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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摘要： 

余立棠教授首先導讀本篇研究提及說故事(Storytelling)的好處，主要為能夠

營造氛圍、增進浸潤感、幫助學生理解複雜的概念與想法，並同時加深學習者

對知識的印象。由於科技進展，說故事也由傳統的直接口述演變為數位說故事

(Digital Storytelling)。而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定義則為

只要是以數位科技所進行的說故事，便能稱作數位說故事。 

 

至於本研究之研究缺口(research gap)則旨在檢驗前人研究數位說故事在語言

學習上的效果，並建立其可複製重塑性(replicability)。研究問題則分別探討

關於數位說故事研究中所使用到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如何設計，以及研究中

如何呈現信度(reliability)。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的資料庫為

Scopus，使用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孩童(child)、以及語言

(language)或閱讀(reading)或聽力(listening)或口說(speaking)或寫作

(writing)或口語(oral)作為關鍵字搜尋，並搜尋自 2004年至 2020年之資料。 



 

在納入與排除方面，本研究納入所有與年輕學習者(young learner)，納入使用

至少一種數位裝置或軟體幫助語言學習之資料，並且必須為使用量化或是質性

方法進行數據搜集分析之研究。在結果(findings)方面顯示出質性數量較多，

一共有 48篇，第二為混合方法，最後才為量化。共有 39篇為英文語言之研

究，11篇則為非英語之研究。探究的技能第一名到第三名分別為寫作，口說，

閱讀；因此可看出在本篇文獻評析的條件當中關於數位說故事與聽力的相關研

究較為缺乏，若要進行創新研究可將著力點置於聽力方面之研究。在探討不同

語言技能所使用之研究工具，關於可信度(reliability)方面大部分研究都沒有

呈現出可信度，此也為研究上較不足之處。 

  

  

最後則是本篇文獻指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包括增加量化方面之研究、增加研

究之地區、增加研究可信度，以及除了單一能力之研究外，增加整合能力之研

究。余教授最後也提出關於本研究之批評，首先為 Scopus雖為大型資料庫，但

在搜尋資料之嚴謹度稍嫌不足，建議可使用其他收錄條件較為嚴謹之資料庫進

行研究，其次則是本篇研究題目是針對孩童，但是並沒有提到為什麼要找孩童

的研究，且在最後的研究結果當中有出現以 20幾歲學習者作為研究對象之文

獻。 



  

王雅茵教授回應：有讀過台灣有學者做過許多關於數位說故事方面的研究，余

教授導讀的此篇為針對孩童，有讀過其他兩篇是關於全年齡，因此會特別在研

究結果中整理出關於孩童及其他年齡層之研究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