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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 

記敘文寫作之影響 

 

作 者 ： 張 金 葉  

國 立 台 東 大 學 語 文 教 育 研 究 所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擴 寫 教 學 對 國 小 二 年 級 學 童 記 敘 文 寫 作 能

力 及 寫 作 態 度 之 影 響 ， 研 究 目 的 包 括 ：  

一 、 探 討 擴 寫 教 學 對 國 小 二 年 級 學 童 記 敘 文 寫 作 能 力 的 影 響 。  

二 、 探 討 擴 寫 教 學 對 國 小 二 年 級 學 童 記 敘 文 寫 作 態 度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採 準 實 驗 設 計，以 台 中 市 某 國 小 二 年 級 三 個 班 級 為 實

驗 對 象 ， 一 班 為 實 驗 組 ， 接 受 擴 寫 教 學 並 由 研 究 者 授 課 ； 一 班 為

控 制 組 1 ， 接 受 一 般 寫 作 教 學 並 由 研 究 者 授 課 ； 另 一 班 為 控 制 組

2 ， 接 受 一 般 寫 作 教 學 由 原 級 任 教 師 授 課 。 以 非 隨 機 控 制 組 前 、

後 測 實 驗 設 計 方 式 進 行 實 驗 教 學 ， 實 驗 期 間 為 二 十 週 ， 共 授 課 十

六 次 。 在 實 驗 教 學 前 、 後 ， 三 組 皆 完 成 一 篇 「 看 圖 作 文 」， 並 以

「 國 小 兒 童 書 寫 語 文 能 力 診 斷 測 驗 」 做 為 寫 作 能 力 之 分 析 依 據 ；

且 實 驗 組 於 實 驗 教 學 結 束 後 ， 再 填 寫 及 「 寫 作 態 度 量 表 」， 以 瞭

解 其 寫 作 態 度 。  

經 由 S P S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後 ， 本 研 究 有 以 下 主

要 發 現 ：  

一 、 排 除 前 測 的 影 響 ， 三 組 學 童 於 後 測 時 ， 在 「 總 字 數 」、「 總 句   

數 」、「 每 句 平 均 字 數 」 及 「 文 意 層 次 」 等 四 個 項 目 上 的 表 現

均 有 顯 著 差 異 ， 但 在 「 造 句 商 數 」 上 的 表 現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二 、 教 學 安 排 模 式 與 性 別 沒 有 交 互 作 用 。  

三、排 除 前 測 的 影 響，男 女 學 童 在 後 測「 總 字 數 」、「 總 句 數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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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 平 均 字 數 」、「 造 句 商 數 」 及 「 文 意 層 次 」 等 五 個 項 目 上 的

表 現 均 無 顯 著 差 異 。  

四 、 實 驗 組 之 低 、 中 、 高 能 力 三 組 學 童 ， 在 前 測 的「 總 字 數 」、「 總

句 數 」、「 每 句 平 均 字 數 」、「 造 句 商 數 」 及 「 文 意 層 次 」 等 五

項 目 上 的 表 現 均 有 顯 著 差 異；在 後 測 的「 總 字 數 」、「 總 句 數 」、

「 每 句 平 均 字 數 」、「 造 句 商 數 」 及 「 文 意 層 次 」 等 五 項 目 上

的 表 現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五 、 低 、 中 、 高 能 力 三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差 異 如 下 ：  

（ 一 ） 在 「 總 字 數 」 和 「 總 句 數 」 上 ， 中 能 力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顯

著 大 於 高 能 力 組 。  

    （ 二 ） 在 「 每 句 平 均 字 數 」 上 ， 中 能 力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顯 著 大 於

高 能 力 組 ； 低 能 力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顯 著 大 於 高 能 力 及 中 能 力 兩 組 。 

  （ 三 ） 在 「 造 句 商 數 」 上 ， 低 能 力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顯 著 大 於 中 能

力 及 高 能 力 組 。  

  （ 四 ） 在 「 文 意 層 次 」 上 ， 三 組 之 進 步 幅 度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根 據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的 發 現 ， 本 研 究 得 到 以 下 結 論 ：  

一 、 擴 寫 教 學 能 顯 著 提 升 國 小 二 年 級 學 童 之 寫 作 能 力 。  

二 、 國 小 二 年 級 男 、 女 學 童 之 寫 作 能 力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三 、 擴 寫 教 學 能 幫 助 國 小 二 年 級 學 童 ， 對 寫 作 產 生 正 向 的 態 度 。 

四 、 擴 寫 實 驗 教 學 能 拉 近 低 、 中 、 高 能 力 學 童 寫 作 能 力 之 差 距 。 

研 究 者 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結 果 加 以 討 論 並 提 出 建 議，以 做 為 教

育 應 用 及 未 來 研 究 之 參 考 。  

 

關 鍵 詞 ： 擴 寫 、 寫 作 教 學 、 寫 作 能 力 、 寫 作 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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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luence of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on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at Elementary School 

 
Chin-yeh  Chang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to teach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a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s writing. The main purposes were: 
1.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to 

teach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2.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to 

teach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writing attitudes. 
Based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nonequivalent groups 

design of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selected its sample from three second grade classes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One of the three classes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s were the control groups.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a sixteen-week 
teaching of emergent writing through "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 for one class period each week by the researcher,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ne did not receive any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with the researcher as their the teacher, and the control group two 
did not receive any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with their homeroom 
teacher. Tools an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Writing Ability Diagnostic Test for Children," "Writing 
Attitude Rating Scale." All data obtained from Spss12.0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Writing Ability 
Diagnostic Test for Children" and "Writing Attitude Rating Scale."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 total number of 
words ”, “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 “ average number of words 
of each sentence ”, and “ semantic levels ” between the 
compositions written by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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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ose by the control group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 syntactic quotient ” between the 
compositions written by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ose by the control group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ositions 
written by the students in the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groups.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 total number of 
words ”, “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 “ average number of words 
of each sentence ”, “ semantic levels ” , and “ syntactic 
quotient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4.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 total number of 
words ”, “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 “ average number of words 
of each sentence ”, “ semantic levels ” , and “ syntactic 
quotient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pre-test .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 total number of 
words ”, “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 “ average number of words 
of each sentence ”, “ semantic levels ” , and “ syntactic 
quotient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post-test . 

5. There were different improving levels on the three groups. 
 

The main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summed up as follows: 
1. “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 improves the second graders' 

writing ability.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riting ability between boys 

and girls on the second grad. 
3. “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 enhances the second graders’ 

attitude in writing. 
4. “ Expending Writing Instruction “ can get clos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above, the research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classroom appli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Expending Writing , Writing Instruction , Writing 

Ability , Writ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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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古以來，許多人才薦舉、遴選的制度大都與寫作有關；古時候皇帝

以文章優劣來評定狀元、榜眼、探花，替百姓們選父母官；教育局透過申

論題的作答做為選定校長、主任的依據之一；各校的碩、博士入學考試，

亦依據試卷做答的內容加以評分，判定是否予以錄取；求職者透過履歷表、

自傳的書寫取得對方的好感及信任以謀得職務……，這些選才的方法都與

寫作有很大的關係。這雖非意味著寫作能力好的人，就一定會有好的前途；

但寫作能力好的人，的確比別人多了一些機會。  

  杜淑貞（2001）、陳弘昌（1991，頁 1）皆認為語文是一門工具學科，

為一切學科之母，透過語言文字，方能進行其他各科的學習，輔助並帶動

其他各科的學習活動，一個人若語文基礎欠佳，學習任何科目就會倍感吃

力，降低學習的興趣和成效（王天福、林君鴻，1991）。語文是一切學習

的基礎，其重要性可見一般。  

而語文程度的高低，作文是最容易觀察的指標（陳弘昌，1991，頁 43）。

一個人的寫作能力佳，其語文程度必定不差，所以衆多考試都與寫作脫離

不了關係。對於如此重要的寫作能力培養，到底該從何時開始呢？政大祁

致賢教授曾指出：舊觀念大半都是三年級才開始作文，由於兒童作文開始

得晚，不但作文能力的培養受到傷害，思想的發展也受到極大的阻塞。因

此學習作文，應提早從低年級開始（陳弘昌，1991，頁 299）。可見得我

國的國小教育，直到三年級才開始教授作文已經太遲了。  

作文是語文綜合能力的訓練，也是多種心理品質的訓練。而且一般說

來，學齡前的兒童只能運用口頭言語，還没有掌握書面言語，兒童真正掌

握書面言語，是從入學學習以後才開始的，由此可見得學校中寫作教學的

重要性（仇小屏、藍玉霞、陳慧敏、王慧敏、林華峰，200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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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任教於國民小學，已有二十年，觀察低年級教師，為了加強學

童之寫作能力，除了教導正式課程 1中之造詞、造句、句型仿寫……外，有

的教師會透過各種方式來要求學童完成一篇作文，例如：要求學童寫日記，

甚至是命題作文。不論是日記或是命題作文，嚴格來說都較像是一篇完整

的作文。而低年級學童的能力發展足以「謀篇」了嗎？朱作仁（1993，頁

91）認為，小學低年級的作文能力發展尚在起步階段，剛開始會寫一至三

個句子，並透過幾個句子來表達一個完整意思；寫作內容比較淺顯，表達

的意思十分簡單。依此標準來看，要求低年級學童，完成一篇作文已超乎

了低年級學童的能力。揠苗助長般地要求低年級學童以「篇」為目標，恐

怕還没學會寫作，就使學童對寫作失去了興趣。  

其實介乎「從詞到句」，「從句到段」之間，還存有一個重要的語法

組織，叫做「句組」，又叫「句群」或「語段」。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

前後銜接連貫的一組句子所組成，緊緊圍繞著一個明晰的中心意思，進行

表述，在意義上有密切聯繫（杜淑貞，1997）。所以在要求學童完成一篇

文章前，應先養成他寫「句」、寫「句群」、寫「段」的能力。低年級學

童，現階段最需要培養的就是這個能力了。因為學生具有寫作「句」、「段」

的能力，才可能寫好成「篇」的作文（仇小屏等，2003，頁 47）。   

葉聖陶指出（1998，頁 73、75）寫作材料應以自己的經驗為範圍 2。

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寫作應該是建立在寫作者的經驗上，並且不需要刻意

去寫，寫作者有所感才可能寫得出好文章，例如要寫作者寫一篇遊記的文

章，必得在寫作者曾親自參與過，親自去感受過才有辦法寫。寫作應該是

寫作者主動的行為，寫作者不想寫，自然無法成就一篇文章。這些觀念研

究者十分贊同，但研究者觀察發現，當學童擁有自己的經驗，也很有感觸

而想下筆寫作的同時，不知如何開頭，不知如何接續，不知如何收尾。誠

如朱作仁（1993，頁 166）所言學生有時覺得內心有東西可寫，但苦於缺

乏相應的詞語，難以明白表達，這與他們的詞語貧乏有關。詞彙貧乏，不

可能自由準確表達思想，反映客觀事物，語句單調，影響表達的形象性。

因此，認真積累詞彙、短語、句子，對於提高表達能力非常必要。葉聖陶

（1998，頁 22-25）同時也認為，文字雖源於生活，但若不加以組織，讀

者是不易明白的；而且思想、情感之自然與文字的組織並不相同。我們內

                                                 
1 正式課程 ：教育行政 單位認可及 學校所採納 的課程，亦 即各校選用 之教科書及 習作。 
2 原載於葉 聖陶與夏丏 尊合著的《 閱讀與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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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情思，往往於一剎那間感其全體；而文字必須一字一句連續而下，彷彿

一條線索，直到終篇才會顯示出全體。所以寫作時只憑「感動」是不夠的，

仍要靠寫作的技巧，將文字加以組織，才能完成既表達了寫作者的意思，

讀者也看的懂的文章。篇章中的每一段，段落中的每一句，句子中的每一

個字詞，如果都能有條理的加以組織，才能完整地呈現寫作者的想法，文

章才會結實，不致於空浮。所以除了鼓勵學童大量閱讀，累積豐富語彙，

並增加學童生活經驗外，為了達到文章表情達意的功用，有計劃的文章寫

作教學及有步驟的寫作技巧訓練仍是不容忽視的。  

  「擴寫」是將原材料依據中心主題予以加長，目的在使原材料敘述、

描寫的內容更具體、更精緻、更完整、更具有說服力，進而使讀者對文章

的感受更深刻。研究者認為，透過擴寫的教學，教低年級的學童如何把句

子增長，並依中心句把內容描述得更仔細、更生動，應能有效提升國小低

年級學童之寫作能力。  

基於以上動機及理由，研究者進行國小二年級學童的擴寫教學研究，

以瞭解擴寫教學對低年級學童而言是否是一個有效的寫作教學方法。並透

過說明、口述作文、仿寫、欣賞、評鑑及自我修正的教學過程，建立國小

低年級學童在寫作上，由「句」發展到「段」的擴寫能力，使學童的寫作

能力得以提升。  

一般人總認為男生在數理、空間佔有優勢，女生在文學、語言方面比

較吃香，這個現象對於國小二年級學童而言，是否也是如此呢？因此研究

者也想透過本研究瞭解這個令人好奇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欲瞭解記敘文擴寫教學與一般寫作教學，

對於國小二年級學童之寫作影響為何。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

兩個：  

一、探討記敘文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影響。  

二、探討接受記敘文擴寫教學之國小二年級學童之寫作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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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欲探究下列研究問題：  

一、接受擴寫教學之國小二年級學童，比接受一般寫作教學學童，其寫作     

能力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

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是否有提升？  

二、男女學童在寫作能力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之前，其寫作能力在「總字數」、「總句

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是否

有顯著差異？  

  （二）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之後，其寫作能力在「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是

否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教學安排模式與性別是否有交互作用？  

（一）在不同教學安排模式，是否會因性別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成效有

所差異？  

（二）在不同性別學童上，是否會因教學安排模式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

成效有所差異？  

（三）不同教學安排模式與性別之交互作用，是否會影響寫作教學成

效？  

四、不同能力之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之前，其寫作能力在「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

是否有顯著差異？  

五、不同能力之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之後，其寫作能力在「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

是否有顯著差異？  

六、不同能力之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之後，其寫作能力在「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上

之進步幅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七、接受擴寫教學之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寫作態度之「認知」、「行為」、「情

意」等三個層面上，是否具有正面的寫作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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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想瞭解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及

寫作態度之影響。採用「看圖寫作」的方式，對學童進行寫作能力的前、

後測；透過「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瞭解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後之寫

作態度。故將擴寫、一般寫作教學、寫作能力、寫作態度、看圖寫作等六

個名詞分別解釋如下：  

 

一、擴寫  
    「擴寫」即是將原材料（可以是一組詞、一句話、一則短文、一篇文

章）依據中心主題予以加長，目的在使原材料敘述、描寫的內容更具體、

更精緻、更完整、更具有說服力，進而使讀者對文章的感受更深刻。  

 

二、一般寫作教學  
以學校選用之教科書版本中，揭示之寫作教材為教學內容（康軒，

2007），進行之寫作教學，因教材及內容為正式課程指定的，與一般學童接

受之寫作教學無異，稱之為一般寫作教學。本研究所指之教科書版本是康

軒二年級上學期國語。為免其他因素影響研究結果，一般寫作教學流程與

擴寫教學組相同。  

 

三、寫作能力  
  學童透過寫作作品呈現出來與寫作有關的能力。在本研究中，以楊坤

堂、李水源、吳純純、張世彗（2003）編製之「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

斷測驗」為測驗工具。以一張彩色圖片為刺激圖，請受試學童將在圖片中

看到的和想到的內容寫下來。評分者依據記分標準對學童的寫作作品進行

評分，得出學童的寫作作品在（一）總字數（二）總句數（三）每句平均

字數（四）造句商數（五）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的得分。分數愈高即代表

該學童的寫作能力愈好。  

   

四、寫作態度  
指個人對寫作的肯定或否定的行為傾向。寫作態度分成三個向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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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感和行為。（王淑貞，2002，頁 5）  

本研究擬參考相關文獻（柯志忠，2000）後自編「擴寫教學寫作態度

回饋單」，由接受擴寫教學的學童於實驗教學結束後填答。以瞭解接受擴寫

教學之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寫作態度的認知、情感和行為三個向度上，是

否具有正面態度。  

 

五、看圖寫作  
    杜淑貞（2001）在小學作文教學探究一書中，對「看圖說作」有詳細

的介紹，研究者參考杜淑貞之看法，將「看圖寫作」界定如下。  

看圖寫作是寫作者根據圖本，將圖本的意涵用文字表達出來。這個圖

本必須是有主題、有情節、有人物、有意義的圖畫；寫作者透過觀察、分

析、想像，運用文字表達出他在圖畫中意會到的內容。寫出來的作品依寫

作者能力不同，可以是句子、句群、段或是篇。因為看圖寫作有圖片做為

寫作的引導，很適合低年級學童。陳弘昌（1991，頁 299）就認為作文教

學方法很多，低年級的作文教學要從口述、看圖作文入手，…讓兒童在有

趣的教學下，喜歡作文…經過實驗證明：提早寫作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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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之目的，擬先就國內國小低年級寫作教學相關論文進行瞭

解，再深入探討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發展，接著探究本研究實驗教

學之教材 --記敘文擴寫。瞭解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發展及國內相關研

究後，才能規劃適合國小低年級學童之寫作教學。而寫作能力評量工具及

評量方式，對本研究進行有關鍵的影響，故擬針對寫作能力評量這個部分

加以探討。  

 

第一節 國內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教學之論文 

 
  研究者整理國內關於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教學之論文共十八篇。整理

範圍有以下幾點限制：  

    1.教學實施對象為國小低年級學童。  

    2.實際教授學童實驗寫作課程以前、後測寫作作品進行分析或以行動

研究進行觀察而得到結果者。  

    茲依發表年份順序排列，就研究者、研究對象、寫作教學、研究結果

等四個部份摘要如下：  

 

一、閱讀心得寫作教學對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成效提昇之研  
  （一）研究者：鄭雅鈴（2008）  
  （二）研究對象：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兩個班級  

  （三）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閱讀心得寫作教學；一個

班級為控制組，接受獨立閱讀心得寫作。進行六次實驗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分析學生寫作成品及問卷調查，得到以下結

論：  

    1.閱讀心得寫作教學明顯有助於學生寫作能力提昇，對低分組學生成

效尤為顯著。  

    2.閱讀心得寫作教學對學生的寫作興趣與寫作態度具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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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對閱讀心得寫作教學的反應持正面肯定。  

 

二、兒童戲劇活動導入國小低年級寫作教學之研究  
  （一）研究者：廖慧娟（2007）  
  （二）研究對象：桃園縣某國小一年級一個班之學童 33 名。  

  （三）寫作教學：於課程中導入適合寫作教學之兒童戲劇活動，共計

12 次。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記錄觀察，得到以下結論：  

    1.兒童戲劇活動的導入，能讓低年級學生對寫作有積極正面的態度、

有效提升學生的寫作意願，並增加學生對寫作的信心。  

    2.兒童戲劇活動在導入各文體寫作時，因應文體的特色，雖切入面向

各有不同，但對於啟發低年級學生寫作的功能同樣顯著。  

    3.兒童戲劇活動能豐富學生的寫作內容，提昇學生的寫作能力與作文

總字數。  

    4.寫作教學只要透過適當的引導，在國小低年級階段即可實施。  

    5.家長對寫作教學的支持，對學生的寫作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三、故事結構策略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表現與寫作

動機之影響  
  （一）研究者：吳曉琪（2007）   
  （二）研究對象：屏東市某國小二年級兩個班之學童 
  （三）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故事結構策略教學；一個

班級為控制組，接受一般傳統寫作，進行十二週的實驗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採準實驗設計於實驗前、後進行寫作測驗

及「寫作動機量表」之施測。評定學生在「故事結構分析表」、「作文評定

量表」以及「寫作動機量表」之得分表現是否達顯著差異。得到結論如下： 

    1.故事結構策略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生作品的故事結構有立即與持續

的提昇效果。  

    2.故事結構策略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生的寫作品質有立即與持續的提

昇效果。  

    3.故事結構策略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生的寫作動機有立即與持續的提

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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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繪本閱讀融入低年級寫作教學之研究-以概念構圖、

低成就學生為研究核心及對象  
  （一）研究者：林燕（2006）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二年級語文低成就學童，人數 10 名。  

  （三）寫作教學：  

    1.以概念構圖為教學策略，進行繪本閱讀教學，教授十二個單元，共

計 31 節課。  

    2.分成三個學習階段：  

    第一階段：教學者將繪本內容大網，用概念構圖方式呈現，小朋友根

據概念圖回想繪本故事內容，再將它寫在學習單上。  

    第二階段：教學者與小朋友共同討論繪本內容，小朋友根據故事內容，

自己在學習單上把概念構圖畫出來，再自行寫在學習單上。  

    第三階段：由小朋友分組進行討論，將繪本內容大綱，用概念圖呈現，

再依據概念圖進行寫作。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的方法，並以國小兒童書寫語言

能力診斷測驗（楊坤堂等，2003）進行前、後測，分析前、後測作品之字

句及文意得到以下結論：  

    繪本及概念構圖教學對提升學童之寫作能力，具有顯著之成效。  

 

五、以多感官教學法進行寫作研究-以國小二年級為例  
  （一）研究者：廖淑伶（2006）   
  （二）研究對象：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一個班之學童 35 名  

  （三）寫作教學：  

    1.以多感官教學法，寫通順句子練習，完成一篇短文，進行寫作。進

行七次教學，每次兩節課。  

    2.每週五的假日作業－填寫家庭生活觀察紀錄簿。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及前、後測之作品分析得到以下

結論：  

    1.多感官教學促使學生藉由各種感官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景，

體驗多樣的生活並產生獨特的想法，形成個人經驗。  

    2.多感官教學藉由情境的引導，促使學習者能適時運用四種基本句

型、運用前後連貫的句子、詳實的內容、表達內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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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多感官教學能引發學習者回想相關的舊經驗且陳述在短文裡。  

    4.多感官教學法能提昇學習者的寫作興趣、寫作能力。  

    5.多感官教學對寫作表現具有正面的影響，且符合其他學習領域的基

本理念及課程目標。  

 

六、合作學習與電腦概念構圖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

成效之研究  
  （一）研究者：徐喬禹（2006）  

  （二）研究對象：台北市某國小二年級的四個班級共 119 名學童  
  （三）寫作教學：  

      將四個班級分為合作學習組、電腦概念構圖組、合作學習與電腦概

念構圖組以及控制組。前三組分別接受合作學習、電腦概念構圖教學、合

作教學與電腦概念構圖教學，控制組一般寫作教學。進行十二週實驗教學。 

  （四）研者結果：研究者分析學童作品，得到以下結論：  

    1.合作學習及電腦概念構圖組在寫作評量表現較優。  

    2.實施合作學習教學的高分組學生在寫作評分表現顯著優於未實施合

作學習教學的高分組學生表現。  

    3.在電腦概念圖條件下，實施合作學習低分組的學生表現優於未實施

合作學習低分組的學生。  

 

七、心智圖法作文教學方案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表

現與寫作興趣之影響  
  （一）研究者：鄭琇方（2006）  
  （二）研究對象：苗栗縣某國小二年級兩個班之學童  

  （三）寫作教學：  

    1.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心智圖教學；一個班級為控制組，接受結

構式教學。  

    2.實驗教學前，心智圖組首先訓練一學期的心智圖。  

    3.兩組在實驗教學前同樣進行 5 次的寫作基本課程，實驗教學時心智

圖組和結構式組學生接受每週一次，每次 80 分鐘，共計八週相同的活動式

寫作課程，每次寫作之前，心智圖組先繪製心智圖，結構式組則是先書寫

具結構式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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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將前、後測作品分析，得到以下結論：  

    心智圖的確可以增進寫作能力，它可以幫助學生組織想法，研擬大綱，

促進創意的發想，亦可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  

 

八、可預測性故事對國小低年級學童閱讀與寫作能力發展

之研究  
  （一）研究者：賴瑋真（2005）  
  （二）研究對象：新竹市某國小一年級一個班之學童 30 名  

  （三）寫作教學：於國語課及生活課中實施可預測性故事教學。進行

五週，每週4堂，共計20堂課，800分鐘。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自編之語文評量卷前、後測分

析得到以下結論：  

    1.學童在「仿寫簡單句型」項目的百分比較前測中的表現有所提昇。  

    2.學童在「造出或仿寫通順句子」項目的百分比較前測中的表現有所

提昇。  

    3.寫作方面，可預測性故事有助於低年級學童瞭解句型的使用方式。  

 

九、章法在兒童寫作教學  運用之研究-以國小二年級為例  
  （一）研究者：趙逸萍（2005）  

  （二）研究對象：宜蘭縣某國小二年級一個班之學童，人數 30 名  

  （三）寫作教學：  

    1.於教授國語文課程時，針對課文進行章法分析，將章法的概念和課

文結構分析表在平日教學時教導學生。  

    2.設計出三十一個教學單元作為章法教學引導，針對課文中的正反、

賓主、凡目、今昔等章法補充課程設計教學，以建立學生四種章法的基本

概念。  

    3.配合學習單及限制式寫作題型設計，進行實際作文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分析比較學童剛升二年級時之前測作品，及

配合教學之限制式寫作作品，得到以下結論：  

    1.以章法架構分析的觀念進行教學，使文章變得明確易懂，學生接受

程度高，同時能深入文章情境，提升欣賞能力。  

    2.在提筆寫作時，能透過章法架構的建立，準確的表達詞意，根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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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做詳盡的描寫。  

    3.能呈現多樣性的寫作風貌。  

    4.信心提升，也更樂於寫作。  

 

十、二年級學童在圖畫故事書教學中的閱讀與寫作表現之

研究  
  （一）研究者：粘鳳茹（2004）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二年級學童  

  （三）寫作教學：透過圖畫故事書教學引導寫作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透過觀察、訪談學生閱讀圖畫故事書的情形，

以及學生在故事教學中之寫作成品等資料分析，得到以下結論：  

    1.故事閱讀經驗有助於學生在故事文章中獲得文字修辭、優美詞語等

知識訊息，甚至學習運用故事文章之描述技巧，而在用字遣詞上亦能善用

修飾性詞語及成語等，豐富文章內容，也在寫作的態度、信心更加肯定自

己的表現。  

2.中、低語文程度之學生，在發表及詮釋故事之同時逐漸能釐清故事

之意義，而將閱讀互動與詮釋之經驗轉化至寫作成品中，延伸寫作句子，

豐富修飾性詞語等。  

 

十一、教師引導討論、小組同儕討論與低年級寫作表現之

關係  
  （一）研究者：郭慈明（2004）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二年級一個班之學童，人數 32 名  

  （三）寫作教學：  

    1.將學童分為討論組及控制組，進行六次寫作教學，該六次寫作教學

又依教師引導討論或小組同儕討論之不同，分為兩個階段。  

    2.第一階段，寫作前各組均接受教師引導，然後討論組先進行同儕討

論再寫作，控制組則先寫作後分享。  

    3.第二階段，各組皆接受教師引導和同儕討論，再寫作。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將六次寫作前討論之言談內容區分為「向度

/形式」、「細節內容」、「追問 /提示」和「與主題無關的言談」，然後對照學

生的寫作內容，最後計算六篇寫作受教師引導和同儕討論之言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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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下結論：  

    1.主題的寬狹會影響寫作受各類別影響的差異：寫作主題廣泛時，「向

度 /形式」受教師引導的影響較寫作主題狹窄多；反之，寫作主題狹窄時，

「細節內容」受同儕討論的影響較主題廣泛多。。  

    2.教師引導、同儕討論對寫作「向度 /形式」和「細節內容」的比重也

不同：每一篇寫作的「向度 /形式」，都是教師引導的影響高於同儕討論的

影響；反之，只要學生「與主題無關的言談」低於 50％，寫作的「細節內

容」受同儕討論的影響就會高於教師引導。  

 

十二、說話引導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之研究    
  （一）研究者：賴惠鈴（2004）  
  （二）研究對象：彰化縣某國小二年級一個班之學童 28 名  

  （三）寫作教學：透過說話引導學童寫作之教學課程，共 9 次。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國小兒童書寫語言能力診斷測驗」（楊

坤堂等，2003）進行前、後測，分析寫作作品及教學觀察、教學回饋單等

得到以下結論：  

    1.透過說話來引導學童寫作，藉由師生討論的方式，學生可集思廣益，

蒐集到更多的寫作素材，使寫作內容更為豐富。  

    2.學生的文章品質提昇了，寫作態度也大幅改善，此教學策略對學童

的寫作有實質幫助。  

3.寫作課程設計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再加上教師的引導，以討論、

問答的方式來進行寫作教學，師生共同構思寫作的內容和佈局，可以使學

生更清楚知悉寫作方向。  

 

十三、以圖畫故事書進行國小一年級提早寫作教學歷程之

研究  
  （一）研究者：張妙君（2004）  
  （二）研究對象：彰化縣某國小一年級兩個班級之學童各 35 名。  

  （三）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以圖畫故事書進行一年

級提早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控制組，接受一般寫作教學。進行 10 週實

驗教學，每週五節。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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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態度量表」進行前、後測，得到以下結論：  

    1.圖畫故事書教學活動對一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的提升有正向幫助。  

    2.圖畫故事書教學活動幫助學童對寫作產生正向的態度與情感。  

    3.圖畫故事書教學活動鷹架的練習方式幫助學童減少寫作焦慮，增加

對寫作的勝任感。  

    4.圖畫故事書的教學活動促進寫作內容思想的發展。  

 

十四、心智繪圖融入國小低年級寫作教學之行動研究  
  （一）研究者：陳淑娟（2004）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二年級一個班  

  （三）寫作教學：將心智繪圖融入低年寫作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的方法，得到以下結論：  

    1.心智繪圖輔助寫作大綱的設計、段落的排序，有利於寫作的構思。  

    2.心智繪圖中的中心主題加上關鍵字的使用，利於寫作想法聚焦。  

    3.提供繪畫表達的空間，有助於提高寫作的興趣。  

    4.學生寫作表現無論在篇幅方面或內容方面都進步很多。  

  

十五、兩種作文教學法對不同學習風格的國小低年級學生

之影響  
（一）研究者：楊錫溱（2004） 
（二）研究對象：新竹市某國小二年級兩個班級學童 62 名  

（三）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看圖作文教學；一個班級

為控制組，接受一般寫作教學。進行十二週實驗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依作文前、後測結果，分析兩組學童及四種

不同知覺學習型態（聽強視強、聽強視弱、聽弱視強、聽弱視弱）之學童

寫作成效，得到以下結論：  

1.「看圖作文」組的教學成效優於教學成效「一般寫作」。  

2.不同學習風格之學生在「看圖作文」與「一般寫作」的學習表現上

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3.聽強視弱型學生，因為「看圖作文」教學的圖片提供，得以加強他

的弱勢學習風格，因此得到好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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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創思寫作教學對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影響之研

究  
  （一）研究者：蔡佩欣（2003）  
  （二）研究對象：彰化縣某國小二年級兩個班級學童 60 名 
  （三）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接受創思寫作教學；一個班級

為控制組，接受一般寫作教學。進行十次實驗教學。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國小兒童書寫語言能力診斷測驗」（楊

坤堂等，2003）進行前、後測，分析寫作作品及教學觀察、教學回饋單等

得到以下結論：  

    1.創思寫作教學對學生寫作數量之總句數有實質幫助。  

    2.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對文意層次中想像力方面有實質幫助。  

    3.能豐富其寫作內容，並能使學童對寫作持正面的態度。  

 

十七、電腦看圖故事寫作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成效及寫

作態度影響之研究  
  （一）研究者：連淑玲（2003）  
  （二）研究對象：台北市二年級三個班學童各 24 名  

  （三）寫作教學： 
    1.兩個班級為實驗組，分別接受電腦看圖故事寫作教學、紙筆看圖故

事寫作教學；一個班級為控制組，接受傳統寫作教學。進行五次實驗教學，

實驗組另進行兩次故事文法教學及一次故事臉教學。  

    2.電腦看圖故事寫作教學組於電腦中之 40 張圖片自由選取 4 張，於電

腦上進行寫作。  

    3.紙筆看圖故事寫作教學組及傳統寫作教學組，從相同之 40 張紙本圖

片自由選取 4 張，於紙本進行寫作。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將相關資料以寫作評定量表、寫作創意評定

量表、故事文法評分表及寫作態度量表進行分析，得到以下結論：  

    1.電腦看圖故事寫作教學組及紙筆看圖故事寫作組在「文句表達」、「內

容思考」、「組織結構」、「基本技巧」與「總分」上表現優於傳統寫作組。  

    2.電腦看圖故事寫作教學組及紙筆看圖故事寫作組在「人物描述」、「背

景」、「問題」、「感覺」、「結局」、「主旨」、「標題」與「總分」上顯著優於

傳統寫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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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總字數方面，紙筆看圖故事寫作組字數最多，傳統寫作組次之，

電腦看圖故事寫作組最少。   

    4.可以提升學童寫作態度。  

 

十八、國小低年級編序式寫作教學研究──以平安國小為

對象   
  （一）研究者：林金慧（2003）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一、二年級共三個班之學童  

  （三）寫作教學：分別對三個不同之班級，於一年級下學期、二年級

上、下學期各進行六次編序式實驗教學，每次兩節。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透過參與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研究方法

蒐集研究資料，得到以下結論：  

     1.國小低年級可實施編序式寫作教學。  

     2.編序式寫作教材的設計，有助於教師推行寫作教學的意願。  

     3.國小低年級編序式寫作教學設計應以有趣、多元化，引發兒童寫作

興趣為主。  

 

 十九、國小低年級實施視覺空間智慧取向寫作教學之行

動研究  
  （一）研究者：陳怡靜（2002）  
  （二）研究對象：某國小二年級三個班之學童  
  （三）寫作教學： 

根據文體特性設計教授視覺空間智慧取向寫作教學課程，由教師編

製圖表逐漸輔助學生自行設計寫作圖表，再依寫作圖表進行寫作。  

  （四）研究結果：研究者以行動研究的方法，得到以下結論：  

    1.更能在寫作之中掌握文體的特點。  

2.能輔助低年級學生設計文章大綱、寫作材料的收集、幫助想法聚焦、

檢視前文重點、歸納想法等等，透過視覺化的學習方式，使團體討論與思

考流程更清楚地呈現。  

 

    從以上十九篇論文中，發現低年級之寫作教學實驗課程研究，在近幾

年來如雨後春筍般競相出現，大家在各個角落發展適合低年級之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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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教學，可見低年級之寫作教學愈來愈受重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但從以上的研究也發現幾點現象：  

  1.就研究時間而言，以上十九篇論文的發表時間集中於 2002 至 2008 年，

探究其原因為：教育部於 2001 年核準國立台中師範學院成立第一所語文教

育碩士班，之後相關學院及大學陸續成立教育研究所，招收國小現職教師，

才使得大量人才投入低年級寫作教學之研究。  

  2.在研究學位類別方面而言，這十九篇全部都是碩士論文，博士論文則

付之闕如，此現象對低年級之寫作教學課程發展之精緻化、深入化及專業

化之進展恐有影響。  

  3.就研究者而言，以國小教學現場教師居多，此一現象可說明教學現場

教師對國小低年級寫作課程發展及教材之迫切需求，及對低年級寫作課程

之重視。國小教學現場教師之優點是經驗豐富、有學生可進行實驗教學並

就進觀察。然而在專業理論之背景仍不足於專家學者，如果有專家學者也

投入這個領域的研究，與國小教師相輔相成，結合理論與實際，發展一套

適合國小低年級之寫作課程及教材，就更理想了。  

  4.就寫作教學而言，每位研究者設定之「變因」都不相同，筆者將其分

為以下幾類：   

  （1）活動融入導向：以各種動態活動實施，而引導入寫作者，筆者將其

歸為「活動融入導向」。有戲劇活動導入（廖慧娟，2007）、合作學習（徐

喬禹，2006）、多感官教學法（廖淑伶，2006）、討論（郭慈明，2004）、說

話引導（賴惠鈴，2004）、創思寫作（蔡佩欣，2003）等六篇。  

  （2）閱讀融入導向：以閱讀書籍或圖像而導入寫作者，筆者將其歸為「閱

讀融作導向」。有圖畫故事書（含繪本）（林燕，2006；張妙君，2004；粘

鳳茹，2004）、可預測性故事（賴瑋真，2005）、3看圖寫作（楊錫溱，2004；

連淑玲，2003）等六篇。  

  （3）寫作策略導向：以特殊角度切入寫作或結構圖呈現者，筆者將其歸

為「寫作策略導向」。有視覺空間智慧取向（陳怡靜，2002）、故事結構策

略（吳曉琪，2007）、心智圖法（鄭琇方，2006；陳淑娟，2004）、4電腦概

念構圖（徐喬禹，2006）、閱讀心得寫作（鄭雅鈴，2008）等六篇。  

  （4）寫作教材導向：以寫作教材本身或語法為主者，筆者將其歸為「寫

                                                 
3 看圖寫作 有兩篇，一 篇為紙本看 圖寫作，一 篇為看腦看 圖寫作。  
4合作學習與 電腦概念構 圖（徐喬禹 ，2006）為 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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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材導向」。有章法運用（趙逸萍，2005）、編序式教材（林金慧，2003）

等兩篇。  

    以上分類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以活動融入導向、閱讀融入導向、寫作

策略導向等三類最多，各有六篇，寫作教材導向最少，僅有兩篇。不知是

寫作教材編寫不易，或是其他因素，本研究之「擴寫教材」亦屬於寫作教

材導向，希冀能補充該類之不足，提供國小教師於實施低年級寫作時，另

一種教材選擇之參考。  

 

第二節 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探討 

 
    寫作是一種應用文字來呈現概念的高層次認知活動（林貴寶，錡寶香，

2000），瞭解國小低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才能編寫符合能力的寫作教材並

實施適合的寫作教學。以下就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發展進行探討。  

 
一、  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發展  
 
    國內學者陳弘昌（1991，頁 44）於談到「作文」教學的心理探究時， 

根據教學經驗，認為作文可分為三個層次（見表 2-2-1）。並認為小學生作

文，通常在第一、二期間徘徊，表現優良的學童可達到第三期，表現不佳

的學童，縱然到國小畢業離校，仍停留在第一期。  
 

表 2-2-1 作文寫作層次表  

序號  層次  說明  

1 
內容貧乏期  

因生活經驗稀少，累積的字彙語詞不足，寫起作文

筆重如山，文不對題，文病在貧而乏味。  

2 
下筆  

不能自休期  

此期因生活經驗漸漸充實，字彙語詞漸漸夠用，下

筆千言不知何時應停筆，但作品沒有剪裁，冗詞充

斥，文病在多而蕪雜。  

3 
收放隨心期  

能駕馭文筆，收放隨心，文章長短可因文題需要隨

時伸縮，修辭亦能生動感人。  
資料來源：陳弘昌（1991）。國小語文科教學研究。臺北市：五南。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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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陸學者朱作仁（1993，頁 90-91）根據調查研究及學者觀點，勾勒

出學生寫作能力發展的五個階段（見表 2-1-2）。由表中看出，小學低年級

學童的作文尚在起步階段，開始會寫一至三個句子，並聯句成段。中年級

學童則處於句、段向篇章的過渡時期；高年級學童寫作範圍擴大，能運用

記敘、描寫、說明等表達方法；及至高中階段寫作才算熟練。  
 

表 2-2-2 學生作文能力發展五階段表 5 

序號  分組  年級段  一般表現特徵  

1 

寫  

話  

期  

小學  

低年級  

作文的起步階段，在識字、寫字、說話和初步閱

讀基礎上，從口述到筆錄，聯詞造句，開始會寫

一至三個句子，並聯句成段（表達一個完整意思

的句群）；練習方式是先說後寫，寫作內容比較淺

顯，表達的意思十分簡單。  

2 

過  

渡  

期  

小學  

中年級  

用文字寫一個場景，一個人的肖像或一件簡單的

事等，篇幅加長，懂得寫文章的難度；出現個別

差異，有了不會寫文章的學生。這階段基完成從

口述向筆述，從句、段向篇章的過渡，開始注意

文章的構思。轉變的趨勢表現為從不切到切題，

從不能分清段落到分清段落，從寫簡單句到比較

複雜的複句等。  

3 

初  

級  

寫  

作  

期  

小學  

高年級  

寫作範圍擴大，聯想合理，能分別運用記敍、描

寫、說明等表達方法；注意圍繞中心選材、組材，

思路日趨有條理；從自然的開頭、結尾向多樣化

的開頭、結尾發展；從平鋪直敍，不善於表達思

想感情向初步借物抒情發展，有一定的文字表情

力；初步常握了記敍文寫作的一般要求和寫作方

法。  

                                                 
5 本表是大 陸地區的學 生寫作能力 發展表，原 由朱作仁、李志強發表 於《論學生 寫作能

力的結構要 素及其發展 階段》，〈教 育評論〉，1987 年第 4 期。  



 

- 20 - 

表 2-2-2 學生作文能力發展五階段表（續）  

序號  分組  年級段  一般表現特徵  

4 

中  

級  

寫  

作  

期  

初中階

段到高

中一年

級  

能運用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對寫作素材加以提煉

和概括，確立明確的中心思想；運用五種表達方

式（記敍、描寫、說明、議論、抒情）；注意應用

修辭手法；辭彙、句式、章法的儲備日益豐富；

運用語言材料比較熟練，文字表現力加強，有佈

局謀篇能力。  

5 

熟  

練  

級  

寫  

作  

期  

高中階

段  

乃至以

後  

能處理內容複雜的材料（如人物眾、場景變換多、

頭緒繁、事件容量大，論說事理較詳等），綜合而

熟練地運用多種表達方式（夾敘夾議、議論中抒

情、抒情中議論等）；文章立意有一定深度；結構

完整，羅輯嚴密；語彙豐富；寫作速度快；文章

較有文采，並出現向創作發展的傾向。  
資料來源：朱作仁主編（1993，頁 91）。小學作文教學心理學。福建：福建教

育出版社。  
 
吳立崗（2000，頁 78）指出國小二年級學童應能說、寫出一段話到一

件簡單的事。寫作要做到內容比較具體，條理比較清楚，語句連貫通順。  

江惜美（1997，頁 40）也認為低年級小朋友所習寫的生字，已具備造

詞、造句的能力，這時候的「提早寫作」，實際上是簡易作文。先透過學

生口述，然後寫成一段文字來表達他的想法和看法。由此可看出低年級學

童寫作能力之發展應以一至三個句子，並聯句成段為目標。要求寫一篇完

整的文章，對低年級或程度低的學生而言，是頗為吃力的。（仇小屏等，

2003，頁 5）。  

Scardamalia, Bereiter & Goelmam（1982）認為「工作記憶」能力之差

異可能是造成寫作專家及生手的原因，年幼寫作者因工作記憶有限，在寫

作時常常發生不知如何接續的狀況，這是因為缺乏繼續寫下去的線索及提

示。所以如何給予年幼寫作者適當的提示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現今國內低年級教師，在進行寫作課程時，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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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心放在「造詞」、「造句」，似乎低估了低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而有

些「跑得快」的低年級教師，已將「日記」當做學童的週末作業，要低年

級學童每週完成一篇日記。  

    雖然提早寫作是可行的（陳弘昌，1991，頁 45）。但當老師們為了提

升低年級的寫作能力而進行日記寫作或看圖寫作時，卻往往忽略了寫作指

導，或指導不足，於是造成學童及家長的壓力。最後「日記」往往是由家

長口述，學童一字一句記下，不然就是家長寫好之後，由學童重抄。到了

週末，看到回家作業又有一篇日記，往往成了學童及家長的惡夢。如此的

寫作刺激，究竟對學童的寫作能力有多少助益，不可得知，但對學童的寫

作態度必定有負面的影響。  

  有人認為寫日記，只是將學童自己的生活經過、感想記下來，學童對

於自己的生活經驗，感受最深刻，不需要去杜撰、去想像、去自編，只要

「寫下來」就可以了。殊不知，當學童有感受、有經驗，也很想用文字記

錄些什麼時，卻不知第一個字要寫什麼，第一句要怎麼寫，第一段要怎麼

寫。因為低年級學童組織、謀篇的能力較弱，不知如何安排段與段，甚至

不知如何安排句與句，到底哪一句在前，哪一句在後；第一句先寫什麼，

再寫什麼。這些句與句之間的安排對低年級學童而言是很困擾的。  

    老師或家長指導低年級學童寫日記時常有以下指導語「寫你今天發生

的事啊？」、「你早上、下午、晚上做了些什麼？」、「今天哪一件事令你印

象最深刻？」……學童的回答往往只有一句「我不會寫。」原因就出在學

童不知「先寫什麼，再寫什麼」，這裡指的「先寫什麼，再寫什麼」除了段

與段的安排外，更應重視的是句與句的安排。  

    Flower & Hayes（1981）認為寫作過程模式包含了寫作環境、作者的

長期記憶及寫作過程等三個層面，此三層面在寫作的過程是隨時交互進行

的。就作者長期記憶這個層面而言，包含了作者的寫作先備知識，而寫作

先備知識包括寫作基本知識（如標點符號的用法、文體的知識、成語知識、

修辭知識）及寫作題材的知識。由這個層面來看，研究者認為協助學童建

立寫作先備知識即成為教師教導寫作之重要任務。  

由字造詞、將詞造句、將幾個句子組合成段、最後才能組段成篇，所

以完成一篇文章決非一蹴可及。學生具有寫作「句」、「段」的能力，才

可能寫好成「篇」的作文（仇小屏等，200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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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榮（2002，頁 283）認為造句藝術，一向始於「正確」，「繼而通

順」，終乎「生動」。因此，在遣詞正確、文從字順的基礎上，如何加工鍛

鍊？奕奕揚輝，無疑是造句藝術的進階，恣縱行文的積極訴求所在。因此

研究者認為寫作的訓練是必需的。  

    根據研究者觀察，低年級學童在進行造句時，雖然大都可以根據原材

料（詞）造出通順的句子，但句子的品質可就良莠不齊了。學童所寫出的

句子中，最基本的句子，真的就是「一句」，例如「我有一個書包。」；有

的句子是由好幾個短句組成的，例如「我有一個紅色的書包，我每天都背

著它去上學，裡面有鉛筆盒、課本、作業簿還有一個水壺。」這兩個句子

在教師進行批改時都算對，因為學童已經利用原材料「書包」造出通順的

句子了，而且合乎語法、合乎邏輯，當然要算對。但上面舉例的兩個句子，

就寫作的品質而論，就有很大的差異。第一個句子，只有直接的敘述；第

二個句子，用「紅色」修飾書包，還說明「每天都背它去上學」，更描述「書

包裡放了些什麼東西」。第二個句子的描寫，讓書包彷彿歷歷在目，因為作

者給了書包具體的描述。所以就句子的品質而言，第二個句子比起第一個

句子要來得好。要完成像這樣的句子，以低年級學童的能力而言應該不難，

只是沒有人教導學童，該如何將句子加長？加長時要加些什麼？該如何安

排加長的句子？如果教師能安排適合的教材，並有計畫的教導低年級學童

如何進行「擴寫」，應可以提升學童造句的品質及長度，造出「正確」、「通

順」又「生動」的句子。  

  袁浩、戴汝潜（1998，頁 63）認為小學低年級兒童的概括主要屬於直

觀形象的概括水平，他們比較注意事物的外觀和實際意義，他們所能概括

的特徵和屬性，常常是事物直觀的、形象的、外部的特徵和屬性。因此教

導學童觀察事物的細節，應有助於寫作時將人、事、景、物描寫得更細緻，

寫得更好。上面所舉「書包」的例子，就是利用觀察，將書包的外觀、特

徵、用處進行描述，使「書包」產生具體的形象，使讀者對有更深入的認

識。  

  根據以上的探究，國小低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不應只到「句」，但

也不應將直接跳到「篇」。應教導學童將句子寫長，將句子的品質寫好，再

將幾個句子恰當的組成段，才能於升上三年級時，順利過渡到段落寫作，

最終才能發展成篇。  



 

- 23 - 

二、國小第一階段寫作能力指標  
  目前九年一貫語文領域的寫作能力指標（見表 2-3-3），在縱貫的銜接

及細項能力上都不很明確，教師不易掌握學生在每一階段（每一年級）該

學到何種程度？因此在命題時也無所憑依，只能靠經驗來命題，更遑論循

序規劃一套完整的學期寫作課程計畫（仇小屏等，2003，頁 47-48）。  
 

表 2-2-3 語文領域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三年級）之寫作能力指標一覽表  

   F-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良好的寫作態度與興趣。   
     1-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練習寫成一段文字。  
     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1-1-4-3 能相互觀摩作品，分享寫作的樂趣。  
     1-1-9-4 能經由作品欣賞、朗讀、美讀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F-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辭造句，並練習常用的基本句型。   
     1-2-1-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句子。  
     1-2-1-2 能仿寫簡單句型。  
   F-1-3 能認識各種文體的寫作要點，並練習寫作。   
     1-3-3-1 能認識並欣賞童詩。  
     1-3-4-2 能認識並練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說明文。  

1-3-4-3 能配合日常生活，練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便條、  
       書信及日記等。  

 F-1-4 能練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   
     1-4-5-1 能利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1-4-10-3 能應用文字來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F-1-5 能概略分辨出作品中文句的錯誤。   
   1-5-1-1 能指出作品中有明顯錯誤的句子。  
 F-1-6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從收集材料到審題、立意、選材及安排段

落、組織成篇 )，逐步豐富作品的內容。  
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1-6-7-2 能練習利用不同的途徑和方式，收集各類寫作的材料。    

   F-1-7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F-1-8 能分辨並欣賞作品中的修辭技巧。   
     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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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能力指標，研究者將教育部規定之寫作能力依認知、技能及

情意等向度予以分類：  

（一）認知：  

1-1-1-1 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練習寫成一段文字。  

1-1-2-2 能在口述作文和筆述作文中，培養豐富的想像力。  

1-3-3-1 能認識並欣賞童詩。  

1-5-1-1 能指出作品中有明顯錯誤的句子。  

1-6-3-1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  

1-8-2-1 能分辨並欣賞文章中的修辭技巧。  

1-7-1-1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二）技能：  
1-2-1-1 能運用學過的字詞，造出通順的句子。  

1-2-1-2 能仿寫簡單句型。  

1-3-4-2 能認識並練習寫作簡單的記敘文和說明文。  

1-3-4-3 能配合日常生活，練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便條、書信

及日記等。  

1-4-6-2 能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1-6-7-2 能練習利用不同的途徑和方式，收集各類寫作的材料。  

1-4-10-3 能應用文字來表達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想法。  

  （三）情意：  
1-4-5-1 能利用卡片寫作，傳達對他人的關心。  

1-1-4-3 能相互觀摩作品，分享寫作的樂趣。  

1-1-9-4 能經由作品欣賞、朗讀、美讀等方式，培養寫作的興趣。  

因為第一階段包含了國小一至三年級，就表 2-2-3 之能力指標來看，

實在無從得知一、二、三年級應分別達成哪一條能力指標，或每一條能力

指標應該完成至何種程度。因此研究者參考丁有寛（1985）將記敘文加以

細分之分類，編寫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之記敘文擴寫教材，以做為第一線

教師在教導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時之參考。希望國小低年級學童在學習此

套記敘文擴寫課程後，能達成教育部訂定之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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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根據研究之主軸「擴寫教學」，希望學童在學習整套課程後在寫

作之篇幅及內容層次上均能有所進步，特選擇「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

斷測驗」（楊坤堂等，2003）之幾個具體向度，透過量化來檢視學習者之學

習成效，說明如下：  

    1.總字數：整篇文章中任何可以辨認的字之總和，但不含標點符號。  

    2.總句數：根據整篇文章之內容、結構，判定文章之總句數。  

    3.每句平均字數：計算方法為總字數除以總句數。  

    4.造句商數：將總字數依規定扣除用字之錯誤（含字及標點符號）並

加上省略之用字及標點符號，再與總字數相比，得到的數值即為造句商數，

亦代表著用字及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情形。數值愈高即正確率愈高。  

    5.文意層次：根據文章敘述之內容判定其文意層次，相當於基測、學

測之分級，文意層次愈高，代表寫作內容愈佳。  

 

二、  男女學童寫作能力之比較  
 
   一般人總認為女孩在語言方面的能力優於男孩。探討相關文獻卻發

現，有的研究證明的確是如此，但也有研究證明男、女孩在語言方面並無

特別差異，茲將兩種不同看法，就學者意見說明如下：  

（一）女孩在語言方面的能力優於男孩： 

1.朱敬先（1972，頁 18-23；1982，頁 32-38）指出女性在語言能力上

有一致的優越性。女孩開始靈活運用句子比男孩早，並且會用較長的和較

複雜的句子。自小學到中學、大學，女孩在語言機能的許多方面一直佔優

勢。美國四至十二年級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女孩的作文比男孩做得長；

三十個月至六十五個月的兒童，在平均語句長度上，也是女童優於男童。  

2.6Garai 和 Scheinfeld（1968）認為女孩獲得語言比男孩早，在語言流

暢性方面，以及在讀、寫和拼寫方面均佔優勢。但是在言語理解、言語推

理甚至在詞彙方面在就比男孩差。從表 2-2-4 可看出女性在語言的運用方

面佔優勢。 

                                                 
6 轉引自李 丹主編，兒 童發展 （1994，頁 482-483）。台北 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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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兩個年齡組男女兒童語言能力分測驗常模表  

年齡  性別  言語推理  
語言運用（1）  

  拼寫   

語言運用（2）  

  句子  

13 
男  

女  

15.8 

14.6 

  25.9 

  37.9 

  20.2 

  28.6 

17 
男  

女  

29.3 

25.2 

  59.1 

  72.1 

  40.9 

  45.8 

 

3.楊志堅、許家芬、陳麗婷（2006）以國小四年級學童為對象，以續

寫方式進行寫作之研究結果顯示，不論是在「作文產品」、「造句商數」、「文

意表現」及「寫作總分」各方面，國小四年級女學童的表現皆顯著優於男

學童。  

（二）女孩與男孩在語言方面的能力没有差異：  

1.林清山先生於 1967 年發表於測驗年刊中之「救濟院兒童與一般家庭

兒童平均語句長度的比較」一文中表示，除在圖畫情境中普通家庭的女童

較男童使用較長句外，均未顯示男女兒童在平均語句長度方面有明顯的差

異（轉引自朱敬先，1982，頁 37-38）。  

2.楊國樞認為性別與年齡對語言發展的影響是互動的（ interactive），

亦即性別差異的關係依兒童年齡而定，如果將各年齡兒童混合分析，則很

少發現兩性差異（轉引自朱敬先，1982，頁 38）。  

2.譚天瑜（轉引自朱敬先，1982，頁 38-39）研究國小兒童的語言行為

與性別關係，發現男女的語言編碼（Code，指句子組織層次、語意表達程

度、語句結構及修飾詞等）和總字數上均無顯著差異。  

    綜合以上文獻，男女童之語言能力是否有顯著差異，各家看法分歧。

寫作是語言能力之重要呈現方式之一，本研究針對此一有趣現象，將做男

女學童寫作能力之比較，以瞭解國小低年級男女學童，在寫作方面是否具

有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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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小低年級學童記敘文擴寫 

 
    本節將針對記敘文及擴寫做探討，並說明選擇記敘文及擴寫做為實

驗教學教材之學理依據。  

 
一、記敘文  
 
  （一）記敘文為一切文體之基礎  

杜淑真（2001）認為記敘文是以描述「具體情境」為主要筆法，而抒

情文必須借事抒情，方能真感人；議論文必須藉事說理，才能論例確鑿，

令人心服口服；而這些「事」，即是具體事實（情境）。所以記敘文的作法，

原則上也是一切文章的寫作方法。  

由上看來，每一篇文章幾乎都含有記敘文的部分，所佔的篇幅多寡，

則因寫作的內容而定。所以在寫作任何一種文體時，或多或少都會運用到

記敘文的寫作手法。因此具備記敘文之寫作技巧，對書寫其他文體也有一

定的助益，由此更突顯了記敘文的重要性。  

 （二）敎科書中記敘文的比例高  

    鄭雅靜（2004，頁 121）研究指出記敘文在所有散文類中的出現比例

最高，其子類又細分為寫人、敘事、狀物、記景四類，當中以國編版的分

配最為平均，其他版本在遊記方面顯得薄弱，同時各種寫作形式的比例，

康軒版以寫人和敘事最多，南一、翰林則敘事佔多數。   

研究者整理康軒、翰林、南一（2007）等三種版本之國語低年級教科

書（第一至第四冊）之文體分布，如表 2-2-2、2-2-3、2-2-4 所示，國小低

年級國語教科書中的文體分布情形，康軒版佔最多篇幅的是韻文，其次是

記敘文（康軒，2007）；翰林版及南一版佔最多篇幅的都是記敘文，其次是

韻文（翰林 2007；南一，2007）。可見在低年級國語教科書之文體中，記

敘文所佔的比例相當高。記敘文之所以適合低年級及記敘文之重要性由此

可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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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小低年級國語課文文體比例表（康軒版）   
     文體

比例  
記敘文  韻文  其他  小計  

篇數  0 8 0 8 一

上  百分比 0 100 0 100 

篇數  3 11 0 14 一

下  百分比 21.43 78.57 0 100 

篇數  10 4 1 15 二

上  百分比 66.67 26.67 6.67 100 

篇數  8 4 2 14 二

下  百分比 57.14 28.57 14.29 100 

篇數  21 27 3 51 
合

計  百分比 41.18 52.94 5.88 100 

 
 

表 2-3-2 國小低年級國語課文文體比例表（翰林版）  

     文體

比例  
記敘文  韻文  其他  小計  

篇數  0 8 0 8 一

上  百分比 0 100 0 100 

篇數  10 4 0 14 一

下  百分比 71.43 28.57 0 100 

篇數  10 3 1 14 二

上  百分比 71.43 21.43 7.14 100 

篇數  10 3 1 14 二

下  百分比 71.43 21.43 7.14 100 

篇數  30 18 2 50 合

計  百分比 60 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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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小低年級國語課文文體比例表（南一版）  

     文體

比例  
記敘文  韻文  其他  小計  

篇數  3 5 0 8 一

上  百分比 37.5 62.5 0 100 

篇數  6 6 0 12 一

下  百分比 50 50 0 100 

篇數  9 4 1 14 二

上  百分比 64.29 28.57 7.14 100 

篇數  9 4 1 14 二

下  百分比 64.29 28.57 7.14 100 

篇數  27 19 2 48 合

計  百分比 56.25 39.58 4.17 100 

 

（三）記敘文以學生的經驗為寫作材料  
    記敘文因記述、描寫的對象不同，又可以區分成記人、敘事、寫景、

狀物等四類（李之敬、崔定周、王勇，1992，頁 1；師遠鐘，1993；杜淑

真，2001；楊桂榮，1999，頁 3）。丁有寛（1985，頁 47-49）將上面四類

合併為三類（寫景包含在狀物裡），並做了更細的分類：  

1. 寫人八法：外貌描寫，語言描寫，行動描寫，心理活動描寫，人物綜合

描寫，用一事代表人，用幾事代表人，用幾方面品質表人。  

2. 敘事四法：按事件經過敘事，按時間順序敘事，按地點轉移敘事，按事

件經過結合時間順序、地點轉移交錯敘事。  

3. 狀物五法：寫一個場面，寫一個景物，寫一群建築，寫一個自然環境，

寫一個動物。  

    記人、敘事、狀物、寫景，都可以以學童自己的經驗、記憶做為寫作

的材料，有具體的內容可以記述描寫，是最貼近學童生活的一種文體，也

是學童最容易上手的寫作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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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記敘文是一切文體之基礎；國小低年級課本中，記敘文又佔有相

當的篇幅；記敘文的寫作材料貼近學童的生活經驗，基於以上三個理由，

所以研究者認為，教導國小低年級學童從記敘文開始學習寫作，將句子漸

漸寫長，讓句子的品質更精緻，將記敘的人、事、景、物描寫得更具體、

生動，就是低年級提早寫作的具體方法之一，只要方法得宜，教材適當，

應可有效提升低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  

    
二、擴寫  
 

學生必需學會邏輯地組織自己的想法與意念，並遵循正確的書寫機制

（如標點和拼字），以達成溝通的目的（Mercer，1997）。前面提到，國小

低年級學童的寫作能力，不應只到「句」，但也不應將直接跳到「篇」。應

教導學童利用正確的書寫方式，合宜的組織順序，將句子寫長並將句子的

品質寫好，最後再發展段。擴寫就是達成上述目標的最佳方法之一。  

擴寫是一種寫作的方法，很多專家學者都曾對「擴寫」發表過看法，

茲將專家學者對於擴寫之定義，整理成表 2-3-4：  
 

表 2-3-4 擴寫定義表  

作者  定義  

金正揚  

（1996，頁 31-32） 

擴寫必須依據原材料的中心思想，將原材料加以擴

展，使原材料變得詳細、具體生動。  

賴慶雄，楊慧文

（1997，頁 35）

仇小屏等  

（2003，頁 26）

擴寫就是在不改變原文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的條件

下，把某些句子、段落或短文加以擴展充實渲染、修

飾、刻畫，使原來不夠具體的情節變得生動，具體，

形象，感人。擴寫時要掌握的原則是：「添加枝葉，

只增不減」、「擴展內容，豐富情節」、「精細刻畫，描

摹生動」。  

潘梓、何仁余

（1997，頁 2）  

擴寫是要求對原材料進行適當的推理想像，做合理的

擴展和補充，使文章的內容豐富起來，文章的情節生

動起來，文章的人物、景物形象起來，文章的結構完

整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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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擴寫定義表（續）  

作者  定義  

邱素雲  

（2000，頁 185） 

擴寫是對原文中某些没有展開的部分，根據上下文的

內容和情節，再進行描寫、擴充，使它成為較完善的

文章。…使原文更具體、生動、形象。  

王昌煥  

（2001，頁 185） 

擴寫就是將原本的文章短的寫長，一般的寫優美。因

此，「擴」不是「長度」的擴長而已，那只是「量」

的部分，更重要的是「質」的提升，也就是「美感」

的增強。  

陳智弘  

（2001，頁 106） 

范曉雯、郭美美、

陳智弘、黃金玉

（2001，頁 25）

以幾個文章的構成要素、一段話或一則短文為基礎，

將文旨擴大而鋪排成長篇或完整文章，這種方法叫做

擴寫。  

張春榮  

（2002，頁 49）

擴寫是給材料作文的非傳統題型之一，依據提供的材

料（句、段、篇），擴充而之，詳盡描寫。  

王必輝、曹雪清

（2003，頁 3）  

擴寫是一種擴展性的寫作形式。其擴展性體現出對原

文原作思維、情感與語言等三方面的創新。  

鍾文宏  

（2006，頁 17）

擴寫即『增加法』。以一段話或一則短文為基礎，訓

練學生根據其題目意旨，在適當的細節上，增加一些

生動詳實的描述，擴展成一篇內容更豐富的完整文

章。  
      
    綜合以上看法，研究者認為「擴寫」即是將原材料（可以是一組詞、

一句話、一則短文、一篇文章）依據中心主題予以加長，目的在使原材料

敘述、描寫的內容更具體、更精緻、更完整、更具有說服力，進而使讀者

對文章的感受更深刻。  

專家學者們依擴寫原材料之不同，在擴寫的分類上也有不同見解，但

方法及觀念仍是大同小異的。如表 2-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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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擴寫分類表  

作者  分類內容  

金正揚  
（1996，頁 31-32） 

1. 圍繞一個中心句進行擴寫。  
2. 根據一個概括的段落進行擴寫。  
3. 依據一個簡略的提綱進行擴寫。  

潘梓、何仁余

（1997）  

1. 對詞語進行擴寫。2. 對句子進行擴寫。  
3. 對段進行擴寫。4. 對篇進行擴寫。5. 其他擴寫。

賴慶雄，楊慧文

（1997，頁 35）  
仇小屏等  

（2003，頁 26）  

1. 擴 句 。 2. 擴 段 。 3. 擴 篇 。 4. 提示性擴寫（即命

題者根據原文提出一些擴寫要求，學生依此寫作）。

     

研究者認為，對中心句進行擴寫，將句子寫長並將句子的品質提升，

再將句子擴展至段落，是最具體也是最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的寫作方法，

故以此為目標，將記敘文的四類，加以細分，編寫出記敘文擴寫教材，做

為本研究擴寫教學組之授課內容，用以探討擴寫教學對於國小低年級學童

寫作之影響。  

 

第四節 寫作能力評量 

 
    寫作是衡量兒童書面語言發展能力的最重要指標（仇小屏等，2003，

頁 3）。作文是一種內在思想感情組織能力的外現，為確保公平、客觀起見，

定量化評分標準是絶對必要的（何三本。2002）。作文活動直接產生作品，

因此對於作文的測驗與評量往往採用「作品評定法」，注重活動最後產品的

質量（朱作仁主編。1993，頁 206）。因此針對作品加以評分是評估寫作者

的作品是否有進步的最佳方法，評分的標準及方式會影響評定的結果，所

以本節就寫力能力評量加以探討。  

張道行、李嘉晃與譚克平（2006）認為：寫作自動評閱系統（Automated 

Essay Scoring，AES）的研究自 1960 年開始，已發展多年，並被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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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國內，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提出一個可使用的 CAES 系統（Chinese 

AES，CAES）。而直接使用現有的 AES 技術在中文寫作上也有相當大的困

難，其原因有以下三點：一、現有的 AES 系統採用許多與語法結構相關的

特徵，例如句型、文法、邏輯性等。而中文的語法結構較為複雜，造成辨

識上的困難。二、中文因為詞與詞間並無辨別符，因此在斷詞的文字處理

上遭遇比較多的困難。三、中文句子的定義及標點符號的使用較為模糊，

造成以句子做為擷取單位的困難。  

  因為中文字、詞、句之間的複雜性，使得中文作品到目前為止尚無法

由人工閱卷改成自動化閱卷。所以每年的基測、學測雖然都有作文的考試

項目，卻仍由人工閱卷的原因可想而知了。即然在作文的評分上只能採用

人工閱卷的方式，所以只能透過適宜、嚴謹的評分方式來要求評分的客觀

性。  

    教育部（2003）指出作文能力之評量原則，可依階段能力指標，就創

意、字句、取材、內容、結構、文法、修辭、標點等向度，自訂量表進行

評量。何三本（2002，頁 199-201）認為作文評量的內容應包含以下幾個

部份：1.語文基礎知識，如字、詞、語法的正確性 2.有具體內容，不說空

話 3.據題抒寫，文不離題 4.條理通順 5.想像力豐富 6.詞彙優美。  

    研究者整理國內相關文獻中之寫作評量表（見表 2-7-1 至表 2-7-6）發

現，雖然各個作者會根據評分的文體及研究方法不同，而訂定不同的評分

標準，但的確不出以上幾個向度。  
 

表 2-4-1 國內寫作評分表 --記敘文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文字修 辭
1.標點適當 2.用字正確 3.用詞精確

4.文法通順 5.修辭優美  

二、內容思 想
1.取材獨特 2.主題鮮明 3.描寫生動

4.情節流暢 5.高潮湧現  王淑貞  
作文評定

量表 -- 
記敘文  

三、組織結 構
1.段落精晰 2.開頭新穎 3.承轉曲折

4.結構嚴謹 5.結尾有力  

七點

量表  

感官觀察活

動與過程導

向寫作教學

對學童寫作

表現之比較

王明通

王木榮  
六年級  
記敘文  

1.造句 2.修辭能力 3.剪裁能力 4.結構能力  
5.觀察能力 6.想像能力 7.篇幅長短 8.標點符號  

五點

量表  

中區國小六

年級學生記

敘文寫作能

力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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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內寫作評分表 --記敘文（續）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基本能 力

10% 

1.字跡工整 2.用字正確 3.無缺漏字

4.標點得當  

二、文章架 構

15% 

1.要素清晰 2.段落分明 3.前後連貫呼應

4.佈局適切  

三、文字表 達

10% 

1.敘述明確 2.語法正確 3.善用敘

述表達 4.文句優美 5.詞彙豐富  

6.善用修辭 7.刻劃深入 8.情意真摯

四、主題內 容

15% 

1.文題相符 2.主題明確 3.材料適切

4.舉例適當 5.觀點一致 6.不落俗套 

高敬堯  

記敘文  

擴寫評定

量表  

五、擴寫技 巧

50% 

1.忠於原文 2.文體一致  

3.符合題目要求 4.擴寫長度  

五點

量表  
國小學童記

敘文的擴寫

一、主題／ 焦

點  

文章是否能 清楚地呈或 持續一個

主要的想法 、主題和要 旨  

二、文法修 辭
遣詞造句， 包括句型變 化、標點

符號、文法 流暢性、錯 別字等  鄒慧英  

記敘文  

量表 --

五、六年

級  三、組織／ 發

展  

組織結構， 包括重要元 素、發展

邏輯性、段 落銜接、細 節的支撐

等  

四點

量表  

寫作檔案縱

貫資料分析

及評分者一

致性  

一、作文產 品

量表  

1.總字數 2.總句數  

3.平均每句字數  

二、語法 (造句

商數 )量表  
1.文字使用 2.標點符號  

楊志堅

許家芬

陳麗婷  

記敘文  

三、文意量 表
1.中心思想明確 2.取材適當  

3.敘述合理 4.見解獨特 5.描寫生動 

  

國小中文寫

作評量評分

準則之實徵

研究  

一、文字修 辭
1.標點適當 2.用字正確 3.修辭精準

4.文法通順 5.句型豐富  

二、內容思 想
1.取材適切 2.主題鮮明 3.背景清晰

4.情節流暢 5.高潮湧現  
蔡銘津  

敘述文  

評定量表

三、組織結 構
1.段落分明 2.起始有力 3.承轉合宜

4.結局得體 5.前後一貫  

五點

量表  

文章結構分

析策略教學

對增進學童

閱讀理解與

寫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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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內寫作評分表 --說明文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文字修 辭
1.標點適當 2.用字正確 3.修辭精準

4.文法通順 5.句型豐富  

二、內容思 想
1.取材適切 2.旁徵博引 3.見解獨特

4.事理分明 5.文題相符  

陳英豪

簡楚瑛

王萬清  

說明文  

評定量表

三、組織結 構
1.段落清晰 2.起始有力 3.承轉曲折

4.結論得體 5.前後呼應  

七點

量表  

同儕互動對

國小學生寫

作能力之影

響  

一、標點符 號 標點正確  

二、字詞語 句 1.用字正確 2.用詞正確 3.句子通順 

三、思想內 容
1.內容充實 2.取材切題 3.列舉實例

4.符合事實  

四、組織結 構 1.條理清晰 2.段落分明 3.前後呼應 

鄭博真  

國小高年

級說明文

評定量表

五、修辭美 化 1.措詞精緻 2.說明生動  

五點

量表  

寫作修改教

學策略對國

小學生寫作

修改表現、

寫作修改能

力、寫作品

質和寫作態

度之影響  

 
表 2-4-3 國內寫作評分表 --應用文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楊裕貿  

應用文評

定量表 --

高年級應

用文   

1.格式正確 2.文題相符 3.標點正確 4.文字正確  

5.語句通順 6.文辭合宜 7.內容豐富 8.結構完整  

六點

量表  

台彎省中部

四縣市國小

六年級學童

之應用文寫

作能力  

 
表 2-4-4 國內寫作評分表 --看圖寫作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作文產 品

量表  
1.總字數 2.總句數 3.平均字數  

二、語法 (造句 )

量表  
1.用字 2.標點符號 3.錯別字  

楊坤堂

李水源

吳純純

張世彗  

看圖寫作

--一至六

年級  
三、文意層 次

量表  

1.無意義的語文 2.具體 --敘述  

3.具體 --想像 4.抽象 --敘述  

5.抽象 --想像  

詳見

測驗

手冊 

國小兒童書

寫語文能力

診斷測驗編

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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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 國內寫作評分表 --普通學生及學習障礙學生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觀念  

1.與圖畫相符 2.具體細節描述  

3.創意或富想像力 4.描述觀點一致

5.表達見解  

二、字詞  

1.名詞或代名詞運用正 確  

2.動詞運用正確 3.形容詞運用適當

4.連接詞運用適當 5.運用成語、俗

諺或名言佳 句  

三、句子  
1.有意義 2.文法完整 3.長而複雜

4.形式有變化 5.通順流暢  

文章內容

評量表  

四、組織  

1.開頭令人感興趣 2.意念安排恰當

3.句與句之間有連貫性  

4.主題或意念承轉具邏輯性與凝聚力

5.結果合適  

三點

量表  

一、流暢性 1.總字數 2.總詞數  

二、字詞彙 廣

    度指標  

1.相異用字 2.相異用詞 3.校正後

相異字比例 4.校正後相異詞比例

吳珮雯  

計分表  

三、文本內 容

    指標  

1.觀念總分 2.字詞總分 3.句子總分

4.組織總分 5.全部總分  

  

國小五年級

普通學生及

學習障礙學

生口語表達

與書面表達

表現上之比

較  

 
表 2-4-6 國內寫作評分表 --未註明文體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文字修 辭
1.標點適當 2.用字正確 3.修辭精確

4.文法通順 5.句型豐富  

二、內容思 想
1.取材適切 2.景物鮮明 3.見解獨特

4.事理分明 5.文題相符  
陳鳳如    

三、組織結 構
1.段落清晰 2.起始生動 3.承轉曲折

4.結尾得宜 5.前後呼應  

七點

量表  

活動式寫作

教學法對國

小兒童寫作

表現與寫作

歷程之實驗

效果研究  

一、內容思 想
1.中心思想明確 2.取材適當  

3.敘述合理 4.見解獨特 5.描寫生動 . 

二、組織結 構 1.分段清楚 2.銜接恰當 3.架構完整 陳文琪  
作文評定

量表  

三、通則規 範
1.標點正確 2.字詞使用恰當  

3.文句通順  

五點

量表  

全語言教學

對國小五年

級學童批判

思考、寫作

表現和學習

內發動機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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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 國內寫作評分表 --未註明文體（續）  

編製者  
名稱及  

適用對象
評分項目  

記分

方式  

與寫作相關

之研究內容

一、文句表 達 1.遣詞用字 2.文句連貫 3.表達流暢 

二、內容思 考 1.內容合題 2.掌握重點 3.思惟清晰 

三、組織結 構 1.文字正確 2.標點正確 3.語句正確 

柯志忠  

分析型寫

作評定量

表  

四、基本技 巧 1.段落適宜 2.前後連貫 3.架構完整 

五點

量表  

社會互動寫

作教學方法

對國小高年

級學童寫作

品質及寫作

態度影響  

 

蘇軏先生曾以字數多寡來衡量作文能力之強弱 7，從數字上的顯示，發

現小學生作文發表能力是依年級或發育程度之增加而增加其發表字數（轉

引自陳弘昌，1991，頁 44）。葉靖雲（2000）的研究也顯示，學童寫作作

品之總字數與欲測量之作文能力有顯著的連結關係。  

    可見寫作作品字數的多寡與寫作能力有相關，但在研究者整理之上述

寫作評分表中，僅楊志堅等（2006）、楊坤堂等（2003）及吳珮雯（2002）

編製之評分標準，將字數多寡列為評分項目，而楊志堅等（2006）採用之

字數評分標準係引用自楊坤堂等（2003）之評分標準，故嚴格說來僅有兩

人將字數多寡列入評分項目之一，比例不高。這方面的落差值得後人做進

一步之探究。  

除了針對評定之作品，定訂評分標準外，朱作仁（1993，頁 206-208）

認為作文的測評尚需達到以下幾個基本要求：  

1. 效度（有效性）：指能夠真正測到所要測量的東西的程度。寫作的

測評效度當然要能測出和評出寫作的能力，而不是識字或閱讀等其他能

力。效度又可分為內容效度、效標效度和結構效度。效度係數，一般要求

在 0.60 以上。  

2. 信度（可靠性）：信度指一個工具測其所要測量對象的前後一致程

度。作文測評信度要求測驗在不同時間施用所得結果一致；同一作文，不

同人評定或同一人在不同時間評定，所得結果盡可能相近。信度若達 0.70

                                                 
7 見蘇軏編 著，臺 灣省 中小學學生 作文發表能 力之剖析 ，頁 74-75。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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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說明測評結果可靠。  

3. 區分度（鑑別力）：指試題能夠區分出學生的程度。作文測評要求

鑑別出學生的作文能力，拉開分數距離。區分度係數一般要求在 0.30 以上。 

4. 實用性（便利性）：指測評所需時間、人力為客觀條件所允許。作

文的施測、分數的評定及分數的解釋等，都應簡便。  

表 2-4-1 至表 2-4-6 所列之各個評分表，大都由編製者自行檢驗效度與

信度。在效度方面，大都只做了專家效度，請專家學者審閱提供意見後進

行修改；構念效度做的僅佔少數。在信度方面，僅少數編製者做了重測信

度，未見其他信度考驗。在評分者效度上，大部份都做到了。  

對實用性之看法，因使用者語文能力及評定熟練度不同而異；然未見

各位編製者做實用性之追縱及分析報告。區分度方面亦未見編製提及。區

分度及實用性未見編製者重視的原因應是，各個研究者編製的寫作評分表

是為配合個人的研究需求而製定的，前提是符合該研究的寫作作品即可（大

部份的研究都是用來比較不同受試者個人的前後測寫作能力），所以評定出

受試者的寫作能力後，進行不同向度的分析及研究討論後，研究即告終止，

因此區分度及實用性方面自然不受編製者重視。  

國內語文及統計專家學者花了如此的心力編製的寫作評分表，就此煞

車實在可惜，實有必要進行統整，依寫作文體（記敘文、說明文、論說文、

抒情文）及受試者年齡不同，製訂出更具效度、信度、區分度並廣為大衆

接受的分析型寫作評分表，以做為中文寫作自動評閱系統尚未發展出來前

中文寫作評量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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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相關理論，採實驗研究法之準實驗

設計，以非隨機控制組前、後測實驗設計方式進行實驗教學，以瞭解擴寫

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影響。並針對接受擴寫教學之學童，填

寫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以瞭解擴寫教學對於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態

度之影響。  

 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研究假設、研究設計、評分者背景、研究限制、

研究工具、研究歷程及資料處理等項目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研究者本身為現職國小教師，為使研究進行順利，以研究者任職之國

小二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本校位於台中市南屯區八期重劃區內，於民國

八十八年成立，九十年八月一日正式招生，招生至今僅有七年，是一所都

會型的新學校。  

  本校每學年各有十一至十二個班，二年級有十一班，全校共計六十八

班。因學校行政作業無法配合本研究進行隨機取樣，且考量並非全體二年

級級任教師皆有意願參與本研究；經與二年級級任教師協商並獲學校行政

同意，選取三個班級進行實驗教學。  

第一個班定為對照組 1，由研究者授予一般寫作教材；第二個班為研

究者擔任級任教師之班級，定為實驗組，由研究者授予擴寫教材；第三個

班級定為對照組 2，由原級任教師授予一般寫作教材。因實驗組有一名中

度智能不足學童，為免研究對象能力差異過大，影響研究結果，該學童不

列入研究對象，班上之其餘學童皆為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於一年級進入本校時，係採亂數編班，未進行特殊能力分班，

故三組學童之資質及各方面能力可視為相同。實驗教學過程中，對實驗組

學童實施擴寫教學，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 之學童均實施一般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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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人數如表 3-1-1：  

 
表 3-1-1 實驗組與對照組人數統計表  

組別  寫作教學安排模式  男  女  人數合計  

對照組 1 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16 16 32 

實驗組  擴寫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16 16 32 

對照組 2 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17 16 33 

人數合計  49 48 97 

 

在進行實驗教學之前、後，對三組學童實施「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

診斷測驗」，並將測驗結果進行統計分析，考驗學童之寫作能力在實驗教學

前及實驗教學後，是否有顯著差異。並請實驗組於實驗教學後填寫「擴寫

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看其寫作態度是否有正面提升。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一、假設 1：擴寫教學能顯著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之寫作「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  

（一）假設 1-1：國小二年級學童，在接受不同實驗教學前之寫作「總

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没有

顯著差異。  

（二）假設 1-2：國小二年級學童，在接受不同實驗教學後之寫作「總

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有顯

著差異，且擴寫教學組優於一般寫作教學組。  

二、假設 2：國小二年級男、女學童之寫作能力，没有顯著差異。  

（一）假設 2-1：國小二年級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寫作

「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

没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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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 2-2：國小二年級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後之寫作

「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

没有顯著差異。  

三、假設 3：在不同教學組，不會因性別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成效有所

差異；在不同性別學童上，亦不會因教學組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成

效有所差異。  

四、假設 4：不同能力之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前，其寫作「總字數」、

「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有顯著

差異。  

五、假設 5：不同能力之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後，其寫作「總字數」、

「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没有顯

著差異。  

六、假設 6：中、低能力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後，其寫作「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之進步幅度，

顯著大於高能力組。  

七、假設 7：擴寫教學能使國小二年級學童，具有正面之寫作態度。  

（一）假設 7-1：擴寫教學能使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寫作認知上具有

正面的態度。  

（二）假設 7-2：擴寫教學能使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寫作行為上具有

正面的態度。  

（三）假設 7-3：擴寫教學能使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寫作情意上具有

正面的態度。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探討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影

響。並以寫作態度回饋表之填寫及分析，瞭解實驗組之寫作態度。進行之

教學實驗、實驗處理及研究變項等三方面分別說明如下。  

 

一、  實驗教學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實驗研究法之準實驗（黃光雄、簡茂發，2000，

頁 319-320），以非隨機控制組前、後測實驗設計方式進行。以二年級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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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做為研究對象，對實驗組學童實施擴寫寫作教學，對對照組 1 及對照

組 2 之學童實施一般寫作教學。  

現行國小學制中，每一學期上課週數為二十週。第一週安排寫作能力

之前測，最後一週安排寫作能力之後測（實驗組另填寫擴寫教學寫作態度

回饋單），及配合學校一學期兩次之定期成績評量，共進行十六週之實驗教

學，每週進行一節，每節四十分鐘。  

十六週實驗教學結束後，依據三組學童前、後測寫作作品之得分，比

較學童之寫作能力，在進行實驗教學後，是否有顯著差異。並透過擴寫教

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瞭解實驗組學童在進行實驗教學後之寫作態度，在認

知、行為、情意這三個層面上，是否具有正面態度。  

    擴寫教學活動之準實驗設計如表 3-3-1 所示：  

O1、O3 和 O5 為前測：在進行教學實驗前，請三組學童針對「國小兒

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之同一彩色刺激圖進行看圖寫作。作品由評分

者依據評分標準進行評分後，所得之分數。  

X1 和 X2 為教學實驗處理：三組分別實施不同之寫作教學安排模式，

對照組 1 實施一般寫作教學由研究者授課；實驗組實施擴寫教學由研究者

授課，對照組 2 實施一般寫作教學由原級任教師授課。  

O2、O4 和 O6 為後測：在進行教學實驗後，請三組學童針對與前測相

同之彩色刺激圖進行看圖寫作，作品由評分者依據評分標準進行評分後，

所得之分數。  
 

表 3-3-1 擴寫教學活動之準實驗設計說明表  

組別  寫作教學安排模式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對照組 1 一般寫作教學、研究者授課  O1 X1 O2 

實驗組  擴寫教學、研究者授課  O3 X2 O4 

對照組 2 一般寫作教學、原級任教師授課  O5 X3 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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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處理  
 
  分別對實驗組實施擴寫教學，對照組 1、對照組 2 實施一般寫作教學，

教學活動簡述如下：  

（一）教材來源  

    1.擴寫教學教材：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後自編，並與專家討論修正後

之國小二年級學童記敘文擴寫教材。  

    2.一般寫作教學教材：學校選用之版本 --康軒二年級上學期國語教學指

引揭示之寫作教材（康軒，2007）。  

（二）教學步驟簡述：  

為免其他因素影響實驗結果，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寫作教學步驟一樣。  

1.擴寫教學步驟簡述  

（1）引起動機：教師針對該週進行之擴寫主題設計學童感興趣之活

動，並以此活動引導學童發現主題。  

（2）說明：教師針對該週進行之擴寫主題進行說明並舉例。  

（3）學童口頭練習：教師引導學童口頭練習。  

（4）學生習寫：全班針對該週擴寫教學主題進行寫作練習。  

（5）欣賞：由教師針對學童的作品，提出優缺點及修改建議。  

（6）評鑑：由學童針對其他學童的作品，提出優缺點及修改建議。 

（7）修正：學童針對自己的作品，進行回饋校正。   

2.一般寫作教學步驟簡述：  

（1）引起動機：教師針對該週進行之寫作教材設計學童感興趣之活

動，並以此活動引導學童進入主題。  

（2）說明：配合課程計畫之進度，依據寫作教材內容，由教師說明

並舉例。  
（3）學童口頭練習：教師引導學童口頭練習。  

（4）學生習寫：全班針對該週擴寫教學主題進行寫作練習。  

（5）欣賞：由教師針對學童的作品，提出優缺點及修改建議。  

（6）評鑑：由學童針對其他學童的作品，提出優缺點及修改建議。 

（7）修正：學童針對自己的作品，進行回饋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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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寫作教學流程圖  

 

  （三）教學內容：  
1. 三組實驗教學內容比較表  
 

表 3-3-2 實驗組與對照組教學內容比較表  

次數  階段  擴寫教學組  一般寫作教學組  

1 前測  前測  前測  

2 擴寫教學 --記人（一）外表 寫「開學的第一天」  

3 擴寫教學 --記人（二）個性 寫「新認識的朋友」  

4 
擴 寫 教 學 --記 人 （ 三 ） 最 常

說的一句話  
寫一封信和對話  

5 
擴 寫 教 學 --記 人 （ 四 ） 背 景

資料  

擬人化的敘述法：我是一片

雲  

6 
擴 寫 教 學 --敘 事 （ 一 ） 時 間

先後  
寫「讚嘆的語句」  

7 
擴 寫 教 學 --敘 事 （ 二 ） 原 因

及結果  
擬人法的應用  

8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一 ） 空 間

1 由上而下  
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

練習寫一段文字。  

9 

實  

驗  

教  

學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二 ） 空 間

2 由左而右  
訪 問 並 記 錄 同 學 喜 歡 像 什

麼動物和喜歡的原因。  

教師說明  學童口頭

練習  
學生習寫  

欣賞  評鑑  

引起動機  

學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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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實驗組與對照組教學內容比較表（續）  

次數  階段  擴寫教學組  一般寫作教學組  

10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三 ） 空 間

3 由近而遠  
看表演，針對動作表情寫成

一段文字。  

11 學校第一次成績評量  

12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四 ） 空 間

4 由大而小  
寫感謝卡。  

13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五 ） 空 間

5 東西南北  
口述節慶的特色  

14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六 ） 經 過

路線  
用 完 整 的 句 子 表 達 對 傳 統

節慶的認識  

15 
擴 寫 教 學 --寫 景 （ 七 ） 參 觀

時間  
描述人物動作的句子  

16 擴寫教學—狀物（一）外觀 譬喻句型練習  

17 擴寫教學 --狀物（二）用處
口 述 並 欣 賞 與 文 字 有 關 的

笑話  

18 

實  

驗  

教  

學  

擴 寫 教 學 --狀 物 （ 三 ） 紀 念

價值  
以 通 順 的 句 子 寫 出 聽 過 或

讀過的笑話  

19 後測  後測、寫作教學回饋單  後測  

20 學校第二次成績評量  

 
2. 實驗組擴寫教材  

研究者根據記敘文的分類，並參考相關文獻（丁有寛，1985，頁 47-49；

吳忠豪、徐根榮、曹有信、萬永富，1990；李之敬、崔定周、王勇，1992；

師遠鐘，1993；徐家良、萬永富、賈志敏、徐永森，1996；高敬堯，2006，

頁 32-37），配合國小低年級學童之能力及授課時數，將記敘文之四大類：

記人、敘事、寫景、狀物又細分如下，並分別舉例說明，以做為擴寫教學

組的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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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人  

李之敬、崔定周與王勇（1992，5-49）認為記人是通過對人物言行等

的記敘，表現人物思想品質和性格特徵的一種記敘文。為使所寫的人物栩

栩如生，可透過被描寫對象的肖象、行動、語言、心理及通過具體事件等

五個方向加以描寫。研究者根據以上看法，篩選編寫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

記人教材如下：  
 

1外表：描寫人物的相貌衣著，讓人物更加清楚。描寫的順序應

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即從頭到腳或從腳到頭。  

原材料：我的媽媽。  

擴寫： 我的媽媽有一頭又黑又捲的長髮，還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和一個小

小的嘴巴。  
 

2個性：描寫人物的個性，是活潑開朗或文靜穩重；是急性子或

慢郎中；粗心或細心；大膽或小，讓人物的形象更真實。   

原材料：我的媽媽。  

擴寫： 我的媽媽個性活潑外向，最喜歡和朋友一起聊天、逛街，對朋友

很講義氣，所以有很多的好朋友。  
 
3最常說的一句話：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常講的一句話，這一句話可

能只是一句沒有意義的口頭禪，也可能是代表這個人想法的經典名句。將

一個人最常說的一句話加以描寫，可以讓人物更寫實、更鮮活。   

原材料：我的爸爸。  

擴寫： 我的爸爸很關心我的健康，因為我常頭痛，所以他常常對我說的

一句話就是：要多喝水，每天最少要喝三壺水，補充身體的水份，

就不會常頭痛了。  
 
4背景資料：每個人的專長、興趣、職業…都不同。仔細的介紹一個

人的背景資料，可以讓別人更瞭解要介紹的人物。     

原材料：爸爸是電腦高手。  

擴寫： 爸爸對電腦很有興趣，也在電腦公司上班。他每天都要利用電腦

處理很多事情，有關電腦方面的問題都難不倒他。所以大家都叫

他「電腦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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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敘事  

    李之敬、崔定周與王勇（1992，71）認為記事記敘文以敘述事件為主。

著重寫清事情的發生、發展、經過和結果。…根據記事的順序，可把記事

文章分為縱向記事（記一件事或一次活動的）、橫向記事（記同時但不在同

一地點發生的兩件以上的事）和綜合記事（記一個大的複雜過程或綜合寫

幾件事）三類。研究者根據以上看法，配合國小二年級學童程度，編寫適

合國小二年級學童敘事教材如下：  
 

1時間先後：依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加以敘述。  

原材料：蠶寶寶變成蠶蛾了。   

擴寫： 蠶寶寶從小蟻蠶就不停的吃桑葉，變成五齡蠶後，吐絲結繭將自

己包住，再經過一、兩禮拜，就變成蠶蛾了。  
 

2原因及結果：說明事件的原因及導致的結果。   

原材料：小強皺著眉頭。  

擴寫： 小強因為忘記帶聯絡簿回家，所以沒辦法完成回家功課。他擔心

明天被老師處罰；不知道該怎麼才好，煩惱到皺著眉頭。  
 

（3）寫景  

    袁浩、戴汝潜（1998，頁 48）認為「觀察環境、一處景物、場面，除

首先選好立足點外，還須十分注意按照一定的方位順序：由上到下或從下

到上，從南到北或由北到南，由遠而近或自近而遠，自中間到四周或從四

周到中間……逐步展開觀察。」研究者根據以上看法，配合國小二年級學

童程度，篩選編寫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寫景教材如下：  
 

1空間 1：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原材料：台北 101 大樓。  

擴寫：   台北 101 大樓是全世界最高的大樓。一樓至五樓是百貨精品店；

六樓以上是辦公大樓；頂樓還有觀景臺，可以欣賞台北市的景色。 
 

2空間 2：由近而遠或由遠而近  

原材料：豐樂公園是台中市第一座雕塑公園。  

擴寫：   豐樂公園是全台中市第一座雕塑公園。入口是活動中心，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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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後面有一面大湖，湖上有咖啡館，咖啡館的後面是一座波浪

橋盡頭就是小朋友最喜歡的遊樂場。  
 

3空間 3：東西南北   

原材料：操場的四周有很多東西。  

擴寫：   操場的東邊有球場，西邊有教室，南邊有一排大樹，北邊有遊樂

場。  
 

4由左而右或由右左   

原材料：永春國小是一座漂亮的城堡。  

擴寫：   永春國小是一座漂亮的城堡。面向大門的右邊是學務處和健康中

心；左邊是總務處、人事室和會計室。  
 

5由大而小或由小而大   

例：  

原材料：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共有四個展示廳。  

擴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共有四個展示廳。最大的是生命科學廳，第

二大的是地球環境廳，第三大的是中國科學廳，最小的是科學中

心。  
 

6經過路線  

原材料：台中車站是三級古蹟。  

擴寫： 爸爸帶我到列為國家三級古蹟的台中車站參觀。我們先站在廣場

上欣賞華麗的巴洛克建築；接著走進車站大廳，裡頭除了遊外，

隨處可見賣台中名產太陽餅的攤位；穿過月台，最後來了藝術家

的創意空間「二十一號倉庫」。  
 

7參觀時間  

原材料：今天的科學博物館戶外教學真是太好玩了！  

擴寫： 今天一大早全班坐上遊覽車，前往科學博物館進行戶外教學；上

午我們在解說人員的帶領介紹下，參觀了恐龍世界和兵馬俑特

展；中午張老師請全班到館內的麥當勞吃兒童餐；下午我們又參

觀了植物園、生命的起源和小小動物園；到了三點，我們又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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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車，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學校。今天的科學博物館戶外教學真是

太好玩了！  
 

      （4）狀物  

    袁浩、戴汝潜（1998，頁 47-48，63）認為「觀察有助於提高作文教

學的質量，…觀察有序，作文才會有條理，觀察無序，作文就難以做到層

次清楚。」袁浩、戴汝潜（1998，頁 63）也認為：  

        小學低年級兒童的概括主要屬於直觀形象的概水平，他們比較注

意事物的外觀和實際意義，他們所能概括的特徵和屬性，常常是

事物直觀的、形象的、外部的特徵和屬性。因此，我們在訓練學

生思維概括能力時，通常採用引導他們進行聯想和比較的方法。

譬如，指導低年級學生觀察、描述「保温瓶」，我們不但指導學生

有順序地全面、細緻觀察，注意是什麼顏色、什麼形態、什麼質

地、像什麼、有哪些部分組成，而且引導他們聯想、想象…」   

鄭宏尖（1999，頁 1-2）也認為：  

    要寫好一件小物品，關鍵要善於觀察和聯想。…通過觀察，把小

物品的形狀、顏色、大小、作用（或用途）等內容有條理地寫下

來。…在寫的時候還要做到有條理，有順序。記敘物品，一般按

空間順序來寫：（1）從上到下或從下到上…（2）從外到內或從內

到外…（3）先總後分，先從整體上記敘物品，再分幾部分具體分

敘。其次，要善於聯想，寫出小物品的動態、來歷以及自己對小

物品的喜愛之情。」   

    研究者根據以上看法，並配合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程度，將對物品的

描寫以「具體」及「抽象」兩部份進行細分，編寫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狀

物教材如下：  
 

1外觀：  

原材料：我的鉛筆盒。  

擴寫： 我的鉛筆盒外型好像一輛拉風的跑車，有紅色的車門、黑色的輪

胎、黃色的車燈，還有一個天窗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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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處：  

原材料：電腦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  

擴寫： 電腦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可以幫人類處理資料，還可以透

過網路帶給我們全世界的訊息。  
 

3紀念價值：  

原材料：這一枝鋼筆。  

擴寫： 這一枝鋼筆是爸爸送我的第一個禮物。那是在我小學五年級時，

參加作文比賽，得到了第一名，爸爸鼓勵我的獎品，我會永遠珍

惜它。  
 

以上是研究者針對國小二年級學童程度，自編之記敘文擴寫教材。學

童會將句子寫長寫好，再將句子進行適當的排列組合，就可從句發展到句

群了，也是段落寫作，乃至篇章寫作的基礎。  

 

三、  研究變項  
 
    本研究之相關變項，說明如下：  

（一）自變項  

本研究中，自變項依研究問題不同而有不同，分別為「教學安排模式」，

「男、女學童」及「實驗組寫作能力分組」。  

（二）依變項  

本研究中，依變項指的是「寫作能力」及「寫作態度」。  

    1. 寫作能力  

學童寫作之作品依據評分標準進行評分後，分別在總字數、總句數、

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向度之得分。  

2. 寫作態度  

實驗組學童填寫「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後，經統計分析學童在

寫作態度之認知、行為、情感等三個向度之結果。  

（三）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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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課時數：  

本研究之實驗課程利用國語課時間進行，每週實施一次，每次一節計

40 分鐘，共十六次。  

2. 課程：  

實驗組及對照組除了教學寫作之教材內容及授課者不同外，其餘課程

及作業均要求一致。  

3. 教學者：  

對照組 1 及實驗組之實驗教學皆由研究者擔任，以避免不同教學者，

因個人因素而影響本研究之實驗結果。對照組 2 由原級任教師授課，以瞭

解後測之差異除了教材之因素外，是否與授課者也有相關。  

4. 樣本：  

採立意取樣法，經與二年級級任教師協商，徵詢有意願者，並獲學校

行政同意後，選取三個班級之學童做為樣本，扣除實驗組一名中度智能不

足學童外，其餘學童皆為本研究之樣本。研究樣本於一年級入學時，學校

係採亂數編班，未進行特殊能力分班，故三組學童之各方面基本能力視為

相同。  

5. 前、後測之進行：  

為避免寫作材料主題之不同及施測過程之差異，影響研究結果，在進

行前、後測時，三組皆以「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之同一幅彩

色刺激圖進行看圖寫作，施測流程、時間規範及施測指導語都一致。三組

均由研究者進行施測。  

6. 前測表現：  

因受試學童之寫作起始能力不同，以統計方法控制誤差，排除因受試

學童寫作起始能力不同，對研究實驗結果造成之影響。  

7. 實驗告知：  

在實驗教學過程中，為避免其他因素影響研究結果，本實驗採單盲試

驗方式進行，不告知受試者正在進行實驗教學，以避免霍桑效應及強享利

效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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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寫作能力評量評分者之背景 
 

本研究採用楊坤堂等（2003）編製之「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

做為寫作能力評量之工具。該測驗為一上市之標準化測驗，其信度、效度

及公信力不在話下。為求嚴謹並避免寫作能力評分之偏差影響研究結果，

由研究者依評分標準先進行初評，再由任職台中縣某國小資源班之許老師

進行複評，看法相左之處經兩人討論後取得共識，即為最後之評分結果。

以下介紹評分者背景。  

 

一、  初評者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除了為初評者外，也擔任了實驗組及對照組教學

的角色，故有必要簡述研究者之語文相關背景，供讀者參考。  

 研究者國中畢業後即就讀師專，當時的國小師資培育系統，僅有分布

於全國的九所師範專科學校。研究者自進入師專就讀的第一天開始，就明

白自己畢業後的職業是國小教師，在求學期間學校教師也時時刻刻提醒我

們以擔任國小教師為職志，並培養我們成為一位稱職的國小教師，因此心

中對擔任國小教師充滿認同感，五年的學習過程中也時時以充實自己具備

國小教師職能為目標。  

 教學二十年的生涯中，擔任過低、中、高年級級任教師，自然、音樂、

美勞、體育等科任教師，並擔任縣政府教育局國語指導員共三年。擔任國

語指導員期間辦理全縣國語文競賽工作並指導學生參加全國語文競賽，都

有良好的成績，曾獲全國國語文競賽第四、五名。  

 研究者有兩位分別就讀國小一、四年級的小孩，在教育孩子的過程

中，體會到教師與家長角色的差別，及對語文教育的落差及盲點，尤其是

對寫作的觀念及指導。基於對國小階段語文教育的熱忱、興趣及自我充實

的迫切感，遂於九十五年報考台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除了繼續在語文

教育領域進修外，也希望能研擬出一套對國小低年級寫作有助益之記敘文

擴寫教材及教學，因而進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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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複評者 
 

    許老師具有國小特殊教育教師及一般教師資格，任教普通班教師 5

年，資源班教師 11 年。除教學經驗豐富之外，因特殊教育之專長獲聘擔任

台中縣特殊教育心評人員長達 8 年之久，更是台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委

員會聘請之複查人員，同時也擔任台中縣特殊教育輔導團輔導員，現正於

特殊教育碩士研究所進修中。  

「國小兒童書寫語言能力診斷測驗」為台中縣診斷特殊學生之評量工

具之一，許老師使用本套測驗工具，進行學生書寫語文能力之診斷有 5 年

之經驗，其豐富的經驗為本研究寫作能力測驗複評之最適當人選，故請許

老師擔任寫作能力評量之複評人員。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係於台中市一所公立國小實際進行，因隨機取樣

將影響十一個班級三百多位學童之課表安排，為免影響學校行政運作，故

無法採隨機取樣方式進行。雖然取樣之方式有所限制，但研究方法之設計

及流程之進行均力求嚴謹，以免影響研究之結果及參考價值。  

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國小二年級學童，正式課程中沒有獨立安排作文

課，故無法透過平時之寫作成績做為寫作能力之比較依據，也無法透過寫

作態度量表之前、測後，比較受試者之寫作態度在實驗前、後之差異。而

寫作態度之瞭解亦是研究目的之一，故透過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之填

答進行瞭解。  

雖然本研究在控制變因上已力求精確，但學童在學校的時間少於在校

之時間，在校外所接受到的各樣刺激非研究者所能控制，此部份之變因控

制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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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實驗設計，採用的研究工具有兩個，分別是楊坤堂等（2003）

編製之「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及研究者自編之「擴寫教學寫

作態度回饋單」，分別說明如下：  

  
一、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  

  此次研究採用之寫作能力評量工具為楊坤堂等 (2003)編製之「國小兒

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選擇之依據有以下三點：  

1. 教育部（2003）九年一貫語文學習領域之國語文分段能力指標

1-1-1-1 內容是「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練習寫成一段

文字」。該測驗之寫作模式即為看圖寫作，有具體之圖本可供寫作

者做為寫作的依據。 

2. 學童寫作之字數多寡及品質為擴寫能力重要參考依據之一，研究

者參考衆多評量工具（詳見第二章第四節），僅有三套採用「總字

數」做為評分標準之一，而該測驗即為其中之一。  

3. 研究者於 96 年 8 月 9 日電話請教楊坤堂教授本人相關問題，楊教

授也認為該測驗工具適合本研究，故採用該測驗進行寫作能力之

前、後測。  

    「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是一個標準化的測驗，由楊坤

堂、李水源、張世彗、吳純純參考 Myklebust 的 The Picture Story Language 

Test (PSLT)於 2000 年編製而成，用以診斷兒童書寫語文能力。適用對象為

國小一年級至六年級。施測方式是透過一張圖片語文故事的刺激圖來蒐集

國小學童的自發性書寫樣本。並就此語文作品進行分析，進而瞭解學童書

寫語文能力表現情形。茲將該測驗之信度、效度及記分標準說明如下（楊

坤堂等，2003）。  

 （一）信度  
  自各個年級各抽取十名（男女各半）學童的看圖寫作資料，由另一評

分者再依評分原則進行評分，求得原始評分者與另一評分者分數之積差相

關。經統計分析求得，各項分數之一致性係數介於 .850~.951 之間，且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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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達顯著程度，顯示不同評分者所評分數之間的一致性令人滿意。三項評

分者一致性係數如表 3-6-1：  
 

表 3-6-1 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評分者一致性係數  

人數  每句字數平均  造句商數  文意分數  

60 .951 .948 .850 

     資料來源：楊坤堂等（2003，頁 19）。 

 

  （二）效度  
    以該測驗常模樣本受試 1800 名，來比較不同年級學生測驗結果之差異

情形。各年級學生在每句字數平均、造句商數及文意等分的平均數結果如

表 3-6-2 所示：  

 

表 3-6-2 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各年級之  

    每句字數平均、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之平均數表  

每句字數平均  造句商數  文意層次  
項目  

男  女  全體 男  女  全體 男  女  全體

年級  平均數  

一  8.14 8.31 8.22 92.59 93.37 92.96 3.66 3.93 3.79 

二  9.45 10.01 9.73 93.85 94.31 94.08 3.71 4.09 3.90 

三  10.42 10.29 10.36 95.36 95.71 95.53 4.80 5.17 4.98 

四  11.29 11.56 11.43 95.77 96.21 95.99 5.39 5.88 5.64 

五  11.73 12.05 11.89 96.20 96.77 96.49 5.74 6.66 6.20 

六  12.11 11.90 12.01 96.78 97.78 97.28 6.41 7.04 6.72 

資料來源：楊坤堂等（2003，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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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分標準  
  該測驗之記分方式分成三個部份，分別以作文產品量表、語法（造句）

量表、文意層次量表加以評分，茲分別說明如下：  

1. 作文產品量表：評量學生自發性作文的產品，包括作文總字數、總

句數和每句平均字數。  

（1）總字數：任何可以辨認的字，包括錯別字在內，都可以算做一

個單字，扣除無意義的語文字數，即為總字數。  

（2）總句數：在每一個句子句末的標點符號後面畫一道＼。整篇文

章的斜線數目就是總句數的分數。  

（3）每句平均字數：總字數除以總句數，其商就是每句平均字數。 

    2. 語法量表（造句商數）：評量學生的作文錯別字與用字能力及標點

符號之使用能力，計算方法如下：  

（1）先求得總單位：總字數加上被省略的字數及標點符號。  

（2）再求得總錯誤：錯別字及標點符號、添加字及標點符號……等

之總和。  

（3）算出總正確：總單位減掉總錯誤。  

（4）計算出造句商數：總正確除以總單位乘以 100％。  

3. 文意量表：評量學生的作文文意層次，分為「無意義的語文」（0

分）、「具體 --敘述」（1 分~3 分）、「具體 --想像」（4 分~5 分）、「抽象 --敘述」

（6 分~7 分）、「抽象 --想像」（8 分~10 分）等五個層次。  

 
三、  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  
 
  本研究之另一個研究目的為瞭解實驗組之學童，接受擴寫教學後在寫

作態度上是否具有正向之想法。因國小二年級學童之正式課程中並沒有寫

作課程，無法針對寫作態度進行前、後測，故此研究問題透過「擴寫教學

寫作態度回饋單」之填寫及統計分析，來得到答案。進行之方法如下：  

（一）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製作  

寫作態度回饋單由研究者自行設計編製（詳見附錄二）。編製前研究者

先研讀相關理論及文獻，針對研究目的進行編製。回饋單之內容依下列三



 

- 57 - 

個方向加以設計：  

1. 學童寫作認知方面之態度。  

    2. 學童寫作行為方面之態度。  

    3. 學童寫作情感方面之態度。  

  回饋單之題型採結構式題目加以設計，並以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之填答方法進行。為配合國小二年級學童程度，量表設計為三點量

表，以減少國小二年級學童對答案之判斷錯誤而影響結果之參考價值。  

（二）回饋單填寫練習  
    因國小二年級學童填寫回饋單之經驗甚少，在回饋單填寫之前先進行

問卷填寫練習。由研究者以非正式問卷進行說明及練習，確定實驗組學童

都明瞭問卷之填寫方法後，再進行正式回饋單填寫。  

（三）實施時間及對象  

本回饋單於實驗教學結束後，請實驗組學童填寫。  

（四）回饋單分析及解釋  

回收之回饋單，進行百分比之描述性統計分析，輔以文字解釋，瞭

解「擴寫教學」是否能使學童具有正面之寫作態度，並分析其涵意。  
 

     

 

 

 

 

 

 

 

圖 3-6-1 寫作態度回饋單進行流程圖  

 
 

理論研讀  

及文獻搜集  

回饋單  

填寫  

回饋單結果  

分析解釋  

回饋單  

編製  

回饋單  

填寫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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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歷程 

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記敘文寫作之影響  

 
文獻探討  

 
國內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教學論文探討  

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能力發展  
國小低年級記敘文擴寫  

寫作能力評量  

 
教學設計  

 
選取研究對象  

 
寫作能力前測  

 

實驗教學  

 
對照組 1 

一般寫作教材  
研究者授課  

實驗組  
擴寫教材  

研究者授課  

對照組 2 
一般寫作教材  

原級任教師授課  

 
寫作能力後測、寫作態度回饋單填寫  

 
寫作能力前、後測評分  寫作態度回饋單統計  

 
結果分析與討論  

 
撰寫論文  

圖 3-7-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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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之寫作能力前、後測作品經評分後，即進行資料登錄，並以統

計軟體 SPSS 12.0（吳明隆，2005）中文版進行資料的統計分析處理，所

採統計方法如下：  

一、以「寫作教學安排模式」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三組學童在教學實驗前之寫作能

力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以「寫作教學安排模式」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三組學童在教學實驗後之寫作能

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以「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男、女學童在教學實驗前之寫作能力是

否有顯著差異。  

四、以「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男、女學童在教學實驗後之寫作能力是

否有顯著差異。  

五、以「寫作教學安排模式」及「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

依變項，以雙因子變異數分析 (two-way  ANOVA)考驗：  

（一）男、女學童在不同寫作教學方式下，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在不同性別因子下，三組寫作教學方式之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

異。  

六、以「後測成績」為依變項，「寫作教學安排模式」為自變項，「前測成

績」為共變量。先以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考驗各組是否符合同質之假

設，若未達顯著，再以單因子獨立樣本共變數分析 (one-way  ANCOVA)

考驗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之影響後，其教學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如

有顯著差異並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三組間之差異情形。  

七、以「後測成績」為依變項，「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

共變量。先以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考驗男、女學童是否符合同質之假

設，若未達顯著，再以單因子獨立樣本共變數分析 (one-way  ANCOVA)

考驗男、女學童在排除前測之影響後，其教學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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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顯著差異並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男、女學童之差異情形。  

八、將實驗組學童依據前測之五個項目之成績分別進行五個項目之能力分

組，分為高能力組、中能力組及低能力組等三組。分組標準如下：高

於一個標準差者視為高能力組，低於一個標準差者視為低能力組，其

餘均為中能力組。  

接著分析不同能力之學童在前測、後測及 8進步幅度等三方面是否有顯

著差異：  

（一）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教學實驗前之寫

作能力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後測成績是否有

顯著差異。  

（三）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進步幅度」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學習成效上是否

有顯著差異。  

九、寫作態度回饋單進行人數統計及百分比呈現，並分析其意涵。  

 
 
 
 
 
 
 
 
 
 
 
 
 

                                                 
8進步幅度： 「總字數」 、「總句數 」、「每句 平均字數」 、「文意層 次」為後測 成績

減前測成績 ；「造句商 數」為後測 成績除以前 測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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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實驗研究法之準實驗，以非隨機控制組前、後測

實驗設計方式進行，參與之三個班級分別說明如下：  

1.對照組 1：男、女生各 16 名共 32 名，接受一般寫作教學，由研究

者授課。  

2.實驗組：男、女生各 16 名共 32 名，接受擴寫寫作教學，由研究者

授課。  

3.對照組 2：男生 17 名，女生 16 名共 33 名，接受一般寫作教學，由

原級任教師授課。  

    對照組 1 與實驗組之教學安排模式為：教材不同、教學者相同。對照

組 1 及對照組 2 之教學安排模式為：教材相同、教學者不同。經由三組之

前、後測結果比較，明瞭擴寫教學對於寫作能力提升之成效。  

以上三組均接受前測、十六週寫作實驗教學及後測等三個階段，實驗

組另於教學後填寫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十六週實驗教學結束後，依

據三組學童前、後測寫作作品之得分，比較學童之寫作能力，在接受實驗

教學後，是否有顯著差異。並透過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瞭解實驗組

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後之寫作態度，在認知、行為、情意這三個層面上，

是否具有正面態度。  

對照組 1 之前、後測各發下 32 份，回收 32 份；對照組 2 之前、後測

各發下 33 份，回收 33 份；實驗組之前、後測各發下 32 份，前測回收 31

份、後測回收 32 份，故有效測驗為 31 份；實驗組之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

饋單發下 32 份，回收 32 份。本研究之寫作能力前、後測作品經評分後，

即進行資料登錄，並以統計軟體 SPSS 12.0（吳明隆，2005）中文版進行

資料的統計分析處理。  

    第一、二節之各項描述性統計（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及相關總表，

因頗佔篇幅，詳見附錄（一），不在本章呈現。比較之結果若在「總字數」、

「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文意層次」等五個項

目上均無顯著差異者，整理成總表，以求一目了然並節省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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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三組學童之寫作能力在前、後測之差異 
 

   為瞭解三組學童在教學實驗前、後，其寫作能力是否有顯著差異，故

以「寫作教學安排模式」為自變項，「前、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考驗三組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

「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是否有顯

著差異。  

 

一、前測上的差異  
由表4-1-1 三組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得

知，三組學童在前測之「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

句商數」、「文意層次」五個項目上，均無顯著差異，表示三組學童在未

實施實驗教學前之寫作能力是相等的。  
 

表4-1-1 三組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2832.73 2 1416.37 1.36n.s.
總字數  組內  96785.76 93 1040.71 

 總和  99618.49 95  

 組間  102.26 2 51.13 2.50n.s.
總句數  組內  1901.70 93 20.45 

 總和  2003.96 95  

 組間  .94 2 .47 .18n.s.
每句平均字數  組內  249.50 93 2.68 

 總和  250.45 95  

 組間  .001 2 .000 .072n.s.

造句商數  組內  .49 93 .005 

 總和  .49 95  

 組間  .966 2 .48 1.25n.s.
文意層次  組內  35.99 93 .39 

 總和  36.96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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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測上的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上的差異  
由表4-1-2 三組學童在「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6.70***得知，三組學童在「總字數」之後測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異，

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1-2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組間  324103.43 2 162051.71 46.70***

組內  322723.81 93 3470.15   

總和  646827.24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 4-1-3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得知，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 1、對

照組 2 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表示在經過

實驗教學後，接受擴寫教學的學童在「總字數」這方面的表現，顯著優於

其他兩組。  

而對照組1、對照組2兩組之間並無顯著差異，表示教學者之不同，不

會影響後測的表現。因為對照組1及對照組2之教學安排模式除了教學者不

同外，所接受的都一般寫作教材。  

 

表4-1-3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32.06 －   

         實驗組  104.74*** 136.80***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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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上的差異  

由表4-1-4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34.62 ***得知，三組學童在「總句數」之後測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異，

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1-4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3954.52 2 1977.26 34.62*** 

組內  5312.22 93 57.12  

總和  9266.74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 4-1-5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得知，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 1、對照

組 2 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另對照組 2 之

平均數與對照組 1 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對照組 1 大於對照組 2。表示在經

過實驗教學後，接受擴寫教學的學童在「總句數」這方面的表現，顯著優

於其他兩組。  

而對照組1的表現也顯著優於對照組2，表示不同之教學者，或其他因

素造成了後測表現的差異。  

 

表4-1-5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4.89* －   

實驗組  10.56*** 15.44***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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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上的差異  
由表4-1-6 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8.90 ***得知，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之後測上，其平均數達顯

著差異，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1-6 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30.19 2 15.094 8.90***

組內  157.76 93 1.70  

總和  187.95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4-1-7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得知，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對照

組2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表示在經過實驗教

學後，接受擴寫教學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這方面的表現，顯著優於

其他兩組。  

而對照組1、對照組2兩組之間並無顯著差異，表示教學者之不同，不

會影響後測的表現。因為對照組1及對照組2之教學安排模式，除了教學者

不同外，所接受的都一般寫作教材。  

 

表4-1-7 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26 －   

實驗組  1.31** 1.05**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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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上的差異 

由表4-1-8 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2.478n.s.得知，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後測上，其平均數未達顯著

差異。表示在經過實驗教學後，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這方面的表

現，並無顯著差異。  

 

表4-1-8 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008 2 .004 2.478n.s. 

組內  .157 93 .002  

總和  .165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五）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上的差異  
由表4-1-9 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7.21 **得知，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之後測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異，

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1-9 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10.73 2 5.36 7.21** 

組內  69.23 93 .74  

總和  79.96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4-1-10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得知，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對

照組2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表示在經過實驗

教學後，接受擴寫教學的學童在「文意層次」這方面的表現，顯著優於其

他兩組。  

而對照組1、對照組2兩組之間並無顯著差異，表示教學者之不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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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後測的表現。因為對照組1及對照組2之教學安排模式，除了教學者

不同外，所接受的都一般寫作教材。  
 

表4-1-10 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之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18 －   

實驗組  .61* .79**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三、小結  
整理上述統計資料，如表4-1-11 所示，三組學童在「國小兒童書寫語

文能力診斷測驗」之前、後測成績差異，有以下幾點結論：  

（一）三組學童之前測寫作表現上，在「總字數」、「總句數」、「每

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均無顯著差異。 

假設 1-1：國小二年級學童，在接受不同實驗教學前之寫作「總字數」、「總

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沒有顯著差異。獲

得統計考驗上的支持。  

（二）三組學童在後測之表現中，除「造句商數」上無顯著差異外，其

餘各項目均有顯著差異，說明如下：  

1. 在「總字數」之表現上，實驗組顯著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

組1和對照組2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2. 在「總句數」之表現上，實驗組顯著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

組1顯著大於對照組2。  

    3. 在「每句平均字數」之表現上，實驗組顯著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

對照組1和對照組2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4. 在「文意層次」之表現上，實驗組顯著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

照組1和對照組2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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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照組1在「總句數」顯著大於對照組2，其餘項目兩組並無顯著

差異，可說明教學者對寫作教學成效之影響較不明顯。  

 

表4-1-11 三組學童在前、後測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差異情形比較表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項目  

前測  後測  

總字數  －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總句數  －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每句平均字數  －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造句商數  －  －  

文意層次  －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說明：「－」表示無顯著差異；「＞」表示「顯著優於」；「＝」表示「無顯著

差異」。 

 

第二節 男、女學童之寫作能力在前、後測之差異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及，女孩在語言方面的能力是否優於男孩，專

家學者持不同看法，有的認為女孩優於男孩；也有人認為男、女孩之間並

無差異；也有人認為，男、女孩在語言上的差異，會隨著年齡而有不同。  

為瞭解男、女學童在教學實驗前、後，其寫作能力是否有顯著差異，

故以「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前、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男、女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

「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是否有顯

著差異。  

 
一、前測上的差異  

由表4-2-1 男、女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摘要表得知，男、女學童在前測之「總字數」、「總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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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均未因

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表4-2-1 男、女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427.23 1 427.25 .41n.s. 

總字數  組內  99191.24 94 1055.23  

 總和  99618.49 95   

 組間  14.23 1 14.23 .67n.s. 

總句數  組內  1989.72 94 21.17  

 總和  2003.96 95   

 組間  .077 1 .077 .0296n.s. 

每句平均字數  組內  250.367 94 2.663  

 總和  250.445 95   

 組間  .006 1 .006 1.209n.s. 

造句商數  組內  .486 94 .005  

 總和  .493 95   

 組間  .283 1 .283 .725n.s. 

文意層次  組內  36.676 94 .390  

 總和  36.958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後測上的差異  

由表4-2-2 男、女學童在後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

知，男、女學童在後測之「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

「造句商數」、「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均未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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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男、女學童在後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2632.51 1 2632.51 .38 n.s 

總字數  組內  644194.73 94 6853.14  

 總和  646827.24 95   

 組間  178.55 1 178.55 1.85n.s. 

總句數  組內  9088.19 94 96.68  

 總和  9266.74 95   

 組間  1.284 1 1.284 .647n.s. 

每句平均字數  組內  186.663 94 1.986  

 總和  187.947 95   

 組間  .000 1 .000 .240n.s. 

造句商數  組內  .165 94 .002  

 總和  .165 95   

 組間  1.490 1 1.490 1.785n.s.

文意層次  組內  78.468 94 .835 

 總和  79.958 9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小結  
    整理上述統計資料，如表4-2-3所示，男、女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教

學後，在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之結果如下：  

（一）男、女學童在前測之「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

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

假設 2-1：國小二年級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寫作「總字數」、

「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沒有顯著差異。

獲得統計考驗上之支持。  

（二）男、女學童在後測之「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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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  

 

   表4-2-3 男、女學童在前、後測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差異情形比較表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項目  

前測  後測  

總字數  －  －  

總句數  －  －  

每句平均字數  －  －  

造句商數  －  －  

文意層次  －  －  

說明：「－」表示無顯著差異。 

 

第三節 教學組及男、女學童之後測交互作用情形 

 
一、  總字數  
 
由表4-3-1 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知：  

（一）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達顯著，即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

有差異。  

（二）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

有差異。  

（三）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

水準下後測「總字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不同性別

水準下，後測「總字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同而有差異。   
表4-3-1 後測總字數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教學組  279158.07 2 139579.03 44.21*** 

性別  1670.18 1 1670.18 .53 n.s. 

教學組*性別  4491.93 2 2245.96 .71 n.s.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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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句數  
 
由表4-3-2 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知：  

（一）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達顯著，即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

有差異。  

（二）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

有差異。  

（三）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

水準下，後測「總句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不同性

別水準下，後測「總句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同而有差異。  

 
表4-3-2 後測總句數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教學組  3325.52 2 1662.76 31.13*** 

性別  143.10 1 143.10 2.68 n.s. 

教學組*性別  34.17 2 17.08 .32 n.s.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每句平均字數  
 
由表4-3-3 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知：  

（一）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達顯著，即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

有差異。  

（二）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

有差異。  

（三）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

水準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

不同性別水準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

同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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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後測「每句平均字數」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教學組  31.02 2 15.51 9.37*** 

性別  1.28 1 1.28 .77 n.s. 

教學組*性別  3.92 2 1.96 1.19 n.s.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四、造句商數   
由表4-3-4 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知：  

（一）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

數沒有差異。  

（二）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有

差異。  

（三）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

水準下，後測「造句商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不同

性別水準下，後測「造句商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同而有差

異。  

 
表4-3-4 後測造句商數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教學組  .008 2 .004 2.40 n.s. 

性別  .001 1 .001 .40 n.s. 

教學組*性別  .000 2 9.69 .06 n.s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五、文意層次   
由表4-3-5 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得知：  

（一）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達顯著，即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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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異。  

（二）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即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

有差異。  

（三）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

水準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

不同性別水準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

同而有差異。  

 
表4-3-5 後測文意層次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教學組  10.93 2 5.46 8.48*** 

性別  1.41 1 1.41 2.18 n.s. 

教學組*性別  .42 2 .21 .32 n.s.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六、小結  
 
    由上述統計分析得知，教學組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在後測之結果如

表4-3-6：  

（一）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及「文意層次」

等四個項目上：  

1.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其F值達顯著，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有差異。 

2.不同性別水準下，其F值未達顯著，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有差異。 

3.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其F值未達顯著，顯示不同教學組水準

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不同

性別水準下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同而有

差異。  

  （二）在「造句商數」上的表現：  

1. 不同教學組水準下，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沒有差異。  

2. 不同性別水準下，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有差異。  

3. 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後測之平均數，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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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不同性別水準下後測之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

組之不同而有差異。  
 

表4-3-6 後測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差異情形比較表  

      因子  

項目  
教學組間  男、女學童間  

教學組與性別  

交互作用  

總字數  有顯著差異  －  －  

總句數  有顯著差異  －  －  

每句平均字數  有顯著差異  －  －  

造句商數  －  －  －  

文意層次  有顯著差異  －  －  

說明：「－」表示無顯著差異。 

 

（三）假設3：在不同教學組，不會因性別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成效有

所差異；在不同性別學童上，亦不會因教學組不同而使得寫作教學成效有

所差異。獲得統計考驗上的支持。  
 

第四節 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 

 
本節中為瞭解三組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實驗教學，並排除前測之影

響，在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後測之表現是否有顯著差異，以得知擴

寫教學能否有效提升學童之寫作能力。  

在統計上，以「後測成績」為依變項，「寫作教學方式」為自變項，「前

測成績」為共變量。先以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考驗各組是否符合同質之假

設，若未達顯著，再以單因子獨立樣本共變數分析（one-way  ANCOVA）

考驗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之影響後，其教學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如有顯

著差異並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三組間之差異情形。  
以下就「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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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分別加以說明。  

 
一、  總字數   

表4-4-1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教學組與前測之交互作用

（F=1.086）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

（ANCOVA）分析。  

 
表4-4-1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前測） 6766.14 2 3383.07 1.086n.s.

誤差  280453.91 90 3116.16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4-2 在排除前測「總字數」的影響後，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

上有顯著差異（F=44.98***），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4-2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總字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280840.66 2 140420.33 44.98*** 

誤差  287220.05 92 3121.96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4-4-3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得知，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及對照組2

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另對照組2之平均數與

對照組1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對照組1大於對照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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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總字數」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31.43* －   

實驗組  98.050*** 129.48***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二、  總句數  
 

表4-4-4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教學組與前測之交互作用

（F=.994）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4-4-4 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前測） 106.54 2 53.27 .994 n.s.

誤差  4822.61 90 53.59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4-5 在排除前測「總句數」的影響後，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

上有顯著差異（F=30.86***），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4-5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總句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3306.58 2 1653.29 30.86*** 

誤差  4929.15 92 53.58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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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4-6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及對照

組2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另對照組2之平均

數與對照組1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對照組1大於對照組2。  
 

表4-4-6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總句數」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4.99** －   

實驗組  9.52*** 14.50***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三、  每句平均字數  
 

表4-4-7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教學組與前測之交互作用

（F=1.11）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4-4-7 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前測） 3.68 2 1.84 1.11 n.s. 

誤差  148.84 90 1.6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4-4-8 共變數分析摘要表得知，在排除前測「總句數」的影響後，

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上有顯著差異（F=9.53***），故進行事

後比較（Post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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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8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每句平均字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31.60 2 15.80 9.53***

誤差  152.52 92 1.66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4-9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及對照組

2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2之平均數與

對照組1之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  
 

表4-4-9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每句平均字數」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28 －   

實驗組  1.35*** 1.07**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四、  造句商數  
 

表4-4-10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教學組與前測之交互作用

（F=1.634）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4-4-10 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前測） .005 2 .003 1.634 n.s.

誤差  .150 90 .002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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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4-11 在排除前測「造句商數」的影響後，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

商數」上未達顯著差異（F=2.464）。  
 

表4-4-11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造句商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008 2 .004 2.464 n.s. 

誤差  .155 92 .002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五、  文意層次  
 

表4-4-12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教學組與前測之交互作用

（F=.27）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4-4-12 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前測） .31 2 .16 .27n.s. 

誤差  52.37 90 .58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4-13 在排除前測「文意層次」的影響後，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

層次」上有顯著差異（F=7.59**），故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表4-4-13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文意層次」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8.70 2 4.35 7.59** 

誤差  52.68 92 .57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由表4-4-14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實驗組之平均數與對照組1及對照

組2之平均數有差異，且實驗組大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2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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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照組1之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  
 

表4-4-14 教學組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Scheffe 法） ---「文意層次」  

 對照組1 對照組2 實驗組  

對照組1 －    

對照組2 -.29 －   

實驗組  .44** .75***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六、  小結  
 
    由上述統計分析得知，三組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實驗教學，並排除

前測之影響，在後測之表現結果如表4-4-15：  

（一）三組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及「文

意層次」等四個項目上的表現均有顯著差異。在「總字數」、「總句數」

這兩個項目上，實驗組顯著優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1顯著優於對照

組2。在「每句平均字數」、「文意層次」這兩個項目上，實驗組顯著優於

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1和對照組2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二）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  
 

表4-4-15 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差異情形比較表  

項目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總字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總句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每句平均字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造句商數  －  

文意層次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說明：「＞」表示「顯著優於」；「＝」表示「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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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以上統計結果得知，擴寫教學可以提升學童在國小兒童書寫語

言能力診斷測驗上，「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文意層次」

等四個項目的能力。  

（四）假設 1-2：國小二年級學童，在接受不同實驗教學後之寫作「總

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有顯著

差異，且擴寫教學組優於一般寫作教學組。除「造句商數」外，其餘四個

項目皆獲得統計考驗上的支持。  

 
第五節 男、女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 

 
在本章第二節中得知，男、女學童在前、後測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異，

本節將進一步探討，排除前測之影響，男、女學童在後測之表現是否有顯

著差異，以得知男、女學童之寫作能力是否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  

在統計上，以「後測成績」為依變項，「男、女學童」為自變項，「前

測成績」為共變量。先以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考驗各組是否符合同質之假

設，若未達顯著，再以單因子獨立樣本共變數分析 (one-way  ANCOVA)

考驗男、女學童在排除前測之影響後，其教學成效是否有顯著差異。如有

顯著差異並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男、女學童間之差異情形。  
以下就「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

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分別加以說明。  

 
一、總字數  

表4-5-1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男、女學童與前測之交互

作用（F=.38）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

（ANCOVA）分析。 
表4-5-1 男、女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男、女*前測） 2338.74 1 2338.74 .38 n.s. 

誤差  564633.04 92 6137.32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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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2 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男、女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上沒有

顯著差異（F=.18）。  

 

表4-5-2 男、女學童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總字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1088.94 1 1088.94 .18 n.s. 

誤差  566971.77 93 6096.47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  總句數  
 

表4-5-3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男、女學童與前測之交互

作用（F=.47）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

析。  

 
表4-5-3 男、女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男、女*前測） 41.38 1 41.38 .47 n.s. 

誤差  8079.98 92 87.83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5-4 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男、女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上沒有

顯著差異（F=1.31）。  

 

表4-5-4 男、女學童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總字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114.37 1 114.37 1.31 n.s. 

誤差  8121.36 93 87.33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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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句平均字數  
表4-5-5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男、女學童與前測之交互

作用（F=.074）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

分析。  

 
表4-5-5 男女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男、女*前測） .15 1 .15 .074 n.s.

誤差  182.61 92 1.99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5-6 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男、女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

上沒有顯著差異（F=.69）。  

 

表4-5-6 男、女學童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每句平均字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1.36 1 1.36 .69 n.s. 

誤差  182.76 93 1.97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四、造句商數  
表4-5-7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男、女學童與前測之交互

作用（F=.100）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

分析。  

 
表4-5-7 男、女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男、女*前測） .000 1 .000 .100 n.s.

誤差  .163 92 .002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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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8 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男、女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上沒

有顯著差異（F=.365）。  

 

表4-5-8 男、女學童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造句商數」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001 1 .001 .365 n.s. 

誤差  .163 93 .002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五、文意層次  
 

表4-5-9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結果顯示，男、女學童與前測之交互

作用（F=.25）未達顯著，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進行共變數分

析。  

 
表4-5-9 男、女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之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男、女*前測） .16 1 .16 .25n.s.

誤差  60.49 92 .66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4-5-10在排除前測「文意層次」的影響後，男、女學童在後測「文

意層次」上没有顯著差異（F=1.10）。  
 

表4-5-10 男、女學童為因子、後測為依變項、前測為共變數之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文意層次」  

  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教學組別）  .72 1 .72 1.10n.s. 

誤差  60.66 93 .65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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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小結  
    由上述統計結果分析得知，男、女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實驗教學，

並排除前測之影響，在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之表現結果如下：  

男、女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

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假設 2-2：國

小二年級男、女學童，在接受實驗教學後之寫作「總字數」、「總句數」、「每

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沒有顯著差異。獲得統計考驗

上的支持。  

 

表4-5-11 男、女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差異情形比較表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項目  

前測  後測  

總字數  －  －  

總句數  －  －  

每句平均字數  －  －  

造句商數  －  －  

文意層次  －  －  

說明：「－」表示無顯著差異。 

 

第六節 實驗組中低、中、高能力學童測驗之差異 

 
為瞭解擴寫教學對於高、中、低能力之學童，在寫作教學成效上之影

響及差異，本節將實驗組學童依據前測之五個項目之成績，分別進行五個

項目之能力分組，分為高能力組、中能力組及低能力組等三組。分組標準

如下：高於一個標準差者視為高能力組，低於一個標準差者視為低能力組，

其餘均為中能力組。  

接著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教學實驗前之起始能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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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異。  

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後測成績是否有顯著差異。  

以「能力分組」為自變項，「 9進步幅度」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 (one-way  ANOVA)考驗實驗組學童在學習成效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分析不同能力之學童在前測、後測及進步幅度等三方面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低、中、高能力學童在「總字數」上之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前測「總字數」上之差異  

由表4-6-1 三組學童在「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60.98 

***）得知，三組學童在前測「總字數」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異，故進行

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1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26865.67 2 13432.85 60.98*** 

組內  6167.85 28 220.28  

總和  33033.55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2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低能力組；高能力之平均數分別與低能力組及

中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高能力組分別大於之低能力組及中能力組。  
 

表4-6-2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總字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41.10*** －   

高能力組  94.17*** 53.07***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9進步幅度： 「總字數」 、「總句數 」、「每句 平均字數」 、「文意層 次」為後測 成績

減前測成績 ；「造句商 數」為後測 成績除以前 測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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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上之差異  

由表4-6-3 三組學童在「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2.03）

得知，三組學童在後測「總字數」上，其平均數無顯著差異。  

 

表4-6-3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後測「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25545.64 2 12772.82 2.03n.s.

組內  175790.30 28 6278.23 

總和  201335.94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三組學童在「總字數」進步幅度上之差異  

由表4-6-4 三組學童在「總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40*）得知，三組學童在「總字數」進步幅度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

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4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總字數」進步幅度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51920.83 2 25960.42 4.40*

組內  165177.36 28 5899.19 

總和  217098.19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5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高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中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高能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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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5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總字數」進步幅度上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22.49 －   

高能力組  -84.17 -106.66*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低、中、高能力學童在「總句數」上之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前測「總句數」上之差異  

由表4-6-6 三組學童在「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5.72***)得知，三組學童在前測「總句數」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異，

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6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611.66 2 305.84 45.72*** 

組內  187.29 28 6.69  

總和  798.97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7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低能力組；高能力之平均數分別與低能力組及

中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高能力組分別大於之低能力組及中能力組。  
 

表4-6-7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總句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6.25*** －   

高能力組  16.53*** 10.29***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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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組學童在後測「總句數」上之差異  
由表4-6-8 三組學童在「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18）

得知，三組學童在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總句數」之後測上，其平

均數無顯著差異。  
 

表4-6-8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後測「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34.47 2 17.24 .18 n.s. 

組內  2686.95 28 95.96  

總和  2721.42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三組學童在「總句數」進步幅度上之差異  
由表4-6-9 三組學童在「總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65*）得知，三組學童在「總句數」進步幅度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

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9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總句數」進步幅度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795.23 2 397.62 4.65* 
組內  2393.61 28 85.49  
總和  3188.84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10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高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中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高能力組。  
 

表4-6-10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總句數」進步幅度上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4.19 －   
高能力組  -17.07 -12.88*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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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中、高能力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上之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前測「每句平均字數」上之差異  

由表4-6-11 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3.16 ***）得知，三組學童在前測「每句平均字數」上，其平均數達

顯著差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11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72.23 2 36.11 43.16*** 

組內  23.43 28 .84  

總和  95.66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12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低能力組；高能力之平均數分別與低能力組及

中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高能力組分別大於之低能力組及中能力組。  

 

表4-6-12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每句平均字數」」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2.15*** －   

高能力組  4.88*** 2.74***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上之差異  
由表4-6-13 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4）得知，三組學童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上，其平均數無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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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3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後測「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1.79 2 .90 .44n.s. 

組內  57.19 28 2.04  

總和  58.98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進步幅度上之差異  

由表4-6-14 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12.60 ***）得知，三組學童在「每句平均字數」進步幅度上，其平均

數達顯著差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14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每句平均字數」進步幅度上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58.46 2 29.23 12.60*** 

組內  64.95 28 2.32  

總和  123.40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15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

均數有差異，且低能力組大於中能力組。高能力組之平均數分別與低能力

及中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低能力組及中能力組分別大於高能力組。  
 
表4-6-15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每句平均字數」進步幅度上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2.30* －   

高能力組  -4.41*** -2.11*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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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中、高能力學童在「造句商數」上之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前測「造句商數」上之差異  

由表4-6-16 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44.354***）得知，三組學童在前測「造句商數」上，其平均數達顯著

差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16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造句商數」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106 2 .053 44.354***

組內  .034 28 .001  

總和  .140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17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

均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低能力組；高能力之平均數分別與低能力組

及中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高能力組分別大於之低能力組及中能力組。 
 

表4-6-17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造句商數」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16*** －   

高能力組  .22*** .067*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上之差異  

由表4-6-1 8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1.072)得知，三組學童在後測「造句商數」上，其平均數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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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8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後測「造句商數」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003 2 .001 1.072n.s. 

組內  .034 28 .001  

總和  .037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進步幅度上之差異  
由表4-6-19 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23.875***）得知，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進步幅度上，其平均數達

顯著差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19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造句商數」進步幅度上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173 2 .087 23.875***

組內  .102 28 .004  

總和  .275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20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高能力組及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

能力組之平均數有差異，且低能力組大於高能力組及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與中能力組則無顯著差異。  
 

表4-6-20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造句商數」進步幅度上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22*** －   

高能力組  -.25*** -.038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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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中、高能力學童在「文意層次」上之差異  
 
（一）三組學童在前測「文意層次」上之差異  

由表4-6-21 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7.82 **）得知，三組學童在前測「文意層次」上，其平均數達顯著差

異，故進行事後比較 (Post Hoc)。  
 

表4-6-21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文意層次」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8.44 2 4.22 7.82** 

組內  15.114 28 .54  

總和  23.55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表 4-6-22 事後比較摘要表中顯示中能力組之平均數與低能力組之平均

數有差異，且中能力組大於低能力組；高能力之平均數低能力組之平均數

有差異，且高能力組大於之低能力組。  

 

表4-6-22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前測「文意層次」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低能力組  中能力組  高能力組  

低能力組  －    

中能力組  .78* －   

高能力組  2.00** 1.22 －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二）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上之差異  

由表4-6-23 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3.20)得知，三組學童在後測「文意層次」上，其平均數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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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23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後測「文意層次」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6.23 2 3.14 3.20 n.s. 

組內  27.41 28 .98  

總和  33.68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三）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進步幅度上之差異  
由表4-6-24 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F=.27）得知，三組學童在「文意層次」進步幅度上，其平均數沒有顯著

差異。  

 

表4-6-24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在「文意層次」進步幅度上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53 2 .26 .27 n.s.  

組內  27.41 28 .98  

總和  27.94 30   

n.s. p值>.05；*p值<.05；**p值<.01；***p值<.001 

 

六、小結  
由上述統計結果分析得知，將實驗組學童依前測成績分成低、中、高

能力三組學童，其在兒童書寫語文能力診斷測驗之前、後測及進步幅度之

差異如表4-6-25：  

（一）三組能力分組學童在前測的「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

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項目上的表現均有顯著差異，

且均是高能力組優於中、低能力組；中能力組優於低能力組。假設4獲得統

計考驗上的支持。  

（二）三組能力分組學童在接受十六週擴寫實驗教學後之測驗結果，在

「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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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等五項目上的表現，三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假設5獲得統計考驗上的支

持。。  

（三）三組之進步幅度差異如下：  

    1. 在「總字數」和「總句數」項目上，中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

高能力組；低能力組與中能力組及高能力組之進步幅度則無顯著差異。  

    2. 在「每句平均字數」項目上，中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高能力

組；低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高能力及中能力兩組。  

3. 在「造句商數」項目上，低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中能力及高

能力組；中能力及高能力組之間則無顯著差異。  

4. 在「文意層次」項目上，三組之進步幅度並無顯著差異。  

假設 6 除了「文意層次」外，其餘四項皆獲得統計考驗上的支持。  

 

表4-6-25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學童在測驗結果之差異情形比較表  

 項目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總字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總句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每句  

平均字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造句商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前

測  

文意層次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總字數  －  

總句數  －  

每句平均字數  －  

造句商數  －  

後

測  

文意層次  －  

總字數  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總句數  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每句平均字數  低能力組＞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造句商數  低能力組＞中能力組＝中能力組  

進

步

幅

度  

文意層次  －  

  說明：「＞」表示「顯著優於」；「＝」表示「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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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結果及分析 
 

    在擴寫教學結束後，為瞭解實驗組學童之寫作態度，請實驗組學童填

寫研究者設計之「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發下 32 份回饋單全數回收，

經統計人數後，換算成百分比如表 4-7-1。  

表 4-7-1 中之第 1 至第 4 題屬於認知層面，第 5 至第 11 題屬於情意層

面，第 12 至第 15 題屬於行為層面。由表 4-7-1 可看出實驗組學童在接受

擴寫教學後的想法如下：  

    一、不管是在認知、情意或行為等三個層面上，有 71.88％至 96.88％的學   

童在接受擴寫教學後，對寫作的態度呈現正向之想法。擴寫教學能使

國小二年級學童，具有正面之寫作態度。假設 7-1、7-2、7-3 在此得

到支持。  
二、在統計結果中同意人數低於 80％之題目有以下兩題：  

  （一）題目 3「老師教的方法，簡單又明確，我知道如何運用在我的寫

作上。」同意的人數相對的較少，僅有 23 人，研究者就教學觀察分析其原

因應為：  

    1.學童對於如何將所學運用在寫作上，仍覺得沒有信心，覺得自己不

太會運用。  

  2.學童真的不知如何將所學，運用類化在其他寫作上。  

  （二）題目 7「我覺得對寫作產生了的興趣。」這一題同意的人數也是

相對的少數，僅有 71.88％。研究者就教學觀察分析其原因應為：  

    1.低年級學童對於大量的文字書寫感到負擔沈重，寫作不僅要求內

容，也要求基本的字數，使用的字數太少，不足以表達清楚的意思，所以

字數一定是朝向愈多愈好，對低年級學童而言難免會影響其寫作之興趣。  

    2.寫作要自己構思內容，再用文字呈現，不同於低年級平時的書寫練

習。平時之寫生字、圈詞、查字典等作業的書寫內容，只要抄書上的即可，

不需要自己構思寫的內容，這也是影響學童寫作興趣之因素。  
三、在統計結果中同意人數超過 90％之題目有七題，近半數的題目在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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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過 90％的人同意：  

  （一）有 96.88%的學童認為「自己幸運，可以上這些寫作的課。」；有

90.63％的學童認為「這次的教學，對以後的寫作有幫助。」這個部份很令

人欣慰，因為在接受需要大量書寫文字的擴寫教學後，仍對寫作保持正面

的態度，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  

  （二）有 90.63％的學童「看到自己把句子變得很長，覺得很高興。」；

90.63％的學童認為「自己寫的句子比以前長很多。」；93.75%的學童認為

「自己的寫作進步了。」顯示國小二年級學童在接受擴寫教學時，在寫作

過程中得到成就感。  

  （三）「老師教的方法，我都聽得懂。」有 93.75%的學童同意，可見只

要教學設計適當，教材難度適合，擴寫教學是可以實施在國小二年級學童

身上的。  

表 4-7-1 擴寫教學組學童寫作態度回饋單統計分析表  

同意  沒意見  不同意                   結   果  

   題     目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1.我覺得把句子變長並不難。  26 81.25% 6 18.75% 0 0.00% 

2.老師教的方法，我都聽得懂。 30 93.75% 2 6.25% 0 0.00% 

3.老 師 教 的 方 法 ， 我 知 道 如 何

運用在我的寫作上。  
23 71.88% 8 25.00% 1 3.13% 

4.我 知 道 要 如 何 把 句 子 變 長 的

方法。  
28 87.50% 4 12.50% 0 0.00% 

5.看 到 自 己 把 句 子 變 得 很 長 ，

覺得很高興。  
29 90.63% 2 6.25% 1 3.13% 

6. 我 覺 得 對 寫 文 章 更 有 信 心

了。  
26 81.25% 5 15.63% 1 3.13% 

7.我覺得對寫作產生了興趣。  23 71.88% 8 25.00% 1 3.13% 

8.我不害怕寫作了。  29 90.63% 2 6.25% 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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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擴寫教學組學童寫作態度回饋單百分比分析表（續）  

同意  沒意見  不同意                結   果  

   題     目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人  百分比

9.我喜歡這一系列的課程。  28 87.50% 4 12.50% 0 0.00% 

10.這次的教學，對我以後的寫

作有幫助。  
29 90.63% 3 9.38% 0 0.00% 

11.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上這

些寫作的課。  
31 96.88% 1 3.13% 0 0.00% 

12. 我 覺 得 我 有 能 力 把 句 子 變

長。  
26 81.25% 6 18.75% 0 0.00% 

13.老師教的方法，我會運用在

我的寫作中。  
26 81.25% 5 15.63% 1 3.13% 

14.我寫的句子比以前長很多。 29 90.63% 2 6.25% 1 3.13% 

15.我覺得我的寫作進步了。  30 93.75% 2 6.25%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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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就研究之結果，做簡單摘要，輔以表格呈現以求一目了然；並就

研究結果，歸納出研究結論，以此對國小低年級寫作教學及未來研究提供

進一步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主要發現及結論 

 

    本研究以記敘文為題材，國小二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實驗研究法

之準實驗設計，以非隨機控制組前、後測實驗設計方式進行擴寫實驗教學，

以瞭解擴寫教學對國小二年級學童寫作能力之影響。並請接受擴寫教學之

學童，填寫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以瞭解擴寫教學對於國小二年級學

童寫作態度之影響。簡述本研究主要結果及結論如下：  

 

一、研究主要結果 
 
  （一）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 

    三組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實驗教學，並排除前測之影響，在後測之表

現結果如表4-4-15：  

  1.三組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及「文意

層次」等四個項目之表現均有顯著差異。在「總字數」、「總句數」這兩

個項目上，實驗組顯著優於對照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1顯著優於對照組2。

在「每句平均字數」、「文意層次」這兩個項目上，實驗組顯著優於對照

組1及對照組2；對照組1和對照組2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2.三組學童在「造句商數」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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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5 三組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差異情形比較表  

項目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總字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總句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每句平均字數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造句商數  －  

文意層次  實驗組＞對照組1＝對照組2 

說明：「＞」表示「顯著優於」；「＝」表示「無顯著差異」。 

 

  （二）男、女學童在排除前測影響之後測結果 

    男、女學童在接受十六週之實驗教學，並排除前測之影響，在後測之

表現結果如下：  

男、女學童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

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個項目上的表現均無顯著差異。  

  （三）教學組及男、女學童之後測交互作用情形 

教學組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在後測之結果如表4-3-6：  

  1.在「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及「文意層次」等

四個項目上：  

      （1）在不同教學組中，男女生之平均數没有顯著差異。  

  （2）對不同性別而言，不同教學組，其平均數有顯著差異。  

  （3）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不同教學組之後測平均數，不會

因性別之不同而有所差異；不同性別之後測平均數，亦不會因教學組之不

同而有所差異。  

    2.在「造句商數」上的表現：  

      （1）不同教學組水準下，不同教學組之間的平均數沒有差異。  

  （2）不同性別水準下，不同性別之間的平均數沒有差異。  

  （3）在教學組與性別交互作用下，不同教學組水準下後測之平均

數，不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所差異；不同性別水準下後測之平均數，亦不

會因教學組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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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後測為依變項之教學組與性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差異情形比較表  

因子  

項目  
教學組間  男、女學童間  

教學組與性別  

交互作用  

總字數  有顯著差異  －  －  

總句數  有顯著差異  －  －  

每句平均字數  有顯著差異  －  －  

造句商數  －  －  －  

文意層次  有顯著差異  －  －  

   

  （四）實驗組中之低、中、高能力學童在前、後測及進步幅度

上之差異 

將實驗組學童依前測成績分成低、中、高能力三組學童，其在前、後

測及進步幅度之差異如表4-6-25：  

    1.三組能力分組學童在前測的「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

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等五項目上的表現均有顯著差異，

且均是高能力組優於中、低能力組；中能力組優於低能力組。  

  2.三組能力分組學童在接受十六週擴寫實驗教學後之測驗結果，在「總

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造句商數」及「文意層次」

等五項目上的表現，三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表示擴寫實驗教學能拉近低、

中、高能力學童之寫作能力。  

  3.三組之進步幅度差異如下：  

      （1）在「總字數」和「總句數」項目上，中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

大於高能力組；低能力組與中能力組及高能力組之進步幅度則無顯著差異。 

      （2）在「每句平均字數」項目上，中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高

能力組；低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高能力及中能力兩組。  

  （3）在「造句商數」項目上，低能力組之進步幅度顯著大於中能力

及高能力組；中能力及高能力組之間則無顯著差異。  

  （4）  在「文意層次」項目上，三組之進步幅度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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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25 實驗組之能力分組學童在測驗結果之差異情形比較表  
 項目  組間之差異情形比較  

總字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總句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每句  

平均字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造句商數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前

測  

文意層次  高能力組＞中能力組＞低能力組  

總字數  －  

總句數  －  

每句平均字數  －  

造句商數  －  

後

測  

文意層次  －  

總字數  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總句數  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每句平均字數  低能力組＞中能力組＞高能力組  

造句商數  低能力組＞中能力組＝中能力組  

進

步

幅

度  
文意層次  －  

  說明：「＞」表示「顯著優於」；「＝」表示「無顯著差異」。 

 
二、結論： 
    由以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結論：  

  （一）擴寫教學可以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在國小兒童書寫語言能力診斷

測驗上，看圖寫作中「總字數」、「總句數」、「每句平均字數」、「文意層次」

等四個項目之能力。  

（二）在本研究中，國小二年級學童之寫作能力未因性別之不同而有顯

著的差異。  

（三）擴寫教學能有效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之寫作能力，對低能力及中

能力之學童而言，進步成效尤其顯著，可以拉近彼此間之距離。  

（四）擴寫教學使國小二年級學童對寫作具有正面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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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主要根據研究內容及結果，針對寫作教學及未來研究兩方面，提供

可行之建議。  

 

一、寫作教學的應用及體會 

  （一）經由擴寫教學可以使學童在進行記敘文寫作時，在「記人」、「敘

事」、「寫景」、「狀物」等四個部份，具體的知道可以由哪些角度著手，

不再有學童不知如何下筆，每位學童只要根據老師的擴寫教學引導，都可

以寫出一段通順又符合主題的作品。 

  （二）研究者在本研究中察覺，低年級學童因為寫字速度的緩慢及寫字

的吃力，而不樂於寫作，有「能少寫就少寫」的態度。但經由一些技巧，

仍可以讓低年級學童達到擴寫的要求： 

    1.寫學習單的設計上，要書寫的區塊以「格子」呈現，勿以「行」呈

現。研究者發現，以「行」呈現時，部份學童會刻意將字寫得大大的，只

求迅速充滿整版面，而較少思考該如何加強寫作內容，達到寫作的要求。

以「格子」的方式呈現，學童一格只能寫一個字，便會用心於寫作，達成

「擴寫」的目的。  

  2.學習單書寫的區塊除了以「格子」呈現外，為了提升學童「擴寫」

的能力，宜漸漸地增加書寫的格子數，使學童在不知不覺中提升寫作的總

字數。增加書寫的格子數的方法有兩個：一是增加書寫區塊的面積，但不

宜另增一頁，學童會覺得負擔太大而對產生負面的寫作態度；另一個方法

是把格子縮小，格子數自然就增多了。這兩個方法都很好，但要把握「漸

進」的原則，一次只增加幾個字，勿突然大躍進。  

  （三）國小低年級學童是最純真的一群，在進行寫作前告知寫作的重要

性及對自己的幫助，大多數的學童都會樂於接受寫作。但低年級學童對寫

作的正面意義認知會隨著書寫字數及寫作次數的增加而遞減。為使低年級

學童保持對寫作的興趣，正面的引導及不斷的鼓勵對低年級學童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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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的相關研究 

  （一）在研究題材上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因研究對象為國小二年級學童，故以記敘

文為擴寫寫作之題材，以寫「段」為目標。在低年級之教學成效顯著，但

不知在其他文類及其他年級之擴寫成效為何，值得有興趣之研究究做進一

步之探討。  

  （二）在研究工具及評量上 

    1.寫作評量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參考相關文獻，選定「國小兒童書寫語言能力

診斷測驗」做為寫作評量之工具。該測驗工具為心理出版社公開發行，具

信度及效度且廣為評鑑機構使用之評量工具。其評分項目雖然只有五項，

但「造句商數」項目之評分方法複雜；「總句數」之斷句及「文意層次」

之判定較不具體，而導致因經驗之不足而使影響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未

來使用該測驗工具者，宜多由幾位具資深經驗者擔任評分者，以增加測驗

結果之正確度及客觀性，使研究結果更具參考價值。  

    2.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  

    因為國小低年級並無獨立之寫作課程，故無法針對寫作態度進行問卷

之前、後測，亦無法得知學童寫作態度上之轉變。研究者僅能參考相關文

獻自訂「擴寫教學寫作態度回饋單」，以瞭解學童在接受教學後之寫作態

度為何。在問卷的設計上，以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之填答方

法進行。但為配合國小二年級學童程度，量表設計為三點量表，雖可減少

國小二年級學童對答案之判斷錯誤而影響問卷結果之參考價值。也使得問

題之選項較不精確。  

    建議未來研究者在適合的狀況下，進行前、後測，以瞭解學童寫作態

度之轉變；並配合問卷之填答訓練，以增強學童對選項之精準度，即可將

問卷適度增加為五點或七點量表，以更明確區分學童之寫作態度。  

  （三）在研究設計上 

    本研究因教學場域之限制，無法採隨機取樣之方式進行教學實驗，建

議未來研究者，如條件允許仍應採隨機取樣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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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方向上 

    在本研究中，學童之寫作能力未因性別之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不知

是否因為受試者為二年級學童之緣故。年齡愈大，是否即有顯著差異，值

得未來研究者做進一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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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及相關統計表格總表 

 

表1 三組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  

項目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對照組1 32 64.53 35.99

實驗組  31 75.58 33.18

 

總字數  

對照組2 33 63.48 27.16

對照組1 32 8.66 4.23

實驗組  31 10.97 5.16

 

總句數  

對照組2 33 8.88 4.14

對照組1 32 7.42 1.62

實驗組  31 7.17 1.79

 

每句平均字數  

對照組2 33 7.32 1.51

對照組1 32 .90 .065

實驗組  31 .90 .068

 

造句商數  

對照組2 33 .90 .083

對照組1 32 3.47 .57

實驗組  31 3.71 .59

 

文意層次  

對照組2 33 3.64 .70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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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組學童在後測各項目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  

項目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對照組1 32 98.00 56.81

實驗組  31 202.74 81.92

 

總字數  

對照組2 33 65.94 25.82

對照組1 32 14.22 8.38

實驗組  31 24.77 9.52

 

總句數  

對照組2 33 9.33 3.60

對照組1 32 6.94 1.14

實驗組  31 8.25 1.40

 

每句平均字數  

對照組2 33 7.20 1.35

對照組1 32 .911 .04

實驗組  31 .923 .04

 

造句商數  

對照組2 33 .934 .05

對照組1 32 3.84 .72

實驗組  31 4.45 1.06

 

文意層次  

對照組2 33 3.67 .78

說明：1. 對照組1：一般寫作教材、研究者授課。 

      2. 實驗組 ：擴寫教材、研究者授課。 

      3. 對照組2：一般寫作教材、原級任教師授課。 

 

 

 

 

 

 

 
 



 

- 117 - 

表3 三組學童在後測各項目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組間  324103.43 2 162051.71 46.70***
總字數  組內  322723.81 93 3470.12 

 總和  646827.24 95  

 組間  3954.52 2 1977.239 34.62***
總句數  組內  5312.22 93 57.12 

 總和  9266.74 95  

 組間  30.19 2 15.09 8.90***
每句平均字數  組內  157.76 93 1.70 

 總和  187.95 95  

 組間  .01 2 .00 2.48n.s.
造句商數  組內  .16 93 .00 

 總和  .17 95  

 組間  10.73 2 5.36 7.21**
文意層次  組內  69.23 93 .74 

 總和  79.96 95  

n.s.p>.05；**p<.01；***p<.001 
 

表4 三組學童在後測各向度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Scheffe 法 ) 

向度  組別  對照組1 實驗組  對照組2 

 對照組1 －    

總字數  實驗組  104.74* －   
 對照組2 -32.06 -136.80* －  

 對照組1 －    
總句數  實驗組  10.56* －   

 對照組2 -4.89* -15.44* －  

 對照組1 －    
每句平均字數  實驗組  1.31* －   

 對照組2 .26 -1.05* －  

 對照組1 －    
文意層次  實驗組  .61* －   

 對照組2 -.18 -.79*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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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男、女學童在前測各項目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  

項目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男學童  49 65.67 34.42
總字數  

女學童  47 69.89 30.33

男學童  49 9.10 4.61
總句數  

女學童  47 9.87 4.59

男學童  49 7.28 1.54
每句平均字數  

女學童  47 7.33 1.72

男學童  49 .91 .06
造句商數  

女學童  47 .89 .08

男學童  49 3.55 .61
文意層次  

女學童  47 3.66 .64

 

 

 

 

表6 男、女學童在後測各項目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比較表  

項目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男學童  49 115.67 87.38 
總字數  

女學童  47 126.15 77.70 

男學童  49 14.61 9.32 
總句數  

女學童  47 17.34 10.35 

男學童  49 7.56 1.39 
每句平均字數  

女學童  47 7.33 1.43 

男學童  49 .92 .046 
造句商數  

女學童  47 .92 .037 

男學童  49 3.86 .94 
文意層次  

女學童  47 4.1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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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我把句子變長了」教學學童寫作態度回饋單 

親愛的小朋友： 

這學期上了一系列「我把句子變長了」的寫作教學，

老師想瞭解你對這個課程的想法，下面有一些問題，請你

讀完之後，根據你最真實的感覺來勾選，每一題不要想太

久呵！如果題目和你的想法一樣，就勾選「同意」；如果

題目和你的想法完全相反，就勾選「不同意」；看完題目

没有特別的感覺，就勾選「没意見」。謝謝你的回答！ 

                  張金葉老師 97.01.16 

 

1. 我覺得把句子變長並不難。…………

2. 老師教的方法，我都聽得懂。………

3. 老師教的方法，我知道如何運用在我

的寫作。………………………………

4. 我知道要如何把句子變長的方法。…

5. 看到自己把句子變得很長，覺得很高興。

6. 我覺得對寫文章更有信心……………

7. 我覺得對寫作產生了興趣。…………

8. 我不害怕寫作了。……………………

9. 我喜歡這一系列的課程。……………

10. 這次的教學，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幫助。

11. 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上這些寫作的課。

12. 我覺得我有能力把句子變長。………

13. 老師教的方法，我會運用在我的寫作中。..

14. 我寫的句子比以前長很多。…………

15.我覺得我的寫作進步了。……………

同意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11.□ 

12.□ 

13.□ 

14.□ 

15.□ 

沒意見 

□ 

□ 

 

□ 

□ 

□ 

□ 

□ 

□ 

□ 

□ 

□ 

□ 

□ 

□ 

□ 

不同意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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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及學習單 

 

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一）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記人 ---人物的外表寫作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一堂  

2.記敘文 記人  

外表描寫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  

課前準備  
1.學習單。  2.老師媽媽的照片。  

3.畫圖用具（粉筆、黑板或鉛筆、紙張）。  

行為目標  
能學會針對人物的外表，來描述、形容一個人，並寫成一段

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没有提

示，畫人物。  

（4 分鐘）  

 

（2）有提示，

畫人物。  

（4 分鐘）  

 

 

 

 

 

 

 

 

1-1 老師說明指示

後，觀察學童之行

為並行間巡視。  

 

 

1-2 拿出「老師的媽

媽」的相片，但是

不讓小朋友看見，

口頭描述媽媽的外

表：老師的媽媽，

臉圓圓的，有頭捲

捲的短髮，眉毛粗

粗短短的，眼睛大

大的，還有雙眼

皮，鼻子細細長長

的，還有一個大大

兩位學童上台

畫，其他學童在

座位上畫在紙張

上。  

 

另兩位學童到黑

板上畫「老師的

媽媽」，其他學童

在座位上畫在紙

張上。  

 

 

 

 

 

 

兩位學童畫出來

的「老師的媽媽」

一定不一樣。有

的頭髮長、有的

頭髮短；有的

胖、有的瘦…… 

（如圖 1）  

 

學童畫出來的人

物，雖無法十分

相像，但人物特

徵大致都相符。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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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片與圖

畫比對  

（2 分鐘）  

 

 

 

2.導入主題 

（1）發現原因  

（2 分鐘）  

 

 

 

 

 

 

 

 

 

（2）揭示主題  

（3 分鐘）  

 

 

 

 

 

 

 

 

（3）討論外表

包含？  

（3 分鐘）  

的嘴巴，身材瘦瘦

高高的。  

1-3 揭示「老師的媽

媽」的相片，請學

童比較相片和學童

畫作的人物特徵是

否相符。  

 

2-1 請問學童：「為

什麼第一組的兩位

小朋友，畫出來的

人差那麼多？而且

老師也覺得不像

『老師的媽媽』。」

老師接著再問：「為

什麼第二組的兩位

小朋友，畫出來的

比較像『老師的媽

媽』？」  

 

2-2 順著學童剛剛

的回答，引導至今

天上課的主題：當

我們在介紹一個人

時，如果可以把這

個人的外表，描述

得詳細一點，在別

人的心中，會建立

起更具體的形象。  

 

2-3 老師：「請大家

說說看，要介紹一

個人的外表時，有

 

 

學童比對相片及

圖畫，觀察相似

及不同之處。  

 

 

 

學童的回應為：

因為老師在第二

組畫的時候，有

給他們提示，告

訴他們外表的模

樣……。  

 

 

 

 

 

 

 

 

 

 

 

 

 

 

 

 

學童回答的內容

應為剛才老師請

學童畫的那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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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單例

題   （2 分鐘） 

 

 

 

 

 

 

 

 

3.練習寫作  

（10 分鐘）  

 

 

 

 

 

 

 

 

4.欣賞  

哪些部份可以說

明。」  

此時再引導學童，

其實平時習慣的穿

著打扮，也可以算

是外表的一部份

呵！例如：最常穿

洋裝；提著一只紅

色的小包包；穿著

有蝴蝶結的高跟

鞋……等。 

 

2-4 發下學習單，說

明學習單的例題

「我的媽媽。」 把

句子變長： 

我的媽媽有一頭又

黑又捲的長髮，還

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和一個小小的嘴

巴。 

 

請學童針對學習單

上的題目「我的老

師」，把句子變長，

但只能用「描寫外

表」的方式。  

3-2 教師行間巡

視，並適時給予指

導及協助。 

 

 

4-1 學童完成了之

份：頭髮、臉形、

眉毛、眼睛、鼻

子、嘴巴、身材

等。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根據老師的

說明，完成學習

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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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未提示之人物外表圖畫          圖 2 經提示之人物外表圖畫  

             

（3 分鐘）  

 

 

 

 

 

 

 

5.評鑑  

（5 分鐘）  

 

 

 

 

 

6.修改  

（2 分鐘）  

後，老師請幾位學

童上台唸唸自己的

作品。不錯的地

方，老師予以鼓

勵；不恰當的地

方，老師說明修改

的方法。  

 

5-1 再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這次由別的學

童來說說看作品優

秀的地方及要修改

的地方。  

 

6-1 教師巡視行

間，並給予必要之

指導及協助。  

 

己的作品，其餘

學童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

己的作品，其餘

學童仔細聆聽並

提出優良之處或

修改意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

次自己的作品，

針對剛才大家發

表的部份加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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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一） 人物篇---外表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要試試看：       題目：我的老師 

請你也把句子變長： 

        

        

 
        

          

          

☺ 對人物的外表做詳細的描寫，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

也可以讓別人更瞭解你要介紹的人物呵！ 

 外表包含：頭髮、五官、身材、服裝穿著、配件……

等。 

       例如：我的媽媽。 

我把句子變長了： 

我的媽媽有一頭又黑又捲的長髮，還有

一雙大大的眼睛和一個小小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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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二）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記人 ---人物的個性寫作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二堂  
2.記敘文 記人  
個性描寫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一堂此系列課程「記人：外

表」。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利用彈性課程或晨光時間講述三國時代的故

事，在講述的過程中並強調著名英雄人物的個性。  

行為目標  
能學會針對人物的個性，來描述、形容一個人，並寫成一段

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舉三國著

名人物為例  

（3 分鐘）  

 

 

 

 

 

 

 

 

 

 

 

 

 

（2）探討是什

1-1 老師：「小朋友，現

在老師要來說說一些三

國人物的特色，請你猜

猜老師說的是誰」。  

（1）做事很急躁，總是

不經大腦思考就衝動行

事，雖然很勇敢，卻也

因此而常常闖禍。  

（2）非常的聰明，做事

認真負責，行動之前總

是計畫得十分周詳，所

以常常成功。  

（3）他是一位非常講義

氣的人，答應別人的事

一定做到。非常的勇

敢，不怕痛。  

 

1-2 老師：「你們好厲

學童仔細聆聽並

舉手回答。  

 

 

學童回答：  

張飛。 

 

 

學童回答：  

諸葛亮。 

 

 

學童回答：  

關羽。 

 

 

 

小朋友可能會回

學童應很

快的就猜

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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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線索，讓小

朋友能猜出答

案。（3 分鐘） 

 

 

 

 

 

 

 

 

 

 

 

 

2.導入主題  

（1）揭示答

案。（3 分鐘） 

 

（2）說明主題  

   （5 分鐘） 

 

 

 

 

 

（3）口頭發表

除了講個性的

「形容詞」之

外，也要舉個

例子說明。 

（6 分鐘） 

 

害，這麼快就猜出答

案。你是怎麼知道的？」

老師：「老師只是講了一

些提示，但是這些提示

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喲！

誰知道？」  

如果小朋友不容易猜，

老師再把剛才的提示重

述一遍，讓小朋友仔細

思考。並給予提示：「上

個禮拜，老師教你們利

用人物的外表來形容一

個人，今天的提示不是

『外表』，是什麼呢？」

 

2-1 老師把剛才的提示

再重述一遍，請學童思

考，真的都跟人物的「個

性」有關。  

2-2 發下學習單，說明每

個人的個性都不一樣，

有的人活潑開朗；有的

人文靜害羞。對人物的

「個性」做詳細的描

寫，不僅可以把句子變

長，也可以讓別人更瞭

解你要介紹的人物呵！  

2-3 說明學習單的舉例

「我的媽媽。」把句子

變長：我的媽媽個性活

潑外向，最喜歡和朋友

一起聊天、逛街，對朋

友很講義氣，所以有很

答：因為老師有告

訴我們呀！  

 

小朋友思考並猜

猜看。  

 

 

 

 

 

 

 

 

 

 

 

 

 

 

請學童說說看個

性包含哪些？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如

果學童還是停留

在只講個性而未

舉例，老師可以請

別位學童加以補  

充。  

 

 

 

 

 

 

 

 

 

 

 

 

 

 

 

 

 

 

 

有的人熱

心，總是主

動幫助別

人；有的人

文靜，總是

不愛說

話；有的人

活潑，總是

笑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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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練習寫作  

（10 分鐘）  

 

 

 

 

 

4.欣賞  

（3 分鐘）  

 

 

 

 

 

5.評鑑  

（5 分鐘）  

 

 

 

 

6.修改  

（2 分鐘）  

多的好朋友。 

我的媽媽個性活潑外

向，就是在形容一個人

的個性，最喜歡和朋友

一起聊天、逛街，對朋

友很講義氣，所以有很

多的好朋友，就是在舉

具體的例子加以說明。

 

3-1，請學童針對學習單

上的題目「我的朋友」，

把句子變長，但只能用

「描寫個性」的方式。

3-2 教師行間巡視，並適

時給予指導及協助。 

 

4-1 學童完成了之後，老

師請幾位學童上台唸唸

自己的作品。不錯的地

方，老師予以鼓勵；不

恰當的地方，老師說明

修改的方法。  

 

5-1 再請幾位學童上台

唸唸自己的作品，這次

由別的學童來說說看作

品優秀的地方及要修改

的地方。  

 

6-1 教師巡視行間，並給

予必要之指導及協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

說明，完成學習

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

己的作品，其餘學

童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

己的作品，其餘學

童仔細聆聽並提

出優良之處或修

改意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

次自己的作品，針

對剛才大家發表

的部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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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二） 人物篇---個性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 

 
 

 

 

 

 

 

 

我也要試試看：      題目：我的朋友 

請你也把句子變長： 

         

          

          

          

          

☺每個人的個性都不一樣，有的人活潑開朗；有的人文

靜害羞。對人物的個性做詳細的描寫，不僅可以把句子

變長，也可以讓別人更瞭解你要介紹的人物呵！ 

例如：我的媽媽。 

我把句子變長了： 

我的媽媽個性活潑外向，最喜歡和朋友

一起聊天、逛街，對朋友很講義氣，所

以有很多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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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三）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記人 ---最常說的一句話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三堂  

2.記敘文 記人  

最常說的一句話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5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二堂此系列課程「記人：外

表、個性」。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學童共同的經驗「某人最常說的一句

話」約三至五句，並製作成展示條。  

行為目標  
能學會針對人物最常說的一句話，及其說這句話的原因或目

的，來呈現一個人的特色，並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舉大家共有的

經驗為例  

（3 分鐘）  

 

 

 

 

 

 

 

 

 

 

 

2.歸納出有的

人會有自己

1-1 老師將事先準備

的展示條張貼在黑板

上並說：「小朋友，現

在老師要來說一些

話，請你猜猜老師看

我們學校或班上誰最

常說這句話」。  

（1）要做一個有氣質

的學生。  

（2）走廊上，慢慢

走。  

（3）老師，我不會，

你教我好嗎？  

（4）讀書會讓你變聰

明，要多讀書。  

2-1 老師：「你們好厲

害，這麼快就猜出答

學童仔細聆聽並舉

手回答。  

 

 

 

 

 

回答：校長。 

 

回答：生教組長陳

老師。 

回答：蘇○○。 

 

回答：張老師。  

 

 

 

學童應很快

的就猜出答

案。 

舉的例子是

針對筆者學

校及班級的

情形，或許

並不適用每

位教學者，

教學者運用

本教學設計

時宜加以修

改例子舉得

愈明顯，小

朋友愈快猜

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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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說的一

句話」，而且說

這一句話一定

有他的原因或

目的。  

（5 分鐘）  

 

 

 

 

 

 

 

 

3.導入主題  

（5 分鐘）  

 

 

 

 

 

 

 

 

 

 

 

4.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案。可見得這個人真

的很常說這一句話。」

老師：「小朋友，請你

們再想想，為什麼校

長要常常說『要做一

個有氣質的學生』這

句話呢？」  

   

老師：「小朋友，請你

們再想想，為什麼生

教組長陳老師要常常

說『走廊上，慢慢走』

這句話呢？」  

    

發下學習單並說明主

題：每個人都有自己

最常講的一句話，這

一句話可能只是一句

沒有意義的口頭禪，

也可能是代表這個人

想法的經典名句。將

一個人最常說的一句

話加以描寫，不僅可

以把句子變長，也可

以讓別人更瞭解你要

介紹的人物呵！ 

  

4-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我的爸爸。」把

句子變長：我的爸爸

很關心我的健康，因

為我常頭痛，所以他

 

學童可能會回答：

「因為校長要我們

成為很棒的人。」

「因為校長希望我

們很受歡迎。」「因

為……」  

 

小朋友可能會回

答：「因為陳老師怕

我們在走廊上相

撞。」「因為陳老師

要保護我們的安

全，最近有很多小

朋友在走廊上奔

跑，很危險。」「因

為……」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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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6 分鐘） 

 

 

6.練習寫作  

（10 分鐘）  

 

 

 

 

 

 

 

7.欣賞  

（3 分鐘）  

常常對我說的一句話

就是：要多喝水，每

天最少要喝三壺水，

補充身體的水份，就

不會常頭痛了。」我

的爸爸很關心我的健

康，因為我常頭痛，

就是爸爸常對孩子說

這句話的原因、目

的，要多喝水，每天

最少要喝三壺水，補

充身體的水份，就不

會常頭痛了，就是爸

爸常說的一句話。 

 

5-1 如果學童只講「最

常說的一句子」而未

說明原因或目的，老

師可以請別位學童加

以補充。 

 

6-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我的老

師」，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人物最常說

的一句話」的方式。

6-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7-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學童仿作學習單的

例子並口頭發表。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也可以先寫

最常說的一

句話，再寫

說這一句話

的原因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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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評鑑  

（5 分鐘）  

 

 

 

 

9.修改  

（2 分鐘）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8-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9-1 教師巡視行間，並

給予必要之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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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三） 人物篇---最常說的一句話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 

 

例如  我的爸爸。 

我把句

子變長

了。 

我的爸爸很關心我的健康，因為我常頭痛，所以他

常常對我說的一句話就是：要多喝水，每天最少要

喝三壺水，補充身體的水份，就不會常頭痛了。 

 

我也要試試看：我的老師。 

請你也把句子變長： 

 

        

          

          

          

          

☺每個人都有自己最常講的一句話，這一句話可能只

是一句沒有意義的口頭禪，也可能是代表這個人想

法的經典名句。將一個人最常說的一句話加以描

寫，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更瞭解你

要介紹的人物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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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四）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記人 ---人物的背景資料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四堂  

2.記敘文 記人  

人物的背景資料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5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三堂此系列課程「記人：外

表、個性、最常說的一句話」。。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王建民的海報及故事。  

行為目標  
能學會針對人物的背景資料，來描述、形容一個人，並寫成

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舉王建民為例 

（3 分鐘） 

2.每個人的專

長、興趣、職

業…都不同。 

（3 分鐘） 

3.導入主題 

（3 分鐘） 

 

 

 

 

 

 

 

4.討論人物的

1-1 老師講述王建民

的故事。 

 

2-1 請學童說說自己

或別人的專長、興趣

或職業。 

 

3-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每個人的專

長、興趣、職業…都

不同。仔細的介紹一

個人的背景資料，不

僅可以把句子變長，

也可以讓別人更瞭解

你要介紹的人物呵！

 

4-1 老師引導學童發

學童仔細聆聽。  

 

 

學童自由發表爸

爸、媽媽或同學的

專長、興趣或職

業。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自由發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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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料包含

哪些項目 

（3 分鐘） 

 

 

 

 

5.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6.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7.練習寫作 

（10 分鐘） 

 

 

 

 

 

 

 

8.欣賞 

表並加以整理出： 

人物的背景資料包含

他的專長、興趣、職

業、年紀、職業、出

生地、家庭狀況、專

長、興趣…等。 

 

5-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爸爸是電腦高

手。」把句子變長： 爸

爸對電腦很有興趣，

也在電腦公司上班。

他每天都要利用電腦

處理很多事情，有關

電腦方面的問題都難

不倒他。所以大家都

叫他「電腦高手」。 

 

6-1 引導學童發表 

 

 

 

 

7-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王建

民」，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介紹人物的

背景資料」的方式。

7-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8-1 學童完成了之

答的內容可能有：

專長、興趣、職業、

年紀、職業、出生

地、家庭狀況、專

長、興趣…等。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仿作學習單的

例子並口頭發表。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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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鐘） 

 

 

 

 

 

 

9.評鑑 

（5 分鐘） 

 

 

 

 

10.修改 

（2 分鐘）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9-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10-1 教師行間巡視，

並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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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四） 人物篇---背景資料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例如： 爸爸是電腦高手。 

我把句

子變長

了。 

爸爸對電腦很有興趣，也在電腦公司上班。他每

天都要利用電腦處理很多事情，有關電腦方面的

問題都難不倒他。所以大家都叫他「電腦高手」。

 

我也要試試看：王建民。 

請你也把句子變長： 

 
        

          

          

          

          

☺ 每個人的專長、興趣、職業…都不同。仔細的介

紹一個人的背景資料，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

可以讓別人更瞭解你要介紹的人物呵！ 

人物的背景資料包含他的年紀、職業、出生地、

家庭狀況、專長、興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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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五）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敘事 ---時間先後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五堂  

2.記敘文 敘事  

時間先後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8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系列課程。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蠶寶寶各個成長階段之圖片。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時間先後順序來描述、說明一件事，並寫成一段

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舉蠶寶寶的各

個成長階段為

例 （2 分鐘） 

 

（3 分鐘） 

 

 

2.介紹記敘文

之「敘事」。 

（3 分鐘） 

 

 

 

 

 

3.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老師揭示圖片並

介紹蠶寶寶的各個成

長階段。 

 

1-2 請學童把「蠶寶寶

的各個成長階段」用

一段話說出來。 

 

2-1 回顧之前的「記

人」教學，介紹「敘

事」。記事記敘文以敘

述事件為主。可從「時

間順序」、「原因結

果」……等方面來描

述。 

 

3-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依事件發生

的 先後順序 加以描

學童仔細觀賞並專

心聆聽。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專心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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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2 分鐘） 

 

 

 

 

 

 

 

 

5.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連接詞」

（2 分鐘） 

 

 

 

6.練習寫作 

（10 分鐘） 

 

 

 

 

 

述，不僅可以把句子

變長，也可以讓別人

更瞭解你要介紹的事

情呵！ 

 

4-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蠶寶寶變成蠶蛾

了。」把句子變長：

蠶寶寶從小蟻蠶就不

停的吃桑葉，變成五

齡蠶後，吐絲結繭將

自己包住，再經過

一、兩個禮拜，就變

成蠶蛾了。 

 

5-1 引導學童就「放學

以後」主題口頭發

表，視發表的品質，

介紹「連接詞」。 

 

5-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先……再…… 

最後……等關鍵字 

 

6-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放學以

後」，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時間先後順

序」的方式。 

6-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回答。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最常用

「然後」，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 140 - 

 
 

 

 

 

 

 

 

 

 

 

 

 

 

 

7.欣賞 

（3 分鐘） 

 

 

 

 

 

 

8.評鑑 

（5 分鐘） 

 

 

 

 

9.修改 

（2 分鐘） 

助。 

 

7-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8-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9-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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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五） 敘事篇---時間先後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放學以後 

          

          

          

          

          

          

☺ 記事記敘文以敘述事件為主。依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

加以描述，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更瞭

解你要介紹的事情呵！ 

 可以先寫現在的事，再寫過去的事；也可以先寫過去

的事，再寫現在的事。 

蠶寶寶從小蟻蠶就不停的吃桑

葉，變成五齡蠶後，吐絲結繭將

自己包住，再經過一、兩個禮拜，

就變成蠶蛾了。 

蠶寶寶變

成蠶蛾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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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六）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敘事—原因及結果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六堂  

2.記敘文 敘事  

原因及結果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38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系列課程及一堂敘

事（時間先後）。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各種人物表情之圖片。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事件之原因及結果來描述、說明一件事，並寫成

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7 分鐘） 

（1）問心情 

 

（2）想原因 

 

 

 

 

（3）猜結果 

 

 

 

 

 

2. 導入主題 

（1）說明主

題：（3 分鐘） 

1-1 老師一一揭示人

物表情或動作等圖片

（如圖 1-圖 6），請學

童感覺「他的心情」。

1-2 再請學童針對剛

才的回答，再想一想

「為什麼她很開

心？」、「為什麼他很

緊張？」……。 

1-3 接著再問：「請你

再想想看『趕不上公

車』、『睡過頭』……

可能會有什麼結

果？」 

 

2-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每件事情的

結果，都是有原因

學童仔細觀賞並自

由發表。  

回答：開心、著急、

緊張、煩惱……  

 

回答：因為她趕不

上公車；因為他睡

過頭了…… 

 

回答：上班會遲

到、上學會遲

到…… 

 

 

 

學童專心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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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說一段話

並介紹「連接

成分」（5 分鐘） 

 

 

 

 

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2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3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的，把事情發生的原

因說明清楚，不僅可

以把句子變長，也可

以讓別人對這件事情

的來龍去脈更清楚

呵！ 

2-2 引導學童針對剛

才的發表，用一段話

說出來。視學童發表

情介紹「連接成分因

為……所以……」，使

其更為通順。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小強皺著眉頭。

」把句子變長：小強

因為忘記帶聯絡簿回

家，所以沒辦法完成

回家功課。他擔心明

天被老師處罰；不知

道該怎麼才好，煩惱

到皺著眉頭。 

 

4-1 引導學童就學習

單「我上學遲到了」

主題口頭發表。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我上學

遲到了」，把句子變

長，但只能用「原因

結果」的方式。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回答。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可以先說

事情的結

果，再說明

發生的原

因；亦可相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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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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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六） 敘事篇---原因及結果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我上學遲到了 

          

          

          

          

          

          

 

☺記事記敘文以敘述事件為主。每件事情的結果，都是有

原因的，把事情發生的原因說明清楚，不僅可以把句子

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這件事情的來龍去脈更清楚呵！

可以先寫事情的結果，再寫說明發生的原因。 

小強因為忘記帶聯絡簿回家，所

以沒辦法完成回家功課。他擔心

明天被老師處罰；不知道該怎麼

才好，煩惱到皺著眉頭。 

小強皺著

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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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七）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空間 1---由上而下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七堂（已上完記

人及敘事）  

2.記敘文 寫景  

空間 由上而下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台北 101 大樓及阿里山的圖片。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上下空間的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並寫成

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舉台北 101 大

樓為例 

 （3 分鐘） 

 

 

 

 

 

2.介紹記敘文

之「寫景」。 

（3 分鐘） 

 

 

 

 

3.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老師揭示台北 101

大樓幾個主要樓層的

圖片。 

1-2 請學童把剛才聽

到的介紹用一段話說

出來。老師將它寫在

黑板上，留待等一下

做比較用。 

 

2-1 回顧之前的「記

人、敘事」教學，介

紹「寫景」。寫景記敘

文以描述風景為主。

描述風景時，可以從

它的「空間」談起。

 

3-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如果要描述

學童仔細觀賞並專

心聆聽。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的發表

可能很片斷

較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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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並比較： 

（3 分鐘） 

 

 

 

 

 

 

 

 

 

 

 

 

 

5.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的對象是大樓或高山

等高瘦形的，可以由

上而下或由上而下加

以描寫。 

 

4-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台北 101 大樓。」

把句子變長：台北 101

大樓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樓。一樓至五樓是

百貨精品店；六樓以

上是辦公大樓；頂樓

還有觀景臺，可以欣

賞台北市的景色。 

老師：「請大家比較一

下，這樣的描述和剛

才你們說的有什麼不

一樣？」 

4-2 結論：可以依上下

順序來描述比較好。

 

5-1 揭示阿里山的相

關圖片。引導學童就

「阿里山」主題口頭

發表。 

5-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最下面、中間、最上

面或山腳、山腰、山

頂……等關鍵字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回答：  

「我們的東一句、

西一句」、「我們的

比較亂」、「老師的

有上下的順序」…

 

 

 

 

 

 

 

 

 

 

 

 

 

 

 

 

 

 

 

 

 

 

 

 

 

 

 

 

 

 

 

 

 

 

 

 

 

 

 

學童最常用

「還有」，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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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練習寫作 

（10 分鐘） 

 

 

 

 

 

 

 

7.欣賞 

（3 分鐘） 

 

 

 

 

 

 

8.評鑑 

（5 分鐘） 

 

 

 

 

9.修改 

（2 分鐘） 

6-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阿里

山」，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上下空間」

的方式。 

6-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7-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8-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9-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 149 - 

我把句子變長了（七） 寫景篇--空間 1--由上而下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 阿里山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為主。描述風景時，可以從它

的「空間」談起。將「空間」說明清楚，不僅可以把

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風景或物品有

更具體的形象呵！ 

如果要描述的對象是大樓或高山等高瘦形的，可以由

上而下或由上而下加以描寫。

台北 101

大樓。 

台北 101 大樓是全世界最高的大
樓。一樓至五樓是百貨精品店；

六樓以上是辦公大樓；頂樓還有
觀景臺，可以欣賞台北市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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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八）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空間 2---由近而遠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八堂（之前有記

人及敘事及一堂寫景） 

2.記敘文 寫景  

空間 由近而遠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已學過空間 ---由上而下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蒐集台中豐樂公園及嘉義綠盈牧場的圖片。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遠近空間的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並寫成

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舉豐樂公園為

例 （10 分鐘） 

 

 

 

 

 

 

 

 

 

 

 

 

 

 

 

1-1 老師揭示豐樂公

園內幾個景點的圖

片。 

1-2 請學童上台按照

自己的意思把圖片做

排列。 

1-3 請該位學童發

表，如此排列的理

由。 

1-4 再請一位學童上

台按照自己的意思把

圖片做排列。 

1-5 再請該位學童發

表，如此排列的理

由。 

1-6 請學童依據黑板

上的排列順序口述介

紹豐樂公園。 

學童仔細觀賞並專

心聆聽。  

 

學童上台操作。其

他學童仔細觀察。

 

學童可能回答：  

不知道…… 

最喜歡的排前面…

有樹的排在一起…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豐樂公園就

位於學區

內，是大家

共同的經

驗。  

 

 

 

 

 

 

 

 

 

學童的發表

可能很片斷

較不連貫、

没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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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入主題 

（3 分鐘） 

 

 

 

 

 

 

 

 

 

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並比較： 

（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2-1 回顧前一堂課的

「寫景---空間---由上

而下」教學，介紹另

一種方法「由近而

遠」。 

2-2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可以依遠近

的方向加以描述。從

遠處介紹到近處或從

近處介紹到遠處。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豐樂公園是台中

市第一座雕塑公園。」

把句子變長： 

豐樂公園是全台中市

第一座雕塑公園。入

口是活動中心，活動

中心的後面有一面大

湖，湖上有咖啡館，

咖啡館的後面是一座

波浪橋盡頭就是小朋

友最喜歡的遊樂場。

老師：「請大家比較一

下，這樣的描述和剛

才你們說的有什麼不

一樣？」 

 

4-1 揭示嘉義綠盈牧

場的相關圖片。引導

學童就「綠盈牧場」

主題口頭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回答：  

「我們的東一句、

西一句」、「我們的

比較亂」、「老師的

有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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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入口處、再過去、最

後面……等關鍵字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綠盈牧

場」，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遠近空間」

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學童最常用

「還有」，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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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八） 寫景篇--空間 2—由近而遠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綠盈牧場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風景或物品時，可

以從它的「空間」談起。將「空間」說明清楚，不僅可以把句

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風景或物品有更具體的形

象呵！ 

可以依遠近的方向加以描述。從遠處介紹到近處或從近處介

紹到遠處。

豐樂公園是

台中市第一
座雕塑公園。 

豐樂公園是全台中市第一座雕塑

公園。入口是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的後面有一面大湖，湖上有咖啡

館，咖啡館的後面是一座波浪橋盡

頭就是小朋友最喜歡的遊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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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九）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空間 3---東西南北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九堂（之前有記

人及敘事及兩堂寫景） 

2.記敘文 寫景  

空間 東西南北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已學過空間 ---由上而下及由近而遠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東、西、南、北字卡各一張。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東西南北之方位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並

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複習東、

西、南、北等

方位。（3 分鐘） 

 

 

 

（2）以學校為

例。 （3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複習東、西、南、

北等方位。 

1-2 請四位學童將

東、西、南、北字卡

貼在教室的牆上。 

1-3 請全班檢查是否

正確。 

1-4 請學童說說學校

的東、西、南、北四

個方位，各有什麼？

（僅限學校圍牆外。）

 

 

 

2-1 回顧前兩堂課的

「寫景---空間---由上

而下」、「寫景---空間

---由近而遠」教學，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操作。其他學

童仔細觀察。  

 

學童確認。  

 

學童自由發言：  

東邊有安親班、西

邊有健康水上世

界、南邊有王秋冬

市議員服務處、北

邊有英皇美語……

 

學童專心聆聽。  

 

 

 

將字卡貼在

教室牆上，

可省出學童

判斷方位的

時間，並使

思考得以連

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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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介紹另一種寫景的方

法「東西南北」。 

2-2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可以依描述

對象的東、西、南、

北等方位順序加以描

述。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操場的四周有很

多東西。」把句子變

長： 

操場的東邊有球場，

西邊有教室，南邊有

一排大樹，北邊有遊

樂場。 

老師：「請大家比較一

下，同樣都是以東西

南北來描述，這次和

剛才有什麼不一

樣？」 

 

4-1 引導學童就「我的

教室」主題口頭發

表。教室內部或教室

外面都可以。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東邊有、西邊有、南

邊有、北邊有……等

關鍵字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 

回答：這次是學校

內，剛才是講學校

外面。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最常用

「還有」，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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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單上的題目「我的教

室」，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東西南北」

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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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九） 寫景篇--空間 3--東西南北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 我的教室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風景或物品

時，可以從它的「空間」談起。將「空間」說明清楚，

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風

景或物品有更具體的形象呵！ 

可以依描述對象的東、西、南、北等方位順序加以描

述。 

操場的四

周有很多

東西。 

操場的東邊有球場，西邊

有教室，南邊有一排大

樹，北邊有遊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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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空間 4---由左而右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十堂（之前有記

人及敘事及三堂寫景） 

2.記敘文 寫景  

空間 由左而右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3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已學過空間 ---由上而下、由近而遠及東西南

北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教室內物品之字卡約十來張。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由左而右之方位順序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

點，並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左右小遊

戲（5 分鐘） 

 

 

 

 

 

 

2.導入主題 

（4 分鐘） 

 

 

 

 

 

 

1-1 把黑板上區分成

兩個部份，並標示

「左」、「右」。 

1-2 請幾位學童將物

品字卡依教室現況，

貼在黑板上。 

1-3 請全班檢查是否

正確。 

 

2-1 回顧前三堂課的

「寫景---空間---由上

而下」、「寫景---空間

---由近而遠」、「寫景

---空間---東西南北」

教學，介紹另一種寫

景的方法「左右」。 

2-2 發下學習單並說

 

 

 

學童操作。其他學

童仔細觀察。  

 

學童確認。  

 

 

學童專心聆聽。  

 

 

 

 

 

 

 

 

 

 

左邊：置物

櫃、木地

板、積木……

右邊：窗下

櫃、打菜

桌、作業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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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明主題：可以依左右

的方向加以描述。從

左邊介紹到右邊或從

右邊介紹到左邊。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永春國小是一座

漂亮的城堡。」 
把句子變長： 

永春國小是一座漂亮

的城堡。面向大門的

右邊是學務處和健康

中心；左邊是總務

處、人事室和會計

室。 

 

4-1 引導學童就「我的

教室」，主題口頭發

表。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左邊有、右邊有……

等關鍵字。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我的教

室」，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由左而右」

或「由右而左」的方

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可能會

加上「前面

有……後面

有……」也

可以。  

學童最常用

「還有」，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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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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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 寫景篇--空間 4--由左而右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 我的教室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風景或物品

時，可以從它的「空間」談起。將「空間」說明清楚，

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風

景或物品有更具體的形象呵！ 

可以依左右的方向加以描述。從左邊介紹到右邊或從

右邊介紹到左邊。

永春國小
是一座漂
亮的城堡。 

永春國小是一座漂亮的城

堡。面向大門的右邊是學務

處和健康中心；左邊是總務

處、人事室和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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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一）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空間 5---由大而小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 11 堂（之前有

記人及敘事及四堂寫

景）  

2.記敘文 寫景  

空間 由大而小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3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已學過空間 ---由上而下、由近而遠、東西南

北及由左而右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各展示廳之介紹及圖片或

簡報。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由大而小之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並寫成

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介紹國立

自然科學博物

館（6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透過圖片或簡報

介紹國立自然科學博

物館。重點放在各個

展示廳的主題及展示

廳的大小。 

1-2 依據剛介紹的內

容提問，提問重點放

在展示廳的主題及展

示廳的大小。 

 

2-1 聽了剛才的介紹

後，請學童用一段話

介紹科博館。 

 

2-2 回顧前四堂課的

「寫景---空間」教

學，介紹另一種寫景

學童仔細觀看。  

 

 

 

 

學童搶答。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的發表

可能較隨興

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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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的方法「由大而小」。

2-3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如果要描述

的對象是由幾個部份

組成的，就可以依各

部份的大小順序加以

描述。可以從最大的

介紹到最小的，或從

最小的介紹到最大

的。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國立自然科學博

物館共有四個展示

廳。」 

把句子變長：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共有四個展示廳。最

大的是生命科學廳，

第二大的是地球環境

廳，第三大的是中國

科學廳，最小的是科

學中心。 

 

4-1 引導學童就「我家

有（）個房間」，主題

口頭發表。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最大的、第二大的、

其次、最小的是……

等關鍵字。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 

 

 

 

 

 

 

 

 

 

 

 

 

 

 

 

 

 

 

 

 

 

 

 

 

 

 

 

 

 

 

 

 

 

 

學童最常用

「還有」，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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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練習寫作 

（10 分鐘）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我家有

（）個房間」」，把句

子變長，但只能用「由

大到小」或「由小到

大」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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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一） 寫景篇-空間 5 由大而小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國立自然科學 

博物館共有    
四個展示廳。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我家有（ ）個房間。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風景或物品時，可以

從它的「空間」談起。將「空間」說明清楚，不僅可以把句子變

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風景或物品有更具體的形象呵！

如果要描述的對象是由幾個部份組成的，就可以依各部份的大

小順序加以描述。可以從最大的介紹到最小的，或從最小的介紹

到最大的。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共有四個
展示廳。最大的是生命科學

廳，第二大的是地球環境廳，
第三大的是中國科學廳，最小
的是科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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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二）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經過路線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 12 堂（之前有

記人及敘事及 5 堂寫

景）  

2.記敘文 寫景  

經過路線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5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

程。已學過「空間」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老師全家之前去台中車站參觀之相片及簡報。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經過路線」之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並

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觀看老師

全家之前去台

中車站參觀之

相片及簡報。

（6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播放簡報並介紹

台中車站。重點放在

經過的路線看到了什

麼。 

1-2 依據剛介紹的內

容提問，提問重點放

在經過的路線看到了

什麼。 

 

2-1 聽了剛才的介紹

後，請學童用一段話

介紹台中車站。 

 

2-2 回顧前五堂課的

「寫景---空間」教

學，這堂課是利用「經

過路線」來介紹景

學童仔細觀看。  

 

 

 

學童搶答。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是「台中車

站」，不是

「台中火車

站」。  

 

 

 

 

學童的發表

可能較隨興

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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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點。 

2-3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描述地方

時，可以從作者參觀

時經過的路線順序加

以描寫。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台中車站是三級

古蹟。」 
把句子變長： 
爸爸帶我到列為國家

三級古蹟的台中車站

參觀。我們先站在廣

場上欣賞華麗的巴洛

克建築；接著走進車

站大廳，裡頭除了遊

外，隨處可見賣台中

名產太陽餅的攤位；

穿過月台，最後來了

藝術家的創意空間

「二十一號倉庫」。  

 

4-1 引導學童就「參

觀……」，主題口頭發

表。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並加以整理出： 

先……接著……最

後……等關鍵字。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描述景點

由學童自訂，可以

是全班一起的校外

參觀，也可以是和

家人或安親班一起

去的景點。  

 

 

 

 

 

 

 

 

 

 

 

 

 

 

 

 

 

 

 

 

 

 

 

 

 

 

 

 

 

學童最常用

「再來」，不

停重覆的使

用，在此要

提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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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參觀......」，把句子

變長，但只能用「經

過路線」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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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二） 寫景篇---經過路線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參觀（             ）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地方時，可

以從作者參觀時經過的路線順序加以描寫。這樣不僅可

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地方有更具

體的形象呵！ 

台中車

站是三

級古

蹟。 

爸爸帶我到列為國家三級古蹟的台中

車站參觀。我們先站在廣場上欣賞華麗

的巴洛克建築；接著走進車站大廳，裡

頭除了遊外，隨處可見賣台中名產太陽

餅的攤位；穿過月台，最後來了藝術家

的創意空間「二十一號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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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三）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寫景 ---參觀時間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課程第 13 堂

（之前有記人及敘事及 6 堂寫景） 

2.記敘文 寫景  

參觀時間  

3.依據參觀時間來描述，內容會偏重

「活動」而非「寫景」，亦有人將其

另歸類為「遊記」。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450 字，能熟用注音符號。已上過四

堂記人及兩堂敘事系列課程。已學

過「空間」及「經過路線」的寫法。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一年級全班去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參觀之相片

及簡報。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參觀時間」之概念來描述、說明一個景點或遊

記，並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觀看一年

級全班去國立

自然科學博物

館參觀之相片

及簡報。（6 分

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播放簡報。重點放在

參觀之時間先後，看到了

什麼，有什麼活動。 

1-2 依據剛介紹的內容提

問，提問重點放在參觀之

時間先後，看到了什麼，

有什麼活動。 

 

2-1 聽了剛才的介紹後，請

學童用一段話描述「科博

館之旅」。 

 

2-2 回顧之前「寫景---空

間」、「經過路線」教學，

這堂課是利用「參觀時間」

來介紹景點。 

學童仔細觀看。  

 

 

學童搶答。  

 

 

 

 

學童自由發表。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的發

表可能較

隨興無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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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學習單上

的例子加以說

明：（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介紹「關鍵詞」

（3 分鐘） 

 

 

 

2-3 發下學習單並說明主

題：描述地方時，可以從

作者參觀的時間先後順序

加以描寫。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題「今

天的科學博物館戶外教學

真是太好玩了！」 
把句子變長： 

今天一大早全班坐上遊覽

車，前往科學博物館進行

戶外教學；上午我們在解

說人員的帶領介紹下，參

觀了恐龍世界和兵馬俑特

展；中午張老師請全班到

館內的麥當勞吃兒童餐；

下午我們又參觀了植物

園、生命的起源和小小動

物園；到了三點，我們又

上遊覽車，帶著愉快的心

情回學校。今天的科學博

物館戶外教學真是太好玩

了！  

 

4-1 引導學童就二年級全

班之共同經驗「參觀通霄

海洋生物度假村」，主題口

頭發表。 

4-2 老師引導學童發表並

加以整理出： 

一大早……中午……下

午……最後……等關鍵

字。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並

專心聆聽。  

 

 

 

 

 

 

 

 

 

 

 

 

 

 

 

 

 

 

 

 

 

 

 

 

 

 

 

 

 

 

 

 

學童最常

用「然

後」，不停

重覆的使

用，在此

要提醒學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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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練習寫作 

（10 分鐘）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單上

的題目 

「參觀通霄海洋生物度假

村」，把句子變長，但只能

用「參觀時間」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適時

給予指導及協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後，老師

請幾位學童上台唸唸自己

的作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的地

方，老師說明修改的方

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台唸

唸自己的作品，這次由別

的學童來說說看作品優秀

的地方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適時

給予指導及協助。 

 

學童根據老師的

說明，完成學習

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

己的作品，其餘

學童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

己的作品，其餘

學童仔細聆聽並

提出優良之處或

修改意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

次自己的作品，

針對剛才大家發

表的部份加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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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三） 寫景篇---參觀時間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參觀通霄海洋生物度假村

          

          

          

          

          

          

☺寫景記敘文以描述風景及物品為主。描述地方時，可

以從作者參觀的時間先後順序加以描寫。這樣不僅可以

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你要介紹的地方有更具體

的形象呵！ 

今天

的科學

博物館

戶外教

學真是

太好玩

了！  

今天一大早全班坐上遊覽車，前往科學博

物館進行戶外教學；上午我們在解說人員

的帶領介紹下，參觀了恐龍世界和兵馬俑

特展；中午張老師請全班到館內的麥當勞

吃兒童餐；下午我們又參觀了植物園、生

命的起源和小小動物園；到了三點，我們

又上遊覽車，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學校。今

天的科學博物館戶外教學真是太好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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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四）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狀物 ---外觀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 14 堂（之前有

記人、敘事及寫景）  

2.記敘文 狀物  

外觀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5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記人」、「敘事」及「寫景」

系列課程。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手提包、書包、鉛筆盒、水壺……等實物。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外觀」的描述，來介紹、說明一樣物品，並寫

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觀察展示

物品。（2 分鐘） 

（2）口頭發

表。（4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3.（1）舉學習

單上的例子加

以說明：（3 分

1-1 展示手提包、書

包、鉛筆盒、水壺……

等實物。 

1-2 請學童依據這些

物品的外表，口頭形

容展示的物品。 

 

 

2-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描述物品

時，可以根據物品的

外觀加以描寫。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我的鉛筆盒。」

把句子變長： 
我的鉛筆盒外型好像

學童仔細觀察。  

 

 

學童自由發表。  

皮包是紅色的、亮

亮的…… 

書包很大、外面有

海棉寶寶的圖

案….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的發表

可能較隨興

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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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2）討論外觀

有哪些部份 

（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一輛拉風的跑車，有

紅色的車門、黑色的

輪胎、黃色的車燈，

還有一個天窗呵！ 
3-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物品的外觀」包

含哪些部份。 

 

4-1 引導學童就「我的

水壺」，主題口頭發

表。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我的水

壺」，把句子變長，但

只能用「介紹外觀」

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學童自由發表。 

顏色、形狀、大小、

造形……等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學童想介紹

書包、鉛筆

盒……也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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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改 

（2 分鐘）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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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四） 狀物篇---外觀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我的水壺 

          

          

          

          

          

          

          

☺狀物記敘文以描寫物品為主。描述物品時，可以根據

物品的外觀、用處、優缺點等具體的方面加以描寫。
也可以根據物品對自己的意義或紀念價值等抽象的方
面加以描寫。這樣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

人對你要介紹的物品有更多的認識呵！

我的鉛

筆盒。   

我的鉛筆盒外型好像一輛拉風的跑

車，有紅色的車門、黑色的輪胎、黃

色的車燈，還有一個天窗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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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五）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狀物 ---用處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 15 堂（之前有

記人、敘事、寫景及狀

物---外觀）  

2.記敘文 狀物  

用處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50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記人」、「敘事」及「寫景」

系列課程。「狀物」已有「外觀」描述的經驗。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顯微鏡、花瓶、鉛筆盒、電風扇……等實物。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用處」的描述，來介紹、說明一樣物品，並寫

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觀察展示

物品。（2 分鐘） 

（2）口頭發

表。（4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3.（1）舉學習

單上的例子加

1-1 展示顯微鏡、花

瓶、鉛筆盒、電風

扇……等實物。請學

童想想看，這些物品

有什麼用處。  

1-2 請學童發表顯微

鏡、花瓶、鉛筆盒、

電風扇……有什麼用

處。 

 

2-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描述物品

時，可以根據物品的

用處加以描寫。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電腦是二十世紀

學童仔細觀察及思

考。  

 

 

 

學童自由發表。  

顯微鏡可以看很小

的東西、花瓶可以

插花、電風扇可以

讓我們變涼……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朗讀例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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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明：（3 分

鐘） 

 

 

 

 

 

 

（2）討論用處

包含有哪些 

（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6.欣賞 

（3 分鐘） 

 

 

 

 

 

最偉大的發明。」 
把句子變長： 
電腦是二十世紀最偉

大的發明，可以幫人

類處理資料，還可以

透過網路帶給我們全

世界的訊息。 

 
3-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物品的用處」包

含哪些。 

 

4-1 引導學童就「電

燈」這個主題，進行

口頭發表。 

 

 

5-1 請學童針對學習

單上的題目「電燈」，

把句子變長，但只能

用「介紹用處」的方

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學童自由發表。 

好處、用法、優缺

點……等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想介紹

別的物品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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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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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五） 狀物篇---用處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 電 燈 

          

          

          

          

          

          

          

☺狀物記敘文以描寫物品為主。描述物品時，可以根據

物品的外觀、用處、優缺點等具體的方面加以描寫。也
可以根據物品對自己的意義或紀念價值等抽象的方面
加以描寫。這樣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

你要介紹的物品有更多的認識呵！

電腦是二

十一世紀

最偉大的
發明。   

電腦是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可

以幫人類處理資料，還可以透過網路

帶給我們全世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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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文擴寫教學活動設計（十六）  

課程領域  語文領域  單元名稱 狀物 ---紀念價值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時間 一節 40 分鐘 教學年級  二年級

教材位階  學生分析  

1.記敘文擴寫教學系列

課程第 16 堂（之前有

記人、敘事、寫景及狀

物---外觀、用處）  

2.記敘文 狀物  

紀念價值  

1.人數：男 16 名；女 17 名  

2.先備能力：  

學作初學者，從課本習得之生字約 550 字，能熟

用注音符號。已上過「記人」、「敘事」及「寫景」

系列課程。「狀物」已有「外觀」及「用處」描

述的經驗。  

課前準備  1.學習單。2.鋼筆、字典、獎盃、搖控汽車……等實物。  

行為目標  
能學會利用「紀念價值」的描述，來介紹、說明一樣物品，

並寫成一段通順的文字。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  

1.引起動機 

（1）展示物品

並介紹其紀 

念價值。  

（6 分鐘） 

 

 

 

 

 

 

2.導入主題 

（3 分鐘） 

 

 

 

 

1-1 展示鋼筆、字

典……等實物。說明

這些物品對老師的紀

念價。 

這本字典是老師讀國

中時，開始學英文，

我爸爸買給我的。雖

然只是小小的一本也

很舊了，卻是很有紀

念價值的東西。 

 

2-1 發下學習單並說

明主題：描述物品

時，除了根據物品的

外觀、用處、優缺點

等具體的方面加以描

寫。也可以根據物品

學童專心聆聽。  

 

 

 

 

 

 

 

 

 

 

學童專心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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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舉學習

單上的例子加

以說明：（3 分

鐘） 

 

 

 

 

 

 

 

（2）討論具紀

念價值的情形 

（3 分鐘） 

 

 

 

4.小朋友仿作

學習單的例子

並口頭發表： 

  （5 分鐘） 

 

5.練習寫作 

（10 分鐘） 

 

 

 

 

 

對自己的意義或紀念

價值等抽象的方面加

以描寫。 

 

3-1 說明學習單的例

題「這一枝鋼筆。」

把句子變長： 
這一枝鋼筆是爸爸送

我的第一個禮物；那

是我小學五年級時，

參加作文比賽，得到

了第一名，爸爸鼓勵

我的獎品，我會永遠

珍惜它。 

 

3-2 老師引導學童發

表「具紀念價值的情

形」。 

 

 

 

4-1 引導學童自訂題

目，進行口頭發表。

 

 

 

5-1 請學童針對自訂

的題目，把句子變

長，但只能用說明「紀

念價值」的方式。 

5-2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朗讀例題。  

 

 

 

 

 

 

 

 

 

 

學童自由發表。 

生日禮物、朋友送

的紀念品、特殊情

形得到的東西……

等 

 

學童自由發表並專

心聆聽。  

 

 

 

學童根據老師的說

明，完成學習單。

 

 

 

 

 

 

 

 

 

 

 

 

 

 

 

 

 

 

 

 

 

 

 

 

 

 

學童的經驗

不同，不宜

統一題目。  

 

 

 

 

 

 

 

 

 



 

- 184 - 

 
 

 

 

 

 

 

 

 

 

 

 

 

6.欣賞 

（3 分鐘） 

 

 

 

 

 

 

7.評鑑 

（5 分鐘） 

 

 

 

 

8.修改 

（2 分鐘） 

6-1 學童完成了之

後，老師請幾位學童

上台唸唸自己的作

品。不錯的地方，老

師予以鼓勵；不恰當

的地方，老師說明修

改的方法。 

 

7-1 再請幾位學童上

台唸唸自己的作品，

這次由別的學童來說

說看作品優秀的地方

及要修改的地方。 

 

8-1 教師行間巡視，並

適時給予指導及協

助。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  

 

 

 

 

 

學童大聲朗讀自己

的作品，其餘學童

仔細聆聽並提出優

良之處或修改意

見。  

 

請學童再審視一次

自己的作品，針對

剛才大家發表的部

份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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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句子變長了（十六） 狀物篇---紀念價值  
 

二年十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我也會把句子變長☺    題目：（               ）

          

          

          

          

          

          

          

☺狀物記敘文以描寫物品為主。描述物品時，可以根據

物品的外觀、用處、優缺點等具體的方面加以描寫。也
可以根據物品對自己的意義或紀念價值等抽象的方面
加以描寫。這樣不僅可以把句子變長，也可以讓別人對

你要介紹的物品有更多的認識呵！

 

這一枝鋼
筆。   

這一枝鋼筆是爸爸送我的第一個禮

物；那是我小學五年級時，參加作文

比賽，得到了第一名，爸爸鼓勵我的

獎品，我會永遠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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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擴寫教學學童寫作作品摘錄 
一、人物篇---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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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篇---個性 

 

 

 

 

 



 

- 188 - 

三、人物篇---最常說的一句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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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物篇---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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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敘事篇---時間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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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敘事篇---原因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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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寫景篇---空間 1---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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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寫景篇---空間 2---由近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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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寫景篇---空間 3---東西南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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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寫景篇---空間 4---由左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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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寫景篇---空間 5---由大而小 

 

 

 

十二、寫景篇---經過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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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寫景篇---參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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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狀物篇---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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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狀物篇---用處 

 
 

 

十六、狀物篇---紀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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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