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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障礙學生實施繪本仿寫 
寫作教學之心得 

林玉真 林錫輝 
高雄市立民族國民小學教師 高雄市立坪頂國民小學學務處主任 

 

壹、前言 

寫作統合了思想的傳遞與情感的表

達，是屬於較高層次的語文能力表現，其

心理運思歷程最為複雜，複雜的寫作過程

對很多學習障礙學生形成難題。許多文獻

都顯示，學習障礙學生不論其所寫的段落

長度如何，在作品上均呈現出較多的連貫

性錯誤，產生上下文銜接突兀之感，或是

省略重要的文體要素、產生多餘無關訊

息，甚至完全沒有分段、一逗到底等情形

(王慧敏，2004；葉靖雲，1999；歐惠娟，

2003；Gregg & Hoy, 1989)。因此，針對學

習障礙學生進行寫作教學時，需能提供足

夠的寫作策略，藉以提升其寫作表現。 
模仿寫作所提供的鷹架也較完整，是

較適合用於給寫作生手或寫作能力較不足

的學生；在學習寫作的過程，可說是始於

模仿，模仿是初學寫作者必不可少的步驟

(程漢傑與姚裕強，1995)；再加上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中規定，在第二階段應能用仿

寫、擴寫等方式進行寫作。因此，本方案

擬藉繪本仿寫寫作教學，讓學生有步驟有

方法的學習寫作技巧，提供學生各項鷹架

的建構，進以提升教學有效性，增進學習

成效的維持與類化效果，並期望在寫作能

力進步下藉此促進寫作態度的正向改變。 
在閱讀繪本過程中，可藉著圖像的思

考，獲知文字的傳達，依循圖文的相互對

應，可讓兒童從中學習依圖行文的表達能

力，有助於兒童發展抽象思考的能力。研

究者有感於繪本之圖像或文字，對兒童學

習語文的引導與啟發，故以繪本來做為實

施仿寫寫作教學的素材。 
綜合上述，本方案以繪本為教學素

材，嘗試以繪本仿寫寫作教學，提供學習

障礙學生寫作鷹架，進而提升其作文品質

與內容。 

貳、教學計畫 

一、教學目的：藉由繪本作為教學素材， 
進行繪本仿寫的教學，以提升學習障

礙學生的作文品質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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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對象：六名具有基本國字的認讀 
及書寫能力，但有寫作困難的國小高

年級學習障礙學生。 
三、學習評量：在教學過程中，以口頭問 

答、觀察學生表現、學習單等多元方

式進行評量。並於教學前後各進行一

篇寫作的實作評量，以了解學生的進

步情形。 
四、教學活動流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學活動教案 

教學歷程與 
節數 教 學 流  程 教學方式 

第一招 
句子模法 

 
(共 3 節) 

1.引起動機：一「模」一樣。 
請學生兩兩一組，分別至台前，由一位同學先做

動作，另一位同學要模仿他的動作。 
2.繪本共讀：如果恐龍回來了。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接著說明與討論繪本中

的句子──假設句。 
3. 「如果」小書 

(1)教師說明假設法的意義與運用技巧，並示範如何

依據繪本重複內容的假設法來模仿寫作。 
(2)學生依據繪本中假設法的重點來模仿寫作，完成

學習單，並作成一本「如果我有……」小書。 

遊戲互動 
 
 

繪本共讀 
 
 
 

教師說明示範 
學生獨立創作 

 

第二招 
修辭模法 

 
(共 3 節) 

1.繪本共讀：小種籽。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接著說明與討論繪本中

的句子。 
2. 「模」法變變變 

(1)教師說明重複內容出現的重要性，並引導學生找出

該內容的重點──具體詳細的描寫──示現法。 
(2)教師示範如何依據繪本重複內容的重點來模仿寫

作。 
(3)學生依據繪本重複內容的重點來模仿寫作，並完

成學習單。 
3.繪本共讀：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接著說明與討論繪本中

的修辭法——譬喻法。 
4.金「像」獎 

(1)學生先找出兩樣相像的東西及相同的地方。 
(2)老師與同學一起投票選出今日的金「像」獎。 
(3)請學生依據金「像」獎學習單上的步驟，逐一完

成以「風」為主題的譬喻短文寫作。 

繪本共讀 
 
 

教師說明示範 
 
 
 
 
 

學生獨立創作 
 

繪本共讀 
 
 

遊戲互動 
學生獨立創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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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第三招 
佈局模法 

 
(共 3 節) 

1.引起動機：我猜我猜我猜猜。 
(1)教師準備一個摸彩箱及數個不同的物品。 
(2)請學生分別以觸覺、嗅覺、視覺、聽覺說明物品

的特徵，再請大家猜出指定物品的名稱。 
2.繪本共讀：國王來了。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接著說明與討論繪本中

的表現手法——謎語式。 
3.我的國王也來了。 

(1)請學生先在心中設想一個人物或動物，再依照繪

本文本和學習單上的步驟，逐步描寫該人物或動

物的特徵，完成一篇文章。 
(2)學生分別上台發表，並由台下的學生猜測該名人

物或動物。 
4.綜合活動：好文欣賞。 

請 2—3 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作品，並說明作

品的優點與缺點。 

遊戲互動 
 
 
 

繪本共讀 
 
 
 

教師說明示範 
學生獨立創作 
鷹架教學 

 
 
 

欣賞與回饋 

第四招 
結構模法 

 
(共 3 節) 

1.引起動機：故事屋拼圖。 
(1)教師先說明要蓋好一棟堅固的故事屋，必須要注

意到六大問題，只要這六大結構穩固，就能蓋出

一棟堅固的故事屋。 
(2)請學生分別將故事屋的六大結構拼組成一個完整

的故事屋。 
2.繪本共讀：頑皮公主不出嫁。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並提出繪本相關問題討

論。 
3.我是大「模」王 

(1)教師引導學生找出「頑皮公主要出嫁」的故事結

構方式，並完成故事結構屋。 
(2)教師請學生仿照「頑皮公主要出嫁」的故事結構

屋，設計一張「○○王子……」的故事結構屋。 
(3)學生根據自己設計的「○○王子……」的故事結構

屋，重新創作一篇故事。 
4.綜合活動：好文欣賞 

請 2—3 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作品，並說明作

品的優點與缺點。 

遊戲互動 
 
 
 
 
 

繪本共讀 
 
 

教師說明示範 
鷹架教學 

 
學生獨立創作 

 
 
 

欣賞與回饋 

第五招 
人稱模法 

 
(共 3 節) 

1.繪本共讀：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老師帶著學生共讀繪本，並提出繪本相關問題討

論。 
2.人稱大不同 

繪本共讀 
 

教師說明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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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1)教師請學生說出「三隻小豬」與「三隻小豬的真

實故事」兩篇故事的不同處，並引導學生說出改

編後第一人稱的繪本所呈現的特點為何。 
(2)教師歸納學生的意見，並舉例說明改編故事人稱

需要注意的地方。 
(3)請學生模仿繪本的改編特點，以第一人稱重新編

寫「龜兔賽跑」。 
3.綜合活動：好文欣賞。 

請 2—3 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作品，並說明作

品的優點與缺點。 

 
 
 
 

學生獨立創作 
 
 

欣賞與回饋 

 

參、教學結果討論 

根據學生在教學中的學習單及寫作作

品，分析各項內涵，進而歸納在教學介入

後學生在作文內容上的改變情形，綜合敘

述如下。 

一、能運用適當的語詞 

在教學介入前，受試者在描寫時，往

往無法使用正確精準的語詞，因此，常常

呈現語句不通順或不知所云的現象。 
「有一個鐵路他擁有一副很大的風

景。」【學生 A 教學前作品】 
進行繪本仿寫寫作教學後，受試者學

習到繪本中依圖行文的表達方式，在後測

的看圖描寫中，除了能更精確的使用適當

的語詞，也能完整的描述圖片的景象。 
「有一條鐵路它擁有了一個很漂亮的

風景，旁邊有很多電線桿，那個地方有很

多樹木。」【學生 A 教學後作品】 

二、能增加語句材料的豐富性 

在教學介入前，受試者大都無法寫出

較多的句子，且長度不足，使用較簡單的 

 

句子結構，直接描寫看到或想到的景象，

容易有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的情形。 
「在六年五班舉辦同樂會一開(始)班

上玩小遊戲後來班上有些同學就表演跳舞

有些表演吹直笛有些表演猜迷語表演很多

節目都很精采同學看了都拍手叫好。」【學

生 B 教學前作品】 
在教學介入後，受試者在寫作作品上

有很大的改變，會在句子中加入多元的材

料，例如形容詞、數量詞、連接詞、時間、

地點等語句元素，讓語句更豐富，也讓文

章更顯充實完整。 
「在一個快樂的中午，有一個單位舉

辦 2009 世運會，在高雄比賽的是舉重。大

力士和猛男小子比賽，對決時間在 10 月

30 日。這時候，大力士在家裡回想 50 年

前的舉重比賽是平手，因此大力士在家裡

努力練習舉重，大力士說：「我一定要贏」。

而猛男小子驕傲自滿的在家裡說：「哈哈

哈，我一定會贏的」。」……(未結束)【學

生 B 教學後作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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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提升描述人物、景物能力 

學生在教學介入前的作品，呈現大都

呈現出句子短、描述簡單、語法錯誤的問

題。 
「有一天母雞生了好多個蛋，但是有

一隻蛇跑了出來要吃牠的蛋母雞把牠嚇跑

了小雞平安的出生了如果蛇把牠的蛋吃了

母雞就沒有小雞了。」【學生 C 教學前作

品】 
但在教學介入後，學生對人物、景物

及事件的描述則顯得較為仔細精緻，除了

能運用形容詞外，更能掌握時間的先後，

仔細描述當下的動作、景象及情感，整體

的描寫技巧已有提升。 
「有一隻大母雞生了好多好多的蛋，

她要孵很多很多的蛋，可是有一隻貪吃的

大蟒蛇，要吃很多好吃的蛋，母雞媽媽剛

好看到貪吃的大蟒蛇正要吃牠的小寶寶，

母雞就一直咬他，大蟒蛇就跑走了。從此

以後就沒有大蟒蛇出現，因此小雞平安的

出生了。」【學生 C 教學後作品】 
四、能提升文章結構的完整度 

許多學習障礙學生的寫作作品較簡

短、缺乏前後一致的篇章凝聚性、文章結

構的安排亦不恰當，在教學介入前，學生

的作品確實呈現上述的問題。 
「在森林裡的一個母雞在找蛋蛋，她

不卡到一隻舌，蛇要吃蛋，可是母雞生蛋，

蛋就出生了。」【學生 D 教學前作品】 
「有個鳥在孵蛋。結果被蛇看到。鳥

媽媽回來，他就保護小鳥。他最後還是進

去孵蛋。」【學生 E 教學前作品】 
而進入第四單元「結構模法」，透過

故事結構屋的教學與運用練習，學生能理

解文章安排的邏輯性及整體的故事結構，

並配合寫作題目的說明，完成一篇有完整

故事結構，且內容前後呼應的寫作作品。 
「在一個中午，有一隻母雞和一些雞

蛋在鳥巢裡，母雞出門的時候，有一隻蛇

想吃蛋，母雞著急的回家，蛇就出去母雞

的家了。」【學生 D 教學後作品】 
「有一天小雞在草裡孵蛋，小雞媽媽

出去。有一隻邪惡的蟒蛇想吃蛋，小雞媽

媽回來看到牠，就一直追著蟒蛇。最後邪

惡的蟒蛇回家了，小雞媽媽就繼續孵蛋。」

【學生 E 教學後作品】 

五、能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創意 

在教學介入過程中，學生漸漸體會寫

作的真實意義，把寫作當做是與人溝通、

情感表達與想法呈現的另一種方式。在第

一單元「句子模法」時，有些學生利用假

設句句型，表達出心裡對某些事情的期待

與盼望。 
「如果我是幽靈，我就可以去美國。」

【學生 A 學習單】 
「如果我是富家女，我就可以買我喜

歡的文具。」【學生 B 學習單】 
「如果我有哆啦 A 夢，牠就可以幫我

寫功課。」【學生 D 學習單】 
第二單元「修辭模法」中，有的學生

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將小種籽的際遇寫得

更加有趣。 
「有一顆亮種籽好亮好亮，比其他種

籽還亮。還有一顆種籽飛的好快好快，越

來越快，飛的太快了，所以迷路了，其他



 

46 

特教園丁 

的種籽還是繼續飛行。」【學生 B 學習單】 
「有一顆種籽掉進臭臭的廁所裡，臭

死了。有一顆種籽掉進烤箱中，烤箱又熱

又燙，種籽發不了芽。」【學生 F 學習單】 
而在第四單元的「結構模法」中，更

有許多學生藉著模仿繪本「頑皮公主不出

嫁」的結構，再加上自己心裡的想法，完

成一篇新的故事，例如學生 D 是個喜歡和

平的善良孩子，因此他的文章名稱便訂為

火羅馬王子不打仗；學生 F 是個不喜歡讀

書的孩子，他的故事也就以山巴王子不讀

書為題，在文章中寫出自己寫字時的痛苦。 
「巴王子他很笨又很醜陋，生長在壞

心腸王國，在王子小的時候，他都不喜歡

讀書，可是他媽媽逼他一定要讀書，因為

讀書就可以變帥。有一天山巴王子受不了

媽媽的嘮叨，決定出任務給媽媽，要讓媽

媽知難而退，於是山巴王子出了四種困難

的任務給媽媽，如果媽媽做到了，就答應

好好讀書。」……（未結束）【學生 F 教

學後作品】 

六、能提升寫作動機與態度 

進行第一次的實驗教學時，還記得每

到要寫字的時候，每個學生都皺著眉的喊

著：「又要寫字了哦！？」從他們的臉上，

可以看出寫作對他們而言是一件相當痛苦

的事。繪本仿寫寫作教學是希望藉著寫作

鷹架，學生在寫作上有更多的發揮，也更

喜歡寫作，而在教學過後，學生逐漸對寫

作產生信心、興趣。 
家長：「我們家的孩子本來很不願意來上

作文課，為了鼓勵他，還特地去買

一個禮物送他，他才答應要來上

課。但上個星期開始，孩子早上自

己起床收拾好東西，催促我趕快送

他來上作文課。孩子願意且主動來

上作文課，我真的很開心。」(訪談) 
家長：「老師，小○原本在家都不願意寫

字，每次要求他寫，他總是回我說

他不會寫。可是上週在家裡，他很

主動的寫功課，我又要求他寫些簡

單的短文，他也願意耶，而且都自

己寫，不需要我在旁邊幫忙，希望

他這個情形能持續下去。」(訪談) 
在實驗教學的過程中，每位學生的表

現都有進步，無論是用詞精確度、描述能

力、題目主旨的掌握、寫作說明的運用、

文章結構的完整、書寫表達的能力及寫作

態度等，都可以從學生平時上課及前後測

的寫作作品中發現。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原本連

提筆寫字，都覺得很困難，但在幾次的教

學後，學生逐漸發現寫作的樂趣，不僅會

主動分享自己的創意，也願意將自己的想

法用文字具體的呈現出來。也曾經有家長

反應，學生本來在家都不願意寫功課，更

別說要寫作文，但是自從進行此教學方案

後，學生在家除了願意寫功課外，也願意

將日常生活發生的事，用文字紀錄下來。 
此外，從學生的作品中，更可以發現

學生的成長。教學前，學生僅用簡單的句

子或語詞說明圖片的意境。教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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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藉著閱讀繪本，瞭解到繪本中圖像與

文字的相互呼應，亦學習到如何使用正確

的詞句描寫，及表現手法、故事結構等文

章呈現方式。在教學後，學生會精準的使

用語詞描述圖片中的人物與景物，文章的

整體結構亦更完整，故事能從開頭到結

尾，一貫的發展出來。學生從「模仿」的

過程中，學到了如何仿其形、結構、佈局

等，再加上教師留有適度的發揮空間，讓

學生在「模仿」之餘，還能加入自己的創

意，完成最後的作品。 
學習障礙學生的寫作教學是深具挑戰

性的，因此，教導學習障礙學生寫作相關

學習策略是有其必要性的。特殊教育教師

更應認識學生的寫作困難，充實自我知能

並熟悉各項教學策略，以協助學生克服學

習困難，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二、建議 

(一)進行寫作教學之初，可先就寫作的整 

體概念予以訓練，建立學生對寫作的

興趣與成就感後，再逐步的要求文章

品質的充實、機械性書寫技巧的訓練

的充實。 
(二)教師可於平時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 

並在閱讀後進行詞彙或優美詞句教

學針和如何運用適當的詞彙陳述內

容要點，以奠定學生在國語文方面的

基礎與先備知識，以利於寫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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