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型四段寫作法 

１、高中入學寫作測驗的字數，大約：500～700，以四段最合宜，多者可達五段，但絕不能採三段。  

２、文章要重視比例，有人比喻為「鯉魚」，頭尾小，肚大。有人比喻：開頭像「鳳頭」，是全身 

  最精美的地方，所以開頭要能引人入勝；中間就像「豬肚」，內容多，材料豐富；結尾就像 

  「豹尾」，要強而有力，使人信服。所以，圖解上頭尾小，中間大，以六００字作標準，其 

  比例為 1：2：2：1。 

３、論說文分三部分，但不是三段。論說文開頭叫「緒論」，中間是「本論」，結尾是「結論」， 

  「本論」不可只採一段，最少二段。 

４、觀感印象：文章開頭千變萬化，論說、記敘、抒情，各有不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對那人、物、事、理、景，寫出自己的「觀感及印象」。它的優點是「穩重得體」。   

              缺點是缺少風趣、驚人之筆，但可穩拿分數，為閱卷老師所喜愛。 

５、事實證明：又簡稱為直接證明，在論說文，應舉故事、格言、證據、詩詞……等，加以證明， 

            使讀者明白。在記敘、抒情文，應具體詳寫，使讀者有身歷其境之感，如果把開頭當  

              成重點提示，那麼「事實證明」，就是詳細說明。 

６、輔助說明：一個立方體，要表現其立體感，必須是多面的；一件事要使人明白，也要多方面 

            說明，使人印象深刻，達到明白清楚。如果第二段是正面，那第三段該是反面或側面，  

              舉個例子來說──描寫一個人，不只描述外貌，也可從說話、動作、性格、環境來描  

              述。在論說文，這一段就是間接證明，可說是反面說明，寫別人的看法，設問再反駁，  

              也是文章呈現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高超境界，如此，文章就有了可讀性和說服性。 

７、感想希望：文章結尾的方法很多，如論說文，就有總結、呼應、勸諭、引結、疑問等常用方法。 

              在考場中，若不能靈活，則可採「感想希望」。「感想」是作者對前面所敘所論的總  

              結，扼要的結論，它是客觀的、理智的；而「希望」卻是對人、物、事、景、理，作  

              主觀的抒發期望和情感，它可以超越現實，超越時間、空間，由此，文章才有美和呈  

              現文字的特質。 

８、「陳老師山型四段寫作法」，完全符合各種文體的綜合性質：「事實證明」和「輔助說明」是 

  屬證據和說理部分，是客觀的消極的說明，使人信服；而「感想希望」是主觀的，積極的，有 

  引導思想行為啟示的目的。 

９、陳老師山型四段不是呆板的，而是有彈性的、靈活的，就像照規定藍圖設計的國民住宅，外觀都  

    一樣，但內部造設怎能一樣？ 

１０、「陳老師山型四段」，如果能先對作文的理論有一點概念，然後舉「範例」來說明，相信人 

   人在短時間內必能寫好有內容、有深度的好文章。 

 

 

 



 

論說文的寫法 

（一）立論要正確：立論是這一篇文章的理論基礎﹐也是這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立論正確是寫論說  

            文的第一個前提。 

（二）證據要充足：立論雖然正確﹐但是要別人相信你的主張. 看法是對的﹐還必須要提出證明。證 

                  明有很多方法﹐現在僅就事證. 言證. 物證. 譬喻四種﹐分別說明如下： 

1.事證：用歷史上的事實﹐以及現代所發生的重大而廣為人知的事實﹐作為證明。 

2.言證：用古今名人的言論. 著作﹐以及成語. 諺語等﹐作為證明。 

3.物證：用有關的物體﹐與自然界的定律等﹐來做證明。 

4.譬喻：如果沒有適當的證明可用﹐可以借用譬喻來作為證明。例如用鷸蚌相爭﹐來證明漁人之 

        得利。用緣木求魚. 守株待兔﹐來證明不可能達到目的。 

（三）說理要清楚：解說道理﹐辨正是非﹐一定要說得很清楚﹐叫人一聽就懂。別人才能了解文中的  

                  意義﹐接受這個意見。萬一不能運用推理的法則時﹐也要用客觀的態度﹐委婉地 

                  說明﹐把問題說清楚。 

（四）語句要簡潔：為了便於說理﹐使人一看就懂﹐所用的語句﹐最好力求簡潔。除非必要﹐儘可能 

                  不必加以描述﹐尤其不要像寫抒情文一樣﹐用細膩的描述﹐因為用細膩的描述﹐ 

                  會減弱語句的力量﹐妨礙語氣的通暢﹐不如不用為好。 

（五）結構要嚴謹：為了便於辨正是非﹐正反辯論﹐可以使用「起承轉合」的結構。在「承」段裡面﹐ 

                  說正面的理由。在「轉」段裡面﹐說反面的理由。在「合」段裡面﹐做總結。層 

                  次清楚﹐辯證明確﹐比較容易運用。 

             如內容較多﹐不方便使用「起承轉合」的結構﹐使用「前言. 本文. 結論. 」的結  

             構﹐論說也很方便﹐作文的時候﹐可以自由選擇使用。 

  

  

  ●拿反對的意見來強化自己的主張● 

  這是發生在日本的事情。 

  有一個村子裡的村民抓了泥鰍要進城賣，但是因為泥鰍很容易受驚嚇，如果

就這樣把牠們養在水箱裡，牠們很快就會死掉。村民用了各式各樣的方法，想要

讓泥鰍能活著送到城裡，但是都沒有用。有一天，有個村民想到把泥鰍和鯰魚放

在一起的方法。一開始，大家因為鯰魚會吃掉泥鰍，所以都反對，可是也沒有其

他方法了，最後大家只好姑且一試。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呢？這個方法竟然成功了！水箱裡的泥鰍全都滑溜溜地

動著。因為，泥鰍為了躲開鯰魚活下去，不斷地逃命而沒有時間去害怕，所以反

而活得好好的。 

  想一想泥鰍和鯰魚互相對立的關係。寫論說文的時候，如果你只是從頭到尾

把你的主張列出來，絕不是個好方法。你應該把你的主張和反對的意見互相做比

較、對照，才能寫出好的論說文。也就是說，在說明你的主張的同時，也要指出

反對意見的優點，以及錯誤的地方在哪裡，只要這樣做，就一定能夠寫出很好的

論說文來。 

  

 

 



 

小故事大道理─先敘後議之論說文／桃園縣慈文國中教師吳韻宇    【2006-01-04/聯合報】 

    在文章表達中，有時敘述、描寫、說明、議論等手法往往是交叉運用，很難截然分開，以致在論

說文中便有夾敘夾議、先敘後議等表現手法。我們談的先敘後議類的論說文，就是在文章的前半段先

藉由人物或事件的敘述，再論述自己的心得或道理的啟發。如此在嚴肅的論說基調下，便增加了一些

形象性和情感色彩，使文章免於空論平淡，而顯得具體生動，具有吸引力，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也易於為人所理解接受。  

    先舉例記敘再去說明道理，的確比傳統的「起、承、轉、合」方式的論說文活潑生動許多，對說

理較薄弱的同學，不妨嘗試這樣的寫作方式。不過這類型的寫法，仍需特別注意下列幾點：  

一、首先記敘的事例要真實可靠，可以寫自身的經驗，也可以觀察周遭事物，但切忌誇大不實，這樣  

    才能收到令人信服的效果。  

二、文中雖包含記敘及論說，但全文重點仍在論說部分，因此記敘的文字要簡明扼要，精準的抓住重 

    點，對於事例的敘述不做過多的描寫，以免喧賓奪主。  

三、最後論據為此類文體的重心，說明的道理一定要能深入，甚至推陳出新，獨創新見，如此才能達 

    到畫龍點睛之妙。  

四、建議全文結構不妨從外在客觀的敘述，再描述到自己相似的經驗情形，最後再寫出自己對此事的 

    看法及意見。  

【範例一】以「偶像」為寫作主題  

    首段可以先從社會上的偶像崇拜情形作客觀的描述，接著再敘述身邊的同學如何崇拜偶像？自己  

    的偶像是誰？欣賞他（她）何處？【以上為「敘」的部份】最後再提出對偶像的定義，或崇拜偶 

    像的看法，你贊成偶像崇拜嗎？你覺得偶像崇拜的利弊為何？【此處為「論」的部份】  

【範例二】以「羨慕」為寫作主題  

    有時文章也可以單純從個人生活經驗來取材。如「羨慕」：首段或許可以回想小時候，是否曾羨 

    慕過別人擁有過的東西？次段接著描述長大後的你，又羨慕他人什麼？是別人聰敏的頭腦？亮麗  

    的外表？還是幽默風趣的談吐？【以上為「敘」的部份】最後再說明你對「羨慕」的看法。你是 

    認為人應知足，「知足常樂」，「只有懂得珍惜身邊所擁有的，才是最富裕的人」；或是你認為「羨 

    慕」也沒什麼不好，因那也是另一股追求的動力。兩者不同角度的論述，可以擇一深入發揮。【此 

    處為「論」的部份】  

※基測未來的寫作趨勢，傾向於同學生活化的抒嘆，所以生活的觀察隨筆這一類的命題方向便愈加重 

  要。只要多觀察、多思考、多閱讀報紙上一些評論性方塊文章，相信你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就能更  

  上一層樓。 

------------------------------------------------------------------------------------------------------------------------------------------- 

【舉例說明法】：就是以列舉代表性的典型例子來說明事理、事物的寫作方法。運用例子說明，可以 

    使抽象的變成具體，使深奧的變成淺顯，使複雜的變成簡潔。例如「家鄉的特產」，這是指只有 

    你的家鄉才出產的，獨一無二的，別的地方少有的特產。就可以運用舉例說明的方式： 

1. 一提起黑珍珠蓮霧，馬上會令人想到屏東林邊鄉，筆直的海岸公路上，兩旁是結實纍纍的超甜

黑珍珠，令人垂涎三尺；一想到吃釋迦，馬上想到台東平原一望無際的釋迦樹，又香又甜的釋

迦化在嘴裡，連心裡都甜蜜了起來。一提起我的家鄉，大家就直嚷嚷著要到我的家鄉吃蓮子大

餐、喝蓮子湯、賞亭亭玉立的蓮花，因為我的家鄉是以「蓮」聞名的台南白河鎮。 

2. 又例如「愛」這個題目，用心感受就是「愛」，我們也可以舉例說明「愛」的重要： 

     鳥有一對翅膀，所以能遨翔於空中；魚有一對鰭，所以能優游於水中；同樣的，我有一顆心， 

     能去愛世上的有情萬物，感受世界的美好。因為「愛」，我們才算真正活在這個世界，一如泰戈 

     爾所說的：「生命裡注滿了愛，有如酒杯斟滿了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