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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的讀寫表現及閱讀障礙比率。本研

究以102學年度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37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以「中文閱讀障

礙診斷流程與測驗」和「國民中學中文聽寫測驗」作為調查工具。  

調查結果如下：  

（1）研究對象具有閱讀障礙者為31人，佔83.7%，具有書寫困難者33人，佔89.2%，其

中同時具有閱讀障礙和書寫困難者為28人，佔75.7%。  

（2）在閱讀各分測驗方面，識字量低落者29人、常見字流暢性低落23人、聽覺理解困

難者18人、部件辨識困難者4人、部首表義困難者14人、聲旁表音困難者14人、閱

讀理解困難者為21人、聲韻覺識困難者為21人。  

（3）在聲韻覺識表現中，聲韻結合困難者15人、有音素分割困難者13人、有聲調覺識

困難者16人。  

（4）37位研究對象中，有1人為口語問題、具有閱讀障礙者的31人中，理解型共2人，

識字型共12人，語言型共17人。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若干建議以共教育行政單位及相關教育人員之參考。  

 
關鍵字：學習障礙、國中原住民學生、閱讀障礙、書寫困難 

 

緒論 

一、研究緣起 

閱讀與寫作是學習及獲取知識的基礎，

即基本讀寫能力（ literacy）是國民教育階段

之重要的學習指標，且也是衡量一個國家人民

素質的重要指標（陳秀芬、洪麗瑜、陳慶順，

2008；劉盛男、王逸棻，2011）。讀寫能力泛

指語文能力，而閱讀與書寫是語言四種形式（

聽、說、讀、寫）中，發展較晚的能力，

Lyon（ 1998）指出口語能力是人類發展自然

產生的能力，但書寫語言能力則需要後天教育

才能獲得，而且通常是在進入小學之後才會正

式進行的學習，這二者也是小學生學習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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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長久以來，在主流社會的脈落下，原住

民一直是社會的弱勢族群，眾多研究指出原住

民學童在學校的各項表現皆不如漢族學生，如

學習上面臨較多困難（李亦園、歐用生，1992

）；洪麗晴（1995）發現原住民國小學童在瑞

文智力測驗中的得分顯著低於平地學童，不論

學童的性別、年級、就讀地區，一般的老師認

為非原住民的學業成就、智力、創造力等表現

皆優於原住民學童；李建興、簡茂發（1992）

研究指出，原住民學童不論在語文科或數理科

的學業成就皆低於非原住民學童。基於上述，

讀寫能力是學習的基礎，原住民學生在此方面

的表現如何？是否也低於非原住民學生而導致

低學業表現？原住民學生讀寫障礙或困難比率

是否高於非原住民學童？是本研究之主題與重

點。  

教育是謀求國家社會進步的主要動力，

我國憲法強調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教育也

是現今重要的教育理念，因而在國家建設不斷

進行，整體教育水準亦不斷提升之際，對於相

對弱勢的原住民教育，應如何採取積極的扶助

措施，確保原住民接受各級各類教育機會均等

，並能建立符合原住民需求的教育體系，是當

前國內教育之重要課題。是故，民國八十七年

六月七日公布了「原住民教育法」，為落實法

令，也實施了二期的「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

五年計畫」（第一期是83-87學年度；第二期

是88-92學年度），其主要目的是為能全面提

升其教育水準。但從其工作內容及成果來看，

似乎較忽略學前及國民教育之基礎教育階段（

如推動原住民學校閱讀與寫作教學）。再者，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1）對99年度各縣市原

住民人口之統計，以花蓮縣最多（90,912人，

佔 17.74% ） ， 台 東 縣 次 之 （ 80,152 人 ， 佔

15.63%）；惟以原住民人口佔該縣市人口比

率來看，則是台東縣居冠（佔 34.75%）。再

者，以原住民學生佔該縣市學生人口比率來論

，也是台東縣的 31.08%最高，是故，台東縣

是台灣地區最具有族群多元、文化多樣等特性

的縣市之ㄧ。研究者因在台東地區任教，也身

負中小學教育輔導之責，因此，希望透過相關

測驗、問卷、文獻、訪談及觀察所收集到資料

，探究台東地區原住民學生讀寫能力及表現現

況，以提供相關單位及人員在推展國內原住民

教育之參考。  

再者，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13a）資料顯示，臺東縣101學年國中身心障

礙學生411人，學習障礙（以下簡稱學障）的

人數為170人，是所有障礙類別中人數最多的

，其中學障原住民學生為80人，佔總學障人數

將近 1/2；臺東縣 102學年國中身心障礙學生

384人，學障的人數為176人，其中學障原住民

學生為76人，佔總學障人數的43.2%（特殊教

育通報網，2014）。顯示出學障原住民學生皆

具有一定的比率。張英鵬（2000）表示原住民

學生的學障出現率略高於全國學障的出現率。

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相關測驗所蒐集到的資料

，以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生為對象，探究臺

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生的閱讀表現，以及閱讀

障礙的佔有比率，希望能對未來原住民學習障

礙的相關研究提供參考。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研究動機之敘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究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

閱讀障礙的比率。  

（二）探究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

之閱讀表現。  

（三）探究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

之書寫表現。  

本研究擬探討以下問題：  

（一）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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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的比率為何？  

（二）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之閱

讀表現如何？  

1.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識字量

表現如何？  

2.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常見字

流暢性表現如何？  

3.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聽覺理

解表現如何？  

4.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部件辨

識表現如何？  

5.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部首表

義表現如何？  

6.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旁表

音表現如何？  

7.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讀推

理表現如何？  

8.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韻覺

識表現如何？  

（三）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書寫

表現如何？  

文獻探討 

一、相關原住民學生學習議題 

全國原住民學生人數方面，國中小原住

民學生人數為72,652人，原住民學生佔各該縣

市學生比率以臺東縣 33.90%最高。臺東縣有

22所縣立國中（不含國立臺東大學附設實驗體

育中學），學生數8,219人，而國中原住民學

生人數3,274人，佔國中學生總人數39.83%，

將近四成的比例（教育部，2013a 、2013b）

。因此，瞭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生讀寫能

力表現情形，有其重要及必要性。以下討論影

響原住民學生學習之重要議題：  

原住民在接受國民教育時，其本身文化

和經驗背景與主流教育並不相符，因此對原住

民學生在學業學習上可能產生影響，LeMoine

（2001）就指出少數族群學業成就低落的現象

，可能為缺乏主流的文化或語言經驗。除此之

外，有些面向也會影響原住民學生之學習，以

下分別論述之：  

 （一）家庭環境  

家庭教育對於子女的發展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譚光鼎（2002）指出多數中輟學生的

家庭屬於低社經、結構不完整、缺少關愛與支

持環境。因此，原住民的家庭結構如何、家長

教養態度、家庭社經地位都可能影響原住民學

生的學習狀況。  

王慧豐（ 2001）指出，家庭環境改變，

使原住民家庭的教育養護和社會化功能減弱，

原住民學生在缺乏父母的指導和教育，常常造

成他們學業成就及學習動機低落、缺乏自信及

社會適應不良等問題。若又考量原住民家庭狀

況，不同的家庭狀況（單親、隔代教養等），

這都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學生的學校學習情況。  

在家長教養態度方面，原住民的生活態

度多為樂天知命，所以原住民家長的教養方式

及態度也較為消極（詹賢政，2002）。研究發

現原住民家長對於子女升學較不支持，因為父

母希望子女能幫忙家中生計（李亦園，1982）

。對於學校活動方面，譚光鼎（2008）指出，

原住民父母對子女在學校活動的參與度較低，

認為子女只要沒有偏差行為即可，對於課業上

的要求也多著重在作業和考試。曹琇玲（2001

）研究發現，原住民學生的成就高低與父母的

管教態度有關，因此父母的教養態度也影響了

子女的教育成就。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一般原住民家庭

其社經地位較低，文化刺激較少，在學習成就

上，原住民家長也較難對子女提供有效的激勵

，相反的，中上社經地位的家庭提供較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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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刺激，使得子女在學習上較容易獲得成就（

蔡文山，2004）。  

綜合以上，家庭經濟狀況與讀書環境和

父母重視教育與否，皆會影響學生在學業方面

的表現（許鈴筑，2009）。  

（二）教育環境  

以臺東縣地理位置來看，屬於臺灣的東

部地區，其中主要交通道路分為海線及山線，

在山線的交通往來南北或東西的交通上多以火

車、汽車為主，在海線則只能依靠汽車，交通

便利性較差。從教育環境來看，臺東縣的學校

多處較偏遠地區，多數學校為山地學校，資源

條件差，軟硬體設備不足。從交通、環境來看

，大多數的教師多不願意前往任教，在當地任

教的老師也多抱著過渡的心態，導致合格教師

的流動率高，學生在適應上產生困難（李亦園

，1982；黃森泉，2000；譚光鼎，1997；黃木

蘭，1998）。  

李茂能（ 1985）指出，教師塑造了不利

於原住民學生學習的情境，造成他們學習不得

其法，更使得他們難以發揮個人才能，更強調

了原住民學生的不足。紀惠英、劉錫麒（2000

）認為，在漢族的規劃體制下，學校是為嚴格

的學習時間、僵化的教學進度、獨立學習及紙

筆測驗的場所，使得原住民學生比普通學生面

臨更多學習困難。  

（三）原住民學習特性  

Dunn和Griggs（1998）發現，原住民學習

特質為：認知處理、視覺影像、沉思與衝動處

理。譚光鼎（1997）歸納原住民學習特質為，

1.學習與生活經驗結合，並多以觀察、模仿、

操作方式學習，2.喜歡在小團體、非正式、和

諧的情境中學習，3.在學習過程中多用感官，

尤其是視覺和肢體動作。  

黃人傑（ 2000）指出，原住民學生缺乏

抽象及未來的思考，較注重於眼前。在學習態

度喜愛不受拘束，以先滿足當下需求及個人喜

好為主，對於太精確的事務難以接受（羅健霖

、張建成，2002）。  

原住民學生偏好動態、遊戲式的學習方

式，但學校教育卻多以靜態、語言的課程為主

，課程內容多以文字為主，多以語言來作為溝

通，對於語文能力較差的原住民學生來說，在

語文理解上又是一個障礙；此外，原住民學生

在學習抽象經驗基礎不佳，排斥符號及抽象的

教材，偏好以操作、歸納及圖化式來進行學習

，並且依賴教師的支持（張淑美，2002）。  

劉芙蓉（ 2011）綜合學者的看法，將原

住民的學習特質歸納為：偏重同儕學習、依賴

同儕的答案、不吝嗇分享、偏重動態學習、遊

戲方式、非正式的學習情境、偏好具體方式等

七項。  

由此可知，原住民的學習特性與學校教

育課程有所衝突，原住民學生對於學校教育容

易感到枯燥，難以產生成功經驗，久而久之容

易失去學習動機。  

綜合言之，從文化差異、家庭環境、教

育環境到原住民學生學習特質，可以發現影響

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因素都是環環相扣的，或許

在文化、家庭環境及學生特質上無法作太多調

整，但是我們仍可以在教育環境努力，因此本

研究期能透過了解研究對象的閱讀表現，進而

提供相關單位及教育人員參考。  

 

二、閱讀及書寫相關理論 

（一）閱讀的定義  

閱讀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主要包括認字

和理解兩個部份；若從閱讀狹、廣義觀點來論

，在狹義上將閱讀定易為：「解碼（decoding

）的過程」、「從印刷文字中獲得意義」、「

閱讀過程是智力運作的延伸」，而廣義方面，

則認為閱讀除了認字外，更擴大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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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試圖了解書寫語言或符號所表達的意義

。簡言之，閱讀是人與符號之間複雜、互動的

過程（廖凰伶，2000；Huang & Hanley, 1994

）。  

（二）閱讀歷程模式  

閱讀模式是閱讀歷程的理論表徵（廖凰

伶，2000）。目前對閱讀歷程主要可以歸納為

三種模式，由下而上模式、由上而下模式及交

互模式。（王瓊珠，1992；胡永崇，1995；曾

世杰， 2009； Goodman,1970； Gough,1972；

Rumelhart,1985），以下分別論述之：  

1.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s）  

「由下而上」模式特別重視從「刺激感

覺」到「內在表徵」、從細節到整體的知覺歷

程，即把文字的視覺影像轉換成有意義的語言

訊息。這過程是從最基礎的「視覺處理」、「

影像表徵」、「字詞彙辨識」開始，到中樞神

經的「記憶」和「理解」，這就是「由下而上

」的歷程。  

此模式主張閱讀最初層是從「字詞彙辨

識」開始，再來是字義層次處理及辨識，辨識

完後，被整合成更大的單位，如詞或句子，從

中獲取更多、更正確的意義，這個層次開始具

備「語法」能力，同樣的字、詞經由不同的排

列組合，產生不同的意義，這個意義主要是由

語法來決定的，許多學者認為語法的處理牽涉

到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而工作記憶

的效率會影響理解的過程、相關的歷程。簡言

之，閱讀是字形至字義的處理過程。  

此模式強調的是「解碼」歷程，並不重

視讀者的先備知識、後設認知等相關能力。以

中文學習過程來看，先學習生字、生詞、部首

、注音，再開始進行文章段落閱讀、內容及形

式探究等，最後獲得其意義，這就是一種「由

下而上」的方式，先強調解碼，再進行理解與

探究。  

2.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s）  

所謂「由上而下」模式則與由下而上模

式相反，讀者是以較高層次的知識去處理低層

次的的訊息，強調的是利用個人的「先備知識

」及「後設認知策略」將讀的文字內容（ text

）加以組織、預測及理解，這個過程訊息處理

的方向是從大腦到外界的，所以被稱為「由上

而下」的歷程。  

在此模式中「先備知識」會影響閱讀理

解，因為先備知識的不同，對文字內容的理解

就會不同，例如：對某個領域愈熟悉，就愈容

易讀懂這個領域的書籍或文章，這和「隔行如

隔山」的意思相同，這說明了先備知識對讀者

在閱讀理解上的重要性。而「後設認知」指的

是「認知的認知」：讀者「知道」與「使用」

自己的「知識與認知策略」的能力。這模式也

認為閱讀是讀者主動參與而產生的歷程。  

3.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s）  

基於上述兩者模式，有些學者（ Burns, 

Roe & Ross,1922；Vacca, Vacca & Gove,1991

）指出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模式無法完全解

釋複雜的閱讀歷程，因此產生了交互模式。

Anderson（1982）認為交互模式強調的是讀者

是主動的訊息處者，目的在於建構出一個可以

說明文章意義的模型。  

此模式有兩個重要性：（1）強調背景知

識的角色；（2）包含一系列處理策略，從文

字解碼到後設認知。在此模式中閱讀是「雙向

」進行的，主張此模式的學者認為閱讀歷程無

法從單一方向來解釋，而閱讀會受先備知識、

後設認知等影響，也會受文章解碼歷程的影響

。  

Rumelhart（ 1985）認為，讀者在閱讀過

程中，讀者接受視覺刺激後，開始摘取重點，

並同時運用自己的語法、語意、拼字及字彙等

相關知識，再加入實際訊息等知識，此時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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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處理高低階知識，並對閱讀的內容的型態

有一綜合的概念及瞭解後，進而對文章內容作

出最可能的詮釋。  

綜合以上三種閱讀歷程模式，閱讀歷程

主要包含兩大成分：認字與理解，閱讀為認字

及理解的交互作用。在國中階段的學習過程中

，多數課程以文章方式呈現，學習除了課堂上

的聽講外，主要需透過閱讀來獲取課文中的知

識，若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在閱讀過程中易產

生困難，進而更容易造成學業成就低落。  

（三）閱讀障礙的定義與特徵  

1.閱讀障礙的定義  

在學習障礙中，閱讀障礙（ reading disa-

bilities）是人數最多的一群，有80%會出現閱

讀困難（廖淑戎、趙蕙慈，2007；Lerner,2000

）。在定義閱讀障礙時，可以學習障礙的鑑定

標準來看，根據我國教育部頒布的「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2013年修正後的鑑

定標準，學習障礙的鑑定內涵有：（1）成因

：神經心理功能異常，且智力正常或在正常程

度以上。（2）表現：在聽、說、讀、寫或算

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並顯示出個人內在能

力有顯著差異。（3）排他法：並非因感官、

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不足、教學

不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並且需經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簡言之，閱讀障礙是指閱讀能力低於其能

力所預期的表現，是「一種學習閱讀有顯著困

難的疾患，即使在接受正式教育、有正常智力

或社會文化環境的條件下仍會發生」（洪儷瑜

等人，2009；洪儷瑜、王瓊珠，2010）。是故

，閱讀障礙者在實際的閱讀能力與潛在能力間

有顯著差異，而其造成的原因非因感官缺陷、

情緒困擾、文化環境不利或教學不當所引起。 

2.閱讀障礙的學習特質  

Mercer（1992）指出閱讀障礙者會表現出

以下四方面的習慣動作：（1）閱讀習慣上，

會有動作緊張、側頭閱讀、閱讀距離過近等現

象，（2）朗讀時出現顛倒唸、發音錯誤、省

略字、插入字等狀況，（3）閱讀理解上，有

回憶基本事實困難、序列回憶困難、主題回憶

困難等現象，（4）在表達方式上，則有逐字

閱讀、不當斷詞、斷句、停頓、緩慢等現象。  

Spedding和Chan（1993）的研究則指出，

閱讀障礙者的特質有缺乏使用線索的策略、常

無法覺識使用的策略、無法監控閱讀情形等。  

周台傑、吳金花（ 2000）認為，閱讀障

礙學生較一般學生容易有字句增刪、字句修改

、回憶基本事實、回憶序列及主題等也常產生

錯誤。  

劉靜怡（ 2009）提到閱讀障礙的特徵有

：（1）動作與協調能力困難。（2）記憶力缺

陷。（3）注意力缺陷與活動過多。（4）語言

能力缺陷。（5）知覺能力異常。（6）思考能

力缺陷。（7）後設認知缺陷。（8）學業適應

困難。（9）情緒-社會適應問題。  

綜言之，閱讀障礙者在學習上易有專注

力不集中、知覺、記憶力及思考等的缺失，也

因而造成其學習適應上的問題；而在閱讀的表

現上，在閱讀時常產生字形字音混淆、跳行跳

字、省略添加等情形；在閱讀理解時無法掌握

上下文的內容及結構，並且在回憶時產生困難

；在閱讀策略上，閱讀障礙者較少使用閱讀策

略，並且不會監控其閱讀情形。  

 

二、書寫的相關理論 

書寫是將口語轉為文字的複雜活動，牽

涉到許多能力，許多學者認為書寫過程中所需

要的能力包含：聽覺理解能力、肌肉運動能力

、注意力、記憶力、語言能力及認知能力（楊

坤堂，2004；）。由此可知書寫過程中所需要

的能力，正是學習障礙學生本身也容易產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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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的部份，因此對於許多學習障礙學生是一項

容易產生困難的活動。  

（一）書寫歷程模式  

劉欣敏（ 2012）綜合各學者的看法認為

，書寫能力的發展是從繪畫塗鴉的方式開始接

著一連串歷程，幼稚園階段處於畫「字」的階

段，進入了小學後，學生開始接受正式的書寫

訓練，國小二年級的識字及寫字能力已趨於成

熟（李瑩玓，2001）。  

朱作仁（ 1984）將書寫從開始學習到達

到熟練分為三個階段，以下分別敘述：  

1.要素階段：約為國小一到三年級的學生

，剛學習寫字的學生應注意坐姿、握筆

方式、書寫本的位置及字本身的組成要

素，此時為一筆一畫寫，並沒有注意到

整個字的結構比例。  

2.結構階段：約為國小三到六年級的學生

，寫字時開始會注意到整個字的結構，

不再一筆一畫的寫。  

3.連貫階段：此階段已經能連貫的寫，書

寫流暢，並且達到自動化的程度，書寫

時一次能寫一段句子或幾個句子。書寫

時的注意力不只是在書寫技巧本身，並

且注意到字與字之間的排列整齊、間隔

、大小等（引自戴汝潛，1999）。  

在讀寫歷程中，會執行六種心智運作，

分別敘述如下（鄭昭明、陳學志，1991）：  

1.字形的學習與區辨：透過練習以區辨字

與字之間的異同處，此受到筆劃特徵及

經驗的影響。  

2.心理詞彙（mental lexicon）的建立：在

心理詞彙中，每個詞彙都有一個位址，

其字音、字形及字義等訊息是連結的。  

3.「字音 -字形」的連結：中文字中的同

音字多，在此部份練習容易產生困難。  

4.「字形 -字義」的連結：因中文字的結

構傾向於表意，因此在此部份較容易。  

5.一般文字知識：包含（1）漢字組字規

則（2）部首、偏旁的語意知識（3）部

首、偏旁的讀音知識。  

此外，書寫是透過聽覺及視覺的分析，

並連結儲存在書寫者本身語文系統的心理詞彙

庫，其中儲存的方式包含詞彙的音韻、字形及

語意，書寫時以音韻的方式在心中讀出所要寫

的字，再找尋出相對應的文字，最後將其書寫

出來（林寶貴、錡寶香，2000）。  

綜合來看，國中階段的一般學生應已經

達到連貫階段，在書寫方面應能書寫流暢，並

寫能在書寫時適當的分配其注意力，並同時進

行視聽覺分析，並連結其語文能力，最後完成

書寫的活動。  

（二）書寫障礙的特徵  

Lauffer（ 2000）指出，書寫障礙是在聽

、說、讀、寫的語言能力中佔最多比例的，約

有 80-90%的學習障礙成人，都具有不同程度

的書寫障礙。國內許多學者研究也指出，書寫

困難學生常出現字體忽大忽小、仿寫時對照次

數過多、左右顛倒、部件錯誤等書寫問題。而

在書寫時容易有握筆姿勢不良、重複擦拭、易

分心、寫字速度慢等現象產生（李瑩玓，2001

；楊坤堂，1995）。  

楊坤堂（ 1995）及郭為藩（ 1978）也分

別指出，書寫障礙學生有以下特徵：  

1.聽寫困難：在聽寫時，相似字形字音的

字容易搞混寫錯、漏字、難寫出完整的

句子等問題。  

2.書寫混淆：字形相似的字分辨困難。  

3.字形顛倒：把字體部分或整個左右或上

下顛倒。  

4.過目即忘：抄寫時需要不斷重複對照，

在視覺記憶上很差。  

5.左右不分：容易弄錯左右方向，辨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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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困難。  

6.注意分散：易受外來刺激影響，注意力

無法集中。  

7.動作表達性符號能力不足，例如：無法

正確把想法寫出來，如辭不達意。  

李瑩玓（ 2004）將書寫障礙學生的問題

分為三種，以下分別敘述之：  

1.錯別字問題：分為錯字問題及別字問題

兩種，錯字問題是指筆劃錯誤、多了或

少了筆劃、形狀倒置、形體不正確。別

字問題是指原本有這個字，但在文句中

的意義是不恰當的。  

2.可讀性的問題：可讀性問題為寫出來的

字形正確，但不易看懂，品質較差。可

分為（1）間架結構問題：部首散開或

擠迫、相對位置不正確、大小不成比例

等（2）字與字的連貫問題：字與字之

間產生忽大忽小、扭曲變形、重疊等問

題。  

3.速度的問題：書寫速度上較慢且費力。  

 

三、學習障礙與讀寫能力之相關研究 

黃芸（ 2003）指出，中文的閱讀障礙存

在有語音及拼字的缺陷，其中語音的缺陷是由

於語音表徵之間的區分性不足，而拼字缺陷作

用在部件及部件的視覺連結上。  

李淑芬（ 2007）以不同聲韻處理能力的

國中閱讀障礙學生為對象，探討中、英文識字

能力，指出（1）不同聲韻處理能力閱讀障礙

學生，在中、英識字能力有顯著差異；不同聲

韻處理速度的閱讀障礙學生，在中文識字能力

有顯著差異。（2）在識字方面，加入聲調的

聲韻覺識語中、英文識字有顯著關係。（3）

聲調覺識是唯一能預測閱讀障礙學生識字能力

的最佳指標。  

因此，閱讀表現優劣是顯現在於識字及

理解的方面，其中識字包含聲韻覺識、字形、

語意等，因此本研究選用能分別瞭解到閱讀表

現內涵的的測驗，故以洪儷瑜、王瓊珠等人（

2007）所編製之「中文閱讀障礙診斷流程與測

驗」為主要研究工具。  

在書寫方面，其相關研究多以寫作的角

度來探討，但針對國中階段書寫困難的相關研

究卻十分少，可能牽涉到國中階段的學生在書

寫能力上多已成熟，且國中在書寫方面著重在

寫作，因此對於基本的書寫能力少有探究。本

研究旨在瞭解臺東區國中原住民學障生在書寫

能力的表現，是希望能瞭解研究對象的基本書

寫能力，故從國中書寫困難研究來進行探討。  

許育馨（ 2010）比較一般學生及書寫困

難學生寫錯字的錯誤類型發現，書寫困難學生

的錯誤有10種：（1）字有重複筆畫時，重複

的次數會出錯。（2）字形相似的字會產生干

擾，導致部件替代或寫成其他字。（3）筆劃

遺漏或增添。（4）帶有方向性不對稱的筆畫

會顛倒。（5）同音字替代。（6）書寫成字詞

中的另一字。（7）只寫出部份。（8）部件錯

誤。（9）含以上兩種錯誤。（10）其它。而

導致書寫錯誤的可能原因有：（1）書寫者對

中文字的訊息知識是否足夠（2）中文字過於

複雜（3）書寫者工作記憶的容量。而有書寫

困難學生無論是寫字能力或是工作記憶的表現

都較一般學生低落，且因中文字過於複雜對於

書寫困難學生之影響較大。  

楊千慧（ 2008）針對學習障礙伴隨寫字

問題學生與一般學生探究兩者之書寫表現，研

究結果發現（1）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的學

生在「中文字形書寫表現特徵」上的「聽寫」

、「字形結構問題」與一般學生有顯著差異。

（2）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的學生每分鐘書

寫速度與一般學生有顯著差異。（3）一般學

生表現皆優於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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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國中階段的學習障礙學生仍然會

產生最基本的書寫困難。國內目前針對書寫能

力為評量的內容，目前僅有洪儷瑜等人（2002

）所編製的「基本讀寫字綜合測驗」，但適用

對象為國小學生。因此若以「基本讀寫字綜合

測驗」來評量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的書寫表現，

可能會因為學習經驗而無法正確辦別書寫表現

。考量書寫能力的發展和書寫障礙學生的特徵

，則以目前臺北市國中階段鑑定時須使用的書

寫測驗工具來了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

學生的書寫表現，以黃柏華（2004）所編製之

「國民中學中文聽寫測驗」為主要研究工具，

用以瞭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在書

寫能力上的表現。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在讀寫方面具有困難

，若亦具備原住民身分者，在讀寫方面更容易

產生困難，因此本研究以原住民人口較多的臺

東縣為範圍，進而瞭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

生的讀寫表現情形。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3-1所示：  

 

 

 

 

 

 

 

 

 

 

 
圖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調查法，以102學年度就讀於臺

東縣境內國民中學一至三年級原住民學障生為

研究對象，樣本數共有76位，為考量施測的回

收率，故先請各校特殊教育組或特教業務承辦

人員協助調查該校學生人數及學生名單，經家

長同意後再進行施測。經徵詢同意後，共有37

位國中原住民學障生參與本研究。  

 

三、研究工具 

（一）中文閱讀障礙診斷流程與測驗  

此研究工具建有全國常模及花東常模，

測驗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1.識字量評估測驗：此測驗為紙筆測驗，

閱讀障礙比率

閱讀表現 

書寫表現 

臺東縣國中原住

民學習障礙生 

識字量表現 

常見字流暢性表現 

聽覺理解表現 

部件辨識表現 

部首表義表現 

聲旁表音表現 

閱讀推理表現 

聲韻覺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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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A12和A39兩種版本，本研究選用

A39版本，適用於國小三年級以上至國

中三年級學生。  

2.常見字流暢性測驗：此測驗為唸讀測驗

，分為B1、B2、B34、B57和B89五種

版本，本研究選用B57及B89兩個版本

，B57適用於國中一年級學生，B89適

用於國中二、三年級學生使用。  

3.聽覺理解測驗：此測驗分為國小中年級

（G34）、高年級（G56）及國中（G79

）三版本。本研究選用G79版本。  

4.部件辨識測驗：此測驗分成 G12版和

G39版兩種版本，本研究選用G39版本

，適用對象為小三到國三學生。G39版

以假字或罕見字為選項設計原則，題目

型式是四選一的單選題紙筆測驗，有20

題，限時3分鐘。  

5.部首表義測驗：此測驗以「不同構字頻

率的部首」、「不同位置的部首」及「

變形部首」等三個條件選擇部首，並以

罕用字為編製原則，題目型式為四選一

的單選題紙筆測驗，團測限時3分鐘、

個測則計時，適用於小三到國三學生。  

6.聲旁表音測驗：此測驗以「不同位置的

聲旁」、「不同表音性的聲旁」等條件

選擇聲旁，並以罕用字為編製原則，題

目型式為四選一的單選題紙筆測驗，團

測限時3分鐘、個測則計時，適用於小

三到國三學生。  

7.國民中學閱讀推理測驗：此測驗為紙筆

測驗，內容分為兩大題型，分別是直述

型（包括共變、比較／對照、描述）及

類括型（包括分類和序列），測驗時間

20分鐘，適用於國中一至三年級學生。  

8.聲韻覺識測驗：根據中文語音的特性，

包括聲母、韻母、結合韻和聲調覺識等

。內容有六個分測驗，包括「注音符號

認讀」、「聲韻結合」、「去音首」、

「假音認讀」、「假音認讀流暢性」以

及「聲調覺識」，團測10分鐘，個測15

～20分鐘。  

（二）國民中學中文聽寫測驗  

國內目前針對書寫能力為評量的內容，

目前僅有洪儷瑜等人（2002）所編製的「基本

讀寫字綜合測驗」，但適用對象為國小學生。

考量黃柏華（2004）所編製之「國民中學中文

聽寫測驗」在編製時，依據教育部九年一貫課

程綱要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之分段能力指標，

在識字與寫字能力項目部分，以國小六年級學

生必須認識的常用中國文字為標準，進行信效

度考驗後，使測驗的內容符合國中學生的應具

備的中文基本書寫能力，故以此測驗作為研究

工具之一。  

此測驗目的為評量國中學生由詞彙聽音

及寫出字形的再生寫字能力，內容主要以中文

聽寫為主，施測方式為團測或個測，施測時施

測者唸題（每題間隔時間大約十秒，每題念兩

遍）逐題作答。  

計分方式以正體字正確寫出一個目標字

得1分，最高可得40分。以簡體字、注音、其

他文字書寫或潦草難以辨識者皆不計分。最後

依據切截分數及作答情況來進行分析，但由於

此測驗常模主要以大臺北地區為主，因此在測

驗得分上僅為參考依據，研究者則另外針對書

寫的答案進行書寫困難問題分析，以期能更加

瞭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生在書寫方面的表

現。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描述統計，將工具實施後所

蒐集到的資料加以分類、進行登錄，並使用電

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第18版進行分析，利用

百分比及圓餅圖呈現研究結果，並加以分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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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回應研究問題。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出現

閱讀障礙之比率 

本研究對象透過「中文閱讀障礙診斷流程

與測驗」進行篩檢，此測驗篩選流程共分為六

階段，其中前四階段用來篩選出具閱讀障礙的

學習障礙，後兩個階段用來判別類型和診斷認

知問題，因此研究者依據其流程來進行篩選臺

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生是為閱讀障礙類型者。 

篩選流程中的第二、四階段為排他，目

的是排除文化不利、學習不利、智能障礙等學

障生，因此在此部份不多做探討，只探討第一

、三階段。如表4-1所示，第一階段為篩選閱

讀能力，其中具有閱讀問題者為 31人，佔

83.7%、不具閱讀問題者為6人，佔16.3%，第

三階段為篩選具閱讀障礙學障者，其中具有閱

讀障礙者為31人，佔83.7%、不具閱讀障礙者

為6人，佔16.3%。  

表4-1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中文閱讀障
礙診斷流程與測驗」結果摘要表 

階段 
具困難者

人數 
百分比（%） 

未具困難者

人數 

百分比

（%）

第一 

階段 
31 83.7 6 16.3

第三 

階段 
31 83.7 6 16.3

由此可知，本研究對象具閱讀障礙者約8

成3。而在廖淑戎、趙蕙慈（2007）與Lerner

（2000）的研究中也指出的學習障礙者有80%

會出現閱讀困難，與本研究所得到的比率相差

不多，顯示出原住民學障生與一般普通學障生

發生閱讀困難的比率相近，因此教師在面對原

住民學障生時，也需瞭解原住民學障生的特質

及其是否具有閱讀困難，從中提供相關學習策

略，以協助原住民學障生在學習上更為順利。  

 

二、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讀寫

表現 

相關國中學障生讀寫表現中，以下將分

項說明之。  

（一）識字量  

在識字量表現中，利用「識字量評估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此測驗的目的在

於評估學生的識字量，進而獲得其在該年級的

相對地位。此測驗的切截點為PR25，以識字

量百分等級人數及百分比表（見表4-2）來看

，在PR25以下的人數為29人，佔全部的78.4%

，顯示出多數研究對象的識字量偏低，其中在

PR1-5的人數佔43.2%，PR5-10的人數佔16.3%

，兩者佔全部的59.5%。  

表4-2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識字量表現各
百分等級所佔人數及百分比 

百分等級

（PR）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 

PR 1-5 16 16 43.2 43.2

PR 5-10 6 22 16.3 59.5

PR 10-15 3 25 8.1 67.6

PR 15-20 2 27 5.4 73.0

PR 20-25 2 29 5.4 78.4

PR 25-30 5 34 13.5 91.9

PR 30-35 1 35 2.7 94.6

PR 35-40 2 37 5.4 100.0

總計 37 100.0 

另一方面，此測驗為第一階段的篩選測

驗之一，測驗結果只是表示研究對象的識字量

偏低，若以本章第一節來看，最後研究對象中

具有閱讀困難者為32人，本測驗PR25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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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9人，佔此31人的93.5%，顯示出學習障礙

者是否具閱讀困難，識字量是具有指標性的作

用。  

由此可知，臺東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

生的識字量偏低，是值得關注的，若平時相關

教育單位及人員能加強提升原住民學障生的識

字量，是否也代表著在提升其閱讀能力呢？以

另一個角度來思考，面對國中課程內容的改變

，識字量偏低的原住民學障生要如何從以文字

為主的課文中來進行學習並獲得知識？是否因

為識字量偏低而造成原住民學障生的學習更為

不利呢？這都是需要相關教育單位及人員去加

以重視的部份。

 

 
圖4-1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識字量表現百分等級人數圓餅圖 

 

（二）閱讀推理表現  

在閱讀推理表現中，利用「閱讀推理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在閱讀推理測驗

中，主要用來篩選有閱讀理解困難的國中學生

，各年級的切截分數分別為：七年級8分、八

年級10分、九年級11分。若未達到切截分數者

，表示其可能有閱讀理解困難。  

在本研究中，如表4-3所示，可能有閱讀

理解困難為21人，佔56.7%，無閱讀理解困難

為16人，佔43.3%，其中疑似閱讀理解困難在

七年級為 8人，佔 21.6%、八年級為 6人，佔

16.2%、九年級為7人，佔18.9%。  

此研究結果需與識字量測驗一起比較才

能篩選出第一階段具可能具有閱讀困難者，因

此此測驗所獲得的結果仍無法代表實際的人數

，但從本章第一節的資料來看，最後具有閱讀

障礙為31人，顯示出在這31人中，有21人在閱

讀理解上可能有困難，約佔本研究對象具閱讀

障礙者的67.7%。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第十七期 

 
 
 

．69．

表4-3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各年級閱讀推
理表現結果摘要表 

年級 
疑似閱讀理

解困難 

百分比

（%） 

無閱讀理

解困難 

百分比

（%）

七年級 8 21.6 7 18.9 

八年級 6 16.2 4 10.8 

九年級 7 18.9 5 13.6 

總計 21 56.7 16 43.3 

（三）聽覺理解表現  

此聽覺理解測驗主要在瞭解學生的生活

口語與理解能力，若得分在百分等級20以下者

，表示其具有聽覺理解困難。以聽覺理解百分

等級人數及百分比表（見表4-4）來看，人數

最多者為PR11-20，共13人，其次為PR1-10、

PR21-30、PR31-40，分別為5人。若以此測驗

的切截點來看，在PR20以下的人數共18人，

佔全部的48.6%，將近研究對象的一半人數，

顯示研究對象約一半具有聽覺理解困難，表示

其在生活口語與理解能力上具有困難。  

表4-4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聽覺理解表現
各百分等級人數結果摘要表  

百分等級

（PR）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 

PR 1-10 5 5 13.5 13.5

PR 11-20 13 18 35.1 48.6

PR 21-30 5 23 13.5 62.2

PR 31-40 5 28 13.5 75.7

PR 41-50 3 31 8.1 83.8

PR 51-60 2 33 5.4 89.2

PR 61-70 1 34 2.7 91.9

PR 71-80 0 34 0 0

PR 81-90 1 35 2.7 94.6

PR 91-99 2 37 5.4 100.0

總計 37 100.0 

（四）常見字流暢性表現  

「常見字流暢性測驗」是用來評估研究

對象之表現，此測驗是用來瞭解學生在常見字

範圍的正確性與流暢性，因此會有兩種不同的

分數，一個為正確性分數，另一個為流暢性分

數。正確性分數係指發音與造詞皆正確才給分

，流暢性分數則為每分鐘所讀的正確字數。由

於本研究重點在於瞭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障

生的基本表現，故先從正確性進行討論（見表

4-5），在施測過程中，其中一位因身體不適

而拒絕施測，另一位因識字量過低而無法進行

測驗，故只有統整35位研究對象的資料。在35

位研究對象中，PR25以下者為23人，佔65.7%

，顯示出其識字的正確性低落。  

表4-5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常見字正確性
各百分等級人數結果摘要表 

百分等級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PR25以下 23 23 65.7 65.7

PR26-50 9 32 25.7 91.4

PR51-75 3 35 8.6 100.0

總計 35 100.0 

在流暢性分數部份（見表4-6），以百分

等級來看，於PR25以下者，表示其每分鐘所

讀的正確字數偏低，共22位，佔62.9%。其中

也發現在PR1及PR1-5者為13位，佔37.1%，顯

示出約有4成的研究對象在此流暢性上表現顯

著低落。  

表4-6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常見字流暢性
各百分等級人數結果摘要表 

百分等級

（PR）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

比（%）

PR 1  8  8  22.9  22.9 

PR 1-5  5 13  14.3  37.1 

PR 5-10  1 14   2.9  40.0 

PR 10-15  1 15   2.9  42.9 

PR 15-20  5 20  14.3  57.1 

PR 20-25  2 22   5.7  62.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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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續） 

百分等級

（PR）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 
累積百分

比（%）

PR 25-30  3 25   8.6  71.4 

PR 30-35  2 27   5.7  77.1 

PR 35-40  3 30   8.6  85.7 

PR 40-45  1 31   2.9  88.6 

PR55-60  1 32   2.9  91.4 

PR65-70  1 33   2.9  94.3 

PR75-80  2 35   5.7 100.0 

總計 35  100.0  

 

（五）部件辨識表現  

在部件辨識表現中，利用「部件辨識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在部件辨識測驗

中，主要評量學生辨識部件的能力，此測驗滿

分為20分，由於此測驗偏易，因此以切截點來

做為標準，切截點分數分別為：七年級為11分

、八年級和九年級為12分，若得分低於切截點

分數，則表示部件辨識的能力顯著低落。在七

年級部份（見表4-7），在11分以下為2人，佔

13.3%，高於 11分為 13人，佔 86.7%。在八年

級和九年級部份（見表4-8），八年級在12分

以下為2人，佔20%，九年級則無。根據這兩

個表格，發現低於切截點的人數較少，若以全

體研究對象來看，低於切截點人數共4人，佔

全部研究對象的10.8%，因此在部件辨識產生

困難者較少。  

表4-7  
臺東縣國中七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部件辨
識切截點人數結果摘要表 

 人數 百分比（%） 

11分以下  2  13.3 

高於11分 13  86.7 

總計 15 100.0 

 

表4-8  
臺東縣國中八年級和九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
生部件辨識切截點人數結果摘要表 

 

八年級 九年級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 

12分以下  2  20  0   0 

13~20分  8  80 12 100 

總計 10 100 12 100 

（六）部首表義表現  

在部首表義表現中，利用「部首表義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在部首表義測驗

中，主要測驗部首表義知識和其自動化能力，

此測驗滿分為17分，若學生得分在15分以下者

，表示其字形知識學習有顯著低落。從表4-9

可以看出得分17者為最多，共13人，佔35.2%

，第二多者為得分14分以下共11人，佔29.7%

。由於此測驗難度偏易，因此多數學生能得到

16分以上，但得分在14分以下者，將近三成。

在此測驗中具有字形知識困難者共 14人，佔

37.8%，顯示到了國中階段部份原住民學障生

仍對字形知識有困難。  

表4-9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部首表義測驗
各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累計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

比（%）

14 11 11   29.7  29.7 

15  3 14    8.1  37.8 

16 10 24   27.0  64.9 

17 13 37   35.2 100.0 

總計 37   100.0  

（七）聲旁表音表現  

在聲旁表音表現中，利用「聲旁表音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在聲旁表音測驗

中，主要測驗聲旁表音知識和其自動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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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七年級學生得分在14分以下、八年級學生得

分在15分以下及九年級學生得分在16分以下，

表示聲旁規則之字形知識學習有顯著低落。  

在七年級部份（見表4-10），得分在14分

以下有 4人，佔 26.7%，但多數研究對象皆能

通過此測驗，得分 17有 7位，佔 46.7%，顯示

出在七年級部份，聲旁規則之字形知識學習與

一般學生相同，只有4位研究對象具有顯著低

落的情形。  

表4-10  
臺東縣國中七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旁表
音各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百分比（%） 

14分以下 4 26.7 

15分  2 13.3 

16分  2 13.3 

17分  7 46.7 

總計 15  100 

在八年級部份（見表4-11），得分在15分

以下有 4人，佔 40%，得分 16分者有 5人，佔

50%，但完全答對的只有1人。在此測驗中，

八年級的研究對象6成皆無表現出聲旁表音知

識的困難，但具有困難者卻有4成。  

表4-11  
臺東縣國中八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旁表
音各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百分比（%） 

15分以下 4 40 

16分 5 50 

17分 1 10 

總計 10 100 

 

表4-12  
臺東縣國中九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旁表
音各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百分比（%） 

16分以下 6 50 

17分 6 50 

總計 12 100 

如表4-12所示，在九年級部份，得分在16

分以下有6人，佔50%，顯示出九年級原住民

學障生仍有聲旁表音知識的困難，對於字形知

識的學習有顯著低落。若以三個年級來做比較

，具聲旁表音知識困難者，七年級為4人，佔

26.7%、八年級為4人，佔40%、九年級為6人

，佔50%，年級愈高似乎具聲旁表音知識困難

比率愈高。若以整體人數來看（見表4-13），

七年級和八年級具困難人數佔整體人數的百分

比皆為 10.8%，九年級較多，為 16.2%。全部

研究對象中，具有聲旁表音困難者共14人，佔

37.8%，仍有將近 4成的研究對象對字形知識

的學習上有困難，而字形知識也關係到識字，

因此若相關教育單位及人員能及早發現原住民

學障生的困難處，進而提供更多的協助與支援

，那麼原住民學障生在閱讀上產生困難的情形

可能將會減少許多。  

表4-13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旁表音各
年級具困難與否人數結果摘要表 

 具困難人數
佔整體人數的

百分比（%） 
無困難者

七年級  4 10.8 11 

八年級  4 10.8  6 

九年級  6 16.2  6 

總計 14 37.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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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件辨識表現、部首表義表現及聲旁

表音表現中，都可以發現研究對象在這幾個部

份有困難者都具有一定的比率，而此三個測驗

皆是屬於偏易的測驗，亦是字形處理的能力，

一般學生在小學中年級已趨成熟。但研究者在

施測過程中發現，仍有部份學生在進行此三項

測驗時作答的速度慢，尤其是在部件辨識上更

為明顯，顯示出部份學生除了具有部件辨識困

難外，仍未達到自動化之階段。  

在通過率上部件辨識測驗比部首表義測

驗、聲旁表音測驗來的高，這是否可能因為部

件辨識較偏向視覺上的觀察，而不同於部首表

義和聲旁表音需要再進行意思或聲音轉換，因

此研究對象在此部份較無困難。  

（八）聲韻覺識表現  

在聲韻覺識表現中，利用「聲韻覺識測

驗」來評估研究對象之表現，聲韻覺識測驗中

，主要希望找出聲韻困難的學生，並且診斷出

學生聲韻處理的困難處。此測驗分為團體篩選

測驗和個別診斷測驗，其中個別診斷測驗包含

國小注音符號認讀測驗、聲韻結合測驗、去音

首測驗、假音認讀測驗、假音認讀流暢性測驗

和聲調覺識測驗。除了聲韻覺識測驗及聲調覺

識測驗外，其他測驗結果並不受年級而有所影

響，因此在常模轉換並不區分年級。以下就分

別說明研究結果。  

1.聲韻覺識測驗—團體篩選測驗  

聲韻覺識測驗主要是篩選出可能具有聲

韻困難的學生，切截點為PR25。如表 4-14所

示， PR25以下者，共 24人，佔 64.9%，高於

PR25者，共13人，佔35.1%，顯示研究對象中

共24人可能有聲韻覺識困難，約6成5的研究對

象可能具有聲韻覺識困難。  

 

 

表4-14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韻覺識測驗
切截點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百分等級 人數 百分比（%）

25以下  24  64.9 

高於25 13  35.1 

總計 37 100.0 

2.國小注音符號認讀測驗  

此測驗能瞭解學生的注音符號化能力，

若學生在注音符號認讀低於35個字，可能為聲

韻覺識困難者，但也可能是注音沒有學好得結

果，因此測驗只是用來篩選並確定研究對象能

認讀注音符號，排除注音沒有學好而影響到假

音認讀測驗及假音認讀流暢性測驗的可能性。

在此測驗結果中（見表4-15），注音符號認讀

35個以上共 9人，佔 37.5%。注音符號認讀低

於35個共15人，其中12人能認讀30~34個注音

符號，只有3人認讀注音符號在29個以下。  

表4-15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注音符號認讀
個數所占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注音符

號認讀

個數 

35個以上 30~34個 25~29個 
24個以

下 

人數 9 12 2 1 

百分比 37.5 50.0 8.3 4.2 

研究者發現雖然注音符號認讀高於 35個

以上者偏少，在認讀30~34個者較多，但是在

認讀30~34個中，多數是因為搞混捲舌或非捲

舌音而未達35個，研究對象中約有21人是能認

讀注音符號，因此在假音認讀測驗及假音認讀

流暢性測驗受注音認讀的影響者較少。另外仍

可以發現，其中有3個人無法正確唸出多數的

注音符號，經研究者訪談其教師和研究對象本

身後，發現其中有2位不是沒有學好注音符號

，可能為聲韻覺識有困難者，另一位則是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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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號的發音易被混淆而產生念錯的情形，因

此這3位研究對象仍需進行判斷是否具有聲韻

覺識的困難。  

3.聲調覺識測驗  

此測驗在判別聲調覺識的能力，量表分

數平均值為10，標準差為3，若低於平均值10

者，表示其聲調覺識能力不佳。從聲韻覺識測

驗篩選後剩下的24位來進行分析（見表4-16）

，低於量表分數平均數10分者共16人，代表24

人中有16人具有聲調覺識困難，佔66.7%。  

表4-16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調覺識測驗
切截點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量表分數 人數 百分比（%） 

9分以下 16    66.7 

高於10分  8    33.3 

總計 24  100 

4.聲韻結合測驗  

此測驗能瞭解學生的聲韻結合能力，量

表分數平均值為10，標準差為3，若低於平均

值10者，表示其聲韻結合能力不佳。從聲韻覺

識測驗篩選後剩下的24位來進行分析，由表4-

17可以發現，低於平均值 10者為 15人，佔

62.5%，代表研究對象中15人聲韻結合能力不

佳，其中有6人聲韻結合能力低落。由此可知

，研究對象中具有聲韻結合困難者為15人。  

表4-17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韻結合切截
點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量表分數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1-4  6  6  25.0  25.0 

5-9  9 15  37.5  62.5 

10以上  9 24  37.5 100.0 

總計 24  100.0  

5.去音首測驗  

此測驗能瞭解學生音素分割的能力，量

表分數平均值為10，標準差為3，若低於平均

值10者，表示其音素分割能力不佳。從聲韻覺

識測驗篩選後剩下的24位來進行分析。施測過

程中，有一位研究對象因身體不適而拒絕測驗

，因此本測驗研究對象總共為23人，由表4-18

所示，其中在平均值10以下者，共 13人，佔

56.5%，代表13人音素分割能力不佳，其中 3

人音素分割能力低落。由此可知，研究對象中

具有音素分割困難者為13人。  

表4-18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去音首測驗量
表分數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量表分

數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所有人數 扣除無資料者

1-4  3  3  12.5 13.0 

5-9 10 13  41.7 43.5 

10 10 23  41.7 43.5 

無資料  1 24   4.2  

總計 24  100.0  

6.假音認讀測驗  

此測驗能瞭解學生的聲韻解碼能力，表

示若學生能掌握注音符號系統背後的聲韻規則

，則其能在此測驗表現良好。此測驗的量表分

數平均值為10，標準差為3，若低於平均值10

者，表示其聲韻解碼能力不佳。從聲韻覺識測

驗篩選後剩下的24位來進行分析。施測過程中

，有一位研究對象因身體不適而拒絕測驗，因

此本測驗研究對象總共為23人，如表4-19所示

，其中在平均值10以下者，共18人，佔78.2%

，代表18人聲韻解碼能力不佳，其中7人聲韻

解碼能力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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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假音認讀測驗
量表分數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量表分

數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所有人數 
扣除無資

料者 

1-4  7  7  29.2 30.4 

5-9 11 18  45.8 47.8 

10  5 23  20.8 21.7 

無資料  1 24   4.2  

總計 24  100.0  

7.假音認讀流暢性測驗  

此測驗能瞭解學生的聲韻解碼流暢性，

若學生會唸，但念得非常慢者，表示注音解碼

耗費其大量心理資源，而造成了閱讀得困難。

此測驗的量表分數平均值為10，標準差為3，

若低於平均值10者，表示其聲韻解碼流暢性不

佳。從聲韻覺識測驗篩選後剩下的24位來進行

分析。施測過程中，有一位研究對象因身體不

適而拒絕測驗，因此本測驗研究對象總共為23

人，如表4-20所示，其中在平均值10以下者，

共21人，佔91.3%，代表23人聲韻解碼流暢性

不佳，其中8人聲韻解碼流暢性低落。  

表4-20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假音認讀流暢
性量表分數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量表分

數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所有人數 
扣除無資

料者 

1-4  8  8  33.3 34.8 

5-9 13 21  54.2 56.5 

10  2 23   8.3  8.7 

無資料  1 24   4.2  

總計 24  100.0  

 

在聲韻覺識測驗中，若要判別是否具有

聲韻覺識困難者，第一部份要先判別在聲韻結

合測驗、去音首測驗及聲調覺識測驗是否低落

，若有低落者，第二部份再判別假音認讀測驗

是否低落，最後再判別假音認讀流暢性測驗是

否低落，因此研究者統整研究對象在聲韻覺識

測驗表現後，可能具有聲韻覺識困難共24人，

無聲韻覺識困難共13人。  

在第一部份中（見表4-21），其中可能具

有聲韻覺識困難的24人中，有聲韻結合困難為

15人、有音素分割困難為13人、有聲調覺識困

難為16人。  

表4-21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聲韻覺識困難
類型人數結果摘要表 

 聲韻覺識困難者 

 
聲韻結合困

難 

音素分割困

難 

聲調覺識困

難 

人數 15 13 16 

第二部份中，排除第一部份三項測驗表

現均無低落者，只在假音認讀測驗或假音認讀

流暢性測驗低落者，共3人，表示這位研究對

象可能為注音精熟度不足或處理速度有問題，

並非為聲韻覺識困難者。  

總結來說，研究對象中具閱讀障礙有聲

韻覺識困難為21人，佔全體的65.6%，無聲韻

覺識困難為11人，佔全體的34.4%。其中有聲

韻覺識困難者在三種困難類型中，只具有一種

困難者為8人，佔38.1%，具有兩種困難者為3

人，佔 14.3%，三種困難皆有者為 10人，佔

47.6%，顯示出聲韻覺識困難者同時具有三種

困難類型為多數，是否能及早發現並加以補救

，相關教育單位及人員應加以重視。  

（九）閱讀障礙類型  

由上述施測結果可知，本研究對象37人中

，5人為無閱讀障礙者，1人為口語問題，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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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閱讀障礙。最後總結以上所有測驗結果來探

討閱讀障礙類型，本研究分為三種類型的閱讀

障礙，分別為第一為理解型：係指識字可以、

聽覺理解困難、閱讀理解差者，第二為識字型

：係指識字困難、聽覺理解及閱讀理解可以者

，第三為語言型：係指識字和聽解均困難者。 

如表4-22所示，有1人為口語問題，代表

研究對象並非具有閱讀障礙，而是在口語或表

達方面有困難。在具有閱讀障礙者的31人中，

理解型共 2人，佔 5.4%、識字型共 12人，佔

32.4%、語言型共17人，佔45.9%。  

如圖4-2所示，閱讀障礙類型中第一多者

為語言型、第二為識字型，最後為理解型。值

得注意的是，語言型和識字型為多數，理解型

的人數較少。在語言型和識字型的共同點都是

具有識字困難者，因此以實務面來看，理解型

的學生是否容易被忽略，造成比率偏低？在觀

察過程中，若學生在識字上並無困難，則容易

在一開始就被視為正常，只是不願意念書的學

生，因此有待相關教育單位及人員多加用心的

觀察才會發現此類型的學生。  

表4-22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讀障礙類型
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類型 人數
累計

人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無困難者  5  5  13.5  13.5 

口語問題  1  6   2.7  16.2 

理解型  2  8   5.4  21.6 

識字型 12 20  32.4  54.1 

語言型 17 37  45.9 100.0 

總計 37  100.0  

 

 
 

圖4-2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讀障礙類型人數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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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書寫表現  

在書寫表現中，先以得分來討論研究對

象的書寫表現，如表4-23所示，可發現得分在

20分以下者共31人，佔83.8%。顯示出多數的

學習障礙學生具有書寫困難。若以切截分數來

分析，七年級得分20以下者（見表4-24），共

14人，佔93.3%，顯示出七年級生在書寫困難

者有9成。八年級得分25以下者（見表4-25）

，共7人，佔70%，顯示出八年級生在書寫困

難者有七成。九年級得分26以下者（見表4-26

），共12人，佔100%，由三個年級來看，書

寫困難的比率都在7成以上，表示臺東縣國中

原住民學習障礙生具有一定的書寫困難比例。  

表4-23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書寫測驗各項
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 

  1-5  7  7  18.9  18.9

6-10  4 11  10.8  29.7

11-15 12 23  32.4  62.2

16-20  8 31  21.6  83.8

21-25  3 34   8.1  91.9

26-30  1 35   2.7  94.6

31-35  1 36   2.7  97.3

36-40  1 37   2.7 100.0

總計 37 100.0  

表4-24  
臺東縣國中七年級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書寫測
驗各項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1-10  4  4  26.7  26.7 

11-20 10 14  66.7  93.3 

21-40  1 15   6.7 100.0 

總計 15  100.0  

表4-25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八年級學習障礙學生書寫測
驗各項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1-10  3  3  30  30 

11-25  4  7  40  70 

26-40  3 10  30 100 

總計 10  100  

表4-26  
臺東縣國中原住民九年級學習障礙學生書寫測
驗各項得分人數及百分比結果摘要表 

得分 人數
累計人

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

比（%）

1-10  4  4 33.3 33.3

11-26  8 12 66.7 66.7

27-40  0 12 0 100.0

總計 12 100.0 

本研究具有書寫困難者，七年級 14人、

八年級 7人、九年級 12人，共 33人，佔 89.1%

，顯示出研究對象有書寫困難具有一定的比率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書寫測驗較為簡單，書寫

表現的類型目前仍未有一套較完善的測驗或流

程來分析，因此有待進一步之探討。  

從文獻探討可知，書寫需具備的能力有

：聽覺理解能力、肌肉運動能力、注意力、記

憶力、語言能力及認知能力（楊坤堂，2004；

Lerner,2009）。在施測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

研究對象在進行聽寫測驗時有以下現象，第一

為研究對象主要透過聽覺理解能力、注意力，

並且搜尋自己曾經學習過的字，其中都會直接

以音同的字來作答，較少會再進行檢查是否正

確。第二為透過日常生活經驗來作答，與日常

生活愈有關係者，愈容易寫出，例如其中一題

為「瓦礫」的「礫」字，多數的研究對象會直

接聯想到電影角色「瓦力」。第三為寫錯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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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類型與許育馨（2010）的研究結果相似，

本研究錯誤類型包含重複筆畫、同音字替代、

筆劃遺漏或增加、書寫成字詞中的另一個字、

部件錯誤、只寫出部份等。其中最常發生的錯

誤為同音字替代、只寫出部份及筆劃遺漏或增

加。  

總結來說，本研究對象為 37人，具有閱

讀困難者為31人，佔83.7%，具有書寫困難者

33人，佔89.2%，其中同時具有閱讀困難和書

寫困難者為28人，佔75.7%。兩者困難皆無者

為2人，佔5.4%。顯示出臺東國中原住民學習

障礙學生在讀寫表現上容易產生困難，而此兩

項能力卻是國中生進行有效學習時必須具備的

能力，若未能及時發現此兩項能力有困難的學

生，而予以提供補救，則容易影響到學習成效

，造成其在學習上的無力感，因此相關教育單

位及人員應加以重視。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讀

障礙的比率及閱讀表現  

1.37人中具有閱讀障礙為31人，佔83.7%

，顯示出臺東縣原住民學障生與一般普

通學障生產生閱讀困難的比率是相似的

。  

2.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閱讀障

礙學生之閱讀表現  

（ 1）識字量偏低，共 29人，佔全部的

78.4%。  

（2）常見字流暢性表現顯著低落，在識

字的正確性低落，共23人，佔全部

的 65.7%；在流暢性分數部份，每

分鐘所讀的正確字數偏低共22人，

佔62.9%。  

（3）生活口語與理解能力上具有困難，

共18人具有聽覺理解困難。  

（4）部份研究對象仍對字形知識學習有

困難，部首表義困難共 14人，佔

37.8%、聲旁表音困難共 14人，佔

37.8%，部件辨識產生困難者較少

，共4人，佔全部的10.8%。  

（ 5）有閱讀理解困難為 21人，佔 56.7%

，無閱讀理解困難者為 16人，佔

43.3%。  

（6）有聲韻覺識困難為24人，佔全體的

65.6%，無聲韻覺識困難者為 11人

，佔全體的 34.4%。在三種困難類

型中，聲韻結合困難者15人、音素

分割困難者13人、聲調覺識困難者

16人。另外，只具有一種困難者為

8人，佔38.1%，具有兩種困難者為

3人，佔14.3%，三種困難皆有者為

10人，佔47.6%。  

（7）閱讀障礙類型：有1人為口語問題、

具有閱讀障礙者的31人中，理解型

共 2人，佔 5.4%，識字型共 12人，

佔32.4%，語言型共17人，佔45.9%

。  

（二）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書寫

表現  

本研究具有書寫困難者，七年級 14人、

八年級 7人、九年級 12人，共 33人，佔 89.1%

，顯示出研究對象大多數具有書寫困難。  

 

二、建議 

（一）教學上的建議  

1.加強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之

補救教學：本研究對象在閱讀表現方面

，顯示出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

生在識字量偏低、常見字正確性及流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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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落，由此可知研究對象在國中學習

時可能產生困難，因此建議相關教育單

位及人員以識字能力作為早期介入及補

救教學的參考，使其在書寫及閱讀兩項

能力及早被發現，並予以補救。  

2.以識字量作為課程設計之參考：本研究

發現識字量為閱讀能力的指標，因此相

關教育單位及人員能透過測驗了解臺東

縣國中原住民學習障礙學生之特質後，

並以識字量為參考依據，設計出一套能

提升其書寫及閱讀兩項能力的課程，讓

其真正獲得所需要的教學與能力上的提

升。  

（二）研究工具或測驗不足的建議  

目前書寫相關工具或測驗較為缺乏，因

此有待未來研究者針對書寫困難的類型研發書

寫相關工具或測驗。  

（三）樣本較不足的建議  

如本節研究限制所述，本研究的樣本較

不足，提供相關建議以供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1.增加參與研究之誘因。2.實地探訪學生或直

接與學生家長溝通。3.請學校教師提供相關協

助。  

（四）未來研究建議  

1.研究者發現研究對象資料之分析顯示出

男女比例相差懸殊及族籍別與研究對象

在人數比例上相近，因此此兩部份是否

具有相關性，有待未來研究者進一步探

討之。  

2.本研究只進行研究對象的讀寫調查，並

未考慮性別、族籍別、智力及家庭背景

因素，因此後續研究可納入其他變項的

探討，並深入了解臺東縣國中原住民學

習障礙學生的不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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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ssessment 
to Aboriginal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t 

Taitung Junior High Schools. 
 

Liu Ming-Sung     Hsu Wen-Chi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ntage of writing and learning disa-

bilities within Taitung junior high aboriginal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 partici-

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37 junior high aboriginal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of 102 

academic year in Taitung count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31 participants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about 83.7%, and 33 participants with 

writing disabilities, about 89.2%. There were 28 participants with reading and wiring dis-

abilities, about 75.7%.  

2. There were 29 participants with low decoding abilities, 23 participants with low reading 

fluency of sight word, 18 participants wit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4 partici-

pants with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parts of word, 14 participants with difficulties in 

meaning of radicals, 14 participants with phonetic difficulties, 21 participants with read-

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and 21 participants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ifficul-

ties. 

3. There were 15 participants with blending difficulties, 13 participants with phoneme seg-

mentation difficulties, 16 participants with tone awareness difficulties.  

4. There were 1 participants with oral questions, 2 participants with hyperlexia, 12 partici-

pants with dyslexia and 17 participants with 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ies . 

 
keywords: learning disabilities, Junior high school aboriginal students, reading disabilities, writing disabil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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