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段雋永有力】 

    寫作一篇文章，不但要開頭新穎引人，正文充實生動，而結尾也一定要精彩、漂亮，正如演戲一  

    般，最後的戲，一定是最精彩的壓軸好戲；這樣才能滿足讀者，給他們留下深刻的美好的印象。 

  

一、總結法：文章在結束的時候，綜合全篇文章的意思，歸納出結論，或點出全文的主旨，作有力的 

            總結。通常文章在結尾的時候，常有「總之」、「由以上幾點看來」、「由此可見」、 

            「所以」都是運用這種方法。 

   １、風輕輕的吹著樹枝榕樹的長鬚搖擺著，樹葉發出沙沙的勝音好像在說：「我愛別人別人也愛 

        我…。」（老榕樹） 

    ２、以上這些國家的國花，無論是山楂花、薔薇、櫻花、百合、睡蓮、橙花、嬰栗花、相較之下  

        都比我們的國花遜色。而且在寒冬的霜雪中一枝梅花的開放，透露了冬天將去春天將來的消  

        息；給我們國家帶來光明的希望尤其寓有深切的意義。（我們的國花） 

  

二、前後呼應法（應起法）：文章在結尾時回應開頭，與開頭形成前後呼應，不但能使主題鮮明深刻， 

                         文章首尾圓合，而且能令人讀來餘音繞樑回味無窮。 

１、開頭：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  

          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結尾：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２、開頭：沒有風也沒有雨，晨曦從東方一片紫色的雲裡，洒向大地，這時，我坐在淡水河邊的 

          草地上翻閱著一個亡友的遺作──凌雲集。（他活在人民的心裡） 

        結尾：我回想到這，睜開眼，看著前面的淡水河，那滾滾流著的像是他哭泣的淚水。 

３、開頭：蘆溝橋，中國抗戰的開始地，是多麼響亮而神聖的名詞，不但在中國連初小一年級的  

          學生都知道它，即使在國外也無人不曉。（蘆溝橋的獅子） 

        結尾：蘆溝橋，這響亮而神聖的名字，永遠烙印在我心中，永遠烙印在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     

  

三、引語法 

   １、朋友，告訴你一句話，世界是母愛建立起來的，讓我們一起歌唱母愛的偉大。（母愛） 

    ２、古人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句話中間，我們應當注意  

    「昨日死」、「今日生」六個字。壞的我，在昨天已經死了，從今天起，便不再做壞事；好  

        的我，今天才生，從今天起，就要做好事。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假使想要成 

        佛，而不能立刻放下屠刀，那成佛的希望，不過是幻想罷了。（從今天做起） 

 

四、問答法（設問法） 

   １、你希望別人喜歡你嗎？那麼你要先喜歡別人，你願意別人尊重你嗎？那麼你要先尊重別人！ 

        （愛與敬） 

    ２、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 

        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才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最苦與最樂）  

  

五、懷念法：結尾時, 用回憶題目中的主要人、事、物或景，來抒發懷念的情感，有感人肺腑、引人 

            共鳴的效果。 

１、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懂得諦聽了，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年，我站在一處擠滿人群的 

    海灘上，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那群山的抽泣，哭訴著要我不要離開。這多少年來，我也一 

    直在聽那群山對我的呼喚，呼喚我的名字要我早點回去。（諦聽） 



２、現在我抬頭望蔚然的天空，朵朵的白雲後面彷彿出現我那雪白長鬚的外祖父，他在對我微 

    笑，也對這個世界微笑。（外祖父的白鬍鬚） 

  

六、感想、啟示法：結尾時，針對主題來抒發內心的感想或啟示，點出題目的主旨或引伸題意。 

１、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靜，那微弱的聲音「姊姊抱我」一直在我的耳中響起，我真 

    想再回去抱一抱那些天真可憐的孩子們，但又急切的希望馬上回到家中，投進媽媽的懷抱  

    裏，告訴媽媽「我是多麼的幸福」。（參觀育幼院） 

２、我愛基隆的雨景，更愛午夜的海嘯，豪雨會洗滌大地的污跡，海嘯會喚醒那些醉生夢死的人。 

    （雨港基隆） 

   ３、我從這件事情上得著一個教訓，就是凡是第一次總是難的，第一次克服了困難，有了經驗、 

        信心、以後遇到別的困難，對付起來就容易了。（廬山憶遊） 

    ４、我十幾歲就無家可歸，並未覺其苦。十幾年後，祖國已破，卻深覺出個中滋味了。不是有人 

        說：「頭可斷，血可流，身不可辱」嗎？我覺得，應該是「身可辱，家可破，國不可亡。」 

        （失根的蘭花） 

  

七、希望法：文章結束時，針對整篇文章，寫出自己內心的希望或願望來作總結。通常與感想法並用， 

           先寫感想，接著寫期望。 

   １、對我來說，只要能夠做到下面的事，就不再感到遺憾了：去沈思那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祕密； 

        去思考那宇宙奇妙的構造；並謙卑地試著去了解那在大自然中所展現的知識的最小部分。（我 

        心目中的世界） 

    ２、我們雖不敢希望個個人能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氣概，但至少 

        要有陶侃，格蘭斯頓的勤懇、不懈的精神。我們雖不見得有什麼大苦好喫，但至少要革除一 

        切奢侈、浮靡的不良習慣。做人要從喫苦做起，喫苦要從細微處做起。喫得苦中苦，做得人 

        中人；這是對於諸位的一點頁獻。（享福與喫苦） 

    ３、希望我們都能好好利用我們這份得天獨厚的本能。不但能為可喜可樂的事情笑，而且能進一 

        步對可氣可惱的事，也一笑置之。不過份的認真，不鑽牛犄角。這樣我們大家就都可以多活  

        些年，多看一看這個充滿了笑料的花花世界。（笑） 

  

八、鼓勵法 

   １、你的眼睛是窗戶，要向著溫暖的陽光打開呀！要向著廣大的世界打開呀！要向著光明的前途 

        打開呀！（打開你的眼睛） 

   ２、朋友！只管過去吧！不必逗留著採拾路畔的花朵來保存。一路上，花朵自會繼續地開放哩！ 

        （路） 

    ３、朋友們！把握住現在，不要理會時間，也不要管環境的坎坷。路是人走出來的，如果我們繼 

        續向前，有生之年，決不停止，也不徘徊瞻顧，我們一定能到達一個常人不易到達的境界！ 

        （永不會太遲） 

  

九、讚美法 

   １、凡是到過橫貫公路參觀過的中外人士，無不一致讚美：這是一條勝利之路，也是一條成功之 

        路。（東西橫貫公路） 

   ２、在蔓生植物裡，凌霄、藤蘿是美麗的，葡萄、西瓜是迷人的，菟絲、牽牛是潑辣的，可是比 

        起落花生來，都像缺少了些什麼。落花生在平凡中有雄奇，在渺小裡有偉大。（落花生的性格） 



好用 3 招 漂亮結尾 

    嘉義市南興國中莊淑翔老師教學生用「歸納法」、「抒發感想法」、及「自我期許法」，為文章

漂亮結尾。 

 

１、結尾的方式以「歸納法」最簡單，回頭把前面幾段寫了什麼，再總括、歸納一下，就是結尾了， 

要特別注意的是，不要重複前面使用的字詞，最好改用同義、但字面稍有不同的說法。 

    以「什麼是我快樂的泉源」為例，採用歸納法結尾就可以說： 

        簡而言之 (或總之)，快樂的方法雖有很多，但在球場上揮灑汗水，就是我快樂的泉源；它是 

        我生活中最快樂的感受，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２、可採用「抒發感想法」來結尾，例如「是輸是贏都不重要，享受打球的過程才是一切。」此時也   

    可善用推己及人法，如「我已找到快樂的泉源，但願普天之下，大家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泉  

    源。」 

    由於許多例題，都是回憶過去的事物，如「一張舊照片」、「一次難忘的經驗」、「影響我最深 

    的一句話」，因此，抒發感想也可循著過去、現在、未來這條時間軸來走，比如說，「這句話過 

    去幾年來都激勵著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相信未來我仍將以此為座右銘，持續向前。」 

 

３、另外一種很好用的結尾法是「自我期許法」。老師們都很希望看到學生正向積極地自我期許，而  

    不是無謂抱怨，因此，自我期許結尾法常能得到閱卷老師的青睞。 

    「自我期許法」也有三式，可期許自我的提升，如將來我要更努力等，也可期許回饋他人，如體 

    諒父母的辛勞、有能力要幫助他人，或是勉勵呼籲，如「希望大家都能更重視環保」之類的。從 

    「自我」、「他人」到「大家一起來」，結尾就很漂亮。 

    範例：作家杏林子「生命、生命」一文結尾 

          「從那一刻起，我應許自己，絕不辜負生命，絕不讓它自我手中白白流失。不論未來的命 

          運如何，遇福遇禍，或喜或憂，我都願意為它奮鬥，勇敢地活下去。」 

 

４、結尾時再回頭看看第一段寫了什麼，前後呼應一下，或用格言、諺語來結尾，都相當有力。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310/2/bdy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