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淑麗1　曾世杰2

摘要

　　本文介紹⼀個經教學實驗證實為有效的讀寫合⼀策略，這個策略的教學設計有五個學習步驟：（⼀）教文章結構或

閱讀策略；（⼆）以範文練習文章結構分析；（三）利⽤已學會的文章結構，擬定寫作計畫；（四）完成文章；（五）

同儕互評與回饋這個。學習步驟，閱讀先，寫作後。在閱讀課程裡，先讓學⽣奠基與寫作主題有關的背景知識和文章架

構，以解決低成就學⽣寫作內容乏善可陳、缺少組織架構的問題。在寫作課程裡，讓學⽣應⽤在閱讀課程中習得的主題

知識與文章結構，進⾏「寫作計畫」，再進⼀步把寫作計畫轉譯為文章，最後再透過回饋系統，讓學⽣學習評估文章的

品質。這個教學設計，不僅希望解決學⽣不會寫的問題，也希望透過讀寫合⼀的整合，解決老師寫作教學時間不⾜或不

知道怎麼教寫作的困擾。

壹、前⾔

夜行者夜行者

 你知道世界上有什麼會發光的生物嗎?現在就讓我跟你們介紹吧，一種叫鮟鱇魚，另外一種叫螢火蟲。

首先我要跟妳們介紹的是鮟鱇魚，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喔，…（略）

這些動物是少數會發光的生物，我們要感謝牠們，是這些生物帶來我們的好奇心，不斷的探索，發現更多的動物（個案

1）。 

　　以上的作品是⼀位語文低成就學⽣在讀寫合⼀課程中完成的寫作作品，你能相信他才四年級嗎？

提升偏鄉地區學生的寫作能力有方法提升偏鄉地區學生的寫作能力有方法─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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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再看看兩則偏鄉學校五年級學⽣的寫作作品。老師提供⼀張圖片，圖中有10個⼩朋友在遊樂場遊戲，請學⽣

根據圖片寫⼀篇作文，以下是兩個學⽣的作品。個案⼆只寫了42字，其中有7個錯字，⽤了4次注⾳，省略了3個標點符

號，⽽且只使⽤逗號。個案3的文意概念還在具體動作層次，且標點符號的運⽤錯誤多。

有10個小朋友有兩個玩ㄉㄤ秋千，有一個ㄈㄨ則推另一個ㄈㄨ則玩，有一個在玩當ㄍㄤ他在上面掉都掉不下來」（個

案2）。

有一天小朋友們就在公園裡玩有人在玩盪秋千還有些人在游泳、做操、在聞玫瑰花、有人在轉圈圈……一個人玩盪秋

千5分鐘」（個案3）。

　　上述的個案1參與了本研究設計的讀寫合⼀課程，在充分的鷹架⽀持下，他的寫作表現質量明顯較佳─作品文字通

順、文章內容⾔之有物、組織有條理。個案2及個案3的寫作，則僅有圖片的提⽰，由學⽣獨立完成作品，在缺少⾜夠的

鷹架下，學⽣的寫作相當困難的，錯字多、常使⽤注⾳符號、標點符號的運⽤錯誤多、文⻑短，內容貧乏、文意概念還

停留在描述具體動作的層次，這些都是低寫作能⼒者常出現的寫作特徵。這三個作品品質的差異告訴我們，低寫作能⼒

學⽣的寫作能⼒，可以透過設計良好的教學得到⼤幅提升。

　　寫作是⾼層次的能⼒，涉及複雜的認知歷程，多數學⽣對寫作感到困擾及負擔，許多老師也對寫作教學也覺得頭

痛。本文將分享我們如何設計讀寫合⼀的寫作課程，解決學⽣和老師在寫作上遇到的困擾。我們已經透過嚴謹的教學實

驗檢驗這個寫作教學策略，研究結果⽀持其有效性，個案1正是這個策略的受惠學⽣之⼀。以下先說明教學實驗的設計和

成效。

　　本文發展的讀寫合⼀策略，以嚴謹的教學實驗設計確認其成效。這個實驗以國語課進⾏⻑達⼀年的介入，實驗設置

有實驗組和對照組，兩組學⽣國語課節數⼀樣，差異只有：實驗組採⽤讀寫合⼀教材，對照組採⽤原學校選定的審訂國

語教材。所有參與學⽣都接受3次標準化的寫作診斷測驗以進⾏寫作能⼒評估：實驗前（第⼀學期期初）、第⼀學期末及

第⼆學期末。研究結果發現，採⽤讀寫合⼀課程的實驗組學⽣，其寫作能⼒的進展明顯優於對照組學⽣。介入⼀學期，

實驗組學⽣寫作⻑度就有明顯的進步，錯別字、標點符號、語法等基礎語文技能也有明顯進步；但對照組只有錯別字、

標點符號、語法等基礎語文技能有明顯進步，寫作⻑度則沒有明顯進步；介入⼀年後，實驗組學⽣則在寫作品質（文意

層次）上也呈現明顯的進步，且其進步幅度明顯優於對照組學⽣。且經過⼀年的介入，實驗組學⽣的寫作能⼒能逐漸脫

離寫作低分群的範疇，但對照組學⽣則未看到此趨勢。這個實驗結果告訴我們，讀寫合⼀策略對提升偏鄉地區兒童的寫

作能⼒，有明顯的成效，值得進⼀步推廣到教育現場（陳淑麗、曾世杰、林慧敏，2018）。以下先說明寫作教與學的現

況與困境，再說明本研究如何設計課程，以幫助偏鄉學⽣克服寫作的困擾。

貳、寫作教與學的現況與困境

　　寫作是許多老師和學⽣都感到頭疼的教與學的任務，老師常抱怨，國語課教⽣字詞及閱讀理解，時間就不夠了，還

要擠出時間來教寫作，學⽣寫出來的東⻄，要怎麼批改，更是難題⼀樁。⽽且，老師經常缺少寫作教學策略，⼀對⼀指

導⼜分⾝乏術，因此難以在課堂上讓學⽣完成寫作任務，常⾒的情況是，難度最⾼的寫作，反⽽成為回家後的指定功

課，讓家⻑傷腦筋去。

　　寫作為什麼難？因為它涉及⼀系列複雜的歷程，低層次歷程包括寫字、寫作體例及標點符號的運⽤能⼒；⾼層次歷

程包括計畫、起草和修正。其中任何⼀個環節出問題，都會讓寫作發⽣困難。⽽⾼層次的歷程更不容易教導，因為這部

分常與學⽣的先備經驗息息相關，缺乏先備知識，學⽣常不知道要寫什麼，內容乏善可陳，這可能和閱讀量不夠，缺少

寫作的素材有關；即使有素材，許多學⽣仍不知如何組織這些材料，只能「我⼿寫我⼝」，以致於寫出的內容東⼀塊⻄

⼀塊，連貫性弱，這可能和缺少文章結構基模有關。因此，如何解決低寫作能⼒者在寫作上遇到的困難，除了加強基礎

語文技能外，結合閱讀來拓展學⽣的經驗並建立組織文章的基模，可能是必要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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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設計的寫作課程，因此強調「讀寫合⼀」。⾸先，閱讀和寫作的主題是類似的，例如教材是連續三篇記遊

的課文，閱讀之後的寫作，就讓學⽣以「校外教學⽇」為題，寫⼀篇文章。期待這樣的設計，能夠豐富兒童和寫作主題

有關的經驗，累積寫作的素材；其次，寫作教學的最終產出，是⼀篇結構和課文相同的作文。例如，記遊的文章描述了

兩個景點，以起因、經過、結果來鋪陳，寫作就讓學⽣⽤相同的文章結構，聚焦兩個景點，描述校外教學的經驗。這樣

就可以同時解決學⽣缺少寫作素材、不知如何組織寫作素材的困難。讀寫合⼀課程中的閱讀課程，為學⽣的寫作素材和

寫作架構奠了基礎，這不但增加學⽣寫作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可減少寫作的教學時間，節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讓學⽣

在課堂上完成寫作作品。學⽣因為有鷹架可遵循，會寫出質量較佳的作品，相對地也節省下老師許多批改的時間。

參、讀寫合⼀策略的教與學

⼀、寫作歷程模式

　　早期有學者主張寫作是⼀個線性歷程，例如Elbow（1974）認為寫作是先在腦海中釐清與建構寫作意義後，再精確

地將意象轉譯為文字；Rohman（1965）則將寫作分為寫作前、寫作與改寫三階段，此階段模式比較關注寫作作品的產

出，⽽非寫研究者內在的寫作歷程。近年受到認知⼼理學的影響，有學者主張寫作並非固定的線性歷程，⽽是動態循環

的歷程，Flowers及Hayes（1981）主張寫作有三個主要歷程─計畫、轉譯和檢視，其中計畫是根據⻑期記憶中有關主

題、讀者及寫作計畫的知識，產⽣內容、設定⽬標與組織內容；轉譯則是把組織過的內容以文字呈現；檢視則是對作品

的評估與修正。因此，寫作從早期被視為⼀個線性的歷程，後來，被視為⼀個複雜的認知歷程，且各層⾯的因素彼此交

互影響。本文分享的讀寫合⼀策略就是以Flowers及Hayes主張的寫作歷程為基礎，設計學習步驟。

⼆、有效的寫作教學策略

　　寫作低層次歷程如寫字、標點符號的運⽤能⼒不⾜，及⾼層次歷程如計畫、起草和修正等能⼒偏弱，都會讓寫作發

⽣困難。有研究指出，臺灣低寫作能⼒學⽣，容易出現讀題⽬後不知道要寫什麼、不知如何安排內容、開頭不會寫等問

題（楊淑華、葉憲峻、王喧博，2009），或是轉譯速度非常慢、寫⼀句想⼀句，文意無法貫串、寫作像在拼湊字數，寫

⼀點就準備要結束、寫完後沒有閱讀、評估和修改的習慣（陳鳳如，2007）。寫作是需要被教導的，特別是⾼危險群學

⽣，許多研究指出，如果能增加寫作時間，教導孩⼦寫作策略，就能提升學⽣的寫作能⼒。（eg：Macarthur＆

Philippakos, 2010）。例如有的研究教導學⽣什麼是好作品，好作品會具備哪些元素，也教導計畫組織、起草、修正等

寫作策略；有的研究設計三階段的閱讀與寫作整合教學模式：包括教導學⽣故事結構、寫作程序（計畫-組織-寫作-編輯

修改），最後應⽤前兩階段所學寫出故事；有的研究以明⽰的教學，教導學⽣文章結構、寫作計畫策略、教導以文章結

構為基礎的寫作策略，並加入⾃我監控策略；有的研究教導學⽣以⼼智圖組織寫作計畫。研究結果發現，透過寫作策略

的教導，能夠提升學⽣寫作的品質，且寫作愈困難的學⽣，愈能在教導策略的教學中受益。本文介紹的讀寫合⼀課程也

是強調寫作策略的教導。

三、讀寫合⼀策略

　　我們設計的讀寫合⼀寫作課程，以Flowers及Hayes所說的「計畫、轉譯和檢視」歷程為基礎，共有五個學習步驟。

本文讀寫合⼀五個學習步驟與設計概念說明如下：

（⼀）教文章結構或閱讀策略：（閱讀理解成分的教學）

　　課文的文章結構或策略重複出現3~4次，以幫助學⽣建立文章結構的基模。

（⼆）以範文練習文章結構分析：（進入寫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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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開始，再提供⼀篇文章結構相同、內容較簡單的文章，進⾏文章結構分析練習。

（三）利⽤已學會的文章結構，擬定寫作計畫：

　　此步驟相當於Flowers等⼈的「計畫」歷程，⼜分成兩個元素：

　　A.先以討論或提供寫作素材等多元⽅式讓學⽣取得更多的寫作材料。

　　B.再讓學⽣⽤已熟悉的文章結構，設計寫作內容。

（四）完成文章：

　　此步驟相當於Flowers等⼈「轉譯與檢視」歷程，即根據寫作計畫，寫出⼀篇文章。

（五）同儕互評與回饋：

　　以檢核表作同儕互評和回饋，相當於Flowers等⼈「檢視」歷程，但增加了同儕回饋的歷程。

　　這五個學習步驟，強調透過閱讀教學，讓兒童建立發現文章結構基模及獲取豐富的寫作素材；並在步驟清楚的指導

下，讓兒童可以習得如何組織他們的寫作素材，對學⽣來說，有了比較多的鷹架⽀持，因此，完成⼀篇文章的難度就⼤

⼤的降低，學⽣寫作的品質是可以有效提升。對老師來說，這個讀寫合⼀課程的策略及教學程序清楚，讀寫合⼀的作

法，也節省了許多教學的時間。

四、讀寫合⼀策略教材實例說明

　　國內⽬前部分國語課本的寫作，也有採讀寫合⼀的設計。例如，康軒三年級的國語教材，有⼀篇「回到鹿港」的記

遊課文，其教學指引的設計，讓學⽣運⽤「回到鹿港」的文章結構，寫⼀篇校外教學參觀的遊記。讀寫合⼀策略雖被運

⽤在國內的國語教科書，但系統性不夠，在教材中點狀的出現；另外，教科書為了豐富文章類型的多元性，⼀個單元通

常包括三課不同類型的文體，這對於學⽣文章結構的學習較為不利，可解套的⽅式是透過補充主題與結構相似的文本，

增加學⽣的經驗，例如上「回到鹿港」文章，可以補充文體、主題與難度接近的「參觀安平古堡」（康軒，三上教材）

⼀文，來增加學⽣記遊的寫作基模與素材。陳淑麗和曾世杰主編的永齡的國語文補救教材，以系統與完整的⽅式設計讀

寫合⼀的教材，且已有嚴謹的教學實驗確認其可⾏性與有效性。

　　這套教材，從⼩⼆就採⽤讀寫合⼀的策略，幫助學⽣學習寫作。⼩⼆和⼩三，重點為奠定學⽣的語文基礎，例如如

何運⽤標點符號、如何加⻑句⼦、疊詞運⽤…等等，寫作從寫句⼦、寫⼀段，再慢慢增加強調讀寫合⼀的寫作計畫⼤綱，

⾄於把寫作計畫轉譯為文章部份，則視主題難度提供鷹架，例如提供故事的「起頭」或「結尾」，或解決提供「⼀個解

決⽅法」，讓學⽣接續寫故事接下來的發展，以增加寫作的成功經驗。

　　從⼩四開始，這套補救教材設計了更系統化的讀寫合⼀策略，⼀學年共規劃了8個單元，⼀個單元有4篇課文，兩課

老師教，兩課由學⽣⾃學；4篇課文的文章結構相同，每⼀個單元寫⼀篇作文，⼀年共寫8篇作文。每個單元有4節寫作

課，包括1節「寫作技巧加油站」、3節運⽤讀寫合⼀策略，在課堂完成⼀篇作文。「寫作技巧加油站」以明⽰的⽅式教

導學⽣各種寫作技巧，例如如何寫出吸引⼈的開頭、如何寫結語、句⼦精緻化、修辭、使⽤連接詞組織句⼦…等寫作技

巧，以幫助學⽣寫作的精緻化。讀寫合⼀寫作課，寫作題⽬和單元的結構及主題有關，例如某⼀個單元的主題是「名⼈

棒棒堂」，這個主題著重推論策略中的找觀點和⽀持理由，寫作教學設計就讓學⽣寫出他們熟悉的⼈物或卡通⼈物的

特質（觀點）與⽀持理由（論據）。圖1是四年級教材和寫作主題的整理（陳淑麗主編，2015a），從圖1可知，寫作的

主題，與閱讀理解文本的「主題」與「文章結構或策略」是⼀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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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永齡國語文補救教材四年級寫作課程設計

　　在第⼀個學習步驟中，學⽣有多次機會透過閱讀指導精熟該單元的文章結構或閱讀策略，因此可以假定透過4篇課

文，學⽣應該已經熟悉課文的文章結構或策略，⽽且，後續的寫作題⽬，和單元的內容相關，這樣的設計，也應該提供

了學⽣較多的寫作素材。第⼆學習步驟開始進入寫作教學階段，學⽣有3節課的時間從事寫作活動。這時，我們會再提供

⼀篇文章，讓學⽣運⽤已經熟悉的文章結構，再次進⾏文章結構的分析，這個步驟的⽬的為接下來的寫作，做先備知識

的連結與技能的再強化。以下以永齡國語文補救教材─奇妙閱讀村3第⼀個單元為例（陳淑麗主編，2015b），這個教材

設定的教學對象為五上學⽣，簡述這個單元的讀寫合⼀教學設計。

（⼀） 教文章結構或閱讀策略：（閱讀理解成分的教學）

1.單元名稱：⼼情溫度計。

2.單元內容：共有4篇課文，前兩課由老師做明⽰、結構的閱讀教學（瘋狂的賭注─上、下，如圖2）、後兩課由學

⽣⾃⾏學習（我的家⼈我的家─颱風、難忘的⼀個年）。

3.文本結構：課文為複雜故事結構- 背景、起因、問題、內⼼反應、⾏動、結果，有兩個事件。

4.教材特⾊：這個單元的課文均為⼩說，有較複雜的⾓⾊關係與情緒變化。瘋狂的賭注因文章⻑，分為兩課。這故事內

容是探討海邊游泳溺⽔的事件，兩個⼈去海邊游泳，打賭冒險游到危險區，卻發⽣了可怕的溺⽔事件。

5.閱讀教學重點：閱讀教學重點有⼆：

第⼀，摘要策略：分析故事的結構，以故事的結構摘⼤意。

第⼆，推論策略：分析與推論⼈物特質、⼈物的情緒變化。

圖2.「瘋狂的賭注」故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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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範文練習文章結構分析：（進入寫作階段）

　　五年級學⽣通常對故事結構已經相當熟悉，因此這個步驟在本單元省略。

（三） 利⽤已學會的文章結構，擬定寫作計畫：

A.先以討論或提供寫作素材等多元⽅式讓學⽣取得更多的寫作材料

1.寫作主題：本單元的寫作主題設定為「去空屋探險！」

2.學習活動：老師提供⼀張圖（圖3），引導學⽣討論：場景的特⾊、設定⾓⾊的關係與⼈物特質、根據事件與⼈物特

質，預測⼈物的內⼼反應與可能的⾏動，學習單如圖4。

B.再讓學⽣⽤已熟悉的文章結構，設計寫作內容

1.學習活動⼀：以「瘋狂的賭注」的故事結構，引發學⽣討論怎麼設計「去空屋探險！」的故事結構可以如何安排，內

容如何鋪陳？寫作⼤綱的學習單如圖5。

（1）起因：「瘋狂的賭注」這個故事，⼩誠和阿龍去海邊游泳，這個事件是怎麼引發的？你們想怎麼安排「去空屋冒

險」的引發事件？

（2）⾏動：引發事件後，⾓⾊開始⾏動。故事的⾓⾊開始空屋探險後，可能會發⽣什麼事？他們可能會分別有什麼情緒

反應或⾏動？他們可能會說什麼話？

（3）結果：「瘋狂的賭注」最後結果是阿龍溺⽔了，不知道有沒有找到。你們要為「去空屋冒險」故事安排什麼結局？

2. 學習活動⼆：讓學⽣設計⾃⼰的寫作⼤綱，並分享寫作⼤綱。

圖3.「去空屋探險！」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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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去空屋探險！」故事⾓⾊與場景設定學習單

 

圖5.「去空屋探險！」寫作⼤綱設計學習單

（四）完成文章

　　學習活動：寫作學習單，寫作引導提醒學⽣寫故事時，要使⽤剛學過的「句⼦化妝術」─描寫顏⾊、聲⾳、動作、味

道、譬喻等技巧，讓空屋探險故事更吸引⼈。寫作學習單的引導如下：

　　完成短文：請參考寫作大綱，完成一篇段落清楚、文字通順的文章。記得加入有趣的開頭和結尾，寫作時，使用

「句子化妝術」或「譬喻法」，會讓文章的畫面更生動喔！

（五）同儕互評與回饋：

學習活動：互相欣賞同學的作品，並以檢核表互評（表1）。最後由老師帶領學⽣進⾏回饋分享活動。     

　　表1

　　寫作互評學習單

同儕回饋評量單：同儕回饋評量單：親愛的孩子，先給自己一個掌聲，恭喜你完成了一篇屬於自己的

記遊文章！現在請你邀請一位同學，欣賞與回饋你的文章喔！

項目/標準分數 很棒 不錯喔 還有進步空間

1.標點符號運用正確    

2.句子通順    

3.各段重點清楚    

4.故事標題和內容一致    

5.故事內容吸引人    

6.人物反應描寫精彩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9年09月,第19期

提升偏鄉地區學生的寫作能力有方法─讀寫合一策略

7



7.景物描寫細緻、有畫面感    

肆、結語

　　本文介紹了⼀個經教學實驗證實為有效的讀寫合⼀策略，這個策略有5個學習步驟，閱讀先，寫作後。讀寫合⼀策略

強調讀寫的整合，閱讀課程的學習內容，為寫作奠基與寫作主題有關的背景知識與組織文章的架構，然後再讓學⽣運⽤

在閱讀課程中習得的主題經驗與文章結構，進⾏寫作設計、寫作與評估。這個學習策略，有完整的⽀持鷹架，對偏鄉學

⽣的寫作有明顯的幫助。

（本文改寫⾃「陳淑麗、曾世杰、林慧敏（2018）。以讀寫合⼀課程提昇五年級偏鄉地區學⽣的寫作能⼒。教育研究與

發展，14（4），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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