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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國小聽損學生唸名速度、識字流暢性與閱讀理解能力的相

關性，並探討相關變項對閱讀理解的預測力。 

    本研究以 35 位台中市國小二年級到四年級聽損學生為施測對象，研究工具

為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正確性、流暢性）、以及閱讀理解篩

選測驗，並以描述性統計、單一樣本 t 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線性迴歸

分析所得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小二聽損學生聽損程度、聽覺功能與識字正確性

達顯著相關，而小三聽損學生的識字正確性、流暢性得分顯著高於同齡常模。

此外，各年級聽損學生的識字正確性與閱讀理解表現都呈顯著正相關，迴歸分

析結果也顯示識字正確性對於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力高於其他變項。 

 

關鍵字：聽損學生、閱讀理解、唸名速度、閱讀流暢性、閱讀正確性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閱讀分為識字解碼能力與閱讀理解能力，Bashir & Hook（2009）的研究中

指出識字和理解之間，閱讀流暢的發展是一個關鍵的橋樑（引自張庭瑋，

2017），閱讀流暢指能夠快速正確的、自動的、用適當的韻律閱讀文字而理解文

章的能力，Laberge 和 Samuels 於 1974 年提出的「自動化理論」說明了閱讀流

暢與閱讀理解的關係，他們認為閱讀活動是對文字進行解碼和辨認，再經由接

觸字義，從長期記憶中提取文字意義的過程（引自張庭瑋，2017），Speece 和

Ritchey（2005）探究聽常學童早期口語閱讀流暢性的發展，以一系列測驗(包括

快速唸名與文字閱讀流暢性測驗等)作為研究工具進行施測，測驗結果發現口語

閱讀流暢和不流暢的學生在早期就已經形成差距，一年級被確定為危險組的學

生平均每分鐘閱讀數量少於非危險組的一半，甚至一年後追蹤時發現危險組學

童在閱讀習得上有困難（引自 Emerson，2010），由此可見閱讀流暢對於聽常學

生閱讀能力的重要性，然而卻少有研究探究聽損學生閱讀能力與閱讀流暢的關

係。 

    聽損學生因為聽力限制而造成閱讀能力低落的情形相當普遍。國內從早期

林寶貴、李真賢（1987）、張蓓莉（1987）等人的研究，即發現啟聰學校國中、

高職學生平均國語文能力只相當於普通國小 1.5 年級及 2.2 年級學生的程度；啟

聰班國小中高年級、國中學生平均國語文能力只相當於普通國小 2.3 年級和 3.9

年級之程度。近年的研究，例如林幸君（2013）、林寶貴、黃玉枝與李如鵬

（2010）、劉秀丹（2004）、錡寶香（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也指出聽損學生

即使接受了多年特殊教育，閱讀能力仍然無法大幅度提升，既然對於聽常學生

而言閱讀流暢是閱讀能力發展中的關鍵，因此研究以快速唸名與常見字流暢性

測驗為工具，欲探究對於聽損學生閱讀能力而言，閱讀流暢性是否也佔有一席

之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1. 分析國小聽損學生在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的得分表現。 

2. 分析國小聽損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理解等能

力的關聯性。 

3. 比較國小聽損學生與一般學生在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理解等能力

的差異。 

4. 探討聽損學生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與閱讀理解等能力的相關。 

5. 分析背景變項、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對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力。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閱讀能力與閱讀流暢性 

    大部分學者將閱讀能力分為識字及理解兩大部分，識字能力指能正確唸出

字音的能力，閱讀理解能力指閱讀文章時，能正確理解文章句子、段落和意義

的能力（許秀萍，2014）；閱讀歷程中識字能力屬於低階解碼歷程，閱讀理解能

力則是屬於高層次認知處理歷程，鍾明興（2012）研究指出閱讀以識字為基

礎，目標是能夠理解，然而在識字和閱讀理解中間有一個重要的連結卻常被忽

略，那就是「閱讀流暢（Reading Fluency）」。 

    閱讀流暢是指能夠快速精確的、自動的、用適當的表達閱讀文本而形成理

解的能力（National Reading Panel , 2000，引自 Emerson, 2010），Chall（1996）

提出的「閱讀發展階段論」中，中低年級國小學童正處於解碼期與流暢期，解

碼期的發展重點在於建立識字解碼能力的正確性，流暢期的發展重點在於能自

動化認字以增加閱讀流暢性，此階段解碼不再消耗全部的認知注意力，認知容

量轉向處理文章的意義（黃淑怡，2011），閱讀理解也是由此產生。 

    洪儷瑜、陳秀芬、王瓊珠、張郁雯（2012）指出閱讀流暢性的測驗有三

種：第一種測驗是最常見的閱讀速率（Reading Rate），以文本朗讀計算一分鐘

的閱讀字數；第二種測驗是由 Wolf 和 Browers（2000）所提出雙缺陷理論中的

快速唸名（Rapid Naming，RAN），他們認為閱讀困難的產生不僅是因為聲韻覺

識的問題，閱讀流暢性也是原因之一（引自林幸君，2013），所謂唸名

（naming），是指個體看到一個或多個有名字的視覺刺激，就從長期記憶裡檢索

出相關的辭彙，並啟動構音器官，把它們唸出來的過程（曾世杰，2004），完成

這個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就稱為唸名速度，Denckla 長年的研究（1974, 1976a, 

1976b，引自曾世杰，2004）指出：唸名速度是預測閱讀能力的良好變項。國內

許多研究證實了唸名速度對閱讀能力解釋力大於其他閱讀所牽涉的變項（李桂

英，2007；曾世杰、簡淑真、張媛婷、周蘭芳、連芸伶，2005），國內曾世杰等

人（2005）一個追蹤四年的研究中，更指出唸名對識字的解釋力遠超越聲韻覺

識；第三種測驗為提供常見字串，計算朗讀速率，洪儷瑜等人（2012）的常見

字流暢性測驗即採此方式編製，能在沒有上下文情境線索之下直接測量識字解

碼能力與流暢性，洪儷瑜等人（2012）也指出此測驗 B34、B56（三至六年級）

版本之正確性、流暢性和閱讀理解的答題分數有顯著相關，相關係數在.56

至.64 之間，且流暢性與閱讀理解的相關略高於正確性與閱讀理解的相關。 

 

第二節 聽損學生的閱讀能力與流暢性 

    聽損學生閱讀能力低落情形相當普遍，李佳樺（2010）指出聽力損失學生

可能因為聽覺缺陷而無法獲得完整的音韻符碼，因此在溝通、解碼等能力上比

一般學生低落，進而造成閱讀理解能力也相對低落。林幸君（2013）指出與一

般學生相較之下，聽損學生的語文能力落後極多，而且語文能力並不隨著年齡



增加而成長。還有三、四年級高原現象之說，也反映出聽損學生閱讀能力即使

接受多年教育仍無法突破的窘境（Trezek, Paul, & Wang, 2009）。 

    聽損者閱讀能力與流暢性研究方面，Dyer、MacSweeney、Szczerbinski、

Green 與 Campbell（2003）首先探討快速唸名等能力對平均年齡 13 歲的重度聽

障學生英文閱讀能力關係，結果發現：聽障組的唸名速度與同齡組一樣快，甚

至比平均年齡 7 歲的同閱讀能力組快，做出快速自動化唸名對聽力障礙者閱讀

能力預測力低的結論。國內目前僅有林幸君（2013）探討國中聽損學生閱讀能

力與唸名等中文認知能力的研究，結果顯示：數字及顏色唸名上與識字量、閱

讀理解能力皆達到顯著負相關，Moreno-Pérez、Saldaña 與 Rodríguez-Ortiz

（2015）的研究中，探討重度至極重度聽損成人的西班牙文閱讀認知與學習歷

程，結果發現：聽障組與同齡組、同閱組的閱讀正確性皆沒有顯著差異，聽障

組的閱讀流暢性顯著低於同齡組及同閱組，聽力損失無法顯著預測閱讀流暢

性，然而英文、西班牙文與中文的組字原則不同，又 Dyer 等人（2003）、林幸

君（2013）及 Moreno-Pérez 等人（2015）三篇研究的研究對象皆是國中階段以

上的聽損者，很有可能已經跨過自動化門檻，又閱讀流暢性對於聽常者閱讀能

力是重要的一部分，聽損者閱讀能力與流暢性的研究卻很少，因此研究者認為

有必要探討國內國小階段聽損學童閱讀能力與流暢性的關係。 

    由於顏色唸名與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相關的文獻多（曾世杰，1999；蔡韻

晴，2002；林幸君，2013），本研究以曾世杰等人（2011）所編製的快速自動化

唸名測驗中的顏色唸名分測驗與洪儷瑜等人（2012）所編製的常見字流暢性測

驗作為研究工具探究聽損學生的各項閱讀相關能力。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台中市國小二至四年級的聽損學生為研究對象，施測內容包含

「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以及「閱讀理解篩選測驗」，以各

測驗所得分數，先探討學生聽損相關背景變項與閱讀流暢性的關係，再比對常

模，比較聽損學生和一般學生在各項能力的差異，並分析聽損學生快速唸名、

正確性及流暢性與閱讀理解的相關性、快速唸名、正確性及流暢性對閱讀理解

的預測力，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1 研究架構圖 

註： 

①聽損相關背景變項與閱讀流暢性的關係 

②聽損相關背景變項與閱讀能力的關係 

③閱讀流暢性與閱讀能力的關係 

④聽損相關背景變項和閱讀流暢性對閱讀能力的預測力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已就讀台中市國小二至四年級的聽損學生為研究對象，施測人數為

35 人，一般背景變項及聽損背景變項如表 3-1。 

 

表 1 受測學生之一般背景變項及聽損背景變項 

就學階段 平均月齡 個數 優耳聽損程度平均值 聽覺階層平均值 

 小二 95.14 7 71.14(30.72) 6.00(1.83) 

 小三 105.80(N=15) 17 73.23(33.18) (N=13) 6.53(1.42) 

 小四 120.27 11 73.91(18.11) 6.27(1.01) 

背景變項 

聽損相關背景 

閱讀流暢性 

顏色唸名 

常見字流暢性 

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能力 

① 

② 

③ 

④ 

 



第三節 研究工具 

a. 快速自動化唸名測驗 

此測驗為曾世杰、張毓仁、簡淑真、林彥同（2011）所編製，測驗對象

為幼稚園大班至國小六年級的學童，內容有數字、注音、顏色、圖片

四個測驗，分為甲、乙式，可互為複本使用。一年後重測信度數字

為.77；顏色為.78，甲乙式複本信度數字為.96；顏色為.88，在效度上與

閱讀理解呈顯著負相關，本研究以顏色快速唸名為工具。 

b.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此測驗由洪儷瑜、陳秀芬、王瓊珠、張郁雯（2012）所編製，測驗對象

為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九年級學生，用來評估常見字的識字正確性與流暢

性，此測驗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與半折信度均在.90，兩週後重測信度

在.80 以上，與閱讀理解篩選測驗相關介於.56 至.65；與閱讀理解能力之

相關介於.46 至.78。 

c. 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 

此測驗由柯華葳、詹益綾（2006）所編製，測驗對象為國小二到六年級

學生，此測驗分部分處理和文本處理兩部分，設計了各年級不同的題

目，此測驗的一致性信度介於.70 與.86 之間，兩週後重測信度介.70

至.94 間，與常見字流暢性測驗相關介於.46 至.67。 

 

第四節 資料分析 

（1）描述性統計 

    呈現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在「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中「正確性」與「流暢性」兩分測驗以及「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之平

均數、標準差，以了解學生在各測驗上的表現。 

（2）單一樣本 t 檢定 

    以單一樣本 t 檢定考驗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之「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

見字流暢性測驗」中「正確性」、「流暢性」兩部份，以及「國民小學閱讀理解

篩選測驗」的表現與同齡常模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3）皮爾遜積差相關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聽能

表現層級量表」兩聽覺背景變項與「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

驗」中「正確性」、「流暢性」兩分測驗及「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表現

的相關性、並檢驗各測驗之間的相關性。 

（4）多元線性迴歸 

    以與閱讀理解表現達到統計顯著性的變項為自變項，閱讀理解表現為依變

項，進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探討自變項對於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力。根據分

析結果，自變項包括「優耳聽損程度」、「聽能表現層級量表」、「顏色快速唸名

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兩分測驗「正確性」、「流暢性」，依變項為「國民



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表現。進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之前，皆以散佈圖觀察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間是否適合採線性模式進行迴歸分析。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國小聽損學生在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的表現 

    表 2 呈現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在「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

驗」中「正確性」與「流暢性」兩部份，以及「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

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在顏色快速唸名測驗中，平均月齡為 95.14 的 7 名小二聽損學生唸完 40 個

顏色之平均秒數為 50.04 秒，標準差為 12.61；平均月齡（N=15）為 105.80 的

17 名小三聽損學生，排除 1 極端值，唸完 40 個顏色之平均秒數為 45.11 秒，標

準差為 10.60；平均月齡為 120.27 的 11 名小四聽損學生，，排除 2 極端值，唸

完 40 個顏色之平均秒數為 47.06 秒，標準差為 24.50。 

    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正確性中，平均月齡為 95.14 的 7 名小二聽損學生

答題平均數為 37.29，標準差為 13.24；平均月齡（N=15）為 105.80 的 17 名小

三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36.07，標準差為 13.64；平均月齡為 120.27 的 11 名

小四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36.00，標準差為 12.09。 

    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流暢性中，平均月齡為 95.14 的 7 名小二聽損學生

答題平均數為 43.05，標準差為 21.14；平均月齡（N=15）為 105.80 的 17 名小

三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52.74，標準差為 26.32；平均月齡為 120.27 的 11 名

小四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35.29，標準差為 16.68。 

    在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中，平均月齡為 95.14 的 7 名小二聽損學生

答題平均數為 11.57，標準差為 4.61；平均月齡（N=15）為 105.80 的 17 名小三

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15.88，標準差為 5.33；平均月齡為 120.27 的 11 名小四

聽損學生答題平均數為 14.64，標準差為 7.34。 

 

表 2 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各測驗表現的描述性統計資料 

就學階段 平均月齡 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小二 95.14 7 顏色唸名秒數 50.04 12.61 

  正確性 37.29 13.24 

  流暢性 43.05 21.14 

  閱讀理解 11.57 4.61 

 小三 105.80 17 顏色唸名秒數(N=16) 45.11 10.60 

(N=15)  正確性(N=15) 36.07 13.64 

  流暢性(N=15) 52.74 26.32 

  閱讀理解 15.88 5.33 

 



 小四 120.27 11 顏色唸名秒數(N=9) 47.06 12.09 

  正確性 36.00 10.51 

  流暢性 35.29 16.68 

  閱讀理解 14.64 7.34 

 

第二節 國小聽損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的

關聯性 

表 3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

「聽能表現層級量表」兩聽覺背景變項與「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

性測驗」中「正確性」、「流暢性」兩部份，以及「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

驗」表現的相關性。 

    小二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正確性的相關係數為-.759，p＜.05，達顯

著負相關；與閱讀理解的相關係數為-.781，p＜.05，達顯著負相關；但與顏色

唸名和流暢性皆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正確性的相關係數為.793，p

＜.05，達顯著相關，但與顏色唸名、流暢性和閱讀理解皆未達顯著相關。 

    小三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皆

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閱讀理解的相關係數為.530，p＜.05，達顯著相

關，但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皆未達顯著相關。 

    小四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皆

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也皆未

達顯著相關。 

    結果顯示，各年級聽損學生的聽損背景與顏色唸名、流暢性皆沒有顯著相

關；小二聽損學生的優耳聽損程度與正確性達顯著負相關、聽能表現層級也與

正確性達顯著相關，小二學生在 Laberge 和 Samuels 於 1974 年提出的「自動化

理論」中正處於解碼期，研究者推測在解碼期時，聽損程度及聽覺功能與聽損

學生的識字正確能力有相關；然而在小三小四的流暢期中，聽損程度及功能與

聽損學生的識字正確能力就沒有顯著相關；小二、小三聽損學生的優耳聽損程

度與閱讀理解皆達顯著負相關，小三聽損學生的聽覺表現層級也與閱讀理解呈

現顯著正相關，可推測聽損程度與閱讀理解能力的相關性大於聽覺層級表現。 

 

  



表 3 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之背景變項與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理解能

力的相關情形 

就學階段   顏色唸名秒數 正確性 流暢性 閱讀理解 

小二 優耳聽損程度 相關性 .268 -.759* -.597 -.781* 

顯著性 .560 .048 .157 .038 

聽能表現層級 相關性 -.405 .793* .752 .752 

顯著性 .368 .033 .051 .051 

小三 優耳聽損程度 相關性 .225 -.105 -.108 -.575* 

顯著性 .438 .746 .738 .040 

聽能表現層級 相關性 -.435 .490 .477 .530* 

顯著性 .092 .064 .072 .029 

小四 優耳聽損程度 相關性 -.573 -.008 .080 -.021 

顯著性 .107 .980 .815 .950 

聽能表現層級 相關性 .470 .528 .577 .555 

顯著性 .202 .095 .063 .076 

*p＜.05 

 

第三節 比較國小聽損學生與一般學生在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

的差異 

    表 4 以單一樣本 t 檢定考驗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之「顏色快速唸名測驗」、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中「正確性」、「流暢性」兩部份，以及「國民小學閱讀

理解篩選測驗」的表現與各測驗之同齡常模之間的差異。 

    小二聽損學生顏色唸名平均秒數、正確性、流暢性與閱讀理解測驗的答題

平均數與同齡常模皆未達顯著差異。 

    小三聽損學生正確性答題平均數為 36.07，t=2.208，p＜.05（.044），與同齡

常模達顯著差異；流暢性答題平均數為 52.74，t=2.954，p＜.05（.001），與同齡

常模達顯著差異；顏色唸名平均秒數與閱讀理解測驗的答題平均數與同齡常模

皆未達顯著差異。 

    小四聽損學生顏色唸名平均秒數、正確性、流暢性與閱讀理解測驗的答題

平均數與同齡常模皆未達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只有小三聽損學生的正確性、流暢性與同齡常模有顯著差異，

且小三聽損學生的正確性流暢性皆顯著高於同齡常模，小四聽損學生與同齡常

模就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與 Moreno-Pérez 等人（2015）重度聽損成人的結果：

聽障組與同齡組、同閱組的閱讀正確性皆沒有顯著差異相同。 

 

  



表 4 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各測驗表現與常模的差異 

就學階段   平均數(標準差) t值 

小二 顏色唸名秒數 聽損生 50.04(12.61) 
-.425 

 同齡常模 52.07(13.00) 

正確性 聽損生 37.29(13.24) 
1.020 

 同齡常模 32.18(14.81) 

流暢性 聽損生 43.05(21.14) 
.736 

 同齡常模 37.17(22.02) 

閱讀理解 聽損生 11.57(4.614) 
-.28 

  同齡常模 12.06(4.24) 

小三 顏色唸名秒數 聽損生 45.11(10.60) 
.211 

(N=16) 同齡常模 44.55(10.75) 

正確性 聽損生 36.07(13.64) 
2.208* 

 同齡常模 28.29(11.92) 

流暢性 聽損生 52.74(26.32) 
2.954* 

 同齡常模 32.67(16.47) 

 閱讀理解 聽損生 15.88(5.325) 
.133 

  同齡常模 15.71(4.61) 

小四 顏色唸名秒數 聽損生 47.06(12.09) 
1.204 

(N=9) 同齡常模 42.21(11.24) 

正確性 聽損生 36.00(10.05) -.789 

  同齡常模 38.50(9.20)  

流暢性 聽損生 35.29(16.68) 
-2.054 

 同齡常模 45.62(17.90) 

閱讀理解 聽損生 14.64(7.34) 
-.91 

  同齡常模 16.65(6.71) 

*p＜.05  

 

第四節 探討聽損學生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與閱讀等能力的相關 

表 5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顏色快速唸名測驗」、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中「正確性」、「流暢性」兩部份，以及「國民小學閱讀

理解篩選測驗」表現之間的相關性。 

    小二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與正確性的相關係數為.933，p＜.01，達顯著負相

關；與閱讀理解的相關係數為-.781，p＜.05，達顯著負相關；但與顏色唸名和

流暢性皆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正確性的相關係數為.793，p＜.05，達

顯著相關，但與顏色唸名、流暢性和閱讀理解皆未達顯著相關。 

    小三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皆



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閱讀理解的相關係數為.530，p＜.05，達顯著相

關，但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皆未達顯著相關。 

    小四聽損學生之優耳聽損程度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皆

未達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及閱讀理解也皆未

達顯著相關。 

    各年級聽損學生的正確性與閱讀理解表現都呈顯著正相關，小三聽損學生

所有流暢性測驗表現皆與閱讀理解呈顯著相關，小四聽損學生的正確性、流暢

性皆與閱讀理解呈顯著正相關，同洪儷瑜等人（2012）的研究中 B34 版本版本

之正確性、流暢性和閱讀理解的答題分數有顯著相關，又小三、小四流暢性與

正確性達顯著相關，可得知正確性對於聽損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相較其他流暢

性成分更有顯著相關，即聽損學生的識字解碼正確能力與閱讀理解最有關係。 

 

表 5 分年級國小聽損學生各測驗表現的相關情形 

就學階段 閱讀理解 顏色唸名秒數 正確性 流暢性 

小二 閱讀理解 相關性 1 -.677 .933** .732 

顯著性  .095 .002 .061 

顏色唸名秒數 相關性  1 -.749 -.730 

顯著性   .053 .062 

正確性 相關性   1 .735 

顯著性    .060 

流暢性 相關性    1 

顯著性     

小三 閱讀理解 相關性 1 -.533* .563* .567* 

顯著性  .033 .029 .027 

顏色唸名秒數 相關性  1 -.216 -.304 

顯著性   .439 .270 

正確性 相關性   1 .900** 

顯著性    .000 

流暢性 相關性    1 

顯著性     

小四 閱讀理解 相關性 1 -.066 .930** .749** 

顯著性  .865 .000 .008 

顏色唸名秒數 相關性  1 -.152 -.055 

顯著性   .655 .872 

正確性 相關性   1 .842** 

顯著性    .001 

流暢性 相關性    1 

顯著性     



*p＜.05 

** p＜.01 

 

第五節 分析聽損背景變項、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對閱讀能力的預測力 

    表 6、表 7、表 8 以多元線性迴歸檢驗國小聽損學生「優耳聽損程度」、「聽

能表現層級量表」、「顏色快速唸名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兩分測驗「正

確性」、「流暢性」等為自變項，分析其對「國民小學閱讀理解篩選測驗」表現

的預測力。根據上述檢定結果，這些自變項都是對閱讀理解表現達到統計顯著

性的變項。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小二聽損學生優耳聽損程度與正確性對閱讀理解能力

的預測力，調整後 R 平方解釋量為.824，F=15.09，p<.05，標準化迴歸係數指出

識字正確性(β=.802)對於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力較佳；小三聽損學生聽能表現層

級、顏色唸名秒數、正確性與流暢性對閱讀理解能力的預測力，調整後 R 平方

解釋量為.295，F=2.46，p>.05，未達顯著；小四聽損學生正確性與流暢性對閱

讀理解能力的預測力，調整後 R 平方解釋量為.836，F=26.49，p<.001，標準化

迴歸係數指出識字正確性(β=1.031)對於閱讀理解表現的預測力較佳。 

 

表 6 小二聽損學生迴歸分析摘要表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誤 β 

（常數） 3.002 5.884  .510 .637 

優耳聽損程度 -.026 .039 -.173 -.658 .546 

正確性 .279 .092 .802 3.051* .038 

*p＜.05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小二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0.279×正確性－0.173×優耳聽損程度 

 

表 7 小三聽損學生迴歸分析摘要表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誤 β 

（常數） 24.939 10.567  2.360* .040 

聽能表現層級 -.869 1.230 -.195 -.707 .496 

顏色唸名秒數 -.199 .112 -.452 -1.781 .105 

正確性 .164 .184 .474 .891 .394 

流暢性 .017 .096 .096 .181 .860 

*p＜.05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小三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0.474×正確性＋0.096×流暢性－0.195×聽能表現層級－0.452×顏色唸名秒數 

表 8 小四聽損學生迴歸分析摘要表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誤 β 

（常數） -9.421 3.602  -2.615* .031 

正確性 .720 .166 1.031 4.338** .002 

流暢性 -.053 .105 -.120 -.503 .628 

*p＜.05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小四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能力=1.031×正確性－0.12×流暢性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以下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分析研究結果並提出研究結論： 

1. 國小聽損學生不同聽損背景變項與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的

相關性為何？ 

    小二聽損學生優耳聽損程度與閱讀理解表現有顯著相關，聽能表現層級與

正確性得分有顯著相關；小三聽損學生優耳聽損程度、聽能表現層級與閱讀理

解有顯著相關；小四聽損學生聽損相關變項與各項表現皆沒有顯著相關。 

2.國小聽損學生與一般學生在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閱讀等能力是否有差

異？ 

    小二、小四聽損學生各項能力皆與同齡常模沒有顯著差異；小三聽損學生

在正確性、流暢性和同齡常模有顯著差異。 

3. 聽損學生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與閱讀等能力的相關情形如何？ 

    小二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與正確性表現有顯著相關；小三聽損學生閱讀理解

與顏色唸名、正確性、流暢性表現有顯著相關，正確性與流暢性表現有顯著相

關；小四聽損學生閱讀理解與正確性、流暢性表現有顯著相關，正確性與流暢

性表現有顯著相關。 

5. 聽損背景變項、顏色唸名、常見字流暢性是否對國小聽損學生閱讀能力有預

測力？ 

    小二聽損學生優耳聽損程度與識字正確性對閱讀理解能力之調整後 R 平方

解釋量為.824，顯示優耳聽損程度與正確性對閱讀理解能力有 82.4%的解釋量，

但以正確性的解釋力較高；小三聽損學生聽能表現層級、顏色唸名秒數、正確

性與流暢性對閱讀理解能力之調整後 R 平方解釋量為.295，顯示聽能表現層

級、顏色唸名秒數、正確性與流暢性對閱讀理解能力 29.5%的解釋量，惟各變

項的預測力均未達統計顯著性；小四聽損學生識字正確性與流暢性對閱讀理解

能力之調整後 R 平方解釋量為.836，顯示正確性與流暢性對閱讀理解能力有



83.6%的解釋量，預測力仍以正確性較佳。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研究對象為異質性極大的的群體，包括聽損程度、地區、家庭背景、教育

背景、溝通方式等等皆會影響各項能力，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不能推論至所有國

小聽損學生。 

 

第三節 建議 

    結果顯示識字正確性與閱讀理解能力的相關最為顯著，可以在教學方面增

加識字解碼正確性的教學，研究方面，建議能夠控制智力、聽損程度、家庭背

景、教育背景、溝通方式等變項，或者納入其他地區國小聽損學生為研究對象

進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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