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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與大腦 

1.大腦的事實 
大腦發展是一漫長的過程 

聰明與否與大腦大小輕重無關 

學習恆常與大腦的發展配合 

一般人對大腦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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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腦的功能 

專注的學習有助大腦發展 

大腦不會閒置及可以全面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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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與大腦 

3.語文學習與大腦的活動 
 
嬰兒的語言學習 
詞彙學習：左右半腦 
語法：1-3歲用左半腦 
     稍後則左右半腦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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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與大腦 

4.語音的處理：語言系統的作用         

  (失聰者、默讀與放聲閱讀) 

5.布羅卡區、威尼奇區及角迴，    

   顳葉底部 

6.閱讀教學的核心 

7.閱讀障礙者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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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 



自閉者沒有口語輸出，但可以

有非口語的輸出，所以理應有

豐富的語言輸入。 

智障者如是。 

 
http://youtu.be/DUCAgsgbC6A 

http://youtu.be/xMBzJlee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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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學習與課文學習 

1. 概念的特質 

2. 形成歷程 

3. 與知識學習的分別 

4. 與長期記憶的關係 

5. 文學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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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文的特質 

1. 獨創性 

2. 無限性 

3. 適切性 

4. 多義性 

5. 多變性 

6. 模糊性與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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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文能力與語感掌握 

1. 字彙覺知 

2. 認法合法性覺知 

3. 認意的覺知 

4. 心理字典的形成 

5. 內隱的語法知識 

11 



(五)閱讀的重要與詞彙的發展 

Betty Hart & Todd Risley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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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讀寫萌發的出現 

1. 豐富的讀寫材料 

2. 具功能性的讀寫事件 

3. 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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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寫話課(LEA)促進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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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兒童文學與語文教學 

1. 形象與含蓄 

2. 語文學習的內涵與目標 

3. 語文與文學的關係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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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概念學習與語文能力的發展 

思考與感覺的重要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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