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八期 2011 年 1 月 30 日 

1 

 

從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看閱讀教學 

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 陳明蕾 

 

「閱讀力」是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的關鍵能力。但是，什麼是閱讀力?當國小

四年級的學生能時而大笑，時而蹙眉的讀湯姆歷險記，我們知道他會閱讀。但是，

當學生讀完課本後，仍分不清「呼吸運動」和「呼吸作用」的差別時，我們不禁

要問，閱讀力發展的過程是不是遇到瓶頸了？ 

 

在閱讀能力的發展上，學生通常在國小四年級開始，就可以透過閱讀而學習

知識。因為，閱讀所需的基本技能，包括識字以及基本的詞彙概念及句型概念，

幾乎能在小學三年級以前獲得。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主導的「促進國際閱讀

素養研究（PIRLS），就是以小四學生為主要評量對象，以檢視學生是否具備閱讀

基本能力，並且朝著透過閱讀以學習新知的階段邁進的一個國際性閱讀評比。 

 

PIRLS 的研究有閱讀理解測驗（說明文與故事體）與閱讀環境評估問卷（學

生、家長、教師、校長、以及課程等五種問卷）兩大部份。閱讀理解測驗用來檢

視學生閱讀理解歷程的發展情形，閱讀理解歷程大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直接

理解的層次與詮釋理解的層次。閱讀環境的評估問卷可以做為閱讀教學方向或相

關教育政策的參考依據。 

 

2006 年，台灣四年級學生第一次參加 PIRLS 的研究，台灣學生直接理解歷

程的通過率有 73%，但是詮釋理解歷程的通過率是 49%。此一結果顯示，大多

數的學生直接提取訊息或是直接推論的能力都已相當成熟，但是，針對文中的訊

息進行整合、詮釋、檢驗或是評估的能力則相對生疏。學生在詮釋理解歷程的能

力相對生疏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在課堂上缺少針對高層次問題進行思考的練習。 

 

深度理解的閱讀能力就跟識字能力一樣，都需要練習才能精熟。為能幫助學

生有更高階的閱讀力，最少有兩個可行方向：首先是增加學生的閱讀廣度，因為

當四年級學生要開始透過閱讀來學習，則熟悉不同文體的書寫格式是必要的。其

次，是在課堂上提供更多的「好問題」讓學生藉由這些問題，熟練「詮釋理解的

閱讀歷程」。所謂的「好問題」，可以是從原本只是直接從文中提取答案的問題，

改變為提取答案後還要能找出理由以「言之有據」的問法。以國小四年級「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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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這一課為例，老師可以引導學生依據課文第四段和第五段的描述，用一

句話描述蒙古人的特色，並舉例說明。此時學生除了原本能練習直接提取的閱讀

歷程（例如蒙古人以羊肉為主食），還能進一步練習詮釋理解的歷程（因為他們

準備給作者吃的東西幾乎都和羊肉有關）;或是學生也能從這樣的題目直接練習

詮釋理解的歷程（學生認為蒙古人是很豪邁的民族，因為作者說他們是用大盆子

來裝食物，感覺上就很像可以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氣概）。藉由上述的調整，

我們的學生將能穩健的發展出「閱讀以學習」所需的閱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