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30日             學 習 輔 導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發 行 人：陳漢銘 
本期主編：黃心儀 
編輯小組：輔導室 
期    別：109年 9月 
本月主題：學習輔導 
輔導工作委員會 

問  樵 123 期 
 

建中作文名師林明進：不斷地寫作訓練只會徒增痛苦，想幫助孩子掌握寫作要領，先 

                    從小而巧的「分項練習」做起 

    過度訓練的寫作習慣，一成不變、盲目套用僵化的作文公式，反而是造成學生寫作能力低落的元凶。林明

進主張培養自然而然的寫作力，用最笨的方法學習寫作，才不會在一開始就跌倒受挫，而害怕寫作。 

建中退休作文名師林明進：讓父母陪著孩子一起「笨作文」 

    進入大學之後，無論哪一科系或是社團活動，各種領域都要運用文字做報告或是學術發表，學生必須具備

精確表達的文字能力，因此從 107年起，作文獨立成為「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也就是國寫)的考試科目。不

同於傳統作文，國寫可以說是為大學校系選才量身訂做的寫作檢定方式，除了過去傳統議論和情意作文功能外

(這是指議論文和抒情文嗎?)，更檢驗學生是否具備實際運用語文的能力。   

    作文的重要性，在獨立成為考試科目後，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然而，學校中的國語文老師，被各種學習進

度綁死，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有能力循序漸進，導引學生練習作文。建中剛退休的作文名師林明進，在教學

生涯中，摸索出一套對學生很有用的作文學習方法，並寫成專書分享，結果成為另類的暢銷作家。在為國中會

考而寫的《笨作文》之後，又出版了為高中生寫的《國寫笨作文》一書。   

    林明進曾擔任教育部「基測國文作文策略與實例」編撰委員，以及全國國語文競賽各級作文評審。他分析，

過去作文題型單一而抽象，呆板乏味，國寫特別針對「寫作環境」與「刺激條件」加以改進，結合閱讀與寫作，

透過每篇八百字以內的引導文字，發展出更符合語文運用的實際需求。 

    寫作之前，必須具備閱讀理解能力，先消化題目，如果在第一步就分不清是「限制型寫作」或「拓展型寫

作」，那就注定無法得高分。  

多元化思考，才能取得高分   

    由於國寫要求扎扎實實的寫作能力，學生必須重視多元化的思考訓練，不再是堆砌名言佳句、套用作文範

本框架，就能取得高分。國寫提高了寫作考試的難度，讓許多父母更急著把孩子送進補習班補作文，但這種方

式，卻不見得對寫作能力有幫助。林明進強調，過度訓練的寫作習慣，一成不變、盲目套用僵化的作文公式，

反而是造成學生寫作能力低落的元凶。他說：「作文不是反覆多寫就會好，違反學習原理，缺少一步步建立基

本功的鍛鍊過程，即使夜以繼日的寫，也無法讓寫作進步。」   

    林明進認為，學生應該先跳脫「作文有標準答案」的思惟，「看到題目，孩子要能打算怎麼寫、決定怎麼

寫，而不是思考應該怎麼寫。」他主張培養自然而然的寫作力，提出「笨作文」，完整分析寫作步驟，不給予

任何範本，強調憑自己本事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最好的文章。「寫作文要『自在』，先問問自己，文字的生命

在不在？」 

    林明進指出，寫作的起步，應該是寫自己最熟悉的，把最會寫、最想寫的寫出來，想寫的時候再寫。但許

多孩子的寫作起點，就是課堂上老師給了一個題目，要孩子馬上寫作文，林明進說：「這是鑑別孩子寫作程度，

不是培養孩子寫作力。一寫文章就被打分數，甚至通篇修改，寫作變成很不好的經驗，第一步錯了，就壞了孩

子寫作的胃口和信心。」學生寫不好，往往是因為沒有準備好。因此，不能要求初學者一開始就寫，要醞釀、

去發現，從零開始，分項練習，再加以整合。如果孩子掌握了寫作要領，會寫了，就什麼也不怕了。   

    在培養寫作力的階段，應該依據個人能力，給予不同彈性。有的人一天就可以寫完，有些人卻要花上三個

月才能寫好；有些人用 300字篇幅可以寫到最好，有些人卻要用 600字，才能完整闡述。寫作能力的培養應該

有彈性，讓有些人從寫一句話開始練習，重點是要幫助每個孩子，讓自己原有的基礎能力往上增長。 

   

 



 

 

 

 

 

 

 

 

 

 

 

 

 

  

      

 

 

 

 

 

    

 

 

                                                                                           

 

 

 

 
                

 

    林明進認為，寫作訓練必須做大幅度修正，回到正規的語文訓練。從審題、立意、構思、選材、布局五大

步驟，用最笨的方法，一步步把基本功練好，掌握要領，就能根據題目各自變出戲法。   

    學習寫作，不能忽略任何一個步驟。例如審題，看似簡單，但卻能決定文體，以及分辨題目的要求和限制。

就曾有寫作頂尖的學生，在高中入學考試時，把題目「一場及時雨」寫成「及時雨」，忽略了題目中限定詞「一

場」，因為審題不完備，痛失分數。 

三個作文理論   

    林明進把學習作文，建築在三個理論上：   

醬油理論：醬油的醞釀與發酵，必須具備足夠的時間和完整的過程。   

水果理論：要能從零開始，自己播種栽種，完全是自己產出的。   

駕訓班理論：學開車的起步都是分項學習，並非一開始就直接上路。 

<本文摘錄自黃啟菱(未來 Family 記者) 2020-03-10 訪談報導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17417> 

 

 

 

 

  

↑每週心靈小語，邀請師生投稿登板！ 

→歡迎本學年的新進師長來到竹山高中！ 

 

                                      上映日期：2019-02-27                   

                                      片長：02 時 09 分                              

         官方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applausemovietaiwan     

                  信任 是全世界最有力的證詞                    

    律師楊淳鎬（鄭雨盛飾）加入了一家知名的法律事務所，為一名被

指控殺害雇主一家的女傭辯護，這樁謀殺案廣受媒體與社會關注，淳鎬

必須贏得官司才能成為事務所合夥人。然案發現場的唯一目擊證人林智

友（金香起飾）是一名自閉症少女，淳鎬必須想盡辦法讓智友敞開心房

出庭作證才能贏得官司。這兩個不同世界的人漸漸成為了朋友，但在案

情膠著的壓力下，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智友說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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