，擬

透過低、中、高年段所推行的朗讀活動進行比賽，在比賽文章中融入

環境教育及品格教育之教學內容、響應環保理念，並強調用餐禮儀。

以情境投入、表達清楚、熟讀文章的方式藉以宣導午餐營養教育，培

養其健康及感恩的正確態度。 

三、對象：新水國小全體學生 

四、比賽日期：9/23（二）下午 1：30~3：00 

五、實施辦法：  

(一)由教學組、午餐小組及輔導室主辦，於九月中旬提供各年級一篇午餐

宣導短文，為比賽題材，供比賽學生賽前練習。 

(二)由學生自由報名，若各班超出 3 位，則由教師選出三位優秀選手代表

班級參賽。  

(三)比賽評判由教學組邀請校內具朗讀專長之教師擔任。 

六、獎勵：一～五年級錄取前三名，六年級錄取前三名及優勝兩名，予以頒發獎

品(優秀圖書)及獎狀，以資鼓勵。 

七、經費來源：午餐教育經費。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學組長：      午餐秘書：        輔導主任：       校長： 

朗讀比賽報名表 

班級 學生姓名 備註 

   

   

   

請於 9 月 19 日前繳交至輔導室，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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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ㄧ年級名冊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許仁蔚 顏秀伃 張芷綺 王俞平 楊欣如 童芷柔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二年級名冊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曾智彬 李芷纭 賴雅詩 施育坤 紀思婕 陳熠凡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三年級名冊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楊依珊 劉佳音 楊詠亘 陳思婷 王裴筠 林文彬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四年級名冊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紀尚銓 石聖穎 施宇庭 楊詒晴 施鴻鵬 施香瑜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五年級名冊 

編號 1 2 3 4 5 6 

姓名 王詩雯 吳佳凡 曾泳儒 陳昱婷 梁皓祐 童雅宣 

 

新水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午餐營養教育朗讀比賽六年級名冊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 

名 

楊 

詠 

淇 

陳 

建 

翔 

施 

啟 

倫 

林 

鈺 

萱 

陳 

巧 

娟 

陳 

圓 

智 

王 

詩 

婷 

吳 

若 

珊 

粘 

以 

安 

鄭 

書 

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