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 

課程與教學季刊  2010, 13(3), 頁 193～218 

 

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互動引導互動引導互動引導互動引導作文網站作文網站作文網站作文網站 

對學生寫作之研究對學生寫作之研究對學生寫作之研究對學生寫作之研究 

 

黃思華黃思華黃思華黃思華*  劉遠楨劉遠楨劉遠楨劉遠楨**  謝筱梅謝筱梅謝筱梅謝筱梅***
 

本研究建置了一套互動式引導作文網站，欲了解此作文網站對學生的寫作

能力及寫作興趣所產生的影響，寫作教學的引導是以「限制式寫作」題型作為

引導方式，研究對象為桃園縣某國中一年級的兩班學生。研究結果發現：互動

式引導作文網站「更明確的引導」及「結合範文與寫作教學」的功能對於學生

寫作的「立意取材」及「結構組織」的能力有顯著的影響，對於學生寫作的興

趣亦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本研究並提出建議，作為作文網站對於中學生寫作教

學的應用，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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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寫作是一個人語文能力的最高表現，也是現代社會所強調的溝通表達管道

之一（洪月女、靳之勤，2008）。專業和學術的成功，亦有極重要的一部分是依

賴寫作的能力（Cho & Schunn, 2007）。寫作的能力可說是國文領域培養的重點，

也是各學科領域學習的必要基礎能力，其對學業成就的影響隨著年級的升高而

有愈來愈大的趨勢（周鳳如，2007）。教育部（2003）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中更是提到，國語文教學的基本理念，是期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

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

智和解決問題。但自民國九十年基本學力測驗起，國民中學國文科僅考選擇題，

將作文測驗廢除，在考試領導教學的趨勢之下，寫作不再受重視，國中生的寫

作能力便逐日退步；陳瑞堂（2006）提到，因為廢考作文與科技媒體的快速發

展，使學生逐漸失去閱讀思考習慣及對文字的掌握度，而網路火星語言的風行，

更表現出新世代學子在語文表達能力上的嚴重退化。可見學生們要寫出一篇能

夠表情達意的文章是日益困難了。 

然寫作不僅是現代公民必須具備的基本溝通能力，同時也是輔助其它科目

學習的基本工具（黃春貴，2001），及促進學習、思考與發現的一種方式（Emig, 

1977）。仇小屏（2005）提到，「限制式寫作」是新型作文中的一種，相較於另

一種「引導式寫作」的不同，是在於題目的說明，不但是引導也是一種條件的

限制，藉此明確的引導，又可鎖定寫作中的某項或幾項重要能力，要求學生據

此寫作，引導精細具體又能作階段練習，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培養能力。隨著資

訊社會的來臨，人們利用網際網路的特性突破時空方面的限制，在寫作上可以

即時且方便地獲得所需要的資訊，接受來自不同觀點的回應與意見，提供彼此

互相溝通、討論互動的機會，更可提供學習者一種新型式的寫作學習方式（Yang 

& Chan, 2008）。Ligorio、Talamo 與 Pontecorvo（2005）的研究發現，互動的寫

作模式，可以增進學生寫作的動機。Jang（2008）更提出，寫作與網路科技的

結合，對知識的建構有很大的幫助。 

本研究建置一個以限制式寫作為基礎的作文教學互動網站，希望能透過網

站中互動引導功能，將「限制式寫作」教學透過更好的媒介，輔助學生掌控自

我的寫作學習，更藉由網路的便利性，對寫作過程和文章作品有更多反思，讓

寫作不再只是天馬行空，或是為賦新辭強說愁，等到需要明確表達想法時卻又

不知所云。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建置一個以「限制式寫作」題組的互動引導

作文網站輔助學生練習寫作，並期能效影響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寫作興趣。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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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互動引導作文網站教學之學生與傳統紙筆寫作教學之學生在「立

意取材」上的差異情形為何？ 

(二)接受互動引導作文網站教學之學生與傳統紙筆寫作教學之學生在「結

構組織」上的差異情形為何？ 

(三)接受互動引導作文網站教學之學生與傳統紙筆寫作教學之學生在「遣

詞造句」上的差異情形為何？ 

(四)接受互動引導作文網站教學之學生與傳統紙筆寫作教學之學生在「整

體寫作能力」上的差異情形為何？ 

(五)接受互動引導作文網站教學之學生與傳統紙筆寫作教學之學生在「寫

作興趣」上的差異情形為何？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寫作表現要素寫作表現要素寫作表現要素寫作表現要素 

閱讀與寫作是我們賴以學習的重要能力，也是我們跟他人溝通與分享經驗

的重要途徑（洪月女、靳之勤，2008）。根據 Vygotsky（1978）的論點，寫作

是第二順位的符號系統，因為文字代表說出的話語，而此種說出的話語即在將

感官印象表徵是有意義的言語。江惜美（2007）認為寫作是思考能力的鍛鍊，

透過一系列的文字，用以表達個人的思想、情感、想像等。一篇文章完成之後，

必須能有效地表情達意，並使讀者領會，才能算是一篇通順的好文章，也才能

進而讓人理解及欣賞；為了寫出一篇好文章，自然就有一些標準可以依循（謝

筱梅、劉遠楨，2008）。曾芬蘭（2007）提出寫作評分規準依次為立意取材、結

構組織、遣詞造句和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Englert、Yong、Dunsmore、Collings 

與 Wolbers（2007）亦提出寫作主要評分特徵標準，得分由零級分至三級分依

次漸佳，評分內容為： 

(一)對文章主旨的介紹：能以文句清楚地敘述主旨、文章主題和文章結構。 

(二)介紹許多層面：能清楚且完整地涵蓋主旨的各層面，還能點出有關主

旨的相關層面。 

(三)在各層面中陳述的深度：能夠清楚連貫地敘述出各層面之內容，而且

對於主旨的陳述論點也有充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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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各層面中陳述的廣度：能提供一致而完整的資訊陳述各主要層面，

且不要出現無關或乏味的敘述層面。 

(五)結論：能清楚地依據原先有關主題的陳述而下完整的結論。 

(六)整體組織架構：包含三個部分─主旨介紹、兩段到三段的重點描述，

以及結論。 

另外，陳滿銘（1994）提到評分標準重要性依序是：內容（含審題、立意、

取材）、措辭（含文法、修辭）、結構（含章法、布局）和書法標點及其他。因

此，歸納上述，本研究設定之寫作表現要素為「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

詞造句」的能力。 

二二二二、、、、寫作認知歷程寫作認知歷程寫作認知歷程寫作認知歷程 

Flower 與 Hayes（1981）所提出的寫作認知歷程理論，是歷來寫作認知過

程研究中最受重視，且引發探討最多的。Flower 與其研究團隊以放聲思考法

（thinking aloud）探究個體寫作時的內在心理活動，讓受試者一邊進行寫作一

邊將心中的想法說出來，接著，將這些口語資料轉譯為文字進行原稿分析

（protocol analysis），並費時五年提出寫作模式的架構，如圖 1 所示： 

(一一一一)寫作環境寫作環境寫作環境寫作環境 

指會影響到寫作者寫作表現的任何外在環境因素，包含了修辭問題、題目、

讀者和刺激線索，以及目前文章已完成的部分。 

(二二二二)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寫作者的長期記憶 

指寫作者儲存在長期記憶中和寫作有關的知識，包含主題知識、和讀者對

象有關的知識，以及寫作計畫的知識。 

(三三三三)寫作過程寫作過程寫作過程寫作過程 

分為「計畫」、「轉譯」和「回顧」三個階段，而且都在個體的「監控」下

進行，更清楚的說明如下： 

1.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旨在「設定目標」、「產生內容」和「組織內容」（童丹萍，2005），即

下筆之前的統籌運思。 

2.轉譯轉譯轉譯轉譯：：：：指在寫作時能將內心的想法轉譯成為文字的過程（Berninger, Fuller & 

Whitaker, 1996），即下筆為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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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顧回顧回顧回顧：：：：此歷程包括檢查和修改，目的在評估寫出的內容是否符合原先的目標

以進行增刪修改，改善文章品質（童丹萍，2005），即文章撰寫完之後的再檢

核。 

4.監控監控監控監控：：：：上述三個寫作階段都會在個體「監控」之下完成，寫作者進行寫作時，

常會以思考監控自我目前的過程和進度，用以修正文章的內容，維持文章表

現的品質。 

 

 

圖 1 Flower 與 Hayes 的寫作認知歷程模式圖 

 

本研究強調寫作過程中，如何引導學生寫作前的「計畫」，使之順利「轉譯」

下筆，並且能「回顧」檢查或修改自己的文章，且在過程中能在「監控」下循

環反覆這些過程。 

三三三三、、、、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限制式寫作 

「限制式寫作」一詞是由陳滿銘教授擔任召集人的「國家考試國文科專案

小組」所提出，於 2002 年由考選部編印為《國家考試國文科專案研究報告》。

仇小屏（2005，頁 6）提到定名為「限制式寫作」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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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命題方式可鎖定能力來命題以便讓學生訓練，主要可鎖定寫

作中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一或兩、三種能力加強訓練，也

讓評分標準較客觀；另一方面而言，『限制』即『引導』，因為能針對所

欲訓練的能力作出清楚的規範，所以比純粹的『引導式寫作』更適合在

教學時易於針對某些能力集中加強，進而提升其寫作綜合能力。」 

「限制式寫作」跟傳統寫作的完整式、開放式、獨立式的命題法不同，乃

是有較長的文字說明、較多的條件限制，提供了特定的寫作材料，也常指出特

定的寫作方式（陳正治，2007）。仇小屏（2005）提到，「限制式寫作」是新型

作文的一種，但相較於「引導式寫作」之不同，是在於其題目說明，不但是引

導也是一種條件的限制，藉此明確的引導，又可鎖定寫作中的某項或幾項重要

能力，要求學生據此寫作，引導精細具體又能作階段練習，讓學生循序漸進地

培養能力。李靜雯（2006）認為，「限制式寫作」鎖定「一般能力」、「特殊能力」

中的一種或兩、三種能力來設計題目，「由點到面」，漸進式地全面提升寫作能

力。 

本研究採限制式寫作來強化國中生的寫作能力，讓學生在面對寫作時，能

夠循序漸進學習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的能力，也希望能藉著每次的

寫作練習，讓學生們更有寫作的興趣。 

四四四四、、、、網路網路網路網路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對寫作教學之相關研究對寫作教學之相關研究對寫作教學之相關研究對寫作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學習型態由封閉式組織擴展到虛擬開放式的學習環境，學習者得以在不

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下，進行網路學習活動，這種透過電腦網路參與學習活動

的方式，不僅改變了人們原本的學習方法，也為人們帶來許多學習上的便利，

提供了更豐富、多元化的資訊（陳明溥、莊良寶、林育聖，2002）。電腦網路對

於寫作學習之輔助，亦產生了佷大的幫助，Liu、Moore、Graham 與 Lee（2003）

指出，用電腦來學習語文對學童的幫助是很大的。Snyder（1994）研究發現，

當學生運用電腦寫作時，教師較能輕易地轉換成輔助者的角色，學生也比較有

獨立性不會完全依賴教師。Patterson（2006）肯定當學生運用網路寫作時，網

路能提供更多輔助元素，若能配合教師有意義的教學引導，學生在學習寫作新

知或技能時能更迅速便捷。所以在進行網路教學時，必須要有良好的教學引導，

學生才能更有效地獲得學習，也可利用電腦網路的便利性，在練習的過程中，

更即時地搜尋答案及獲得回饋。 

Yang、Ko 和 Chung（2005）在亞卓市上設立寫作網站，名為「挑戰寫作迷

宮」。此網站沒有明顯的教學，目的是透過網路上同儕的互動，包括共同創作，

使小作者有機會彼此觀摩、批改與挑戰，期藉此提升小學生寫作興趣和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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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邀請一位兒童文學作家駐站，提出各種主題並加以引導後，和參與者一起

創作。為幫助小作家理解作文標準並達到反思目的，研究者設立評分機制與有

效的評分標準（柯華葳，2004）。在沒有特定教學下，因有駐站作家的引導、挑

戰性的題目和互評的機制，有投稿次數多，參與互評多，得到駐站作家評「good」

多的趨勢（Yang, Ko & Chung, 2005）。 

Englert 等人（2007）亦提到，運用電腦網路寫作有可直接利用線上辭典查

遺忘的單字、自動文字校正、即時給予學生作品回饋等功能，學生的寫作能力

在經過電腦網路的輔助應用之下，能有所改善與顯著進步。Goldberg、Russell

與 Cook（2003）研究指出，學生在運用電腦進行寫作時，寫作內容會較長，而

且也比較會修正他們的文章，特別是對寫作能力沒有那麼優秀的學生們而言，

可使他們的寫作能力得到改善。 

本研究建置以限制式寫作為基礎的作文教學互動網站，讓學生有題型練習

的互動，循序漸進地練習，也可以得到練習的回饋。網站設計之靈活性，能提

升練習成效，同儕們也可以利用此網站觀摩其他同學的作品，真正發揮利用作

文網站進行教學之功用。 

 

叁叁叁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桃園縣某國中一年級學生，兩班學生分別作為實驗組

及控制組，詳細班級人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分組人數 

教學組別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實驗組（作文網站寫作） 15 17 32 

控制組（傳統紙筆寫作） 18 17 35 

 

二二二二、、、、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進行，首先針對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寫作興趣進行前

測，其中一班學生為實驗組，以「限制式寫作」設計的題組，在作文網站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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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動引導，讓學生進行練習及寫作；另一班為控制組，同樣以「限制式寫作」

題組引導，但練習和寫作都以傳統紙筆書寫進行，經過十週的寫作課程後，再

以「作文評分量表」及「寫作興趣問卷」了解學生寫作能力和寫作興趣前後測

分數的差異。 

三三三三、、、、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本研究希望藉由作文網站發揮教學效果，以準實驗研究得到更客觀且有效

的推論。為了探討運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進行寫作教學對學生寫作的影響，只

以不同的教學模式為自變項，亦掌控其他與實驗結果無關的控制變項，以學生

寫作能力及寫作興趣的改變為依變項，實驗變項表及各變項的說明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實驗變項表 

 

表 3 研究變項說明表 

研究變項 內容說明 

自變項 

教學模式設計： 

1. 實驗組：學生以互動引導作文網站練習及寫作。 

2. 控制組：學生以傳統紙筆練習及寫作。 

依變項 

1. 寫作能力：指學生接受作文評分量表，在前後測所得之分

數，量表分為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三個向度。 

2. 寫作興趣：指學生接受寫作興趣問卷所得之前後測分數。 

控制變項 

1. 教學內容：兩班都以「限制式寫作」題組引導，學習單設計

的練習題組都相同。 

2. 教學時間：兩組學生每週進行一堂作文課，共進行十週，練

習五個寫作題組。 

3. 學生年級：皆為國中一年級普通班學生。 

4. 教師專業：兩班學生由同一位國文教師授課。 

5. 引導方式：兩班學生皆先以學習單作為引導，教師會先解釋

學習單的題目，再讓學生進行練習。 

 

自變項（教學模式） 控制變項 依變項（學習結果） 

實驗組 

（以互動引導的作文網站練習及寫作） 

控制組 

（以傳統紙筆練習及寫作） 

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學生年級 

教師專業 

引導方式 

寫作能力 

寫作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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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一一一一)作文試卷前後測題目作文試卷前後測題目作文試卷前後測題目作文試卷前後測題目 

利用作文試卷進行前後測，評估出學生的寫作能力，讓兩組學生在一堂課

（45 分鐘）的時間中完成作文試卷的題目，題目採用新型作文的命題方式，前

測和後測的題目必須不同，也必須是沒有寫過的題目，才不會讓學生有練習過

的因素干擾，不過前測後測作文試卷題目的難度要相同，且在學生寫作時可以

運用到的文體要有差不多的類型，如此規定的作文試卷，才較能夠在準實驗研

究進行之後做出有效的評量。 

 

(二二二二)作文評分量表作文評分量表作文評分量表作文評分量表 

本研究的作文評分量表有三個重要的向度，分別為「立意取材」、「結構組

織」和「遣詞造句」。「立意取材」強調學生寫作時能切合題旨，選擇合適素材，

表現主題意念；「結構組織」強調學生寫作時能首尾連貫，組織完整篇章；「遣

詞造句」強調學生寫作時能精確流暢使用本國語文的詞語並造句。本研究的作

文評分量表以五點量表設計，1 分是很差，2 分是略差，3 分是普通，4 分是略

好，5 分是很好，共二十題，滿分為一百分，第 1～8 題是「立意取材」的評分

項目，第 9～14 題是「組織結構」的評分項目，第 15～20 題是「遣詞造句」的

評分項目，詳見「附錄一」。本研究請教國文相關的專家檢驗此量表的效度，以

求此作文評分量表之正確效度，在研究中用以更客觀評量出學生的作文前後測

試卷分數。 

(三三三三)寫作興趣問卷寫作興趣問卷寫作興趣問卷寫作興趣問卷 

本研究採用並增修郭祖珮（2003）的寫作興趣問卷，包括「寫作的習慣」、

「對課程的喜好」與「對寫作的感受」。問卷共十題，第 2 題和第 9 題是反向計

分題。本研究將回答改為五點量表勾選，1 分是非常不符合，2 分是有點不符合，

3 分是沒感覺，4 分是有點符合，5 分是非常符合，又多增加一題開放性的問題，

詳見「附錄二」。前後測使用相同的問卷，以測出學生在寫作興趣上的改變。 

(四四四四)互動引導作文網站互動引導作文網站互動引導作文網站互動引導作文網站 

本研究以限制式寫作為基礎，寫作練習是在「寫作園地」的寫作練習區中

進行，學生需先加入會員，才能參與引導題目的練習及寫作，網站寫作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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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寫作園地寫作園地寫作園地寫作園地 

  有「基測作文寫作原則標準」和「寫作練習區」二個功能，「寫作練習區」是

網站中提供互動引導作文題型之處。 

2.寫作練習區寫作練習區寫作練習區寫作練習區 

  學生必須先登入帳號和密碼，登入後可以進入寫作練習題區，或是修改個人

基本資料。 

3.寫作練習題組首頁寫作練習題組首頁寫作練習題組首頁寫作練習題組首頁 

  此區有寫作練習題組的目錄；當寫作時間結束後，可進入作品園地觀看其他

同學的作品。 

4.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一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一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一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一個頁面 

  進入寫作練習題後，第一個頁面是以「限制式寫作」所設計的引導題目，讓

學生在互動及思考過程中，先對於寫作認知過程中的「計畫」過程進行思考，

並將自己的靈感及思考寫下來，如圖 2 所示。 

 

 

 

 

 

 

 

 

 

圖 2 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一個頁面 

6.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二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二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二個頁面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二個頁面 

此頁面讓同學在經過上述的引導思考後，依據互動引導過程中自己所寫下

的內容，及教師在網頁中所提示的參考答案，開始依題撰寫文章；最下方還有

寫作此題的感想及類推題，用以完成學生的寫作認知歷程中「轉譯」和「回顧」

過程，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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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寫作練習題引導的第二個頁面 

7.寫作練習題完成寫作的頁面寫作練習題完成寫作的頁面寫作練習題完成寫作的頁面寫作練習題完成寫作的頁面 

寫作完成後，學生可以看見自己的文章作品，如圖 4 所示。 

 

 

 

 

 

 

 

 

 

圖 4 寫作練習題完成寫作的頁面 

 

8.寫作練習題學生修改寫作練習題學生修改寫作練習題學生修改寫作練習題學生修改頁面頁面頁面頁面 

提供修改的功能，讓學生可以有效運用電腦網路在寫作進行時之便利性，

進行寫作認知歷程中的「回顧」過程，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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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寫作練習題學生修改頁面 

(五五五五)實驗組學生心得及觀察紀錄實驗組學生心得及觀察紀錄實驗組學生心得及觀察紀錄實驗組學生心得及觀察紀錄 

寫作是深層的心理認知歷程，本研究除了以作文評分量表檢驗學生寫作能

力的改變外，究亦針對實驗組學生作觀察紀錄，並收集他們的心得紀錄，以了

解他們在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學習寫作時，如何獲得較多的認知輔助、寫作

認知歷程中，計畫、轉譯和回顧的過程以及其他相關背景知識的輔助，對於他

們是否提供了較多的協助、對於他們的寫作興趣是否有影響。 

五五五五、、、、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工具工具工具工具的信效度的信效度的信效度的信效度 

本研究的作文評分量表是修改劉明松（2003）和郭祖珮（2003）作文評分

量表的題目，將之分為「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三個向度，

所以在題目的設計上具有再測信度；在三個向度的安排上，則進行專家效度檢

核。寫作興趣問卷則是增修自郭祖珮（2003）的寫作興趣問卷，並多加了一題

開放題，因此仍保有原先設計者的再測信度。 

在研究進行前測之前，有先對另一個班約 35 位學生，先後進行作文試卷前

後測的複本信度檢驗，用以了解題目是否有相關性。結果發現後測相關性在總

分方面的 Pearson 相關值是.997，顯著性是.000<.05，有達顯著水準，而在「立

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方面也是有顯著相關，即作文試卷前後

測的題目是有顯著相關的，可以作為實驗前和實驗後的作文題目。 

作文評分量表因為研究者重新編修整理，所以仍進行專家效度的評估，以

求量表的正確性。由校內五位專業的國文老師擔任專家，檢視量表題目及向度

的設計。前後測作文的批閱，則請校內另外一位國文老師擔任，以求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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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性，也避免研究者本身又是教學者時，可能會產生批改的預設立場，使

得結果有所偏頗。 

六六六六、、、、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運用「限制式寫作」的理論設計題組作互動引導，

在網站中逐步引領學生學習作文寫作，共設計了十週課程五個題組，兩週進行

一個題組。網站課程頁面設計參照 Clark 與 Mayer（2003）所提的線上學習教

材設計原則，希望能夠利用電腦網路的媒介引導，逐步地互動，以輔助學生學

習。設計原則如下： 

(一)為了減少學生學習上的倦怠及退出，教師的評閱回饋必須是頻繁的，

增加他們在寫作上的被重視感。 

(二)頁面的設計要簡單，不要以不相干的繁雜圖樣設計干擾了主題。 

(三)介面的操作越簡單越好，以免干擾學生寫作練習的進行，或造成他們

在學習上的外在負荷。 

(四)在給予回饋的答案時，要將題目也再次顯示出來，這樣學生寫錯時，

就可以直接再看到題目重新思考，減少來回點按畫面的過程負荷。 

針對「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立意取材」的訓練說明，如表 4 所示。 

表 4 題組設計說明表 

寫作能力向度 題組設計說明 

立意取材 

1.先利用「基礎引導」中的題目，幫助學生思考相關主題的題目，而非只會寫這

題的題目。 

2.在「主題引導」的部分，規定題目後，先用一題題目讓學生「審題」，並圈出題

目中的關鍵字，此有助於他們確立主題，避免偏題之誤，以及幫助「立意」能力

的培養。 

3.審題結束後，訓練學生記得先根據文章主題，確認寫作此篇文章時的文體，關

於「選擇文體」的能力之培養，不但和「立意」之確認有關，也和「取材」有關。 

結構組織 

1.在「主題引導」的題目中，設計讓學生們在審題及選擇文體之後，還要擬定段

落大綱並寫出內容，至少要學生練習分出四個段落，並提示較不會寫作的學生，

可以配合前面所決定的文體來分配段落內容，並將主題分配在各段中。 

遣詞造句 

1.在「主題引導」的題目中，先讓學生想出兩組不同感受的形容詞，藉以訓練學

生「運用詞彙」的能力，也讓學生在選用詞彙的過程中，對於寫作的內容繼續思

考並啟發靈感。 

2.在每個題組中，都要同學先想出一個修辭法，並且造句及決定可能會運用在哪

一段中。運用修辭優美的句子，是寫作中對於文句非常重要的著色功夫，藉此美

化全文，提升文章層次，也更容易讓讀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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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兩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在能力向度得分之結果和討論兩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在能力向度得分之結果和討論兩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在能力向度得分之結果和討論兩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在能力向度得分之結果和討論 

由表 5 可知，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在前測「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

詞造句」三個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所以兩組學生在這三方面的能力是沒有差

別的。經過實驗後，在「立意取材」方面，t 值是 4.675，顯著性（p 值）是.000<.05，

有達顯著差異；在「結構組織」方面，t 值是 4.302，顯著性（p 值）是.000<.05，

有達顯著差異；但在「遣詞造句」方面，t 值是 1.630，顯著性（p 值）是.108

＞.05，則未達顯著差異。 

由表 5 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使用以限制式寫作為基礎的互動引導作文網站

進行寫作的實驗組學生，在「立意取材」和「結構組織」有比較明顯的進步，

而在「遣詞造句」方面則沒有顯著的改變，以下再分這三個向度進行討論。 

 

表 5 兩組學生寫作能力作文評分量表能力向度得分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 

向度 前後測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實驗組 32 24.00 4.635 
前測 

控制組 35 22.43 5.359 
1.278 .206 

實驗組 32 28.44 4.899 

立意 

取材 

後測 
控制組 35 21.97 6.266 

4.675 .000*** 

實驗組 32 18.06 3.636 
前測 

控制組 35 16.49 3.988 
1.686 .097 

實驗組 32 20.59 3.500 

結構 

組織 

後測 
控制組 35 16.20 4.708 

4.302 .000*** 

實驗組 32 18.22 3.358 
前測 

控制組 35 17.03 4.119 
1.289 .202 

實驗組 32 18.53 3.818 

遣詞 

造句 

後測 
控制組 35 16.80 4.770 

1.630 .108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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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立意取材立意取材立意取材立意取材」」」」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 

根據表 5，實驗組學生在「立意取材」的後測有比較明顯的進步，原因可

能是運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時，利用「限制式寫作」的題組能夠輔助學生

在寫作前的思考，也就是寫作的認知過程中的「計畫」可以更加周嚴，即時的

參考答案的回饋，不但不會先佔去同學的思考層次，反而能在思考後給予及時

的輔助。研究者觀察實驗組的學生「透過互動階段性的引導，幫助了他更能在

下筆前的『計畫』思考過程，他的內容結構組織有進步的表現。」（觀察 S19）

「這個同學因為在學習的個性上比較粗心不積極，所以他進步得比較慢，但是

在實驗的過程中，還是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藉由在網站上的『限制式寫作』

互動引導練習，能夠學會漸漸去掌握住文章的主旨，單單從這點的進步，就可

以慢慢想到他之後寫作的進步。」（觀察，S30） 

寫作完成之後，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學生較能即時得到教師的回

饋，所以實驗組學生可以在寫作完成後，一天之中得到教師給予的評分及修改

建議，學生可再進行修正，教師亦會繼續給予其寫作建議，互動的速度較快，

直接得到在「立意取材」上的謬誤之建議，而且電腦修改文章較便利，所以學

生不會對於修改文章感到厭煩，自然就會在修改的過程中對於「立意取材」的

寫作能力獲得更多學習與練習，實驗組的學生心得寫道「我很喜歡這種寫作方

式，因為我可以很快知道老師的評分和建議，這樣我就更可以更快將文章修正

好，而且修改也方便，這種互動的感覺不錯。」（心得，S5） 

因此，即使兩組學生都以相同的寫作引導題目進行教學，實驗組學生在互

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認知過程中「計畫」、「轉譯」和「回饋」的過程都比較

用心，而且他們比較有即時得到協助的感覺，教師亦可從學生登入網站的紀錄

發現他們很關心老師批改的分數和評語建議。研究者觀察實驗組的學生「在實

驗的過程中，可以從他的登入紀錄看出，他很在意老師給的分數和評語，而且

修改次數極多，因為他的程度很好，所以實驗後從前、後測的分數中，也看出

他的進步，尤其『取材』的時候可以更精準。」（觀察，S1）從表 5 可以看出，

控制組的學生後測的平均分數是降低的，而且標準差拉大，可見在有限的研究

時間中，傳統的紙筆寫作課程，對於原先程度就好的同學幫助較多，而對於寫

作技巧較不好的同學，幫助的速度比較慢，這可能是互動與修改的過程，與利

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產生差異的緣故。 

(二二二二)「「「「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 

從表 5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結構組織」的後測中有明顯的進步，這是因

為運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進行寫作時，可以較不受限於記憶空間，對於文章的

結構作更多的構思及安排，接受教師的修改建議後，也比較能在運材佈局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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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修改。學生可利用電腦的特性，對於文句作大幅度的修正，不再被紙

張的版面限制住，藉由這樣的過程，學生的修改次數增多，自然對於文章的結

構組織能力會有明顯的提升。實驗組學生心得寫道「雖然我的打字比較慢，所

以可能比手寫要多花費時間寫出來，可是在思考的過程中，或是在看到老師的

批改之後，我可以不斷調整修改文句的順序，而不需要塗塗改改的很麻煩，所

以感覺我更可以增加我的文章品質，我覺得能這樣寫作感覺更開心。」（心得，

S15）研究者觀察實驗組的學生「這個同學的程度很好，而且寫作內容總是很

豐富，在實驗的過程中，運用電腦網路寫作讓他的文章『結構組織』佈局得更

好，只是他在錯別字減少的程度上，還沒有很明顯的改變，不過他原先錯字就

比較少，所以要進步很快，自然比較容易練習到達成六級分的水準。」（觀察，

S11） 

 (三三三三)「「「「遣詞造句遣詞造句遣詞造句遣詞造句」」」」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的結果討論 

在「遣詞造句」方面，兩組學生在後測中仍無顯著差異，如表 5 所示。探

討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遣詞造句」的能力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亦須要配合閱

讀才更能看出成效，所以暫時無法從十週課程中看出兩組學生明顯差異，但兩

組學生都在寫作的練習過程中，更能掌握到「遣詞造句」的技巧，只是仍需要

更長期的學習，結果才會更顯著。研究者觀察實驗組的學生「這個學生運用詞

彙的能力本身就不錯，意象的經營也很好，在實驗練習寫作的過程中，的確可

以看到他在文字更洗練上的用心經營。」（觀察，S8）實驗組學生心得寫道「看

到老師的批改後，我可以不斷調整修改文句的順序，而不需要塗塗改改的很麻

煩，所以感覺我更可以增加我的文章品質，我覺得能這樣寫作感覺更開心。」

（心得，S9） 

二二二二、、、、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總分之結果和討論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總分之結果和討論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總分之結果和討論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的作文評分量表總分之結果和討論 

本研究的作文評分量表分別是「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

將此三個向度的分數加起來即為量表的總分，本研究探討學生在作文評分量表

總分上的差異，以了解學生在寫作能力整體表現的進步情形，表 6 是實驗組和

控制組學生作文評分量表總分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分析結果。 

    從表 6 可知，在作文前測時，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

和以傳統紙筆寫作的控制組學生，在作文評分量表的總分的統計結果未達顯著

差異；實驗結束後的後測，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和以傳

統紙筆寫作的控制組學生，在作文評分量表的總分，t 值是 3.798，顯著性（p

值）是.000<.05，達到顯著差異，可看出實驗組學生的寫作能力表現比控制組

學生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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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兩組學生寫作能力的作文評分量表總分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 

前測 後測 

組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自

由

度 

T 值 

顯

著

性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自

由

度 

T 值 

顯 

著 

性 

實驗組 

（N=32） 
60.28 11.312 67.56 11.427 

控制組 

（N=35） 
55.94 12.630 

65 1.476 .145 

54.97 15.234 

65 3.798 .000*** 

*** p <0.001 

 經表 6 可以了解使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學生，在寫作能力的整體表

現上，比使用傳統紙筆寫作的學生進步，顯示利用「限制式寫作」題組引導學

生寫作的網站，在互動引導的過程中，的確能更有效地影響學生的寫作能力。

因為使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進行寫作教學，針對學生在寫作認知過程中的「計

畫」、「轉譯」和「回顧」的歷程，都能更有效輔助，藉著「限制式寫作」題組

的引導，幫助學生寫作「計畫」思考時更周密，也能得到適時的輔助連結；等

學生在寫作時「轉譯」下筆，利用題組中的思考答案，可以幫助學生文章的鋪

陳；當文章完成，要「回顧」作檢查及修改時，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

學生可以更即時地接受教師的回饋。教師的建議可幫助學生在審題立意上更能

抓住文章重點，並且正確地修改文章的結構組織，學生為了有更好的作品供同

學觀摩，會要求自己文章的品質。透過這些因素，學生寫作的整體能力表現自

然就有更理想的成績。 

三三三三、、、、學生寫作興趣的實驗結果及討論學生寫作興趣的實驗結果及討論學生寫作興趣的實驗結果及討論學生寫作興趣的實驗結果及討論 

由表 7 可得知，實驗前，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寫作興趣問卷前測統計結果未

達顯著差異。經過實驗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寫作興趣問卷後測總分的 t 值是

2.171，顯著性（p 值）是.034<.05，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在實驗過後，實驗組

學生的寫作興趣有較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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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組學生寫作興趣問卷的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 

前測 後測 

組別 平均

數 

標準

差 

自由

度 
T值 

顯著

性 

平均

數 

標準

差 

自由

度 
T 值 

顯著

性 

實驗組 

(N=32) 
30.22 6.847 33.53 6.237 

控制組 

(N=35) 
29.60 7.893 

65 .341 .734 

30.03 6.909 

65 2.171 .034* 

* p < 0.05 

(一一一一)寫作題組的引導對兩組學生的寫作興趣都有影響寫作題組的引導對兩組學生的寫作興趣都有影響寫作題組的引導對兩組學生的寫作興趣都有影響寫作題組的引導對兩組學生的寫作興趣都有影響 

由表 7 可知兩組的後測平均數，都比前測進步，從學生在寫作興趣問卷中

的問答題的答案來看，與寫作題組的引導有關，雖然學生剛開始會覺得要完成

學習單的題組，需要耗費較多時間思考，但是經過五個題組的練習之後，兩組

學生在寫作前的認知過程，已經比較有寫作認知過程中先作「計畫」思考的概

念，也就是在真正「轉譯」下筆前，可以先作 5～10 分鐘的審題立意、結構佈

局和選用詞彙，這就影響了他們在寫作興趣中的「寫作的習慣」和「對課程的

喜好」方面的改變，使得兩組學生在經過「限制式寫作」題組的教學引導之後，

都能夠在寫作興趣上有良好影響。 

(二二二二)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有較大的寫作興趣提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有較大的寫作興趣提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有較大的寫作興趣提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有較大的寫作興趣提

升升升升 

從後測結果可以看出，利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在寫作興

趣上產生較大的改變。實驗的過程中，實驗組學生喜歡在寫作完成後，儘快看

到老師的評分及建議，並且依照教師的評語再進行修改，希望獲得更好的分數，

也希望作品開放讓同學觀摩時有較好的評價，所以會利用電腦網路在寫作時回

顧及修改的便利性，對自己的文章品質作更好的要求及修正。有實驗組的學生

心得表示「利用網站寫作就是比較方便，可能是因為我寫字醜，還有我喜歡到

網站上觀摩同學的作品，因為我平時都無法觀摩到那麼多同學的作品。」（心得，

S6） 

學生在逐漸進步的過程中，漸漸影響他們在「對寫作的喜好」方面的興趣，

可以看得出學生很希望利用這個網站寫作，並與老師及其他同學分享及互動。

有實驗組學生的心得寫道「我覺得到網站寫作，雖然有些不方便，因為家裡把

網路拆了，但是我還是覺得到網站寫作的感覺不錯，因為我喜歡寫作和同學分

享。」（心得，S2）因為要給其他同學觀摩，所以他們會想寫得更好，對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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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質的要求會更積極，幫助了「寫作的習慣」方面的提升。在「對課程的喜

好」方面也有影響，運用互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學生，在寫作興趣上，

比傳統紙筆寫作的控制組學生有更多的良好影響及改變。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現代學生的寫作能力普遍降低，但是寫作的能力卻是語文教育中最不可被

忽視的，探究學生寫作退步的原因，是因為閱讀和寫作的訓練不夠，再加上網

路資訊的發達，使得他們在寫作上受到了網路火星文這些不當的詞語文句影

響，學生的文章作品越來越不知所云。本研究充分利用網路即時互動的特性，

將寫作教學融入網站進行，加入更適當的寫作引導，設計「限制式寫作」的題

組做為寫作教學的引導，以此互動引導作文網站，並探討對學生寫作能力和寫

作興趣的影響。 

本研究的對象是桃園縣某國中一年級的兩班學生，一班學生為互動引導作

文網站寫作的實驗組，另一班學生是以傳統紙筆寫作的控制組。實驗共進行十

週，課程內容為五個「限制式寫作」的題組，每個題組的內容都包含有寫作中

的「立意取材」、「結構組織」和「遣詞造句」的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利用互

動引導作文網站寫作的學生，在透過網站的「限制式寫作」題組的引導，以及

寫作過程中的互動，在寫作能力的表現比傳統紙筆寫作教學的學生有顯著的進

步，而且在「立意取材」和「結構組織」的能力進步更為顯著，顯示利用互動

引導作文網站進行寫作教學，對學生寫作能力提升有極佳的幫助。在寫作興趣

方面，實驗組的學生透過網站的「限制式寫作」題組的引導，以及寫作過程中

的互動，對於寫作的興趣，比傳統紙筆寫作教學的學生提升更多，包含在「寫

作的習慣」、「對課程的喜好」和「對寫作的感受」這些方面興趣的提升，顯示

以「限制式寫作」的題組引導，並利用網站進行寫作教學，以及在寫作中的互

動，的確能在寫作教學中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 

在後續研究上，本研究發現在「遣詞造句」的能力方面，實驗組學生和控

制組學生沒有顯著的差異，這可能是受限於課程題組訓練太少。這方面的能力

還要配合很多範文或佳作的賞析，所以要再更多練習題組的引導，有關文句的

修飾能力才能看到顯著進步，因而要再增加教學時間，才能在「遣詞造句」方

面有比較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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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作文評分量表 

＊＊＊＊請老師利用此評分量表，按照學生的寫作內容將他
在各方面的分數勾選出來。 

1

分分分分
很很很很
差差差差 

2

分分分分
略略略略
差差差差 

3

分分分分
普普普普
通通通通 

4

分分分分
略略略略
好好好好 

5

分分分分
很很很很
好好好好 

一一一一、、、、立意取材方面立意取材方面立意取材方面立意取材方面(40%) 

1. 切合題意：文章內容都扣緊題目，不致有離題
之虞。 

     

2. 主旨明確：能夠明確地表達主旨，清楚地呈現
文章重點，不會使讀者混淆或模糊不清。 

     

3. 取材適切：取材適當能切合主旨，不會有多餘
之感。 

     

4. 文體恰當：選擇文體正確，而且能夠精確地呈
現文體之應用。 

     

5. 旁徵博引：善於引用言例或事例來支持文章內
容。 

     

6. 見解獨特：提出的見解或看法能獨具特色，非
一般所論之泛論。 

     

7. 事理分明：事情道理分析之安排與陳述皆有條
理。 

     

8. 立論圓融：解釋或舉例能兼顧各種角度，或能
正反立論，更具說服力。 

     

二二二二、、、、組織結構方面組織結構方面組織結構方面組織結構方面(30%) 

9. 段落清晰：段落安排恰當，且段落分明，又能
一氣呵成。 

     

10. 起始有力：第一段能讓讀者產生繼續閱讀的興
趣，或是開頭便能簡單立論，引起下文。 

     

11. 結論得體：文章結尾之論述或心得適切得體，
切合中心題旨。 

     

12. 前後呼應：文章首尾觀點一致，能前後支持與
呼應。 

     

13. 運材精準：能篩選材料將之運用在適當的段落
或句子中。 

     

14. 佈局得宜：文章內容情節敘述精彩，起承轉合
鋪陳得宜。 

     

三三三三、、、、遣詞造句方面遣詞造句方面遣詞造句方面遣詞造句方面(30%) 

15. 用字正確：文字書寫正確，不使用錯別字。      

16. 用詞精確：以詞語或成語修飾文句時，能準確
搭配。 

     

17. 文法通順：文句脈絡合乎用語習慣，通順暢達
易於了解。 

     

18. 句型豐富：能夠以豐富的句型，更精準地表達
自己的意思。 

     

19. 修辭精確：能夠善用修辭法，美化並彰顯文章
意涵。 

     

20. 標點適當：能正確使用標點符號，運用在適當
的位置。 

     

評分者評分者評分者評分者：：：：          總得分總得分總得分總得分：：：：      其他意見其他意見其他意見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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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寫作興趣問卷 

年年年年   班班班班    號號號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 這份問卷是要了解同學對寫作的感受如何這份問卷是要了解同學對寫作的感受如何這份問卷是要了解同學對寫作的感受如何這份問卷是要了解同學對寫作的感受如何？？？？下下下下
列問題請同學仔細思考後再在方格中勾選列問題請同學仔細思考後再在方格中勾選列問題請同學仔細思考後再在方格中勾選列問題請同學仔細思考後再在方格中勾選。。。。 

1
非 
常 
不 
符 
合 

2
有
點
不
符
合 

3
沒
感
覺 

4
有
點
符
合 

5 
非
常
符
合 

1. 我喜歡學和寫作相關的知識。      
2. 我覺得我不喜歡寫作文。      
3. 只要有機會，我願意用作文表達我的看法。      
4. 每當我寫完作文時，我都會自動檢查並再修改內
容。 

     

5. 我覺得寫作比說話更能表現我的語文程度。      
6. 我覺得寫作可以讓我的思考更靈活。      
7. 我寫作文都不太注意分段。      
8. 我喜歡參與有關寫作的各種活動。      
9. 我看到作文題目後，都會很用心地先思考要寫什
麼內容。 

     

10.我喜歡寫作與人分享，並因此得到樂趣。      

 

◎我覺得寫作對我而言，就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這題同學可依感受自由回答，但請不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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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flu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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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Education Syste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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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interactive writing guidance system with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onditioned-writing-based composition education system on student’s cap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write. “Conditioned writing” question types were used to guide the 

student subjects.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this writing system, 

in terms of “more specific guidance” and “integration of writing sample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exert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writing capability in 

“argu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also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for application of writing system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writ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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