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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的目的，是自己提出的論點能讓人信服。所以，提出論點、找出論據、發揮論證的

過程裡，要注意有沒有抓緊論證的思路，主要在強調這三者之間的邏輯推理關係。我們常說

「順藤摸瓜」，就是按照這個邏輯推理關係（藤），順勢得到結論（摘到這顆瓜）。用這種手法

進行議論，成功的關鍵在於有沒有順著「藤」，也就是有沒有順著最好的邏輯推理思路，一步

一步的展開，讓人信服。 

進行論證時，要根據所有的材料或事例提出正確的論點，清楚整理出清晰的思路，將想

要表達的話語正確表達。可以運用下列兩種方式： 

一、 歸納論證法：透過好幾個的事例，概括它們所共同具有的特質，從而歸納出一個普遍

規律的方法，就是由個別到一般的論證過程。所以，被歸納的個別事項要具有一致性，

否則，歸納論證就會失真或造成前後矛盾現象。例如： 

做任何事都要恰到好處。演員演戲時，講究從容自然、不慍不火；歌手唱起歌來要情意

真切，不卑不亢；廚師做菜要注意火候適中，不快不慢。這告訴我們，「過」與「不及」

都不妥當。失眠不好是不及，睡覺睡得恰到好處就精神好，睡得太多則會頭昏腦脹；努

力做事好，但認真過度就會妨礙健康。所以，做什麼事恰到好處就好。 

二、 演繹論證法：根據已知的一般原理、規律來推知個別事例。以演繹法來進行論證的主

要是理論根據，常會將不容推翻的論據置於文章前面，所以推知的新論點，就必然成立。 

你可曾注意過：屋簷滴水可以穿過石塊，小小的水滴竟然如此神奇，關鍵就在於水滴的

持之有恆。……在我們學習過程中，常有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經驗，結果都是功虧一

簣，這是許多人的共同經驗。然而古往今來成功的人物，都是立志苦學，持續不斷，才

有了不起的成就。蘇秦以錐刺骨，發憤苦讀，終於佩帶六國相印；王羲之臨池練書法，

長年不斷，終於成為書聖。 

齊柏林從空中拍臺灣，他以「鳥」的角度，帶領我們飛到臺灣上空，看到美麗與醜陋並

存的臺灣。原來，站在平地看景象，很多事物和情況無法察覺；如果換個角度，在高空俯瞰，

便會看到很多細節都被隱藏了。最初齊柏林的空拍作品只拍攝臺灣美麗的一面，直到後來，

發現美麗的背後也許是對環境的傷害。例如：幾何排列美麗的魚塭，可能是造成臺灣西部地

層下陷的凶手，「臺灣養殖業一年產值三百億，為什麼有這麼多吃到飽餐廳可以無限量供量

魚蝦？因為臺灣養殖技術好、產量多。」人們在大啖美食的同時，也默默加入了破壞環境的

共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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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中看臺灣帶著我們從空中鳥瞰臺灣土地，看見她的美、她的傷痕、她的痛。請你仿

照從空中看臺灣，從生活經驗或所見所聞中，將你所觀察到以及感受到的枋寮，以「看見枋

寮的美麗與哀愁」為題，完成文章。 

寫作第一步：破題 

枋寮的確很美：大海的磅礴、河流的蜿蜒、大山的高聳、人們的純樸，都是枋寮最美的

風情；但是，被破壞的大地、被汙染的河川、被摧殘的高山、被斬首的青山、沒了綠顏的山林、

哭泣的溪流、昏黑的天空，更是枋寮的哀愁。 

你覺得枋寮的美在哪裡？枋寮的哀愁在哪裡？可以很簡單的用幾句話先總說，用開門見

山法破題。例如： 

臺灣很美，美在大地創造出來的風景，美在農民們辛苦耕耘後綻開的滿足微笑，美在

每個臺灣人親切的微笑。但是，因為人們不斷的破壞與砍伐，予取予求的結果，使臺灣的

美景漸漸消失。 

請將總說寫入下表格中 

                  

                  

                  

                  

 

寫作第二步：取材與構思 

１. 不同角度的思考：這篇文章題目的要求是必須同時看見枋寮的「美麗」與「哀愁」，這

是兩種不同角度，寫作時要兼顧兩種角度的取材。 

２. 一個角度，兩個支持：有哪些例子或事件可以支持你的看法，至少要有兩個到三個例

子或理由，才能讓文章更有說服力。 

３. 你覺得臺灣哪裡很美麗？詳細把那些美景和特色寫出來。有什麼現象讓你感到哀愁？分段

清楚的敘述並提出自己的看法。思考要寫哪些美景或現象時，也可以運用下頁的聯想圖進

行資料蒐集，協助取材與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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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寮哪裡很美麗？美景和特色是什麼？請寫入下表格中 

                  

                  

                  

                  

 

 

 

 

 

 

 

枋寮哪裡有哀愁？現象和事件是什麼？請寫入下表格中 

                  

                  

                  

                  

提出例子的時候，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進行寫作。例如：在哪裡看見枋寮的美景（或

遭破壞的景象），運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舉例。 

 
 

 
 

枋寮的美麗   

 
 

 
 

枋寮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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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舉例時，也可運用和誰？何地？事情經過？心情、感受？事件的結果、影響來進行。

例如： 

 例子一 例子二 

誰   

何地   

事情經過   

心情、感受   

事件的結

果、影響 
  

 

５. 舉例時，也可以同從一個景點的變化寫起，寫出美麗與變成殘敗的過程。例如： 

※魚塭密布，形成的幾何構圖非常美麗，其實有可能是造成地層下陷的凶手。 

※位於枋寮的北勢寮尾土地公廟以前很美，小時候人們常在外頭沙灘嬉戲逐浪，還能釣魚，

岸上是充滿孩子笑聲的遊樂器材，但現在都看不到這些了，沙灘盡是消波塊，岸上熱炒

卡拉 OK各據一方，就連遊樂器材也缺少天真笑聲的滋潤而失色，失去以往純樸歡樂的

原貌，熱炒卡拉 OK帶來人潮，但也讓此地變得商業化，失去原本海濱公園般的氣息。 

６. 如果你的個人生活體驗或經歷相對不豐富，也可以透過詢問家中親戚長輩，或上網查閱

相關主題，記錄下你的心得收穫，成為論據。 

請將生活周遭景點變化的例子寫入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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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提出作法：想一想，我們要如何保持枋寮的美麗？如何改善哀愁的問題。例如：影片看

見台灣中友善土地的例子—洪箱和賴青松 

  洪箱和農民們成功阻止政府不當徵收苗栗 灣寶地區的農地，高學歷的賴青松，則是回鄉

推廣無毒農法耕作。他們都為臺灣土地帶來希望，願意這樣照顧土地、照顧我們吃的食物，

我們真的要很感恩，並好好的學習！ 

請將具體作法寫入下表格中 

                  

                  

                  

                  

８. 寫出結語：再一次總結與提出呼籲，或寫出心情與感受，例如：「只要從現在開始，多做對

枋寮有益的事，便能看見：枋寮更美，不再哀愁。」 

寫作第三步：完成寫作大綱 

參考上方的材料，選取你最有想法的內容，擬定寫作大綱，並依照大綱完成整篇文章。 

段落 大綱 內容 

一 
論

點 
總說  

二 
論

據 

例一 

美麗 
 

三 
例二 

哀愁 
 

四 
結

論 

作法  

五 結語  

5 
 



五下 作文練習 I 議論文                                                 姓名 

◎寫作小叮嚀 

透過齊柏林的從空中看臺灣，我們看見不同的視野。旅遊時，我們只看到眼

前的美好，但藉由空拍，可以跳脫，以一個更全面性的視野看待事物。「看見臺

灣的美麗與哀愁」這篇文章，臺灣的哀愁必然會寫到臺灣環境受到破壞與汙染，

但也不必太悲觀消極。齊柏林拍攝了這樣的紀錄片，但他的態度是積極、正面的。

他看到了臺灣因為經濟開發而日漸失去的自然美景，他能做的就是持續記錄臺灣。

「很多問題由來已久，無法簡單歸類成誰對或誰錯，因為那關係著許多人的生計。」

他只是分享他看見的，希望給彼此一個反思、討論的空間，而不是全然的否定。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以這樣的思維去面對這個議題。 

◎參考觀點 

小朋友，以下這些資料很適合寫作文章時參考，你可以適當的運用，豐富你

的文章呵！ 
☆齊柏林眼中的臺灣 
一、問齊柏林飛遍了全臺灣，覺得哪裡最美？「沒有人的地方都很美！」齊柏林

說，有人、有公路可達的地方，就會帶來環境破壞。「因為我是從攝影的角

度看環境，所以覺得自然最美，人工化的東西不漂亮。」而臺灣三千公尺以

上的大山，則是他眼中「絕美」的代表！齊柏林飛過中央山脈、雪山、玉山……

每座山在他眼中都長得不一樣，山頭下雪的白和常年的綠，這兩種景色都讓

他很著迷。臺灣山林更讓他驚豔的是，有時不用飛很高，像空拍棲蘭山，在飛

行的過程中還能聞到森林的味道，坐在機上就聞到陣陣檜木香。 
二、美麗水岸，人工衝擊自然 

近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溫泉旅館也是一例。齊柏林表示，河流需要行水區，

但許多溫泉飯店都蓋在「河岸第一排」，強調景觀好，颱風一來可能就此倒臥河

中，「再堅固的鋼筋混凝土，也抵擋不住天然災害帶來的衝擊！」 
觀光與環保似乎存在某種程度的矛盾，齊柏林指出，早年他空拍日月潭，想

拍張湖面有船經過，產生陣陣漣漪的畫面，要等很久。現在遊客多了，遊艇在湖

面上交織成網絡，「去年居然還拍到商家直接把垃圾往日月潭裡丟！」他搖頭直

嘆息。 
「臺灣西部海岸平均每隔七公里就有一個水泥港口！」這也讓他很感慨，現在

海洋資源枯竭，漁民捕不到魚，許多港口停泊船隻少，甚至有些港口淤積失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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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破壞的海岸線一去不復返。他說，臺灣的海岸線原本非常美麗，但蓋了港

口、堤防，放置了消波塊，讓臺灣變成一座水泥之島。 
三、國土危脆，山林破裂受傷 

「九二一大地震之前，我沒有拍過天然災害，但現在土石崩塌變成常態，遊

客走的高山公路十分危險，你以為是上阿里山旅遊，其實是上山探險！」山的白

與綠，原本讓齊柏林很著迷，但他發現九二一後，山林多了土黃色的傷口。齊柏

林說，不只阿里山公路，像是蘇花公路、新中橫等高山公路，近年地質都很脆弱，

逢雨必塌，不只殘破，對上山的遊客或住民都很危險。 
高山農業和滿山的檳榔樹，掠奪了山林的土地。「我常驚嘆臺灣人有愚公移

山的精神，把一整片山頭夷平種檳榔，這需要多大的力氣。」但這種人定勝天的

精神，卻傷害養育我們的臺灣，水土保持失衡，土石流失，沖積到水庫中造成水

庫淤積，縮短水庫的使用年限，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 
四、友善土地，回報家園恩典 

齊柏林固定採購陽明山 八煙聚落的有機米，偶爾划海洋獨木舟或騎單車旅

行。也許，生態旅遊是臺灣觀光產業需思考發展的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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