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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文字撼動人心?——紀實文學寫作心法與試作 

暖暖高中 林玉如 

一、摘要 

本教案從高中部定必修國文翰林版第三冊課本及補充教材之選文〈長照食堂〉、〈映照你我的

鏡〉、〈一點六米寬的樓梯〉及〈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出發，引導

學生認識紀實文學此一文類及特色，並透過閱讀、比對、分析文本，讓學生漸次掌握構成紀實文學

的主、客觀要素，再引導其從生活中取材，擬定寫作計畫，完成自己的一篇紀實文學。再從學生作

品中挑選三~四篇佳作，舉辦班級內作品發表會，供同學互相觀摹交流，以落實 108 課綱語文領域

「聽、說、讀、寫」的素養教育。 

另外提供紀實文學的名篇佳作陳列〈礦村行〉、楊渡〈礦坑裡的黑靈魂〉及官鴻志〈不孝兒英

伸〉及本人在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培訓期間的創作〈不在，不是不曾存在——走訪基隆碼頭工人文化

遺留〉做為延伸閱讀教材，開拓學生學習視野，並藉觀摹名作，提升寫作技法。 

本教案執行時，主要以 PPT 簡報搭配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辨析文本，並透過口語表達，促

進學生分享、交流。另從學生學習單中，觀察課程設計執行的回饋，做為教師教學、評量之改進參

考。 

二、設計理念 

紀實文學(報導文學)在 108 課綱後，漸漸進入國文課本，並佔有一席之地。過去本人在進行教

學時，主要以鑑賞為主，鮮少讓學生嘗試創作此類文體。然在接受學科中心「以創作理論建構加深

加廣課程——反思國文教學中的寫作指導」此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後，開始嘗試在教學中導入紀實

文學的創作，實驗以創作為導向的教學，以觀察此舉能否讓學生的學習更深刻？對社會議題更有感？

並更能落實新課綱的素養教育？ 

盤點教學現場，本校目前使用翰林版高中國文選文，以 111 學年入學的學生，三年選文中有以

下幾篇，可做為切入紀實文學文類的教材： 

(一)高一 

1. 自學選文：無國界醫生行醫記 

(甲)〈第一次叢林手術〉/宋睿祥 

(乙)〈大愛非洲行——臺灣首位無國界醫師宋睿祥〉/郭麗娟 

2. 自學選文：馬祖藍眼淚 

(甲)〈博奕陰影下的藍眼淚〉/劉克襄 

(乙)〈解開馬祖藍眼淚之謎——夜光蟲〉/蔣國平、蔡昇芳 

(二)高二 

1. L8〈長照食堂〉/郭強生 

2. L10〈映照你我的鏡〉/朱天心  

3. 自學選文：〈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以下簡稱〈廢

joanna
創用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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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裡的少年〉/李雪莉、簡永達 

4. 補充教材：〈一點六米寬的樓梯〉/顧玉玲 

高一的補充教材選文，可配合 SDGS 永續目標，介紹紀實文學的議題(人權、健康與福祉、淨

水與衛生、海洋生態等)，以及敘述視角(第一人稱自述、第三人稱他敘)、文類(紀實文學、科普文

章等)。高二選文〈長照食堂〉、〈映照你我的鏡〉、〈廢墟裡的少年〉、〈一點六米寬的樓梯〉，則正好

呈現一道小光譜，可讓學生從一般散文走向紀實文學，感受二種文類間的細微差異。  

另外，由於本校位在基隆暖暖，鄰近瑞芳、九份，煤礦業曾是本地盛極一時的產業，至今附近

還存有一座礦工醫院。因此，考量在地特色，陳列的〈礦村行〉以及楊渡所著的〈礦坑裡的黑靈魂〉，

可做為接地氣的衍伸閱讀教材。而官鴻志〈不孝兒英伸〉報導的對象為自師院輟學，涉入滅門血案

的 18 歲鄒族青年湯英伸，當年(1986 年) 本案震驚臺灣社會，並引發後續人權、原住民等各項議題

的討論，作者深度採訪及用心寫作，其筆觸動人，也是非常值得一讀的好作品。 

閱讀紀實文學，提供青少年一扇看向自我之外的現實之窗，而紀實文學的寫作，則提供他們嘗

試用自己的心、眼及筆，關注社會現實、時代變遷的機會。 

三、 教學對象 

本次教學對象以高二數理班為主。此數理班共有 23 人，男女比為 12：11。自高一起，即參與

我在學科中心的教案實驗課程，曾將〈孔乙己〉小說改編為讀劇活動，師生教學默契足夠，學生的

能力及配合度令人放心。但該班級學生在本校相對較在意成績，尤其數理科成績，課後補習的人數

也較多，能否掌握紀實文學的寫作要素，有時間進行實地觀察及採訪寫作，也讓人有些擔心。不過，

每一次教案設計與執行，就是一次實驗與冒險，就讓我們師生看看最後能走到哪裡？做出什麼成果？ 

四、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總表：素養導向對應表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 設計者 林玉如 

實施年級 十一年級 總節數   3   週，共 6 節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

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

現象中的議題，以拓展閱讀視

野與生命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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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素養 

／ 

具體 

內涵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 S-U-B1 運用國語文

表達自我的經驗、理念與

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

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

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商

的能力。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

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學習 

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

寓意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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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Ⅴ-4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

寫景物間接抒情。 

Be-Ⅴ-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

自傳、新聞稿、報導、評論、

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

訊，激發省思及批判媒體

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

變」／國 S-U-B2 善用科

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

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

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

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

題的能力。 

議題融入說明 

議題／ 

學習 

主題 

人權教育／人權的基本概念 

實質 

內涵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領域／公民 

教材來源 

一、翰林版課本及補充教材 

(一)高一 

1. 〈第一次叢林手術〉/宋睿祥 

2. 〈大愛非洲行——臺灣首位無國界醫師宋睿祥〉/郭麗娟 

3. 〈博奕陰影下的藍眼淚〉/劉克襄 

4. 〈解開馬祖藍眼淚之謎——夜光蟲〉/蔣國平、蔡昇芳 

(二)高二 

1. 〈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李雪莉、簡永達 

2. 〈長照食堂〉/郭強生 

3. 〈映照你我的鏡〉/朱天心 

4.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顧玉玲 

二、課外教材 

(一) 〈不孝兒英伸〉/官鴻志 

(二) 〈礦坑裡的黑靈魂〉/楊渡 

(三) 〈礦村行〉/陳列  

(四) 〈不在，不是不曾存在——走訪基隆碼頭工人文化遺留〉/林玉如 

三、參考書目 

(一) 《哈佛寫作課》/馬克‧克雷默、溫蒂‧考爾 

(二) 《報導文學讀本》/向陽、須文蔚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互動式螢幕、可上網電腦或筆電、學習單、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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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課程總目標） 

一、 認知：學生能認識及區分紀實文學的特色與元素。 

二、 技能：學生能掌握紀實文學的要素及寫作技巧，創作一篇紀實文學作品。 

三、 態度：學生能同理弱勢族群，關注社會議題。 

◆ 學習地圖 

◆ 課程架構 

授課週

(節)次 

第一週 

(第 1 節) 

第一週 

(第 2 節) 

第一週 

(第 3 節) 

第一週 

(第 4 節) 

第三週 

(第 5 節) 

第四週 

(第 6 節) 

課程 

主題 

紀實文學 

是什麼？ 

紀實文學的

構成要素？ 

紀實文學如

何感動人？ 

如何構思紀

實文學？ 

紀實文學的

寫作技巧？ 

文學發表 

座談會 

核心 

提問 

【概念性提

問】 

紀實文學與

一般散文、

新聞報導有

何差異？ 

【概念性提

問】 

分析〈映照

你我的鏡〉

與〈一點六

米寬的樓

梯〉中的主

客觀元素? 

【概念性提

問】 

紀實文學中

或隱或現的

情緒有何作

用？可以達

成什麼目

的？ 

【事實性提

問】 

1. 現今世界關

注的議題有

哪些？ 

2. 台灣教育關

【概念性提

問】 

1. 如何開

始紀實

文學寫

作？ 

2. 如何擬

定訪綱

及提醒

採訪時

的注意

事項? 

【概念性提

問】 

1. 如何整理

採訪筆

記？ 

2. 如何寫一

篇好文

章？ 

【辯論性提

問】 

紀實文學作

品，是否是能

讓讀者關懷社

會議題的有效

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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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議題有

哪些？ 

學習 

策略 

⚫文本閱讀

分析與比

較 

⚫四學策略 

⚫ 文本閱讀

分析與比

較 

⚫ 四學策略 

⚫ 文本閱讀

與分析 

⚫ 四學策略 

⚫ 觀摹學

習 

⚫ 實作練

習 

⚫ 教師導學 ⚫ 參與發表 

課程 

教材 

1.〈歐美白

領點出台灣

「歧視問

題」參加移

工遊行、呼

籲廢除私人

仲介〉 

2.〈長照食

堂〉 

3.〈映照你

我的鏡〉 

1. 〈映照你我

的鏡〉 

2. 〈一點六米

寬的樓梯〉 

1.〈廢墟裡的

少年〉 

2.聯合國

SDGS 

3.臺灣教育十

九議題 

4〈礦坑裡的

黑靈魂〉 

5.〈礦村行〉 

6.〈不在，不

是不曾存

在〉 

7.〈不孝兒英

伸〉 

1.《哈佛寫

作課》 

2. 黑嘉

嘉：沒有框

架的職業棋

士路〉

(2:27)｜親

子天下 

1.《哈佛寫

作課》 

2.評分規準 

1.同學紀實

文學作品 

教學 

活動 

1. 辨識紀實
文學 vs.

一般散文 

2. 辨識紀實
文學 vs.

新聞報導 

1. 紀實作品
中的客觀
vs.主觀要
素 

2. 文本分析 

1. 感受紀實
文學中文
字的情緒 

2. 思考文字
背後的情
緒帶來的
作用 

3. 何為議
題？如何
尋找議
題？ 

1. 構思我的
紀實文學
寫作計畫 

2. 如何擬定
訪綱及提
醒採訪注
意事項？ 

1. 如何整理
採訪筆記 

2. 如何寫出
一篇好文
章 

3. 認識評分
規準 

1. 優秀作品
發表 

2. 交流與討
論 

表現 

任務 

1. 掌握紀實
文學的特
色 

2. 完成學習
單——選
文中主、
客觀元素
的分辨 

1. 能掌握紀
實文學的
主客觀要
素 

2. 能分析紀
實文學作
品中的主
客觀元素
運用 

1. 能說出紀
實文學選
文中的主
客觀要素 

2. 能額外完
成閱讀一
篇延伸選
文 

1.如期完成

寫作計畫 

2.完成自己

紀實文學作

品的訪綱 

1.能如期完

成採訪 

2.能完成作

品初稿 

1.能扮演好

主持人/發表

與談者/觀眾 

2.與同學共

同完成文學

發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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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週教學大綱 

各週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各週主題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對應素養及議
題 

1 

紀實文學是
什麼？  

辨別紀實文學
的特色 

第一節 

1. 辨識紀實文學 vs.

一般散文 

2. 辨識紀實文學 vs.

新聞報導 

形成性評量： 

⚫ 學習單評量 

⚫ 口語表達 

⚫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 對應議題：
人權 

紀實文學的
構成要素？ 

辨析紀實文學
的寫作要素 

第二節 

1. 紀實作品中的客
觀 vs.主觀要素 

2. 文本分析 

形成性評量 

⚫ 學習單評量 

⚫ 口語表達 

紀實文學如
何感動人？ 

紀實文學承載
的情緒 

第三節 

1. 感受紀實文學中
文字的情緒 

2. 思考文字背後的
情緒帶來的作用 

3. 何謂議題？如何
尋找議題？ 

形成性評量： 

⚫ 學習單評量 

⚫ 口語表達 

如何構思紀
實文學？  

擬定寫作計畫
及訪綱 

第四節 

1. 構思我的紀實文
學寫作計畫 

2. 如何擬定訪綱及
提醒採訪注意事
項？ 

形成性評量 

⚫ 寫作計畫繳交 

⚫ 口語表達 

⚫ 對應素養：
A3「規劃執
行與創新應
變」 

⚫ 對應議題：
視學生的寫
作計畫而定 

2 
紀實文學的
寫作技巧？ 

從採訪筆記到
草稿再到好作
品 

第五節 

1. 如 何 整 理 採 訪 筆
記 

2. 如 何 寫 出 一 篇 好
文章 

3. 認識評分規準 

總結性評量 

⚫ 紀實作品繳交 

⚫ 對應素養：
B1「符號運
用與溝通表
達」 

⚫ 對應議題：
視學生的寫
作計畫而定 3 

文學發表 

座談會 

作品呈現與交
流 

第六節 

1. 優秀作品發表 

2. 交流與討論 

總結性評量 

⚫ 口語表達(發
表、提問、討
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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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週教案 

第   1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語文/高中國文 設計者 林玉如 

實施年級 十一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 20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

文本，探討文本如何

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

中的議題，以拓展閱

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

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

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學習

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

結構、寓意與評述。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人權教育／人權的基本概念 

實質內涵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文本如何反應文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

以拓展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公民與社會 

教材來源 

1. 〈長照食堂〉/郭強生 

2. 〈映照你我的鏡〉/朱天心 

3.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顧玉玲 

4. 〈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李雪莉、簡永達 

5. 〈不孝兒英伸〉/官鴻志 

6. 〈礦坑裡的黑靈魂〉/楊渡 

7. 〈礦村行〉/陳列  

8. 〈不在，不是不曾存在〉/林玉如 

9. 《哈佛寫作課》/馬克‧克雷默、溫蒂‧考爾 

10. 《報導文學讀本》/向陽、須文蔚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1. 由於學生為高二，對於高中學習生活已適應，高一時曾讀過自學選文：宋睿祥

〈第一次叢林手術〉、郭麗娟〈大愛非洲行——臺灣首位無國界醫師宋睿祥〉、

劉克襄〈博奕陰影下的藍眼淚〉及蔣國平、蔡昇芳〈解開馬祖藍眼淚之謎——

夜光蟲〉，一開始不見得了解紀實文學的定義，但對於紀實類作品並非全然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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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班為本校數理班，學生共有 23 人。該班導師會收手機，平時上課學生無

法隨時取用手機查詢資料。其中，四分之一的學生(5~6 位)學習態度認真，

能盡心盡力完成教師交代入業，且會主動詢問意見，另二分之一(約 10~12

人)會參考其他同學的答案，努力交出作業，餘四分之一(4~5 位)學生，語文

學習較跟不上，不易準時交作業，作業內容也容易答非所問。 

3. 因本次教案，要先閱讀選文，分析紀實文學的組成要素，再從生活中尋找一

個自己關心的主題，擬定寫作計畫，並查詢相關資料、進行訪查等，來完成

作品，學習及寫作過程的複雜度及難度都較具挑戰性。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可上網的電腦、互動式大電視、學習單、PPT 

學習目標 

一、知識：認識紀實文學及社會議題 

二、技能：掌握紀實文學寫作的要素 

三、態度：能關懷周遭的生活及議題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意事

項 

第一週／第一節 

一、導入活動 

(一) 紀實文學是什麼？ 

1. 教師導學： 

➢ 教師先在大電視分享〈歐美白領點出台灣「歧視問題」 參

加移工遊行、呼籲廢除私人仲介〉 

https://www.nownews.com/news/6319185 這則網路新聞。 

➢ 概念性提問：本篇是紀實文學嗎？ 

 

➢ 概念性提問：「紀實文學」與「一般散文」、「新聞報導」有

何差異？ 

 

10 分

鐘 

 

 

 

 

 

 

 

 

 

 

 

 

 

 

 

 

 

 

 

 

 

 

 

 

 

 

 

 

新聞報導快速瀏

覽即可，主要讓

同學感知其格式

及大略內容。 

 

 

 

 

 

 

 

 

此部分提問，著

重在刺激學生思

考紀實文學此一

文類，與其他文

類的不同，學生

的答案不要求一

定要精準。 

https://www.nownews.com/news/631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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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新聞報導 著重事件發生的時、地、人、事等即時訊息。 

一般散文 著重作者經歷的事件敘述、個人情感思想抒發。 

紀實文學 由作者所見所聞出發，關懷公共議題，並結合採

訪相關人、統計數據等客觀資訊。 

二、開展活動 

(一) 引導學生比較郭強生〈長照食堂〉，與朱天心〈映照你我的

鏡〉 

1. 自主學習：請學生閱讀〈長照食堂〉及〈映照你我的鏡〉，並

完成學習單 Q1-1 

2. 組內共學：學生完成學習單後，四人一組交流個人答案，並

統整出該組最完善的答案。 

➢ 事實性提問：二文在外籍移工的形象、僱主對移工的態度與

相處方式的異同？ 

 

 

 

 

 

 

 

 

 

 

 

 

 

 

 

 

 

 

 

 

 

 

 

 

20 分

鐘 

 

 

 

 

 

 

 

 

 

 

 

 

 

 

 

 

 

 

 

 

 

 

 

 

 

 

 

 

 

 

 

 

 

 

 

 

 

 

 

 

 

 

 

 

 

 

 

 

 

 

 

為恐學生在課堂

上無法在 10 分

鐘內完成，可先

將學習單印出或

放在 classroom，

請同學在課前先

完成本題，討論

時間會較充裕。 

 

 

教師可指定組別

分享答案，並由

其他組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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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性提問：比較二文，何者較偏向紀實文學？原因？ 

 

 

(二) 引導學生閱讀並比較朱天心〈映照你我的鏡〉與顧玉玲〈一

點六米寬的樓梯〉(搭配學習單 1-Q2-1) 

 

1. 概念性提問：比較三文，何者最接近紀實文學？說明原因？ 

 
 

三、 綜合活動 

(一) 教師導學：歸納紀實文學的要素有哪些？(搭配學習單 1-Q3) 

➢ 在前述討論的引導下，教師與學生一起建構出紀實文學構

成的主、客觀要素。 

 

 

 

 

 

 

 

 

 

 

 

 

 

 

 

 

 

 

 

 

 

 

 

 

 

 

 

 

 

 

 

 

 

10 分

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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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後作業說明：從朱天心〈映照你我的鏡〉或〈一點六米寬

的樓梯〉中的指定段落中，選取主、客觀描述的文句。(學

習單 1-Q4) 

 

 

 

 

 

 

 

 

 

 

 

 

 

 

 

5 分

鐘 

 

 

 

 

第一週／第二節 

一、導入活動 

(一) 紀實文學的構成要素 

1. 組內共學：同組同學互相交流並統整由〈映照你我的鏡〉及

〈一點六米寬的樓梯〉摘取的主、客觀敘述文句。 

2. 組間互學：各組指派一位同學分享該組答案 

 

二、 開展活動 

(一) 紀實文學作品中主客觀元素的分析運用 

 

 

10 分

鐘 

 

 

 

 

 

 

 

 

 

 

 

 

35 分

鐘 

 

 

教師留意主客觀

文句並無絶對標

準，若同學的判

定有理即可。 

 

時間若夠，可讓

各組都分享，時

間不足則抽點組

別分享。 

 

 

 

 

此課堂作業著重

在能掌握文章中

的主、客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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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學習：以紀實文學的主客觀要素(學習單 1-Q3)，分

別分析朱天心〈映照你我的鏡〉及顧玉玲〈一點六米寬

的樓梯〉，並填入學習單 2-Q5 

2. 組內共學：分組討論、統整，先二人一組，再併為四人

一組，統整出四人小組的最佳內容。 

3. 組間互學：各組上台分享。 

      

三、綜合活動 

(一) 自主學習／課後作業說明：以紀實文學要素分析李雪莉、

簡永達〈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

子們〉(補充教材選文，作業格式分派至 google classroom，

並附上該文電子檔。) 

(15 分

鐘) 

 

 

 

 

 

 

 

 

 

 

 

(10 分

鐘) 

 

 

(10 分

鐘) 

 

 

 

 

 

 

 

 

 

5 分鐘 

 

 

 

教師可鼓勵同學

每項要素至少先

擷取一、二句，並

鼓勵同學時間許

可下，可儘量多

寫。 

 

 

 

 

 

分享時，請同學

比較他組與本組

的差異，並勇於

提出不同看法或

補充。 

 

 

 

 

 

 

 

 

 

教師可提供該文

電子檔，以節省

學生打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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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三節 

一、導入活動 

➢ 組間互學：指定分享前次課後作業——〈廢墟少年〉一文的

紀實文學主客觀要素分析。 

二、開展活動 

(一) 文本閱讀與分組討論 

1. 自主學習：閱讀〈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

險家庭孩子們〉，畫出有感覺的段落或句子，並註記你的情

緒感受 

➢ 概念性提問：思考「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它讓你聯想到

什麼經驗？ 

2. 組內共學：四人一組，互相交流、討論。 

3. 組間互學：指派各組同學發表該的筆記、感受。 

➢ 概念性提問：紀實文學中的或隱或現的情緒有何作用？可以

達成什麼目的？ 

參考答案：觸動讀者內心的感性，使讀者產生共感，更願意

關懷作者提出的社會議題。 

(二) 如何開始紀實文學寫作？ 

1. 教師導學：尋找議題、採訪關鍵人物、有效呈現資訊 

 

 

10 分

鐘 

 

 

 

 

 

 

 

 

 

 

 

 

15 分

鐘 

 

 

 

 

 

 

 

 

 

 

 

 

 

 

 

 

 

 

 

 

 

 

 

 

 

 

 

 

 

 

 

 

 

 

本活動主要要讓

學生感受紀實文

學 能 夠 感 動 人

心，牽引讀者情

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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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議題→找對人問問題→將答案整理成有效資訊：借用雄

中張道琪老師的刊物編輯圖示 

➢ 找到議題後，紀實文學寫作流程： 

2. 教師導學：什麼是議題？ 

(1) 世界議題 SDGS： 

 

 

 

10 分

鐘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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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教育關注的十九議題：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導學：如何寫出紀實好作品——介紹《哈佛寫作課》

一書，並以書中提示寫作的四要點：說故事、好奇心、好點

子、去採訪，鼓舞同學跨出第一步。 

(二)自主學習／課後作業說明：指定選讀〈礦坑裡的黑靈魂〉、

〈礦村行〉、〈不在，不表示不曾存在〉、〈不孝兒英伸〉(電子檔

放 classroom)，再次感受紀實文學帶來的感動、震撼，並從

中觀摹寫作技巧。(搭配指定選讀學習單) 

 

 

 

 

 

 

 

 

 

 

 

 

 

 

 

 

 

5 分鐘 

 

 

 

 

 

 

 

 

 

 

 

 

 

 

 

 

 

 

 

 

 

 

 

 

 

 

 

 

 

 

 

 

 

 

 

 

 

 

 

 

課後作業，除於

classroom 提供文

章電子檔外，另

提供學習單電子

檔，讓同學邊閱

讀邊記錄全篇的

架構與大意，以

及觀察名篇佳作

如何運用紀實文

學 的 主 觀 客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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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四節  

一、導入活動 

(一) 組間分享：名篇指定選讀分享（內容、心得及寫作技巧）。 

二、 開展活動 

(一) 教師導讀：七步成篇——構思我的紀實文學作品（搭配學習

單 2） 

1. 第一步——從校園、社區生活中尋找題材、方向 

2. 第二步——思考你的故事想探討什麼議題 

3. 第三步——你的故事中會有什麼情緒？還是信仰？(恐懼？羞

愧？痛苦？愛？背叛？恨？) 

4. 第四步——蒐集客觀資訊(報章雜誌、網路新聞、碩博士論

文……) 

 

 

10 分

鐘 

 

10 分

鐘 

 

 

 

 

 

 

 

 

 

 

 

 

 

 

 

 

 

 

 

 

 

 

 

 

 

 

 

 

 

 

 

 

 

 

 

 

 

 

 

 

 

 

 

 

 

 

 

 

 

 

 

 

 

 

 

 

 

 

 

 

 

 

 

 

 

 

 



99 
 

5. 第五步——擬定寫作大綱(取材方向) 

6. 第六步——擬定採訪大綱(問題) 

7. 第七步——整理資料，著手寫作 

 

(二) 教師導學：如何擬定訪綱及提醒採訪時的注意事項： 

1. 採訪前： 

➢ 仔細調查研究你想探討的主(議)題 

➢ 設定可能受訪的核心人物，並聯繫時間。 

➢ 準備器材並確保能正常運作 

➢ 了解問題的形式與結構：開放與封閉式問題、主要

或接續性問題、中立或引導式問題。 

2. 採訪時：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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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摹採訪影片的提

問：〈黑嘉嘉：沒有框

架的職業棋士路〉

(2:27)｜親子天下避免

使用雙重否定。

https://youtu.be/eYSG51atL3Q?si=bsbXWzdPnfgw6acH 

➢ 提問要簡潔易懂、直切重點。 

➢ 一個接一個的短問題組合較佳。 

➢ 依據受訪者回答，適時追問(接續性問題)。 

➢ 記錄現場可見可觸可聞的事實(細節可提供產生想法和

感覺的資訊來源) 

(三) 實作練習——試寫訪綱 

➢ 自主學習：依自己的寫作主(議)題及受訪對象，試擬採訪

問題。 

➢ 組內共學：二人一組互相交流議題、採訪對象及訪問題

目 

➢ 組間分享：指定同學分享 

三、 綜合活動 

(一) 自主學習／說明課後作業：完成「構思我的紀實文學作品」

學習單 

(二) 教師導學：莫忘初衷——為何我們要寫紀實文學？ 

 

 

 

 

 

 

 

 

 

 

 

 

 

 

 

 

 

15 分

鐘 

 

 

 

 

 

 

5 分鐘 

 

 

 

 

 

 

 

 

黑嘉嘉受訪影片

的觀賞重點在：

提問簡潔易懂、

連續使用短問題

組合提問 

 

 

 

 

 

 

 

在試擬訪綱時，

可提醒同學留意

訪綱與文章架構

息息相關，可依

文章架構及預想

受訪的對象來擬

定訪綱。 

 

 

 

老師可以再次提

醒同學寫作的動

機及鼓舞寫作熱

情 

 

 

  

https://youtu.be/eYSG51atL3Q?si=bsbXWzdPnfgw6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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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語文/高中國文 設計者 林玉如 

十一年級 總節數 共  １  節，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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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國 S-U-B1 運用國語文表達自我的經驗、

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

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協

商的能力。 
學習內容 

Bb- Ⅴ -4 藉 由 敘 述 事

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

情。 

Be- Ⅴ -1 在 生 活 應 用

方面，以自傳、新聞稿、

報導、評論、等格 

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議題／ 

學習主題 
視學生的寫作計畫而定 

實質內涵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所融入之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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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結 
社會／公民與社會 

教材來源 
1. 《哈佛寫作課》/馬克‧克雷默、溫蒂‧考爾 

2. 《報導文學讀本》/向陽、須文蔚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經過一週 4 節課有關紀實文學文類、構成要素、如何擬定寫作計畫與訪綱等課程，

並閱讀、觀摹了多篇名家作品，學生應已能掌握紀實文學的寫作特色及要素。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可上網的電腦、互動式大電視、學習單、PPT 

學習目標 

一、知識：認識整理採訪筆記的 9 個要點，及寫出好文章的 8 個技巧 

二、技能：能將採訪筆記，轉成完整草稿，並寫出一篇動人的好文章 

三、態度：能更關心周遭的人事物與社會議題，並具有敏銳的覺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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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

意事項 

第二週／第五節 

一、導入活動 

➢ 組間互學：指定同學分享「構思我的紀實文學作品」寫作計

畫及採訪訪綱(題目) 

二、開展活動 

(一) 如何整理採訪筆記？——從現場筆記到完整草稿 

➢ 教師導學：由教師以 PPT 介紹採訪後，如何將現場筆記

轉換成草稿： 

1. 若有多份採訪筆記，為其編製索引。 

2. 將採訪筆記打成電子檔，並反覆閱讀，從中找到最有趣的

部分，找到一種故事的整體感。 

3. 思考作品想讓人讀起來有什麼感受？ 

4. 把筆記中可能有文學性創意的點子都收集起來 

5. 為複雜或沒有明顯敘事線的故事，編製事件時間(年)表 

6. 寫初稿時，把所有可能的想法都寫進去，並用最快速度成

初稿。 

7. 初稿完成後，要不斷改寫。（最後 10%的改寫工作，決定

平庸與出色之差別） 

8. 找人給你的初稿意見。 

 

 

10 分鐘 

 

 

10 分鐘 

 

 

 

 

 

 

 

 

 

 

 

 

 

 

 

 

 

 

 

 

 

 

 

 

 

 

 

 

 

 

 

 

 

「開展活

動」部分的

二個活動，

皆為教師導

學，為寫作

前提點，為

免同學尚無

寫作經驗，

教學速度不

宜太慢，概

念帶過即

可，建議把

授課內容，

放在

classroom

的訊息串，

供同學開始

動筆寫作

時，可隨時

檢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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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遵循寫作計劃，嚴肅對待截稿日期。 

(二) 如何寫一篇好文章？ 

教師導學：由教師以 PPT 介紹紀實文學的寫作技巧： 

1. 描寫人物性格：選擇與故事有關的角色面向 

2. 細心詮釋細節：只寫能解釋動機的細節 

3. 用事件呈現人物性格：讓讀者透過故事探索，表現人物的

複雜性 

4. 重建故事場景：場景的四個關鍵元素(細節精確、描寫氣

氛、對話、情緒) 

5. 布局故事線：先研究自然順序→沿一條清楚、簡單的

線採訪與寫作→放大小事件→開場有力，堆疊高潮

→做好準備(埋伏筆)→慢下來(在紙上留下更多空間、

多分段、找出場景內自然的停頓)→學習製造高潮 

6. 找到重點：備二本筆記本 

(1) 重讀所有材料→列出所有可能的主題→縮小範圍(10

個可行方向)→選定 2-3 個主題 

(2) 列出所有想寫進故事中的事實、細節、引述句和場景 

(3) 閉上眼冥想，等待腦海中浮現最有張力的場景，以此

為開場。 

(4) 反覆冥想若無場景浮現，則想一些能概括事情本質的

有力的句子，做為開場。 

7. 抓住故事的情感核心 

8. 找到自己的文字風格 

(1) 忠於自我以渾然天成：問自己(我是誰？我為什麼要

寫作？這聽起來像真的嗎？我會這樣說話嗎？)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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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配速度與遣詞用字：長、短句運用、遣詞用字(比

喻)要擴大到更大的概念或主題、採取你故事角色的

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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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 教師導學：說明作品評分規準 

1. 成績分為 6 等第：A+、A、B+、B、C+、C、0 分 

等第 

評分 

要項 

主客觀要素 主(議)題 觀點 文辭 情意 

A+ 
兼具主客觀要素，取材

豐富、場景刻劃細膩 

主(議)題

明確 

觀點

獨特 

文辭流暢

優美 

情感

動人 

A 
兼具主客觀要素，取材

多元、場景刻劃具體 

主(議)題

清晰 

觀點

明確 

文辭流暢 情感

真摯 

B+ 

兼用紀實文學主客觀要

素，取材不至單一、場

景描寫平實 

主(議)題

尚清楚 

觀點

尚清

楚 

文辭通順 情感

平實 

B 

能運用紀實文學主客觀

其中一方之要素，取材

較單一、場景意象較簡

略 

主(議)題 

尚能掌握 

觀點

不夠

明確 

文辭尚可 情感 

尚稱

適當 

C+ 

能運用紀實文學主客觀

一方要素但不夠充足，

場景描述空泛 

主(議)題

不明確 

觀點 

模糊 

組織鬆

散、文辭

不流暢 

情感

不當 

C 

完全偏離紀實文學寫作

的要素，欠缺場景敘寫 

主(議)題

欠缺 

欠缺

觀點 

文辭表達

不通順 

欠缺

情感

抒發 

0 缺   交 

➢ 說明作品發表座談會舉辧方式(角色：主持人 1 人、發表人 3-4

人、觀眾)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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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表 

語文/高中國文 設計者 林玉如 

十一年級 總節數 共  1  節， 5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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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

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發省思

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學習內容 

Ad-Ⅴ-1 篇章的主旨、

結構、寓意與評述。 

議題／ 

學習主題 
人權教育／人權的基本概念 

實質內涵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所融入之學

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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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聯

結 

社會／公民與社會 

教材來源 1. 學生作品 

學生學習 

背景分析 

1. 因本次教案，要先閱讀選文，分析紀實文學的組成要素，再從生活中尋找一個

自己關心的主題，擬定寫作計畫，並查詢相關資料、進行訪查等，來完成作品，

學習及寫作過程的複雜度及難度都較具挑戰性。 

教學設備／ 

教學資源 
1.可上網的電腦、互動式大電視、學習單、PPT 

學習目標 

一、知識：能知道文學座談會的方式、流程與意義 

二、技能：能稱職扮演文學座談會分配的角色工作 

三、態度：能積極聆聽發表人的內容，並提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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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師指導注

意事項 

第三週(視教師預定學生作品繳交後一週)／第六節   

一、 導入活動 

➢ 場地布置 

 

➢ 說明作品發表座談會的進行方式(如「二、開展活動」所列) 

二、 開展活動 

由主持人開場，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 作品發表：發表人每人 4-5 分鐘(擇選優秀作品，計 3~4 人)，

分享自己的紀實寫作的主題、寫作計畫及成果。 

(二) 提問與交流：針對發表人的內容、寫作動機、手法等提問或

聽後心得分享 

三、 綜合活動： 

(一)活動回饋： 

 

 

10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本活動辦理

前，學生須

完成作品繳

交，並由老

師先挑選出

3~4 份優秀

作品，邀請

入選同學，

準備發表工

作(如何尋

找議題、如

何查蒐研究

資料、進行

採訪…..)，

並事先將入

選作品放置

classroom

訊息串，請

其他同學事

先閱讀後準

備 1 個想詢

問入選作者

的問題(直

接在訊息串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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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作品發表會活動回饋 

➢ 辯論性問題：紀實文學作品，是否是能讓讀者關懷社會議

題的有效媒介？(先放 classrrom 訊息串，請同學回答) 

參考答案：是。紀實文學運用主、客觀要素，帶給知性(理性)

與感性的閱讀效果，以客觀要手讓讀者知道該議題

的現況、規模、並達到作者想要讀者關注某議題的

目的。 

否。現今社會影像的傳播比起文字更加快迅，若想

讓社會大眾懷社會議題，不如使用影音等媒介，

如：youtube、紀錄片、社群軟體等。 

 

 

5 分鐘 

 

 

課後延伸閱讀（以學生的閱讀需求為準） 

1. 《哈佛寫作課》/馬克‧克雷默、溫蒂‧考爾 

2. 《報導文學讀本》/向陽、須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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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單評量暨評分說明 

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1 

※評分說明：以書寫用心度及答案的完整度，分為五等第：A+、A、B+、

B、C 

等第 A+ A B+ B C 

評分

要項 

內容完善 

書寫用心 

內容幾近

完善，偶

有錯別字 

內容大致

完整 

內容近七

成完整 

內容多所

缺漏 

 

 

 

 

 

 

 

 

 

 

※評量目的說明： 

Q1-1 旨在評量學生能否

掌握已學過的〈長照食

堂〉與本單元〈映照你我

的鏡〉二文內容、議題及

傳達出的情感之差異？ 

 

Q1-2 由 Q1-1 之分析，

引導學生感受、思考紀

實 文 學 此 一 文 類 的 特

性。 

Q2-1 承前二題後，再加

入 〈 一 點 六 米 寬 的 樓

梯〉，進一步感受、比較

思考紀實文學的特性。 

Q3 分析、歸納、統整，

引導學生認識紀實文學

的要素。 

 

 

Q4 承 Q3，評量學生能

否從本單元文本〈映照

你我的鏡〉分辨並找出

主 觀 與 客 觀 描 述 的 文

句，以檢視學生對主、客

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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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 

※評分說明： 

以書寫用心度及答案的完整度，分為五等第：A+、A、B+、B、C 

等第 A+ A B+ B C 

評分

要項 

內容完善 

書寫用心 

內容幾近

完善，偶

有錯別字 

內容大致

完整 

內容近七

成完整 

內容多所

缺漏 

 

 

 

 

 

 

 

 

 

※評量目的說明： 

 

Q5 評量學生在課堂上，

能否運用紀實文學的主

客觀要素(主(議)題、傳

達情緒、取材內容、引用

統計數據、採訪對話及

現場觀察(場景描述))，

來分析〈映照你我的鏡〉

與〈一點六米寬的樓梯〉 

 

 

 

 

 

 

 

 

 

 

 

 

Q6 評量學生能否將課

堂習得的以主客觀要素

分析文本的策略，在沒

有老師在旁指導的情形

下運用在分析新的文本

〈廢墟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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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3：(classroom 雲端作業) 

※評分說明： 

以書寫用心度及答案的完整度，分為五等第：A+、A、B+、B、C 

等第 A+ A B+ B C 

評分

要項 

內容完善 

書寫用心 

內容幾近

完善，偶

有錯別字 

內容大致

完整 

內容近七

成完整 

內容多所

缺漏 

 

 

 

 

 

 

 

 

 

※評量目的說明： 

本作業旨在讓學生在課

後，再次運用紀實文學

的主客觀要素自主練習

分析文本〈廢墟裡的少

年〉，使學生充分掌握不

同作家在寫作中如何運

用紀實文學的主客觀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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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4 

※評分說明： 

以書寫用心度及規劃的可執行度，分為五等第：A+、A、B+、B、C 

等第 A+ A B+ B C 

評分

要項 

內容完善 

規劃縝密

具體可行 

內容完

整，執行

規劃具體 

內容大致

完整，執

行規劃較

不具體 

內容近七

成完整，

執行規劃

較粗略 

內容多所

缺漏，執

行規劃粗

略不可行 
 

 

 

 

 

 

 

 

 

※評量目的說明 

 

Q1 評量學生上課是否

專心度。 

 

Q2 評量學生完成寫作

的前置思考、規劃與蒐

尋資料能力 

 

 

 

 

 

 

 

 

 

 

 

 

 

 

 

 

 

Q3：評量學生擬定採訪

題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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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紙筆評量——創作一篇紀實文學 

※評分說明： 

以作品的內容、主題及表述手法，分為五等第：A+、A、B+、B、C。 

等第 

評分 

要項 

主客觀要素 主(議)題 觀點 文辭 情意 

A+ 
兼具主客觀要素，取材

豐富、場景刻劃細膩 

主(議)題

明確 

觀點

獨特 

文辭流暢

優美 

情感

動人 

A 
兼具主客觀要素，取材

多元、場景刻劃具體 

主(議)題

清晰 

觀點

明確 

文辭流暢 情感

真摯 

B+ 

兼用紀實文學主客觀要

素，取材不至單一、場

景描寫平實 

主(議)題

尚清楚 

觀點

尚清

楚 

文辭通順 情感

平實 

B 

能運用紀實文學主客觀

其中一方之要素，取材

較單一、場景意象較簡

略 

主(議)題 

尚能掌握 

觀點

不夠

明確 

文辭尚可 情感 

尚稱

適當 

C+ 

能運用紀實文學主客觀

一方要素但不夠充足，

場景描述空泛 

主(議)題

不明確 

觀點 

模糊 

組織鬆

散、文辭

不流暢 

情感

不當 

C 

完全偏離紀實文學寫作

的要素，欠缺場景敘寫 

主(議)題

欠缺 

欠缺

觀點 

文辭表達

不通順 

欠缺

情感

抒發 

0 缺   交 

 

 

 

 

 

 

 

 

 

 

 

 

 

 

 

 

 

 

 

 

 

 

 

 

 

 

 

※評量目的說明： 

掌握紀實文學的寫作要

素（主觀、客觀敘述），

蒐集適切材料，並組織

成一篇動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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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案執行成果(四學模式) 

 

教師導學 

4.1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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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1／等第 A+示例                (蔡○姍) A+示例 

 

評語： 

 

Q1-1 具體詳實表述〈長

照食堂〉與〈映照你我的

鏡〉二文的差異； 

 

 

 

 

Q1-2~Q2-1 能在勾選的

答案註記原因； 

 

 

 

 

Q3 能將上課內容詳實紀

錄； 

 

 

Q4 能正確分辨主客觀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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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1／等第 A 示例              (邱○方) 

 

A 示例 

 

評語： 

部分內容的表述不夠精

準，但書寫認真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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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1／等第 B+示例             (張○辰) 

 

B+示例 

 

評語： 

內容大致正確但表述不

夠具體或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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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1／等第 B 示例                 (郭○妤) 等第Ｂ  示例 

 

評語： 

作業有缺漏，且內容不

夠精準，但書寫仍算用

心 

 

  



119 
 

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等第 A+示例              (林○宇) 

 

A+示例 

 

 

 

評語： 

用心書寫，且內容完善，

表述清楚有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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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等第 A 示例                (杜○儀) 

 

A 示例 

 

評語： 

內容大致正確，但不夠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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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等第 B+示例               (詹○宇) B+示例 

 

評語： 

內容大致正確，少數內

容有誤 

 

  



122 
 

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等第 B 示例                (黃○珊) 

 

B 示例 

 

評語： 

摘述的內容不夠具體，

或無法切中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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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2／等第 C 示例                 (蔡○諺) C 示例 

 

評語： 

學習單內容缺漏太多，

又未積極尋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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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4／等第 A 示例               (許○葳) 

 

 

 

A 示例 

 

評語： 

能從生活尋找適合的題

材，訪綱也提出足以完

成全篇架構的提問，初

具議題意識，但尚未完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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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4／等第 B+示例                 (張○毓) 

 

B+示例 

 

評語： 

能從生活觀察問題，並

提出紀實文學創作的構

思計畫，且提出大略的

訪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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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紙筆評量：學習單 4／等第 B 示例               (魏○德) B 

 

評語： 

議題過於龐大或對焦不

足，可能無法在時限內

完成；訪綱的提問無法

彰顯所要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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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總結性紙筆評量(紀實文學作品) 

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A+示例        

 

4小時後的黎明--台灣學生睡眠不足問題 

504 19 許○葳 

11月的初冬清晨 5 點 30分，天空深邃遙遠，黛黑一片，

空中不見一絲曙色，而空氣安靜的像整個城鎮都還在安穩的熟

睡著，最先劃破天空的，是白尾八哥「嘎--嘎--」的淒厲叫

聲，緊接而來的是麻雀嘰嘰喳喳的鼓譟伴奏，再來是蔬果店鐵

捲門、卡車行駛而過，轟隆做響，而小文一天，就在這漆黑躁

動的早晨中展開。 

經過一番心理折騰以及房間內外各一個鬧鐘的大肆喧鬧，

好不容易起床的小文在簡單梳洗後，第一件事情便是拿出櫥櫃

抽屜的咖啡粉包，掛在杯子上，點開飲水機熱水開始沖泡，泡

好咖啡，從客廳桌上抓起一塊麵包，走到書桌前，吃個沒幾口

就開始一邊啃著麵包一邊寫起昨天沒寫完的數學題。安靜的早

晨時光飛快流淌，很快地，來到了早上 7 點鐘，是時候去學校

了，於是趕緊把文具、書本塞進書包，匆匆將有提神效果的 B

群配水吞下肚，穿上鞋子，便離開了家門。 

經過 10 小時的漫長學校時光，小文於晚上 6點左右再度回

到家中，當然，懶散的冬陽早就下山了，洗完澡後，便打開

Google行事曆，開始著手規劃接下來的時間，「洗完澡後將近

7點，扣掉吃飯、休息、外加一些雜事，能用的時間其實只有

三小時左右，這還是我得凌晨 1點睡的情況下......」小文這

麼跟我說。吃完晚餐，再度打開書本開始邊寫作業邊念書，告

一段落時差不多是晚上 10點多，然而，離睡覺時間還差得

遠，除了主科課業，還有多元選修課程的專案得做，需要想計

劃、查資料、製作文件等，忙著忙著，來到凌晨 12點，理論

上差不多可以睡了，但小文喜歡畫畫，而畫畫必須每天畫一點

才會進步，於是，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又得犧牲一小時睡眠

時間，等踏進房間時，已經超過凌晨 1點，離隔天起床時間只

剩下--4 小時。以上就是台灣某高中二年級學生--小文的一天

日常。 

美國睡眠學會建議，13歲至 18歲之間的青少年，每天睡

眠時間應為 8至 10 小時之間。但根據兒福聯盟調查發現，台

灣國高中職生平均在晚上 11 點 15分入睡，於翌日早上 6 點 12

分起床，平均每天睡眠時數為 6.9小時，而且年紀越大睡得越

少，高中職生比國中生平均少睡接近一小時(0.8小

時)(t=13.16, p<0.001)。此外，本調查也發現近八成(78%)台

評語： 

本篇是所有學生中，最

能掌握紀實文學要素，

並運用得宜的一篇。 

 

 

從寫景切入，以摹寫技

法描述場景，並配合故

事中人物的心情，營造

氛圍。 

 

故事有一主要人物做為

報導對象的代表，並以

其一天生活開始，帶讀

者一探高中生的生活與

學習處境。 

  

 

 

 

 

 

 

 

 

 

 

 

 

 

 

接著，以客觀數據(美國

睡眠學會建議的時間、

臺灣兒福聯盟調查的高

中職生睡眠時間，凸顯

臺灣高中職生睡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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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學生平均每天睡眠時數少於 8小時，其中高中職生更接近九

成(88.9%)每天睡眠時間少於 8小時。(資料來源 : 兒福聯盟--台灣學

生睡眠及使用提神飲料調查報告，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381) 

  由此可知，台灣國中以上學生因為課業、補習、個人精神

狀況等因素，幾乎根本沒有人的睡眠時間能達到美國睡眠學會

所建議的--8小時門檻，  然而，小文這個例子還是在完全沒有

補習的情況，在現在這個「聯考必勝，升學必成」的風氣下，

多數學生在經過從早上 8點到下午 5 點的九小時的義務上學

後，下課後還會去額外的補習班繼續上課，大多數人結束補習

回到家都已經是晚上 9、10點，回到家還要立刻洗澡、寫作

業，忙完這些早就已經到了三更半夜，根本沒有時間做自己想

做的事，更令人洩氣的事，不到六小時的隔天，身體根本還沒

睡夠，他們又得再度出門，拖著疲憊的身體再度重複機械式的

一天。 

 那究竟又是甚麼造成青少年必須這樣每天剝奪睡眠，還總

是覺得時間不夠用呢?其實不外乎就是為了處理課業、念書、

升學，另外還有一大部分原因是--高達 9~10小時的上學時

長，讓學生體感待在學校的時間比家裡多得多，其實比較其他

國家的學生上課時數，可以發現台灣學生的上課時數明顯高出

各國。2全球上課時數最少的國家是阿根廷，僅需上 4小時，

而台灣學生則平均要花 9.5小時在學習。進一步比較分析，可

以看出，在升學主義盛行的亞洲國家，像是南韓、中國等的上

課時數都偏長，大部分的學生都跟台灣學生一樣，正規課放學

後，就會趕著去補習班。多數亞洲國家的學生多需要花很多時

間上課讀書。 

( 2 資料來源 : http://shuj.shu.edu.tw/blog/2017/11/01/上課時間多不多?

各方看法大不同/ ) 

:  

的問題。 

 

 

 

 

 

 

 

 

 

 

 

 

 

 

進而探討造成臺灣高中

職生睡眠不足的原因，

以及它造成的身心健康

問題。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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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中國、台灣等升學導向國家遠高於其他國家(圖片來源 : 同 2 )  

這些升學主義盛行國家為了讓學生競爭力，大幅加長上學

時長，希望學生學到的知識能夠與上學時長成正比，並相信

「學得越多，越有前途」，然而，睡眠不足不只會造成白天精

神不濟、上課打瞌睡，更會影響其情緒，產生焦慮、煩燥、緊

張，導致孤癖、少言寡語、自我封閉、幻覺、幻聽，甚至有叛

逆行為等反常表現。3青少年正處於身心發展的階段，睡眠的

前半段 (晚上 10 點至凌晨 1 點) 屬於深睡期睡眠，是身體

內釋放出生長激素最高的時段，生長激素是身體成長必需的激

素，如果長期延遲上床睡眠時間，會造成生長激素、褪黑激素

與泌乳激素等神經傳遞激素失衡，青少年的生長會受到嚴重阻

礙與傷害。 

(3 資料來源 :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是誰剝奪了青少年的睡眠，

https://www.labmed.org.tw/UpFiles/magazineA/PDF/7) 

既然如此，過長上學時間不僅對學生造成的睡眠剝奪，更

會嚴重影響學生學習狀況，甚至影響身體健康，不但無法達成

原本的目的，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那麼，高達 9.5小時的上

課時間，真的是學生所需要的嗎? 這點值得我們深思。 

 

 

 

 

 

 

 

 

 

 

 

 

 

最後提出對現有上學時

長的反思。 

 

◎後續指導策略： 

1.肯定學生用心寫作。 

2.取得學生同意，提供同

學觀摹。 

https://www.labmed.org.tw/UpFiles/magazineA/PD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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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A 示例   

 

人心比法規更能讓斑馬線有存在的意義— 

台灣的行人地獄 

暖暖高中 504 洪○旋 

每每在路上都能看見多條相互平行的白實線，因似斑馬身

上的線條，所以被人們稱它為斑馬線。隨處可見的斑馬線由來是

甚麼？而斑馬線的存在又是為了什麼？什麼才能讓斑馬線的存在

更有意義呢？ 

斑馬線源於古羅馬時

代的跳石。早在古羅馬時

期的龐貝城的一些街道

上，馬車與行人交叉行

駛，經常使市內交通堵

塞，還不斷發生事故。為

此，人們便將人行道與馬

車道分開，並把人行道加

高，還在靠近馬路口的地

方砌起一塊塊凸出路面的

石頭－跳石，作為指示行

人過街的標誌。行人可以踩著這些跳石，慢慢穿過馬路。馬車運

行時，跳石剛好在馬車的兩個輪子中間。20世紀 50年代初期，

英國人在街道上設計出了一種橫格狀的人行橫道線。 

由斑馬線的由來可知，斑馬線的存在是為了引導行人能安

全地過馬路，而為了更加落實斑馬線的意義，相關法令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44、48條及道安規則第 103條已明文規定車輛

於行近行人穿越道或轉彎時，均應暫停禮讓行人優先通行。 

筆者學校下面有一條斑馬線，綠燈時間只有 22秒，但行人

綠燈時，路口另一條岔路的綠燈卻是同步，所以每當同學們要過

馬路時，岔路衝出來的車也很多，行人禮讓車輛後，導致過馬路

時綠燈時間僅剩 3秒，若是人車爭道，就怕車子會差點撞上人，

險象環生。筆者也常常看到行人被車撞死的新聞，曾看到一篇新

聞上寫台灣每年大約有 3000 人死於交通事故，其中包含 400 位

行人，根據警政署資料顯示，8成行人都不是事故第一當事人，

他們只是走在馬路或斑馬線上就意外遭車輛撞死。如果法規都無

法減少行人遭車輛撞死，那還有什麼是能讓斑馬線更有存在意義

的呢？ 

筆者的媽媽常常帶她去日本，有一次站在巷子口沒紅綠燈

的斑馬線旁正準備要過馬路時，有一輛車看見筆者便停下來禮讓

Ａ示例 

 

 

 

評語： 

 

 

本文先援引資料說明斑

馬線的歷史由來，相當

引人注目。 

 

 

 

 

 

 

 

 

 

 

 

 

 

 

 

 

 

接著提及學校下方的斑

馬線號誌過短，自己曾

差點出車禍的經驗及新

聞報導的路人走在斑馬

線卻慘遭意外的數據，

凸出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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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先行，後來過完馬路後回頭，便看見他因為又看到一群人在

馬路旁，他雖不確定他們要不要過，卻還是停著沒動，直到確定

那群人沒有要過才開車離開。除了這次以外幾乎在日本過馬路

時，車輛都會主動禮讓行人。台灣也是有會禮讓行人的車，但和

日本相比之下卻是少之又少。 

斑馬線的意義是希望人們能安全的通過馬路，而優先禮讓

行人的法規除了是要保障行人權益外，更是為了守護行人安全。

但有些人仗著自己是行人卻恣意妄為，故意在斑馬線上聊天阻礙

汽車通行等。台灣的馬路是行人地獄，筆者認為人的素質是許多

車禍發生的原因，除了開車優先禮讓行人以外，被禮讓的行人也

該有良好的素質，像是當筆者遇見禮讓她的車她不僅都會點頭致

意且會加快腳步。筆者有在網路上看到過一個影片，是一個人停

車讓一個學生先過，而那個學生在過的時候對車的司機比愛心，

看到這裡令人覺得特別暖心，不管是停車禮讓的人，還是被禮讓

的學生暖心的動作，筆者覺得世界就該如此，互相禮讓，互相釋

出善意，所以讓斑馬線更有存在意義的不是法規，而是人心。 

有一句話是馬路如虎口，但筆者覺得是否讓這虎口的出現

也是人們可以自己去選擇的，禮讓與否就在人們的一念之間，而

台灣設立更嚴格的斑馬線法規，還是一樣會發生很多汽車不禮讓

行人的案例。如果開車的人能多一點禮讓行人，行人也恪守走斑

馬線的規定，那這樣一定可以減少更多的交通事故，但是若是人

人開車都不願意禮讓行人，那斑馬線的存在也只是一個裝飾，而

台灣也一直會是行人地獄，會有更多無辜的人傷亡在讓人便利的

汽車身上。 

 

並以日本旅遊經驗做為

二地的比較，探究臺灣

駕駛未落實禮讓行人的

文 化 是 造 成 問 題 的 主

因。 

 

 

進而呼籲駕駛和行人互

相尊重，「讓斑馬線更有

存在意義的不是法規，

而是人心」。 

 

 

 

 

表述方法上，作者原以

「我」第一人稱敘述，

有些段落的敘述文句也

較不精煉，文章後半

段，也偏向直接評論，

建議她以「筆者」代

替，拉開距離，多以敘

事、描寫代替直接評

論，把評論則留給讀者

心中的那把尺。 

 

◎後續指導策略： 

1.肯定學生用心寫作，

給予建議。 

2.取得學生同意，提供

同學觀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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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B+示例   (林○旻) 

 

 

 

 

 

 

Ｂ+示例 

評語： 

 

 

 

先以校園寫景切入 

 

 

 

引用數據說明台灣學生

感受的壓力程度、壓力

來 源 以 及 補 習 人 數 比

率、時間，造成臺灣學生

憂鬱程度高，且極少尋

求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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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本文推論學生之

所以承受如此多壓力的

主因，來自於害怕失敗，

並引用 PISA 調查統計

數據證明台灣學生較其

他國家更害怕失敗，其

中女生較男生更害怕失

敗。 

 

 

 

 

 

 

 

 

 

 

 

 

 

作者探究原因出在台灣

父 母 較 少 給 予 孩 子 支

持，並採訪身邊友人證

實其推論。 

 

 

 

 

 

最後在文末提出應加強

情緒教育，使學生覺察

自己的情緒狀態，父母

也應正向鼓勵與協助孩

子，並留意性別刻板印

象造成對女孩發展的限

制。並引用兒盟調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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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建議學校加強輔導室

功能，以協助學生有情

緒抒發管道。 

 

 

 

最 後 引 用 愛 因 斯 坦 的

話，期許社會以鼓勵孩

子成為有價值的人，代

替成為成功的人作結。 

 

 

本文大量引用調查報告

或統計數據，此點頗符

合紀實文學客觀要素。

但也由於如此，在文學

性方面較缺乏，使一般

讀者在閱讀上，彷如讀

一篇小論文，較缺乏情

感的共鳴，較為可惜。 

 

 

◎後續指導策略： 

1.私下找同學釐清問題 

2.做成案例，提醒其他同

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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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B 示例      (邱○方) 

吃與不吃在一念之間，但那一念之間將影響你一生 

在一個如冰庫般的日子，我和同學一如既往的擦著正穿著身

穿許多數學符號與數字的黑板，有時它身上穿著許多文言文，有

時換了不同風格身穿英文字母。我們正替它換下身上的衣服，突

然聽見不遠處傳來同學們討論今晚要吃什麼的聲音，他們的聲音

把我深深的吸引到了食物的夢境，想著那些媽媽做的美味佳餚，

我忍不住現在就狼吞虎嚥一番，突然想到不知道有甚麼佳餚正等

著同學們回家呢？於是我問了問同學，不知他們家平時都是在吃

甚麼晚餐呢？沒想到同學的回答居然是「我們家幾乎都是點外

賣。」我愣了一下，這說沒有辦法想像的，對於每天回家總是有

媽咪與奶奶共同製作的美味佳餚的我，一年吃外賣的次數可是十

根手指頭搓搓有餘。於是我又問了其他的同學，有一部分的同學

都是吃外賣居多，加上最近我常常看到有關於進而健康的新聞，

我的好奇心就去說去查詢「吃外賣與家中自己煮的對於健康的影

響，到底是吃外賣還是自己煮飯比較健康呢？」 

 

再查詢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不同的說法，有一派說吃外

賣危害健康，「食材在生長過程中使用農藥，再透過工業化大量

生產，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採用人工添加劑與防腐劑的（超

級）加工食品」，也有另一派說自己煮並不一定比較健康，「62

歲的謝太太，數十年來堅持自己開伙，並認為「吃家裡自己煮的

更健康。」然而近期健康檢查時。她發現受到原本的高血壓若控

制不佳影響，有高度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於是，我說查了一

些文章以及資料，發現其實真正影響的其實是調味料的使用以及

食物的新鮮度。一個正常的成人一天只能攝取 2400 毫克的鈉，

一旦攝取太多將會易有高血壓，而高血壓又易造成中風，而民國

98年，因高血壓以及中風的死亡人數近高達 9.9%。國內 19～30

歲男、女性民眾每日鈉總攝取量為 4599 毫克，這比一般成年人

所攝取的量高達了 1.9倍。又加上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方便，吃外

食的比例大大提升，這將會使許多人的身體健康從綠燈慢慢變成

黃燈，而最終將變成紅燈。 

 

在知道這個可怕的事實後，我才知道我們應該要好好控制食

用鈉的量，而且根據資料顯示，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依據行

政院衛生署邱文達署長指出，「不論是一般人或是高血壓患者，

若能減少鹽的攝取量，就能降低血壓，特別是高血壓患者，每日

鹽分攝取若能降低至 6公克以內，則血壓平均可下降 2~8 

mmHg」(而這對高血壓患者來說，這樣就可以減少吃一顆降血壓

的藥了)。 

評語： 

本文確有想要探討傳達

關心的議題：外食的健

康問題。 

 

寫作者是平時非常努力

做筆記學習的循規蹈

矩、內向型的學生。 

 

目前她在掌握及運用紀

實文學寫作要素上，仍

不太熟練，寫作的立場

仍侷限在抒發個人的觀

點與想法上，還沒有面

對眾人，公開討論公共

議題的準備。 

 

可以採行的指導策略： 

1.一對一再帶她一一檢

視其文章中紀實文學寫

作的要素。 

2.針對其欠缺的部分(如

行文的對象、問題意

識、說故事的方法……)

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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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何降低鈉的攝取呢?大部份的資料都表示，當正在煮飯

時，儘量減少調味料添加太多，如吃牛排時不要添加或添加少許

的胡椒，吃火鍋時以清水來代替火煱的湯頭。這些看似小小的舉

動，能幫助你減少鈉的吸收，讓你遠離健康亮紅燈的那一天。 

 

在看完許多研究與資料後，我決定回家要與家人分享多食鈉

對身體的危害，從今天開始試著嘗試減少鈉的食用，雖然可能會

有點不習慣，但為了健康著想，我還是要克服我的慾望。 

 

 

 

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B 示例     (魏○德) 

 

《街頭的呼喚：基隆探索》 

導言： 

在忙碌的基隆市市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條街道都蘊藏

著無數的秘密。這是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城市，吸引著來自世

界各地的人們。我帶著筆和相機，踏上了對這個城市的探索之

旅，試圖捕捉那些隱藏在城市角落的真實面貌。 

第一章 : 循環站到基隆廟口 

在基隆的街頭，每一步都是一幅獨特的畫面。我漫步在循環站這

繁華街區，觀察著人們的生活。從循環站排隊等車的人影，漫步

到廟口裡埋頭做生意的小販，每個角落都散發著一種認真生活氛

圍，我和當地居民交流，聆聽著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對這座城

市的感受和生活狀況。 

第二章：多元文化的融合 

基隆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熔爐，基隆是臺灣文化資產密度最高的

都市之一。 自 1626 年西班牙人修築聖薩爾瓦多城開啟與世界史

的連結一直到 1884 年清法戰爭法軍久攻臺灣不下的勝利，以及

從清領、日治到民國的築港工程並形成繁華的臺灣第一大港口都

市等，在眾多國家殖民到現代新住民文化間的融合，這裡的每一

個區除了自己獨特的特色和歷史，彰顯著基隆城市多元文化的魅

力。 

第三章：城市的故事 

Ｂ示例 

評語： 

本文剛好與前二篇

B+、B 級的同學問題相

反。這篇文筆稍具文學

性，在場景摹寫、氛圍

營造上可以看出其用

心。 

 

但根據文中第四章，本

文關注的是城巿的發

展，但在第一~三章卻

無凸顯城巿發展有什麼

具體問題的描述。 

 

且文中提及有和當地居

民交流、聆聽他們的故

事，但卻缺乏具體故事

內容的敘述；另文中亦

提到遊艇製造商的興衰

令人感慨萬千，為何原

因呢？ 

 

全篇經營下來，缺乏議

題闡述的脈絡，實在可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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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陽下，八尺門漁港泊著船，鵝黃色的社寮橋在左前方海際畫

弧，對面鋼骨矗立的牆身，線條與陰影較勁，像是電影「天空之

城」裡沈睡的機器人，「喔！你說阿根納造船廠，之前『美國隊

長』克里斯伊凡有來這裡拍線上遊戲的廣告。」熱愛空拍基隆的

謝志煌說對我說，日治時期的八尺門負責運卸銅礦，從水湳洞到

八尺門的「水八鐵道」只留存在耆老的口中，剩餘小段成為如今

台鐵深澳線的一部分。隨著採礦沒落，台金公司把地租給美國阿

根納造船廠，開始了熱鬧一時的遊艇製造，直到船公司結束離

開，船塢遺落原地。一個遊艇製造商的興起與衰敗，這些故事讓

人不由得感慨萬千 

第四章：城市的挑戰 

儘管基隆市充滿著機遇，但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因腹地狹小、後

續發展乏力而面臨轉型問題。這些挑戰提醒著我們，城市的資源

與發展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和關注。 

結語： 

在這次探索之旅中，我深深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和不可

思議之處。基隆市的呼喚將永遠響徹在我的心中，激勵著我繼續

探索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後續指導策略： 

1.私下找同學討論，釐

清問題。 

2.做成教學案例，讓其

他同學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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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紙筆評量：完成一篇紀實文學作品／等第 C 示例  (蔡○姍) 

最離譜邪教 
     宗教是日常生活中幾乎是隨處可見的信仰，能讓人能夠感

到安心，成為信徒的心理寄託等，平時最常見的有基督教、伊斯

蘭教、佛教、道教等等，也會有許多較小的宗教分支，然而在大

家將宗教視為心理慰藉時，卻有人趁機將人們的信念當作他們利

益的工具，創立「反常」的教派，被外人稱為邪教。 

 

    徐浩城，自稱「五教共主」、「天斬大將軍」的「少龍」是

華興靈修中心的創始人，信眾多達上萬人 

圖為徐浩城  

邪教的成立 

    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早就許多中小企業老闆口袋很深，

心靈卻時常感到空虛，或是工作打拼身體出了毛病，在這些人需

要心靈慰藉時，偶然聽到徐浩城蠱惑人心的語言：只要跟著我打

坐、修行，身體自然會慢慢好起來。於是吸引了第一批信徒，起

初講道的地方在一間只能容納 20人的小公寓，隨著信徒增加，

徐浩城發起募資，有些企業老闆認為這個宗教對人很有幫助，於

是捐贈大筆資金，或者其他民眾不惜自己的經濟狀況，也都自願

捐贈大筆資金，最後在 1983 年成立了華興靈修中心，隨著信徒

增多，宗教卻慢慢走偏，從修身養性的團體逐漸變成了邪教，徐

浩城開始洗腦信徒，阻隔他們與外界的聯繫，不讓他們私下討論

等等，使得信徒的生活只有邪教與師父，然而，若是信徒沒有遵

守師父的規矩，就算先前捐了多少的錢，都會立即被剔除宗教，

師父也會找藉口告訴其他信徒，並警告他們不許與被剔除的人聯

絡，漸漸的信徒變得會互相監視，留下的也都是會聽話的人。 

 

仙女班事件 

    有週刊報導引述曾經的信徒指出，徐浩城在 2016年號召年

輕處女成立仙女班，絕大多數是第二代信徒(由徐浩城的第一代

信徒所生下的子女)，就連自己的女友也遭猥褻。受害女子雖感

覺不正常，但因家人以及周邊的人都是信徒而難以反抗，或是害

Ｃ示例 

 

評語： 

本文(左為節錄)不符紀

實文學寫作的要點，比

較 偏 向 新 聞 報 導 的 寫

法。 

 

寫作者並未準時繳交寫

作計畫(學習單 4)，而是

和作品一起繳上來，因

此老師無從檢視其思考

方向，在寫作前給予建

議，導致最後作品呈現

偏離了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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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反抗會影響到家人。甚至在仙女班頒布「道宮宮女新生活規

則」，宣誓詞中要求終生獻身至上道主的新娘，不得與家人、朋

友聯繫，並利用信徒極度敬畏。而仙女班的生活守則包括：「終

生獻身」、「師父道主的新娘」、「順從遵守師父道主之旨意做

事情」；仙女的靈修真言有：「師父道主祢是我的主人，求師父

道主賜我元神與肉身合一修道成為仙女。」。 

 

世界末日 

    在 2005年與 2012年，徐浩城兩度宣稱當年會是世界末日，

以各種理由洗腦信徒。 

    2005 年將世界末日的謊言信以為真的信徒們不顧一切捐款

給師父，甚至有信徒的小孩書都不讀了，而最後沒有發生世界末

日，徐浩城就趕緊用話術掩飾，宣稱是教徒們的修行與師父的修

道，所以拯救了世界，為了轉移信徒的注意力，徐浩城利用信徒

們的資金創立了太一電子公司，信徒為了支持師父而辭掉了原本

高薪的工作，但幾乎還是高層得利。 

    2012 年徐浩城二度宣稱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並用 2009年的

電影《末日預言》裡面的劇情來哄騙信徒，甚至讓信徒們觀看三

次電影，加深他們的恐懼，最後末日沒有發生，徐浩城也再次說

明是由他拯救了大家，同樣的戲法也是重複多次。 

心靈歌手，被揭發的關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徐浩城聲稱疫情是「心靈因果

病」，只要聽他唱歌就能治病防疫，自封「心靈歌手」，自行成

立唱片公司，經媒體報導後，引起軒然大波，台灣民眾也終於注

意到這個邪教，罪刑也一一被揭發，警方將徐浩城逮捕，相關訴

訟也還未結束。 

 

資料來源: 

邪教爭產 1／淫亂教主病危交保前妻攜兒跨海搶 20億教產 

我看過最離譜的邪教 

「少龍」辦 237 人「仙女班」遭延押 信徒揭洗腦、猥褻手法 - 

社會 - 自由時報電子報 (ltn.com.tw) 

少龍仙女班「處女限定」原因曝光 無關師父癖好 - 社會 - 中

時新聞網 (chinatimes.com) 

 

 

 

 

 

 

 

 

 

 

 

 

 

 

 

 

 

 

 

 

 

 

 

 

 

 

◎後續指導策略： 

1.私下找同學了解其對

作業說明的理解，並了

解其不明白或困難處。 

2.建議其在文學發表座

談會上仔細觀摹優秀作

品，並與同學交流。 

3.退回重做。 

https://www.ctwant.com/amp/article/182532
https://youtu.be/3L5jYmWX4Y0?si=mHJrEHaa9Hsx64cf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265735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26573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816001326-260402?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816001326-2604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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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整體課程反思 

紀實文學這個文類，對一般學生來說，不像一般散文、小說、新詩令他們熟悉。因此在課

程設計上，安排先從讀過的，抒發個人感懷的一般散文〈長照食堂〉開始，做為對照點，再到

結合個人經驗並涉及移工關懷的〈映照你我的鏡〉兩相比較，再到更具社會議題關懷的〈一點

六米寬的樓梯〉及〈廢墟中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透過閱讀文本，

逐步感受每篇文章的主(議)題及表述手法，引導他們比較一般散文與紀實文學作品的差異，進

而掌握紀實文學的寫作要素。 

在初次執行此教案之後，檢視學生的學習單及作品，有以下反思，在這次教案修正時，都

一一調整、解決了： 

1. 學習單 1 的設計，反思並已調整為：「文章主(議)題→傳達的情感→外籍移工形象→僱主對

待移工的態度及相處方式」，方便學生區辨二文的主題，避免被前欄位誤導了思考。 

2. 學習單 2 及 3 多了「寫作視角」及「作者揭露自我」的檢視與比較，期讓學生更能區分一

般散文與紀實文學作品的細微差異。 

3. 多加一節課，由教師導學如何進行採訪，及由採訪筆記到草稿，再到完稿的寫作技巧與注

意事項，並將寫作採訪指引等參考資料也放在 classroom 中，供同學隨時參閱。 

4. 由於紀實文學創作，客觀寫作部分，需要先蒐集相關資料與數據，甚至採訪人物、實地探

察等，寫作過程較繁複、耗時。教案執行，由二週拉成三週，留給師生較充分的時間創作

與指導。六堂課期間，教師要非常留意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透過其交回來的學習單、

寫作計畫的批閱，留意學生遇到的困難與迷思，並利用回到課堂的時間，再說明與澄清。 

5. 另將延伸閱讀材料(〈不孝兒英伸〉/官鴻志、〈礦坑裡的黑靈魂〉/楊渡、〈礦村行〉/陳列 、

〈不在，不是不曾存在——走訪基隆碼頭工人文化遺留〉/林玉如)安排入課後作業，讓學

生能拓展閱讀視野，並透過觀摹名家作品，學習取材及寫作技法。 

6. 學生成果發表的方式，也修正為「文學發表座談會」，讓入選優秀作品的學生，能口頭發表，

增加其榮譽感，也提供其他同學觀摹，彼此交流、切磋的機會。 

7. 教案設計強化四學策略在課程進行中的應用，以四學策略(教師導學、學生自主學習、組內

共學、組間互學)，更體現師生在教學過程的分工合作與必須互相配合的關係。 

8. 將紀實文學的主客觀要素，納入總結性評量規準中，引導學生掌握紀實文學寫作方向。 

9. 本次課程實施，原本規劃 5 節課，但執行後修正為 6 節課，運用高二上第二次段考至第三

次段考期間執行。因課程最後需完成一篇紀實文學寫作，並辦理發表會，建議第一次段考

後執行最好，較有充足時間指導採訪、寫作問題。倘無法挪動，最慢建議第二次段考後即

開始執行，以避免學生期末報告多，應付不暇的慘況。 

10. 由於文本分析須熟讀作品，課本選文(含補充教材選文)因列入學校定期評量，學生閱讀意

願較無問題。而延伸閱讀，則建議教師使用 google 文件共編，讓學生選填篇目，並在文件

中或課堂上，以加分方式，鼓勵學生分享心得(名篇的主客觀因素運用及效果)。 

這次教案修正後，自己感到教學脈絡更加清晰、教學策略及活動設計更貼合現場，非

常期待有機會自己再次執行或者看到有其他老師實踐這個教案，累積更多實踐反思，讓教

案更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