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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體系國文範文教學與設計之研議技職體系國文範文教學與設計之研議技職體系國文範文教學與設計之研議技職體系國文範文教學與設計之研議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楊錦富楊錦富楊錦富楊錦富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名為「技職體系國文範文教學與設計」，其實仍在國文教學。而國文在大學

校院，皆大一必修課程，技職校院亦復如是，目的都在基礎課程的養成。 

    國文教學，所重在意涵，語其要義，仍在字詞、句式、義旨、作法及讀誦五

者。五者中，字詞取其單文，句式取其相貫，義旨取其精要，作法取其析論，而

讀誦取其聲感，綜匯說來，不外促成教學的通貫。易言之，教師對於上述條件，

均要有所具備，不僅要能字能句，能析能論，尚且要能諷誦流轉。無論如何，重

點皆在教師平時的素養，素養佳，對國學學脈深入理解，以之教學，就能駕輕就

熟，游刃有餘。 

    或有人問：時有異，人亦有異，如何而能教學不墜？簡言之，專業之外，教

師還須具相當的愛心與耐心，頑石既能點頭，何況於人！學生既為人，即有受教

權利，教師不耐其煩，教之導之，使頑不為頑，石不為石，久之，即能蘊化而為

智慧的寶玉。語云：「運用之妙，在乎一心。」耑此互勉。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技職教育技職教育技職教育技職教育、、、、國文教學國文教學國文教學國文教學、、、、字句義旨字句義旨字句義旨字句義旨、、、、文章設計文章設計文章設計文章設計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美和科大通識中心將於 2011 年 10 月份舉辦通識研討會，主題定位於課程教

材教法的研討，在構思上是有意義的。 

    教材教法雖是實務性的探討，仍然須牽涉教學理念，畢竟理念是思想的凝

結，在整體上仍屬主軸地位；教材教法的演示是教師與學生相互的表現，在過程

中是屬於用，彼此有先後的不同，但能理念與實務相合，在教學過程的確能營造

美好的教學情境。 

    以國文教學言，如只純就範文解析說，形成的將是「教師講，學生聽」的傳

統模式，要如教師講說能力較差，則教學趨於板滯、平淡乃屬必然，此如教師在

講說說，襯以課程設計，使文章讀來，不是平面的讀誦而是巧心的構式，在教學

上較能引發學生的興趣。 

    因之，談及教學的新穎、切當，則設計性的範文教學，在使教師掌握教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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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亦能增進學生的學習經驗，對文章義蘊的析論是能顯現更好的效果。是以在

求新妍與求變革的情況下，設計性的教學有助範文讀寫的提升，可謂為必然之

勢。惟此處吾人仍應知悉，所謂「萬變不離其宗」，教學主體仍在於「師」，無師

則學必不成，所以教師教學，知識的專業纔是主要，無其專業，即有範文與設計，

不知何以講說，教學仍是枉然。 

    至於範文教學，雖文體有古典與現在之別，課程名稱也有「中文閱讀與寫

作」、「中文閱讀精選」、「歷代文選」之說，無論如何，教師授課，大抵仍以選文

為主，而此選文，必為歷來文士千錘百練之所選，名稱雖多，仍可目之為精讀之

作，因之，範文教學也可作為精讀教學的別名。學者章微穎（銳初）曾說：「精

讀教學是國文閱讀訓練的中心工作，而語言的聽取、講說種種能力，要隨帶在精

讀教中培育；寫作的審題、立意、運材、布局、遣詞造句種種方法，要經常靠這

精讀教學的指導，亦即不妨認為是整個國文教學的中心工作。簡單說一句，如果

精讀教學失敗，便是主力崩潰，另方面的習作教學和課外讀寫指導，也決不會發

生意外的奇蹟。整個國文教學一切就完了。所以國文課程的支配，國文教師精力

的貫注，都傾集於此，我們現在從事討論，自然也應格外詳盡一點。（註 1）」依

章先生的意見，所謂範文教學即是整個國文教學的靈魂，如範文教學失敗，國文

教學即為之解體。因此，範文教材的選授最宜精詳審慎，宜先搜羅各類文體，再

加以剪裁，教學方有目標可言。 

    大體說來，範文編選，以思想純正情意深長且能感人心靈者，較易啟迪學生

心智，若夫旨趣模糊，理論浮淺情意虛偽者，其文皆當摒棄。所以如此，則以範

文多為至性至情之文，內涵韻意皆出自作者肺腑，所取材料亦明確切時，真摯雅

潔；而其寄意，更在啟導人生意義，培養道德情操，喚起自覺意識；風格所注，

又在啟發讀者思緒，進之激發志氣，陶鍊辭令；可用於熟讀，亦可用於朗誦，終

竟則在養成文學作品欣賞與辨析的能力，涵泳久之，學生文學鑑賞的能力必因之

提高。 

    至於範文教學實際條件，即是處理精讀教材的活動，教師教學亦依此而行，

此如「單詞分解」、「語句剖析」、「義旨探究」、「作法審辨」、「讀法講求」，五法

之外，再再以圖文、音樂充入其間以為設計，則學生對篇章課文的詞語章句、文

法理義，即因教師的導引，對課程有所瞭解，之後，乃能自我學習，進而增益閱

讀與寫作的能力。茲再就以上諸點析論如下： 

貳貳貳貳、、、、字詞教學與設計字詞教學與設計字詞教學與設計字詞教學與設計 

    字詞，是語句組成的根本；語句的組成，又能決定文章的優劣。要文章雅健，

情思綿綿，字的取用，詞的采擇，不能不費盡心力以求。《文心，章句篇》載：「人

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

確，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無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所談的字，

指的就是單詞。所以要文章體潔氣清，字詞的美巧，最應該講究。其例，如《唐

詩紀事》所載：「僧齋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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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齋己拜伏，人以鄭為一字師。」又如清吳祺《涵芬樓

文談》說到：「昔宋范希文（仲淹）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末歌詞云：『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文成以示李泰伯，泰伯改德字為『風』，

希文凝坐頷首，殆欲下拜。」由此可知字詞的選取，影響文章的可讀性。 

    字詞的美與不美，其實跟「形、音、義」是有關係的，中國文字的由繁體而

簡體，都是由文字的形、音、義去考量的，比如：書之為「书」、憲之為「宪」、

塵之為「尘」，其由繁而簡的著眼，在教學及設計上，教師可作提教學及案例的

說明。 

（一）以教學說 

    1.字形：為單一筆畫，可表現文字最初的形體。先人造字，通常以仰觀俯察

的方式對物的形體作一觀察與刻露。比如「日、月、雲、雨、田、園、川、井」，

在表現方法上，一可用簡字的「日月云雨田园川井」代之，教師也可以手畫形之。

其次，筆劃順序的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由外而內，或由內而外的筆勢，比如「蟻」

字，先「虫」後「義」；「嵩」字，山上高下等等，教師即隨興而說，都有助教

學啟引。 

    2.字音：語言為表情達意的工具，文字未形成之前，已先有語言；語言未能

表達之前，是以聲音傳達，所以聲音之來，先於形、義。語言學家鍾露昇說：「語

言比文字早得多，現在世界上有許多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卻沒有只有文字而

沒有語言的民族。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根本方式，文字不過是記載語言的符號罷

了。（註 2）」有音而後有文，說明字音的重要。但字音有時因不同情況而呈現

不同的聲調，這就是所謂的「破音字」。比如《詩經》：「華如桃李」句，「華」，

本為象形字，原為花萼之形，後用作形容性的華麗，讀為「ㄏㄨㄚ」，地名、姓

名亦用此字，讀為「ㄏㄨㄚˋ」。現在所用的「花」字，是起於六朝，从艸从化，

又為形聲字。「暴」讀「強暴」的「ㄅㄠˋ」，又讀「暴（曝）露」的「ㄆㄨˋ」

等等，例雖簡，卻有助學習。
 

3.字義：學生明白字形字音，而不瞭解字義，同於問道於盲，仍無收穫。至於字

義的理解，有時須從字訓著手，常見的字訓，如本字為訓、異字為訓、一字數訓、

遞相為訓、增字為訓、相反為訓等。如： 

（1）本字為訓：《孟子‧滕文公上》：「徹者徹也。」趙岐注：「徹猶人徹取物也。」

用徹取的「徹」解釋稅法的「徹」，這是本字為訓的例子。 

（2）異字為訓：《詩‧何彼穠矣》：「王姬之車。」鄭箋：「之，往也。」這是異

字為訓之例。 

（3）一字數訓：《爾雅‧釋言》：「替，廢也；替，滅也。」邢昺疏：「釋曰替，

謂廢己也。《雅‧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也。替，又為絕滅。」此一

字數訓之例。 

（4）遞相為訓：《爾雅‧釋言》：「速，徵也；徵，召也。」邢昺疏：「釋曰：轉

相解也，皆謂呼召。注：『《易》曰：『不速之客』者，需卦上六爻辭也。」這是

遞相為訓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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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字為訓：《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如燕好。」杜預注：「燕，燕禮也。

好，好貨也。」這是增字為訓之例。 

（6）相反為訓：《論語‧泰伯》：「予有亂臣十人。」按「亂」即「治」也。這是

相反為訓之例。 

若此字詞訓義之例，不勝枚舉，教師依例說訓，對文字義蘊的解析，自然清楚。 

（二）以設計說 

字詞教學，除了詞義分析外，以圖表作演示，不失為一法。譬： 

（1） 設計「錯別字正誤表」之例 

錯別字正誤表 

正 例：祟：ㄙㄨㄟˋ，作怪。鬼鬼祟祟。 

誤 例：鬼鬼崇崇。 

（2）設計朗誦語詞之例 

     國音聲母、韻母的單一使用，很具音感效果，如將之數位化，並以錄音播

放，很能增加視聽的效益。姑以聲母ㄅ、ㄆ、ㄇ、ㄈ及韻母、介音ㄧ、ㄨ、ㄩ為

說： 

聲母：ㄅ、ㄆ、ㄇ、ㄈ： 

ㄅ 

例 

ㄅㄛˊ ㄅㄛ˙ ㄅㄣ ㄅㄛ ㄅㄟˋ ㄅㄢˋ ㄅㄚ ㄅㄞˇ ㄅㄨ ㄅㄧㄥ  

ㄅㄠ ㄅㄢˋ ㄅㄧㄥ ㄅㄤˋ 

伯 伯 奔 撥（波）備 辦 八 百 步 兵 包 辦 冰 棒 

ㄆ 

例 

 

ㄆㄤˋ ㄆㄛˊ ㄆㄛ˙ ㄆㄚˋ ㄆㄛ ㄆㄧˊ ㄆㄧㄣˊ ㄆㄛˊ ㄆㄥˋ 

ㄆㄛ ㄆㄧㄥˊ 

胖 婆 婆 怕 皮 貧 婆 碰 破 瓶 

ㄇ 

例 

ㄇㄟˋ ㄇㄟ˙ ㄇㄚˊ ㄇㄨˋ 

妹 妹 麻 木 

ㄈ 

例 

ㄈㄢˋ ㄈㄨ ㄈㄚ ㄈㄣˋ ㄈㄢˇ ㄈㄨˋ ㄈㄣ ㄈㄨˋ ㄈㄢˋ ㄈㄨ

ˋ ㄈㄨ ㄈㄣˇ 

販 夫 發 憤 反 覆 吩 咐 販 婦 敷 粉 

 

韻母、介音：一、ㄨ、ㄩ 

一 

例 

ㄒㄧˊ ㄉㄧˋ ㄅㄧˋㄋㄧˋ 一ˋ ㄉㄧˋ 一ˊ ㄐㄧ ㄇㄧˊ ㄌㄧˊ 

ㄒ一ˊ ㄉㄧˋ ㄊㄧˋ ㄑㄧˋ 

昔 帝 避 匿 異 地 遺 跡 迷 離 席 地 涕 泣 

ㄨ 

例 

ㄉㄨˋ ㄈㄨˇ ㄍㄨ ㄉㄨˊ ㄓㄨˋ ㄕㄨˇ ㄉㄨˊ ㄕㄨ ㄨˇ ㄈㄨ 

ㄏㄨˊ ㄊㄨˊ ㄨˇ ㄖㄨˋ ㄉㄨˋ ㄈㄨˇ 

杜 甫 孤 獨 住 蜀 讀 書 武 夫 糊 塗 侮 辱 杜 甫 

ㄩ ㄒㄩˇ ㄒㄩˋ ㄑㄩ ㄑㄩˋ ㄩˊ ㄌㄩˊ ㄑㄩˇ ㄩˋ ㄋㄩˇ ㄩ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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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ㄩˇ ㄐㄩ ㄩˊ ㄩˋ ㄩˇ 

許 序 驅 去 愚 驢 娶 玉 女 遇 雨 居 於 玉 宇 

   若教師教學之先，能將字詞的形音義銘記在心，再適當作字與詞的表圖設計，

當能啟發學生學習的經驗。 

參參參參、、、、語句教學與設計語句教學與設計語句教學與設計語句教學與設計 

句子是文章的基本單位，要了解文義，對句子的涵義也要明白清楚。學者黃

永武對句子的鍛鍊，曾提這樣的看法：「閱讀鍛鍊字句一類修辭的書籍，對於寫

作是否有助益，早已不成為應該懷疑的問題。固然，不研究修辭的技巧去寫作，

未嘗沒有與技巧闇合的時候；但熟悉了鍛鍊的語法，更容易收到完美的績效。誠

然，文心的陶鈞，永遠不會有一個定式，但是字句的利病得失，卻一直存在著客

觀的評判。（註 3）」
 

其實句法不明，句義不能徹底分釐清楚，對文體意脈的探討，終是有所缺失。

即以昔賢的講論文章，雖都以神韻情理為首要，以章句修辭為末節，但無工巧章

句，神理氣味也無表現，如劉大櫆《論文偶記》所說：「近人論文，至語以字句，

則必笑以為末事，此類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後有文字乎？（註 4）
 

」則文字運用的重要，由此可知。 

語句既為作文範式，剖析語句便在闡明文義。從教學過程說，要使語句明晰，

首須教導學生如何點校句讀及探究文法。言及點校句讀，以今之課文編排方式，

學生當不再作斷句的學習，但對探究文法言，句法型式的理解仍有必要，因此，

教師可從單句與複句二者，作一分析。以單句說，單句包涵一單純完整的詞句，

依作用又分為敘事句、表態句、判斷句及準判斷句；複句是由二或三個以上單句

構成，又分並行複句、主從複句及包孕複句三者，再分述於下： 

（一）單句：涵主語、述語二者，必要時可增潤賓語、繫詞、補足語及附加語。 

1.敘事句：說明事實以告訴他人。如：「公賜之食」句。「公」是主語，「賜」是

述語，「之」是間接賓語，「食」則是直接賓語。 

2 表態句：說明事物的性質或狀態。如：「汝悲乎」句。「汝」是主語，悲是「表

態語」，「乎」則是疑問詞。 

3.判斷句：判斷事物的同異，而以繫詞如「乃、非」等字聯繫。肯定句用「乃、

是」；否定句用「非」字。如：「吾乃梁人也」句，吾為主語，乃為繫

詞，梁人為謂語，歟為語氣詞，此為肯定句。又如「管仲非仁者歟」

句，管仲為主詞，非為繫詞，仁者為謂語，歟為語氣詞，此為否定句。 

4.準判斷句：此句型主語、謂語無必然關係，賴準繫詞「似、若」以聯繫。如《孟

子‧告子上》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乃若其情」，乃為語詞，若為準繫詞，其情

為述語，此準判斷句。 

（二）複句：為二個以上單句組成，可分並行複句、包孕複句和主從複句三種。 

1.並行複句：由二句組成，彼此等立，能自行表示意義。如：朽木不可雕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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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乙句）。此為甲乙並列句。 

2.包孕複句：句中之詞，以一子句代替，此子句又為母句所包孕，是為包孕複句。

此於《論語》中常見。如：或謂孔子：「子奚不為政？」子曰：「《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句）是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

為為政！（母句）」 

3.主從複句：依附主句之分句，須藉主句說明，才能顯示其義，故稱主從複句。

如：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從句）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甭章，

不知所以裁之！（主句）」 

    此外，欲使文章暢達，句子形式須求優美，則須藉文字技巧組成優美化句式，

以增飾文章的華麗。而教學上，可使用的句子甚多，除上所述，尚有其他句式，

都有助文章的修辭，一併提出。 

1.倒裝句：指句中文字與普通語辭順序顛倒。這類句式，因係語辭順序顛倒，讀

之可增強語勢調，調和文字音節，使句式靈活，不致板滯、生澀。如：

《史記‧管晏列傳》：「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這是倒裝句，順句

則是「先生之言也，亦太甚矣。」 

2..層疊句：指層疊的句子。又分為：複疊句和層疊句。 

  （1）複疊句：又分意義相等及不相等的複疊句。如《孟子‧滕文公下》：「知

我者，其為《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秋》乎！」這是意義相等字

面相同的複疊句。又如賈誼《過秦論》：「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此是意義相等字面各異的複疊句。又如《莊

子‧齊物論》：「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這是意義不相等的複疊句。 

（2）層遞句：指句中語句，層遞而下的句子。如《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層遞句法。 

3.排句：指句中字數略同，意義與組織相類似的句子。如《老子》：「大道廢，有

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

是排句句法。 

4.偶句：指結構相同，相併成雙的句子。如陶潛《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

復崎嶇而經丘。」這是對偶的句子。 

5.回句：指句中的字，迴而復始。如《老子》：「善者不辯，辨者不善。」這是回

文的句法。 

6.映襯句：指相對相反的事，相映且相襯。如諺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

點燈。」這是映襯的句法。 

    至於修詞學上，欲使文章措辭更形有力，有必要強調句子的語氣，句式的表

現，大略有下列幾種： 

1.決定句：指陳述事件，毫不猶豫。如《水滸傳》第二十四回：「那婦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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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

你便了。』」這是決定句法。 

.2.疑問句：指設疑句，自問自答。如歐陽修《醉翁亭記》：「太守為誰？廬陵歐陽

修也。」這是自問自答的疑問句法。 

3.鋪張句：指故意渲染事實，表達誇張的程度。如《書經‧武城》「前徒倒戈攻

於後以北，血流漂杵。」這是用「血流漂杵」表達鋪張句法。 

4.婉曲句：指語辭傷感惹厭，不直白本意，而以委曲含蓄之言烘托暗示。如李清

照〈鳳凰臺上憶吹簫〉：「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這是婉曲

句法。 

5 直喻句：指語句一貫無曲折。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為猶龍乎！」這是以老子喻龍的直喻句法。 

6.諷喻句：指捏造一故事以為諷刺教導。如《戰國策‧燕策》：「趙且伐燕。蘇代

為燕謂（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

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曰：

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以

上諷喻）』今趙且伐燕。趙燕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故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這是諷喻故事的句法。 

7.因喻句：指以起因相同的事物作比喻。如《莊子》載：「莊周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牲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

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卿相」與「牛」雖為

不同事物，而人君之視卿相與人之視牛同一動機，其趨向為「相因」，

這是因喻句法。 

8.果喻句：指以不同事物的結果，譬況不同的性質。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而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

也。」此譬況說明「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之理。人與虎結果皆相同，

無論誰死，國皆蒙其弊害，這是果喻句法。 

9.隱喻法：指以此譬彼，雖未說明，實已借喻。如《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

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這是以鳥諷王的隱喻句法。 

10.兼喻句：指以多喻一，以大喻小，以全喻偏之謂。如《墨子‧兼愛上》：「君

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

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這是由國而家的兼喻句。 

11.示現句：指將實際不見不聞的事，說得似如見如聞。如白樸《梧桐雨》雜劇

第一折：「他此夕把雲路鳳車來，銀漢鵲橋平。不卜能今夜乘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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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邊忽聽曉雞鳴，卻早離愁情脈脈，別淚雨泛泛。五更長嘆息，別是

一夜短思情。」這是借想像而引發相思的示現句法。 

12.引用句：指文中插入他人語句，或插入同類故事的辭語。如《左傳‧僖公五

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謂乎？」此為原文插入的引用句法。 

13.摩狀句：指描摩事物的情狀。如黃淳耀〈李龍眠畫羅漢記〉：「凡未渡者五人，

一人值懷紙，僅兒其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

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

作纏結狀，雙履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山，以手據地，伸足

入水，如測淺深者。」這是描摩人物情狀的摩狀句。 

    以上謹就句式分類作一析釐，對句法組織，作一量度，教師權衡變易，適當

裁斷，必有所得。 

    至於教學設計，依上所述，仍以圖示較為恰當，雖設計方式稍為平常，但運

用之法，仍在教師的巧心運作，如教師能由平面轉為立體，使句式經過轉換，而

顯其特色。句式之外，符號設計，也是感官的另一作用，如美教育柏琳所說：「我

們的感官經驗，在事實上，並不是在我們為了簡述觀念，而發展一個適當的符號

語文的時候，湊巧遇到的。縱使是最抽象的思想，也伴有一定數量的感官的想像，

只不過我們可能沒有覺察到而已。（註 5）」感官的想像以符號表達，不妨視為設

計的教學，以能力有限，筆者未作感官符號的設計，但作為拋磚之說，對電腦畫

圖能力佳的學者，或許能有所啟發。 

肆肆肆肆、、、、義旨教學與設計義旨教學與設計義旨教學與設計義旨教學與設計 

    文義，是文辭所表現的事理；文旨，是文辭所潛藏的意思。二者互輔而相成。 

如章微穎所說：「文章是以作者的思想情意與事理、文辭三部合奏而成。由於詞

句所組成的節段篇章文辭直接表出事理的，謂之文義；由於作者的思想情意熔裁

事理，託諸文辭來表出的，謂之文旨，亦即一般所稱的意思。意思是文章的生命，

文辭是文章的形體；無文辭則意思無所託，無意思則文辭成為屍骸。（註 6）」 

所以從文章內涵看，辭義和旨趣是一體兩面，要文章有真實生命，作者為文

的微義，就是文體意脈之所在。如劉永濟所說：「Spirit 一語，為文學所最要。未

作之時，精神屬於作者。既作之後，則精神附於作品。屬於作者之精神，乃作者

之道德、智慧、情感所蘊結。屬於作品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發

洩，故必兼表現之法。表現之法不工，則精神之發洩不顯。是故作品之精神，往

往因表現之法的工拙而分強弱。（註 7）」由此知，精神是作者示現於作品的首要

力量，精神力量微弱，作品表現即貧乏、拙劣。而作品精神如何宣洩暢達，如何

顯其恢宏的氣勢，也在乎作者自身的道德、智慧與情感所凝聚。所以文學意態的

表露，基本在作者情思的有無，如作者情深思切，所寫文章必條貫暢達，進之感

人肺腑。 

至於教師對文章義旨的分析，要如何切入文脈且引發學生情境的瞭解，在教

學上是重要的。略而言之，仍不出就「就文題以釋義」及「就本文以釋義」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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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一）就文題以釋義：文義探究應該從題義的鑽研開始。題義的探究，有些是有

義的，有些是無義的，甚至是斷章取義的，教師教學可就題義部部份作一

釐清。 

1.題目有義的：這是最常見的題目旨義。即作者在講明本文之前，精思竭慮，作

一提綱挈領的工夫，使題目自身可以籠罩全文，進而為本文的中

心。如蘇軾《超然臺記》，歐陽修《醉翁亭記》、《豐樂亭記》之類。 

2.題目無義的：有些文題，其實未嘗涉及文義，即使包舉，也不明確；甚至並非

作者所加，根本不表示任何意義。如《詩經》〈南陔〉、〈白華〉、〈華

黍〉、〈由庚〉之類。 

3.斷章取義的：這是選取全文的一段一節為題，只是文章的重心，但不是本題，

甚至是選文者所增添。如《禮記‧檀弓》〈不食嗟來食〉、《世說

新語》〈舉目不見長安〉之類。 

     總之，題目的有義無義，或者截取文中片斷作為題目，都有其客觀的意義， 

亦在乎教師的詳考。 

（二）就本文以釋義：探究義旨，題目之外，本文所寓的義蘊才是主要。文評家 

梁宜生說：「一篇文章是一個整思想的表達。既稱整個的思想，很明白地必不是

簡單的或者雜亂無章的思想。通常的文章，無論其採取何種形式字數或多或少，

總有一個表達的中心，全文中任何一句，必然要圍繞這一中心。這心是寫作的目

的所在，稱為主題或題旨。（註 8） 

」要之，文章中即全文義旨所繫，義旨明確，主題必顯現，若主題雜亂無章且不

知所云，文章的旨義即無從透露。茲再就全文大義及文義文旨相互關係，作一申

述： 

1.明瞭全文大義： 

全文分大義及隱義二種。顯義於〈題解〉中已見之，隱義則是作者蘊蓄未發 

期待闡明的意見。這種隱義，型態很多，有即小見大的，有意在言外的，有寄真

意於譬喻的，有藉他事作為襯托的，也有蘊藏於典故史實或語氣語感中的；諸如

此類，或隱或顯，學生不易理解，教師尤須加以抒發。如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

寫青番公經歷洪水重建家園的故事。雖是小說情節，卻隱寓台灣農村的人文事

態、生活記錄，呈現的卻是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結合的生命力，與之和 2010年

88 莫拉克水災相比，引發學生的遐想，當更廣遠。 

2.由文義以見文旨： 

    由文義而文旨，本身即是一自然順適的過程。大體說來，文義的組成，是先

聯句成節，次逐節成段，逐段成篇，再就文義一一講明。至於寫作技巧、詞藻變

化及文氣脈絡，教師皆須隨時點出；又以作者蘊藏之意，有時表見解，有時顯情

感，有時示裦貶，有時批評論斷，都要合於事理，表達切當，如此，逐處引申，

使文意顯明，文情透露，文氣暢達，才是好教學。 

3.由文旨以觀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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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旨而至文義，即是從綜合的全義迴復到各段各節各句，亦即將全文事理

作一歸結，再逐段逐節就情感見解或議論裦貶處，予以詳盡論評。同時逐層闡釋

運材措辭之方，遣詞造句之法，參證題旨，認明中心意思，再逐段印證中心意思

與各段關係，並解釋段中各節及全段大義，無論如何，總以學生能體認為尚。（註

9） 

    至於義旨教學的應用，原則上教師可自行設計 pp 檔，檔案內容或以取圖片， 

或取動畫，或者融入圖表格式，或者穿插古今人物等等，都有助教學，比如〈胡

適墨寶〉或〈朱自清故居〉的投影片，都是很好的教材。 

伍伍伍伍、、、、文章教學與設計文章教學與設計文章教學與設計文章教學與設計 

（一）為文的義法審辨 

    文章作法，係章法創作之謂。究其實即是運材、措辭、裁章、謀篇等方法，

這在文學探究中，本來就是作者的心營意度，原無法則可言。但在教學上，教師

既為教人以文，自然須循循教導，引導學生知悉欣賞文學的門徑。因之，從整體

考量，文章的法度仍有可尋，法度規範可從「文之辭達」、「文之精心」、「文之體

度」、「文之鍊達」、「文之己出」、「文之活著」、「文之創意」等觀之，茲再分述如

下： 

1.文以辭達為善 

    古今文章，體例甚多，或繁或簡，定論為難，云其要義，辭達為尚。有如孔

子所說：「辭達而已。」辭而不達，則簡也不謂之得，繁也不謂之工。故為文必

在辭達而理舉，亦必理宣而義著，如此，則起承轉合，隨意起伏，即不覺其繁，

乃知因辭以達意，文必工善。 

2.文以精心為佳 

    精心之文，在乎修改，果若急於速成，難免因此疏略。尤以個人才智不同，

思有利鈍，時有通塞，一意躁進，必至瑕疵。如〈呂氏家塾記〉載：「歐公為文

既成，必自竄改，至有本初一字者，至於尺牘，亦必立稿。」這因文之修正隨時

而進，今日之作，明日觀之，即變疵病，他日再觀，又覺疵病復出，由是，改之

又改，必至圓熟盡善，乃為停止，則其人的匠心獨運，可以想知。 

3.文以體度為貴 

    所謂「體度」，指的文章的雅正。文章雅正，體度自然詳贍深厚。雅正之文，

每順人的性情，積漸通會，自成其致。若夫輕佻之文，辭欠端莊，乃流於失體違

性，如王充所說：「文貴乎順眾心，不違人意。」因之，言之有物，合於體度，

才能被眾人喜好。要如一意求新求巧，竟至孤芳自賞，反而失去寫文的特質，難

免差誤。 

4.文以鍊達為工 

    學者為文，期於盡善，不期於矜誇。所謂盡善，在使文辭圓熟，之後才能通

透明達，而要通透明達，必須用心錘鍊，只求速成，文必凌亂。工整的方法，即

在運筆之前，多方擘畫，待一篇告成，又得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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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無傷。如清鄭燮（板橋）說的：「燮作詞四十，屢改屢蹶者，不可略數。今茲

刻本，頗多刻盡，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寫文的工巧，在

於鍊達，鄭氏的話，可以為證。 

5.文以己出為美 

    文章所以寫自家性情，狀情描物，都在抒發胸中所存。因此，筆之所入，墨

之所出，作者的想法，已存之於中，運之於心；再以文章寫作，端在自然，所謂

「自然」，指的自家性情順適的抒發，表現的即是情真意摯。過於追新，只以新

為尚，嫌棄舊文，終竟詭巧，顯不出自然，乃知自然之義，在字字見情，語語著

我。 

6.文以活看為得 

    文章本乎自然，自然之文，特須活看。所謂「活看」，即周流圓轉，心無偏

倚之意。如讀唐詩宋詞，想見詩人詞人的生命流轉，同感其人的悲歡歲月，就是

一活看。是活看也者，心思要靈敏，才能上通古人，下與今賢為友。如方望溪（註

10）所說：「必識之明，心之專，遍於奧賾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可辭可約焉。」

所以用心圓熟周流，無所偏倚，文章才能理出神氣，否則拘執一端，囿於繁瑣，

晦塞不通，以致累字澀句，文反卑劣。 

7.文以創意為優 

    文章以自寫懷抱，自創意見為優，一意仿效古人，亦步亦趨，置自家性靈於

不顧，不僅文章的生氣衰弱，寫文的情緒也化為烏有。宋朝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載：「文章切忌參死句。」同為宋朝嚴羽《滄浪詩話，詩法篇》也載：「須參活句，

勿參死句。」意謂呆板欠靈活的詞句，就是僵化的死句。因此，陸氏文章多清新

圓潤，自成一家構式；嚴氏文章尤能獨任性靈，掃除美刺。由是知文章貴在還我

本來面目，東施效顰，趨於流俗，畢竟拙劣。清朝袁枚也認為文章之創在：「其

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惟能離合，幾番之後，始能鎔鑄於古人，脫化

而成一體。」（註 11）然則鎔人之句在，推陳出新，意有獨創，文必優美。 

    以上幾點，談及義法審辨情形，所言雖簡，為文大義已隱蘊其中，教學時，

依文章體例，循其要旨，明其意趣，而學生觸類旁通，對文章內容，理解即更透

徹。 

（二）為文審辨的方式 

至於如何設計教學方式，原則上如能就作者意匠與寫作技巧處著手，作一番

排列工夫，在教學情境上，仍能得其效果。再者，所謂的審辨，其實指的也是閱

讀的欣賞，但欣賞總要一些工夫，此如王夢鷗所說：「一個欣賞者從文學作品中

所經驗到的，不單是那裏面說的什麼，如同閱讀一篇報告或時事新聞一樣，而是

能從中經驗到一種有異於現實感情的喜愛。（註 12）」又說：「一個作家是把美感

隱寓於喜怒哀樂的意象中用語言或其他記號來表達；而欣賞者就相反的，從那記

號上用心去還原那喜怒哀樂的意象，也就是在那還原的意象中體會或享受那美

感。（註 13）」    以是知經驗作者的喜愛，或還原作者的意象，都是探討作者

思想的必然法則，若此法則，可從立意取材、剪裁安排、遣詞造句、聯絡照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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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再分析如下： 

1.立意取材 

    作品的創造，在於作者情感與思想的從容宣洩，宣洩之道，即藉文字、語言、

聲音、顏色表達其情思。至在欣賞者，亦因情以入理，因文而識道，且由文章的

傳遞，感受作者創作的雅意；作者有所「意」，讀者有所「感」，一往一來，二者

心靈即能契合，此同於「尚友古人」之意。比如讀王粲〈登樓賦〉，由登樓的遠

望而生懷鄉之情，即是作者立意所在，亦是教師啟領學生情思之處。至於取材部

份，雖作者人人殊，但能時代背景、生活條件，人生看法，一一尋求，仍能找出

端倪。 

2.剪材安排 

    剪裁，係就文章材料作一番簡擇；安排，乃係文章組織的工夫。前者是文章

的內容，後者是文章的形式；內容、形式是探究文章的不二法門。高明的作者運

材措辭，心營意度，都是從這二要件把握。比如歐陽修〈秋聲賦〉：「豐草綠縟而

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文句雖美，但稍雕琢，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更為「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聊聊二語，使原

來雕刻縟麗之句，一變而為鏗鏘激越之文，（註 14）即是剪裁的效果。 

    「安排」之意亦如此，工夫在求文字精簡，字字著實，無一字虛設，使語義

濃縮，文氣蓬勃。此在詩句中常見，如溫庭筠〈商山早行〉：「雞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李東陽《麓堂詩話》評謂：「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

知此二句，不同一二閒字。」詳觀二句，只提幾件物色，但音韻鏗鏘，意象具足，

文句排列，即感人肺腑。 

3.遣詞造句 

    文章要神理氣味得所表現，遣詞造句技巧不能不注意。清文評家梁章鉅說：

「白工冶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

理一也。（註 15）」是知要詞句鍊達，遣詞造句的技巧應該講求。如洪邁《容齋

隨筆》所舉：「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

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

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

始定為『綠』。（註 16）「到、過、入」等字均簡率無意緒，「滿」字稍佳，但只

言春風之過，不能表示時序的推移，著一「綠」字，則寄寓「又是一年春草綠」

的感慨，且全詩句句暗寫一「望」字，「綠」是目中之色，倍覺貼切。又如王維

〈積雨輞川莊作〉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二句主體為鷺和

鸝，如僅說明句中事，可更為「白鷺在飛，黃鸝在啼。」於是即成「水田飛白鷺，

夏木囀黃鸝。」而由「水田」與「夏木」相陪襯，句中「白鷺」與「黃鸝」在幽

美背景中更形突出。但作者仍嫌不足，所以分別加入「漠漠」、「陰陰」等形容詞，

陪襯水田與夏木，因而白鷺飛翔，黃鸝啼囀之美，立即凸顯。 

    由上二例，知道遣詞造句的修飾要求順當，也要合理；順當則意通透，合理

則使人耳目一新，時賢為文，所以重用字凝鍊，其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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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絡照應 

    聯絡照應，指文章前後段落相互間的縝密繫聯。此係聯，可分基本聯絡和藝

術聯絡二者，基本聯絡重在段落間的彼此照應；藝術聯絡重在文氣的自然聯貫。

如黃錦鋐所說：「一篇文章，除了剪裁安排遣詞造句的技巧外，還須有聯絡照應

的組合，也就是把文章一段一段的連貫起來，使相互沒有關係的各段，聯成一氣。

這種聯絡，有的文章表示出一種很顯然的聯絡線索，有的文章則無形中很巧妙的

使段與段之間有銜接轉折的作用，使前後段密切的聯繫起來。前者我們稱之為基

本聯絡，後者稱之為藝術聯絡。（註 17）」此中所說基本或藝術的聯絡，都是指

文章脈絡的一氣呵成。 

姑以例為說，如王安石〈祭歐陽忠公文〉：「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

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得見，如其誰與歸。」以「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作上下句的聯結，這是基本段落的系聯。又如沈既濟《枕中記》本擬說明

人生不夢如幻，並借盧生邯鄲枕夢，導悟人生的榮悴悲歡，以見仕途的迷離空幻。

結語所謂：「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

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乎？』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

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敢不受教。』再拜而去。」以夢幻點明人生境遇的不過爾爾，層層轉進，是為藝

術的聯結。由上之分析，則基本聯結較易明白，藝術聯結較易轉折，由二例可以

知曉。 

再者，文章教學，除了口授，表列設計也很要緊。年青一輩的學者都知如何

操作電腦，亦知如何描摩動畫；年長的學者電腦能力較弱，模摩的動畫就不如年

青的活潑生動。但無論如何，用圖形表格作一規畫，使內文由靜而動，並使人物

畫像栩然而至，都是教境的應用，穎慧的教師能本之以行，教學自能立竿見影，

為學生所喜。 

伍伍伍伍、、、、誦讀教學與設誦讀教學與設誦讀教學與設誦讀教學與設計計計計 

    教學要起勁，教師的演示是重要條件，而聲音的傳達更是能否引發共鳴的因

素之一。所謂誦讀，亦即讀誦聲氣配合文章句式而高低起伏，使涵蘊的情感藉抑

揚頓挫的音感，達到欣賞的效果。所以聲音是情感的發抒，文字則是替代聲音的

另一方式。文字描繪的情感如無法充分流露，聲音的迭宕與聲氣的流轉，就能替

代文字傳入讀者的心靈深處。 

    教書要教得好，聲音是要緊的，古人說的「固聲求氣」便是這個意思。所謂

「固聲求氣」，講的就是琅琅上口，也就是由詩文的錯落而得聲響情味，使作者

與誦讀者間喉舌相連，進之造成心靈的撼動，這種撼動，在詩歌誦讀中表現最明

顯。清沈德潛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心按節、密

詠括吟，韻意相伴，詩音乃響。（註 18）」可見音節的抑揚高低很能感蕩聽者的

心靈。 

    至於如何感蕩聽者心靈，基本上，一在字音咬正清晰，一在語意表達和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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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情感自然流露。茲分述如下： 

（一）字音要咬正清晰 

    口齒清晰，吐字分明，是誦讀的第一要件。吟唱曲子，要講究咬字；誦讀詩

文，也要字字清朗。一般來說，誦讀形式，有兩字一頓的，或者一字一頓的；前

者用於整齊句法，後者用於參差句法。如《詩經》〈七月〉第二段：「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

日--遲遲，采蘩—祁祁，殆及--公子--同歸。」即是兩字一頓，因感傷而音節綿長。

又如現代詩人馮青的〈秋刀魚〉第三段：「女-人-突-然-啜-泣-起-來-而-把-男-人-

遞-過-來-的-雪-亮-潔-白-的-手-帕-放-在-一-邊-刀-片-一-般-劃-傷-光-亮-的-淚-珠

-就-一-滴-一-滴-地-落-在-魚-的-背-脊-上。（註 19）」寫的女人接到要分離的訊息

的反應，那是害怕失去完整、失去愛情的情緒。（註 20）朗誦者一字一音傳達，

借清朗的音調，的確可以反映詩中女人矛盾的心情。由此可知，清晰的字音，在

空間能產生相當的迴盪與迴響。 

（二）語意要和和暢明白 

    誦讀的暢意抒放，可使文詞讀來更輕快明朗，借音節的高低徐緩，可以展現

委婉和順之意。如曹操〈短歌行〉第一首，起首「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以戈韻開端，蒼涼悲壯之意已隨句而出。次如「慨當以慷，憂

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又自有一份蒼涼過後的豪邁。再如「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用「衿、心、今」連結，更表達內心的徬徨

不安，等等。最後用「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依、深、心」作結，使高亢的音節借「ㄣ」

的鼻音而顯得綿密悠長，真正的扣入聽者的心坎。 

（三）情感要自然流露 

    教學是一種演示，也是一種藝術。教師誦讀詩文，表情要自然，態度要合宜，

緊繃著臉，空間氣氛已凝結，學習效果怎會顯著？所以教師誦讀，一定要用真性

情去讀它，如演唱抒情歌一般，使情真語切而不顯其偽。好比吟誦杜甫〈兵車行〉

首云：「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又末云：「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

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詩是諷刺唐明皇用兵吐蕃，充滿非戰

色彩。喻守真評云：「役夫申恨之詞，意苦而聲自促。（註 21）」「意苦聲促」，透

過教師的性情言語，流轉開來，就能讓人淪肌浹髓而有餘。 

（四）聲調要隨句變化 

    聲調隨句變化，自然悅耳動聽，詩的「因聲而樂」，確是相當的美感。如黃

永武所說：「音樂化的語言未必是詩，但詩必是音樂化化的語言。誦時金聲玉振，

聽時抑揚悅爾，聲調悠揚，餘音不絕，才是詩的佳境。（註 22）」而要誦詩抑揚

悅耳，金聲玉振，句調的講求不可忽視。通常詩文字句以四言、五言、六言、七

言居多，誦讀時須視文體的宏闊明麗或低沉哀怨而定。宏闊明麗的文章，語聲要

高峻；低沉哀怨的文章，語聲要悽惻，句調之間，要適當分別。如誦讀〈木蘭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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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雄兔腳撲朔，此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語調就要高

亢豪壯；而誦及袁枚〈祭妹文〉，說到「朔風野大，紙灰飛揚，阿兄歸矣，猶屢

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聲調就得悱惻鯁咽。總之，聲調的起伏，對聽者而

言，當引發極大的撼動。 

    至於如何誦讀，還是需要適當的設計，其實教學設計中，最好的方式，還是

錄音的教學，錄音的音帶可以隨時攜帶，隨時播放，教師隨教隨播，影響當為深

遠，而製作方法，則在乎能力的有無。 

陸陸陸陸、、、、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即今，技職校院學生每學期都對任課教師有所評鑑，此評鑑亦已行之有年，

對教師而言，評鑑佳者當無異議，而評鑑劣者，心靈當受相當大的愴傷，若論其

中得失，應非本文所能及，但從整體角度看，能否引發學生的「興趣」當是主要。

如同看一表演，設表演者動作俐落，舉手投足都能吸引觀眾，自然而然會傾心於

表演者，並對之讚賞。 

    教師的演示，亦復如此，除了專業化的知識外，情境的掌握也很要緊，這就

是所謂課程之外的情境教學。這種境教學，在國文教師說，固然對課程要通盤瞭

解，最重要的則是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畢竟學生每年都

不一樣，系所學習方式也各各不同，今年學生素養好，對國文學習熱衷，明年未

必如是；或者今年教的系所，其科目取向與人文有關聯，因此偏好國文，明年則

否，等等，都須教師因時制宜。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真的學生程度很差，所謂

的「一問三不知」，要將他們教好，教他們進入文學的情境，還真有些困難，所

以教師在專業素養外，耐心與愛心就很重要，「化頑起懦」、「頑石點頭」，也許是

古語，必要時還真必須去「化」他、「起」他並「點」他。套句杜威所的話：「興

趣與努力，皆應付困難之健全活動中所同具。（註 23）」要達到教學的興趣，教

師除具淵博知識外，對於教材的選擇，教法的演示，教學的設計，教具的使用，

以及教師自身的儀容、談吐、態度、解說技能等，凡所以影響學生興趣的條件，

都須適時留意。 

    然而，假如依上列之說，要所有件都符合，恐怕很難找到一個全「才」的教

師，這因施之於此，或失之於彼，那結果又將如何？其實，教師們也不用洩氣，

只要我們盡心盡力認真教學即可，外在的因素有時不必太計較，於是對於「興趣」

的說法，美國教育家克伯屈（Willian H.Kilpatrick）也說：「興趣之意，在吾人做

一事時，全神貫注，專心致志，勇往直前，不遑他顧。（註 24）」「不遑他顧」，

就是教師教學時，先有充實的內涵，作好教學準備，熟練課程又能從容應用課程，

如兵法所言，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則學生如沐春風，即有評量，又何疑慮。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註 1：章微穎《怎樣教國文》頁 13。台北，正中書局，1965年。 
註 2：鍾露昇《國語語音學》頁 1。台北，蘭台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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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黃永武《字句緞煉法》頁 179。台北，洪範書局，1986年。 

註 4：引自黃永武《字句緞煉法》頁 1。 

註 5：美‧柏琳《思想的結構方向》頁 10。紐約，1965年。 
註 6：章微穎《中學國文教學法》頁 46。台北，蘭臺書局 1975年。 
註 7：劉永濟《文學論》頁 86。台北，商務人人文庫，1985年。 
註 8：梁宜生《文章作法》頁 55。台北，學生書局，1978年。 
註 9：章微穎《中學國文教學法》頁 48。 
註 10：方苞，(1668 1749)，字靈皋，一字鳳九，晚年號望溪，籍貫安徽桐城人,

生於江蘇六合之留稼村。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創始人，與姚鼐、

劉大櫆合成桐城三祖。官至禮部右侍郎。苞   生於江蘇六合之留稼村。

高祖方大美，明神宗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曾任太僕寺少卿。曾祖 方

象乾，明恩貢生，曾任按察司使，充岑西左江兵備道，明末，因避亂寓居

江寧(今南京)。祖父方幟，曾任蕪湖訓導，後調任興化縣教諭。父仲舒，

國子監生，家境日落，後入贅江蘇六合縣留稼村吳勉家；生 3 子：長子方

舟，次子方苞，幼子方林。著有《望溪先生文集》。他方苞繼承歸有光的

「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

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

之文。」（《又書貨殖傳後》）「義法」是方苞論文的唯一標準。言有物，是

說文章要有內容；言有序，是說文章要有條理要有形式技巧。 
不過，他們說的內容，是有關聖道倫常的內容。正如他所說：「非闡道異

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茍作。」可見內容仍是封建道德。他概括了向來古文

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在章法上，他主張「明於體要，而所載之

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

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

俳巧語」（《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可見他對於文章，要求的是

「雅潔」，雖然戒律過多，但還是便於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他也

確實出過一些好文章，如《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等。 
註 11：參見張嚴《修辭論說與方法》〈修辭論說二〉。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註 12：王夢鷗《文學概論》頁 233。台北，帕米爾書局，1973年。 

註 13：同上，頁 267。 

註 14：黃永武《字句緞鍊法》頁 80-82，台北，洪範書局，1986年。 
註 15：梁章鉅，幼時穎悟，九歲能詩。嘉慶七年（1802年）進士。歷任湖北荊

州知府，江南淮海道，江蘇、山東、江西按察使，江蘇、甘肅布政使。道

光十六年（1836）任廣西巡撫。二十一年（1841）改江蘇巡撫，兼署兩江

總督。平生縱覽群籍，精研金石之學，著有《樞垣紀略》、《楹聯叢話》、《楹

聯續話》、《楹聯三話》、《歸田瑣記》、《浪跡叢談》、《退庵隨筆》。本句引

自《退庵隨筆》卷十九。\ 
註 16：容齋隨筆，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

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跡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

婺州。淳熙間傳入禁中，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為《續筆》、《三筆》、

《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

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未成而邁遂沒矣。 
註 17：黃錦鋐《實用中學國文教學法》頁 51。台北，教育出版社，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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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沈德潛《說詩晬語》上，頁 2。括於丁仲祜《清詩話》下。台北，藝文印

書館，1970年。 
註 19：馮青（1950-），本名馮靖魯，江蘇武進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

詩作發表在《創世紀》、《藍星》詩刊。張默評在《剪成碧玉葉層層》中，

論其詩作：「她懂得利用語言的穿越性，也懂得利用意象的特殊性，馮青

的詩一開始就達到相當的高度。」著有《天河的水聲》、《雪原弄火》、《快

樂或者不快樂的魚》。 
註 20：宋邦珍、林秀蓉、張百蓉、簡光明等編《文學與人生》頁 215。台北，三

民書局，2005年。 

註 21：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頁 123。高雄，復文出版社，2004年。 

註 22：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頁 163。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 

註 23：見羅廷光《教學通論》頁 146。台北，中華書局。 

註 24：見孟憲承譯《教育方法原論》第十章。台北，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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