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出可讀性高的文章，有哪些訣竅？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陳茹玲】 

  「陽臺上的衣架錯落，像極了愛情。」「太過明顯的喜歡，像極了愛情。」請仔細

觀察一下自己閱讀這兩個句子時的思考歷程。對你而言，哪個句子比較容易理解呢？而

在閱讀另一個較不易理解的句子時，大腦發生什麼事？別急，我們得先知道理解怎麼發

生，容易理解的文章有什麼特性？最後再一起看看這「像極了愛情」的網路金句是怎樣

的認知歷程。 

成功的理解是讀者與文本良好互動的結果 

  可讀性（readability）是指閱讀材料能夠被讀者理解的程度。簡言之：可讀性與「讀

者」和「文章」兩因素有關，文章難以理解，不見得是讀者的問題。由過去數十年的閱

讀研究綜整，影響閱讀理解的讀者因素包括：動機、閱讀發展、閱讀策略、推論能力、

先備知識等。文章因素則包括：印刷、語言與文學、體裁、內容與多樣性等。前者通常

無法控制，而後者可由作者掌控。考量讀者特性，透過寫作調整，有助撰寫易於理解的

文章。 

高可讀文本的特性 

  一、符合讀者先備知識：先備知識是指讀者接觸文章前已知的知識與經驗。讀者先

備知識會影響文章理解，例如，討論棒球規則的文章，對具備棒球知識讀者而言，比不

具備棒球知識者較為容易。又如「奈米」的主題對小學二年級相對比較困難，但貼近學

生生活經驗的「遊戲」、「校園」的主題就較為容易。 

  二、適合發展的語言特徵：詞彙特性是影響文章可讀性的重要關鍵，使用高頻、低

複雜度、非技術性、具體、生活化、意義清楚等較易閱讀的字詞彙，文章可讀性會較高。

例如，高頻常見詞（難過、傷心）比低頻詞（柔腸寸斷、黯然）易懂。而句子的結構簡

單（少用代名詞、複合詞、複句），其可讀性也較高。 

  三、減少推論的困難度：推論是讀者透過先備知識與文章線索，讀懂作者沒有清楚

表達的言外之意與弦外之音。過去許多研究都支持推論是閱讀理解的核心，透過推論，

讀者可建構文章的完整理解。文章中概念與概念連結而成的命題，或命題連結而成的句

子，以及句子組成的段落，注意其連貫性，或補充背景知識均可減輕讀者推論的困難。 

  四、結構完整與高連貫：文章結構是文章的組織方式，掌握文章結構就能掌握文章

內重要概念間的關係。文章結構可概分為敘事文和說明文，敘事文結構通常包含故事背

景、起始事件、主角意圖、行動、結果及造成影響。說明文用來說明概念、溝通與傳遞



訊息，結構較為多樣複雜，包括描述、時間順序、比較異同、因果，以及問題與解決。

對文章結構愈熟悉，就愈能預期文章的發展、或是找到所需訊息，更容易建構整篇文章

的理解。連貫性包含局部連貫與篇章連貫。前者指句字內或句與句之間有所承接，相互

關連；後者為全文扣緊主題與核心概念，不任意跳躍或轉換主題。 

  五、適當重述先前內容：讀者閱讀時的歷程涵蓋：認字、剖析、推論、策略運用、

理解監控。在認字時必須處理字的形、音、義，讀句子時要對句子剖析，再整合句意理

解段落，最後整合段落形成篇章理解。前述歷程受到工作記憶影響，工作記憶為大腦用

以「暫存」與「運算」訊息，其效率與智力及發展有關。想像一下老師念一大串句子給

年紀很小的學童聽，或試著回想這篇文章的前面段落文字，基於工作記憶暫存的空間有

限，時間短暫，這些作業要求其實相當困難。讀者閱讀長文較後面訊息時，可能早已經

遺忘前面的訊息，因此適當重述先前內容，可幫助現有段落的理解及整合。 

  六、降低無關訊息干擾：與主題無關的句子或敘述會干擾閱讀歷程，增加認知負擔，

因此，如能將與文章無關的干擾訊息降到最低，也可增加文章的可讀性。 

文本可讀性的評估 

  完成一篇文章後，如何知道它的可讀性呢？多數研究根據詞彙的困難度與句法複

雜度建立線性迴歸式，來估算文章的可讀性，而文章的詞彙愈困難及句法愈複雜，可讀

性愈低。用以量化文章難度的公式最眾所知的是 1950 年代英文可讀性公式 Flesch 

Reading Ease。不過，簡單的線性公式很快就被認為過於精簡，無法反應篇章理解的複

雜歷程。近年隨資訊技術發展，以人工智慧技術納入更多元的特徵來建立公式，是可讀

性研究領域的新趨勢。國內研究者研發的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

（http://www.chinesereadability.net/CRIE/index.aspx）便可自動分析文本特徵，並提供可

讀性的估算。 

 

  最後，你可能會問：公式算出來的高可讀性文本，讀者就真的看得懂嗎？這也是可

讀性研究者近年來不斷反思的問題。畢竟，可讀性指的是「理解」，唯有讀者才適合對

文章可讀與否進行評斷。因此，近年來可讀性研究者已經從以追求高的文本預測正確率



作為公式的效度驗證，轉而關注讀者的理解表現。 

  你也許觀察到在閱讀「陽台上的衣架錯落，像極了愛情。」這個句子，需要透過推

論建構理解，另一個句子「太過明顯的喜歡，像極了愛情。」則不怎麼需要。在推論時，

你可能會搜尋過去經驗、形成心像、分析詞彙與句子試圖了解句意。就可讀性的概念看

來，這個句子是低可讀的，但讀者能從兩個不連貫的單句加以推論，運用背景知識與類

比等方法試圖詮釋了解句意，如此反而建構文學性存在的空間，而這也正是 AI 與人腦

存在的長遠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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