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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學童的讀報行為與對讀報成效的認知研究
A Study of the Cognitive Effects and Outcomes of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Taipei City
馮琼愛1　邱銘心2

Chiung-Ai Feng1, Ming-Hsin Chiu2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人口變項，對讀報行為的意見與讀報成效的認知
之關係；研究對象以97學年度參與《臺北市國民小學試辦讀報教育實施計畫》的臺北市國民小
學中高年級學生為主。在本研究中，人口變項包括性別與年級別，對讀報行為的意見包括學習
動機、學習時間和學習次數，對讀報成效的認知包括增廣見聞、人際關係、公民素養、表達能
力、解決問題及認識字彙等。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的學生在對讀報行為的意見不
會因性別和年級別的不同而有差異，在對讀報成效的認知則會隨性別、年級別的不同而產生差
異。本研究建議，應針對不同性別、年級別的學生設計不同的教學方式，並推動親、師、生協
同教學，協助學生建構管理知識的能力，以達到閱讀訓練的目的。

關鍵詞： 讀報教育、讀報行為、讀報成效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on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gender and grade level; their views of implementation of newspaper 
behavior, including learning motivations,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frequencies; and their self-
assessment of effects on newspaper-in-education that included broader views, bet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ivic literacy, expression 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increase of vocabulary. 
The study involve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Newspaper in Education in Taipei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Project" in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o not differ in gender and grade level in 
their opinion of newspaper in education, but differ in self-assessing the learning outcome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adequate teaching strategy for newspaper in education should be gender-and-grade 
specific,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promote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newspaper in education.

Keywords: Newspaper-in-Education;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Cognitive Effect on Newspaper-
in-Education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邱銘心 Ming-Hsin Chiu, E-mail: phoebechiu@ntnu.edu.tw



136

圖書資訊學刊　　第12卷 第1期　（103.6）

壹、	前言

由於多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國小

學童接觸文字的機會減少，間接造成國語文

學習能力與閱讀理解能力的下降，最後則可

能影響其他學科的學習成效，這是許多教育

工作者急於關切的問題。為了加強初等教育

的規劃與落實，堅實教育資源的開發和提升

國家競爭力，審視基礎教育的現況以及掌握

國民小學教育的趨勢及變遷是一項重要的課

題。根據《臺北市94年度國民小學國語文領

域基本學力檢測工作報告書》指出，臺北市

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國語文的能力表現中以注

音符號的應用最佳，識字與寫字能力則有待

加強；其次在認知學習方面，以記憶、應用

最為突出，但在分析、理解等方面則需要多

加練習。此項研究結果反映出學生閱讀理解

不足，與思考品質貧弱之現象（臺北市國民

小學基本學力檢測網站，2008）。

臺灣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T h e 

P r o g r a m m e f o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t u d e n t 

Assessment，簡稱PISA）國家研究中心於

2010年12月公布臺灣PISA 2009的評鑑報告

中指出，就相同使用華語的地區而言，臺灣

達到水準5以上表示能詳實理解並整合多個

文本訊息的學生比例只有5 .2%，而上海達

水準5以上的學生佔19.4%、新加坡15.7%和

香港13.4%；而未達水準2，表示僅能簡單

連結文本訊息者，這類學生在臺灣有高達

15.6%，相較之下顯著高於上海4.1%、香港

8.3%、與新加坡13.4%（臺灣PISA國家研究

中心，2010）。因此，一向以人力為國家最

佳資產的臺灣而言，對未來學生在職場上和

上述亞洲地區的學生競爭將勢必是一場挑

戰。PISA 2009的評量結果顯示，目前臺灣

的閱讀教育需要全面且計畫性的改進，因為

閱讀能力的提升無法在短時間內見到功效，

必須透過長期耕耘才能看到成果，面對此一

教育挑戰，推動閱讀教育對臺灣的教育已是

刻不容緩的事情，教育當局應積極參與以提

升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

閱讀是一種強力的大腦建設活動，在

兒童的大腦發育時期，報紙提供了一個通往

世界的窗口，加上兒童原來的學習本能，報

紙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Raundalen & Steen, 

2003）；而刺激大腦神經的同時，閱讀也是

一個主動獲取資訊的歷程（洪蘭，2003）。

國小學童的思考模式尚處於具體事物與抽象

思考期的初期，其思維方式是由對週遭現

象的理解，再逐步進入抽象思考階段，所

以藉由對文字的思考及理解，有助於兒童

學習運用抽象符號與他人進行溝通（吳明

姿，2004）。1998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NRC）發

表《預防兒童閱讀困難》報告，文中指出當

前青少年及成人的閱讀困難，其實都能夠在

幼兒期內獲得解決，以此呼籲廣泛改革以確

保兒童能具備所需的閱讀與學習能力（劉慶

仁，1999）；對兒童而言，閱讀是一種遊戲

更是一種天生的本能，如果能將閱讀轉化成

一種遊戲，學生就能發揮本能充分享受閱讀

的樂趣（林文寶，2002）。閱讀可以經由

聽、說、讀、寫等一連串的過程，學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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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組織自己的想法，兒童從中透過階段性

累積形成一種分析思考的能力（郭慧思，

2007）。其實閱讀的範圍非常廣泛，不論是

讀書或讀報，對兒童來說都是開卷有益，而

採用報紙來對兒童進行閱讀訓練，其最大的

功用是可以漸進的方式培養閱讀習慣。除此

之外，相較於書本，報紙還有其他好處，例

如：價格便宜、取得管道方便、內容多樣化

等（馮季眉，2004）。因此，閱讀報紙是最

實用且經濟的入門策略。

根據日本的研究，在國小實施閱讀訓

練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認識報紙的文本、

培養閱讀習慣、提升分析與表達能力；所

以在低年級讓學生習慣報紙的編排方式並將

所看到的東西寫下來，中年級要吸引學生的

注意同時學習如何為一篇短文下標題，高年

級則學習如何分析新聞內容並陳述意見與同

儕進行交流（財 法人日本新聞教育文化財

，2000）。臺灣由《國語日報》於2004年

發起讀報教育，期待以報紙作為教材的教學

方式能為兒童閱讀帶來新的契機，其中《國

語日報》於96學年開始實施「讀報教育實驗

教學計畫」，提供報紙作為讀報教材，同時

每週至少一節實施讀報教育課程。由《國語

日報》對讀報教育的努力逐漸受到政府和學

界的重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遂於97學年度

開始試辦臺北市國民小學的讀報教育，共有

25所臺北市國民小學及44個實驗班參與試辦

計畫，隨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98學年度持

續擴大推動讀報教育計畫，由於試辦績效良

好，98學年度實施學校由25所增加為30所，

實驗班級也由44班增加到74班，參與學生

人數更達到1,983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9）。100學年增加到37所，臺北市教育

局希望101學年全市能有超過一半的國小試

辦，使讀報教育變成一項全面推動的政策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2）。因此本研究

認為可以結合《臺北市國民小學國語文基本

能力測驗》，以了解與改進閱讀教育實施之

成效。預期藉閱讀教育提高學生在基本能力

測驗的成績，激勵教師及學生教學與學習的

動機，同時爭取家長的認同支持閱讀教育的

施行，使閱讀教育得以持續推行並落實強化

國小學生的閱讀政策。然而由於國情的差異

性，臺灣的閱讀教育比較著重在學生的國語

文能力，與國外多面向的發展不同（鍾張

涵，2009），因此國民小學學生對讀報行為

的意見與讀報成效的認知，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執行期間為2009年10月至2010

年6月止，採用問卷法調查臺北市13所國民

小學實施閱讀教育的現況，以該年度於臺北

市實施閱讀教育的國民小學實驗班學生為參

與問卷填答對象。一般在社會科學的研究

中，自變項常屬於類別變項，用來做為區別

受試者的各項特徵或選擇的依據；根據The 

Economist（2008）的研究數據顯示，學生

的不同性別會對學習產生影響，同時依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試

辦讀報教育實施計畫〉的申請讀報種子學校

計畫書內容主要以3~6年級每班一報為規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8）。因此，本研

究選擇以「性別」與「年級別」作為變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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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研究目的在於針對參與閱讀教育

的學生在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的評估，從兩

個面向進行探討：（1）了解臺北市國民小

學學生對讀報行為的意見；（2）分析臺北

市國民小學學生的性別和年級別與對讀報成

效的認知之關係（註一）。研究結果期能提

供未來臺灣的國民小學在實施閱讀教育時做

為參考，增進學校在擬訂教學規劃與教師研

擬教學方案時對學生需求的了解；讓學生能

得到適當的引導，在國小階段獲得未來學習

所需知能並提升其學習興趣，發揮小學教育

應有的功能。

貳、	文獻探討

1970年代中期，加拿大報業出版協會提

出一個名為Newspaper in Education（NIE）

的計劃，美國從這一項計劃中看到擴大利用

報紙做為教材的教育方式，其成效遠遠超越

傳統的教學模式；後來美國教育界將報紙運

用的範圍從幼稚園到大學，幾乎囊括所有的

學制，同時還發現報紙可被利用於教室以外

的情境，如療養院的輔導活動（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oundation, 2009）。

1980年代以後，有關閱讀教育相關研究的文

獻、討論與案例大幅成長，此時的研究主題

除了介紹閱讀教育之外，並進一步設計各種

閱讀教育課程，研究如何將閱讀教育應用到

其他的學習領域，並從教室中的閱讀經驗延

伸到更生活化的學習。自此，閱讀教育的應

用開始擴及全美。在台灣方面，由《國語日

報》於2004年首次在台灣發起（馮季眉，

2004）。由於本研究企圖從臺北市國民小學

學生對讀報行為的意見，了解國小學童對於

讀報成效的認知，因此就閱讀教育相關研

究以及閱讀教育對國小學童的學習影響兩方

面，分述如下。

一、 實施閱讀教育的目的與方法

當教育學者逐漸了解閱讀教育對學生

的重要性，紛紛開始投入閱讀教育的相關研

究；閱讀教育的實施方式逐漸從教室中的

閱讀報紙經驗，轉型為多元的學習與體悟。

閱讀教材應以接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內容為

主，經由閱讀教育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培養閱讀習慣，達到提升閱讀能力的目的

（Gambrell, 1996）。而分享閱讀經驗的教學

模式，強調分享閱讀以激發學習者的興趣，

可以提升其閱讀能力（Holdaway, 1986）。

除了閱讀能力，閱讀教育主要在教導學生分

析歸納、訓練思考技巧，用以提升學生解

決問題的能力，並透過討論幫助學生區分

事實與偏見、學習表達意見、分析文章結

構（Hamrick, 1981; Moore, 1992; Raundalen 

& Steen, 2003）。Hermann（1981）將學習

重心從學校移轉到家庭，探討如何利用創

新教學思維協助國小學生增進學習技巧。

Chambers（1996）提出閱讀循環理論，教師

在帶領學生進行閱讀時可從中引發互動，透

過彼此的交流引導學生進行深入探討。總結

而言，閱讀應該教導學生如何分析文章，並

透過對事件背景的理解，擷取文章所要傳達

的意涵（Monda, Vail, & Koorlan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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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後有關閱讀教育相關研究

的文獻、討論與案例大幅成長，此時的研究

主題除了介紹閱讀教育之外，並設計各種閱

讀教育課程，進一步研究如何將閱讀教育應

用到其他的學習領域。如Diamond與Riekes

（1981）藉由報紙的新聞案例，設計學習法

律常識的課程，看完案例描述讓學生進行討

論與分享，提供學生學習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的方法。Greenup（1983）藉由報紙的消費

糾紛案例，作為提供學生學習消費常識的管

道，讓學生進行心得分享提出結論，再由教

師評論，灌輸學生正確的消費觀念。Yeaton

與Braeckel（1986）教導國小學童利用報紙

學習歷史，了解歷史事件的重要性與對後世

所產生的影響，從中學習對國家的認同與社

會關懷。另外，閱讀報紙也可以訓練學生組

織、分析及批判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生具備

適應社會的基本能力（Schwartz & Bromberg, 

1984）。李弘善（2012）透過日本培育珊瑚

的新聞讓學生認識珊瑚的生物特性，再從經

濟海域的觀點讓學生體認日本保育國土的努

力；報導中提到日本在東京南方一千多公里

的小島附近探勘到石油，由於島嶼長期受海

浪侵襲逐漸萎縮，科學家利用培育生長快速

的軸孔珊瑚延遲侵蝕速度；課程藉日本培育

珊瑚的報導，由淺海珊瑚生長快速形成珊瑚

礁減緩侵蝕的特性，探究海洋科技以及保育

國土的觀念。王郁軒（2012）藉由午後雷陣

雨，俗稱西北雨的報導，研擬課程由學生的

生活經驗出發，利用實驗操作與媒體報導，

讓學生了解西北雨的成因；教師透過實驗，

經由蒐集資料整理出具體結論，運用簡單的

天氣原理，從水的形態會隨氣溫高低不同，

形成霜、雲、雨、雪不同狀態的特性，使學

生認識環境中大氣與地形、水文間彼此的交

互作用，教導學生預測西北雨的發生，進而

培養利用科學原理預測天氣變化的能力。

二、 實施閱讀教育對國小學童的學習影響

綜合臺灣所進行的閱讀教育計畫，以及

國外長年的閱讀教育實施經驗，目前已經有

多方單位開始針對閱讀報教育的實際成效進

行分析，試圖了解閱讀教育對學生學習的影

響。諸多正面的影響在於：

(一) 閱讀力的提升

相較於書籍，報紙具有價格便宜、

取得方便和內容多樣化的好處（馮季眉，

2004），同時每天閱讀報紙可以補充學生所

欠缺的閱讀資源（國語日報，2008），所

以報紙對學生在閱讀力提升的功效，可從以

下二個面向來進行討論：（1）學習需求：

滿足閱讀需求、閱讀理解練習、如何與人溝

通；（2）實施策略：由老師導讀提供相關

知識、利用寫作訓練閱讀理解能力、藉由心

得分享訓練學生與同儕溝通。由上述二個面

向的分析可以發現，閱讀報紙對提升學生閱

讀力的效果，在於由閱讀報紙所提供的資訊

做為基礎，經由寫作練習將資訊進行整合，

透過心得分享完整地以口語表達方式呈現，

最後藉由與同儕溝通完成解讀資訊的過程，

達到提升閱讀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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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習慣的建立以及閱讀樂趣的養成

由利用報紙對國小學生實施閱讀教學

活動所蒐集的資料分析發現，影響國小學生

建立閱讀習慣及培養閱讀樂趣的障礙有以

下幾點：（1）教材和討論方式不符合學生

需求；（2）閱讀習慣會隨家人的態度而改

變；（3）不熟悉報紙文章結構影響閱讀意

願。而從相關研究中發現如何協助學生從閱

讀報紙建立閱讀習慣和培養閱讀樂趣的方法

在於：（1）教材應以學生感興趣的內容為

主，利用國小學生喜歡和同儕一起討論功課

的特性，以心得分享訓練學生與同儕進行溝

通；（2）積極推行家庭共讀，讓學生無時

無刻都處在閱讀的氛圍中；（3）訓練學生

將自己的意念書寫出來，藉此讓學生習慣

報紙的編排方式。從以上的分析中發現：

利用閱讀報紙引導學生進行自我學習，不

但滿足學生的閱讀動機，更可培養良好的

閱讀習慣（劉容枝，2009）；以學生感興

趣的主題，利用報紙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鄭芳枝，2006）。

(三) 增進親子關係

推展家庭共讀是要學生將報紙帶回與

家人討論形成共同話題，使報紙成為與家庭

生活密切結合的優良教材（財 法人日本新

聞教育文化財 ，2004）；學生帶報紙回家

與家人分享，除了可以促進親子關係，更可

以讓學生無時無刻都處在閱讀的環境中，藉

以培養閱讀習慣（Toner, 2009）。調查發現

每週參與兩節以上閱讀課的學生，會主動閱

讀報紙的比率也較高，同時會將報紙帶回家

與家人分享的學生各項表現也較佳（國語日

報，2008）。

(四) 促進社會關懷

從分析閱讀與兒童關懷社會程度的關

聯性中發現：接觸過閱讀教育的學童其關懷

社會的程度較未接觸閱讀教育的學生高（呂

儀君，2009）；報紙同時可以滿足學生的閱

讀動機，幫助自己認識各地的文化風情，了

解人與人之間的多元觀點，並願意關心和服

務社會（劉容枝，2009）；從報紙觀察社會

脈動，經由閱讀報紙拓展生活經驗，增進學

生對不同事物的包容性（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2009）。閱讀教育可以開發學生參與

公民活動的潛能，經由報紙了解社會所發

生的事情，學習多元理解，從所發生的事

情進行觀察，增進對不同事物的接納性和

包容性，達到提升關懷時事的目標（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2009）。

(五) 拓展知識視野（社會、自然、藝術等其

他領域的提升）

藉由閱讀與討論，可以拉近學生與教

師、同儕及家長之間的距離，有助增進人際

關係，並透過與人溝通的過程拓展知識視

野（陳怡軒，2009）。閱讀教育是運用閱讀

策略提升閱讀技能，並透過閱讀刺激思考、

吸收知識及增進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教學方

式。因此閱讀不但可以吸收不同領域的知

識，主要在教導學生透過多元閱讀提升閱讀

的深度和廣度，達到拓展學習視野的目的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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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化寫作技巧

閱讀教育可以增加字彙、學會分析

資料和整理重點，因此需要教師循序漸進

誘導學生練習（陳玫吟，2009；陳韻如，

2010）。而利用報紙進行閱讀教學，可以

從擷取主旨、論述舉例，進而書寫心得，

由改善學習方式提升寫作能力（王凱立，

2011），所以閱讀教育也可以教導學生從分

析文章學習歸納主旨，並從中練習寫作技巧

（Hamrick, 1981）。因此老師在進行閱讀教

學時，應循序漸進並輔以各種方式引導學生

寫作（陳玫吟，2009），例如運用集中識

字，增加學生認識生字和成語的機會（蘇美

如，2011）；報社也應善盡社會責任，增加

投稿的機會，以提升學生寫作的樂趣（國語

日報，2008）。閱讀教育除了訓練學生掌握

資訊的能力之外，如能將閱讀教育落實在日

常生活中，對於學習其他知識也將會有一定

程度的幫助（DeRoche, Sullivan, & Garrett, 

1999）。

(七) 思辨能力的強化

閱讀報紙是利用報紙豐富的素材，透

過閱讀刺激思考分析和理解的一種學習方

式；讀報是針對報紙進行有系統的主題教

學，培養學生閱讀技能，所以讀報是運用

閱讀策略提升閱讀技能，並透過閱讀刺激

思考分析的一種教學方式（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2009）。

整體而言，藉由報紙可以開拓視野、

培養多元學習和增進人際互動，從報紙可以

獲得知識、增加字彙，提升閱讀知能（國語

日報，2008）；推動家庭共讀、製造閱讀氛

圍擴大閱讀教育的成效，所以家庭共讀是推

展閱讀時需要加強推廣的部分（國語日報，

2008）。閱讀理解能力與表達能力息息相

關，如果閱讀理解能力不足，對文章就只有

片段理解，亦即無法完整理解作者所要傳達

的訊息。上述問題都可透過閱讀報紙教導學

生分析文章來解決，閱讀應立足於對文章的

了解，從熟悉文章結構，培養學生的閱讀

能力（Monda et al., 1988）。因此建議教師

在培養學生閱讀能力時，要引導學生從文

章中尋找線索，發現其中所隱含的深層意

義，如此才能深入文章內容，亦即所謂的

「從閱讀中學習」。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9）

所舉辦的臺北市國民小學97學年度試辦讀報

教育成果發表會資料，共有57所學校提案申

請，有25所學校通過審查。本研究以通過審

查的25所學校的學生為母群，並依據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2007）之行政區域劃分方法，

從臺北市12個行政區，每一行政區隨機抽取

一所試辦學校，若該行政區僅有一試辦學

校，即以該校為選取對象，再加上該年度

主辦學校明德國小，共選取1 3所學校。以

這1 3所學校的讀報實驗班學生為對象，實

驗班為一校僅一班者，以該班為對象，超

過一班者則以隨機方式抽取一班，作為問

卷施測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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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與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用研究者於2010年自行設計之

「臺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讀報教育調查問卷」

來蒐集具體且客觀性的量化資料，問卷當

中提供若干互斥類別的答案讓受試者從中選

取，並設定為單選題，此種設計是為了從單

選問題中求得真相，且避免在統計分析時所

產生的困擾（周文欽，2007）。其中問卷題

目6至12題依據《國語日報》（2008）的讀

報教育問卷調查實施結果為參考，並以李克

特氏題型（Likert-type format）呈現，旨在

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人口變項與讀報

行為及讀報成效認知之關聯。

三、 資料分析

本研究施測學生總數共400人，男生206

人、女生194人，中年級86人、高年級314

人，共計回收問卷382份，有效問卷共380

份，回收率約為95.5%。問卷回收後，即進

行初步整理工作；首先剔除廢卷，以保持資

料的完整性及可靠性，原則有二：一為問

卷缺答率在20%以上者，二為有胡亂作答現

象、作答反應連鎖一致，或有規則變化者；

爾後進行資料的編碼及登錄。本研究所有原

始資料之建檔工作，均於電腦作業系統上使

用記事本輸入資料，再利用SPSS檢核資料是

否合理，若有不合理者再剔除或修正。本研

究待答之研究問題均屬類別變項，統計分析

使用卡方考驗（χ2 test），統計工作則使用

SPSS STATISTICS 17.0處理。

表一　臺北市各行政區域實施讀報教育國民小學分布情形

行政區 填答問卷學生人數 行政區內實施讀報教育之國民小學校數量

內湖區 31 3

南港區 29 1

松山區 30 1

信義區 28 1

中正區 32 1

萬華區 35 3

中山區 30 1

大同區 34 3

大安區 32 1

文山區 26 4

士林區 28 4

北投區 65 2

合計 4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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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本節旨在呈現依研究問題進行資料分析

後所得之結果，包括：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

對讀報行為的意見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

生的人口變項與對讀報成效的認知分析。分

述如下：

一、 臺北市國小學童的讀報行為及讀報成效

認知分析

本節在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對讀報

行為的意見分析，目的在呈現變項的變項值

之次數，以單因子卡方考驗（one-way χ2）

來檢定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對讀報行為的意

見之觀察次數和理論次數之間的差異，其結

果詳見表二到表三。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之讀報行為 

「學生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原

因」之次數分配達顯著關聯（p < .001），其

中以「自己想看」這個原因所佔比率較高。

從此一現象可看到，當學生有閱讀需求時可

能會去閱讀報紙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學生在

學會閱讀報紙之後，開始會主動去閱讀以達

到解決需求的目的。學生「通常利用什麼時

間閱讀《國語日報》」的次數分配達顯著關

聯（p < .001），其中以「下課時間」所佔的

比率較高。從上述的分析結果看到，臺北市

國民小學的學生利用下課時間閱讀報紙，說

明使用報紙做為閱讀素材，可能可以訓練學

生活用零碎時間進行閱讀。從「一個星期看

《國語日報》之次數」分配達顯著關聯（p 

< .001），其中以「每天看」所佔比率較高

（47.4%）。換言之，多數學生已培養出每

天閱讀報紙的習慣。

(二) 國小學童對讀報成效之認知 

表三所示，「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

的風俗民情，我覺得很有趣」的次數分配整

表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之讀報行為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觀察次數 % 理論次數 χ2 (df=2)
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 自己想看 246 64.7 126.7

205.016***同學推薦 19 5.0 126.7

老師規定 115 30.3 126.7

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報 下課時間 215 56.7 126.3

137.815***午休時間 30 7.7 126.3

回家之後 135 35.6 126.3

一個星期看幾次國語日報 每天看 179 47.4 126.0

35.190***1-2次 112 29.1 126.0

3-4次 89 23.5 126.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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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小學童對讀報成效之認知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觀察次數 % 理論次數 χ2 (df=3)
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的風俗民情， 

我覺得很有趣
完全同意 202 53.0 95.0

290.568***
大部分同意 150 39.6 95.0
大部分不同意 16 4.2 95.0
完全不同意 12 3.2 95.0

讀報能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話題 完全同意 165 43.4 95.0

157.200***
大部分同意 146 38.4 95.0
大部分不同意 42 11.1 95.0
完全不同意 27 7.1 95.0

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為社會 
做點事

完全同意 200 52.8 94.8

273.929***
大部分同意 146 38.5 94.8
大部分不同意 19 4.7 94.8
完全不同意 15 4.0 94.8

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文 完全同意 215 56.6 95.0

246.505***
大部分同意 108 28.4 95.0
大部分不同意 27 7.1 95.0
完全不同意 30 7.9 95.0

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 完全同意 117 30.8 95.0

100.989***
大部分同意 161 42.4 95.0
大部分不同意 72 18.9 95.0
完全不同意 30 7.9 95.0

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字 完全同意 198 52.0 95.0

194.463***
大部分同意 113 29.8 95.0
大部分不同意 45 11.9 95.0
完全不同意 24 6.3 95.0

讀報很重要，我願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 完全同意 225 59.1 95.0

297.347***
大部分同意 113 29.8 95.0
大部分不同意 15 4.0 95.0
完全不同意 27 7.1 95.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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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達顯著關聯（p < .001），其中以「完全

同意」所佔比率較高，達到53.0%。臺北市

國小學生認為閱讀報紙內容可以擴展生活視

野。從「讀報能增加和同學討論的話題」之

次數分配達到顯著關聯（p < .001），其中以

「完全同意」所佔的比率較高（43.4%）。

簡言之，學生認為閱讀報紙之後，可以增加

與同儕之間討論的話題。

臺北市國小學生認為，藉由報紙閱讀可

以認識時事，並增進自己對社會公共事務的

了解與參與感，所以「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

為社會做點事」的成因中以「完全同意」所

佔比率較高（52.8%），而且次數分配也達

顯著關聯（p < .001）。而「讀報可以讓我

學會如何寫作文」中的次數分配達顯著關聯

（p < .001），以「完全同意」這個選項所佔

比率較高（56.6%），所以臺北市國小學生

覺得多閱讀報紙可以提升作文的寫作能力。

從本研究的分析中看到「讀報可以幫

助我解決生活問題」的選項中，以「大部分

同意」所佔比率較高（42.4%），且次數分

配達顯著關聯（p < .001）。所以學生認為

藉由閱讀報紙可以增加生活經驗，培養解決

問題的能力。此外，學生認為也許可以透過

報紙認識更多字彙，因為「讀報能讓學生

認識更多字」的次數分配達到顯著關聯（p 

< .001），並且以「完全同意」的選項所佔

比率較高（52.0%）。國小學生可能也因為

認知到報紙對學習的重要，而願意將讀報推

薦給他人，因此「讀報很重要願意將讀報推

薦給別人」的次數分配達到顯著關聯（p < 

.001），其中以「完全同意」所佔比率較高

（59.1%）。

綜合以上所述，從單因子卡方考驗

（one-way χ2）分析的結果，顯示臺北市國

民小學的學生在學習動機、學習時間、學習

次數和學習成果等四個學習層面上都有顯著

差異存在；楊子嫻（2009）發現，報紙可以

協助學生建立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興趣；

而《國語日報》（2008）和林永蒼（2009）

的調查指出，應多鼓勵學生利用零碎時間

閱讀；至於《國語日報》（2008）、陳玫

吟（2009）、Schwartz和Bromberg（1984）

等的研究認為，利用報紙進行輔助教學，

可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同時在李楠崇

（2009）、劉容枝（2009）所發表的研究

中，也提到報紙可以豐富學生的閱讀資源、

學生在了解報紙的重要性之後會樂於與人分

享。依上述的分析結果顯示，在學習動機、

學習時間、學習次數和學習成果等四個層面

上，臺北市國民小學的學生似乎較認同報紙

對生活與學習的助益，請讀者參閱附錄二。

二、 人口變項與讀報行為及讀報成效認知之

關聯

本節陳述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人口變

項，對讀報行為的意見和讀報成效的認知之

分析結果，學生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和年級

別兩項。其中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年級別

分為中、高年級等各兩獨立群組，並同時以

二因子卡方考驗 （two-way χ2）來檢定各變

項之間的關係。本節共分為臺北市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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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性別與對讀報行為的意見和讀報成效的

認知之分析，及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年級別

與對讀報行為的意見和讀報成效的認知之分析

等兩小節，其統計結果詳見表四到表七。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性別與讀報行為

及讀報成效認知之分析

從表四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男性學

生會去看《國語日報》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想

看（59.2%），而女性學生會去看《國語日

報》的原因也是自己想看（70.7%），所以

學生會去看《國語日報》的原因似乎是因為

自己想看，表示學生閱讀《國語日報》的原

因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學生的性別與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

語日報》並無顯著關聯，男生通常利用

下課時間（6 2 . 0 %）閱讀，女生也多如此

（51.0%），因此學生在選擇閱讀《國語日

報》的時間中，不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

異。在表四中，每天看《國語日報》的男性

學生佔50.3%，而女性學生則佔44.2%，從分

析來看不同學生的性別與閱讀次數並無顯著

關聯，因此學生閱讀《國語日報》的次數，

似乎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不同學生的性別與「讀報可以看到臺

灣不同風俗民情我覺得很有趣」的卡方考驗

達到顯著關聯，由表五的分析結果可以看

出，學生對於風俗民情的多元觀點，會因為

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此一現象說明學生的

觀點可能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

在教學上應發展多元教學方式，以符合學生

之個別學習需求。不同學生的性別與「讀報

能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話題」的卡方考驗達

到顯著關聯（參見表五），顯示讀報在學生

人際互動的影響，也許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不同性別與「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

也可以為社會做點事」未達顯著關聯；這個

表四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性別與讀報行為認知分析的二因子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男生

（N=196）
% 女生

（N=184）
% χ2（df=2）

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 自己想看 116 59.2 130 70.7

5.911ns同學推薦 10 5.1 9 4.9
老師規定 70 35.7 45 24.4

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報 下課時間 121 62.0 94 51.0

4.777ns午休時間 14 7.2 15 8.2
回家之後 61 30.8 75 40.8

一個星期看幾次國語日報 每天看 98 50.3 81 44.2

3.718ns1-2次 60 30.2 52 27.9
3-4次 38 19.5 51 27.9

ns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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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的性別與讀報成效認知分析的二因子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男生

（N=196）
% 女生

（N=184）
% χ2（df=3）

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的風俗
民情，我覺得很有趣

完全同意 87 44.4 115 62.5

17.146**
大部分同意 94 48.0 56 30.5
大部分不同意 6 3.0 10 5.4
完全不同意 9 4.6 3 1.6

讀 報 能 增 加 我 和 同 學 討 論 的 
話題

完全同意 98 50.0 67 36.4

17.142**
大部分同意 56 28.5 90 48.9
大部分不同意 27 13.8 15 8.2
完全不同意 15 7.7 12 6.5

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
為社會做點事

完全同意 100 51.3 100 54.3

2.310ns
大部分同意 74 37.9 72 39.1
大部分不同意 12 6.2 6 3.3
完全不同意 10 4.6 6 3.3

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文 完全同意 106 54.1 109 59.2

2.532ns
大部分同意 60 30.6 48 26.1
大部分不同意 12 6.1 15 8.2
完全不同意 18 9.2 12 6.5

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 完全同意 68 34.7 49 26.6

9.065*
大部分同意 74 37.8 87 47.3
大部分不同意 33 16.8 39 21.2
完全不同意 21 10.7 9 4.9

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字 完全同意 98 50.0 100 54.3

12.149**
大部分同意 50 25.5 63 34.2
大部分不同意 30 15.3 15 8.2
完全不同意 18 9.2 6 3.3

讀報很重要，我願意將讀報推
薦給別人

完全同意 104 53.1 121 65.7

10.921*
大部分同意 62 31.6 51 27.7
大部分不同意 9 4.6 6 3.3
完全不同意 21 10.7 6 3.3

ns p > .05.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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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說明，公民素養似乎不會因為性別不同

而有所差異。「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

文」，與學生的性別也並無顯著關聯。整體

而言，報紙可以作為生活的調劑、社會參與

的橋樑，以及教育的補充教材。

教師可以利用報紙內容提供解決問題

的途徑，從表五中可以看到，不同學生的性

別與「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的

卡方考驗達到顯著關聯，顯示報紙對於培養

解決生活問題能力的效用，也許會因性別差

異而有所不同，其中男性學生大部分同意佔

37.8%、女性學生大部分同意則佔了47.3%。

在「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字」的卡方考驗

中，完全同意的男性學生佔50.0%、女性學

生佔5 4 . 3 %，同時卡方考驗也達到顯著關

聯。此一現象顯示，透過報紙學習識字可能

會隨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所以閱讀報紙提

升識字能力，會因性別差異而有所不同。

依表五的顯示可得知，在「讀報很重

要，我願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的卡方考驗

中，不同學生的性別與「讀報很重要，我

願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達到顯著關聯，

男性學生完全同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的佔

53.1%，女性學生完全同意的則佔65.7%，顯

示學生將讀報推薦給別人的意願，似乎會隨

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

綜合以上所述，在學習動機方面，「會

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男、女生都

以「自己想看」所佔的比率較高；學習時

間部分，「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

報」，男、女生則以「下課時間」所佔比率

較高；至於「學習次數」、「一個星期看幾

次國語日報」，男、女生皆以「每天看」的

比率較高；因此臺北市國民小學的學童在學

習動機、學習時間和學習頻率方面，或許不

會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然而在表五的分析

表六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的年級別與讀報行為認知分析的二因子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中年級

（N=65）
% 高年級

（N=314）
% χ2（df=2）

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 自己想看 41 63.1 204 65.0

.154ns同學推薦 3 4.6 16 5.1
老師規定 21 32.3 94 29.9

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報 下課時間 62 95.4 152 48.6

48.122***午休時間 0 0 30 9.2
回家之後 3 4.6 132 42.2

一個星期看幾次國語日報 每天看 6 9.2 173 55.4

107.967***1-2次 12 18.5 100 31.4
3-4次 47 72.3 41 13.1

ns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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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的年級別與讀報成效認知分析的二因子卡方考驗結果

題　　目 選項
中年級

（N=65）
% 高年級

（N=314）
% χ2（df=3）

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的風俗民
情，我覺得很有趣

完全同意 50 77.9 150 47.8

23.571***
大部分同意 11 16.9 139 44.2
大部分不同意 0 0 16 5.1
完全不同意 4 6.2 9 2.9

讀報能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話題 完全同意 32 49.2 132 42.1

10.379*
大部分同意 30 46.2 116 36.9
大部分不同意 3 4.6 39 12.4
完全不同意 0 0 27 8.6

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為
社會做點事

完全同意 42 64.6 157 50.2

9.203*
大部分同意 23 35.4 123 39.2
大部分不同意 0 0 18 5.8
完全不同意 0 0 16 4.8

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文 完全同意 50 76.9 164 52.2

18.424***
大部分同意 15 23.1 93 29.6
大部分不同意 0 0 27 8.6
完全不同意 0 0 30 9.6

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 完全同意 21 32.4 95 30.3

11.174*
大部分同意 35 53.8 126 40.1
大部分不同意 3 4.6 69 22.0
完全不同意 6 9.2 24 7.6

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字 完全同意 44 67.7 153 48.7

13.526**
大部分同意 18 27.7 95 30.3
大部分不同意 0 0 45 14.3
完全不同意 3 4.6 21 6.7

讀報很重要，我願意將讀報推薦
給別人

完全同意 53 81.6 170 54.1

17.190**
大部分同意 9 13.8 114 36.3
大部分不同意 0 0 15 4.8
完全不同意 3 4.6 15 4.8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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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呈顯著關聯，表示學生對於學習成果的

認知可能會隨性別的不同而產生變化。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的年級別與讀報行

為及讀報成效認知之分析

由表六的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學生的

年級別與看《國語日報》的原因並無顯著關

聯，中年級學生會去看《國語日報》的原因

是「自己想看」（63.1%），至於高年級的

學生也是「自己想看」（65.0%）。

不同學生的年級別與「利用什麼時間

閱讀《國語日報》」達顯著關聯（參見表

六），中年級學生利用「下課時間」閱讀

《國語日報》的有95.4%、高年級學生則佔

48.6%，說明學生好像會利用零碎時間進行

閱讀。同時由表六的結果可以看到，中年級

學生似乎會在課程結束後趕快利用下課時間

閱讀，但相較於高年級學生在回家之後就較

少閱讀。因此或許可以針對中年級學生的學

習特性，在國小中年級階段推動家庭共讀，

增加學生接觸閱讀的機會，並在學生升上高

年級後持續協助保持其閱讀習慣。

由表六的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學生的

年級別與「一個星期閱讀《國語日報》的次

數」達到顯著關聯，中年級學生讀報的次數

一星期內以3-4次（72.3%）為最高，高年級

學生則以每天讀報（55.4%）的最多。從分

析結果來看，中年級學生雖然一個星期只看

3-4次，但多在下課時間看；顯示中年級學

生會將上課所學馬上利用下課時間加以複

習，因此說中年級學生在讀報的時間運用與

規劃上，比較彈性且機動。

不同學生的年級別認為「讀報可以看到

臺灣不同的風俗民情且覺得很有趣」達顯著

關聯（參見表七），其中中年級學生完全同

意的佔78.5%、高年級學生則有47.8%。顯示

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需求各不相同，或許可

以針對不同年級學生施以不同的教學方式。

表七顯示，不同國小學童的年級別在

「讀報能增加和同學之間討論的話題」達

顯著關聯，中年級學生認為完全同意的有

49.2%，高年級學生則佔42.1%。此外分析

結果也顯示不同學生的年級別，與從讀報

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為社會做點事」的

卡方考驗達顯著關聯，而高年級學生完

全同意的比率佔5 0 . 2 %、中年級學生則有

64.6%，其中中年級完全同意與大部分同意

的比率達100%，而高年級學生尚有10.6%

表示不同意。

表八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讀報成果評估分析

比較項目
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缺乏的能力 閱讀理解 資訊分析

學習需求 熟悉文章結構 資訊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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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生的年級別在認為「讀報可以讓

我學會如何寫作文」達到顯著關聯。中年級

學生認為讀報可以學會寫作文完全同意和大

部分同意的佔100%，而高年級學生完全同

意和大部分同意的僅佔81.8%。而不同年級

別在回答「讀報可以幫助解決生活的問題」

的結果達到顯著關聯（參見表七），調查結

果高年級學生大部分同意的佔40.1%，中年

級的學生也是大部分同意（53.8%）。

不同學生的年級別與經由讀報能認識更

多的字達到顯著關聯，中年級學生完全同意

「讀報可以讓我認識更多字」的佔67.7%，

高年級學生完全同意的有48.7%，所以當學

生閱讀量不足時，也許可以利用閱讀報紙的

方式，引導學生從報紙中就學過的字彙進

行學習。不同年級別與「讀報很重要願意

推薦給別人」達到顯著關聯（表七），在

表七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年級完全同意

與大部分同意的學生佔95.4%，比率較高於

高年級的90.4%。

綜合以上所述，就年級的差異而言，

在學習動機方面，「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

的原因」不同年級別的學生以「自己想看」

所佔的比率較高，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

的學習動機，似乎不會因為年級別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至於在「學習時間」、「學習次

數」與「學習成果」，不同年級別的學生皆

呈顯著關聯，表示在學習時間、學習頻率和

學習成果方面，或許會隨年級別不同而有差

異。根據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教育程度與閱

讀最有直接關連，年齡較高受過一定程度教

育的民眾，可能因為教育程度的關係而養成

閱讀習慣（Lauf, 2001）；且國小學生的閱

讀態度並不因年級不同而有所差異（萬瓊

月，2002）。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分析

利用報紙進行閱讀訓練，除了可以培養

學生閱讀的興趣和習慣外，更可以提升學生

的閱讀與思考的能力。從各國學者的研究結

果可以看出，閱讀訓練確實具有提升學生思

考分析能力的功效，而且應根據學生的學習

差異而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或許方能藉助

報紙資訊多元化的特性，從而培養學生思考

的習慣，進而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

本研究之結果指出，臺北市國民小學

的學生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時間方面，不會因

性別不同而有差異，而在學生對於讀報成效

的認知，則會隨性別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學

生的學習動機可能不會因為年級不同而有所

差異，在學習時間和對於讀報成效的認知方

面，則會隨年級別不同而有差異。

以下就高年級與中年級在與讀報教育

相關的學習能力、學習需求、實施策略等三

個項目進行綜合評估。就學習能力而言，

高年級學生在閱讀之後無法陳述意見，顯示

資料分析能力較弱，可能會因為與他人之間

的溝通不足而減低適應社會的能力；中年級

學生因為不熟悉報紙文句結構而影響閱讀意

願，表示可能因為閱讀能力不足而降低閱讀

興趣，閱讀興趣不足也許會減弱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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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習能力不足或許將導致學習成效偏低。

針對學生學習能力不足而推展至學習需求而

言，高年級的讀報教育學習需求應著重資訊

解讀與傳達，讓學生練習利用讀報所得之資

訊，學習如何和同儕進行討論，知道如何表

達及與人溝通，使其可以在進入社會前，即

具備成為社會一員的基本能力；中年級或許

可以以閱讀理解為主，由了解文章結構進而

理解文章所傳達的資訊，從而提升閱讀興

趣，閱讀興趣增加之後再培養學生的閱讀習

慣。實施策略方面則可以視學生的學習需求

差異而有所不同，高年級需要分析、解讀資

訊，利用專題討論和家庭共讀，與同儕、家

人的討論中，訓練表述意見和思考批判的能

力，並在過程中提升社交技巧並學習如何與

人相處；中年級則可以增加閱讀理解能力

的訓練，由教師導讀透過大量閱讀累積字

彙，搭配媒體識讀與寫作練習，提升學習

興趣、培養閱讀習慣，進而提高學習效果

（表八）。

研究結果也指出，閱讀訓練可以提升學

生的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及增進吸收

知識的能力。而從相關研究和本研究分析的

結果可以得知，實施方式之於閱讀教育的重

要性，根據學生程度不同，也許應該實施不

同教學方式的結論來看，閱讀教育的推行，

可能應從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著手，進一步

以提升閱讀理解能力為目標，最後達到增進

學生思考分析能力的目的。就如Chambers

（1996）所提出的閱讀循環理論，閱讀→理

解→分析，學生閱讀文章之後將內容整理為

資訊，再將資訊理解成為自己的知識，最後

將知識分析內化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針對臺北市國小中

高年級學童進行研究，所得結果均以描述性

統計的量化取向呈現，發現研究方法的取向

單一，導致研究結果的解釋力與推論、詮釋

與歸因有所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採取兩個

方向深究，其一可輔以一對一訪談或焦點團

體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進行多面向之資料

蒐集，以加強量化成果之詮釋，藉以了解學

生對於讀報的學習需求與實施策略偏好，以

及對於讀報成效的認知與教學建議。此外，

本研究意指之讀報成效是從學生的角度試探

他們在參與讀報後，自我評量讀報成效的

認知，並非實際驗證讀報教育對於學習成效

的分析。然而若是要更科學化的評估學習成

效，則需要依賴更嚴謹的實驗法，以有採行

讀報的班級為實驗組，沒有採行讀報的班級

為對照組，在實驗一段期間後，實際評估兩

組學生在行為、動機、學業成績與學習態度

上的變化，才能真實反應讀報的成效。

註釋

 註1： 本研究之另一平行研究在於分析實施

讀報教育的方法及探究教育現場所面

臨的困境為何，從學校、讀報教育實

驗班級任老師、及家長的角度，分析

讀報教育在行政制度、教學方式、及

家長參與等三個面向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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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讀報教育調查問卷（學生用）

敬啟者：

本份問卷旨在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讀報教育之成效，你的作答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並絕對為你保密，請你據實作答，謝謝你的合作與協助！

敬頌
時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邱   銘   心
研     究     生  ：  馮   琼   愛

**填答說明：請將適當的答案代號填入題號前的〝____〞中，每題只能填一個答案，並且每題

均須作答。謝謝！

::::::::::::::::::::::::::::::::::::::::::::::::::::::::::::::::::::::::::::::::::::::::::::::::::::::::::::::::::::::::::::::::::::::::

壹、 基本資料

____1. 性別 (1)男生　(2)女生

____2. 年級 (1)中年級　(2)高年級

貳、 問卷題目

____3. 你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

 (1)自己想看　(2)同學推薦　(3)老師規定

____4. 你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報？

 (1)下課時間　(2)午休時間　(3)回家之後

____5. 你一個星期看幾次國語日報？

 (1)每天看　(2)1-2次　(3)3-4次

以下是你對實施讀報教育的看法，每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

____6. 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的風俗民情，我覺得很有趣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____7. 讀報能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話題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____8. 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為社會做點事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____9. 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文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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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0. 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____11. 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的字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____12. 讀報很重要，我願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

 (1)完全同意　(2)大部分同意　(3)大部分不同意　(4)完全不同意

附錄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讀報教育調查問卷（學生用）

分量表 題號 問卷題目 文獻來源

基本資料 第1-2題 性別、年級 國語日報（200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8）

學習動機 第3題 你會去看國語日報最主要的原因？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2009）
楊子嫻（2009）

學習時間 第4題 你通常利用什麼時間閱讀國語日報？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2009）

學習次數 第5題 你一個星期看幾次國語日報？ 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2009）
呂儀君（2009）

學習成果 第6題 讀報可以看到臺灣不同的風俗民情，我
覺得很有趣

國語日報（2008）

學習成果 第7題 讀報能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話題 國語日報（2008）
呂儀君（2009）

學習成果 第8題 讀報後，體會到小孩子也可以為社會做
點事

國語日報（2008）

學習成果 第9題 讀報可以讓我學會如何寫作文 國語日報（2008）

學習成果 第10題 讀報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 國語日報（2008）

學習成果 第11題 讀報能讓我認識更多的字 國語日報（2008）

學習成果 第12題 讀報很重要，我願意將讀報推薦給別人 國語日報（2008）
陳怡軒（2009）
李楠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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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1. Introduction
Newspaper reading is a great way to 

promote reading among school childre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Taipei City 

began the newspaper-in-education program 

in 2009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ipei 

Ci ty Government, 2009). In Taiwan,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usually aims at enhancing 

students’ linguistic abilities (Chung, 2009). 

Few studies have researched on students’ 

perceptions toward and the outcomes of 

newspaper-in-education. This study thus 

focused on how elementary students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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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nd grade 

an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the outcomes of 

newspaper reading.

2. Methodology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the students of 

the 25 elementary schools that were sponsored 

by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2008 for 

newspaper-in-education. The newspaper 

used for the education was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a newspaper targeting children. 

One school from each of the twelve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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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aipei city was randomly selected. 

Together with the lead school of the program, 

thirteen schools formed the pool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Only selected classes received 

newspaper-in-education in those schools. For 

each school, one class was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400 

students were surveyed, of which 382 valid 

returns were used for later analysis.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questions that 

were based on a previous survey (Mandarin 

Daily News, 2008) and asked about students’ 

motivations for newspaper reading, timing, 

f r e q u e n c y o f r e a d i n g, a n d p e r c e i v e d 

outcomes. Four-point Likert Scale was used 

for the assessment.

3. Findings
3.1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and perceived 

outcomes

Based on the chi-square analysis,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showed significant variances in 

distribution (Table 2).

A s t o t h e p e r c e i v e d o u t c o m e s o f 

newspaper reading, Table 3 showed the items 

that demonstrated significance.

3.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newspaper reading

This paper focused on two variables 

(gender and grade) and examined the i 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Table 1.   Questionnaire Content

Variables Question no. Question or Statement
Demographics 1-2 Gender; Grade
Motivations 3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you to read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Timing 4 When do you usually read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Frequency 5 How often do you read Mandarin Daily News per week?
Outcome 6 Newspaper reading allows me to see different social customs in Taiwan.
Outcome 7 Newspaper reading provides topics for chatting with classmates.
Outcome 8 Newspaper reading makes me understand that children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Outcome 9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to compose better.
Outcome 10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solve daily problems.
Outcome 11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to learn more words.
Outcome 12 Newspaper reading is important; I would recommend newspaper 

reading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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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hi-Square Test of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Options Observed 
distribution

% Expected 
distribution χ2 (df=2)

Reasons for reading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Self-motivated 246 64.7 126.7

205.016***
Recommended 

by classmates
19 5.0 126.7

Demanded by the 
teacher

115 30.3 126.7

Timings for newspaper reading Class breaks 215 56.7 126.3
137.815***Lunch break 30 7.7 126.3

After school 135 35.6 126.3
Frequency for newspaper reading Everyday 179 47.4 126.0

35.190***1-2 times a week 112 29.1 126.0
3-4 times a week 89 23.5 126.0

*** p < .001

newspaper reading. In regards to the gender 

variable, chi-square test showed no significant 

variance (Table 4).

As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nd pe rce ived ou tcomes o f newspaper 

reading, resul ts showed f ive i tems with 

significant variances.

For the va r iab le o f g rade, Tab le 6 

shows the chi-square test result of grade and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As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de 

and perceived outcomes of newspaper reading, 

answers to all item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ce 

in variances (Table 7).

4. Conclusion
The ana lys i s showed tha t, f o r t he 

elementary students in Taipei, motivations 

and frequency of newspaper reading did not 

vary by gender, but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newspaper reading did. As to the relationships 

to grade, reading motivations did not vary by 

grade, but reading frequency and the perceived 

outcomes did vary.

The self-reported data constituted a 

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its findings. Future 

research may consider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or focus group to enrich the data or to adopt 

an experimental design to study the behavioral 

changes and outcomes of newspap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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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hi-Square Analysis of the Perceived Outcomes of Newspaper

Item Category Observed 
number % Expected 

number χ2 (df=3)

Newspaper reading allows me to 
see different social conventions 
in Taiwan.

Totally agreed 202 53.0 95.0

290.568***Mostly agreed 150 39.6 95.0
Mostly disagreed 16 4.2 95.0
Totally disagreed 12 3.2 95.0

Newspaper reading provides topics for 
chatting with classmates.

Totally agreed 165 43.4 95.0

157.200***Mostly agreed 146 38.4 95.0
Mostly disagreed 42 11.1 95.0
Totally disagreed 27 7.1 95.0

N e w s p a p e r r e a d i n g m a k e s m e 
understand that children can do 
something for the society.

Totally agreed 200 52.8 94.8

273.929***Mostly agreed 146 38.5 94.8
Mostly disagreed 19 4.7 94.8
Totally disagreed 15 4.0 94.8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compose 
better.

Totally agreed 215 56.6 95.0

246.505***Mostly agreed 108 28.4 95.0
Mostly disagreed 27 7.1 95.0
Totally disagreed 30 7.9 95.0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solve 
daily problems.

Totally agreed 117 30.8 95.0

100.989***Mostly agreed 161 42.4 95.0
Mostly disagreed 72 18.9 95.0
Totally disagreed 30 7.9 95.0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learn 
more words.

Totally agreed 198 52.0 95.0

194.463***Mostly agreed 113 29.8 95.0
Mostly disagreed 45 11.9 95.0
Totally disagreed 24 6.3 95.0

Newspaper reading is important; I 
would recommend it to others.

Totally agreed 225 59.1 95.0

297.347***Mostly agreed 113 29.8 95.0
Mostly disagreed 15 4.0 95.0
Totally disagreed 27 7.1 95.0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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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ender and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Item Category Male
(N=196) % Female

(N=184) % χ2 (df=2)

Reasons for reading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Self-motivated 116 59.2 130 70.7
5.911nsRecommended by classmates 10 5.1 9 4.9

Demanded by the teacher 70 35.7 45 24.4
Timings for newspaper 

reading
Class breaks 121 62.0 94 51.0

4.777nsLunch break 14 7.2 15 8.2
After school 61 30.8 75 40.8

Frequency for newspaper 
reading

Everyday 98 50.3 81 44.2
3.718ns1-2 times a week 60 30.2 52 27.9

3-4 times a week 38 19.5 51 27.9
ns p > .05

Table 5.   Gender and Perceived Outcome of Newspaper Reading

Item Category Male
(N=196) % Female

(N=184)
% χ2 (df=3)

Newspaper reading allows me to 
see different social conventions 
in Taiwan.

Totally agreed 87 44.4 115 62.5

17.146**Mostly agreed 94 48.0 56 30.5
Mostly disagreed 6 3.0 10 5.4
Totally disagreed 9 4.6 3 1.6

Newspaper reading provides topics 
for chatting with classmates.

Totally agreed 98 50.0 67 36.4

17.142**Mostly agreed 56 28.5 90 48.9
Mostly disagreed 27 13.8 15 8.2
Totally disagreed 15 7.7 12 6.5

Newspaper reading makes me 
understand that children can do 
something for the society.

Totally agreed 100 51.3 100 54.3

2.310nsMostly agreed 74 37.9 72 39.1
Mostly disagreed 12 6.2 6 3.3
Totally disagreed 10 4.6 6 3.3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compose better.

Totally agreed 106 54.1 109 59.2

2.532nsMostly agreed 60 30.6 48 26.1
Mostly disagreed 12 6.1 15 8.2
Totally disagreed 18 9.2 12 6.5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solve 
daily problems.

Totally agreed 68 34.7 49 26.6

9.065*Mostly agreed 74 37.8 87 47.3
Mostly disagreed 33 16.8 39 21.2
Totally disagreed 21 10.7 9 4.9

Newspaper reading helps me learn 
more words.

Totally agreed 98 50.0 100 54.3

12.149**Mostly agreed 50 25.5 63 34.2
Mostly disagreed 30 15.3 15 8.2
Totally disagreed 18 9.2 6 3.3

Newspaper reading is important; I 
would recommend it to others.

Totally agreed 104 53.1 121 65.7

10.921*Mostly agreed 62 31.6 51 27.7
Mostly disagreed 9 4.6 6 3.3
Totally disagreed 21 10.7 6 3.3

ns p > .05.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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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Grade and Newspaper Reading Behavior

Item Category
Middle 
graders
(N=65)

%
High 

graders
(N=314)

% χ2 (df=2)

Reasons for reading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Self-motivated 41 63.1 204 65.0

.154ns 
Recommended by 

classmates 3 4.6 16 5.1

Demanded by the 
teacher 21 32.3 94 29.9

Timings for newspaper reading Class breaks 62 95.4 152 48.6
48.122***Lunch break 0 0 30 9.2

After school 3 4.6 132 42.2
Frequency for newspaper reading Everyday 6 9.2 173 55.4

107.967***1-2 times a week 12 18.5 100 31.4
3-4 times a week 47 72.3 41 13.1

ns p > .05. ***p < .001

Table 7.   Grade and Perceived Outcome of Newspaper Reading

Item Category
Middle 
graders
(N=65)

%
High 

graders
(N=314)

% χ2 (df=3)

Newspaper reading allows 
me to see different social 
conventions in Taiwan.

Totally agreed 50 77.9 150 47.8

23.571***Mostly agreed 11 16.9 139 44.2
Mostly disagreed 0 0 16 5.1
Totally disagreed 4 6.2 9 2.9

Newspaper reading provides 
topics for chatting with 
classmates.

Totally agreed 32 49.2 132 42.1

10.379*Mostly agreed 30 46.2 116 36.9
Mostly disagreed 3 4.6 39 12.4
Totally disagreed 0 0 27 8.6

Newspaper reading makes me 
understand that children 
can do something for the 
society.

Totally agreed 42 64.6 157 50.2

9.203*Mostly agreed 23 35.4 123 39.2
Mostly disagreed 0 0 18 5.8
Totally disagreed 0 0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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