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實驗室  為學生安排文學的秀場  心得感想的寫作 
前言： 

依照研究社會現象的專家們所言，這一代是敢秀愛現的人種。青少年們面對

在他們喜愛的課題，可以廢寢忘食、可以焚膏繼晷，只求當在眾人面前展現才華

時，讓同儕讚嘆。因此，當媒體或各團體辦任何活動時，這群可愛的青少年的表

現總令 Lｋｋ如我，自嘆弗如。 
這個年代是個秀場年代，任何領域如果沒能安排秀場，學生的學習熱情與參

與主動常常因為不能表現，沒能展示，因而少了光環，少了持續的熱力。 
小學時代，學生的文章如果能夠在國語日報中發表，那是無上的光榮；中學

以上，除了國語日報一周二次固定的青少年版面外，少其他發表機會，而小小版

面必須是全國之特優者才得刊出，談何容易？至於光環亮度略減的各校，校刊除

了必須是全校之特優者才得參與之外，更只是一年出刊一次的年度展，機會依然

難得。固然難得的機會可以使得獲選登刊者的榮耀加高，但也使得小小班級中的

平凡學生因為缺少了舞台，也相對地對文學創作興趣缺缺了。 
因此，如果我們能為班級中的所有學生安排可以展示他們文筆能力的機會，

給普通的學生也有秀場可以表現，想必能夠增加學生的文學創作動力與熱情。像

新店高中的黃玉真老師在自己任教的班級門口設立班版，將好的習作張貼於班版

上，讓每個經過的老師與同學欣賞。這便是一個很有趣的手法。 
在成功高中，筆者嘗試以編製作文講義的方式，以一個個不同的單元，或全

篇收錄、或節取佳句地將學生的習文呈現於講義之中，每篇為他們寫一些基本的

作文常識，有時如果全班的表現並不如理想，也從報章雜誌中取材收錄，有時，

更為他們試寫一、二篇，和他們一同分享自己的思路方式與下筆的種種考量。 
 
 

講義例一： 
（說明：當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同學的心情也因震災突興，死傷無數的情況，引

發人生無常的恐慌與不安，面對學生不知如何常態往後行去，筆者試以九二一為

主題，讓學生自由命題，讓他們不安與無力的情緒轉向於理性分析與發抒。下文

即為習文之後給予學生的講義） 
 

作文講義－九二一地震之後 
 
一．作文常識－災難作文的寫法 
 
  近年災難電影大行其道，火山爆發、龍捲風作祟，連慧星也來撞地球了。看

這些電影那些精彩、緊張、刺激的畫面何其過癮！只不過，如果那些災難成了現

實，那些恐慌發生在左右之時，我們會怎麼描述，如何自處呢 
  記得賀伯颱風的風災、水災嗎？還有土石流的土禍，還有海水倒灌，地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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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威脅，甚至坐個飛機都要提心吊膽。災難作文未來會不會也成主流文學呢？

我們可以預作準備的。 
  相關的作文題目有：又見土石流；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自然反撲；天誡；千

禧與聖嬰；一九九九啟示錄。 
  這些天災人禍的作文題目，現實意義很強，傳播媒體的報導可以提供很多材

料，仔細讀報聽新聞將是一項很重要的工夫。 
  這類文章可以從現實事例談起；反面批評不當的作法與態度，正面提出解決

困難與大自然相處的方法；同時，必須提醒大家對生態保育應有的良知與責任。 
  當然，除了嚴肅的討論議題之外，美好的寫景文字也是這類文章的必要零

件。另外，如九二一地震之類你身臨目見的事件，那種感受更要仔細描述，以顯

現這種人飢己飢，人溺己溺的人道情懷，與同血共脈的同胞愛。 
 
二．奇文共欣賞 
 
    天搖地動之後  傅運衡 
  九二一凌晨時分，撕天裂地的大地震震醒了全台每一個沈睡中的人。有些人

在此時，被奪走了再見隔天日出的權利，化身成了報章媒體報導中最無情的數

字。這是一場國難，沒有兇手，卻留下一座悲情孤島。 
  九二一大地震搖醒了當時剛閤眼入眠的我，在恐懼心理的驅使下，我躲在自

認為安全的樑柱下，請求上天停止這場讓人迷失平衡感的夢魘，萬萬沒想到當時

能夠恐懼瑟縮角落、聽天由命的被搖動竟然是這世紀末的幸福。看看中部的災

民，一方塊一方塊的報導也無法傳神陳述他們臉上寫出令人鼻酸的焦急。一聲嘆

息，嘆他們永難圓的避風港，一滴淚珠，哀他們彩色照片如今得印成黑白，而災

民的悲痛又豈只是我嘆息與眼淚可以訴盡淌乾的？ 
  卻也同在九二一國難中，震碎了台灣人與人之間的那道牆。地震後，很多人

見不到家人，不是因為家人被震災帶走，而是他們將對家人的小愛投注入斷垣殘

瓦中成就大愛；很多人的撲滿碎了，這也不是地震震碎的，而是自願為那個充滿

哀悽的地方帶來些溫暖。在這看似被冰封的社會生活了十幾年，第一次覺得那麼

愛這片土地，那麼地以生存在這裡為榮，雖然它現在已殘破不堪了。地震完的台

灣真的很溫暖，暖的燙人。然而這卻又是多少人的熱血流乾所致？不解中還帶著

些對過去自己冷漠的遺憾！ 
  九二一凌晨的幾分鐘，震垮了台灣與國際間的障礙，卻在台灣海峽上留下永

難填平的鴻溝。外國人比較親！這個結論是歷史的傷痛，卻是眼前的事實。外國

人或許不會面露出急切關心的表情，但他們會以行動証明；反觀對岸，在他們所

謂親切的問候背後，還藏著把刀哩！當我們陷入一片愁雲慘霧時，口口聲聲說跟

我們是同一國的人，居然無法共體時艱？很遺憾，外國人比較親！ 
  九二一的凌晨時分，多麼殘酷的分秒！但我卻看到了站起來的新台灣，就如

陣痛後的產婦，孕育出了新生－一個溫情、尊嚴的新福爾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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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１．多用婉曲格，讀得滋味不凡 
   ２．深深的感動與祝禱，濃郁了全文。 
   ３．由自身的感受，再寫台灣人的共體時艱，後寫世界人的關懷與中共的

冷漠，這種由小而的推演，頗見格局。 
    
       重新出發  朱虹霖 
  沒有什麼能比天災更讓人類感到渺小，也沒有什麼能比突如其來的妻離子

散、骨肉永絕更讓人痛心疾首。九二一震災之後，望著滿目瘡痍，人們的無力感

不自覺地從心底湧出。 
  從地質學角度看，地震只是一次的版塊推擠；從民間故事來看，這只是地牛

翻身；從神學角度來說，這或許是神祗對人類的警訊；但若從台灣人的角度論及，

這卻是考驗台灣人旺盛的生命力及創造力的關卡，只要衝破了這道關卡，必可見

得另一道曙光出現，另一個生命的重生。 
  從台灣有歷史到今天，人民的活力表現未停歇。不論是人禍如：清朝的高壓

統治、四十年前的白色恐怖；或是天災如：地震風災，我們的先人不時地以各種

方式呈現對生命的堅持。即便是這次的九二一災情，許多人在瞬間家破人亡，畢

生攢積毀於一旦，仍然如此。災後中國郵報上便得見外國人看這次的災後重建，

他們說「台灣人強壯，可復原」更有記者直接用物理學中的專有詞「有彈性的」

來形容我們，這是對我們韌性的推崇，也是對我們的生命力的認同。 
  我們不必自豪於自己的強悍，不必用萬物之靈來強調自己的高人智慧；在台

灣這塊土地上，我們的經濟奇蹟與民主運動早已舉世聞名，足以自傲。當我們與

災區同胞一同攜手，甩去悲痛的時候，便是離開無力感，邁向新生命的開始。 
評語： 
１．對於九二一，只是點到為止，集中全力於認同台灣能夠重新出發的議題之上。

與題目密切相連。 
２．首段寫及「無力感從心底湧出」，末段則以「離開無力感，邁向新生命的開

始」作結，首尾呼應緊密。 
２．這文章最棒的在於取材與他人的明顯區隔。比如第二段中寫及各種不同角度

的說法與作者個人的看法，便和其他篇寫著悲傷與淚水，家中瓶破牆斜的作

品大相逕庭。 
 
三．你可以使用的段落 
 
（一）人道思想：瑞士德國日本等等救難隊到達台灣，從政治角度看，他們都不

是我們的外交盟友；從利益角度想，他們也未曾接受我們的好處，那麼究

竟是什麼驅使他們進入隨時會倒塌的大樓，那些缺水缺電的人間煉獄呢？

那就是地球村內的同胞愛吧。這種友誼沒有距離，不分種族，沒有語言隔

閡。維繫南投縣和世界的，不只是飛機和車船，愛也是其中的一項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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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寧育） 
（二）災禍引發的反省： 

１．人禍說：有人說：「地震是天災，躲也躲不過。」但我認為人為因素

佔了傷亡的主因。地震固然是天災，無法預測，也無法躲過，但如果

不是因為人們濫墾濫伐、破壞水土保持，加上建築時的偷工減料，地

震造成的傷亡會如此嚴重嗎？（杜金泓） 
２．反應說：在這次援救行動中，大家將希望寄託在外國的搜救隊，為什

麼我們的設備、反應、技術、紀律都不如別人呢？（林偉斌） 
３．態度說：九廿一的痛苦經驗浮現出台灣長期漠視天災的態度，總認為

阪神及唐山大地震不會發生在寶島。（張文宣） 
４．態度說：台灣的人過生活都太安逸了，沒有居安思危的想法。（鄭若

騏） 
５．一次大地震讓所有的價值迷思都裸露出來了（陳璽尹） 
６．為了所愛，我們可以潛沈，卻不服輸；為了母親，我們可以犧牲，卻

不放棄；在時間和空間的交錯下，大地出了個難題給我們，用意不在

擊敗我們，而是給我們一個機會，一個創造未來的機會。（賴建宇） 
７．重新出發必有的困難：一隻毛毛蟲在變化成蝴蝶，前必然辛酸痛苦；

一隻幼鳥在學飛之前必然有相當的恐懼與痛楚；新光明來臨前，我們

必須努力付出。（陳宏鈞） 
８．劉邦曾被項羽攻打得生命一片黑暗失意，但他懂得重新出發，終能建

立漢朝；德川家康曾面對年少時一段人質生活，但他積極接受人生橫

逆，最後開創德川幕府；成吉思汗自小遭受他人輕視，但他不因此失

志，終於創立蒙古帝國。貝多芬耳聾後難道停止音樂的創作嗎？孫臏

雙膝被斬難道就潦倒抑鬱了嗎？一次地震豈能震破我們的未來！（吳

冠德） 
９． 

(三) 世界搜尋： 
１． 一九九五年，日本阪神地區因地震造成重大傷亡，一九九九年在台

灣也有重大地震災情。在墨西哥、印度、土耳其等國，皆曾因地震造

成無法補的傷害。（高崧碩） 
２． 日本幾年前同樣遭遇到阪神大地震，然而幾年後的今天，他們將阪

神重建得比以往更繁榮（林謙） 
(四) 地震常識： 

１．地震，古時人稱地牛翻身其實是兩塊皮塊相互擠壓，而斷裂時所散發出

的能量，臺灣處於地震帶，此次九二十大地震，著實讓我們了解大自然

的威力。（李賢文） 
２．當板塊交接破碎之處，相互推擠，彼此爭鬥，便會自地底深處傳來陣陣

的地震波，傳到地面，發為能量，可以引發海嘯、山崩或全面性的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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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工程潰毀、造成家破人亡的局面。（高崧碩） 
(五) 避震小常識：在高樓的住戶，應馬上找梁柱或堅固的家俱下閃躲，低樓戶則

必須趕快逃到穴礦之處。同時，在家中應準備一個緊急救難的背包，在裡面

放照明設備、醫療物品、高熱量食物、水、小工具，並將背句放在床邊或家

中成員都知道的地方。（吳俊慶） 
(六) 怪怪異象說：每朝將亡，必有異象：王莽時白天黑暗，漢末時公雞變牝，或

而海水倒灌；而中國民國的集集大地震，是否也象徵了不好的預兆呢？（紀

兆航） 
 
四．有力的文句 
 
n大地在地震中，如被一個頑童以毫不在意的推倒積木般的震碎了地基，瓦解了

梁柱的支撐將高樓大廈夷為平地。（呂立達） 
n經過驚恐的一夜，九二一儼然成了惶恐的代名詞。在自然的力量中，所有人為

的都歸回塵土，好似大地在向人們索取應得的報復。（李育源） 
n地震震碎的僅是房屋，並不是我們的勇氣與信心。有人說：「期望奇蹟是件空

想。」但失去希望，奇蹟又如何成就？（林佑勳） 
 
五．感性的起筆 
 
n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一日，沈靜夜色中，大地在南投縣的集集發出他破碎山

河的一聲狂嘯。（林佑勳） 
n九廿一一個令全國人傷痛欲絕的日子。大地的呼嘯，摧毀了許多的房屋，更震

痛了每人的心靈。短短幾秒鐘，中部幾成一片荒蕪：翠綠的山丘頓時變成一

撮廢土，偉岸的房屋四處倒塌，哀豪悲啜的聲音，比比皆是，這難道是上天

給我們的懲罰嗎？（陳欣立） 
 
六．感性的語句 
 
n從不曾為悲劇流過一滴淚，但，悲劇在現實中上演連空氣裡都飄著ｐｈ值小於

７的空氣。想不到，賺我熱淚的第一部悲劇竟如此寫實，如此殘酷。（王聖

凱） 
n「災難使偉大的人平凡，使平凡的人偉大」（歐檀立） 
n地震將流著共同血液的台灣人給震在一起。前美國總統遇刺後，緊急送醫急，

求動手術前，總統問道：「醫生，你是共和黨的嗎？」那醫生答：「今天全

國都是共和黨的」（蔡博任） 
 
七．感性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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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那一夜，是漫長的一夜。過了那一夜，台灣人的心更加緊緊相連。（王奕中） 
n誰敢說我們像根草，一折就倒？從灰燼處浴火重生的鳳凰才最美麗。（林佑勳） 
n地質撼動，沸騰我們的血液，強化我們的心靈，今夜，在世界史書中，我們又

寫下一頁傳奇。（林育正） 
n重建家園的路不好走，平撫受傷的心更漫長，大家都必須像油麻菜仔一般強

韌，在那裡跌倒，就在那裡站起來。（張文宣） 
n雪地裡的炭火，教人備感溫暖，沙漠裡的甘泉，總讓備感甘甜；在災區被那些

土石瓦礫所困的人們，更是期待黑暗中的曙光，為他們重新點燃希望之光。

（廖唯宇） 
 
八．新名詞介紹 
 
n「殺手地震」給了台灣人突如其來的不安與恐慌，這是不是生態學上所謂的「自

然債」？（朱學彥） 
n生物學的觀點說，一旦人口到達飽和時，自會由一些外在因素使人口數驟降。

（紀兆航） 
n生態學上有這麼個學說：「當一個落後國家要發展經濟時，必定要從大自然中

取得資源；而這一舉動，就像甲向乙借錢，這個債總有一天要還。」這就是所謂

的「自然債」。當甲向乙借的愈多，乙追討得也將愈兇。。當台灣人民大學自然

債維生時，大自然必然會反撲。（許根豪） 
 
九．剪貼簿 
 
    夢或者黎明（節錄）  李宇宙（台大精神科醫師） 自由副刊十月四日 

  每一個餘震過後，總覺得也許是最後一次了，讓噩夢的全部歸給噩夢，黎明

終將到來。但死亡和殤慟卻是無與倫比的真實，真正的悲劇是沒有團圓和故里的

回歸，父親和孩子繼續在城市裡流離，母親在家中疲於應付。時間有時能協助遺

忘，但是同時也會悄悄地讓人們在遺忘中沈淪。 
  終究必須面對噩夢的真實和黎明的欺罔，不知還有多少餘震會繼續襲來。 
 
講義例二： 
（成功學生對於比較柔性的題目一向感到棘手，常常因為感到苦惱，乾脆在尚未

思索周全的情況之下，倉促下筆，草草收束，故在習文之前先讓學生以＜換個角

度想一想＞為題，學習如何抓出零碎理念，再加以重組的擬大綱方式，之後，再

以＜珍惜＞與＜追求理想＞為題，讓學生習寫。下列即為此次習寫的講義） 

作文講義－珍惜 追求理想 
一．作文常識－如何開始擬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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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抓出零碎理念：由題目聯想的任何觀點或文句，甚至只是簡單的詞語，一一

寫下，這些零碎的靈感愈多，可以選擇的題材便更多。 
２．確立文章主旨：由自己列下的理念中，連結成一個完整的旨意。 
３．確定每一段的段旨：整篇文章必須段段相關，不可以是分散不整的零碎片

段。 
４．如果沒有特定的分段，可以依起承轉合的四段論法設主旨 
 
二．審題－珍惜 
１．「珍惜」是柔性題目，如果能用很多生活周遭的事例將題目完整烘出，必定

比說一大串話「要求他人要懂得珍惜」更有力量。 
２．生命中，值得珍惜的東西太多，感情、生命、時光、國家．．．如果能夠各

例皆舉固然充實，但若少了統整，反而紛亂不整，不如在首段寫在自己的生

活體驗中，最值得珍惜的是什麼，這便是「寬題窄作」的方式。 
３．相關題目還有：常存感謝心 愛與被愛 教育救國說 愛的真諦 接受與回

饋 
 
三．奇文共欣賞 

 
    珍惜   陳欣立 
  人生有如鐘擺，往復於痛苦與快樂之間；在這兩個極端之間，月多少人懂得

珍惜生命？從青少年自殺的案件層出不窮可知，在現今許多青少年的眼中，生命

是滄海一粟，陌上塵埃，不值得珍惜。他們未曾想過，即使一個平凡的人可以創

造出不平凡的生命，為宇宙開創出更燦爛蔚藍的天空，而短視的孩子卻衝動地，

只為一點小挫折就放棄生命，何其可惜？珍惜生命，便是美化人生的源頭。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旅，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除了珍惜生命之外，珍

惜光陰乃是豐富人生的另一潤滑劑。陶侃之賢珍惜分陰，稍有閒暇，便運磚習勞；

祖逖夜中聞雞起舞，惜陰常早起，心懷報國之志。他們都懂得惜陰珍時，也因此

成就了一番事功，得以名留青史。 
  就如廣告詞「今日的珍惜，明日的生生不息。」所提醒的，珍惜就好似畫家

的顏料般，為人生再多增添許多動人的色彩，令生命滿了更多的意義。俗話說得

好：「一粥一飯，當思來處不易；半絲半縷，恆念物力維艱。」既然萬物皆得之

不易，我們豈能不知好好珍惜呢？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年」只要懂得珍惜光陰，也就能夠珍惜生命的發揮。 
評語： 

１．將各種值得珍惜的事物，並列而寫，取材切當，可惜最後收束未能將三段皆

做一個整理，如果加上一些對於珍惜本題的詮釋，並加上對前三段的統整，

文章必可更周全。如：「懂得珍惜是開創美好明天的鑰匙。『花有重開日，

人無再少年』只要懂得珍惜光陰、珍惜物資，就能夠珍惜生命的發揮。」 

２．引用語極能吸引人。第二段不只用人例，更可以兩個例子，以排比方式寫成，

文字功力不差。 

３．首段的篇幅仍太長，不合於「鳳首」之要求。 

 

三．你可以用到的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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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珍惜光陰：「愛因斯坦說：『我不期盼未來，因為它來得已經夠快了！』只

有珍惜時光，才能創造未來。」（李良益） 
２．珍惜物資：「我們對世間萬物並沒有所有權，只是擁有暫時的管理權。但人

類毫無止盡的搾乾地球，破壞環境，一旦地球發起怒來，臭氧層破了，地層

下陷，必然造成無可挽回的遺憾。」（呂立達） 
３．惜福之因：得之於人者太多，有水當思無水之苦 浮雲變化倏忽 二鳥在林

不如一鳥在手 
４．惜福之方：把握 用心感受 體會 下一個不一定會更好 不浪費不揮霍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５．值得惜福之物： 

物質：金錢 四季 天地 歷史遺跡 一粥一飯 健康 夏蟬 彩虹 生態    
精神：現在 友誼 回憶 親情 愛 緣份 自己 文化 生命中的每一個

過程 
６．惜福之果 

個人：快樂 心靈富有 人生有意義 增加生活濃度 把握每個機會 發揮

生命至極（自暴自棄 沮喪 悔之已晚 鬢毛已白 埋怨不知足） 
群眾：社會和諧 文化進步，人生溫馨 最少資源發揮最大力量（破壞 社

會亂象 飆車族砍人 能源危機） 
 

四．觀念 
 
１．這個題目比較少同學寫，為什麼呢？真好奇！ 
２．可以由「小」寫起，如「一粒米的誕生」、「個人的珍惜啟示」、「舊時的

回憶」 
３．可以由「點」寫起，如「珍惜時光」「珍惜生命」等主題皆可入文 
４．如果從說理寫起，總不如由「敘事」寫起來得有意涵，這是寓言的妙用 
 
五．試作： 
    珍惜  范曉雯 

一般人總給予流星更多於太陽的注視，追逐著瞬間的流行，眩目的燦爛，卻

忽略了生命真正重要的東西，才是最需要珍惜的部分。「繁花落盡見真醇，無情

荒地有情天」只有當我們懂得珍惜，才開始步上富有生命的第一道階梯。 
往往，我們是在剎那之間才發現自己失去我們的童年，同時，很快地發現又

失去自己的黃金歲月，遲早我們還會失去我們最寶貴的雙親，最親密的伴侶，最

友好的知己。既然不能天長地久，便應該在曾經擁有的時刻，珍惜所有。蘇軾在

水調歌頭寫著「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晴圖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

共嬋娟。」他不妄想與親愛的手足長期相聚，只誠心珍惜著兩人能共享明月的溫

柔與知心。這一個珍惜的念頭，將短暫人生中飛鴻雪泥的片斷，瞬間化成不悔的

永恆記憶。 
科學家朱經武生長在戰亂的中國，在動蕩不安的生活之中成長，當他在科學

界有些成就時，對著媒體訴說著：「生活在這個有無限可能的時候，真是很幸運

的事。」在他領取美國優異科學表現獎章時，在宴會上致辭說著：「我得到的，

遠比我該得到的要多。」他在珍惜與知足之中，感謝每一段生命，也將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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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密度加多，生活的濃度加深。 
法國名導演尚雷諾說：「現在我能有這種自認值得驕傲的個性，幼稚園時那

些誠摯的朋友們；我閱讀的每本小說中的主角，甚至表哥所養的那雙獵犬都給了

我許多助益。」原來，人生就是一連串的片斷，活得愈用心，回憶更有味。英文

中，「珍惜」與「寶藏」就是同一個字，可不是嗎？生命中一切該珍惜的事物，

都是可以成為你我深藏心底的寶藏。 
 

六．審題－追求理想 

 
１．「追求理想」是以動詞主控的題目，必須要把握「追求」那種積極的態度與

光明的層面，因而，太過負面的取材不宜太多。 
２．高三的生活，似乎只有一個「考大學」的理想可以談，但，如果只談了這個

理想，就將文章窄化了。所以，「統體」層面，使得整個社會都因追求理想

而進化的議題必然比只談到「眼前的現實理想」要來得大格局許多。 
３．相關題目：面對現實，迎接挑戰 能與不能之間 化困難為希望 信賴自己 

 
七．奇文共欣賞 
    追求理想  林佑勳 

「如果有朝一日，你發現一家比你更大的鋼鐵公司，那必定是我經營的。」

這是一位出身寒微的年輕人遭美國鋼鐵退職時，對著該公司董事長半賭咒語氣下

所發的豪語。當時他缺乏資金，又無無任何土地，但在他的熱忱和雄心之下，竟

然讓考賽克鎮這名不見經傳的小鎮，從平凡普通的村落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第二

鋼鐵中心。 
那位打破美國鋼鐵公司獨霸市場的，便是國際鋼鐵公司的創始人－威耶。草

莽間自有英雄在，任何人都有機會躍過龍門！小時候，我們不也曾拿著掃帚當長

劍，幻想自己是一統天下的漢王劉邦，叱吒風雲的江湖豪傑？我們不也曾在作著

簡單實驗時，幻想自己是愛迪生、愛因斯坦？每艘揚帆欲渡人生汪洋的船，都載

滿了希望和期待，然而真正抵達理想終點的，怎麼寥寥無幾？是遭狂風暴雨打

翻，抑是；遭冰山暗觸沈沒？ 
其實，未能抵達夢想目的地，多因為個人屢屢「破例」優待自己，以為有充

份的理由讓自己稍稍墮落一下，沒想到錨越來越常停駐，風帆越升愈低落，有些

人終其一生，只能停佇在大海之中；有些則一改初衷，靠岸停泊久居休息站，不

再向前。 
安貧守分固然不是壞事，但缺乏積極、強烈渴望與追求更進步的熱忱，將使

世界失去演進的原動力。周穆王曾派人駕八匹千里馬追尋日落之地，可惜中途而

廢，否則地圓說的發現者將是中國人；班超亦曾派人西往羅馬帝國，卻只停於波

斯灣，否則中西兩大帝國就能提早交流。如果我們面對未知的領域便止步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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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喪失的，絕對不只有聖賢豪傑的傳奇故事而已。 
追求夢想需要堅持到底，半途而廢是對自己不負責的態度。中道則止的行

為，等於宣布自己之前的承諾空泛無價值。只要能努力實踐理想，縱然過程艱辛

困難，不也更值得稱頌讚美嗎？伍子胥不正是如此？威耶不也是如此？努力往前

奔去吧！遠處未知的領域，有桌豐盛的筵席，別辜負上帝的美意，祂為你訂了席

次。 
評語： 

１．例証的豐足，展現了文章的力量與作者的內涵。 

２．從尋夢的豪壯寫至追夢的堅持，最後以幻想的上帝美宴作結，這種安排，真

可稱為曼妙。 

３．設例與議論完美揉合（第三段）；各段緊密的連結，使得本文一氣呵成。 

 

八．你可以用到的段落 

 
（一）統體而論 
１．歷史角度：「由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經歷工業革命，直

到今日資訊化的時代，不都是因為人們心中有一份理想，才能激發大腦的潛

能。我們的生活中處處見到的智慧結晶，處處都是個人理想堅持的成果。」

（王奕中） 
２．負面資料：「在追夢的過程中，我們的熱情常常被澆熄：被自以為是的常識

澆熄，被妄自菲薄的想法澆熄。結果，我們在一家自己不怎麼喜歡的公司上

班，有著煩人討厭的上司與同事，每天朝九晚五卻不知自己做些什麼，最後，

也開始討厭起自己。」（林育正） 
（二）個體而論 
１．萊特兄弟夢想著把人類送上天空，像鳥兒一般在天際翱翔，起初也沒有人相

信他會成功，但是，誰知道不到一百年後，人類已穿過大氣層，在浩瀚無際

的宇宙航行呢？（王奕中） 
２．成吉思汗能夠稱霸歐亞，起源於他在小時受人欺壓時，發下要當「大草原之

汗」的宏願，再一步一腳印的實現這個夢想。（林偉斌） 
３．日人野口英世，自幼心中便有「當醫生以救世人」的熱忱，使得原本一個殘

廢的小孩，變成一個發明無數疫苗的偉大醫學者。（許根豪） 
（三）新的詮釋 
１．在物理及化學的領域中，所謂的「理想」就是無法達成的程度，如理想氣體、

理想狀態等等，這麼說來，「理想」似乎是如此的遙不可及。（李育源） 
２．什麼是理想？「理」應達成的夢「想」就是理想。（杜金泓） 
（四）美好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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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理想正如同絲線，而實踐理想的企圖心即是針，唯有一針一線彼此緊實配

合，才能織出絢麗的錦緞。（朱學彥） 
２．「寶劍鋒從磨礪出，梅花香自苦寒來」彼此打個氣，朝向心中的柏拉圖前進

吧！（林偉斌） 
 

結語 

上二例的講義皆是筆者面對高三學生時的試編，講義的編寫方法當然必須依

不同年級或學生的不同屬性而更動，比如高一學生，基礎性的作文常識便可以加

多；高二的學生，名家的作品便可以加多，如此不但可以使他們習於表達內心所

感所想，更可以往更好的表達方式邁進。 
如果各位同好問起：那麼製作這個講義的效果如何？我無法為各位量化說出

這些孩子的大學聯考作文分數；也無法提出這些孩子能夠在什麼作文比賽之中嶄

露頭角的數據。但是，每一次讓學生習寫作文之後，他們便開始期待老師批閱完

畢；每次發下作文講義之時，他們翻找著自己的姓名是否出現在講義之上，他們

不但讚歎著同學的好文筆，也認真聽著筆者的多項叮嚀。這個講義最有效的，是

讓學生認真面對每一次的習寫，開始相信自己有能力在文學創作之上有些進步，

除了懂得欣賞別人的文筆，也開始學習懂得欣賞自己的。這個講義的效果如何？

或許您們也可以親自試試看，親自為這個問題找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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