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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寫作能力為說話、聆聽與閱讀能

力的綜合，是人類最複雜的語文成就

(賴銳霞，2001)。二○○三年美國國家

寫作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Writing)推動美國各級學校寫作改革的

報告書中主張：學生必須「學習寫作」

與學會「透過寫作學習」(何琦瑜、吳

毓珍，2007)。而我國自二○○五年來，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恢復加考作文，由

此可知，寫作能力愈益到重視。 

研究者於國民小學近十年的教學

歷程，由自身教學經驗以及與同事交

流中，瞭解現場老師們深感寫作教學

的不易實施。「寫作」本應該為自然地

將想法與情感，用合理的邏輯、正確

的文法，將文字、標點符號組成句子，

按脈絡組織成段，並進而構成一篇完

整的文章(張新仁，1992)。對學生何以

成為沉重負荷，進一步對師與生造成

焦慮與畏懼。 

為了改善現場學生對寫作所感到

的困難，與提升學生對寫作的表現，

筆者思索找尋有效的學習策略，而相

關研究發現合作學習相較於個人主義

學習，更能使學習者獲得更高成就，

對教學內容有更好的保留與轉移

(Johnson& Johnson, 2017)。合作學習的

特色，分別有「面對面的互長性互

動」、「積極依賴」、「個人績效責任」、

「重視社會技巧」、「著重團體歷程」，

尤其是它不強調結構化的過程，讓教

師更能考量自身班級的教學情境(黃政

傑、吳俊憲，2006)。 

當前十二年國民基本課程實施在

即，課程以「自發」、「互動」、「共好」

理念，期盼學生學習品質的改善與提

升(教育部，2013)。合作學習策略亦涵

蓋此理念，本文即為運用合作學習策

略提升學生寫作表現之策略探討。 

二、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寫作表現

之策略探討 

(一) 學生寫作上的困難  

欲就當前寫作教學困境進行探

討，就需先瞭解寫作這項心智活動，

學生因何感到困難?困難學生特質為

何?以進一步尋求出適合的寫作教學

方法。 

因此筆者參考「教育部國中會考

寫作評分規則」，並參酌文獻(歐惠娟，

2001；劉明松，2003；林佳杏，2006；
林怡君，2015)以立意取材、結構組織、

遣詞造句等面向探究國小學生寫作上

的困難： 

1. 立意取材：立意取材面向過少，內

容貧乏，學生不知道寫什麼，絞盡

腦汁卻仍難以下筆，受限生活經

驗，缺乏情感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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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組織：寫作困難學生，缺乏文

體結構知識，在產生與組織想法上

有困難，所以很少進行計畫活動，

亦缺乏方法組織全篇文章，如結

構、寫大綱等。即便部分學生知道

要分段書寫，但是段落內容缺乏連

貫性。 

3. 遣詞造句：遣詞造句過於口語化，

錯別字多，標點符號運用不當。 

4. 其它：學生對於寫作主題背景知識

的不足、教師教學方法未掌握要

領、教學時數不足都是可能的原

因。此外，王嘉燕(2007)於《臺北

市國小教師國語文寫作教學實施

之調查研究》明白指出缺乏有系統

的寫作教學指引，是造成教師寫作

教學課程設計無所適從的主因。 

(二) 寫作歷程探究 

思索如何運用合作學習策略於寫

作教學，需先瞭解寫作活動的心智歷

程，再設計發展有系統、合適的寫作

教學方案。因此就Flower&Hayes(1980)
提出之「認知歷程模式」探究，其認

為寫作行動包含了「寫作環境」、「寫

作者長期記憶」、「寫作歷程」等三個

層面交互作用。 

「寫作環境」包括影響寫作表現

的外在所有事物，諸如與寫作任務有

關的寫作主題、讀者、刺激、線索等

等。 

「寫作者長期記憶」指的是作者

內在的長期記憶，包含與寫作主題、

寫作計畫相關的知識等。 

「寫作歷程」包含著計畫、轉譯、

回顧、監控等四過程: 

1. 計畫：由設定目標、產生想法和組

織想法三部份組成。 

(1) 設定目標：是確定文體、主題的

出發點。 

(2) 產生想法：意即「立意取材」，指

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與寫作有關的訊

息。 

(3) 組織想法：意即「結構組織」，作

者將提取的資料選擇有用的材料，並

加以組織，將相關的想法放在一起，

使其脈絡分明。  

2. 轉譯：指將寫作計畫的構思放在文

本。 

3. 回顧：包括評估和修改兩個部份，

對於寫出的內容隨時進行評估，是

否符合原先的寫作目標，並針對有

問題的內容進行修改或重寫。 

4. 監控：覺察機制，展現維持與改善

文章的功能。 

(三) 合作學習策略運用於寫作教學 

合作學習是一種合作型態的教

學，學生以異質性分組的方式一同學

習，每位成員為個別的學習負責，並

完成團體的共同任務 (黃政傑、林佩

璇，1996) 。 

合作學習適用多種領域學科，當

然也可以用於寫作教學，以下茲就立

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三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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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面向，探討提升學生表現相關之

合作學習策略(教育部，2013；林怡君，

2015；陳佳秀，2016)，臚列如下： 

1. 立意取材 

(1) 對主題集思廣益，各組回想、選

擇、蒐集與題目相關的材料，分享共

同的生活經驗。 

(2) 說明文文體可以分工閱讀、觀

察、訪問等方式，分擔蒐集資料的困

難。 

(3) 以思考引導單、心智圖、九宮格

聯想單、剪報方式，協助學生合作學

習。 

2. 結構組織  

(1) 小組合作討論出各段大綱，並各

自協調小組成員負責主筆各段，完成

後，再針對各段是否依循大綱寫作內

容，前後各段是否邏輯連貫，共同檢

視、修正。 

(2) 採「異質性分組」與「角色任務」

的分配，讓程度較高的學生帶領、澄

清運作，使得程度較低的學生有鷹架

學習的機會。 

(3) 文章完成的回顧階段，依照教師

回饋與小組擬定的大綱表，共同修

正，提升自我監控與寫作的成效。 

3. 遣詞造句 

(1) 在寫作前請各組成員，每人查詢

寫作主題相關的成語，並在課堂討論

中，共同選擇出適合的成語或名言佳

句，讓個人在書寫時能夠運用於文章

段落之中。 

(2) 在文章完成的回顧階段，提供作

文批改符號表，檢視與修改不通順語

句、錯別字、標點符號。 

除以上的寫作教學合作學習策略

之外，亦需透過酬賞結構，提高組員

之間的互助性，促進寫作學習活動的

運作，使每一位學生都能達成學習目

標， 亦可安排小組進行社會技巧的訓

練，以增進合作學習的效果。 

三、結語 

國內外寫作教學日益重視的今

天，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寫作教學方法推

陳出新，然而能感動人心的作品，往往

是因其中的思想與內涵，而不是技巧。 

回首筆者自身尚為學生時的寫作

經驗，對寫作總是感到苦惱，除了關

於主題的經驗缺乏，段落結構也是不

知該如何安排，即便成為了教師，仍

對寫作教學感到困惱，一直想將單純

用文字表達情感思想的寫作活動，讓

學生得以學會寫，更是喜愛寫。 

本文由寫作力培養的重要性為開

端，進而瞭解現場學生在那些地方感

到困難，而對寫作的歷程進行探究，

接著思考如何運用合作學習策略於寫

作教學之中。期盼透過運用合作學習

策略的寫作教學，建構能讓學生分享

與支持的寫作環境，悠遊於文字裡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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