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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寫作教學心法——以立意取材為實作起點 

西松高中  蒲基維 

一、設計者簡介 

蒲基維，臺灣師大文學博士，臺北市立西松高中國文教師，教育部國語文學科中心研究教師。為因應素養導向的教學理念，主張寫作要從「心」

作起。因此寫作教學要用心發掘學生的創作本能，並累積成為生活的日常，使學生認同寫作在生命中的本然性與必要性，進而喜歡寫作，樂於寫作，

期望構築個人「不擇地皆可出」的寫作素養。 

二、演示重點 

在寫作教學中，立意取材是寫作訓練的核心，所謂「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是指文章創作中

思想內蘊的經營與累積，可見立意取材的寫作教學是教學心法的第一步。談到立意取材，則必須從

「寫作靈感的來源」說起。作家在尋找創作的主題時，通常有六種來源，即觀察、想像、記憶、生

活、閱讀及思辨，因此寫作教學應激發六種能力（參見圖一）為主軸，俾使學生透過六種能力去觀

察大千世界，延伸想像空間，記憶文學意象，體驗生活本質，仿擬寫作策略及思辨社會問題，然後

可以發現深刻的創作主題，積累豐富的寫作素材。本課程為每週一節的輔導課，學生可自由選修，

共一學期進行六種能力的訓練，教案僅就「閱讀力」分五節課進行寫作心法訓練，期望學生透過閱

讀文本的過程，仿擬作家的寫作技巧，建構可用的寫作策略。 

 

第一節：寫作原理的分析解說：說明寫作的一般原理，即如何使觀察力、想像力、記憶力、生

活力、閱讀力、思辨力等成為寫作之立意取材的靈感來源。 

第二節：典範文章的閱讀理解：透過閱讀房慧真〈聊齋〉、〈暴政〉兩篇散文，讓學生以既有的

理解能力，表達讀後心得，並彙整初步的文章主旨。 

第三節：段落大意的摘要撰寫：撰寫文章各段落的要旨，並透過共同討論，以熟悉文義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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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寫作靈感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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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寫作素材的情意判定：引導學生判定寫作素材要傳達的情理及作家取材的用意。 

第五節：寫作技法的統整反思：運用寫作專業理論，統整作家寫作技法，轉化成有效寫作策略。 

三、課程設計簡表 

單元

名稱 
散文寫作教學心法＿閱讀力訓練 節數 5 設計者 蒲基維 

核心 

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

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同理他人，互助溝通與

生活應用，以建構完整的文字表達及溝通之能力。 

核心概念/

學科本質 

表達 / 閱讀理解、主旨思辨、取材意象、文章章法、發表見解、

關心議題、抒發情感 

單元

目標 

學習者能藉由文本閱讀，瞭解作家在立意取材方面的技巧，感受作家在文字間的情韻義理，認同寫作與生活的密切關連，彙整轉

化成有效的寫作策略，並運用有效策略完成一篇主題深刻、取材適切且達 1200 字以上的獨創散文。 

學習

脈絡 

堂數 邏輯思考脈絡 教學策略脈絡 專題製作脈絡 研究方法脈絡 

第一堂課 HOW 觀點建構 詮釋與定義 讀寫理論分析 

第二堂課 WHAT 文義理解 閱讀與理解 閱讀策略應用 

第三堂課 WHAT 段旨分析 分類與摘要 解析方法應用 

第四堂課 WHY 意象呼應 重構與規劃 辭章學理論應用 

第五堂課 HOW 策略模擬 歸納與統整 寫作策略應用 

 

表現 表現任務說明： 

理論說明 
與詮釋 

文本閱讀 
與理解 

文章拆解 
與分析 

意象連結 
與呼應 

策略歸納 
與統整 

議題思辨 
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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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曾主張「從做中學」，強調實做經驗有助於學習成長。因此學生運用所學來實際操作，更能鞏固學生的寫作

能力。因此本單元的表現任務即要求學生撰寫一篇主題深刻、取材適切，且達 1200 字的散文。 

評量方式規劃： 

 
 主題深刻性 取材適切性 文筆流暢性 脈絡條理性 

優 
主題清晰完整，能發人深刻
反思。 

文章的內容充實，取材能完
整說明各面向的精神意涵。 

遣詞造句流暢，能完整表達
文章的思想。 

能完整連結寫作素材之間的
關聯，並清楚呈現全文的脈
絡條理。 

良 
尚能表達主題，能點出議題
核心。 

文章的內容完整，取材能清
楚說明各面向的基本重點。 

遣詞造句通順，能傳達文章
的相關內容。 

尚能清楚呈現寫作素材之間
的關聯，並大致看出其文章
脈絡。 

基本 
主題凌亂模糊，未能凸顯議
題。 

文章的內容不足，取材僅就
部分面向說明，無法兼顧。 

遣詞造句不合邏輯，無法正
確表述文章的相關內容。 

寫作素材之間的關聯不夠清
晰，也難以梳理全文的脈絡。 

課程架構 

節次 學習脈絡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學生學習活動 檢核點 學生狀況分析 

1 
理論說明 
與詮釋 

學生能明白閱讀

力意涵，並體會

如何成為寫作靈

感的來源。 

Cb-V-4 各類文

本 所 呈 現 社 群

關係中性別、權

力等文化符碼 

2-V-2 討 論 過 程

中，能適切陳述自

身立場，歸納他人

論點並給予回應，

達 成 友 善 且 平 等

的溝通。 

寫作原理的分析解說 

1. 使用 PPT 展示激發寫作靈感

的六種能力。（3 分鐘） 

2. 分學生為六組，各自分配一

種能力，討論這種能力的定

義、心理狀態及激發寫作的

功能。（20 分鐘） 

3. 各組發表討論結果，教師再

補充修正。（24 分鐘） 

4. 教師聚焦「閱讀力」進行說

明。（3 分鐘） 

1. 六種能力的

定 義 是 什

麼？ 

2. 對於寫作靈

感的激發具

有什麼積極

效果？ 

3. 如何運用閱

讀力激發寫

作靈感？ 

學生在國中、小

學 習 階 段 對 於

六 種 能 力 應 有

基本認知，唯本

節 課 聚 焦 於 寫

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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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本閱讀 

與理解 

學生能讀懂文章

內容，並大致掌

握文章主旨。 

Cc-V-2 各類文

本 中 所 反 映 的

矛盾衝突、生命

態度、天人關係

等文化內涵 

5-V-5 主動思考與

探索文本的意涵，

建 立 終 身 學 習 的

能力。 

典範文章的閱讀理解 

1. 教師發給閱讀文本，（一班閱

讀〈聊齋〉，另一班閱讀〈暴

政〉）並介紹作者及文本的寫

作背景。（8 分鐘） 

2. 學生閱讀文本，並透過標記、

畫線記錄重點。（10 分鐘） 

3. 分文章為六個部分（段落），

分 六 組 各 自 確 認 材 料 的 內

容。（20 分鐘） 

4. 依據文章內容討論出主旨，

並公開比較。（12 分鐘） 

1. 文章中敘述

了 哪 些 事

件？描繪了

哪些景物？ 

2. 本文藉由哪

些事物凸顯

什麼社會的

問題？ 

學 生 具 備 基 本

閱讀能力，讀懂

文義，但時而畫

錯重點。 

3 
文章拆解 
與分析 

學生能撰寫段落

大意，擷取文章

重點。 

Ca-V-3 各類文

本 中 物 質 形 貌

樣 態 的 呈 現 方

式 與 文 本 脈 絡

的關係。 

2-V-1 以邏輯性語

言 精 確 說 出 各 類

文 本 的 文 體 特

質，、表現形式與

題材內容。 

段落大意的摘要撰寫 

1. 依據上一節討論的材料內容

及文章主旨，完成個人學習

單上的段落大意撰寫。（30 分

鐘） 

討論工具：運用「冰山模型」

探究表層物象與深層情理關

連。 

2. 討 論 各 段 落 之 間 的 邏 輯 關

係。（20 分鐘） 

例如：〈暴政〉的一、二段是

「敘事」與「議論」的邏輯關

係。 

1. 各段大意為

何？ 

2. 各段所述事

件與景物有

何關連？ 

學 生 能 撰 寫 段

落大意，但不習

慣 連 結 各 段 之

間 素 材 的 邏 輯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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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象連結 

與呼應 

學生能理解材料

之 間 的 邏 輯 關

係，並能藉由具

體素材推衍抽象

情理，進而瞭解

文本所探究之議

題。 

Ac-V-1 文句的

深 層 意 涵 與 象

徵意義。 

Ad-V-1 篇章的

主旨、結構、寓

意與評述。 

5-V-1 辨析文本的

寫作主旨、風格、

結構及寫作手法。 

寫作素材的情意判定 

1. 提出文本的結構分析表，挖

空各層次的重要概念，讓各

組學生填入。（20 分鐘） 

2. 分學生為六組，各組討論所

分 配 段 落 的 事 件 或 景 物 描

寫，討論各蘊含何種情理，或

分析取材之用意。（15 分鐘） 

3. 發表、討論與修正。（15 分鐘） 

1. 文本所運用

的素材之間

有哪些邏輯

關係？ 

2. 文章中所用

的具體事材

與物材，各

具備什麼抽

象含意？ 

學 生 能 找 出 具

體素材，但不容

易 推 衍 抽 象 情

理，或不知作者

選 取 素 材 的 用

意。 

5 
策略歸納 

與統整 

學生能從文本閱

讀分析思辨的過

程學會立意取材

的技巧，進一步

成為寫作的有效

策略。 

Ba-V-3 寫作手

法 與 文 學 美 感

的呈現。 

6-V-4 掌握各種文

學表現手法，適切

地敘寫，關懷當代

議題，抒發個人情

感，說明知識或議

論事理。 

寫作技法的統整反思 

1. 引導學生回顧課程脈絡：

定義閱讀力→介紹作者及

寫作背景→確定文章主旨

→掌握段落大意→連結

材料與材料之間的邏輯關係

→探究具體材料與抽象情

理的連結。（15 分鐘） 

2. 以分組模式討論可供寫作參

考的訊息，引導學生逐項梳

理，逆向推論作者的寫作思

維，再彙整作者立意取材的

技巧。（各組 5 分鐘，共 30

分鐘）例如： 

(1) 從生活周遭尋找題材 
——作者的記者身分，其
職場經驗試題材的泉源。
（引導學生從觀察力、生

1. 作者如何發

現 社 會 問

題，再進一

步成為寫作

主題？ 

2. 作者如何選

取適當材料

來凸顯社會

問題？如何

鋪敘材料來

呼應主題？ 

學 生 能 瞭 解 教

師的課程脈絡，

但 較 難 逆 推 立

意取材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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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延伸出來） 

(2) 從具體事物連結哲理 
——作者有意識察覺身為
記者、上班族的血汗宿命。 
（引導學生從思辨力延伸
出來） 

(3) 從觀察現象發現問題 
——在〈聊齋〉中作者發現
資方的矛盾作為：提供方

便作業資源、充分茶水、休
閒場所，卻又壓榨工時、買
斷靈魂。 
——在〈暴政〉中敘述炎熱
的夏天如暴政，如幫凶，凸
顯上層階級與主政者忽視
民間疾苦的冷漠態度。 
（強調社會寫實文章可能
為解決問題而發生，引導

學生思辨文本要解決什麼
問題？） 

3. 交代課後作業：請觀察周遭

生活事物，或閱聽國際、社會

大事，找出一項問題，並透過

習得的立意取材技巧，創作

一篇主題深刻、取材適切的

散文，文長 1200 字以上。（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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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聊齋                             （選自《草莓與灰燼》/房慧真） 

公車總站長滿了草。 

每天坐捷運，再轉公車，橫切過大半個盆地，來到這長滿野草的城市邊陲。草長在荒地上，說是荒地也不盡然，這附近蓋了

許多樓，不是公寓樓房，都是些玻璃帷幕大樓。樓裡多是科技或媒體公司，需要按時裝填許多新鮮耐操的肝。吃飯時間，肝的主

人吊著狗牌通行證，去附近零星幾家小吃店外帶，滾湯熱麵等不及涼，束好一袋袋沉甸甸如樹頭死貓，急急奔回以鍵盤配菜，稀

哩呼嚕地食不知味地吃完。又或者，鐵皮屋裡的違章小店也無存在必要，這裡更多的是便利商店，下午三點，晚上十點，半夜三

點，早上十點，任何一個畸零縫隙時間，皆可補給微波便當。 

玻璃樓供應燈光、空調、水，維持明亮恆溫。茶水間一三五有水果，二四給點心，還有一台義式咖啡機幫忙省下每日鴉片錢，

沒什麼好抱怨。廁所的擦手紙總填得飽滿，予人用之不竭的富足感，於是又順手抽了第二張、第三張。盥洗台不常是濕淋淋地，

打掃阿姨時不時來擦乾水漬，補擦手紙，清空垃圾桶，噴上空氣清淨劑，保證一切無臭無味，乾淨順暢，順暢得和工作上的困頓

枝節成為巨大對比。 

打掃阿姨綁著護腰，每天她要彎下腰清一層樓近百個垃圾桶。近百個小垃圾桶隸屬於每隻工蟻，往座位邊隨手一丟，保證可

以省下走去丟垃圾的時間，聚沙成塔，效率就是一切。 

保證永不卡紙、運作無礙的影印機，傳真機，印表機，掃描機……，辦公室提供你無限便利的同時，也摧折你。摧折你的同

時，還讓你把抱怨的話全部吞回去，無法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廁所地板上怎麼都是水擦手紙怎麼沒了影印機怎麼一直卡紙……，喊

不出一點聲音，不論男女看起來皆一肚心事，大腹便便。只能淡淡漠漠去露台呼菸，遇著菸友，每人頭上都一朵烏雲，每個菩薩

都低眉，避免四眼相對金剛怒目。 

頂樓有健身房，結實的身體將提升工作效率，甩肉淋漓出一身汗，還有淋浴沖澡間，讓你以最短時間穿回人皮，乾乾淨淨恢

復成一個白領。澡雪精神後，再度回到屬於你的小方格衝刺，一個蘿蔔一個坑，辦公室格子趣。構築格子的隔板間，還允許擺上

可以提振士氣的私人小物件。已婚貼小孩照片，無生養貼狗兒子貓女兒照片，單身貼巴黎伊斯坦堡斯德哥爾摩的遠遊照片，真正

的生活總在他方。這些都是人質，是你之所以存在這裡的唯一理由，是你之所以願意像一塊過度洗滌，急速消亡的肥皂，人質掛

在眼前三五月或三五年，等你籌夠贖金，其實總籌不夠，那可能要抵押上一輩子。 

辦公室裡，他者皆幽靈，你穿過他們透明的身體，他們也穿過你如無物。不知其來歷出處，只知道出了樓就是荒野，上下班

計程車一載就走，誰和空的街廓都培養不起任何感情：半人高的芒草，報廢的遊覽車，大片圍起的空地，還未出售的空洞大樓。

夜暗外面就黑透了，像部聊齋，草叢裡窸窣蠢動的不知是野狗還是什麼，但玻璃樓裡燈火仍誇富豪似地徹夜通明。夜如水鬼暗湧

而上，那輝煌便顯得妖異不祥，像一間鬧鬼已久的酒店，總有不知情者，前仆後繼地不斷來投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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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暴政                           （選自《草莓與灰燼》/房慧真） 

日前發生的新聞像一則鄉野奇譚，獨居老人曬衣服時不慎跌倒，動彈不得，在烈日下被活活曬到脫水衰竭而死。也有另一種極端

的死法，被關進零下的冷凍庫裡，門自動反鎖，叫天呼地不靈，凍成冰條。 

八百萬種死法，我選冷死，身體失溫時像酒醉的微醺，醺醺然一陣便想睡，睡了就永遠醒不來，在普遍過勞的現世，能徹徹底底

的「睡死」，並不是件多壞的事。熱死的過程大概像緩慢的凌遲，像條黃魚在油鍋上慢慢地煎，那煎魚的很有耐心，煎完一面換另一

面，反覆地翻了又翻，直到再也榨不出一滴水分，乾了、焦了、灰了。  

才七月初始，就覺得這凌遲的熱好像沒有盡頭。每天從家裡往公司通勤，扣掉搭捷運、公車的時間，了不起十幾二十分鐘曝曬在

外，還有陽傘寬簷帽護衛，卻覺在外多走一分鐘路就要溶化，恨不得有個任意門，直通二十四小時放送冷氣的玻璃帷幕蜃樓，人一熱

就神智昏聵，唯有讓冷空氣醍醐灌頂沖刷腦門，好讀書、思考，設定二十六度恆溫，才得以寫下這篇文字。  

鋼骨結構的玻璃樓，常常需要洗窗工。洗窗工在窗外費力刷洗，豆大汗滴簌簌落，好讓玻璃窗內的白領鍵盤敲累了可以看出去，

悠然見南山。看出去，鷹架上，挑磚工人正燙腳跳著屠宰場之舞。車陣中，斗笠花袖套阿姨，懇求每一扇貼妥隔熱紙的黑色車窗，能

否稍稍搖下來，帶上一串她乾枯萎黃的玉蘭花？交流道旁，近四十度的高溫下，有人戴著動物頭套，裹著一身密不透風的毛皮，甩著

長尾，扮成一隻粉紅色的頑皮豹。手裡拿著預售屋的路標指示，再往前五公尺，天國將近，然而地獄就在他的腳下，在他一身脫不掉

的皮毛裡，鐵漿澆灌的酷熱下，每天認份地扮演一隻頑皮嘻笑的豹。 

玻璃樓裡，夏天冷氣開得特別強，好讓男雇員可以西裝筆挺，一整天下來滴汗不流，早上出門才抹上的古龍水清新依舊。好讓女

雇員在套裝外又加上針織薄外套，頻頻抱怨辦公室空調抽乾水分養出眼角小細紋，晚上回家要記得多敷幾片保濕面膜，多喝幾瓶膠原

蛋白。到底有沒有流汗的時候？還是有的。下班後換上運動服到另一座玻璃樓，一字排開的跑步機，底下是川流不息的霓虹馬路，要

活就要動，要動才有活路，在冷氣房裡狠狠地流汗，沖完澡後慾望城市的凱莉們，擠在鏡子前重新刷上防水睫毛膏補上晚妝，夜的下

半場，還來得及去 Lounge bar 還來得及趕上喝一杯的時候。 

冷氣口排出的總是熱氣，有人涼快有人煎熬，有人是乾煎黃魚，有人依然如魚得水，不必相濡以沫，最好徹徹底底相忘於江湖。

城市裡的夏天如暴政，橫征暴斂，肆虐窮人棲居的鐵皮屋；肆虐沒有屋頂可供遮蔽的居無定所者；肆虐春天才剛出生的野貓野狗，冷

氣滴水要罰，容器積水會引起登革熱也要罰，封起池塘，把最後一點涓滴細流的慈悲都拿走，畜生活不過夏天，整批腎衰竭倒下。城

市裡的夏天如幫兇，幫忙躲在裡面吹冷氣的官員，欺負那些良田被鏟家園被毀，北上抗爭在烈日下罰站的苗栗人。冷氣越強，太陽越

毒辣，世態越炎涼，隔著玻璃隔著電視螢幕（或許新聞也不報了）旁觀他人的痛苦，誰也不想離開冷氣房，這七月還會繼續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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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文本的結構分析 

〈聊齋〉結構分析表 

 ：「公車總站長滿了草……城市邊陲」 

  
 

 



 

 ()：「草長在荒地上……裝填許多新鮮耐操的肝」 

  

 
 
 
(

) 

 

(

) 

 一、低等覓食：「吃飯時間……皆可補給微波便當」 

    二、勞逸矛盾：「玻璃樓供應燈光、空調、水……困頓枝節成為巨大對比」 

    三、方便節效：「打掃阿姨綁著護腰……效率就是一切」 

    四、堵塞怨氣：「保證永不卡紙……避免四眼相對金剛怒目」 

    五、需求綁架：「頂樓有健身房……可能要抵押上一輩子」 

   ()：「辦公室裡……培養不起任何感情」 

 

 

 ：「半人高的芒草……不知是野狗還是什麼」 

  ：「但玻璃樓裡燈火……前仆後繼地不斷來投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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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結構分析表 

  

 

 

 
 

 ：「日前發生的新聞……凍成冰條」 

   ：「八百萬種死法……乾了、焦了、灰了」 

   
 
 
 

 ：「才七月初始……才得以寫下這篇文字」 

    
 
 
 
 

 

 

 ：「鋼骨結構的玻璃樓……悠然見南山」 

     ：「看出去，鷹架上……乾枯萎黃的玉蘭花」 

     ：「交流道旁……扮演一隻頑皮嘻笑的豹」 

    
 

 上班：「玻璃樓裡……多喝幾瓶膠原蛋白」 

        下班：「到底有沒有流汗的時候？……趕上喝一杯的時候」 

 

 

 ：「冷氣口排出的總是熱氣……徹徹底底相忘於江湖」 

  
 

 暴政：「城市裡的夏天如暴政……整批腎衰竭倒下」 

   幫兇：「城市裡的夏天如幫兇……在烈日下罰站的苗栗人」 

  ：「冷氣越強……這七月還會繼續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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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12學年第一學期【寫作心法訓練】課程進度表（每週一節） 

週次 授課日期 
課程進度 授課內容 備註 

 一誠 一恭 

2 9/5 9/6 寫作前的心理建設 
1.寫作是什麼？   2.寫作需要什麼？  

3.為什麼需要寫作？ 

 

3 9/12 9/13 寫作觀察力訓練 撰寫「上學途中」  

4 9/19 9/20 寫作觀察力訓練 優秀作品分享  

5 9/26 9/27 寫作想像力訓練 撰寫  

6 10/3 10/4 寫作想像力訓練 優秀作品分享  

7 10/10 10/11 國慶連假   

8 10/17 10/18 寫作閱讀力訓練 寫作原理解說  

9 10/24 10/25 寫作閱讀力訓練 文章閱讀理解  

10 10/31 11/1 寫作閱讀力訓練 段落大意撰寫  

11 11/7 11/8 寫作閱讀力訓練 寫作素材的情意判定  

12 11/14 11/15 寫作閱讀力訓練 寫作技法統整與反思  

13 11/21 11/22 寫作閱讀力訓練 散文創作  

14 11/28 11/29 第二次期中考  停課一次 

15 12/5 12/6 寫作生活力訓練 
撰寫「我對○○職業的觀察與體會」 

——以觀察勞動職業類型為主 

 

16 12/12 12/13 寫作生活力訓練 優秀作品分享  

17 12/19 12/20 寫作思辨力訓練 議題探究——以社會議題為主  

18 12/26 12/27 寫作思辨力訓練 優秀作品分享  

19 1/2 1/3 概念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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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學生作品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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