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記敘文寫作教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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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國語文的教學是希望透過國語文的課程，讓學生發展學習及解決問題的策略，透過實踐的歷

程來解決現在及未來生活中的問題；並且發展邏輯思考能力，培養自己的觀點並理解他人的想法，學

習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並與他人有良好的溝通。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開展組成「學

習內容」泛指教科書或教師教學的文本，整合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大主題範疇，希冀培

養學生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六大表現類別，發展學習歷程，

顯現學習成效。 

筆者認為，寫作是驗收學生國語文學習成果的最好方式，檢視學生能不能依照題目的溝通需求省

思自己的經驗，判斷寫作文體並挑選寫作素材，並利用學過的語文能力將適當的字詞組織成句段、構

成篇章。過程中不但可以看出學生對於寫作議題的主觀態度，還能發現語文的學習是否協助他建構自

己的語言溝通及理性思辨的知能。 

課綱的引導 

國小的課文中最常出現的便是記敘文本的課文，也試教師普遍讓學生習寫的作文類型，因此作文

的習寫便可以從記敘文著手，由淺入深，利於鞏固學生的寫作能力。針對記敘文本在不同學習階段中

學生應該學習到的能力，課綱都有清楚詳細的載明，且在不同學習階段要學習到的能力也都不同，因

此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教師需要明確理解與掌握課綱的要求，才不會錯失教學的重要階段。 



課綱中關於有關記敘文寫作的相關指標，筆者彙整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閱讀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

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 

特徵。 

5-Ⅱ-5 認識記敘、抒

情、說明及應用文本的 

特徵。 

 

 

 

 

 

學習表現

寫作 

6-Ⅰ-3 寫出語意完整的

句子、主題明確的段 

落。 

6-Ⅰ-4 使用仿寫、接寫

等技巧寫作。 

6-Ⅰ-5 修改文句的錯

誤。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

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Ⅱ-3 學習審題、立

意、選材、組織等寫作

步驟。 

6-Ⅱ-4 書寫記敘、應

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6-Ⅱ-6 運用改寫、縮

寫、擴寫等技巧寫作。

6-Ⅱ-7 找出作品的錯 

誤，並加以修改。 

6-Ⅲ-2 培養思考力、聯

想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6-Ⅲ-3 掌握寫作步驟， 

寫出表達清楚、段落分

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

事。 

6-Ⅲ-6 練習各種寫作技

巧。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 
內容。 

 

學習內容

記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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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的教學不應該脫離國語課的教學，教師應該利用國語課進行文本的審題、立意、選材、組織



等寫作步驟的教學，並利用文本的內容深究與形式深究的教學引導學生辨識並學習不同作者的寫作技

巧，才是教導孩子學會寫作文最有效的方式。 

基礎記敘文的寫作 

記敘文包括記人、敘事、寫景、狀物四大類，是記錄真人真事、表達感情的文章，常用的敘寫方

式是順敘法，亦即依照時間的先後，依序寫出事件發展的過程，包含了時間式、方位式、事件式、因

果式等四種結構。國小課文還會出現倒敘法，先從人物或事件的結果開始敘述，之後再介紹背景、起

因跟結果，造成順序上的顛倒；抑或是先寫眼前的事物，再追敘往事，刻意調整時間先後的敘述。此

外課文中還會出現散列式的文本，也是一種記敘文常見的敘寫方式。 

（一）記人記敘文 

記人的記敘文在選材時可以用發散性思考的方式，從人物的外表相貌、個性、興趣、他說過的話、

事蹟或經歷……等來尋求寫作的內容。雖然每個年段的學生都可以進行寫人的作文練習，但是不同的

年級寫人需要有層次的不同，一至三年級建議可以從人物的外觀、個性、興趣著手，但四年級以後要

引導學生從主角說的話、經歷、事蹟、遭遇的挫折、如何解決問題……出發，才能顯出寫作的層次！ 

 



 

圖一 寫人的發散性思考圖 

作文題目舉例：我的○○媽媽 

○○可替換成天才、迷糊、有趣……等形容詞，文章可以採用「事件式」或是「散列式」的大綱來

撰寫，以迷糊為例，「事件式」的寫法首段破題先介紹我有一位迷糊的媽媽，二至四段舉一件媽媽做

過的事情來說明媽媽迷糊的情況，末段則說明我有這麼一位迷糊的媽媽，作者心中感受是什麼；而「散

列式」的寫法首段破題先介紹我有一位迷糊的媽媽，二至四段則各舉一件迷糊的事蹟來說明媽媽糊塗

的情況，末段則說明我有這麼一位迷糊的媽媽，作者心中感受是什麼。 

《事件式》 《散列式》 
段落 大綱/綱要  段落 大綱/綱要 

一 背景 一 背景 

二 事件起因 二 事件一 

三 事件經過 三 事件二 

四 事件結果 四 事件三 

五 我的感受 五 我的感受 

 

外表 
其他 個性 

經歷 興趣 
人物 

事蹟 神態 

語言 動作 



（二）敘事記敘文 

敘事的記敘文是記敘事件發生的起因或背景、發展經過到結果的歷程，因此指導學生審題、確定

題旨後，思考可以敘述哪一件事情的發展經過來書寫，而且這件事情最好要有特別之處，例如特別有

趣、麻煩，或是讓作者有深刻的印象，能詳細寫出細節的為佳。 

除了用順敘法或倒敘法來敘寫之外，可採用時間式、方位式、事件式、因果式等四種結構來思考

寫作的架構： 

作文題目舉例：我的暑假生活 

《時間式》 《方位式》 

段落 大綱/綱要  段落 大綱/綱要 
一 
事由 

暑假來臨前，我妥善的規劃我 
的暑假計畫。 

一 
事由 

暑假一開始，我到台南的外婆 
家去玩。 

二 
經過 

七月份，我把前一個學期的數 
學和英語好好複習。 

二 
經過 

七月中媽媽帶我去美國與在國 
外工作的爸爸相聚。 

三 
結果 

八月時我努力運動，不但瘦了 
二公斤還長高了呢！ 

三 
結果 

放假時爸媽還帶我去迪士尼樂 
園玩。 

四 
感想 

現在快開學了，我對高年級的 
課程充滿信心。 

四 
感想 

開學前終於回到臺灣，真是充 
實又愉快的暑假！ 

 

《事件式》 《因果式》 

段落 大綱/綱要  段落 大綱/綱要 
一 
事由 

暑假中我到學校圖書館當小志 
工。 

一 
事由 

媽媽要我自己安排暑假的生活 
計畫。 

二 
經過 

整理校內圖書、製作催書單並 
幫新書上架。 

二 
經過 

我一下子就寫好了，但是媽媽 
對懶散的生活有意見。 

三 
結果 

有空時還可以看看新書，真 
棒！ 

三 
結果 

來來回回改了好幾次，終於得 
到媽媽的同意。 

四 
感想 

終於知道圖書館阿姨平時的辛 
苦，對他們充滿感謝。 

 四 
感想 

過了一陣子的暑假才知道媽媽 
的要求對我很有幫助。 



 

（三）寫景記敘文 

寫景的記敘文主要是以定點或移動的方式描述對於自然或人文景物的觀察內容，在景色的描寫上

可以運用感官摹寫的方式表達作者的感受，搭配顏色的形容、譬喻或轉化修辭的寫作技巧完成文章。 

思考時可以曼陀羅思考法（九宮格）以人事時地物佐以感官的摹寫，思考如何描寫景物。文章內

利用定點式或移動式的視角，來書寫美麗的情景，最後要說說自己的感想或感受。 

 

 

 

 

 

 

作文題目舉例：美麗的小琉球 

以九宮格的方式取材，搭配定點式及移動式的敘寫方式，思考範例如下： 

 

人 

親愛的家人 

時 

在暑假最熱的

那一天 

地 

珊瑚礁地形的

小琉球 

感想 

雖然很熱但是

超級好玩 

 

美麗的小琉球 

物 

摩托車眾多很

多廟宇 美麗

人 時 地 

感想  

題目 

物 

感官 3 感官 2 感官 1 

 



開心的一天 的海景 

觸覺 

尖銳的珊瑚礁

熾熱的陽光 

清涼的海水 

嗅覺 

海水的鹹味燒

烤的香味 

視覺 

遊客如織 地

標花瓶岩海龜

和魚兒 

 

我站在花瓶岩旁戲水，腳下的海水裡有許多可愛的魚兒游來游去，十公尺外的地方還有人

在划著獨木舟，再往遠一點的地方看去，遠處駛過的漁船就像藍色水彩中的一個小點，不

一會兒就消失在地平線的盡頭。 

 移
動
式 

 

在碧雲寺拜過觀音後，我們先騎車到大福漁港看遊客戲水，我還在廢棄的港口裡看見一條

小丑魚自在的游動著。接著我們又到白燈塔遠眺海岸的礁岩地形，漸層的藍色海水美得像

一幅畫，一幕幕盡收眼底，大飽眼福。 

之後可以整理出整篇文章的大綱： 
 

段落 大綱 
第一段 
事由 

暑假裡的某個週末，全家一起搭船去小琉球玩，進港時聞到海水鹹味（嗅 
覺）、看見地標花瓶岩（視覺）。 

由來 

定點式 



材質 

目的 

第二段 
景點一 

先到花瓶岩戲水（定點式描寫風景）。 

第三段 
景點二三四 

到碧雲寺拜觀音、到大福漁港看海龜出沒，再到白燈塔看秘境美景（移動 
式描寫風景）。 

第四段 
景點五 

晚餐是海鮮燒烤吃到飽，吃完後又去觀星、聽浪。（味覺、嗅覺、視覺、聽 
覺） 

第五段 
感想 

小琉球處處都是美景，能讓人忘卻平日的煩惱，帶著滿滿的能量回家。 

 

（四）狀物記敘文 

狀物的記敘文以動態或靜態的描寫方式描述動物、植物、建築物或一般物品的外觀、動作…… 等，

並寫出對於物品的感受。思考時同樣可以用發散性思考的方式來思考可以寫作的素材，使用事件式或

散列式的結構來書寫。 

圖二 狀物的發散性思考圖 

作文題目舉例：我的書包 

狀物的文章可以用事件式或散列式的結構書寫，綱要舉例如下： 

外型 

其他 

感受 

繁殖 物品 

互動 用途 

價位 特色 
動作 



《事件式》 《散列式》 

段落 大綱/綱要  段落 大綱/綱要 
一 
背景 

我的書包是剛進小學時，爺爺 
買給我的。 

一 
背景 

我的書包是剛進小學時，爺爺 
買給我的。 

二 

外觀價

位 

爺爺挑選了店裡最貴的那個鮮

黃色書包。 

二 事件

一 

平常上學時裝課本，週末去玩

的時候可以當行李箱裝衣服。 

三使用 
書包可以裝好多東西，每天背 

著上學，就像爸爸帶公事包上

班一樣。 

三 事件

二 

某次下雨的時候我忘了帶傘， 

書包就被我拿來當成躲雨的工

具了。 

四互動 
不小心弄髒了，我會用週末的 

時間好好的清洗他，讓它保持

乾乾淨淨的。 

四 事件

三 

有一次不小心壓破了放在書包 

裡的鋁箔包飲料，弄髒了書 

包，害我洗了好久才洗乾淨。 

五 

感受結

果 

雖然我快要從小學畢業了，但 

這個書包還是我最心愛的書

包。 

五 

感受結

果 

雖然我快要從小學畢業了，但 

這個書包還是我最心愛的書

包。 

 

其他寫作示例 

記敘文的寫作除了記人、敘事、寫景、狀物四類的寫法教學之外，在課綱中還提到了可以指導學

生練習仿寫、接寫、改寫……等等教學技巧，教師可以利用適當的課文實施作文教學，一來可將閱讀

與寫作的教學一氣呵成，二來也可以避免學生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撰寫作文時，有不知從何下筆的困

擾。 



（一）仿寫——仿大綱（以南一版《甜蜜如漿烤番薯》為例） 

本課是張曼娟老師的一篇記敘文，文章描述了她從小大到吃過的幾種番薯料理，這些累積下來的

點點滴滴，是她的回憶，也是生命中美好的時光。文本的寫作佈局是「分總式」的寫法，作者舉出四

種記憶中的番薯料理，分別說出它們的外觀、口感、價位……，以及對它們的回憶，最後一段才告訴

讀者，這四種番薯料理中她最喜愛的番薯料理是哪一樣，並呼應題目，烤番薯甜蜜如漿的滋味才是她

的最愛。本課課文大綱如下： 

 

 

 

  
 

藉由在課堂中讓學生分組討論大意，摘取各段小標題的練習，先告訴學生我們要利用這一刻的課

文架構模式來進行寫作，請學生先想想看，自己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還有哪些用同樣食材做出來

的食物呢？參考屏東縣忠孝國小戴翠華老師的寫作教學設計，設定寫作題目為「我最迷戀的食物」，

一到四段以分說的方式介紹自己喜歡的四種料理，最後一段說明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種料理。 

〈學生範文〉 

我最迷戀的食物        李士堂 

每當到了冬天，媽媽就會煮熱熱的紅豆湯。紅豆湯的紅豆很甜，因為媽媽用心熬煮了很久，所以湯也

十分香甜。每次只要煮好了，我和哥哥就會馬上喝掉，反正爸爸不愛喝甜，頂多只喝一碗，所以紅豆

最迷戀 

甜蜜如漿烤番薯 

喜歡吃 

烤番薯 

地瓜湯 

地瓜粥 

烤番薯 

蜜番薯 



湯都是我們兄弟在喝。在冬天大口大口的喝熱熱的紅豆湯，是最暖和、最舒服的一件事了。 

有時下課後，我會去買些紅豆餅，如果來不及或店沒開，我就會請爸爸幫我買小點心，因為爸爸有時

會在萬丹，能幫我買萬丹最有名的紅豆餅。萬丹紅豆餅很有名，也很好吃，有時一口咬下去，內餡就

會爆出來，燙得我舌頭刺刺的。萬丹的紅豆餅還有一些特殊口味，但我還是喜歡紅豆口味的。只要爸

爸買回來，我就會迫不及待的打開來吃，紅豆餅皮酥脆，紅豆泥熱熱黏黏的，讓我讚不絕口。 

在夏天，我們全家會一起吃冰，我最愛的冰品是紅豆雪花冰，上面淋上香甜的巧克力醬，和可口、ＱＱ的布丁，還

有一大瓢好吃的蜜紅豆，讓我全身清涼。這時，吹來的風感覺也變涼了，不像以前的熱，嘴巴也清爽

了，不會乾乾的。夏天的紅豆雪花冰，配上許多醬料，是我最愛的冰品了。 

銅鑼燒是哆啦Ａ夢最愛的食物，裡面有著香甜的紅豆泥。有一次我去宜蘭玩，到了一家知名的蛋糕店，

那裡的銅鑼燒很有名，有一大排的機器在運作，上面都是銅鑼燒。我們買了一大包的銅鑼燒， 馬上就

打開來吃了，裡面滿滿的紅豆泥，熱熱的，吃起來十分滿足。 

紅豆的料理有很多，樣樣我都愛吃，但在夏天吃紅豆雪花冰最涼爽了，香甜的紅豆加上冰涼的雪花

冰，是我最迷戀的滋味。 

（二）改寫——人稱的改寫（以翰林版《帶箭的花鳧》為例） 

本課改寫自夏婉雲老師《穿紅背心的野鴨》，是一篇故事體的記敘文，文章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敘

寫負著箭傷的花鳧小唐來到野鴨鎮過冬，被鎮民發現後努力搶救小唐使其恢復健康的歷程。文本重點

在於指導學生如何真正尊重與愛護動物，進而養成正確的態度。本課指導學生將第三人稱的故事改寫

成第一人稱的故事，讓學生將自己想像成是花鳧小唐，用自己的話將故事重述一次，體會愛護動物重

要性。 

指導時可結合課文的架構安排改寫的故事段落，給予學生寫作的鷹架，並將題目訂為「小唐歷險

記」，讓學生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改寫課文，作文分段指導如下，雖然給予五個段落的引導，但學生可

依自己寫作的需要適切分段： 

第一段：在南下避冬前或是飛行的過程中，你是怎麼受傷的呢？在哪裡？是誰射出的箭？ 第二



段：飛到野鴨鎮之後，身上負著箭的你在各方面有沒有不方便的地方？會痛嗎？ 

第三段：當鎮長要駕船幫助你時，你會害怕嗎？伙伴們怎麼幫助你的？ 

第四段：神射手對你射出了麻醉針，獸醫幫你治療箭傷，這些過程中你有什麼想法？ 

第五段：當你恢復了健康，你心裡想怎麼感謝人類的幫忙呢？接著你要回到北方了，那種捨不得

的心境又是怎麼樣呢？ 

〈學生範文〉 

小唐歷險記 謝佳恩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野鴨鎮的人們幫我取的，叫做「小唐」。今天，我要來告訴大家我的「歷險

記」！ 

我來自西伯利亞，有一年為了要過冬，我跟著我的家人一起準備飛到遠在臺灣的野鴨鎮。但是在我們

飛了差不多十公里的時候，一枝箭莫名其妙就往我身上射，「啊！痛死了！」但沒辦法，沒有人可以幫

我，我只好一路撐，終於撐到了野鴨鎮。 

到了野鴨鎮之後，大家都在覓食，但因為我的背實在是太痛了所以沒辦法潛水找東西吃。幸好我的

妹妹沛沛幫我把食物撈上來給我吃，不然我可能會撐不下去而餓死。 

到了晚上，有一個男人駕著小船，偷偷摸摸的靠近我們，幸好大家反應好，馬上飛走了。我心裡想：

「唉，幸好我躲過了，不然他來抓我怎麼辦？」等了一段時間後，我小心的慢慢游出來看，「嗯？ 怎麼剛剛那麼

多人都不見了呢？」當我在煩惱這件事的時候，「啊！」突然，一支針往我的身上射進去！之後的事

我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來了之後，我被關在籠子裡，「我被抓到哪裡了嗎？他們要吃掉我嗎？」突然我發現我身上的箭

不見了，身體也恢復健康了，我好開心喔！ 

這時我看到籠子外面有一位好可愛的小女孩，她正問著她的爸爸能不能讓我留下來，但我也想要跟

我的家人一起回家啊！後來我決定要跟我的家人一起回家。 

我知道是這些人救了我，我很感激他們。我的眼眶溼了，我低飛又迴旋，我知道他們聽不懂我在說

什麼，但是我還是大聲的叫著「再見！我明年還會再回來的！謝謝你們！」 

好的，我的故事說完了，希望大家可以在故事裡學習到，並不是所有的人類都是壞的，有很多人都

很善良；但也不是每個人都是善良的，也要有防備心，不要輕易的讓自己受傷！ 



（三）改寫——文體的改寫（以康軒版《動物的尾巴》為例） 

本課是馮輝岳老師所寫的一篇說明文，以總分總的架構方式敘述動物的尾巴雖然大小形狀不同，

但對於動物都有特殊的功用。說明文的作用主要是「介紹事物、解說事理」，而且重視條理，講 

求言之有序，因此，說明文是要「傳遞或介紹客觀的事實與知識給讀者，並且在事實的陳述上，

盡可能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但是如果能利用說明文理的知識訊息，加上作者主觀的觀點，並加

入對話、動作、表情……等描述，便能將說明文改寫成記敘文。 

取首末段及其中一種動物的段落，規劃成三分法（總分總）的文章，並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書寫。

閱讀課文後選取文本中的其中一種動物為主角來書寫，例如松鼠，從文本中找出松鼠尾巴的特殊用途，

當成是改寫的題材。題目設定為「我的尾巴」，引導寫作的大綱如下： 

 

 

 

 

 

 

 

 

 

〈改寫範文〉 

總結 

我的尾巴 

總起 

天冷保暖 

平穩著地 分說 

身體平衡 

重要器官 

特殊用途 



我的尾巴 

我是一隻可愛的小松鼠，住在學校中庭的欖仁樹上，小朋友們都很喜歡我，特別是我那毛茸茸的

尾巴，大家知道我的尾巴有什麼特殊的用途嗎？讓我來告訴你們吧！ 

我的尾巴又寬又大，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靈活的行動喔！我的尾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當我在樹

上跳來跳去的時候，還能夠保持身體的平衡，就算是跳到比我的身體還細的樹枝上，我也不害 

怕，速度比馬戲團走鋼索的表演者要快上好幾倍呢！ 

就算我不小心，一個沒踩穩，必須從樹梢跳下來時，只要張開我的尾巴，身體就可以像降落傘一樣

平穩著地，完美的演出跟鞍馬王子李智凱不相上下。所以請大家看到我從樹上跳下來時，不要再尖

叫，這會嚇到我，請大家給我跟鞍馬王子一樣熱烈的掌聲吧！ 

當天氣轉冷的時候，小朋友們都會穿上羽絨外套保暖，但我一點也不羨慕，因為我有一條溫暖的大

圍巾，只要捲起毛茸茸的尾巴把自己包裹起來，我就像穿著皮草的貴夫人一樣雍容華貴，而且還更

加溫暖，讓許多人羨慕不已呢！ 

看到我的尾巴有那麼多的用途，大家是不是很羨慕呢？其實，我的尾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器

官，如果沒有了這條毛茸茸的尾巴，我的生活可能會出問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它喔！ 

（四）改寫——內容、結構的改寫（以翰林版《美麗的溫哥華》為例） 

本課是一篇寫景式的記敘文，以「總分總」的方式寫作，本文主旨在描述加拿大溫哥華各處的美

景，歡迎大家在春寒乍暖的季節光臨溫哥華，能讓人得到身心的莫大滿足。 

教師授課時讓學生掌握記敘文分段方式，熟悉各段落的寫作內容。可以讓學生自己命題，以「改

寫」的方式讓學生以不同的角色來介紹溫哥華的美景，完成一篇寫景式的作文。 

學生先讀完課文後，找出文章中的特色景點，欣賞作者如何描寫，再請學生變身為加拿大人、或

記者、或新聞主播、或滑雪教練、或植物專家、或古代人、或外星人…利用課文文本中呈現的溫哥華

這座城市的特色，改寫成一篇有趣的文章。作文題目自訂，分段指導如下，雖然給予五個段落的引導，

但學生可依自己寫作的需要適切分段： 



第一段：介紹一下溫哥華當地的氣候。 

第二段：介紹伊麗莎白女皇公園的美景（多使用視覺摹寫）。 

第三段：介紹到葛勞士山可以做什麼呢？怎麼進行？刺激有趣嗎？ 第四段：介紹城裡的商店街，

盡量引起大家想去逛街的意願喔！ 第五段：最後文章總結，歡迎大家到溫哥華一遊～ 

〈學生範文〉 

記者報導的溫哥華        洪中彥 

「各位觀眾您好，歡迎收看『世界 on air』，我是林益如，今天的世界 on air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在這個春寒乍暖的季節，溫哥華的花朵已花開得美不勝收，而接著還有中捷鋼架倒塌等等事件， 稍後會有完整報導。

首先要帶各位來看到的是，在溫哥華伊麗莎白女皇公園的花已開得十分茂盛，而我們的中彥記者也

到了現場，現在請記者為我們做連線報導，中彥請。」 

「好的，記者現在就在溫哥華的伊麗莎白女皇公園，就和剛才主播所說的一樣，這裡的花開得相當茂

盛，而花開得這麼茂盛是因為此地的氣溫雖然不高，卻有陽光照射，所以不至於太冷，而溫度變化也

不大，非常適合花朵生長。而其中大家最愛的賞花地點，就非伊麗莎白女皇公園莫屬了，這裡放眼望

去盡是美麗的花朵，令人目不暇給。公園內除了有雪白優雅的櫻花、淡黃動人的水仙，還有火紅迷人

的鬱金香，都用優雅迷人的風采來迎接貴賓；多虧了這些花，把整座公園妝點得萬紫千紅，生意盎然。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位於溫哥華北部的葛勞士山，此地因為緯度比較高，所以山上的積雪還未融化， 如果幸運

的話，你還可以看到飄雪的時候，輕盈的雪花從天上慢慢落下，妝點了沉靜的大地。除了賞雪外，葛

勞士山還是個滑雪勝地，滑雪的人搭上了纜車，緩緩的朝目的地—山頂前進，而到了山頂， 他們身手

俐落的整理滑雪裝備，之後你會看到他們一躍而下，一下左、一下右的滑行擺動，就像仙人一樣，

不一會兒就抵達終點了。 

而隨著時間流逝，到了大約晚上六、七點，城市的商店大多就會關門，不過呢，玻璃櫥窗內的燈還不

會全關，每一件商品都是搶眼的焦點，在這時逛街，還能避開早上擁擠的人潮，相當舒適，也別有一

番風味。 

以上經過記者對溫哥華的連線報導，希望您能對溫哥華有所認識和興趣，現在把鏡頭還給棚內主

播。」 

「好的，非常感謝中彥記者的連線報導，在這個春寒乍暖的季節造訪溫哥華，任何事物都是美麗的，

不禁會讓人停下腳步，體會異國風情，而當迷戀上每個地方的悠閒綺麗時，你會對它表示感謝， 而它

則會在你所不知的地方，靜靜的看著你…… 



感謝您的收看，發燒話題，追根究底，『世界 on air』，我們下次再見！」 

（五）改寫——語言的改寫（以南一版《戲術》為例） 

本課選自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是一篇文言文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極短的敘事記敘文，主旨在描

述一位街頭藝人表演桶戲戲法的情節，讓人感覺非常神奇。由於是文言文，許多老師在教學時可能只

注意到指導學生翻譯成白話文，但除了讓學生練習口語翻譯，熟悉整個故事外，同時可以進行說故事

比賽，讓學生用自己的理解說完整個故事，在不影響情節的情況下，即使加油添醋也沒關係。 

當學生能對故事瞭若指掌後，便可更進一步引導學生進行作文的改寫，請學生創造一個新的身份， 

用這個身份先說說自己的背景，然後描述在街上看到精彩的魔術表演，最後寫出看到魔術表演的感想。

以「改寫」的方式讓學生寫一篇作文，把「戲術」的內容當成作文裡的「經過」。作文題目訂為「上

街看表演」，分段指導如下，雖然給予三個段落的引導，但學生可依自己寫作的需要適切分段： 

第一段：介紹自己的身份及時空背景，並說一說為什麼來到大街上。第二段：描述在大街上看到

戲術的表演過程。 

第三段：看完這個魔術表演，心中有何想法？。 

時空背景或身份可自由發揮，只要敘述合理都可以；段落中看到的表演就採用課文中的戲術來做

介紹。 

〈學生範文〉 

上街看表演 林恩熙 

哈囉！大家好！我是個可愛的七歲小孩，因為我看起來有點呆，所以大家都叫我阿呆。 

我住在奇趣城的芝麻街上，你一定很好奇為什麼要叫做奇趣城還有芝麻街吧？因為我們城裡的奇聞趣

事一年比一年多，因此得了個「奇趣」的稱號；而芝麻街原本也不叫芝麻街，而是叫做秀才街， 因為

這裡以前連續五年都有人在科舉考試中拿到狀元，但是在七十年前發生天上下了一場芝麻雨的怪事



後，就把街名改為芝麻街。 

今天的天氣還是一樣的乾爽、舒適，晴空萬里，於是媽媽就說：「現在天氣好，快去幫我買醬油！」所以我就帶著錢

上街去了。回家的途中，我聽到了有人在敲鑼並大喊：「來喔來喔！各位鄉親父老們！ 快來看好看的表演喔！

今天是表演『桶戲』啊！」聽到這裡，喜歡看表演的我當然要去看啊，反正離太陽下山的時間還早的

很，我可以去湊個熱鬧再回家。 

到了那裡，現場早已圍滿了人，好不容易擠進了人潮裡，我連忙專注的看著表演的人。只見他先把桶

子舉給我們看，這桶子竟然沒有底呢！而且還是中空的，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給我們看這

個怪桶子呢？接著他又把怪桶子放在席子上，拿著空的升放進桶子裡，不到一秒鐘就拿出來，升裡

竟然有了滿滿的白米！大家不禁開始討論著他是何方神聖，有人說他是妖怪，也有人說他是天上派

下來的神…一大堆奇怪的想法源源不絕的冒出來。正當大家討論得喋喋不休時，白米已倒滿了兩張席子， 他

再把白米放到升裡，分別一一倒入原本的無底空桶內。奇怪的是，當他再舉起桶子時，原本應該在

桶子裡的白米竟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家在張大了嘴呆住後好一陣子，才大聲的拍起手來。 

這個表演實在太精彩且奇妙了，而且又讓城裡多了一件有趣的事，這奇趣城的名字真是再名符其實

不過了。 

結語 

素養導向的教學的四大原則，分別是「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脈絡化的情境學習」、「學習

歷程、方法及策略」及「實踐力行的表現」，課本的內容不應該只拿來應付考試，要讓學生知道學習

到的知識可以拿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如此一來學生才會對課文的學習更有印象，並感受到學習對自

己的重要性。 

利用課文的大綱架構或內容，轉化成學生練習寫作的素材，可以輔助學生在學習寫作階段的發展，

降低對寫作的焦慮，同時重複複習課文的生字語詞及文本篇章，教師若能妥善運用課本進行寫作教學，

將能增進學生對寫作的信心，並展現出自己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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