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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之發展

張貴琳*

本研究兼顧閱讀素養和資訊與通訊科技媒介特色，針對線上閱讀素養的可

能內涵，發展兩個青少年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並針對可行性樣本，提出初

步效度的檢驗，同時描述樣本的表現特徵。研究者依據 PISA 電子閱讀評量無

構，並參酌 Leu 等人 (2004 )線上閱讀理解之內涵，進行評量工其的發展，

並分別針對 601 位八年級學生和 618 位十年級學生進行施測。使用 Rasch IRT 

模式進行題目參數與表現估計。結果顯示，兩個評量工其有良好的試題品質，

難度過中，鑑別度良好，適合青少年學生。在內容效度、實質效度、結構效度、

解釋性等層面有良好的效度證據支持。線上閱讀素養包含 ICT 成份，有別於

離線閱讀。中學生的線上閱讀素養表現存在顯著的性別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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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opting the constrz叫s ofreαding literacy αnd with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wo adolescent online 

reading literacy assessments (ORLA) and e耳amine the prelimina;門 validity of ORLA. 1n 

addition, samples of online reading literacy performance are described‘許le design of 

ORLA is based on P1SA electronic reading αssessment .framework and Leu et a l. (2004) 's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finition. A total of 601 eighth graders from junio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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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琳

壹、緒論

閱讀與閱讀素養 (reading literacy) 的內涵隨社會、經濟與文{仁的改變而轉{七，學習的

定義，特別是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的理念更實質擴展了閱讀素養的社會功制晉面，

素養不再只是孩童早年在學校所習得的能力，而是知識、技能及策略的實際運作效能，個

人透過不同生活情境、與同儕互動、和參與社群建立素養。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m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對閱讀素養的定義為個體理解、運

用、省思和投入書面文本 (written text) ，以達成個人日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有效參

與社會的能力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201 Oa) 。

數位時代閱讀素養的運作並不單指從靜態紙本資料獲取知識，而是指更廣義的心

智模式和能力建立，強調適應網路新科技變他的學習能力( Leu, 2007 ) 0 Leu 、 Kinzer 、

Coiro 和 Cammack ( 2004 )、 Coiro 與 Dob1er ( 2007 )從認知、社會和語言的新素養 (new

literacy) 觀點探討學生的閱讀素養發展，認為其受新科技影響而產生變他，因此線上

閱讀素養( on1ine reading 1iteracy) 是很重要的探討議題。而目前有關網際網路或其他

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1ogy, ICT) ICT 工具對閱讀理

解本質影響的探討續剛起步，缺乏明晰的理論架構及實徵證據，亟需研究投入( Coiro, 

Knobel, Lankshear, & Leu, 2007 ; Leu, Zawilinski, et al., 2008 )。

線上閱讀素養側重問題導向的探究歷程或學習作業，通常搭個體能使用網際網路

或其他 ICT 工具以確認重要的問題 (identify important question) 、找尋資訊( locate 

information )、分析資訊的有用性( analyze 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統整多元

文本資訊( integrate m叫tiple-text information) ，及溝通資訊( Cheung & Sit, 2008 ; Leu, 

Coiro, et 泣， 2008 ; Leu, Zawilin函， et 泣， 2008 )。國際閱讀協會( Intem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IRA) 提出拓展閱讀的定義，使其包含有效的資訊擷取、資訊的評鑑、使

用與溝通資訊等實質內涵 (IRA，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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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 認為線上閱讀理解有其獨特本質，因此提倡評量工具的發展，並指出評量內

涵必須包合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的運用

(1拙， 2002 ; L凹， 2007) 。現階段 PISA 亦初步於 22 個國家測試電子閱讀評量

( electronic reading assessment, ERA) ，並從事後續研發工作 (OECD， 2007, 2010a) ; 

再者，許多閱讀課程標準與評量尚未包括線上閱讀理解， PISA 國際成人能力評量計

畫 (Programme for Intem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才剛開始嘗

試;國家教育進展評量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的閱讀評

量預計 2019 年才會加入線上閱讀理解和策略( Leu et al., 2009 )。由此可知，線上闇讀

素養評量的發展成為現階段科技融入閱讀的主要研究議題之一。

性別差異是臺灣學生閱讀表現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在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

( Progress in Intem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urvey, PI虹的的整體閱讀表現中，女生的

表現皆略優於男生(柯草葳、詹益綾、張建好、游婷雅， 2008; Mull吟， Martin， Kennedy, 

& Foy, 2007) ; PISA 2006 閱讀素養調查的資料也顯示，臺灣女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優

於男生(林煥祥、劉聖甘、、林素微、李暉， 2008) ; PISA 2009 閱讀素養調查結果指

出，男女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差異更是明顯 (OECD， 2010b) 0 2009 年 PISA 數位閱

讀評量 (digital reading assessment) 結果亦指出，各國女生的表現優於男生，在不同

閱讀歷程 (aspect) 也有差別 (OECD， 2011) 。

由於數位1t紀元的青少年經常以電子1t媒介作為閱讀的途徑，而臺灣地區目前缺

乏適當的青少年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現有的評量設計與探討議題多著重於資訊檢

索與搜尋層面，很少有研究將網際網路的使用視為一項閱讀議題進行討論，了解學生

在開放網路資訊空間的閱讀理解特徵。因此，本研究欲兼顧閱讀素養和資訊與通訊科

技媒介特色，針對線上閱讀素養的可能內涵，以青少年為對象，嘗試發展線上閱讀素

養評量工具，並依 Messick ( 1989) 心理與教育測驗的效度驗證標準'檢驗線上閱讀

素養評量的初步效度，同時描述性別差異。其中，青少年以國中階段和高中階段學生

為樣本，各發展一個評量工具。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其主要是依據新素養、 PISA 閱讀素養、 Leu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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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提出的線上閱讀素養之理念和內涵，及 PISA 電子閱讀評量的測量取向和特

色進行建構。評量系統的開發初步著重在測驗設計層面，包含線上文本的選用與評量

試題的編擬兩部分，採半開放式的網際網路環境，有別於只是將紙本材料 (print) 放

置於電腦上的線性閱讀文本。以下將針對這些概念進行介紹。首先，從新素養理論出

發，提及線上閱讀素養的定義，並對比線上閱讀與離線閱讀( offline reading )的異同;

其次，論述電子閱讀評量的測量取向，及評量試題或作業 (tasks) 的特色;最後，說

明目前各國男女學生電子閱讀表現的調查結果，以作為性別差異檢驗的文獻基礎。

一、線上閱讀素養

線上閱讀素養立基於新素養理論。不同學者曾對新素養提出不同的定義。有人認

為它來自社會行為研究，有人認為它強調新論述( discourse )或新科技的取得，也有

人認為它是讀者對新科技所創造符號和文1[:脈絡的覺察，其定義將隨科技進展不斷更

新 (Asselin & Moayeri, 2010 )。新素養的同義詞很多，如網路素養( Intemet literacy) 、

數位素養( digitalliteracy )、新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資訊與通訊科技素養(ICT

literacy) 、電腦素養( computer literacy) 等，全球有將近六分之一的人使用網際網路，

使用率持續呈現指數成長，預計划12 年網際網路將成為無所不在( ubiquitous )的科

技工具，也就是 21 世紀資訊、溝通與閱讀理解的主要媒介工具 (Coiro et 泣， 2007 ; 

Leu, Coiro, et al., 2008) 0 ICT 的進展使新素養構念持續更異，內涵成分目前還不夠清

晰穩定，統整目前文獻新素養的內涵包括 ICT 、心智模式、文f七互動、及社會責任。

新素養是新科技環境中處理事務的潛能，也是政治、經濟及全球社群中個人參與能力

的核心，本質上是複雜而統整的多型態(multi-modality )和多面向運作 (L叫， Coiro， et 

al., 2008 ; Leu, Zawilin啦， et 泣， 2008 )。由上可知， ICT 素養是線上閱讀素養的核心面

向。

(一)線上閱讀素養的定義

根據傳統上對素養 (literacy) 一詞的定義，素養意指讀寫能力，是用以獲取資訊

與溝通資訊的工具，當中包含閱讀和溝通面向。閱讀素養包括一組廣泛的認知能力，

從簡單的解碼、字彙知識、文法與組織結構，到對世界的認知，偏重目的性和功能性。

PISA 2009 將閱讀素養定義為個體能理解、運用、省思和投入書面文本資訊，以達成

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其中，書面文本包含數位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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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碧霞， 2008 ; OECD, 2007, 20 1Oa) 0 ICT 素養是線上閱讀素養的必要成份，但線

上閱讀素養並不全然是 ICT 素養，線上閱讀素養中還包含重要的閱讀成份，範團比 ICT

素養還廣泛。線上閱讀的同義詞包括數位閱讀、電子閱讀、超文本閱讀( hypertext 

reading) 等， Leu 等人 (2004)指出，線上閱讀素養側重問題導向的探究歷程或學習

作業，通常指個體能使用網際網路或其他 ICT 工具以確認重要的問題、找尋資訊、分

析資訊的有用性、統整多元文本資訊及溝通資訊。換句話說，線上閱讀素養是個體所

具備有效使用快速變他溝通科技以解決個人和職涯問題的技巧、策略及氣質( Cheung 

& Sit, 2008 ; Leu et a1., 2004; Leu, Coiro, et a1., 2008 ; Leu, Zawilinski, et a1., 2008) 0 PISA 

2009 ERA 依據 PISA 閱讀素養的定義與架構，及 Leu 等人 (2004)的線上閱讀理解歷

程，提出電子閱讀的內涵，包含線上資訊的使用擷取 (assess and re仕ieve) 、統整解

釋( integrate and interpret) 、反思與評鑑( reflect and evaluate )歷程( Cheung & Sit, 2008 ; 

OECD, 2010b) 。這些歷程在線上閱讀與離線閱讀中可能是不同的型態。

(二)線上與離線閱讀的差異

Leu (2007) 採用線上與離線閱讀進行構念探討，主要基於下列四項理由: (1)由

閱讀而盲，目的在於資訊的理解。 (2)網路是目前最大的資訊來源。 (3)線上與離線兩詞

互斥，對照較為準確。 (4) 目前部份證據顯示學生線上與離線閱讀表現有所差異。換盲

之，線上與離線閱讀的區別是必要的，假設兩人面對相同的問題，解決問題時不太可

能閱讀相同的資料，而且精熟的紙本讀者線上閱讀效能未必良好。

就文本形式而言，兩者最大差異在於閱讀範圍邊界的固定 (bounded) 或動態

(dynamic) 本質。如圖 l 所示，線上閱讀包含航網工具 (navigation tool) 和多元文本

運用，閱讀歷程通常是非線性的。航網工具的形式眾多，包含捲軸、按鈕、表單等，以

超連結的使用最多。廣泛的超文本涵蓋航網工具在內，具有多樣忙的文本型態，如部落

格的評論交流、電子郵件的往返、多媒體超連結等互動式文本。讀者需自行擇取文本，

而每個人建構的文本路徑都不相同( Leu, 2007 ; Leu, Coiro, et a1., 2008 )。精熟的線上讀

者必須熟悉航網工具的使用，同時建構多重頁面的心理表徵路徑，透過循環、統整的動

態歷程進行線上資訊的搜尋與閱讀 (Cheung & Sit, 2008 ; Henry, 2005 ; OECD, 20 1Oa, 

2011 )。

就策略層面而言，線上閱讀除了內涵包含電腦t閱讀文本豐富、動態的特質外，

還需要搜尋引擎和網頁連串吉往退等 ICT 技能的應用。線上閱讀的主要目的多為解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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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性的問題，面對的是資訊無限的空間，需要使用多媒體導航工具。閱讀歷程中持續

尋找、批判、評鑑資訊的反覆歷程尤其重要。讀者首先使用搜尋引擎找尋資訊、從諸

多搜尋結果中評鑑資訊的參考價值、運用網頁連結獲取相關訊息、持續的往返關聯網

頁以尋求問題的答案並對照檢核資訊的精確性，這些都是明顯不同於離線閱讀的嶄新

閱讀策略( Leu, Coiro, et 訓， 2008 ; Leu, Zawilin啦， et al., 2008) 。

使用並

擷取資訊

反思及
言于生監資言扎

圖 1 PISA 紙本與 ERA 概念之關條( Cheung & Sit, 2008 ) 

就閱讀歷程而盲，紙本與電子閱讀的擷取與檢索訊息歷程均涉及尋找、選擇和收

集資訊。在某些情境中，讀者會尋找特定的文本資訊，有時則需要同時擷取多個資訊。

紙本閱讀是在固定的資訊空間找尋資訊，電子閱讀是在開放的資訊空間找尋資訊，需

要使用目錄和頁碼等搜尋工具。紙本閱讀的統整與解釋訊息歷程涉及文本內部的統

整，讀者需了解文本各部分的關條、找出適切的關條、確認需要推論的關條等，文本

結構的基模固定;電子閱讀也涉及這些內涵，但由於數位他文本的結構沒有固定的基

模，跨不同網頁進行統整更形複雜。紙本閱讀的反思與評鑑訊息、歷程涉及利用文本外

的知識、想法和價值，連結文本與個人的知識或經驗，讀者需從文本抽離，進行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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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以評鑑文本的品質和適切性，文本風格通常扮演重要角色;電子閱讀由於資訊

來源的變他性高，故較著重精確性和可靠性的判斷。簡吉之，讀者在進行電子閱讀時，

需要有效使用航網工具瀏覽大量的文本資訊，並立即評鑑其真實性、可信度和關連

性，這是紙本與電子閱讀最不同的地方 (OECD， 2010a, 2011) 。為突顯出線上閱讀的

特性，使其有別於離線閱讀或電腦忙線性文本閱讀，本研究現階段先參酌電子閱讀評

量的系統環境進行模擬，使評量工具較貼近實際的情況。

(三)電子閱讀評量

1.測量取向

線上閱讀依據數位t環境( digital environment) 的真實性分為兩種不同的測量取

向 (measurement approach) : (1)在真實的無限網路空間中進行質性研究，採用認知

歷程分析的方法收集學生的線上閱讀理解策略和行為組型; (2)在虛擬的有限網路空間

中收集學生的線上閱讀表現，採半開放式的網際網路環境，不以關鍵字搜尋( search) 

作為起點，而是模擬一個線上閱讀或問題解決情境，由受試者根據問題，搜尋 (locate)

和瀏覽 (browse) 解題的相關網頁，惟其無法充分代表線上閱讀的其實複雜度和挑戰

性 (Leu， 2007) 0 PISA 2009 電子閱讀評量為國際首次的大規模數位t閱讀評量，使

用 USB 隨身碟存取測驗題本和作答資料(內含瀏覽和輔助程式軟體) ，數位化環境保

模擬真實的線上閱讀情境，文本內容包含線上常用的資源，有專題或搜尋網頁、電郵

通訊、網誌、線上交易或其他互動平台，實施時間為 40 分鐘(香港中文大學， 2011 ; 

Ho, 2011) ，屬於第二種取向。本研究線上閱讀素養評量依此進行模擬。

2.試題(作業)特色

電子閱讀評量試題或作業一般會要求學生辨識重要的問題，尋找與這項閱讀作

業所預設之提取路徑( access paths )對應的訊息，其內涵同時涵蓋文本處理歷程( text 

processing) 與航網歷程( navigation )兩個成份 (Mendelovi郎， Luml句，& Searl巴， 2009 ; 

Sit & Cheung, 2009) 0 PISA 將航網歷程定義為讀者選擇與安排超文本資訊的過程，

由於線上閱讀時，讀者是利用航網工具建構自己的閱讀文本，故航網歷程也是認知歷

程的一部分。評量試題或作業依不同的成份比重，可分為四種類型:低文本處理歷程

和低航網歷程、高文本處理歷程和低航網歷程、低文本處理歷程和高航網歷程、高文

本處理歷程和高航網歷程 (OECD， 2010a, 2011) ，如圖 2 。本評量在試題設計上嘗試

這樣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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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試題中航網歷程與文本處理歷程的關像 (OECD， 2010a) 

電子閱讀評量試題或作業的難度受到四個變項所影響: (1)文本特徵

(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包括讀者對文本內容的熟悉度、文本結構的複雜性、文本的

資訊量等; (2)航網歷程的複雜度( comp1exity of navigation) :包含所需網頁資訊的可

見度、讀者對航網工具的熟悉度、航網工具屬性的一致性、在罔頁結構的配置等:一般

而盲，航網工具的操作步驟數愈多、形式愈複雜，題目就愈困難; (3)作業要求的明確

度 (exp1icitness oftask demands) :例如，題日敘述與文本是否使用相同的用語、是否

有清晰的說明等; (4)反應的本質( nature of response ) :意指完成試題所需的心理歷程。

搜尋能力雖是線上閱讀的必要條件，但 PISA 叩開數位閱讀評量調查結果指出，難

度最高的試題並不是航網複雜度最高的試題，而是評鑑線上文本內容可靠性的試題，

難度最低的試題則是擷取單一文本中特定資訊的試題 (OECD， 2010a, 2011 )。

二、線上閱讀素養的性別差異

參與 PISA2009 閱讀素養評量各國女生的整體閱讀素養表現與不同閱讀歷程表現

皆優於男生，以 OECD 平均而言，平均閱讀表現差距為 39 分，超過半個閱讀精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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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中以統整與解釋歷程的差距較小(36 分) ，反思與評鑑歷程的差距較大( 44 分)。

大部分學生位於精熟水準 3 '有較多比例的男生位於水準 2 和水準 3 '較多比例的女

生位於水準 3 和水準 4 (OECD, 20 1Oa) 。在 ERA 方面，各國女生的數位閱讀表現亦

皆優於男生，以 OECD 平均而盲，平均差異分數為 24 分，比紙本閱讀小，女生亦多

位於水準 3 和水準 4 ，男生多位於水準 2 和水準 3 。大部分學生位於水準 3 '能在數

個網頁中尋找到特定的目標資訊，且當作業沒有明確的作業和指示時，也能白行

整合資訊。另一方面，女生的航網優於男生，但其數位閱讀表現不如紙本閱讀表現

(OECD, 2011) 。

目前在效度研究方面， Leu (2007) 發展線上閱讀理解評量，發現七年級學生線

上與離線閱讀理解表現的相關未達顯著。 Coiro (2007) 探討離線閱讀對線上閱讀的解

釋量，發現 118 位七年級學生的離線閱讀理解與先備知識能解釋線上閱讀理解的大量

變異，但學生線上閱讀的獨立變異仍佔很大比率(增加 15.4%解釋量) ，顯示線上閱

讀理解同時需要許多新的技巧和策略。 Mendelovits 等人 (2009 )針對電子閱讀評量進

行初步構念效度的探討，發現專家所評定的文本處理歷程難度與試題難度的相關高於

航網歷程難度與試題難度的相關 (0.63>0 .46 )。由此可見，電子閱讀評量試題的難度

與文本處理歷程有較為密切的關聯。

從上述研究動機與文獻分析可知，目前臺灣地區缺乏以青少年母群為對象、用以

了解青少年網路閱讀特徵的線上閱讀素養調查工具，加上臺灣已於 2012 年接受到SA

電子閱讀評量，故以這樣的評量取向和特色作為本土t評量工具開發與實證研究探討

的起步頗值得嘗試。再者，由於目前以其實測量取向作為評量工具發展的實徵研究結

果指出，線上閱讀與離線閱讀有明顯差異，本研究嘗試以半開放式的數位t環境建置

評量工具，效度證據需要進一步檢驗，以提高評量工具的後續應用價值及相關領域研

究的基礎。簡吉之，本研究之目的有二: (1)針對線上閱讀素養的可能內涵，各以八年

級和十年級學生為對象，發展適用的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 (2)檢驗八年級和十年級

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初步效度，其中包含性別差異的分析。待答問題包含:

l.八年級和十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的題目計量特徵為何?

2.八年級和十年級學生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的初步效度為何?

3.八年級和十年級男女學生的線上閱讀素養表現差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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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由於線上閱讀素養評量仍在發展的初步階段，本研究先以便利取樣來檢驗其付諸

實行的可行性。八年級和十年級皆包含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預試樣本用以修正試

題，正式樣本用以檢驗初步效度。八年級預試樣本取自臺灣某地區3所國中、 7個班級，

共216位學生，其中有115位男生， 101位女生;正式樣本取自5所國中、 20個班級，共

601位學生，包含317位男生， 284位女生。十年級預試樣本取自2所高中、 5個班級，

共199位學生，其中有110位男生，的位女生;正式樣本取自4所高中、 16個班級，共

618位學生，包含307位男生， 311位女生。學校皆位於市中心邊障。

二、線上閱讀素養評量(Online Reading Literacy Assessment, ORLA) 

(一)評量架構、素材與細目

線上閱讀素養評量以 PISA 叩開電子閱讀評量架構為命題依據，包含訊息的使用擷

取、統整與解釋、反思與評鑑三個層面，同時參酌 Leu 等人 (2004 )線上閱讀理解構念。

評量素材取自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數位典藏資源，呈現臺灣文他多樣性脈絡，具有相當高

的學術性與教育性。網頁配置清晰，適合青少年閱讀。由於閱讀素養著重生活取材，有

別於成就測量，故取材範圍相當廣泛，包含學生熟悉和不熟悉的題材，且閱讀素養表現

較好者，更經常閱讀小說類文體。本研究在取材上，考量這些因素，在高中階段選用小

說類文體作為主要題材。上述材料經研究者適度編修，包含短文本和長文本。

八年級版本包含時光隧道單元與電影欣賞單元，前者主題為史前動物，取自數位

博物館網站，內容包含生物t石、食性、演f七等;後者主題為臺灣電影，取自國家電

影資料館網站，內容包含臺灣電影史、影評論述、放映資訊等。預試版本有的題，

為單式，經預試後修正 3 個試題，由於作答時間不足，正式施測分為甲乙兩式。正式

版本有 17 題，題目形式包含首頁資料判讀、搜尋結果列表、電子郵件、線上討論版、

網路訂票等，各單元有 8-9 題，其中，擷取與檢索歷程有 5 題，統整與解釋歷程有 7

題，反思與評鑑歷程有 5 題。各式有 12 題，其中 10 題為選擇題， 2 題為建構反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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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 題為共同試題。網站具多樣他的視覺特徵和屬性，如文字、圖片、動畫，多為短

文本，網頁分層如圖 3 。

十年級版本包含兩個臺灣文學作家單元，一為鍾理和數位博物館，一為賴和紀念

館，內容皆包合作家生平介紹、著名作品、文學貢獻等。預試版本有 18 題，為單式，

經預試後修正 4 個試題，受限於作答時間，亦分為兩式。正式版本有 18 題，題目形

式包含首頁資料判讀、單~;f[日多元文本閱讀，各單元有 9 題。丙丁式各有 13 題，其

中 12 題為選擇題， 1 題為建構反應題，有 8 題為共同試題。

網站分層較為複雜，多為長文本。試題設計偏重統整與解釋層面(10 題)

在試題類型方面，共有四種型式。類型一為低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程，類型二為

低文本處理和高航網歷程，類型三為高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程，類型四為高文本處理

和高航網歷程。類型的區分條考量文本特徵、航網歷程的複雜度、作業要求的明確度

等三個變項。在文本特徵方面，現階段主要是針對文本的長短做控制，在航網歷程的

複雜度方面，主要是針對找到答題資訊所需點擊的網頁個數、跨網頁的個數(單一和

多元文本)、線上情境等做控制，在作業要求的明確度方面，主要是針對題目敘述是

否有明確指定文本、題目與文本是否使用相同的用語做控制。不同線上閱讀歷程 o頡

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的運作都受到這些因素所影響。其中，類型一

和三的文本處理成份較重，較貼近紙本閱讀情境，類型二和類型四的航網成份較重，

較貼近線上閱讀情境，兩者各占一半比例。四種試題類型的示例見附錄(八年級版

本)。試題雙向細目表如下。

表 1 ORLA試題雙向細目表

文本素材
低文本處理 低文本處理 高文本處理低

低航網 高航網 身亢網

時光隧道單元 3 4 

電影欣賞單元 2 2 3 

作家鍾理和單元 2 2 3 

作家賴和單元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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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ρ

本研究自行研發一套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系統，該系統架構在Intemet/WWW '建置

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提供國高中學生及測驗管理者兩種不同的角色進行施測及管

理。受試者可透過網頁瀏覽器(女o Intemet Explorer)直接在線上進行施測。測驗管理者

負責管理維護受試者帳號、監控受試者的評量狀況、匯入匯出測驗資料等。系統架構

採用三層式軟體架構設計，分別為使用者介面層 (Presentation Tier) 、商業邏輯層

(Business Logic Tier) 及資料服務層 (Data Services Tier) 。在使用者端採用薄客戶

端的方式設計，使用一般的網頁瀏覽器 (Browser) 進行施測以減輕前端之需求及負

荷。試題採用Flash動畫製作呈現於網頁上，受試者以網頁瀏覽器搭配廣及普及的Flash

Player元件檢視試題。伺服器端採用Windows Intemet Inforrnation Server (IIS 6.0) 作

為網站伺服器，以Microsoft.NET為軟體平台，搭配ASP.NET程式技術'進行測驗系統

施測和計分之邏輯判斷及統計分析。後端資料庫則以關聯式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為整個系統之資料庫伺服器( Database Server) ，儲存受試者資料、試題內

容、試題參數、答題反應等相關資料。當受試者進入系統首頁後，先輸入個人基本資

料(如學校、班級及學號等) ，系統會顯示其姓名及性別，以便受試者確認自己的帳

號。在確認無誤後，系統顯示一段施測說明，並讓受試者進行作答練習。接著，系統

顯示題目並等待受試者反應。當受試者送出答案後，系統會自動將受試者的反應記錄

到資料庫中。最後，在受試者確定作答完畢後，系統自動呈現測驗結果報告。

系統環境為半開放式的網際網路資訊空間，模擬一個線上閱讀或問題解決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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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試者根據問題需求，搜尋和瀏覽解題的相關網頁進行作答。創新的評量率統介面

分為「網頁瀏覽區」與「問題作答區」兩大部分，網頁瀏覽區包含閱讀材料，問題作

答區包含評量試題，作答時由學生依題目敘述到網頁瀏覽區閱讀材料，並可使用網頁

上預設的超連結按鍵連結到不同的網頁，並隨時回到問題作答區選擇正確答案或輸入

文字( 50 字內) ，按確定鍵後即不能再回上一題。施測時間為40-45分鐘，每人配置一

臺電腦，在電腦教室進行團測，電腦的硬體規格皆一致，中隔一個座位，以防止作弊

行為。學生在正規的電腦課程已有2-3年使用ICT的經驗，故具備基本的ICT能力，例

如，鍵盤輸入、滑鼠操作、打字、使用按鈕、操作捲軸、使用下拉式選單、超連結等，

在測驗前5分鐘使用帳號密碼登人，共同閱讀測驗說明，並由施測人員示範作答，施

測人員皆為研究者。從實際施測情形來看，線上閱讀以基礎搜尋能力(航網)為必要

條件，學生在解決較複雜的問題時，若無法即時找到關鍵網頁，將浪費太多作答時間，

貼近一般線上閱讀的實際情境，頗適合用來檢測。

計分方面，選擇題採二元計分 (0 、 1) ，建構反應題採多元計分 (0-3 )。後者以人

工閱卷，由研究者草擬評分規範'並針對預試結果建立實際作答樣本，以供正式題本

使用。評分規範的內容依不同得分點各提供一名且編碼原則和數個參考答案。八年級甲

式滿分為15分，乙式滿分為13分:十年級丙和丁式滿分皆為14分。皆以多元計分Rasch

單向度IRT模式和同時估計法進行全測驗的題目參數估計和受試者能力值估計，理論

上，兩者值介於凶手3之間，能力估計值的平昀數為0 。八年級另以多向度IRT模式進行

不同閱讀歷程的能力值估計。

三、效標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效標工具有PISA 2006閱讀素養測驗、臺灣地區國中生基本學力測

驗、在校各科平均表現。前兩者皆為標準他測驗，具有穩定的信效度，在閱讀(語文

科)測量內容方面，皆含有閱讀和溝通部分。 2006和2009年十年級學生PISA閱讀素養

與基測國文成績(合作文)的相關皆在 70以上，為中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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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ISA 閱讀素養測驗

本測驗為八年級正式版本的效標。試題取自 PISA2006 正式施測國際閱讀試題。

研究者依不同層面試題比重分配與國際試題難度b參數選擇不同難度層次的試題組成

國中學生適用的題本，包括 5 個單元，每單元有 2-5 題，其中 3 個單元為連續文本， 2

個單元為非連續文本，共問題，平均難度 b 值為-.35 '包含 5 題擷取與檢索歷程的試

題， 8 題統整與解釋歷程的試題， 5 題反思與評鑑歷程的試題。實施時間為 45 分鐘。

2 位編碼人員皆為臺灣 PISA 2009 研究小組成員，接受過 1 個月的編碼訓練，其中一

位為研究者。評分時依 PISA 2006 國際閱讀試題的計分規準進行編碼，共 I 星期，計

分為 0-3 '採多元計分 Rasch 單向度和多向度 IRT 模式進行全測驗與不同閱讀歷程的

能力值估計。結果顯示 'IRT 信度係數為 0.79 '各閱讀歷程與總分的相關介於 0.57-0.90

之間，不同閱讀歷程的相關介於 0.62可0.90 之間。受限於學校配合意願'十年級學生未

接受此測驗。

(二)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CTEST) 為臺灣地區九年級學生升學進入高中職的參考依據。測驗目的在

檢測學生在經過國中階段的學習後，對教育部所訂定之各科能力指標的精熟程度，包

含國文(合作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科。測驗試題主要是根據各科課程綱要

之能力指標進行編製，不限定教材版本，為學習能力測驗，偏向學習成就導向。測驗

題型均採單一選擇題，包括單題及題組題兩類。各科採用 IRT 量尺分數計算，滿分為

80 分，加上作文級分，總分為 412 分。在信效度上已獲得客觀資訊，測驗分數可供申

請人學、甄選人學、登記分發入學使用。相較於各校實施的國文科段考試題，基測國

文成績更具有穩定性和參考價值，故本研究以此作為十年級版本同時效度檢驗的依

據，同時並以其他各科成績檢驗區辨效度。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於2010年6月收集八年級和十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預試資料，作為試

題增刪和修改的依據。 2010年12月收集八年級和十年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正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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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八年級有11個班級的學生接受甲式，計307人， 9個班級的學生接受乙式，計294

人;十年級有8個班級的學生接受丙式，計311人， 8個班級的學生接受了式，計307人。

在建立學生基本資料的同時，一併收集性別資料。在效標變項方面， 2011年4月收集

八年級PISA閱讀素養測驗資料， 5月徵得學校同意取得十年級學生在前一年參加基測

的各科成績， 6月收集八年級和十年級在校各科成績，共4次;科目皆包含國文、英語、

數學、自然、社會。其中，在校各科成績皆以班級為單位轉為z分數，並進行平均。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Iteman for Windows軟體進行傳統題目分析，並以ConQuest 2.0軟體進行

IRT題日參數估計與受試者能力值估計(並轉換為平均數500 '標準差 100的量足分

數) ，同時以SPSSI8.0進行Pearson積差相關、描述統計和f檢定分析。首先，以

p 吟、 d 、 rpb指標描述線上閱讀素養評量試題的難度、鑑別度和點二列相關條數。其

次，以相關矩陣討論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分數的輻合和區別效度。接著，以描述統計

呈現線上閱讀素養的評量結果，並以獨立樣本t檢定討論線上閱讀素養表現的性

別差異。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嘗試研發國、高中學生適用的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並針對可行性

樣本，提出評量工具的初步效度證據，同時描述學生的整體表現與性別差異。效度驗

證依循 Messick (1989) 所提出的架構，包含內容層面 (content aspect) 、實質層面

(substantive aspect) 、結構層面 (structural aspect) 、解釋性( interpretablity )等。

在內容層面，包含內容相關性( content-relevant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s )與技術

品質( technical quality )。

一、 ORLA 題目計量特徵

就 CTT 而盲，八年級各式試題的平均難度適中 (P=0.48 、 0.54) ，平均鑑別度良

好 (D=0.42) ， 平均點二系列相關適中(巾=0.36 、 0.38) ;十年級各式試題的平均難

度為中間偏易 (P=0.63 、 0.57) ，平均鑑別度良好 (D=0.44 、 0 .46) ，平均點二急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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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良好( rpb二 0.50 、 0.55 )。以 IRT 進行試題等t後，八年級試題的平均難度 b 值為 0.08 ' 

各題介於-l.36-2.10 之間;十年級試題的平均難度 b 值為-0.19 '各題介於-1.74-2.68 之

間。以八年級來說，擷取與檢索歷程的平均難度為-0.32 ，統整與解釋歷程的平均難度

為自0.08 '反思與評鑑歷程的平均難度為 0.75 。由上可知，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難度適

中，可區分不同程度的學生，對高中學生來說較為容易，而其中，反思與評鑑歷程的

試題對國中學生來說比較困難。

表 2 線上閱單素養評量的題目參數摘要

年級 式別 人數 題數 難度(P)
鑑別度 點二系列相關

IRT難度(b)
(D) (rpb) 

甲 307 12 0.48 0.42 0.38 
8 0.08 

乙 294 12 0.54 0.42 0.36 

丙 311 l3 0.63 0.44 0.50 
10 -0.19 

丁 307 l3 0.57 0.46 0.55 

二、 ORLA 效度檢驗

(一)內容層面

效度證據在內容層面上，可從測驗內容是否能充分涵蓋構念的定義範圍，整合專

業判斷和量他指標進行評判 (Messick， 1989) 。本評量在內容相關性及代表性方面，邀

請多位測驗評量領域學者與中文系教授針對各式版本進行內容和形式上的審查，根據

原先的測驗藍圖，考量文本特徵、航網歷程的複雜度、作業要求的明確度等因素，判

斷每個試題是否準確對應到藍圖中的各緬格。在綜合專家學者的意見後，研究者據以

修改閱讀材料、題目敘述和作答說明，同時調整試題分類，最後得到如表 l 的題數組

成結果。在量(七指標方面，採用 IRT 的 Infit 和 Outfit 指標值檢驗各題的模式適配度。

結果顯示，八年級各題的 Infit 值和 Outfit 值皆介於 0.84- 1.09 之間，十年級各題的 Infit

值和 Outfit 值皆介於 0.87- 1.1 5 之間，都在模式適配度的合理範圍 0.60- l.3 0 內。由此

可知， ORLA 試題與測量模式的吻合程度良好，兩個評量工具都有不錯的技術品質。

圖 4 和圖 5 分別呈現八年級和十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試題圖。此圖為能力估

計值與試題難度值的對應(右方數字為題號) ，理論上兩者介於-3-3 之間。大抵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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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十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試題圖

(二)實質層面

1.試題難度層次

效度證據就實質層面而盲，可檢視作答反應組型是否與文獻理論與假設一致

(Messick, 1989)。本研究從試題難度層次與效標關聯效度係數兩方面進行檢視。在試

題難度層次方面，依難度 b{宜並參酌試題內容，將八年級不同線上閱讀歷程的試題各

分為基礎、精熟和進階三個難度層次。表 3 為八年級甲乙式合併估計後的數據，結果

顯示，若將不同線上閱讀歷程分開來看，較簡單的擷取與檢索試題是在指定文本中擷

取某個明確訊息的試題，較困難的擷取與檢實試題是在多重文本中尋找某個訊息所在

位置的試題。較簡單的統整與解釋試題是整合數個指定網頁中明確訊息的試題，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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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統整與解釋試題是往返於多個不確定的網頁中進行資訊的連貫性統整之試題。較

簡單的反思與評鑑試題是辨認網路資料來源(如，網址)可靠性的試題，較困難的反

思與評鑑試題是針對線上文本內容本身進行批判反思的試題，尤其是線上論壇，而並

不是所需航網複雜度較高的試題。由上可知，各閱讀歷程的試題難度層次大致可依指

定文本、單一和多元文本、航網複雜度、文本內容的批判程度進行區分。此分類結果

與 OECD (2011) PISA 2009 數位閱讀評量各歷程的實徵難度組型一致。

另一方面，若將不同線上閱讀歷程合起來看，統整與解釋的試題有時t:1::擷取與檢

索的試題容易，這樣的數據與 PISA 調查結果也有部分謀合。根據 2009 年閱讀素養調

查結果，有些擷取資訊的問題比單純理解文義的問題來得困難，這些問題多半是出現

在非連續文本(如廣告單)上，原因在於文本中某些細部資訊不易被察覺，但往往卻

是答題的關鍵資訊 (OECD， 2010b) ;且不同線上閱讀歷程對文本特徵、航網歷程的複

雜度、作業要求的明確度等因素的控制也有差異。十年級丙丁兩式台併估計後的數據

顯示，擷取與檢索試題的難度 b 值介於-0.75~- 1.74 之間，統整與解釋試題的難度 b 值

介於-1.98-2.68 之間，反思與評鑑試題的難度 b 值介於 1.20-2.34 之間，也是一樣的情

形。整體而盲，本評量的實徵難度組型與現有的調查結果頗為一致。

表 3 八年級不同線上閱讀歷程試題難度層次的特徵描述

歷程 試題 b 層次 描述

2 -1.1 3 L 擷取指定網頁的單一特定資訊

10 -0.66 M 
擷取與檢索 7 -0.42 M 跨數個指定網頁擷取一到多個資訊

13 0.28 恥4

0.33 H 跨多重網頁以推測資訊的位置

3 -1.36 L 跨數個指定網頁整合特定的資訊

9 -0.74 扎在

11 -0.58 扎f

統整與解釋 17 -0.08 扎f 尋找問題關連的網頁以整合資訊

14 0.24 扎f

5 0.50 M 
4 1.3 1 H 在多重不確定網頁中進行動態性統整

12 -0.75 L 言于鑑網路資料來源的可靠性
8 -0.68 L 

反思與評鑑 6 1.47 M 言于鑑線上文本內容的可靠性
16 1.61 此f

15 2.10 H 言于鑑網路論培內容的可靠性

L: 易 'H 難 'M: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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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標關聯效度像數

八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與 PISA 閱讀素養及在校園文成績皆具有中度相關 (r=0.52

和 0.48) ，高於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的相關 (r=0.33-0.47 ) 。十年級線上閱讀素

養與基測國文成績亦具有中度相關 (r=0.47) ， 高於與基測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的

相關(戶0.28-0 .40 )。若以整個相關矩陣來看，社會科與各科的相關條數都很高，可能

原因在於學科內容範疇較為廣泛，涉及綜合性知識的使用，其中閱讀更是基礎，然整

體而盲，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呈現合理的效度組型。逐題方面，試題與總分的相關均高

於與效標的相關，且與國文成績的相關均高於與各科的相關。依逐題效度分析組型，

試題可分為兩類: (1)與總分有明顯較高相關的試題，及與各效標均無顯著相關的試

題:這類試題的航網成份較重，包含首頁資料判讀的訊息擷取歷程、評鑑網址或搜尋

結果可靠性的歷程、多重網頁的資訊統整歷程，足見不同線上閱讀歷程同時含有 ICT

搜尋成份。 (2)與各效標皆有顯著相關的試題:試題的文本處理成份較重，平均難度較

高，支持 Mendelovits 等人 (2009 )所提出之文本處理是電子閱讀評量主要難度來源

的說法。八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有 8 題航網成份較重的試題，平均難度 b 值-0.23 ' 

9 題文本處理成份較重的試題，平均難度 b 值為 0.37 ;十年級有 8 題航網成份較重的

試題，平均難度 b 值為-0.63 ' 10 題文本處理成份較重的試題，平均難度 b 值為 0.22 。

表 4 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分數的效標關聯效度條數

年級 人數 PISA 閱讀

8 601 

10 618 

加 <0.05

0.52* 

-
‘
一

ψ
A
T
ψ
A
T

、

v
f
-
Q
O

勻
/

河
喝
一
4
.
4
-

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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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A
U

英語 數學 自然

0.41 * 
0.37* 

社會

0.39* 

0.38* 

0.33* 

0.28* 

0.47* 

0 .40* 

對照電子閱讀評量所假設的試題分類，各試題可合理歸為低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

程、高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程、低文本處理和高航網歷程、高文本處理和高航網歷程

等四類。航網歷程又可分為機械性運作與認知性運作。不同類別的試題舉例說明如下:

( 1 )低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程:例如，八年級問題 2 明確指示學生到某個指定

的網頁中擷取單一明確的訊息，文本處理與航網歷程的複雜度皆低，偏向機械式的航

網運作。試題與總分的相關為 0.4 1 '與各效標的相關介於 0.33-0.38 之間，皆達 0.05

顯著水準'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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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文本處理和低航網歷程:例如，八年級問題 14 要求學生尋找幾個明確與

問題有關的長文本網頁，並選出最符合問題所需的資訊，閱讀理解的需求度較高，但

只需機械式的航網運作。試題與總分的相關為 0.48 '與各效標的相關介於 0.26-0.31

之間，皆違 0.05 顯著水準。

(3) 低文本處理和高航網歷程:例如，八年級問題 12 呈現一個搜尋結果資料網

頁，要求學生判斷數個網址來源的可靠性，而各筆資料的內容意義相近。試題與總分

的相關為 0.31 '與各效標的相關介於 0.05-0.07 之間，未達 0.05 顯著水準，見附錄。

(4) 高文本處理和高航網歷程:例如，八年級問題 4 要求學生根據問題需求，

跨多元文本搜尋與問題關連的網頁，同時整合數個資訊，以解決一個小型作業問題。

需要較高的認知性航網運作。試題與總分的相關為 0.50'與各致標的相關介於0.1 8-0.21

之間，皆達 0.05 顯著水準。

綜上所述，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具備合理的輻合與區辨效度，有別於離線閱讀，研

究結果支持 Coiro (2007) 、 Cheung 與 Sit (2008) ，及 Mendelovits 等人 (2009 )的論

點，線上閱讀理解僅有一部分可由離線閱讀解釋，電子閱讀同時涵蓋文本處理歷程與

航網歷程。

(三)結構層面

效度證據從結構層面來看，可檢視計分模式是否與構念所假設的能力結構一致

(Messick, 1989) 。本研究以單向度 IRT 進行線上閱讀素養表現估計，結果顯示，八

年級和十年級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皆符合單向度假定，只測量一個能力因素， Rasch 模

式分別可解釋 80.1%與 81.3%的受試者能力變異，大於 Linacre (2007) 所提出的標準

60%。以多向度 IRT 估計來說，八年級不同閱讀歷程與總分的相關介於 0.55-0.82 之問，

擷取與檢索歷程、統整與解釋歷程的相關為 0.72 '統整與解釋歷程、反思與評鑑歷程

的相關為 0.72'擷取與檢索歷程、反思與評鑑歷程的相關起 0.58。線上閱讀素養與 PISA

閱讀素養在擷取與檢索歷程得分的相關條數為 0.39 (p<0.05 ) ，在統整與解釋歷程得分

的相關條數為 0.49 (p<0.05) ， 在反思與評鑑歷程得分的相關條數為 0.4 1 (p<O.05) , 

顯示線上閱讀歷程有紙本閱讀歷程所測量的結構，而在數位f七環境中，由於資訊的擷

取仰賴網航工具，並需立即進行批判性選取，故擷取層面與評鑑層面是紙本和線上媒

介的主要差異。另一個解釋方式是，由於各線上閱讀歷程的得分中同時含有文本處理

成份和航網成份，其中航網又為必要條件，故使其有別於紙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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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釋性

解釋↑生意指測驗結果可提供的解釋程度 (Messick， 1989) 0 PISA 為了便於追縱各

國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成長，及進行紙本與數位閱讀表現的對照，雖然歷次測驗實施

的內容和施測題數都不盡相同，仍皆使用同一組決斷分數作為解釋學生表現水準的依

據，且適用於九和十年級。由於本研究之 0肛A 像針對電子閱讀評量進行本土忱的開

發與實證研究，以其評量架構與試題特色為依據，在總施測題數、題型分配及全測驗

量尺估計方法上亦雷同，故tJ其決斷分數瞭解學生目前的精熟水準特徵有哪些一樣的

地方。在測驗結果的解釋上，較高水準的線上閱讀素養表現特徵包含較低水準的線上

閱讀素養表現特徵，八年級未達水準 2 (407 分以下)的學生能擷取指定網頁中的明

確資訊，及整合數個指定網頁的明確資訊;水準 2 (407 分以上)的學生能進一步跨

數個指定網頁擷取多個資訊、搜尋問題關連的網頁並整合資訊、評鑑網路資料來源的

可靠性;水準 3 (480 分以上)的學生在擷取訊息方面，能進一步搜尋多重網頁以推

論資訊的位置;水準 4 (553 分以上)的學生在統整訊息方面，能進一步理解單一文

本所隱含的資訊，及不同搜尋結果資料的意義。水準 5 (626 分以上)的學生在評鑑

訊息方面，能進一步評鑑線上文本內容及網路論壇內容的可靠性。十年級未達水準 2

學生的表現與八年級雷同，水準 2 到水準 4 學生的表現與八年級水準 4 學生雷同 '7位

準 5 學生的表現與八年級水準 5 雷同。不同表現水準皆可根據幾個主要特徵進行區分。

在測驗信度方面，本研究初步檢驗各單元與總分的相關，及建構反應題的評分者

一致性。結果顯示，八年級甲乙式評量單元與總分的相關介於 0.77-0.84 之間，內部一

致性 α 係數各為 0.58 和 0.60 '兩式合併後的 IRT 信度估計值為 0.62 。十年級丙T式評

量單元與總分的相關介於 0.76-0.88 之間，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各為 0.57 和 0.59 '兩式

合併後的 IRT 信度估計值為 0.61 。建構反應題由研究者與一位國文科現職教師使用評

分規範進行評定，評分者一致性條數分別為 0.85 和 0.81 '一致性良好。由於學生在複

雜作業所需的答題時間較長，每位學生作答的題數受限，故暫時以群體表現特徵描述

為主，因為個體的特徵或診斷描述誤差較大。

三、線上閱讀素養表現

(一)整體閱讀表現

表5呈現全體學生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原始得分。由表可知，八年級甲式平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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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7.1 9 '乙式平均得分為6.57 '多數學生答對一半試題。試題經等他後，平均量尺

得分為500 ，標準差為肘，女生的平均數為518 '男生的平均數為485 '女生得分較高。

在十年級方面，丙式平均得分為11.側，丁式平均得分為7.63 '試題經等11:後，平均量

足得分為500 '標準差為75 '其中女生的平均數為508 '男生的平均數為491 '女生得

分較高。

表 5 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原始得分之描述統計

年級 式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甲 307 7.19 2.51 
8 

乙 294 6.57 2.00 

丙 311 11.06 2.34 
10 

丁 307 7.63 2.57 

在精熟水準方面，八年級未達水準2( 407分以下)的學生有10.1%'位於水準2(407

分以上)的學生有26.5% '位於水準3 (480分以上)的學生有37.1% '位於水準4 (553 

分以上)的學生有21.1 % '位於水準5 (626分以上)的學生有5.2% 0 八年級未達水準2

的男生有12.6% ' f立於水準2的男生有30.9% '位於水準3的男生有36% '位於水準4的

男生有17.7% '位於水準5的男生有2.8% 。八年級未達水準2的女生有7.4% '位於水準2

的女生有2 1.5% '位於水準3的女生有38.4% '位於水準4的女生有25% '位於水準5的

女生有7.7% 。十年級與八年級的t:t例分布組型相同，多數學生皆位於水準3 '其中男

生多位於水準2和水準3 '女生多位於水準3洞口水準4 ，水準5的學生人數明顯較少，如

表6 。綜上所述，中學生線上閱讀素養的表現適中，且女生表現較好，大部分的學生

能擷取數個指定網頁中一到多個明確資訊、搜尋多重網頁以推論資訊的位置、搜尋問

題關連的網頁以整合資訊、評鑑網路資料來源的可靠性。各精熟水準的學生人數比例

分布接近2009年PISA數位閱讀評量各國調查結果。

若比較全體學生在兩種不同媒介的閱讀素養精熟水準表現，紙本和線上閱讀素養

表現達水準3的學生人數皆較多，就水準2以下而盲，線上媒介位於水準2的學生人數

較多，紙本媒介未達水準2的學生人數較多，皆以男生較多。就水準4以上而言，紙本

媒介位於水準4和水準5的學生人數皆較多，女生尤為明顯，女生的線上閱讀不如紙本

閱讀。上述結果與2009年PISA數位閱讀評量各國男女學生在不同媒介閱讀表現的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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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男生落後表現的現象值得關注，另一方面，水準5的試題多需反思與評鑑'可

見加強青少年線上批判性閱讀是當前的要務。

表 6 八年級男女學生紙本和線上各閱讀精熟水準的比例分布

性別 媒介 未達水準2 水準2 7位準3 水準4 水準5

紙本 16.1 21.8 31.3 24.6 6.2 
全體

線上 10.1 26.5 37.1 21.1 5.2 

紙本 22.1 23.7 30.3 18.9 5.0 
男生

線上 12.6 30.9 36.0 17.7 2.8 

紙本 9.5 19.7 32.4 31.0 7.4 
女生

線上 7.4 21.5 38.4 25.0 7.7 

註:紙本媒介使用 PISA 閱讀素養測驗

(二)不同閱讀歷程表現

在不同線上閱讀歷程表現方面，八年級甲式擷取與檢索試題的平均原始得分率為

0.51 '統整與解釋試題的平均得分率為 0.48 ，反思與評鑑試題的平均得分率為 0.45 ' 

其中選擇題的平均得分率為 O.兒，建構反應題的平均得分率為 0.l 5; 乙式擷取與檢索

訊息的平均得分率為 0.62 ，統整與解釋訊息、為 0.58 '反思與評鑑訊息、為 0.35 '其中選

擇題的平均得分率為 0.61 '建構反應題為 0.16 '建構反應題多為反思與評鑑試題。十

年級丙丁式建構反應題的平均得分率在 0.30-0.35 之間，也遠低於選擇題。多向度 IRT

估計結果顯示，八年級學生在擷取與檢索歷程的平均得分為 503 '在統整與解釋歷程

的平均得分為 501 '在反思與評鑑歷程的平均得分為 499 ;男女學生在擷取與檢索歷

程的得分差距較小，在反思與評鑑歷程的得分差距較大。就男生而盲，擷取與檢索歷

程的表現相對較好，就女生而言，反思與評鑑歷程的表現相對較好。以建構反應題的

實際作答樣本來看，大部分學生習慣以自己的意見回答問題，無法有效根據網站資訊

做為推論或判斷的依據，另一部分學生偏重複製文本，未能提供網站資訊與自己立論

的關連說明。十年級也有同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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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八年級男女學生在不同線上閱讀歷程的表現對照

(三)性別差異

在性別差異檢定方面，青少年女生的線上閱讀素養平均表現優於男生，八年級女

生的平均得分為 518 '男生的平均得分為 485 ，十年級女生的平均得分為 508 ，男生的

平均得分為 491 。對全測驗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八年級的 f檢定值為 4.77

(p<.Ol) ， 解釋力 17 2 為 0.037 ;十年級的 t檢定值為 4.11 (p<.Ol) ， 解釋力4為 0.027 。

由此可見，就線上閱讀素養而盲，性別差異的現象依然存在，且國中有更明顯的差異。

若以單題表現來看，女生在閱讀成份較重與航網成份較重試題的表現都比較好，尤其

是電子郵件與討論交流的問題，此與 2009 年電子閱讀評量的調查結果一致。男生表

現略好的題目則在搜尋多重網頁以推論資訊位置的問題。

上述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有不錯的品質，並有初步效度

證據支持，全體學生的表現適中，多項發現與 PISA泊的各國數位閱讀評量調查結果

不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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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旨在嘗試研發兩個中學生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工具，並針對可行性樣本，進

行初步效度檢驗，同時描述青少年樣本的閱讀表現。茲針對試題品質、效度檢驗、表

現特徵等方面之初步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說明結論:

(1)在試題品質方面:兩個線上閱讀素養評量的難度適中，鑑別度良好，對高

中學生來說較為容易，對國中學生來說比較困難。惟受限於作答時間與測驗內涵的複

雜性，尚未獲得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α 條數與穩定的信度估計值。由於各式評量的實施

時間僅 45 分鐘，某些試題設計涉及較複雜的航網運作，所需的答題時間較長，因此

便資料收集的代表性受限。本研究使用題本配置進行較長測驗的表現估計，結果顯

示，可得到比較好的估計值穩定性，此可作為後續線上閱讀題庫擴充，及類推性效度

證據收集與探討的基礎，包含不同線上閱讀歷程的表現估計。整體而言，線上閱讀素

養評量頗適用於青少年學生，本研究參考 PISA 在題目敘述中採用不同程度航網指示

的試題設計方法可有效措引學生搜尋關連網頁與閱讀，有別於使用關鍵字作為搜尋起

點的 ICT 素養評量，能克服其實線上情境中關鍵字搜尋能力不佳所產生的後續問題，

此精神可作為後續以青少年階段閱讀作為焦點之線上評量設計的起點。

(2) 在效度檢驗方面: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在內容層面上，實徵資料與模式的適

配度良好，具有不錯的技術品質。不同難度層次的試題與電子閱讀評量所提出的試題

分類假設與難度來源大致相符，且測量的特質包含 ICT 航網歷程，有別於離線閱讀，

在實質效度上有合理的證據支持，與 Coiro( 2007 )、 Cheung 和 Sit( 2008) ，及 Mendelovits

等人 (2009 )、 OECD (2011) 的論點一致。受試者個體表現可依不同水準試題的特

徵進行界定，提供線上資訊擷取、資訊統整及資訊評鑑的測驗結果解釋架構，且較高

水準的表現特徵包含較低水準的表現特徵，也與 OECD (201Ob) PISA 現有的結果資

料不謀而合。整體而言，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在內容層面、實質層面、結構層面、解釋

性等方面皆有良好的效度證據支持。目前以半開放式網際網路環境模擬其實的線上環

境，在各閱讀歷程中亦可見其展現不同於紙本閱讀的型態，效度係數組型比 OECD

(2011 )的 PISA 資料合理，顯示如果相關變項控制得當，採用虛擬情境所測量的表

現可能與其實情境一致，因此，未來在評量，情境的安排上，可考慮在似真性與施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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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取得一個較佳平衡。

(3)在發展特徵與性別差異方面:本評量工具是一個初步嘗試。從該地區中學

生的初步表現來看，青少年學生線上閱讀素養的表現適中，對於一個創新評量設計形

式來說，學生的表現算是不錯。大部分學生能擷取數個指定在罔頁中一到多個明確資

訊、搜尋多重網頁以推論資訊的位置、搜尋問題關連的網頁以整合資訊、評鑑網路資

料來源的可靠性;惟在線上文本的評鑑上表現較不理想，習慣以自己的意見回答問

題，無法進行有依據的說理，可能原因在於平日沒有這樣的習慣，多以複製文本的方

式收集和組織線上資料，由此可知，資料依據的線上批判思考教學是中學語文數位化

課程訓練的要項。另一方面，女生在電子郵件和線上交談的問題上表現較好、男生在

搜尋多重網頁的問題上表現較好，性別差異特徵與 OECD 平均各國男女學生的表現相

同 (OECD， 2011) 。由於 PISA 2009 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女生較常使用電子郵件並從

事線上聊天等社會性活動，男生較常參與網路小組論壇及搜尋網路資訊等資訊搜尋活

動 (OECD， 2010c ; OECD, 2011) 。同時，男生也t:t女生更容易使用多種搜尋策略、點

閱不同超連結、往返於網頁之間、花費較少時間瀏覽每個網頁 (Chen， 2009 ; OECD, 

2011 ; Rahm妞， Yassin, Ish此， & Amir, 2008) ，這些可能都是造成表現不同的原因，值

得後續進行背景變項的探討。另一方面，從階段別來看，國中性別差異比高中明顯，

皆以男生為落後，尤其是線上文本的評鑑，顯示在進入國中階段後，即宜關注及加強

線上文本的教學，特別是針對男生。

(4) 在評量革新方面:本研究線上閱讀素養評量是臺灣地區較早以閱讀科為主

所發展的數位他評量，由於線上測驗在技術上與硬體上的門檻較高，本評量結合線上

典藏資源，為國內少見。從施測現場來看，學生多專注於作答，顯示這樣的嘗試頗值

得被鼓勵。

二、未來研究與教學上的建議

本研究參考 PISA 電子閱讀評量的試題特色與施測方法，進行本土t線上閱讀素

養評量工具的開發與實證研究。無論在應用或學術研究層面，線上閱讀素養是目前一

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且尚在起步階段，仍缺乏明晰的理論架構與實證資料。雖然近來

國內外學界亦開始重視電子閱讀，線上閱讀素養因本質上仍有差異且目前受到較少研

究者的關注，因此本研究提供可接受的學術理論創新性和應用價值。本研究根據研究

限制與上述結論，提出未來研究與應用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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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充線上閱讀評量題庫:本研究線上閱讀素養評量受限於作答時間與測驗

內涵的複雜性，尚未獲得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與穩定的信度估計值。使用題本配

置進行較長測驗的表現估計後，可得到比較好的估計值穩定性，此可作為後續線上閱

讀題庫擴充與信度檢驗的基礎，包含不同線上閱讀歷程的表現估計。

(2) 記錄航網歷程與計分:本研究線上閱讀素養評量未記錄航網歷程並予以計

分，故在評量結果的解釋上，無法提供較具有診斷價值的剖面資訊，後續研究可記錄

航網歷程，並發展計分規準，以提供線上閱讀的部分給分機制。

(3)數位化閱讀評量的革新:本文最主要的貢獻在線上評量的革新方面。由於

線上測驗在技術上與硬體上的門檻較高，本評量是臺灣地區較早以閱讀科為主所發展

的數位忙評量，文本素材結合線上典藏資源，為國內少見，值得進一步嘗試。

(4) 增進青少年線上批判性閱讀:本研究青少年樣本的線上文本批判性閱讀表

現不盡理想，尤其是建構反應題。未來教學宜強調資訊依據為批判性閱讀的關鍵，需

教導學生答案需改寫自網站資訊，選用文本或圖表資訊支持自己的論點，強調資訊依

據為評分的關鍵。閱讀內容可從線上網路論壇、多元線上資訊來源著手，以進行線上

文本的評鑑。

(5) 加強青少年男生的閱讀表現:男生在紙本和線上媒介的閱讀表現都比較不

好，除了針對落後學生的表現特徵規畫合適的教學介入方案，例如，針對跨網頁擷取

資訊、搜尋問題關連的網頁以整合數個資訊、評鑑網路資料來源的可靠性等進行教學

外，也可從事相關背景變項的分析，以了解落後表現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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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三:高文本處理和低航網一到指定網頁中評論某一長文本(問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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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四:高文本處理和高航網一搜尋多重網頁以統整多項資訊(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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