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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的國文科作業設計
林伶秀

壹、前言

分散式的資優教育模式下，學生在資源教室的時間十分有限，尤其實施新課程標準以來，

國文科教材減少，每週上課的時數也減少了，資源班老師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充分運用資優

教育的教學模式以達成資優生的課程目標，就頗為困難。因此，精心設計作業，以輔導資優

生充分發揮自我學習、獨立研究的精神，而達成資優教育的目標，就十分重要了。

貳、作業設計的原則

  一、挑戰性、充實性

    一方面在既定的課程範圍內，提供資優生精深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擴充資優生的學習

領域，拓展興趣，期能加深加廣，雙管齊下，使他的智能在考驗性的磨鍊下更加充實。

  二、組織性、經濟性

作業中所提供的充實性教材必須經過組織整理，有條理有系統的提供學習線索，使學生

能經由作業，而做有效率的學習。

  三、趣味性、創造性

寓教於樂，資優生喜歡團體互動，所以偶而安排小組完成式的作業，例如小組採訪；偶

而可安排語文遊戲當作業，不但可增進資優生的語文能力而且深受學生喜愛。

四、社會性、時代性

資優生將來必須能對社會人群有實際的貢獻，資優生的學習結果應針對實際問題，失真

虛無的題材應避免，作業設計要讓學生能將學習落實到現實的社會層面。

五、開放性、自由性

有時是多出幾個題目，讓學生可以「擇一而作」；有時是同一個題目允許他有各種不同

的呈現方式，總之，題材有選擇性，表現方式可以活潑，儘可能給予選擇的自由，如此，必

可增進學習的興趣。

根據以上原則來設計國文科作業時還要注意以下三點，使題目本身也成為學習教材：

(一)提供詳盡的寫作指引並附示例，使學到寫作技巧。例如教到古典詩詞的課文時可以
出「改寫」的作業，題目上要有說明、有例子，如：

△改寫本課所錄詩選（擇一而作）

說明：改寫的幅度雖然以符合原來的資料內容為原則，但改寫不是抄襲，也不是仿作，

它仍有創作的成分。因此，它必須和原文原資料有所不同；必須摻入自己的見解加以闡揚（論

說性質）；必須發揮聯想力、想像力以及抒發自己的情感（記敘、抒情性質）；必須表現自己

的生活體驗（應用性質），如此，才可避免像參考書內的翻譯文字而毫無創作的成分。足見

「改寫」和「翻譯」是完全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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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例子：

例一：

【原  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中。」──王維詩鳥鳴

【改寫後】

    一朵朵的桂花啊！是一個個的小仙女，輕輕悄悄地坐著風哥哥的秋千盪來盪去，微微的

在我臉上親吻，在我身邊撒嬌，在我手中對著我微笑。

柔柔的地氈啊！那是慈母般的春神為我們編成的睡舖。

一輪明月啊！是阿拉伯的神燈；潺潺的流水啊！流著！流著，是友誼的呼聲，是貝多芬

的月光曲；回響在這幽幽的深谷中。

而我呢？似遊子，似桂花的情人。

在這春夜的山中，誰能不醉呢？你聽：

山中的睡鳥，都在為它歌唱了。

例二：

【原  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繼楓橋夜泊

【改寫後】

寒鴉淒啼，霜落滿天，此際，唯有殘留著的一絲月色，朦朧地，映著漫地的薄霜，泛出

一抹蒼白的冷意；兩岸，羅列著的楓樹們，在蕭瑟的風中，微微地抖，那輕曳著的樹影，遙

映著漆黑的江心，點點錯落的漁火，交織成一幕幕動人的，異地的秋色──獨在異鄉為異客

啊，只是，這客居的冷寂、淒清，又豈是幾個愁字了得。遠處，悄悄地傳來鐘聲幾縷，自姑

蘇城外的寒山寺內，一路迴盪而來，靜靜地漾在鄰鄰的水面，噹─噹─噹─噹─每一聲，都

撞擊在我的心上，而那擴散開來的心跳啊，也彷彿正在吟唱著，一如那悲啼的杜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不⋯⋯

（參考林老師國中作文指引 林清標著）

（二）提供豐富的閱讀資訊：

例如教到背影一文時，則可提供郭麗華老師的「背影之外」一文，讓學生體會如何透過

背※影※來學得寫作技巧；又可提供琦君的「髻」一文供學生閱讀並寫心得，使學生在做作

業的同時能閱讀到許多名文。

作業題目要能讓學生優美深刻的表達，且可偶而引用名言佳句。例如教到四時讀書樂時

可出這樣的作業：

△讀書之樂樂何如？請寫下你的見解：

(1)宋真宗：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我說：書中自有      ，書中自有      ，書中自有      。（例如有學生填菩提心、

智慧眼、萬里情）

(2)班那特塞夫：閱讀的快樂，不在人家告訴了你什麼，而在於藉此你的心靈得以舒展

開來。

我說：閱讀的快樂不在於      ，而在於      。

若選六句有關讀書之樂的名言供學生仿作，那麼學生在寫作這題作業的同時不就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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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一些名言佳句的深意，並記下來供自己將來寫作時靈活運用嗎？

所以，教師可利用題目本身提供學生學習的機會。

參、做法與實例

國文科每一課單元教學應包括：(一)作者介紹、(二)文意追蹤索引、(三)修辭欣賞、(四)

文章結構分析及仿作、(五)課文相關類文選讀。所以，作業設計可由下列各方面著手：

一、認識作者

    （一）借作者的名言以了解作者的為人處世

例如教到胡適先生母親的教誨一文時可出這樣的作業：

△我們一向推崇孔子、孟子，稱其言論為「孔曰」、「孟云」，胡適先生卻十分幽默，戲

稱他的言論為「胡說」，但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胡說」，卻又是發人深省，足供為「座右銘」。

欣賞胡適先生遺留下來的墨寶，並做闡述發揮，道出感受。（可依胡適生平思想及貢獻做綜

合評述，也可擇其中一、二深入探討，更可分別說明）

註：類似這樣的墨寶，可在胡適紀念館買到成套的名信片。

（二）選錄作者自述性的傳記，讓學生寫眉批

例如教到劉墉的你自己決定吧，則站在彩虹上（正中書局出版）書中有劉墉先生回顧他

少年歲月的採訪報導，篇中充滿了生命的智慧，對青少年的成長極富啟發意義，將它選錄下

來請學生仔細閱讀並作眉批，不但可讓學生更進一步了解作者劉墉，並可收到潛移默化之效。

（三）經由作者相關資料的研讀，寫出作者生平中最令你感動的言語或事件

例如教到余光中的車過枋寮，則可出這樣的作業：

△參考余光中生平介紹，再讀「去國千日談感觸──余光中訪問記」及報上各項余光中

的報導，請說說最令我感動的話或事是      ，因為      。

（四）「文如其人」，選讀作者的作品並作賞析

例如要認識余光中，也可以讓學生影印或抄錄余光中的一首詩，並作賞析。

（五）訪問作者

例如教到韓非所著老馬識途一文，可出這樣的作業：

△訪問管仲或韓非。

提示1.請以「對話」方式表現，對話宜深入。

提示2.不宜開門見山，該先對受訪者予人之印象有一簡潔描述。

提示3.訪問過程中，受訪者的神情氣度也應有所交代。

提示 4.思考角度可以多元化：如果你是記者，你的訪問方向是朝他的政治生涯還是家居生

活？如果你只是一個朋友的身份，你是偏向他的人生觀或是興趣嗜好？如果你是政

治學者，你會不會針對當時情勢與他研討？如果你是歷史教授，有沒有一點疑問請

他證實？如果你只是一位資源班的學生，要不要和他談談課文體驗，順便請教一些

生活智慧⋯⋯不同身份的人會產生不同的問題，你可以把自己化身為各種不同身份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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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寫一封信給作者

例如教到徐志摩的文章，則可出這樣的作業：

△有人稱徐志摩是「中國的拜倫」；胡適說：「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被帶走不少的雲

彩。他在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

永遠是可愛。⋯⋯」「志摩的為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在你閱讀

過種種有關志摩的介紹後，再看看老師給的一種風範講義，請你給志摩先生一封信；或談他

的愛情觀、或談他的文章風格、或談他的為人處事，或訴仰慕之情，或給予中肯的建議；或

替他打抱不平⋯⋯都可以。

    （七）給作者一些頭銜

例如研讀蘇東坡的作品，則可出這樣的作業：

△林語堂說：「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經由花間之歌有

關蘇東坡生平、詞作的認識，及你自己涉獵有關蘇東坡的介紹，你對蘇東坡認識了多少？你

覺得他可以冠上那些頭銜？

    只要學生對蘇東坡的認識夠深，也曾閱讀蘇東坡的詩詞，他必定能有精采的內容，像「濁

世的一道清流」、「詞仙」、「反清教徒」、「老百姓的朋友」⋯⋯幾乎人人都能一口氣給他十個

貼切的頭銜。

（八）作家印象

經由作者相關資料的研讀，寫一篇文章，描述對作者的印象。例如有位學生這樣寫吳晟：

印象中的吳晟，全身上下都散發著菜籽的香味，連腳板兒底也緊緊的蘊含著泥土的樸實

芬芳，讓人有一種踏實的感覺，煥發出一個農夫詩人的氣質。印象中的吳晟是一個愛家的男

人，是一個令人稱羨的老公，他的思想中存著多少詩人的特質，他可以忘了時間地像李商隱

一樣感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可以自由自在地和杜牧一樣「停車坐愛楓林晚，霜

葉紅於二月花」；但他沒有，他只是在下了班之後，急忙的趕回家，承受甜蜜而沈重的負荷。

「負荷」這首詩，全詩沒有一個「愛」字；但對子女的關愛盡在其中，從中，我們讀到的不

僅是他高明的技巧，更是對子女那一份無與倫比的情感，他的詩中，沒有一個華麗的辭藻，

只有自然親切的字彙，「對孩子說」系列，實在感人至深。

以上關於「認識作者」的部分，大概可以有這八種題型設計，老師們可以觸類旁通。或

許您已經有了新的題目，希望您也提供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二、文意追蹤索引──文意理解

（一）預習導引：

例如要教背影之前先設計好以下十個題目，要求學生在預習課文後，上課之前先思考這

些題目：

1.第三段「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透露出什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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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段「但」他「終於」不放心；第四段「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這「但」⋯⋯

「終於」⋯⋯透露出什麼訊息？

3.朱自清兩次說到自己那時真是「太聰明」了，這暗示什麼意思？

  4.馬克吐溫說：「十六歲那年，我以為爸爸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到二十一歲那年，我驀

然驚覺他老人家在過去五年內竟然學到那麼多！」為什麼他會這麼說？朱自清在背影中是否

也有這番感慨？描述一下。

    5.「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舖好座位」，這一句能不能簡單的寫成「我將大衣鋪好座

位」？為什麼？

    6.作者對於父親仔細地照料他，為什麼反而不樂意？

    7.作者的父親費力地買來橘子以後，心裡為什麼會很輕鬆似的？

    8.本文何處可見出父親體貼兒子？何處又可見出兒子體貼父親？

    9.最後一段「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得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

遠矣」令你產生什麼樣的感受？

    10.朱自清的父親在本文中共說過幾次話？試分析他說這些話時的用意和心情。

（以上參考教師手冊）

學生做過這項預習作業後再配合上課的討論活動，他就能充分體會文章中的深意了。

（二）句義衍申：

例如立志做大事課文的第二段，國父先說明「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

便是大事。」然後舉柏斯多為例，於是我出這樣的作業，讓學生去衍申聯想其他事例，並思

考「我」只要怎麼做也能「成大事」：

△國父說：      便是大事，因此，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雖然微生物很小，但是他

徹底得到了結果，便成了大事；      也是大事；我      都是大事。

又：這一課的第一段，國父說：「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

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

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針對這段話，我出了這樣的題目讓學生做衍申聯想：

△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有

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許多中國歷代皇帝的大名，但我們崇拜      、      、      、

  、      ；我們也沒聽過多少外國元首、宰相的大名，但      、      、      的大名

卻如雷貫耳。

再如課文的最後，國父說：「普通人要求所做的事不錯，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所

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的知識才學，來幫助我們做一件大事，然後那件大事才容

易成功。」我根據這段話，設計這樣的題目讓學生深思：

△普通人要求所做的事不錯，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所以，必須    然後    ；要

然後    ；我們也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的知識、才學，來幫助我們做一件大事，然後

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

    有學生就據以衍申出這樣的文意出來：

「普通人要求⋯⋯，所以，愛因斯坦必須進入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然後他才能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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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數學知識，才會有相對論的發明；安徒生必須進入丹麥大學進修，然後他才會有許許

多多的童話創作；我們也要進學校⋯⋯」透過「句義衍申」，學生有機會咀嚼文意，對課文

做深度的了解；這同時也是訓練學生鋪陳說明的能力，寫作時，他就懂得如何舉例衍申，把

自己的意思說明詳盡了。

    （三）設計思考性問題，激起省思：

例如教完謝天就設計這樣的問題讓學生做一番省思：

    △少年的我，已經從別人那兒得到太多了，如今的我，能給別人什麼呢？

教完五柳先生傳，可讓學生思考：

△讀五柳先生傳的目的何在？

△我欣賞陶淵明的讀書態度嗎？再想想，我目前是怎樣的一種讀書態度？

透過這樣的作業設計，才能使國文科的教學充分發揮情意陶冶的功能。

（四）接句：

例如上完父親的信、背影等描述父愛的文章都可出「爸爸是⋯⋯」的題型，供學生做接

句，並進一步體會父愛。

也可以給一小段優美的句子，使接句成文。例如上完謝天，我出這樣的作業：

△請掌握這段話的意思，並以它做為第一段，鋪陳為一篇四百字左右的短文，題目自訂：

題目：                                                                   

牛頓說：「我非常感謝前人，我一直都站在眾位巨人的肩膀上。」

    ......

接句成文可讓學生深入的闡述課文的意思。以上四種出題方式都能加深學生對文意的理

解。

三、修辭及欣賞

(一)依式造句：

例如教完愛蓮說，可讓學生依式造句：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動物中的      者；      ，動物中的      者；      ，動物中的      者

也。

      ，      者；      ，      者；      ，      者也。

(二)擴寫：

例如教完志摩日記可出這樣的作業：

△「數大」便是美，志摩先生從海上、地面，想到天空；從泰山想到愛爾蘭，神思所及，

信手寫來，一筆瀉下，令人有應接不暇之感，他舉了六個「數大」是美的例子，分別給了你

什麼樣的美感？請盡情感受，與志摩先生產生美妙的共鳴：

這題作業可讓學生分別在腦海中想像這六幅美麗的圖畫，再用優美的文字把這些優美圖

畫細膩的描繪出來。例如對這句「碧綠的山坡前幾千隻綿羊，挨成一片的雪絨，是美。」有

學生將它擴寫成：「山聯手起來，構成一座綠的萬里長城，天上點綴著幾朵白雲。唉呀！白

雲怎麼飛下來了？原來是毛色純白如雪的綿羊成群結隊的要攀登這座萬里長城呢！連綿的山

峰遠望像一件綠大衣，那幾千隻的綿羊挨成一團，就像這件綠大衣的一方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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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改寫：

(1)將古詩改寫成散文（作法在前面已說明過）。

(2)將古詩改寫成新詩或兒歌。

(3)將新詩改寫成散文。

(4)改編劇本。像孤雁、空城計、木蘭辭、陳元方答客問都可改編成劇本。

    (四)修辭的欣賞與運用

例如蟬與螢一課大概都以「映襯」的筆法來表達題旨，於是可安排這樣的作業：

先舉例說明「什麼是映襯」，然後要求學生

    (1)寫出意思相反的成語，例如「門庭若市」與「門可羅雀」。

(2)寫出名稱和它本身特性相反的東西。例如「香」菸是「臭」的。

(3)寫出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感受的東西或事件。例如榴連這種水果，有人「趨之若騖」，

也有人「退避三舍」。

(4)請用映襯手法寫一首童詩，題目自訂。

（參考用對照性思考與映襯修辭寫童詩一文。王派仁著）

透過這樣的作業設計，學生不但熟知各種修辭法，而且也會明白該如何使用。

以上作業設計可增進學生的文采，使他們能做優美的表達。

四、文章結構分析及仿作

文章仿作、新詩仿作：分析過課文的結構及表現手法後，可讓學生選取不同的題材加以

仿作，這是利用課文來學寫作技巧。

五、課文相關類文選讀

（一）雋永小品選讀，並作賞析寫心得

例如教完雅量一文，則可選宋瑞勵志文集」中的「胸襟──快樂的量尺」一文，供學生

研讀並寫心得、感想。

（二）類文選讀及比較分析

例如教完背影，則可選錄琦君的髻來讓學生比較二者的異同。

這個單元的作業可讓學生多讀好文章。

肆、作業設計的題材來源

    (一)報章、雜誌、書籍；(二)作者的其他著作；(三)寫作指導及趣味語文著作；(四)國

中國文動動腦；(五)教師手冊。

總之，老師在平日也要多讀書，多閱讀報章雜誌，時時關心、處處留意，則作業設計的

題材俯拾即是。例如有一年我教到鳥這一課時，正好在地上撿到鳥園新開幕的傳單，靈機一

動，請學生發表看法，而學生的看法也頗為有見地，請看！

楔子

我愛鳥，所以經營一家鳥園。

現代人的生活，劍拔弩張，需要調劑一下，您不覺得跟您親暱的貓、狗、鳥在一起，

心情也跟著「大自然」。雖然說「樓囚人，籠囚鳥」是件可悲的事，但想說：「養鳥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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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人是不可能的，現代人的難處也！所以退而求其次，但在有限的空間，而衍生無

限的

樂趣。

您家是否有小孩，您是否注意到，大部份都喜歡玩電動，如果您能幫小孩轉移目標，

培養愛動物的心不也很好，最起碼不會學壞，您是否有同感呢？您家是否有養煩的小鳥或

動物，或想買賣或交換，或是有飼養上的問題，請來電或參考一下，歡迎指教，小弟當盡

力為您解答。

恭祝：

               快樂

沈劍明敬上

    鄭板橋曾說：「如要養魚，養在江海裡，若要養鳥，養在天地間。」我想，可以給這位

仁兄一個建議──

人和鳥相處，的確可以衍生無窮的樂趣，但要把鳥抓來鳥園中衍生無窮的樂趣，不禁就

暴露了人類的自私了。

每個生命都是奇蹟，都有他生存的價值。世界上之所以有鳥，不是用來讓人類小孩培養

愛心的，不是用來代替電玩的，更不是為了替人類衍生無窮的樂趣的。由這則號外看來，它

不是持著和莊子裡齊國田氏所謂雞鴨生下是為了給人吃一樣的荒謬理論？「我愛鳥，所以經

營一家鳥園」，這句話也真是矛盾，真是愛鳥的人，是要能看著鳥臨風顧盼、自由自在的翱

翔的，而不是把牠關在籠中，看牠的毛是否光亮。

喜歡鳥兒的人，是能投身自然，親近牠們的人，而不是要鳥兒來接近我們的人。所以，

老師要有高度的感受性，才能敏銳的搜集到別人看似平常的畫片、短文、短詩而為所用。

伍、結語

    新課程標準實施以後，國文科的教學時數及教材內容都刪減了，專家們擔心學生的國文

素質可能降低。其實，我們只要好好的設計作業，不但可以充實課文學習的內容，增加課文

學習的深度，還可以增進寫作的基本能力、培養分析思考的能力、培養創造力更可以培養學

生獨立學習的精神及能力，所以，我們都該在作業設計上好好用心。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重慶國中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