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辅助课程的效度：读写障碍和有学习困难的学生 

简介 

这项研究旨在了解读写障碍学生和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否拥有相同的学习

困难，以及DAS华文辅助课程对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的有效性。本研究主

要通过一项文能力测试，找出两组学生学习状况（learning profile)的共

同点。测试的结果也将为DAS华文辅助课程对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的有效

性提供依据。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让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在免获读

写障碍诊断的情况下，只通过BCLAT测试，也能参加DAS的华文辅助课程。并

通过DAS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提升他们的学业成就。DAS的华文辅助课程

是专为有读写障碍的学生设计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和加强识

字能力。除此之外，课程也提供系统化的口语、聆听、阅读、理解和写作教

学，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华文。经研究证明，DAS的华文辅助课程能够促进

读写障碍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华文学习能力。据此，我们相信，

该课程也能为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有效帮助。为实现以上目标，研究

员希望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一、DAS华文辅助课程对有读写障碍的学生比其他的辅助课程更有效吗？ 

  二、有读写障碍的学生和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有相同的学习困难吗？ 

  三、专为有读写障碍学生设计的辅助课程对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有效吗？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智力一般在中等水平以上，未诊断出有任何学习障碍。

这些学生即便接受了各类辅导和补救课程的帮助，学习华文时依然面临诸多

困难，考试通常也难以及格。有读写障碍的学生的智力通常也在中等水平以

上，并且经心理学家诊断为患有读写障碍。参与研究的学生分为三组—— 

读写障碍学生控制组（未参与辅助课程）、参与辅助课程的读写障碍学生及

华文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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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具 

研究采用准实验的研究方法进行。数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收集： 

通过t-检验的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所得数据，结果显示， 参与辅助课程的读写

障碍学生在识字、构词和听写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华文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识

字和构词的能力也显著提升。虽然控制组的学生都有参加其他各种方式的华文

辅助课程，但他们的语文能力并无显著提升。 

对比分析的结果（r(48) = .912, p =.000）也显示，识字能力的提升和构词能

力的提升是相关联的。有读写障碍的学生组，经过干预后，他们的识字和构词

能力分别为F(1,33) = 4.38， p=.044 和 F(1,32) = 6.51，p=0.015 ，听写能

力则为 F(1,35) = 4.28, p=0.046。分析结果显示，辅助课程能有效促进读写

障碍学生的华文学习。 

同样，结果显示，经过干预后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在识字和构词能力上的提

升与读写障碍学生相仿。只是听写方面的进步不甚明显，结果为F(1,32) = 

4.23, p = 0.048。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汉字的书写比认读难，因此与识字和

构词能力相比，要促进听写能力，则需要更长的干预期。 

 

 

 

 

讨论与总结 

研究证实，与其他类型的辅助课程相比，DAS华文辅助课程能更有效地提升读写

障碍学生的认字、构词和听写能力。参加这项研究的读写障碍的学生和华文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除了语文能力相同，也有相同的学习困难。专为有读写障碍学

生设计的辅助课程也能够有效地帮助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不过，未来课程

的设计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促进他们的听写能力。同时，两组学生对学习华文的

兴趣和信心都大有增加。 

展望未来 

本研究只是初步就各个问题进行探讨，验证DAS的华文辅助课程是否有助于华文

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为学习华文有困难的学生提

供更具科学性的干预，编写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帮助并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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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控制组（未参与辅助）： 

读写障碍学生 
参与辅助: 

读写障碍学生 

参与辅助: 
华文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 

学生人数 17 20 14 

测试工具 目的 

背景调查问卷 主要了解学生在主流课程以外接触华文的时长，如:补习班、学

校的课后补救课程等。目的是要更准确地验证DAS华文辅助课程

的有效性 
家长和学生问卷 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生对华文的兴趣、识字的难易度、阅读习

惯等。目的是探讨DAS华文辅助课程对有读写障碍学生和低学业

成就学生的有效性。 
前测和后测（以

测试的方式进行） 

通过对比两组学生前测的结果，了解两组学生是否拥有相同的

学习困难，进一步得知他们是否有相同的学习需要。通过对比

两组学生后测的结果，可以检验他们的学习效度是否有落差。 
教师的课堂观察

和记录 

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展及其他在前测中无法观察到的问题。由于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关键人物，有了他们的反馈，研究员才可以

更深入地了解辅助课程的有效性。 

控制组（未参与辅助）： 
读写障碍学生 

参与辅助: 
读写障碍学生 

参与辅助: 
华文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 

识字能力 0.3711 0.0189* 0.0032* 

构词能力 0.2411 0.0002* 0.0132* 

听写能力 0.4849 0.0088* 0.8796 

研究成果 

干预前的前测显示，三组学生在各种能力上的表现没有显著的不同。经过18周

的干预后，后测结果发现，三组学生在各项能力的表现上都出现了明显差异。 

干预手法 

干预手法的设计主要针对读写障碍学习者在视觉矫正能力、构词能力和视觉-动

觉协调能力方面的缺陷。整个干预为期18周，以奧頓－吉林翰(Orton-

Gillingham)的教学原则为指导原则，即以语言为中心、多重感官、层次分明、

循序渐进、注重认知及情感。干预重在培养学生的华文认字技巧和能力，累积词

汇以及学习句子结构知识。复习活动是贯穿整个干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主要以

字卡复习和听写操练的方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