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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於國小三年級英文教學中，實施「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意

義與學習價值。教學者能透過國小三年級學童在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中所產出的

作品，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繼而運用「鷹架」設計理念，提供學童適當、具挑

戰性的學習激勵。學童除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強化個人自信心外，亦能從同學的

作品感受多元想法，找到激勵自己持續學習的動力和誘因。另一方面，教師也能

追蹤學童書寫能力的發展歷程，逐步提升個別學生的語文知能。作者們於觀察英

文自由書寫的教學活動、分析學童作品和教師體驗後發現，不論英語為外語或母

語，年幼學習者均呈現類似的書寫特徵，且教師態度從質疑轉為肯定！上述發現

除打破「英語為外語的學童沒有英語書寫能力」的迷思外，也凸顯當給予適當的

學習機會和活動時，學童能適齡地發展其書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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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a free English writing project conducted in a grade-3 class. The writing 

project yielded visible written works as data for examination, which helped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 in the study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The teacher therefore could 
plan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scaffolding during instruction. From this project, both researchers 
and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 found meangings and values in classroom writing activities.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 and students who were beginning English writers also better understood 
these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were 
motivated to advance forwards in writing by their visible performance on paper. Furthermore, 
there are two more findings: (1)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change of attitude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writing activity, and (2) the similar writing fe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written works produced 
by the young beginning writers in this study and in works by ENL young writers, which seems to 
imply that EFL young learners could be given earl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o write. Besides, there 
is another finding from the questionnaire that indicates the room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writing 
activity. This paper reports the implementation, observation and findings of this free English 
writ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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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剛開始學英語的國小三年級學童來說，英文書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任

課老師而言，引導初學者進行英文書寫亦非易事。許多學者提倡聽說讀寫之語言

技巧可相互強化學習；俗話亦有云，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其中手到

讓學習者有書寫的機會以便幫助學習，故在外語學習中有書寫之活動或許對學習

亦有所助益。然因現今少有相關實證研究支持此論點，更遑論有足夠資料能引導

教學者在國小進行英文寫作活動。因而本研究嘗試將英文自由書寫活動融入國小

三年級課堂，期能了解書寫活動之可行性及實施狀況。在本文中，「書寫」一詞

與塗鴉、抄寫、描寫、寫作、或作文均不盡相同。在本情境，「書寫」指的是讓

學童執筆在白紙上就其所知自由用英文書寫，甚至畫畫。本文所探究的書寫作品

是由國小三年級學童所產出的英文字母、單字或句子，而非一段或是一篇有組織

結構的文字，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捨「寫作」或「作文」等用語而採用「書寫」

這個語詞來指稱我們的英文書寫活動。「書寫」之相關文獻將於下一節進一步探

討。 

談到孩童外語學習，大多數的人會認為應該著重在聽說的練習，鮮少有人認

為讀寫也應是教學重點。Paul（2003）曾指出亞洲地區的學者、老師、政府相關

部門普遍認為亞洲地區的英語教學應該偏重聽說練習。Paul 認為「偏重聽說」的

認知是對學生的語言需求與讀寫能力的一種誤解。根據 Paul 的解釋，英語為第二

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的學生即便不能讀寫，也可以在自然

情境中習得口說英語（spoken English），但是英語為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亞洲學生缺乏如此的自然情境，學生需要靠讀寫協助聽說的發

展。Paul 呼籲亞洲地區的教育工作者將讀寫活動融入外語教學的起始階段。

Paul 提出三個理由說明書寫活動在外語初階學習階段的價值。第一個價

值是，多學一種語言技能（即書寫技能），學習者就有機會從一個不同的角

度（如，在紙面上產出）審視所學的語言內容（如，片語、句型），這樣的

機會有助於語言的內化（internalization）。第二個價值是，書寫是眼睛可見的

（visible），老師和學生皆可以清楚地在紙上看到所學以及待加強和尚未習得的

語言部份，更可以追蹤進步過程。第三個價值是，當學習者能夠在紙上以所學來

表達時，那一份自信心是讓他向前邁進的驅動力。Leki（2005）提出書寫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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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價值。Leki 認為書寫活動較優於聽說活動。進行會話型的聽說活動時，在

同質分組情境中，程度較低的學生在一起，或許很難進行對話而從中學習，在異

質分組情境中，程度不同的學生在一起，也很難進行適切的對話。然而，進行書

寫活動時，每個學生都可以依自己的能力在紙上展現所學，依自己的步調前進。

Clay（2001）亦指出，英語文初學者，即便是幼童，並非沒有能力進行英文

書寫，問題在於老師認為他們不可能會書寫，或是沒有預期他們有能力書寫，

因而沒有給予他們機會探索、學習，更沒有提供他們任何引導，幼童應而未能

儘早發展出讀寫能力。幼童的書寫能力已被學者證實。Read（1971, 1986）、

Treiman（1994）、Read 和 Treiman（2013）發現年幼孩童的創意拼字（invented 

spelling）顯示出他們對於字母原則（alphabetic principle）的認識，也透露出他們

的拼字發展跡象。 在台灣之情境，正式英語教育始於國小三年級，學生已脫離幼

童階段，亦已有中文寫作之練習，教師著實可考慮適當引導，讓學童跳脫制式習

作（workbook）之範疇，而能有探索書寫之經驗。

2012年9月，本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受邀參與某個國小之英文教師社群，

協助其進行英文書寫活動。其中幾位教高年級的老師已經進行了英文引導寫作

（guided writing）一段時間，而幾位教中年級的老師，除了讓學童描寫或是抄寫

英文字母、單字與句子之外，並未在教室內試過其他形式的英文書寫活動，甚至

於，從未想過其可能性。本文的第三作者，李老師，在滿懷疑惑之下，於其三年

級課堂開始了英文自由書寫活動。進行了3次活動之後，李老師滿心喜悅地陳述

「看到學生的進步、知道哪些學生需要較多的協助」。為期一年的自由書寫活動

讓李老師認為在國小三年級的教室引導初學者進行英文自由書寫雖非易事，卻是

可行又有價值的課室活動。本文之報告即是李老師所教導之班級的英文自由書寫

活動及發現。

貳、文獻探討

什麼是「作文」?《辭彙》對「作文」的解釋是「把自己的意思寫成文章」

（陸師成，1976）。「簡單的說，就是利用文字，以敘述、抒情或議論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的感情和思想。它必須經過審題、構思、布局、書寫、修飾和檢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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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而且要有頭有尾，更要有中心思想（主旨，也是主要內容）。」以上的說

明來自於台北市教育局所經營的「台北市教育入口網」（2013）。

「寫作」的英文定義又是甚麼呢?“Writ ing＂被定義為“a method of 

representing language in visual or tactile form. Writing systems use sets of symbols 

to represent the sounds of speech, and may also have symbols for such things as 

punctuation and numerals＂（Ager, 2013）。其意為「寫作是一種以眼睛看得到或

是有形的符號將語言呈現出來的一種方式，也就是以形符為書寫系統將語言的聲

音呈現出來，這一套形符也包括標點符號和數字」。

以上為一般大眾較熟悉的「作文」和「寫作」之定義。然而，近年在我們

其它相關的研究報告中，我們不斷地引用文獻和我們的研究發現（許秀芬、劉漢

卿、張淑儀、張芳琪，2013；Chang, Chang, & Hsu, 2008, 2009, 2010; Chang, 2009 

）來建議讀者放寬對「作文」、「寫作」、及「writing」的認知，接受「塗鴉、

寫字母、寫單字」都是 writing，亦即都是 writing 的初階展現。英文的書寫，從

塗鴉到寫出一篇文章，都可以使用 writing 這個字來涵蓋。因此在本文中，我們

捨「作文」或「寫作」之語詞而採較廣義之「書寫」一詞來統稱本文所報告的

English writing 活動。以下針對英文書寫的發展階段、初期英文書寫的特徵、英

文拼字發展以及鷹架理論四項議題進行文獻探討。

一、英文書寫發展階段

不論是中文或是英文，畫圖和塗鴉是幼童開始探索書寫的行為表現（林

麗卿，2005；Baghban, 2007; Dyson, 1982; Freeman & Sanders, 1989; McGee & 

Purcell-Gates, 1997; Oken-Wright, 1998）。書寫行為萌起時，孩童握筆隨意塗鴉，

亂寫、亂畫地產出線條、圖形，或是產出像其母語中某個字、某個字母的作品。

這些作品可能純粹是玩耍的作品，也可能是孩童用以表達意思的作品。畫完圖之

後，他們多半會以口語向人解說其作品所表達的意思，他們也可能想以文字標明

所畫之物件，例如，畫了爸爸，想要在圖畫旁邊標註「爸爸」。在英語為母語的

國家，孩童的英語文課堂上，便常常可見孩童畫完物件之後，由幼童告訴老師該

物件的名稱，或是他想表達的意思，由老師在紙上加註文字，這稱為dictation。

這種 dictation 不同於聽寫活動中的老師說、學童聽寫，而是由孩童說出他的意

思，由老師聽寫下其所想表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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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寫的發展，從塗鴉到成為一個成熟的書寫者（conventional writer），

有幾個必經的階段。DeFord（1980）依據英語為母語的孩童之書寫特徵將孩童

的書寫發展分為10個階段。這些特徵說明了孩童在該階段的書寫能力與表現。這

10個階段的書寫能力與表現如下：（1）塗鴉；（2）能夠區分畫畫（drawing）

與文字書寫（writing）；（3）對文字書寫的一致性、對稱性、由左至右、由

上至下的方向性有所理解；（4）產出英文字母或是像字母的書寫作品；（5）

結合數個字母為書寫作品，並且留間隔，表示孩童有字母、單字、句子為單

位的概念，但是所書寫的作品或許缺乏字母名、字母音的對應（letter-sound 

correspondences）；（6）寫出英文單字，其拼寫或許展現出字母名、字母音的對

應；（7）寫出簡單的句子，其中或許有創意拼字的現象（invented spelling）；

（8）結合兩個或是多個句子來表達更完整的意思；（9）能夠妥善使用標點符

號、掌握了大小寫之類的書寫技能（mechanics）；（10）注意到文體形式與結

構，例如知道故事的結構、信件的結構。

這10個發展階段並非呈線性排列，不同階段的書寫特徵有可能同時呈現在

作品中（Bus et al., 2001; Barnhart & Sulzby, 1986; Fox & Saracho, 1990; Mayer, 

2007）。學者也發現當孩童想要表達的意思愈複雜時，他的作品所呈現的書寫特

徵越多。這可能是因為孩童的書寫能力未臻成熟，他便用盡所有的技能來完成欲

表達的複雜意思。本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在2010年發表的文章（Chang, Chang, & 

Hsu, 2010）中就報告了國小一年級學童在英文書寫活動時以多種符號來表達意思

的現象。當時多位學童同時以畫圖、國字、國語注音符號以及英文單字首字母4

種符號來表達一個物件。如圖1所呈現，該作者以國字「老」、鼠的注音、英文

字母M（mouse的字首字母）（以及一隻畫了又塗掉的老鼠）等符號來表達「老

鼠」這個物件。依據 DeFord（1980）的10個階段特徵來判斷，階段1至階段6的特

徵並存於這位學童的作品中，而且這位學童已經注意到中文和英文分別是從上至

下和從左到右的書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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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孩童的書寫發展並非依著上述10個階段進行線性發展，也並非每

一個孩童的發展順序、步調都一樣。DeFord 所提出的10個階段的書寫特徵提供給

教學者一個具體的參考依據，教學者可依此辨認學習者的 i（現階段的程度），

以便提供 +1（進一步的指導）的教學刺激引導學童更進一步。稍後，我們將談

到Krashen（1985）的 i+1 理論。

二、初期英文書寫特徵

Clay（1975）發現在書寫的萌起階段，孩童的書寫作品中展現出一些共同特

徵。Clay 歸類出7種特徵。他認為每一種特徵代表的是孩童所依據的一種書寫原

則，也就是說孩童在探索書寫系統的過程中，依著他自己所認定的原則進行不同

的書寫嘗試。這7個原則是：（1）重複原則（recurring principle），孩童重複書

寫他所知道的幾個字母、單字或是符號；（2）方向原則（direction principle），

孩童所書寫的內容漸漸呈現方向性，例如，從左而右、從上而下；（3）創造原

則（generating principle），發現了重複原則之後，孩童試著將所知道的有限的

字母、單字、符號做任意的組合而產出書寫的作品；（4）彈性原則（flexibility 

principle），孩童可能藉著左右、上下翻轉一個字母、單字、符號而創造出新的

形符，或是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形符，或是裝飾一個正確拼字的單字，這是孩童探

索約定俗成的拼字的一種展現；（5）清單原則（inventory principle），孩童可能

詳盡列出他所知道的全部字母、單字、句子、符號；（6）對比原則（contrastive 

principle），孩童可能將兩個有對比特徵的形符寫在一起（例如，寫出 bd、

qp）；（7）縮寫原則（abbreviation principle），孩童可能創造出像 SOS 這樣的

圖1 以多種書寫符號表達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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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符號。

三、英文拼字發展

除了 Clay 所觀察到的初期英文書寫特徵之外，學者（如：Henderson & 

Beers, 1980; Hill, 1999; Morris, 1981; Treiman, 1994）也發現英語為母語的孩童的

初期英文拼字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學者將這些特徵歸類，用以解說拼字發展的階

段。根據 Hill（1999）的歸類，這幾個發展階段是「字母拼讀前期」（prephonic 

spelling），「準語音拼字期」（semiphonetic spelling），「語音拼字期」

（phonetic spelling），「拼字過渡期」（transitional spelling），「獨立拼字期」

（independent spelling）。  

「字母拼讀前期」的拼字特徵是以塗鴉方式，使用符號、數字、像字母形狀

的符號或是字母來表達口語想表達的訊息。進入「準語音拼字期」，孩童通常能

夠寫出單字中的一個或兩個字母，最常見的是該單字的第一個字母，偶而再加上

最後一個字母。甚且，孩童常常會以一個字母的字母名來代表一個音節的語音。

例如，孩童將 car 拚寫成 KR。其中字母 R 代表的就是 -ar 這個音節的語音。「語

音拼字期」最常見的就是「創意拼字」（invented spellings），孩童依據語音而拼

出單字，例如，將 beautiful 拼成 butifo，或是將 student 拼成 sduden。將 student 

字首的 t 寫成 d 是因為這個 t 在語音中是不送氣的發音狀態，其發音方式相似於

字母 d，孩童因此依著語音而將之寫成 d，省略了字尾的 t 則是因為孩童在口語中

常常省略字尾的子音，孩童便也依著語音現象，在拼字時省略了字尾 t。除了寫

出字首字母之外，孩童也注意到了母音字母的存在而能寫出單字中的母音字母。

但是，孩童尚未掌握母音與母音字母之間的對應關係，因此常常在拼字時寫錯了

母音字母。例如，將 bad 寫成 bed。除了依據語音拼字之外，孩童也能依著視覺

記憶（對字形的記憶）拼寫出一些單字。

「拼字過渡期」，孩童的拼字漸趨熟練，已經不再只依賴語音來拼字了，

他們可能依賴自行發展出來的方法來拼字。例如，依據視覺記憶來拼字、依據

拼字組型（spelling patterns）來拼字。例如，發現 pack 和 back 有著相同的拼字

組型 -ack，孩童因而能迅速拼寫出其他有 -ack 組型的單字（例如，jack, crack, 

smack）。拼字組型的發現大大地提昇了孩童的拼字表現。最後，進入了「獨立

拼字期」，孩童能夠正確地拼寫出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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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鷹架理論

Brunner（1966）提出 scaffolding（鷹架理論）一詞來解釋成人對孩童口語

能力發展的一種引導與協助。Wood et al.,（1976）指出「鷹架」可以是成人為了

協助孩童學習而做的口語或是非口語的各種形式的協助舉動。英文的書寫和拼字

雖然有其發展過程，但是，我們相信適當的「鷹架」可以協助、甚至於加速其發

展。以下探討幾位學者的「鷹架」理念。  

Vygotsky（1978）以近側發展區觀點（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解釋

孩童在旁人協助之下的認知發展。Cazden（1996）將 Vygotsky 的 ZPD 解釋為

「一個人靠一己之力所能成就的和在他人協助之下所能成就的這兩種成就之間的

差異」（p. 168）。Cazden 認為他人給予孩童的「協助」可以是提供範例、操作

給他看、給予引導性的問題等等。今日的協助將能讓孩童在明日靠一己之力而完

成相同一件事。

成人不只提供鷹架協助孩童發展口語能力，也提供鷹架協助他們發展讀寫

能力。McNaughton（1995）指出他所觀察到的鷹架，前三種鷹架與家人提供

給孩童的機會、資源以及活動有關，讓孩童在其中練習讀寫並且發展出社會和

文化認同。第四種鷹架牽涉到兩種學習系統。第一種是「學習的外在系統」。

McNaughton 稱之為「協助系統（tutorial system）」，是在孩童的書寫萌發階

段，成人所給予的引導、建議以及教授給他的書寫策略。第二種是「學習的內在

系統」。McNaughton 稱之為「個人內在系統（intrapersonal system）」，這是孩

童嘗試書寫時所發展出來的自我學習策略或是系統。Smith 和 Elley（1997）認為

這兩個內外學習系統共同促動孩童的書寫發展。第五種鷹架是設計活動讓孩童進

行標明物件名稱、辨認字母、嘗試英文創意拼字等。這類的活動可以協助孩童漸

漸地掌控書寫文字。第六種鷹架提供給孩童設計完善的讀寫教學引導和練習活

動，過程中必須讓孩童嘗試上述所提到的練習。

K r a s h e n（1 9 8 5）針對語言學習所提出的「可理解的輸入」假設說

（comprehensible input hypothesis）也吻合鷹架理論的概念。Krashen 以 i+1 的簡

易代號來詮釋這個假設說。這個 i+1 學習理論所指的就是：教學者在提供輸入刺

激（input stimuli）給語言學習者時，其中大部分的內容必須是學習者已知的（以

i 的符號來表示），教學者只要另加一小部份程度略高於 i 的內容（就是 +1 的部



70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一卷第二期）2015.6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分）即可。如此，學習者便可以在他能理解的 i 的範疇中來猜測他不能理解的這

個 1 的部分，一旦理解了、吸收了，1 的部分就融入了 i，i 持續擴大，教學者持

續給予 +1，則學習可持續進行。此 i+1 的學習理論其實適用於所有的學習領域。

這個 +1 的設計就是鷹架的提供。

在本研究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中，老師不僅給予學童書寫的機會，也進行書

寫後的作品分享活動。分享活動則依據這些鷹架理論來設計，分享作品時，老師

提供範例、給予引導性問題、教授書寫策略、提供 +1 的刺激等等，希望讓學童

的「學習的外在系統」以及「學習的內在系統」能夠一起發展而促動孩童的書寫

發展。在下一節，我們將說明本文所分享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進行方式。

參、國小三年級教室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本文所報告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並非一個實驗性教學的研究，而是一個教學

活動的設計與執行。作者期能針對數個研究方向，在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後，系

統性地呈現資料與發現。本節先說明學生背景、英文自由書寫的進行方式以及書

寫作品分享的進行方式，研究方向將於下一節中說明之。

一、學生背景

本研究中的公立小學位於台灣中南部，參與本自由書寫活動的是22位三年

級的學生。此校之英語文課程自三年級開始，每周3節課，採各年級分級上課。

以三年級學生為例，在開學的第一天進行英文分級測驗，依測驗成績將學生分

成 A、B、C三級，全年級使用相同的教科書，由任課教師自行補充教材及設計

課程。從2012年9月開始，三年級各班均進行英文書寫活動，A及B級進行的是引

導式英文書寫（guided writing），活動有繪本閱讀、討論、語文練習、腦力激盪

圖、寫作等系列活動。本文所報告的學生是分級測驗分數較低的C級學生，在這

個班所進行的是自由書寫的活動。本書寫活動進行前，由校方以書信方式告知學

生家長並取得家長的許可得以使用學童的作品進行學術研究。

二、英語課程與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本文報告從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進行了一個學年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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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第二作者構想及與第三作者討論後，由第三作者負責教室中的活動進

行。如前所述，本班一周有三節英語課，一節由一名美籍教師自編教學內容教導

學生口語技能，另兩節則由第三作者李老師負責。李老師擁有國內大學的外國語

文學士學位和美國大學的特殊教育碩士學位，在該校教授英語課程已有9年的時

間。李老師使用學校選用的英語課本進行教學活動。兩個學期所使用的課本分別

是康軒版的國小英語第一冊（張湘君，2012a）和第二冊（張湘君，2012b），每

冊包括4個單元和2個複習單元。此8單元分別以簡單會話的方式教授基本句型及

單字，例如，第一個單元 What ś your name 教授 What ś your name，I am _____ 和 

My name is___ 的句型。另外，每個單元分別教授特定的字母（包括字母名、字

母形、字母音）。上課方式則是由教師朗讀、解釋、學生跟讀、學生互相問答練

習等一般的教室活動。課後作業則是以練習本方式進行抄寫練習。

每完成一個課本單元，李老師便進行一次自由書寫活動。進行書寫活動的該

節課，李老師先以30分鐘複習該單元，然後分發給每一位學生一張A4白紙，讓學

生在接下來的10分鐘內自由書寫。李老師交代學生將班級、座號、姓名寫在紙的

左上角，告訴學生可以憑記憶及喜好在紙上自由書寫字母、單字或句子。學生也

被告知，如果不會書寫，也可以畫出任何跟課堂上所學的英語文有關的物件（例

如，記得學過「蘋果」的單字，可以畫蘋果）。唯一的規定就是不能抄襲，一定

要靠自己的能力來書寫。李老師更強調，他們的作品不被批改，也不計分，更沒

有人會被懲罰。

下課後，李老師將作品掃描、上傳到 SkyDrive 平台，第一和第二作者得以

在雲端平台審視學生作品，給予李老師建議。李老師則於次周分享學生作品。

分享活動的設計將說明於下一節。第一個學期，進行了4次自由書寫與4次作品

分享，第二個學期進行了3次自由書寫與3次作品分享（原課程設計是4次書寫活

動，但是第二次的書寫活動因地震而終止，因書寫內容不完整，未進行分享活

動，故捨棄該次資料）。

三、英文自由書寫作品分享

因學童處於英文萌寫階段，故書寫活動之目的在於鼓勵學童嘗試及提供書面

作品讓老師了解學童學習之狀況；因而給分、訂正等項目均未實行，取而代之的

是透過審視學童之作品，以判斷他們英文書寫的 i 能力，並提供 +1 的鷹架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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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更進一步。在下一節，我們將說明分享活動的設計理念。

（一）分享活動的設計理念

基於鷹架理論，特別是 i+1 的學習理論，我們決定在作品分享活動中透過適

當的方法給予 +1 的教學刺激，讓學生奠基在既有的 i 程度上來吸收 +1 的內容。

我們也期待學生能夠有 i+1 的作品產出。如同 Swain（2000）所云，語言使用者

會努力產出 i+1 語料（comprehensible output）使讀者或是聽者能更理解他的語言

表達。

圖2呈現我們分享書寫作品時所提供的 +1 之教學刺激以及期待學生產出 +1 

輸出的想法。幾年前我們在其他小學教室進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時，也採用相同

的設計理念（Chang et al., 2010）。對於畫圖的學生（其目前的 i 是畫圖），老

師給予引導（+1），希望他能進階產出字母；對於寫出字母的學生，在老師引導

下，希望他能嘗試拼出單字，並且教導他注意「書寫技能」（mechanics），如字

母的筆順；對於寫出單字的學生，老師引導、鼓勵他寫出更多單字，或是寫出句

子，也教導「書寫技能」，如大小寫、工整、字母或是單字之間的間隔等細節；

對於寫出句子的學生，老師鼓勵他寫出更多的句子，也教導「書寫技能」，如大

小寫、間隔和標點符號等等形式上的細節。

i + 1  → 進階產出的作品

畫圖 + 1 → 產出字母

產出字母 + 1 → 產出單字；注意書寫技能

產出單字 + 1 → 產出更多單字 和 /或產出句子；注意書寫技能

產出句子 + 1 → 產出更多句子；注意書寫技能

（二）第一學期的分享活動

第一學期，自由書寫活動結束後，李老師將作品掃描、上傳至 SkyDrive 平

台，一方面可保留學生作品，一方面則讓本文作者突破時空限制，多人審視作

品，決定每張作品 +1 的部分。下一次上課，這些 +1 的教學回饋便是作品分享活

動時的教學刺激。李老師安排一整節課的時間進行作品分享。分享時，在作者名

字被遮蓋住的情形下，老師將作品逐一播放在投影幕上與全班學生分享。

圖2 書寫作品分享時的 i+1教學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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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一張作品，李老師以稱讚開場，例如，字體工整、寫很多、畫得很好

等等，接下來才給予 +1 的教學刺激或是引導。以圖3-1為例，李老師先稱讚作者

書寫工整、圖畫得很像（fan 是課堂上所學的單字），接著李老師問全班電風扇

的英文怎麼說，之後帶入拼讀及字母複習及教學，例如，問全班除了 [f] 的聲音

之外，在 [fæn] 的語音中，還聽到什麼聲音，如果學生回答 [n]，李老師就問哪一

個字母發 [n] 的聲音，如果學生說 N，李老師就問 N 怎麼寫。這樣的引導在於讓

學生試著將 fan 的語音進行音素切割（segmenting）得到 [f]、[æ]、[n] 三個音段

（segment），以便針對音段而辨認所對應的字母名，進而能寫下字母以便拼寫

單字。

上述之引導就是針對學生的 i 提供 +1 的教學內容。目前學生的 i 似乎是知道

電風扇單字的第一個字母是 F（亦即 Hill 所謂的「準語音拼字期」semiphonetic 

spelling）。李老師所提供的+1就是引導學生切割 [fæn] 而得到 [f]、[æ]、[n]

（letter sounds），以便對應其字母名（letter names），進而能寫下字母（letter 

shapes）。如此的 +1 教學引導旨在幫助學生的拼字發展，協助他們提早進入「語

音拼字期（phonetic spelling）」；這樣的引導也教給學生一個拼字策略，亦即讓

他們嘗試切割單字的語音以便拼出該單字中更多的字母。

針對圖3-2的作品，李老師引導學生讀出這些單字，並問學生有無建議給作

者，如將 hnt 改成 hat。此外，亦引導學生說出 This is a cat，This is a hat 的口語

練習，以便鼓勵學生可以進階寫出如 This is a ____ 的句子。

以圖3-3為例，作品中的 What ś this 以及單字都是課堂上所學。許多單字都是

透過 What ś this 以及 This is a____ 這樣的口語練習來進行教學。這位作者的 i 似

乎是可以寫出單字和句子。李老師引導全班一起讀出作品中 What ś this 的句子，

再指著 book 要學生讀出該單字，進而引導學生說出 This is a book 來回應 What ś 

this，李老師再進一步在黑板上寫下 This is a book 的句子。對這位作者而言，李

老師的引導提供了 +1 的教學內容，李老師期待的就是學生能夠有產出 +1 的書寫

內容之動機 （如 This is a ___ 的句型），以便讓他人更可以理解自己的作品、了

解自己想表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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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的書寫作品，我們沒有批改、給分，也沒有發回去讓學生訂正，

僅將其作品當作教學材料、閱讀材料，分享給全班的學生，讓學生一起來找出

作品中的優缺點。針對每張作品所提供的 +1 教學內容並非只有益於該作者，每

一個 +1 的教學內容均有益於班上的數名學生。以第一次的作品來說，22張作品

可以分為6類：（1）4位學生只寫字母；（2）1位學生只寫一個單字（作者的名

字）；（3）4位學生寫字母和單字；（4）3位學生畫畫以及寫出所畫物件的字首

字母；（5）5位學生畫畫並寫出某些畫畫物件的單字以及部分畫畫物件的字首字

母；（6）5位學生畫畫並寫出所畫物件的單字。李老師在引導拼寫 fan 時，這樣

的 +1 的內容提供了前4類學生一個拼寫單字的引導、幫第五類學生（以及前四

類學生和第六類學生）複習了切割語音以便進一步寫出該單字中的其他字母，並

且複習拼字策略。李老師在引導口語練習 This is a _____ 的時候，這樣的+1的內

容提供了全班尚未習得該句型的學生一個再次學習的機會；當李老師在黑板寫

下 This is a _____的句子的時候，這樣的 +1 的內容引導班上已經會拼寫單字的學

生（DeFord 的書寫階段6）進階到寫句子的階段（DeFord 的書寫階段7）。如上

所述，我們把學生的作品當作教學材料。作品中正確的內容成為最佳教材，讓學

生有機會在課本以外之處讀到所學的單字和句子，此活動可幫助強化學生之學

習。作品中不正確、不完美的內容也成為提升注意的警惕教材。小學的國語文教

（1）字母+1產出單字 （2）單字+1產出句子 （3）句子+1產出更多句子

圖3 用以進行 i+1教學的書寫作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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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南一版的第十冊（楊雅婷等，2011）中有一個單元就是以「病句」的教學

內容來引導學童避免寫出類似的病句。書中對病句的解釋是：語詞累贅，使得語

意彆扭；多次否定，造成語意模糊；思考不周，前後意思矛盾等等。閱讀大量的

正確文句固然對書寫有所助益，但不一定就能寫出正確的文句。而閱讀「病句」

亦有其必要性，或許可增加學童對文句更深入及多面向之思考、判斷之機會。因

此，學生的英文書寫作品中不正確、不完美的內容也成為教師用以提醒學生有所

警惕的極佳教材。作品分享時，老師也教導學生以讚美、相扶持的心來觀看同學

的作品，而不是以取笑的態度來找碴。

（三）第二個學期的分享活動

兩個學期的分享活動差別僅限所分享的作品的數量。第一個學期，全班22張

作品均投影在螢幕上，李老師針對每一張作品給予不同的 +1 教學引導。而第二

個學期，只有少數幾張作品被挑選出來分享、進行 +1 的教學引導。主要原因是

分享全班作品太花時間，而且學生觀看作品時的新鮮感、興奮份感已退。於是，

我們只挑選不同程度的作品中可以作為觀摩學習的作品來分享，希望讓學童觀

察、學習這些作品的優點以及激發其努力書寫之動機，以便其作品能被挑選為分

享作品。

在第二個學期，李老師仍然將作品掃描、傳到 SkyDrive 平台以供保存、審

視。我們將作品分為4類：（1）寫出字母；（2）寫出單字（如圖4-1）；（3）

寫出單字和句子（如圖4-2）；（4）寫出很多句子（如圖4-3）。亦即，如果作品

中只出現字母，該作品就歸類為「寫出字母」，如果作品中出現字母與單字，該

作品就歸類為「寫出單字」，如果作品中出現字母、單字與句子，該作品就歸類

為「寫出句子」。也就是說，以作品中的最高表現為分類標準。分類後，從每一

類中挑選1至2張作品在課堂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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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分享活動之後，李老師反映，如此之分享模式與第一學期分享全班的

作品之作法帶來不同效果，各有優缺點。第二學期的做法節省時間且特別激勵了

部分學童之優點。例如，學生被告知作品如何分類以及分享的作品是該類最佳的

作品。李老師說，如此的作法讓作品被展示出來的作者很高興，其他的學生則有

了明確的 +1 的範本可參考，知道這些範本就是他們努力的目標。李老師描述有

一位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現在投影幕上時，睜大了眼睛、雙手摀住嘴巴，隨即

興奮地說：「那是我的!」。缺點是，作品未被展示的學生感到失望。李老師也

因此會注意，盡量讓不同學童之作品有展示之機會。

肆、國小三年級教室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之發現與討論

如前所述，為了系統性地檢驗資料與呈現此活動進行過程中的發現，我們

擬定了三個研究方向：教師對進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看法、學生的英文書寫

表現、學生對進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看法。為了回答此三個問題，資料蒐集包

括：李老師的教學心得分享、學生書寫作品及學生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第

一，李老師對於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態度由質疑轉為肯定；第二，學生作品中的

書寫特徵吻合英語為母語孩童的初期書寫作品之特徵，而且作品呈現書寫發展與

進步的跡象；第三，平均有半數的學生不希望在新學期進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以下針對這三點說明之。

（1）寫出單字 （2）寫出句子 （3）寫出更多句子

圖4 書寫作品分類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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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師肯定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於2012年8月開學前，我們開始討論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第一和第二作者建

議進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以兩周為一個週期，第一個禮拜10分鐘自由書寫，第

二個禮拜分享作品。然而，直到9月底，李老師均無動靜，直至10月9日李老師才

進行了第一次書寫活動。事後，李老師說：「進行得算順利，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難。」在進行了分享活動之後，李老師說：「學生滿興奮的，看到自己的作品被

投影出來。…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發現作品中錯誤的地方。」

11月20日，李老師進行了第二次書寫活動。11月22日，李老師將作品上傳

skydrive 平台並且以電子郵件告知第一和第二作者，信中有一段話說道，她很開

心見到學童能寫出句子，同時藉此活動她對學童多了些了解，例如，誰可以獨立

作業，誰則需要協助。亦即，此活動提供她更深入觀察及認識學童之機會。這便

是 Paul 所提出的將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學習起始階段的第二個價值（亦即：提

供書面資料以供師生追蹤學習的進展過程）。李老師分享了她和一名學生的互動

來說明這次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機會讓她可以適時地提供適切的引導給予需

要的學生。2013年3月14日，李老師分享她與 Peter（假名）的互動。她描述在前

次自由書寫活動下課後，學生陸續離開，只有 Peter 不肯交卷，坐在位置上，看

著眼前的空白紙，她要他快點交卷。Peter 說：「老師，我真的很想寫，可是就

是寫不出來」。於是，她就在 Peter 旁邊坐下，問他會不會說數字1、2、3…，他

點點頭，說出數字1-6的英語。她要他再說一次2，然後她慢慢地重複了 two，問

他有沒有聽到任何他知道的聲音，Peter 說 [t]，她再問他 [t] 是甚麼字母的聲音，

他說T，她問他會不會寫字母 T，他說會，於是 Peter 寫下這張白紙上的第一個字

母 t。這樣的引導讓 Peter 寫下了圖5中的4個字首字母和 six 這個單字。李老師說:

「最後他竟然自己寫出一個句子 I ḿ six，而且還記得畫上句點!」。

對上述經驗，李老師是非常感動、又很興奮。當一個學生願意接受指導時，

就是最佳的「可教時刻（teachable moments）」（Button et al., 1996; Callella & 

Jordano, 2002; Fisher & Frey, 2003），就是老師介入的最佳時機，就如同李老師介

入指導 Peter 一般。自由書寫是讓學童在無壓力環境下自由發揮，老師則需適時

提供鼓勵及引導。李老師班上的學童在其鼓勵、引導之下均能自由揮灑並逐漸就

其步調成長。這也是 Paul 所提出的將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學習起始階段的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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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追蹤學習的進展過程）和第三個價值（讓學生發展出向前邁進的學習自信

心）。

二、學生作品特徵吻合文獻所述之特徵

DeFord（1980）發現10個書寫發展的階段，Clay（1975）提出7個書寫原

則，Hill（1999）歸類了5個拼字發展階段。依據這3位學者所提出的書寫特徵，

我們檢驗本活動中22位學生所產出的152份書寫作品，將發現呈現於下。這些發

現支持了 Paul 所提出的將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學習起始階段的第二個價值。以下

依序說明學生的英文書寫發展、學生所採用的英文書寫原則、學生的英文拼字發

展三項發現。最後，以一名學生的作品為例呈現其個人書寫發展與進步。

（一）英文書寫發展

檢視學生作品之後，我們依作品中的最高階產出為依據將作品分為4類：寫

字母、寫單字、寫片段（fragment）、寫句子。亦即，如果一張作品中同時存在

畫圖、字母，該作品就歸為「寫字母」，如果一張作品中同時存在畫圖、字母、

句子，該作品就歸為「寫句子」。「寫片段」，指的是學童之產出多於單一單

字，但未達句子結構，例如，is a dog 被歸為「寫片段」。被歸為「寫片段」的

兩張作品均是產出 is a ___ 這樣的片段。至於「句子」則是：完全正確的句子、

缺乏冠詞的文法錯誤句子（例如，This is dog、It ś yo-yo）、以及以創意拼字拼寫

出的句子（例如，I con sin， 意指 I can sing）。學生產出的句子絕大多是課本中

的句子，因此在判斷上並無太大難度，例如，What is this, It ś a___；What color is 

it, It ś ___；Who is she/he, She/He is my ___；How old are you, I am ___；What can 

you do, I can ___；I see ___.

圖5 Peter的第5次書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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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的數據顯現第一次的作品中，8位學生（36.4%）的最高階作品是字母，

14位學生（63.6%）的最高階作品是單字，沒有人產出句子，第二次作品中，10

位學生(45.5%）的最高階作品是單字，7位學生（31.8%）的最高階作品是句子。

第七次的作品中，9位學生（40.9%）的最高階作品是單字，13位學生（59.1%）

的最高階作品是句子。產出字母的學生進展到產出單字、產出單字的學生則進展

到產出句子。一學年來，單字及句子之產出逐漸多於字母產出。當然，一年的學

習，似乎理應有相當的學習成就。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書寫活動，我們便無如此

書面資料以得知學生的學習情形、給以適切的 +1 引導，進而觀察到學生的學習

發展。而且，這個書寫活動讓學生自由自在、無壓力地重複著字母、單字與句子

的習寫。以句子習寫而言，數位學童在紙上寫下10幾個句子，例如一位學童寫了

8組 What ś this? It ś a ___ （pencil, ruler…）共16個工整又正確的句子，一位學童

寫了 I see one yellow book, I see two bees, I see three pens, …I see ten cars 共10個句

子。抄寫字母、單字、句子經常是小學老師規定的回家作業，以便精熟所學之內

容；但此書寫活動跳脫制式的習作本練習，讓學生自主地重複寫著字母、單字、

句子，給學生機會嘗試賦與書寫個人之意義。

書寫活動 1 2 3 4 5 6 7

產出字母 8 (36.4%) 5 (22.7%) 1 (4.8%) 2 (9.5%) 1 (4.5%) 1 (4.5%) 0

產出單字 14 (63.6%) 10 (45.5%) 9 (42.9%) 7 (33.3%) 6 (27.3%) 7 (31.8%) 9 (40.9%)

產出片段 0 0 2 (9.5%) 0 0 0 0

產出句子 0 7 (31.8%) 9 (42.9%) 12 (57.1%) 15 (68.2%) 14 (63.6%) 13 (59.1%)

作品總數 22 22 21 21 22 22 22

作品亦可依據學童所採用的形符分為三類：書寫英文、畫圖與書寫英文、畫

圖與書寫中英文。亦即，如果一張作品中只有英文書寫形符，該作品就歸為「書

寫英文」，如果一張作品中同時存在畫圖以及中英文書寫形符，該作品就歸為

「畫圖與書寫中英文」。表2的數據顯示書寫英文的學生人數漸增，畫圖的學生

人數遞減。這表示學生的書寫發展漸漸從以畫圖來呈現所學或是以畫圖來協助表

達意思的階段進展到可以單靠文字來傳遞意思。正如 Leki（2005）所說，進行書

寫活動時，這些學生依自己的能力在紙上展現所學，依自己的步調往前推進，誰

也沒牽制到誰（也就是，影響他人的進展）。在我們的自由書寫活動中，不僅沒

表1 英文書寫作品分類

註:第3、第4次活動時，各有一名學生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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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牽制誰的議題，反之，我們的分享活動以及 +1 的教學設計妥善地應用了不

同層級的作品來提供優良的影響，提供鷹架給需要的學習者。

書寫活動 1 2 3 4 5 6 7

書寫英文 7 (31.8%) 5 (22.7%) 9 (42.9%) 12 (57.1%) 18 (81.8%) 19 (86.4%) 15 (68.2%)

畫圖與書寫英文
13 (59.1%) 14 (63.6%) 8 (38.1%) 9 (42.9%) 4 (18.2%) 2 (9.1%) 5 (22.7%)

畫圖與書寫中英文
2 (9.1%) 3 (13.7%) 4 (19.0%) 1 (4.8%) 0 1 (4.5%) 2 (9.1%)

作品總數 22 22 21 21 22 22 22

（二）採用的英文書寫原則 

Clay 所歸類的7種英文書寫原則中，有5種原則出現在這些作品中，以下說明

之。第一個是重複原則，如圖6-1所呈現，作者重複書寫他所知道的幾個字母。

第二個是方向原則，本文所展示的作品均顯現學童所書寫的內容呈現由左至右、

由上至下之方向性。第三個是創造原則，如圖6-2所呈現，作者將 -ng 以及 -nu 與

其他字母組合創造新的產品。第四個是彈性原則，Clay 指出幼童可能翻轉一個

字母、單字、符號而創造出新的形符，或是裝飾一個正確拼字的單字，這是孩童

探索約定俗成的拼字的一種展現。如圖6-3所呈現，此學童似乎將字母書寫融入

一個遊戲的設計，作品呈現出趣味性畫面，展露孩童愛玩的天性，此學童似乎展

現其對書寫的個人探索。幾年前在第一及第二作者與另所小學老師的研究中，其

一年級學童也有類似的彈性原則的探索（Chang et al., 2010）。第五個是清單原

則，如圖4的作品所呈現，學童列出他所知道的全部字母、單字、句子。第六原

則（對比原則）和第七原則（縮寫原則）則未出現在學童作品中。

表2 英文書寫發展

註:第3、第4次活動時，各有一學生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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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文拼字發展  

依據 Hill（1999）的歸類，第一個拼字階段是「字母拼讀前期」，特徵是以

塗鴉方式表達口語想表達的訊息。所有學童的作品均或多或少呈現出符號、數

字、字母，亦即，沒有任何一張作品是屬於「字母拼讀前期」的作品。第二個拼

字階段是「準語音拼字期」，如圖3-1、圖5、圖7-1的作品所呈現，學童能夠寫出

單字中的第一個字母；又如圖7-2所呈現，學童將 can 拚寫成 cn，以 n 的字母名來

代表 -an 的音節語音。第三個階段是「語音拼字期」，在圖7-3的作品中，我們看

到學童的 Sorre, I am lait （Sorry, I am late）的創意拼字。另外，有學童將 friend拼

寫成 friand、將 grandpa 拼寫成 gnodpo、grenpm、將 uncle 拼寫成 urcle、unclo、

將 write 拼寫成 wrid、you 拚寫成 yeu，這些都是依據語音而拼出的創意字。有一

位學童將 three 拼成 fnree，這或許是視覺記憶拼字加上片段語音拼字的產品（依

稀記得字母形狀）。圖7-4則呈現此階段的另一個特徵，作者將 red 拼成 rad（作

品中出現的是一顆紅色的心），尚未掌握母音字母與母音的對應關係。第四個階

段，「拼字過渡期」，孩童可能依據視覺記憶或是拼字組型（spelling patterns）

來拼字。例如，圖6-2的作品中，雖然此學童所拼出的並非單字，但是，他似乎

看到拼字組型。最後，「獨立拼字期」，從本文分享的許多範例作品中，我們可

以看到學童的正確拼字。

進一步檢視作品，我們記錄拼字的發展情形。如果學童只是單純地寫出字

母，並無任何其他形符顯示該字母所連結的意思，該產出（written products）被

圖6 英文書寫原則作品範例

（1）重複原則 （2）創造原則 （3）彈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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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為「寫出字母」。學童如果寫出字母（例如，寫出字母 Aa）並加以畫圖示

意（例如，畫出蘋果或是螞蟻），該產出就被標示為「寫出字首字母」。如果從

作品可以判斷出作者是依據語音或是視覺記憶來拼寫單字，該產出被標示為「創

意拼字」（例如，圖7-3作品中的 sorre, I am lait）。如果學童的拼字出現拼字組

型，不論該單字是否拼寫正確或是該單字是否存在，該產出被標示為「組型拼

字」（例如，圖6-2作品中的 -ng、-nu）。作品中出現拼寫正確的單字則被標示

為「正確拼字」。一張書寫作品可以同時擁有幾種不同的標示。例如，出現 wrid 

（write）、read、sing、sit、pig、big 這些產出的作品就同時被標示為「創意拼

字」、「正確拼字」、「組型拼字」。

表3的數據顯示學童的拼字發展情形。第一次書寫活動中，9個學童寫了字

母，第二次活動，12個學童寫了字母，之後，寫字母的人數逐漸下降，第七次活

動時，只有一個學童僅僅寫出字母。寫出字首字母的人數，第一、二、三次分別

是5人、8人、4人，先增加而後減少。相對地，學童漸漸發展出創意拼字、組型

拼字、正確拼字，人數逐漸上升。可見，學童逐漸發展出拼字的能力。第二學期

時，學童採用了李老師所教導的「拼字空格（spelling slots）」的拼字策略。如圖

5(以及稍後出現的圖9-1)所呈現，當作者知道該處有字母，卻寫不出來時，就畫

一個空格在那個位置。

圖7 英文拼字發展特徵範例

（1）寫出字首字母 （2）以字母名為音節語音  （3）創意拼字 （4）錯誤的母音與母音字母對應



83張芳琪、張淑儀、李婉容 國小三年級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之意義與價值

書寫活動 1 2 3 4 5 6 7

a. 寫字母 9 12 11 8 2 3 1

b. 寫字首字母 5 8 4 4 2 2 0

c. 創意拼字 0 0 1 1 3 5 15

d. 組型拼字 0 0 0 0 0 9 11

e. 正確拼字 12 16 15 15 21 20 22

f. 拼字空格 0 0 0 0 3 6 11

「拼字空格」策略讓作者不會受困於某個字母、受困於試圖拼出完整單

字而中斷書寫。拼字空格策略也可以加強學童的音韻覺識知覺（phonological 

awareness）。舉例而言，當學童試著拼寫 read 這個單字時，他可以依據視覺記憶

來拼寫該單字（非最佳的記憶單字方法），他也可以將該單字的語音拆解成 [r]-

[i]-[d]（segmenting），然後寫下對應的字母。學童如果將 read 拚寫成 r_d，這表

示學童有拆解語音的能力，只是目前他尚未掌握中間那個語音所對應的字母。這

也就是 Hill 所說明的「孩童尚未掌握母音所對應的母音字母」。拼字空格策略或

許可以加快拼字發展。例如，Hill 指出的拼字發展第二階段是寫出字首字母和字

尾字母，第三階段是注意到單字當中的母音字母。將 read 拚寫成 r_d 而非 rd，代

表學童注意到 [r] 和 [d] 中間有語音，r 和 d 中間有字母，因此，寫出 r_d 的學童

比寫出 rd 的學童多了一分對字的結構之了解。這個拼字空格策略，幾年前在我們

一個研究中也有效地幫助了另一所小學的初階英語文學童的拼字表現（Chang et 

al., 2010; Chang, 2009）。

（四）Peter 的英文書寫的發展與進步 

在書寫活動中，李老師不斷鼓勵及採用適當的教導來帶領班上學童，有不少

學童在此過程逐漸成長。以下就以 Peter 的6次作品為例說明他一學年間在自由書

寫活動的表現。根據李老師的描述，Peter 並非專注型、積極型的學生，課堂上

他需要老師經常性的提醒和協助。然而 Peter 是願意學習也是學得會的學生。我

們可以從 Peter 在李老師的協助下所完成的第五次書寫作品（圖5）驗證他的這一

個特質。面對一個新的學習項目，或是遇到困難時，在李老師一步步地引導下，

Peter 總是可以克服困難。Peter 這6次的作品中，僅有第五次的作品是在下課後由

李老師一對一地引導而完成的（如前所述），其他的作品均是在課堂中完成。

表3 拼字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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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是 Peter 在第一學期間產出的作品。第一次，Peter 寫 A 到 D 四個字母的

大小寫（圖8-1）；第二次（圖8-2），A 到 W 共21個字母的大小寫加上 mom 一

個單字和一個人物圖畫（似乎代表mom），第三次書寫活動時 Peter 缺席，第四

次（圖8-3），A 到 E 五個字母的大小寫，加上代表 bag 和 egg 的畫圖;另外，最

特別的是，Peter 最先寫下的似乎是一個句子 It śrue（或許是It ś a ruler）。這個

部分，Peter 很有可能是靠著視覺記憶（「視覺字」sight word）而嘗試產出的的

作品。經過一個月的寒假休息，在第五次書寫活動時（第二學期的第一次書寫活

動），Peter 盯著空白卷、向李老師求助的舉動讓李老師適時地提供引導。李老師

的引導讓 Peter 再次提筆書寫（見圖5，第五次作品）。Peter 此次的作品被選為

分享作品之一。根據李老師的描述，Peter 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現在投影幕時，非常

興奮。這一份興奮以及自信應該會是驅使他向前邁進的動力。這就是 Paul 提出將

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初學階段的第三個價值。

圖9是 Peter 的第六和第七次作品（第二學期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活動作品）。

他在第六次書寫時（圖9-1），採用了 Clay（1975）所說的創造原則（generating 

principle），組合所知道的字母而產出書寫作品，他的 sit、bit、si_、fig 就是

例子。或者，亦可視 Peter 進入了 Hill（1999）所說的「拼字過渡期」，他認

為 -it、si- 是拼字組型，可以與其他字母組合。Peter 也寫出 It ś_yo-yo 的句子。

Peter 採用了「拼字空格（spelling slots）」的拼字策略（Chang, Chang, & Hsu, 

2010）。這個拼字策略就是當作者知道該處應該有字母，卻寫不出來時，就畫一

個空格在那個位置，例如，Peter 第6次作品中的 si_、da_ _、 se_、 _e_ 等等。

Peter 的第七次作品（圖9-2）似乎達到 DeFord（1980）的書寫發展階段的

第七個階段，亦即能夠寫出簡單的句子。他的第七次作品似乎也告訴我們他尚

未完全掌握間隔的概念。DeFord 指出在書寫發展的第五個階段，孩童有字母、

單字、句子為單位的概念，會在其間留間格。Peter 作品中的現象吻合了學者所

宣稱的，10個書寫發展階段並非呈先後順序的線性排列，不同階段的書寫特徵有

可能同時呈現在同一作品中。Peter 時而留間隔、時而忽略間隔的情形，即為一

例。另一個原因或許是他太專注於想表達的內容（即拼寫出文字），即便他已經

有單字為單位的概念，卻也忽略了這種所謂書寫技能（mechanics）的細節。Dorn

和 Soffos（2001）便提醒老師在要求學生的寫作表現時，要注意想法（writing 

fluency）和書寫技能（transcribing skills）之間的平衡點。教師的「不平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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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會影響學生對書寫過程的看法。教師對工整與正確的要求可能會阻擾了學生的

「勇於嘗試」。

圖8 Peter 第1、2、4次書寫作品（第一學期）

圖9 Peter 第6次和第7次書寫作品（第二學期）

（1）第1次作品 

（1）第6次作品 （2）第7次作品

（2）第2次作品 （3）第3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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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eter 的6次作品中，我們看到其英文書寫的「進步」與「發展」。在此期

間，老師不斷的提供適當的鼓勵及指引，Peter 亦能接受指導和不斷嘗試。Peter

只是眾多學生的其中一個，其餘學童亦在如此之環境接受教導及挑戰自我，各個

按其能力及步調發展其書寫能力。書寫是眼睛看得到的（visible），老師與學生

皆能夠從作品中看到自己的表現與進步。這個發現應證了 Paul 所提出的將書寫融

入英語文初學階段的第二個價值。

三、半數學生不願繼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

學期結束時，學生填寫一份針對英文自由書寫活動的問卷，問卷上有12個問

題讓學生勾選「同意」、「不同意」、「不知道」。例如，「我喜歡老師在英文

課堂上讓大家進行寫作的活動」、「我喜歡老師在英文課堂上分享同學寫作的作

品」。每一個選項之後都有空白處讓學生寫下「同意」的理由、「不同意」的理

由、「不知道」的理由。第13題則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如果下學期繼續進行

英文寫作活動，你希望老師給你甚麼協助？」第一個學期結束時，22位學生中，

10位學生在問卷上表示希望繼續書寫活動，12位不希望繼續。第二學期結束時，

7位學生希望繼續書寫活動，10位不希望繼續，5位回答不知道。雖然「希望」的

人數減少，但是「不希望」的人數也減少，5位回答不知道的學生或許正處於想

法轉變期。分析問卷，我們得知13位學生有拼單字的困難、14位學生有寫句子的

困難、16位表示「想不出來要寫甚麼」。這些困難或許是他們反對進行書寫活動

的原因。

期末時，在社群討論中，老師們根據其多年教學經驗觀察到在小學階段許多

學童不喜歡或不願書寫是一普遍現象；然理論上，聽說讀寫四種技能可相互作用

強化學習之論點以及李老師歷經一年的活動中發現此活動的價值，如因部分學童

不希望繼續書寫活動而停止，則顯因噎廢食。三年級學童玩心還重，更需老師耐

心的引導及鼓勵，就如孩童不喜歡某些食物，父母會想法改變食物調理方式讓孩

童有均衡營養；同理，書寫活動非討喜活動，但有存在之價值，它讓老師更了解

學童學習狀況，也讓老師能帶領學童就其能力及步調逐漸成長。本研究中之半數

學童不願繼續英文自由書寫活動，而自其問卷反應也了解他們所面臨之困難，如

將來李老師再實施時，或可改變方式，並更密切注意學童之反應，持續尋求大部

分學童可認同之方式來實施書寫活動。例如教師或許可以主動加入一些引導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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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的自由書寫。當學生想不出來要寫甚麼，教師可以先複習所學，再進行自

由書寫以便幫助學生有可以下筆的內容；學生有拼字的困難，教師可以考慮在教

室放置簡易兒童字典，並教導學生如何查字典；學生寫不出句子來，教師或許可

以加強課本句子的朗讀，讓學生先能口說句子而後能「我手寫我口」地寫出所說

的句子。

伍、結論

李老師三年級教室中的英文自由書寫活動提供了「眼睛可見」的書面資料，

這份資料提供了個人書寫表現和書寫發展紀錄，證明即便是年幼的學童，也有能

力進行英文書寫，在適當的引導之下，他們也可以依著自己的步調前進，發展出

進階的讀寫能力。這便是 Paul 所說明的將讀寫活動融入外語初階教學的第二個價

值。這些書面作品讓教學者得以瞭解學生目前狀況 i，以便提供適當的 +1 教學刺

激，也讓教學者觀察到學生產出 i+1 的書寫作品。Paul所提出的第一個價值是，

書寫活動有益語言內化。然本書寫活動無法提供資料證明此一價值。而 Paul 提出

的第三個價值「自信心」的部分，我們確實觀察到學童在書寫時的自我期許以及

在作品被分享時的興奮反應，這些反應是促發學習動力與累積自信心的元素。此

外，正如 Leki 所說，在這個書寫活動中，學生各自在紙上表現與進展，學生彼此

之間誰也沒有牽制了誰，反之，卻可能從分享中互相提供了鷹架給同儕。這是書

寫活動的另一個價值。

2013年3月28日，在我們例行的英文書寫活動社群聚會時，大家討論著，有

一位老師在電腦上進行會議紀錄，紀錄的內容立即出現在投影幕上。我們談到

「寫作」一詞不適用於李老師的 free writing 活動，建議使用「書寫」一詞。紀

錄的老師在電腦鍵盤打下「舒寫」，與會者看到投影幕上的「舒寫」一詞，熱烈

地討論了起來。老師們七嘴八舌地說道，「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們不喜歡這個活動

啊」，學生「不舒服寫啊」、「寫得不舒服啊」。談笑間大家用同音異字說出了

幾個詞串連成寫作階段:「輸寫」、「輸血」、「書寫」、「舒寫」。也就是，一

開始時，學生們「寫」得很不理想，猶如「輸」給了英文書寫，經過老師們的教

學設計給予+1的「輸血」，幫助學童能夠「書寫」，而最後期能進展到「舒寫」

階段，即能夠有信心地「舒舒服服地寫」、「寫得舒舒服服」，邁向這個理想目

標也是社群老師們對自己未來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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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社群裡，一群英語老師定期開會討論如何將「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

初、中、高階課程中，如何提供機會讓學生在沒有壓力之下，在紙上顯示所學，

如何提供 +1 的鷹架引導學生發展讀寫能力，亦能有助於聽說的發展。本社群所

發展及實施之書寫模式，課前所需準備時間不多，在課堂執行書寫活動及課後挑

選分享作品所費時間亦有限，故頗容易實行，且此模式跳脫傳統制式習作練習，

給予學童自主發揮之機會，將學習變得更個人化及更有意義，讓老師能更了解學

童程度及發展，也更容易提供適當之引導。

如文中所述，本報告並非來自一個正統事先決定研究問題的學術研究，而是

起源自在執行一個精心規劃的教學活動過程中發現其報導之價值後進行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進行過程以及資料收集與上述正統學術研究方式不盡相同，這也是本

文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的最大侷限，足以作為日後相關研究之借鏡。之後相關研究

或可參考本報告之自由寫作模式，但先設定研究問題，例如包括數個可能增進學

童書寫意願的活動，以便依循研究問題而設計活動和收集、分析資料。未來進行

關研究時，教師也可以將給予學生一對一的指導回饋納入活動設計中；此外，教

師在分析學生的寫作表現時，亦可將學生的英語文程度納入考量，以便了解自由

書寫活動對不同程度的學生的幫助。雖然本報告未能遵循正統學術研究步驟，我

們仍希望此報告能讓國小英語教師瞭解將英文書寫活動融入英語文起始課程中的

可行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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