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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指定考科研究試卷一、二作文講義 

【題目】97指考研究試卷一、簡答題（18 分） 

閱讀下列資料，依框內要求作答。 

    母親今年已經七十五歲了，她和一般身處邊緣的原住民老人一樣，安詳、寧

靜，對這忙碌、瞬息萬變的世界視若無睹，彷彿活在歷史之外。十三歲輟學之後，

母親開始參與村子裡的「鋤草團」。按部落之習俗，每至夏季農忙時，婦女便彼

此邀約組成若干「鋤草團」，以集體耕作之方式，互助合作。團隊通常由較年長

且具領導能力之婦女當召集人，一大清早，便由她召喚、整隊出發。工作當中，

召集人除了負責決定作息，且要隨時鼓舞士氣，藉古老山歌之唱和來對抗身心之

疲憊與炎炎驕陽。直到傍晚，整隊回家，又得忙碌家事。就在這種集體勞動中，

婦女們培養友誼，學習如何與別人交往，傳遞歷史經驗與生活常識，陶成人格，

成就德性，來塑造卑南族婦女的典型。民國四十年代中期以後，村子裡的部落性

格迅速解體，「鋤草團」再也組織不起來，卑南族男女所熟悉的世界，正快速地

從各個角落退隱、消失。幾年前，在母親的領導下，村子裡的婦女模擬了「鋤草

團」完工後的傳統慶祝儀式，原是歡樂的慶典，如今竟充滿憑弔的氣氛，吟唱老

歌時，大家都哭了，哭得好深好深。(整理自孫大川〈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親〉) 

 

 

 

【寫作說明】 

  任何題目首先要詳讀的是說明文字，由說明中，可以知道命題者期望的方

向。如本題，一定要有「內容旨趣的簡述」，同時要「評論分析原住民傳統文化

特色」。就這兩個方向即可，而後者，又比前者重要，因為前者只要「簡述」。

所以，如果同學們只將這個內容用自己的話重講一次，取材只對了三分之一，如

果只是加上什麼可惜啦，遺憾等等語詞，也不算符合「評論分析」的要求。至於

字數部分，請務必以題目要求的字數為限，這也是＂規定＂的一部分。 

 

【範例一】32136葉治寬 

  鋤草團即是原住民如世外桃源般的村落工作組織，由此可見其傳統社會中團

結合作的特色。 

  人是群集動物，而部落正是原住民的生活重心。在沒有外界吸引下，一個部

落就是他們的世界。自給自足的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但科技進步的社強勢，使

得原住民不得己要去接觸。年輕人也必須去外面工作。部落已不像從前的那樣。

現在的部落存在著一種空虛不真實感。勞力族群出走，再也沒有以部落為中心的

那種光景。 

  老一輩的人或許來不及順應，或是他們的心已累了。不想再追隨時代潮流。

他們渴求一種安祥如往昔的日子。或許年歲大了，對眼前的變化感到陌生，而當

再面以往的舊事，那種懷念及感嘆頓時充滿了整個思緒。當歌聲響起，流下的是

簡述上文的內容旨趣，並從「鋤草團」一事論析原住民傳統社會的文化特色。 

請注意：不得直接抄錄原文或組合若干原文片段作答。文長以二百字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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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喜悅滲著點無力的淚。 

簡評：有評析及感歎，需再加以題文簡述（如斜體字部分），才算符合題目要求，

也才能使內容更顯完善。 

 

【範例二】 

  鋤草團是卑南族社會中，由婦女組成的團體。由鋤草團的形式，可見得原住

民部落凝聚的特色。然而，隨著強勢文明的擴張，科技力量的強化，「拓荒」動

作席捲全球。強勢文明的擴張，許多地區的文化因而消逝，甚至是無歷史可考。

或許在交通與通訊科技尚不發達的年代，可容許一些地區獨立自主的發展屬於自

己且可永續的文化生態體系，例如卑南族的鋤草團。但是這種情形早已不存在，

面對強勢的拓荒文化，世界各地之文化生態體系間之衝擊早已到處普遍發生，弱

勢文化的社群如果不能自覺自省，恐怕只能看著自己昔日美好，化為煙霧，消散

於未來的時空。 

 

【題目】97指考研究試卷一、作文（27 分） 

    近年，某些民間人士發起「千里步道運動」。這項運動的訴求為：探查、連

結一條環繞全臺的步道，供徒步者與自行車悠遊其中；步道周邊立法設為「美麗

風光保留區」，保留台灣山、海、平原的自然與人文之美。這一訴求如果實現，

人們可以背著行囊或騎著單車，走進各地的生活場域，享受步道沿線豐美的自然

生態與在地的人文風貌。 

    請你依據「千里步道運動」的精神，結合自身的在地生活經驗，再加上一些

想像設計，描寫出一段你心目中理想的步道樣貌；並且省思構築「千里步道」的

意義與價值。題目自訂，文長不限。 
 

【寫作說明】 

  千里步道一題，要寫一段心目中的理想步道樣貌，並省思其中的意義與價

值。也就是，不能單純記敘，也不能只有論述。同時，不要不訂題目，會被扣分。

廿分以上的作文，即使「文長不限」也至少要有五百字，才能把內容說完。 

  這種文章算是「寫景」與「論述」的結合，同學們應該把握「文詞精緻」的

特色，多書寫如：「比起山的雄偉，我更喜歡川的靈秀，它就像是嫘祖紡成的蠶

紗，柔潤滑亮，久看不厭。」（321王至行）或「一望無垠的油菜花田，那金黃

色的光澤在陽光的照耀是更顯生姿。」（321林鑫余）的文句。 

 

【範例一】 

    認識鄉土之美  321吳尚晏 

  醉翁亭記有言：「醉翁之意不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台灣地形複雜，景色

優美，頗令遊客留連於山水而忘返。 

  一條好的步道必須結合自然與人文之美，起點將座落於山中之一湖畔，吸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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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湖泊清涼提神的水氣後便出發了，沿路皆為下坡的森林小徑，兩旁古木參天，

四周蟲噪鳥鳴，給予了最奢侈的芬多精浴。在視、味、觸覺皆滿足後也步出山谷

了。緊接而來的是谷口之稻田，悠然走過，見那綠意盎然的嫩葉及粒粒飽滿的稻

穗，農婦們彎腰除草灌溉，使我們見到農村淳樸的景象。 

  隨著路途越趨於平坦，我們順著小溪行走來到了一個古色古香的製陶村莊，

而看著古老的技術傳承，並欣賞手拉坯的陶罐在巧手及轉盤的塑造一逐漸伸長成

形，剎那間充滿了說不出的感動，並對於這精湛的技術感到讚嘆不已。 

  步伐繼續前進，海風逐漸增強，空氣中充滿著鹹腥的海塩味，已經到了沿海。

看著廣袤的大海，湛藍的洋面，著實有種「望洋興嘆」，讚嘆其宏偉的感覺。歲

道的盡頭是座純樸的小漁村，在這你可以嚐到鮮魚等海味，滿足口腹之餘也可以

聆聽漁夫們的「討海故事」，了解他們的血汗史與漁人的智慧，學習到了漁夫「看

天吃飯」的哲理。 

  步道的終點即為海岸線的盡頭──海岬。站在陸地之最尖端眺望奧秘的大

海，頓時感受到自己有「滄海一粟」之歎，隨著日薄西山，也結束了這自然與人

文的知性之旅。 

  這個步道的意義在於認識鄉土文化，人要有飲水思源的態度，而了解養育你

的大地則是首要的，我們也可從步道而發現土地的特殊美，所謂「萬物靜觀皆自

得」正是如此，且藉由欣賞之美而體悟到保存維持的重要性，使世代皆能看到觀

賞到，這便是千里步道的重要意義。 

簡評：規劃完善，寫作有頭有尾，所有題目要求的元素都能完成。善用所學，以

加深個人取材的質感。 

 

【範例二】 

    淨土  321李佳融 

  清風在樹林間漾出了片片漣漪；蟬鳴揉碎在鳥語中譜成一章最純淨的交響

曲；輕步在綠蔭之間，翱翔於熙攘之外，追隨著散在大地的光之足跡，一步一步

的踏在這無瑕的自然中，沒有一絲矯作，只有一片的純淨。 

  不夾雜一點人造的氣息，純潔而清靈，就連足下的步道都是眾人們一步一印

的踏出來，只是最單純的自然與最豔麗的生命，讓喧囂化為一縷縷白煙，隨著光

合作用一起消失在這樹林間，化成無限輕盈。 

  最後；在自然洗禮中走出，兩旁逐漸清晰的人跡也悄悄的融在自然之中，輕

鬆的笑語聲溢滿了整條街道，洋溢出專屬這裡的芬芳與柔情，那股對首日溫暖的

懷念。 

  身在繁縟的塵囂之中，流連在紙醉金迷之間，空洞的眼神，急促的快步，這

樣的煩躁，不正需要大自然溫柔的懷抱嗎？不正需要人文的紓緩嗎？重新找回失

落的自我與一絲的平靜。 

  在這裡我找到了真實的生命與一顆純潔的心靈，淨化後我將回去繼續活下

去，我會再回來體悟生命，品嚐這潔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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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遣詞造句精緻，步道的四周描述得極，但步道並未落實在任何一個角落，

並未符合「規劃」的期許。 

 

【題目】97指考研究試卷二、作文（27 分） 

    俗話說：「有捨有得，不捨不得。」人們為了生活，整天忙忙碌碌，急於獲

得，而吝於割捨。事實上，該捨不捨，造成生活的負擔；不該捨而捨，又造成人

生的遺憾。到底何者該捨？何者不該捨？值得我們深思。能捨，有什麼失或得？

不捨，又有什麼失或得？是物質功利的報酬？還是精神心靈的安慰？到底「捨」

的分際怎樣拿捏？「得」的效益如何考量？ 

    請你以「捨與得」為題，或提出自己體驗，或舉出古今事例，書寫一篇文章，

談談你的心得與看法。文長不限。 

 

【寫作說明】 

  此題為命題作文，題目提供的文字，是一種思考方向的建議，供不知如何取

材的同學找素材。至於說明文字中，則要注意可以由「個人體驗」或「古今事例」

著手，再寫心得與看法。這類文章寫離題的機率比較小，但是寫得好，必須有豐

富的事例佐証，這是多數同學輕忽的。至於文章要落到Ａ等級，必須有些文采，

比如「要看見彩虹，必先經歷一番風雨」（305朱法杰）用了譬喻，便是一種文

采。 

 

【範例一】305朱昀 

  所謂有捨有得，不捨不得，更可以說有得才能捨，不得然也沒得捨。所以「捨」

與「得」具有因果關係，彼此緊密連結。 

  在歷史上，捨與得造成的效應比比皆是，捨，不一定捨去的是物質的享受，

真正要捨的，是那些阻礙我們前進的負面心態：韓信忍受胯下之辱，捨去逞兇鬥

狠的暴戾之心，才能得到劉邦的重用，漢室江山；愛迪生在失敗百次之後捨去成

敗之心，以平常心看待，得到成功發明電燈的榮耀。 

  相反的，倘若「捨」錯東西，得到的必是慘痛後果。高二上的畢旅行，我自

以為年輕健壯，熬夜打ＰＳＰ、橋牌，捨去了寶貴的睡眠，得到短暫夜半歡愉以

及長達一周的重感冒。捨了一整周的健康只得到數小時的快樂，實在不值。由此

可知，不但要「捨」，更要「捨對」。 

  「有捨才有得」大家都知曉，但實際去做卻很難，要捨什麼，捨多少都是其

次，實踐永遠大於空想！ 

簡評：有自己的體驗，有歷史的例子，取材相當完善。若能在第二段中提到「虛

實」的捨與得，便應該在第二段談虛的精神層面的捨與得之後，再談實質物質的

捨與得，層次才更為明顯。末段結束得太快，文意未能說盡，有些可惜。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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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納公司首席執行官迪克·帕森斯認為自己得到過的最佳建議是：「在談判

中，不要寸利必爭，要給人點甜頭。」我對這句話的感觸很深，在與合作人談生

意的時候，如果你捨得給別人甜頭，那麼一旦洽談成功了，利潤將是源源不盡。

為了長遠的利益，何必捨不得當時那點微不足道的甜頭呢？  

  有時，人的想法真的很瘋狂：成績要求最棒，身材要求最好，甚至連流汗的

樣子都要求最帥……我自己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悲慘往事」：一心希望能夠考過鋼

琴十級，還想成為繪畫大師……當然考試成績一定要最棒。於是頻繁出入各種訓

練班，整日疲於奔命，結果每樣都只學了皮毛，卻還耽誤了功課。 

  在人生旅途上，貪婪的人往往想讓天下之財盡為己所有，天下之情盡為己所

占，天下之人盡為己所用，抱住任何他們認為值得的東西，捨不得拿出一點點，

這樣的人往往下場不妙，或許這些人可以得逞一時，但歷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

因為他們不懂得「捨」與「得」的關係。在我們捨出一點錢財之後，可能得到一

份感激；捨出一點真誠之後，可能得到一份友情，這就是「捨」與「得」的真理。 

  一隻盛滿了水的茶杯，如果不捨得倒出一些水，那麼你就不能得到另外一些

新鮮的茶水。一棵長滿葉子的大樹，如果沒有在秋天捨去一樹的黃葉，那麼它就

不能再擁有來年嫩綠的一個春天。我們只有兩隻手，但人生路上珍貴的東西太多

了。我們必須學會捨棄，方能得到我們真正想到的東西。 

 

 

題號 A+ A A‐ B+ B B‐ C+ C C‐ 

鋤草團 

簡述之餘，評析有見

地，遣詞具文采。 

簡述及評析皆具，惟

簡述過長或評析不

足。 

全以重述題文，或無

評析，只有感歎文

字。 

千里步道 

敘述與評論兼具，文

句具文采。 

敘述與評論兼具，但

未能規劃完善，遣詞

造句普通者。 

只能完成要求之一

部分。歸畫步道草

率，書寫文句不足以

達意。 

捨與得 
有理論有實例，更能

兼具文采。 

取材合乎題目要

求，但不夠豐美者。

取材不足，欠缺理

論，文句不通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