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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數位時代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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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網路及行動通訊的科技發展迅速，加上，國內推展電子書與電子書包的

趨勢，線上閱讀的模式勢必取代傳統紙本閱讀而成為主要的閱讀形態。在這個科

技發展快速變遷的網路數位時代，不論是學習、工作、社交甚至是生活方式都面

臨著快速變化及重新定義的挑戰。2001 年 Marc Prensky（美國有關數位學習研

究的學者）提出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的概念與名稱，距今 10 年，生長

在電腦、網路及行動通訊時代的新世代所閱讀、所藉以表達思想與感受的媒介趨

於多元，他們的讀寫能力鑑測自然不宜侷限於傳統紙本模式的指標。 

 

  今年 1 月號的《中等學校學刊》有一篇由三位語文教育與師範教育的學者共

同發表的文章（註1），討論線上閱讀模式與紙本閱讀的關鍵差異在於「深度閱讀」

的能力表現（deep reading），茲簡要摘譯此篇文章內容如下。 

 

  作者將 100 位國二生平均分成 4 組，分別給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文章

進行線上與紙本閱讀，旨在研究線上與紙本閱讀模式中閱讀文章細節的技能表

現。研究發現不論是文章內容的學科屬性或線上／紙本閱讀模式，受測者在略讀

文章大意（main ideas）的表現上並無明顯的差別。然而，受測者在線上或紙本

閱讀模式上最大差異在於閱讀文章內容細節（reading for details）的表現。為

了探究線上閱讀模式在讀取特定資訊（reading specifics）或閱讀細節的能力表

現不如理解大意的原因，作者就三方面審視線上閱讀模式或行為，並提出五個在

線上閱讀的環境中可以加強深度閱讀的做法，讓老師們參考，分列如下： 

 

●線上閱讀模式 

1. 略讀文章大意（The main idea）：到了國二這個階段，學生在傳統的紙本閱

讀模式中已經具備許多經驗，可判讀出文章大意，因為他們已經能夠在文章篇幅

中明確指出重要資訊的句子結構，這樣的技能可以直接轉移到線上閱讀。然而，

如果缺乏線上閱讀文章內容細節的技能，這對學生未來的學習與工作產能影響甚

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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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維閱讀（Three-dimensional reading）：以英文為例，紙本閱讀的方式是

從左到右、由上到下，此為二維閱讀（2-D reading）。然而，線上閱讀的過程

則是跳躍、多層次的，過程中會點選其他的相關連結，開啟新頁而閱讀內容，讀

者可自主決定是否要將最先開啟的原始文本完整讀完。這種三維的閱讀本質可能

是學生線上閱讀能力表現比紙本閱讀能力為低的原因之一。作者實驗發現進行線

上閱讀的學生比較容易分心，而且比較想看他們在網路上找到的其他東西。三維

閱讀也許比較容易對細節的關注力產生干擾。 

 

3. 深度閱讀（Deep reading）：許多研究指出需要加強由老師向學生示範線上

閱讀行為，尤其是在深度閱讀的方法上。作者採用 Maryanne Wolf 和 Mirit 

Barzillai（註2）對「深度閱讀」定義：一系列促成理解的複雜過程，涵蓋推論

與演繹思考（inferential and deductive reasoning）、類推技巧（analogical 

skills）、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反思（reflection）及 insight（見解）。 

 

●加強深度閱讀的做法 

1. 建立閱讀目標：老師協助學生了解他們閱讀的目標或目的，如：要找出特定

資訊、讀取作者的看法、為了樂趣、或是為了其他各種不同的原因。一旦建立閱

讀目標，他們不僅略讀大意，也會注意文本中的細節。 

 

2. 示範閱讀：身教示範具有深切的影響，在閱讀的過程中，老師可以示範自己

閱讀線上文本中的讀解過程，包括利用線上筆記工具整理文中內容細節的方法。 

 

3. 利用圖像組織圖（註3）：數十年來多有研究提倡使用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輔助學生理解閱讀內容。作者推薦三種線上版的圖像組織圖，供老

師參考利用。 

 

4. 增進討論：即便在線上虛擬環境中，有機會和同儕討論與分享仍是可使學習

效果提高的方式。作者建議可以採用部落格（blogging）以及線上即時通訊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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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instant messaging）做為增進討論的工具，並以實例分享作法。 

 

5. 慢讀：一般而言，閱讀教學強調閱讀流暢度（fluency），並認為過慢的閱讀

速度會干擾閱讀理解，然而，不同類型的文本與閱讀目標需要不同的閱讀速度。

仔細地慢慢讀才會有足夠的時間運用所有的閱讀策略，如：推論、預測、連結，

甚至發現自己與作者持不同看法之處。 

 

  美國的教育實況、發展與研究並非能夠完全複製或適用於其他國家，然而，

透過這些外來經驗的分享，若可做為預見未來自身發展的借鏡，仍是寶貴且有所

助益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