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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競寫旨在「引導學生以文字表達自我，關懷世界，提升思辨能力。」因此，篇章類

型主要為「議論」或「說明」；但在局部段落裡，仍然會動用到「敘事」與「描寫」的技巧。

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四個題目來說（「愛的本質」、「性別與空間」、「一則新聞事件

的觀察」、「我的理想○○」），寫法很多，但總應掌握以下要點：能否使用精準、優美的

「文字」，藉由靈活有機的篇章「結構」，展示自我思索事物、感應世界的「過程」，從而提

出有意味的「觀點」。 

 

寫作即是一種以語文進行思考、感受的行動。「命題作文」的目的，主要在於設立共有

的「論述焦點」（通常是一種或多種的事物或概念），使對話與討論不致趨於散漫或隨意。

但在共有的話題之下，仍然鼓勵寫者彰顯個人的性情、經驗、知識與見解。這也就是說，所

有的題目都有「限制性」，但通常也會有「開放性」。在審題的過程中，我們必先去理解其

限制與要求（當然也可以進行反思），再根據實際情況去發現自己可以發揮的策略與特點（這

部分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所謂說明，係指「對某種事物、概念或行動的詮釋。」所謂議論，係指「對已經存在的

陳述、意見與現象，提出增補、修正和質疑。」以前面四個題目來說，「愛的本質」與「我的

理想○○」都很容易引向「是什麼？」的思考，因此更偏向於「說明」的性質。而「一則新聞

事件的觀察」必然涉及新近發生的事件，以及環繞著這個事件的現象、爭議或課題；必須展

開實質性的觀念對話，才會精采動人，所以傾向於議論。「性別與空間」重點在論述兩者之

間相互牽動的關係，進而評議這些關係所顯示的倫理、權力與思維，因此同樣屬於議論文。 

 

如要鑿深或擴展文章的內涵，可以考慮兩個方向：在私人體驗上，我曾經體驗和看到什

麼狀況；在公共論述上，我認為可以怎麼樣？前者常須發揮「敘事」或「描寫」的能力，後

者則立基於平日的知識準備與社會觀懷。無所不包，未必就是好文章；專力發揮某項特點，

也可能十分精采。假如以「我的理想書房」為題，可能涉及過去的書房經驗（或渴求），便

有事件可待鋪陳（重點在情節發展），狀態可待描述（重點在感官經驗）。假如以「我的理

想大學」為題，那進一步涉及你對「大學」的歷史、概念、功能的理解，必須動用到更多的

知識基礎。 



說明文必涉及判斷，以「愛的本質」一題為例，便應針對題旨，展現一種認知過程。就

題旨這一端而言，似乎預設著「愛的本質／現象」這組概念，兩者間或部分重叠，或難以分

解，或相互辯證，如能在書寫過程中多加思索，當可使文章趨於立體。就評論的這一端而言，

可以先逐步建構 A 是 B1，A 是 B2，A 是 B3 等「小結裹」（B1，B2，B3 之間，可能存在著

各種事理邏輯的關係），再綜貫全局，提出「A 是 B」的「大判斷」（可以為複數）。此外，

也可以藉由談論「A 不是什麼」，慢慢釐清「A 是什麼」，像剝洋蔥一樣，逼向核心。所謂

「理在事中」，無論判斷是或不是，經常立基於經驗，在這個題目下，必有許多事情可說。 

 

議論文比說明文更進一級，因為「議論文表示一種主張，非先把議論到的事物說明一下

不可。」（夏丏尊、葉聖陶：《文話七十二講》）試以〈一則新聞事件的觀察〉為例，列舉構

思要領如下： 

1. 選取具有討論空間的新聞事件，說明其發展脈絡，亦可偏重於某些細節。 

2. 分析事件的緣起與發展，找出基本要素，思索事件表裡的行動與價值。 

3. 根據論述方向，擇要列舉各方對事件的正反意見，或不同的詮釋角度。 

4. 找到若干切入點，分析已存在的意見，進而加以增補、修正或延伸。  

5. 結合自身經驗，豐富文章內容。 結合歷史、社會與文化，拓展闡釋空間。 

以上每一點都牽涉到「怎麼說」最精準、省淨、有力。熟習各種說理句型，可以為自己的意

念找到最適當的表達方式。善用話語標記來推展句子或段落，將有利與各種意見相互對話。

運思與構句常是一體的：想得越清楚，就能講得越清楚，反之亦然。 

 

做為現代公民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應當強化以現代語文回應當代社會的能力。因此，寫

作最重視再現體驗，明辨事理，傳達意念。將每個段落依照事理推演的脈絡組織起來，使每

個段落都發揮一定的功能，才能形成緊密的結構。我們使用中文寫作，亦即是以之認知世

界，探索自我。對於中文的語文特質、文學與文化傳統理解得越深，就越能寫出精采動人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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