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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形式電子書為媒介的 
親子共讀閱讀行為研究ψ

陳冠銘a*　袁千雯b

摘要

親子共讀是親子互動相當重要的學習活動之一，也是培養兒童文

字能力、閱讀能力與其他心智能力成長的重要機會。在親子共讀

中，兒童除了從書籍內容中獲得知識外，也會從與家長的討論中

獲得能力訓練。除此之外，親子在共讀時的互動也是影響兒童學

習的重要要素。本研究招募14組親子，以訪談為主、觀察為輔的
方式，進行電子書親子共讀行為研究，前者觀察親子於三種不同

內容、形式與閱讀方式之電子書（文字、語音、AR）進行親子共
讀，所呈現的各種口語、非口語行為；後者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

深入探討，並與觀察資料進行對照。本研究發現在不同電子書載

具與形式下，各組家長與兒童之間對話內容、肢體互動等閱讀行

為有所差異，親子觀點也有所不同。

關鍵詞： 親子共讀，電子書，閱讀行為，閱讀

緒　論

由於COVID-19 的爆發與流行，公共區域與接觸成為了具備風險的區域與
行為，在疫情限制之下，為避免群聚感染，讀者造訪圖書館與紙本書店的頻率

大減，甚至可能造成潛在接觸感染風險。面臨紙本書與公共區域的傳染風險，

除了透過網路訂購紙本書外，電子書的閱讀可被視為替代方案之一，教育部也

推薦民眾以線上閱讀方式來滿足疫情期間對於閱讀的需求。從另一方面來看，

對於兒童讀者來說，利用3C產品閱讀電子書，可能會導致過度使用，導致兒

ψ 本文改寫自陳冠銘之碩士學位論文「以不同形式電子書為媒介的親子共讀閱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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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沉迷、造成視力傷害或資訊疲勞綜合症（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等問
題，家長與兒童的對話與互動也可能相對減少，而出現世代的溝通與互動隔閡

（Revelle & Bowman, 2017）。
對此，如何讓兒童在使用3C產品進行閱讀與避免3C工具所造成的不良影

響中達到平衡，本研究提出家長與兒童進行親子共讀作為可能有效的中介策

略，透過讓家長加入共同閱讀的過程，達成與兒童閱讀習慣的培養以及與兒童

溝通互動的目標。在過程中除了讓家長能更加瞭解兒童使用3C產品的情況，適
時判斷並調整兒童使用3C產品外，還能透過與兒童一起閱讀，有更進一步的溝
通、互動與知識看法交流。除了書籍本身的文字內容，電子書的媒體形式（media 
modes）涉及圖像、聲音、動態圖像與影片、超連結等多媒體內容。互動方式可
能以點擊、螢幕滑動，代替原先在紙本書上的畫記、翻閱等動作。透過單種或

多種多媒體（圖像、文字、影音）組合，傳輸方式或載體類型（例如：光碟、磁

碟）等內容，都能成為區分電子書的依據（黃羨文，1995）。為瞭解不同形式電子
書之間對親子共讀的互動行為造成哪些差異，是本研究的探討項目之一。

陳昭珍等（2010）曾經提出，國小兒童閱讀能力低落的原因，包含了家長
不重視兒童從小閱讀的閱讀習慣培養，學校與教育單位培養兒童閱讀策略不夠

全面。為瞭解及處理家長在親子共讀所面臨的問題，近期家長、兒童這親子共

讀主要的兩大角色以外的第三角色，包含學校、圖書館等相關教育單位與人

員，開始以多樣化的方式來推廣與輔助親子共讀，包含開設教育課程與學習

單，讓兒童與家長交換想法並記錄（沈歲鳳等，2013）；提供場地與書籍給前往
政府單位辦理事宜的家長與兒童（林昀萱等，2016）；圖書館跟政府單位合作的
「閱讀起步走 Bookstart」計畫，提供場地與書籍給親子進行共讀，並開設共讀
活動，提供獎勵以增進親子共讀意願，更提供家長親子共讀的相關知識，讓家

長瞭解親子共讀的重要性與共讀方式（林騰蛟等，2019）。
親子共讀的品質、過程與成效對於培養兒童閱讀興趣與理解文字、故事的

能力具備相當重要的地位（張鑑如、劉惠美，2011）。有鑒於此，本研究以
觀察法與深度訪談進行 14組親子共讀互動的實地研究，希望瞭解以下兩個
研究面向：

㈠家長與兒童以電子書為媒介進行親子共讀時，會產生怎樣的親子共讀行
為。更具體地來說，本研究關注親子共讀行為中的溝通內容與肢體互動方式，

包含家長的指導與進行討論的行為，以及兒童在電子書與家長兩方之間接收資

訊時所呈現的反應與動作。

㈡電子書的多媒體與功能，對親子共讀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希望探討電子
書呈現的媒體形式、內容與使用方式，對親子共讀過程所產生的對話與肢體動

作以及兒童的文字與故事理解有何影響性。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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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㈠ 從親、子閱讀到親子共讀：以紙本書為媒介
根據張鑑如與劉惠美（2011）親子共讀相關研究可分成探討親子共讀溝通與

肢體互動的「行為」，與家長或兒童在親子共讀完成後所形成的「成效」兩者。

親子共讀行為意指家長與兒童在共讀時所說的話、進行的動作，還有雙方互動

時的反應與回饋；親子共讀成效則是指兒童在共讀中與共讀後所獲取的知識與

能力成長，包含文字辨識與表達能力、知識理解能力等。本研究將以這兩個面

向為主軸探討親子共讀。

㈡ 親與子共同閱讀的定義與閱讀行為
親子共讀的廣泛定義，可描述為「家長」與「兒童」一起閱讀一本書（張鑑如、

林佳慧，2006；張鑑如、劉惠美，2011；簡碧瑱、涂妙如，2012；陳惠茹、 
張鑑如，2013；Revelle & Bowman, 2017），也就是所謂的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張鑑如、劉惠美，2011）。在國內外的親子共讀研究中，親與子兩個
角色必須具備溝通、互動（陳惠茹、張鑑如，2013）、分享（張鑑如、劉惠美，
2011）等特有於獨立閱讀的行為。其中家長、老師或圖書館志工等成人做為親
子共讀行為的主要角色之一，以及肩負親子共讀中指導兒童、回答兒童文字或

書籍內容理解上問題的使命，甚至扮演著帶領兒童進行閱讀的角色（陳惠茹、

張鑑如，2013）。對於家長來說，與兒童的親子閱讀是一個教導兒童的好機會
（張鑑如、林佳慧，2006）。親子共讀被視為一種家庭閱讀，目的在於家長與兒
童藉由不同的方式參與討論，分享彼此閱讀的心得與想法（孔德仁等，2019），
本研究認為，家長於親子共讀中未做出任何指導或帶領討論的行為，僅陪伴兒

童在閱讀時自己思考問題，並沒有進行知識與看法的交流，定義上可能視同於

兒童獨立閱讀。因此家長僅做出陪伴行為的親子共讀並不納入本研究的親子共

讀探討範圍。

本研究認為溝通行為是親子共讀中的重要行為，透過口語對話，家長可

與兒童彼此傳遞、交換知識訊息與看法。De Temple與Tabors（1994）曾經將
親子共讀中的「互動類型」，分為1.家長唸故事給兒童的直接性閱讀（straight 
readers）；2.家長唸誦一次、兒童跟著覆誦一次的覆誦性閱讀（recitation 
readers）；3.家長邊唸故事，邊跟兒童討論書內容的標準型互動（standard 
interactive readers）；4.家長與兒童討論內容偏向圖片的非閱讀型（non-readers）。
張鑑如與林佳慧（2006）也根據家長的引導方式，與兒童的回應方式，分成1.標
準互動型，兒童以回應名字、屬性與跟讀者（兒童）有關聯的內容為主；2.認
識物品型，兒童回應家長所詢問的物品於書上的位置，並會回應人物或物品的

名字；3.覆誦型，兒童會重複唸一次家長所朗誦的內容，並可能會預測接下來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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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內容；4.要求型，兒童會詢問人物或物品名字，並表達同意、讚許的反
應，此類型兒童在共讀行為上較為主動；5. 給予型，兒童會預測接下來的故事
內容，並提供跟讀者（兒童）有關聯的內容。

從「溝通內容」的層次來看，De Temple（2001）以及張鑑如與林佳慧
（2006）將親子共讀的內容分成即時即地訊息（immediate talk）與非即時即地訊
息（nonimmediate talk）兩種。即時即地訊息意指家長聚焦於書本上所見資訊，
對話主題為眼前或書本立即可見，包含以下五種：1.命名（name or label），人
物或物品的名字、稱呼；2.屬性（attribute），人物或物品的顏色、特性；3. 位
置（location），人物或物品於書上的位置；書本為主的內容（book focus），故事
的名稱或故事的作者；4.覆誦（recite）家長唸誦後，要兒童重複唸一遍；5.故事
回顧（recalled text），回憶故事內容，通常由家長要求兒童。非即時即地訊息意
指家長聚焦於故事線（story line）上陳述故事情節的發展，並將書中的情節內容
與兒童的個人經驗作連結，鼓勵兒童說出非眼前或非書本文字和圖畫可見的內

容，包含字詞 （vocabulary/language）、字形（print related）、文本連結文本（text-
text）、文本連結讀者（text-reader link）、推論（inference）、預測（prediction）、其
他常識（world knowledge）等七種。此外，De Temple與Tabors（1994）將家長於
親子共讀的引導溝通內容分成1.要求（request），亦即要求對方提出回應訊息的
動作；2.給予（give），給予對方訊息的動作。並且，針對閱讀中的訊息傳遞分
成1.注意訊息（attention），家長或兒童要求另一方注意其中一個文字或區塊；
2.澄清訊息（clarification），家長或兒童如有不清楚或疑惑地方，會請對方重複
或提出解釋；3.評價訊息（evaluation），家長或兒童針對書中文字、圖像或內容
進行主觀評論的對話訊息；4.資訊訊息（information），家長或兒童會要求或給
予對方書本內容的訊息。

最後，從親子共讀的「互動行為」方面，家長與兒童會出現：1.指向圖或
文字；2.翻頁；3.指讀三種。首先，家長在指著書本上圖片或文字時，可能是
要求兒童注意某段文字或某張圖片（Sénéchal et al., 1995）。翻頁部分，大多是
由具備主導行為的家長來進行（陳惠茹、張鑑如，2011），如果出現兒童主動翻
頁的動作，可能是因兒童對於接下來的內容充滿期待，或者對於現在頁數的內

容感到無趣（Sénéchal et al., 1995）。而指讀方面，陳惠茹與張鑑如（2013）在探
討家長使用指讀（邊用手指著文字閱讀）與文字討論對兒童認字的影響研究發

現，有無口述或用手指著文字的方式引導兒童，會影響兒童在閱讀行為中辨識

或學習文字的成效。而且具備指讀或討論，會增加兒童提出討論的頻率和自主

性。陳惠茹與張鑑如（2013）也提出，家長的文字指引策略會影響兒童的認字能
力：在親子共讀行為中，家長或老師只使用對話方式引導兒童閱讀，兒童在認

字上的閱讀成效，會比使用文字指引的方式還差。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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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內容，本研究根據相關研究所提出之「互動類型」、「溝通內容」、

「互動行為」三個層次的框架，建立本研究的觀察以及訪談大綱。

㈢ 親與子共同閱讀的成效與影響成效要素
親子共讀的成效一直是兒童語文發展與教育領域關注的事項，特別是針對

兒童的口語能力與閱讀能力（張鑑如、劉惠美，2011）。原因在於許多親子共
讀研究均發現，具備溝通的親子共讀行為會促使兒童在文字與語言上的認知能

力、辨識能力與表達能力獲得顯著提升，而兒童透過親子共讀行為中的對話與

互動可獲得語言或肢體動作的訓練（陳惠茹、張鑑如，2011，2013；Pearson et 
al., 2012）。在國立臺灣圖書館2020年的閱讀起步走（Bookstart）閱讀手冊（林
騰蛟等，2019）提出了兒童須早期擁有親子共讀的建議，原因在於兒童於早期
從閱讀中獲得語言活動經驗，能有助於腦部的正向發展，並且與家長聯繫更密

切。家長與兒童具備共同閱讀的習慣，還能啟發孩子的口語詞彙能力。Pearson
等（2012）也提出，兒童的語言辨識與想法檢測，能在共讀行為後獲得提升，
尤其四歲或以上兒童成長的程度會更高。家長會使用較為抽象的詞語來回應兒

童所提出的對話內容，這些內容可能又與書中角色的性質有關，例如：故事人

物、家庭成員。而相反地，兒童較常藉由個人的經驗來進行理解，並且對談的

內容偏向於與兒童自己相關的內容（Kucirkova et al., 2021）。
除了語言能力外，也有學者針對兒童敘說故事主角心智狀態，與兒童情緒

理解能力的影響。例如周育如與張鑑如（2008）透過「幼兒心智理論」（children’s 
theory of mind）分析30位五歲兒童在進行親子共讀後對於敘說故事主角心智狀
態能力的影響，也就是用口語行為描述故事人物的心情，並進而提出了「錯誤

表徵敘說層級」。研究結果發現，家長採用較高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與引導討

論方式，其兒童的心智敘說表現最佳，反之，家長採用較低錯誤表徵敘說層

級及主導描述方式，其兒童的心智敘說表現最弱。且兒童開始親子共讀的起始

年齡愈早，兒童在重新論述這些錯誤敘述的表現愈佳。此外，周育如與黃迺毓

（2010）探討親子共讀的情緒言談對兒童情緒理解能力的影響，結果發現父母以
「故事角色心中的想法」來解釋情緒原因時的情緒言談，對兒童的情緒理解能力

有關係。

上述的親子共讀研究多以紙本書為主，為了讓閱讀者的閱讀與使用體驗更

多元豐富，近期的電子書開始加入了許多不同於紙本書的元素，尤其針對兒童

所設計的兒童電子書為達成吸引兒童使用並閱讀的目標，應用了許多不同的科

技設計。然而，即使是同樣由文字或靜態圖片完成的電子書，紙本書與電子書

之間的閱讀體驗還是有差異。Xu等（2019）在比較電子書與紙本書的異同時，
提出了「印刷概念」（concepts of print）的概念。「印刷概念」意指書籍呈現的排
版設計，包含內容的頭尾、段落的順序與大小比例、閱讀順序等。傳統的紙本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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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書籍的文字大小與閱讀順序通常較為固定；電子書則可能會因檔案的格

式、3C產品大小與操作方式、電子書的多媒體與功能等特殊情況，而有不同。
讀者在接觸到電子書時，印刷概念就需要重新學習並且適應，磨合出不同的閱

讀行為。在紙本書進行數位化時，需要將紙本書與電子書的印刷概念差異做為

轉換考量之一。也因此，針對電子書親子共讀相關的探討需要與紙本書研究做

出區隔，這也是本論文欲著墨的重點。

㈣ 兒童年齡與閱讀能力
兒童處於不同年齡階段，其文字與聲音的辨識、表達能力，與發展的心智

成長階段會有差異。根據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兒童的認知發展會依照其年
齡成長，從本能感覺慢慢發展至具備推理思考，再至邏輯推理與抽象思考發展

成熟（Piaget, 1952）。此外，Erikson依照年齡分成八個階段，人在每個階段會
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且挑戰成功或失敗時，對於人未來的心智發展有哪些影

響性（Erikson, 1950）。依據前述Piaget提出的認知發展論（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與Erikson提出的「人生八個心理發展階段」，本研究挑選適合於
研究目標的兒童族群。考量本研究想要瞭解兒童親子共讀行為中的口語、非口

語之回饋動作，評估受測兒童需具備「基礎的語言閱讀與表達能力」，以及「知

識彙整與理解能力還尚未發展成熟，需透過與家長的討論而瞭解書籍內容」這

兩項特性，本研究根據Piaget提出的具體運算階段（7至11歲）與Erik Erikson提
出的童年期（6至12歲）為合適於本研究的目標族群。

依照前述介紹，親子共讀為家長、兒童與書本三者之間緊實的知識交流，

當作為媒介的書本從原先的紙本書，轉換至具備多媒體、互動功能等特性的電

子書，在知識傳遞與共讀交流的介面與內容上有所不同，兒童所投注的專注

力，與家長之間的溝通與互動也可能因此有所影響。並且，研究顯示兒童於兩

歲以上才開始有操作電腦、平板電腦的情況，並在科技發展之下，三歲以上的

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有上升的趨勢（Rideout, 2011）。以下將探討電子書的
特性與發展，以及目前以電子書進行親子共讀的研究。

㈤ 電子書定義與共同閱讀行為研究
1. 電子書與紙本書使用差異研究
相較於紙本書籍，電子書具備攜帶保存方便、取得快速容易、查閱快

速、可融入多媒體與超連結功能等特性（林旻柔，2007）。有些人認為讀者透過
紙本書所進行的閱讀行為，比較接近於閱讀的定義，但也有人覺得閱讀網路新

聞、部落格文件與社群媒體訊息，也屬於閱讀行為的一環，定義上的閱讀應該

不能限縮於紙本書籍或文件（諾命．帖楠，2020）。近期的電子書研究中，探討
的3C產品形式以平板與電腦為主要大宗，並且也發現數位閱讀帶來了新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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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行為，例如以點選下一頁或上一頁按鍵的翻頁方式、可點選按鈕獲得更多註

解或說明的超連結等（黃國樑，2014; Kostick, 2011）平板與電腦的呈現格式與
操作上有所差異，也形成在不同3C產品上使用體驗與閱讀行為的差異。舉例
來說，於電腦上閱讀電子書如同完成文字處理的任務，讀者會想要趕緊完成閱

讀；而讀者使用平板電腦閱讀時，因平板電腦可握在手中，讀者可使用自覺舒

適的姿勢來閱讀，因此會閱讀得比使用電腦閱讀時為慢，且也比較適合於深入

閱讀（黃國樑，2014）。 
在如此眾多且豐富的電子書種類發展階段，學者透過電子書的內容、出

版載體的不同，將電子書種類分為幾種類型，包含以文字為主的電子書、有圖

片或動畫的電子書、運用互動影音（interactive audio）所錄製的有聲書（talking 
electronic books）、具備兩種或以上的多媒體電子書（multimedia electronic 
books），或可提供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的網絡空間電子書（cyberspace 
electronic books）等（黃羨文，1995；游信文等，2010）。除前述提及的類型研
究外，在電子書不斷調整格式與融入新元素之下，近期也開始發展針對電子

書各項特色與功能的探討：⑴互動功能，機器與讀者之間如何互動與回饋（陳
科佑，2014），研究發現，受測者常因找不到功能或不知如何操作，而出現閱
讀困難。⑵模擬紙本閱讀設計：這是吸引紙本書閱讀愛好者所做特殊設計，除
模擬紙本書翻閱功能（Xu et al., 2019），還有閱讀介面與書寫、註記功能等。
目前專門的電子書閱讀器常見的有Amazon開發的Kindle，Sony開發的Sony 
eReader，以及Apple開發的Apple iPod等等（雷碧秀，2018）。

在3C產品與網路科技發展下，電子書已成為閱讀載具的一項選擇，相較
於紙本書籍，電子書具備攜帶保存方便、取得快速容易、查閱快速、可融入多

媒體與超連結功能等特性（林旻柔，2007）。讀者選擇透過紙本書或電子書的考
量條件有很多種，包含介面、操作方式（Xu et al., 2019）、互動功能（陳科佑，
2014）或書籍的取得方式等（陳科佑，2014；林世堯等，2016；雷碧秀，2018；
諾命．帖楠，2020）。根據不同載具，電子書操作方式可透過鍵盤滑鼠點擊、
拖動，或用螢幕滑動等方式來進行。除了翻頁、標註等閱讀行為與紙本書有差

異性外，還有搜尋（陳科佑，2014）、下載（張育綺，2014）等電子書所獨有的
操作方式。習慣閱讀紙本書的讀者在初次接觸電子書時，可能因這些特殊功能

遇到困難（Xu et al., 2019）。雖然電子書的形式與操作方式與紙本書有所差異，
但在閱讀行為中，兩者依然具備一些相同的資訊接收方式，包含擷取書籍內

容、檢索書籍內容、統整內容、將內容以自己觀點解釋，並進行反思、評價

等（張郁雯、柯華葳，2019）。而電子書的閱讀行為除會受到紙本閱讀能力影響
外，讀者的電腦使用能力，包含讀者對3C產品的理解程度，以及操作的熟悉
程度也影響閱讀體驗（張郁雯、柯華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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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與子以電子書共同閱讀研究
目前許多以電子書進行親子共同閱讀的相關研究，將電子書分成多媒體

（圖像、聲音、影片）與互動功能（按鈕、遊戲）兩項設計與使用體驗來做探

討。Revelle與Bowman（2017）比較家長與三歲兒童透過紙本書與電子書共同閱
讀的互動模式時，發現使用紙本書進行親子共讀時的語言互動，比使用電子書

籍時的語言互動還多，尤其與書籍內容有關的對話。他們推測，可能是電子書

的動畫、音樂等多媒體，使兒童專心閱讀電子書，造成與父母的互動減少。張

育綺（2014）研究12組媽媽與幼稚園大班兒童使用電子書與紙本書進行親子共
讀的差異性，發現親子在使用電子書進行共讀時，能培養兒童的文字辨識與表

達能力的訊息（包括書本概念、經驗結合、文字意識與讀音）出現次數，明顯

少於使用紙本書共讀。文字意識（對於生字、文字的認知與注意力）與讀音在紙

本書進行共讀與電子書進行共讀的兩個情況之下，使用的頻率差異相當大。張

育綺（2014）還發現兒童會因電子書的多媒體功能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使兒童專
注於電子書上，但兒童的專注目標傾向於電子書上的互動特效與遊玩，而非閱

讀。Korat與Or（2010）研究三、四歲兒童的電子書親子共讀中，發現與紙本
書共同閱讀行為相比，以電子書進行共同閱讀會呈現母親指導與回覆的情況居

多，且兒童主動對話較多的情況。

在以前的研究中，會將電子書的多媒體與互動功能一起探討，並提出了過

多的配置會促使兒童與家長的溝通與互動行為減少（陳惠美等，2012；Xu et al., 
2019）。近期電子書親子共讀研究，開始出現將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分開探討，
甚至將多媒體、互動功能細分，以詳細多元的呈現方式與功能來進行探討。

Takacs等（2015）研究多媒體技術書籍的研究中，提出非語言訊息（包含動畫效
果、背景聲音、音樂）可幫助兒童理解文字與書籍，尤其在兒童遇上識字或內

容認知困難時；同時，他們覺得用於讓兒童更加理解內容的特殊按鈕與遊戲等

等的互動元素，反而會干擾兒童理解書籍的內容，原因在於兒童的認知超出負

荷。Parish-Morris等（2013）在五歲兒童的電子書共同閱讀研究中，發現親子以
沒有多媒體與互動等電子功能的電子書進行共讀，對話提出的問題會以故事內

容為主。反之，使用具多媒體與互動等電子功能的電子書時，家長與兒童則會

出現許多以行為有關的對話與問題。Korat與Or（2010）研究三、四歲兒童的電
子書親子共讀中，提出電子書的中介媒體，會成為部分替代母親主導或解釋的

角色，也能透過電子書的互動程序，增加難度較高的字詞、清晰的圖像與故事

內容的延伸，增加兒童在共同閱讀行為的參與度。Cheng與Tsai（2014）在親子
使用以電子3C產品掃描紙本書，呈現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
的電子書來做共同閱讀的研究中，發現兒童在閱讀和控制AR書上，比家長更
感興趣，而且兒童可能會嘗試觸摸AR元素。但相較起來，部分兒童在AR圖畫
書更容易分心。家長雖然對於圖片或AR元素的評論有頻繁出現，但與兒童面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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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互動行為相對較少，且家長沒有出現要求兒童對家長的評論提出回應要求

或覆誦。此外，兒童可透過擴增實境的功能，清楚描述物品外觀，而且家長與

兒童以互動方式進行AR圖畫書的共同閱讀時，兒童敘述物品外觀的能力會提
升。這可能表示，兒童在自己操作AR電子書，可能會讓他們更常描述物品外
觀，但如果由家長操作，兒童可能就無法培養透過跟家長一起閱讀時，培養對

物品外觀的認知行為。

學者以不同形式的電子書探討親子共讀時的行為可能沒有考慮同時進行

不同形式電子書的比較。本研究企圖比較文字為主電子書，動態圖像有聲電子

書，與AR電子書作為親子共讀載體之差異。此外，本研究希望以親與子兩個
共讀主要角色的角度，探討在使用不同多媒體與互動功能的電子書下，親子共

讀行為之呈現與差異的原因與看法；此外，部分文獻提出家長與兒童在電子書

上的專注程度或操作頻率，會影響家長與兒童的互動行為（Cheng & Tsai, 2014; 
Revelle & Bowman, 2017）。

本研究綜觀文獻回顧與研究目標，提出以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做為選定年

齡範圍，主要考量以下情況：⑴本研究希望能蒐集以兒童為視角，對於使用電
子書進行親子共讀的觀點；⑵由於研究目標著重於兒童的語言、情緒與理解能
力的訓練與成長，歷屆親子共讀研究之年齡層偏向學齡前兒童範圍；⑶雖然年
紀較小的兒童接觸電子產品有成長趨勢，家長會因兒童的身體與心理健康，限

制或適時減少兒童的電子產品使用時間與頻率。綜上文獻回顧，本研究針對電

子書的多媒體、互動功能對親子共讀口語、非口語閱讀行為的影響，提出本研

究問題：家長與兒童以不同形式電子書（包含文字、動態讀像有聲、AR電子）
進行共同閱讀時，會出現哪些口語與非口語閱讀行為，並且這些行為如何受到

電子書的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影響？

三、研究方法

㈠ 研究對象
本研究招募14組家長與兒童進行研究，研究對象分別為家長、兒童。家長

部分，本研究共招募七位爸爸與七位媽媽（M = 43.1歲，SD = 3.8）。家長招募
條件須為兒童的照顧親屬，需要具備3C產品使用經驗，以及至少一個月一次
的親子共讀經歷，以防止家長在引導或操作書籍時，因不熟悉電子書而做出非

平時親子共讀的行為。兒童部分，本研究共招募七位男童與七位女童（M = 8.9，
SD = 2.2）。兒童自己使用電子書人數與未自己使用電子書人數比例為9：5。

依照前述文獻回顧，本研究採用6歲至12歲的學齡期兒童，教育等級為國內
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並須具備基礎文字辨識能力，以便在後續的半結構訪

談中，瞭解兒童進行親子共讀行為的原因。詳細受測家長與兒童資料，請見表1。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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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測家長與兒童資料

編號
家長 兒童

閱讀的電子書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性別 年齡

A 男 42 碩士 女 7
OCEANS最美的
海洋需要我們一
起來保護
文字為主電子書

B 女 49 碩士 男 12
C 男 46 碩士 女 12
D 女 45 高中（職） 男 7
E 女 45 大學 女 11
F 女 38 碩士 女 6

醜小鴨
動態圖像電子書

G 女 44 大學 男 8
H 女 40 大學 女 7
I 男 50 博士 男 7
J 男 45 大學 男 11

小山羌與樹葉
AR電子書

K 女 40 大學 男 12
L 男 38 大學 男 9
M 男 38 大學 女 8
N 女 44 四技／五專 女 7

㈡ 研究流程
本研究分別使用觀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法，以訪談為主、觀察為輔的方

式做設計。首先研究人員以公開招募方式，於社群媒體與群組張貼宣傳圖像進

行招募宣傳，有意願家長與兒童進行報名後，研究人員會先確認家長與兒童是

否符合招募對象條件。確認符合後，由家長跟研究人員記錄基本資料與聯絡方

式，並排定後續的研究時間與地點，考量到受測者的隱私安全，以及疫情時期

防止住家傳播風險，本研究不選擇受測者的住家為指定受測地區，地點由受測

家長與兒童選擇平時會一起進行親子共讀的公共場域，再由研究人員於指定時

間前往，與受測家長與兒童進行研究調查。

研究開始之前，研究人員會對家長與兒童詳細介紹研究內容、研究流程

與研究時可能會造成的風險，取得家長與兒童雙方的知情同意後，由家長簽署

知情同意書。完成後，首先會進行觀察前問卷資料，蒐集受測家長與兒童的年

齡、教育背景、職業，與受測家長與兒童的3C產品、親子共讀經歷。資料蒐
集完成後，研究人員請家長與兒童由文字為主電子書OCEANS最美的海洋需要
我們一起來保護、動態圖像電子書醜小鴨與AR電子書小山羌與樹葉三本不同
類型的電子書中挑選一本，透過研究人員準備的 iPad Air進行親子共讀。觀察時
間長度依照受測親子的閱讀速度、討論內容，以及電子書內容量而有所不同。

在進行親子共讀時，研究人員在旁按照觀察大綱（見表2），側寫家長與兒童的
對話與互動，記錄對話內容與肢體動作，以供第二階段深度訪談參考使用。

本研究參考張鑑如與林佳慧（2006）、張育綺（2014）的研究設計，擬定並
調整觀察大綱架構，如果研究人員發現無法歸類於觀察大綱的特殊親子共讀行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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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也會記錄於資料中。觀察到的親子共讀行為，會由研究人員以文字與錄

音資料進行詳細記錄，與訪談資料進行對照後進行整理，非口語行為部分，考

量到研究受測地點以公共地區為主，進行攝影會造成非受測者肖像權等相關權

益問題，對此本研究不以攝影方式記錄非口語親子共讀行為。為增加研究信度

與效度，本研究透過擬定之觀察大綱操作型定義，由研究人員對所有口語與非

口語行為進行詳實文字記錄，並以半結構訪談方式，諮詢家長與兒童兩者所有

親子共讀行為之有無與原因，親子共讀行為類型的判斷，本研究依照其操作型

定義做判斷，確認該行為屬於哪種親子共讀行為。每次觀察時間會根據每組閱

讀時間而定，研究人員不另外規定時間。

受測親子完成共同閱讀後，研究人員會在整理完觀察資料後，分別對家長

與兒童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過程進行全程錄音，以供後續研究探討使用。

表2　觀察大綱
口語／
非口語

觀察主題 項　　目 操作型定義

口語 
行為

互動類型

直接性閱讀（straight readers；
即按本宣科）

家長逐字念出故事內容。

覆誦性閱讀（recitation readers）家長唸誦一句，兒童跟著
覆誦一句。

標準型互動（standard 
interactive readers）

家長除了唸誦故事，會停
下來與兒童討論內容。

非閱讀型（non-readers；即認
識物品型）

親子傾向於傾向於圖片的
討論。

話
語
內
涵

即時即地話語

討論「位置」（location） 角色與物品於書上位置。

描述「特性」（attribute；即屬
性）

書中物品與角色的顏色、
特徵 (屬性 )。

給予「命名」（name or label） 書本上物品與角色名稱。

討論「書本觀念」（book focus）代表故事的名稱、是誰寫
這個故事。

「覆誦」語句（recite） 家長唸誦後，兒童跟著覆
誦。

要求「故事回憶」（recalled 
text）

回想剛剛讀過地方，讓兒
童回憶故事提到的內容。

非即時即地話語

文本連結文本（text-text） 文本故事與之前讀過文本
故事做連結。

文本連結讀者（text-reader link）故事內容與幼童生活經驗
做連結。

引導「推論」（inference） 推論故事情節發生原因、
主角動機等。

引導「預測」（prediction） 猜測故事接下可能發生情
節。

教導「字形」（print related） 認識書中文字的形體。

教導「字的讀音／意思」
（vocabulary/ language）

書中文字讀音和意義。

教導「其他常識」（world 
knowledge）

與書本訊息相關其他知識
或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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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見表3）參照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觀察大綱，瞭解家長與兒童的討
論內容以跟觀察資料做對照，以及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對家長或兒童親子共讀行

為的影響。三種不同類型電子書的受測組中，訪談內容也會按照各電子書的功

能，進行追問或問題調整。此外，受測家長與兒童出現較為特殊的對話內容與

肢體行為時，訪談中會進行深入釐清，諮詢受測者會有這些特殊行為的原因。

上述之研究步驟與流程，請參照圖1。

口語／
非口語

觀察主題 項　　目 操作型定義

口語 
行為

引
導
策
略

要求／給予

要求／給予注意（request for/
give attention）

親子雙方要求對方注意。

要求／給予澄清（request for 
give clarification）

有不清楚或疑問的地方，
會要求對方重複或是解釋。

要求／給予評價（request for/
give evaluation）

要求對方對於書本的內容
提出看法。

要求／給予資訊（request for/
give information）

要求或給予對方書本上的
訊息，如推論、預測等。

回饋

認同／贊許（approval or 
agreement）

家長會針對兒童想法或發
言，給予認同或贊許。

質疑／更正（disputation or 
correction）

家長對兒童看法提出懷疑
或糾正。

回應（response） 親子針對彼此提問、質疑
或更正，提出回應。

暫擱（suspension） 家長不認同兒童看法時，
會不進行任何回應動作。

其他特殊行為 上述行為中無法歸納、分
類項目。

非口語
行為

手部動作

拿書、端書 書擺放位置，或親子拿在
手上、身上方式。

指圖／文 指著圖片或文字。

翻頁 書籍前往至下一個頁數或
畫面。

指讀 家長用手指指著文字或句
子，引導幼童認字或覆
誦。或者家長帶著兒童，
用手指邊指著字，邊教導
文字的讀音。

臉部表情 眼神 家長與兒童所看向目標。

表情 親子情緒反應。

肢體動作 姿勢 家長與兒童的位置。

坐姿 坐著時候，腳擺放方式
（正坐、盤腿等）

其他特殊行為 上述行為無法歸納、分類
的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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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訪談大綱
對象 問題內容

家長 1. 這次使用的電子產品、電子書內容格式與平時有什麼不同？這會使您在與兒童共讀
時的指導行為與體驗有甚麼影響？

2. 使用電子書進行共同閱讀時，您教導或引導兒童的方式，與兒童跟您的互動行為跟
之前共同閱讀相比，有哪些新的行為或對話？

3. 電子書裡的多媒體（圖片、聲音、影片⋯⋯），或AR電子書呈現的擴增實境影像，
哪些有幫助兒童更好理解？又有哪些促使兒童分心？

4. 電子書的哪些多媒體內容（圖片、聲音、影片⋯⋯），或AR電子書的擴增實境影像，
有輔助到您教導或引導兒童，或增加溝通的機會？

5. 兒童與您的對話或提問，主要以哪些事項（故事角色、內容，閱讀時討論問題）為
主？請問您為何以此類主題為主要對話內容？

6. 與紙本書共讀相比，使用電子書與AR電子書共讀進行親子共讀有哪些優缺點？請您
比較兩者差異。

7. 在跟兒童進行共讀時，您看向的地方比較偏向於哪個部分 （書上、3C產品、兒童、
別處）？在共讀中將目標集中於此是因為什麼原因？

8. 平時有無使用會自動翻頁的電子書？如是，您指導的方向有什麼不同？如否，自動
翻頁功能影響了哪些您對兒童的指導策略？（使用動態圖像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9. 您與兒童選擇此書的原因，是否是因有聲書功能？如是，您沒有選擇同樣有有聲書
功能的AR電子書，請問原因為何？如否，請問您跟兒童選擇這本書的原因主要為
何？（使用動態圖像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10. 您與兒童一起閱讀時，會出現摸索與討論3C產品的使用方法。想請問您與兒童摸索
或討論的詳細內容 （像是電子書格式、3C產品、操作方式）？並想請詳細說明，摸
索與討論是因熟悉度、感興趣程度或其他？會影響哪些後續您與兒童對話與動作？
（使用AR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11. 以您的觀點，您覺得兒童在無文字的狀態下，透過有聲書聽，並由您同時進行故
事說明的這種共讀模式，對於兒童在文字辨識與故事理解能力的效果為何？（使用
AR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12. AR電子書有哪些特色可輔助您與兒童，或吸引兒童閱讀的？又有哪些內容或操作
功能，是您覺得可再改善的地方？（使用AR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13. 想請您將這一次使用的電子書進行親子共讀，與以下的閱讀情形做比較。（您覺得
哪邊不太相同，或哪一方對您與兒童的閱讀行為與體驗有特色，都可提出來）
⑴ 以兒童平時自己閱讀做比較
⑵ 您與兒童使用紙本書進行親子共讀做比較
⑶ 您與兒童使用電子書進行共同閱讀做比較（需要您描述一下與平時共讀時的電子
書有甚麼不同）

14. 請問這次以電子書進行共同閱讀，對於您或兒童有甚麼成效或影響？
15. 請問您有沒有親子共讀的經驗、3C產品使用的情況或兒童的反應，是這次研究所
沒有出現或提及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提出來。

兒童 1. 請問你（兒童）平常隔多久使用一次手機、平板或電腦？一天會使用時間為多長？
2. 跟爸爸媽媽一起閱讀電子書，覺得電子書的哪些圖片、聲音、影片或擴增實境影像
很有趣，或哪裡有問題？跟爸爸媽媽指導的來相比，覺得哪一方讓你能更瞭解文字
或故事內容？為什麼？

3. 這次跟爸爸媽媽一起閱讀，有哪些地方會比使用看一般的紙本書一起閱讀還喜歡的
地方？又有哪些部分是你覺得不喜歡或可再改進的地方？

4. 使用AR電子書進行共讀時，你比較注意書還是跟爸爸媽媽？有哪些書的聲音、動畫
或遊戲，是你覺得有影響到你和爸爸媽媽的互動？（使用AR電子書受測時提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㈢ 研究工具
考量受測兒童的年齡層為6歲至12歲，具備相當程度的字詞辨識與表達能

力，本研究所使用的電子書籍與其執行方式，須遵照以下條件：1.書籍內容與形
式是否合於研究所需；2.書籍內容、形式、使用與閱讀方式，是否能清楚區分；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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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書籍的建議閱讀族群、年齡與教育等級，是否合乎受測家長與兒童進行親子
共讀所用；4.受測兒童是否尚未閱讀過所選之電子書。對此，考量研究目標為
電子書內容與形式對親子共讀閱讀行為之影響，本研究準備了中文字敘述內容

為主要的OCEANS最美的海洋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具備動態圖像、有聲書功
能及文字敘述的醜小鴨，以及無文字、僅有擴增實境立體動態圖像與有聲書功

能的AR電子書小山羌與樹葉。
OCEANS最美的海洋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由小樹文化出版，共有39頁，

講述海洋的環境與生物，並及許多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方法與重要性。

醜小鴨為智趣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動態書，頁數共16頁，故事講
述一隻小鴨子從出生開始，一直被路上其他小鴨、野鴨、貓、雞、農夫妻子

討厭，至成長成一隻美麗天鵝的經歷。此書具備動態圖像，並使用具備說故事

與點擊互動功能的有聲書功能，電子書除了可以唸誦故事外，使用者可透過點

擊動態圖片上的框框，就會有各式各樣的音效播放。翻頁部分，此書採用自動

翻頁方式，電子書的有聲書功能唸誦完一段故事後，就會自動翻閱至下一頁。

小山羌與樹葉由智趣王數位科技出版，頁數共22頁，故事講述一隻小山
羌丹丹與櫸樹上的一片小葉子一起成長、經歷四季變化的故事。此書沒有文字

敘述，平板在掃瞄到平面地區後，使用者可點擊平面，書籍就會以立體方式打

開，並呈現出動態的擴增實境圖像。此書有四種按鈕：1.返回按鈕，跳回至選
書頁面；2.翻頁按鈕，以點擊按鈕方式翻至下一頁；3.書籍重新擺放按鈕，可
使電子書重新至於畫面中央；4.重新播放按鈕，可重新播放該頁數的有聲書內
容；5.互動按鈕，位於書上，以閃爍的圓點表示，點擊後電子書會播放互動音
效。三種電子書的詳細資料與功能，請見表4。

圖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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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使用電子書類型

類型 文字為主電子書
動態圖像 
電子書

AR電子書

名字
OCEANS最美的海洋 
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 醜小鴨 小山羌與 

小樹葉

概述

組成
文字 ✓ ✓ X
圖像類型 平面、靜態 平面、動態 立體、動態

翻頁方式 滑動 自動翻頁 按鈕

功能

縮放功能 ✓ X ✓
跳頁功能 ✓ X X
有聲書功能 X ✓ ✓
互動聲音按鈕 X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研究結果

㈠ 家長與兒童親子共讀資料
1. 互動類型
根據分析歸納後，本研究發現受測親子共讀的互動類型共有三種：⑴標準

互動型共五組（B組、C組、E組、F組、G組）；⑵標準互動型兼覆誦型閱讀共
兩組（A組、D組）；⑶非閱讀型共七組（H組、I組、J組、K組、L組、M組、
N組）。親子共讀互動類型共四項，其類型與操作型定義請參考表5，本研究依
照各組受測家長與兒童的口語與非口語行為，進行互動類型之分類。

表5　親子共讀互動類型
互動類型 操作型定義

直接性閱讀（straight readers；即按本宣科）家長逐字念出故事內容
覆誦性閱讀（recitation readers） 家長唸誦一句，兒童跟著覆誦一句

標準型互動（standard interactive readers） 家長唸誦故事也會與兒童討論內容

非閱讀型（non-readers；即認識物品型） 親子傾向於圖片的討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中，文字為主電子書組以標準互動型為主，其中二組（A組、E組）為標
準互動型與覆誦性閱讀的條件皆有出現，該組家長雖有覆誦行為，但只會挑部

分內容進行念誦，且兒童會跟著覆誦。其中一組（D組）家長會念誦故事給兒童
聽，但兒童會在部分區段不跟著進行覆誦或給予訊息的回饋行為。

動態圖像電子書組，有兩組（F組、G組）的互動類行為屬標準互動型，其
中一組（G組）的家長即使在有聲書朗誦的情況下，家長依然會在部分區段同時
朗誦故事給兒童聽。其他兩組（H組、I組）與AR電子書組（J組、K組、L組、
M組、N組）屬於非閱讀型，閱讀行為以討論動態圖片與互動按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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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子口語與非口語行為
文字為主電子書組中，親子的口語行為為三種電子書類別中最頻繁，對話

類型也較為豐富。其中的口語行為以書中海洋生物、環境名字的外觀、特性與

書上的位置為主要對話內容。指讀行為方面，共有三組（A組、C組、D組）家
長出現指著文字並朗誦的行為，其中A組兒童在部分家長指讀行為後，會出現
跟著唸的覆誦行為。

動態圖像電子書部分，家長與兒童相較於文字為主電子書組，口語與非

口語的閱讀行為相較為集中於故事主要角色與配角的人物外觀、個性與特色。

在動態圖像電子書組，有兩組（F組、G組）會在共讀時有討論與部分非口語行
為，其中一組（G組）的家長即使在有聲書朗誦情況下，家長依然會在部分區
段同時朗誦故事給兒童聽。其他兩組（H組、I組）的口語對話僅著重在動態圖
片與互動按鈕上，文字意識與書籍內容的討論則無出現，非口語行為也僅於調

整與操作3C產品上。即使此電子書上有文字內容，親子並沒有出現文字意識方
面的口語行為，且無論有唸誦行為的家長（G組），或其他三組（F組、H組、I
組），家長皆無進行指讀行為。

AR電子書組方面，本研究這次所使用的AR電子書，具備無文字的特性，
換句話說，家長與兒童僅能從有聲書朗誦與擴增實境圖像呈現來獲取知識。原

先以為家長指導兒童的角色，親子之間會有許多故事內容溝通的行為，在AR
電子書組的觀察資料中發現，親子之間的口語行為環繞在3C產品、書籍的使
用提問與探討上，以及圖片上角色的名字、動物種類上。3C產品的口語與非口
語行為部分，主要是以家長或兒童在摸索如何使用電子書，或擴增實境書本的

投影與呈現上有疑慮，通常出現於親子剛開始閱讀時候，後續則開始陸續出現

家長或兒童辨認書中動物角色的名字與動物類型。

3. 特殊電子書親子共讀行為與特性
⑴ 跳躍式閱讀
家長的訪談資料中，文字為主電子書組的家長在進行唸誦或與兒童討

論時，會出現親子不是循序漸進地閱讀書中的內容，而是家長唸完一段或者

親子討論一段內容後，直接跳到該頁「另一段」的「跳躍式」閱讀，部分家長在

訪談中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比如A組家長認為，由於兒童已有基礎的文字能
力，即使沒有注音也能概略看懂書的內容。如果出現較難的詞語或成語，兒童

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向家長提問，以瞭解詞語或成語的內容，另一種則

是直接跳過，轉而向家長討論看得懂的地方。另一組（D組）家長也提出，部
分兒童在親子共讀上具備自主性，也就是兒童會主動討論他們感興趣的內容，

而不感興趣內容則可能就直接跳過。面對這個情況時，家長可能會主動提及兒

童跳過的內容，如果兒童真的沒興趣，家長就會選擇不強迫跟兒童討論那些內

容，而形成跳躍式的閱讀。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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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文字連結讀者訊息
在文字為主電子書組中，家長與兒童會討論書籍內容與兒童所知道、學過

的知識相關的內容，這些對話有些是由家長提問，有些則是由兒童主動提出。

特別的是，在動態圖像電子書組中，僅有少數親子有出現這樣的對話內容，

AR電子書組則從未出現。根據家長敘述，兒童在討論自己知道或有學過的東
西時，互動的主動性會越高，家長可能會在親子共讀的指導策略中，將兒童學

過或感興趣的書中內容或知識特別提出或串聯，或兒童會主動提出這些內容與

自己學過知識的關聯，形成與兒童知識相關的討論內容較頻繁的現象。

⑶ 針對電子書或3C產品敘述口語行為
在AR電子書組中，親子的對話內容除了書中動物角色的名稱之外，也出

現了許多針對於3C產品或電子書的內容，這些內容包含如何操作，怎麼調整
3C產品鏡頭以觀看影像，或擴增實境投注於閱讀環境的情況等。根據AR電子
書組家長的敘述，由於這次使用的擴增實境電子書，跟親子平時進行親子共讀

時所使用的紙本書與電子書不同，這些差異包含鏡頭控制與畫面投射於實體環

境的閱讀介面，形成家長與兒童會一開始摸索電子書的使用方法，或兒童在共

讀時期，會好奇並持續摸索3C產品或電子書還有哪些互動功能。
⑷ 兒童的注意力與非閱讀的非口語行為
在觀察資料中，文字為主電子書組中的D組，與AR電子書組其中三組

（K、L、M），皆有出現家長要求兒童注意於書上訊息的行為。然而不同於文字
為主電子書組中，D組兒童的眼神會游移的情況，這三組家長會要求兒童注意
的組別中，兒童的視角都是投注於3C產品上。此外，D組的兒童有出現高頻率
遊玩3C產品的情況，AR電子書組中，僅有一組（K組）有出現兒童遊玩3C產
品的情況。本研究原先認為，由於兒童持續摸索3C產品或電子書，造成兒童
沒有專注於故事內容，才使得家長要求兒童注意看書，實際研究發現3C產品
並未影響電子書閱讀，家長認為兒童有專注於電子書上，因此會想持續跟兒童

討論書中的內容與一些特殊的圖像。

⑸ 家長與兒童的視角變動
觀察資料中也發現，文字為主電子書組的D組中，兒童會跟家長以動作來

模仿海洋生物，這時候兒童的視角會從電子書轉變至家長身上。動態圖像電子

書組中，有兩組動態圖像電子書組的家長會出現視角的變動，其中一組（F組）
的親子會在閱覽電子書的中途觀看彼此，之後再轉回電子書上，另外一組（G
組）則是家長全程注視著兒童，而兒童不論在家長持續提問之下，全程還是盯

著電子書。根據這兩位家長的敘述，看著兒童的原因是因想要確認兒童的專心

度與反應，包含兒童在閱覽電子書時，或在討論書中內容時的反應，可以幫助

家長在指導兒童或瞭解兒童在共讀時的情況時，有更多元的指引方向或思考。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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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有聲書與互動功能的影響程度
文字為主電子書與動態圖像電子書皆有文字呈現，差異在於動態圖像電子

書除了圖像為動態的，還有有聲書唸誦與自動翻頁功能。在觀察資料中，文字

為主電子書組的家長有指讀行為，然而在動態圖像電子書的家長並無出現此行

為。根據動態圖像電子書組家長的敘述，由於電子書的有聲書唸誦功能，會讓

兒童被動式地聆聽故事內容，G組與H組的家長也提出，文字是兒童讀故事的
重要元素，一般紙本書的親子共讀就是指著唸，指到哪，唸到哪，並且一邊

讀，一邊唸。一旦電子書唸完，家長就無法確認兒童是否有唸進去，G組家長
更詳細提出，家長會希望兒童從書中培養構思與認字的能力，有聲書功能會造

成兒童覺得他只要有聽，就會把書籍內容讀進去的錯覺。

除了有聲書會控制共讀的速度，本研究發現自動翻頁功能會破壞親與子在

一起閱讀時的討論時機，以及兒童吸收並整理書籍內容的時間。根據G組家長
的敘述，在看完一頁電子書後，電子書會自動翻到下一頁，這會使家長不知

道兒童是否有聽進去了，是否看完了這段，或兒童看到了哪段。如果是一般手

動翻頁的電子書，家長可選擇翻回去，跟兒童確認有沒有讀懂，或者等兒童一

下，讓他思考並吸收，且可讓兒童強迫自己逐字看完，再翻閱至下一頁。

㈡ 觀察與訪談資料對照總結
本研究在觀察資料蒐集相關親子共讀行為資料，並與訪談資料進行印證與

對照後，歸納總結並提出了以下三項觀點：

1. 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影響兒童閱讀興趣
本研究希望探討透過電子書的多媒體與互動功能特性，親子共讀如何誘發

兒童閱讀的興趣。研究資料發現，使用電子書做為親子共讀的媒介時，確實可

能會使兒童跟家長一起閱讀的意願增加，但也可能出現兒童感興趣的目標在於

電子書上，形成兒童在親子共讀中跟家長的互動反而減少，或在進行親子共讀

時，兒童僅有聽或玩電子書，而非實際進行閱讀。運用電子書的特性引發兒童

閱讀好奇，確實是提高兒童閱讀興趣的方法之一，但有可能形成雙面刃，雖然

有吸引兒童，但兒童將目標都投注於電子書上，而非跟家長的互動上。

2. 兒童的專注目標
依照前述訪談資料提到的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影響性，本研究將兒童在親子

共讀中的目標，分成「兒童的專注目標在家長」與「兒童的專注目標在書上」兩

種情況。本研究發現，兒童在進行親子共讀時，不見得能在注意書中內容與家

長互動之間達到平衡，如果書上增加了兒童需要投注更多注意力的多媒體或互

動功能，兒童就需要將跟家長互動的注意力挪移至電子書上。

3. 親子共讀互動的時機
根據受測家長的描述，家長與兒童在進行共讀時，會有停下來討論的時間

點。這些時間點可能是一個頁數的結束，一個段落的結尾，一個句子的末端，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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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個不熟悉文字所引發的提問。在這個時間點，家長會跟兒童教導故事內

容與延伸知識，或詢問兒童的閱讀情形與問題；兒童會在這個時間點提出自身

觀點或看法，或向家長提出問題。在這次研究中，動態圖像電子書組的家長提

出了有聲書與自動翻頁兩項輔助功能，促使親子共讀時間速度與時機的無法控

制性，造成家長無法理解兒童的閱讀情況，無法在適當時機點向兒童討論或提

出問題，甚至覺得兒童僅用聽的就把書讀完，沒有實際把書讀進去。過去的親

子共讀文獻所選用的書籍可讓家長與兒童一字一句慢慢讀，中間可停下來進行

提問、解答與討論，當親子共讀的速度與時機交由3C產品或電子書控制時，
親子共讀的品質就會下降。對此，本研究提出親子共讀的速度與時機，應交由

親與子兩位主要親子共讀角色操控，才能讓家長跟兒童擁有一起討論的時機並

讓家長瞭解兒童在各個閱讀階段的情況，以及給予兒童足夠的時間，吸收讀進

去的內容與家長的討論訊息。

五、討論與建議

㈠ 研究發現
1. 電子書的形式如何影響親子共讀
當今的電子書親子共讀研究中，學者多以紙本書與電子書兩種類別進行

親子共讀的行為與成效比較。例如Korat與Or（2010）提出以電子書進行共同閱
讀，兒童的主動對話較多；Parish-Morris等（2013）提出以電子書進行親子共
讀時，兒童較難進行深層閱讀，回憶故事相關能力也會較差；張育綺（2014）
提出電子書親子共讀行為中，兒童文字辨識與表達能力的訊息明顯較紙本書為

少；Revelle與Bowman（2017）提出親子使用電子書共讀的語言較紙本書為少。
然而，電子書載具與設計日新月異，本研究透過三種不同形式的電子書，包括

純文字、動態圖像有聲書、AR電子書，瞭解不同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對親子雙
方的共讀影響。

⑴ 電子書親子共讀對兒童的影響
相較於平時使用紙本書共讀的情況，家長與兒童在使用電子書進行親子共

讀時，其口語或非口語行為反而減少。本研究在參照各組訪談資料後，發現了

以下兩個原因：

a. 自主權：兒童在電子書親子共讀上擁有較高的閱讀自主權。當親子在使
用電子書進行親子共讀時，兒童比較能掌握共讀的速度、討論的時機，

或討論的內容。這可能跟兒童對電子書感興趣，或兒童在共讀時所專注

的目標為哪些內容有所影響。

b. 注意力：Takacs等（2015）提到，兒童在同時接收電子書與家長的內容
時，會將其注意的目標在電子書與家長之間做出選擇。根據訪談資料中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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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觀點，兒童雖專心閱讀電子書，但跟家長的對話與互動減少，兒

童僅在想要進行提問或討論時，才會將注意力轉移至家長身上。也就是

說，電子書能引發兒童閱讀的興趣，但會形成兒童專心於閱讀電子書的

情況。

⑵ 電子書親子共讀：輔助家長的電子書功能
本研究在訪談資料發現，家長對於電子書多媒體或互動功能的影響有不同

看法。本研究在歸納訪談資料後，將電子書輔助家長的類別，分成以下三項：

a. 輔助書本呈現：包含有聲書朗誦功能、互動功能的模擬音效與動態圖像
等。在一般親子共讀行為中，家長會以唸故事、討論或以口語模擬故事

情節的方式，講述故事內容給兒童聽。而動態圖像或在AR電子書中模
擬環境、角色的音效，可幫助家長呈現更詳實的故事內容給兒童聽。

b. 降低家長負擔：電子書的有聲書功能，可幫助家長唸誦故事給兒童聽，
讓家長能有較多餘力或空閒，跟兒童進行互動或講述故事延伸的知識。

c. 輔助家長無法提供的指導內容：部分家長無法正確或詳細地講述給兒童
聽的內容，可透過電子書的有聲書功能或模擬音效功能，幫助家長呈

現。例如英文文字的讀音、動物的叫聲。

2. 使用者主導的電子書閱讀
⑴ 時間點對於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本研究使用文字為主電子書、動態圖像電子書與AR電子書三種不同多媒

體呈現方式，其中動態圖像電子書具備有聲書與自動翻頁功能、AR電子書具
備有聲書的特性。在後兩者的訪談資料中，部分家長提出對有聲書與自動翻頁

功能這兩項有較多評論。有聲書可幫助家長呈現更詳實的故事內容，但也可能

使兒童對家長的互動減少。有聲書功能還有可能會造成兒童依賴聽電子書，讓

兒童會有「聽了就是讀了」的錯覺。此外，此次研究所使用的有聲書，為一次

唸完一頁。這樣的功能安排會使親子無法掌握親子共讀的速度。自動翻頁功能

方面，除了會讓兒童缺少了思考故事脈絡，並整理、消化讀進去內容的時間，

家長也會因兒童沒有提出問題，或跟家長討論的時間較少，而造成家長無法掌

握兒童的閱讀情況，以及無法確認閱讀成效。

本研究提出，無論使用紙本書或電子書來進行親子共讀，時間點應該由親

與子兩位親子共讀的主要角色來操控。如果電子書的功能反客為主，控制親子

共讀的速度與暫停點，就有可能對親子共讀的品質造成損傷。

⑵ 兒童於親子共讀中操作電子書
部分家長指出，兒童在使用電子書進行共讀時，有時會出現遊玩而非閱讀

的行為或反應。可能是兒童擁有操作電子書或3C產品的機會，加上家長會對
兒童使用3C產品的時間進行限制，造成兒童在接觸這些3C產品，或具備功能
操作性的電子書時，出現傾向於探索電子書或3C產品功能的行為。此發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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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h-Morris等（2013）提出的情況相似，在電子書中融入遊戲，雖會使家長與
兒童的共讀時間增加，但兒童並沒有獲得更有效的對話互動。

對此，本研究認為電子書親子共讀中兒童的非口語行為，也是親子共讀行

為需要探討的項目之一。親子或電子書開發者在選擇或設計親子共讀用的電子

書時，需要考量操作電子書或3C產品的對象，或互動功能的配置。除了透過
家長來限制兒童操作電子書或3C產品，也可針對此電子書是否用於親子共讀，
而有更多在兒童操作電子書的情況下，維持兒童正常進行共讀的使用者設計。

在此條件下未來電子書可提供更多元的非口語行為體驗，讓親子能更投入於書

籍的討論。

㈡ 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這次研究中，本研究將家長的親子共讀經歷、3C產品使用經驗，與兒

童的年齡層、3C產品使用經歷做出規範。然而，本研究認為還有許多會影響家
長與兒童於親子共讀行為的要素，在本研究中沒有進一步探討。

1. 兒童年齡
雖然本研究規範了兒童的年齡必須介於六歲至十二歲，且教育等級規範於

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在此區段不同年齡層的兒童，依然會因心智成長與

教育等級，而有不同的文字閱讀能力與故事理解能力。

2. 家長的教育背景
多數親子共讀研究顯示，家長的教育背景會成為影響親子共讀頻率的關鍵

（林珮伃，2010；張淑梅、黃寶園，2009；陳彥廷、陳穎志，2008）。本研究
認為，家長的教育背景對電子書親子共讀行為也具備影響性，原因在於以電子

書為媒介進行親子共讀時，家長也會跟使用紙本書進行親子共讀時一樣，進行

指導、討論、互動等跟兒童進行知識交流的行為。

3. 電子書形式的不同
由於此次研究使用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電子書，其內容長度、閱讀難易度與

多媒體、互動功能等電子書特性有所不同，而出現三種電子書的親子共讀使用

時間有比較大的落差，從觀察資料與訪談資料整理出的研究結果中，這三種電

子書親子共讀行為也有較大的差異。對此，本研究能導出親子以各種形式的電

子書進行共讀時，所呈現出的各種閱讀行為，是否能做為不同形式電子書之親

子共讀閱讀形式的差異比較，本研究認為需要考量更多的可能性影響要素。

此外，在本次電子書親子共讀的研究結果中，發現了許多紙本書親子共

讀與電子書親子共讀之間的差異，包含親子於一起閱讀之間的對話內容、互動

頻率，以及多媒體與互動功能加入共讀書籍後，對親與子的影響性。本研究認

為，未來電子書親子共讀的發展方向，須以不造成親子共讀成效下降為原則，

增加親子以電子書進行共讀的體驗，以及輔助親與子這兩個主要角色於親子共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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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上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本研究也針對親子共讀用的電子書，提出以下三項

發展目標，希望家長與兒童在使用電子書進行共讀時，能獲得更優良的共讀體

驗，並提供學校、圖書館等教育單位，在提供以電子產品為媒介的親子共讀服

務時，能依據此觀點進行深度探討：

⑴ 以電子書或3C產品的內容或功能設計，讓兒童的注意力於電子書與家
長之間達成平衡，並讓兒童即使在電子書豐富內容的吸引下，依然能維

持跟家長的對話與討論行為。

⑵ 電子書的科技或功能設計應讓親子共讀體驗能更豐富全面。比如輔助家
長呈現更詳細的故事內容給兒童，於書中置入更多親子共讀的重要文字

意識訊息等。

⑶ 電子書的科技與輔助功能等設計，須注意有無違反親子共讀的本質。例
如前述的電子書有無促使兒童跟家長的互動減少，或本次研究提及的親

子共讀時間點是否由於被電子書掌控，導致親子共讀品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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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E-Book Co-Reading Practi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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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child read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activities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t helps develop children’s writing and reading 
skills and other mental abilities.  In parent-child reading, children not only 
acquire knowledge from books but also gain ability training experiences from 
discussing with their parents.  In addi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en reading together are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is study, 14 group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or 
the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reading e-books, with interviews as the main 
method and observation as the supplement.  Parent-child reading and various 
or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s were observed.  After observation, behaviors 
was discussed in depth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ompared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This study found that with different e-book carriers and 
form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reading behaviors, such as dialogue content 
and phys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each group.  In 
addition, parents and children’s opinions were different.

Keywords: Parent-child reading, E-book,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UMMARY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outbreak and prevalence of COVID-19, public areas and physical 

contact have entailed health risks.  In addition, with the infection risks of paper 
books in public areas and ordering paper books through the Internet, e-book 
reading has become one reading alterna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parent-child 
reading may work as a possible and effective intermediary strategy through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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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children 
can be achieved by involving parent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In this view,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14 groups of field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s 
by observation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dimensions: 1. what kind of parent-child 
reading behaviors will occur when parents and children read e-books together; 
and 2. the influence of multimedia and the functions of e-books on parent-child 
reading behaviors.  

Method
Fourteen group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particular, seven fathers and seven mothers were recruited (M = 43.1 
years old, SD = 3.8).  The enrolled children aged from 6 to 12 whose educational 
levels were from Grade 1 to Grade 6 in domestic elementary schools.  The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have basic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bility for 
follow-up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n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their parent-
child reading behavior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receiving tests is listed in Table 1.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rticipat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No. Parent Child E-books Read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Gender Age

A Male 42 Master’s degree Female 7

Oceans—The Most 
Beautiful Oceans
Text-based e-book

B Female 49 Master’s degree Male 12
C Male 46 Master’s degree Female 12
D Female 45 High schoo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diploma

Male 7

E Female 45 Bachelor’s degree Female 11
F Female 38 Master’s degree Female 6

The Ugly Duckling
Dynamic Image 
e-book

G Female 44 Bachelor’s degree Male 8
H Female 40 Bachelor’s degree Female 7
I Male 50 Doctoral degree Male 7
J Male 45 Bachelor’s degree Male 11

Little Formosan 
Muntjac and Leaves
AR e-book

K Female 40 Bachelor’s degree Male 12
L Male 38 Bachelor’s degree Male 9
M Male 38 Bachelor’s degree Female 8
N Female 44 Associate’s degree Female 7

The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s we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invited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select one of th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e-books, including the text-based e-book OCEANS—The Most 
Beautiful Oceans Need Us to Protect Together, the dynamic image e-book The 
Ugly Duckling, and the AR e-book Little Formosan Muntjac and Leaves, and read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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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ogether through a tablet computer.  After the participants have finished reading 
their selected books together,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separately after sorting out the observation data.  The 
interview processes were entirely recorded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three books were available for selection: the text-based e-book 
OCEANS—The Most Beautiful Oceans Need Us to Protect Together, the text 
e-book with dynamic images and audio function The Ugly Duckling, and the AR 
3D dynamic, audio, and textless e-book Little Formosan Muntjac and Leaves.  
Detailed data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three e-books are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E-Book Types Used by the Study

Types Text-based 
e-book

Dynamic Image 
e-book AR e-book

Name 

OCEANS—The 
Most Beautiful 
Oceans Need 
Us to Protect 
Together

The Ugly 
Duckling

Little Formosan 
Muntjac and 
Leaves

Summary 

composition
Text ✓ ✓ X
Type of image Plane, static Plane, dynamic 3D, dynamic
Page-turning mode Sliding Automatic Button

Functions

Zoom in/out ✓ X ✓
Page-skipping ✓ X X
Audio book X ✓ ✓
Interactive sound 
button X ✓ ✓

Source: Compiled by this study.

Discussion
How Do the Types of E-book Impact Parent-Child Reading?

This study used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e-books, including plain text, an 
audiobook with dynamic images, and an AR e-book,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 on parent-child reading.
The Impact of Parent-Child E-book Reading on Children

When parents and children used e-books to read together, their oral or non-oral 
behaviors decreased compared to parent-child reading paper books.  After referring 
to the interview data of each group, this study found the following two causes:

1. Autonomy: Children had relatively high autonomy in reading e-books.  
When using e-books to read together, the children mastered the co-reading 
speed and the time and content of the discussion better.  

2.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arents’ opinions in the interview data, although 
children focused on reading e-books, the latter’s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arents were reduced.  The children onl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wanted to ask questions or discuss.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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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Child E-book Reading: E-books’ Assistance Functions for Parents
Bas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this study found that parents ha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impact of e-books or interactive functions.  After summarizing the 
interview data, this study divided the assistance categories that e-books provided 
to parents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Assisting in presenting book contents: The dynamic images,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n an AR e-book, or the characters’ sound effects could help 
parents present more detailed story contents to children.

2. Reducing the burden on parents: The audiobook function of e-books 
helped parents recite stories to children so that they could have more time 
or leisure to interact with children or deliver extended knowledge about 
the stories.  

3. Assisting with content that parents cannot provide: Some parents could 
not explain the content to children correctly or in detail.  Nevertheless, 
e-books helped parents present the content through its audio function or 
the simulated audio effect function—for instance,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words and the sounds of animals.  

User-Led E-book Reading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for Parent-Child Reading

Some parents expressed more comments on the two functions of audio and 
automatic page turning.  Audiobooks could help parents present more detailed 
story content, but they might also reduce children’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The audio function might also cause children to rely on listening to e-books and 
develop the misconception that “listening is reading”. In addition, the audiobooks 
selected in this study read one page at a time.  With such a setup, parents and 
children could not decide the speed in parent-child reading.  In terms of the 
automatic page-turning function, in addition to lacking time for children to think 
about, sort out, and digest the story context, the parents might not have mastered 
the children’s reading situation and confirm the reading results when children did 
not ask questions or had less time to discuss with their parent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either using paper books or e-books for parent-
child reading, the time poin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parents and children.  If the 
functions of e-books control the speed and pause timing in parent-child reading, 
the reading quality might be damaged.  

Children Operated E-books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Some parents mentioned that when their children was reading the selected 

e-books, they sometimes played rather than read.  This might be because children 
had the opportunity to operate e-books or 3C products during this experiment.  
As the parents usually limited the time for their children to use 3C products, this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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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the latter to ten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s of e-books or 3C products when 
they were exposed to 3C products or functional and operational e-books.  

Based on the above two points,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at children’s 
non-verbal behaviors in parent-child e-book reading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When selecting or designing e-books for parent-child reading, parents or e-book 
developers should consider the subjects who operate the e-books or 3C products 
or the configuration of interactive functions.  In addition to parents limiting 
children’s access to e-books or s3C products, designer are suggested to first 
consider whether the e-books are meant for parent-child reading.  By doing so, 
more designs will be available to maintain children’s normal co-reading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a higher frequency of children operating 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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