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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寫作是運用某特定語言的書寫符號，將

意念表達出來的一個歷程。在某些方面閱讀

與寫作乃是互補的，因為閱讀是對某特定語

言之書寫符號，所表達的意念的理解或接納

之歷程。而寫作則是將個人所見、所聞、所

思，用文章來表達，是一種重要的溝通與記

錄溝通的工具，也是一種用來思索問題的方

法（岳修平譯，2003）。寫作既然有助於人
際溝通與思考能力的增進，寫作能力的培養

與訓練，自然有其重要性。

20世紀著名的學者朱光潛直到晚年，仍
然堅持學校教育必須重視學生作文能力的培

養（鍾名誠，2003），再者現行的大學學力
測驗非選擇題相關作文的部分，也仍佔一半

的分數比例，在在都說明寫作能力的培養不

容忽視。寫作能力雖然重要，但寫作似乎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的學生對寫作感

到困頓的是：從那裡開始下筆，以及使用那

一種想法去發展，而當寫作者發現無法做到

時，焦慮、勉強或放棄的想法於是產生。站

在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立場來看，教師並

不是以知識提供者的角色自居，而是從協助

學習者獲取知識來思考教學。因此，如何協

助學生寫作，開發學生的寫作潛能力，便成

為作文教學的要務。

網路資訊發展的迅速便捷，正以排山

倒海的形勢影響了這個世界。有關資訊科技

運用於國文教學或提昇閱讀能力，進而促進

學生的寫作能力，正積極推展。電腦網路尤

其是全球資訊網（WWW）盛行之後，擴大

學生的閱讀面、有利於學生的獨立學習、有

助於學生對抽象事物的理解、個別化學習的

實踐、合作學習精神的落實、有助於創造和

諧、高效率的學習氣氛（顏金泉，2003）。
本文試著從Vygotsky的觀點來探討寫作

教學，其次，探討如何藉助網路資源，引導

學生閱讀，有效建立作文的教學鷹架。最

後，本研究以個人任教的高一兩班，所做的

作文教學測試，對網路化作文教學鷹架實

施，提供建議以供參考。

二、維高斯基(Vygotsky)觀點

（一）語言符號與寫作

維高斯基（Vygotsky）認為人類心理工
具的發展是透過歷史文化的發展所決定的。

最初，心理工具是受到外在的指引（指的是

學習的夥伴）；接著這個工具就會進入個

體，成為個體控制自己心智歷程的一種方法

（Davydov ＆ Radzikhovskii, 1985）。簡言
之，人們就是利用這些符號（各種說話的型

式、社會語言、數學系統、圖表等）重新

建構意識，然後再去影響他人的意識（陳

淑敏，1996）。其中語言符號更是個體參與
社會活動和與他人建立關係的主要工具。透

過語言的中介作用，使得社會文化的脈絡，

和個人心智在衝突的情境之下交互制約，相

互影響是促進近側發展區的樞紐（陳鳳如，

1998）。
而語文的撰寫在結構與執行條件上均與

口語迥異：首先，它需要高層次的抽象化能

力，並且無法運用口語中音調的表達方式。

從維高斯基(Vygotsky)觀點談高中網路化作文

教學鷹架要如何搭？
林芳均／國立溪湖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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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說話不同的是，寫作通常並無特

定表達對象。第三，寫作需要較精進的分

析活動（Vygotsky, 1934/1962）。教導閱
讀與寫作時的一項重要因素是：教學應具

組織性，使這些活動都能為兒童的發展目

標所需。若教學活動都只為配合由老師自

行決定的作業而設，那麼整個過程將淪為

機械化且令兒童生厭，換言之，寫作的教

導應該要生活化，題目應儘量與生活有關

（Vygotsky,1934/1978）（引自吳幸宜譯，
1996）。簡言之：Vygotsky認為從文化歷史
與實際生活經驗中，擷取學習內容才能獲得

深層的共鳴。

（二）鷹架（Scaffolding）支持 
從Vygotsky觀點衍生的教學理論以鷹

架、社會互動–-強調對話的功能以及合作學
習為主。而鷹架的功能就是幫助處於實際發

展層次的學習者，跨越貼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簡稱ZPD）」，進而
達到潛在的發展層次。以鷹架做為教學上的

譬喻，意指學童是在與教師的互動中，逐步

理解學習的內容（沈添鉦，1997；單文經，
1998；潘世尊，2002），在此過程中教師扮
演的是協助者的角色，雖然承擔較多的學習

責任，但並不是指學習者是處於被動的情

況、一味地接收，實質上是要依學習者的發

展水準，激發其認知層次的提升。 
教學者於教學活動中，應以學習者原有

的先備知識較有潛質方面（貼近發展區）為

基礎，設計相關之學習情境，讓學習者能在

互動情境中建構知識及能力，發展其潛能。

鷹架式教學主要由以下幾個環節組成：（單

文經，1998；葉國洪，2010）
1、事先的準備——教師依據對於學生

的困難、需求，和策略的瞭解，以及課程的

目的，主動診斷學生的理解和需求，和學生

形成共同的學習目標，選取一項適切的工

作。

2、搭建支架——圍繞當前學習主題，
按「近側發展區」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

近側發展區指的是：個體需在他人的協助

下，才能完成某項作業的可能性能力，

「區」並不是一段固定的距離或是明確的學

習空間，它是隨著個體的不斷發展而更新，

是在人際之間的對話互動中所創造出來的可

能學習範圍（Moll,1990 ; Cole,1985）。 
3、進入情境、獨立探索——將學生引

入一定的問題情境之後，讓學生獨立探索，

探索內容包括：確定與給定概念有關的各種

屬性，並將各種屬性按其重要性大小順序排

列。探索開始時要先由教師啟發引導，然後

讓學生自己去分析。探索過程中，教師要適

時提示，幫助學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 
4、合作學習——進行小組協商、討

論，討論的結果有可能使原來確定的、與當

前所學概念有關的屬性增加或減少，各種屬

性的排列次序也可能有所調整，並使原來多

種意見相互矛盾、且態度紛呈的複雜局面逐

漸變得明朗、一致起來。在共同集體思維的

成果基礎上，達到對當前所學概念比較全

面、正確的理解，即最終完成對所學知識的

意義建構。

5、維持學生的學習意願——教師可以
運用「要求澄清」、提問等方式，來維繫學

生對於學習目標的共同注意力；教師也可以

運用讚美及鼓勵，來支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6、效果評價——對學習效果的評價包
括：學生個人的自我評價，和學習小組對個

人的學習評價。評價內容包括：自主學習能

力、對小組協作學習所作出的貢獻，和是否

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

7、給予回饋——鷹架支持的主要角色
之一，即是要摘述學生進步的成果，並且明

指導致學習成功的要點，最後的目的則在讓

學生能監看自己的學習進程。

成功的教學鷹架應該具有：使學生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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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學習的重要、安排學生適切的作業、支

持性的教學、分享學習責任，以及協助學生

從互動的過程中內化所學等特性。

綜合上述維高斯基（Vygotsky）認為：
由於寫作需要高層次的抽象化能力，且因為

寫作通常並無特定表達對象，而且也需要較

精進的分析活動，因此在教導閱讀與寫作時

更應具組織性，使這些活動都能為兒童的發

展目標所需。而鷹架支持包括了解釋、示

範，以及在共同合作的狀況下，讓學生有更

理想的表現。成功的鷹架能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簡化學習步驟、維繫學生努力的意

願、強調學習重點，並能讓學生有效地面對

挫折和危機。

三、作文教學鷹架

（一）以範文教學為鷹架

傳統的「範文教學」是中學國文教學的

主要工作，通常在授課時數的壓力下，多數

的教師往往集中精力於教材範文的分析上，

對作文教學常被詬病為「沒有教」，而只是

「命題作文」，但因「命題作文」只是作文

方式的一種，而且是最高層次的一種。陳品

卿（1986）認為如果作文引導，能以課本的
教材為材料，那就是再好不過的了，因為在

學生的生活裡，課本事實上佔了一大半；而

林義烈（1990）認為國文範文更結合了語文
訓練、思想教育和情感陶冶等多重的功能，

範文的材料，事實上也就是最佳的作文教材

了。

通常在實施範文教學時，從作者、題

解、文體、作法、文義、各段要旨到寫作技

巧，教師通常應該在上完每一課時，讓學生

針對此課的相關問題作討論，寫摘要大綱或

擴充內容，繼而命相關題目，藉以明瞭學生

的學習成效，大致教學內容如圖1所示。

                      教學目標  

                                        作者介紹 

                                        文體體裁與作法                         

                     課文內容           文義及各段要旨 

                    （課文教學）        文章之寫作技巧 

                          語文常識隱含於教材中，隨機提示 

                          探討修辭法有助於文章的閱讀與寫作 

教材內容：                分析文章的曲折變化以學習謀篇的方法 

                          瞭解立證釋疑的重要以闡明事理 

                          揣摩文章結構以熟諳章法 

                                        造句練習 

                                        問題討論 

                      習作練習          摘要大綱或擴充內容 

                     （寫作指導）       命題作文 

 
圖1 教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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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教學活動中，對課文的構思、立

意、取材、佈局、遣詞造句及聯絡照應等寫

作技巧的提示與解析，可謂同時給予學生寫

作方法的指引，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即在

多加利用範文教學，因此，傳統的國文教學

是以範文教學為主軸，來培養學生的寫作的

知識，再以命題作文來綜合瞭解學生的寫作

能力。

（二）以閱讀摘要為鷹架

「多看、多讀、多寫」一直是鼓勵學

生提升語文能力的重要方法，其企圖從「多

看、多讀」中，豐富學生的閱歷和增加長期

記憶中可提取的資訊（鍾添騰，2002）。透
過閱讀可以擴充學生的思想經驗，也可以學

習表情達意的方法。所以，閱讀得其道，無

論在思想吸收方面或者技術訓練方面，對寫

作都有極大的幫助。從讀與寫的關係來看，

閱讀的基本訓練不行，寫作能力是不會提高

的（葉聖陶，1980）。
衛曉嵐（2000）認為：在語文教學中堅

持讀與寫的整體觀點，以讀為基礎，認真上

好每一課；以讀導寫，使學生不僅通過閱讀

學習了文章用詞造句、謀篇佈局、取材立意

的方法，而且透過即時仿寫練筆，不但鞏固

了字詞、錘鍊了句段，還在謀篇時感悟出句

與句聯繫，段與段的過渡，段中如何分層表

達，從而促進了學生閱讀能力的提高……使

閱讀成為學生寫作的「營養」。

總體而言，無論哪一種連結的情形，

都一致強調「讀與寫」的整合教學，才是語

文學習與指導的正確方向與做法。語文學習

是一直持續前進的，語文教育應在學習過程

中鼓勵與引導學生多吸收和使用語言，聽、

說、讀、寫是一體數面的活動，不宜視為個

別活動而單獨教授（陳達武，2001）。而欲
提升學生的寫作力，多閱讀是不二法門。

在台灣中學的語文教學中，我們通常

請學生閱讀課外讀物、寫心得，較少去教學

生寫摘要，所以學生常不太會寫摘要，忽略

了閱讀最重要是學習寫摘要，學習掌握文章

的重點、吸收別人文章的精華。閱讀摘要寫

作是用自己的文字將原文作簡短、明確的描

述；而閱讀心得寫作是自己對一篇文章的看

法、感想，不要單只是描述內容，更應多表

達一些自己的觀點。所以閱讀的基本在訓練

學生寫摘要。

下列步驟能有效幫助同學撰寫一篇完

整的摘要：（kuomama，2008；Linda，
1991）

1、在閱讀前可收集和原文相關的背景
資料，有助於自己對原文有正確的的理解和

詮釋。

2、一開始先將原文迅速瀏覽一次，檢
查這篇文章是否有摘要；看一下題目和標

題，得到一整體概念。

3、瀏覽過原文之後，再將文章細讀一
次。閱讀的同時，針對每一段確定一主旨

句，並隨手記下或標示文章重點。

4、細讀原文過後，可將自己所記下或
標示的重點作有系統的條列。合併這些主旨

句，記住題目和標題；對最重要的主旨句打

上星號。

5、最後便可用自己的文字，將所條列
出的文章要點（主旨句），決定一個邏輯順

序。

6、在步驟5的排序下，組合寫下這些有
星號主旨句的草稿摘要。

7、最後，潤飾這些摘要，讓這些句子
更通順。結合這些句子，改善整個流程節

奏，並加一些必要的連接詞或轉折句。

針對這些摘要寫作的要點應指導學生熟

悉，並加以運用培養閱讀能力，豐富寫作的

題材。

四、網路教學鷹架設計與實施

藉助科技輔助國文教學，教育部目前



研習資訊 45第27卷第5期　99．10

專      論

不遺餘力推行，以高中國文四十篇選文為

主要範疇的網站： http://hsmaterial.moe.edu.
tw/schema/ch/index.html。另外，高中國文教
師線上知識庫（網址：http://140.122.76.69/
chinesedb/，內容涵蓋國、高中各家版本的
選文）教師在教授範文時，都可以以其輔助

教學。

而網路化作文學習過程，教師可依循下

列步驟進行：

事先的準備——教師事先提供相關網站

或搜尋的關鍵字，協助學生搜尋相關文章。

搭建支架——指示學生將搜尋的文章摘

要。

進入情境、獨立探索——實際利用一、

兩節課在電腦教室，讓學生搜尋資料、例句

或故事。

合作學習——可以讓學生兩兩一組或小

組討論撰寫摘要，完成Word檔並上傳。
維持學生的學習意願——鼓勵、分享學

生搜尋到的網路資料、句型。

效果評價——評量Word檔案的習作。
給予回饋——對於上網蒐集的句型資

料、摘要習作等給予回饋。

為了瞭解以「範文教學」來引導作文的

教學，或是運用「閱讀摘要寫作」，的成效

為何？研究者曾經利用寒假輔導課時間，及

第一次月考完後，各約一週的時間，實施作

文教學實驗，研究對象為筆者目前任教的高

一兩個班，兩班程度差不多，一班41人、一
班40人，均包含一名特殊學生，所以都排除
在實驗對象之外。評分方式則以國中基測的

評分規則評分，但加入字數的計算。

（一）研究流程

1、第一次教學實驗
一班先教範文「桃花源記」，教授的內

容如同前面的教材架構：從作者介紹、文體

體裁與作法、文義及各段要旨、文章之寫作

技巧等，大約花五節課的時間（包含隨堂測

驗），再利用一節課命題作文。另外一班，

不先教「桃花源記」，而從另外一課白話

文—張曉風的「詠物篇」（高中國文三民版

第二冊第三課），前兩節，先介紹作者及上

了第一則「柳」，主要的重點在教導如何寫

摘要，第三節課，則發了余秋雨的「三峽」

一文，請同學寫250字的摘要，第四、五節
在電腦教室請學生搜尋，有關介紹各地風景

人文的文章、並寫摘要，然後再以電子郵件

寄給筆者。第六節課時同樣寫作，題目及要

求與另一班相同。

在電腦教室採開放的方式，讓學生從

網路上搜尋自己所喜歡有關旅遊景點，或報

導各地風俗民情的文章。但是學生在進入電

腦教室之後，並不知道從何處搜尋，以及要

搜尋那個作家，推測學生在網路上閱讀文章

的機率，應該是很小（也許是茫然），所以

還是提供了學生一些方向：像可以搜尋劉克

襄的自然教室，以及筆者碩士班指導教授，

所建置的高中國文教師線上知識庫（網址：

http://140.122.76.69/chinesedb/，內容涵蓋
國、高中各家版本的選文），讓學生去搜尋

相關的文章。因為，學生對於寫摘要似乎還

不是很熟悉，所以允許他們寫摘要或閱讀心

得，然後再以電子郵件寄給筆者。最後命題

作文「我的嚮往」來比較兩班的教學成效。

2、第二次教學實驗
兩班交叉比對，一班（先前先上網搜

尋的班級）先教顧炎武所寫的「廉恥」一文

（高中國文三民版第二冊第八課），教授的

內容如同前面的教材架構，最後再利用一

節課命題作文。作文題目是：提供七句名

言，寫成一篇文章（至少引用三則，文長不

限），題目自訂。

一班先教陳之藩的「釣勝於魚」（高

中國文三民版第二冊第九課）課外文選陳

之藩的「哲學家皇帝」，在電腦教室讓學

生搜尋佳句名言十句（提供的網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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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yanjiaju.xyun.org/famous.asp.html），及
小故事大啟示三則，並告知學生故事需與佳

句名言相呼應，作為佳句的例證，找到之後

貼在word上寄給筆者。同樣的學生對於到
哪些網站去搜尋這些相關內容，一樣沒什麼

概念，所以提供了相關網站讓學生去搜尋，

並告知學生運用相關的關鍵字在Google上搜
尋。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A、B兩組的基測作文成績是相似的，t
考驗均未達顯著水準，大體而言A組的學生
平時的學習態度較認真，但寫考卷的速度常

較慢，也許是較嚴謹或是反應、思考較慢，

但其入學的作文全班除特殊生外，均在四級

分以上。而B組的學生有兩位是三級分，全
班程度差異甚大，寫作交卷時間，有些同學

是四十多分就已寫完交卷，有些人則幾經催

繳才交卷。

1、第一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
第一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如表一，

分數計算依基測六級分並乘二來計算，閱卷

主要由研究者，並請另一位基測閱卷老師參

與評分，隨機抽取二十篇文章（每一組各抽

十篇），內部一致性達到97%。在分數差異
上，因t =0.115 小於t.95（40）=1.684並未達
到顯著水準。但字數的差異上，t =1.744大
於t.95（40）=1.684、t.95（30）=1.697，則
達到顯著性水準。

組別/級別 6級 5級 4級 3級 平均分數 平均字數

A組（範文組） 0人 17人 19人 3人 8.72 521字

B組（摘要組） 1人 15人 22人 1人 8.9 540.03字

組別/級別 6級 5級 4級 3級 平均分數 平均字數

A組 1人 15人 17人 5人 8.63 517.1

B組 1人 13人 23人 1人 8.7 501

表1 第一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

表2 第二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

就文章內容而言，可能因引導說明有提

到：陶淵明及其理想世界桃花源，A組可能
受限於桃花源一文的影響，有十二位同學提

到陶淵明及其理想世界桃花源，題材主要是

希望擺脫考試的壓力，追求大同世界等；B
則有九位，抄題目的說明：「桃花源」是陶

淵明心中的「烏托邦」，大體而言而B的題
材涵蓋較廣，會寫及自己想去紐西蘭遊學、

環遊世界、當志工、當一位超級巨星、過神

仙的日子等。

2、第二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
第二次命題寫作測量的結果如表二，分

數計算及評閱方式均如前。在分數差異上，

因t =0.043 小於t.95（40）=1.684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而字數的差異上，t =1.302小於t.95
（40）=1.684，也未達到顯著性水準。



研習資訊 47第27卷第5期　99．10

專      論

可能因第二次寫作評量的題目較偏向

論說文，對學生而言其實是較困難。A組學
生，雖然在電腦教室中上網搜尋相關佳句名

言，但搜尋較多句子，有時更不容易聚焦，

花太多的時間在思考主題上，反而干擾了寫

作的速度。而B組因只能利用此七句話及範
文來做思考，可能較容易聚焦，但是文章的

廣度相對來說還是較窄了一點。

綜合來說：利用電腦教室上作文，不僅

搜尋資料方便，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生

能在上網搜尋的激勵下，強化了寫作的動機

及意願，喜歡寫作，這兩班的學生都希望能

常在電腦教室搜尋資料、寫作。此外，更讓

我訝異的是：A組的學生其實是認真型，反
應沒有B組好，從第一次月考之後成績就經
常輸給B組。下學期第一次月考成績平均，
A組輸給B組兩分。而第一次月考之後，換
成A組進電腦教室，竟然第二次月考，換成
A組月考平均超越B組兩分，所以運用電腦
教室來上作文對學生的影響不容小。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範文教學一方面能配合教學進度，一

方面又能適時結合作文教學，這是其實施的

優點，也是傳統的國文教學的教學重點。但

是，課本所選的範文，一來文言文佔了一

半，學生有文字上的隔閡，二來也往往不是

學生所喜愛閱讀的篇章，所以，文章的屬性

限制了其教學成效。

整合閱讀與摘要的寫作，正是配合學生

的能力，且能讓學生就其社會文化、生活脈

絡中，來找尋相關文章題材。若依Vygotsky
的觀點，寫作的教導應該要生活化，題目應

儘量與生活有關，其實閱讀摘要與寫作的方

式，是較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鼓勵學生

多閱讀、多寫作。所以由範文提供鷹架的教

學模式，抑或強調學生自主自行搜尋相關文

章閱讀，結合網路資源提供作文的教學鷹

架，以下是個人的一些淺見：

（一）善用網路資源及電腦教室

網路資源無遠弗屆，網路所帶來的便

利性及立即性，成為當今生活的重要工具，

學生應該善用此一利器培養其競爭力。而且

在網路虛擬的環境中，善用學習者合作的過

程，能吸引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再

者，網路上林立的資料庫，教師應能事先搜

尋，導引學生進入擷取。網路教學（Internet-
based）已被證明具有傳統教室中無法展現的開
放、整合、對等的學習環境之優勢，所以利用

電腦教室上作文，不僅搜尋資料方便，提高

學生的學習意願，在學生遇到困難，教師也

容易提供協助。進入電腦教室之後，進入問

題情境，學生針對要求進行文章的搜尋、獨

立探索，也可與同學相互討論，會比傳統教

室所獲得的資源更多。

（二）閱讀題材不應受限於範文

在國內高中的範文閱讀，常受到學測

及指考的命題趨勢影響，而有所偏頗。內容

常是一半比例以上的文言，國學常識的瑣碎

記憶，教授這些題材，往往限制作文教學的

時間。畢竟文言文對學生而言，尤其是程度

不佳的學生，較有文字上的隔閡。為了提高

學生的閱讀寫作興趣，應鼓勵學生從周遭生

活、他們所熟悉的作家閱讀，甚至是報章雜

誌、網誌部落格等，畢竟從Vygotsky的觀點
而言，這些才是學生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

（三）藉助科技適時提供學生作文鷹架

教育部、出版社許及多有心人士，對

教材的開發也不遺餘力，藉助多媒體讓影像

更鮮明的呈現在學生面前，擺脫傳統古文的

道貌岸然，許多新詩、網路小說充斥在網路

上，但是，學生受限於個人因素，常不知如

何應用，所以老師在命題作文之後，應該提

供學生相關的網站，協助學生搜尋所需的寫

作題材。除了導引學生去閱讀之外，更應鼓

勵學生把各人的閱讀札記，記錄在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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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讓讀寫更緊密的整合。

（四）建置網路閱讀及寫作的整合資料庫

網路資源的浩瀚，所以運用於教學上，

教師若無事先設計，提供學生指引，學生往

往會在茫茫的「網海」中迷失方向，所以建

置一資料庫，將當今作家散文篇章集結，能

讓學生閱讀，也能分享其搜尋的佳作或是發

表感想，成為一閱讀寫作園地，實有其必

要，一來可免除摸索搜尋的時間，二來教師

也較能過濾掉一些不良網站的影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欲提高學生寫作

能力，應以習作為主，練習愈多，所做越能

純熟精巧，除課內習作之外，課餘之練習，

尤需指導，準諸「多讀」儲材，臨文構思，

可以得心應手，「多講」多提示其寫作方

法，「多作」可以生巧，「多改」可以去瑕

存瑜之原則，然後習作的目的，才能達成。

而如何引發學生多閱讀、多習作，教師所提

供的鷹架則需多加設計，能引發學生的好奇

心，寫作動機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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