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一【題目就在生活中】──董宜俐《基測作文聖經》 

 

一、整理自己的生活經驗、閱讀經驗。（「繪我自己」的生涯故事、生涯築夢和「我的記憶小書」……） 

 

二、針對題目，改造素材應變： 

舉多數人都有的旅遊經驗為例，某生曾到烏來泡溫泉、羅東夜市享受羊肉湯，這些素材毫無 

疑問可寫入「遊××記」「最難忘的事」「日記一則」中；當題目是「幸福的滋味」，可針對冬天泡

溫泉、喝羊肉湯，特寫從頭到腳的暖意，是不可言喻的幸福；當題目轉為「給國外友人的一封信」，

烏來泡湯就是必遊的臺灣景點，夜市的羊肉湯就是別緻的臺灣小吃。  

 

三、轉化閱讀經驗，寫入文章： 

從國文、史地課文汲取養分，寫出事例或課外廣泛閱讀，摘要使用。當我讀到：曾割一塊腿

肉給晉文公煮湯喝的介之推被主公所遺忘，心中是一陣嚴寒。當我看到岳飛的滿江紅，讀到的是

一位充滿壯志的豪傑，最後卻被秦檜所陷害，令人心酸。當我閱讀文天祥的過伶仃洋，一位文人

充滿理想卻面臨國破家亡，心中是一聲嘆息。當我讀到伍子胥因殺父之仇，投靠他國，回攻母國，

甚至鞭打主公的屍體，心中真是充斥著無奈。這種種心寒、心酸、嘆息、無奈的心情，讓夏日不

再酷熱難當。《閱讀之樂》 

 

四、善用影像經驗，融入文章：角色類型、故事情節、經典對白、旅遊美食、節目介紹詞…… 

        人因夢想而偉大，這句話我是從一部電影中驗證的。電影＜十月的天空＞描述主角因居住地

而命定的一生，他的父親、鄰居、同學的爸爸……凡是住在那裡的人，從事的工作就是挖礦。主

角不想走入命運，他想追求自己的夢想，於是，他跟一群朋友躲起來研究，最後在老師和鄰居的

支持下，完成夢想。 

 

五、在作文棋局中，如何棋高一著？轉換構思文章的角度，營造畫面與氣氛，改變敘述法…… 

    薰風急急躍進房內，早上六點，天大亮，我便起床，打理好自己，便踏出家門，望學校走去。 

        一路上，豔陽高照，那駭人的烈陽高掛上空…… 

    西風緩緩踏入房內，早上六點，天微熹，我便起床，打理好自己，便踏出家門，望學校走去。 

        一路上，涼風徐徐，葉子紛飛，風好似母親溫柔的手…… 

    朔風冷冷跨進房內，早上六點，天仍黑，我便起床，打理好自己，便踏出家門，望學校走去。 

        一路上，寒意直撲，風就像死神，吸取我們的活力…… 

    春風冉冉步入房內，早上六點，天微熹，我便起床，打理好自己，便踏出家門，望學校走去。 

        一路上，微風宜人，晴空萬里，太陽溫和的給予大地生命力…… 

 

 

   

 

 

 

 

 

 

 



之二【書到用時有  下筆定如神】－－好好地看一本書    熊瑞英（聯考作文錦囊） 

 

一、書是百寶箱，裡頭涵蓋的東西很多。不管是散文、小說、戲劇或者是詩，都有可尋思咀嚼，讓人 

    感動、共鳴、警悟、觸發、成長而有智慧的地方。書裏的豐富知識、真摯情感、高貴思想、動人  

    情節、美好意境和廣闊的世界，都是生命的營養，十分寶貴。 

二、選一本書好好的看。不論讀的是大書還是小書，總要記熟書中重要或精采片段，如有佳句警言，

牢記熟背，也是不可少的功夫。這些東西多裝些在肚子裏，需要引證舉例的時候，便可以隨手拈

來，敘事也好，說理也好，能呈現出具體內容，增加說服力。 

三、看完書，務必要做的工作是：好好寫一份讀書報告。這一份心得報告，包含內容深究、形式深究、

心得和感想。 

    心得感想是讀了書之後的領悟，以及受到書的觸發，產生的感應聯想。寫心得感想，是訓練思考  

    的最好活動，可以培養組織、歸納、分析、辨別及自省的能力。透過寫心得感想，可以把紛亂的 

    思緒系統化，化零散為整體，對世間的人、事、情、物、理、法作深入的探討，並整理出正確的 

    看法和價值觀；還可以運用擴散思考的方式，培養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能力。 

四、看書，不能只看表面，要設法看出寓意和言外之意。譬如「西遊記」，就不能只當它是神仙妖魔 

    的故事。孫悟空在太上老君丹爐裏，悶燒了七七四十九天，在跳出丹爐後，便一腳將它踢翻洩憤。 

    結果取經時，遇上火焰山的麻煩。殊不知那座烈焰熊熊的火焰山，燒的正是他逞一時快意踢翻的  

    爐火？這一段故事，是在告訴我們：人生道路上的許多障礙，往往是自己造成的。種善因，得善 

    果；種惡因，得惡果。因果報應循環，不能全用迷信的角度看待。平日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怎能 

    不謹慎呢？如果怕了解不夠透徹，參考別人寫的評論和讀後感，收集起來，是擴大視野，使見解 

    深刻的好辦法。 

五、讀書的目的在「運用」。考前好好讀一本書的目的，更是希望在聯考的作文裏，派上用場。不過，  

    要怎麼用呢？ 

   1、作為文章的主體：譬如遇到「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一盞明燈」「最好的禮物」「改變我最大的 

      一件事」「書與我」等題目，就可以拿本書作題材，說明那本書的內容、精采的地方，對自己 

      的啟發改變影響。如果遇到「我的座右銘」「一句話的啟示」等，也可以選書中佳句來發揮。 

   2、作為引證比喻的材料：譬如遇到「讀好書、交益友」這個題目，在泛說了讀好書的益處後，再 

      舉出書中得到的好處來印證。寫「求知與力行」可以把書中的道理，應用在生活中的收穫，當 

      作例證。又如寫「改善社會的風氣，應從個人那一方面做起」你可以提出「宜先從讀好書做起」， 

      然後以這本書作例子，說明讀好書，便能釐清觀念，端正態度，明白事理，對社會的不良風氣， 

      有抵制及改善的作用。 

      又譬如看的是「西遊記」，很佩服唐僧取經的精神，寫「遠大的眼光，踏實的腳步」，訂定了人  

      生努力的方向，「用踏實的腳步」穿越過酷熱、苦寒、孤寂、艱險，完成了取經、譯經、普渡 

      眾生的偉業。 

      如果看的是「中華兒童叢書」裡的「醫學上大的發明」這一冊，其中法國的藍尼醫生，發明聽  

      診器，使人類心、肺的毛病，能夠早日發現的故事，就很適合「處處留心皆學問」這篇文章。  

      因為藍尼發明聽診器的靈感，是有一次，他看見一群小朋友，在一堆木材的兩頭玩聽聲音的遊 

      戲，他用紙捲成圓筒狀，聽到病人的心跳，後來逐漸改良完成的。可見處處留心皆學問。 

六、運用好書的方法，不勝枚舉，只要同學能好好的看一本書，認真的寫讀書報告，就能讓一本書發 

    揮它最大的效用。假使全班同學一人寫一本，再把每人寫的一本集成一冊，匯聚起來的寫作資源，  

    就十分可觀了。那麼「下筆如有神」還有什麼困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