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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西文的研究中，音樂知覺與文字閱讀具高相關。因此本研

究探討與中文閱讀障礙者的閱讀技能相關的音樂知覺向度為

何？是音高或是時長？結果發現閱障生的音程區辨能力並未

比一般生來得差，表示他們具有基本的音高區辨能力。但

是，閱障生的節奏模仿得分卻明顯比一般生來得差，表示他

們音樂的節奏感不好。而且，閱障生的節奏閱讀可以預測他

們的閱讀能力。可見，閱障生較差的是音樂節奏向度的聽知

覺能力，此結果與過去的部分西文研究結果相一致。此外，

閱障生的拼讀能力明顯比一般生弱，相對的，他們的拆解字

音的能力並沒有比一般生弱。因此，不同於使用西文的閱障

生，使用中文的閱障生並沒有拆解字音的困難。 

中文關鍵詞： 閱讀障礙，去音首，音高，時長，聲韻結合，聲韻覺識 

英 文 摘 要 ： Some western studies suggested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reading-

related skill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rel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reading-related skills are evaluated for normal-

read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tch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not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However, rhythm 

perception abilitie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poorer than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Furthermore, the rhythm reading ability of dyslexia 

in Chinese characters could predict the unique 

varianc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u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perception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alphabetic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children with dyslexia 

could segment words into their syllables. Thus. The 

ability of phonemic segmentation in children with 

dyslexia are not poorer than those in normal-reading 

children, 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alphabetic languages. However, the phoneme 

blending skill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poorer than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英文關鍵詞： dyslexia, phoneme deletio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itch,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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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字閱讀與音樂處理之相關 

摘要 

在西文的研究中，音樂知覺與文字閱讀具高相關。因此本研究探討與中文閱讀障礙者的閱讀技能相關的

音樂知覺向度為何？是音高或是時長？結果發現閱障生的音程區辨能力並未比一般生來得差，表示他們

具有基本的音高區辨能力。但是，閱障生的節奏模仿得分卻明顯比一般生來得差，表示他們音樂的節奏

感不好。而且，閱障生的節奏閱讀可以預測他們的閱讀能力。可見，閱障生較差的是音樂節奏向度的聽

知覺能力，此結果與過去的部分西文研究結果相一致。此外，閱障生的拼讀能力明顯比一般生弱，相對

的，他們的拆解字音的能力並沒有比一般生弱。因此，不同於使用西文的閱障生，使用中文的閱障生並

沒有拆解字音的困難。 

 

關鍵詞：閱讀障礙，去音首，音高，時長，聲韻結合，聲韻覺識 

 

 

TO EXPLORE THE MUSIC PERCEPTION ABILITIES OF CHINESE DYSLEXIC CHILDREN 

 

Abstract 

Some western studies suggested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reading-related 

skill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rel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reading-related skills are evaluated for normal-read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tch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not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However, rhythm perception abilitie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poorer than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Furthermore, the rhythm reading ability of dyslexia in Chinese characters could 

predict the unique varianc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u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perception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alphabetic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children with dyslexia could segment words into their syllables. 

Thus. The ability of phonemic segmentation in children with dyslexia are not poorer than those in 

normal-reading children, 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alphabetic languages. However, 

the phoneme blending skill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are poorer than those of normal-reading children. 

 

KEYWORD: dyslexia, phoneme deletio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itch, rhyth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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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障礙者的音樂知覺能力探討 

 

前言 

如果學童在擁有正常智力者及適當教育學習機會下，仍無法獲得與其年齡對等的閱讀能力者，

則稱為發展性閱讀障礙(developmental dyslexia)，本文簡稱為閱障生。最近一些有關音樂訓練可提昇

閱讀技能的西文研究(Douglas & Willats, 1994; Fetzer, 1994; Kelley, 1981; Tallal & Gaab, 2006)，然而，

中西方語言存在不少差異，促使本研究想探討哪些音樂知覺能力與中文閱障生的閱讀能力有關，尤

其是這些音樂處理能力是否可以預測閱礙生的閱讀技能。 

研究目的 

     在西文的研究中，閱障生的音樂知覺能力與閱讀能力之間呈現高相關。反觀台灣的閱障生研究尚

未探討此類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想探討與中文閱讀障礙者的閱讀技能相關的音樂知覺能力為何？根據

快速聽覺處理理論，與閱讀能力較有關的應是節奏(或時長)知覺，而不是音高知覺。 

文獻探討 

語言與音樂的關係 

    語言與音樂之間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語言與音樂兩者都是由人為的視覺記號(arbitrary visual 

notation)所構成，有自身的發音且代表特定的意義(Brust, 1980)；語言與音樂能力都是人類所共有，且

這些方面的潛能都是孩子天生自然發展出來的(Ayotte, Peretz, & Hyde, 2002)。此外，音樂與語言處理

還有其它共同性，包括：它們都需要對快速且動態的聽覺訊號進行拆解的工作，音樂旋律可以拆解

成節奏(rhythm)及音高(pitch)，語言可以拆解成音素及聲調(如：中文的四聲)。它們都涉及整合成較大

的意義單位，音樂可成一小節，語言可以一個詞。它們也都涉及形音連結，各自對應到所代表的抽

象符號，音符與文字。 

 

    目前已經有一些研究指出閱讀與音樂之間存在關連性。由於音樂至少包括音高與節奏兩個向

度，音高向度指的是音符在五線譜上特定的高低順序(位置愈高代表音高愈高)及音符之間的垂直距離

即音程(interval)。節奏向度或時長(duration)則是由音符的形狀來表示(即依音符之符桿、符尾、符頭

及符頭右邊的附點而定)及音符之間的水平方向距離。因此，在探討音樂處理能力時，音高與節拍處

理可以分開被評量。就 4 歲及 5 歲的一般兒童而言，音高處理與語音覺識(phonemic awareness)具高相

關(Anvari, Trainor, Woodside, & Levy, 2002; Lamb & Gregory, 1993)，音高處理與閱讀技能也具高相關 

(Lamb & Gregory, 1993)。在 7 至 11 歲的孩子身上，則是發現音樂調性記憶(tonal memory)與和弦的分

析(chord analysis)和閱讀能力具高相關(Barwick, Valentine, West, & Wilding, 1989)。Douglas 和 Willats 

(1994)則是發現 8 歲孩童的節奏處理與閱讀與拼字具高相關。更甚者，在一篇整合分析的研究中，發

現音樂學習與閱讀之間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效果(Butzlaff, 2000)。就成人而言，對說話時的音高輪廓

(pitch contour)之知覺能力與語音和閱讀技能具高相關(Foxton, Talcott, Witton, Brace, McIntyre, & 

Griffiths, 2003)。更重要的是，在閱障生身上，也可發現音樂學習與語言相關技能具高相關，已有三

個研究指出閱障生或以閱讀為主述症狀的患者有節奏知覺上的受損(Atterbury, 1985; Overy, 2003; 

Wolff, 2002)，其中有一個研究同時指出他們在音高知覺上也有受損(Atterbury, 1985)。 

 

就理論層次而言，以西文使用者為對象，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閱障生主要是語音缺損(pho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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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t) (Breier et al., 2001; Bryant & Bradley, 1985; Snowling, 1987)，即閱障生在拆解文字的組成音素

(phoneme)時有所困難(如：pat 拆成/p/、/a/及/t/)，拆成音節(syllables)時有困難(如：toothbrush 拆成 tooth

和 brush)，區辨相似語音時有困難(如：/p/和/b/)。也有很多證據指出他們之所以有如此的語音缺損主

要是因為他們對於快速且動態的聽覺訊號的區辨有困難(Farmer & Klein, 1995; Tallal, 2004)，而且無論

是語音訊息(Tallal & Stark, 1981)或非語音訊息皆然(Breier et al., 2001; Tallal & Piercy, 1973)，這就是閱

讀障礙成因理論中的其中一種－快速聽覺處理理論(rapid auditory processing theory)。快速聽覺處理理

論認為閱障生在區辨或是製造簡短的、快速的及連續變化的聲音上有所困難，如/ba/與/da/，相對的，

他們對於長音的對比處理沒有問題，如穩定的母音/E/與/ae/(Tallal, 2004)。 

 

中文閱讀困難的相關認知因素 

究竟是什麼認知能力上的限制造成中文閱讀障礙，在台灣已有不少研究，目前發現聲韻覺識、視

知覺能力、工作記憶及形音連結等認知成分都可能與閱障生的閱讀能力相關。就視知覺能力而言，謝

雯鈴、黃秀霜(1997)以小二閱障生和一般生為對象，發現兩組在視覺辨識和視覺記憶上有顯著差異，且

閱障生之視覺辨識和視覺記憶與國語文成就有顯著相關及預測力，且視覺辨識比視覺記憶對閱障生之

國語文成就更具預測力。然而，陳慶順(2001)以以小二識字困難學生為對象，則是發現識字困難學生的

部件辨識能力(視覺字形處理能力)與普通配對學生沒有差異。洪儷瑜(1999)則是指出漢字視知覺各項測

驗可以區分低國語文成就學生和中、高國語文成就學生，但無法區分中、高國語文成就學生。視知覺

能力對低國語文成就學生閱讀理解的預測力為17%至4%不等，對識字的預測力則只在國小三年級有

16%，其餘更高年級則無。可見，中文閱障生之視覺辨識研究結果尚不一致。此外，除了視覺辨識能

力，視知覺能力尚包括視空間能力，李宏鎰、吳歡鵲、黃淑琦、趙家嬅(2005)分別要求閱障生辨識字母

及判斷它的空間位置，結果他們的反應時間都較一般生長，表示閱障生的物體辨識及空間定位能力都

較一般生差。同樣地，李宏鎰、吳歡鵲、廖淑台(2007)也發現閱障生的視空間能力可能受損，因為他們

的心像旋轉能力較差，此可能導致閱讀時，無法有效控制眼球及注意力以便在文章段落間尋找所需訊

息，使得他們在閱讀理解時發生困難。 

 

    另一方面，閱障生的聲韻覺識能力在中文研究中亦廣為探討，大都發現閱障生的聲韻覺識能力有

較弱的現象。然而，中文的聲韻覺識能力所包括的子能力較多，中文閱障生並非每項子能力都不好，

目前研究所得仍然不一致。陳慶順(2001)以小二識字困難學生為對象，除了注音符號認讀之外，他們的

去音首、聲調處理、工作記憶、序列記憶等能力都比普通配對組差。陳淑麗、曾世杰(1999)以小二至小

六閱障生為對象，則是發現閱障生在聲韻分割及聲韻結合上與配對組沒有差別，但閱障生的聲調覺識

能力普遍不如配對組，且聲韻轉錄現象比普通配對組不明顯。胡永崇(2005)以小四識字困難學生為對

象，結果發現各項識字學習表現與聲韻覺識之相關變項具明顯相關，與視覺相關變項大都缺乏明顯相

關。而且，韻母知覺是多數識字學習表現最具預測力之聲韻覺識相關變項，聲調知覺則對各項識字學

習表現較不具預測力。李俊仁、柯華葳(2007a)以小五學生為對象，採用去音首和注音符號拼音兩作業

評量聲韻覺識，另採用字形區辨和符號再認兩作業評量視覺處理。結果發現：在控制智力後，除了非

國字注音符號拼音出現同閱組(閱讀能力相同組)的表現依然優於弱讀組(識字能力弱者)，其它變項都沒

有發現同閱組高於弱讀組的表現。根據這樣的結果，他們認為「注音符號拼音」所代表的聲韻處理機

制可能是影響識字發展的原因。視覺處理的變項，如字形區辨、符號再認等，都不是影響識字發展的

原因。 

 

    所以，以上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出視覺辨識能力，如部件辨識、字形區辨、符號再認等，不是影響

識字發展的原因，聲韻覺識能力才是影響識字發展的主因(洪儷瑜，1999；陳慶順，2001；胡永崇，2005；

http://dorise.sec.ntnu.edu.tw/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8%AC%9D%E9%9B%AF%E9%88%B4
http://dorise.sec.ntnu.edu.tw/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8%AC%9D%E9%9B%AF%E9%88%B4
http://dorise.sec.ntnu.edu.tw/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BB%83%E7%A7%80%E9%9C%9C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6%B7%91%E9%BA%97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B%BE%E4%B8%96%E6%9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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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仁、柯華葳，2007a)。王瓊珠(2001)回顧文獻認為視覺辨識能力可能是一個門檻性的指標，一旦過

了門檻，對學生的閱讀表現的預測力就減弱，至於到底有多大的預測力得視被預測的指標為何—識字、

閱讀理解、或國語文能力。所以，高年級學生(包括閱障生)的視覺辨識能力可能已漸趨成熟，其對識字

或閱讀的影響力逐漸減少。 

 

    此外，也有不少研究發現閱障生的工作記憶受損，陳淑麗、曾世杰(1999)就認為國小閱障生閱讀困

難的主要缺陷是，與聲韻相關的記憶表現不佳，比較不能有效地將文字視覺刺激以「聲韻的形式」保

留在短期記憶中，造成閱讀上的困難。楊秀文（2001）以語文理解能力測驗篩選出四組不同語文理解

類型的學生（聽覺型、書面型、均衡型及均差型），再進行工作記憶、聽覺記憶、聽覺詞彙、識字能

力、聲韻處理等測驗。結果發現工作記憶、注音能力及聲韻轉錄程度與閱讀理解有顯著的正相關，與

聽覺理解相關不顯著，顯示工作記憶、注音能力、聲韻轉錄程度可能屬於閱讀中認字解碼方面的能力。

類似的結果也見於李俊仁、柯華葳（2007b）的研究，他們以學校的國語成績將學童區分為低成就組及

一般組，發現工作記憶、拼注音、形音連結等認知成分能有效地區辨小三學生的閱讀成就組別。所以，

過去的研究大都認為影響識字困難的主要認知能力是聲韻覺識能力、形音連結及工作記憶，視知覺能

力等則次之。 

 

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研究對象主要來自台中市數個國民小學(小四至小六)之語文類學習障礙生及一般生，共 48 位(閱障

生 24 名，男 17 名，女 7 名；一般生 24 名，男 17 名，女 7 名)，年齡介於 9 歲至 12 歲之間。參與者

徵選方式如下：首先，由各個國民中、小學之輔導主任或特教組長在徵得家長同意後，推薦具台中市

鑑輔會鑑定之閱讀障礙生參與(排除伴有數學學習障礙生)。再者，蒐集閱障生之相關資料，依據「閱讀

理解測驗」的得分對照決斷點，若學生表現在同年級百分等級二十五(PR25)以下，才視為閱讀障礙，

據此 31 位推薦而來的閱讀障礙生中有 7 名不符標準被排除。最後，以閱障生的性別及年級為配對標準

選取一般生參與實驗，即懇請輔導主任或特教組長推薦一位閱障生的同班同學一起來參加實驗。所有

參與者的基本資料整理如表一所示。 

(二)研究工具 

1.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由俞筱鈞(1993)編製。因受限於整體研究時間不宜不長，造成受試者不耐

煩，本研究採用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評量所有參與者的智力，低年級採用彩色圖形推理測驗(CPM)，

中及高年級採用標準圖形推理測驗(SPM)。在台灣之信度檢測，CPM 實施於國小一至三年級，SPM 實

施於國小四至六年級，重測時間相隔四週。重測信度係數介於 0.531~0.922 之間。折半信度係數介於

0.495~0.927 之間，均達顯著水準。 

2.常見字流暢性測驗。由洪儷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陳慶順(2007)編製。本測驗在於評估

學生常見字的正確性與流暢性，供識字能力評估之參考。測驗內容為適合一年級到九年級學生不同年

級之五種版本，每個版本都有 60 個字，時限 1 分鐘，利用看字讀音、造詞之施測方式，以正確讀音與

時間計算流暢性，以正確讀音及造詞的題數為其正確性。 

3.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由柯華葳、詹益綾(2007)所編製，除了小二題本只有

命題組合、句子理解、短文理解三類之外，其它各年級都有四種題型：多義字題、命題組合、句子理

解、短文理解。所有題目皆為單一選擇題，每答對一題給 1 分，最高分依不同年級而異，介於 19 至

32 之間。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6%B7%91%E9%BA%97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B%BE%E4%B8%96%E6%9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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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聲韻覺識測驗：由曾世杰、陳淑麗、謝燕嬌(2006)編製，注意符號認讀、聲韻結合、去音首、假

音認讀、假音流暢及聲調覺識。以紙筆作答或口語回答。15-20 分鐘。 

(1)注音符號認讀分測驗：要求參與者需逐一唸出 37 個注音符號，目的是釐清參與者如果有聲韻困

難是否和注音符號辨識有關。答對一題一分，最高 37 分。  

(2)聲韻結合分測驗：由參與者說出「聲母」及「韻母/結合韻」，請參與者將之結合後唸出。例如

主試者說：「ㄏ」、「ㄤ」，兒童回答：「ㄏㄤ」。目的是評量個案聲韻結合能力。答對一題一分，最高 14

分。 

(3)去音首分測驗：評量的是參與者聲韻分割的能力，共 16 題，分成二拼、三拼各 8 題。由主試者

唸出音節，請參與者去掉聲母，唸出韻母/結合韻來。例如，主試者說出「ㄏㄚˋ」，參與者需唸出「ㄚ

ˋ」。答對一題一分。 

(4)假音認讀分測驗：評量的是參與者對假字注音(如「ㄈㄞ」)的拼讀能力，即對假字注音的聲韻

結合能力，由參與者手持試題，將紙上的假字注音逐一唸出。答對一題一分，共 24 題，分成二拼、三

拼各 12 題。 

(5)假音認讀流暢分測驗：評量的是參與者假字注音的拼讀流暢性，共 46 題。由參與者手持假字注

音試題，以「越快越好」的方式開始唸讀假字注音，時間以一分鐘為限。紀錄正確的題數及秒數（如

果完成時間低於 60 秒，須記錄秒數）。 

(6)聲調覺識分測驗：評量的是參與者聲調區辨的能力。由主試者依序唸出試題的假音，請參與者

在答案紙上勾選出正確的聲調。答對一題一分，共 10 題。 

5.唱名閱讀(Note reading)。此為研究者自編，要求參與者唸出五線譜上每個不同音高之音符的唱

名，每三個音符為一組，共 36 組，108 個音符，每個音符的時值都是固定的，只是在一度至六度之間

做音高的變化，每答對 1 個音符計 1 分，滿分為 108 分，時間限制為 1 分鐘。 

6.節奏閱讀(Rhythm reading)。採用自「練耳大師(EarMaster Pro 5)」軟體。電腦以樂譜方式呈現一

小段節奏，都是以不同時值的音符表示在樂譜上，也就是說音高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音高線索。所

有刺激材料都以C大調的方式書寫逐題呈現在電腦螢幕上，同時伴有一秒一拍的節拍聲響，請參與者以

此速度按空白鍵的方式將樂譜上所描述的節奏呈現出來，題目由難至易呈現，每題由電腦判斷相似度，

且用正確率表示。練習5題，正式題10題。 

7.音程比較(Interval comparison)。採用自練耳大師軟體。由電腦分別呈現兩對單音，單對內單音

間的音階差異變化。參與者必須比較兩對連續的兩個音，哪一組的音程比較大。答對一題一分，共 15

題。 

8.節奏模仿(Rhythm imitation)。採用自練耳大師軟體。刺激材料(一小段節奏)由電腦奏出且以C大

調的方式書寫方式呈現在電腦螢幕上。同時伴有一節拍器以一拍1秒的節奏進行，請參與者以此速度按

空白鍵的方式模仿電腦所呈現旋律，題目由難至易呈現，每題由電腦判斷相似度，且用正確率表示。

練習5題，正式題10題。 

 (三)實施程序 

至台中市各個國小資源班徵求閱讀障礙學生及其同性別普通班學生為控制組。所有參與者都參與

本研究的所有測驗，利用早自習及中午時間，分天分次逐步完成。 

 

結果與討論 

    兩組參與者在所有測驗工具上的表現如表一所示。結果發現除了「音程比較」測驗( t (46) = 1.46; p 

= 0.15 )之外，閱障生的其它測驗分數皆明顯比一般生來得差。但是，兩組的智力達顯著差異( t (46) = 6.94; 

p < 0.001 )，因此，必須排除智力的影響，需將智力分數當做共變項，進行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同質性

檢定的結果發現，就「閱讀理解」及「節奏閱讀」兩變項而言，表示智力變項與這兩個變項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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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會因組別不同而不同，因而違反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然而它們的效果量都不超過 0.10，因此

仍然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發現兩組的部分測驗分數未達顯著差異，包括：「去音首」分數未達明顯

差異( F(1, 45) = 3.20; p = 0.08; η2 = 0.07 )，「聲調覺識」分數( F(1, 45) = 3.08; p = 0.09; η2 = 0.06 )，「節奏

閱讀」分數( F(1, 45) = 2.16; p = 0.15; η2 = 0.05 )，「音程比較」分數( F(1, 45) = 0.50; p = 0.48; η2 = 0.01 )，

如表二所示。 

 

  根據研究結果可知，閱障生的常見字流暢性測驗及閱讀理解測驗分數都比一般生差，表示他們的

國字識字和閱讀能力都比較弱，符合閱障生的特徵。閱障生的唱名及節奏閱讀分數也都比一般生差，

表示他們對五線譜上基本的音高和音長符號的閱讀能力比較弱。 

 

    再者，經控制智力分數之後，閱障生的聲韻覺識能力，包括：注音符號認讀、聲韻結合、假音認

讀及假音流暢性等分測驗分數，都比一般生來得弱，可見，在拼音(讀)上，閱障生表現出困難。但是，

值得一提的是閱障生的去音首和聲調覺識分數並沒有比一般生來得差，可見，以語音為材料，閱障生

可能進行簡單的國字字音拆解，可以區辨國字四個聲調(Mandarin tones)。其次，就音符的視知覺能力

而言，閱障生的唱名閱讀能力比一般生來得差，然而他們的節拍閱讀能力並沒有比一般生來得差。就

音符的聽知覺處理能力而言，閱障生的音程比較分數並未比一般生來得差，表示他們具有基本的音高

區辨能力。但是，閱障生的節奏模仿得分比一般生來得差，表示他們對音樂的節奏感不好。可見，閱

障生聽覺的音樂知覺能力較差的是節拍知覺，不是音高。 

 

    此外，比較兩組各變項之間的相關(如表三所示)，對閱障組而言，與閱讀理解較有關的是「節奏閱

讀」(r = 0.44)，不是「唱名閱讀(r = 0.10)」，也不是「音程比較」(r = 0.13)。雖然「節奏模仿」與閱讀

理解沒有直接關係，但它與節奏閱讀具顯著相關(r = 0.44)。可見，與閱障組的閱讀理解能力相關的是

節奏向度的音樂知覺能力，不是音高向度。為了解音樂知覺能力變項是否可以預期閱讀能力，進一步

以節奏閱讀、唱名閱讀、節奏模仿及音程比較的得分為預測變項，以閱讀理解的得分表現為效標變項

進行逐步迴歸分析（見表三）。結果發現閱障組的「節奏閱讀」得分，能夠對閱讀理解的預測解釋量為

19% (B = .08; β = .44; t = 2.28; p < .05)；一般組的「節奏閱讀」得分，則無法對閱讀理解預測。所以，

對兩組學生而言，節奏閱讀的表現對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並不相同，閱障生在節奏閱讀測驗的得分能

夠預測該組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而一般生則沒有此現象。 

 

 

表一：兩組學生在各項測驗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括弧內) 

 閱障生(24) 一般生(24) t 值 

瑞文氏智力 29.88(9.75) 45.50(5.15) -6.94*** 

常見字流暢性    

正確性 30.13(8.83) 48.00(6.14) -8.15*** 

流暢性(字/分) 30.61(11.45) 57.75(19.21) -5.95*** 

閱讀理解 10.67(2.50) 21.58 (3.89) -11.57*** 

聲韻覺識    

注音符號認讀 

聲韻結合 

去音首 

假音認讀 

33.96(2.51) 

11.13(2.76) 

13.88(2.82) 

15.38(4.42) 

36.58(0.58) 

13.58(0.65) 

15.33(0.96) 

21.38(2.73) 

-4.99*** 

-4.25*** 

-2.40*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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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音流暢性(字/分) 

聲調覺識 

25.93(13.12) 

6.54(1.93) 

41.65(15.74) 

8.83(1.24) 

-3.76*** 

-4.89*** 

音樂知覺    

唱名閱讀 8.04(11.18) 34.88(26.65) -4.55*** 

節奏閱讀 58.12(13.30) 72.30(14.50) -3.53** 

音程比較 10.29(2.37) 11.38(2.76) -1.46 

節奏模仿 69.48(11.39) 82.06(11.57) -3.79***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二：兩組學生在閱讀障礙篩選測驗上的調整後平均數及 F 檢定 

 閱障生(24) 一般生(24) F 值 

常見字流暢性    

正確性 29.45 48.68 36.94*** 

流暢性(字/分) 27.92 60.44 24.97*** 

閱讀理解 11.06 21.19 55.87*** 

聲韻覺識    

注音符號認讀 

聲韻結合 

去音首 

假音認讀 

假音流暢性(字/分) 

聲調覺識 

34.05 

11.23 

13.82 

15.73 

26.65 

7.13 

36.50 

13.48 

15.39 

21.02 

40.94 

8.24 

10.40** 

7.22** 

3.20 

12.00*** 

5.58* 

3.08 

音樂知覺    

唱名閱讀 11.34 31.58 5.77* 

節奏閱讀 61.03 69.38 2.16 

音程比較 11.19 10.48 0.50 

節奏模仿 71.01 80.54 4.01*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三：兩組學生在各測驗分數之相關係數之比較 

 測驗 相關係數 

瑞文氏智力 閱障 

一般 
1 

1 

             

常見字正確性 閱障 

一般 
.15 

.29 

1 

1 

            

常見字流暢性 閱障 

一般 
.24 

.16 

.37 

.73*** 

1 

1 

           

閱讀理解 閱障 

一般 
.08 

.40 

.15 

.18 

.07 

.03 

1 

1 

          

注音符號認讀 閱障 

一般 
.10 

.39 

.17 

.19 

.14 

.22 

.02 

.35 

1 

1 

         

聲韻結合 閱障 

一般 
.08 

.12 

.13 

.01 

.22 

.11 

.29 

.17 

.25 

.02 

1 

1 

        

去音首 閱障 

一般 
.01 

.25 

.33 

.03 

.13 

.15 

.09 

.33 

.18 

.03 

.42* 

.02 

1 

1 

       

假音認讀 閱障 

一般 
.16 

.09 

.01 

.15 

.13 

.10 

.20 

.01 

.25 

.27 

.26 

.24 

.37 

.3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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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音流暢性 閱障 

一般 
.16 

.11 

.01 

.19 

.32 

.49* 

.04 

.29 

.18 

.49* 

.49* 

.17 

.36 

.09 

.38 

.39 

1 

1 

     

聲調覺識 閱障 

一般 
.45* 

.12 

.02 

.17 

.17 

.06 

.19 

.13 

.17 

.04 

.41* 

.13 

.26 

.32 

.31 

.23 

.27 

.24 

1 

1 

    

唱名閱讀 閱障 

一般 
.42* 

.40 

.17 

.01 

.20 

.08 

.10 

.29 

.07 

.26 

.03 

.42* 

.11 

.17 

.23 

.07 

.41* 

.16 

.33 

.07 

1 

1 

   

節奏閱讀 閱障 

一般 
.07 

.50* 

.16 

.04 

.11 

.08 

.44* 

.31 

.15 

.13 

.07 

.12 

.09 

.19 

.04 

.01 

.18 

.06 

.03 

.36 

.14 

.17 

1 

1 

  

音程比較 閱障 

一般 
.48* 

.20 

.08 

.06 

.10 

.04 

.13 

.07 

.29 

.12 

.25 

.30 

.21 

.07 

.09 

.23 

.43* 

.15 

.52** 

.01 

.16 

.20 

.21 

.28 

1 

1 

 

節奏模仿 閱障 

一般 
.28 

.12 

.17 

.01 

.01 

.14 

.12 

.19 

.17 

.59** 

.13 

.07 

.30 

.11 

.18 

.06 

.04 

.25 

.37 

.12 

.07 

.18 

.44* 

.26 

.23 

.03 

1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結論 

    本研究發現在控制智力後，四至六年級閱障生的國字字音拆解能力並沒有明顯不如一般生。此結

果與李俊仁、柯華葳(2007a)的研究發現一致，他們也沒有發現五年級弱讀組的去音首表現(包括二拼及

三拼)比同齡組或同閱組來得差。然而，陳慶順(2001)以識字為閱讀能力指標，區分出國小二年級高、

低成就組，發現在智力控制後，高、低成就組在去音首測驗上仍然達顯著差異。所以，有可能針對低

年級的識字困難學生才可能發現他們拆字音能力較弱的現象。Fox 與 Routh(1983)以一年級閱讀困難學

生為對象，要求學生將音節拆成音素，結果發現閱障生表現較差，但是三年後，閱障生的閱讀水準仍

然比一般生弱，但是他們的聲韻覺識已經沒有困難了。 

 

    再者，控制智力後閱障生的聲調覺識能力並沒有比一般生來得差。然而，黃秀霜、詹欣蓉(1997)

以小二閱障生為對象，發現閱障生的聲調覺識能力較一般生差，且可以預測閱障生的閱讀成就。陳淑

麗、曾世杰(1999)以小二至小六閱障生與一般生為對象，除了小五的閱障生之外，其餘年級的閱障生其

聲調覺識能力都較一般生差。但是，在此研究中所有參與者的「聲調覺識」測驗分數未呈現隨年級上

升的趨勢，對大部分的小二以上的學生而言，聲調覺識能力是一項已經發展成熟的能力，因此，很有

可能本研究的中高年級閱障生的聲調覺識能力已經成熟，在嚴格控制智力的影響下，與一般生已經沒

有明顯差異。另一可能的原因是所用的聲調覺識測驗過於簡單所致，本研究及陳淑麗、曾世杰(1999)

的聲調覺識測驗只是單純要求參與者做單字詞的聲調區辨，但華語在音節（單字詞）的層次既以聲調

區辨語意，四聲錯誤表現之後果直接造成語詞意義的誤解。最近的一個研究以德國的閱障成人為對象，

除了要求他們指出重音位置之外，還需判斷重音型態是否符合語意上有明顯困難，結果發現閱障成人

受損的不是重音知覺能力，而是發展重音的後設語言覺識(metalinguistic awareness)所需的認知能力

(Barry, Harbodt, Cantiani, Sabisch, & Zobay, 2012)。因此，如何增加中文聲調覺識測驗的難度和效度是未

來值得努力的目標。相對的，本研究發現閱障生的注音符號拼音表現較差，即他們的音素結合(phoneme 

blending)能力較差，此與柯華葳和李俊仁(2007a)的發現相似，都支持拼音是區分中文閱讀困難學生與

一般學生的敏感指標。所以，閱障生的聲調及音素拆解能力可能隨著年級的增加而改善，然而音素結

合能力的不足仍然存在，較不會隨著年級而改善。 

 

    本研究在控制智力後發現閱障生的節奏模仿仍然較差，音高聽覺區辨能力並沒有比一般生差，可

見，音樂節奏向度的聽知覺能力可區別與閱障生與一般生。此結果與過去的部分的西文研究結果相一

致(Overy, 2003; Wolff, 2002)。進一步而言，節奏閱讀可預測閱障生的閱讀能力，節奏模仿反而不行。

可見，閱讀的歷程包括許多因素，例如形音連結(李俊仁、柯華葳，2007b)，這是節奏模仿測驗沒有評

估到的，因此，節奏閱讀比節奏模仿較能預期閱讀能力。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6%B7%91%E9%BA%97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6%B7%91%E9%BA%97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B%BE%E4%B8%96%E6%9D%B0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6%B7%91%E9%BA%97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B%BE%E4%B8%96%E6%9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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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唱名閱讀能力亦可區分閱障生與一般生，這可能意味閱障生可能除了形音連結能力不佳之

外，他們的視空間處理能力也較弱。因為，唱名能力還需要區辨不同高度位置的音符並將之轉譯成對

應的唱名，即需要動用高低空間的區辨能力(Lee, 2012; Sergent, Zuck, Terriah, & MacDonald, 1992; Schön 

& Besson, 2002; Wong & Gauthier, 2010；李宏鎰、楊雅琪、張家仁，2007)，而閱障生的視空間能力本

就有所困難(李宏鎰等人，2005：李宏鎰等人，2007)，且本研究的閱障生區辨音高的聽知覺能力並未受

損，唱名閱讀測驗表現差，不是因為他們音高區辨能力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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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相繼在臺北、北京、香港和蘇州等地舉辦了七次，

已經在華人心理學界建立起了相當的聲望，並逐漸在國際心理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影

響。茲為繼續推動這一盛舉，加速華人心理科學研究之進步，並建立華人心理學社會

之學術傳統。第八次「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由北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在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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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範大學舉辦，其主旨為「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邁向心理學學術自主的新紀元」。

台灣不少學者參與，一下飛機就看到有人拿著「黃光國」老師的名字紙牌在機場等候。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在大陸舉行，相對於上回在台北，主題內容上相當多元，其中有一些議

題是在台灣未曾有人研究過的。例如：中醫心理學、政治心理學、中國文化背景下的

腐敗心理研究等等。讓我覺得這是大陸從事心理學研究的人口愈來愈多，因此研究主

題開始可以自主，不需要依賴西方主流的題目了。此外，本次大會有兩個工作坊，一

是箱庭疗法理论与实务培训，另一是认知行为疗法理论与实务培训。兩者都是臨床或

諮商的治療工具。可見，大陸的臨床訓練也正大力展開中。以上種種都顯示大陸的心

理學發展已漸趨成熟，而台灣的心理學角色會被擺在那個位置，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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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studi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suggested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language-related skills. This 

study examine this rel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reading. The abilities of 

musical discrimination and language-related skills were evaluated for 

normal-read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dyslexia. The components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ere poor than 

normal-reading children, but phoneme deletion for a two-syllable words. 

Thus, children with dyslexia could segment words into their two syllables, 

but into their three syllables. On the other hand, pitch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of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ere better than normal-reading 

children. However, rhythm perception abilities of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ere poor than normal-reading children. Thus, in Chinese reading,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discrimination abilities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Keywords: dyslexia; music reading disability;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itch;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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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1 100% 
已投稿國外 SSCI
期刊, 審查中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1 1 100% 

篇 
發表於中國北京, 
華人心理學家研
討會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3 3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目前尚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本研究內容完全依照原計畫進行，然而部分國小音樂班的老師不願意配合，因此目前只有

三年級音樂班學生的資料。一般生與閱障生的比較資料已經整理完成且投稿，目前在二審中。

本人主持之研究室將持續蒐集閱障生三年級的資料，待增加人數後，即可加入音樂班學生的

資料獲得更多的訊息。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由所獲得的資料已經整理完成且投稿國外 SSCI 期刊，目前在二審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在西文的研究中，音樂知覺與文字閱讀具高相關。因此本研究探討與中文閱讀障礙者的閱

讀技能相關的音樂知覺向度為何？是音高或是時長？結果發現閱障生的音程區辨能力並

未比一般生來得差，表示他們具有基本的音高區辨能力。但是，閱障生的節奏模仿得分卻

明顯比一般生來得差，表示他們音樂的節奏感不好。而且，閱障生的節奏閱讀可以預測他

們的閱讀能力。可見，閱障生較差的是音樂節奏向度的聽知覺能力，此結果與過去的部分

西文研究結果相一致。此外，閱障生的拼讀能力明顯比一般生弱，相對的，他們的拆解字

音的能力並沒有比一般生弱。因此，不同於使用西文的閱障生，使用中文的閱障生並沒有

拆解字音的困難。 

    此外，本研究發現在控制智力後，四至六年級閱障生的國字字音拆解能力並沒有明顯

不如一般生。此結果與李俊仁、柯華葳(2007a)的研究發現一致，他們也沒有發現五年級

弱讀組的去音首表現(包括二拼及三拼)比同齡組或同閱組來得差。然而，陳慶順(2001)以

識字為閱讀能力指標，區分出國小二年級高、低成就組，發現在智力控制後，高、低成就

組在去音首測驗上仍然達顯著差異。所以，有可能針對低年級的識字困難學生才可能發現



他們拆字音能力較弱的現象。Fox 與 Routh(1983)以一年級閱讀困難學生為對象，要求學

生將音節拆成音素，結果發現閱障生表現較差，但是三年後，閱障生的聲韻覺識已經沒有

困難了，可是他們的閱讀水準仍然比一般生弱。可見，中西方閱障生的拆字音能力有可能

會隨年齡增長而改善，但拆字音能力與閱讀能力之的關係可能沒有那麼緊密。相對的，本

研究發現閱障生的注音符號拼音表現較差，即他們的音素結合(phoneme blending)能力較

差，此與柯華葳和李俊仁(2007a)的發現相似，都支持拼音是區分中文閱讀困難學生與一

般學生的敏感指標。所以，閱障生的聲調及音素拆解能力可能隨著年級的增加而改善，然

而音素結合能力的不足仍然存在，較不會隨著年級而改善。 

    再者，控制智力後中高年級的閱障生之聲調覺識能力並沒有比一般生來得差。此結果

與過去的台灣研究所得不太一致。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所用的聲調覺識測驗過於簡單所致，

本研究的聲調覺識測驗都只是單純要求參與者做單字詞的聲調區辨。但華語在音節（單字

詞）的層次既以聲調區辨語意，四聲錯誤表現之後果直接造成語詞意義的誤解。因此，如

何增加中文聲調覺識測驗的難度和效度是未來值得努力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