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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對大一學生之英文閱讀理解力與學習態度之影響— 

以大一英文課程為例 

一、 報告內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 AI 的快速發展，手機已經成為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感謝科技

的進步，讓每個學生能夠以自己的學習步調，適性化學習；因此，如何將「科技融入

英語教學策略」，一直是申請人著重的教學設計目標。而十幾年的大一英文教學經驗，

讓申請人發現，大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每況愈下，但是英文閱讀能力卻是非常重要，

因為大學普遍使用原文書，如果不閱讀，何以學會新的知識？因此，申請人提出「建

構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對大一學生之英文閱讀理解力與學習態度之影響—以大一

英文課程為例」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透過讓同學在 App 中熟悉英語搭配詞(collocation)，

再搭配 App 中的「動態評量-漸進式提示」設計，讓大學生輕鬆的在課後學習英語搭配

詞，並且能獲得即時的回饋!老師也能從資料庫的學生使用狀況，知道班上大部分同學

的錯誤概念，進而在課堂上加強補救這些概念，如此一來，能使授課更順暢也不會浪

費同學的時間。 

有鑑於此，申請人提出了「建構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對大一學生之英文閱讀

理解力與學習態度之影響—以大一英文課程為例」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因為在學習

第二語言的過程中，學習者若能瞭解並開始使用英語搭配詞，對他們將會有很大的助

益。教導英文，並不僅僅侷限於字彙教學，老師也該讓同學理解單字的搭配特性，而

英語搭配詞是在文本中共同出現的字彙，而作爲字彙知識的一部分，英語搭配詞是英

語學習者應該具備的知識。 

(二)文獻探討 

本節將針對動態評量、英語搭配詞及英文閱讀理解力與學習態度進行討論。 

1、動態評量 

Feuerstein（1979）首先提出動態評量（dynamic assessment），是一種結合教學

與診斷的評量模式（許家驊、邱上真、張新仁，2003；Lantolf & Poehner, 2004; Poehner, 

2009；Bakhoda & Shabani, 2019），教師運用「前測-教學介入（提示、閱讀題意、關

鍵提示、直接教學）-後測」的循環程序，經由互動過程來持續評估學生學習反應與

歷程，分析教學前後認知能力的發展與改變，進而發展或改變所需教學介入的評量

方法，以達成個體最佳的表現（李坤崇，1999；林淑莉、魏孟訓，2004；Schneider 

& Ganschow, 2000；Poehner & Lantolf, 2013）。本研究會使用自行研發的英語搭配詞

App，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用行動載具學習，更能夠貼近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

藉由操作、體驗來引發學生對於英文的感覺；其次，本研究所提供的 App 教學介入

可分為三部分：(a)英語搭配詞單元(每學期 12 個單元)；(b)線上測驗備有 App 動態

評量漸進式提示；以及(c)App 系統中設計的個人學習進度、學習歷程查詢。據此，

本研究也符合動態評量的四個主要特性（Bakhoda & Shabani, 2019）： 

a、前測-仲介-後測的評量歷程，結合評量與教學 

b、探究學習者的認知與發展能力，重視評量的歷程甚於結果 

c、重視學習者的可塑性，評量學習者的最佳表現 

d、透過充分的互動，並給予適時的協助 

動態評量由 1970 年代發展至今，由於研究取向的差異，多位學者分別提出不

同的研究模式，依據評量及介入方法的不同，歸納出以下六種模式（王素貞，2013；



林素微，2002；許家驊，2008；Poehner & Lantolf, 2013），包含學習潛能評量模式

（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 LPA）、學習潛能評量設計模式（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 Device, LPAD)、測驗極限評量模式(Testing the Limits Assessment）、漸進

提示評量模式（Graduated Prompting Assessment）、心理計量取向模式（psychometric 

approach）及連續評量模式（Continuum of Assessment Model）。本研究之 App 系統

動態評量設計，則是採用「漸進提示評量模式」，採用標準化的中介，涵蓋「前測-

學習-遷移-後測」四個階段，來評估受試者在得到學習標準之前需要協助的程度。

其優點為評分客觀、易於施測及推廣、可精確評估遷移能力並且強調與學科領域的

結合，而其評估方式為記錄學生前後測的得分差異、所使用的提示量以及答題正確

率表現（Poehner & Lantolf, 2013）。 

2、英語搭配詞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研究者者開始意識到在以英語為外語的環境

中，自然地習得英文單字的重要性，而且他們也開始強調英文單字教學（Alfaki, 2015; 

Lewis 1993）。其中，Lewis 提出了第二外語詞彙教學法，並且主張「詞語是語言的

基礎」（Lewis, 1993）。他認為要精通語言，重要的是理解與產出「塊狀的語意詞」，

而這些語塊會變成未經處理的資料，也就是傳統上學習者認為是文法的語言形式

（Lewis, 1993）。換句話說，這個教學法區分了單字及詞彙。單字是先前被定義為

單一詞搭配意義的集合；而詞彙則包含了學習者本就認知的個別詞及結合詞。Firth 

（1968）提出了英語搭配詞（collocation），他認為搭配詞在以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及

學習中，佔有重要之地位，因為特定字詞的搭配是其慣常位置的表達，collocation

被認為是字詞同時出現的一種方式，也就像是自然對話中，語言學的慣例，例如：

go shopping, do aerobics 等。Lewis（1993）也主張，教學者提升學生對搭配詞的認

知，並鼓勵教學者從事行動研究，以確保這些教學上的改變是對學生有益的。其他

相關研究也顯示，搭配詞是語言形式中很重要的一個類別，而且它也快速地成為了

語言教學課程與教材裡的既定元素，而透過搭配詞的學習，學生更能學習與記憶單

字，不但讓學生順暢的產出語言，而且使用語言會更為精準。（Woolard, 2000; Ying 

& Hendricks, 2004）。 

3、英文閱讀理解力與學習態度 

許多研究指出，英文閱讀能力可以促進整體語言發展，而英文閱讀習慣的養成，

才能促進學生將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教師如果能提供適當的閱讀指導，更能激發

學生的英文閱讀動機和興趣（柳雅梅、黃秀霜，2007；Krashen, 2004）。自 1980 年

代起，Goodman 就指出「閱讀是轉譯的過程」，他並將語言分成字形字音層次

（graphophonic）、字彙文法層次（lexical-grammar）及語意與用層次（semantic-

pragmatic），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讀者會主動地去處理文本的訊息（Goodman, 

1996）。研究也發現，閱讀歷程會因為文字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歷程，也就是中文

閱讀會受字形訊息影響，但是英文閱讀時，則是受到字音的訊息影響較大（Wang, 

2006）。因此，本研究提出經由讓學生熟悉英語搭配詞搭配動態評量系統，來訓練

學生的英文語感，進而增進英文閱讀能力，不要在面對英文閱讀文本時，一直重複

英文翻譯成中文的工作。 

在學習英文的過程中，如果能激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態度，自然能刺激

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且願意繼續學習英文（Yamashita, 2013），而台灣身為一個 EFL

的國家，日常生活中使用英文表達的機會很少，學校的教學只好著重在大量的英文

閱讀，以利學生上大學時能理解原文書（Shen, 2013），因此研究者認知到學習態度

是影響學生設定目標、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因素，這同時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Şen, 



2013）。許多研究也同時發現，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其英文的表現，呈現高度相關，

學習態度越積極，英文的表現會越好（張新仁、邱上真、李素慧，2000；Hsieh, 2008）。 

(三)研究問題 

據此，以下為本次行動研究之研究目的： 

a、探討大學生的英文學習態度經過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後，其態度之變

化。 

b、探討大學生的英文閱讀理解力，經過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後，其學習成

效。 

c、探討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之學生學習歷程。 

而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a、大學生在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後，學生的英文學習態度有何轉變？ 

b、大學生在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後，學生的英文閱讀理解力有何改變？ 

c、大學生在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的學習歷程為何？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1、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的教學目標為「大學生在使用過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後，能夠經由

系統中的教學中介設計，有效提升其英文閱讀力」。據此，研究進行的學期初期及

後期皆會使用英文閱讀測驗來測量學生的學習表現；同時也進行學習態度量表前後

測，藉以觀察學生對於英文閱讀的學習態度是否有轉變。其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確定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動態評量、英語搭配詞、英
文閱讀理解力、學習態度）

建立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APP

英文閱讀測驗前測/學習態度量表前測

實驗組 對照組

依課本及課堂講授方式學習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APP

英文閱讀測驗後測/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資料分析(量表、前後測、訪談、學習
表現、學生學習歷程)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Firebase資料庫：
同步記錄學生
Learning Progress

 

圖一 研究架構圖 



2、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以中部某私立大學大一新生修讀「大一英文課程」為對象，共計 2 班約

59 名非英文主修之學生，分為「使用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 學習的實驗組」與

「聽從教師課堂講授的對照組」。 

3、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於使用「建構英語搭配詞動態評量 App」研究其對大一學生之英文閱

讀理解力與學習態度之影響，因此英語搭配詞內容將沿用 107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的 New General Service List (NGSL)單字表與 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蒐

集到的大學生文法迷思概念，彙整出相關英語搭配詞，及相關例句、練習題，再建

置於 App 中，上下學期各 12 回，每回包含約 30-40 個英語搭配詞 (請參見附錄一)。 

4、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24 版軟體，以統計方法分析英文閱讀測驗與學習態度量表前

後測之量化資料。 

a、英文閱讀測驗的信度，本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0；學習態度量表問卷信

度為.85，顯示本研究試題與問卷信度良好。 

b、英文閱讀測驗前、後測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並無顯著差異(p>.05)。說明實驗組

學生接受實驗後，其學習成就並無明顯進步。 

c、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皆有顯著提升：實驗組 M=3.96 & 4.20，

p=.045；對照組 M=3.84 & 4.02，p=.015。 

d、在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歷程方面，學生於第一學期使用 App 做英語搭配詞答題

時，超過半數學生都會觀看到提示二才答對，但是自第二學期開始，學生觀

看提示的次數減少，而且第一次就答對的答對率顯著提升，顯見本研究所提

出之動態評量 App 能夠協助學生於課後學習英語搭配詞。 

(五)教學暨研究成果 

1、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從第一學期第四週開始讓學生下載英語搭配詞 App，學生可使用

Android 手機或是電腦下載 BlueStacks 軟體，即可順利使用 App。每週大一英文課

程開始上課前都會小考，因此同學必須在每週上課前完成該週進度。老師則可從

Firebase 資料庫同步取得學生使用 App 的資料(登入時間、次數、點擊次數…等)。

上課前就能夠整理出大多數學生不理解的部分，並於課堂中加強說明，而對於答對

率很低的學生，則能夠利用教師請益時間約同學進行一對一面談。如此一來，不用

再浪費時間講解大多數同學已經能夠理解的內容，而可以針對學生的弱項，進行有

效的說明。 

2、教師教學反思 

以往的教學，都是依照進度與課本內容按部就班的上課，但是對於高分組與低

分組的同學來說，都是浪費時間，因為高分組在上課前就已經學會了，而低分組同

學則是需要更多時間來理解內容，如果教師上課時的說明太快，同學依然無法理解。

但是有了 App 的輔助，同學在課後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步調進行適性化學習，老

師也能從 Firebase 資料庫獲得即時的學生學習進度，進而調整上課內容，不用等到

期中考或是期末考的成績公布時，才發現授課內容或是進度不利學生學習。 

 



3、學生學習回饋 

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手機 App 來學習英語搭配詞大多抱持正面看法，而且同

學們也很佩服英文老師自行開發 App 的精神。同學表示，經過這次的實驗，他們也

了解如何使用 App 從事語言學習，而 App 試題中的提示，同學們覺得很有趣，尤

其是提示二，同學們有發現是依照答案所寫的新例句，更能激發他們思考讀題、謹

慎作答；另外，同學們也提到，使用 App 不受限於時間與場域，在疫情期間，就算

是遠距線上教學，他們依然能使用行動載具學習並答題，十分的方便。 

(六)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之發想立基於 AI 時代來臨，手機已經成為個人的生活必需品，沒想到本次

計畫執行期間，又碰到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此時更能夠凸顯 App 作為英語學習工具的

重要性。雖然無法實體上課，但是學生依然能夠使用 App 學習，並且依照自己的學習步

調，「適性化」學習。因此，教師的角色比較類似 facilitator，課堂氛圍轉變成 student-

centered，學生開始會主動提問，並且指出 App 中的 bug，使用行動載具學習，確實拉近

了師生距離。另外，本人所教授的英文初級班學生，他們習得了如何使用 App 從事語言

學習的技能，這些學生不是學不會，只是需要一個指引，因此，本實驗就讓學生們有一

整學年的時間來實踐利用 App 學習英文，並且養成習慣，對於未來英文課結束後，他們

依然可以運用科技融入英文學習。此外，在未來的英語教學研究建議部分，經過本次的

研究發現，low level 的學生對於使用 App 學習英語表示贊同，今後也願意繼續下載不同

的 App 從事學習，因此，在教授 low level 學生英文時，教師可融入科技於課堂中，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讓他們先有興趣，不害怕英文，才能夠持續從事英文相關學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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