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從推論的類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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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常不會鉅細靡遺地描述所有細節，因此閱讀時有賴讀者運用推論能力，結

合自己的背景知識，填補文章中隱而未顯的空缺。推論包含連結文章線索、建立文句

間的關係，或用一個較上位概念整合多個同屬性事物的「歸納」等。 

鈴聲響起，他拿起話筒，電話另一端急迫的「喂」了好幾聲。 

  我們跟著文字順序慢慢讀。當讀到「鈴聲響起」時，鈴聲可能來自門鈴、服務鈴……

等。但讀到「他拿起話筒」，便可知前述鈴聲指的是電話鈴聲。讀者運用推論能力連

結兩句話，而正確理解響起的鈴聲來自於電話。接著，「電話另一端急迫地『喂』了

好幾聲」，讀者帶入自身的背景知識解釋，可能來電者有著急的事情，也可能是個急

性子；若前文提到接電話者任職於消防局，此時讀者就會連結前文的訊息，推測來電

者急著告知火災消息。 

  閱讀推論是透過文章訊息持續的輸入（讀入），不斷在讀者心中整合出越來越完

整的意義：從字詞到句子，從句子到段落，再從段落到全文意義。由此看來，要理解

全文意義似乎是最難，因為讀者必須要成功的、循序漸進地理解文章的每部分訊息，

才得以在最終整合成完整的文意。所以，在理解測驗中，如果有跟全文主旨、意義有

關的題目，可以說是對答題者而言難度最高的題目了，對吧？ 

  回答這個問題前，先談談推論的類型。推論有數種分類，例如分辨指涉對象的代

名詞推論，或連結因果關係的因果推論等。除此之外，還有「局部連貫性推論」與「整

體連貫性推論」的概念。局部連貫性推論是指相鄰句子有一些相關的元素或概念，可

以連結形成更完整的意思。例如代名詞推論就是一種局部連貫性推論；或「鈴聲響起，

他拿起話筒」的鈴聲是指電話鈴聲，也是局部連貫性推論的一種。局部連貫性推論只

發生在文本上較短距離的句子之間，讀者不需要攜帶很大量的、先前的文本訊息，就

可以讀懂這幾句話。相對而言，整體連貫性推論則是指要跨多個段落，連結多個局部

的訊息，以形成的更高階的文本訊息關係。文章意義、文章主旨等，都是屬於整體連

貫性推論。 



  有了上述概念後，可以用更具體的方式描述一開始的問題：整體連貫性推論比局

部連貫性推論難嗎？ 

  我們的研究收集了學童的閱讀理解表現，發現學童局部連貫性推論的表現比較好；

但是進一步的分析卻有個有趣的發現：原來不是所有學童的局部連貫性推論都優於整

體連貫性推論。此處的「不是所有學童」並非指那些意外、少數的表現，而是透過統

計可以確確實實區分出來的有同樣特性的人。這一群小孩子（圖中灰色線段的中局部

理解者）很特別，只有他們的局部連貫性問題分數低於整體連貫性問題分數，其他組

都是整體優於或等於局部連貫性推論分數。 

 

圖 1、不同群體在各問題類型上的答對率折線圖 

 

 

  換句話說，與其問「究竟是局部或整體連貫性推論問題難？」，不如問「對這個

孩子而言，是局部還是整體連貫性推論問題難？」因為從上面的研究可以得知，並非

對所有孩子而言，都是整體連貫性推論比較難。 

  什麼原因讓這群小孩比較會回答要貫穿全文的整體連貫性推論問題，而非只要連

結相鄰句的局部連貫性推論呢？有幾個可能的原因： 

一、受中心效應影響大。當孩子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如上述的中局部理解者），他

們可從文章中找到許多彼此相關的訊息，並在閱讀過程中重複處理與聯想這些訊



息，以幫助形成整體連貫性推論，所以閱讀推論表現不錯，這是閱讀的中心效應；

但此時的他們可能光是面對這些訊息便已耗盡心力。隨著年紀或能力發展，例如

工作記憶能力增加，孩子具備更多同時處理核心訊息與周圍的局部連貫性推論的

能力，受中心效應的影響逐漸減低，此時局部連貫性推論表現才會更進一步提升。 

二、缺乏背景知識。有些局部連貫性推論，需要讀者補充特定的背景知識才能完成。

舉例來說，若讀者對股市毫不了解，則讀到「股市一片綠油油的，使他心情低落

不已」，縱使理解能力再好，也難以處理其意義。 

  教師在出題時，又該出什麼局部與整題連貫性推論題呢？下列數點可供參酌： 

一、掌握學生需要從文章中學到的概念。閱讀理解測驗的目的在檢測學生是否學習到

特定概念，而非以考倒學生為目的。試題最終應反應出學生能夠由文章學到哪些

概念，由此來思考需要出的局部或整體連貫性推論題。 

二、評估學生所需要具備的背景知識為何。如果測驗目的在於需要了解學生的特定背

景知識（例如引進工廠可能同時帶來就業機會及汙染問題），那融入該知識的推

論題，是可能的出題選擇之一。 

三、測驗結束後，根據學生的作答反應，了解學生答題錯誤究竟是因為缺乏背景知識，

或是難以連結多個概念，做為未來教學或再次檢測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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