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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心障礙學生隨著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與成長，面臨學科學習越來越大的壓力，

而不論是在一般學科或是職業類科的專業科目中，閱讀理解都是學習中的基本能力，

尤其是學習障礙學生在閱讀理解的困難不僅造成學習的挫折，也進而影響學習的自我

效能，因此有效提升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是很重要的，考量學習障礙學生在

閱讀理解中的提取訊息、摘要、推論能力的限制，本研究選定一名技術型高中就讀資

源班之學習障礙學生，透過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教學，以探討科技工具的輔

助對於提升閱讀理解的成效，其研究結果顯示：運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對於提

升閱讀理解具正面的效果，但在維持效果上是有限的。 
關鍵字：閱讀障礙、閱讀理解、ChatGPT、SQ3R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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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face increasing pressure in subject learning as they progress 
through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n general or vocational subjec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a fundamental skill in learning.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not only lead to academic frustration but 
also affect their self-efficacy in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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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 of these students.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s i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ummarization, and inference abilities faced by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is study selected a student from a resource class in a technical high school. It 
employed ChatGPT to assist in teaching the SQ3R strategy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ools in improv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sing 
ChatGPT to support the SQ3R strateg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hanc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lthough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effect is limited. 
Keywords: reading disabiliti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atGPT, SQ3R strategy 
 
壹、前言 
 

閱讀理解是每個人的基本能力，亦是

每個學科的基礎（吳宛婷，2023；蘇宜芬，

2004），Bharuthram & Clarence（2015）認

為閱讀應被視為與知識建構相關的學科

實踐，而非一項獨立的技能，顯示出閱讀

理解能力與其他學科的學習是息息相關

的，隨著課綱的轉變，評量命題形式多以

情境化、跨領域、跨學科為主，並結合時

事，閱讀題組的比重超過題目試卷五成，

而在題目及引文，再加上選項，總字數大

於一千字以上（詹志超，2020），若是學

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不佳，儘管擁有該科的

先備知識，亦難以完成作答。 
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參與實驗時為

某技術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為學習障

礙，有顯著的閱讀困難，面對日常學習的

定期評量以及未來的大考需求，學習障礙

學生會因先天上的限制，在閱讀素養導向

形式之評量時會因無法理解題意或識字

上的困難而影響表現。 
閱讀理解策略有許多種方法，其中

Robinson（1970）提出的閱讀五步驟為

Survey、Question、Read、Recite、Review
（以下簡稱 SQ3R），強調先瀏覽全文，再

仔細閱讀，是種「由大到小」的閱讀策略，

能幫助學生理解文章概念及增加記憶保

留度，被視為是有效的閱讀方法（符碧

真， 2009）。而在國外多項研究指出

ChatGPT 能夠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可

以提供即時協助，並減少其認知負荷

（Ayala, 2023；D’Urso & Sciarrone,2024；
Hunter, 2023；Li,2024），因此希望透過

ChatGPT 結合閱讀策略-SQ3R，以提升高

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對於整體的學習

表現能有重要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障礙的閱讀困難 

根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

法：「學習障礙是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

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

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

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

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

接造成之結果。」（教育部，2024）。而在

所有特教類別當中，學習障礙的人數更是

位居首位，常見的類型有閱讀障礙、書寫

障礙、口語障礙、數學障礙、注意力缺陷、

記憶力缺陷及知動障礙（洪儷瑜，1996），
其中約有五分之四的學習障礙都有閱讀

上的困難（Hallahan 等人，2005；Lerner & 
Joh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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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閱讀上的障礙也往往影響到其他

科目之學習（教育部，2017）。MacInnis
和 Hemming（1995）更指出學習障礙學生

在閱讀上的困難主要有：（一）過度的依

賴：習慣依賴師長同儕的協助來理解文

本；（二）自我監控的困難：後設認知能

力不佳，無法掌握自己理解文本的情況；

（三）運用閱讀策略的困難：不知道該如

何運用閱讀策略來閱讀文本；（四）記憶

問題：無法將重點進行整理並記憶；（五）

獲取文字基本單位的困難：識字困難影響

其閱讀文本；（六）類化困難：難以運用

習得之相同概念至其它文本中；（七）不

積極的態度：因閱讀經驗的挫敗，讓學習

障礙學生在閱讀文本時常呈現消極的態

度（詹文宏，2004）。因此，為幫助學習

障礙的學生提升閱讀能力，從如何運用閱

讀策略來閱讀與學習便是很好的開始。 
 
二、SQ3R 策略在閱讀理解的應用 

Cataraja（2022）指出不管運用何種

閱讀策略皆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

能力，但相比其他傳統的閱讀策略，SQ3R
閱讀策略又更加顯著有效，是因為 SQ3R
有更為明確的步驟。Robinson（1970）提

出的 SQ3R 閱讀策略共有五個步驟：（一）

瀏覽：大概快速的瀏覽過文本，透過瀏覽

標題、摘要等，大致理解文本的閱讀重

點；（二）提問：在瀏覽過文本後，請學

生根據標題、摘要等提出問題，藉此引起

學生的好奇心，也能根據回應整理文本重

點；（三）閱讀：仔細閱讀所有文本，一

邊回想剛才的問題，並一邊從文本中找答

案並畫出重點；（四）背誦：把剛才閱讀

後的關鍵以及問答的重點記下來並背

誦；（五）回顧：複習剛才閱讀過的重點，

以此加深對文章的記憶（Amiruddin，

2022；黃媺芸，2016）。藉由 SQ3R 明確

的閱讀策略步驟，能讓學生成為主動的學

習者，且適當的挑戰性也能讓學生提升閱

讀的動機，再者也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專注

力及記憶力（林姵瑩，2011）。綜上所述，

我們決定選用 SQ3R 策略來作為本實驗之

介入閱讀策略。 
 
三、ChatGPT 在教育上的應用 

ChatGPT 是由 OpenAI 開發的人工

智慧生成內容（AIGC）模型，能夠根據

指令提供詳細回應（Wu et al., 2023），
ChatGPT 不僅能夠協助教師在課堂中的

教學，如：教師運用 ChatGPT 輔以閱讀理

解教學，讓學生向 ChatGPT 提問、表達想

法，再引導學生寫出符合主題的文章，也

能化身為數位學伴，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吳宗遠，2023；蔡翔任，2023）；在學

習語言上，能透過與 ChatGPT 對話，進行

聽說讀寫的練習（葉惠婷，2023）；亦能

應用於特殊需求的學生（Ayala, 2023；
D’Urso & Sciarrone, 2024；Hunter, 2023；
Li, 2024），針對學生的學習速度、個別化

的學習風格、注意力調整及回應個別學生

的問題，也能善用其即時回饋，協助學生

立即修正錯誤，以達到好的學習效果（吳

尚書等人，2023；Beckman et al., 2018；
Su & Yang, 2023）；Chen 等人（2024）在

研究指出學生對於文章理解程度以及閱

讀行為，會因為使用 ChatGPT 策略間接影

響其成績。綜上所述，ChatGPT 能廣泛的

應用在教育領域中，無論是教師、學生，

亦或是特殊教育學生皆能運用其個別化

學習的功能，以輔助在學習上的多元需

求。然而在進行教學或實驗前須讓受試者

熟悉如何使用 ChatGPT，才能有效提升受

試者的閱讀理解能力（Tamdjidi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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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閱讀長篇文章有困難的學習障礙學

生來說，透過 ChatGPT 的輔助能夠協助在

閱讀理解上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將先由透

過教導研究對象使用 ChatGPT 來輔助

SQ3R 策略的運用，透過輸入固定且清楚

的指令向 ChatGPT 進行提問（吳尚書等

人，2023；林彥宏，2023；Vasinda & Pilgrim, 
2023），讓學生瞭解該文章中自己尚未觀

察到的細節，以提升學生對文章的閱讀理

解能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中的撤

回設計，自變項為研究的自變項為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依變項為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透過閱讀理解

測驗以評量經過教學介入後閱讀理解能

力是否有所提升；控制變項為「教學者與

評量者」、「教學時間與地點」、「教學活動

與設計」、「閱讀素材的選用」。 
在篩選研究對象時，已事先評估學生

的能力現況、閱讀理解表現，確認學生從

未接受 SQ3R 策略教學，挑選 1 位就讀技

術型高中二年級學生，並經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鑑定確認學習障礙(閱讀)，安置於資

源班接受特教服務。 
個案於國民中學國文能力測驗(九年

及)之測驗結果百分等級為 27，T 分數為

44，其中答題正確率:字形測驗：4/6、詞

彙測驗：4/6、語法測驗：7/20、閱讀測驗：

10/28；書寫表達診斷測驗全測驗結果之百

分等級為 4，商數為 69，判定結果：≦切

截數；基本寫作能力百分等級為 5，商數

為 74，判定結果：≦切截數；基本寫字能

力百分等級為 6，商數為 72，判定結果：

≦切截數。在日常學習的表現中，課堂注

意力短暫，有時思緒不易集中，容易受干

擾而分心，不易記住剛學過的內容及概

念，在邏輯思考、推理能力、類化能力及

組織統整力較弱，雖然能夠自行閱讀字

句，可以擷取基礎的訊息，但進一步的延

伸推論，就容易出錯。 
 
二、研究設計 
（一）時間與地點 

教學時間安排於非上課時間，每次介

入時間為 50 分鐘，時段為 16:20-17:10，
每週三次，於資源班獨立教室上課。 
（二）研究工具 
1. 閱讀文章素材的挑選 

為避免練習效應，挑選學生未閱讀

過的文章，使用出版社所提供的閱讀理

解相關測驗習題，以技術型高中三年範

圍內，挑選難度「中等」之文章素材，

主題包含：人物軼事、生態保育、情感

抒發…等，並且運用六合法透過

ChatGPT 擴展閱讀理解的試題，試題的

內容盡可能包含提取訊息、推論訊息、

詮釋訊息及比較訊息，同時確保試題的

正確及合適性，在測驗編制後與國文專

業教師共同審題。 
2. 測驗與學習單 

(1)自編閱讀理解測驗: 
總計設計 20 篇文章及相對應的

閱讀理解測驗，每篇文章的字數以

1000 字左右為主，其閱讀理解測驗

題目的組成為四題問答題以及六題

選擇題，共十題，計分方式以答題正

確率呈現，計算方式為「（答對題數/
全部題數）×100%」，每次完成閱讀

理解教學後，立即進行閱讀理解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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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編策略學習單: 
依據 SQ3R 策略五步驟進行編

排，在研究過程可提供學生進行策略

應用的書寫，亦可提供研究者進行課

後檢視。 
（三）研究流程 
1. 基線期 

不實施任何教學介入，請受試對象

閱讀完文章後，立即書寫閱讀理解測

驗，並計算答題正確率，當連續三點資

料呈現穩定狀態，即準備進入介入期。 
2. 準備進入介入期 

在完成基線期的資料蒐集後，針對

受試對象進行 SQ3R 閱讀理解策略的

教學，透過文章的閱讀過程，檢視受試

對象在使用 SQ3R 策略時流暢度，並透

過口頭問答以確認其對於策略的熟悉

度，確認受試者能夠運用 SQ3R 策略後

即可加入 ChatGPT 的輔助，教導

ChatGPT 的基本操作（包含如何輸入清

楚的指令以及分辨 ChatGPT 回應內容

的適切性）。 
3. 介入期 

研究者運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進行閱讀理解的教學，並且每次教

學完立即進行閱讀理解測驗，教學過程

搭配學習單進行第一次的閱讀理解、再

使用 ChatGPT 進行第二次的閱讀理解

（圖 1 教學流程圖、圖 3 學生在課堂中

書寫學習單的表現）。當受試者連續三

次閱讀理解正確率達 80%以上，便撤

除教學介入，進入維持期。 
4. 維持期 

在結束介入期的隔周進入維持

期，期間不對受試對象做任何教學引

導，以檢視受試對象是否能維持閱讀理

解的成效。 

三、教學流程 
本研究的教學流程如圖 1 教學流程

圖，在進入教學介入前，會先進行 SQ3R
的策略教學，以瀏覽、提問、閱讀、背誦、

複習五流程，搭配學習單教導受試對象認

識 SQ3R 策略在閱讀理解的應用，包含：

針對文章內容進行提問，並提供受試對象

使用 6W 的提問法，作為重點提問的方

向。列出所要針對文章內容提出的問題

後，請受試對象再進行一次閱讀，並且將

找到的答案關鍵字使用螢光筆畫記，最

後，請受試對象在檢視整篇文章的重點視

需要進行補充，透過閱讀理解的成效以及

教學過程的觀察評量，確認受試對象已充

分熟悉SQ3R策略即可加入ChatGPT的輔

助。 
ChatGPT 的輔助與 SQ3R 策略的教學

流程一致，研究者先將文章輸入於

ChatGPT 中，並且請受試對象使用 SQ3R
的步驟作為指令，向 ChatGPT 進行提問，

提問依序為：這篇文章是在描述什麼樣的

內容、運用 6W 針對文章內容進行提問及

重點整理、請從文章中找出五個重點、請

補充有關這篇文章的其他內容，主要教導

受試對象整理 ChatGPT 回應的內容，以作

為文章重點的整理，完成 SQ3R 策略的教

學以及 ChatGPT 操作的熟悉即進入教學

介入期：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的

教學活動。 
教學介入期開始的每節課，進行方式

可分為兩部分的閱讀理解，第一次的閱讀

理解，引導受試對象使用 SQ3R 策略進行

文章的閱讀，第二次的閱讀理解，引導受

試對象使用ChatGPT重複SQ3R策略的執

行步驟，進行文意重點的補充，並且兩次

的閱讀理解過程使用不同顏色進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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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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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答題正確率百分比作為統

計分析，並進一步進行圖表資料之視覺分

析，以探討受試者之閱讀理解表現。 
 
肆、結果與討論 
 
一、閱讀理解答題正確率之成效 

由圖 2 可知，受試者在基線期時的答

題正確率分別為 50%、55%、40%、30%，

呈現退步趨勢；介入期時，受試者在教學

實驗初期就有明顯增加，雖初期較不穩

定，但在後段介入時，能達到連續三次

80%以上的正確率，表示使用 ChatGPT 輔

助 SQ3R 策略對於提升受試者的閱讀理解

有成效；在維持期時，撤除策略及工具

後，閱讀理解正確率明顯下降，僅有第 3
次測驗達到 75%。 

 
圖 2 閱讀理解答題正確率與評量次數曲線圖 

 
 
 

 
 
 
 
 
 
 
 
 
 
 
 
 
 
 
 
 
二、閱讀理解答題正確率之視覺分析 

由圖 3 與表 2 可以看出，研究對象在

基線期的水準範圍為 30 至 55，階段內水

準變化為 -20，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43.75，水準穩定度為 75%、趨勢穩定度

為 75%，呈現下降趨勢。 
介入期的水準範圍為 50 至 90，階段

內水準變化為 10，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74.17，水準穩定度為 50%、趨勢穩定度

為 50%，呈現不穩定的上升趨勢。 
維持期的水準範圍為 40 至 75，階段

內水準變化為 30，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56.67，水準穩定度為 100%、趨勢穩定度

為 100%，呈現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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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線期稻介入期，階段間的水準變

化為 45，趨勢方向是上升的，重疊率 0%，

顯現介入後有明顯的效果；介入期到維持

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40，重疊率 100%，

趨勢方向呈現先下降後上升的變化。 

 
表 2 
閱讀理解答題正確率目視分析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階段長度 4 5 3 

水準範圍 30-55 50-90 40-75 

階段內水準變化 -20 10 30 

階段平均水準 43.75 74.17 56.67 
水準穩定度 75% 50% 100% 

趨勢方向 ＼ ／ ／ 

趨勢穩定度 75% 50% 100% 

 階段間變化 

比較階段 介入期/基線期 維持期/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45 -40 

平均水準變化 30.42 -17.5 

趨勢方向與效果 ＼ ／ ／ ／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不穩定到不穩定 不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三、教學介入之結果與討論 
（一）SQ3R 策略的使用 

瀏覽文章的大意內容對於研究對象

來說並無太大的困難，但在第二步驟對文

章內容進行提問的步驟，僅能提出較簡易

的問題層面，對於延伸、反思是有限的，

從文章中找線索回應提問的內容也因此

無法做深層的文意理解，因此在整篇文章

內容的掌握上，較不全面。 
（二）使用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的使用 

在第一次使用 SQ3R 策略後，引導研

究對象使用 ChatGPT 輔助策略運用的過

程，觀察到在 ChatGPT 的協助下，能夠讓

研究對象找到原先被忽略的重要概念，以

補充研究對象對於文章整體的理解，因此

能夠觀察到，從原先簡易的作答內容，研

究對象能夠用更全面的內容來回答(如圖

3 學生於課堂書寫的學習單)，答題的正確

率也因此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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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於課堂書寫的學習單 

 
 
（三）文章主題的影響 

儘管使用 ChatGPT 輔助閱讀理解策

略的應用，仍可觀察到研究對象在不同主

題的文章理解表現是不一致的，對於較具

有背景知識的主題文章，研究對象在閱讀

理解的效果會相較於陌生的題材來的

好，因此在相對陌生的主題文章中，研究

對象在閱讀的過程會稍顯困難，需要較多

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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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反思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中的撤回研

究模式，以一名技術型高中學習障礙學生

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探討運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提升閱讀理解之成效，其

研究結果如下: 
（一）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提

升閱讀理解具有成效 
經過研究結果所蒐集的資料可

得知，在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

略後，能夠明顯提升研究對象在閱讀

理解測驗答題的正確率，雖然過程中

並非穩定狀態，但整體的答題正確率

是高於基線期的表現，因此可以得知

使用ChatGPT輔助SQ3R策略對於提

升閱讀理解表現是具有成效的。 
（二）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提

升閱讀理解成效的維持效果有限 
進入維持期、立即撤除教學介入

後，發現研究對象在閱讀理解的答題

正確率有快速下降的狀況，並非維持

在預期的答題正確率，因此可以得知

使用ChatGPT輔助SQ3R策略對於提

升閱讀理解表現的維持效果有限。 
 
二、研究反思 
（一）研究介入的時間規劃 

本研究在介入的過程需考量研

究對象的學校課務以及重要事務與

期中考，因此不論是在基線期、介入

期或是維持期的資料蒐集都較為限

制，為了能夠更了解教學介入對於閱

讀理解成效的影響，應以較充裕的時

間進行研究，如此一來，能夠得到更

充分的資料以深入探討策略對於閱

讀理解的成效。 

（二）不同主題文章對閱讀理解的影響 
在教學介入的過程，觀察到文章

主題對於研究對象會有不同的困難

與挑戰，對於較陌生的主題文章，研

究對象在基本的訊息擷取就會有較

多的疑問，進而導致在閱讀題目時會

較顯困難，這樣的狀況，可能會間接

影響閱讀理解的正確率，因此閱讀的

文章主題應是先有明確的篩選、分類

以避免影響研究結果的穩定性。 
（三）學生使用ChatGPT 輔助 SQ3R 的困難 

在 SQ3R 策略的使用中，重視透

過提問針對文章內容進行反思，提問

的過程中雖然有提供 6W架構進行提

問引導，但有許多文意的理解仍是發

散式的思考，對於學習障礙學生來

說，如何有效的提問以及篩選適切的

回應進行文意重點的整理會是比較

困難、需要教師的引導。 
（四）增加研究對象 

多數在使用單一研究法時，會以

跨受試多探測設計進行，本研究僅選

定一位研究對象進行介入，因此本研

究結果僅能解釋在「使用 ChatGPT
輔助 SQ3R 策略」的教學介入下，能

對於閱讀理解的答題正確率有所提

升、維持效果有限，無法進行研究推

論，因此若要能證實 ChatGPT 輔助閱

讀理解策略的成效，應擴大研究對

象，增加研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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