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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識字是閱讀的基礎。識字產生問題將

嚴重影響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隨著融合

教育的實施，在國民小學的普通班裡出現

了日益增多的識字困難學生，他們雖然智商

正常，但識字問題卻造成了他們在學校生活

上重大的挫敗（Jitendra, Edwards, Sacks, & 
Jacobson,, 2004），因此如何針對這些學生設
計最適性化的識字教學方案，協助他們早日

進入閱讀的領域，一直是國內特殊教育學者

或實務工作者們努力追求的目標與挑戰之

一。由於識字困難的學生多半都具有注意、記

憶、理解、推理、知覺或知覺動作等一種或

一種以上的認知缺陷，因此如何針對他們的

缺陷進行最適當的補救教學，往往考驗的除

了特殊教育教師基本上的愛心與耐心之外，

也考驗著特殊教育教師是否能細心觀察學生

們的特質與需要，不斷的努力研究，以及是

否能善用週邊的任何資源並將之整合成教學

上的協助利器。而在所有可資運用的資源當

中，不管是在國內外，利用電腦資訊融入特

殊教育已是目前特教界最熱門的趨勢之一，

此乃因利用電腦相關的硬體設備與軟體設

計，不僅能彌補和繞過特殊生的缺陷問題以

及擴大他們剩餘的能力，除此之外電腦也能

協助教師們實際上的教學工作，減低教師在

人力上與體力上之負擔。本文主要是借由目

前市面上最熱門的動畫程式－Adobe Flash（
http://www.adobe.com），設計出一套適合特

殊教育教師們教導識字困難學生的識字動畫

教材與遊戲，並且搭配其它可資應用的相關

教學資源與策略，整合成一套完整的識字教

學方案。本文首先將簡介識字困難學生的學

習問題與國內常見的一些識字教學策略，其

次則介紹筆者如何將flash動畫程式所開發的
多媒體識字教材融入實際的教學流程之中，

最後則提出相關的省思與建議，以供普通班

或特殊教育教師在教學設計上的參考。

㆓、識字困難㈻生的㈻習問題

根據國外學者Rayner與Pollatsek（1989）
的定義，識字困難的學生是指：「智力正常

或中等以上，但識字能力落後該年級的二個

年級水準以上，且其障礙因素並非源自於感

官缺陷、情緒困擾、文化環境不利或不當的

教學等」。而在國內，大多數學者則將識字

困難學生定義為以下者：「1.智力正常或臨
界智能障礙學生。2.具有明顯的識字困難，
即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所得分數未超過其就讀

年級切截分數，亦即認知能力在百分等級25
以下者。3.排除識字能力受到感官障礙及明
顯的情緒困擾和文化不利影響者；例如曾被

鑑定為視覺障礙、聽覺障礙、情緒障礙者，

或者本身為外籍配偶子女等文化因素導致學

習上的困難者」。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定

義得知，不管是在國內外，大致上都是將識

字困難學生與同年齡的其它學生做識字水平

上的比較後，然後再根據其落差程度斷定其

是否為識字困難者。

㈾訊融入㈵殊教育領域—
以flash製作識字困難㈻生之多媒體識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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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來，在國內自從融合教育開始推

展之後，特殊教育界陸續不斷的有學者開始

針對這群識字困難的學童進行相關的研究，

因為他們發現這群學生智商正常且感官並無

缺陷，但卻難以藉由閱讀來獲取學習學科的

知識，實在是非常的可惜。由於識字困難所

衍生的種種惡性循環問題，導致他們學習動

機通常也相當低落，而整個國家和社會在將

來也將勢必為他們付出相當大的成本與代價

（Kirsch, Jungeblut, Jenkins, & Kolstad, 1993）。
Adams（1990）指出，根據統計，正常的國
小學童每年識字量的成長總數在3000個字以
上，意即平均而言一天至少學得8個新的生
字，而在相形比較之下，識字困難學生識字

量的成長卻是少的可憐。Adams（1990）也
指出，在正規的小學教育環境裡，事實上一

年不可能教導學生這麼多的生字，而正常的

學生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累積字彙量，是因

為他們可藉由既有的字彙及閱讀能力（例如

拼音能力）延伸至其它課外讀物、報章雜誌

或甚至是卡通、漫畫、電視或電影上的字幕

之閱讀，因而認識了更多的字彙。因此，正

常的學生即使一天只花10分鐘接觸閱讀，日
積月累下來，其識字量和識字能力便與識字

困難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差異（Adams, 1990; 
Cunningham & Stanovich, 1998）。

為了彌補識字困難學生與正常學生之間

的鴻溝，根據統計，近十年來國內的學者陸

續進行了將近三十篇左右的識字困難教學研

究（王瓊珠，2005）。這些研究主要是以集
中識字教學策略和分散式識字教學策略為

主，下一點筆者將簡介此兩種策略之間的相

互差異。

㆔、國內常見的識字困難教㈻

策略之比較

（一）集中識字教學策略

根據統計，國內近十年來針對識字困難

學生所進行的教學研究，大抵是以集中識字

教學為主（彭志業，2003；王瓊珠，2005）。
集中識字教學主要是利用漢字結構的共同規

律性，借由同化原則，成批學習漢字，提高

識字效率，例如形似字、同音字歸類和基本

字帶字等（郝恩美，1999；萬雲英，1991）。
以基本字帶字教學法為例，學習者可藉由「

青」這個獨體字，一次學習「清，晴，情，

倩」等合體字，並同時學習這些字的造詞及

造句應用。而集中識字之所以廣泛地被國內

研究者應用於識字困難學生的研究，其主要

的原因在於，集中識字能一次學習到非常多

的相似字，因此能在短時間內增進識字困難

學生的識字量。彭志業（2003）指出集中識
字的優點在於，當學習了基本字之後，語意

記憶即儲存了基本字原型的字形、音、義概

念，當遇到了衍生字，即使是生字，也因為

共同的基本字激發，而促使了同化作用，即

熟字帶生字。事實上，有眾多研究顯示集中

識字教學具有不錯的效果（王惠君，2003；
黃道賢，2003；韓孟蓉，2003）。但也有部
份的研究指出，集中識字教學法應用在識字

困難的學生身上時卻也同時存在著幾個重大

的問題，其中問題之一為，集中識字由於一

次教導過多的相似字，因此容易造成學生的

混淆。此外，集中識字教學僅專注在識字上

的教學，在脫離背景知識及上下文教學的情

況下，學生也較難提升整體上的語文能力。

（二）分散式識字教學策略

一直以來，分散識字教學一直是各級

學校機關所採行的識字教學法。分散識字

教學法是以「以文帶字」的方式，先理解

文章，再漸進分解到句子、詞與字，較偏

向於由上而下的方式，注重具體的語言環

境，強調字詞在句子脈絡中的作用（孫宛

芝，2003）。學生在有意義的語文情境中（
meaningful context），體驗新的語音類型，
新的語音組合方式，學會字與音之間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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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關係，認識生字、句子（Goodman, 1998; 
Powell & Hornsby, 1993）。分散識字教學的
優點是符合兒童從具體到抽象的認知特點，

因此一直以來便是各級機關學校所採行的

語文教學方法，但其缺點則是一個方塊字孤

立教學，新字累積較慢，且不易歸類對比和

掌握文字規則（郝恩美，1999；萬雲英，
1991）。除此之外，對於國內的識字困難
的學生而言，在實務上根本就很難進行這種

由上而下的分散式識字教學。此乃因考量到

小學四年級以前的學生們識字量不足無法進

行閱讀，因此小學課本會加註注音符號讓學

童能閱讀課文或文章中的句子（陳弘昌，

2003）。但許多識字困難學生由於同時也
具有聲韻覺識缺陷，以致於無法拼讀注音符

號（黃芸，2003），也因此無法與普通班學
生一起進行這種分散式的識字教學。而在小

學四年級以後，識字困難的學生由於識字的

量和質已產生嚴重的問題，再加上其本身認

知缺陷上問題（例如視知覺、聽知覺或工作

記憶的問題），則更難以進行普通班的分散

識字學習。在普通班裡，國語和數學可以安

排至資源班進行補救教學，但以社會或自然

這種同樣需要識字及閱讀能力的科目且又很

難安排到資源班的課程而言，識字困難學生

經常出現「神遊」或和教室教學脫離的狀

態。而縱使資源班教師單獨一對一教學，指

著課文一字一字念給識字困難的學生聽，但

識字困難的學生在家中亦無法獨立閱讀（除

非父母願意且有能力協助）。為了解決上述

之問題，教師往往必須提供額外的鷹架協

助，例如以愛心媽媽、程度較高的同儕或利

用多媒體等協助其閱讀。

綜合上述所言，兩種教學策略各有其優

缺點存在，而事實上，近幾年也有學者利用

電腦具有個別化和適性化教學的特性開發出

識字困難的教學材料，並結合了上述的兩種

策略之一，以求進一步能協助識字困難的學

生獲得更大的進步。下一點筆者將介紹自行

開發的電腦文字動畫及遊戲－「認識木家

族」，並且簡介其應用在教學上的具體流程。

㆕、㈾訊融入教㈻實際流程

筆者所開發的教學單元名稱為「認識木

家族」，主要對象為五年級之識字困難學

生。筆者開發此教材之動機乃鑑於識字困難

的學生對於國語裡已學過的一些形似字經常

搞混，因此特別編製此教材並且也希望此教

材能協助其它特教教老師在教學上的應用與

參考。

為了讓學生們了解形似字之間的差異

並強化學生們對生字的認識，本教學乃利用

Aodbe Flash動畫程式，製作了所有形似字之
生字動畫以突顯出形似字之間的相異之處，

並在生字動畫呈現之後加入了生字動畫小遊

戲，讓學生能利用拖曳關鍵筆畫的方式進行

生字筆畫的配對遊戲，以強化其對文字深一

層之印象。除了電腦教材之教學外，筆者也

透過實際粘貼關鍵筆畫的活動，強化學生第

二層之文字印象。最後則是再配合文脈的克

漏字書寫，強化學生第三層之文字印象。本

教學單元共有三組生字，分別為第一組的「

未、末、本」等字、第二組的「果、東」等

字以及第三組的「朿、棗、棘」等字，這些

字全部都是由「木」衍生而來的。以下將僅

簡介第一組字的實際教學流程，其餘兩組由

於其教學之流程相當類似，因此在此不贅述

之。

（一）教學目標

1.能於文脈中，認讀本節課所教的木字
家族成員生字。

2.能於單獨生字之情況下，認讀本節課
所教的木字家族成員生字。

（二）第一組字的教學流程

首先教師個別呈現「未、末、本」三個

字的閃示卡之正面（閃示卡的正面僅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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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閃示卡的背面則除了國字外，尚有注音

和例句，請參考圖1所示），並且一一詢問
學生這些字怎麼念，是什麼意思？等學生回

答後，則以閃示卡背面揭曉答案。此階段的

目的有三：1.了解學生大概的程度。2.利用
引發學生猜測的方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3.
當學生全部猜測完後，以閃示卡背面的詞句

引領學生了解生字的實際運用方式。

圖1 閃示卡的正面和背面

接著，教師以動畫方式呈現字組中的第

一個字「未」字之變化過程，如圖2所示，
當第一個畫面呈現時，會伴隨有木字的讀

音，而當動畫慢慢呈現至圖2的第四個畫面

時，會伴隨有未字的讀音。而教師在學生觀

看完畢後，向學生解釋「未」字是「木」字

上頭再加上一短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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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未字的生字變化動畫

緊接著動畫之後，教師請學生進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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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拖放關鍵筆畫之電腦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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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之電腦教學後，教師給予學生如

圖4之字卡及紅色的直橫筆畫剪紙，並請其
將直橫筆畫用膠水貼入字卡裡的正確位置。

學生若不知道要貼到那個正確位置，則請其

參照字卡下方的句字「我的未來不是夢」中

的「未」字。等學生完成了粘貼之後，則

請學生念讀一次字卡下方的句字，並再一

次詢問學生，句字中的「未」字要怎麼念，然

後指導他「未」字的相關造詞，例如「未

來」。

�

圖4 字卡以及紅色的直橫筆畫剪紙

在教師指導完了「未」字之教學後，同

樣依照上述教學之流程依序再介入「末、

本」字的教學。尤於篇幅之關係，因此在此

省略此二字之教學流程，而其詳細之動畫操

作，請參考圖5。

圖5 末字與本字的生字變化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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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未、未、本」三個字都教學完

畢後，則以圖6之學習單，請學生撰寫本字
組之三個克漏字。當學生撰寫完畢後，請其

對照閃示卡上的句子並請其念讀一次。若學

生有寫錯，則指導其修改至正確為止。

圖6 克漏字㈻習單

（三）測驗評量

本教學之測驗評量方式有二種，第一種

為測試學生是否能於文脈中，認讀本節課所

教的木字家族成員字，以下簡稱文脈式生字

認讀；第二種為測試學生是否能在呈現單獨

生字的情況下，認讀本節課所教的木字家族

成員字，以下簡稱單字式生字認讀。

1.文脈式生字認讀：
教師將本課所有生字之造句，以隨機亂

數位置方式呈現，並請學生一一念讀這些句

子。若學生能利用句子的上下文，念讀出正

確的生字字音則算其答對。

2.單字式生字認讀：
教師將本課所有生字，以隨機亂數位置

方式呈現，並請學生一一念讀這些生字。若

學生能正確念讀出這些生字的字音則算其

答對。

㈤、結語

由於識字困難的學生具有認知上的缺

陷，因此他們較難依照傳統的教學形式學

習，也因此本文首先以電腦動畫模擬形似字

之演變，將抽象的觀念具體化，讓學生能清

楚的比較形似字之間的異同。除此之外，也

以多元化的動態活動，例如利用電腦拖曳關

鍵筆畫遊戲、實際粘貼關鍵筆畫的遊戲，以

及紙筆的克漏字練習，讓學生能在多重感官

學習下，增進學習上的記憶與效能。根據許

多的研究指出，設計良好的資訊融入教學除

了能引發特殊學生的學習動機，改善他們注

意力和知覺上的缺陷問題，並且也能提供他

們容易成功的環境，增強他們學習上的自信

心。筆者也希望有志於開發特殊教育電腦教

材的教師們，能借由簡單但強大的flash動畫
開發功能，開發出更適合特殊生的相關語文

教材以分享給其它特教教師在教學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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