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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字優先教學法應用於國小資源班適切性之評析 
邱運羚 

新北市三峽國小資源班教師 

 

一、 緒論 

國小教育階段的不分類資源班，由一群異質性高的身心障礙學生所組成，如：

學習障礙、輕度智能障礙及自閉症等。這些學生也許有不同的身心特質，但在語

文學習上，多數有閱讀困難的現象（趙靖蕙、黎秀娟，2006），需要資源班提供

外加或抽離的國語課程教學。 

近年來，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身心障礙學生亦須在課

程調整的協助下，學習核心素養（教育部，2013）素養導向課程強調跨學科的整

合能力，每門目的命題也都更著重在情境脈絡的呈現，因此題目的字數常多到讓

人眼花撩亂。新課綱的浪潮著實考驗著資源班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以及特教教

師的教學效能。該如何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協助資源班學生在國語文學習上更得

心應手？這是筆者關心的議題。 

二、識字與閱讀理解教學的內涵 

閱讀是學習的關鍵基礎能力之一，也是一個複雜的認知歷程。閱讀始於識字，

終於理解，兩者間環環相扣，密不可分（張世彗、魏家妏，2010；Erbey, Mclaughlin, 

Derby & Everson, 2011）。 

綜觀國內國小教育階段的識字及閱讀理解教學，在普通教育課程中，主要採

用分散識字的方式。此教學法從文本導入，讓學生在具體情境下學習文字的形音

義，但對於資源班學生來說，不易從中做歸類及比對，且教材未按照生字難易度

或字頻出現率編排，特殊需求學生難以掌握文字的學習原則（吳彗瑜，2013）。

而在補救教學或特殊教育領域常用的集中識字教學法，學生較容易掌握組字原

則，能在短時間內大量識字。然而，對於識字困難學生易產生混淆，且多半難以

隨文教導，僅流於單調的識字教學活動，難以產生穩定保留效果，學習遷移的效

果不佳（王瓊珠，2001；張新仁、韓孟蓉，2004）。 

因應此狀況，有學者進一步提出「字族文教學法」，此教學法兼具集中識字

及以文帶字的優點，有助於學童在閱讀中學習字形的規律，並增進字義的理解。

不過，並非每個國字都可以歸進字族中，為了創造字族文，文章的取材會受到限

制，甚至使文本內容變得過於口語化，與書面用語的訴求有差距（施茂枝，2001）。 

為破除目前識字教學的困境，筆者認為，在進行語文教學時，應採用能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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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程緊密結合的「以文帶字」教材編製取向，且在編纂教材時，須注意選字的

頻次及構詞率，故建議特殊教育教師，可使用兼具上述教學法優點的「高頻字優

先教學法」進行教學，以有效提升資源班學生的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 

三、高頻字優先教學法 

(一) 高頻字詞 

國小教科書自開放出版社編輯以來，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各版本教科書收

錄的字詞也不盡相同。因此，教育部（2002）年透過專案計畫，分析市面上各版

本教科書的常用字詞，並統計出字頻與詞頻總表，再將成果彙編為《國小學童常

用字詞調查報告書》。時至今日，這份報告書仍為許多識字研究或測驗的參考依

據。 

「字頻」指的是一個字在環境語言中被聽到的次數，被認為是影響字詞辨認

與提取快慢的主要原因，對語意理解也有重要的影響（許瑛珍，2006；Hogan, 

Bowels, Catts, & Strokel, 2011）。低頻字詞在解碼時，必須依賴較慢的語音中介過

程，若能優先閱讀高頻字詞，可花費較少的時間進行語音解碼，採取較快的視覺

辨識模式進行閱讀（Jared & O’Donnell, 2017）。 

國內學者黃沛榮（2003）表示，在編撰教材時應區分字級，將高頻字優先編

入教材之中，學生學會這些字後，在構詞方面就能運用自如。國外學者 Johns 和

Wilke 亦提及，若希望學生成為優讀者，在國小三年級前就要精通 226 個英語高

頻字和 46 個英語高頻詞（Johns & Wilke, 2018）。由此可知，即便在不同文化背

景下，學習高頻字詞皆有其重要性。 

(二) 理論基礎 

早在 1974 年，LaBerge 和 Samuels 就提出了「閱讀的自動化訊息處理理論」

（Theory of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Reading），指出讀者解碼技巧必

須達到自動化後，才可能將更多的精力放在閱讀理解上（王瓊珠、洪儷瑜、陳秀

芬，2007；LaBerge & Samuels, 1974）。所謂「自動化」，意即能在閱讀時，有正

確率高、速度快、不費力的表現（蘇宜芬、張祐瑄、李孟峰、黃鈺茜，2016）。 

1980 年，Stanovich 進一步發表「交互補償理論」（Interactive Compensatory 

Explanation of Reading Fluency），提到優讀者具備優秀的識字解碼能力，可快速

唸讀文章，並能靈活採用由下而上的方式，從認讀字詞逐步理解文意；但弱讀者

在閱讀時，無法達到自動化，為補償文字識別的困難，只能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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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章脈絡輔助文字辨識，但此方式非常耗費認知資源，因此，弱讀者即使認

出全部的字，也未必能理解文章的內容（劉潔玲、谷屹欣，2017；蘇宜芬、張祐

瑄、李孟峰、黃鈺茜，2016；Stanovich, 1980）。 

在 2007 年，王瓊珠等人分析學生的識字量，將小一至國三的學生分成一般

識字能力組與低識字能力組，發現一般識字能力組的學生年級間的識字差異量較

明顯，而低識字能力組的學生年級間的識字量變化較小。此研究結果與馬太效應

不謀而合，印證了識字能力越強者，越能藉由高識字量廣泛閱讀，而識字困難的

學生，閱讀的文章則更少（王瓊珠、洪儷瑜、陳秀芬，2007；廖晨惠、林盈甄、

白鎧誌，2011）。 

綜觀以上，若要避免識字困難的資源班學生成為弱讀者，除了要盡早進行介

入外，在教學時的文本調整也極為重要，倘若學生在初步識字解碼時就已耗盡心

力，又如何能進一步理解文章的內容？且如此一來，對語文學習的熱忱不但會減

低，更會造成識字及閱讀的馬太效應。 

(三) 核心概念 

羅宇真及孟瑛如（2018a）提出高頻字優先教學法，此教學法的兩大核心為

文本和字頻。教學步驟為：(1)在正式教學前先對目標字詞進行前測，若學生能說

出字音、字義或用法，則抽換其他相當頻次之語詞。(2)選擇文本。(3)參考《國小

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的字頻及詞頻表，進行文本字頻分析，將低頻字汰換

為高頻字，讓文本中的高頻字比率提升到 90%以上。同年，兩位研究者（2018b）

也進一步對 3 位閱讀障礙學生進行教學介入，發現高頻字優先教學法對閱讀障礙

學生在「整體識字學習」、「聽詞選字」和「讀句選字」皆有立即和保留成效。 

(四) 文獻回顧 

雖然「高頻字優先教學法」目前的實證研究不多，但國內有許多運用「高頻

部件」或「高頻字詞」進行教學的相關文獻，且研究結果皆證實，以高頻字詞為

目標字進行教學，會得到不錯的教學成效。例如，利用高頻部首及部件對閱讀障

礙學童進行教學，發現學童在高頻部首及部件的認讀和高頻字書寫方面的立即效

果佳，就保留效果而言，認讀優於書寫（王瓊珠，2005）；使用字族文識字策略

探討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選取字頻次數平均 506 次以上的高頻字偏旁優

先歸類教授（吳慧聆，2007）；依照教育部常用字頻表將高頻字列為教學目標字，

並運用圖像化識字策略對識字困難學童進行介入（林佳儀、詹士宜，2011）。此

外，黃秋霞（2017） 對低年級識字困難學童進行國字包裹教學時，優先選用高

頻基本部首。另羅宇真、孟瑛如（2018b）使用高頻字優先教學法進行教學介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9），頁 173-179 

 

 

自由評論 

 

第 176 頁 

發現此教學法對閱讀障礙學生的識字和理解能力皆具有立即和保留成效。 

四、結語與建議 

綜合上述觀點，在國小階段資源班進行識字及閱讀理解教學時，筆者提出以

下建議： 

(一) 選用高頻字詞 

資源班教師在教導生字時，可參考《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的字頻

總表，優先選用符合學生教育階段所需學習的高頻字。學生習得的高頻字詞越多，

在閱讀其他文本時，能讀懂的字也越多，閱讀的挫折感降低，亦能減緩馬太效應

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 進行文本分析 

資源班教師若在教學現場有自編教材或文本調整的需求，可在編寫課文後，

透過「教育部優質特教平台」的網站，進行文章分析，用有系統的方式揀選文章

中的字詞，將低頻字汰換為高頻字，讓語文學習困難的學生在閱讀中獲取成功經

驗，並增加往後自主閱讀的機會。  

(三) 高頻字優先教學法應用於其他特殊需求學生之實證研究 

歷年來，已有不少以高頻字詞為目標字進行教學介入的相關文獻，但這些文

獻的研究對象主要聚焦在學習障礙學生。然而，國小階段的資源班，通常不會只

有學習障礙學生被分配在同一個小組進行學科學習，所有障礙類的特殊需求學

生，都可能需要語文學科的直接或間接服務，即便已經知道高頻字優先教學法能

幫助學習障礙學生，卻無法得知此教學法是否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在語文學習上有

困難的資源班學生。因此，筆者認為在未來有必要進一步透過實證研究，深入探

討高頻字優先教學法的介入，是否也能對其他的資源班學生產生學習成效，如此

一來，方能使資源班學生的整體識字及閱讀能力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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