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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本與數位閱讀差異

根據 Internet World Stats（2012）的
統計，全球有近三分之一人口，超過 24
億的網路使用人口，就台灣而言，有高

達 75%（約 1753萬）網路使用人口。上
網者大多是以搜尋資訊、瀏覽網頁訊息、

收發電子郵件、網路社群參與等占多數，

而這些行為多得依靠閱讀來進行訊息擷

取、理解。雖然，新一代族群經常接觸

這些網路、數位科技，但並不代表他們

具有良好的網頁導航或訊息搜尋、來源

評估技能（Henry, 2006），網路或數位環
境的閱讀就像是一把雙面刃（林珊如，

2010），是需要透過良好教學、評量策
略來培養學生數位閱讀能力。

網際網路是 21世紀全球化經濟發展
的核心要素，因應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演

變，學校有責任確保每位學生有能力進

行數位環境的閱讀，而數位閱讀不單僅

從靜態紙本獲取資料轉為動態連結，它更

強調心智模式、新素養建立，關心學生

適應網路新科技變化的學習能力，著重

如何透過數位閱讀來學習（digitally read 
to learn）、甚至是透過數位閱讀來尋找
答案或解決問題（digitally read to problem 
solving）的能力。整體而言，本文目的在
導引讀者了解數位閱讀理解獨特性及例

舉範例說明教師如何在教室內執行數位

閱讀學習與評量，以為實務教學參考。

教室內數位閱讀學習與評量

數位閱讀（digital reading）概念是
雷同於線上閱讀（online reading）、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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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electronic reading）或超文本閱讀
（hypertext reading）等，意指閱讀者透
過網際網路、多媒體、搜尋引擎等科技

進行閱讀行為，以達學習或者問題解決

的歷程；另一方面，紙本（或書面）閱

讀（print reading）或稱離線閱讀（offline 
reading）則指閱讀者僅利用紙本文本或
非數位環境進行閱讀。學者主張數位閱

讀理解是比紙本閱讀理解需要更多能力

（Coiro & Dobler, 2007），而此論點也已
獲得國際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2009）支持，認同數位閱讀
理解的重要性及其獨特本質，其中，除

了閱讀媒介差異外，數位文本（digital 
text）與紙本文本（print text）也具有幾
項顯著結構性差異或轉換，例如：已從

靜態文本走向動態視窗與界面、內容從

線性的安排走向超連結的非線性形態、

從文字描述走向多媒體與類現實體驗、

從作者主導文本內容走向線上討論或社

交場域等等（OECD, 2011）。
隨著閱讀結構的改變，也影響閱讀者

的閱讀形態，在紙本閱讀中，讀者利用

目錄來擷取欲閱讀的篇章或內容，但在

數位環境下，閱讀者會使用搜尋引擎或

超連結功能來找到欲閱讀訊息；在紙本

閱讀中，強調的多半是就單一文本內容，

進行概念連結與整合，而在數位閱讀下，

更強調要如何從多個數位訊息管道進行

訊息整合；在紙本閱讀中，閱讀的文章

多半是具有結構良好（well-structured）
的內容，而在數位閱讀中，閱讀者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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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閱讀者所面臨的環境，不僅接收

的訊息、閱讀理解歷程愈趨複雜、多元，

需要額外的能力或策略，才足以因應未

來環境的變化，根據 Leu及其團隊的研
究結果，提出數位閱讀理解是至少包含五

個元素，也大致符合或已逐漸融入美國

近年來所推廣的美國各州共同核心標準

（CCSS）（Leu et al., 2013）。它們分別是：
（ 一 ） 擬 定 或 掌 握 重 要 問 題 或 議

題（ i d e n t i f y  p r o b l e m s  o r 
questions）：在網路閱讀環境中，
問題解決是一重要核心，而閱讀

者能否真正掌握或瞭解問題內涵

則扮演著重要關鍵。

（二）找到訊息（locate）：閱讀者要有
能力去閱讀並找到符合已身或解

題所需的訊息，其中，此能力包

含如利用適當的關鍵字進行搜

尋、從搜尋引擎（如 Google）
檢索結果找到適當連結並做出推

論、能有效從網頁內找到相關訊

息等。

（ 三 ） 批 判 性 評 估 訊 息（evaluate 
information critically）： 閱 讀 者
要有能力去閱讀與評估網路的訊

息，雖然，在紙本閱讀環境中，

評鑑或評估能力本身就占有一席

之地，但是網路訊息更為複雜、

多元或更易存在的偏誤，因此，

現行臺灣對於學生數位閱讀評量的

投入，是以 2015、2016年正式參與 PISA
及 PIRLS線上閱讀評量，但這類國際評
比模式多半不適合教師於教室中執行，

其因是這類評量試題都是由一群具有資

訊、閱讀、認知心理、或其它學科領域

等專長的團隊所執行開發（範例題可參

考 網 站：http://pisa.nutn.edu.tw/sample_
era_tw.htm），此舉對於學校教師而言，
無異是艱難任務，但細究大型評量與班

級評量模式內涵，本身就具有不同特性，

前者關注群體表現，需大量施測，所以，

二、數位閱讀理解能力

三、教室中數位閱讀學習與評量

網路評估的能力重要性是更甚以

往，而其類型可以是評鑑網頁或

數位社交工具內容是否具合理

性、準確性、可信度或存在偏誤

等面向。

（四）整合訊息（synthesize）：就如同
紙本閱讀一般，閱讀者需要整合

文本內訊息或概念，但在數位環

境中，閱讀者更常面臨的是多個

線上訊息的整合，在閱讀期間，

要不斷決定下一個閱讀網頁、下

一個參訪的網站、下一個回應的

訊息等，因此，良好的整合是需

要閱讀者同時掌握自身閱讀歷程

覺知與文本內容理解。

（五）溝通訊息（communication）：在
數位環境中，閱讀與回應已變成

不可分離的元素，閱讀者不僅要

具有接收訊息能力，同時要利用

如部落格、電子郵件、臉書等數

位社交工具進行分享訊息的能力。

接觸到結構不完整（ill-structured）的內
容；在紙本閱讀中，閱讀者多屬被動接受

作者對於內容的詮釋，而在數位閱讀中，

閱讀者同時能接受來自其他人對於文本

內容的評論或意見（Brow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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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位閱讀教學與評量範例

易使用與計分的選擇題型是偏好的選項，

後者則具備學生數少的特性，因此，以

關注學生個體表現、實作評量、或者課

程本位延伸之班級評量及教學活動則成

為可行的項目。

表 1數位閱讀教學範例是以發展學生
找到訊息的能力，其下包含利用適當關

鍵字進行搜尋、從搜尋引擎檢索結果找

到適當連結等，從簡短文本引起學生動機

及問題，進而銜接至利用網路搜尋引擎

找尋答案的情境，教學發展中，教師除要

導引突顯不同關鍵字可能找到不同搜尋

結果外，更要教導學生選擇出適當的連

結，而其中包含一些如從標題判斷、關鍵

字會以特別顏色（形式）出現在文本中、

從網址來輔助判斷（com商業、edu教育、
org政府組織等）等技巧，都可適當引導。
最後，教師可利用分組極速搶答的遊戲來

檢核學生是否習得本次能力指標，其中，

搶答時間的限制是需要的，因為，網路

閱讀情境著重的是培養學生在面臨大量

訊息下，能快速及適當的選擇出進一步

閱讀的連結。

學習領域 國語文、自然

活動主題 北極熊的抉擇

能力指標 找到訊息：利用適當關鍵字進行搜尋、從搜尋引擎檢索結果找到適當連結

能力指標 說明

教

學

流

程

＊準備活動

北極是地球最冷地方之一，是一片終年冰雪覆蓋的銀白色世界。那裡住

著陸地上最大的肉食動物 - 北極熊，為了適應當地寒冷天氣，北極熊除了有

很厚脂肪外，還有特別的毛皮大衣。

北極熊最常捕捉海豹，冬天時，北極熊會找尋浮冰上海豹呼吸用的呼吸

孔，連續幾小時一動也不動，靜待海豹從呼吸孔探頭呼吸時，一口捉住。對

於躺在浮冰上的海豹，北極熊也有特別的狩獵技巧，它發揮自己的游泳專

長，無聲無息地從水中秘密接近海豹，有時還會推動一塊浮冰作為掩護，等

接近目標時，突然躍出水面，緊緊捉住毫無防備的海豹。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北極氣溫上升、冰層融化，對於北極熊的生存帶

來很大危機。北極熊需要靠海上的浮冰，才能獵捕牠們最愛吃的海豹。但全

球暖化讓北極溫度在 50 年內上升了攝氏 4 度，海面上的浮冰逐年減少，狩

獵時間變短，食物也跟著變少了，為了生存下去，北極熊應該如何抉擇呢 ?

一、老師可能導引的問題：

1. 北極熊為何是陸地上最大肉食動物，它有多大呢 ?

2. 它的毛皮大衣有何特別之處 ?

3. 北極熊愛吃的食物有哪些 ?

4. 為什麼北極氣溫會上升，什麼是全球暖化 ?

引起動機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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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流

程

＊發展活動

一、如果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您習慣使用哪一種搜尋引擎 ?

□ Google

□雅虎

□蕃薯藤

□其它：______________

二、搜尋時，您所使用的關鍵字是什麼 ?

( 以第 1 個問題為例 )

□北極熊

□北極熊的身材

□最大肉食動物

□北極熊的特徵

□其它：_______________

三、為什麼您會想使用這個關鍵字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老師示範使用「北極熊的身材」關鍵字，找出下列結果 (2014.05.26)：

1. 是不是每筆資料都能找到答案呢 ? 哪些訊息是有用的，讓我們試著來刪除

不必要訊息。有找到要的連結嗎 ?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不同搜尋引擎找尋答
案

利用不同關鍵字找尋答
案

從檢索結果找出適當連
結
( 參考技巧：
1. 關鍵字會以特別顏色

標註在文本中
2. 從標題判斷
3. 從網址來輔助判斷

(com 商業、edu 教育、
org 政府組織等 )

比較不同關鍵字的搜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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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流

程

五、老師使用另一關鍵字「北極熊的特徵」，找出下列結果：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留 □刪除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綜合活動

一、學生分組就其它問題 ( 如第 3 個問題 ) 利用關鍵字搜尋資料。並發表。

1. 曾使用哪些關鍵字 ? 哪個關鍵字是最適合的 ?

2. 找到哪些資料 ? 哪幾個連結是適合的 ?

＊學習評估活動 - 急速搶答 ( 保留 V.S. 刪除 )

老師想知道北極溫度上升情況，輸入關鍵字「北極氣溫上升」，請每一組用

最快速度幫老師決定是不是要保留下來繼續閱讀這個連結 ?

( 註：若要個別計分，也可限時顯示 PPT，學生個別作答 )

以 PPT 逐一呈現搜尋結果，學生分組舉牌「保留 或 刪除」，例如：

學生分組練習

學生分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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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數位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是逐漸受

到國內重視，除了國際大型評比計畫的參

與，教育部也積極推廣一系列研習課程，

除以課文本位為主體的閱讀理解教學（課

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網頁，2014）外，
PIRLS（或稱 ePIRLS）團隊也於未來規
劃「數位閱讀素養課程研習手冊」(課程
研發小組，2014年 4月），企圖透過暑

期研習方式，提昇教師的數位閱讀教學

知能。本文希冀作為一個觸發，除簡要

說明數位閱讀內涵外，更期望引起教師

對於數位閱讀教學重視及不斷反思各種

相關議題，何謂數位閱讀能力 ?與紙本閱
讀能力的差異為何 ?等，只有教師真正掌
握其內涵後，才得以編擬出適合自身班

級學生的數位閱讀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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