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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國小學生寫作意義感 
游雯鈞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近年，臺灣興起教育改革的風潮，從各種社群網站，如：溫老師備課趴，延

伸到實體的研習進修課程，如：夢 N 研習，在諸多的新潮思維中，「以學習者為

中心」被視為臺灣教育改革的圭臬。陳心儀（2017）研究指出，以學習者為中心，

是讓學習者提升自我覺察的能力。教師希望學生不是畢業之後就將知識技能留在

學校裡，而是能帶到實際生活中靈活運用，從 108 課綱的核心理念也可以發現這

樣的想法已經拓展到法規層面，學習不再是被動地給予，是一種主動的學習心態，

是一種帶得走的能力（教育部，2000）。 

身為國小教師，我在教學現場發現教師們在各個科目的教學上都有別於傳統

的教學變化，例如：使用多媒體工具、安排實作或是體驗活動等，但唯在「寫作」

的教學上仍然與過往的教學方法相差不大，教師們進行作文教學的步驟經常是：

教師訂定題目、給予作文大綱、學生在課堂或是帶回家完成作文、教師批改，也

有些教師會讓學生先完成草稿，教師批改後再謄寫在作文稿紙上。在這樣的過程

中，首先，學生無法了解這篇作文的主題與自己有何相關，甚至對主題是毫無興

趣，再者，學生在寫作時一定會遇到語句不通順、想法無法轉換成文字等狀況，

但學生卻無法及時獲得師長的協助與指導，最後，作文是學生對於主題的看法與

見解，但是作文完成後卻只有教師一人批改、審閱，學生無法將自身意見或經驗

與他人分享，這將失去寫作的意義——以文字對他人傳達想法。 

根據上述自教學現場所發現的問題，我欲從各種的寫作教學與方法中，找尋

並整理出適合國小學童的寫作模式，讓學童能從寫作中獲得樂趣，從寫作中找尋

寫作的意義，進而愛上寫作。 

二、現今教學現場寫作教學分析 

臺灣的小學從《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開始到目前實行的《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語文的授課時間每週只有五節課，即使加入彈性

課程時間增為六節課，但並非所有教師皆會每週安排寫作教學，臺灣現行的國語

教學節數根本不利寫作教學的實施。另外，因為「寫作」並非實際列為教學科目，

對多數教師而言寫作只是國語課的附加活動，黃順發（2010）發現多數老師沒有

指導學生作文的意願，上寫作課時只是在黑板上寫一個題目，讓學生自由發揮，

或稍做說明後要求學生寫作，如此一來是將學生置於一個「無助寫作環境」。這

樣的寫作教學既沒有教授學生寫作技巧，也沒有讓學生真正了解到寫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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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個人學習結果的整體展現；透過寫作，不只能表達出個人思想、與他人

溝通，在重視展現自我的現代社會中，寫作更是個人升學、求職與追求專業成長

的利器（張新仁，2004）。寫作不該被視為一項作業，而是一樣工具，學生要利

用這項工具去深入瞭解自己的想法並轉化成文字，再利用這些文字去說服或是感

動讀者，讓文字變成彼此溝通的工具，相互連結的媒介。綜合以上所述，若要針

對寫作教學進行改革，第一步必須是改變學生對寫作的印象，讓寫作從一項作業

變成一項工具、技能。 

即使現今國語教學時數減少，但國小教師依舊能定時定量讓學生產出作文，

根據研究者觀察，臺灣各縣市小學針對每學期須繳交的作文篇數皆有規範，例如，

新北市的國小每學期每生須繳交六篇作文，臺北市和桃園市的國小則為四篇，這

樣的規定初衷是為了讓學生每學期都有機會寫作，但對教師而言這樣的規定何嘗

不是限制寫作教學的枷鎖，在高產量的前提之下，或許犧牲的是寫作的品質、教

師可以提供個別教學的時間。寫作是一個複雜的自我調整歷程；好的寫作者需具

備字詞、語法修辭、文章結構的知識，擁有計畫、起草與修改文章的能力，並能

夠管理寫作環境、尋找適當的寫作資源和維持正向的寫作動機，另外，要能分析

讀者的需求，讓文章與讀者進行良好的溝通，整個寫作歷程除了基本的認知訊息

處理外，還拓展至寫作者的動機、情感，還有與社會互動的分析。寫作並非線性

輸出的產物，而是各種寫作階段交互作用而成，因此研究者認為傳統的成品導向

教學已不適合現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思維。根據 Fregeau（1999）研究發現過程

導向教學法比成品導向教學法更能提供學生的寫作動機，進而培養正向的寫作態

度和寫作技巧。國內學者張新仁（1992）也指出大多數學生認為在寫作階段中，

組織內容與寫成草稿的過程是最困難的，原因是學生在正式下筆寫作前需考慮許

多事情，因此若教師能提供適當的「過程性協助」將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過程

導向寫作需經歷各種寫作階段，例如：預寫、草稿、反饋、修改、發表，不同於

傳統直接套用寫作大綱進行寫作的方式，而是改從學生感興趣的題目出發，讓學

生主動尋找寫作題材，從同儕的反饋中了解該修改的部分，教師也在過程中提供

個別的寫作指導，即使會較傳統的寫作法花費更多時間，但能提供學生實際發想

題材、了解讀者想法和修改、潤飾文章的學習機會。 

綜合所述，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改革思維中，為了讓學生可以主動學習寫作，

將寫作變成帶得走的能力，應先從對寫作的印象開始改變，不將寫作視為任務或

作業，而是一種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展現自我想法的技能，另外，在寫作教學上

應以過程導向寫作為主，不強調寫作的「數量」，而是從寫作過程中給予教學指

導，讓學生實際參與各種寫作階段，讓作文的「質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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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尋找寫作意義感 

在臺灣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國語文中將國語

文之學習表現分為「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 
「閱讀」與「寫作」六個類別。國語文教學範圍廣泛，而「作文」是其中必要且

是生活非常重要的環節（陳滿銘，2001）。寫作是國語文教學各表現項目的綜合

表現，作文的呈現，包含了文字、符號、圖畫或任何語文的表達方式，寫作的功

能有溝通、紀錄與情意的表達、傳遞（吳曉琪，2006）。綜合上述，精進和培養

學生的寫作能力是目前國小教育非常重視的問題，以下將針對國內國小寫作教學

方式進行探討。 

國內早期的寫作教學方式大多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法」為主，學生被期待

用字、文法、文章組織、句型等都以教師訂定的規則完成，教師重視寫作的成品，

學生鮮少自由發表作品的機會，另外在評量方面則強調學童最後的寫作成品，這

樣的方式又稱為「成果導向」（Product-oriented）教學法。 

近幾年，臺灣寫作教學有逐漸從「成果導向」轉變為「過程導向」（Process-
oriented）的趨勢，過程導向教學以「寫作過程」為考量，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個

人經驗和想法，並透過教師引導、小組討論、同儕互相修改文章的方式，協助學

生完成作文，目的是讓學生真正成為自主學習的引導者。 

從近二十年的研究發現，過程導向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尤其是

在作文修改、潤飾的部分，這個效果呼應到 2018 年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國語文領域中「寫作」之學習表現，課程綱要中強調在國小階段需培養學

童「修改文句的錯誤」、「找出作品的錯誤，並加以修改」和「修改、潤飾作品內

容」，但是，成果導向教學注重最終的作文成果，教師除了在寫作前提供寫作材

料或是寫作架構，在過程中教師少有指導或干涉，也沒有同儕間的協助、討論的

過程，教師針對最終寫作成過評分後，學生也少有進行修改或是潤飾的行動。過

程導向教學可以提供學生多次修改文章結構的機會，教師在寫作過程中也可以針

對個別學生給予寫作指導，進而讓學生學習潤是、修改文章的能力。另外，過程

導向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寫作態度，透過作家和讀者的角色轉換，學童能了解在

不同角度閱讀文章的方式，同儕間的討論除了能得到寫作上的建議，也能在給予

他人建議的過程中，反思自己文章的不足之處，進而達成自主學習的目標，讓學

童的角色從被動的學習者，轉化為主動的寫作者。 

四、結語 

寫作應該是傳達想法的工具，寫作者能自在地表達想法和信念，並用清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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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的文字表達給讀者，教師應該給予學生在寫作的過程或是作品完成後有表達的

機會，將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傳達給他人，或是和他人分享文章的內容，為了使寫

作者的想法得以傳達出去並且與他人分享文章內容，在過程導向寫作模式中的

「反饋」，提供學生與同儕分享作品的機會，同儕間也可以利用分享的過程互相

學習寫作技巧或是聽取有趣的文章內容，另外在「分享」階段，將提供寫作者表

現和表達的機會，分享的方式包括：上台發表、在公共區域展示等都是展示作品

的方法。 

寫作技巧、優美詞句固然是寫作的重點之一，但研究者認為教師應該回歸寫

作的意義進行思考，對學生而言，學習寫作的目的為何？進行寫作的意義為何？

以口頭或是文字表達想法應該是人類基礎的能力之一，為了提升這項能力，教師

應該將其回歸於日常中，讓學生擁有發表意見和傳達想法的機會，如此一來，寫

作才能真正被落實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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