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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檢核 

1-2-A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成果檢核表 

社群名稱 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 

社群執行

起迄日期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社群人數 

        7   人 

(本社群之成員) 

核定經費 30,000 元 實際執行經費 30,000 元 

社群活動
執行內容
重點概述 

舉辦四場演講或實作的活動，包括：9/3與某產後護理機構執行長及

相關工作人員的演講與對談，及9/4、10/2、10/9三次的產後衛教影片

製作。受疫情影響，此次社群活動僅提供社群成員及校內少數教師參

與。藉由從機構人員及相關書籍閱讀後，社群成員群體腦力激盪與討

論後，決定此次初次拍攝衛教影片的三個主題。過程中，先進行分鏡，

決定內容大綱後，試拍、剪輯、試播、討論、修改、重製等過程。最

終完成「如何避免寶寶過敏」、「嬰兒急救」及「親子共讀」三部產

後機構所需的線上衛教影片，並提供某產後護理機構使用。 

是否依據核定之質量化指標執行？ 

■是                       否，原因                  

質化指標 

1.結合產業共同開

發問題導向實

作、產業實務專題

課程開發社群 

2.社會服務 

3.產學研發 

執行
成效 

1.透過產後機構執行長的演講及與工作

人員的對談，增進成員了解產後護理機

構常見的衛教主題及對於線上衛教課程

的需求。了解到產後護理機構婦女常見

衛教需求包羅萬象，每項主題適合的衛

教方式略有不同，有助於後續決定拍攝

的影片主題的優先順序。 

2.在選擇主題前，社群成員也透過閱讀相

關書籍與資料，充實對於各衛教主題的

了解，過程中習得之知識能於相關課程

與學生分享，充實教學實務內容質量。

而拍攝衛教影片的經驗，增加線上教學

的經驗，有助後續相關課程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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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標 

1.結合產業共同開

發問題導向實

作、產業實務專題

課程開發社群 

2.社會服務 

3.產學研發 

執行
成效 

1.舉辦 4 場主題活動，受疫情影響，僅 100

人次本社群成員及本校教師參與活動。 

2.完成三部產後護理機構之衛教影片，並

提供給合作機構使用。 

是否與其他主軸活動進行成效倍增？ 

是，主軸___執行策略______  否 

辦理此活動較著重之面向？ 

■教學面  公共面  社會面  特色面 

檢 

討 

與 

建 

議 

本年度社群執行期間，因為遇到疫情升級，影響活動規畫及執行。

直至暑假考量疫情有趨緩的趨勢，才趕緊聯繫產後機構負責人的時

間，導致執行時間相對匆促。期間因發現經費運用項目定義與往年

略有差異，為讓經費運用更符合本社群實際需求而提出變更申請，

將原定教學業務費調整為材料費，並依計畫完成費用核銷。另外，

因配合防疫政策，原定 4 小時的校外講座鐘點，減低至 2.5 小時，並

將校外專家的講座費用調挪一部分，改聘校內老師進行教學影片的

製作及分享。雖然機構人員經驗分享時間降低，但期間也購買相關

書籍閱讀，多方充實相關知能，藉以能掌握產後機構衛教主題需求，

並將拍攝衛教影片的主題排出先後順序。因時間及錄製衛教影片的

經驗有限，此次先排除一些需要拍攝實體操作的主題，優先選擇寶

寶過敏預防、急救及親子共讀三個適合對談分享經驗的主題，嘗試

拍攝適合產後機構住民觀看自學的衛教影片。透過業者及機構住民

等地試用，發現影片主題可符合機構的需求，目前也實際提供業者

使用。此次經驗有助教師未來進行「以實整虛」的線上教學相關教

學技能，活動回饋正向滿意。未來可以再學習進階影片動畫美編等

編輯技能，也可將所獲經驗編入產後機構互動情境之教案與演練，

以增加對學生就業技能的輔導。 

承辦人(簽章)：             承辦主軸主管(簽章)：簡淑慧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簽章： 

查核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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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編序 預算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 

支出 

差異說明 

單價 數量 總額 

1 膳食費 80 元/個 15 個 1,200 元 1,200 元  

2 印刷費 /份 20 份 2,000 元 2,000 元  

3 講座鐘點費 

1,000/小時 9 小時 9,000 元 12,000 元 
因疫情升級，調挪外請講座
鐘點費用。 

2,000/小時 4 小時 8,000 元 5,000 元 

因疫情升級，調降外請講員
講授時間，所剩費用挪至校
內講座鐘點費。 

4 交通費 /趟 0 趟 0 元 0 元  

5 材料費 /份 10 份 8,000 元 8,000 元  

6 教學業務費 /份 0 份 0 元 0 元  

7 雜支 /份 1 份 1,800 元 1,800 元  

總計 30,000 元  

 

承辦人：鍾芬芳    (親簽) 承辦單位主管：          主軸計畫主持人：簡淑慧  

說明： 

1. 預算項目請就原修正申請書之支出預算明細資料填寫。 

2. 實際支出欄位，請就實際執行的支出金額填寫，並說明差異原因。 

3. 如有學校配合款支付之項目，務必填寫清楚。 

4.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及紙本各一份)、滿

意度問卷調查表及活動歷程檔案（含紀錄紙本、照片、影音檔、活動滿意度

調查結果分析等）。 

5. 為展現社群成果、擴大教師交流，成果報告書將進行紙本實體或線上展示。 

6. 社群成員頇參加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期末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7.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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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時程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09月03日 產後月子期間常見衛教議題 

09月04日 產後衛教影片I製作 

10月02日 產後衛教影片II製作 

10月09日 產後衛教影片III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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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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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2-A「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 

「產後月子期間常見衛教議題」活動 

一、 目的：藉由專家演講與對談，了解產後護理機構常見衛教議

題。 

二、 時間：110年 09月 03日(星期五) 13：00至 15：30 

三、 地點：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四、主辦單位：「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社群 

四、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12:55-13:00 報到 鍾芬芳老師 

13:00-14:20 產後機構常見衛教議題 林岑熹執行長 

14:20-15:30 衛教影片於機構之使用 林岑熹執行長 

15:30 賦歸  

活動聯絡人：護理系 鍾芬芳 (分機 3164/E-mail:ffchung@mail.cgust.edu.tw) 

 

6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2-A「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 

「產後衛教影片 I製作」活動 

一、 目的：藉由專家影片製作經驗分享與座談，完成一部產後機構

衛教影片之製作與修編。 

二、 時間：110 年 09 月 04 日(星期六) 13：00 至 17：00 

三、 地點：301 討論室 

四、主辦單位：「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社群 

四、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12:55-13:00 報到 鍾芬芳老師 

13:00-14:00 產後衛教影片主題發想 倪麗芬老師 

14:00-16:00 產後衛教影片 I 錄製實作 倪麗芬老師 

16:00-17:00 影片 I 成果呈現與編修 倪麗芬老師 

17:00 賦歸  

活動聯絡人：護理系 鍾芬芳 (分機 3164/E-mail:ffchung@mail.cg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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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2-A「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 

「產後衛教影片 II製作」活動 

一、 目的：藉由討論決定影片主題與分鏡，完成一部產後機構衛教

影片之製作與修編。 

二、 時間：110 年 10 月 02 日(星期六) 13：00 至 17：00 

三、 地點：N301 討論室 

四、主辦單位：「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社群 

四、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12:50-13:00 報到 鍾芬芳老師 

13:00-14:00 衛教影片 II 分鏡討論 倪麗芬老師 

14:00-16:00 衛教影片 II 錄製實作 倪麗芬老師 

16:00-17:00 影片 II 成果呈現與編修 倪麗芬老師 

17:00 賦歸  

活動聯絡人：護理系 鍾芬芳 (分機 3164/E-mail:ffchung@mail.cg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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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2-A「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 

「產後衛教影片 III製作」活動 

一、 目的：藉由討論決定影片主題與分鏡，完成一部產後機構衛教

影片之製作與修編。 

二、 時間：110 年 10 月 09 日(星期六) 13：00 至 17：00 

三、 地點：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四、主辦單位：「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社群 

四、 議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12:50-13:00 報到 鍾芬芳老師 

13:00-14:00 衛教影片 III 分鏡討論 倪麗芬老師 

14:00-15:30 衛教影片 III 錄製實作 倪麗芬老師 

15:30-16:30 影片 III 成果呈現與編修 倪麗芬老師 

16:30-17:00 社群活動成果分享 倪麗芬老師 

17:00 賦歸  

活動聯絡人：護理系 鍾芬芳 (分機 3164/E-mail:ffchung@mail.cg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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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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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海報(若無，空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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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照片 

（一）產後月子期間常見衛教議題 

日期：110 年 9 月 3 日 

地點：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林執行長產後機構常見衛教議題 

 

林執行長及機構人員說明衛教影片於機構之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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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後衛教影片 I 製作 

日期：110 年 9 月 04 日 

地點：301 討論室 

 

產後衛教影片主題發想 

 

產後衛教影片主題及分鏡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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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後衛教影片 II 製作 

日期：110 年 10 月 02 日 

地點：301 討論室 

 

產後衛教影片錄製實作練習與討論 

 

產後衛教影片 I 錄製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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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後衛教影片 III 製作 

日期：110 年 10 月 09 日 

地點：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衛教影片成果分享—麗芬老師準備播放 

 

衛教影片成果分享—芬芳老師聽取聽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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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專題講座內容(含諮詢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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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後月子期間常見衛教議題

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執行長 林岑熹

產後關注主題

• 媽媽自我照顧

– 身體復舊、傷口、飲食、休息、身體清潔

• 嬰兒照顧

– 沐浴、過敏體質、黃疸、排便、預防針、脹氣

• 母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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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後常見的護理問題及護理

生產經驗
疲憊及身
體不適

母乳哺餵
(受挫)

角色扮演
及轉變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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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專論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兒童發展遲緩的發生率

約10%1，家扶基金會於2013年在偏鄉地區調

查疑似發展遲緩率高達27.2%，台灣展臂閱讀

協會於2015年在高雄市原鄉調查指出遲緩兒童

接受早療比率18%；有47%的家庭沒有童書；

69.5%家庭沒有共讀習慣。早期療育在遲緩兒

發生率較高的偏遠地區需耗費龐大資源，如何

針對問題介入與預防是兒童照護上刻不容緩的

議題。美國兒科醫學會於2014政策聲明2指出

將早期閱讀推廣納入兒童醫療照護之中，並介

紹有實證醫學支持的展臂閱讀(Reach Out and 

Read, ROR)模式，可以達到預防兒童因為後天

刺激不足導致發展遲緩的問題。鑑於台灣偏鄉

早期教育缺乏，當地圖書資源難以進入家庭，

而有2015年發起的台灣展臂閱讀協會支持偏遠

地區的醫療院所推廣親子共讀。台灣兒科醫學

會於2016年的聲明稿「儘早開始唸故事書給

寶寶聽」3，鼓勵家長運用對話式共讀的方式

來和孩子互動。熟悉兒童發展的專業醫療人員

擁有獨特的機會，在孩子出生後的快速發展階

段，反覆定期接觸大部分的家庭，可以鼓勵家

長在孩子腦部發展黃金時期為孩子打開書本，

本文針對臨床上執行親子共讀推廣之經驗與相

關文獻做回顧整理。

臨床醫師的新角色

家庭功能與社區環境對屬於易受傷族群

的孩童之身心健康影響很大，過去公共衛生的

進步，如疫苗、衛生及營養方面，大大增進了

眾人的健康，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社會整體

新的健康問題產生，而且是複雜且多因素造成

的，在問題之間彼此存在著交互關係，使得解

決問題的方法變得更有挑戰性！例如食品安

全、貧窮與M型化社會、網路3C成癮、兒童

照顧上忽略、網路與校園霸凌、虐待等問題，

都對孩童和家庭健康帶來許多不良的後果。過

去研究指出兒童大腦在6歲前完成90%以上的

發育4，視覺皮質在產後4個月到8個月之間達

到高峰，前額皮質的區域在第15個月達到高峰
5。兒童成長過程身體、心理、社會情感環境

影響著大腦結構發育、學習潛能和行為表現。

而ROR創辦人之一的Barry Zuckerman兒科教

授提到醫師是社會正義的載體，是改變健康之

社會決定因子(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的契機，強調臨床醫師扮演對抗健康不

平等的全新角色上有著關鍵的影響力。

展臂閱讀模式的起源與模式

早在 1 9 8 9年，兩位兒科醫師 B a r r y 

Zuckerman及Robert Needleman於波士頓市立

醫院（現波士頓醫學中心）發現許多經濟弱勢

家庭的孩子，在發展快速的階段普遍缺乏閱讀

與口語刺激的機會，因此在語言表達、社交能

力方面都明顯落後。由於孩童不是天生就喜歡

上書本，他們需要和家長共讀的過程，開始獲

得閱讀的樂趣，有鑑於此，兩位兒科醫師在30

年前開始了從診間推廣兒童早期閱讀的展臂閱

讀計畫(ROR)。展臂閱讀主要介入對象為0-6

歲的學齡前兒童，模式的核心三要素為： 

1. 醫療人員向家長解釋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討論童書並衛教共讀指引（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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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臨床為基礎提倡親子

共讀來促進兒童發展（上）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  陳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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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人員給兒童一本新的適齡童書，示範

與孩子共讀時學習的特別時刻（例如翻

書、認識物品、數數）。

3. 佈置候診室成為有童書、提倡閱讀的文宣

（圖二）的兒童友善閱讀空間。

2014年美國兒科醫學會將「主動建議家長

儘早唸故事書給寶寶聽」納入兒童醫療照護政

策之一，強調醫師在介入早期閱讀推廣對兒童

發展的重要性，並描述展臂閱讀是有實證醫學

支持的方式，藉由兒童發展篩檢的機會介入推

廣兒童早期閱讀，有效改善家長對於照顧兒童

態度、親子共讀的頻率以及孩童大腦語言的發

展。

親子共讀推廣融入台灣的醫療

2015年台灣展臂閱讀讀協會的創立致力於

偏鄉兒童早期閱讀推動、醫療人員的培訓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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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親子共讀衛教單
         親子共讀衛教單（台北市醫師公會、台灣展臂閱讀協會提供）: https://reurl.cc/Aqql5E 

供醫療據點書籍及候診閱讀空間硬體的支持，

隨著2016年兒科醫學會發表聲明稿倡議與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將親子共讀納入『母嬰親善

2.0』之中，越來越多醫療單位加入了推廣親

子共讀的行列。利用國內目前依照兒童發展里

程與反覆規律的7歲前有7次的兒童發展篩檢的

機會，是一個可以改變父母的行為的好方法，

結合密集基層醫療環境及長久扎實的公衛政策

的優勢作為醫療推廣親子共讀的利基出發，目

前已超過60個醫療單位參與，過程中受到夢想

資助計畫、台北市醫師公會、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各地衛

生局、台北市中興扶輪社（台灣高風險家庭兒

童發展遲緩防治計畫）、台北市北區扶輪社、

社會大眾及合作的醫療院所配合支持，才得以

順利永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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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兒童發展與閱讀行為里程碑海報 (台灣展臂閱讀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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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翻轉高風險家庭孩童成長逆境

在童年時期無法避免地會面臨到逆境與壓

力，這時候需要大人的支持與陪伴，無論是透

過繪本共讀，抑或是傾聽孩子的訴說，這些簡

單的方法卻是讓孩子維持在健全發展軌跡上的

重要支撐力。

壓力的種類6：

1. 正向壓力(Positive stress)：是程度較小、時

間較短、有支持力量、可恢復等特性，例

如到醫院注射疫苗、在遊戲闖關挑戰、去

上學與家人道別等，是孩子成長與學習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可承受壓力(Tolerable stress)：是程度較

大、時間較長、有支持力量、可恢復等特

性，例如失去親人、遭遇天災、疾病等可

忍受的壓力。這樣的壓力會觸發身體較大

的反應，若在這個時期孩子可以得到大人

的協助來調適，他們的大腦結構和他器官

就會從可能從有害的影響中恢復過來。

3. 毒性壓力(Toxic stress)：是程度強烈、頻

繁、長時間、不可恢復等特性，例如身體

或情感受虐、長期忽略、照顧者有藥物濫

用、精神疾病、或家庭經濟困難，並且沒

有照顧者足夠的支持情況下，累積已超出

了兒童的耐受度，而產生有毒性的壓力反

應，經過長時間後大腦結構和其他器官會

受破壞，影響成年後疾病的發生與認知障

礙。

兒童面對壓力時反應的階段：於每個孩

子的成長背景不同，面對壓力的耐受性也不相

同，兒童面對壓力時，會有四個不同階段的反

應7：

1. 第一階段：反應階段，壓力引發身體各式

反應。

2. 第二階段：評估階段，孩子嘗試在壓力事

件中尋找意義。

3. 第三階段：計畫階段，孩子在壓力狀態下

尋找對策。

4. 第四階段：行動階段，孩子嘗試不同方法

來處理壓力。

兒童往往很難獨自應對過大的壓力，往

往需要家人的愛與陪伴，在充分照顧和支持下

來讓壓力水平恢復到可以忍受或正常的範圍，

而透過繪本討論故事的親子活動，過程中會進

孩子的社交和情感發展，並且對於壓力的來源

去理解與找到克服的方法。展臂閱讀是促進兒

童健康的公共衛生方法，可以作為家庭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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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虐待
(Abuse)

2. 忽略
(Neglect)

3.家庭功能失常
(Household 
Dysfunction)

身體虐待 身體忽略 精神疾病 

情緒虐待 情緒忽略 母親被施暴

性虐待 父母離異或喪親

照顧者有犯罪行

為被囚禁

物質濫用

表一  不良童年經驗ACEs的三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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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壓力＂緩衝的方式。

過去文獻 8針對童年負面經驗 ( A d v e r s 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的種類描述為：

身體或情感上受虐、忽略、家庭功能失常（貧

窮、無家可歸、父母精神疾患、單親等）（表

一）。兒童若處在壓力賀爾蒙（皮質醇）升高

的水平狀態而缺乏旁人的支持來緩衝，導致

長期累積下來的“毒性壓力＂會干擾大腦連接

的形成，對發育中的大腦產生有害影響，而正

向、支持性的家庭關係可以應對逆境並讓這種

毒性壓力得到緩解。

臨床上看到高風險的家庭在時間和經濟壓

力下，往往很難有實際改善家庭功能的辦法，

為了有效解決毒性壓力的問題，父母需要有具

體清楚的作法指導，而不是含糊告知“你要多

花時間陪伴孩子＂。因此，最簡單、有效、帶

給孩子溫度的方式是親子共讀，當共讀過程中

會有的身體親密感、正向語言激勵與肢體稱讚

動作，可以轉移毒性壓力造成的影響，親子互

動的過程有助於增強兒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對孩子在教育及健康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醫療人員藉由在診間用童書示範對話式

共讀，給予家長專業的指引，扮演建立家庭良

好育兒環境的重要角色。同時以臨床為基礎的

介入方式對高風險家庭在混亂的生活中，提供

了片刻的喘息的機會，減輕兒童毒性壓力的影

響，而鼓勵家長建立每日親子共讀的時光，來

帶給孩子溫暖並建立共讀習慣是兒童健康成長

的有力的預測指標。

早期閱讀素養的建立從孩子出生後就開始

父母及照顧者是孩子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

老師，可以幫助孩子早期素養的萌發，其過程

從寶寶聽到聲音、眼神專注在圖片、伸手抓書

的衝動到記憶的形成，隨著年齡有不同階段的

里程碑。要建立閱讀素養，和孩子越早共讀越

好。而閱讀素養有各個階段的目標，0-3歲是

「語言獲得期Language Acquisition」，腦部在

3歲以前完成百分之80的發展，大腦每秒可以

產生100萬個神經突觸連結，在語言接收與表

達的過程中不斷增生與修剪，在此時給予豐富

的語言刺激可以建構好腦袋。3-5歲是「識字

前技巧期Pre-literacy Skills」，讓孩子多操作

童書，熟悉閱讀的步驟，也建議讓孩子進入幼

兒園，學習與同儕的互動以及幼教課程。5-8

歲是「學習如何閱讀期Learn to Read」，開始

培養孩子對聲韻規則、拼音、注音符號等概念

的認識，並將文字的音與型連結起來。8-18歲

是「從閱讀學習知識期Read to Learn」，大量

廣泛閱讀來獲得和理解書本上的知識。18-26

歲是「持續教育期On Going Education」，閱

讀越多，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可以去更

多地方，當閱讀與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生活

經驗將更加豐富，活得更久更健康。

對話式共讀的重要性

運用『對話式共讀』的方式可以幫助處於

壓力狀態下的孩童，抒發內心的感受以及應對

壓力的階段更快速進階，加快從反應、評估、

計畫到行動的過程。而對話式共讀的目的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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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不再是主要說故事的人，而是轉而幫助孩

子成為說故事的人，這時候照顧者的角色為聽

眾與提問者。就像是沒有人只看別人騎腳踏車

就會騎腳踏車，同樣地，沒有人只聽別人閱讀

就會閱讀，而是要實際參與說故事，才能更理

解故事所要傳達到內容。

對話式共讀的進行步驟可以利用PEER方

法9，想像正在和孩子看一本關於口腔衛生健

康的童書，書上有一張大嘴，牙齒上有畫著細

菌的圖片：

1. Prompt提問：照顧者說：“這是什麼？＂

（指著牙齒）

2. Evaluate評估：孩子說：“這是牙齒＂，照

顧者說：“答對了＂

3. Expand延伸：照顧者說：“你看！牙齒上

有細菌＂

4. Repeat重複：照顧者說：“你能說一次牙齒

上有細菌嗎？＂

對話式共讀的提問方式可以利用CROWD

法10，想像正在和孩子看一本關於動物園的童

書，書上有各種動物：

1. Completion prompts填空：在孩子熟悉的

故事中，讓孩子完成句子。舉例：照顧者

說：“兔子喜歡吃紅蘿蔔；企鵝喜歡吃

魚；猴子喜歡吃____＂(停頓等孩子回答)

2. Recall prompts回憶：詢問故事更之前的內

容。 舉例：照顧者說：“還記得第一頁住

在洞穴裡的動物，是什麼嗎？＂

3. Open-ended prompts開放式問句：以開放

式問句，引導孩子說故事。舉例：照顧者

說：“你看！這些可愛的動物在做什麼？＂

4. Wh- prompts WH問句:WH問句有8種：Who

誰、What什麼、Which哪個、Whose誰的、

Where哪裡有、When哪時候、Why為什

麼、How如何。舉例：照顧者說：“大象

跟鸚鵡哪一個比較重呢？＂、“長頸鹿跟

駱駝比，誰的脖子比較長呢？＂、“為什

麼犀牛喜歡玩泥巴？＂

5. Distancing prompts 延伸到生活經驗：將

故事內容與生活經驗結合，來引起孩子共

鳴。舉例：照顧者說：“你記得上次去動

物園看過哪隻動物呢？＂

繪本對於孩子來說，就像是有圖畫的玩

具；對家長來說是與孩子溝通的橋梁；對醫療

人員來說是評估孩子身心發展的工具。透過繪

本以討論的方式與孩子對話，幫助孩子認識故

事，再鼓勵孩子把想法說出來，這樣的方式就

像是現今醫療提倡的『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

最適合的選擇』，以及醫學教育強調的『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病共享決策』，透過討論的方法

是，來縮短醫病之間的認知差距，進而做出最

好選擇，如此才能為病患謀求最大的福祉，這

些都是強調對話的重要性。

附錄1：親子共讀科普教育影片 11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2020）: https://reurl.cc/

GVVY1A

附錄2：親子共讀每一天，給家長的閱讀小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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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永遠不嫌早：寶寶喜歡被抱著聽故事。 

短短幾分鐘也可以：寶寶也許只能安靜坐在大

腿上，聽少少頁的故事。 

讓孩子試著翻書：寶寶喜歡探索書本，父母可

以給寶寶厚紙板書來學習翻頁。 

討論書上的圖片：看著圖片一起編故事，鼓勵

孩子發揮創造力。 

反覆唸喜愛的故事：孩子常堅持唸同一本書，

因為他們喜歡在重複之中學習。 

讓孩子參與討論：問在哪裡？這是什麼？為什

麼這樣？ 用故事幫助孩子認識這個世界。讓

故事變得活潑起來！用不同音調、加入臉部表

情與動作，讓故事變得生動有趣。 

隨時隨地和孩子說話：床邊、車站、超商，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

當你沒書了怎麼辦：社區圖書站！社區有許多

圖書資源，在圖書館、超商兒童閱覽室、親子

館、書店，有故事時間、新朋友、還有很多好

玩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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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專論

診間介入親子共讀推廣的方法

醫療人員可以運用童書觀察兒童行為，來

作為評估其發展的工具，同時可以把當下孩童

的行為即時回饋給家長正確的育兒方式，來達

到以「共讀為醫囑，童書為處方」的目的。以

下介紹開立閱讀處方（圖三）與給予高風險家

庭適齡童書時，可以遵照的「閱讀處方ABCs

原則」：

1. Assessing l i teracy developments  of  the 

child：評估兒童的閱讀素養萌發(Emergent 

Literacy)狀況，例如聽、說、讀、寫、算

數、抽象思考等能力。

2. Beginning the visit with a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Book：在看診的一開始就拿出

適齡童書，而不是將童書當禮物於看診結束

時發送。

3. Connec t ing  Chi ld ren  wi th  every th ing , 

including parents and Community：幫助孩子

建立與父母和社區的連結，例如藉由童書上

的圖像聯想到彼此生活經驗交集，提供社區

圖書館、博物館與親子館等社區育兒資源的

資訊。

醫療人員在診間打開書本為親子示範『對

話式共讀』，是促進兒童語言發展和閱讀素養

萌發的關鍵因素，這樣的早期閱讀推廣介入就

像是為孩子腦部發展種下預防針，避免兒童因

為後天語言刺激不足而發生遲緩，因此診間推

廣親子共讀可以說是有溫度的預防醫學。我們

的目標之一是發揮父母對臨床醫生的專業信賴

感，進而提供可靠的育兒資訊，將共讀的醫囑

放在心上，提供全新、高品質、適合年齡發

展、與當地人文接近的書籍給高風險的家庭，

來增加家庭親子共讀的頻率。

為孩子做好入學準備，把握用書本觀察發展

的機會

若孩子缺乏閱讀練習機會，閱讀技巧會較

為落後，在孩子出生後的一千個日子，由醫療

人員介入推廣親子共讀，可以改變家長對於親

子共讀的態度，為孩子的入學做好準備，達到

消弭孩童發展上的差距。過去的文獻提到，醫

療人員與親子一樣是計畫介入後的受惠者，兒

童發展評估不再只是看發展檢核表逐條詢問，

藉由用書本與親子互動來實際觀察評估兒童的

能力，例如認知學習、語言溝通表達、精細動

作、人際互動與情緒發展、家長照顧能力等整

體性評估，對於達到快速、高效率和高品質的

發展評估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在不到一分鐘內

的互動中，醫療人員可以觀察家庭與人際社交

互動的訊息，包含觀察到孩子收到書本後興奮

反應，家長自然地與孩子共讀。相反，如果一

位四歲的孩子在診間無法打開書本，總是讓書

本閉合或是無法將倒的書本轉正，以及未能表

現對書本的好奇心與任何閱讀行為，此時就需

要進一步評估。

醫療人員經過培訓有專業知識與實際經

驗後，可以在看診過程中直接觀察評估並給予

家屬即時的回饋。在看診的開始便將書本拿給

孩子，來達到觀察兒童行為的最大機會。在過

去的經驗中，如果是由非醫療人員來執行、

或在看診結束時才拿出童書、或是只拿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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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臨床為基礎提倡親子

共讀來促進兒童發展（下）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  陳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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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上這些情況都會錯失了許多評估發展的

寶貴機會。參與計畫的醫療院所指出，非醫

療專業的工作人員很喜歡展臂閱讀計畫，並且

對此推廣親子共讀有更多的討論與興趣；臨床

醫師則提到，自執行計畫後，他們願意多花時

間執行兒童發展評估及關心親子關係與家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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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健全。親子關係與家庭功

能可以說是診間第五個生命徵

象(Vital Sign)，展臂閱讀提供

了一種有效且簡易的方法來評

估親子互動的品質，例如看到

父母和孩子喜歡上書本，露出

眼睛閃閃發光的表情；相反，

若是另一個父母表現的平淡

無奇，甚至是對孩子的反應苛

刻，此時是臨床醫生需要進一

步瞭解該家庭的壓力、生活上

的挑戰、父母對孩子照顧的態

度與方式等重要訊息。展臂閱

讀計畫目的在於提升家長的育

兒力，因為親子間的互動經驗

會影響腦部結構的發展，以及

日後的發育和行為。隨著文獻

逐漸強調環境對兒童發展的影

響，臨床醫生應由臨床介入來

提高父母的育兒力來增進孩子

的腦部執行功能，在和孩子互

動遊戲和共讀的過程中，來傳

遞正確的育兒知識與技巧並對

學齡孩童健康產生正面影響。

圖三  閱讀處方箋

建議醫師與家長討論兒童早期教育5 Rs的

重要性（表二）1。

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學齡前兒童在聽故

事時，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影像會有變化，

父母經常與孩子共讀，且家中書籍越多，孩子

大腦處理感覺統合的區域活性越高，這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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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ading together as a daily fun family activity. 
讓共讀成為每日有趣的家庭活動

2
Rhyming, playing, talking, singing, and cuddling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day. 
用押韻、玩遊戲、說話、唱歌和擁抱來陪伴孩子每一天。

3
Routines and regular times for meals, play, and sleeping to help children learn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固定吃飯、遊戲和睡覺的時間，讓孩子可以預期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以便建立好習慣。

4
Rewards and praise for everyday successes and helping behaviors. 
當孩子做對了，要給予獎勵和稱讚來正向增強孩子的行為。

5
Relationships that are reciprocal, nurturing, purposeful, and enduring. 
建立與孩子之間互惠、養育、有意義及持續不斷的關係。

較大的孩子自己閱讀時腦部活躍的區域相同。

這個結果說明親子共讀可以為孩子日後的獨立

閱讀，做好活化大腦路徑的準備。因此，親子

共讀不僅可以使兒童學習更多詞彙量、增進語

言複雜度，並可以使孩子從小開始練習情境推

理的技巧。大部分面臨教育問題的高風險孩

童，其父母本身都曾面臨過同樣的困難，其中

包含缺乏社會和情感支持以及缺乏早期認知刺

激等困境，這些父母往往對於育兒方式感到困

擾，導致很難脫離教育困境的惡性循環中。然

而父母是影響孩子一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而

這些父母往往對於自己能幫助孩子學習的信心

普遍缺乏。因此，要找到方法來增強父母的信

心和能力，讓父母進步成為孩子的第一個以及

最重要的老師相當重要。當父母處於貧窮狀態

下，會缺乏必要的育兒工具，在面對孩子的行

為問題或學習力低下時，可能會感到沮喪和無

力感。不知所措的父母，在希望為孩子受到更

好的教育時，可能會選擇讓孩子用觀看數位影

片的方式取代自己教育孩子，因此孩子在缺乏

面對面的語言互動與社交刺激下，反而適得其

反。

展臂閱讀提供了高風險家庭的父母各年齡

閱讀行為指引、共讀技巧與知識和適齡童書，

建議家長每天與孩子共讀時，並傳遞正確的育

兒訊息，從而並建立父母育兒的信心和能力。

在參與計畫介入後的父母，提到自己會在孩子

剛出生後的前幾個月就開始和孩子共讀。此

外，在診間醫療人員會用開放式的方式和家長

討論孩童使用3C產品的狀況，包括螢幕使用

時間是否過長、觀看的內容及品質、是否和孩

子一起討論，這樣的模式也讓醫療人員有一個

友善的評估工具來衡量家庭的功能及家長照顧

孩子時遇到的問題。

表二  兒童早期教育5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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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親子共讀時面臨的困難

美國兒科醫學會於2014年提出的政策2聲

明中指出，大部分的家庭親子共讀時，共同面

臨到的3個困難是：沒有時間陪伴孩童閱讀、

不知道共讀的重要性、有其他事物讓孩童對

書本的興趣與專注力分散，例如3C產品的使

用。 因此，在診間衛教家長時，可以針對以

上3個困難來處理。

首先關於『陪伴孩子共讀時間』的問題，

可以讓家長知道兒童的專注力並不長，可以以

實際年齡Age乘以2到5為範圍計算，例如2歲

孩童的專注力約4-10分鐘；5歲孩童專注力約

10-25分鐘，因此對於生活較為忙碌的家庭，

可以建議家長和孩童進行共讀活動一日只需幾

分鐘，甚至不需要整本書看完，孩子喜歡從哪

一頁開始就從那一頁開始說，此時強調的是親

子互動的樂趣！

接著是關於『共讀的重要性』，醫療人

員在診間扮演著提供專業知識的角色，若是醫

師向家長說明親子共讀影響孩童的健康的訊

息，家長往往會聽進去這樣的醫囑。在診間讓

家長知道孩童在出生後的一千個日子是腦部發

展黃金時期，其腦部在3歲時完成80%發展；

5歲時完成90%發展；6歲時完成95%發展。許

多家長會有疑惑：孩子還不會說話，該如何共

讀？其實剛出生的寶寶雖然還不會開口說話，

但視力與聽力正快速發展，此時家長在共讀時

透過指物命名的方式，可以給予腦部足夠的

刺激。而語言發展的部分，在1.5歲時逐漸萌

芽，於2-3歲呈現快速發展的階段，每天和孩

子說話，看似簡單的動作卻是影響孩子未來的

關鍵。

最後是和家長強調勿讓3C產品成為了孩

童的保母，而剝奪了寶貴的親子共讀時間。美

國兒科醫學會2016年提出兒童數位媒體使用建

議3：

1. 18個月以下的兒童：避免使用視訊聊天以外

的數位媒體。

2. 18至24個月大的兒童：父母若想讓這時期

的孩童使用數位媒體，應該選擇高品質的節

目，並與孩子一起觀賞，幫助孩子了解內

容。

3. 2至5歲的兒童：應限制每天最多1小時的高

品質節目，同時應與兒童共同觀賞，以幫助

孩子了解所看內容，並實際應用於生活之

中。

4. 6歲以上的兒童：應對數位媒體使用時間及

種類有所限制，並確保不會取代適當的睡

眠、身體活動和其他對健康重要的活動，如

學習、吃飯。

5. 指定「無3C時間」，如晚餐或開車時，以

及家中的「無3C空間」，如臥室。

6. 持續關心孩子的網路公民素養（網路禮儀）

和網路安全，包括在線上及實際生活都應該

尊重他人。

診間閱讀推廣案例

案例1：給與指引的重要 有一次在診間，遇到

一位媽媽帶著6個月大的寶寶來看診，旁邊跟

著5歲大的弟弟，我跟醫學生從候診間的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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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選了一本童書給這位5歲大的弟弟，我觀察

到這位弟弟拿著倒著的書，一直沒有將書本打

開來看，對書本毫無興趣。我不經意的問了媽

媽在家是否有共讀？媽媽的回應很有趣：「你

看！連醫生都告訴你要看書。」，顯然地，這

位媽媽知道閱讀的重要，但不知道該如何開

始？因此，需要我們的介入來改善這個問題。

案例2：對話式共讀的力量

在一次的家訪一位7個月大寶寶的家庭，

當我拿出了一本全新塑膠泡棉材質的洗澡書

時，可以預期的寶寶立刻抓書放入嘴裡，寶寶

的母親在一旁立刻喊:「啊！不要吃，趕快把

書拿出來!」，並立刻把書本拿到寶寶伸手抓

不到的地方，於是寶寶開始大哭很想要這本

書，這位母親於是拿出奶瓶放到寶寶嘴裡，但

是其實他不餓所以就把奶吐了出來。這時候，

我知道必須要做得的事情是和這位媽媽討論孩

子口腔期這件事，以及衛教1歲前孩子正常的

閱讀行為。在這次的互動中，相當重要的是若

是沒有拿出書本，我可能錯失了這次的衛教機

會。這次的互動之後，這位媽媽把洗澡書還給

了寶寶，不意外地他立刻開口咬，這時候我指

著書上的小魚說：「這是魚，有1隻、2隻、3

隻…」，示範了指物命名的方式。最後，媽媽

學會了拿著書，指著圖片給孩子看，說：「這

是黃色的魚、藍色的魚、紅色的魚….」，當

我離開他們家的時候，這種進步的成就感讓我

露出了笑容。

案例3：建立父母的信心和能力

有一次在衛生所，遇到了一位爺爺帶著

18個月大的孫女來看診，我很開心看到他們

坐在候診閱讀區的沙發上一起翻著童書，正用

對話式共讀的方法專注地共讀，感覺子孫玩

得很開心!這讓我有機會以正向回饋的方式來

介入，我對爺爺說:「你很會說故事，你看你

們玩得多開心!你們一起看書的方法很正確，

她都很專心在書本上，而且看到書上的小鳥還

會延伸分享自己經驗，讓妹妹學到更多，當你

的孫女好幸福!」，這位爺爺笑著回我說:「你

太會稱讚了，我每天都跟她說話，你讓我覺得

自己好像一位好老師。」，藉由這樣簡單的方

式，讓我很快地跟這個家庭建立良好關係，並

傳遞重要的閱讀技巧與建立家長的育兒信心。

展臂閱讀是具有成本效益、可複製、以實證

為基礎的臨床介入方式

隨著對家庭與兒童健康複雜性的瞭解，醫

療照護必須考量社區整體健康，來發展創新的

臨床照護模式。許多公共衛生介入雖然有效，

但受到花費的限制，以致於無法廣泛推廣到廣

大的族群。而新的方法必須有效、有實證依據

之外，同時考量成本效益、易執行與兼顧永續

的特質，就如同所有公共衛生方法一樣，能實

際解決問題並可複製擴展到更多地方。為了促

進高風險家庭兒童的健康發展，社會需要採取

周全性的方式，展臂閱讀計畫估計投入每位學

齡前孩童的每年花費約台幣500元的可負擔及

合理的花費，兼具省時、有效的方式，從醫療

系統來促進兒童發展預防遲緩發生與緩衝家庭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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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層醫療人員被要求在短的時間內做更

多的事情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醫療人員執

行展臂閱讀後的熱情依舊很高，舉例來說，在

美國30年前2位醫師發起的ROR計劃4，目前全

美國兒童醫療已普遍進行，每年為480萬兒童

提供服務、培訓了34,000多名臨床醫生、影響

美國91％的孩子。在台灣，台灣展臂閱讀協會

從2015年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開始了第1個

合作據點，至今全台已有超過60個醫療院所

參與推廣親子共讀的工作，在經歷了5年的時

間，說明了展臂閱讀計畫是一個可融入台灣醫

療的可行方式5-6，就如同我們對一位長期支持

的贊助者提到，請支援童書、硬體設備以及培

訓費用，我們很樂於在看診的時候推廣親子共

讀！ 

結論

五年前當我走入到社區部落時，看到了社

區家庭兒童的發展問題，我從自身的角度去分

析所擁有的優勢和面臨的挑戰，深耕長駐來認

識社區文化，與社區醫護人員思考解決辦法，

來找到可於當地執行的方式。當今，社會上正

面臨著許多複雜的挑戰，例如兒虐、成長逆境

帶來的長期認知、情感、身體健康問題、貧

困、輟學等，而親子共讀是有效、家長普遍可

以執行的方法，雖然不是萬能藥，但兒童早期

閱讀的推廣，對於21世紀資訊數位普遍、家長

與學生面對與時俱進的108課綱『素養導向學

習』的教育政策時，醫療人員扮演著傳遞專業

兒童發展知識，為高風險家庭提供工具以及促

進家庭健康環境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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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臨床為基礎提倡親子共讀來促進兒童發展

（上）請參閱第64卷第5期，頁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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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心 理 與 輔 導 學 系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 2 0 1 1 ， 4 3 卷 ， 閱 讀 專 刊 ， 3 1 5 - 3 3 6 頁

親子共讀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

張鑑如 劉惠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親子共讀被視為可促進兒童語文能力發展的一項重要家庭活動，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研究議
題。本文採文獻回顧方式，以整理國外親子共讀研究文獻為基礎，再回顧國內相關期刊論文共
十八篇，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展望與建議。國內所回顧之論文發表時間為 2000 年至 2011 年，主
要結果顯示（1）兒童閱讀態度與家長閱讀習慣、教育程度和職業等因素有關（2）親子共讀互
動方式多以家長為主導，但有個別差異且因幼兒年齡而不同（3）適切的親子共讀活動可增進兒
童語言能力、專注力、情緒理解等能力。未來研究建議增加實驗介入和縱貫期設計之研究，並
（1）深入探討不同年齡和背景家庭家長親子共讀信念和方式（2）釐清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語
言和閱讀相關能力之影響（3）檢驗國內親子共讀介入方案之成效。

關鍵詞：文獻回顧、閱讀、親子共讀

親子共讀意指家長和兒童共讀圖書，即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此閱讀方式與一般成人閱

讀的形式不盡相同。一般成人閱讀的文本只有文字，而且是獨自進行。但是親子共讀所閱讀的圖

書通常有圖片和文字（Snow & Ninio, 1986），而且一般都由家長，特別是母親，帶領兒童一起進行。

共讀時有的家長照本宣科，有的家長自問自答、有的家長與孩子對話討論，進行的方式不一（張

鑑如、林佳慧，2006；De Temple & Tabors, 1995; Heath, 1986; Reese, Cox, Harte, & McAnally, 2003）。
在許多歐美家庭，特別是白人家庭，在睡前與兒童說床邊故事是家庭的例行活動 （routin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Ninio & Bruner, 1978），也是國外從事兒童語文發展

與教育相關人員積極倡導的一項活動。雖然在過去親子共讀並非我國家庭常見的活動，但是近十

年來，政府和民間機構大力推展兒童閱讀運動和鼓勵親子共讀，親子共讀在台灣日漸普遍，無論

低中高社經家庭皆有與兒童共讀的情形 （康雅惠，2006；游舒婷，2010）。

*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張鑑如，通訊方式：changch2@ntnu.edu.tw。

2. 致謝：感謝國科會研究計畫（97-2628-H-003-001-MY3, 99-2420-H-003-005）及教育部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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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活動的推展乃依據一基本信念，即「家庭是學童第一和最重要的閱讀老師」（柯華葳，

2007）。在學習閱讀之路上，幼兒閱讀概念的建立、閱讀興趣的啟發、閱讀習慣的養成、閱讀能力

的培養等，父母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推動此活動者也強調親子共讀可提升幼兒口語能力、促進

幼兒認知發展、擴展幼兒知識範圍、鞏固親子關係等，具備多重的優點（教育部，2010）。然而，

政府和民間機構所宣稱親子共讀的益處是否有實證依據？當父母拿起書本與兒童共讀時，其基本

信念為何？採用的方式為何？親子共讀的方式是否因兒童個人因素（例如年齡、語言能力等）、家

長因素（例如教育程度、語文能力、收入、職業、文化等）、或共讀圖書種類等變項而不同？親子

共讀經驗對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的影響為何？共讀的成效是否受其他因素影響？近二、三十年

來，國外學者發表許多有關親子共讀的實證研究以及後設（統合）分析研究（meta-analysis），試

圖解答上述的問題。本文將針對親子共讀研究先作國外文獻的整理，之後則回顧國內相關期刊論

文並作評述，最後提出對未來國內親子共讀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一、國外文獻整理

大致而言，國外親子共讀研究以 Vygotsky（1978）社會建構論為理論立基，主要關注兩大議

題（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一是親子共讀行為，一是親子共讀成效，以下將針對上述兩大

親子共讀研究主題作國外文獻的整理：

（一）親子共讀行為探究

親子共讀行為之研究多採問卷、訪談或觀察方式進行，問卷或訪談部分多半由母親或主要照

顧者填寫或回答家中共讀的情形、共讀時家長和兒童的感受、家長共讀的理念等，也有研究進一

步探討親子共讀情形與幼兒語文發展的關係，不同研究者依據不同之研究目的設計問卷和訪談題

目。例如美國教育部全國問卷調查教育統計報告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指出，

美國在 1993 年不到 80%三至五歲幼兒的父母和孩子共讀圖書，但至 2005 年，親子共讀比例已有

86%，其中白人比例最高（91.9%），其次為亞裔家庭（84.4%）和非裔家庭（78.5%），西班牙裔（71.8%）

家庭最低。由這些數據可知，親子共讀在美國的確是相當普遍的家庭活動。此外，該報告指出不

同經濟條件之家庭親子共讀的比例不同，非貧窮家庭高達 90.2%，但是貧窮家庭僅有 78.4%。不同

教育程度的母親親子共讀的次數也不同，大專和研究所學歷母親的親子共讀比例皆高達 90%以

上，高中學歷為 82%，高中以下僅有 64%。

此外，美國也有針對三歲以下嬰幼兒作過親子共讀次數的調查（DeBaryshe, 1993; Raikes et al.,

2006）。例如 Raikes 等人（2006）調查 2,581 位低收入家庭 14 個月大幼兒親子共讀的情形，並在

幼兒兩歲和三歲時繼續追縱。研究發現幼兒在 14 月大時將近半數（48.3%）的母親表示每天和兒

童共讀，幼兒在兩歲和三歲時，每天親子共讀的比例增加，分別是 55.1%和 54.4%。該研究迴歸路

徑分析（path analysis）結果顯示共讀次數和幼兒詞彙表現有關，且兩者之間有滾雪球的效應。此

外，幼兒三歲時的語言能力與兩歲時的共讀次數相關，此結果顯示及早開始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除了採用問卷或訪談方式瞭解親子共讀的情形外，實際觀察共讀互動狀況並分析共讀對話語

料也是國外共讀研究常用的方式。國外有關親子共讀互動方式和談話內容的研究相當豐富，Ninio

與 Bruner 早在 1978 年即以縱貫期研究方式，觀察一位八個月大嬰兒與母親的共讀情形，觀察時

間為十個月，研究發現嬰兒雖然還沒有發展語言能力，但是嬰兒的反應，例如微笑、手指、發聲

等，如同在與母親「對話」，此種共讀的「對話」形式是嬰兒學習命名（labeling）的理想情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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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與 Ninio （1986）之研究也呼應此觀察結果，並指出親子共讀可增進嬰幼兒對書本用途以及

書中文字、圖像和事件之概念。

嬰幼兒年齡、社經地位和文化背景是探討親子共讀行為和互動方式不可忽略的變項，國外近

二、三十年來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在年齡部分，國外研究顯示母親能依幼兒年齡和溝通能力調節

（fine tune）對話方式和內容，例如 Wheeler （1983） 發現母親與一歲幼兒共讀時，對話的內容

聚焦於書本中物品的命名，但是三、四歲幼兒與母親共讀時，母親會和幼兒討論非書本提供的內

容，譬如問幼兒對書中角色的觀點。DeLoache 與 DeMendoza （1987） 以及 De Temple （2001）
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有鑑於不同社經和文化背景幼兒之語文和學業表現不同（De Temple, 1994, 2001; Dickinson &

De Temple, 1998），國外親子共讀研究也相當關注來自不同社經和文化家庭幼兒與母親或主要照顧

者在共讀時的互動情形。在社經背景部分，國外學者發現不同社經家庭親子共讀的互動方式存有

不少差異，例如 Snow、Arlman-Rupp、Hassing、Joosten 與 Vorster（1976）比較低社經、低中社

經和中高社經母親與兩歲幼兒共讀情形，發現相較於低社經和低中社經母親，中高社經母親在共

讀時提出較多開放式問題，但較少封閉性問題和命令指導。

國外研究也發現不同族裔和文化家庭的親子共讀互動方式和對話內容不盡相同（Chan,

Brandone, & Tardif, 2009; Melzi & Caspe, 2005; Murase, Dale, Ogura, Yamashita, & Mahieu, 2005;

Tardif, Shatz, & Nigles, 1997），例如 Melze 和 Caspe （2005）比較秘魯和美國母親與兒童共讀的方

式，發現秘魯的母親傾向採用敘事者獨白的說故事方式（storyteller），而美國母親則傾向與兒童共

同建構故事（storybuilder）。
除了嬰幼兒年齡、家庭社經和文化背景會影響親子共讀的方式，國外研究也發現親子共讀方

式會因不同的圖書文類、兒童對書本熟悉度、親子依附關係等而不同。例如 Pellegrini、Perimutter、

Galda 與 Brody（1990）研究黑人家庭母親與幼兒共讀故事性和說明性圖書的異同，發現在共讀說

明性圖書時幼兒的參與度甚於故事性圖書。van Kleeck、Gillam、Hamilton 與 McGrath （1997）

指出幼兒與母親共讀熟悉之書時，話語較多；共讀不熟悉書時，則話語較少。Bus 與 van IJzendoorn

一系列研究（1988, 1997）則發現不同親子共讀方式可反映嬰幼兒與其母親的依附關係，安全依附

關係之親子在共讀時出現較少母親教導和嬰兒分心的情形，而且共讀的方式比較接近閱讀的雛形。

母親如何與特殊幼兒共讀也是國外此領域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例如 Evans 與 Schmidt

（1991），van Kleeck 與 Vander Woude （2003）等學者比較家長與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和語言發展

正常幼兒共讀時之差異，發現家長與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共讀時，提問次數較多，共讀所用之語言

較為具體，「去脈絡化語言」（decontextualized language）較少，平均語句長度較短，也較不會因孩

子語言成長而調節其對話方式。針對語言落後或有其他發展危機兒童進行親子共讀介入（Justice &
Ezell, 2002; Mason, Kerr, Sinha, & McCormick, 1990; Snow, Scarborough, & Burns, 1999），以提昇家

長對兒童語言成長變化的敏銳度，並教導家長在共讀時如何與其子女對話，也是國外學者重視的

研究主題。

（二）親子共讀成效探究

親子共讀的成效究竟如何，特別是對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的影響，是許多研究兒童語文發展

和教育的學者相當關心的議題。國外早期探討親子共讀成效之研究多是描述性研究或相關性研究

（Gunn, Simmons, & Kameenui, 1995），以問卷、訪談或觀察方式，瞭解父母，特別是母親，與兒

童的共讀情形，並測試兒童口語、讀寫萌發（例如文字概念、聲韻覺識等）、或正式讀寫能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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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識字、閱讀理解等），並將年齡、社經、族群、文化等背景變項納入分析。近一、二十年，國外

研究更進一步想瞭解親子共讀經驗與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間的因果關係，共讀介入方案紛紛出爐。

根據美國教育部 2003 年報告 （Denton, West, & Walston, 2003），家中經常進行親子共讀的兒

童，在校閱讀技能和知識表現都較佳。美國幼兒與家庭管理處（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2003）調查參與啟蒙方案（Head Start）家庭結果，也發現親子共讀次數一週三至六次之

幼兒，其口語詞彙表現優於一週共讀一兩次或沒有共讀的幼兒。此外，國外縱貫期研究也發現早

期親子共讀經驗與幼兒之後語文能力的關係。例如 Karrass 與 Braungart-Rieker（2005）研究 85 位

4 個月大嬰兒的親子共讀情形，發現嬰兒在 8 個月大時的共讀經驗與其 12 和 16 個月大的表達詞彙

能力相關，但與接受性詞彙無關。Deckner、Adamson 與 Bakerman （2006）則發現 27 個月大幼

兒對閱讀所表現出的興趣，以及母親後設語言的比例可預測幼兒表達性詞彙能力，但無法預測幼

兒接受性詞彙能力。

然而親子共讀互動方式有不同的類型，並非所有的類型都有益於兒童語文發展，國外許多研

究試圖找出與兒童語文發展相關的共讀方式（Reese & Cox, 1999）。例如 De Temple 與 Tabors
（1995） 以及 Haden、Reese 與 Fivush （1996）指出共讀時要求和提供幼兒較多去脈絡語言談話

的母親，其幼兒語文能力表現較佳。Bus 與 van Ijzendoorn（1988）觀察 45 位 18、42 和 66 個月大

嬰幼兒與母親共讀互動，發現在共讀時接受較多閱讀教導的幼兒，其讀寫萌發能力表現較佳。Reese

等人（2003）則發現兩種母親共讀方式，即描述型（describer style）和展演型（performance-oriented

style）各有利於不同程度語言能力之幼兒，描述型有利於語言能力較弱幼兒發展詞彙能力，展演

型則對語言能力較強幼兒有幫助。

國外早期許多親子共讀研究多採相關性分析，但是相關性研究無法釐清親子共讀經驗與幼兒

語文能力之因果關係，因此介入實驗性研究愈受重視。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介入性研究是

Whitehurst 等人（1988）所實驗的對話式親子共讀方式（dialogic reading），該研究團隊評估兩組家

庭親子共讀的成效。實驗組父母採對話式共讀方式，與子女共讀時經常提出開放性問題並擴展和

延伸子女所言，控制組父母則採原本之共讀方式。實驗一個月後，發現實驗組幼兒的表達性語言

能力顯著優於控制組幼兒。之後的許多研究也發現對話式共讀對正常、異常、不同社經背景幼兒

表達性詞彙的正面影響（Dale, Crain-Thoreson, Notari, & Cole, 1996; Hargrve & Sénéchal, 2000;

Lonigan & Whitehurst, 1998）。

雖然國外許多研究顯示，親子共讀有益於幼兒口語詞彙（Bus, van Ijzendoorn, & Pellegrini, 1995;

Ninio, 1983; Sénéchal & LeFevre, 2001）和讀寫萌發 （Clay, 1979; Dickinson & Snow, 1987; Reese &

Cox, 1999; Teale, 1986）能力的發展，然而針對幼兒正式閱讀能力（例如識字、閱讀理解）的幫助，

國外研究發現親子共讀之影響不如一般預期的高，而且兩者甚至呈現低相關 （Bus et al., 1995;
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Dickinson 和 Tabors（2001）發現家長和老師在與幼兒共讀時，其

實不會特別注意文字。Stahl （2003）因而提出共讀時可促進幼兒識字能力的方法，例如多與幼兒

共讀字母書 （alphabet book）和可預測書 （predictable book），且共讀時要指字朗讀並反覆閱讀。

國外親子共讀研究相當豐富，其中不乏探討類似主題且採用相近的研究設計和評估方式之研

究，因此國外學者開始興起進行後設分析研究，期待對此領域研究結果提出較完整的面貌和新的

洞見 （Bus & van Ijzendoorn, 2004）。在 1994 和 1995 兩年所出版的兩篇親子共讀後設分析研究

─Scarborough 與 Dobrich （1994）以及 Bus 等人 （1995），以探討相關研究為主；但是十年後出

版的三篇共讀後設分析研究─Sénéchal （2006），Mol、Bus、de Jong 與 Smeets （2008），以及

Lonigan、 Shanahan 與 Cunningham （2008），則以分析共讀介入研究之成效為主。這五篇後設分

析共通的研究結果包括：（1）親子共讀的成效對於幼兒口語能力，特別是詞彙能力，相較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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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為明顯。（2）親子共讀對幼兒閱讀能力的提昇幫助有限，兩者之關係可能為間接，需再

瞭解幼兒閱讀動機和閱讀興趣所扮演之角色。（3）親子共讀的成效隨幼兒年齡增長而減弱。由於

此五篇研究所納入分析之論文數量和年代不一，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有些問題還有待未來研究

釐清。例如過去研究上所發現有效的親子共讀介入方式是否同樣適用於不同語文能力、社經背景、

文化幼兒 （van Kleeck & Stahl, 2003），還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方法

本文之誕生乃是回應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教育學門召集人柯華葳教授之號召，對親

子共讀研究進行國內文獻回顧，並於 2009 年 6 月 20 日和 27 日舉辦之「臺灣閱讀研究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進行口頭發表，會後再加以整理完成。本文所回顧之國內親子共讀文獻範圍限定為（1）以

台灣學齡前幼兒、學齡兒童和家長為研究對象（2）共讀語言為中文（3）論文發表於 1990 至 2011

年國內外具同儕專業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筆者採用「親子共讀」、「閱讀環境」、「共讀行為」、「共

讀信念」等關鍵詞搜尋國內外相關資料庫，包括「中華民國期刊論文資料庫」、「中文期刊篇目索

引影像系統」、「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EdD 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等，結果搜尋到期刊論文

共十八篇（見表 1 和參考文獻標示星號*者）。搜尋結果發現親子共讀期刊論文皆發表於 2000 年之

後，1990 年至 1999 年間並無相關期刊論文發表，顯示在我國親子共讀是近十年才開始積極推展的

家庭活動，也是國內新興且愈受重視的研究議題。不過，此搜尋結果可能有遺珠之憾，未完全囊

括發表於學術期刊之國內親子共讀論文。此外，筆者發現近十年國內探討親子共讀主題之碩博士

論文量不少，已超過六十篇，但因未正式出版，不在本文回顧範圍內。

結果與討論

本文將依據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和研究限制四個面向，歸納分析與評述所回顧的

國內十八篇親子共讀期刊論文，最後則將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一、研究主題的歸納分析

本文所回顧的國內十八篇親子共讀論文中，其中有十一篇以探討親子共讀行為為主，有七篇

以探討親子共讀的成效或影響為主，但其中有幾篇論文同時觸及親子共讀行為與親子共讀成效議

題（見表 1 和表 2）。

研究親子共讀行為的論文所探討的研究議題涵蓋（1）親子共讀的現況，例如共讀次數、共讀

時間、初次共讀年齡等（劉佳蕙、葉奕緯，2007；周育如、張鑑如，2008；張淑梅、黃寶園，2009）

（2）家長/幼兒的閱讀態度（黃齡瑩、林惠娟、2004；劉佳蕙、葉奕緯，2007）（3）家庭閱讀環境

（賴苑玲，2006；林珮伃，2010）（4）共讀動機、共讀觀（武藍蕙，2006；鄧蔭萍，2008；陳美

吟，2011）（5）親子共讀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 （金瑞芝，2000；周育如、黃迺毓，2010；

林敏宜、簡淑真，2010；張鑑如、林佳慧，2006；陳彥廷、陳穎志，2008）等。不同年齡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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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經背景家長、不同閱讀態度家長的親子共讀狀況和互動方式，以及家長閱讀態度、家庭閱

讀環境與幼兒閱讀態度之關係，也是其中多篇論文關心的議題。

國內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方面的論著主要探討親子共讀經驗或親子共讀介入方案對幼兒語文

（例如詞彙、表達、理解、認字能力等）（林月仙、吳裕益與蘇純瑩、2005；徐庭蘭，2004，2006；

劉佳蕙、葉奕緯、2007）、心智敘說（周育如、張鑑如，2008）、情緒理解（周育如、黃迺毓，2010）、

注意力（徐庭蘭，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等能力的影響或之間的關係。此外，亦有論文

關注親子共讀介入方案如何改變親子關係和家長的親子共讀態度，以及討論家長在親子共讀時所

面臨的困境等議題（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

二、研究方法的歸納分析

在研究方法部分，將整理所回顧國內期刊論文之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方式（見表 1

及表 2）：

研究對象以學齡前嬰幼兒和/或其家長為主（共十六篇），另有兩篇之研究對象為學齡兒童和家

長（張淑梅、黃寶園，2009；賴苑玲，2006）。研究對象的家庭社經背景以中高社經或混合社經為

多，只有一篇研究低收入家庭（張鑑如、林佳慧，2006）和一篇研究新住民及弱勢家庭（鄧蔭萍，

2008）。此外，在十八篇論文中，其中有四篇的研究對象為特殊幼兒（林月仙等人，2005；徐庭蘭，

2004，2006；徐庭蘭、蔡雅琪， 2008），其餘皆為一般學前嬰幼兒或學齡兒童。

在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部分，由表 1 和表 2 可知，整體而言，所回顧十八篇論文中共有質性

研究三篇（武藍蕙，2006；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錄音錄影共讀行為並作共讀對話語料

編碼和統計分析共六篇（金瑞芝，2000；周育如、黃迺毓，2010；周育如、張鑑如，2008；林敏

宜、簡淑真；2010；張鑑如、林佳慧，2006；陳彥廷、陳穎志，2008）、問卷調查並作統計分析五

篇（林珮伃，2010；張淑梅、黃寶園，2009；黃齡瑩、林惠娟，2004；劉佳蕙、葉奕緯，2007；

賴苑玲，2006）、親子共讀介入研究並作前後測分析比較四篇（林月仙等人，2005；徐庭蘭，2004，

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

若以研究主題區分，有關親子共讀行為的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有五篇，實地觀察共讀互動並

作編碼五篇和訪談方式一篇。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的研究則以個案介入研究為最多，共有五篇，

但都無控制組，其他還有準實驗研究一篇和實地共讀互動觀察一篇（見表 2）。
綜合國內親子共讀文獻所用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多是三歲以上幼兒，缺少三歲以下嬰幼兒

的研究；研究設計採問卷調查、共讀語料蒐集和個案介入研究較多，最為欠缺的是實驗性和縱貫

期設計之研究。

三、研究結果的歸納分析

本文將依據國內親子共讀論文所探討的研究主題歸納分析主要的研究結果：

（一）親子共讀行為

1. 親子共讀現況、家長與幼兒閱讀態度、家庭閱讀環境、親子共讀動機

本文所回顧的十八篇論文中共有五篇研究主題觸及共讀現況、共讀動機、家長/幼兒閱讀態度、

家庭閱讀環境之議題。其中有五篇採問卷調查方式，調查台中地區（黃齡瑩、林惠娟，200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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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梅、黃寶園，2009；賴苑玲，2006）、台南（劉佳蕙、葉奕緯，2007）地區和台灣北中南地區（林

珮伃， 2010）家長與幼兒共讀的情形和閱讀態度。黃齡瑩與林惠娟（2004）發現台中市大班幼兒

之家長多擁有良好的閱讀態度和習慣，但是家長關心幼兒閱讀的程度則因家長教育程度、職業以

及閱讀習慣不同而不同。教育程度較高、職業較專業、平時就經常閱讀之家長，較為關心兒童的

閱讀態度和習慣，愈重視兒童閱讀之家長，其兒童的閱讀態度愈積極。劉佳蕙和葉奕緯（2007）

則發現台南地區父母多在幼兒三歲時開始共讀，每週以一小時共讀時間為最多，不同教育和職業

家長共讀態度有顯著差異，大學學歷家長較國中以下學歷家長積極，軍公教家長和家庭主婦參與

共讀程度較工人為高。張淑梅與黃寶園（2009）研究台中縣低年級兒童也發現最多家長是在孩子

三歲時開始親子共讀，不同教育程度家長共讀頻率有顯著差異，大學教育程度及任職公教單位的

家長在子女出生後即開始共讀的比例較高，且這些家長有經常閱讀習慣的比例也較高。賴苑玲

（2006）則是研究台中縣市國小六年級兒童閱讀態度和家庭、班級及學校閱讀環境，該論文發現

兒童閱讀態度與性別、父母教育程度、家庭狀況、每週到圖書館次數、每天閱讀時間、家庭、班

級和圖書館閱讀環境都有關係。閱讀態度較佳者為女生、父母親教育程度為專科或大學、與雙親

同住、每週到圖書館一次以上、每天閱讀課外讀物一小時以上之兒童。林珮伃（2010）的研究則

把家庭語文環境分為四組，研究結果發現高家庭語文環境組家長在共讀時最重視幼兒注音符號和

國字的學習，幼兒最投入共讀，正向情緒表現最高，且最重視幼兒自我表達和自主性。而低家庭

語文環境組中幼兒愈投入共讀，其父母愈重視共讀時幼兒語文技巧的學習。該研究也發現高社經

及中高社經家庭在幼兒投入共讀程度、共讀時的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幼兒自主表達和父母培

養幼兒自主性的程度上都比中低社經或低社經家庭高。

除了採問卷調查外，也有論文以質性訪談方式，瞭解親子共讀行為。例如鄧蔭萍（2008）研

究探討新移民女性參與共讀課程的動機和與子女共讀的經驗、困境和改變。該論文發現新移民女

性參與親子共讀課程的動機，以認為自己需要學習如何與子女互動者為多，參與課程後多認為有

所收穫，親子相處更為融洽，也提昇其自信心並改善與先生的關係。但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

課程過程中亦曾面臨困境，主要之困難在於中文表達能力之不足。陳美吟（2011）則以行動研究

方式，研究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對親子共讀的態度和所面臨的困境。該論文發現所研究家庭之外

公、外婆及父親剛開始對幼兒閱讀持懷疑的態度，母親則不然，但隨著孩子成長及與保母的溝通，

外公、外婆及父親態度改變。而進行親子共讀時所面臨的困境則包括觀念有待釐清、對共讀技巧

瞭解有限、選書的困擾、不知如何持續孩子閱讀的熱情、和圖書館資源有限。此外，另有一篇採

敘事探究方式，訪談三位身為家長的幼兒園園長，以瞭解其共讀觀和共讀行為（武藍蕙，2006）。

該研究發現三位受訪者之童年經驗與說故事密不可分，且受訪者都相當肯定共讀對幼兒語言、觀

察、情緒和想像能力的影響，也強調共讀是促進親子關係的重要媒介。

2. 親子共讀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

共有五篇論文探討親子共讀的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且都採共讀語料蒐集和分析方式

進行。其中一篇分析三歲和五歲幼兒與母親共讀的互動類型（金瑞芝，2000），該篇發現母親與三

歲和五歲幼兒共讀時皆會連結故事內容與幼兒經驗，在幼兒疑問處給予回應，以語尾問句引發幼

兒反應，並在故事結尾時，與幼兒討論故事涵義，給予幼兒機會教育。但是三歲組母親較常和幼

兒討論書中的物體名稱和功能，並常以假裝行為表現故事情節；而五歲組母親則較常與幼兒評述

故事內容，並依照文本語句講述故事。另一篇則是分析低收入家庭親子共讀時的話語內容和互動

類型（張鑑如、林佳慧，2006），該文發現共讀時多由母親主導，幼兒為被動聽者，談話內容以書

中可見即時即地話語為多。母親互動類型不一，包括標準互動型、認識物品型、照本宣科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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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型等，幼兒的回應類型則有回應標準互動型、回應認識物品型、回應覆誦型、要求型、給予型

等，幼兒話語與回應方式與母親話語和提問方式相關。

此外，有兩篇則是探討親子共讀時母親所用的心智用語（林敏宜、簡淑真，2010）及親子情

緒言談的數量與內涵（周育如、黃迺毓，2010）。林敏宜與簡淑真發現在共讀時母親認知性用語與

欲求性用語不如情感性用語豐富，母親最能具體呈現的意涵為欺騙，最易被忽略的意涵是錯誤相

信理解，母親心智談話未涉及遞歸性思考。周育如與黃迺毓的研究結果則發現我國親子共讀時的

情緒言談由父母主導，情緒言談的內涵以標示故事人物的情緒狀態為主，較少解釋情緒發生的原

因。

所回顧的論文中有一篇探討兩位不同教育背景家長在與幼兒共讀科學讀本時對科學知識內

涵的闡釋和科學觀，研究方法為觀察親子共讀方式，並加上家長訪談（陳彥廷、陳穎志，2008）。

研究結果發現具有科學教育背景之家長呈現較正確的科學知識，並採過程導向和建構主義導向混

合形式之科學教學信念，而非科學教育背景之家長則呈現傳統導向之科學教學和學習信念。此結

果顯示要避免幼兒形成科學迷思的方法之一是加強家長科普知識，以及建立家長正確的科學知識

觀。

（二）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

本文所回顧的十八篇論文中有多篇研究的主題涵蓋共讀之成效，包括四篇以特殊幼兒為研究

對象之研究，其中三篇為個案研究，分別探討親子共讀活動對一位語言發展遲緩幼兒語言理解與

口語表達之學習成效（徐庭蘭，2004）和親子共讀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幼兒口語表達與注意

力行為之影響（徐庭蘭，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此三篇皆採質化與量化分析，觀察、訪

談並比較幼兒在前後測語言表現及注意力，研究結果發現親子共讀有益於研究個案語言理解和口

語表達能力，語言發展遲緩幼兒在親子共讀時會主動提問，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幼兒注意力行為改

善，且專注行為增加。另有一篇採準實驗設計並有控制組探討對話式閱讀對 21 名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兒童，包括智障、聽障、自閉症、語障兒童詞彙能力的影響（林月仙等人，2005）。此研究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幼兒在實驗教學前、中、後詞彙能力之表現，並蒐集實驗組在實驗結束後三

個月後詞彙能力之資料，以瞭解實驗組習得詞彙能力是否具保留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對話式閱讀

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幼兒詞彙能力，所習得之詞彙並具保留效果，且能激發實驗組幼兒主動閱讀之

興趣。

除了語言能力外，所回顧國內文獻中有兩篇論文探討親子共讀對幼兒敘說故事主角心智狀態

和情緒理解能力的影響（周育如、張鑑如，2008；周育如、黃迺毓，2010）。周育如與張鑑如之文

分析 30 名五歲幼兒在親子共讀前後幼兒心智敘說表現之差異，發現父母在共讀時採取較高錯誤表

徵敘說層級及引導討論方式之幼兒，在後測心智敘說表現最佳，父母採較低錯誤表徵敘說層級及

主導描述方式之幼兒，心智敘說表現最弱；親子共讀的起始年齡愈早，幼兒在重述故事的錯誤表

徵敘說愈佳。周育如與黃迺毓之文則探討親子共讀情緒言談與幼兒情緒理解能力的關係，結果發

現父母「以故事人物心中的想法解釋情緒原因」之言談有助於幼兒的情緒理解。

此外，有兩篇論文關注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家庭的影響（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鄧

蔭萍之論文探討親子共讀課程對新移民女性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是否有所改善，結果發現新移民

女性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親子相處更為融洽，新移民女性之信心和與先生之感情也都提昇。陳美吟

（2011）則是以行動研究方式，探討一位保母長期協助一個有三個月大嬰兒家庭進行親子共讀的

歷程，結果發現該家庭成員受保母影響，改變了對親子共讀的看法，增進了親子關係和與嬰兒共

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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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回顧的論文中，另有數篇並非單以探討親子共讀之成效為主，但也觸及此議題之論文，

例如武藍惠（2006）深度訪談三位幼兒園園長同時也是家長發現，親子共讀是促進受訪者與兒童

互動的重要因素。黃齡瑩與林惠娟（2004）、賴苑玲（2006）、以及劉佳蕙與葉奕緯（2007）三篇

調查研究也都發現親子共讀增進家長與兒童的親子關係，培養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和正確的態度。

劉佳蕙、葉奕緯的研究中並發現，有部分家長表示在親子共讀後幼兒偶而會使用書中的詞彙，並

因閱讀而識得國字。

縱觀上述十八篇國內親子共讀論文，主要結果顯示國內兒童多在三歲時開始與家長共讀圖

書，兒童閱讀態度與家長閱讀習慣、教育程度和職業等因素有關，親子共讀互動方式有個別差異

且因幼兒年齡而不同，親子共讀經驗可增進兒童語言、心智敘說、情緒理解等能力，但其成效與

共讀時家長的互動方式和言談內容有關。

四、研究限制的歸納分析

本文歸納所回顧國內親子共讀期刊論文所提及的研究限制於表 3。數篇論文一致提到的限制

包括（1）研究對象人數過少（2）研究對象限於某區域或某背景之兒童或家庭（3）無控制組設計

或非 ABA 實驗設計（4）僅用問卷調查或訪談，無實地觀察（5）評量工具、資料分析、或編碼方

法有限。除了這些論文所提及的研究限制外，研究者發現，相較於歐美國家，國內在親子共讀研

究的發表量遠遠落後，各研究主題都僅有零星一、兩篇論文發表，對許多與親子共讀相關主題的

瞭解還很有限，且無法如同國外學者作後設統合分析。此外，在研究對象部分，國內研究以三歲

以上幼兒為主，只有一篇探討三歲以下嬰幼兒親子共讀的研究，但該論文僅研究一名嬰兒，推論

有限。再者，國內目前親子共讀研究除了欠缺準實驗設計研究，採縱貫期研究設計的論文，目前

也只有一篇，而且研究對象只有一名（陳美吟， 2011）。如前所述，國外相當關注親子共讀對幼

兒閱讀相關能力的影響，但本文所回顧的國內親子共讀論文中只有一篇以問卷方式詢問家長親子

共讀是否影響幼兒識字能力。但該文並未評估幼兒的識字能力，因此無法確認家長的判斷是否正

確，其他論文則都尚未探索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讀寫萌發或正式讀寫能力的影響。

五、對未來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相較於國外豐碩的親子共讀研究成果，國內在此領域之研究還在起步階段，無論在研究議題

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待充實和跟進。以下提出三點研究建議，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深入探討來自不同年齡、家庭社經、文化族群家庭父母的親子共讀信念和親子

共讀方式以及之間的關係

我國政府和民間機構大力推動親子共讀活動已有一段時間，但是我國父母與子女共讀的信念

與方式究竟如何，目前所知還是很有限。至今所發表的期刊論文都侷限於區域性研究，且研究對

象大都是學前三歲以上幼兒或學齡兒童，對於三歲以下嬰幼兒、特殊兒童、低收入家庭與不同文

化族群家庭兒童（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家庭），其家長對親子共讀的看法、態度、實施的情形等瞭

解相當有限。建議未來研究一方面可採問卷調查和訪談方式，全面瞭解國內來自不同社經文化背

景家庭之各年齡嬰幼兒與家長親子共讀行為以及家長的信念。國內目前所建立的大型教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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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以及我國所參與的國際閱讀評比研究如 PIRLS，都蒐集了一些與

親子共讀活動相關的大規模調查資料，建議未來研究可深入分析這些資料，以完整瞭解國內親子

共讀活動的實施方式和成效。在另一方面，建議採觀察方式，實際瞭解父母如何與子女共讀，並

探討共讀信念與共讀行為之間的關係。影響家長共讀信念及共讀行為之相關變項，例如幼兒的年

齡、語言認知能力、閱讀興趣、閱讀動機、氣質（temperament），家長的社經文化背景、閱讀態度、

共讀的圖書種類等也應納入分析，以深入瞭解之間的關係。

（二）釐清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語言和閱讀相關能力之影響

由國外許多實證研究和後設分析研究結果可知，親子共讀的成效在兒童口語能力部分較為明

顯，在正式閱讀能力則較低，此發現在國內兒童是否亦然，亟待未來研究釐清。此外，親子共讀

成效的強度和持續性與父母共讀信念、共讀行為、共讀技巧、家庭語文環境、幼兒和家長背景、

親子關係、幼兒閱讀興趣和動機等因素之關係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議題。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相當欠缺縱貫期和準實驗研究設計，因此建議在探討親子共讀成效之議題

時一方面可採縱貫期研究方式，長期觀察嬰幼兒親子共讀行為，並分析共讀經驗對幼兒口語、閱

讀萌發、正式讀寫能力和學業成就等之影響。另一方面可採嚴謹之實驗設計研究方式（例如有實

驗組和控制組、進行幼兒能力前後測或多次評估、採具信效度之語文評估工具等），探索出有利於

幼兒口語和閱讀能力發展之親子共讀模式。

（三）檢驗國內親子共讀方案之成效

目前國內有多項政府和民間機構推動的親子共讀方案，例如「閱讀起步走」、「幼兒學前啟蒙

計畫」等，這些共讀方案的實施歷程和推動成效亟需嚴謹之研究進行觀察和檢驗。以「閱讀起步

走」為例，此活動在 2006 年剛推動時僅有台北市和台中縣 0-3 歲嬰幼兒可獲得圖書禮袋，但是在

教育部的推動下目前贈書的對象已擴至全國國小一年級新生，並提供家長閱讀講座、親子共讀手

冊、建議書單等（教育部，2010）。幾年來此活動挹注大量的經費和人力推展，其執行的歷程和對

幼兒與家長的影響都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在未來推動相關活動時方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本文

所回顧的 Sénéchal（2006）、Mol 等人 （2008）及 Lonigan 等人（2008）後設分析研究都是探討共

讀介入方案的成效，這些研究也都可作為本國推行親子共讀介入方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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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摘要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金瑞芝

（2000）

台東市六所

幼稚園大小

班 40 對幼兒

（三歲與五

歲）與母親

探究親子共讀
圖畫書歷程

中，母親的共讀
行為是否因幼
兒年齡差異而
有所不同

觀察錄音/

語料轉譯

編碼分類

1. 三歲幼兒母親使用較多注意導向行為，傾向和

孩子討論書中物體名稱及功能等簡單訊息，且較常

以假裝行為來表現故事情節。

2. 五歲幼兒母親較常與孩子評論故事，並較會以

逐文字本來敘說故事。

黃齡瑩、

林惠娟

（2004）

台中市已立

案公私立幼

稚園托兒所

60 班，840 位

大班幼兒與

家長

1.瞭解台中市幼

兒園大班幼兒

閱讀和家長參

與幼兒閱讀現

況

2.探討家長的閱

讀態度與孩子

閱讀態度之相

關情形

問卷調查/

描述統計、

相關分析、

t 考驗及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1. 幼兒和家長大多具有正面的閱讀態度。

2. 家長的教育程度愈高、職業愈屬專業、平時

較常閱讀者，愈重視幼兒閱讀。

3. 愈重視幼兒閱讀之家長，其孩子的閱讀態度

愈積極正向。

徐庭蘭

（2004）

一位語言障

礙遲緩幼

兒，女生，五

歲半

探討親子共讀

對語言發展遲

緩幼兒在語言

理解與口語表

達之改變

個案介入研究/

量化分析

前測、再測、

後測差異比較

＋觀察、訪談

1. 個案在語言理解和口語表達能力皆有進展。

2. 個案在親子共讀時會主動提問與故事相關的問

題。

林月仙、

吳裕益、

蘇純瑩

（2005）

21 名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

兒童，年齡介

於五歲七個

月和七歲三

個月之間

探討對話式閱

讀對學前身心

障礙兒童詞彙

能力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

兩組詞彙成長

率差異分析

實驗組詞彙能

力保留效果

＋編碼分類

1. 對話式閱讀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兒童詞彙成長

率，且具保留效果。

2. 實驗組詞彙成長率似與認知能力有關，認知能

力較低者之詞彙成長率有偏低之趨勢。

3. 對話式閱讀可激發大多數實驗組兒童主動閱讀

童書。

徐庭蘭

（2006）

一名五歲幼

兒，女生，注

意力不集中

合併口語表

達缺陷

探討親子共讀

對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女孩口

語表達與注意

力行為改進之

影響

個案研究/

前後測比較

＋紮根理論

觀察、訪談、

錄影

1. 個案口語表達及注意力都改進。

2. 個案口語表達錯誤減少。

3. 個案專注行為增加。

張鑑如、

林佳慧

（2006）

16 位低收入

家庭幼兒與

母親，幼兒有

8 男 8 女，平

均年齡為三

歲五個月

探討低收入家

庭親子共讀時

母親與幼兒的

話語內容和引

導類型以及幼

兒的回應類型

觀察錄音錄影/

語料轉譯

編碼分類

1. 親子共讀時多由母親主導，大部分母親以給予

和要求幼兒提供故事內容為主。

2. 談話內容以書中可見的即時即地話語為多。

3. 低收入家庭之間的親子共讀方式有數種類型，

並非完全一致。

46



教 育 心 理 學 報．326．

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武藍蕙

（2006）

三位私立幼

兒園園長

探討親子共讀

行為的起源與

過程中成人所

扮演的角色和

價值觀

深度訪談/

敘說分析法

受訪者表示

1. 故事閱讀是促進親子關係的媒介

2. 親子共讀時親子關係的建立較為重要，不侷限

策略或技巧。

3. 說故事為受訪者與家人彼此溝通心情與交

換意見的方式。

賴苑玲

（2006）

台中縣市 40

國小，80 班，

2800 學生，回

收問卷 2498

份，男 1282

人， 女 1216

人

1. 瞭解國小學

童閱讀態度及

家庭班級學校

圖書館閱讀環

境之現況

2.瞭解不同背景

變項國小學童

在閱讀態度的

差異

3.探討國小學童

閱讀態度與家

庭班級及學校

圖書館閱讀環

境的相關

問卷調查/

次數分配、t 考

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基差相

關與多元逐步

迴歸

1. 國小學童有良好的閱讀態度與圖書館環境，但

家庭與班級閱讀環境尚須加強。

2. 女生閱讀態度顯著優於男生。

3. 父母親教育程度為大專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高

於學童之父母教育程度為國高中。

4. 與雙親同住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優於未與雙親

同住者。

5. 每週到圖書館一次以上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高

於未到館者。

6. 每天閱讀課外讀物一小時以上學童閱讀態度顯

著高於每天沒有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童。

劉佳蕙、

葉奕緯

（2007）

台南縣和台

南市共 18 所

幼稚園/托兒

所，390 人

調查台南地區

親子共讀的現

況，包含親子共

讀習慣、態度及

共讀後的結果

問卷調查/

描述統計

同質性考驗及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1.父母親在幼兒三歲時開始唸故書，且每週平均念

一小時唸故書占最多數。

2.大多數家長認為幼兒喜歡聽父母唸故事書，也認

為閱讀可增進親子關係、培養閱讀興趣及增進孩

子知識。

3.在共讀後幼兒偶而會引用故事書內的詞彙，有一

成家長指出幼兒因閱讀而認識國字。

4. 大學學歷家長在共讀態度較國中以下學歷家長

顯著地積極；家長職業中以軍公教及家庭主婦參

與親子共讀率較高，而工人階層較低。

周育如、

張鑑如

（2008）

30 名平均年

齡為五歲十

一個月幼兒

與母親，多來

自中高社經

家庭

1.瞭解親子共讀
前後幼兒心智
敘說表現之差
異情形
2.探討親子共讀
時「錯誤表徵敘
說層級」與「親
子共讀互動類
型」對幼兒心智
敘說表現之影
響

觀察錄音及問

卷/語料轉譯

百分比統計、

細格人數分析、

t 考驗及

積差相關分析

1.父母在共讀時採取較高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之

幼兒，在後測心智敘說表現較佳。

2. 父母較高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與引導討論的互

動類型相配合時，幼兒心智敘說表現最佳；而父

母較低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加上主導描述的共讀

類型，對幼兒最為不利。

3. 親子共讀的起始年齡愈早，幼兒的錯誤表徵敘

說表現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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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陳彥廷、

陳穎志

（2008）

兩位不同教

育背景的家

長和其五歲

幼兒（1 男 1

女）

探討不同教育

背景家長與幼

兒共讀科學繪

本所呈現對科

學知識內涵闡

釋和對科學知

識觀的差異性

觀察錄音錄影/

語料轉譯

語意流程圖分

析及

知識觀分析架

構

1. 科學背景家長呈現較正確的科學知識。

2. 科學教育背景家長在科學教學信念上呈現過程

導向與建構主義導向混合的形式，在科學學習信念

上呈現建構主義導向，在科學知識本質則呈現建構

主義導向。

3. 非科學教育背景家長無論是在科學教學、科學

學習或科學知識本質上均呈現傳統導向。

鄧蔭萍

（2008）

九位來自印

尼和越南新

移民女性，

居住地為台

北縣新莊與

泰山

1. 瞭解新移民

女性參與親子

共讀的動機、

經驗、困境與

解決方法

2. 親子共讀課

程經驗為新移

民女性所帶來

的改變

質性研究

焦點團體訪

談、個別訪談、

和課後檢討記

錄/文件檔案資

料整理、轉譯、

編碼分析

1. 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動機以需要學習與孩

子互動技巧者為多。

2. 新移民女性的家人對其參與親子共讀課程的態

度不一，有的漠不關心，有的十分支持。

3. 新移民女性藉由親子共讀課程，改善其家庭生

活習慣，且親子相處氣氛更為融洽。

4. 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的困境主要為中文能

力及表達能力不足，解決方式為看圖說故事和求助

家人。

5. 親子共讀經驗提昇新移民女性信心和夫妻感

情，並增進其育兒教養的方法。

徐庭蘭、

蔡雅琪

（2008）

兩位患有注

意力缺陷過

動症之五歲

幼兒

探討以親子共

讀之方式是否

可改善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幼

兒的不專注行

為

個案研究/「兒童

活動量評量表」

前後測比較＋

質性觀察與訪

談

1. 親子共讀活動可改善研究對象不專注的行為。

2. 閱讀時以互動、問問題及正面回應方式，可減

少研究對象不專注的行為。

張淑梅、

黃寶園

（2009）

台中縣台平

國小低年級

家長，共 10

個班級、280

份有效問卷

1. 瞭解太平國

小低年級家長

實施親子共讀

的現況

2. 探討太平國

小不同背景的

低年級家長在

實施親子共讀

時的差異

問卷調查（自編

「低年級家長

實施親子共讀

之問卷調查

表」）/描述性統

計和卡方檢定

1. 93%家長有與子女共讀的經驗，在孩子三歲時開

始共讀的家長最多，最常共讀時間是晚飯後，2-3

天共讀一次，每次 11-20 分鐘。

2. 多數兒童擁有選書權、繪本是兒童最喜愛籍類

別，書籍來源多自行購買。

3. 會扮演協助者角色與子女輪讀的家長最多。

4. 沒有足夠時間和子女共讀是最多家長感到困擾

的問題。

5. 教育程度為大學及職業為公教的家長有經常閱

讀習慣之比例較高，且在子女出生後即開始共讀的

比例較高。

6. 不同教育程度家長的共讀頻率有顯著差異，但

家長性別、年齡及職業與共讀的頻率無明顯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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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林珮伃

（2010）

台灣北中南

13 個縣市共

989 個家庭

1. 調查台灣北

中南三區幼兒

家庭語文環境

及親子共讀情

形

2. 探討不同家

庭社經和不同

家庭語文環境

親子共讀活動

之差異

問卷調查（自編

「家庭語文環

境量表」和自編

「親子共讀實

施調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

及相關分析

1. 相較於中低或低社經家庭，高及中高社經家庭

在幼兒投入共讀程度、共讀時的正向情緒表現、父

母重視幼兒自主表達，父母培養幼兒自主性的程度

上較高。

2. 高家庭環境組最重視幼兒共讀時注音符號與國

字的學習，幼兒最投入共讀、親子共讀正向情緒表

現最高，最重視幼兒自我表達和自主性。

3. 低家庭環境組中幼兒愈投入共讀，其父母愈重

視共讀時幼兒語文技巧的學習，但高家環組無此關

連。

周育如、

黃迺毓

（2010）

台北市大安

區、台北縣五

股鄉、台中某

大學附幼、台

中縣烏日鄉

共 46 對親子

1. 檢視親子共

讀時情緒言談

的數量與內涵

2. 探討親子共

讀情緒言談與

幼兒情緒理解

能力的關係

問卷、測驗及錄

音/測驗計分、語

料轉譯編碼、描

述統計、相關分

析及階層迴歸

分析

1. 幼兒情緒理解能力與語言能力密切相關，但一

般語言能力是情緒理解能力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

充分條件。

2. 我國親子共讀時的情緒言談由父母主導，情緒

言談的內涵以標示故事人物的情緒狀態為主，較少

解釋情緒發生的原因。

3. 父母以故事人物心中的想法解釋情緒原因之言

談有助於幼兒的情緒理解。

林敏宜、

簡淑真

（2010）

幼兒園大班 8

位母親

1. 瞭解幼兒

母親所運用的

心智用語及特

色

2. 探討幼兒

母親對心智理

解意涵的覺知

與呈現

3. 解析有助於

增進幼兒心智

理解的母親談

話策略

親子共讀語料

錄音/轉譯編碼

質性分析

1.母親心智用語特色為（1）認知性用語與欲求性

用語不如情感性用語豐富 （2）情感性用語較易自

由發揮。

2. 母親對心智理解意涵的覺知與呈現之特色為

（1）最能具體呈現的意涵為欺騙（2）最易被忽略

的意涵是錯誤相信理解（3）認知相信與欲求意涵

的傳達受圖書文字線索影響。

3. 有助幼兒心智理解的母親談話策略包括鼓勵猜

測行為動機與想法、回溯故事脈絡、真實與虛假並

置、以幼兒為故事主角、類推情境、唱作俱佳、強

化角色行為等。

陳美吟

（2011）

一個三代同

堂的家庭

1. 瞭解所研究
家庭對嬰幼兒
親子共讀的態
度
2. 探討進行親
子共讀時所面
臨的困境
3. 省思解決親
子共讀困境的
行動策略

行動研究法（研

究者為保母）、

個案研究、縱貫

期研究、訪談觀

察、文件資料蒐

集/轉譯編碼

1. 所研究家庭之外公、外婆及父親剛開始對幼兒
閱讀持懷疑態度，母親則不然，但隨著孩子成長及
與保母的溝通，外公、外婆及父親態度改變。
2. 進行親子共讀時所面臨的困境包括觀念有待釐
清、對共讀技巧瞭解有限、選書的困擾、不知如何
持續孩子閱讀熱情、圖書館資源有限。
3. 解決親子共讀困境的行動策略：保母以身作
則、與研究幼兒進行共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語文
能力之發展、提供選書和相關資訊、與家長保持「積
極主動但不勉強」的溝通態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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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姓名標示底線者表同時論及親子共讀行為和親子共讀影響議題之研究。

表 3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論文的主要研究限制整理

研究限制 期刊論文
研究對象人數過少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張鑑如、林佳慧（2006）、

徐庭蘭、蔡雅琪（2008）、陳美吟（2011）
研究對象限於某區域或某背

景之兒童或家庭
金瑞芝（2000）、徐庭蘭（2004）、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
（2005）、張鑑如、林佳慧（2006）、劉佳蕙、葉奕緯（2007）、

陳彥廷、陳穎志（2008）、鄧蔭萍（2008）
無控制組設計或非ABA實驗

設計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周育如、張鑑如（2008）、
徐庭蘭、蔡雅琪（2008）、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

僅用問卷調查或訪談，無實
地觀察

劉佳蕙、葉奕緯（2007）、張淑梅、黃寶園（2009）、林珮伃
（2010）

評量工具、資料分析、或編
碼方法有限

陳彥廷、陳穎志（2008）、林敏宜、簡淑真（2010）

註：表中所列之研究限制為論文作者所提及的限制。

表 2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論文的主要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整理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篇數 論文
問卷調查 5 黃齡瑩、林惠娟（2004）、賴苑玲（2006）、

劉佳蕙、葉奕緯（2007）、張淑梅、黃寶
園（2009）、林珮伃（2010）

家長訪談 1 武藍蕙（2006）

親子共讀行為

共讀語料蒐集、家
長訪談

5 金瑞芝（2000）、張鑑如、林佳慧（2006）、
陳彥廷、陳穎志（2008）、林敏宜、簡淑
真（2010）、周育如、黃迺毓（2010）

準實驗研究
（有控制組）

1 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2005）

個案介入研究（無
控制組）

5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徐庭
蘭、蔡雅琪（2008）、鄧蔭萍（2008）、

陳美吟（2011）

親子共讀成效或
影響

共讀語料蒐集 1 周育如、張鑑如（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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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 i o n a l T a i w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T a i p e i , T a i w a n , R . O . C .

Literatur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Joint Book Reading in Taiwan

Chien-Ju Chang
Department of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ei-Mei Liu
Department of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oint book read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family activity that facilitates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on joint book read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aiwan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ighteen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11 were included for the review. Three

main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were obtained (a) a child’s reading attitude was related to the reading habit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occupations of his/her parents, (b)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atterns during joint book reading

were evident and these patterns varied across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and (c) joint book reading practices at home facilitated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Studies with experimental and longitudinal design were recommended for future research. Issues

such as effects of joint book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on children’s language and reading development,

parental beliefs in shared book reading and joint book reading practices across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were also suggested to be exami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terature review, parent child book reading,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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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家長在接受對話式閱讀訓練後，在共讀技巧和語料內容上的

轉變，以及實施對話式閱讀後的感受。研究對象為臺中市 6 對母親及其年齡為 4-5 歲的

幼兒。研究期間共 8 週，每週進行兩次共讀。前兩週收集閱讀訓練前的親子共讀錄音，

接著進行對話式閱讀訓練，再進行三週有提問設計繪本的共讀，末三週則使用無提問設

計繪本進行共讀。研究結果發現：1.有提問設計的繪本能提高家長使用對話式閱讀技巧

的次數。2. 在對話式閱讀訓練後，家長話語中要求型態的語句數量增加不少，也帶動幼

兒給予話語數的增加，家長的要求話語以即時即地內容為主。3.家長肯定對話式閱讀方

式讓幼兒在共讀中回應的內容更為豐富，且幼兒能在共讀中成為更主動的參與者。本研

究結果可供進行對話式閱讀研究，以及推動家長參與親子共讀活動之參考。 

 

 

 

關鍵詞：親子共讀、對話式閱讀、幼兒、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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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alogic Reading on Parents' Skills 

and Feelings in Shared-Book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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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Huei 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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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the skills and content in the shared-

book activity of parents after receiving dialogic reading training, and the feelings after 

implementing reading. The participants are 6 pairs of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ged 4-5 years 

in Taichung City. Mother and children read books two times a week, a total of 8 weeks. The 

process of reading is recorded for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stage of shared books activity. In the 

first two weeks, the parent and child read books in the original way. The researchers hold the 

dialogic reading training to parents before the second stage, and then the three-week questioning 

design picture book was provided. In the last three weeks, the non-question design picture books 

are used for parent-child reading. The researchers interviewed parents and wrote observations 

after the reading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1. A picture book with question design 

ca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imes for reading skills. 2. After the reading training, the number of 

requests in the parents' speech increased a lot, which also le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words spoken by the children. The parents use immediate talk more than non-immediate talk, 

but the children use two types of talks equally. 3. Parents affirm dialogic reading makes children 

more responsive, and that young children can become mor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reading.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implication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were made. 

 

Keywords: dialogic reading, shared-book reading, preschooler,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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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語言能力是兒童開展學習以及與人

溝通的重要基礎，透過語言能方便與人

交流和建立關係，並且能讓孩子們了解

自身所處的周圍世界。繪本內有各式各

樣的圖畫和詞彙，可提供兒童豐富的語

言學習內容。研究發現在幼年時期的繪

本閱讀經驗，對於兒童獲得詞彙、溝通

技巧和記憶能力非常有幫助 (Powell, 

Diamond, Burchinal & Koehler, 2010; Sim 

& Berthelsen, 2014)。無論幼兒是在家還

是在學校，成人都可以用一對一或者一

對小組的方式，為幼兒大聲地朗讀故事，

彼此共享閱讀的樂趣（Hindman,Skibbe, 

& Foster, 2014）。Gormley & Ruhl（2005）

將單一閱讀活動定義為兩種，一種是逐

字閱讀文本，期間成人沒有暫停下來與

兒童進行口語之間互動，另外一種則是

對話式閱讀，在閱讀過程中成人和兒童

的問答角色會不斷進行互換。 

對話式閱讀（dialogic reading）技巧

最早由 Dr. Grover Whitehurst 與他的同

事提出（Whitehurst et al., 1988），主要目

的在訓練母親在家使用對話式閱讀技巧

和 2 歲半幼兒進行共讀，他們教導幼兒

的母親採用互動式的方式進行閱讀，由

共讀初期簡單的問句，到開放式的問句。

藉由提示和示範引導幼兒說話，並針對

幼兒的回答進行讚美、修正和延伸，讓

幼兒的角色由被動聆聽者逐漸轉變為主

動說故事者。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在母親

定期使用對話式閱讀技巧一個月之後，

語言能力有顯著進步，而且在親子共讀

過程出現更多以兒童為中心的話語，

Whitehurst的研究引起不少學者的興趣，

之後陸續有相關研究探討這種閱讀技巧

對幼兒的影響。 

在華人父母文化中，父母的權威性

是文化信念中常見的部分，在共讀過程

家長常不自覺地對幼兒進行直接指導，

因此「對話式閱讀」運用在華語孩童的

成效，是否與英語系孩童的情況相近，

便是深具探究價值的議題。Chow、

McBride-Chang、Cheng 和 Chow (2008)

以香港 148位平均年齡 63.8 個月的幼兒

和其家長為研究對象，探討「對話式閱

讀」運用在華語孩童的成效，參與此研

究的幼兒是來自中上階層的家庭，幼兒

與家長一般使用的語言為廣東話，研究

分成對話式閱讀加入後設語言訓練組、

對話式閱讀組、傳統共讀組，以及控制

組 4 組，實驗共進行 12 週，結果發現 4

組在廣東話接收性詞彙方面有顯著差

異，對話式閱讀組兒童的表現顯著優於

傳統共讀組或者控制組，可見對話式閱

讀對華語兒童的語彙學習也有成效。 

 雖然研究顯示對話式閱讀的方式在

華人社會當中的可適用性，但是除了採

用的閱讀方式之外，父母對教育的信念

也是影響親子共讀過程中互動行為的重

要因素。林楷潔（2016）探討父母成就信

念對與 4-5歲兒童進行親子共讀過程中，

家長行為表現的影響，結果發現，在排

除母親教育程度與兒童性別的效果後，

越相信「努力永遠有用」的母親，如果覺

知孩童的主動控制、活動量、專注度、抑

制控制等氣質之表現與所處之學習情境

不適配時，會展現較多華人文化中常見

之傳統填鴨、命令、反覆精熟等教學行

為；而越覺知孩童較不偏好與共讀類似

靜態活動的母親，則越少展現以兒童為

中心的行為。當抱持努力本質觀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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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覺知孩童容易因為無法完成任務

而沮喪時，則會傾向減少表現傳統式的

教學行為；而相信孩子能夠更加努力的

程度是有限度的母親，在認為兒童的學

習潛力不適配於共讀情境時，較不會採

取嚴管勤教的策略。研究結果指出，在

教育信念上越內化努力永遠有用的母

親，在與學齡前階段孩子親子共讀時，

便已開始展現華人文化中勤奮苦學的精

神，而對兒童有更多直接教導和要求的

行為，即是反應這種精神的其中一種表

現。也就是說，家長即使習得對話式閱

讀技巧，但是否能真正在親子共讀中展

現，還受到其個人信念和感受的影響。 

查察過去關於對話式閱讀的相關研

究，多數是聚焦在探討親子共讀策略對

提昇兒童語言能力之成效，而較少探討

家長使用對話式閱讀技巧後，引導行為

改變的情形和感受，以及隨著家長策略

的調整，幼兒在共讀中語言內容的變化。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在華人文化背景下，

家長在接受對話式閱讀訓練後，是否對

其閱讀引領的技巧有影響？在接受閱讀

訓練的前後，共讀技巧上的轉變和親子

話語內容的差異為何？家長實行對話式

閱讀的感受又是如何？綜合上述，本研

究目的有三： 

一、探討家長在接受對話式閱讀訓

練後，共讀引導技巧上的轉變。 

二、探討在實施對話式閱讀訓練前

後，家長和幼兒在共讀過程中

話語內容上的變化。 

三、瞭解家長實行對話式閱讀的感

受。 

 

 

 

貳、 文獻探討 

一、對話式閱讀 

在成人和學齡前兒童分享繪本的時

候，大多數都是大人讀給孩子聆聽，在

共讀的過程中兒童的參與角色較為被

動，而「對話式閱讀」是一種包含特別技

巧的親子閱讀方法，其背後的理念在於

改變傳統閱讀中父母和孩子的角色，讓

孩子在共讀的過程中，也可以成為主要

的講故事者，擔任引導和協助的角色

（Whitehurst，1992）。因此，在融入對話

式技巧的親子共讀過程中，說者與聽者

兩者角色是動態性的交互作用，可以是

孩子看、孩子說，也可以是大人看、孩子

說，或是由大人說、孩子看，閱讀的過程

是親子一起共度因書而來的對話討論的

歷程。對話式閱讀不僅保有原本親子共

讀中「以家庭為中心」的精神，更強調

「以兒童為中心」的作法，幫助兒童改

善在共讀過程中理解或不專注等問題，

提升兒童在共讀活動中的參與程度。 

對話式技巧包括 PEER 步驟，這四

個步驟幫助成人對幼兒提問，進行評量，

如果幼兒的答案不正確，可以擴展幼兒

所說的答案，引導幼兒做出正確的回覆，

並且重複他們的正確答案，而在PEER的

P之下再細分為CROWD 提示方法。以

下為  PEER 步驟的說明  （Morgan & 

Meier, 2008; Whitehurst, 1992）：  

(一)提示（P-Prompt）：提示幼兒命名書

中的物品。  

(二)評量（E-Evaluate）：評量幼兒的回答

是否正確，若有錯誤，思考要如何引

導幼兒做出正確的回答。  

(三)擴展（E-Expand）：增加幼兒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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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四)重複（R-Repeat）：要求幼兒重複句

子，確認他有學習吸收。  

Whitehurst et al.(1994)強調親子閱

讀的對話方式有三大原則：(1)鼓勵孩子

採取主動的角色。(2)提供回饋：運用延

伸、示範、更正、讚美的對話提供回饋作

用。(3)逐漸提高標準，透過對話式閱讀，

培養幼兒對閱讀產生興趣和習慣，並藉

此成為主動閱讀者。此三項原則不僅是

改變了傳統親子共讀關係，更重要的是

利用互動過程中家長的語言，使其扮演

鷹架幼兒語言發展和理解的功用，藉由

成人的提示、更正、示範或延伸的話語，

幫助提升幼兒語言表達及理解的水平。

對話式閱讀的各種技巧，即是回應上述

三大原則的具體作法。 

CROWD 技巧則用來幫助成人設計

問題引發幼兒的對話，其提示包括有下

面幾個項目（Morgan & Meier, 2008）：  

(一)完整性（C-Completion）：增加幼兒

聽力理解與語言使用。留下空白，讓

幼兒完成。例如「 小豬要去游泳時，

遇到的第一個朋友是恐龍，第二個

朋友則是___?」 讓孩子填充空白

“大象＂。  

(二)回憶（R-Recall）：鼓勵幼兒回憶故事

情節，可以在故事結尾時使用，讓幼

兒總結繪本要傳達的主要訊息，或

是一開始要讀這個書之前的預測

上。 

(三)開放性問題（O-Open-ended）：給予

開放性問題，引發幼兒更多的對話。

例如指著一本書中的某一頁，對孩

子說「說說看這圖畫裡的(人物或角

色)發生了什麼事嗎？」 

(四)Wh 問題（W-Wh-questions）：利用

5W問句，是什麼（what）、在哪裡 

（where）、為什麼（why）、什麼時候

（when）、如何（how）等發問方式，

像是問兒童「這個東西的名字是什

麼?」，幫助幼兒增加字彙並且引導

幼兒使用新詞彙。  

(五)聯想（D-Distancing）：將故事內容連

結幼兒生活經驗，讓幼兒有更多機

會提升表達能力。 

二、對話式閱讀技巧用於親子共

讀相關研究 

綜觀國內外關於對話式閱讀的研

究，可發現其選擇的研究對象背景相當

多元，包括家庭經濟狀況不同的兒童、

偏鄉或新住民的兒童或是特殊需求兒童

等 等 。 Zevenbergen, Whitehurst, & 

Zevenbergen ( 2003）以低收入家庭的兒

童為研究對象，進行對話式方式融入幼

兒閱讀活動，對低收入家庭兒童敘事技

巧的影響。該研究的參與者是4歲參加

Head Start的兒童共123名，其中58％的

兒童參加了在Head Start教室和家庭中

進行為期30週的共讀活動，其餘則參加

常規的Head Start課程。結果發現閱讀策

略的介入對兒童在故事敘述能力上有顯

著影響。具體而言，參與閱讀介入計劃

的兒童比未參加計劃的兒童在年末的敘

述中，更能說出故事中包括人物狀態和

對話等內容。國內也有應用對話式技巧

在低社經地位家庭的研究，林佩伃、彭

湘寧( 2014）以不等組前、後測的準實驗

研究設計，選取一所低社經幼兒就讀的

公立幼兒園中，兩個分園全部小班低社

經家庭背景的幼兒為研究對象，隨機分

派兩分園為實驗組或對照組。實驗組幼

兒在幼兒園中參與「對話式閱讀」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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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以小組方式進行對話式閱讀，每

次20分鐘，總共為期8週共計27次。研究

採「華語兒童理解與表達詞彙測驗」進

行前、後測，研究結果顯示控制詞彙能

力的個別差異後，實驗組幼兒比對照組

幼兒，在表達和理解詞彙都有顯著進步，

顯示對話式閱讀實驗方案對幼兒的語文

能力提升具有良好的成效。 

Huebner & Payne (2010) 選擇美國

華盛頓州西部一個平均每年約225個新

生兒的小鄉鎮，這個鄉鎮中幼兒參與學

前教育機構的比例較低，年幼兒童多由

父母照顧。研究者在幼兒2-3歲時邀請實

驗組的幼兒父母參加對話式閱讀的訓

練，另外未接受閱讀訓練的父母為對照

組，到了幼兒4歲時再比較實驗組41位和

對照組37位間的差異，結果發現兩組每

週親子共讀的次數相似，但受過閱讀訓

練的父母會使用課程中教授的90％的技

巧，在5分鐘親子共讀過程中實驗組使用

對話式技巧的數量亦明顯較高。施淑娟、

呂俊宏（2013）運用對話式閱讀的方式

對新住民家庭之 3-6 歲幼兒，進行12 

週的說故事活動，目的在瞭解對話式閱

讀方式對幼兒聽覺詞彙能力、口語表達

能力和幼兒口語表達內容的影響，說故

事活動中運用幼兒的舊經驗及圖畫情境

連結、五W 的策略、回憶與完成等方式

來進行說故事，研究收集說故事活動中

質性和量性的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參與

對話式閱讀對兒童聽覺詞彙能力之提升

有幫助，也明顯提升幼兒的口語表達能

力。除了探究對話式閱讀對偏鄉和弱勢

兒童的影響外，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

（2005）以對話式閱讀技巧引導5-7歲的

身心障礙兒童進行閱讀，研究發現對話

式閱讀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兒童詞彙成長

率，所習得之詞彙，三個月後仍具保留

效果；對話式閱讀能促進大多數實驗組

兒童主動閱讀童書的行為，並以對話的

方式和家長、手足分享童書內容。 

綜觀上述的文獻，過去研究使用的

方法中，以單純前後測數據比較的規劃

為主，並未更細緻地去評量閱讀技巧鷹

架提供和撤除過程，對共讀技巧和言談

內容的影響，殊為可惜。所以在本研究

中，將把親子共讀起始、鷹架提供和鷹

架撤除共三階段的資料，皆進行收集和

分析，以期對過程中的變化有更多的認

識和瞭解。 

此外，多數關於對話式閱讀的研究，

不論其研究對象是何種背景的兒童與家

長，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兒童語言能力的

提升狀況，探究參與共讀之家長引導技

巧改變情形和感受者少，國內近年來似

乎僅有王佩徛與王秋鈴（2015）的研究

探討對話式閱讀對提升家長親子共讀技

巧之成效。本研究旨在多瞭解家長在使

用這種閱讀技巧執行共讀後技巧轉變的

情形，以及進行這種親子共讀方式後的

感受，希望對使用此種閱讀技巧家長的

經驗和困擾有更多的瞭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六位 4-5 歲非特殊需

求幼兒與其家長，對象是透過臺中市某

行政區之媽媽臉書群組進行自願參與者

的招募，在研究進行前參加本研究的母

親，皆被清楚告知研究之目的和實施過

程，以及共讀資料之分析用途。所有幼

兒的排行皆為老大，家長並無先前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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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幼兒親子共讀的經驗。幼兒有 5 位女

生 1 位男生，年齡範圍 4 歲到 5 歲 8 個

月，平均年齡 4 歲 9 個月。研究進行前

先與家長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內容

主要了解母親與其子女原本的共讀相關

資料，包括何時開始共讀、共讀方式、閱

讀過程是否有提問等。六位家長皆為幼

兒的母親，年齡 30-40 歲，研究對象基

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參與研究家長基本資料 

代碼 幼兒年齡 幼兒性別 母親教育

程度 

原本每週共讀 

次數/數量 

A1 5 歲 8 個月 男 高中 7 次/5 本 

A2 5 歲 5 個月 女 大學 7 次/不固定 

A3 4 歲 3 個月 女 大學 2 次/3 本 

A4 4 歲 8 個月 女 大學 7 次/1-2 本 

A5 4 歲 8 個月 女 大學 5 次/1-2 本 

A6 4 歲 0 個月 女 大學 7 次/1 本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繪本、自編

對話式閱讀指導手冊、示範影片和錄音

器材等。 

（一）繪本 

過去的研究指出4-5歲幼兒共讀的

繪本須具有故事情節，角色且情感豐富，

能夠吸引幼兒興趣，提供可預期故事結

果及容易閱讀的繪本，有助於幼兒成為

一位獨立的讀者（葉嘉青，2009）。

Zevenbergen, Whitehurst, & Zevenbergen 

( 2003）指出，理論上任何繪本都可用於

對話式閱讀，但是繪本中插圖能吸引人

且有適當文字敘述的故事書是最適合

的。參考以上的研究，研究者挑選近10

年來得獎繪本及信誼基金會提供親子共

讀的書單中，具有故事性且插畫和文字

搭配良好的作品。最後選定的繪本共有

14本，書目如表2所示。 

 

 

 

 

 

 

 

 

 

 

 

 

- 31 -
64



《幼兒教育年刊》2019年第 30期 

 
 

 

表 2 

研究使用的繪本書目 

階段 書目 

訓練示範影片 
晴子的黃色爸爸 

神探狗汪汪 

對話式閱讀訓練- 

模擬練習 

神探狗汪汪 

晴子的黃色爸爸 

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研究階段一 

兩週 

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研究階段二 

三週 

紅公雞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很慢很慢的蝸牛 

研究階段三 

三週 

鯨魚 

誰要來喝下午茶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二）自編對話式閱讀指導手冊 

內含對話式閱讀的簡介、對話式閱

讀指導方法、親子共讀流程及小叮嚀，

以供家長進行親子共讀前的參考。其中

在指導方法的解說上，清楚列出有哪幾

種技巧可使用，並詳加解釋每一種技巧，

也提供範例。 

（三）技巧示範影片 

由研究者與一名4歲幼兒進行親子

共讀中CROWD和、PEER各技巧的示

範， 將其拍成影片，幫助參與研究之家

長在觀看後更易瞭解如何使用各技巧。 

（四）錄音器材 

由研究者提供錄音筆或家長使用手

機進行共讀過程之錄音。 

三、研究步驟 

（一）研究階段一：親子訓練前共讀資

料收集 

本研究之親子共讀共分三個階段進

行，在第一個階段，由研究者提供繪本

予家長，家長於家中進行親子共讀，進

行一週 2 次，兩週共 4 次的親子共讀，

研究者收集親子對話語料。 

（二）進行「對話式閱讀」訓練 

在兩週親子共讀後，研究者對家長

進行對話式閱讀訓練，訓練中介紹對話

式閱讀技巧，包含 CROWD 及 PEER，

並讓家長實際進行練習。在訓練前研究

者先行編製了對話式閱讀指導手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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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內提供閱讀指導方法、親子共讀流程

及小叮嚀，幫助家長更加了解親子共讀

的重要性與實施方式，亦可供家長日後

需要時有資料可回頭翻閱。此外，研究

者也拍攝對話式閱讀的示範影片，由研

究者在與幼兒共讀過程中進行各技巧的

示範，幫助家長更了解各技巧的應用。

在家長了解對話式閱讀技巧後，由家長

擔任說故事者，與研究者進行對話式閱

讀模擬共讀，以確認家長已具備使用閱

讀技巧的能力，若有問題也一併進行討

論。 

（三）研究階段二：使用提問設計繪本

共讀 

在研究的第二階段，研究者在提供

給家長的繪本中，部分頁面貼上有提問

設計的便利貼，提問設計是在繪本內頁

圖文附近，針對圖文的相關提問，提問

設計涵蓋「CROWN」的五種提問技巧，

幫助家長能在共讀過程需要時運用，但

家長也可以忽略提示，以自己的方式進

行共讀。賴孟龍（2012）指出 4、5 歲的

幼兒在閱讀繪本時，注意力大多集中在

插圖上，且與故事情節相關的插圖較受

到注意，因此研究者提問的安排設計，

盡量讓家長提問時，幼兒可以從該頁圖

片中找出相關的線索來回答，所以

CROWD 五種技巧的比例無法完全一

致，每一繪本設計 9 題提問，CROWD 的

比例約為 1:2:2:3:1。此階段的親子共讀

進行三週，每週讀一本繪本，每本進行

兩次共讀，三週合計共六次。 

每次的親子共讀對話皆進行錄音記

錄，在每本繪本第二次共讀後，由研究

者與家長進行訪談，訪談目的在於了解

當週共讀的感受及狀況。 

（四）研究階段三：使用無提問設計繪

本共讀 

到了第三階段，由研究者提供給家

長無提問設計的繪本，進行三週共六次

的親子共讀，每次的親子共讀對話利用

錄音方式進行記錄，且同樣在每本繪本

第二次共讀後與家長進行訪談。親子共

讀活動從階段一到階段三，總共進行八

週。 

（五）評分者訓練 

在進行研究資料分析前，研究者利

用由非參與研究的家長進行對話式閱讀

訓練後，所錄製與幼兒的共讀語音，兩

位參與資料編碼的研究者以此語音檔個

別進行編碼，再進一步套用觀察者間信

度之公式計算評分者間的一致性，結果

達 0.8，顯示評分者間信度良好。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有： 

（一）家長訪談內容： 

為瞭解家長先前的親子共讀經驗，

研究進行前第一次訪談及研究期間每週

的訪談，共進行 9 次訪談。與家長訪談

之錄音資料轉譯成文字檔後，由研究者

進行編碼，編碼代號如表 3。分析時條列

出資料中的概念，依據研究探討主題加

以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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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訪談資料編碼表 

編碼 定義 

A1 家長 1 

R1 研究者 1 

A1W1 家長 1 

第一週訪談錄音檔 

A1W1B1 研究參與者 1 

第一週第一次共讀錄音檔 

 

（二）研究者的觀察紀錄及省思札記 

在研究過程中，兩位研究者將研究

相關的觀察紀錄下來，並在訪談後進行

技巧運用的省思及檢討，以幫助研究者

察覺過程中可能的問題或是需注意事

項。 

（三）親子共讀語料分析 

將每次共讀的對話進行錄音，八週

中每週兩次共讀，每位參與者共有 16 次

語音紀錄。本研究親子共讀對話分析的

架構，係參考美國「學校家庭與語言讀

寫能力發展研究」（引自張鑑如、林佳慧，

2006）的編碼系統。會採用此系統的原

因主要是 PEER 和 CROWD 著重的是家

長使用的技巧，但共讀中除了家長的提

問及要求外，尚有幼兒的說話內容與回

饋，運用前述編碼系統能完整將親子對

話內容都納入分析。 

「學校家庭與語言讀寫能力發展研

究」編碼系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談

話目的，分為要求、給予和回饋三類，第

二部分為談話內容，分為即時即地話語

和非即時即地話語兩類。 

1. 談話目的分為要求、給予和回

饋三類，其中要求和給予又都

可再細分為注意、澄清、評價

及訊息四項。其定義如下： 

(1) 注意：要求對方要注意或

回應對方注意之要求。 

(2) 澄清：對不清楚的地方要

求對方再講一次、說清楚

或回應對方澄清之要求而

再說一次。 

(3) 評價：要求對方提出或自

己提出對繪本的想法。 

(4) 訊息：要求對方或提出關

於繪本的訊息、預測或討

論。 

回饋之下則可再細分為同意或讚

美、質疑或更正，擱置及回應四項。其定

義如下： 

(1) 同意或讚美：以同意或讚

美給予回應 

(2) 質疑或更正：以質疑或更

正給予回應 

(3) 擱置：不表示贊同或更正。 

(4) 回應：對質疑或更正給予

回應 

2. 談話內容分為即時即地話語和

非即時即地話語兩類。 

(1) 即時即地話語：針對書本

內可見的事物訊息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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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包含位置、命名、屬

性、作者書名、回想文本、

覆誦等。 

(2) 非即時即地話語：非書本

內可見的事物訊息或討

論，包含推論、預測、文本

與讀者連結、文本與文本

連結、字形、字義字音、常

識等。 

下表 4 以研究中使用的繪本「請問

一下踩得到底嗎?」（劉旭恭，2007）為

例，說明本研究親子對話的內容與編碼

定義對應的實例。 

 

表 4 

親子共讀對話分析之編碼架構 

面向 次面向 細目 定義 範例 

談 

話 

目 

的 

要求 

注意 要求對方要注意之要求 
媽媽：他們都沒有帶游泳圈，

你看﹗ 

澄清 
對不清楚的地方要求對

方再講一次 

幼兒：因為他知道水。 

媽媽：恐龍為什麼知道水？ 

評價 
要求對方提出對繪本的

想法 

媽媽：你喜不喜歡這本書? 

幼兒：喜歡。 

訊息 
要求對方提出關於繪本

的訊息、預測或討論 

媽媽：為什麼原本動物們踩不

到底，後來又可以了？ 

給與 

注意 回應對方注意之要求 
幼兒：你看﹗ 

媽媽：有看到啊﹗ 

澄清 
說清楚或回應對方澄清

之要求而再說一次。 

幼兒：有小狗。 

媽媽：什麼？ 

幼兒：有小狗。 

評價 自己提出對繪本的想法 

媽媽：這本書很有意思，你喜

歡這本書嗎？ 

幼兒：喜歡。 

訊息 
提出關於繪本的訊息、

預測或討論 

媽媽：迎面走來了一隻小老

鼠，你覺得他們會對他說什

麼？ 

幼兒：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回饋 

同意或 

讚美 
以同意或讚美給予回應 

媽媽：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幼兒：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媽媽：對，好棒﹗ 

質疑或 

更正 
以質疑或更正給予回應 

媽媽：他們踩得到底嗎？ 

幼兒：可以。 

媽媽：這個很深，他們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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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擱置 不表示贊同或不作更正 

媽媽：他們踩得到底嗎？ 

幼兒：可以。 

媽媽：可以喔？ 

回應 對質疑或更正給予回應 

媽媽：他們踩得到底嗎？ 

幼兒：可以。 

媽媽：有的動物踩得到，有的

踩不到。 

幼兒：喔。 

談 

話 

內 

容 

即時即

地話語 

 

 

位置 
討論書中角色物品所在

的位置。 
媽媽：游泳池在哪？ 

命名 討論書中角色物品名稱 
媽媽：上面是什麼？ 

幼兒：他們的游泳圈。 

屬性 
討論書中角色物品顏色

特性或數量 
媽媽：有長長脖子的恐龍。 

作者書名 介紹書名作者 
幼兒：劉旭恭是誰？ 

媽媽：畫這本書的人 

回想文本 
回想讀過的故事內容或

情節 

媽媽：剛剛是誰來了? 

幼兒：小老鼠。 

覆誦 要求孩子重覆母親的話 
媽媽：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幼兒：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非即時

即地話

語 

 

推論 
解釋或推論事件發生之

原因 

媽媽：去玩水哪裡可怕？ 

幼兒：因為他們都不會游泳？ 

預測 預測故事情節發展 

媽媽：連他們都踩不到，小老

鼠踩得到嗎？ 

幼兒：踩不到。 

文本與 

讀者連結 

將故事內容與讀者經驗

作連結 

家長：你有去過游泳池嗎？ 

幼兒：有，我們上次去過。 

文本與 

文本連結 

將故事內容與其他故事

作連結 

家長：這隻河馬我們之前也有

看過一本河馬的書。 

字形字義

字音 

討論書中的字形字音字

義 

他們要去游泳，我們今天學了

一個游字，水在這裡。 

常識 
說明與繪本主題有關的

生活知識 

家長：所以我們學游泳，要練

習這樣，不要呼吸，這樣叫憋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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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家長閱讀技巧的轉變 

研究問題一在探究家長使用對話式

閱讀技巧前後，家長與幼兒對話與共讀

技巧使用上的狀況，並進一步比較不同

階段同一種技巧的運用情形是否具差異

性。閱讀技巧的類別取自 PEER，由於 P

下又細分為 CROWN，因此類別項目合

計共有 8 項，如表 5 所示。各階段閱讀

技巧的使用次數平均數計算方式，是用

家長於共讀中使用該技巧的總數作為分

子，而以共讀次數為分母加以計算所得

之結果。 

 

表 5 

各階段閱讀技巧使用次數平均數與各階段差異分析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F   p Post hoc 

評量 0.61 0.94 0.53 0.55 .591  

擴展 0.17 0.33 0.25 0.36 .714  

重複 0.61 2.06 1.03 1.91 .185  

填充式問句 0.48 1.39 0.72 0.77 .486  

回憶式問句 0.09 1.17 0.53 4.34 .033* 第2>第1 

開放式問句 0 1.11 0.81 3.42 .063  

Wh 提問 5.96 17.78 11.72 8.71 .003* 第2>第1 

聯想 0.30 1.64 0.72 5.45 .017* 第2>第1 

 

從表 5 可發現，各階段平均數皆以

Wh-提問最多，數值明顯高於其他技巧，

其他技巧使用的次數則都較少，在尚未

介入的第一階段，Wh-提問的次數即為

其他類別的 5 倍以上，是家長主要使用

的技巧。但比較三階段間使用技巧次數

的變化，發現從第一階段到有提供提問

提示的第二階段，所有的技巧次數都增

加，但到了移除提示的第 3 階段，次數

則呈現下降的狀況。 

研究者以原始次數採用 ANOVA 比

較三階段各技巧次數間是否存有差異

性，結果發現在回憶式、Wh 提問和聯想

三個技巧上結果具顯著性，進一步採用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Wh-

問題、回想式及聯想問題三項目在研究

階段一及二達到明顯差異，但階段二和

階段三、階段一和階段三間並無明顯差

異，顯示這三個技巧的使用次數在階段

一到階段二有顯著增加，但階段一和階

段三的使用次數相比，並無明顯差異。

可見提問提示對提高部分項目的使用次

數有幫助，但是前兩個階段共五週的時

間，對於部分家長要熟悉且能運用部分

閱讀技巧或許仍嫌不足。 

二、家長與幼兒共讀過程之話語內

容分析 

為瞭解家長進行對話式閱讀訓練前

後的共讀內容是否有差異，研究者將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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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及階段三親子對話內容，以張鑑如、

林佳慧（2006）編製的分類系統進行分

析，此系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談話

目的，其下分要求、給予和回饋三個次

類別；第二部分為談話內容，分為即時

即地話語和非即時即地話語兩個類別，

即時即地訊息包括位置、命名、屬性、作

者與書名、回想文本和複誦；非即時即

地訊息包括推論、預測、文本與讀者連

結、文本與文本連結、字形、字義與字音

和常識，下表6先分析談話目的各類別在

前後兩階段出現的次數。 

 

表 6 

親子共讀內容中，談話目的各類別之平均數 

  階段一 階段三 

  家長 幼兒 家長 幼兒 

要求 注意 1.61 0.13 1.36 0.28 

澄清 0.17 0.00 0.50 0.03 

評價 0.96 0.04 2.50 0.06 

訊息 10.39 1.17 21.86 2.36 

給予 注意 0.09 0.13 0.06 0.36 

澄清 0.00 0.13 0.00 0.36 

評價 0.91 2.57 1.64 4.72 

訊息 25.61 10.70 21.58 23.47 

回饋 同意或讚美 1.04 0.00 2.42 0.31 

質疑或更正 0.39 0.00 1.14 0.14 

擱置 0.04 0.00 0.00 0.00 

回應 0.00 0.00 0.03 0.03 

 

由表 6 可知，階段一家長給予的話

語平均數較要求的平均數較多，家長回

饋的次數不多，也就是原本的親子共讀

方式家長為主要引導者，家長會給予訊

息或是要求幼兒回應，但家長很少針對

幼兒反應給予言語稱讚。對照此階段幼

兒部分的數值看來，幼兒也很少要求家

長提供訊息。但到階段三，家長和幼兒

的回饋次數則有所提升。 

在階段一和階段三中，家長要求-訊息

和給予-訊息兩種情形出現的次數都是

最多，且明顯高於其他類別，但是比較

兩階段的數值，家長要求-訊息的情況在

階段三雖較階段一增加，但是給予-要求

的次數則是減少，同時幼兒部分在階段

三給予-訊息的平均數，則大幅較階段一

多出兩倍以上，可見幼兒自發性給予或

回應式給予的狀況，在家長採用對話式

閱讀技巧之後，增加了很多，亦即幼兒

在親子共讀過程中的話語比例提高。 

表7分析的是親子共讀過程話語的內

容，分為即時即地話語和非即時即地話

語兩個類別，即時即地訊息包括位置、

命名、屬性、作者與書名、回想文本和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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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等在共讀時眼前所見的訊息。非即時

即地訊息包括推論、預測、文本與讀者

連結、文本與文本連結、字形、字義與字

音和常識，屬於非眼前所見的訊息。在

階段一，家長使用的即時即地話語數量

略大於非即時即地話語；幼兒在此階段

的話語量較家長少，其使用的即時即地

話語數量雖然也較非即時即地話語多，

但差距也不大。到了階段三，家長即時

即地話語地總數量有明顯增加，檢視內

容類別，「命名」的次數增幅最大，表示

家長詢問幼兒對於繪本中角色或物體命

名的情形變多了；值得留意的是，家長

在階段三的非即時即地話語數量較階段

一多了約一倍，而且在推論、預測、文本

與讀者連結、文本與文本連結和常識幾

個項目中都有增加，其中「預測」的出現

數量較階段一大幅增加了一倍以上，可

見閱讀訓練強化了家長推論和預測型態

的發問技巧。 

觀察參與本研究的幼兒在前後兩階段

話語的轉變情形，不論是即時即地或是

非即時即地話語，第三階段出現的數量

都較第一階段有明顯的增幅，代表幼兒

在親子共讀的過程中，參與的狀況有顯

著的提升。唯不論是家長還是幼兒，從

數值範圍來看，在話語內容表現的形態

上，都存有相當的個別差異，確如文獻

中所指親子共讀行為依家庭社經地位、

家長經驗和文化背景存有相當的差異性

（張鑑如、劉惠美，2011）。 

 

表 7 

兩階段即時即地與非即時即地話語平均數 

 
 

  階段一 階段三 

  家長 幼兒 家長 幼兒 

  平均數 範圍 平均數 範圍 平均數 範圍 平均數 範圍 

即時即地 8.14  0-8 6.11  0-11 13.73  0-28 12.47  0-35 

  位置訊息 1.18  0-6 0.56  0-3 1.75 0-4 1.36  0-4 

  命名 2.35  0-5 2.43  0-5 6.92  0-28 6.36  0-26 

  屬性 2.65  0-8 2.08  0-8 1.47  0-5 1.78  0-5 

  作者書名 1.09 0-3 0.30  0-2 0.97  0-2 0.50  0-3 

  回想文本訊息 0.22  0-3 0.17  0-2 0.81  0-4 0.67  0-4 

  覆誦 0.65  0-3 0.57  0-3 1.81  0-9 1.81  0-9 

非即時即地 7.96  0-15 5.74  0-13 15.36 0-30 13.36  0-24 

  推論 1.78  0-4 1.3  0-4 2.97 0-7 2.67 0-9 

  預測 4.61  0-12 3.34  0-10 9.61  0-25 8.09  0-22 

  文本與讀者連結 0.78  0-3 0.65  0-3 1.80  0-6 1.58  0-6 

  文本與文本連結 0.09  0-1 0  0 0.12  0-1 0.25  0-3 

  字形字義字音 0.65  0-2 0.43  0-1 0.25  0-2 0.27  0-2 

  常識 0.04  0-1 0  0 0.61  0-3 0.4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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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實行對話式閱讀的感受 

在研究起始的訪談中，參與本研究

的家長提到對於親子共讀的想法，多認

為親子共讀具有教育意義，可以藉由繪

本教導幼兒常規、增進幼兒語言表達、

增加親子的親密感，也能多了解知識、

培養閱讀習慣。在實行對話式閱讀後，

研究者再詢問家長對於對話式閱讀的看

法，從家長的回應中，整理出以下幾點

家長認為的優點： 

（一）提問方式能促進幼兒思考 

對話式閱讀中會以不同提問來誘發

幼兒去說故事，幼兒會思考較多較廣，

也許當下無法回答家長的問題，但常會

在結束後，生活中某個時刻突然回答家

長曾經的提問。 

利用我們去問她，讓她有更深層

的思考，雖然有時候小朋友想不

太出來，但會感覺她的反應因我

的話題去思考，可能不是現在會

講出來，某一天會更會回答，我

們睡前都會有一些對話，我們家

老大會回覆我在繪本中問她的

問題。 

（20181023訪談紀錄 A3W9） 

他們這週會去想問題的答案，比

較明顯。會一直去想，譬如前一

次講過了，或第一次他沒有聽

過，他還是會擠出一個答案，他

會看那個圖案然後講一個答案，

不會像之前第一次他就不會講

話。 

（20181003訪談紀錄 A4W5） 

這不是只有單方在唸，是兩個有

在問話就有在互動，而且有在促

進 孩 子 的 思 考 。                                   

（20181025訪談紀錄 A1W9） 

（二）幼兒回應內容變豐富 

他現在會一直找問題，或他在書

上看到什麼他會講出來，這是什

麼東西，會不會怎樣怎樣。會回

答我。 

（20181011訪談紀錄 A4W6） 

小孩子已經結束了這本書，還是

會再回想這本書。比如說他會舉

一反三，我第一次自己穿衣服，

而且會跟弟弟分享，弟弟你第一

次怎樣怎樣? 

（20180926訪談紀錄 A6W4） 

（三）幼兒成為主動說故事者 

他願意自己讀書給我聽了，他之

前不會拿書，拿書過來一定要你

唸，這週他拿家裡原有的書唸給

我聽。他之前都不會唸給我聽，

他這週自己把書拿出來，看著那

個圖，講故事給我聽。 

（20181025訪談紀錄 A1W8） 

像這週他會自己拿書出來唸，講

故事給我們聽，之前比較少。 

（20181023訪談紀錄 A4W8） 

第二次他說要自己唸，但不是

唸裡面的東西，他只是看圖自

己講故事。 

（20181002訪談紀錄 A5W5） 

很愛拿著書一直唸，大部分的時

間都是她，不過第一次還是我會

先講故事內容第二次以後她吸

收了故事內容，她都會自己來。 

（20181011訪談紀錄 A2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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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第二次他就會想自己講

整本故事給我聽，之前都是講一

頁，中間段落我會讓他講。昨天

他整本拿去，從頭用模仿我的方

式講一次這樣。 

（20181003訪談紀錄 A6W5） 

除了上述的各種優點之外，在訪談

中家長也提到採用對話式閱讀技巧所新

產生的困擾，像是有家長反應原本的共

讀方式是一本書進行幾分鐘，但實行對

話式閱讀後，單本繪本共讀時間拉長至

二十幾分鐘，有時幼兒會排斥。 

大的在讀第二次的時候，他書一拿

出來就說這個我看過了，我們第一

次那本書，我們就看了二十五分

鐘，他就覺得我這樣已經很久了，

跟那本書已經很熟了。平常我們拿

來一起唸一唸，就會換別本，平常

共讀一個小時可以看十幾本書，光

那本就佔到一半的時間。               

（20180911訪談紀錄 A1W3） 

家長使用重複技巧時，幼兒會回應

說他知道了，也因此造成家長不常使用

重複技巧。 

叫他複述這點是比較難，他不願意。

他說我知道了不要講，可能這個年

紀不喜歡被糾正，他講錯了，我沒

有很嚴厲的提醒他，但他不喜歡這

樣，他好像覺得被糾正。他就說我

知道啦為什麼還要重複。 

（20180911訪談紀錄 A5W3） 

此外，參與研究的家長，多半會在

幼兒睡前進行親子共讀，但家長發現如

果睡前使用對話方式共讀，因為幼兒會

回應故事、說出自己的想法，有時幼兒

越說越多造成情緒高昂，而影響了入睡

的時間。 

說故事時間變長，會增加兩個人的

對話，不適合在睡前。 

(20180926訪談紀錄 A2W4) 

A2 媽媽覺得使用此技巧的共讀時

間不要在睡前，因提問造成幼兒情

緒高昂而平靜不下來。 

A3.A6 都是睡前共讀，也覺得提問

讓幼兒思考但也會影響入睡的情緒

及時間。 

A4 使用對話式閱讀沒有影響其入

睡，共讀次數上也沒影響。 

     (20180919反思紀錄 R1) 

在研究者的反思紀錄中，也記錄到

有三位媽媽提到在睡前採用這種共讀方

式，可能會影響入睡情形，所以在選擇

親子共讀方式時，宜將時間和情境的因

素一併加以考量。 

肆、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繪本當中的提問設計能提升家長

使用共讀技巧的比例： 

家長在回憶式、Wh-問題及聯想三

個技巧的使用次數上有顯著增加。多位

家長在練習對話式共讀時，反應在訓練

時感覺可以理解各技巧的內容和用法，

但到了正式研究階段，可能因為不夠熟

練或是緊張，要將所學技巧應用出來還

是感覺不容易，提問設計能幫助剛開始

嘗試這種共讀方式的新手家長較有信

心，即使未必完全照著提示使用，但提

示對於家長在實際共讀時技巧的掌握和

- 41 -
74



《幼兒教育年刊》2019年第 30期 

 
 

可運用時間點確有幫助。 

（二）母親為主動的讀者，幼兒的角色

多為傾聽者： 

不論在階段一或階段三，母親即時

即地話語平均數或非即時即地話語平均

數均比幼兒多，顯示母親多獨力講述故

事，主導說故事的過程。不論是要求或

是給予，母親要求-訊息和給予-訊息的

數量都較其他項目高，顯示共讀過程中

母親常主動給訊息和要求幼兒回應訊息

的，這項結果與張鑑如、林佳慧（2006）

的研究發現相似，該項研究對象是低收

入家庭，但即使本研究之家長社經地位

較佳，家長仍為共讀過程的主導者，惟

在接受閱讀訓練後，親子話語數目產生

變化，顯示母親主導的程度有所減少。 

（三）在母親調整共讀策略後，幼兒轉

變為更為主動的參與者： 

從階段一到階段三，幼兒在即時即

地和非即時即地話語的數量，兩個項目

成長數量皆比母親多，且和母親的話語

數差距更為拉近，表示幼兒在親子共讀

過程中的話語比例提高了。特別值得留

意的是，在階段三幼兒給予-訊息的次數

增加許多，從階段一時不及母親次數的

一半，到階段三時數量甚至超越母親，

可見幼兒在共讀過程中對繪本內容的掌

握程度提高，參與共讀的程度也更為積

極，因而出現更多由幼兒主動給予訊息

的表現。此項研究結果和 Huebner 和

Payne （2010）以及林月仙、吳裕益、蘇

純瑩（2005）的相近，指出父母的閱讀相

關作為是影響幼兒對閱讀態度的重要因

素，在數位載具時常被父母用來充當電

子保母的現代，這些親子共讀的研究結

果顯示，若父母願意學習適當作為，仍

有機會幫助幼兒願意更主動使用紙本繪

本進行閱讀活動，以降低對數位產品的

依賴。 

（四）母親進行非即時即地訊息預測的

數量增加： 

在親子共讀起始階段，母親多數的

言談訊息內容屬於即時即地訊息，多針

對書本內可見的事物訊息，和幼兒進行

討論，但在接受閱讀訓練後，其採用非

即時即地話語，像是要求幼兒對於非繪

本上可見訊息的預測和推論的情形提高

不少，由於預測和推論的提問多為開放

式問句，且問題主體非在繪本頁面可立

即取得答案，對於開展幼兒的思考和想

像力有所助益。本研究母親語彙內容在

對話式閱讀訓練後更形豐富的現象，顯

示出訓練確有成效，過去研究顯示即使

是訓練過後兩年的追蹤研究，在控制家

長教育程度和幼兒年齡的影響情形下，

有受過閱讀訓練的家長在親子共讀的表

現上仍優於未受訓練的對照組，因此及

早提供學步兒的家長親子共讀之相關課

程，對父母和嬰幼兒都有所助益

（Huebner & Payne, 2010 ; Simsek, & 

Erdogan, 2015）。 

（五）對話式共讀促進幼兒在閱讀中的

思考和興趣： 

在實施對話式閱讀訓練後，參與的

家長多反應此種閱讀方式可以促進幼兒

對問題的思考，有些幼兒甚或在閱讀過

後相關的情境中，會主動提及當時共讀

時某些提問的回答。此外，多位參與之

幼兒在對話式共讀過後，主動向母親表

示要擔任說故事者的角色，是過往沒有

的現象，顯示幼兒對閱讀繪本的興趣和

說故事的自信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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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 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在學習對

話式閱讀技巧後，在繪本有提

示的狀況下使用技巧的情形明

顯增加，但在去除提示後使用

狀況則和訓練前差異不大，很

可能在訓練和練習的時間長度

和次數上仍嫌不足，若要幫助

家長更能熟悉對話式閱讀技

巧，時間需適當加長。此外，每

位家長在共讀過程所遇到的困

難也不相同，若能在共讀後提

供個別化的協助應有所助益。 

2. 由於說故事的方式會受到個人

經驗和教養價值等因素之影

響，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增加研

究對象社經地位和教養信念的

調查，可能有助提升對親子共

讀行為的瞭解。 

3. 由於親子共讀的狀況可能受到

繪本內容的影響，未來的研究

或可探究若繪本選擇幼兒感興

趣的書籍帶入對話式閱讀，是

否更能提升幼兒參與動機，並

進而影響共讀中家長的話語和

互動行為。 

4. 本研究發現對話式閱讀能幫助

幼兒成為更主動的說故事者，

惟本研究進行時間長度有限，

未來研究或可探究幼兒在一或

二年後的行為保留效果，更能

確定此種閱讀方式對幼兒閱讀

行為的影響。 

（二）對實務上的建議 

1. 即使是在本研究中受過對話式

閱讀技巧的家長，在與幼兒互

動的過程中，讚美或回應幼兒

的次數仍然偏少，建議家長在

與幼兒共讀時採取更為正向回

饋的態度，不吝於適當讚美幼

兒表現，以促進親子的良性互

動並激發幼兒閱讀的興趣。 

2. 在幼兒就寢前若以對話式閱讀

進行共讀，可選擇內容較為簡

短的繪本，避免閱讀和討論的

時間過長影響幼兒睡眠。 

3. 在托育機構所提供的親職教育

課程中，可安排嬰幼兒閱讀講

座，協助父母瞭解閱讀對兒童

發展和學習的長遠效益，並且

提升親子共讀的執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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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回饋單統計 

長庚科技大學 110年度   產後護理機構實務運作社群   回饋評值表 

1、基本資料 

1-1.您是來自 
本校林口校區 本校嘉義校區 他校 其他單位 

4 人 0 人 2 人 1 人 

 

1-3. 您一個月大約

參加幾次高教活動 

1次 2次 3次 4次 4次以上 

4 人 3 人 0 人 0人 0人 

 

2、知能提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1本活動提升您

熟練的專業知識與

技能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2-2本活動提升您

良好的溝通與表達

知能 

5 人 2 人 0 人 0 人 0 人 

71％ 29％ 0％ 0％ 0％ 

2-3本活動提升您

關懷社會的服務精

神 

3 人 4 人 0 人 0 人 0 人 

43％ 57％ 0％ 0％ 0％ 

2-4本活動提升您

實踐道德的思辨力 

2 人 5 人 0 人 0 人 0 人 

29％ 71％ 0％ 0％ 0％ 

2-5本活動提升您

應用自然科學與數

位能力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2-6本活動提升您

高效能的團隊合作

知能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2-7.本活動提升您
宏觀的視野與世界
互動知能 

6 人 1 人 0 人 0 人 0 人 

86％ 1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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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本活動提升您
多元化的生活能力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3、活動辦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4-1.對本活動內
容感到滿意 (如
講題、講員、互動
等)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4-2.對本活動的
安排感到滿意 
(如場地、時程、
餐點等)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4-3.期望後續再
辦理類似主題(如
講題)的活動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4-4.期望後續再
採用類似的活動
形式 (如討論互
動) 

7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00％ 0％ 0％ 0％ 0％ 

 

 

4、建議以後辦理哪些活動 

(1) 未來可以再安排數位教材後製美編方面的實作活動，相信能提升影片品質 

(2) 以後可以再安排一些動畫製作等進階編製技巧。 

(3)  

(4)   

 

5.其他指導與回饋 

(1) 此次藉由前一年所學影片製作入門技巧，共同完成三部衛教影片，又恰逢疫

情升級，產後機構限制訪客，恰好能用於產後機構的產後親子衛教課程，很

特別。 

(2) 活動安排因受疫情波動，導致執行時間限縮，但也藉此展現衛教影片對於產

後機構的重要性。 

(3) 產後影片製作，增長見聞及技能，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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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果產出 

（一）完成線上衛教影片3部 

1. 影片：「如何避免寶寶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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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嬰兒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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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片：「親子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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