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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如何輸出國語文的能力？ 

高雄市國語文專任輔導員 林彥佑 

閱讀，是一種輸入；寫作與說話都是一種輸出；現今的學生，輸入的往往比

輸出的多，也因此，如何讓學生「有效輸出」，實是一個重大課題！ 

為什麼要「輸出」呢? 

國語做為一種工具學科，又是語言、交流、溝通之母，其重要性早已不可言

喻；也因此，許多老師總會鼓勵學生多背詩詞、多記成語、多朗誦甚至抄寫美文

佳句，慢慢的，許多學生也背了一些，長期以來，學生所記的越來越多，但卻出

現一個相當特別的現象，那便是學生無法將所學的「輸出」於生活當中。 

   當學生無法將所學運用於生活中時，代表學生記憶的，只是一種死的、

堆砌的知識；當學生沒有辦法在造句、作文、口語表達中運用出來時，評審老師

不知道考生肚裡有多少筆墨；因此，每一位老師都應該積極地讓學生將現有記憶

的東西，輸出、活化、應用，這樣才是有用的知識。 

「成語」的輸出與修飾 

那麼，老師該做哪些教學設計，才能讓學生「輸出」呢？就以「成語」為例，

每一位學生一定背了、學了許多的成語，但教學現場的情形是，有八成的學生永

遠只是「記」著，而從未運用在寫作上，因此，教師在指導時，可以請學生在「造

句」中，一定要運用本課所學的成語，或是運用前幾課所學過的成語，如此一來，

便是將「輸入」的，化為「輸出」。例如，原本學生的造句為「如果我作業寫完

了，爸爸就會讓我使用電腦」，而輸出成語後，可變成「如果我作業寫完了，理

所當然的，爸爸就會讓我使用電腦」。 

平日教師在批閱學生作文時，可以找一、二處能夠潤飾為「成語」的地方，

請學生稍做修改。例如，原本是「每當假日，我們全家就會出遊，我最喜歡大自

然了，可以看到有山有河有海，而且還有幾隻小鳥從天空飛過，這樣的景象，真

令人感到愜意呀！」老師可以請學生想想「有山有河」是否可以改成曾經學過的

「青山綠水」？「感到愜意」是否可以改成「神清氣爽」，當然，教師在批閱作

文時，也不宜請學生改成過多的成語，一來容易讓學生挫折感太大，二來也會本

末倒置，失去作文本身的原味。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 65 期 2018 年 10 月 

 

句子、詩詞的輸出與活用 

當學生曾經背過課文的句子：「閱讀可以開啟智慧之門，進入美麗的書香世

界」時，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在相關的作文題目裡能夠活用，例如：「交友可以

開啟智慧之門，進入美麗的人際世界」、「電腦以開啟智慧之門，進入美麗的資訊

世界」、「休閒活動可以開啟智慧之門，進入美麗的樂活世界」；因此，在國語課

本中，老師可以找許多句子、句型，讓學生做練習，不斷地反覆嘗試，融入不同

的主題，相信一定可以建立起輸入與輸出的橋樑。 

如果學生曾經背過一首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

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我們可以怎麼引導學生輸出呢？老師可以看看現在

教室外的天氣如何，引導學生：「現在外頭非常炎熱，只有一丁點兒的涼風吹

過…，咦，我們曾經背過一首詩，有提到涼風的，有誰可以背出來呢？」老師

還可以這麼引導：「最近老師看王小明每天都心事重重，好像不太快樂…，我們

以前有沒有背過一首詩，提到『閒事』和『好時節』的呢？有沒有小朋友可以

唸出來的呢？」因此，針對詩詞的輸出，教師可以配合情境，找出詩詞關鍵

句，讓學生回憶所學，當下運用。 

有輸入有輸出，才是真正的能力 

課文的閱讀是「輸入」，口語及寫作的表現是「輸出」，有輸入、有輸出才是

平衡又有效的學習。學生反覆輸出時，便是讓學生做學習遷移的建構，只要經常

練習，便能熟能生巧，下次要應用時，就能很快提取。在輸出的過程，同時也是

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學生必須先想一下曾經學過的，再轉化、思考是否符合現

在的情境，同時也是訓練學生舉一凡三、左右逢源的能力。輸入與輸出的過程，

就像是在容器中注水與取水的過程，要不斷加入新的活水，才不會讓大腦永遠處

於停滯的知識。因此，在教學現場，每個老師都有責任引導學生「輸出」的工夫，

才能啟發學生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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