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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國內安置現況視之，目前安置於國小集中式特教班的學生以智能障礙為

主，這群孩子受自身特質影響，在學習識字的過程中遭遇挫折和困難的情形，可

想而知。孫淑柔和陳佳吟（2011）指出智能障礙學生在識字學習上的困難包括字

形區辨困難、字彙維持不易與字彙難以遷移類化。 

語文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也是生活中進行社會溝通與互動的重要工具，

而識字教學正是語文教育的根本（周碧香，200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之國語文領域中，「識字與寫字」為國語文學習表現的類別之一，在識字量表

現的期待亦隨著教育階段逐漸增加，可見識字教學符合國語文所重視的核心素養

之一，也期望藉由擴充學生的識字量，培養未來社會適應的能力與獨立性。因此，

如何幫助國小集中式特教班之智能障礙學生進行識字學習，並具備一定的識字

量，使其擁有應付日常需求的能力，則必須進一步了解並探究適合這群孩子的識

字策略與教學方法。 

識字的重要性不可言喻，而因應教學需求所發展出的識字教學法種類甚多，

目前的識字教學法可概分為分散式、集中式、理據式、融合式四類（周碧香，2019）。

其中「圖像識字策略」可謂結合了集中識字與分散識字的優點，係屬於融合識字

教學法，其利用國字字形演變過程中具有將實物圖像轉化於文字中的特性，教學

者透過圖形解說字義，促進學習者理解字形、字義（林佳儀、詹士宜，2011）。智能

障礙學生進行識字學習時，常因文字是抽象語言符號而難以理解和記憶，圖像識

字策略以圖像為重要媒介，將具體的圖片與文字結合，能提供視覺提示，亦能將

抽象的文字與學生過往學習經驗加以連結，將更有利於智能障礙學生學習識字。 

二、識字的學習歷程與重要性 

文字是一種視覺符號，生活中我們會透過大量的文字來記錄與交流。而關於

識字的學習歷程，包括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認讀。李雪娥等人（2021）提到，

在中文辨識歷程中，形碼信息比音碼信息更重要，學生在辨識文字初期，會先透

過視覺接觸字形。宣崇慧和蔡建鈞（2016）指出幼兒識字的發展，初始階段為「視

覺記憶階段」，在這個階段孩子會把文字當作圖形，將整個文字符號與發音連結。

過往研究中，王瓊珠（2012）指出字形是小一學童初學認字的主要線索，識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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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從字形辨識單位切入，並幫助學生進行字形與字義的連結。 

    此外，識字是閱讀理解的基礎能力，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休戚

與共。不少識字相關研究顯示，閱讀能力對於學生學習的重要性，以及識字能力

之於閱讀的必要性。劉佩雲（2019）指出，閱讀不但是獲得知識與訊息的重要方

法，國民的閱讀素養更是國家競爭力的具體展現。王瓊珠（2012）亦強調識字是

閱讀的一項重要成分，當學生識字量越少，閱讀經驗就越貧乏，更遑論累積知識。 

三、圖像識字策略 

(一) 核心概念 

圖像識字策略，就定義視之，為利用漢字的字形特徵教學，透過使用圖像，

以視覺的方式呈現漢字、演變過程、字義，幫助學生認識圖像、字形與字義之間

的關係，鞏固學生在目標字的識字成效。 

從特點來看，與抽象的文字符號相比，圖像具體可見；在學習上的功能，則

是能同時傳遞多面性訊息，而語言除了受到字彙的限制，還需要邏輯性的分解，

才能夠表達抽象的意義（孟瑛如、沈彥伶，2012）。此外，倪卉沂等人（2021）

更指出，圖解識字教學法在於可以緊密連結漢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亦可透過

圖像性之說明加上古文字來解析字形。 

(二) 圖像識字策略相關研究成果 

近年使用圖像識字策略進行教學介入的研究並不多，且研究對象較多針對學

習障礙或認知功能輕度缺損的學生。雖然如此，國內運用「圖像識字策略」、「圖

像化識字教學」、「圖解識字教學法」進行教學的相關文獻，不少研究結果皆顯示，

能獲得不錯的教學成效。例如，運用不同教學媒材的圖像識字策略，三名識字困

難的國小學童在整體識字成效的表現上，皆具有立即成效（林佳儀、詹士宜，

2011）。沈彥伶和孟瑛如（2012）的結果顯示，圖像化教學能有效提升國小學習

障礙學生中文識字能力。另有倪卉沂等人（2021）以國小集中式特教班中度智能

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經接受自編之圖解識字教學策略介入後，在「簡單兩百字

測驗認字量表」的表現上有立即與維持成效。而張長穎（2013）則為探討圖解識

字教學法實際應用於學習障礙學生的經驗，其中提到使用圖解識字與輔助策略對

於這些孩子在識字學習上是有所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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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用於智能障礙學生識字學習之優勢 

圖像識字策略的運用，對於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智能障礙學生之識字學習，所

具備的優勢為：(1)符應孩子的學習風格，七田真（2000）指出，學習能力有缺陷

的兒童，通常趨向顯著右腦化的學習風格，而右腦學習所具有的優勢之一即為圖

像辨識能力。(2)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兒童在認知發展的過程隨不同時期

由具體實物、半具體圖像，再到抽象符號，亦即兒童對於圖像的瞭解早於文字。

關於智能障礙兒童的認知發展情形，過往研究指出，智能障礙者達到每一個發展

時期的年齡皆較一般兒童晚，且隨著障礙程度增加，發展的速度越遲緩，甚至最

高僅能到達具體運思期（姚靜芹，2009）。 

綜觀以上，圖像識字策略的主要優勢為利用學生本身在識字時使用意象化、

圖像化的學習型態，將學生眼中看似毫無意義的抽象符號，和他們原先可能即認

識的圖像做結合，所提供的是他們熟悉的學習路徑，降低其認知負荷，同時再配

合字形，來說明字義，藉由反覆呈現，幫助學生有效記住字形、字音和字義。 

四、對特教教師的啟發及建議 

綜合上述觀點，在國小集中式特教班使用圖像識字策略為智能障礙學生進行

識字教學時，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可取用圖解識字教學法之部分概念 

圖解識字教學法與圖像識字策略具有共同特點，當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欲

使用圖像識字策略進行識字教學時，除了強調「文字圖像化」此核心概念外，亦

可取用圖解識字教學法之部分概念，包括介紹構字取象圖、字形演變卡、分辨形

似字等（周碧香，2019）。構字取象圖為利用先民造字時的取義重點，製作圖與

字體結合的教材；字形演變卡強調呈現「圖畫→古文字→今文字」的演變流程；

分辨形似字則是透過集中兩個以上具有相同成分的字，在利用教材進行教學呈現

的過程中，幫助學生做較為細部的比較與分辨，提升類推能力。 

 

 

 

圖 1 呈現構字取象圖，並與目標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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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呈現字形演變過程 

 

 

 

 

圖 3 利用學習單，提供學生區辨形似字的練習 

(二) 目標字之選用以象形字、功能性字詞為主 

使用圖像識字策略時，目標字的選用亦為教學實務操作的重點之一。林育毅

和王明泉（2007）針對國小階段識字教學成效之後設分析研究中提到，智能障礙

學生受智力因素影響，認知能力雖然較差，但並非全然不可學習，以功能性詞彙

進行教導，對於讓智能障礙學生獲得生活上的基本溝通能力，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孫淑柔和陳佳吟（2011）從過去的研究也發現，智能障礙學生的教學應以最重要、

最有用的字和部件優先編入教材內。因此，圖像識字策略之使用，在選擇目標字

時能以下列兩點作為參考原則：(1)以圖像性強烈的象形字為主；(2)學生自身相

關的功能性字詞為主，例如：姓名、地址、日常用品或生活周遭出現頻率較高的

文字。期待的是，藉由圖像與文字結合的教學策略，提高孩子的學習動機，讓識

字學習更加貼近他們的生活，以及達到符合孩子生活需求的識字成效。 

(三) 配合語文遊戲的進行及運用多元的識字教材 

因應識字困難學生的特質，教學者必須考量其個別性、生活經驗與學習優弱

勢，據以調整或重新編製識字教材，以提高學習動機和改善學習困難。在識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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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上，除了強調使用圖像的方式，讓學生藉由視覺學習，若能增加趣味性，在教

材呈現上，提供學生操作、練習的機會，是可以考慮的具體做法（黃秋霞，2017）。 

 

 

 

圖 4 進行相關活動，創造有趣的識字學習環境 

(四) 圖像識字策略應用於其他特殊需求學生之可行性 

近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圖像識字策略」或是具有共同特點之「圖解識

字教學法」，能夠幫助學生進行識字學習。本文所探討的對象雖然是針對國小智

能障礙學生，但綜觀相關文獻，可發現圖像識字策略強調的核心概念，對於因其

自身障礙或學習特質因素而有識字困難的學生，如學習障礙、自閉症等，亦有利

其學習識字。因此，筆者認為，圖像識字策略不只能應用於智能障礙學生，亦可

成為教師為其他障礙類別學生進行識字教學的利器，其適用對象相當廣泛。再者，

若教師能認識並進一步了解圖像識字策略，甚而在面對每位孩子獨特的學習需求

時，以此策略作為學習歷程的調整，對於提升識字困難學生的語文學習成效，應

是值得期待。 

五、結語 

文字是一種視覺符號，生活中充滿了不同且大量的文字，我們利用這些文字

面對生活、處理工作、解決各種問題，文字對於我們的意義與重要性，可見一斑。

筆者任教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多年，時常看見班上孩子在學習識字的過程中遭遇困

難，有感於此，近來曾在課程中使用圖像識字策略進行教學，在孩子身上驚喜地

發現有不錯的效果。此也成為筆者撰寫本文的契機，本文期望透過圖像識字策略

重要概念的介紹、相關成效的探討、教學建議的提供，能對現場特教教師產生啟

發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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