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意取材 

一、所謂「文章立意」就是主旨的確立，也就是一個可以貫串全文的中心想法，最好是能找到適當的

寫作材料，給人新穎的感覺，或拉高層次，帶出令人深刻的想法。 

   1. 以「夏天最好的享受」為例，一般多答以吃冰、吹冷氣，若以「考完基測」為今年夏天最棒的 

      享受，可讓閱卷老師眼睛為之一亮。 

   2. 以「失去」為例，一般多以失去為題，若能另闢蹊徑，舉史懷哲在非洲的行醫生涯為例，他並 

      沒有失去，而是「獲得」，他「獲得了內心深處永恆的平安」，此是立意之奇。或引用侯孝賢最 

      好的時光全在舊時代，乃因其「失去，所以最好」。 

 

二、取材：先決條件，凡能凸顯主題者，雖小必取；反之，則雖大亦當捨。 

    原則有三：1. 化大為小，小者指周遭，愈是關乎自己的材料愈有動人的力量。 

              2. 化生為熟，熟者使其能巧，亦即能深化平凡事物。 

              3. 化淺為深。如聯合報「暗夜慈顏」一文，專寫母親的慈顏。作品中描寫童年某次節  

                 日夜間遊行，遊行隊伍行進至自家門口時，母親枯瘦的容顏在暗夜燈火的照耀下  

                 發亮。作者以極細膩的筆觸描繪母親的容顏，叩緊題文，成就一篇好文。 

 

三、立意取材的活動可以先行針對題目所提示的要項進行「腦力激盪」、「提問」或「條列」的練習，  

    讓學生儘快在草稿紙上寫下可以聯想到的幾個重點，然後再根據個別的重點列舉一些具體的相關  

    細節，最後則找出一個可以明確掌握並發展的重點，以此做為寫作的主要材料。 

 

四、寫一篇好的作文，審題立意、構思取材、編織結構、用字遣詞都非常重要。  

        審題應由「關鍵字」捉住出題方向，「一場及時雨」重點不是雨而是「及時」；「人生鵝卵  

    石」重點非字面的鵝卵石、石頭，在於引伸的「磨練、圓滑」之意。如果只繞著「雨」、「石」  

    打轉，就嚴重離題了。  

      如果是引導作文，要注意前言中規範的字數、文體等，若匆促看一次就下筆，可能弄不清題 

    旨。常見的是前言規範「請以個人自身經驗書寫」，學生沒看清楚，就舉國外的、社會的或古代 

    的例子，即使文筆再好，離題嚴重者，可能以０分計算。 

      第二步是構思，以輻射聯想向外擴散取材，如想到「景」，有遠、近、山、水、日、夜景； 

    「樹」有根、葉、花、果；描寫「人」可以寫外型、穿著、口音、待人、個性，想像可以無限延 

    伸。  

      構思蒐集素材後是取材。文章的題材不求多，要懂得取捨才不會流於拉雜。新鮮、特別、自 

    己印象深刻的都是文章素材，寫「第一次」，第一次騎單車跌倒、爬起到學會的歷程。求學過程  

    參與過特殊的活動、見聞、深刻的演說、看過的好電影、印象深刻的課本內容、名人軼事等，都  

    是好題材，可提高文章的飽滿度。  

 

【練習一】：98 年第一次基測寫作測驗題目是「常常，我想起那雙手」。考生應從「自己」的經驗、 

            想法出發，聚焦在「手」，從「手」的形象、相關事件、個人思想意念等進行敘寫、說 

            明，進而帶出那雙手與我的關係與情感。故本題的重點在於能否寫出「那雙手對我的意 

            義」以及延伸之情感的深度。  

            多數考生以敘事、說明手法行文，並以抒情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受與心情。由於從日常生 

            活中取材，因此大部分考生皆能選取相關材料發展，如：指揮交通的手、排球比賽中封 

            網的手、彈鋼琴的手、及阿媽虔誠合十的手等。 

            閱卷委員發現五、六級分多能在敘寫中表現「常常想起」所喚起的情感深度。例如：有 



            的從閱讀中看到杏林子飽受病痛「摧殘卻不輟筆的手」，深受感動進而激勵自我；有的  

            從父親作畫的手中體會到「在現實生活中執著夢想所付出的辛勞」；有的藉著掃墓追憶 

            阿媽那雙魔術師般的手。 

 

【練習二】：97 年第 1 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驗題目是「當一天的老師」。「一天」 

            是必須緊扣的寫作範圍，「當老師」是寫作重點。一天可以是「實指」：具體述寫「當 

            老師」那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情、從事的活動，並能抒發自己的感受、想法；也可以是「虛 

            指」：以「一天」為發想的引子，從某一天的經驗(含想像經驗)出發，抒寫自己的感想 

            或理念，內容不限於特定一天的活動，教學活動可在室內或戶外。「老師」包括從幼稚 

            園到大學、研究所的各科教師，也可以是家教、小老師、補習班老師等。 

            若文章能緊扣「一天」發揮，描寫身為教師的教學活動，說明對教育的感想，就可達一         

        般水準。若能生動描寫教學活動，闡發具啟發作用的教學理念，則級分可以提升。 

 

【練習三】：以「難忘的畢業旅行」來說明：回想那三天兩夜的時間裡，有那麼多流動的場景、話語、 

            人物和事件，要挑出哪一些場景或重點來做為串連文章的素材呢？「等待」的心情、「集 

            合」的景象、「特定景點」的描寫、「夜宿飯店」或「惜別晚會」的場景？如果照著這樣 

            的骨架敘述，這趟旅行一點也不難忘，也看不出你和別人的差異。 

            若由一個特殊的「感覺結構」來統整這個歷程，許多細節就會產生因人而異的變化。譬  

            如以「懷念或珍惜」做為文章的主軸，那麼事件的進行就有不同的重點：從書桌或牆上  

            一張畢業旅行的合照開始，就可以分別敘說前述各種場景的具體內容與感受，在大家共 

            有的畢業旅行的時間軸上，「懷念和珍惜」的感覺可以撿選出一些如寶石般在記憶中閃 

            耀的特殊畫面，串起一趟難忘的畢業旅行的具體經驗。因此，若要運用敘述來呈現一段 

            生命的歷程，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在某一段生命時間裡找到一個特定的主題，再從瑣碎平 

            庸的時間生活裡找到可以與主題相關的「感覺結構」或「價值生活」，並且盡量利用「感 

            覺結構」與「價值生活」片段上的種種具體細節，藉此鋪陳出那段特殊的經歷，以及在 

            這個歷程中個人的領會和改變。 

 

【練習四】：若要寫好一篇完整的描寫文，有那些具體的策略或原則可供參考？對於畫家來說，作畫  

            時必須先選擇一個適當的觀察角度，而寫作描寫文時，也是如此。這個選定的觀察角度， 

            會為自己的文章提供一個隱形的框架。說到觀察，就離不開兩件事：描寫者的「位置」 

            和「心情」。「位置」會決定並掌握到觀察，觀察的角度會被自己的「心情」左右拉扯。 

            朱自清的「春」、梁實秋的「鳥」、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都是用「位置」或「心 

            情」決定文章的框架、並帶動視線的典型例子。 

        一個畫面，一定有一個主體；一篇描寫文也一定有一個我們最想凸顯的主題。例如想把 

        操場顯現的「躍動的生命力」做為主題，那操場上人的活動、蟬聲、老樹、校狗、白雲、 

        風、甚至是風中飛揚的髮絲，都可能是文章延展、聯想的重點，而這些重點都是以「生 

        命力」為圓心來擴展的。 

 

 

 

 

 

 



鄉居情趣──鍾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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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前一片草坪，人們日間為了火傘高張，晚上嫌它冷冷清清，除了路過，

從來不願也不屑在那兒留連；惟其如此，這才成了真正是「屬於我」的一塊地

方，它在任何時候，靜靜地等候著我的光臨。 

    站在這草坪上，當晨曦在雲端若隱若顯之際，可以看見遠處銀灰色的海面 

上，泛著漁人的歸帆。早風穿過樹梢，颯颯地像昨宵枕畔的絮語，幾聲清脆的 

 

鳥叫，蕩漾在含著泥土香味的空氣之中，只有火車的汽笛，偶然劃破這無邊的

寂靜。 

    驕陽如炙的下午，我常喜歡倚在樹蔭下，凝望著碧藍如黛的海水，靜聽近

處人家養的小火雞在「軟語呢喃」。實在的，我深信無論誰聽了小火雞的聲音，

一定不會怪我多事──把燕子的歌喉，讓小火雞掠美。那有如小兒女向母親撒

嬌的情調，是這麼微細、婉轉，輕輕地開始第一個音，慢慢地拖長著第二個音，

短促地結束了第三個音，而且有著高低抑揚，似乎在向牠們的媽媽訴說甚麼。 

    新雨之後，蒼翠如濯的山崗，雲氣瀰漫，彷彿罩著輕紗的少婦，顯得那麼

憂鬱、沉默；潮聲澎湃猶如萬馬奔騰，遙望波濤洶湧，好像是無數條白龍起伏

追逐於海面群峰之間。 

    我更愛在天邊殘留著一抹桃色的晚霞，暮靄已經籠罩大地的時候，等著鴨

寶寶的歸來，差不多像時鐘一般準確──當上學的和辦公的都陸續回到家裏之

後，你可以看見小溪的那一頭，遠遠地有一個白點出現了，這就是我們惟一的

「披著白斗蓬的隊長」，領著它的隊伍正向歸途行進；漸漸地越游越近，一批

穿著背上印滿黑斑的淺褐制服的小兵，跟著它們的「隊長」，開始登陸，然後

一個個吃力地撥動著兩片利於水卻又不利於陸的腳掌，搖晃著顢頇臃腫的身

子，傻頭傻腦急急忙忙穿過阡陌，有時一不小心滑落到田裏，立刻勇敢地又爬

了起來繼續往前趕，惟恐會落伍似地；好容易繞道迂迴跑上了草坪，看見有人

站在門邊，一個個又鬼鬼祟祟偏過頭去，商量不定。直到你離開了所站的地方，

走得遠遠地，它們這才認為威脅已經解除，可以安全通過，然後一窠蜂地湧進

了大門。 

    柔和似絮、輕勻如綃的浮雲，簇擁著盈盈皓月從海面冉冉上昇，清輝把周

圍映成一輪彩色的光暈，由深而淺，若有還無，不像晚霞那樣穠艷，因而更顯

得素雅；沒有夕照那麼燦爛，只給你一點淡淡地喜悅，和一點淡淡地哀愁。 

    海水中央，波光瀲灧，跟著月亮的越昇越高，漸漸地轉暗，終至於靜悄悄

地整個隱入夜空，只仗著幾處閃爍的漁火，依稀能夠辨別它的存在。 

    你可曾看見過月亮從烏雲裏露出半個臉兒的情景？我彷彿在黃昏的花園

裏看見過──一朵掩藏在葉底的嬌媚的白玫瑰，然而不及月的皎潔；又彷彿在

古畫裏看見過──一個用團扇遮面含羞的少女，可是不及月的瀟灑；那麼超然

地、悠然地在銀河裏凌波微步。 

    海風吹拂著，溪流嗚咽著，飛螢點點，輕煙縹緲，遠山近樹，都在幽幽的

蟲聲裏朦朧睡去，等待著另一個黎明的到來。 

全文分析  

時間 早晨→下午→傍晚→晚上 

地點 站在草坪上→倚在樹蔭下→等在門前→不指明地點 

看 天（太陽、晚霞、月亮）→海（船、水、濤、光）→陸（山崗、鴨群等） 

聽 風聲→鳥鳴→汽笛聲→小火雞叫 

結束 感、聽、看交織 

──作文的科學方法 

 



落花水面皆文章──談取材的重要及方法／復興高中俞牡丹老師（節錄自翰林文苑第十八期） 

 

一、文章材料何處尋：文章的取材，就像媽媽準備晚餐前的採購過程，想要做菱角排骨湯，就要先買 

    菱角和排骨；想要做大蒜燒雞，就要買大蒜和雞肉，至於豬肉、魚等，可以略去不買。材料可以 

    說是寫作的基礎，有豐富的材料才能寫出精彩又有內涵的作品。在下筆前，應該先做好「採購」 

    ──取材的功夫。自然界的人、事、物只要你多留意，到處都是寫作的好材料。 

 

二、取材的方法： 

    1.從生活環境中收集：「生活」是寫作的主要材料，所以自身的經驗就是很好的資源。一般人生 

      活範圍中有家庭親情、校園師生之情、同學之誼，對社會現象，如果細心體會，也可以萃取許 

      多豐富的內容。例如：描寫童年的跳繩回憶，可以如此形容：「跳繩的遊戲非常多，除了一般 

      單人跳、雙人跳，還有二迴旋、小皮球，或者乾脆大家一起跳……等數也數不完，花招百出， 

      任君創造。我最喜歡和媽媽一起雙人跳，繩子馴服在媽媽手中，看起來安全極了，再加上每一 

      跳都跟著媽媽慈愛的眼神，就像躺在夢幻中般幸福。」所以平時可養成寫小日記的習慣，大約 

      一、二百字，敘述一個事件或一種心情，久了，便會有許多精彩的資料。 

 

    2.從課本中收集：從小學到中學，從國文英文到地理歷史，每天接觸到的教科書，其實是我們寫 

      作很好的材料。課本中的格言佳句、偉人及時代故事、自然科學中有關生命的奧祕、大自然的 

      法則等，甚至連數學公式，都可以是寫作的材料。例如渡也〈手套與愛〉，就是英文和寫作結 

合的例子：桌上靜靜躺著一個黑體英文字／glove／我用它來抵抗生的寒冷／她放在桌上的那 

雙黑皮手套／遮住了第一個字母／正好讓愛完全流露出來／love／沒有音標／我們只能用沉 

默讀它／她拿起桌上那雙手套／讓愛隱藏／靜靜戴在我寒冷的手上／讓愛完全在手套裡隱藏 

      兩個英文單字，g l o v e 和 l o v e，就可以做出一首意象豐富的新詩，所以說就只怕你不下筆， 

      不動腦，不然材料到處可摭取。 

 

    3.從報紙、畫刊、電視中收集：平常接觸到的報紙雜誌中，有許多精彩的文章和專題報導，電視 

      中也有許多奇風異俗的介紹，都可以適時引用，豐潤文章的內涵。所以平常養成收集佳句及資 

      料的習慣，看到特殊的介紹或報導，就可以馬上抄下來，久而久之，就有豐富的資料庫了，甚  

      至連捷運、公車、火車站或街道兩旁的廣告、招牌、告示語，也是收集的對象。 

      例如有這樣一篇文章：「『天哪！怎麼會有這種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新聞時，所發出 

      的驚訝聲。不錯，一位獸醫師說他曾在動物園裡解剖過一隻病死的鴕鳥，居然在牠體內發現七 

      十個易開罐拉環。試想：如果你我的肚子，天天被銳利的鋁片刮來割去，怎麼活得下去？」 

 

    4.從旅遊參觀中收集：參觀旅遊，增廣見聞，是增加寫作材料的好方法，所以有許多作家總是喜 

      歡到處旅遊，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人文風俗。可以利用假日到臺灣各地旅行，學校所舉辦 

      的郊遊、參觀，都是可以收集材料的方法。增加生活經驗，不僅用眼睛看，更要用心來看，用 

      筆來看，相信寫出的作品自有個人獨特風格，歷代文人不都是在遊玩中體悟到人生哲理嗎？文 

      學創作是種審美活動，只要你能將完美的東西記錄下來，那就是「美」。 

      例如：「臺灣玉山有一種圓柏，生長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貧瘠的山稜上。高山的氣溫，冬天會  

      降到零下十度，而夏天往往高達四十度，臺灣的夏天又多颱風，而稜線無遮蔽，連岩石都會被 

      狂風暴雨蝕解崩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玉山的圓柏把它的根深深紮入岩塊礫石中，穩固自 

      己，吸取養分，依舊長得盤曲夭矯，清榮峻茂。」（選自《揭開作文的奧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