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記敘文本」學習重點探析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楊裕貿 

 

壹、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學校語文領域─

─國語文》(教育部，2018)於 107年 1月 25日公告(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國語

文課綱)，並自 108學年度起，從小一、國一、高三逐年落實推動，目前國小已

經進入小四，國、高中已全面施行。按過去依課綱公告的年分簡稱課綱的慣

例，如 90暫綱、92課綱、97課綱，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理應以 107課綱稱

之，惟各界以實施的學年度，「誤稱」為 108課綱。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為涵育國語文的核心素養，從語文能力的培育、

文學與文化素質的涵養著手，培養學生表情達意、解決問題與反省思辨的能

力。經由國語文教育幫助學生習得現代公民所需之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

與運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的能力，藉由各類文本的閱讀欣賞與創作，

激發創意，開拓生活視野，培養反省、思辨與批判的能力，健全人我關係，體

會生命意義，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關懷當代環境，開展國際視野」(教育部，

2018)。上述課綱所列「基本理念」提及的「核心素養」，按蔡清田(2011)的界

定：國民核心素養不是來自先天的遺傳，而是國民經過後天的學校教育所習得

之知識、能力與態度。因此，國語文教學，透過學校的語文教育，以培養學生

整合「語文知識」、「語文能力」及「語文態度」，型塑、建構學生的「語文

素養」則是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要達成的任務。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將過去隱藏於能力指標的認知、技能、情意目標重

新調整分流，將語文知識從能力指標中抽離，建置「學習內容」項目，將能力

指標改稱「學習表現」，態度情意目標則放置於「學習表現」項下。學習內容

分成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個主題，透過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

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六種學習表現，發展學習歷程，顯現學

習成效(教育部，2018)。 

本文針對各學習階段均會學習的記敘文本，先作相關文獻探討，再檢視各

階段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教學重點之的正確、周延狀態，以利未來課綱修

正、教材編輯、各階段教師備課時，精確掌握記敘文本之語文知識與語文技

能，協助學生發展記敘文閱讀、寫作的知能。 

 

貳、記敘文本探究 

    本節先探討學者專家對記敘文本的界定、分類，列舉的要素、表達方法的

運用，並舉例說明，以掌握記敘文本的特徵，繼而在下節對照十二年國教國語

文課綱記敘文本設定的教學重點，了解其規劃方向。 

 

一、定義 



 
 

    魏臣波、劉素軍(2008)指出文體就是文章的體制、體式或樣式，是一篇文

章呈現出來的內容及其表達特點與結構方式的整體樣貌，一切文章都有一定的

體裁。記敘文作為三大基本文體之一，自有其特有體例樣式，此體例樣式可稱

之為文體結構。 

    吳正吉(1981)、杜淑真(1986)、陳銘磻(2007)等學者認為記敘文主要是透

過寫作者自身的覺察，客觀的呈現人、事、物、景的靜態，並將人、事、物、

景的變化與發展過程，作主觀的陳述。金振邦(1995)認為記敘文通過真實地記

人、敘事、寫景、狀物來反應社會生活、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楊蔭滸(1990)

認為記敘文是以具體的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的文章。魏臣波、

劉素軍(2008)提出記敘文以人、事、物、景為反映對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

達思想感情的文章。綜合學者的看法，記敘文透過作者對社會生活的觀察，以

人、事、物、景為寫作對象，反映真人真事的樣貌，繼而表達思想感想的一種

文章體裁，故記敘文作為獨力的體裁，其文體結構須滿足兩個要件，一是作者

真實觀察社會生活的經歷，二是觀察體驗後的思想感情。 

 

二、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與表達技巧、語言的結合運用，構成寫作者的表達能力(魏臣波、

劉素軍，2008)。表達方式又稱表達方法或表達手法，係寫作者在反映寫作對象

時，有的陳述過程，有的描繪形象，有的解說性狀，有的論述見解，有的抒發

感情，因而形成敘述、描寫、說明、議論、抒情等五種表達方式(劉孟宇，

1989)。進一步闡釋：「敘述」就是把人物的經歷和事物的發展變化過程交代出

來。「描寫」是作者運用富於形象性和表現力的語言對人物、事件、環境、景物

及其形態、特徵所作的具體描繪與刻畫。「說明」用來介紹或注釋客觀事物的發

生、發展、特徵、性狀、結構、概念、功能、程序等。「議論」通過事實材料和

邏輯推理來闡明觀點，表明立場、態度、主張的方法。「抒情」通過抒發內心強

烈感受和感情來塑造藝術形象(莊濤、胡敦驊、梁冠群，1992)。 

朱艷英(1994)表示：構成文體的要素很多，如形態、表達、題材、結構、

語言、境域、風格等，是以，採用不同的分類依據，自有不同的劃分結果。而

目前最主要的分類依據，是以表達的手法，如記敘、描寫、說明、議論、抒情

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具體方式(朱艷英，1994)。一般來說，一篇文章最多可以含

括上述五種表達方式(許俐雅，2015)。但是，一篇文章裡，哪種表達方法用多

用少，為主為次，從方法上決定了這篇文章的體裁歸屬(劉孟宇，1989)，亦即

以敘述為主要表達方法，輔以其他表達方法者，稱為記敘文；以描寫為主要表

達方式，輔以其他表達方法者，稱為描寫文；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輔以其

他表達方法者，稱為說明文；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法，輔以其他表達方法者，

稱為議論文以抒情為主要表達方式，輔以其他表達方法者，稱為抒情文。此五

分法表達型模式，源自五四，至今獲得確立(朱艷英，1994)。 

至此，記敘文確定以敘述或記敘為主要表達方式，惟杜淑真(1986)指出記



 
 

敘文主要分為「記」與「敘」兩個部分，記即「描寫」，而敘則是「敘述」。趙

厚玉(2003)認為記敘文以敘述、描寫為主要表達方式，間有抒情或議論。吳正

吉(1981)、吳光濱(2012）、陳銘磻(2007)也是認為記敘文專指以敘述、描寫為

主要表達方式來反映生活的一種文體。細究原因在於古代「敘」往往包含

「記」和「敘」兩個含義，未分割使用，即靜態事物的描述和動態事物的敘述

不能截然分開(朱艷英，1994)。這是上述學者將記敘、描寫當作記敘文主要表

達方法的主因。朱艷英(1994)進一步闡釋：描寫離不開記敘，描寫是一種精巧

的記敘，說明描寫與繼續緊密聯繫。故記敘文可以界定：以敘述(含描寫)為主

要表達方式，抒情、議論、說明為次要的表達方法。然而，若敘述非作者的親

身經歷，而是敘述他人發生的事，仍不能判定為記敘文。 

 

三、敘述方法 

    清代劉熙載《藝概‧文概》中，總結 18種敘述方法：敘事有特敘、有類

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

有連敘、有截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劉

熙載所歸納出來的敘述方法，其實混雜了不同的分類方式，綜合而成。 

    莊濤、胡敦驊、梁冠群(1992)、劉孟宇(1989)則從不同標準做出區分，若

從敘寫詳略與否劃分，可以分成詳敘與約敘(略敘)；若按敘述過程的中斷、接

續劃分，可以分成斷敘、截敘、續敘、連續、插敘；若從人稱劃分，可以分成

第一人稱敘述、第二人稱敘述、第三人稱敘述等；若從組織方式劃分，則可分

成順敘、倒敘、插敘、平敘、補敘等。 

    上述劃分，除了敘寫詳略及人稱敘述外，其餘的敘述方法均與文章的布局

組織有關。如順敘是按照事件或事物發生、發展、結果的變化，按順序的敘

寫；倒敘是把事情的結局或後面發生的事件提到開頭寫，再按照事件的發展順

敘敘述；插敘是暫時中斷原來的敘述線索，插入不同時空的內容，再回到原本

的事件接續敘述；補敘是在敘述過程中或敘述末尾，對情況或事件做某些解

釋、說明或交代(莊濤、胡敦驊、梁冠群，1992、劉孟宇，1989、薛金星，

2010)。這些與文章布局組織有關的敘述方法，換個說法即是文章結構，如順敘

法是按照事件、事物的發展順敘敘寫，就相當於事件式、事物式、時間式、空

間式、因果式結構，而倒敘法則是果因果結構，插敘法則是今昔今結構。故敘

述方法，也不能做為記敘文的要件代表。 

 

四、類別 

尹相如(2004)認為寫作是一個完整、動態的行為過程，由寫作主體、寫作

客體、寫作載體、寫作受體組成，其中，寫作受體即寫作對象或題材，也就是

寫作者面對客觀的人、事、物、景及各式各樣的生活型態。是以，人、事、

物、景、生活型態便成了各文體取材的來源。 

朱艷英(1994)指出記敘文是一種真實的記人、敘事、寫景、狀物的文體。



 
 

趙厚玉(2003)認為記敘文主要是敘事、記人、寫景、狀物。杜淑貞(1986)指出

記敘文呈現的內容，分成記事、記物、記人、記遊等。張清榮(2007)記敘文是

寫人、敘事、狀物、記景的文體，雖各有偏重，但都離不開記事和敘述的本

質。教育部(1993)也將記敘文分成寫人、敘事、狀物、記景四類。楊裕貿

(2010)指出，從寫作對象來看，一般將記敘文分成寫人、狀物、敘事與記景四

類。 

綜合來看，大部分學者均將人、事、物、景納入記敘文的主要類別。寫人

的記敘文以敘述人物之外貌、性格、語言、行動、心裡特徵為主要重點，亦即

透過人物之刻畫，來表達思想感情。狀物的記敘文分成動物、植物、一般物品

與建築物四種，主要透過物的摹寫，來表達情感，亦即所謂的託物言志。敘事

的記敘文，以紀錄事件為主，著重事件之起因、發生、經過與結果，透過事件

來表達作者的見解與感受。記景記敘文則透過景物來表達主題，也就是借景抒

情或以景喻情(楊裕貿，2010)。至於遊記涉及敘事和寫景，可由撰寫內容作最

終的分類，仍有其歸屬。惟記敘文固然可用人、事、物、景分類，但人、事、

物、景作為客觀的寫作對象，也可以依寫作需要，寫成說明文、議論文、抒情

文或描寫文。 

 

五、要素 

    要素，是構成事物的本質。記敘文作為基本文體之一，有其構成要素。常

見有四要素、六要素之分： 

    四要素方面，楊蔭滸(1990)認為記敘文有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四要

素；譚正璧(2014) 認為記敘文四要素為主體、事實、時間、地點，亦即將人物

改為主體、事件改為事實。在六要素方面，布裕民、陳漢森（1993）認為記敘

文具有六個重要的文章要素，分別為人物、時間、地點、事件的起因、事件的

經過、事件的結果。李建榮、陳吉林(2002)、于學沂、劉夢霞(1992)認為書寫

記敘文需要交代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經過、結果六要素。徐曼、張

玉雁（2014）則表示：「無論是哪一類的記敘文，皆要寫出什麼人、什麼事、事

情發生於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生的、什麼原因與結果」，此稱為記敘文六要

素。謝金美（2008）認為記敘文具備了時、空、人、事、因、果六要素。趙厚

玉(2003)指出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原因、結果是記敘文中的基本要素。 

    上述學者雖有四要素、六要素之分，事實上，六要素是四要素的開展，主

要是將事件細分成事件原因、事件經過與事件結果，故二者的畫分方式是一樣

的，只不過六要素分的比較詳細。而實際檢視現行版本記敘文教材，文章開頭

段往往只會用到四要素，甚至三要素，或二要素，如康軒(2022)三上第八課

〈安平古堡參觀記〉首段：「今天是戶外教育日，我們參觀的地點是位於臺南的

安平古堡。坐了好久的車，終於來到我們期待已久的地方。」可以發現：時間

是今天、地點是安平古堡、人物是我們、事件是戶外教育參觀。然而，並非所

有的記敘文都會出現四要素，如純粹寫人、狀物、記景的文章，各段撰寫人物



 
 

或物品的外型、個性(習性)、特長……等，就不會出現四要素，如翰林(2017)

四上〈南投美地，凍頂茶香〉首段：「在南投這個全臺唯一不濱海的縣市，縣境

內占地廣大。東起中央山脈高山地帶，蜿蜒向西，河谷也遍及全縣；山水壯

美，風光秀麗，自然不在話下。」 

    又，在文章中找到四要素，也不必然就表示該篇文章是記敘文。如前討

論，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均可寫人、事、物、景，故寫事說明文，或論事

的議論文，出現四要素也屬正常，如康軒(2022)五上第二課〈拔一條河〉為寫

事說明文，首段：「民國九十八年，莫拉克颱風重創高雄甲仙，滾滾泥水沖走大

片農田，沖斷橋梁、沖毀道路，滿目瘡痍的景象，讓甲仙人面臨絕望的深

淵。」時間是民國九十八年、地點是高雄甲仙、人物是甲仙人，事件是莫拉克

颱風重創甲仙。 

 

六、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整理記敘文本之必備與非必備要件如表1： 

 

表1 

記敘文本必備與非必備要件表 

項目 必備要件 非必備要件 

文體結構 記錄作者真實經歷、抒發思想

感情 

 

表達方式  敘述(、描寫)表達方式為主，

說明、抒情、議論為次 

敘述方法  順敘、倒敘、插敘、補敘 

類別  寫人、敘事、狀物、記景 

要素  時間、地點、人物、事件 

 

由上表看出，能精確判定記敘文的要件須同時具備作者的真實經歷，以及

經歷後的思想感情兩個要件，方能稱為記敘文，此為記敘文的文體結構。至於

敘述、描寫、說明、抒情、議論等五種表達方式，各文體均可採用，即使符合

敘述(、描寫)為主(佔全文一半以上比例)，說明、抒情、議論為次的編排時，

亦有可能為故事或議論文；而人、事、物、景四個「類別」，也可作為各文體寫

作對象；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要素」，除了記敘文外，說明文、議論

文，甚至故事都可能出現；而常見的順敘、倒敘、插敘、補敘、平敘等「敘述

方法」，則屬於寫作材料的布局方式，各體裁也都可以使用，非記敘文獨有，是

以，即使文本以人、事、物、景取材，出現四要素、運用了敘述方法，也都無

法據此判定文章為記敘文。 

另外，受82公告的國民小學國語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影響，將記敘文

分成一般記敘文及故事兩項，以致現行教材經常將故事體文章劃歸記敘文項



 
 

下，並稱之為記敘文，需要盡早將脫鉤，讓記敘文回到以記錄作者真實經歷事

件，帶出感受的文本樣式，以利教師精確地教學，引導學生掌握記敘文本地特

徵。 

 

參、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記敘文本學習重點與討論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各階段中與記敘文本有關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條

文共有 21條。其中，閱讀學習表現有 7條，條文第一碼以 5代表閱讀，第二碼

I代表第一階段(國小 1~2二年級)，依此類推到Ⅴ代表第五階段(高中 10~12年

級)，第三碼數字表該階段條文排序，雙圈(◎) ）係指相同學習內容重複出現

在不同學習階段， 有關條文如下：「5-I-5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

的特徵。」「5-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5-Ⅱ-3讀懂與學習階段

相符的文本。」「5-Ⅱ-5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5-Ⅲ

-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5-Ⅳ-3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

色。」「5-Ⅴ-1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手法。」 

    寫作學習表現有 5條，條文第一碼 6代表寫作，第二碼、第三碼編碼方式

與閱讀相同，條文如下：「6-I-3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

「6-Ⅱ-4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6-Ⅳ-4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

本。」「6-Ⅴ-1深化寫作能力，根據生活的需求撰寫各類文本。」「6-Ⅴ-2廣泛

嘗試各種文體，發表感懷或見解 。」 

    學習內容有 9條，第一碼 Ba代表記敘文本，第二碼、第三碼、雙圈◎編碼

方式與閱讀相同，條文如下：「Ba-I-1順敘法。」「Ba-Ⅱ-1記敘文本的結

構。」「◎Ba-Ⅱ-2順敘與倒敘法 。」「◎Ba-Ⅲ-1順敘與倒敘法 。」「◎Ba-Ⅳ

-1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效果。」

「◎Ba-Ⅴ-1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Ba-Ⅴ-2人、事、時、地、物的

細部描寫。」「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以表格整理如表 2、表

3、表 4： 

 

表 2  

各階段記敘文本閱讀學習表現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5-I-3讀懂與

學習階段相符

的文本。 

5-I-5認識簡

易的記敘、抒

情及應用文本

的特徵。 

◎5-Ⅱ-3讀

懂與學習階段

相符的文本。 

5-Ⅱ-5認識

記敘、抒情、

說明及應用文

本的特徵。 

◎5-Ⅲ-3讀

懂與學習階段

相符的文本。 

5-Ⅳ-3理解

各類文本內

容、形式和寫

作特色。 

5-Ⅴ-1辨析

文本的寫作主

旨、風格結構

及手法。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 



 
 

 

   從表 2可以得知：第一階段就要教導學童「認識簡易記敘文本的特徵」，除

了學習記敘文外，還會教導抒情文本、應用文本。再連結「5-I-3讀懂與學習

階段相符的文本。」表示學童必須「認識」、還要「讀懂」第一階段的記敘文

本、抒情文本、應用文本。第二階段同樣要指導學童「認識記敘文本」及抒

情、說明、應用文本，同時也要「讀懂」相符學習階段的記敘、抒情、說明、

應用文本。第三階段雖無出現「記敘文本」，但經由「◎5-Ⅲ-3讀懂與學習階

段相符的文本。」可以推知，該階段要「讀懂」相符學習階段的記敘、抒情、

說明、議論、應用等文本。到了第四階段雖沒有出現「記敘文本」，但條文「5-

Ⅳ-3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應該就包含記敘文本的內容、形

式與寫作特色。到了第五階段，閱讀學習表現條文雖無出現「記敘文本」，但仍

可推估高中生需要辨析各類文本(含記敘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手法(如

5-Ⅴ-1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手法) 。 

    上述條文出現的「文本」，按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教育部，2018)的界

定，指的是「語言文字及其他符號，遵循語義規則所組成的句子、段落或篇

章，依其體用可分為「記敘文本」、「抒情文本」、「說明文本」、「議論文本」及

「應用文本」五項。惟若以此界定來看，沒有文字的圖畫書就不算文本，而遵

循語規則組成句子、段落或篇章的「詩歌」，似乎也不能納入文本，恐須進一步

給予合理、周延的說明。 

    另一方面，針對上述五類文本的界定：記敘文本：以人、事、時、地、物

為敘寫對象的文本。抒情文本：由主體出發，抒發對人、事、物、景之情感的

文本。說明文本：以邏輯、客觀、理性的方式，說明事理或事物的文本。議論

文本：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看法的文本。應用文本：

因應日常生活、人際往來與學習的需要，靈活運用各種表述方式而產生的實用

性文本(教育部，2018)。 

 

表 3 

各階段記敘文本寫作學習表現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6-I-3寫出語

意完整的句

子、主題明確

的段落。 

6-Ⅱ-4書寫

記敘、應用、

說明事物的作

品。 

 6-Ⅳ-4依據

需求書寫各類

文本。 

6-Ⅴ-1深化

寫作能力，根

據生活的需求

撰寫各類文

本。 

6-Ⅴ-2廣泛

嘗試各種文

體，發表感懷

或見解 。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 

 

    從表 3得知，第一階段要「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雖未

出現習寫「記敘文本」語詞，但對照閱讀學習表現：「認識簡易的記敘文本」，

因此在寫作句子與段落時，應該會結合生活，以「記敘文本」做為寫作設計與

教學重點。到了第二階段，則清楚的呈現「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

品」。第三階段，雖未出現記敘文寫作的要求，基於學習的順序與繼續性，到了

高年級推測仍會持續學寫記敘文本。進入國中第四階段，在國小建立的基礎

上，要能「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到了第五階段，高中生要能「撰寫各類文

本」及「嘗試各種文體」，可以看出設計精神，希望學生在國中的基礎上，持

續、且加深加廣的學習記敘文本及其他文本(文體)的寫作。 

 

表 4 

各階段記敘文本學習內容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Ba-I-1順敘

法。 

Ba-Ⅱ-1記敘

文本的結構。 

◎Ba-Ⅱ-2順

敘與倒敘

法 。 

◎Ba-Ⅲ-1順

敘與倒敘

法 。 

◎Ba-Ⅳ-1順

敘、倒敘、插

敘與補敘法。 

Ba-Ⅳ-2各種

描寫的作用及

呈現效果。 

◎Ba-Ⅴ-1順

敘、倒敘、插

敘與補敘法。 

Ba-Ⅴ-2人、

事、時、地、

物的細部描

寫。 

Ba-Ⅴ-3寫作

手法與文學美

感的呈現。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 

 

    表 4是記敘文本的學習內容，是配合學習表現「認識記敘文本特徵」的主

要學習項目。第一階段要學習的內容是「順敘法」，進入第二階段是「順敘法與

倒敘法」及「記敘文本的結構」，第三階段仍是學習「順敘法與倒敘法」，到國

中第四階段再增加「插敘法與補敘法」以及「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效果」，高

中第五階段有「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人、事、時、地、物的細部描

寫」及「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參照「貳、記敘文本探究」，順敘、倒

敘、插敘、補敘是文章布局組織的方式，記敘文本、說明文本、故事，甚至議

論文也可使用，根本無法代表記敘文本，反映記敘文本的主要特徵。而國中、

高中出寫的「描寫作用」、「細部描寫」，若從表達方式來看，的確與記敘文本有

關，但光談描寫，不談其他表達方式，特別是漏掉敘述、抒情，仍無法在閱讀

或寫作記敘文本時，完整的檢視各個表達方式的連帶關係。 



 
 

    唯一比較有關的內容，應為第二階段「記敘文本的結構」，可視為記敘文

「文體結構」，而第五階段「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其中「寫作手法」

若從如何寫出記敘文本的手法做解讀，仍與文體結構有關，但是，如果是如何

讓記敘文寫作更具特色或美感的手法來看，則未必與記敘文有直接相關。 

 

肆、建議 

依據上列記敘文本的探析，本研究針對未來國語文課綱的學習重點修正、

出版社的教材編輯及教學教學三部份，提出相關建議： 

一、國語文課綱修正建議 

    在閱讀學習表現方面，除了第三階段未明確列出記敘文本外，各階段均有

記敘文本的教學要求，固然從課程順序性、繼續性推測，第三階段應可延伸的

第二階段的記敘文本教學，仍建議將第三階段「5-Ⅲ-5 認識議論文本的特

徵。」修正為「5-Ⅲ-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應用、議論文本的特徵。」 

    在寫作學習表現方面，同閱讀表現建議，可將「6-Ⅲ-5書寫說明事理、議

論的作品。」擴增為「6-Ⅲ-5書寫記敘、說明事物及事理、議論的作品。」則

更加明確。 

    在記敘文本學習內容方面，建議各階段增列記敘文本的必要條件，補上

「記敘文文體結構」條文。至於記敘文本非必要條件，也可增加表達方式、要

素、類別等項目，讓學童認識、了解。 

    其他文字方面，建議回歸一頒學者的慣性用法：記敘文、說明文、議論

文、抒情文、應用文，建議將文本的「本」字刪除。而在記敘文本學習內容條

文之前的界定：「記敘文本：以人、事、時、地、物為敘寫對象的文本。」也建

議修正為「記敘文：以敘述(含描寫)為主要表達方式，記錄作者觀察人、事、

物、景的真實內容，並帶出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應該更為具體周延。 

 

二、教材編輯建議 

    課綱是教材編輯的依據，按照目前課綱的條文，主要在認識記敘文本特

徵、讀懂記敘文、寫出記敘文及教導敘述方法。在認識記敘文本方面，即在掌

握記敘文的文體知識，故宜循序漸進規劃教導文體結構、表達方法、敘述方

法、類別、要素等記敘文知識。如各年段均須出現寫人、敘事、狀物、記景的

文章，透過文章閱讀教學過程，找出文章中的要素、表達方式、敘述方法(布局

組織)、文體結構，繼而遷移到寫作應用。 

 

三、教師教學建議 

    107年公告的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在記敘文本的學習重點設定上，顯

然不夠周延，而各家出版社的教材又得按照課綱編輯、送審，故教師選用的授

課教材，在記敘文本部份可能也有疏漏。因此，授課教師須確實掌握記敘文本

的特徵，進而檢視教材中記敘文本的學習內容是否完整、正確。教學時，給予



 
 

補充、教導正確的文體知識，以及可以讀懂、寫出記敘文本的策略。 

 

伍、結語 

    認識文體在寫作、閱讀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朱艷英(1994)表示：在寫作

上，任何一個作者想通過文章來傳遞一定信息，就必須遵循、採用某種文體模

式所提供的組合程序，否則這種信息的傳遞就無法進行；在閱讀上，讀者要理

解、讀懂文本所攜帶的信息，就必須在作者和讀者間存在一種對語言組合規則

的共同理解，讀者只要根據文體模式所暗示的樣式，便可「破譯」作者所編制

的的組合規則。是以，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能將各文體的教學以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的方式列出教學條文，是必要且重要的變革，惟在條文制定的周延、

正確方面，仍須修正，期待未來課綱修正，或在課綱修正前，出版社能提供正

確的教材，教師能依據記敘文本的特性教學，如此才能協助學生發展有效的閱

讀、寫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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