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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測作文的分數總是不高？ 

-談談「審題」的三個思考點 

馬行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教授 

壹、前言 

大學學測中，國文級分的高低，往往是決定能否進入名校或理想科系的關鍵，

其中非選擇題的配分與選擇題幾乎相同(各佔 54 分)，只要夠認真，考生間的選

擇題分數落差不大，但非選擇題就不一樣了，尤其非選擇題中的「引導寫作」又

佔一半分數(27分)，所以往往是國文分數高低的決勝點，由此可見，國文高分者

是大考的贏家，而「引導寫作」高分者更是贏家中的大贏家。然而，令筆者感到

納悶的是，儘管作文得高分者一直是鳳毛麟角，但為數不少考生的「引導寫作」

分數卻出奇的低落，實在不可思議。為何筆者會認為考生的「引導寫作」分數不

應該太差呢？原因有二：其一是筆者曾撰文指出，從國中會考到大學學測或指考，

作文的題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裡所謂的「題型」就是指「引導寫作」的1。

既然如此，高中老師和學生應該這個類型的作文題非常熟悉，平時一定也多有練

習，考試時想必能得心應手，為何大考的時候卻失常呢？ 

其二是大考國文試題中列「引導寫作」一項，已經行之有年，較之以往大考

的作文題目，最明顯的差別就在於「引導」的部分，姑且不論這樣的題型有何利

弊得失，至少對考生而言，提供了不少動筆寫作時的參考依據，所以筆者認為考

生因為有這些參考而能寫得更好，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事實上卻非如此。據大學

入學考試中心的統計資料，105年度學測的 135583位考生中，作文零分的有 2240

人，C級分以下(0-9分)的有 36271人，佔到考人數的 26.76%。筆者驚訝的發現，

這份統計中扣掉缺考的人數，竟然有超過總數 1/4的考生，根本拿不到「引導寫

作」的 1/3分數(9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令人十分好奇。 

然而，筆者很清楚造成這種現象的問題很多，很難強行的歸納為單一的因素，

但考題既是典型的命題作文，而且「引導」是作文出題的特色，所以筆者嘗試以

「審題」的角度出發，建議一套「審題」時的三個思考點。原則上，筆者認為寫

作就是一個複雜的運思過程，寫出的文章就是思考後的產物，因此，「審題」的

三個思考點就是一連串寫作思考活動的起點，具有指導進一步寫作思考活動的價

值。筆者將以歷年學測作文題為例，實際建議幾種分析題目的方法，希望能對未

來的考生們有所幫助。 

貳、「審題」時的三個思考點 

筆者驚訝於大考時學生在「引導寫作」上的挫敗後，便直接分析學測「引導

寫作」題目的「引導」部分，究竟對考生有何助益。換言之，出題老師設計的「引

                                                      
1 請參見拙著〈從國中「會考」到大學「指考」-談作文出題的現況與建議〉一文(《語教新視野》

第九期，2016，頁 11-14)。 



 

第十一期                                                          2017.03 

 

2 

 

 語文教育論壇                              Language Edu. Forum vol. 11 

導」，是否真的能夠協助他們寫出一篇文章？筆者以 105年學測「引導寫作」的

題目「我看彎腰郵筒」為例，其「引導」的部分如下述: 

104年 8月 8日，蘇迪勒颱風來襲，台北市龍江路有兩個郵筒遭強風吹落的

招牌砸歪，因而被戲稱為「彎腰郵筒」。由於彎腰郵筒姿勢可愛，民眾紛紛

到該地拍照，使「受災」郵筒意外產生療癒功效。此一新聞甚至引起外國媒

體注意，美、日皆對台灣人民在天災及苦悶的生活中所展現出的幽默感印象

深刻。稍後，中華郵政甚至推出特製郵戳，及「人生嘛，彎腰也無妨」等一

系列主題式明信片，頗受歡迎。請就上述新聞事件，以「我看彎腰郵筒」為

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陳述你的看法、感想或評論，內容須切合「彎腰郵

筒」所引發的現象或迴響，文長不限。 

上述作文題的引導式說明篇幅很長，幾乎完整的交代了當時沸沸揚揚的「彎

腰郵筒」新聞事件，而且在事件說明之後，還明確的標明以「我看彎腰郵筒」為

題，並要求考生的寫作內容須切合「彎腰郵筒」所引發的現象或迴響，至於考生

寫的是看法、感想或評論不拘。平心而論，這樣的引導說明已經十分完備，那麼，

為什麼考生的寫作表現還是不理想呢？是否還有哪些不足之處呢？對此，筆者試

著從「審題」時的三個思考點開始談起。 

筆者認為，考生在「審題」時應該把握三個思考點，才能寫出既不離題又能

集中發揮個人見解的好文章，這也是寫作歷程從「審題」到「立意」中必須強化

的思考重點。簡單的說，這三個思考點就是「立足點」、「切入點」和「發揮點」，

分別來說，所謂「立足點」是寫作者的立場，指的是誰來寫這篇文章，不同的立

場可能是兒童、是學生、是子女、是朋友、是男女生…﹔所謂「切入點」則是寫

作的範圍，如果沒有把寫作的範圍界定清楚，輕則空泛無邊際，重則離題不知所

云﹔所謂「發揮點」是指在某種立場上，針對某個已界定好的範圍，所發揮的個

人見解，如果寫作時忽略了「發揮點」，全篇文章容易東拉西扯、沒有重點，更

常見的是陳腔濫調、無關痛癢，對讀者而言，簡直就是一種身心的大折磨！ 

回到「我看彎腰郵筒」的引導式說明，筆者認為「我」就是「立足點」，考

生可以選擇以一個學生、受災者、社會人士等立場去寫作﹔「彎腰郵筒所引發的

現象或迴響」就是「切入點」，還好出題老師後來特別強調，否則從「我看彎腰

郵筒」的題目本身來看，「切入點」反而應是「彎腰郵筒」本身，這麼一來，考

生會寫出什麼，就不得而知了。至於「發揮點」的部分，出題老師就沒有特別強

調，但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不是考生自暴自棄，或是習慣性的胡謅亂寫，恐怕也

正是這個「發揮點」，就決定了「引導寫作」的分數高低。因為「發揮點」常常

是從「審題」到「立意」的橋樑，如果沒有「發揮點」，即使出題老師的引導說

明清楚完整，「審題」也只做了一半，而且根本還沒邁進「立意」的範圍之內。 

當然，有些老師可能會說即使是引導說明，也不能全部把題意說清楚，更何

況如果什麼都界定明確，限制發揮空間，考生寫出來的文章不就千篇一律，怎能

分得出高下呢？！的確如此，但筆者要談的不是出題技巧，而是寫作教學的重點，

本文的討論初衷是從考生在「引導寫作」的困境入手，分析從「審題」到「立意」

的思考點，並不是檢討學測「引導寫作」的出題方式，所以無意唐突大考作文出

題老師，更沒試圖改變作文題的出題傳統。事實上，我們在進行「審題」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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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常忽略了「發揮點」的思考訓練，反而集中心力在「立足點」和「切入點」

上打轉，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此外，筆者還須強調「審題」時的「立足點」、「切入點」和「發揮點」的重

要性，不僅對「引導寫作」的題型有意義，尤其引導式說明不多的「作文」考題

(如「指考」)，更是迫切需要。因為這些「審題」的思考點能夠迅速確定寫作的

立場、範圍和特色，迅速為後續的寫作活動定性與定向，所以應該是寫作教學的

重點。譬如 103年指考的作文題「圓一個夢」，「立足點」是「我」，「切入點」則

是「一個夢」，而「發揮點」無疑就是「圓」，至於「圓」的思考，可以從「為什

麼？」和「怎麼做？」兩個方向去發揮﹔又如 101年指考作文題「我可以終身奉

行的一個字」，「立足點」是「我」，「切入點」則是「一個字」，而「發揮點」就

是「終身奉行」，至於「終身奉行」的思考，也可以從「為什麼？」和「怎麼做？」

兩個方向去發揮。 

參、「立足點」的思考模式 

筆者曾提到，所謂「立足點」是寫作者的立場，指的是誰來寫這篇文章。或

許在許多人的眼中，這幾乎是廢話，難道身為考生的我還能轉換成其他角色嗎？

就算變換不同角色，寫出來的東西還能怎麼樣？人們常說:「換個位置就換個腦

袋。」這是事實，也是寫作者不可輕忽的鐵律。譬如有個題目是「如果我是教育

部長」，即使寫這個作文題的你是位高中生，而且沒有相關經驗，無法深入探討

各項議題，這時恐怕還是得轉換一下角色，思考的內容也不能局限於高中教育，

應該試著面面俱到，像個教育部長般的思考問題，難道閱卷老師會苛責你的想法

到底像不像教育部長嗎？當然不會！他們要的是評量你換位思考後的文字表達

能力而已。 

回到前述的 105年學測「我看彎腰郵筒」一題，「立足點」當然是「我」，但

這個「我」是誰，就很值得推敲：如果「我」是學生，可能談的是郵筒的可愛形

象，或者是彎腰郵筒的人生啟示﹔如果「我」是藝術家，可能會關注自然外力下

對物體型態的改變，以及色彩、型態和線條上的美感﹔如果「我」是中華郵政的

主管，趁機行銷郵局業務和拓展知名度，應該是當務之急，所以有明信片、郵戳

或宣傳圖片的問世﹔如果「我」是老師，透過彎腰郵筒的圖片，我會教導學生天

災的可怕和面對天災時應有的心態﹔如果「我」是作家，一窩蜂的與彎腰郵筒拍

照的熱潮中，可能帶出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而風雨交加的夜裡，正在進行

一個感人的瞬間，風雨平靜的第二天，已經彎腰的郵筒就是唯一的見證者…。 

事實上，作文題目上常常沒有明確的「立足點」，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不需要

「立足點」呢？當然不是！如果寫作者沒有確定「立足點」為何，整篇文章就幾

乎沒有了起點，影響所及，全文的敘述容易沒有重心，四散游移，倒盡讀者的胃

口。比如 104年學測「引導寫作」題「獨享」，其引導式說明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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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價值中，總是鼓勵人們貢獻所能，分享所有。但兩人間的愛情承諾不

容第三者分享，一向符合世道輿情；有些商家只讓會員獨享優惠，也有合理

目的。此外，有些生活中的趣味本來就不需要、甚至無法與別人分享，例如：

一杯啜飲咖啡的時光、一竿臨溪垂釣的等待、一路揮汗慢跑的苦練，都可能

如王維所說:「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請以「獨享」為題，寫一篇文章，

談論關於「獨享」的經驗、體會或反思，論說、記敘、抒情皆可，文長不限。 

遇到像「獨享」這樣的題目，為了更明確寫作方向，筆者通常建議採「增字

解經」法處理之，譬如想寫的是創作的快樂，「獨享」的後面可以加上「創作的

快樂」兩字，成為「獨享創作的快樂」，如果這樣還不夠，不妨再加字成為「我

如何獨享創作的快樂」，寫作的方向不就非常明確了？此時，「我是誰」就可以清

楚界定了，「我」可以是作家、書法家、藝術家、從事傳統手工藝者…當這個「立

足點」卻定下來，怎麼「獨享」，享受的是什麼樣的「創作快樂」，不就綱舉目張，

一目了然！寫作方向也十分集中了。否則上述題目的引導式說明，一會兒說兩人

的愛情，一下子舉商家的優惠，又是「時光」、「等待」、「苦練」，固然可以引發

考生很多聯想，卻不免混淆寫作時的論述方向，尤其是「立足點」部份不清楚，

作文卷上考生的自我意識不明顯，分數自然高不了。 

肆、「切入點」的思考模式 

考生寫作時最怕離題，無論學測或指考，只要不小心離題，不管寫的是不是

錦繡文章，字跡是不是右軍再世，都是零分，筆者認為，如果考生寫作時容易離

題，常常是因為沒找到寫作的「切入點」。前文曾提及「切入點」是指寫作的範

圍，或許有人認為找到寫作的範圍並不困難，只要了解題意就好了，但題意那麼

容易了解嗎？「引導寫作」會讓考生更容易找到「切入點」嗎？或許答案未必是

肯定的。我們再回到「我看彎腰郵筒」這一題，如果單就題目來看，「切入點」

便是「彎腰郵筒」本身，但該題的引導式說明最後卻加一句「內容須切合彎腰郵

筒所引發的現象或迴響」，這時「彎腰郵筒」反而不是「切入點」，因為「彎腰郵

筒」所引發的現象或迴響才是「切入點」，這一限制加上去，反而讓只集中寫對

「彎腰郵筒」看法的人被判定是離題了。 

但是，有些學測題目並不是很容易看出寫作的範圍是什麼。譬如 102年學測

「引導寫作」題「人間愉快」，這個題的引導說明如下： 

曾永義《愉快人間》說：「為了『人間愉快』，就要『人間處處開心眼』，就

要具備擔荷、化解、包容、觀賞等四種能力，達成『蓮花步步生』的境界。」

這是一段充滿生命智慧的哲思。「人間愉快」，可以是敞開心胸、放寬眼界的

自得；可以是承擔責任、化解問題的喜悅；可以是對周遭事物的諒解和包容；

可以是觀照生活情趣的藝術；也可以是……。請根據親身感受或所見所聞，

以「人間愉快」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記敘、抒情、議論皆可，文長不

限。 

我們不難發現，這個題目的引導說明強調所謂「充滿生命智慧的哲思」，而



 

第十一期                                                          2017.03 

 

5 

 

 語文教育論壇                              Language Edu. Forum vol. 11 

且舉了很多例子，談如何透過敞開心胸、承擔責任、化解問題、諒解包容、關照

生活情趣等途徑，實踐這樣「生命智慧的哲思」，最終達到「人間愉快」的境界。

從一位考生的角度，大概了解出題老師指的「人間愉快」是什麼，但要做到「根

據親身感受或所見所聞」，寫一篇文章，可能有點困難，因為考生缺乏「切入點」

的線索。若依筆者建議，這樣的題目最好是採用「就事論理」的寫作方式，也就

是就「人間」論「愉快」，因此，「切入點」便是「人間」，考生的過去經驗和所

見所聞，只要與題意中的「愉快」能連接得上的，就是寫作的範圍，這就是所謂

的「切入點」。 

相反的，由於上述題目的說明太強調觀念的鋪陳，大部分的考生可能會誤以

為寫作的「切入點」是「愉快」，於是大篇幅的暢談自己所認為的「愉快」是什

麼，或者歷述古今人們對「愉快」的見解。這麼一來，姑且不論以「虛」論「虛」

的寫作大忌，考生完全忽略考題中「根據親身感受或所見所聞」寫作的基本要求，

很難擔保不會落個「離題」的評價，白忙一場。由此可知，考生審題時如果沒有

掌握「切入點」的思考，恐怕很難在學測作文上拿高分，情節嚴重的話還可能因

離題而零分，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題目或引導說明易誤導的情況，更是要注意「切

入點」的分析與掌握。 

伍、「發揮點」的思考模式 

筆者前文曾提到，所謂的「發揮點」是指在某種立場上，針對某個已界定好

的範圍，所發揮的個人見解。從閱卷老師的角度來看，考生對「立足點」和「切

入點」的把握，只能證明他看懂了題目，內容沒有離題，但這只是基本的要求，

如果要得到高分，就得在「發揮點」上見真章。原因很簡單，知道了寫作範圍並

不代表能寫出好文章，就像一位射手即使看到了標靶，知道要往哪裡射箭，卻不

一定命中紅心，如不注意，反而可能胡亂瞄準，甚至有脫靶的危險。就寫作的過

程而言，「立足點」和「切入點」的確認，是屬於「審題」的範疇，「發揮點」的

思考與定向，則是從「審題」跨越到「立意」的環節，一篇文章是不是能讓人覺

得文情並茂、愛不釋手，「發揮點」的思考和創意絕對是關鍵。 

然而「發揮點」的建立必須在「立足點」和「切入點」的基礎之上，否則只

能算是空發囈語、胡說八道，但考生卻也不能沉溺於「立足點」和「切入點」的

固定思維之中，人云亦云。試想一位閱卷老師批閱數千篇作文卷，卻千篇一律，

他們的心情可想而知，此時考生如果還能得到中等分數，已屬萬幸。既然如此，

考生要怎麼思考「發揮點」，才能不落俗套，獲得閱卷老師青睞呢？筆者的建議

很簡單，就是「新」與「奇」兩字。當然，吾人文章求「新」與「奇」，並不是

指要嘩眾取寵或故作艱深冷僻，更不是標新立異或批判攻訐，而是思想的「新」

與「奇」，讀後令閱卷老師拍案叫絕的好文章。但是，由於「發揮點」涉及另一

套「立意」的思維訓練，筆者將另文討論，此處便不再贅述。 

筆者試舉 103年學測引導寫作題「通關密語」為例，談談「發揮點」可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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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考，其引導說明如下： 

阿里巴巴能打開石門，是因為他知道「芝麻開門」的密語；烹飪高手能征服

大家的味蕾，是因為他練就一身功夫，抓到美味的訣竅；演員能成功詮釋某

個角色，必然是因為他對人生的悲歡離合有深刻的領會。對於人生的考驗，

你是否也有自己的「通關密語」？請以「通關密語」為題，寫下你找出「密

語」而得以「通關」的過程，以及其中體會。文長不限。 

上述引導說明中有「你是否也有自己的通關密語？」所以「立足點」是「我」，

但這個「我」要設定成甚麼身分，當然可以再思考，至於題目的「切入點」和「發

揮點」為何，就可以好好討論一下了。依筆者的看法，由於說明中有「寫下你找

出『密語』而得以『通關』的過程，以及其中的體會。」所以「切入點」必須是

某個事件或經驗，「發揮點」則是找出「密語」而得以「通關」的過程，以及隨

後的體會。當我們思考「發揮點」時，選擇自己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經驗是很重

要的，因為如果該事件或經驗沒有代表性，考生寫的「密語」無法令人印象深刻，

透過「密語」而「過關」的過程也難以讓人感到信服，自然所謂的「體會」也是

索然無味了。 

為了求文章的「新」與「奇」，筆者建議幾種思考方式:首先，大部分考生選

擇的題材是成功或驕傲的事件或經驗，此時不妨反其道而行，嘗試選擇一下失敗

或挫折的例子，或者是一般高中生不曾經歷的特殊經驗，下筆時一定更有經驗﹔

其次，建議「過關」的敘述部分可以將人們認同的困難關卡，試著由具體事件轉

為觀念轉換，或者是以層級發展的方式來「過關」，未必要拘泥於「難關」→「解

決」→「難關」→「解決」…的循環模式﹔再者，所謂的「密語」一定受到事件

和「過關」的內容制約，但同樣的，如果要出奇制勝，筆者建議「密語」不必一

句或一段話，正如引導說明所舉的例子，「密語」可以是某種觀念，也可以是特

殊體驗，甚至不妨朝抽象的神祕領悟過程上思考。 

陸、結語 

大家一定不反對，參加考試的目的就是要考上，否則只是陪考，白忙一場而

已，這一點考生們應該是深有所感。學測作文就是一種考試，而不是文學的創作

活動，所以拿到高分絕對是終極目標，既然有考試就有遊戲規則，誰能遵守並在

遊戲規則下做最好的發揮，誰就是贏家。平心而論，目前作文補習班的訓練方式

的確能讓考生拿到基本分，卻往往千篇一律、難得高分，如果想更上一層樓，考

生就得好好的思考怎麼才能發揮優勢，獲得閱卷老師讚賞。事實上，從「審題」

功夫的好壞，就已經決定了文章是否能脫穎而出，而筆者所建議的思考方法，便

是練好「審題」功夫的一種途徑，相信對寫好文章一定會有所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