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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 21 世紀數位科技迅速的發展，電子書（e-book）如雨

後春筍般的出現，改變人類近千年紙本閱讀的習慣，進化為數位

化的新閱讀方式。處於這樣科技縱斷面的巨變現象中，跨越不同

年齡層和不同社經地位的讀者，他們都在經歷閱讀方式的改變，

尤其是在人人手機不離手的今日已蔚為流行。在新手機不斷推陳

出新下，2020 年美國智慧型手機在人口全年齡層的滲透率已達

80%，針對這樣的發展，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於 2016 年早已將不應使用數位閱讀的年齡，從

兩歲以下建議改成 18 個月以下的幼兒。對於較大的孩童則建議

每日不宜超過 1 小時，且只適用在觀看高品質的電子產品並和成

人共讀的情況下（AAP, 2016）。這樣的建議意味著在數位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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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幼兒增加使用數位電子產品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確使

用電子書？」便成為重要的議題。故探討電子書的人機互動對閱讀素

養的影響、電子書對學童學習的影響與其所造成親子關係的變化，以及

其對教育界各個層面的挑戰皆成為必須要面對與深入探討的議題。本文

主要是對 Ji Eun Kim 與 Brenna Hassinger-Das 在 2019 年出版的《數位

時代下的閱讀─幼童使用電子書的經驗》（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Young 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E-books）這本書綜合探討電子書的優缺勢

（strength and weakness）、挑戰（challenges）、機會（opportunities）

及策略（strategies），以及數位閱讀的現在與未來，以期能提供電子書

閱讀者與相關研究者參考。

貳、內容摘要

一、電子書提供另類閱讀機會

閱讀是孩童發展語言素養的一個重要管道（Segers et al., 2004; van 

Kleeck, 2003）。幼童閱讀發展從繪本的圖形理解到文字和圖文參照的

閱讀的過程中，需要具備對詞彙理解與閱讀文章時所的需推論能力。傳

統上孩童在成人的陪伴閱讀（以下簡稱伴讀）下逐漸發展出獨立閱讀的

能力，但有些幼童需要成人持續的引導與協助，方能達到理解與推論的

目標，換言之，閱讀理解並不是一件簡單的認知活動。然而由於閱讀科

技的發達，孩童已經不再需要大人伴讀，或是單向透過聽故事的方式來

進行閱讀活動。現今的幼童可以在電子書上點擊特定單字或句子，便立

即能知道單字或是句子的意義及發音方式，並可視個人需要反覆學習；

或是以動畫、多媒體效應、文本、對話、音效等模擬功能呈現更具體且

多樣的內容，促進孩童對文本的理解與閱讀的興趣（Kim & Hassinger-

Das, 2019, Chapter 13; van Daal et al., 2019）。而故事書的內容優劣較

其他媒體因素對孩童的閱讀理有更高的影響力（Kim & Hassinger-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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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hapter 3; Wong & Neuman, 20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分 別 以 閱

讀、數學和科學素養其中一項為主要的評量領域，其他則為輔測領域。

OECD（2019）指出，閱讀素養是指個人瞭解、使用、評價、反思和投

入文本的活動，以達到個人在社會中的各種目的、發展個人的知識和潛

能，以及參與的能力。它包括認知和語言的能力，從基本文字認識、語

言和文本結構到統整和解碼個人對世界認識的能力，同時也包含後設認

知的能力，以適當的策略監控和調整閱讀活動。其中文本（text）的定

義，是指圖文兼顧，舉凡視覺呈現，如圖形、照片、地圖或表格等與文

字並陳都視為文本。由此可知，閱讀已超越單以文字為範疇的閱讀，其

實也統整多重表徵的資訊。

在資訊與數位文本快速成長的 21 世紀，閱讀素養已有明顯的改變，

它已經是經濟、政治、公共、文化或是生活的重要基礎。閱讀不只是指

幼兒時期知識的獲得和語言的發展，同時也是個人在多元化的情境下能

拓展知識、技能和策略並發展與他人互動和溝通的能力，最終的目的是

讓閱讀成為終身學習的活動，藉此獲得知識、培養批判思考與判斷、並

具備做決定的能力（OECD, 2019）。

2018 年臺灣學生 15 歲學生參與 79 個國家／地區中的閱讀表現排名

第 17 名（科學排名第 10），雖然相較於 2009 年閱讀表現有所進步，但

是與其他科學前段國家相較，閱讀能力明顯不足，例如，中國大陸的科

學和閱讀皆排名第 1，新加坡皆排名第 2、澳門皆排名第 3，香港科學排

名第 9、閱讀第 4，而南韓科學排名第 7、閱讀排名第 9；日本科學排名

第 5、閱讀素養則是第 15 名。雖然南韓和日本這兩項成績都比臺灣為佳，

但與臺灣閱讀表現皆不及科學表現，此現象頗令人憂心（臺灣 PISA 國

家研究中心，2022）。

綜上所述，我認為閱讀能力是國人終身都應該具備的重要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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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可以提升個人閱讀能力、獲得資訊、開拓視野、培養判斷力以避

免被錯誤訊息誤導產生負面結果，故本文認為應參考本書各章觀點與文

獻，確認使用電子書的利弊以及提出可能的因應措施。

二、電子書的優缺點

（一）閱讀素養的提升

電子書顧名思義，就是透過電腦載具去呈現文本和圖形的數位書

籍。由於電子書的功能進步神速，在內容的呈現上較紙本書籍有更多

元的表現方式與選擇，例如，電腦模擬、動畫、影片、互動式對話等

（Smeets & Bus, 2015）。研究指出，這些功能提供孩童真實性的閱讀

經驗，有助於孩童對單字學習（Korat et al., 2003）、認字（Korat & 

Shamir, 2007）、閱讀理解（de Jong & Bus, 2003; Korat, 2010），或是提

升對音韻的知覺（Chera & Wood, 2003）。Bus 等人（2019）指出，加

入多媒體功能（動畫、音樂、環境音效）的電子書比靜態的電子書更

能幫助荷蘭幼童瞭解書中內容所欲傳遞的訊息和人物的特質（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8）。Tønnessen 與 Hoel（2019）針對來自

挪威 6 個幼稚園的 12 位教師進行對話閱讀（dialogic reading）實驗，研

究指出故事的文字和圖案必須和孩童的生活相關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而按觸螢幕的功能可以提供幼童互動的機會與提高其參與感，但是因為

在挪威是小組共用平板，而有一些應用程式的設計是給孩童單獨使用，

因此，小組共讀故事時，教師必須要注意在適當的地方提問或檢視孩童

是否理解故事內容與角色（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0）。

Hassinger-Das 等人（2019）認為對話閱讀是最完善的閱讀活動，它可

以同時兼顧讓學習者主動、投入、有意義的學習和社會互動的情境（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除此之外，電子書有助於孩童集中

注意力（投入和動機），尤其是當孩童缺乏語言表達時，動畫或互動式

的電子書有助於學生理解閱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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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學習

據研究顯示，不論是在家庭中或是在學校，當學童使用電子書

時，由於動畫的呈現或是音效，都會吸引學童的注意力，當幼童對於

特殊內容的專注力無法持久時，電子書的多重表徵功能可以幫助並引

導學童閱讀到核心主題。而孩童也可以選擇有興趣的內容或想重複閱

讀尋找更多的輔助功能，在設計良好的電子書中都可以提供學童較多

的選擇與幫助（如查詢電子書）（Korat & Shamir, 2007），也因此可以

提供孩童自主性學習的機會和提升學習動機（Brueck et al., 2019; Etta, 

2019; Hassinger-Das et al., 2019;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 

Chapter 5, Chapter 7）。此外，電子書的提問、解答和相互參照的功

能也有助於學童自由選擇閱讀主題或單字查詢以促進閱讀素養的發展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6; Revelle et al., 2019; Takacs et 

al., 2015）。

（三）社經文化的影響

Korat 與 Shamir（2008）針對 149 位 5~6 歲的以色列中低社經地位

的幼稚園學童進行閱讀研究，結果顯示，中低社經地位的學童在使用電

子書之後對於字義的理解有較大的進步；同時，低社經地位的學童進步

的程度較中等社經地位的學童要多。使用字典（read with dictionary）

和邊讀邊玩（read and play）的學童皆較單獨閱讀故事書的孩童在閱讀

素養上有明顯的進步。這研究顯示，數位電子產品若能有高品質的設

計，低社經地位且閱讀能力不佳的孩子是會受惠於電子書的功能而有

所進步。Shamir 與 Dushnitzky（2019）在一系列對學習不力孩童的閱

讀研究中發現，不論是否有使用融入式後設認知引導功能的電子書都

比一般的幼兒教學能促進這些孩童在單字和閱讀理解上的成長（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2）；然而使用融入式後設認知引導功能

電子書的幼兒和使用無後設認知引導功能電子書的幼兒相比較，卻未達

顯著差異。這其中可能的因素是前者資訊過多造成孩童的認知負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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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除此之外，根據一份針對 46 位 K-5 的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1; Moody & Swafford, 2019），80% 認

為學習困難的學生較適合用電子書，66% 認為是給進階生使用，70% 的

教師認為對學習英文者是有幫助的，但相關的研究顯示仍不足以作過度

的推論。

（四）親子關係

幼兒與父母共讀書籍是發展社會互動的起點，父母在閱讀過程中會

進行知識的傳遞和社會價值觀的分享，這些行為顯示閱讀所產生的互動

關係對幼兒時期在語言或價值觀的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研究

顯示，若是父母讀故事文本給孩童聽，則孩童對故事的殘留量大約是

20%；若僅只是聽錄音帶，則其記憶量只會殘留到 13%（Korat & Or, 

2010）。但是也有研究顯示父母認為閱讀紙本故事書反而與孩童的互動

較多（Strouse & Ganea, 2017）。根據 Etta（2019）的研究指出，父母對

於紙本故事書的期待是教育性內容、視覺吸引力、正向的訊息和簡單的

特性顯著高於對電子書的期待（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5）。

而對電子書的特性所做的重要性評價則是在低價位、可移動的特性、小

遊戲、敘述性和音效要比紙本故事書來得顯著重要。或許這與父母使用

電子書和紙本書籍的態度有關，無論如何，父母認為紙本也好電子書也

好，都應該以教育為優先考量。然而，有 21% 的家長認為，使用電子

書是為了娛樂的目的，反之僅有 12% 的家長認為讀紙本故事書是為了

娛樂，而有 25% 的家長認為紙本故事書是在睡前使用，以增進親子關

係，相較於僅有 5% 的家長會在睡前的時間與孩子們使用電子書。

綜上所述，電子書若使用得當，對於孩童閱讀素養的提升、親子關

係的互動皆有正面的影響，同時對於弱勢的孩童亦有正面的效益，是值

得重視的。然而使用電子書仍有它應面對的挑戰與威脅。下一節將討論

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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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書的挑戰與威脅

使用電子書就如同是一把雙刃劍，若是有優良品質的電子書或是善

用電子書，它既有助於孩童閱讀素養與習慣的發展，也可以提升孩童閱

讀時的注意力；但是電子書的品質不佳或是使用不當，則使用電子書則

可能造成學習傷害或阻礙親子關係的發展。

（一）注意力分散

縱然有文獻指出電子書的多元呈現方式與功能，較一般書本對年幼

孩童而言，較易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可以引起孩童的閱讀興趣和投入書

籍內的情境中，但是研究也顯示，互動模式反而讓孩童對故事的資訊分

神（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3; Takacs et al., 2015; van Daal et 

al., 2019），尤其是對那些資源較少的學童，Takacs 等人（2015）甚至明

確指出，在有多媒體設計的故事書中，若有互動式的熱點、遊戲、和電

子辭典的功能反而會影響閱讀；同時，幼童的認知負荷有限，不宜在同

一時間有過多的資訊使得多媒體的呈現方式造成孩童無法聚焦在學習

重點（Chiong et al., 2012; Courage, 2019; Evans, 2019; Kim & Hassinger-

Das, 2019, Chapter 2, Chapter 4, Chapter 12; Shamir & Dushnitzky, 2019）。

這些感官上的刺激有時會轉移學習的重心（如故事的主軸）或是降低

想像力，使得孩童閱讀完故事後，反而對於電子書的內容存留下的記憶

較少。

（二）人機互動機會的增加，降低親子互動的機會

親子閱讀是發展孩童語言和閱讀能力一個重要的活動，由於電子書

的方便性與娛樂性，有時便成為另類保母 “baby sitter” 取代父母的角色，

尤其是當父母無暇照顧孩童時，將電子書給予孩童使用，其中的音效和

影像吸引孩童的目光減少對父母的依賴，這種因電子書的蓬勃發展已漸

漸對親子互動的閱讀活動產生負面的影響（Richter & Courage, 2017）。

Strouse 與 Ganea（2017）指出，當使用電子書時家長的對話大多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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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反倒是在閱讀紙本書籍時，彼此的良性互動較多。

（三）電子書未必對所有的孩童都有利

雖然有研究顯示，電子書對許多孩童在文字電視或閱讀理解上有進

步，尤其是對低社經地位的孩童在學習詞彙上有正面的效果。但是也

有研究指出，電子書在使用的對象上仍是有限制的，譬如 Segers 等人

（2004）指出，移民的孩童跟教師或是跟電腦學習單字的效果是相同，

但是若讓教師唸故事給孩童聽，相較於用電腦讀故事書，移民的孩童在

故事的理解上獲益較多。這結果顯示，在語言程度較為不足時，教師

可以因材施教提供適當的輔助以讓孩童得以理解故事情節。同時，孩

童缺乏使用數位工具時，電子書反而無法達到原先設計的目的（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11; Moody & Swafford, 2019）。

上述這些研究結果並非皆獲得相同的結論，也就是電子書在培養孩

童閱讀素養時是優於傳統紙本故事書。Courage（2019）指出，研究缺

乏對電子書的正面效益的共識，有 3 個原因，分別是與孩童、內容和情

境相關，譬如孩童的年齡不同、對於使用電子書的接受度以及語言的精

熟度都會影響他們在電子書中可以獲得的知識和語言的多寡。其次是電

子書的內容是否合適、功能是否有條理、孩童能否順利使用多功能來理

解故事內容；最後是使用電子書時的情境，是否有提供搭鷹架的功能給

孩童自行閱讀，或是否有父母伴讀，這些特質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以及

對電子書的評價（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2）。無論如何，

若能克服上述問題，電子書仍有它潛在的功能，並可以改變孩童閱讀習

慣和提升閱讀能力，以下將針對使用電子書的機會與策略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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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使用電子書提升孩童閱讀能力之策略

根據上述的討論，以下作者提出三個策略，做為使用電子書的參考。

（一）策略一：品管電子書的內容

研究顯示多媒體的互動功能可以提供孩童許多適性學習的機會，讓

孩童可以根據個人需求自由選擇需要閱讀的重點或是輔助閱讀理解的功

能，而多媒體也能引起學習動機和提供孩童沉浸於閱讀內容中，因此選

擇具教育意義的電子書便成為重要的考量，例如，正向的訊息、適當的

提問與回饋、引導閱讀的元素、設計閱讀情境促進對話以提升閱讀素

養、避免太多認知負荷的內容或音效，以免失去閱讀的焦點。

（二）策略二：6 個 W 和 1 個 G

書本閱讀和使用電子書並非是互斥的，也不是要以電子書取代紙本

書籍，兩者若能相輔相成，閱讀素養當可有效的發展（Herman & Ciampa, 

2019; Kim & Hassinger-Das, 2019, Chapter 9）。若要使用電子書，不妨問問

以下幾個問題 : 使用的目的是什麼（goal）、誰在閱讀（who）、內容為何

（what）、如何使用（how）、為何使用（why）、何時使用（when）和在

哪裡使用（where）。透過對這幾個問題加以分析將可以理解電子書對誰

最適合、在何時何地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方可達到目的，亦才可提供孩童更

多不同的學習經驗，以幫助其發展閱讀素養。作者認為過度使用數位電子

產品，尤其是電子書會減少孩童的創造力與想像力，試想當電子書以聲光

音效去吸引幼童時，無異就會剝奪孩童在閱讀文本時於字裡行間讓思緒有

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醞釀、去想像的機會。此外，教師和家長都應該要

接受使用電子書的工作坊訓練，以瞭解以何種方法和何時何地使用電子

書最適合，如何選擇具有引導與提問／回饋機制的電子書，以及對於孩

童使用電子書的規範等等，以增加其對有效使用電子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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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閱讀是孩童發展語言很重要的一個認知活動，同時也是發展親子關

係的一種社交發展活動。透過閱讀，孩童可以增加對詞彙的認識、學習

並理解閱讀內容，發展推理的能力，而家長的伴讀也可以增加親子互動

的機會，以及藉親子共讀傳遞價值觀。自有電子書以後，電子書提供更

多元的呈現方式，除有語音外，還有動畫和模擬，以及點選不同主題或

閱讀流程等的功能，使孩童可以依照個人的興趣與語言和認知程度，而

自由瀏覽，很符合適性學習，甚至還可以培養孩童的批判力與做決定的

能力，並發展主動學習的態度。但是如前所述，電子書亦可視為雙刃劍，

有其優點也有其限制，譬如有些電子書的內容和多功能反倒增加孩童閱

讀的認知負荷或是有時造成孩童反分散注意力而無法聚焦在主題上，再

加上電子書的品質參差不齊，如何有效的使用電子書以發展學生閱讀能

力則是最大的挑戰。不論是父母在家中或是教師在學校使用電子書勢必

是未來的趨勢，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和迎接電子書的時代，善選適當的電

子書，可以加強孩童的閱讀與語言的能力。

電子書不是用來取代一般書本或取代家長（de Jong & Bus, 2003），

但無可避免的是，它將會是陪伴孩童成長的一個工具，因此長期追蹤閱

讀電子書對孩童語言發展、閱讀素養、寫作能力、親子互動、社會技

能等的效益是有必要的，同時建立評選適當的電子書的判準以做為父

母或教師選擇電子書的參考指標也是當務之急。Kim 與 Hassinger-Das

（2019）共同編輯的這本書，內容豐富，探討素養發展的定義、電子書

的功能、在學校或在家中使用電子書的優劣、電子書對特殊孩童閱讀能

力的培養以及在實踐面上可以採取的措施都有研究的實證資料佐證，對

於幼兒或孩童閱讀有興趣的研究人員或是家長皆適合閱讀該書，這是一

本值得推薦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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