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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E 起來：提高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策略 
游硯如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父母最看重什麼樣的學習能力呢？根據遠見雜誌（2017）的調查顯示，父母

最看重的是「閱讀能力」，比率高達 78.8%；高過第二名的語言能力（76.8%），

大幅贏過數理能力（39.7%）。而閱讀力可以透過學習以提高其能力。 

閱讀能力的重要性亦成為國際測驗的重要指標。在 2000 年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主導的「國際學生評量方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以及 2001 年「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開啟國際學術競賽後，世界各國莫不將學

生在這些國際競賽中的表現視為國力的展現（天下雜誌，2012）。提升閱讀能力

已經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教育議題。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國際測驗也逐漸調整施測方式，同樣檢測學生的閱讀

力，「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在 2016 年的測驗當中，首次加進 PIRLS
線上閱讀評量（extension of PIRLS，稱作 ePIRLS）。這是臺灣第三度參與「促進

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的測驗，更與全球 14 個國家及地區一起加入新測

驗 e-PIRLS（數位閱讀素養）評量的行列（親子天下，2017）。數位閱讀已經逐

漸取代紙本閱讀，具備數位閱讀素養能力已經是國際趨勢。 

臺灣在PIRLS 2016的評量成績在全球5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是第8名、 
e-PIRLS 則在14個國家中排名第7名，顯示臺灣孩子的紙本閱讀成績位居前段

班，但數位閱讀成績則在中段（親子天下，2017）。PIRLS計畫主持人、中央大

學柯華葳教授指出，e-PIRLS和PIRLS說明文閱讀素養成績相比較，臺灣學生竟

然是所有參與的國家中，落差最大的一個。究竟什麼是「數位閱讀素養」？傳統

的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為何？108課綱實施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被

列入九大「核心素養」之一，但科技領域課綱強調「運算思惟」及「設計思考」，

學習重點包括程式設計、演算法與資料分析，較少提到數位閱讀素養，臺灣如何

在國際的浪潮中因應趨勢，培養學生的數位閱讀素養？本文將剖析臺灣數位閱讀

素養現況，提出相關問題及解決策略，以期加強國人對於數位閱讀的重視。 

二、 「數位閱讀」與「數位閱讀素養」的意涵 

「數位閱讀」是指利用電腦或網路從事閱讀的活動，內容囊括在網路上閱讀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108%E8%AA%B2%E7%B6%B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4%A0%E9%A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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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數位化的文本，例如：多媒體、電子書、網頁內容、電子郵件、新聞討論群

等不同的形式（林巧敏，2011；林珊如，2003，2010）。換言之，「數位閱讀」為

透過不同介面進行的線上即時閱讀活動。而「數位閱讀」的興起，也使得「數位

閱讀素養」成為學習能力的重要指標。 

「數位閱讀素養」強調的不只是閱讀數位文本，而是著眼於真實世界的資訊

檢索、選擇、判斷、閱讀與整合應用的能力，這也是一直在強調的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陳昭珍，2019）。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制開跑，

課程發展以「核心素養」為主軸，而「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

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教育部，2014）。網路時代來臨，

培養「數位閱讀素養」即是希望學童可以利用科技工具作為學習的幫手，學會以

系統思考的方式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成為一個善用科技的終身學習者。 

三、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 

閱讀媒介的改變會對訊息傳播和接收模式造成全面性的改變，閱讀的本質已

然變調（葉乃靜，2000；翟本瑞，2001）。陳冠華（2002）比較紙本閱讀與數位

閱讀行為的差異在於：紙本閱讀是逐字閱讀，數位閱讀是略讀；紙本閱讀會分段

分次閱讀，數位閱讀通常會讀完一個系列才休息。在數位閱讀中，學生可以學會

評估資訊內容的品質與可信度、偵測與處理衝突，這些是傳統教學與紙本評量較

少觸及的部分。以下針對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進行比較，如表1： 

表1 數位閱讀和紙本閱讀的差異 

 數位閱讀 紙本閱讀 

閱讀方式 數位化、多媒體閱讀 平面圖書資料 

閱讀行為 跳躍式的非線性心智活動 進行專注閱讀的線性心智活動 

閱讀投入 主動搜尋 被動接受 

優點 具非線性、互動性、立即性、彙集性、

匿名性、易得性 

具直線性、單向性、穩定性、可讀性、

可攜性 

缺點 容易分心、視覺疲勞、精神緊繃 缺乏互動性、占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  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策略 

(一) 有目的的搜尋 

數位閱讀素養的學習可以從「有目的的搜尋」開始（柯華葳，2018），先定

義自己需要什麼樣的材料，從中搜尋、瀏覽、連結、判斷與選擇。在一大堆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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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中，還要判斷這些資料是否符合原先訂下的搜尋目的，並考慮到資料的信實

度，最後再把資料經過摘要整理，成為自己的知識。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道，在

於不受其他資訊干擾，從網路海中撈出自己原先想要的答案。 

(二) 善用數位設備 

從 2016 年的國際閱讀素養調查中顯示臺灣的 e-PIRLS 成績落後 PIRLS，而

且差距之大，是受測國家最嚴重的。研究也發現，有 4 成的孩子在學校沒有用電

腦搜尋並閱讀資訊、近 6 成的孩子在學校沒有用電腦做報告、準備報告（黃啟菱，

2018）。缺乏練習的機會，學童在國際測驗上的表現當然不盡人意。「數位閱讀素

養」的能力是可以學習的，學生需要學習善用數位媒材。 

(三) 輔以紙本閱讀 

在 2016 年，臺灣學生 e-PIRLS 的平均分數比 PIRLS 說明文的成績少 20 幾

分（柯華葳，2018）。同樣是說明文體，數位環境卻降低了學習成效，說明學生

的紙本閱讀素養並沒有遷移到數位閱讀素養。研究顯示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

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湯雅芬，2013），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相輔相成，每

個人有不同的閱讀傾向，紙本閱讀依然有其重要性，因此在數位及紙本閱讀的學

習轉換上，可依個人的閱讀傾向尋找其平衡。 

五、 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變」，閱讀的形式改變，數位閱讀為紙本閱讀

帶來挑戰。然而對於學童來說，父母和老師其實才是決定下一代是否能夠培養閱

讀興趣，與善用網路正面力量的關鍵。數位閱讀的形式多變，如何在眾多資訊中

去蕪存菁，對科技做最好的利用，的確是網路世代的一大課題。「閱讀力即是國

力」，期待政府、教育人員以及所有的教育合夥人都能夠重視學童的數位閱讀行

為，增進臺灣學童的學習力。 

 (二) 建議 

本文從學校教育著手，提出「提升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建議，以供後續研

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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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數位閱讀課程」融入「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因應 108 課綱的實施，「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被列入九大「核心素養」之

一，其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即為「善用科技之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

運算等思考。」透過科技資訊課程，數位閱讀的讀者本身的搜尋、判斷、選擇、

分享與運用數位閱讀素材的能力也得以提升。 

2. 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讓科技進入教室 

    舉凡電腦、手機、電子書等載具都可以做為數位閱讀的媒材。邁入數位閱讀

的時代，利用資訊科技課程，讓資訊進入學生學習的場域，打造智慧教室，讓數

位媒材成為獲取知識的工具，藉以提升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以及國際測驗的表現。 

3. 對教師的建議：精進教學，與時俱進 

    在教育學生的同時，教師也需要有相應的數位閱讀素養，例如參加數位學習

課程、透過研習精進教學、建置適宜友善的數位學習環境、培養學童數位閱讀能

力，期能達到讓每位學童成為「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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