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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中文閱讀學習的影響 

1. 研究背景 

首先，根據 2019 年的中文科全港系統性評估報告，小三的學生在排列事件發生的先後

次序方面仍有進步空間，而小六的學生在掌握寓意方面的表現則一般（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19）。這反映小三和小六的學生在重整性層次和伸展性層次方面的表現有待加強。

而自我提問的策略能夠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的答案來自何處，注意文章表層的訊息，並調

動已有知識和經驗回答問題，思考文章的深層意義（吳佳娣、 張玟慧、林芳仰、劉遠楨，

2016）。所以自我提問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和深入探討文章，在閱讀理解方面具有成效。 

 

另外，香港主流的課堂模式為教師主導，老師依書直說的教學流程既沉悶又沒有提供足

夠的空間和時間予學生發揮。根據中文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學與教的主導

原則是學生需要掌握學習的主導權，他們必須親身體驗學習的過程，從而內化知識，掌

握語文學習策略。而老師的需要促進和輔導學生的學習，讓學生從被動地學習知識轉換

為主動地去了解知識之間的關係，激發學生的積極學習之心。在自我提問策略中，學生

需要對文本提出問題，並嘗試自行回答，這讓學生有意識地讓自己專注於文本，主動地

根據文本擬定問題和回答問題（謝進昌，2015）。而且通過向自己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

學生能自我監控，注意到自己理解和不理解的地方，進而尋求解惑之道（侯秋玲、蔡曉

峰，2016）。可見，自我提問策略能讓學生掌握語文學習的主動權。 

 



有見及此，研究員想在語文學習方面，進一步探討自我提問策略的影響和學生的表現。 

 

2. 文獻綜述 

2.1 自我提問定義 

根據 King（1989、1991、1995、1998、2002）的研究和定義，自我提問的定義為學生自行

提出問題，並針對問題提出解答。 

 

2.2 閱讀理解方面的成效 

經過比較，「自我提問閱讀學習組」的閱讀成效比「傳統閱讀學習組」大，其中，學生在

「擷取與檢索」的能力上並無太大的差異，而「統整與解釋」和「省思與評鑑」的後測

成績達顯著差異（吳佳娣、 張玟慧、林芳仰、劉遠楨，2016）。這反映自我提問學習組

和傳統閱讀學習組的學生在提取篇章的字面訊息和內容的能力並沒有很大的區別，但是

卻在解釋、整合、反思和評價篇章內容方面的能力有明顯的區別。 

 

根據 Kintsch(1988,1998)的「建構——整合」的閱讀理解模式，閱讀理解的過程包括：表

面結構、篇章基面和情境模型。在表面結構的階段中，閱讀者為文字解碼，但未進入理

解。在完成文字解碼的階段，後閱讀者會進入篇章基面，篇章基面包括了微觀結構（即：

命題、命題的連貫性）和宏觀結構(即：語段層次、篇章層次）。而情境模型則是讀者基

於自己的已有知識和經驗理解和推論內容，達成精緻化。值得注意的是讀者的情境模型



與篇章基面在閱讀的過程中是互相交織，互相作用，二者並沒有明確的時間和階段界限。 

 

自我提問則能作為篇章基面和情境模型交互作用的媒介和橋樑，讓讀者在情境模型中提

取舊知來推斷、分析自己提出的問題，深化學生對篇章的認識和見解，以建立和聯繫新

知。通過自我提問，學生會留意篇章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即詞語、命題、句子、段

落和篇章的意義或結構。而且，學生會回憶已有的先備知識和已有經驗，如：尋找答案

的方法、學科知識，調動情境模型，對問題進行分析和比較，建構新知，文章內容和概

念得到釐清和具體化，達成精緻化（King，1986）。這個過程能夠幫助學生建構知識網，

連結新知和舊知，促進學生在假設、推論、綜合分析等方面的高階認知技能（徐綺穗，

2008）。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謝進昌（2015）發現在自我提問、教師提問－學生回應、故事結構

分析、 圖形組織繪製、摘要與交互教學等策略中，自我提問策略雖有成效，但是其成效

卻是這些策略中成效最低的。似乎自我提問在學生閱讀理解方面的成效有高有低，筆者

因而產生了對自我提問閱讀策略的疑問和興趣。 

 

2.3 自我監控方面的成效 

上述的閱讀理解其實是屬於閱讀學習中認知的部分，自我監控則屬於元認知部分，即學

習者監控和評價自身的學習策略、成果等方面，並作出調適和修正。自我提問能夠讓學



生不斷檢核自身的理解狀況（謝進昌，2015）。學生向自己提出問題後，需要調動已有經

驗和知識回答問題。學生能否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都能讓他們覺察自己理解的和不理

解的地方（侯秋玲、蔡曉峰，2016）。所以，通過認知和元認知的相互作用，自我提問讓

學習者更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和對課文篇章的理解程度。 

 

2.4 自我提問的實際操作 

2.4.1 框架 

在框架方面，Rothstein和 Santana（2011）認為教學生擬定問題有以下步驟： 

 

Rothstein和 Santana的教學十分完整，從目標、擬定問題的原則、評價和修訂問題、排優

次再到安排與問題相關的活動都有包括，所以研究員的研究程序大致參考的了個框架，

並略作刪減和增補。 

 

2.4.2 提問方向 

在提出問題時，學生經常提出一些解釋原因、解釋如何等關於程序性知識的問題，他們

較少提出高層次的問題（黃昶慈，2010）。這是因為這些問題都源自一些記憶性的文本內



容，學生可以直接按照文本內容產出問題，方便直接（黃昶慈，2010）。因此，老師應該

提醒學生使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去構思問題。 

 

所以，學者們都提出了不同的提問方向。侯秋玲和蔡曉楓（2016）建議使用六何法，按

照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為何和如何進行提問。謝進昌（2015）則參考 King的提問

方向，把問題分為事實性、理解性和統整性問題。吳佳娣等學者（2016）則以問題答案

的取得方式來分類，把問題分為擷取與檢索（這類問題的答案可以直接從篇章的陳述中

取得）、統整與解釋（這類問題的答案需要整合和分析篇內句子、段落和整體的關係，涉

及讀者和篇章之間的互動）、省思和評鑑方向（這類問題的答案涉及篇外的價值和目的，

也需要讀者結合文本和已有經驗進行反思）。雖然這些問題的名稱都不同，但是他們的

提問方向都是由淺入深，從一些可從篇章客觀陳述和字面內容便得到答案的問題，再到

一些需要結合讀者已有知識和文本才能得出答案的問題。這些提問層次和方向與祝新華

提出的語文能力層次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些提問層次和方向與祝新華提出的語文能力層次有異曲同工之妙。祝新華提出語文能

力層次包括：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鑒、創意。同樣都是由淺入深。更重要的是，

祝教授的語文能力層次對於基礎層次和進階層次的劃分更清晰和仔細。例如：基礎性的

層次包括複述和解釋性層次。而進階性的層次則包括整合、推測篇章的言外之意、評價

篇章和發揮創意。有見及此，研究員的研究就使用了祝新華語文能力層次來作為教學生



擬定問題的提問方向。 

 

自我提問的操作需要講求循序漸進。根據維哥斯基（1978）的鷹架策略，在學習新知識

時，老師需要給予學生足夠的支援，但是隨著學習進程的展開，老師也要逐漸釋放責任，

逐步給予學生更多自行嘗試的機會，讓學生最終能完全脫離老師幫助，自行應用相關的

知識和策略。因此，學習自我提問策略的過程可先讓老師進行示範操作，然後讓學生之

間進行同儕合作，共同嘗試操作，互相幫助與學習，最後再讓學生獨自練習和應用（謝

進昌，2015）。另一方面，提問的方向和內容也可以先從基礎性問題入手，然後再擬定進

階性問題（黃昶慈，2010）。學習自我提問的教學程序和提問內容都需要循序漸進。 

 

3. 研究問題 

探究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在基礎性和進階性層次方面閱讀理解表現的影響 

探究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根據閱讀篇章擬定問題表現的影響 

 

4. 研究設計和程序 

4.1研究流程： 

由於一些現實限制，例如：學校課時緊迫，已經安排教學任務和課堂進度，研究員共修

訂了兩次研究流程，因此有三個版本的研究流程。這三個研究版本在正式學習自我提問



策略前和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都會讓完成問卷、閱讀卷和嘗試根據短文擬定問題，作

為研究測量成效和影響的數據和資料。但是，第一版本有三個階段1、第二版本只有兩個

階段2，第三版本則只有一個階段。在現實的限制下，筆者需要對一些研究程序進行取捨，

慮及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自我提問對學生閱讀和提問方面的影響，於是便刪去了評價、

修訂問題和複習修訂回答的環節。 

 

另外，在實行版本二之時，由於大部分學生都是第一次嘗試自我提問，研究員發現學生

似乎不太理解如何根據策略工作紙的提示和內容進行自我提問，於是便延長第一階段使

用完璧歸趙擬定問題（即：個人和小組形式混合的階段）的時間。若匆忙完結階段一，

到下一階段，學生仍未掌握和理解如何使用策略便學習新文章，那麼他們要既要理解新

篇章的內容，又要同時消化和嘗試新學習的自我提問策略，這樣會加重他們工作記憶的

負擔，不利於他們掌握這項策略。加上課堂節數有限，沒有時間讓學生進入使用《澠池

之會》擬定問題的個人練習階段。同時，若在此階段只讓學生以小組形式來擬定問題，

筆者擔心這會讓某些學生形成依賴，不願自己思考，只想等待同學分享。所以第三版本

的教學程序便是：先讓學生自行擬定問題，然後讓學生互相討論和分享，最後再嘗試回

答擬定的問題。這既給予能力高學生自行擬定問題的機會，也給予能力弱、不掌握自我

提問策略的學生向其他同學學習的機會。 

 
1 階段 1 為小組形式擬定問題階段，階段 2 為個人和小組混合形式階段，階段 3 為個人練習階段，詳見

附錄 1。 
2 階段 1 為小組形式擬定問題階段，階段 2 為個人練習階段，詳見附錄 1。 



簡言之，第三版本的研究流程如下3： 

第一節 完成前測的問卷、學生根據短文《董遇》的內容擬定問

題4 

第二節 老師講解和示範擬定基礎性問題、閱讀《完璧歸趙》、

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以個人形式擬定基礎性問題、學生

自行回答擬定的基礎性問題。 

第三節 學生與小組成員分享和討論自己擬定的基礎性問題和

答案、 

老師講解和示範擬定進階性問題、閱讀《完璧歸趙》、

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以個人形式擬定進階性問題、學生

自行回答擬定的進階性問題。 

 

第四節 學生與小組成員分享和討論自己擬定的進階性問題和

答案、完成後測《完璧歸趙》的閱讀卷 

第五節 完成後測問卷、學生根據短文《晏殊》的內容擬定問題 

 

4.2 研究對象： 

是次行動研究在本人實習期間進行，本研究以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的五年級（5B）

 
3 詳細研究流程和教案見附錄 2 
4 學生早於自我提問學習前便已經完成《負荊請罪》的閱讀卷。 



學生，即本人實習期間負責的班別作為研究對象，以探究他們在閱讀學習中使用自我提

問策略的表現，以及自我提問策略對他們的閱讀理解的影響。 

 

4.3 研究工具： 

為探討自我提問策略的閱讀理解成效和提問表現成效，是次研究主要採用行動研究。在

數據和資料分析方面，是次研究將會採用質性分析和量化分析來處理收集到的數據和一

手資料。其中，使用的研究材料和工具包括：《負荊請罪》和《完璧歸趙》5的白話篇章

和閱讀卷6、前後測問卷7、短文《董遇》和《晏殊》8和策略工作紙9。 

 

4.1.1 《負荊請罪》和《完璧歸趙》篇章 

在進行行動研究前，研究對象已經根據學校已有的學習進程，在校本教科書中學習了白

話形式的《負荊請罪》。為了配合研究班級的學習進度和課文內容，讓行動研究得以被學

校批准並進行，研究員根據學生的學習進程，選擇了《完璧歸趙》作為學習自我提問策

略的使用篇章。讓學生能了解發生《負荊請罪》前的背景故事，也能配合單元使用自我

提問策略，進行延伸學習。 

 

 

 
5 詳見附錄 6。 
6 詳見附錄 4 和 5。 
7 詳見附錄 3 
8 詳見附錄 7。 
9 詳見附錄 8。 



4.1.2 《負荊請罪》和《完璧歸趙》的閱讀卷 

兩份閱讀卷是為了比較學習和使用自我提問前後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有沒有受到影響。

《負荊請罪》使用的是老師提問和學生回答的傳統教學形式，《完璧歸趙》則使用學生自

我提問的學習形式。兩份閱讀卷在題型和題目所屬的語文能力層次分佈是一樣的，包括：

關於篇章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的填充題，關於人物行為和反應如何發生的是非判斷

題，關於推論人物性格的選擇題和短答題，關於評價人物性格以及根據文章情節構思新

方法的長問答。兩份閱讀卷的評核形式都是閉卷評核，不讓學生在完成閱讀卷的期間閱

讀文章。對應祝新華語文能力層次中的複述性、解釋性、重整性、評鑒性和創意性層次

的題目。這兩份閱讀卷並沒有包括伸展性題目，這是因為《負荊請罪》和《完璧歸趙》

都是以記人為主的敘事篇章，當中啟發和道理其實都是告誡讀者要學習或不要學習一些

人物的行為、性格和特點。這似乎與重整性問題的推斷人物性格有所重疊。再加上長問

答隨有利於觀察這些進階性題目中學生表現，但是閱讀卷的長問答題目不宜過多，否則

會引起學生的反感。所以，研究員便沒有加上伸展性層次的問題。 

 

4.1.3 前後測的問卷 

為了觀察學生在學習自我提問前後對自我提問在功能上的認知、對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

認知以及對自我提問感覺的認知，筆者設計了前後測問卷。這兩份問卷的問題內容相似，

方便比較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後的認知情況。 

 



4.1.4 短文《董遇》和《晏殊》 

為了探討學生根據篇章內容擬定問題的表現，這兩篇短文的設計目的就是用於觀察和分

析學生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後的提問表現和提問能力。學生需要根據短文的內容在五分

鐘內，盡可能擬定問題。短文字數較少，內容沒那麼複雜，適合用來考核學生提問的表

現。再加上用於《完璧歸趙》和《負荊請罪》都是以記人為主的敘事篇章，所以筆者便

使用了這兩篇短文來分析學生的提問表現，讓分析更具可比性。 

 

4.1.5 策略工作紙 

工作紙用於學生學習自我提問策略的部分，在老師講解和示範提問的方法後，學生需要

根據《完璧歸趙》的內容擬定基礎性和進階性問題，然後與組員互相分享，並記錄 1題

組員的優秀問題，然後嘗試自行回答工作紙上的所有問題，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 

 

另外，參考祝新華的語文能力層次，筆者把擬定問題的方向10分為複述性、解釋性、重整

性、伸展性、評鑒性和創意性層次的問題。複述性層次的問題是指可以直接從文章抄錄

詞句等顯性事實的問題，會使用六何法中的何時、何地、何人、何事和如何擬定問題。

解釋性層次的問題是指答案來自説明和解釋詞語和句子的表面意思，會使用為何來擬定

問題。重整性層次的問題是指需要概括篇章內容、分辨段落關係和表達技巧的問題，會

讓學生圍繞概括的主旨、段旨和人物性格等問題。伸展性的問題是擬定一些超越篇章明

 
10 詳見附錄 8。 



示的道理、啟發、感情和寫作目的問題。評鑒性問題是擬定一些評價文章思想內容和語

言表達方面的問題。創意性問題則是提出一些關於新方法、新想法以解決問題或構思情

節的另一種發展的問題。 

 

5. 研究結果與分析 

5.1研究問題 1：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後，學生在基礎性和進階性層次方面的閱讀理解

表現 

 

5.1.1 對比：前後測閱讀卷平均分 

在學生的分數方面。根據表一，對比學生在《負荊請罪》和《完璧歸趙》閱讀卷中的表

現，研究員發現學生的總平均分、複述性題目平均分、重整性題目平均分稍微下降。解

釋性題目平均分、創意性題目平均分則維持不變。而評鑒性題目平均分則稍微上升。從

前後測閱讀卷的平均分來看，似乎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成效不明顯。 

 

（表一） 

 

 



5.1.2 對比：在各題目層次下，學生的回答表現 

複述性題目 

比較學生在前後測中複述性題目中不同正確率的人數比率，全對的學生比率和答對一半

或以上的學生比率大幅減少，但是答對一半或以上的學生比率仍有一半或以上。（見表

二） 

（表二） 

 

 

解釋性題目 

比較學生在前後測中解釋性題目中不同正確率的人數比率，全對的學生比率有所增加，

而答對一半或以上的比率稍微減少。但是答對一半或以上的學生比率仍有一半或以上。

（見表三） 

（表三） 

 

 



重整性題目 

比較學生在前後測中重整性題目中不同正確率的人數比率，全對的學生比率、答對一半

或以上的學生比率稍微減少。但是有超過八成的同學能夠答對一半或以上。（見表四） 

 

（表四） 

 

 

評鑒性題目 

比較學生在前後測中評鑒性題目中不同正確率的人數比率，全對的比率和全錯的人數比

率都稍微減少。雖然答對一半以上的人數不足一半的學生，但是人數比率增長了超過一

成。（見表五） 

 

（表五） 

 

 



創意性題目 

比較學生在前後測中創意性題目中不同正確率的人數比率，全對的比率和全錯的人數都

有所減少。而答對一半以上的人數比率有所增加，接近一半。（見表六） 

 

（表六） 

 

 

值得注意的是，《負荊請罪》的學習並非使用自我提問的閱讀策略，而且學習時間比《完

畢歸趙》長超過一倍。雖然學生在《完璧歸趙》閱讀卷中的平均分和部分題目表現呈下

降的趨勢。但是，在如此短促的學習時間和閉卷評核的情況下，接近和超過一半的學生

仍然能夠在複述、解釋、重整、伸展和評鑒性題目中答對一半或以上，即便在評鑒性問

題中，答對一半或以上的學生比率不足一半，但是其人數比率相對於前測也有所增加。

這證明自我提問的訓練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有成效。 

 

把「答對一半或以上（包括全對）」的學生比率，從高至低排列，第一位是重整性題目、

第二位是複述性題目、第三位是解釋性題目、第四位和第五位分別是創意性題目和評鑒

性題目，反映學生在複述性、解釋性和重整性層次題目的表現較好。 



5.1.3 對比：閱讀卷中，學生在各題目層次下的回答內容 

複述性題目 

在前測閱讀卷中，大部分學生能夠正確回答《負荊請罪》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的

填充題，只有少量同學會答錯這方面的內容。部分同學會答錯廉頗如何向藺相如道歉的

細節，例如：在判斷「廉頗向藺相如口頭道歉」是否正確的題目中，一些同學選擇了「錯

誤」，但根據《負荊請罪》的內容，廉頗的確向藺相如口頭道歉了，部分學生似乎未能分

辨廉頗的說話內容屬於口頭道歉。 

 

在後測閱讀卷中，大部分學生能夠正確地回答《完畢歸趙》的時間和人物填充題。但是

也有部分同學不能正確地回答地點和事件的題目以及藺相如如何發現秦王無意償城的

題目。例如：在填寫故事主要發生的地點時，他們會回答「趙國」、「十五座城」或者直

接漏空，未能分辨故事主要發生的地點為秦國。在填充《完璧歸趙》的事件部分時，答

錯的大部分同學會直接漏空或者未能準確填寫秦王「假意」用十五座城換取和氏璧，被

相如「識破」。在應該填寫「假意」地方填入「想」、「提議」、「説」等比較中性、缺乏假

裝意味的答案。在應該填入「識破」的地方填入「拿取」、「拒絕」、「感動」等一些與情

節不符的詞語，但是答對的同學也能使用其他意思相近的詞語回答，包括：「戳穿」、「識

穿」等。 

 

 



解釋性題目 

在前測閱讀卷中，只有部分同學能夠完整解釋題目，未能取得解釋性題目滿分的同學，

都會出現漏空、回答錯誤以及回答不完整的情況。這道題目是要回答藺相如忍讓廉頗的

原因，完整答案是相如擔心二人不和而導致秦國乘機入侵趙國。所以當中有兩個重點，

一是不和，而是秦國乘虛而入。但是部分同學的回答不太完整，有的只說明不想秦趙兩

國，有的只提及相如顧全大局，不計較榮辱得失。雖然同學的回答都不算錯誤，但是回

答不完整，而且說明的原因也並非主要原因。至於完全回答錯誤的同學，則是回答一些

無關和空泛的內容，例如：因為藺相如善良、因為廉頗高一級。 

 

在後測閱讀卷中，超過一半的同學都能對原因作出完整解釋，而未能取得解釋性題目滿

分的同學同樣都會出現漏空、回答錯誤以及回答不完整的情況。這道題目是要回答相如

讓秦王齋戒五日後再奉上和氏璧的原因。回答重點應是藺相如是為了拖延時間才有此舉。

但有少量同學未能指出拖延時間這項重點，回答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分數。另外，大部

分得 0分同學都是漏空回答，也有少量學生是回答不正確，他們認為當中的原因是藺相

如向欣賞一下和氏璧、秦王想用十五城換和氏璧，回答完全失焦和背離《完璧歸趙》的

內容。 

 

重整性題目 

在前測閱讀卷中，大部分同學能夠正確地在選擇題中推斷出相如於寬宏大量的性格，也



能夠在短答題中成功推斷廉頗的性格。例如：學生能夠指出廉頗的性格是計較、傲慢無

禮、勇於認錯、知錯能改等。使用了多元的形容詞來回答這個重整性問題。 

 

在後測閱讀卷中，大部分同學能夠正確地在選擇題中推斷出秦王於不守諾言的性格。但

是在短答題中，接近一半的同學得 0分，其中有少量同學漏空，答錯的同學主要回答是

用顧全大局、禮讓、樂於助人、正色、信守諾言來概括藺相如在《完璧歸趙》的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前兩個錯誤的形容詞是來自於《負荊請罪》中反映的相如性格，其他

則是與篇章帶出的性格無關的形容詞。 

 

評鑒性題目 

在前測的閱讀卷中，題目主要是讓學生選擇自己更欣賞廉頗還是相如的性格特點，評價

該特質的重要性，並使用生活例子解釋。幾乎全部的同學都未能聯繫生活例子解釋自己

的立場，即便有解釋，卻沒有具體的生活事件和行為。例如：「廉頗因為他知錯能改」、

「藺相如，因為他受辱也可以忍讓，換做是我的話就不會這樣」、「廉頗。因為他知錯能

改，而知錯能改是日常生活中的良好品德。」。雖然他們有嘗試使用形容詞，如：「良好」，

來評價那些人物特質，但是卻未能根據題目要求使用生活例子解釋自己的立場，評價該

特質的重要性。 

 

在後測閱讀卷中，題目主要是詢問學生是否欣賞秦王的的性格特點，評價該特質的重要



性，並使用生活例子解釋。大部分同學都未能聯繫生活例子解釋自己的立場，即便有解

釋內容都沒有具體的生活事件和行為，如：「不欣賞，因為不守承諾是不誠實的行為」。

雖然他們有嘗試使用形容詞，如：「不誠實」，來評價那些人物，但是卻未能根據題目要

求使用生活例子解釋自己的立場，評價該特質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開始有零星的

同學能夠能夠使用具體的生活事件和行為解釋和評價人物，例如：「不欣賞，因為我最討

厭人不守信用，有一次我的妹妹説下午跟我玩，可是他沒有」、「不信欣賞秦王的性格特

點。因為他不守諾言，我有一次也是，說好明天還書給同學，但沒有還」。 

 

創意性題目 

在前測閱讀卷中，學生需要構思一個廉頗向藺相如道歉的新方法。其中，只有少量同學

能夠提出《負荊請罪》內容以外的道歉方法，如：「送禮物」、「寫道歉信」。大部分提出

的方法都是來自《負荊請罪》近似或相同的內容，如：「用荊條打自己」、「可以主動提出

和好，同心協力振興國家」、「直接向藺相如口頭説對不起」等。 

 

在後測閱讀卷中，學生也需要構思一個可以幫助相如完璧歸趙的新方法。其中，更多同

學開始能夠提出《完璧歸趙》以外的保全和氏璧的方法，如：「直接說出真相」、「偷走和

氏璧」、「可放進夾萬」、「放在一個沒有人可以發現的地方」，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回

答雖然開始脫離文章已有方法，但是回答不完整。有的只提出方法，沒有解釋，而有些

方法經不起推敲。 



因此，通過對比學生在前後測的閱讀卷回答情況，筆者發現學生兩份閱讀卷的整體回答

內容和答題表現相似，部分題目有些許進步、部分回答則有待加強，反映自我提問的成

效在學生閱讀理解方面的成效有限。 

 

5.1.4 關係：策略工作紙的問題和回答與閱讀卷分數的關係 

 

筆者嘗試探究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學生根據《完璧歸趙》篇章的內容擬定的問題數量

和問題層次與他們《完璧歸趙》閱讀卷分數的關係。結果發現，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擬

定的問題數量與他們《完璧歸趙》閱讀卷分數呈正相關。閱讀卷的分數越高，策略工作

紙中擬定的問題數目就會越多（見表七）。所以，學生根據文章擬定的問題數目能夠預測

他們閱讀卷的分數高低或他們對課文的理解深淺。進一步暗示自我提問的策略能夠幫助

學生理解文章內容。 

 

（表七：x軸代表策略工作紙中的提問數目；y軸代表閱讀卷的分數） 



 

 

同時，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擬定的問題層次多寡與他們《完璧歸趙》閱讀卷分數亦呈正

相關。閱讀卷的分數越高，策略工作紙中擬定的問題層次就會越多元（見表八）。所以，

學生根據文章擬定的問題層次的多寡能夠預測他們閱讀卷的分數高低/對課文的理解深

淺。進一步暗示自我提問的策略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文章內容。 

（表八：x 軸代表問題中擁有的問題層次數量，提問層次的數量最多六個；y 軸代表閱

讀卷的分數） 

 

0

2

4

6

8

10

12

0 2 4 6 8 10 12 14 16

閱讀卷《完璧歸趙》分數與學生於策略工作紙

中擬定的問題數量分佈

0

1

2

3

4

5

6

0 2 4 6 8 10 12 14 16

閱讀卷《完璧歸趙》分數與學生於策略工作紙

中擬定的問題層次分佈



5.1.5 分析 

從上述的量化數據以及質性內容中分析，我們發現自我提問的閱讀策略對學生的閱讀理

解有成效，但是成效卻是有限的。其中，學生在複述性、解釋性和重整性層次的題目表

現較佳。 

 

這是由於自我提問和回答，讓學生會回憶已有的先備知識，連結新知和舊知，促進學生

在假設、推論、綜合分析等方面的高階認知技能（徐綺穗，2008），讓文章內容和概念得

到釐清和具體化，達成精緻化（King，1986）。學生的基礎和高階性認知得到鍛煉，因此，

學生在策略工作紙中擬定的問題數量和問題層次的多寡與他們《完璧歸趙》閱讀卷分數

呈正相關。同時，學生在複述性、解釋性、重整性層次的題目中答對一半或以上的人數

比率才會超過一半的人數比率，評鑒性題目中答對一半或以上的人數比率也接近一半，

即便創意性層次題目中答對一半或以上的人數比率不足一半，但其人數比率也比前測的

閱讀卷多，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深淺有成效。 

 

根據 Kintsch(1988,1998)的「建構——整合」的閱讀理解模式。複述、解釋和重整性層次

的題目屬於篇章基面的內容，大部分的答案來自篇章，學生較少需要調動已有知識作出

回答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重整性題目雖然屬於進階性層次，但是由於這個層次主要

是整合、概括、綜述篇章或人物已有的內容，其答案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來自篇章內容的

歸納，比起伸展、評鑒和創意層次的題目，學生需要調動的已有知識和經驗相對較少。



所以，經過自我提問，學生不斷建構和鞏固篇章的文字內容，所以屬於高階層次的重整

性題目和基礎層次的複述性、解釋性題目都是學生理解得比較好的地方。 

 

儘管如此，自我提問對學生閱讀理解的成效仍可加強。自我提問教學策略的重點是學生

的自我提問，因此研究中的自我提問教學步驟主要集中於讓學生學習和嘗試擬定問題的

方法。同時，老師亦有要求學生嘗試於策略工作紙中自行回答自己的擬定的問題，為了

給予學生足夠的自問自答、自行思考的機會，老師沒有額外帶領學生去整合和校對篇章

內容和回答內容，未能完整地為學生釐清篇章的內容和概念，亦未引導學生解決和釐清

疑惑和未知的地方，如：《完璧歸趙》中的人物性格推斷、使用生活經驗評價人物以及構

思具有新意的方法等。學生對篇章的認知網絡建構並不全面，造成學生在《完璧歸趙》

閱讀卷中的分數和表現不如《負荊請罪》中的現象。 

 

再加上，根據 Kintsch(1988,1998)的「建構——整合」的閱讀理解模式，伸展、評鑒和創

意性題目需要的回答已經超越的篇章明示的內容，更需要學生調動已有知識和經驗回答

和思考問題，但是由於學生缺少老師這方面的訓練和引導，因此學生在進階性層次方面

的表現相對較弱。造成自我提問雖有成效，但成效有限的現象。 

 

5.2 研究問題 2：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後，學生根據閱讀篇章內容自行擬定問題的表現 

5.2.1 對比：學生根據短文《董遇》和《晏殊》擬定的問題數量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學生根據短文《董遇》的內容擬定的問題總數11有 68題，其中與

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的問題總數有 47題。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根據短文《晏殊》

的內容擬定的問題總數有 81題，而當中與文章情節有關的問題總數有 72題。學生的提

問總數以及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的問題總數分別增加了 5%和 16%。同時，與文章情節

無關的問題也從 21題降至 8題，減少了 8%。 

 

因此，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的提問總數有所增加，其中與文章情節有關的問題也

同時增加，而與文章情節無關的問題則減少。這反映學生的提問能力有所提升，特別是

擬定與文章情節有關的問題能力。 

 

5.2.2 對比：學生根據短文《董遇》和《晏殊》擬定的問題層次分佈 

對比表九和表十，無論是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還是學習該策略後，學生擬定的問題層

次問題數量都是集中於基礎性層次（複述和解釋），《董遇》中的基礎性層次的問題佔總

問題的 85%，《晏殊》則佔 78%。而且，學生擬定的進階性層次的問題數目（重整、伸

展、評鑒和創意）仍然比較少，《董遇》中的進階性問題佔總問題數目的 15%，《晏殊》

則佔總問題數目的 22%。 

 

 
11 問題總數：包括了與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和與文章情節無直接關係的問題（包括：待定問題和

作廢問題）。待定問題是與篇章無直接關係，但有探究和學習意義的問題。作廢問題則是與篇章無直接

關係，且沒有探究和學習意義的問題。學生的待定問題和作廢問題會在 5.2.3 的質性分析中詳細解說。 



此外，從數量分析，學生擬定的基礎性問題（複述性和解釋性層次）數量增加了 16題，

而進階性問題（重整性、伸展性和創意性層次）數量亦增加了 9題。若從百分比出發，

學生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基礎性問題在問題總數的佔比從 85%稍微減少至 78%，進階

性問題在問題總數的佔比則從 15%稍微提升至 22%。 

 

可見，單從數量上分析，學習自我提問策略能夠增加學生在基礎性層次和進階性層次的

問題數量。同時，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擬定的基礎性層次問題佔比稍微減少，擬

定的進階性層次問題佔比稍微增加。所以，學習這項策略除了能增加學生在各層次的提

問數目，還增加了學生在提問總數中的進階性層次問題佔比。 

 

（表九）                              （表十） 

 

5.2.3 對比：學生根據短文《董遇》和《晏殊》擬定的問題內容 

筆者把學生擬定的問題劃分為複述性、解釋性、重整性、伸展性、評鑒性和創意性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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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然後在不同層次中的按照問題內容的類別、疑問詞的運用以及題目的遣詞造句

分析學生於短文《董遇》和《晏殊》中擬定問題的表現。 

 

複述性問題 

研究員根據學生擬定的複述性層次問題，按照問題的內容進行了分類。學習自我提問策

略前，學生根據《董遇》擬定的問題有 4類12，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根據《晏殊》

擬定的問題則有 5類13： 

 

學生在提問內容的廣度得到擴大，提出關於篇章地點的問題。 

 

在疑問詞的運用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學生擬定的複述性問題使用了大量的疑問

詞「甚麼」，例如： 

 

 
12 詳細問題見附錄 13。 
13 詳細問題見附錄 14。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的複述性問題內容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的複述性問題內容

  事件細節，如：晏殊、  和大 對
某行為和事情反應以及晏殊的 位

   詢問事件細節，如：董遇和哥哥的言
語、行為、反應、生計以及 務

  關於背景資料的問題，詢問晏殊的身
份的資料

   關於背景資料的問題，詢問董遇的生
活環境

  涉及的人物   涉及的人物

  故事發生的時間   故事發生的時間

  故事發生的地點



只有 3道複述性問題使用了其他疑問詞，包括「怎樣」、「誰」和「何時」，佔複述性問題

總數 15%： 

 

 

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學生擬定《晏殊》的複述性問題時，仍有大部分問題使用疑問

詞「甚麼」，例如： 

 

但是，使用其他疑問詞的複述性問題增加了，有 11 道複述性問題使用了其他疑問詞，

包括「哪個」、「何人」、「誰」、「幾」、「多少」、「何時」，佔複述性問題總數 41%： 

 

所以，無論是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還是學習了這個策略後，學生都會大量使用疑問詞

「甚麼」來擬定問題。但是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在複述性問題中使用的疑問詞更

多元化。 

 

在題目的遣詞造句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前，學生擬定複述性問題的習慣是使用



文章已有的字詞以及文章的陳述句來擬定問題14，例如：短文出現了「嘲笑」一詞，學

生便使用了這個詞語來協助自己擬定問題「面對哥哥的嘲笑，董遇做了甚麼反應？」。

另外，短文原句是「東漢末年，國家動蕩。有一個名叫董遇的少年」，學生使用大部分

的原句，並添加了疑問詞擬定問題「東漢末年，有一名少年他的名字是甚麼？」，使學

生的問題會比較冗長，不夠簡潔。此外，學生也能調動自己的已有詞庫，使用自己的

文字組織和擬定問題15，這些使用的詞語通常都是比較簡單和常見的詞語，例如：「董

遇每天也努力讀書，最後做了什麼工作？」中的「工作」、「這個故事的時代是甚

麼？」中的「時代」等。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擬定複述性問題時，仍有使用文章字詞來擬定問題的習慣

16
。例如：短文使用了「 務」一詞來說明晏殊的 位，於是學生在擬定問題時便使用

了這個詞語，來對晏殊的 位進行提問「晏殊在朝中擔任甚麼 務？」。但是學生在參

考和直接使用文章整句陳述句來擬定問題的情況減少17，擬定的問題更加簡潔。而且，

學生也會調動自己的已有詞庫18，例如使用「 位」、「工作」等近義詞，詢問晏殊擔任

甚麼 務的問題。使用「朝中」來代替複雜的就 機構如：「館閣」、「東宮」的名字。 

 

可見，不論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還是學習此策略後，學生都會使用短文的詞語和調動

 
14 詳見附錄 13 的綠色標記。 
15 詳見附錄 13 的藍色標記。 
16 詳見附錄 14 的綠色標記。 
17 詳見附錄 14 的藍色和綠色標記 
18 詳見附錄 14 的藍色標記 



已有詞語來協助自己擬定問題。但是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在擬定複述性問題的

謙辭造句方面更加簡潔，使用的篇章詞語也更加適量。 

 

解釋性問題 

在問題內容的分類方面，學生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擬定的解釋性問題能夠分為六個

內容組別。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擬定的解釋性問題也能分為六個內容組別： 

 

可見，學生不論在擬定《董遇》的問題還是擬定《晏殊》的問題時，都會因應短文中的

人物行為而提出為甚麼的問題，詢問相關人物作出某行為、決定的原因。 

 

在疑問詞的使用方面，由於在解釋性層次的問題都是詢問原因，因此不論是學習自我提

問策略前還是學習後，學生使用的疑問詞全部都是「為甚麼」。 

 

在題目的遣詞造句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前，學生擬定解釋性問題的習慣是使用

文章已有的字詞及陳述句來擬定問題19，例如：短文使用了「堅持讀書」來描述董遇的

 
19 詳見附錄 13 綠色標記的部分 



讀書行為，所以部分同學也使用了這個短語來擬定問題「董遇為甚麼要堅持讀書？」。

而且，學生也會直接使用短文的陳述句，然後添加疑問詞來擬定問題，短文的原句為

「（董遇）協助  處理事務及講解學術問題，深受  器重」。部分學生摘錄這部分

的原句擬定了問題「為甚麼董遇最後能協助  處理事務，深受  器重？」，這讓問

題不夠簡潔，比較冗長。但是也有少量學生會嘗試調動自己的已有詞庫20，使用常見的

詞語擬定問題，例如：使用「努力」來描述董遇讀書的態度進而詢問這種行為的原因

「為甚麼他每次上山劈柴後還努力讀書呢？」。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仍有使用篇章字詞和文章的陳述句來擬定問題的習慣21，例

如：篇章提及  「賞識」晏殊，所以同學在擬定問題時也會用到「賞識」這個詞

語，如：「為甚麼  很賞識晏殊？」。篇章還使用「誠實可靠」來形容晏殊，學生也

使用這個詞語來擬定問題「為甚麼  覺得晏殊誠實可信？」。此外，只有少量學生仍

會直接使用短文的陳述句，然後添加疑問詞來擬定問題。短文的原句是「這樣勤奮敦

厚的人，負責教育太子再合適不過了。」，學生直接採用了「負責教育太子再合適不

過」這句，擬定了問題「為甚麼  覺得晏殊教育太子合適不過？」。學生直接搬字過

紙，缺乏組織讓問題顯得冗長。同時，多了學生嘗試調動已有的字詞庫擬定問題22，例

如：由學生把晏殊認真讀書不全參加宴遊的行為歸納為「好學」，然後使用這個詞語擬

 
20 詳見附錄 13 藍色標記的部分 
21 詳見附錄 14 綠色標記的部分。 
22 詳見附錄 14 藍色標記的部分。 



定問題「為甚麼晏殊那麼好學？」。 

 

因此，不論是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前還是學習後，學生都會使用短文的詞語和陳述句來

協助自己擬定問題，並調動自己的已有詞庫，使用自己的文字來擬定問題的同學仍然偏

少。值得注意的是，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使用冗長的陳述句來擬定問題的情況減少，

學生的問題更加簡潔。 

重整性問題 

在問題內容的分類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學生主要擬定內容重整方面的問題。經

過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學生擬定的問題不僅包括內容重整還包括人物性格特點方面的問

題。可見，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的重整性問題內容得到了擴充。 

 

在疑問詞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學生擬定的問題都是使用疑問詞「甚麼」。學習了

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仍然大量使用「甚麼」來詢問《晏殊》一文的主要內容和主旨。

並開始出現其他疑問詞「如何」23。經過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的疑問詞詞彙得到了

擴充，能夠使用其他疑問詞來擬定重整性問題。 

 

在題目的遣詞造句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唯一的重整性問題是「這文章的內容是

甚麼？」，問題的概括意味不濃。但是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能夠使用「主要內容」、

 
23 例如：「你會如何概括晏殊的性格？」，詳見附錄 14 黃色標記的部分。 



「主旨」、「性格」等這些具有概括性的詞語，精準地提出重整性問題。自我提問的訓練

能夠擴充學生擬定重整性問題的詞庫。 

 

伸展性問題 

在問題內容分類方面，不論在擬定《董遇》的問題還是擬定《晏殊》的問題時，學生都

會因應短文中的內容而提出詢問篇章道理和啟發的問題24。 

在疑問詞方面，不論是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還是學習策略後，學生主要使用的疑問詞都

是「甚麼」25。 

 

在題目的遣詞造句方面，學生在擬定《董遇》和《晏殊》的伸展性問題時，使用的字眼

主要都是「學了……」、「道理」、「啟示」
26
。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在擬定伸展性問題方面的表現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評鑒性問題 

在問題內容分類方面，學習策略前，學生擬定的問題都是詢問對人物的評價。學習策略

後，學生擬定的問題不僅包括對人物評價的問題，還包括了對篇章道理評價的問題。可

 
24 詳細問題見附錄 13 和 14。 
25 詳細問題見附錄 13 和 14。 
26 詳細問題見附錄 13 和 14。 



見，學生評鑒性問題的內容得到了擴充。 

 

在疑問詞方面，不論是擬定《董遇》還是《晏殊》的問題，學生的評鑒性問題都是涉及

立場選擇的問題27，沒有特定的疑問詞。例如：「你認為董遇應該用他休息的時間讀書

嗎？」、「你欣賞晏殊的學習態度嗎？」，這些都是要求選擇立場並評價人物行為和態度

的問題。 

在遣詞造句方面，學生在擬定《董遇》和《晏殊》的評鑒性問題時，會使用一些比較空

泛的短語來提問，例如在根據短文《董遇》擬定問題時會出現「哥哥說的話是對的嗎？」、

未能明確具體地說明「哥哥說的話」是甚麼，評。擬定《晏殊》的評鑒性問題時會出現

「同意晏殊帶出的道理嗎？」、「你欣賞晏殊的學習態度嗎？」，未能具體地説明「晏殊帶

出的道理」、「晏殊的學習態度」分別是什麼。這些空泛的寫法都只能有限地為這些評鑒

性問題的提供回答方向。 

 

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在評鑒性問題中運用疑問詞和遣詞造句的表現並沒有太大的

變化。 

 

創意性問題 

沒有學生根據《董遇》一文擬定創意性問題，直到學習策略後，也只有一道根據《晏殊》

 
27 詳細問題見附錄 13 和 14 



內容擬定的創意性問題，其內容也只是詢問《晏殊》故事情節的另一種可能性：「如果晏

殊夠錢去宴遊，他會不會去宴遊？」，未能比較和分析內容、疑問詞和遣詞造句方面的內

容。 

 

上述分析的問題都是一些與文章內容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另外，筆者還了發現學生會擬

定一些與文章情節無關的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具有深入探討和拓展該問題的意義，稱

為待定問題。另外一些則是與情節無關且不具有探討和拓展價值的問題，稱為作廢問題。 

待定問題 

在問題內容的分類方面，在學習策略前，學生根據《董遇》擬定問題時，出現的待定問

題有四類，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學生的待定問題內容則有所減少，只有一類。 

 

 

這些問題即便與文章情節無關，但是卻有繼續探討和拓展的價值。例如：在《董遇》的

待定問題中，學生提出了關於哥哥的結局是如何的問題，但是老師可以根據學生這方面

的問題繼續延伸，發展創意性思維，如：從關於哥哥結局的問題讓學生構想哥哥可能的

結局。針對學生提出的關於生活境況的問題，老師可以從這些問題入手讓學生回答，從



而學習更多關於董遇這個人的生活背景和資料，更全面的地了解董遇。針對超越篇章，

關於讀書的議題，回答這道問題時，老師可以進一步讓學生思考和搜尋讀書的好處，並

讓他們評價讀書的重要性。至於時局的問題，老師由此讓學生回答和探討東漢末年動蕩

的原因，了解董遇生活的社會環境，對人物的了解就更加豐滿。針對《晏殊》的待定問

題，老師可以引導學生探討篇章沒有提及的內容，了解晏殊沒有那麼多錢財的原因，學

習他為官清廉的品質。這些待定問題，雖然與篇章情節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提供了深入

探討某些嚴肅的議題和培養思維能力的機會，具有學習價值。 

作廢問題 

作廢的問題大多都是問題與故事情節無關且沒有繼續探討的意義和因為句子不通順、未

完成、寫錯字而難以理解的問題。例如：「為甚麼哥哥要堅持讀書？日復一日？」、「有甚

麼國家？」、「他被眾作甚麼？」、「為甚麼太子讀書是甚麼？」。這些問題由於難以理解，

並與篇章內容完全不符，難以針對這些內容對一些課題進行深入探討和學習。 

 

5.2.4 分析 

學習自我提問的後，學生擬定的大部分基礎性層次和進階性層次的問題內容類別得到擴

充，問題的內容更廣。而在疑問詞方面，經過學習，學生能夠使用更多元化的疑問詞，

擴大了學生的疑問詞詞庫。在遣詞造句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雖然仍有使用

大量的篇章詞語協助自己擬定問題，但他們減少了直接摘錄篇章句子擬定問題的情況，

問題更加簡潔，並且開始調動更多的已有詞彙來擬定問題。 



 

這是因為學習自我提問的過程中，老師會提醒學生不同層次的問題會有哪些範疇和類別，

例如：複述性問題包括了何時、何地、何人、何事、如何的提問，重整性問題除了概括

主旨外還包括概括人物性格的問題。學生從而能更全面的地提出問題。再加上，在傳授

自我提問的技巧時，老師會向學生提供一些擬定問題時需要的疑問詞，並讓學生根據所

學嘗試自行擬定問題，擴充了他們的疑問詞詞庫。再者，在學習擬定問題期間，老師不

僅會講解擬定問題的方法，還會列舉和示範如何擬定問題，學生不必大量抄錄篇章內的

句子來擬定問題，這使他們的問題更加簡潔。 

 

但是，為了不增加學生擬定問題的難度，所以老師沒有特別要求學生使用自己的詞語和

文字擬定問題，所以因此即便學生開始調動更多的已有詞彙來擬定問題，但是數量仍然

偏少。同時，一些進階性層次的問題表現似乎沒有變化，例如：學生在伸展性問題和評

鑒性問題的遣詞用字仍然比較空泛，這或許與這兩個層次的問題性質有關，由於這兩個

問題本就要求學生擬定一些超越字面篇章內容的問題，例如：詢問道理、評價人物等，

難以調動已有知識或者篇章詞彙來擬定問題，所以，便出現了用字籠統空泛的現象。 

 

在與篇章情節無關的問題方面，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擬定待定問題的數量似乎減

少了。這與研究者制定的自我提問策略的目標有關。由於研究者的本意是期望學生在學

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能夠增加對文本在基礎性（複述性、解釋性內容）層次方面和進階



性層次（重整性、伸展性、評鑒性和創意性內容）的認識，因此，對學生的要求便是讓

他們根據篇章內容擬定基礎性和進階性層次的問題，並非強調需要擬定篇章情節以外的

問題。所以在學習策略前，他們並不熟悉自我提問策略的目標，所以便會產生了許多與

篇章情節無關的問題。但是在學習該策略後，他們更加熟悉自我提問的策略的目標，因

此與篇章情節無關的問題有所減少。 

6. 討論 

6.1 自我提問和自我回答並重，老師需引導和跟進學生回答 

自我提問的閱讀策略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有成效，其中，學生在複述性、解釋性和重整性

層次的題目表現較佳。超過一半的同學於複述性、解釋性、重整性問題中能夠答對一半

或以上的內容，接近一半的同學與創意性問題中能夠答對一半或以上。即便在評價性題

目中答對一半或以上的學生比率未達一半，但其人數比率也比前測的同類型題目多。所

以，自我提問策略能夠幫助學生理解篇章內容，建構知識。 

 

儘管如此，自我提問策略對學生閱讀理解的成效仍有待加強，在學習《完璧歸趙》和自

我提問策略的過程中，老師主要聚焦於擬定問題的教學，即便有讓學生自行回答擬定的

問題，於事後卻沒有額外帶領學生去整合和校對篇章內容和回答內容，未能為學生釐清

部分內容和概念，如：評鑒人物時如何使用具體的行為和生活事例解釋、如何為人物構

思新方法和進行解說。導致學生未能有效地通過自我提問題建構對《完璧歸趙》的高階

認知，造成自我提問在學生高階閱讀能力方面的成效有限。 



 

再加上，在小學高年級的階段，雖然學生提出的問題和範圍有所擴展，但是對於問題

的探究精神和實踐精神並沒有那麼強烈（司成勇，2007）。因此，在學生自行回答問題

的情況下，即便遇到了未能回答的問題，學生也沒有主動探究的意識。這便需要老師

對學生進行引導，以調動他們探討問題和解決疑惑的動機。有見及此，進行語文教學

時，老師除了要聚焦提問方面的教學外，還要重視對篇章內容和學生回答的整合與引

導，並作出跟進。 

 

不論是筆者對自我提問的研究，還是其他學者對自我提問的研究，他們似乎都只著重

提問方面的教學和引導，甚少提及學生自我提問後回答方面的跟進，特別是對於未能

回答的問題的引導和跟進。而自我提問協助學生閱讀理解的成效是源於學生根據自己

擬定的問題進行回答，他們需要調動已有的先備知識，對問題進行分析和比較，從而

建構新知，也讓文章內容和概念得到釐清和具體化，達成精緻化（King，1986）。所

以，能夠協助學生理解篇章和建構對篇章認知的不單是因為提問，還包括學生根據自

己擬定的問題進行回答時，察覺自己理解和不理解的地方，對理解的地方進行鞏固，

對不理解的地方進行修訂和釐清，才能全面地理解篇章和建構對篇章的認知網絡。但

小學生的能力未能使他們自主和及積極地修訂和釐清困惑之處，因此便需要老師及時

跟進，整合他們做得到和做不好的地方，引導他們思考和釐清困惑。 

 



因此，在語文教學中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時，老師不單要著重自行擬定問題方面的教

學，老師還要重視因應同學回答而作出的整合與跟進，協助學生建構對篇章全面的認

知，加深他們對閱讀篇章的理解。 

 

6.2 從提問的能力和提問角度出發，拓展語文學習模式和教學內容 

香港的主流學習模式為教師主導。這種學習模式也被人詬病為機械呆板、被動僵化的學

習模式（司成勇，2007）。中文科的課程指引也強調學生需要掌握學習的主導權（課程發

展議會，2017）。自我提問的策略則能把學習的主動權交到學生手中，他們先自行擬定問

題，然後再逐一回答。因為問題源於提問者的思維活動，所以提問能讓學習者主動地、

積極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司成勇，2007）。 

 

同時，自我提問的策略讓學生學習和嘗試如何擬定基礎性問題和進階性問題，增加了他

們在不同層次中擬定的問題數量。而且，學生擬定的問題內容得到了擴展，提出的問題

也變得更精細。疑問詞的使用也越發地多元化，還能調動已有詞彙和使用篇章詞語來協

助自己擬定更加簡潔的問題，提升了學生的提問能力，讓學生能提出更高質素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可以讓學生自己回答，檢視自己的理解程度，還可以進一步向其他同學，

甚至老師提出，然後評價他人回答的對與錯，鞏固自己的已有知識和所學內容。更重要

的是，通過詢問其他同學自己擬定的問題，還可以從其他同學的回答中學習和借鑒，修

訂和補充自己已有的回答和認知，既增加互動，也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所以，當學生



因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而提升了提問素質後，老師可以拓展更多元的學生主導教學模式。 

 

另外，無論是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還是策略後，學生都提出了一些與篇章情節無直接關

係，卻值得繼續探討和拓展的問題。這為提問的方向提出了新角度。根據筆者原有的教

學設計，筆者參考了祝新華的語文能力層次來教授學生擬定一些與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

的問題。同時，學生亦會自發地提出了一些與篇章情節無直接關係的問題，而這些問題

的價值不應被扼殺。 

 

因此，學生提問的角度不應只局限於與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的問題，老師還可鼓勵同學

擬定一些與篇章情節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卻有學習價值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與一些文

化議題有關，如：學習的益處，還可以與篇章內容沒有提及的人物或作者生平、價值取

向、生活背景等有關，然後讓學生嘗試找到答案並自行回答。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

問題涉及的答案和內容比較複雜，學生未必有能力回答，因此老師可以用示範、小組合

作和獨自練習的形式，再提供相應的資料、訊息和提示，協助學生回答這些問題。學生

和老師可以藉這些問題探討篇章的大語境（在甚麼社會環境下進行創作）、中語境（作者

生平）和進行一些延伸學習，如：人物的價值觀、社會風氣和文化等，進行深入且全面

的學習，發展高階的認知。再加上，這些問題其實是源於學生自己，並非單由老師提出，

學生的學習動機也相對較強。所以拓展自我提問的提問角度不僅能讓學生學習更深入、

多元的內容，還能增加學習動機，一舉兩得。 



7. 限制和建議 

是次研究的收集的前測閱讀卷數量較少，這是由於時間緊迫，老師迫於無奈只好讓學生

把前測閱讀卷帶回家完成並承諾不能看書，但最終交回的學生不多，導致筆者未能更全

面地分析和對比前後測學生理解程度的變化和學生原有的語文能力。所以為了擴大前測

閱讀卷的數據量，研究者應盡量讓學生在課堂上完成所需的任務，減低忘記繳交的風險，

也讓數據更有說服力。 

 

因學校考試安排、校慶以及已有的教學安排，再加上第一版研究的使用篇章與研究對象

已有的教學安排無關，所以學校難以撥出額外的大量時間予行動研究的進行。所以，是

次研究的時間緊迫，只有五節課。雖然能獲取一些研究成效，但是仍有其限制。若能在

一開始便配合學校課程合理安排研究時間和設計程序，便能讓研究更順利和更充裕地進

行，學生更能以小組形式、個人和小組形式以及個人形式進行三個階段的學習，從而更

掌握和熟悉自我提問的策略。 

 

是次研究比較著重擬定問題的部分，雖然老師已讓學生根據自己擬定的問題自行回答，

但是卻缺乏老師後續對學生回答的引導和跟進。老師可以示範遇到不會回答的問題會怎

樣處理：第一，圈出或標記自我提問中未能回答的問題。第二，再次閱讀篇章嘗試尋找

答案。第三，嘗試根據篇章的內容回答。這三個步驟可以先以小組的形式進行，然後在

以獨立練習的形式進行，循序漸進。然後老師需要收回學生的擬定問題工作紙，並進行



閱覽，整合學生未能回答正確的地方，然後在課堂上作出跟進，引導學生思考並修訂。

釐清自我提問中未能解答的問題，對於已經懂得回答的問題老師還可以再加以整合和鞏

固，建構更全面和深入的知識網絡。 

8. 結論 

自我提問的閱讀策略對學生的閱讀理解有成效，其中，學生在複述性、解釋性和重整性

層次的題目表現較佳。同時，自我提問要問答並重，除了要重視學生自問自答的步驟，

還要重視對學生回答的後續的整合、跟進和引導。對理解或能夠回答的地方進行鞏固，

對不理解或未能回答的地方進行修訂和釐清，建構全面的篇章認知網絡。另外，自我提

問還能夠提升學生的提問素質和能力，增加了他們在基礎性層次和進階性層次中擬定的

問題數量。而且，學生擬定的問題內容得到了擴展，疑問詞的使用也越發地多元化，還

能調動已有詞彙和使用篇章詞語來協助自己擬定更加簡潔的問題。另外，學生擬定的問

題也不應局限於擬定與篇章情節有直接關係的問題，還可以擬定與篇章情節沒有直接關

係，卻能探討文化議題、作者或人物特質、價值取向、生平和社會時局背景等內容的問

題。通過讓學生自行回答這些高質素和具有學習意義的問題，讓學生拾回語文學習的主

導權。 

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在筆者已有的基礎上探究拓展學生自我提問的形式（如：小組形

式、個人練習形式、互相提問形式）、拓展學生的提問方向（如：文化議題、作者或人物

特質、價值取向、生平和社會時局背景等）以及問答並重的取向對學生語文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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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第一版及第二版研究和教學步驟（説明） 

第一版本 

第一版本的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會分別使用記敘文《可愛的金魚》、

《珍禽》和《懷舊玩具展》來自我提問。 

 

階段 1為小組協作階段，老師先講解策略工作紙中擬定基礎性問題的方法和示範

如何擬定基礎性問題，然後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擬定基礎性問題。接著，老師會

講解和示範如何評價和修訂問題，學生再以小組的形式擬定基礎性問題。然後老

師便會讓學生回答自己小組擬定的問題，並會有複習和修訂問題的環節。接下來

便是以相同的形式和步驟擬定進階性問題。 

 

階段 2為個人練習和小組協作結合的階段，老師先重申擬定基礎性問題的方法，

然後讓學生自行擬定問題，再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分享自己擬定的問題，互相學習。

接著，老師會重申評價和修訂問題的內容，然後讓學生自行評價和修訂問題，再

讓學生以小組形式分享自己對問題的評價和修訂。老師會讓學生先自行回答自己

擬定的問題，然後向組員分享，最後會有複習和修訂回答的環節。接下來便是以

相同的形式和步驟擬定進階性問題。 

 

階段 3為個人練習階段，老師先重申擬定基礎性問題的方法，然後讓學生自行擬



定問題。接著，老師會重申評價和修訂問題的內容，然後讓學生自行評價和修訂

問題，並嘗試自行回答問題。最後會有複習和修訂回答的環節。接下來便是以相

同的形式和步驟擬定進階性問題。 

 

第二版本 

由於時間所限，第二版本的研究流程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會也分別改用《完

璧歸趙》和《澠池之會》的白話敘事篇章，以配合學校的教學內容和教學進程。 

 

階段 1為小組協作階段，老師先講解策略工作紙中擬定基礎性問題的方法和示範

如何擬定基礎性問題，然後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擬定基礎性問題。然後老師便會

讓學生回答自己小組擬定的問題。接下來便是以相同的形式和步驟擬定進階性問

題。 

 

階段 2為個人練習階段，老師先重申擬定基礎性問題的方法，然後讓學生自行擬

定問題，並嘗試回答。接下來便是以相同的形式和步驟擬定進階性問題。 

  



附錄 2：最終版教案 

教師：麥嘉慧 

班別： 五年級 

學習範疇：閱讀  

篇章： 《董遇》 

時間： 30分鐘（第一節） 

 

學習重點：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1. 嘗試擬定問題 

2. 檢視自己提問的能力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提問的經驗 

2. 記敘/說明/描寫/議論文 

3. 了解接下來的行動研究程序和目的 

 

 

教具：短文《董遇》、問卷



時間 學習成果 教學程式 教學內容 教具/教材 

20 學生嘗試擬定問

題 

 

 

 

檢視自己的提問

能力 

老師發佈任務 ⚫ 老師派發短文（5分鐘） 

⚫ 老師讓學生閱讀一篇短文（敘述人物的

性質）（4分鐘） 

⚫ 老師讓學生在 5分鐘內，盡可能擬定問

題 

短文《董遇》 

 

 

 

 

 

10 檢視對自我提問

的認知 

 ⚫ 學生填寫問卷 問卷 

 



教師：麥嘉慧 

班別： 五年級 

學習範疇：閱讀  

課文： 完璧歸趙 

時間： 30分鐘（第二節） 

 

學習重點： 

1.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2. 了解擬定問題的目標和方向 

3. 初步掌握擬定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的方法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提問的經驗 

2. 記敘/說明/描寫/議論文 

3. 嘗試擬定問題 

 

教具： 簡報、策略工作紙、《完璧歸趙》篇章



時間 學習成果 教學程式 教學內容 教具/教材 

5 了解擬定問題的

目標和方向 

 

引入 ⚫ 老師說明閱讀和提問的目的 簡報/板書 

 

25  

 

 

掌握擬定複述層

次和解釋層次問

題的方法 

 

發展 ⚫ 老師派發材料（3分鐘） 

 

⚫ 老師讓學生朗讀篇章（4分鐘） 

 

⚫ 老師說明擬定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

的方法（8分鐘） 

 

策略工作紙 

 

篇章 

 

策略工作紙 

 

 



 

 

⚫ 老師讓學生以個人的形式，根據所學擬

定 3-5條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並

嘗試回答問題。（10分鐘） 

 

策略工作紙 

 

 

  



教師：麥嘉慧 

班別： 五年級 

學習範疇：閱讀  

課文： 完璧歸趙 

時間： 30分鐘（第三節） 

 

學習重點：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1. 初步掌握擬定高階問題（重整、伸展、評鑒和創意層次）的方法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提問的經驗 

2. 記敘/說明/描寫/議論文 

3. 嘗試擬定問題 

4. 了解擬定問題的目標和方向 

5. 初步掌握擬定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的方法 

 

教具： 策略工作紙、《完璧歸趙》篇章



時間 學習成果 教學程式 教學內容 教具/教材 

3  引入 ⚫ 老師重申閱讀和提問的目的 簡報/板書 

 

25  

 

 

掌握高階問題的

方法 

 

 

 

發展 ⚫ 小組分享：組內同學互相分享自己擬定

的基礎性問題和答案，並記錄。（7分

鐘） 

 

⚫ 老師說明擬定高階問題的方法（8分

鐘） 

 

⚫ 老師讓學生以個人的形式，根據所學擬

策略工作紙 

 

 

策略工作紙 

 

策略工作紙 

 

 



定 3-5條進階性層次問題，並嘗試回答

問題。（12分鐘） 

 

 

 

 

 

  



教師：麥嘉慧 

班別： 五年級 

學習範疇：閱讀  

課文： 完璧歸趙 

時間： 30分鐘（第四節） 

 

學習重點：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1. 檢視篇章的理解成果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提問的經驗 

2. 記敘/說明/描寫/議論文 

3. 嘗試擬定問題 

4. 了解擬定問題的目標和方向 

5. 初步掌握擬定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的方法 

6. 初步掌握擬定高階問題（重整、伸展、評鑒和創意層次）的方法 

 

教具：閱讀卷、策略工作紙



時間 學習成果 教學程式 教學內容 教具/教材 

8  小組討論和分

享 

⚫ 小組分享：組內同學互相分享自己擬定

進階性問題和答案，並記錄。（8分

鐘） 

 

策略工作紙 

22 檢視篇章的理解

成果 

 

 

 

 

學生完成閱讀

卷 

⚫ 完成閱讀卷《完璧歸趙》 

 

⚫ 收回閱讀卷 

完璧歸趙閱讀卷 

 

 

 



 

 

 

  



教師：麥嘉慧 

班別： 五年級 

學習範疇：閱讀  

課文： 完璧歸趙 

時間： 30分鐘（第五節） 

 

學習重點：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1. 檢視擬定問題的能力 

2. 檢視對自我提問的認知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提問的經驗 

2. 記敘/說明/描寫/議論文 

3. 嘗試擬定問題 

4. 了解擬定問題的目標和方向 

5. 初步掌握擬定複述層次和解釋層次問題的方法 

6. 初步掌握擬定高階問題（重整、伸展、評鑒和創意層次）的方法 

7. 檢視篇章的理解成果 

 

教具：問卷、《晏殊》短文



時間 學習成果 教學程式 教學內容 教具/教材 

30  

 

檢視擬定問題的

能力 

 

 

 

檢視對自我提問

的認知 

 

 ⚫ 派發短文《晏殊》 

 

⚫ 根據短文《晏殊》的內容擬定問題（5

分鐘） 

 

⚫ 收回短文《晏殊》 

 

⚫ 派發問卷 

 

⚫ 完成問卷（10分鐘） 

《晏殊》短文 

 

 

 

 

 

 

問卷 

 



  

⚫ 收回問卷 

 

 

 

  



附錄 3：前後測問卷 

1. 在學習閲讀篇章時，你有沒有試過自我提問？（請在適當的位置加） 

□有 □沒有 

 

2. 在學習閲讀篇章時，你認為向自己提問有甚麽好處？（請在適當的位置加，可選擇多於一項） 

□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理解篇章基本內容 

□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進行深層次思考和學習 

□ 學習新課文後，幫助自己溫習，鞏固記憶 

□ 在學習期間和學習後，了解自己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解決有疑難的地方 

□ 不知道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3. 你認為你的自我提問能力如何？並解釋原因。請在 1-5分內評分，1分為最低分，5分為最高分。 

分數：______________ 

解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對自我提問有甚麼感覺？（請在適當的位置加，可選擇多於一項）並解釋原因。 

□ 容易 

□ 困難 

□ 反感 

□ 感興趣 

□ 沒有特別感覺 



□ 其他：__________ 

解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 4：《負荊請罪》閱讀卷 

1. 請在下方空白的位置填上詞語。 

《廉頗和藺相如》（上） 《廉頗和藺相如》（下） 

（a）發生的時間：__________時期 

（b）在哪裡發生的：趙國________ （c）在哪裡發生的：藺相如________ 

（d）主要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_ 

（e）發生的事件：廉頗對藺相如十分

________，而藺相如則十分__________ 

（f）發生的事件：廉頗向藺相如_________，藺

相如_________廉頗 

 

2.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藺相如為甚麼會忍讓廉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下），請判斷以下哪項屬於廉頗向藺相如請罪的行為，然後圈出正確的答

案。 

（a）廉頗讓藺相如用荊條打他 

（b）廉頗讓給藺相如和自己一起跪下 

（c）廉頗要跪三天三夜 

（d）廉頗向藺相如口頭道歉 

 

4.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和《廉頗和藺相如》（下）的內容，藺相如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圈出

正確答案。 

A 心胸狹隘 

（a）正確 / 錯誤 

（b）正確 / 錯誤 

（c）正確 / 錯誤 

（d）正確 / 錯誤 



B 寬宏大量 

C 傲慢無禮 

D 善解人意 

 

5.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和《廉頗和藺相如》（下）的內容，廉頗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列舉一

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比較欣賞廉頗還是藺相如，請使用你的生活經驗或日常例子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除了負荊請罪，你認為廉頗還可以怎樣認錯請罪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自己/靠他人協助完成工作紙，中途有/沒有看書。 

結果：實際答對的題目數量是_______題（老師填寫） 



1. 請在下方空白的位置填上詞語。 

《廉頗和藺相如》（上） 《廉頗和藺相如》（下） 

（a）發生的時間：戰國時期 

（b）在哪裡發生的：趙國大殿 （c）在哪裡發生的：藺相如家 

（d）主要人物：藺相如、廉頗 

（e）發生的事件：廉頗對藺相如十分

傲慢/不屑/無禮，而藺相如則十分恭

敬/謙讓/忍讓/有禮 

（f）發生的事件：廉頗向藺相如請罪

/道歉，藺相如原諒廉頗 

 

2.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藺相如為甚麼會忍讓廉頗？ 

為了避免秦國有機可乘。另外，藺相如也很尊敬/崇拜廉頗。 

 

3.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下），請判斷以下哪項屬於廉頗向藺相如請罪的行為，然後圈出爭取的答

案。 

（a）廉頗讓藺相如用荊條打他 

（b）廉頗讓給藺相如和自己一起跪下 

（c）廉頗想要跪三天三夜 

（d）廉頗向藺相如口頭道歉 

 

4.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和《廉頗和藺相如》（下）的內容，藺相如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圈出

正確答案。 

（a）正確 / 錯誤 

（b）正確 / 錯誤 

（c）正確 / 錯誤 

（d）正確 / 錯誤 



A 心胸狹隘 

B 寬宏大量 

C 傲慢無禮 

D 善解人意 

 

5. 根據《廉頗和藺相如》（上）和《廉頗和藺相如》（下）的內容，廉頗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列舉一

個。 

傲慢/無禮/自顧自己/勇於認錯/心胸狹隘/小器 

 

6. 你比較欣賞廉頗還是藺相如，請使用你的生活經驗或日常例子解釋。 

（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7. 除了負荊請罪，你認為廉頗還可以怎樣認錯請罪呢？ 

（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附錄 5：《完璧歸趙》閱讀卷 

《完璧歸趙》檢視工作紙 

請嘗試在 20分鐘内容自行完成工作紙。 

 

1. 請在下方空白的位置填上詞語。 

時間： __________時期 

地點： 主要發生在___________ 

人物： 主要涉及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事件： 秦王_______用十五城換取趙國的和氏璧，被藺相如

________。藺相如最終成功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完璧歸趙》，相如如何發現得到和氏璧的秦王無意將城池給予趙國？請判斷以下陳述句是

正確還是錯誤，然後圈出正確的答案。 

 

（a）秦王在正式的宮殿召見相如 

（b）秦王把和氏璧傳給美人和侍從觀賞 

（c）秦王隻字未提用十五座城換和氏璧的事 

（d）秦王直接拒絕用十五座城換和氏璧的事 

 

3. 根據《完璧歸趙》，相如為甚麼要秦王齋戒五日才奉上和氏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正確 / 錯誤 

（b）正確 / 錯誤 

（c）正確 / 錯誤 

（d）正確 / 錯誤 



4. 根據《完璧歸趙》，秦王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圈出正確的答案。 

A 信守承諾 

B 和藹可親 

C 不守諾言 

D 沉迷酒色 

 

5. 根據《完璧歸趙》，藺相如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列舉一個性格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欣賞秦王的性格特點嗎？請使用你的生活經驗和日常例子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認為相如還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趙國保全和氏璧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果：實際答對的題目數量是_______題，不熟悉的部分___________________（老師填寫） 



《完璧歸趙》檢視工作紙 

請嘗試在 20分鐘内容自行完成工作紙。 

1. 請在下方空白的位置填上詞語。 

時間： 戰國時期 

地點： 主要發生在秦國宮殿 

人物： 主要涉及藺相如和秦王 

事件： 秦王假意用十五城換取趙國的和氏璧，被藺相如識破。

藺相如最終成功完璧歸趙 

 

2. 根據《完璧歸趙》，相如如何發現得到和氏璧的秦王無意將城池給予趙國？請判斷以下陳述句是

正確還是錯誤，然後圈出正確的答案。 

 

（a）秦王在正式的宮殿召見相如 

（b）秦王把和氏璧傳給美人和侍從觀賞 

（c）秦王隻字未提用十五座城換和氏璧的事 

（d）秦王直接拒絕用十五座城換和氏璧的事 

 

3. 根據《完璧歸趙》，相如為甚麼要秦王齋戒五日才奉上和氏璧？ 

因為相如想藉此拖延時間，好讓自己的隨從偷運和氏璧回趙國 

 

4. 根據《完璧歸趙》，秦王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圈出正確的答案。 

（a）正確 / 錯誤 

（b）正確 / 錯誤 

（c）正確 / 錯誤 

（d）正確 / 錯誤 



A 信守承諾 

B 和藹可親 

C 不守諾言 

D 沉迷酒色 

 

5. 根據《完璧歸趙》，藺相如有甚麼性格特點？請圈出正確的答案。 

有勇有謀/聰明機智/洞察人心（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6. 你欣賞秦王的性格特點嗎？請使用你的生活經驗和日常例子說明？ 

（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7. 你認為相如還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趙國保全和氏璧呢？ 

（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結果：實際答對的題目數量是_______題，不熟悉的部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老師填寫） 



附錄 6：《完璧歸趙》篇章 

戰國時代，趙國得到和氏璧。與此同時，秦國得到這個消息，假意用十五座城換取和氏璧。

趙王深知秦王不會信守承諾，但面對強大的秦國，趙王也不敢直接拒絕。這時，藺相如向趙

王自薦，他願意代表趙國出使秦國，幫助趙國度過危機。 

 

相如帶上和氏璧出使秦國，秦王在不正式的宮殿接見藺相如，藺相如奉璧予秦王。秦王喜形

於色， 將和氏璧傳給美人及侍從觀看，隻字未提用十五座城交換和氏璧的事。藺相如看出

秦王無意將城池給予趙國，於是假意向秦王說和氏璧有瑕疵，想向秦王指出，並向秦王取回

璧玉。藺相如在取回和氏璧後即站在大柱旁，向秦王說：「看來秦王沒有給予趙國城池的打

算，而且還將和氏璧傳給美人，實在是對 的戲弄。如果你逼我交出和氏璧，我就只好與和

氏璧一起撞向柱子！」秦王害怕相如破壞和氏璧，於是假意給予趙國十五個城池。 

 

藺相如識破了秦王的奸計，於是藉故要秦王齋戒五日才奉上和氏璧，以拖延時間。同時，藺

相如派侍從悄悄地攜璧返回趙國。五日後，秦王傳召藺相如，藺相如應召上殿，並向秦王坦

白：「 恐怕秦王欺騙趙國，已命人持璧歸趙。秦強而趙弱，如果大王先割十五城予趙國，

趙國會立即交出和氏璧。 知道欺騙大王是不對的，所以 願意受罰。」秦王的侍從正想將

藺相如帶去行刑。秦王卻制止了，他認為殺了藺相如也不會有大作用，不如放了他，保存秦

趙之間的友誼。 

 

最終，秦國不給趙國城池，趙國亦不給秦國和氏璧。相如成功完璧歸趙。 

 

  



附錄 7：短文《董遇》和《晏殊》 

《董遇》 

東漢末年，國家動蕩。有一個名叫董遇的少年，他生活艱苦，從小便跟著哥哥討生活，每天都營營

役役地生活。他們不是上山劈柴，便是把柴挑去賣。 

 

這天，完成工作後，董遇和哥哥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了。一到家，哥哥便疲累地倒在床上，而董遇

則坐在床上開始讀書學習了。哥哥見了便嘲笑他：「讀那麼多書有甚麽用？還不如多賺錢實際。」面

對哥哥的嘲笑，他滿不在乎。在每天完成工作後，他都善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堅持讀書，日復一

日。 

 

最終，董遇因為才華出眾，受人賞識，當上了官員。後來，他更步步高升，協助  處理事務及講

解學術問題，深受  器重。 

 

《晏殊》 

晏殊是北宋著名詞人、政治家。14 歲時，因才華出眾作為神童被召入 宮， 參加考試，後來晏殊

在朝中擔任館閣學士的 務。 

 

有一次，負責教太子讀書的東宮官有空缺，   提名由晏殊擔任此 ，大 們十分疑惑。  解釋

道：「近日常聽說館閣的大 們，都會參與宴會消磨時間，只有晏殊仍抓緊時間認真讀書。這樣勤奮

敦厚的人，負責教育太子再合適不過了。」 

 

但晏殊立即奏明  ：「我並不是不樂於參加宴遊，只是 因為沒有錢財，如果能負擔得起宴遊的開支，



我也會去的。」  聽了他的話， 更覺得他誠實可信，因而更加賞識他，不斷委以重任，後來晏殊

更擔任宰相之位。 

  



附錄 8：策略工作紙 

擬定問題的方法 

 閲讀層次 擬定問題的方向 問題的關鍵字眼 例子 

基

礎 

 

複述 六何法：何事 

 

 

何時 

 

 

何地 

 

 

何人 

 

 

如何 

篇章敘述了甚麽

事情？ 

 

文章/事件是甚麼

時候發生的？ 

 

文章/事件是甚麼

地方發生的？ 

 

文章/事件涉及哪

些人物？ 

 

事件如何發生？/

人物如何做到某

件事？ 

 

 

龜兔賽跑的故事是甚

麽時候發生的？ 

 

龜兔賽跑的故事是甚

麽地方發生的？ 

 

龜兔賽跑的故事涉及

哪些動物？ 

 

龜兔賽跑發生的起因

是甚麽？ 

 

龜兔賽跑的經過是怎

樣的？ 

 

龜兔賽跑的結局是怎

麼樣的？ 

解釋 六何法：為何 為甚麼/為 為甚麼兔子會睡覺？ 



 

 

解釋詞義 

何……？ 

 

詞語「XX」是甚

麽意思？ 

 

 

「堅持」是甚麽意

思？ 

進

階 

 

重整 概括段旨/主旨 

 

 

 

 

 

 

表達技巧 

 

 

 

內容關係 

課文的段旨和主

旨/主要內容是甚

麽？ 

 

如何概括某段落/

人/事情？ 

 

這使用了甚麽修

辭手法？  

 

 

段落與段落之間

的有甚麽關係？ 

龜兔賽跑的主要內容

是甚麽？ 

 

 

你會如何用概括兔子

的性格？ 

 

形容兔子奔跑的時

候，使用了甚麽修辭

手法？ 

 

描述小兔睡覺的段落

和描述烏龜堅持比賽

的段落有甚麽關係？ 

伸展 深層意義： 

啟發、道理、感

情 

課文帶出了甚麽

道理/訊息/寓意/感

情？ 

龜兔賽跑帶出了甚麽

道理？ 

 



 

寫作目的 

 

作者寫此文的目

的是甚麽？ 

你認為龜兔賽跑的寫

作目的/原因是甚麼？ 

評鑒 思想內容 

 

 

 

 

 

 

語言表達 

你同意作者的觀

點嗎？ 

 

你認為 XXX（價

值觀/態度）重要

嗎？ 

 

X段應否移除

XXX修辭手法？ 

 

 

如果把 XX（詞

語）替換成 XX

（詞語）是否合

適？ 

你同意龜兔賽跑帶出

的道理嗎 

 

你認為堅持的態度重

要嗎？ 

 

 

龜兔賽跑是否應該移

除描述兔子奔跑時的

修辭手法？ 

 

“儘管比賽路程遙

遠，小烏龜仍堅持走

到終點。” 

如果把“堅持”換成

“繼續” 是否合適

呢？ 

創意 新方法、新想 根據課文內容， 你能否為龜兔賽跑改



法、解決問題 你能否構思一個

新的想法/論點/角

度/結局/方法呢？ 

 

除了使用 XXX修

辭手法你能使用

其他修辭手法來

敘述相關的課文

內容嗎？ 

 

你能使用其他題

材，仿作這篇課

文/新詩嗎？ 

寫結局？ 

 

 

 

你能使用暗喻法來描

述烏龜比賽的過程

嗎？ 

 

 

 

如果龜兔賽跑的故事

發生在一個科技發達

的時空，你會如何改

寫這個故事？ 



提問的目的： 

基礎： 

1. 掌握課文的基本內容（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和結果） 

 

進階： 

2. 概括文章內容 

3. 概括人物性格特點 

4. 分辨課文使用的修辭手法 

5. 推斷課文帶出的道理 

6. 評鑒性格觀點/態度的重要性 

7. 發揮創意，構想新方法 

 



擬定 3-5個基礎層次的問題  

（其中「如何」以及「為何」的問題必須各佔一題） 

回答 

  

  

  

  

  



請記錄組員分享的 1個問題： 請回答組員分享的問題： 

擬定 4-5個進階層次的問題  

（其中重整性、伸展性、評鑒性以及創意性問題必須各佔一題） 

回答 

  

  

  

  



  

請記錄組員/同學分享的 1個問題： 請回答組員/同學分享的問題： 



附錄 9：學生於前測問卷的回應 

1. 在學習閲讀篇章時，你有沒有試過自我提問？ 

有：14 

沒有：12 

 

2. 在學習閱讀篇章時，你認為向自己提問有甚麼好處？（可選擇多於一項） 

□ 1.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理解篇章基本內容 

□ 2.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進行深層次思考和學習 

□ 3. 學習新課文後，幫助自己溫習，鞏固記憶 

□ 4. 在學習期間和學習後，了解自己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解決有疑難的地方 

□ 5. 不知道 

□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選 1的學生人數：17 

選 2的學生人數：12 

選 3的學生人數：9 

選 4的學生人數：11 

選 5的學生人數：8 

選 6的學生人數：0 

 

3. 你認為你的自我提問能力如何？並解釋原因。（1-5分，5分為最高） 

學生自評的平均分：2.8 

學生解釋的原因： 

3分：因為我只是開始自我提問一會兒 

4分：因為我還認為有些東西做的不好 

3分：因為我不太會問自己問題 

4分：我可以想到問題 

3.5分：我可以自己寫問題 

2分：因為我聽不明白 

1分：因為我沒有提問的能力 

3分：因為可以做得更好 

5分：因為一想就可以想到 

4分：因為我看完閱讀篇章就會立刻想到問題 



2分：因為我很少做自我提問 

3分：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 

3分：因為有一點字不知道怎麼讀 

0分 

5分：因為我可以很好地提問自己 

0分：我中文很差 

4分：因為我問了自己很多問題 

3分：可以更好 

2分：因為不能完全了解課文 

4分：因為我會在看偵探小說時進行自我提問 

3分：我可以更好 

2分：沒寫原因 

2分：想不出問題 

3分：我不知道怎樣提問 

5分：因為可以立刻想到題目 

3分：不太會自我提問 

 

4. 你對自我提問有甚麼感覺？（可選擇多於一項） 

感覺容易的學生人數：7 

感覺困難的學生人數：9 

感覺反感的學生人數：5 

感興趣的學生人數：2 

沒有特別感覺的學生人數：13 

 

學生選擇感覺和情緒的解釋： 

容易：因為只要把陳述句等等變為疑問句 

困難、沒有特別感覺：因為不知道如何提問自己 

困難：不熟悉自我提問 

容易：因為我很快就能想到問題 

容易、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困難、感興趣：空白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容易、反感：容易做但是沒意思 

容易、感興趣：感覺很有趣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容易：因為一想就想到了 

反感：因為我再讀一次課文就看到答案 



反感：空白 

困難、反感：空白 

困難、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困難：因為要解問題：空白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困難：認識中文字程度低 

中間：自我提問不是很困難或者是很容易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沒有特別感覺：沒寫原因 

困難、沒有特別感覺：很難想出問題 

困難、反感、沒有特別感覺 

容易：只要有疑問的寫出來就行 

沒有特別感覺：空白 
 

 

 

  



附錄 10：學生於後測問卷的回應 

在學習閱讀篇章時，你認為向自己提問有甚麼好處？（可選擇多於一項） 

□ 1.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理解篇章基本內容 

□ 2. 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進行深層次思考和學習 

□ 3. 學習新課文後，幫助自己溫習，鞏固記憶 

□ 4. 在學習期間和學習後，了解自己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解決有疑難的地方 

□ 5. 不知道 

□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選 1的學生人數:18 

選 2的學生人數:14 

選 3的學生人數:17 

選 4的學生人數:17 

選 5的學生人數:3 

選 6的學生人數:1 

 

你認為你的自我提問能力如何？並解釋原因。 

學生自評的平均分：3.32 

學生解釋的原因： 

5分：很容易 

4分：因為有時我會不知道問什麼問題 

4.5分：因為我狂問自己問題 

4.5分：因為我可以用較快的時間寫出更多的題目 

3分：很困難。因為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5分：因為每天閱讀這篇文章 

1分：因為我沒有提問的能力 

4分：我沒有清楚地提問 

5分：因為一想就可以想到 

4分：因為一看完篇章就會立刻想到問題 

2分：因為我很少做自我提問 

4分：比之前好，但不是最好 

0分：空白 

4分：因為我寫了很多問題 



0分：我很差 

4分：因為我知道怎樣自我提問 

3分：可以更好 

2-3分：空白 

4分：因為我在看偵探小說會有一些自我提問，例如：誰是犯人

呢等 

4分：因為我可以寫很多問題 

2分：沒寫原因 

2分：想不出問題 

4分：我可以說出來 

5分：因為一想就想到了 

5分：因為很簡單 

 

你對自我提問有甚麼感覺？（可選擇多於一項） 

選擇容易的學生人數：12 

選擇困難的學生人數：5 

選擇反感的學生人數：6 

選擇沒有特別感覺的學生人數：7 

選擇感興趣的學生人數：6 

其他：不可能、中間、悶極了 

 

  



附錄 11：《負荊請罪》閱讀卷答題情況 

 

  



附錄 12：《完璧歸趙》閱讀卷答題情況 

  



附錄 13：學生根據短文《董遇》擬定的問題 

（疑問詞：黃色醒目標記；短文已有的詞語和句子：綠色醒目標記；使用自己組織的文字、

詞語和句子：藍色醒目標記） 

 

複述性： 

何事（行為和語言、反應、工作）：11 

1. 董遇和哥哥賣的是甚麼？ 

2. 哥哥和董遇平時白天都在做什麼？ 

 

3. 哥哥每天做甚麼？ 

4. 哥哥一到家便做甚麼？  

 

5. 比起哥哥，董遇會多做甚麼？  

6. 董遇每次完成工作後都會做甚麼？ 

7. 董遇完成工作後會做什麼？ 

 

8. 董遇當上了甚麼官？ 

9. 董遇每天都堅持讀書，最後做了什麼工作？ 

10. 哥哥嘲笑他甚麼？ 

11. 面對哥哥的嘲笑，董遇做了甚麼反應？ 

12. 哥哥認為甚麼比讀書重要？ 

13. 你覺得董遇的學習好不好，為甚麼？ 

生活環境:1 

1. 董遇的生活怎樣？ 

人物（誰人）：4 

1. 什麼人覺得董遇才華出眾，讓董遇能當上官員？ 

2. 董遇給誰賞識？ 

3. 東漢末年，有一名少年他的名字是甚麼？ 

時間：2 

1. 這個故事的時代是甚麼？ 

2. 這篇故事的時間是何時？ 

如何:1 

1. 董遇因為甚麼被人賞識？ 

 

 

解釋性： 



董遇讀書的原因 

1. 為甚麼他堅持讀書？ 

2. 為甚麼董遇去讀？ 

3. 為甚麼董遇要讀那麼多書？ 

4. 董遇為甚麼要堅持讀書？ 

5. 為甚麼董遇要堅持讀書？ 

6. 為甚麼董遇每天上床溫習？ 

7. 為甚麼他每次上山劈柴後還努力讀書呢？ 

8. 為甚麼董遇要善用自己的休息時間讀書呢？ 

9. 為甚麼董遇能一邊工作一邊讀書？ 

 

哥哥嘲笑董遇的原因 

1. 為甚麼哥哥要嘲笑董遇？ 

2. 哥哥為什麼要嘲笑董遇？ 

3. 哥哥為什麼嘲笑董遇？ 

4. 為甚麼董遇的哥哥會嘲笑董遇？ 

5. 哥哥為什麼要嘲笑董遇 

 

 

哥哥不讀書的原因 

為甚麼哥哥不讀書？ 

 

二人要工作的原因 

為甚麼董遇和他的哥哥要去打工？ 

 

董遇受到器重的原因 

1. 為甚麼董遇最後能協助  處理事務，深受  器重？ 

2. 為甚麼董遇深受  器重？ 

3. 為甚麼他深受  器重？ 

 

董遇才華出眾的原因 

董遇為甚麼最終會才華出眾？ 

 

 

重整性： 



 

內容方面 

1. 這文章的內容是甚麼？ 

伸展性： 

 

文章的啟發和道理： 

1. 這文章給了你甚麼啟示？ 

2. 看完這個故事你學到了什麼？ 

3. 你對董遇中學了甚麼？ 

 

評鑒性： 

 

對人物的評價：偏好、行為和言語 

你覺  喜歡董遇？ 

你認為董遇應該用他休息的時間讀書嗎？ 

哥哥說的話是對的嗎？ 

 

待定問題：（與文章內容無關，但具有教學和探究意義的問題） 

哥哥的結局： 

1. 最終哥哥在做甚麼？  

2. 最後董遇的哥哥做甚麼工作呢？ 

3. 那麼董遇哥哥在董遇做官後，他是不是在劈柴？ 

4. 最後哥哥能不能因為不停地劈柴而變得很有錢？ 

 

生活境況： 

（父母） 

5. 為甚麼他們沒有爸爸媽媽？ 

6. 董遇的父母呢？ 

7. 為甚麼沒有人養他們？ 

（物質條件） 

8. 為甚麼他們的生活艱苦？】 

9. 董遇家為甚麼有床？  

10. 董遇平日吃什麼？ 

11. 董遇平日何時睡覺？ 

12. 董遇平日睡多久？ 

13. 董遇平時吃什麼？ 

14. 董遇的床是硬還是軟的？ 

（心態） 



15. 董遇在他的生活中開不開心，為甚麼？ 

（為官後的生活） 

16. 董遇做官後生活艱不艱苦？ 

 

超越篇章，關於讀書的問題 

17. 為甚麼讀書可以有才？ 

 

書名： 

18. 這本書叫什麼名字？ 

 

時局： 

19. 東漢末年為甚麼會動蕩不安？ 

 

作廢問題：（與文章內容無關，也沒有探究和教學意義的問題） 

20. 哥哥怎樣當上官員？ 

21. 為甚麼哥哥要堅持讀書？日復一日？ 

 

   



附錄 14：學生根據短文《晏殊》擬定的問題 

（疑問詞：黃色醒目標記；短文已有的詞語和句子：綠色醒目標記；使用自己組織的文字、

詞語和句子：藍色醒目標記） 

複述性： 

晏殊身份 

1. 晏殊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2. 晏殊是哪個朝代的人？ 

3. 是在哪一個朝代？ 

4. 晏殊是甚麼時代的人？ 

 

5. 晏殊擔任甚麼 務？ 

6. 晏殊擔任甚麼工作？ 

7. 晏殊擔任甚麼地位？ 

8. 晏殊在朝中擔任甚麼 務？ 

9. 他在 宮擔任甚麼 位？ 

10. 後來晏殊擔任甚麼 位？ 

11. 晏殊是一位什麼人？ 

12. 晏殊是何人？ 

13. 晏殊後來擔任甚麼？ 

時間：朝代、年齡 

1. 晏殊是幾歲參加考試？ 

2. 晏殊在幾歲成為政治家？ 

3. 晏殊甚麼時候被召入 宮？ 

4. 他多少歲被召入 宮？ 

5. 晏殊在幾歲被召入 宮？ 

6. 晏殊何時參加考試？ 

7. 晏殊幾歲參加考試？ 

8. 晏殊的故事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9. 這個故事在什麼時間？ 

地點： 

1. 故事是甚麼地方發生？ 

2. 晏殊的故事是甚麼地方發生的？ 

誰人： 

1. 晏殊後來得到誰的重用？ 

事件： 

1. 故事敘述了甚麼事件？ 

2.   聽到晏殊的解釋後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解釋性： 

晏殊讀書的原因/不參加宴會的原因 

1. 為甚麼晏殊那麼堅持讀書？ 

2. 為甚麼晏殊那麼好學？ 

3. 為甚麼晏殊要認真讀書？ 

4. 為甚麼晏殊要那麼努力讀書 

5. 為甚麼晏殊不去宴遊而去讀書？  

6. 為甚麼晏殊不參加宴會？ 

7. 他為什麼不參加宴遊呢？ 

8. 為何晏殊不參加宴遊？ 

 

被任命後，晏殊向  進行解釋的原因 

1. 為甚麼晏殊要跟  説他不是不想參加宴遊？ 

 

  欣賞晏殊的原因 

  任命晏殊的原因 

1. 為何  提名晏殊擔任東宮官？ 

2.   為甚麼提名晏殊擔任東宮官？ 

3.   為甚麼不斷委以重任給晏殊？ 

4. 為甚麼  覺得晏殊教育太子合適不過？ 

5. 為甚麼  提名晏殊來教太子？ 

6. 為甚麼  會讓晏殊當高官？  

7. 為何  要賞識他？ 

8. 為甚麼  很賞識晏殊？ 

9. 為甚麼  會那麼賞識他 

 

  覺得晏殊誠實的原因 

1. 為甚麼  聽完晏殊的話更覺得他誠實可靠？ 

2. 為甚麼  覺得晏殊誠實可信？ 

3. 為甚麼  覺得他誠實可信？ 

4. 在第二段裏，  為甚麼覺得晏殊很誠實？ 

 

 

晏殊被當做神童的原因 

1. 為甚麼晏殊被人作為神童？ 

2. 為甚麼人們會叫他做神童？ 

 

晏殊被召入 宮考試的原因 



1. 為甚麼晏殊被召入 宮考試？ 

2. 為甚麼晏殊要參加考試？ 

3. 他為甚麼會被召入宮？ 

 

大 疑惑的原因 

1. 為甚麼大 們都很疑惑？ 

 

  會覺得晏殊不參加宴會的原因 

1. 為甚麼  覺得晏殊不去宴遊 

 

重整性： 

 

內容方面 

1. 晏殊的主要內容是甚麼？ 

2. 文章的主旨是甚麼？ 

3. 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 

 

性格 

1. 你會如何概括  的性格？ 

2. 你認為晏殊有甚麼性格？ 

3. 你覺得晏殊他的性格是甚麼，為甚麼？ 

4. 通過這個說明文，你可猜猜晏殊有甚麼性格？ 

5. 你會如何概括晏殊的性格？ 

6. 你會如何概括  的性格？ 

 

伸展性： 

 

文章的啟發和道理： 

1. 晏殊帶出了甚麼道理？ 

2. 晏殊的道理是甚麼？ 

3. 你在這章學了甚麼？ 

4. 這個故事的道理是甚麼？ 

 

評鑒性： 

 

對《晏殊》短文道理的評價 

1. 同意晏殊帶出的道理嗎？ 

 



對人物的評價：學習態度 

1. 你欣賞晏殊的學習態度嗎？ 

 

創意性： 

 

情節的另一種可能 

1. 如果晏殊夠錢，他會不會去宴遊？ 

 

待定問題：（與文章內容無關，但具有教學和探究意義的問題） 

 

超出篇章內容，關於晏殊沒有錢財的問題： 

1. 為甚麼晏殊沒有錢財？ 

2. 為甚麼晏殊沒有錢？ 

 

作廢問題：（與文章內容無關，且沒有教學和探究意義的問題） 

 

1. 有甚麼國家？（內容不涉及） 

2.   解釋甚麼？（空泛） 

3. 為甚麼晏殊 14歲要因才華出眾？（難理解） 

4. 他被眾作甚麼？（難理解） 

5. 為甚麼太子讀書是甚麼？（難理解） 

6. 晏殊有甚麼（難理解） 

 

 

  



附錄 15：其他發現 

由於篇幅關係，學生對自我提問的功能認知、對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認知、對自我提問感覺

的認知和影響自我提問的因素的這些發現將會收錄與附錄中。 

 

筆者於前測的問卷中詢問學生有否嘗試過自我提問，結果在 26 位同學中有 14 人嘗試過，佔

總人數的 54%，有 12 位同學沒有嘗試過，佔總人數的 46%。使用過自我提問的學生也只有僅

僅一半，沒有使用過該策略的同學也接近一半，沒有很多同學使用過此策略。所以，教授同

學使用自我提問策略有其必要性。 

 

學生對自我提問功能的認知方面,認為自我提問有「1.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理解篇章基

本內容」功能的學生從 17 人稍微增加 1 人至 18 人。認為「2.學習新課文期間，幫助自己進

行深層次思考和學習」功能的學生亦從 12人增加至 14人。而認為「3.學習新課文後，幫助

自己溫習，鞏固記憶」、「4.在學習期間和學習後，了解自己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解決有疑難

的地方」、「6. 其他」則分別增加 8人、6人和 1人。選擇「5. 不知道」的學生則減少 5

人。（見表十一）反映學生對自我提問功能的認知有增加，雖然增長幅度較小，但也證明自我

提問策略的學習能增加他們對自我問題功能的認知。 

 

（表十一） 

 

對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認知方面，學生於前測問卷評價自己的提問能力平均分為 2.8 分，於

後測問卷評價自己的提問能力平均分為 3.32 分，學生評價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平均分數增加

了 0.52，反映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學生認為自身的自我提問能力有提升。事實上這並非學

生主觀的、缺乏根據的看法。筆者比較了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和學習策略後學生自評分數與

自我提問數目的關係，結果發現無論是學生的提問總數28與自評分數的關係還是實際提問數目
29與自評分數的關係都是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才出現關係明顯的情況，即自評分數越高，提

問數目越多。（見圖十二至十五） 

 
28 包括了與文章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以及與文章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即：待定問題、作廢問題）。 
29 只包括了與文章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不包括與文章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即：待定問題、作廢問題）。 



 

這是因為進行前測擬定問題的任務時，學生還沒學習自我提問策略，較少接觸或從未接觸自

我提問的閱讀策略不了解自己的自我提問能力，對自己的提問能力的認知薄弱，前測的自評

分數與自我提問數目的關係不太明顯。但是進行後測擬定問題的任務時已經學習和嘗試自我

提問的策略，對自己的提問能力的認知增加，所以自評分數和提問數目的關係逐漸明顯。反

映學生對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認知增加。 

（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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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圖十五） 

 

另外，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擬定最多基礎層次和進階層次問題的排序如下：（見圖十六至

二十一） 

2-3 分組別 → 4-5 分組別 → 0-1 分組別 

反映學生自評分數與自我提問問題層次的關係不明顯。 

 

但是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擬定最多基礎層次和進階層次問題的排序如下：（見下棒形圖） 

4-5 分組別 → 2-3 分組別和 0-1 分組別 

值得注意的是 2-3 分組別在基礎性層次的問題較多，但 0-1 組別的學生擬定的進階問題比 2-

3 分組別的同學多。反映自評分數越高，越能擬定基礎性和進階性問題 

 

這是因為進行前測擬定問題的任務時，學生還沒學習自我提問策略，較少接觸或從未接觸自

我提問的閱讀策略不了解自己的自我提問能力，對自己的提問能力的認知薄弱，前測的自評

分數與自我提問層次的關係不太明顯。但是進行後測擬定問題的任務時已經學習和嘗試自我

提問的策略，對自己的提問能力的認知增加，所以自評分數和提問層次的關係逐漸明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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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學生對自身自我提問能力的認知增加。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對自我提問感覺的認知方面，對自我提問感覺正面（即：容易、感興趣）的學生增加了 9

人，對自我提問感覺負面（即：困難、反感、不可能等）的學生減少了 1 人。學生對自我提

問的感覺趨向正面。而沒有特別感覺（即：中間）的學生亦減少 5 人。（見表二十二）經過學

習，學生對自我提問的感覺和情緒的認知更加清晰和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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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在影響自我提問的因素方面，筆者分析了學生對自我提問的感覺與提問數目的關係（見表二

十三和）。結果發現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前擬定問題的平均數整體偏低，而提問數量的多少與感

覺和情緒沒有規律。但是在學習自我提問策略後，擬定問題的平均數整體偏高，而提問數量

的多少與感覺和情緒開始有規律，出現擁有正面情緒的問題平均數越高，而擁有負面或無特

別情緒的平均提問數則越低。這反映了學生對自我提問的情緒/感覺會影響自我提問。同時，

自我提問的問題數目會影響學生對自我提問的情緒/感覺。由於學生學習自我提問的策略後，

學生學會了擬定問題，那麼他們就能擬定更多的問題，擬定更多的問題能夠作為一個外在動

機激發他們對自我提問側成功感，增加對自我提問的正面情緒，從而更願意去擬定更多的問

題。 

（表二十三） 

（表二十四） 



由此可見，自我提問策略的訓練能夠增加學生對自我提問功能、自身自我提問能力和對自我

提問感覺/情緒的認知，其中他們對自我提問的感覺更越趨正面。另外，學生對該策略的感覺

會影響他們的提問數目，但是不會影響他們的提問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