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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讀寫發展是一種文化適應的歷程，也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心理語言活動」。

幼兒經由各種社會活動，並藉著他人的引導和協助，內化活動中使用的口語與書

面語言，而逐漸增進語言能力，這樣的人際互動關係，即是幼兒早期讀寫發展的

基礎。因此，成人與幼兒共同閱讀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旨在探討成人與幼兒在

共讀圖畫書活動中的互動情形，據以提出反思與建議，並評估共讀活動對於幼兒

的影響。研究者徵得家長的同意，以一名 5 歲的女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四個

月的共讀活動之後，得到如下結論：（1）幼兒重複閱讀的行為與圖畫書的重複形

式有正面的意義與功能；（2）對話式閱讀需配合幼兒的主動性給予適當的引導與

示範；（3）對話式閱讀能增進幼兒的表達能力與識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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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曾志朗(2001)表示，兒童及早進行正確的閱讀習慣，有助於腦力的發展，並

指出從小養成閱讀習慣的人認知、語文、詞彙能力會特別強，喜歡閱讀的兒童也

富有想像力，因此閱讀習慣需要從小培養。幼兒學習語文是在自然的環境狀態下

學習而來的。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指出三至八歲是奠定自主閱讀能力的關鍵期，

幼兒提早接觸閱讀已漸趨受重視，國內許多幼稚園、托兒所也提供了大量的圖畫

書供幼兒閱讀，亦有相關的閱讀課程在進行，使得現在幼兒在學齡前的階段，已

接受了許多學習閱讀的準備。 
然而，研究者觀察發現，進行角落活動時，幼兒在語文角的時間比在其他角

落的時間還要短。進入語文角的幼兒，常常是拿起圖畫書隨便翻翻、看一看圖片，

很快地又放回架上，不然就是將書本拿來排列當積木玩。但是，在團體教學活動，

老師要以「說故事」來吸引幼兒注意時，往往幼兒都能很快的結束正在進行的事

情，坐下來專注的聆聽，就連個性較調皮搗蛋的孩子，也能安安靜靜的豎起耳朵

聽故事。相較起來，自動自發的閱讀，較不能引起幼兒的興趣。 
從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的觀點來看，讀寫發展是一種文化適應的歷

程，也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心理語言活動」。幼兒經由各種社會活動，並藉著他

人的引導和協助，內化活動中使用的口語與書面語言，而逐漸增進語言能力，這

樣的人際互動關係，即是幼兒早期讀寫發展的基礎。因此，成人與幼兒共同閱讀

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共讀，簡單而言就是將閱讀的形式換成幼兒與成人共讀一本

故事書，在共讀的過程中，讓孩子慢慢學習思考，說出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分享，

並能透過討論訓練孩子的表達能力。在孩子閱讀童書的過程中，父母也能保留一

份童心，並透過與孩子的對話、討論、分享彼此的感動與思想(吳幸玲，2001)。 
成人與幼兒的共讀既是如此重要，但是，在共讀的活動中，成人究竟要如何

與幼兒互動才適當？其次，共讀活動對於幼兒的影響為何？皆是研究者關心的問

題。 
基於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成人與幼兒在共讀圖畫書活動中的互動情形。 
二、提出共讀圖畫書的省思與建議。 
三、評估共讀圖畫書對於幼兒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幼兒「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 
幼兒學習讀和寫不是限定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而是生活中持續萌發展現的過

程，幼兒早期讀寫能力逐漸發展的現象，稱之為「讀寫萌發」。早期閱讀發展的

理論─讀寫萌發的概念源於紐西蘭的 Clay 博士在 1966 年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所

做的博士論文「萌發的閱讀行為」(emergent reading behavior)，第一次使用的這

個名稱，1970 年到 1980 年，美國開始發展這方面的研究發現，幼兒學習書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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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written language)和口語(oral language)兩者都是一個逐步自然發展的過程(李
連珠，1992；楊怡婷，1995)。 

Goodman(1986)指出，讀寫萌發以幼兒早期閱讀的觀點出發，去詮釋幼兒讀

寫能力的概念給予閱讀與寫較廣泛的定義，主要概念有四： 
(一) 幼兒在生活環境中即開始準備學習讀和寫： 

指出幼兒開始接觸環境中的文字，並且與文字互動的過程中，及建立起

有關讀寫的發展階段，幼兒的生活經驗是可以幫助幼兒的各種能力的發

展及基礎，因此豐富的生活經驗對幼兒是有幫助的。。 
(二) 幼兒在學習讀寫方面是個主動者： 

強調幼兒在學習閱讀的過程中，就如同他們說話一樣，是一個主動的參

與者與建構者。這對研究者來說是較難理解的，因為以現在家長保護過

度與照顧之下，幼兒學習的意願及主動性已逐漸降低。研究者認為，如

果能營造出一個充滿豐富多元、沒有壓力的讀寫環境中，自然能吸引孩

子的注意、好奇，並引發孩子學習的興趣，讓孩子帶動大人一起學習、

一起共讀。 
(三) 閱讀和書寫相互關連發展： 

幼兒的書寫與閱讀是相互關連發展的，由此可知其實閱讀是一項綜合各

項能力及環境才能造就的活動，在設計閱讀活動時，要融入各種能力啟

發的連結，幼兒與幼稚園環境中的人、事、物交互作用，讓孩子學習的

是一個完整的經驗。幼兒閱讀圖書的行為發展是先看圖，未形成完整的

故事，然後看圖說出完整的故事，最後才試著看文字，並隨著年齡的成

長，其閱讀行為的發展漸趨成熟。 
(四) 幼兒學習讀寫是一種社會歷程： 

讀寫發展是一種文化適應的歷程，也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心理語言活動」

(sociopsycholinguistic activity)幼兒經由各種社會活動，並藉著他人的引導和協

助，內化活動中使用的口語與書面語言，而逐漸增進語言能力，這樣的人際互動

關係，即是幼兒早期書寫發展的基礎，因此在團體式的幼稚園裡，小型的社會生

活中是可以看到孩子一些閱讀行為的變化，由此可知同儕及環境的影響對於幼兒

而言，是有其交互作用的影響力。 

二、幼兒閱讀的發展過程 
兒童閱讀行為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當幼兒開始自發性的拿著書、將圖

書裡的角色命名、用自己的方式將故事重組為自己的說法、喜愛重複哼唱童謠兒

歌，並且慢慢的了解圖書裡的文字是有意義的、喜歡唸書給別人聽、能辨認出熟

悉的字…等等，在幼兒閱讀行為的發展上，顯示幼兒是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探索文

字的。 

依據 Sulzby 研究幼兒萌發的閱讀行為，觀察二至六歲的幼兒在閱讀他「最

喜愛的故事書」時，請幼兒「唸你的書給我聽」，發現二至六歲的幼兒口語閱讀

行為，可分成下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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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圖畫，但未形成故事： 
幼兒指著圖畫，述說所畫的物品名稱(命名)，將每一頁當作是獨立的，常跳

著翻頁，而不是聯結成一個故事。 
（二）注意圖畫，和形成口語的故事： 
幼兒跟著圖畫，以好像某個人在說故事的字句和語調，將整本書述說和連

結成一個故事。 
（三）注意圖畫、閱讀、和說故事的混合： 
幼兒看著圖畫唸讀，有時以一個說故事的語調唸讀，有時以一個讀者的語

調唸讀。 
（四）注意圖畫，但形成的說故事： 
幼兒看著圖畫唸讀，唸讀的字句和語調好像在閱讀，類似故事中的文字，

有時逐字地唸。 
（五）注意文字，此階段又分為四種行為表現： 
1. 因注意到書中的文字，而不願意唸讀故事。 
2. 部分地讀：使用文字的某些部分，有時著重幾個認識的字。 
3. 以不平衡的策略閱讀：常過度省略不認識的字，以他認識的其他字代替，

或是過於倚賴自己預測的字或記得的字，而不是書上的字。 
4. 獨立的獨：幼兒自己能唸讀書上的字。 
楊怡婷(1995)參照 Sulzby 的幼兒閱讀行為研究，採讀寫萌發的觀點，探究

我國幼兒閱讀圖書的行為發展，可依序分成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先看圖畫，未形成完整的故事： 
1. 指名和述說： 
幼兒將圖畫看成是一個靜止意象，會跳著翻頁。例如：翻看到某一頁，即

指著一個圖畫說出所畫事物的名稱或特性等。 
2. 注意圖畫中的行動： 
幼兒會注意圖畫書中的行動，將其看成是目前正在發生的行為，一面用手

指著圖畫，一面述說其行動。 
3. 口語說故事，未形成故事： 
幼兒會以日常的口語述說故事上的圖畫，但內容缺乏邏輯連貫，無法形成

完整的故事。 
（二）第二階段：看圖畫，形成故事： 
幼兒以口語說話方式，表達一個聽者可以了解的故事，故事中部分情節與

書上內容相似，且故事中會包含口語連結詞。 
（三）第三階段：試著看文字： 
1. 部分的讀： 
幼兒會把注意的焦點放在他所認識的幾個字上。 
2. 以不平衡策略讀： 
幼兒在讀文字時，對於他不認識的字採取的策略是省略不唸，或以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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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代替，或是倚賴他自己預測或記得的字，而不是書上寫的字，有時會要求一

旁的成人唸給他聽。 
3. 獨立地讀： 
幼兒能自己讀書上的字，會自我糾正，不依賴成人，對於他不認識的字，

能自我糾正或省略不唸，或改以合於上下文的意思的字去取代。 
4. 獨立且完全閱讀： 
幼兒識字頗多，已經可以獨立讀完整個故事。 
幼兒閱讀圖書行為的發展是先看圖畫，未形成完整的故事，然後再看圖輸

出完整的故事，最後才試著看文字；並隨著幼兒年齡的成長，其閱讀行為的發展

亦漸趨成熟(黃瑞琴，1997)。Goodman(1986)綜合指出：年紀較小的孩子，相信

書本的圖畫是傳遞訊息的，而三至五歲的幼兒了解是文字傳遞訊息。 

三、共讀的意義與策略 

（一）共讀的意義 

從讀寫萌發的觀點來看，讀寫發展是一種文化適應的歷程，也是一種複雜

的「社會心理語言活動」。幼兒經由各種社會活動，並藉著他人的引導和協助，

內化活動中使用的口語與書面語言，而逐漸增進語言能力，這樣的人際互動關

係，即是幼兒早期讀寫發展的基礎。因此，成人與幼兒共同閱讀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共讀，簡單而言就是將閱讀的形式換成幼兒與成人共讀一本故事書，在共讀

的過程中，讓孩子慢慢學習思考，說出自己的看法和他人分享，並能透過討論訓

練孩子的表達能力。在孩子閱讀童書的過程中，父母也能保留一份童心，並透過

與孩子的對話、討論、分享彼此的感動與思想(吳幸玲，2001)。 

就家庭而言，父母與孩子一起分享童書稱之為『親子共讀』，在親子共讀

的過程中，父母必須了解孩子的認知能力，探索其閱讀興趣，有計畫的爲孩子挑

選適合的讀物。親子共讀也是一種互動式的閱讀，隨著孩子自主能力的增強，互

動的方式也有所因應調整。 

（二）共讀的策略 

洪文珍（1997）在「兒童讀物的導讀模式」一文中介紹了七種導讀模式： 

1. 美讀的導讀模式 

由導讀者選擇生動有趣的讀物，以有感情的聲音唸給孩子或學生聽，而不

主動提問或強迫孩子說讀後感，只讓孩子陶醉在作品中。用有感情的聲音唸圖畫

書給孩子聽，能豐富孩子的語彙，並培養其想像力。 

2. 以故事為引，探索思考的導讀模式 

這個模式由導讀者精采說故事或聽故事錄音帶，聽完故事小朋友自由發表

感想或聯想，提出問題，進行小組互動，導讀者偶爾提問、澄清。 

3. 建構作品類型特徵的導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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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式由導讀者邊唸作品、邊解析作品，建構作品的類型特徵概念。此

模式較著重作品本身特性及作品美好的理解，建構讀者類型概念，可培養讀者敏

銳和批判的心靈。 

4. 閱讀與輔導合一，著重解決問題的心路歷程的導讀模式 

這種導讀模式分：導讀前引發讀者類似的就經驗，彼此分享經驗。導讀中

由教師分段呈現提問，讓讀者預測、驗證了解。讀完作品之後，必須讓讀者在讀

後吐露心聲，說出感同身受或類似經驗，發現自己內在的聲音，了解自己的情緒

與反應。 

5. 移植閱讀策略的導讀模式 

這個導讀模式的目的是引導讀者深入作品的形式基架與內部意涵。側重深

究文章的形式與內容的策略、提問的策略與導讀的步驟，透過導讀，將有關閱讀

的各種策略移植到學生身上。 

6. 戲劇化的導讀模式 

故事類的作品，，經過前述深入解讀作品後，轉化為劇本，演出後再回過

頭來讀作品，看是否有不同的理解。 

7. 文章感受轉化為畫圖的導讀模式 

這個模式是從閱讀延伸到畫圖的導讀，從閱讀文學作品的理解轉化為畫

圖，看出不同的感受與理解途徑。 

Whitehurst(1988)等人提出「對話式閱讀」(dialogic reading)，技巧如下： 

1. 就童話書的圖畫提出「這是什麼？」「這是誰？」等問題，引導幼兒說

出書中人物或物品的名稱。 

2. 針對孩子的回答繼續問問題。 

3. 複述孩子所說的話。 

4. 當孩子不知如何回答時給予協助。 

5. 讚美與鼓勵孩子。 

6. 配合孩子的興趣。 

7. 問開放性的問題。 

8. 將兒童所回答的句子延伸為更完整的句子。 

邱天助（2002）在「閱讀，從家庭共讀開始」一文中提出國小兒童的共讀

技巧如下： 

1. 與孩子輪流唸書 

鼓勵孩子用不同的聲調，表達不同的情緒。 

2. 培養兒童深化閱讀的能力 

兒童閱讀也許只要快樂就好，若要進一步感受到閱讀的愉悅，就不只是輕

鬆的閱讀、輕鬆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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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兒童做閱讀比較 

鼓勵兒童就所閱讀的書與他熟稔的書比較看看。書裡的人物角色有何異

同？故事的背景是否一樣？ 

4. 發展兒童閱讀的喜好 

與孩子討論書裡最喜歡的部分以及喜歡的理由，或與孩子談談是否喜歡故

事的結局及其理由。或跟孩子聊一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也許是一個詞句、一段

話、一幅圖畫、一種想法、一項發現。 

5. 讓孩子理解寫作的佈局 

與孩子討論書裡所產生的氛為，以及作者如何創造？例如運用哪些詞句、

事件、場景，因而讓我們有某種感覺。 

6. 鼓勵孩子開始做系統閱讀 

如果孩子已讀了不少書，鼓勵他收集一位作者或一項主題的著作，從事系

統的閱讀。 

柯華葳(2006)則把親子共讀的策略分為兩個階段：一為識字前，即當幼兒不

認識字時所使用的方法，接著當幼兒慢慢認識一些字時，即使用的方式可以慢慢

轉變。所以使用的策略如下： 

1. 幼兒不識字階段 

（1）看圖命名 

此時幼兒不認識字，主要看的是圖片，家長除了唸故事給孩子聽，還可以

指著書中的圖片，看圖命名，如指著書中的圖說小魚、花、牛…等。 

（2）敘述圖片中的行為 

此時小朋友對故事的組成概念模糊，父母可以引導孩子描述書中圖片主角

的動作或從事的事物。 

（3）看圖編故事 

當幼兒能指出書中圖片名稱，描述主角動作時，父母可慢慢的引導孩子看

圖編故事，說出自己的想法，但與書中呈現的內容不一定要一樣。 

（4）看圖說故事 

父母透過圖畫，可鼓勵幼兒組織、複述故事內容，引導幼兒說出和書本上

內容相似的情節。此階段幼兒處於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階段，基本上是使用書中

圖畫書為主要的線索來理解書的內容。 

2. 幼兒識字階段 

（1）讀到書中常見的字、詞時，可停一下請幼兒接讀 

例如：「小魚說，XX(媽媽兩個字停讀)，怎麼才可以游得像妳一樣快？」

看看孩子是否可讀出「媽媽」兩個字。若孩子可讀出「媽媽」，則可以說：「等

一下這兩個字都給你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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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孩子可以讀更多字時，可以親子輪流讀 

當孩子認得更多字時，家長可以試著和孩子一起輪流讀。當孩子讀錯時，

父母只要將那個字正確複述即可，不用急著糾正說：「錯了。」此時孩子需要的

是鼓勵。除此之外，和孩子輪流讀時，剛開始不要選擇字數太多的書籍，以免孩

子覺得壓力太大而放棄。 

（3）當孩子可以自己閱讀時，請放手讓他讀，家長在一旁聽 

此時需要一些耐心，當孩子唸錯字，唸顛倒，請注意看他自己自我更正。

更正之後，正確的唸出來了，就鼓勵他。若再錯，家長則將正確的字複述，這是

學習新字的途徑。 

除了閱讀文字外，有的繪本圖畫很精緻，或者有一些線索在圖中，可和幼

兒一起欣賞，父母可提醒幼兒：「這素描好細心喔！」「這色彩用得很亮麗。」

有的讀物也會藏一些趣味在圖中，可和孩子一起分享。所以，閱讀圖和分享圖的

意義也是閱讀的一種收穫。 

汪培珽(2006)也給予父母在進行親子共讀時一些建議： 

1. 不要省略細節，敷衍了事 

當父母說故事給孩子聽時，態度一定要認真，不可以敷衍了事，不要為了

省時間而匆匆跳過某些細微的情節，故事需有頭有尾才能吸引孩子。 

2. 抑揚頓挫要明顯，可加上輔助音效 

基本上唸故事給孩子聽，有些像唸舞台劇的台詞，除了抑揚頓挫要明顯，

還要加上一些音效，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3. 要耐心引導，別任意斷定孩子不愛書 

當我們發現孩子不愛聽故事時，可能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像是當時孩子

想跟媽媽玩、孩子不喜歡這本書卻不會表達、孩子只是累了不想聽…等等原因，

不管我們怎麼推論，但千萬不要任意斷定「這個孩子天生就不喜歡看書」。 

4. 不要強迫孩子聽故事 

當還在建立孩子聽故事習慣時，如果發現孩子好像快要不專心或不耐煩

時，就要趕快停止。甚至可以故意製造媽媽累了的假象，讓孩子以為是媽媽不想

說，而不是他們不想聽了。所以千萬不要強迫孩子聽故事，以免造成反效果。 

5. 觀察孩子的接受度，來調整唸故事的方法 

孩子的年紀、成熟度和我們所選的故事書，都可能是變數。所以，父母必

須用心觀察孩子對不同故事的接受度。從一些文字較少，故事較有趣的書籍開

始，然後視孩子的個別狀況，慢慢地增加調整到最適合的步調。 

6. 父母的愛，何時付出都不嫌晚 

閱讀習慣還是越小越容易建立，如果等到孩子已經不習慣靜下心來聽故

事，或大到容易為其他事情分心時，要再希望他們乖乖坐在我們身旁看書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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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培養，這時父母最需要準備的東西應該就是「耐心、耐

心、還是耐心」，唯有耐心的引導才能使孩子漸漸喜歡上閱讀。 

7. 持之以恆是成功的關鍵 

培養閱讀習慣「持之以恆」為成功的關鍵因素，對父母而言這件事最容易

懂，卻也最難做到，所以，千萬不要三天捕魚、兩天曬網，考驗孩子的耐性。 

綜合上列所述，親子共讀時應該視幼兒當時的狀況及個別差異，運用不同

的策略和方法。但研究者認為基本不能少的是父母家長、成人真心的陪伴及耐心

的引導，如能堅持，一日復一日，定能引發幼兒閱讀興趣，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四、共讀對幼兒的影響 

Whitehurst 等人以 29 名中產階級，施測對象年齡為 21 至 35 個月的幼兒，

施以家庭本位(home-based intervention)介入為期一個月。研究人員教導實驗組家

長以「對話式閱讀」引導幼兒閱讀，實驗組家長與幼兒共讀初期，家長將就共讀

書及提出簡單的問題，例如「這是誰？」「這是什麼？」等問題，引導孩子說出

書中人物或物品的名稱；隨著幼兒說話能力的增長，慢慢的轉為開放式的問題，

例如：「小熊為什麼哭得很傷心呢？」當幼兒無法回答時，家長經由提示、示範

引導幼兒說話，並針對幼兒回答的內容給予讚美、修正和延伸，引導幼兒說出完

整的句子。漸漸的幼兒述說故事內容增多，母親角色轉變為積極的傾聽者，支持

並鼓勵幼兒。控制組的母親則採傳統的述說故事給孩子聽，不提任何問題詢問幼

兒，幼兒單純為被動的聽眾。一個月後，結果顯示兩組幼兒接受性語言之得分並

沒有明顯的差異，但表達性語言的得分，實驗組的幼兒顯著高於控制組，在質化

的資料也顯示，實驗組幼兒的語言長度較控制組長。此結果顯示「對話式閱讀」

能幫助受試者說出更多、更豐富的話語。 

Crain-Thoreson 和 Dale(1999)使用對話式閱讀訓練方案教導家長及老師，將

32 名語言發展遲緩的幼兒分為三組，其中兩組為受過訓練的家長和老師帶領幼

兒使用一對一的對話式閱讀，每週至少四次，另一組為控制組。經過八週實驗教

學後，發現導讀技巧越好的家長或老師，其所引導的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語言表

現進步也越多。所以良好的閱讀策略和方法對增進孩子語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林宗彥(2005)進行田中地區外籍配偶家庭親子共讀對學前幼兒語言發展影

響的相關研究，對象為 3 至 6 歲的幼兒，此研究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親子共讀團體

輔導活動，為期八週，每週兩次，選擇貼近幼兒生活經驗之繪本，設計相關之學

習內容，進行親子共讀。研究結果顯示親子共讀能適時幫幼兒解惑、降低幼兒挫

折感，有助於語言能力的發展，幼兒能力均有顯著的進步。 

孔員(2005)進行幼稚園推動親子共讀之行動研究，研究者為私立幼稚園園

長，推動親子共讀多時。此研究主要以推動園內的親子共讀為主，並尋找大、中、

小班的幼兒各一個家庭，作為深入觀察和研究的對象，為期四個月。研究結果顯

示，透過親子共讀最直接明顯的感受式幼兒語言表達及組織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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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親子共讀對學齡前的幼兒，無論是一般學齡期的幼兒或身

心障礙幼兒，均能增進期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對就學的孩童亦能增進其語文知

能。且在親子共讀的過程中，父母如果能適當的使用一些策略引導幼兒，對幼兒

語言能力提升效果相對的會更好。幼兒的語言發展和他們接觸圖書的經驗有明顯

的正相關，接觸圖書的經驗越豐富，語言發展的階段就越高。因此閱讀習慣的養

成，對於幼兒未來各方面的學習有著重大、顯著的影響。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小昀(化名)是一名 5 歲的女生，個性活潑開朗，就讀台東市佑佑（化

名）托兒所中班。由於是隔代教養下的孩子，因此，小昀平常說話的對象就是外

公、外婆，外公、外婆說的是台(河洛)語，和小昀的對話裡常常是國台語摻半，

發音不甚準確。小昀在還沒就讀托兒所前，時常跟著外公外婆到處遊覽，其接觸

對象也是一群銀髮族的阿公、阿嬤，在這樣長時間的耳濡目染下，小昀的構音發

展並不是很好，語文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與的表達及敘述能力欠佳。此外，小

昀家中並無適合幼兒閱讀的圖畫書，阿公、阿嬤平日也未有陪小昀一起讀書的習

慣。研究者希望藉由共讀的方式協助小昀，經過溝通得到家長的同意之後，便以

小昀為個案進行連續四個月的共讀活動。 
二、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依序分為準備階段、正式行動階段與分析階段（如圖一），茲將各

階段重點工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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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本階段在擬定研究主題與選定研究對象之後，隨即開始著手蒐集相關文獻資

料，然後依據幼兒的年齡選擇適合的圖畫書。研究者選定 10 本圖畫書（如表一），

並編寫共讀活動設計，自 2009 年 8 月開始進行試探性共讀活動。在一個月的歷

程中，共進行 10 次（每次 10 至 20 分鐘）共讀活動，根據共讀的結果進行反思，

修改原先的共讀活動設計。 
表一 10 本圖畫書的書名、出版社、作者及內文簡介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內文簡介 

1 好餓的毛毛

蟲 

上誼 艾瑞‧卡爾 鑽進鑽出、毛毛蟲忙得不得了，一

個洞、二個洞、三個洞……。 

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吃吃吃，肥嘟

嘟的，牠究竟什麼時候才吃飽？讓

孩子的小指頭可以在洞裡鑽進鑽

出，把自己想像成毛毛蟲和書互

初始共讀活動 

修正共讀活動設計 

正式共讀活動 

反省與評估 

研究資料蒐集 

撰寫研究報告 

圖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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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認識毛毛蟲蛻變成蝴蝶的過

程，也同時學到星期、數數、排序

等概念。 

2 棕色的熊、

棕色的熊，

你在看什

麼？ 

上誼 比爾‧馬丁 隨著一問一答的句子、重複的韻律

與節奏，一本充滿各種動物與色彩

的圖畫書在孩子面前慢慢展開。這

是一本具有創意性的貼畫構成，色

調鮮明、活潑。孩子可以從這本書

中學習語法、欣賞預言的節奏性，

並學會各種動物的命名，更可以認

識顏色，增廣視野。 

3 生氣湯 上誼 貝西‧艾芙瑞 這一天霍斯過得很不高興。他帶著

一肚子怒氣回家。但是，霍斯的媽

媽卻知道該怎麼處霍斯那一肚子的

怒氣呢！── 那就是煮一鍋「生氣

湯」。做這一本《生氣湯》的材料如

下：  

1.有智慧的文字，加一兩小句的氣

話。 

2.積極的訊息，教導讀者正確的把怒

氣釋放出來，而不是把怒氣封鎖起

來。 

3. 和故事一樣有活力的圖畫。  

4 你們都是我

的最愛 

上誼 山姆‧麥克布雷尼 熊爸爸和熊媽媽每天都告訴三個熊

寶貝：「你們是世界上最棒的熊寶

寶。」但是有一天小隻熊寶寶開始

好奇，到底爹地和媽咪最喜歡誰

呢？他們不可能都是爸爸和媽媽的

最愛呀？老大擔心自己沒有斑紋，

爸媽會比較不喜歡他；老二擔心自

己是女生，爸媽會比較不喜歡他；

老三也擔心自己是最小的，所以爸

媽會比較不喜歡他。結果呢？爸媽

的答案太令人滿意啦，原來外表、

性別、排行都不是問題，每一個孩

子都是最棒的、也最獨特的熊寶

寶！ 

5 10 隻小瓢蟲 台灣麥 Melanie Gerth 當小朋友陪著十隻小瓢蟲走完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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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神奇的旅程後，也將認識數字 1~10

的意義和一些大自然中的生物；此

書充滿趣味而有節奏感的文字，除

了讓孩子在閱讀時樂在其中，並可

強化孩童的數字計算觀念，而書中

所附的小瓢蟲玩具，也帶給孩子許

多樂趣。 

6 寶貝熊波波

晚安 

兒童日

報 

Barbara 

Cimochowski 

寶貝熊波波晚上決定一個人睡覺，

但是在入睡之前，他發現了可怕的

大怪物、聽到了咕嚕咕嚕的怪聲，

也想到了朋友們晚上都是睡在哪裡

呢？他到廚房想喝一杯牛奶幫助睡

眠，卻看到了媽媽溫柔的對他笑

著，最後，寶貝熊波波還是回到爸

媽的身邊，安安穩穩的睡著了。 

7 嗨！寶貝熊

波波 

兒童日

報 

Barbara 

Cimochowski 

藉著精美的圖文，讓孩子和寶貝熊

波波在富含創意的故事中，引導幼

兒觀察生活週遭的生物和現象。鼓

勵並保持孩子天生的好奇心，讓孩

子輕輕鬆鬆的認識大自然的事物。 

8 看到什麼 兒童日

報 

Moira 

Butterfield 

轉轉看，你看到了什麼？每頁皆有

不同的主題，有森林、海洋、沙漠、

叢林，讓孩子轉動書上的轉盤，發

現許多新奇又有趣的圖案。 

9 花格象艾瑪 人類文

化 

David Mckee 艾瑪是一隻花格子的大象，身上有

紅、橙、黃、綠、藍、靛、紫、白、

黑……等等的顏色,唯獨沒有灰

色。艾瑪是大家的開心果，有天早

上艾瑪去森林裡尋找一棵長滿灰色

果子的樹，艾瑪利用果子的顏色把

自己塗成灰色的大象。回到大象群

裡，沒有一隻大象認出艾瑪，所有

的大象都很安靜、嚴肅，直到天降

下大雨，大家才發現原來艾瑪偽裝

成灰色的。就在這時候，有一隻大

象提議說，每年的這一天定為艾瑪

節，全部的大象都得打扮成花花綠

綠的樣子，只有艾瑪要塗成大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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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灰色。 

10 請問你是

誰？ 

上人文

化 

Keith Faulkner 當在水裡游來游去的小蝌蚪、笨手

笨腳的小天鵝和到處爬呀爬的毛毛

蟲，牠們長大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呢？這本令人驚奇、全彩的立體

書，用對話的方式，簡單明瞭的描

述小生物的特徵和成長後的變化。

幼兒在翻頁的過程中，不但會對大

又有趣的立體圖畫感到驚奇，深深

的吸引幼兒的目光，從而認知自然

生物的變化，達到學習的效果。 

 
（二）正式行動階段 
自 2009 年 9 月至 2009 年 12 月，研究者開始進行正式研究。由於研究者與

小昀在前一階段已有共讀 10 本圖畫書（如表一所列）的經驗，因此，在本階段

的共讀活動中，研究者讓小昀自行選擇想要閱讀的圖畫書。共讀活動總共進行

10 次，每次 10 分鐘至 25 分鐘，共讀日期、時間與書名等資料見表二。每次共

讀均全程錄影，事後將影音檔轉錄為文字資料。除共讀活動的資料之外，研究者

還進行反省和評估，並將想法寫成研究札記。 

表二 共讀活動的日期、時間與書名 
共讀次數 共讀日期 時間 書名 

1 98 年 9 月 14 日 10 分鐘 10 隻小瓢蟲 

2 98 年 9 月 18 日 20 分鐘 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 

3 98 年 9 月 21 日 20 分鐘 好餓的毛毛蟲 

4 98 年 9 月 24 日 10 分鐘 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 

5 98年 10月 12日 10 分鐘 生氣湯 

6 98年 10月 26日 15 分鐘 生氣湯 

7 98年 10月 29日 20 分鐘 嗨！寶貝熊波波 

8 98年 11月 23日 25 分鐘 生氣湯 

9 98年 11月 30日 20 分鐘 10 隻小瓢蟲 

10 98 年 12 月 21 日 25 分鐘 生氣湯 

 

（三）分析階段 

正式行動階段結束後，研究者分析前一階段所蒐集到的資料，最後撰寫研

究報告。 

三、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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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幼兒共讀紀錄為研究者每次和研究對象進行共讀活動後的活動紀錄，研

究者將影音檔轉換為文字檔。研究者把每次共讀的書本名稱、研究對象的活動反

應、特殊的事項都予以紀錄。研究札記為研究者在活動後的自我省思，反省共讀

時的情緒反應及策略應用是否適當，以為擬定新策略之參考。影音資料為每次與

幼兒共讀時所攝影下來的紀錄，以作為之後共讀策略改進的方針。此外，研究者

與小昀週遭人士（如小昀的阿公、阿嬤與老師）的談話則寫成談話紀錄。 

四、資料的分析 

編碼過程是先反覆閱讀所有的相關資料，始對資料有清楚而完整的了解。

接著將訪談內容的每一句能回應研究問題的做記號、編碼，再根據編碼思考核心

概念並命名。在這過程中，兩位研究者持續歸納次主題和主題分類進行檢視與討

論，以確認資料分析的可信度。兩位研究者在資料分析完成後，仍不斷相互進行

討論、回饋、反思和修正，直到研究報告書寫完成。 

肆、研究發現 
一、幼兒重複選書與重複閱讀的現象 

在準備階段的共讀活動中，研究者發現小昀比較喜感興趣的書是「生氣

湯」、「好餓好餓的毛毛蟲」、「十隻小瓢蟲」、「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

看什麼？」（研究札記 20090825）。在正式行動階段的共讀活動中，研究者讓

小昀自己選擇喜歡的書，發現小昀有重複選擇某些圖畫書的現象，經過檢視，10
次共讀活動裡，有 4 次選擇「生氣湯」、2 次選擇「十隻小瓢蟲」、2 次選擇「棕

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 

此外，研究者發現小昀對於圖畫書裡重複的形式也深感興趣，例如「棕色

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一書裡，其句子的形式為「（顏色）的（動物），

你在看什麼？」，只有顏色和動物的名稱不斷變化，其它部分則不變，讓幼兒覺

得很好玩，所以在她唸完故事後，一直重複故事裡的問答（研究札記 20090918）。 
 
二、研究者與幼兒在對話式閱讀歷程中的互動 

由於小昀的口語表達能力較差，因此，研究者在參考相關文獻，以及經過

試探性共讀活動之後，決定採用「對話式閱讀」的共讀方式來提升小昀口語方面

的能力。即在共讀的歷程研究者會提出一些問題來問小昀，希望小昀能在共讀活

動中經由問答的形式增加口語練習的機會。以下是閱讀歷程的互動： 
     （一）以引導方式提問 

共讀初始，當研究者拿到小昀挑選的書本時，首先會先唸書本的名稱、作

者，然後請小昀看看封面，說一說她看到了什麼。小昀會就她看到的圖案做簡要

的說明，像是「瓢蟲」、「熊」、「兔子」，當研究者進一步問：「你覺得瓢蟲在做什

麼呢？」小昀都是以「不知道」來回應，研究者推測主要是小昀不知從何說起，

因此，只好說不知道。了解此狀況後，研究者改以引導的方式來進行，例如說：

「它是不是在找朋友？還是在找食物？」希望藉由研究者的提問讓小昀有一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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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思考的方向，進而願意開口說話。 
（二）配合幼兒唸字的動機指認國字 
在共讀活動中，小昀常常主動要求唸字，因此，研究者配合小昀唸字的動

機，邊唸邊指，讓小昀跟著複述，以下是其中一個例子： 
兒：霍斯今天有不好。霍斯今天有一"利”不好意見事喔。那這個呢？我都

沒有唸到字。 

師：不如意的事。(老師邊唸邊指出來) 

兒：不如意的事。(幼兒跟著重述)  

： 
（共讀活動六 981026） 

當幼兒熟悉故事內容之後，幼兒會自己指著圖畫書的文字逐一的唸，遇到

不會的字會停頓下來，等待研究者接讀，然後跟著複述。等唸到熟悉的地方，幼

兒自己又會接讀。例如常常唸生氣湯，所以幼兒幾乎把內容背起來了，在第六次

共讀時，幼兒指著文字一個字一個字的唸，遇到不會或者是漏字、唸錯，幼兒會

停頓等待研究者正確的念法後，再重述一次研究者所唸的句子： 
師：嗯…那從這裡，開車對不對？珍珠阿姨開車… 

兒：珍珠阿姨開車… 

師：橫衝直撞。 

兒：橫衝直撞。 

師：一路吱吱嘎嘎。 

兒：一路吱吱嘎嘎。 

師：差點兒… 

兒：差點兒壓死三隻貴賓狗。（共讀活動六 981026） 

（三）聲音與動作的模仿 
研究者唸「生氣湯」給幼兒聽時，有模擬書本裡人物的動作及聲音，後來

幼兒在唸故事時，也學研究者當時的動作及聲音。不止學圖畫書裡的人物大叫，

也模仿水滾沸的聲音呢！ 
兒：這樣子「阿~~~~~」。 

師：喔~對著鍋子大叫，然後呢？換誰？ 

兒：然後，霍斯也對著鍋子大叫，「阿~~~~~」。 

兒：然後媽媽又叫得更大聲。像我這樣「阿~~~~~」。 

師：喔，然後呢？ 

兒：霍斯也這樣子「阿~~~~~」。 

師：喔，好。然後是怎樣？ 

兒：啵嚕啵嚕……（模仿開水的聲音）（共讀活動五 981012） 

 

三、共讀的意外收穫 
（一）表達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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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幾個月的共讀之後，研究者發現小昀在語言發展方面有很大的轉變

和進步。口語表達方面的改變有：  
1. 喜歡說話 
小昀最大的轉變為變得喜歡說話和發表，就連阿公、阿嬤都來跟我說，小

昀在家裡變得很喜歡說話、而且講得很清楚、完整（阿公阿嬤訪談 20091221）。 
2. 喜歡發問 
小昀除了回答問題之外，也變得喜歡發問，研究者認為懂得提問就是進步

的開始，當孩子有疑惑時能及時提出，一旦疑惑解決並滿足孩子知的需求之後，

自然就會往前邁進，從一小步、一小步的累積，到最後就會突飛猛進（研究札記

20091026）。 
3. 詞彙更加豐富，句子的表達更加完整 
從小昀在學校的親子聯絡簿中，學校老師提出小昀變得喜歡說話，在和老

師或同儕對話時，會說出一些以前沒聽她說過的詞句，並且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親師連絡簿 20091108）。除了句子的表達較為完整清楚外，研究者覺得小

昀對於所看的書本和回答內容的連結性越來越強。這表示小昀對書本的內容理解

程度越來越高，且能在理解之後用自己的話簡單的表達出書本所要傳達的重點

（研究札記 20100122）。 
（二）識字量的增加 
在與幼兒共讀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小昀的識字量竟大量的增加，這倒是

在研究者的意料之外，因為在一些參考資料中都顯示，認字並不是共讀的主要目

的，孩子從共讀到能自己讀是有階段性的。在楊怡婷（1995）採讀寫萌發的觀點

中，幼兒能試著看文字閱讀已經是第三階段了。所以在共讀之初，識字能力並不

是研究者研究的重點，所以研究者並沒有刻意在這方面加強，共讀時主要還是研

究者唸給研究對象聽。但是在共讀一段時間後，研究者卻發現小昀的識字能力越

來越強。在幾次帶小昀去逛街，在街上她看到許多認識的字都會唸出來，這倒是

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也是此次與幼兒共讀額外的收穫（研究札記 20100203）。 
有時當她自己想要唸故事書時，她會要研究者當小朋友，由她當老師，這

個過程非常的有趣。當小昀遇到不會唸的地方，她會自己看著圖畫然後隨意編個

句子就帶過去，研究者也不會特別糾正她唸的不對或者是唸錯的地方，反而是在

最後說完故事時，給她熱烈的掌聲及讚美，她都會高興好久呢！在第五次共讀活

動時，小昀自動說她要說故事給我聽，一樣是她當老師，我當小朋友。不同的是，

她拿故事書的方向變了，變成書本的內容朝著研究者，然後一字一句的說给研究

者聽，這個動作應該是模仿幼稚園老師說故事的方式，讓人不禁會心的一笑（研

究札記 20091012）。 

伍、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一）重複閱讀以及重複形式的意義和功能 
本研究發現幼兒有重複閱讀的傾向，吳宜貞（2006）認為重複閱讀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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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的意義和功能。藉由重複閱讀能讓學生對於不認識的生字、新詞，先進行

解碼，降低其在解碼上的負荷量，能促進閱讀理解上的表現。所以重複閱讀可以

促進學生的識字能力、閱讀理解能力、閱讀速度、並降低朗讀時的錯誤率。除此

之外，透過反覆閱讀，孩子更肯定自己所知；在已知上，孩子學習「字」、各式

符號、故事體等與閱讀有關的事。透過自己不斷的練習，不僅學得閱讀的方法也

確認所讀的與自己既有知識的關係（柯華葳，2006）。 
其次，本研究發現幼兒對於圖畫書故事內容的重複形式深感興趣，張宜玲

（2005）認為重複的形式與趣味是幼兒文學的特色，因為重複不是機械式的複製

過程，而是一種符合身心發展的韻律節奏；而重複的趣味，最能引起幼兒的共鳴。 
（二）對話式閱讀的技巧 
Whitehurst(1988)等人提出「對話式閱讀」，主要就共讀的圖畫書提出簡單的

問題，例如「這是誰？」「這是什麼？」等問題，引導孩子說出書中人物或物品

的名稱；隨著幼兒說話能力的增長，慢慢的轉為開放式的問題。在共讀開始，當

研究者問圖畫中的名稱時，幼兒大都能回答，但是，當研究者進一步問問題時，

幼兒都是以「不知道」來回應。研究者推測幼兒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說不知道，

因此，改以引導與示範的方式來進行，讓幼兒有一個具體思考的方向，進而願意

開口說話。 
其次，本研究發現幼兒有主動認字的動機，這與讀寫萌發觀點中強調幼兒

在學習讀寫方面是個主動者概念不謀而合，就此而言，幼兒在學習閱讀的過程

中，就如同他們說話ㄧ樣，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者與建構者。然而，研究者發現大

多數關於共讀的研究卻偏重成人的指導，忽略幼兒學習的主動性。例如柯華葳

（2006）將共讀分成幼兒不識字與幼兒識字兩階段，在幼兒識字階段中，遇到常

見的字，成人可停頓讓幼兒接讀，當孩子認得更多字時，可以親子輪流讀，直到

孩子可以自己閱讀時，才放手讓他讀。 
在本研究中，當研究者發現幼兒主動的認字動機後，隨即配合其動機邊指

邊唸，然後讓幼兒跟著複述。當幼兒熟悉故事內容之後，幼兒會自己指著圖畫書

的文字逐一的唸，遇到不會的字會停頓下來，等待研究者接讀，然後跟著複述。

等唸到熟悉的地方，幼兒自己又會接讀。因此，共讀的主導權是在幼兒身上。 
二、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者歸納本研究的結論以供參考。條列如下： 
（一）幼兒重複閱讀的行為與圖畫書的重複形式有正面的意義與功能。 
幼兒重複閱讀的行為可降低認知負荷，並在已知的基礎上學習與閱讀相關

的事物。 
（二）對話式閱讀需配合幼兒的主動性給予適當的引導與示範 
當幼兒對於成人的提問不知如何回應時，成人必須適當的引導與示範；當

幼兒表現出認字的主動性時，成人在共讀時則應以幼兒為主導，適時的扮演接讀

或聆聽的角色。 
（三）對話式閱讀能增進幼兒的表達能力與識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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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小昀在四個月的共讀活動後，變得喜歡說話、喜歡發問、表達清

楚完整。其次，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識字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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