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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閱讀到人物報導專刊寫作 
—以〈孔乙己〉為例 

高師大附中 許靜宜 

壹、 前言 

學習國文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ChatGPT 指出，國文學習對生活有多方面的

助益，主要包括：語言能力與溝通表達、思辨與判斷能力、文化素養與價值觀、

情感表達與心理調適、實際生活應用等等。 

事實上，每位國文老師都透過各種文本，潛移默化的培養學生這些能力，

雖然「能力」本身較為抽象，不易具體呈現，但只要透過適當的學習任務，就

能讓這些能力逐漸顯現。我們嘗試在學生的生命裡種下一顆顆種子，等著在某

個時機點開花盛放。 

筆者以孔乙己這門課堂為例，說明如何在國文課堂中，讓我們看見學生們

各項能力的提升與展現。 

 

貳、 設計理念說明 

〈孔乙己〉深刻揭示了舊中國封建社會的殘酷與冷漠，批判科舉制度和傳

統文化對個人的毒害，反映社會底層弱者的悲慘處境。小說中，圍繞孔乙己的

眾人態度不僅缺乏同情心，反而以他的苦難為笑料，進一步凸顯了旁觀者的麻

木與冷酷。這種「以樂寫哀」的手法，使孔乙己的故事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映

照出整個社會的悲劇，體現了作者對舊社會不公與人性冷漠的深刻批判。 

正因如此，這篇充滿批判性的文章能激發學生深層思考，筆者設計課程時

讓學生以專題報導的方式來呈現個人觀點，透過透過分析人物背景與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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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文字敘述展現對事件的理解與見解，培養學生的觀察力、同理心與批判思

維。同時，學生也學會如何用生動且具感染力的文字，將人物故事層次分明地

展現給讀者。 

因此，在教授本課時，除了文本剖析外，「如何製作專題報導專刊」也是教

學重點之一學生先了解專題報導的要素，思考一份優質專刊應包含哪些內容，

然後以文本故事為素材進行專題報導。課程中理論與實作並行，期望學生能在

課程結束時完成小組專題報導，並透過作品展現多元能力。 

 

參、 單元架構 

我們以專題報導的寫作結構為鷹架進行〈孔乙己〉一文的教學，過程中理

論與實作並行，期待課程結束，學生的成果也跟著完成： 

 

肆、 教學活動設計 

一、專題報導內容結構分析 

我們以「報導者」的專題報導：「357 天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

工之死」1  為我們分析文本的依據。因為文章很長，請學生在閱讀完全文後，

 

1 簡永達：〈357天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工之死〉，2020年 7月 23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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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取引言、簡述故事內容，再分析每個小標題的段落重點。這樣做的好處是，

讓學生將原本將近6000字的文章，簡化成一篇表格，方便他們分析文章結構。 

 

 

填完表格答案後，再請學生從這份學習單中進行專題報導的結構分析，大

部份的組別分析後的結構相近，大抵如下： 

 

在學生了解專題報導寫作的基本架構後，便可以一邊分析文本，一邊進行報

導寫作練習。 

二、文本爬梳與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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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孔乙己，我們以 5W1H進行幾個提問，請學生從文本裡找到答案： 

WHAT 

1「孔乙己」是主角的真實姓名嗎？請說明文本中名字的來由，並推

論其象徵意義 

2 想像你正要去咸亨酒店，恰巧孔乙己也在那兒，在不認識孔乙己

的情況下，如何一眼認出他？ 

WHY 孔乙己顯然不是闊綽的長衫客，為什麼他不換掉那身長衫？ 

HOW 請依據文本敘述內容，為孔乙己拍一張照片，並加一小段介紹文字 

透過提問，學生需要反覆翻閱文本尋找答案，並將完整的答案書寫在小白

板上。這個過程不僅訓練了他們檢索資訊的能力，也幫助他們更深入理解「孔

乙己」這一角色形象。透過學生為孔乙己拍攝的照片，我們能再次確認他們對

角色的認知是否正確。例如，在學生上傳的照片中，有兩張與課文描述不符：

照片中的孔乙己穿著長袖衣服，這是因為學生誤將「長衫客」理解為「長袖衣

服」。另一組同學上傳了「今天討到 10 元」的照片，但文本裡的孔乙己並未乞

討。老師可以透過學生產出的照片進行文本閱讀及觀念的釐清，也同時幫助學

生在心底勾勒出孔乙己的形象。 

 

             大部份的學生都能抓住孔乙己的特質及與其相關的事件，比如： 

透過學生  孔乙己的照片
可以發現學生的 點 誤解處

 文本 孔乙己
     

 是孔乙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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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又請學生從孔乙己的行為中，推論他的個性特質： 

  

三、角色心理深層探索 

在建立孔乙己的角色形象後，我們要引導學生如何多角度的陳述事件。 

文本中有一段與丁舉人和孔乙己相關的敘述：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地結帳，取下粉板，忽

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才也覺得他的確長

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

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

家裡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

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

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

也不再問，仍然慢慢地算他的帳。 

它記錄了丁舉人與孔乙己的衝突，也讓我們看見了其他人對於此事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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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優質的報導在陳述事件時，至少應呈現兩種以上不同的視角與觀點, 才 

能為讀者提供較為客觀全面的資訊。基於此，我們邀請學生化身為文本中的某

個角色，從該角色的角度述說他所見所聞及內心想法。學生以小組形式，運用

「同理心地圖」作為工具，深入體會角色的視角，將他們的所見、所聽、所想

與所感具體記錄成文字，提升理解與表達的深度 

  

學生運用同理心地圖所作的心情陳述： 

店小二視角 丁舉人視角 

 

 

要製作報導專刊，只有文字敘述是不夠的，因此，也邀請學生製作梗圖呈現事

件當下某位人物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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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著 19個錢的掌櫃 掌櫃對於孔乙己的援助 

路人的心情 店小二的心聲：其實我不討厭你，但我

不能不討厭你 

四、觀點型塑與作者簡介 

(一)觀點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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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對孔乙己角色的分析以及同理心地理解事件當事人的心聲後，我們

進一步探討這篇文章最深刻的意涵。閱讀全文後，請學生回想整個文本中，若

有一種聲音最頻繁出現，那會是什麼？學生們一致回答：「笑聲」。於是，我們

整理出文章中所有出現笑聲的片段，進行深入討論： 

 

文本中，孔乙己在笑聲中出場，又在笑聲中離去，這些笑聲隱含眾人什麼

樣的想法？請學生進行推論。其中一組學生的答案如下： 

小夥計 一開始附和著笑，後來也跟著瞧不起孔乙己。 

附和著笑時他心裡還有同情的存在，但若他不笑就融入不了社會，

被劃為孔的同類。等到「又好笑，又不耐煩」時，小夥計徹底發生

變化：這裡的笑，變成了嗤之以鼻的笑。 

掌櫃 生意人以和為貴，掌櫃對於眾人在店裡取笑孔乙己並不制止，甚至

在孔乙己的傷口灑鹽 

短衣幫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透過取笑比自己還慘的人，得到一點愉快感 

當學生答出這樣的答案後，我們又緊接著追問：「孔乙己在譏笑中悲慘死去， 

造成這悲劇的原因是什麼？」「「作者在這篇文章裡，真正想談的是什麼？」「我

們讀了《孔乙己》，非但笑不起來，心中還有隱隱作痛的感覺，這是為什麼？」

「從那個年代到現代，人心和社會改變了嗎？」有幾組孩子們的答案讓人印象

深刻： 

在笑聲背後

文   

    

   一  

 孔    

      

教人活    

  孔乙己到

    以 

  

    孔乙

己     

      

 孔乙己   

孔乙己   

人     

  人   

  

     孔乙

己      

   到  孔

乙己     

     者 

       

   人    

孔乙己分 

     

     

     

    

孔乙己 二
     
     
     
     
     
  一  
 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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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簡介 

在賞析完文本後，我們引導學生了解魯迅的生平背景，特別是他棄醫從文

的經歷，進而思考〈孔乙己〉這篇選自《吶喊》的作品，魯迅究竟想透過它

「吶喊」什麼？課堂討論因此進入深層對話。有位同學在台上畫了幾個圈，形

象地說明： 

起初，店小二站在圈外，對孔乙己抱有同情；但隨著故事發展，他逐步

走入圈內，最終與其他人無異，跟著嘲笑孔乙己。這不僅是咸亨酒店裡

的現象，更反映從那個時代到現在，人們目睹身邊弱者被欺凌，起初或

許同情卻不敢出手，最後卻淪為嘲弄者甚至加害者的悲哀循環。 

於是，我們轉而討論當面對霸凌事件時，還能採取哪些行動？同學們很有 

感觸，紛紛分享個人經驗，整堂課的互動非常熱絡，同學們在黑板上寫出一個

又一個關於「沉默的共謀」「不作為的責任」相關的名言錦句：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 馬丁・路德・金 

「我們不是因為惡人的暴行而毀滅，而是因為好人的冷漠。」── 愛因斯坦 

「在不公義面前保持中立，本身就是選擇了壓迫者。」 

「不是每一個不舉刀的人就不是刽子手，有時，沉默比刀子更鋒利。」 

「當你袖手旁觀時，你已經選擇了站在哪一邊。」 

「面對痛苦與不義，沉默從來不是中立，而是偏向強者。」 

「一個人不一定要動手才能成為加害者，有時只需轉身離開。」 

每一段金句都沉重且震撼，重重的撞擊教室裡每個人的心。那一刻，我們不再

只是談文學，而是從文學走入生活，從生活裡看見共同的傷痛，一起試著找到

方法突破困境。 

(三)、 言        



11 

 

 在上一節課的最後，我們談得很深刻，談到社會的冷漠和麻木、談到旁觀者的

默許是幫兇、也談到當事者的回應影響了旁人看待他的態度等等。最後，請學

生用一個詞 者短語評價孔乙己，由此作為這份專刊的核心概念，生成一段引

言，作為專刊的吸睛亮點。 

(四)．下標題 

        我們透過為段落下小標題，來練習文本摘要，同時也可以思考文本的批判

主題。而標題的命名，除了要切合文章外，若能利用諧音、藏頭、 其他表現

手法，會更有吸精效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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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組的孩子借由不同段落下的標題，偷偷把「孔乙己」的名字藏在裡面。另

一組的孩子則用仿文言的方式，為文章下了漂亮吸睛的標題： 

 

五、人物專刊寫作 導與實作 

        在前期課程的引導與討論後，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完成專刊作品。我們先帶

領學生分析專題報導的寫作結構，並仿照其形式，制定一份人物專題報導的書

寫要點指引，作為學習的鷹架。 

人物專刊報導書寫鷹架 

請分工完成下列工作 

主題 內容要點 

題目 為你的孔乙己人物報導下一個好標題，要能點出內容亮點 

引言 請簡要寫一段引言，說明這份人物專刊想聚焦討論的核心概念

與價值 

孔乙己生

平簡述 

1．為此章節下一個小標題 

2．放入你們組 4位同學的孔乙己自拍圖 

3．用 300 字以內的文字簡要陳述孔乙己生平 

不同人物

談孔乙己 

1．為丁舉人這段下一個小標題 

2．放入丁舉人的記者會陳情稿與其梗圖 

不同人物

談孔乙己 

1．為其他角色談孔乙己這段下一個小標題 

2．放入這個角色的受訪稿與其梗圖 

反思 1．為這一段下一個小標題 

2．以記者的角度說明做這個報導想讓大家觀看什麼重點？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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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社會上，有哪些相似處？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改變？  

結論 為本篇文章做一個總結 

排版 請上 canva 上尋找一個刊物版型，貼上你們全部的文字。 

作者群 刊物末頁，請貼上同組同學的照片，並寫出全名 

 

學生依此指引，依序將課堂中產出的內容進行版面排版。經過多次小組自評、

互評與建議修正後，我們收穫了許多精彩且富有深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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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心 回饋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以〈孔乙己〉一課為依據，在課堂中引導學生進行文

本細讀、角色分析，到運用同理心地圖、製作專題報導，等等，學生學會如從

多元視角理解人物與事件，課堂中的思辨、對話也十分深刻，更棒的是看見學

生將所學轉化為具體而有層次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學生在閱讀理解、思辨能力

及同理心等多方面的成長。 

        在課堂互動過程中，學生能主動探索與合作討論，許多組別能夠深入文

本，提出獨到見解，並以創新形式呈現他所理解的文本內容。特別是在討論

「笑聲」背後的意涵，以及面對霸凌事件時的自省與行動，學生們的回應都令

人驚艷，當孩子們自發性的在黑板上寫下「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壞人的囂張，

而是好人的沉默」「我們不是因為惡人的暴行而毀滅，而是因為好人的冷漠」這

些金句，而不是老師耳提面命的請他們抄下重點時，那一刻，我真實感受到文

學引發學生對現實社會關懷與反思的力道！期待這門課成為一顆小種子，課堂

上發生的一切討論都能在他們的心底生根、發芽，未來，也期待能透過文本，

和學生們一起在各種議題的討論中，看見更寬廣的世界，也一起思考如何面對

現實的各種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