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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寫作」該怎麼教？一直是國語文領域教師心中隱隱作痛的難題，筆者從事

國小教務主任及國語文教學多年，觀察到學生普遍不喜歡寫作或是寫作能力不

佳。回憶起自己小學作文課的經驗，常是教師在黑板上命題，讓全班在兩節課完

成一篇限定字數的作文，舉筆如山，歷歷在目。「寫作」本是為學生開一道情感、

想法和創意的出口，極具實用功能，也可以上升到文學藝術的層次。但傳統的教

學模式，讓筆者與許多教師經歷著痛苦的寫作體驗，視寫作為升學考試的工具。

而曾經對寫作無感甚至有些反感的「學生」，如今要成為教學生喜愛寫作的「老

師」，如果不翻轉教學思維，當初的「受害者」難逃變成寫作教學「加害者」的

宿命。 

「寫作」是評估語文能力的綜合指標，寫作教學的成功，才是語文教學的成

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
國語文》（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基本理念即闡明語文是社會溝通

與互動的媒介，學生學習國語文知識，運用恰當的文字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

見，培養理性思辨的知能（教育部，2018）。現階段國小導師在「包班制」之下，

幾乎都要任教國語課，教師要能擁有寫作教學的專業能力，以特定的寫作教學方

法、內容與策略，對學生進行寫作能力的培養，目標是讓學生擁有文字發表能力，

學會思考，能夠把個人的情感、想法及觀點，以合理的邏輯、正確的文法和標點

符號，順暢有序地轉換成文字，寫成句子，組成段落，進而構成一篇完整的文字

創作。寫作教學是國小普通教師必備的專業能力之一，但寫作教學需要的能力眾

多，當學生面對複雜的寫作任務，教師需要有效的策略來提升學生寫作的品質。 

二、國語文寫作教學的困境 

筆者為探討新竹縣國民小學教師國語文寫作教學的情形、困難與改善建議，

自編「新竹縣國民小學教師國語文寫作教學調查問卷」，對新竹縣公立小學三至

六年級的國語文領域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係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

79 所國小進行調查，問卷於 2020 年 4 月 7 日發放，並於 4 月 21 日截止回收，

總計發出問卷 434 份，得有效問卷 416 份。問卷所得資料，分別以次數分配、百

分比及卡方考驗-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等統計方法進行分析。根據調查結果分析歸

納出寫作教學的困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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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的寫作態度與寫作能力不佳 

調查結果發現，74.5%教師認為班上學生「寫作意願低落，不喜歡寫作」；

66.8%的教師認為學生「常有不會寫的字或寫錯別字」；65.6%的教師認為學生「知

識量不足、缺乏生活經驗，寫作內容貧乏」；62%的教師認為學生「常出現不合

文法或不通順的病句」；61.5%的教師認為學生「不知如何擬定寫作大綱」；59.4%
的教師認為學生「不知如何安排段落，文章組織結構不佳」。「寫作」有別於其他

偏重背誦的國語文知識，它強調主觀感受與創意表達，是較為複雜的心理歷程。

傳統的寫作教學模式，提振不了寫作的胃口，導致學生寫作內容貧乏、不知所云，

學生寫得很痛苦，教師改得也很痛苦。寫作課必然忽略了某些重要的教學，導致

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失去平衡。  

(二) 寫作教學各行其是，教學品質令人憂心 

調查結果發現，71.9%的教師認為「學生寫作能力落差大，教學難度高」；

63.7%的教師認為「師培階段的寫作教學訓練不足」；56.5%的教師認為「自己的

寫作教學專業能力不足，無法勝任寫作教學工作」。教師實施國語文教學通常以

教科書為主要範圍，「寫作」沒有固定教材，教學難以系統化涵蓋課綱要求學生

須達到的標準，寫作教學常是自行領悟、各成一家，缺乏可參考的寫作教學指引

或手冊，教師不知道要教什麼，也不知道如何教，常淪為碎片化的學習，或是課

本教完後的附加練習。60.8%的教師認為「教育部應邀集專家依《十二年國教國

語文課綱》編寫教學手冊，供教師在寫作教學時的參考」；58.9%的教師認為「《十

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應提供明確評量寫作能力的規準」。課綱說明了各教育階

段的學習目標與內容，是教師設計課程的準則與方向，但從調查中發現，86.1%
的教師仍不太瞭解《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中寫作教學的內容，新課綱將難以

發揮引領寫作教學的重要功能。 

(三) 寫作教學節數不足 

調查結果發現，79.8%的教師認為「寫作教學節數不足」；61.5%的教師每學

期寫作教學總節數在 10 節以下。除「國語課」外，多數教師會利用「彈性課」、

「綜合課」等其他時段進行寫作教學。「寫作」通常不列入段考評量，教師會以

段考進度範圍為優先，再隨機進行寫作教學，所以在聽、說、讀、寫，作五項國

語文教學軸線中，寫作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歷程。1993 年公布實施的《國民小學

課程標準-國語》，明訂作文教學每週 2 節課，每學期 10 週實際寫作，其他週次

則從事共同討論、訂正、欣賞等有關作文的活動，每學期約有 40 節作文課（教

育部，199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以下簡稱

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綱）實施後，國語文節數減半，寫作教學無可避免受到壓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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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2011）。可惜的是，《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仍未調高國語文授課節數（教

育部，2018）。 

(四) 讀寫失衡的寫作教育 

調查結果發現，68.5%的教師會「鼓勵學生閱讀，積累寫作材料」，但有 57.2%
的教師認為班上學生「有閱讀習慣，但寫作能力仍不佳」。近年來，閱讀教育在

國內受到重視，強化閱讀理解策略，或是鼓勵大量閱讀的 MSSR（身教式持續安

靜閱讀）等教學形態在校園內百花齊放，閱讀教育被視為各校優質辦學的重要指

標。但是「讀」得好不等於「寫」得好，「美國國家寫作計畫」主任 Elyse 
Eidman-Aadahl 指出：國家寫作計畫不是以提升 PIRLS 或 PISA 或任何評比為目

的，這些評估集中於閱讀能力，而忽略寫作能力。學生的寫作能力提升的同時，

閱讀力也會獲得提升，但是閱讀力提升，寫作力不一定會提升（引自曾多聞，

2018）。讀寫教育是一體兩面，如何讓閱讀的能量，有效轉化為學生寫作的能力，

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 

三、改善建議 

根據調查結果的分析與討論，筆者分別從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與教師三個方

向，提出建議及具體作法，以改善前述國語文寫作教學的困境： 

(一) 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教育部應邀集專家依《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編寫國語文寫作教學手冊，

以回應寫作教學的實務需求，具體解決寫作教學的困境 

陳正治（2003）指出，《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綱》對作文教學只列出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教學原則及教學時間等，但缺乏實際的教材內容。教師期待《十二年

國教國語文課綱》能具體回應實際教學的需求。因此，建議教育部的具體作法為：

(1)邀集專家依《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編寫國語文寫作教學手冊；(2)《十二

年國教國語文課綱》能提供明確評量寫作能力的規準；(3)將《十二年國教國語

文課綱》中有關寫作教學的部分，依年段需求編入教科書。 

2. 教育部應推動各縣市辦理各項研習與工作坊，確保教師能充分瞭解《十二年

國教國語文課綱》有關寫作教學的內容 

多數教師對《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瞭解不足，建議教育部的具體作法

為：(1)透過各縣市國教輔導團培植素養導向寫作教學種子教師；(2)鼓勵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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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因應新課綱的實施，辦理素養導向寫作教學工作坊或增能研習。 

3.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應調整國語文教學節數，同時增設「寫作課」，並

有固定的教學節數 

針對國語文教學節數不足的問題，建議教育部的具體作法為：(1)檢討教師

在現行《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教學節數內，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學生達到

課綱的寫作教學目標；(2)《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應增設「寫作課」，並有固

定的教學節數。  

4. 師培學校應從教學實務面進行寫作教學課程革新，培育出符合新課綱精神的

未來國語文領域教師 

多數教師認為師培階段的寫作教學訓練不足，新進教師仍無法勝任寫作教學

工作。建議的具體作法為：(1)教育部應評鑑師培學校的寫作教學課程規劃，以

符應實際教學的需求；(2)教育部應修訂相關師培法令，以期能培育出符合新課

綱精神的未來國語文領域專業教師。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學校應依寫作教學的實務需求，辦理相關研習與工作坊，推動校內成立寫作

教學專業學習社群，鼓勵教師進修增能 

針對學校如何提升教師寫作教學專業能力不足，具體作法為：(1)學校應鼓

勵教師進修，依據教學實務需求，辦理相關研習與工作坊，讓教師有培力增能的

機會；(2)學校應協助教師成立寫作教學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共享資源與

教學策略，提升教學專業能力。 

2. 學校應制定與推動和閱讀教育接軌的寫作教育政策，改善讀寫失衡的情況 

針對國小「閱讀教育」和「寫作教育」失衡的情況，建議學校應在推動閱讀

教育的同時，也能制定、推動相對應的寫作教育政策，將推動閱讀教育的能量，

轉化為學生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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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國語文領域教師的建議 

1. 教師應自我提升寫作教學專業能力 

多數教師認為自身的寫作教學專業能力不足，對於如何提升寫作教學專業能

力，具體作法為：(1)參考課綱編擬寫作教學計畫，充份的課前準備，並掌握學

生在課綱各學習階段應達到的目標；(2)參加寫作教學增能研習，提升教學專業

能力；(3)加入寫作教學專業學習社群或工作坊，共同分享寫作教學資源與教學

策略；(4)利用網路資源和坊間寫作教學專書，充實寫作教學專業知能。 

2. 教師應翻轉傳統的寫作教學模式，採用以素養為導向的寫作教學策略，致力

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寫作動機與樂於寫作的態度 

傳統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排斥寫作，教師大都在幫助學生充實語彙句法，而非

如何布局構思，以及如何寫出一篇主題明確、結構完整的作文。從調查結果得知，

教師的寫作教學重點主要為「減少錯別字」、「標點符號運用」、「修辭技巧」與「句

型運用」，較缺乏的是「寫大綱、安排段落」的訓練與「培養寫作興趣」、「養成

寫作習慣」等情意目標。為改善此一情況，建議教師運用素養導向的多元寫作教

學策略，例:教導學生運用感官體驗法、圖像思考法、創意思考法等策略構思寫

作內容，為學生的寫作開啟活路，燃起寫作的熱情。 

四、結語 

寫作可以促進批判思考、有效溝通，鞏固各科的學習成效，更是學生未來生

活及就業的利器，各先進國家莫不將寫作能力視為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寫

作力」將是繼「閱讀力」之後，另一波翻轉臺灣教育的學習革命。在《九年一貫

國語文課綱》即將功成身退，《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逐年實施之際，學生的

寫作態度與能力仍是一片低迷，寫作教育的困境不是教師或學生的個別問題，而

是國家整體教育政策需要面對的課題。寫作教學節數充足，絕對有助於提升寫作

教學的質量，但實際的狀況可能是，學生沒有足夠的時間寫作，教師也不知道該

如何教。我國課綱改革的重要突破，是教學光譜從「教師為中心」逐漸往「學生

為中心」移動，教師應提升寫作教學的專業能力，翻轉傳統的教學模式，為學生

的寫作開啟活路，燃起學生寫作的熱情。同時，《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應是

寫作教學的堅實後盾，教師期待新課綱能滾動式的修正，以回應教學實務的需

求，解決寫作教學的困境。未來，在《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引領下，學生

的寫作素養能否提升？教師的寫作教學能否有不同的風景？值得我們持續地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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