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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寫作能力是重要的，符合學生認知發展進行寫作教學方式是教師

需要掌握的，寫作的認知歷程涉及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陳述性

知識包含與寫作主題相關的知識與文章基模知識，程序性知識則是將

寫作視為問題解決的歷程，在計畫、轉譯與回顧的歷程中逐步的解決

寫作問題。對於知識的表徵，Anderson提出了「思想適應性控制」

（Adaptive control of thought，ACT）之理論，該理論不斷的修正，

Anderson隨後於 1993 年所提出的ACT-R模式，增加了 R（rational），
以意元表徵陳述性知識，並以生產性原則作為程序性知識的基本單

位，結合兩者的觀點，教師在指導國小學生進行寫作時，需活化學生

陳述性知識、培養學生程序性知識、協助學生同時兼顧長期記憶與工

作記憶系統的運作，並嘗試以編碼特定性來激發學生寫作相關經驗，

在此歷程中，協助學生掌握寫作焦點，突破寫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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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ACT-R 
Model to the New Direction 

of Writing Learn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Yi-Lin Cheng*

Abstract

Since writing skill displays students’ ability, teacher’s knowledge of 
writing would be needed in helping the students to learn writing. To write, 
students need to combine the writing knowledge (topic, composition 
schema, process of writing, problems solving) in the writing process. 
Anderson’s ACT-R model offers a new approach: chucks are used to 
represent the declarative knowledge while productive rules are the basic 
units in procedural knowledge. By applying cognitive writing and ACT-R 
model’s perspectives in teaching, teacher would be able to active student’s 
declarative knowledge, cultivate procedural rules, set in operation 
children’s long-term memory and working memory at the same time,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ncoding specificity in students’ writing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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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社會中，社會大眾普遍認知寫作能力是重要的，但是，對大

多數的兒童而言，寫作卻是不容易的。寫作，除了是一項關鍵的升學

工具之外，它應該是個人思想表達的重要媒介，透過寫作，使個體可

以展現自我的意識、抒發自己的情感、引導個人的省思。然而，在現

在的教學現場中，寫作的教學其實不易落實，因為上課時數太短、教

材太多、進度太趕，在這些種種的限制下，大部分的寫作成了回家作

業，教師講解了題目、提示了大綱之後，便請孩子回家完成，孩子的

寫作問題為何？對題目有何想法？寫作花了多少時間？若教師僅只是

檢視成果，孩子真正的寫作瓶頸可能無法浮上檯面。

寫作是一項重要的認知能力，且應在國小階段有適當的教學，本

文嘗試以 ACT-R的模式為架構，探究國小學生寫作過程中思維運作
的歷程，藉以對探討對現今國小寫作教學現場可行的新方向。

貳、寫作教學的認知歷程

依據教育部（2005）教育施政主軸行動方案「提升國家語文能力」

中，2008 年的具體目標之一即為：「國中、小每學期應至少完成 4—
6篇作文（其形式包含命題作文、心得寫作、日記、週記等）。」然
而，在現今的教學現場中，本國語文的節數往往不敷使用，寫作時常

成為回家作業，在寒、暑假、連續假日或週休 2日，讓學生在家完成。
教師將寫作的指導局限在題目的訂定、大綱的講解、字數的限制等，

而對於主題的掌握、字詞的修正、主旨的檢視等策略則常無法教得完

全。

寫作能力是重要的，但是對大多數的國小學生而言並不容易，寫

作是一項複雜的認知歷程，需要寫作者不斷監控與調整思維，同時兼

顧書寫、詞彙運用等技巧，把自己的想法明確的、流暢的書寫出來。

寫作是一項複雜的認知歷程，教師在指導學生寫作時，需要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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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時間內掌握教學的方法，順應學生的認知機制而指導有效的寫作

策略。以下分為兩部分，先探討寫作理論中的相關模式，再整理與寫

作相關的知識內容。

一、寫作理論中的相關模式

寫作理論的相關模式主要包括階段模式與認知歷程模式，以下分

別簡述其整理的內容：

（一）寫作的階段模式

1990 年代以前，學者所提出的寫作模式主要將寫作過程分成數

個階段，依據張新仁（2008）的整理，蔡榮昌將寫作過程分為：審題、

立意、運材、布局、修辭等五個階段；陳鑫將寫作過程分成：命題、

審題、立意、取材、剪裁、布局、擬大綱、下筆等八項，二者較偏重

寫作前的計畫；林國樑所提寫作過程包括：確立中心思想、運思、蒐

集資料、擬訂大綱、各自寫作和審閱等六個階段，涵蓋了寫作前、寫

作、和寫作後的寫作行為。階段模式似乎將整個寫作過程視為直線循

序進行，以線性方式解釋寫作過程中的各種思考脈絡。

（二）認知歷程模式

1980 年代起，國外認知心理學家開始從認知的觀點，探討寫作

的心理歷程，其中以 Flower和 Hayes的模式最常為人引用。Hayes與
Flower依據受試者的「放聲思考原案」進行分析，歸納出寫作模式的

三大部分：「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寫作環境」和「寫作歷程」。「寫

作者的長期記憶」又包括主題、讀者和寫作計畫的知識，「寫作環境」

則包括寫作任務和已完成的文章等影響寫作表現的外在情境，而「寫

作歷程」包括計畫、轉譯、回顧及監控的歷程（陳鳳如，2003），此
寫作歷程模式之架構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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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ayes和 Flower之寫作歷程模式

陳鳳如（2003）。不同寫作能力的國中生在寫作歷程與讀者覺察能力之研

究。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16，66。

依據曾慧禎（2002）的整理，Hayes和 Flower之模式所包含的各
階段亦可再細分，以下簡述其整理的內容：

1.寫作者的長期記憶：此部分包括寫作計畫、讀者與寫作主題

的知識，當寫作者在寫作時，會從長期記憶中搜尋各種有關寫作主題

的訊息，如過去的經驗、可用的語詞等。

2.寫作環境：寫作環境是指作者以外的事物，包括寫作題目、
讀者、刺激線索以及文章已完成的部分等。

3.寫作歷程：寫作歷程主要包括「計畫」、「轉譯」、「回顧」

三個主要階段，而此三個階段都在個體的「監控」下進行。

（1）計畫：在計畫階段，個體會決定寫作目的、思考如何
向讀者表達、以及選擇修辭策略，寫作者在建立計畫時，會需要將心

中思考內容寫出來，心中思考隨著知識儲存方式不同，轉化成語言的

方式也不同，且寫作者也需要在心中整合與題目有關的知識和經驗，

在計畫階段，寫作者通常會包含以下三個次歷程：

a.產生想法：寫作者從長期記憶中搜尋出與寫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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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訊息。

b.組織想法：寫作者根據特定的需求，將長期記憶中
檢索出來與寫作主題有關的訊息加以組織。

c.設定目標：建立一些標準以引導寫作過程的進行，

隨著文章的完成，一系列的目標會愈精緻，愈複雜，寫作目標可能包

含處理「該寫什麼」的內容目標，以及引導寫作者進行下一步的歷程

目標。

（2）轉譯：此階段在寫作歷程中，是將想法轉換為文字的

過程，在此階段中，個人的工作記憶量會擴展到極限，因為有許多工

作需要同時考慮，包括擬定的目標、計畫、內容的構思、用字、遣詞、

文法規則、作文規範、文體結構等。寫作者再將思想轉譯為正式文章

時，一方面會閱讀已完成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會進行修改的工作，直

到完成任務為止。

（3）回顧：回顧包括檢查和修改兩個部分，其目的在檢視

和評估自己所寫出的文章是否符合原先的計畫，以及決定是否需要重

寫或修改。

（4）監控：寫作者通常會監控自己目前的過程和進展，寫
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會不斷的檢視計畫、轉譯與回顧三者之間的關係

以維持文章的品質，若回顧時發現文不對題，寫作者就需要重新產生

及組織新的觀念。

（三）對寫作認知模式的修正

然而，寫作的認知歷程也受到許多後續學者的評論，Berninger、
Fuller與Whitaker（1996）曾對 Hayes與 Flower的寫作模式提出以下
的八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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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erninger、Fuller、Whitaker對 Hayes與 Flower寫作模式之修正
項目 內容

轉譯部分應包括文章產

出（text generation）及
繕 寫（transcripotion）
兩部分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認為「轉譯」部分應包括文
章產出與繕寫，文章產出係指將想法轉換為語言表徵，而

繕寫則是將語言表徵轉換為書寫的符號。

口語及寫作方面的個別

差異影響著寫作的轉譯

歷程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的研究中，寫作者在口語與
寫作方面的個別差異對寫作的轉譯階段會造成影響。

計畫和回顧的歷程應包

含時間與空間的向度

Hayes與 Flower之寫作模式考量了寫作認知歷程的本質，

規劃出「計畫」、「轉譯」與「回顧」三階段，然而在各

階段之間是否具有時間的順序，如對於計畫前期、轉譯後

期等的關注卻沒有考量，另一方面，空間的觀點涉及寫作

者在計畫和回顧時，是考量整篇文章或是一小段落，此時

間與空間的向度，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認為應放
在認知歷程中一併考量。

在寫作發展過程中，計

畫、轉譯、回顧等階段

是系統性的發展的

對於專家寫作者而言，計畫、轉譯與回顧各階段是環環相

扣的，但是對於生手而言，此三階段可能各自發展成熟的

時機不同。

監控或後設認知的能力

並非完全適用於計畫、

轉譯、回顧中的各階段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認為中年級或國中的孩子，

其寫作過程中並非時時有監控，意即此一後設認知能力可

能並非完全適應於所有的學生。

寫作認知歷程應包含工

作記憶與長期記憶

Hayes與 Flower之寫作模式認為寫作者須提取長期記憶中
的相關材料來進行寫作，而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
認為寫作時不僅須提取長期記憶中的材料，也需要透過工

作記憶的運作。

在轉譯階段可能存在著

性別差異以及與寫作能

力相關技能的差異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的研究中發現中、低年級的

女孩在拼字流暢性、文章流暢性較優於男孩，而在國中低

寫作能力者的研究中，女孩在轉譯階段能具有較佳的優

勢。

非認知因素如情意、動

機、社會脈絡等應影響

著寫作環境

Hayes與 Flower之寫作模式只考量到認知因素對於寫作環

境的影響，而在 Berninger、Fuller與Whitaker的研究中
則發現透過鷹架、練習、教學引導等可以幫助學生提升寫

作能力。

Berninger, V. W., Fuller, F., & Whitaker, D. (1996). A process model of writing 
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8,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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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寫作歷程中的相關知識

寫作者在下筆運思的同時，需要從記憶庫中提取所需的訊息，依

據郭生玉、陳鳳如（1995）的看法，認為與寫作有關的知識大致分為

三類，一類是與寫作主題有關的知識、一類是文章基模知識，第三類

是問題解決的策略知識，文章基模知識影響文章主題知識、文章組織

和修改的部分；而問題解決的策略知識，將寫作視為一問題解決的過

程，強調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策略的使用，此三類知識中，前兩者屬於

陳述性知識，後者屬於程序性知識。

再者，寫作是個體提取以往儲存的知識，再加以轉化表達的歷

程，此部分需考量知識編碼的特定性，編碼特定性係指訊息並非單獨

的、個別的被編碼，而是以一個較為豐富的記憶表徵，將有關的訊息

一起編碼，而個體提取資訊時，若能依據編碼時的形式進行提取則有

較佳的提取效果（陳學志、邱發忠、劉政宏、林奕宏、林宜利、陳荻

卿、陳淑蓉等譯，2010），以編碼特定性的原則而言，編碼與提取的
策略一致則應有最佳的提取效果，因此個體若以圖像記憶策略進行編

碼，則圖像提取的效果會優於文字的提取效果。

綜合上述的觀點，寫作歷程中涉及的知識包含陳述性知識與程序

性知識，陳述性知識包含與寫作主題相關的知識與文章基模知識，此

部分應包括個體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各種知識材料，以及對於書寫文

體所具備的基模知識，而寫作的程序性知識是將寫作視為問題解決的

歷程，在計畫、轉譯與回顧歷程中逐步的解決各項寫作問題，包括寫

作者在工作記憶中，反覆且交錯的提取有用的訊息、轉譯想法與書寫

文字，另一方面，寫作者提取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相關知識時，提取

的方式若與編碼的方式相似則有較佳的提取效果，

參、知識結構的 ACT-R 模式

寫作是將個體記憶庫中儲存的知識、想法，系統化的表達出來的

過程，然而人類的大腦究竟如何儲存知識、我們如何表徵這些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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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筆者認為透過對於人類知識結構的認識，教師可能對兒童認知

運作的歷程有更具體的認識，並加以運用來協助兒童進行寫作。

一般而言，心理學家大都認為長期記憶中儲存著陳述性與程序性

兩大類的記憶，陳述性知識是對事物的認知或對經歷過的事件用語言

所表達出來的知識，而程序指的是將陳述性知識付諸行動的知識（張

春興，2007）。
依據張春興（2007）的整理，陳述性知識包含著語義性記憶

與情節性記憶，語義性記憶包括個體對周圍世界一切事物意義的記

憶，而情節性記憶則包括個人生活經驗上的記憶。對於知識的表徵，

Anderson提出「思想適應性控制」（Adaptive control of thought，
ACT）之理論，並於 1993年修正其ACT理論，提出了ACT-R的模式，
其中的「R」表徵了認知系統中的「理性」（rational），此 ACT-R模
式，即是以一種融合的觀點，一方面統整了陳述性知識和程序性知識

的表徵，另一方面也從訊息處理模式提出知識運作的可能路徑。

一、ACT-R 模式

ACT-R是一種訊息處理的模式，包含了陳述性知識的網絡表徵

和程序性知識的生產系統表徵（Sternberg & Sternberg, 2012），對高
層次認知歷程而言，ACT-R系統是一個涵蓋內容廣泛的一般性系統
（Anderson, Matessa, & Lebiere, 1997）。

Anderson（1993）所提出的 ACT-R模式表徵了認知的結構，在

其知識表徵中，有三項理論性的重要論證：

（一）人類具有兩種長期儲存的知識：陳述性記憶與程序性記憶。

（二）意元（chunk）是陳述性知識中基本的單位。

（三）生產性（production）是程序性知識中的基本單位。

而 在 Lebiere、Anderson 與 Bothell（2001） 的 資 料 中， 歸 納

ACT-R模式為一個生產性的系統理論，在此理論架構中，個體的認

知步驟是透過配合自環境與記憶中提取的各種訊息所激發之生產性原

則來表徵。而依據 Sternberg與 Sternberg（2012）的觀點，Anderson
的 ACT-R模式強調著思想的適應性，個體對於知識的運作，除了包

含「陳述性記憶」、「程序性記憶」，尚包括有「工作記憶」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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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陳述性的網絡模式具有訊息可以提取的機制以及可供儲存訊息

的結構，此網絡系統中存有各種節點（node），節點之間的連結越常

被活化，則彼此之間的關聯性越強，在程序性知識中則具有程序化

（proceduralization）的功能，程序化的功能是指個體從緩慢的、明
確的訊息使用進展到不需言明的、可完成的程序之過程。個體透過工

作記憶的運作與外在世界呼應，外在世界的訊息經過編碼進入工作記

憶，而這些訊息一方面儲存入陳述性記憶，或由陳述性記憶提取相對

應的訊息與以呼應，另一方面，也可能活化程序性記憶使之對應並執

行相關訊息，使個體對外在世界有所回應。以下整理 ACT-R各部分
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2所示：

圖 2　ACT-R模式

作者翻譯自 Stemberg R. J., & Sternberg, K. (2012). Cognition. Canada: Ceng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ffices.

二、陳述性記憶與程序性記憶

在 ACT-R模式中，陳述性記憶與程序性記憶是個體在認知運作
時，可能同時處理的重要系統，以下分為兩部分，分別說明陳述性記

憶與程序性記憶在此模式中所包含的內涵。

（一）陳述性記憶

依據 Anderson（1993）的觀點，意元（chunk）是表徵陳述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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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的基本單位，意元係指在長期記憶中要件組成的單位，包含三項特

性：單一意元的容量有限、不同的意元具有不同的型態、意元具有階

層性。

（二）程序性記憶

程序性記憶表徵著技能學習的記憶，Anderson（1993）即認
為 ACT-R模式中的重要宣稱之一即是「認知技能是由生產性所組成
的」，生產性具有四項特性：

1.生產的模塊性（productionmodularity）
2.抽象結構性（abstractcharacter）
3.目標結構化（goalstructuring）
4.條件與行動之不對稱性（condition-actionasymmetry）

生產的模塊性表示著每一個生產性皆為單獨可分割和加減的要

件，生產性原則是技能的基本單位，技能的發展可藉由新的生產性原

則的取得以及現行生產性原則之強化所獲致。

生產性原則的抽象結構性是指其具有概括性（generality）的特
性，也因為這樣的抽象性，使得個體在學習遷移時，可以更靈活的應

用各項生產性原則。

目標的結構性是指生產性原則的條件不一定只參照外在的刺激，

也可能對應某些目標條件（goalconditions），不同的生產性原則可能

基於共同的內在目標，而被相同的外在刺激所激發，Anderson在其論

述中，特別強調因為生產性原則具有抽象結構性以及目標的結構化，

使得生產性原則與單純的刺激反應連結有所區別。

條件與行動之不對稱性係指人類知識的使用是複雜的，生產性原

則嘗試區分了條件與行動，Anderson認為，人類的行為並非是單純的

「控制某一條件即產生某一行動」形式，不對稱性表達的是人類知識

使用的特性，例如問題解決過程即為一例。

因此，Anderson是以一種統整性的、互動性的觀點來表徵知識

的結構，透過連結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的架構，再結合訊息處理

理論中工作記憶、長期記憶的觀點，表達人類運作知識體系的可能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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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ACT-R 模式與寫作認知歷程的關聯及對寫作教學的

啟示

寫作歷程是一複雜的認知歷程，涉及工作記憶與長期記憶中的陳

述性與程序性記憶的交互運用，而 ACT-R模式以生產系統原則以及
意元的方式來表徵認知技能，並透過工作記憶的觀點，傳達人類運作

認知的途徑，使人類的知識結構與外界世界產生連結。擷取兩者的相

同論點而言，兩者皆認為個體會整合性的、交錯性的融合長期記憶中

的陳述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產出想法，並藉由工作記憶與外在環境互

動，進而解決問題。

將此觀點結合國小寫作教學的場域，筆者認為教師在進行寫作指

導時，需要活化寫作者的陳述性知識、培養寫作相關的程序性知識、

兼顧寫作歷程中長期記憶與短期記憶，並考量編碼特定性激發學生的

寫作經驗。

一、活化寫作者之陳述性知識

就寫作歷程中所涉及的知識而言，個體的陳述性知識包含個體儲

存在長期記憶中的「與寫作主題相關的材料」以及「文章基模知識」，

在與寫作主題相關的材料中，可能需要個體同時提取其情節性與語義

性記憶中的相關經驗，透過意元的活化激發，使文章的寫作更加豐

富，且陳述性知識以意元的方式儲存，雖然單一意元容量有限，但意

元具有階層性的特質，在個體提取訊息時，依據編碼特定性，可以同

時提取相關的材料進行寫作，包括認知性的經驗以及情意性的經驗。

而在文章基模知識中，學生對於不同的寫作文體需有不同的體會

與理解，並根據不同的文體進行練習，如記敘文、議論文寫作、書信

體裁的練習、新詩的創作、新聞體裁的習寫。依據這樣的認知歷程，

教師在進行寫作教學時，可以採取的教學策略建議如下：

（一）提供多元的刺激激發學生長期記憶中與寫作主題相關的語

義性記憶與情節性記憶，可嘗試圖片、影片、繪本，並透過師生討論、

同儕討論等教學活動的設計，充實學生陳述性知識中的意元網絡，建

立寫作時所需的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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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學生組織記憶的意元網絡，如提供寫作的大綱、心智

構圖等。

（三）提取經驗時，引導學生從客觀和主觀兩方面著手，先客觀

的陳述所見所聞，再主觀的表達所感所想。

（四）多方面的指導不同文體的教學與習寫，幫助學生認識不同

文章體裁的特性與功能，也豐富學生對於文章的基模知識，擴展其意

元網絡的階層。

二、培養寫作者的程序性知識

ACT-R模式認為程序性知識主要是指技能的習得，而技能的習得

是以生產性原則為基本單位的，此生產性原則具有模塊、概括性與條

件與行動之不對稱性等特性，且技能的發展可藉由新的生產性原則的

取得以及強化現行生產性原則來獲致。就寫作的認知歷程而言，寫作

是一個需要個體在計畫、轉譯與回顧等各階段不斷交錯監控的歷程，

從思考的計畫、想法的轉譯、書寫文章過程中的造詞構字等，皆是一

個接著一個的問題解決歷程，然而，每一步驟也涉及寫作者後設認知

與自我監控的能力，避免辭不達意、文不對題的情況。因此，就培養

寫作者的程序性知識而言，教師可以採取的寫作策略如下：

（一）寫作所需的技能包括簡單的寫字、造詞、造句、構成段落

到複雜的提取與彙整相關訊息、組織訊息以表達思想內容與反覆回顧

並進行修改等認知技能，教師需要在相關領域教學中充實學生這些生

產性的技能，使寫作相關的生產性原則得以熟練，降低學生寫作時的

認知負荷。

（二）將寫作視為問題解決的歷程，以完成文章為目標，提供學

生達成目標的各種策略，包括指導訂大綱、修正寫作計畫、繪製心智

構圖表格、編輯故事組織表等，協助學生彙整、組織長期記憶中各項

材料，協助學生在工作記憶負荷量極大時，還可以進行監控與修正。

三、兼顧寫作歷程中的長期記憶與工作記憶

ACT-R模式中包括程序性知識、陳述性知識與工作記憶，外在

世界的訊息透過工作記憶的運作進入個體的長期記憶中，在長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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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方面活化陳述性知識的意元，另一方面在程序性知識中尋求相

對應的應用或執行機制。寫作歷程也應該兼顧寫作者的長期記憶與工

作記憶，寫作者一方面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與寫作主題相關的訊息，另

一方面，在計畫、轉譯的過程中，以適當的文字語詞、正確的文法構

句來表徵自己的想法。

教師在進行寫作教學時，為協助寫作者同時兼顧長期記憶與工作

記憶，建議的策略如下：

（一）教師視寫作時間指導學生先訂大綱再進行寫作，或是讓學

生先寫草稿，再依據草稿修正，並完成正式作品。

（二）在寫作認知歷程中，計畫、轉譯與修正的部分皆需要個體

的監控，教師可以透過放聲思考策略、同儕評閱、修正檢視單等設計，

提供學生檢視自己的作品。

（三）允許學生將不會寫的字以注音符號標註，待想法完整表達

後，再進行查字典等作業，降低學生轉譯時的認知負荷。

四、考量編碼特定性激發學生的寫作經驗

個體將訊息編碼儲存時，會將有關的訊息一起編碼，而提取時，

這些一同編碼的訊息可成為有效的提取線索，幫助個體提取相關的經

驗，並與外界刺激互動，將這樣的編碼特定原則應用於國小寫作教學

的場域中，教師激發學生記憶的方式若能與其編碼的形式一致，應可

喚起學生較為多元與整體的經驗，考量編碼特定原則於寫作教學，教

師可採用的策略如下：

（一）提供與生活相關的寫作主題，如體育新聞、生活議題、媒

體事件等，並在教學時提供圖片、影片或相關文章，幫助學生在編碼

時有較為具體的媒介，並讓學生較多元的提取線索來完成文章。

（二）在校提供真實經驗，配合學校活動、校園建築、空間設備，

設計生活體驗課程，透過實作與教學，教師可以掌握學生訊息編碼的

過程，並以此提供寫作平臺，鼓勵學生體驗的經歷與感覺表達出來。

（三）營造討論的機會，透過同儕互動，讓年紀相仿的孩子共同

激盪，使相似的認知基模得以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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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寫作能力很重要，應該是可以教也值得花時間教的，從寫作的

認知歷程中，我們了解到要寫好一篇文章真的很不容易，然而，從

ACT-R模式中，Anderson給予我們一些可能很實用的啟示，因為人
類知識的結構如此，教師若能順應知識結構進行認知活動的教學，對

於教師和學生而言，應該都是最有效率的方向。

教師在進行寫作教學時，應統整性考量學生的陳述性知識與程序

性知識，也要留意學生在計畫、轉譯、回顧等各階段工作記憶的負荷

量，教師可以提供各種的鷹架，設計同儕互動、師生互動的課程，讓

學生在進行寫作時認知的負荷少一些、思考的表達多一些、寫作的動

機正面一些。

ACT-R模式以整合性的觀點，一方面論述知識的結構，另一方面

也詮釋了思考運作的歷程，寫作是個體知識運作與思考表達的歷程，

ACT-R模式提供了些許的啟示，而這些啟示，或許也可以成為教師進

行兒童寫作教學時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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