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養成閱讀與寫作的好習慣，不將就，要講究，就能讓寫作文變

得很簡單。 

從將就到講究，是一種自我突破的歷程，就是強調讓學生將日常生活當中的小事做好，養成好

習慣，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就是專家；重複的事情認真做，就是贏家。生活中可以怎麼做呢？ 

隨時紀錄，是作文打基礎關鍵 

其實養成每日寫日記是很好的習慣，也是精進作文能力很棒的方法。如果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寫

一篇完整的日記，也可以簡單記錄，透過三言兩語記錄心情，或是寫下一段話，兩三個句子，

長久累積下來就是一本心情札記，許多的詩集作品的靈感來源，都是這樣記錄的。 

再者，可以在生活中觀察蒐集美好的文字或是語詞，例如到便利商店可以留意每個檔次所推動

的廣告文案，「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館」，「全家就是你家」這一類的文句，這些都是讓人

耳熟能詳的判斷句，可以與修辭句法連結來做學習，更可以學習如何做廣告文案讓人印象深刻。 

另外，也可以善用智慧型手機的錄音功能，當聽到一句話或是看到一段文字時，就透過錄音來

做記錄整理，當有時間時再整理成一篇完整的筆記，這也是很棒的方式。 

讀報、剪報、寫心得也是很棒的方式，如果可以養成每日讀報、剪報，並寫摘要札記，就可以

進行思考及統整能力的培養，經年累月的努力之下，閱讀與寫作的能力自然提升，讀報容易，



但是剪報寫札記不容易，如能每日重複做這樣的工夫，廣泛閱讀之下，視野開闊，編輯及思辨

的能力也能大幅提升。 

在這數位時代，如果可以養成好的書寫習慣，從生活中記錄，除了閱讀與書寫，累積文字，練

習思考與思緒的整理，簡單的事情重複做，時間會過去，經驗會留下，能力會形成，且一定可

以帶著走。 



那麼一篇作文的開頭第一段該怎麼寫呢？ 

其實，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開頭書寫方式，另外，書寫的目的不同，開頭的書寫方式也會不同。

以下從幾個大原則來說明及舉例不同的文體的第一段開頭可以怎麼入手來進行書寫。 

一、 針對問題，提出普遍性的看法，點出自己的見解或想法 

當不知道如何下筆時，通常我們可以先想想事情的普遍性看法然後加以描述，可以敘述目前的

狀態，或是轉述新聞時事報導的內容，最後點出自己見解或想法，可以是順著普遍性的社會價

值或是報導的內容來書寫，或是提出自己不同於目前社會普遍性的看法的個人觀點，這都是可

行的第一段開頭書寫方式。 

例如當作文的主題是有關於「閱讀」，如「閱讀的好處」，在開頭第一段就可以開門見山直接

講出關於閱讀大部分人的看法，「閱讀可以讓我們獲得知識，更可以豐富人生」，先講閱讀的

好處，及對讀者有幫助的地方，然後再開啟其他的段落來說明好處為何？及如何做到？ 

範例 1：閱讀可以讓我們獲得更多的知識，更有助於學習及工作成效的提升，有人說「書中自

有黃金屋」，意思是說透過閱讀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樂趣，更可以因為知識的獲得開闊我們的

視野，豐富我們的人生，可以在學習及工作上表現得更好，讓我們可以開創更多機會，自我價

值提升。我也相當喜歡閱讀，因為閱讀的好處多多，不但可以讓我增加知識，也可以透過閱讀

紓壓，閱讀更是我假日的最好休閒。 



以上是先說明閱讀的好處及自己對於閱讀的看法，然後在接下來的段落可以再補充說明或是詳

細的介紹自己喜歡的書籍類型及平時自己閱讀的閱讀習慣。 

當然也可以有不一樣的見解，說明如下： 

範例 2：有人說「開卷有益」，透過閱讀可以開闊視野，更可以豐富人生；但是如果沒有慎選

閱讀的書籍，則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認知的觀點，不但對我們沒有幫助，還有可能影響了我們

的心靈，因此，在閱讀時我們必須慎選讀物，才能開卷有益。 

以上就是先就普遍性來進行敘述，然後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藉此提出不同的見解，然後可以

在後面的段落中說明清楚，有助於後續書寫的開展。 

二、 針對主題加以解釋進行敘述，然後點出一個轉折語氣以開展全文 

例如當作文的主題是關於「我是快樂的志工」，我們可以寫社會上許多退休後從事社會服務的

志工，在寫作文時可以寫退休後我退而不休，雖然從本業上退休了，但沒有因此而讓自己的美

日作息停止，反而從事許多更有意義的工作。 

範例：許多人退休退而不休，雖然從本業上退了下來，不用每日朝九晚五忙著例行的工作，但

反而因為退休後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更彈性的做著許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或許是一圓過去沒有

機會完成的夢想，或許是從事志願服務的志工，或許是雲遊四海走讀全世界。 



這樣的書寫方式是就目前的社會上一部分退而不休的人的生活方式來進行書寫，點出與一般大

人所認知不同的部分，來進行書寫，有了開頭的書寫敘述，後續段落中就可以分別說明幾種退

而不休的生活型態， 

三、 從我的觀點來進行書寫 

當不知道怎麼下筆進行第一段的開頭書寫時，不妨從自己最熟悉的與自己相關的人事物來進行

書寫，就可以寫出東西來。 

以下就「閱讀」相關的題目來進行舉例說明。 

我最討厭閱讀了，因為一來我沒有耐性，二來我不喜歡一個人靜靜的看著一本書，相對於閱讀，

我更喜歡的是打球，因為打球可以有伙伴一起互動，充滿了無限的樂趣，如果可以讓我選擇，

我一定選擇打球，但是老師曾經跟我們說過，閱讀的好處多多，一定要養成閱讀的習慣，雖然

老師這樣說，但我還是無法感覺到閱讀的樂趣。 

上述就是說明自己對於閱讀這件事的看法，因為與一般人有不一樣的見解，更顛覆了一般人的

想法，因此這樣的寫法可以引人注意，想要一窺究竟，到底是什麼原因會讓你不想閱讀，這樣

的開頭書寫方式也是可以採行的策略，因為寫的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從自己最熟悉的部分入

手，就不怕寫不出來了，只要寫得完整，說明清楚，就可以承上啟下，將一篇文章寫完。 

文章開頭的書寫沒有絕對的寫法，也不需要千篇一律用著同樣的寫法來進行書寫，每個人有自

己熟悉的寫作方式，只要能夠針對主題來進行書寫，邏輯通順，敘述完整就可以，但如果不知



道如何下筆，不妨參考上面所述的三種作文開頭書寫方式來嘗試練習看看，或許會有不一樣的

收穫喔。 



寫作必備的深度技巧：查找資料 

從教學的觀點出發，寫作應該是一種「查找」（Inquiry）——問對問題、找出答案。「事實

上，以查找為基礎的教學，在今天更為重要。」因為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不怕找不

到資料，怕的是找到假資料。查找的技巧，可以幫助老師和學生判斷哪些資料是可信的。」 

好的寫作課程大綱，應該要結合「查找」的技巧：搜集資料、評估證據、比較不同案例、找出

其中異同，然後解釋證據為何支持或不支持某一觀點，提出假說並釐清其中的邏輯，從自己也

從他人的觀點出發來考慮事情。正因為要進行這些批判性思考的練習，寫作課應該是所有科目

中對學生影響最大、最深遠的科目。 



美國經驗：讀寫獨立成課，嚴格規定時數 

提升讀寫力的美國經驗，至少可以給臺灣以下幾個觀念上的啟發，重新思考讀寫教育的未來。 

第一，讀寫力不只是讀與寫的能力。讀寫訓練可以在多方面促進一個學生的學習能力，閱讀力

是學習力的基礎，寫作力是批判性思考的起點。這就是讀寫教育為什麼重要，讀寫力為什麼被

國際教育界公認為重要的學力及競爭力指標。 

第二，閱讀與寫作練習不應只限於語文課；讀與寫更不能獨立與彼此而存在。四十年來，美國

教育界一直在推動「跨科際閱讀、跨科際寫作」，主張各科目，而非只有語文課，都應該包括

閱讀與寫作的部分。 

數理教育掛帥，更不能拋卻讀寫 

最後，臺灣學生近年來在國際閱讀素養評比的表現不佳，究其原因是一切為升學考試做準備，

數理教育掛帥，導致讀寫教育長期邊緣化。的確，這是一個科學崛起、人工智慧當道的年代，

但人性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重要。我們不能忘記，科技必須根植於人性。 

而唯有提升讀寫素養，才能讓我們的孩子活得「更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