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鳴槍起跑，你準備好了嗎？ 

               － 學習高中國文的幾點建議       李民蓉老師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累積的過程。畢業、始業，學習的歷程看似有所起訖，實則從未

間斷，過去的積累，影響了現在；現在的努力，也必然造就未來。 

 

壹、積極閱讀的必要性 

    國語文之學習在養成聽、說、讀、寫的能力，而四者之中，「讀」尤為要，因為欲

聽得明白、說得精采、寫得深刻，皆有賴於紮實的閱讀訓練所建立的學問根柢。閱讀能

力差，成為學習的弱勢族群，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就以考試而言，不只國文科，包括數

學、社會、自然科目，因讀不懂題意以致無法正確作答，是許多學習者的困境。今年大

學指考數乙科第 5題題目敘述竟長達一整頁，姑且不論如此出題方式是否適當，但確實

有考生讀題時讀得暈頭轉向，抓不到重點，甚至一開始便心生畏懼而放棄作答，應考時

如此，更遑論因閱讀能力不佳而無法理解教材內容，造成學習障礙。所以，在新學習的

階段伊始，期許並督促自己積極的做廣泛持恆而有效的閱讀訓練，是當務之急。 

    國文課程具備詳確而有系統的閱讀設計，是當然的閱讀材料，除了課本上每一篇選

文以及老師補充的延伸閱讀、剪報文章之外，同學們更可以依興趣選擇各類優質的讀物，

在這方面，學校圖書館便為同學做了不錯的規劃，同學可利用「延平中學 102學年度閱

讀實施計畫推薦書單」作為課外閱讀的參考。「書籍是眺望世界的窗口」，只要願意開啟

扉頁，一定能夠看見繽紛的美景。 

    閱讀是有趣的事，有許多人便是把看課外書當作主要的休閒活動，但是閱讀要有效，

就絕對不可只將之視為娛樂。有效之研讀不只是從中接收到某些事理、知曉了幾個故事，

更重要的是必須學習從最基本的用字遣詞之辨識、情意文旨之理解，到分析章法結構、

鑑賞寫作風格，進而鎔鑄讀後感想，甚至提出評論。現行的升學考試，不論學測或指考，

國文考科的選擇題與作文題幾乎都在考核這些能力，因此千萬不可輕忽。建議同學務必

每週從所讀文章中至少挑選一、兩篇作如此徹底的研習，而且切記絕不可跳躍式閱讀，

許多人一心只想知道書中故事結局而粗略瀏覽，不僅對提升閱讀能力毫無助益，就連精



彩的情節也錯過了。 

    「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我們都知道閱讀能力之增進

非一蹴可幾，但仍然常有同學因一時未見成效，便放棄努力或是時學時輟。殊不知閱讀

能力之訓練，正如孟子之喻，山陘之蹊為間不用，就會茅塞之矣，而且為學確如逆水行

舟，一旦錯過了學習契機，將來真會後悔莫及。其實，持恆閱讀並不困難，剛開始或許

必須刻意自我鞭策，待讀出了興趣，養成了習慣，練就了功力，甚至會欲罷而不能。 

    另外，高中階段有許多校內外的閱讀寫作活動值得參加，例如：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延平中學閱讀心得寫作計畫、延平中學電子書閱讀心得寫作計畫，

以及不定期舉辦之各項徵文活動，或是投稿「延平青年」、「延平人雙月刊」……等，殷

切的期許同學積極參與，以之為激勵自己持恆閱讀及訓練寫作的動力，而且作品一旦獲

獎或正式刊登發表，日後申請大學校系時，都可列為個人優異表現的項目。 

 

貳、掌握課程學習要領 

    當然，國文課所教授的內容是最應練就的基本功，同學須藉之循序厚積基礎語文能

力。但是高中國文的選文較之國中課文，篇幅變長、內容更深、文言文比例亦增加不少，

即使程度不錯的同學也會感覺到學習的難度提高許多。因此，關於國文課程的學習，提

出以下六點建議，供初入高中的同學作為參考： 

    一、因為必須，所以歡喜學、甘願做 

    一般人都希望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但是年歲漸長之後，便知道不可能事事率性

而為。國語文在日常生活應用上，本來就極其重要，更何況在各項升學考試中，國文都

被列為主要科目，所以同學們要調整心態，不管喜歡與否，都不應排斥國文，都必須認

真學習，能夠因知其重要而深入鑽研，而有所獲益，亦即從「知之」而「好之」，進而

品味「樂之」的美妙。此外，還要叮嚀同學，上了高中，不再像國中時期有許多的小考，

也不再有每天老師要檢查的作業，同學有更自主的空間安排學習節奏，希望能歡喜的學

習，心甘情願地完成各項作業。 

    二、專心聽課，勤作筆記，即時複習 

        許多人在學習國文時，會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上課聽懂就好，不必作筆記，課後



也不必複習。上課專心聽講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同學雖認真上課，卻因為老師講

得精采，自己聽得入迷而忘了作筆記。國文課堂上老師講授的內容較之其他科目，幾乎

是最容易被聽懂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同學容易輕忽了作筆記與複習之必要。須知聽懂

之後還須理解，理解之後還須精熟甚至記憶。所以，作好完整而條理分明的筆記，並且

在對老師講授內容記憶猶新時立即複習，才是真正有效的學習。 

三、掌握方法，善用教材 

    三年中所選用的龍騰版國文課本六冊、康熹版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二冊，皆有詳贍的

內容與編寫特色，同學於學期之初就要跟著老師確立研讀之道及作筆記的方法。例如憑

藉課前的「學習重點」，掌握預習的方向；從「作者」欄中整理出作者的生平事蹟、文

學成就，進一步了解相關的文化背景、國學常識；或是釐清「題解」中所介紹的文體、

題意說明、內容大要及寫作特色……等；而於「課文」研讀時，要配合「注釋」逐字逐

句了解文意，然後參考書末附錄的「簡析」作段落結構、文法修辭之分析與文旨情致之

鑑賞；最後還要善加利用「問題與討論」進行自我評量，這些題目極類似學測或指考中

「文章評論」、「文章賞析」的作文題型，同學認真思考、作答，也是在為升學考試作準

備。 

    課本之外，另有「好好讀」、「語文演練」、「學習手冊」、「教學評量」、「課外學習讀

本」以及老師自編講義、延伸閱讀文章，同學也都要用心讀寫。在這些最基礎的學習上

下足功夫，收穫必定可觀。 

    而延平國文科的週考、段考幾乎都會考注釋題與默書題，有同學會質疑為何要考這

些升學考又不考的項目，須知課本上的「注釋」不僅能增進同學對語詞的認知，也是一

種語文精確表達的展示，而默書題考的內容多是教育部規定必讀的三十篇古文，同學因

考試要求而熟背之，必然能對詞彙運用與文言語法更加熟稔，對日後升學考試也會有直

接的助益。 

四、確認考試範圍，預習、複習面面俱到 

    在學期初，老師會擬定各次考試的範圍表，同學可據此作好預、複習計畫，循序完

成。至於考試範圍除了課本、各項習作本以及評量卷的內容之外，還有另訂之自行研讀

的補充書籍，同學亦須掌握其學習目標與方法。校內考試的題目大多出自當次指定範圍，



同學只要認真準備，不難考得高分。當然也不能光靠死背，像字義、各作家或類似課文

之綜合比較，便必須作好統整，要能融會貫通。 

通常在考前的一、兩節課，老師會預留時間讓同學提問，因此務必在此之前將考試

範圍，尤其是自行研讀部分複習完畢，才能把握提問時間釐清所有疑問。 

五、多觀摩，多動筆，作文沒問題 

    閱讀是寫作的基礎，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認真閱讀課內外優

良文章，並擷取其中名言佳句、精闢之人例事蹟記錄下來，長期累積便是豐厚的作文材

料。而在三年的學程中，老師會講解各類作文題的作法，對於常考的題型，老師也會指

導同學習作，至於寒、暑長假中，更會有主題式書籍閱讀的作業，同學只要多觀摩、多

動筆，寫作能力必日起有功，考試時得心應手。過去曾有學長、學姊因國文作文能力欠

佳，導致學測成績未能達到 75 滿級分的情形，實在令人遺憾，所以，同學們若立志在

國文考科出類拔萃，切記務必長時期努力鍛鍊。 

    當然，好的作文要能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閱讀是汲取別人的作文方法，參考別人

的生命經驗，若能在生活中多加用心觀察體會，寫作時將自己的故事與見聞融入文章中，

一定更生動、深刻。 

六、試作學測題，瞭解高中國文研讀方向 

    雖然同學才考完基測，剛邁入高中階段，仍建議同學此時便試作一、兩份學測題目，

包括所有選擇題與作文題，藉以知曉大考趨勢，瞭解因應考試的高中國文研讀之道。即

使考出來成績極不理想，也毋須沮喪，反而能提醒自己不足之處、待努力的方向，在日

後積極補強。 

 

    學校教育的功能，絕不只是指導學生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提升應

考實力的確是現實目標之一。高中階段是為通過升學考試而有師長不斷耳提面命須用功

讀書的最後一個學程，衷心期盼同學們能善加珍惜，不僅擁有優異的國文成績，更培養

起良好的閱讀習慣與閱讀能力，一生受用。 

    最後，還要推薦同學閱讀知名作家林良先生的《不繳作業不考試》及台大中文系何

寄澎教授所作《我學國文的經驗—對青年學子的忠告》兩篇文章，或許文中所說的道理，



同學都已耳熟能詳，但是惟其平凡，所以能放諸四海皆準，所以能行之久遠。請仔細閱

讀、靜心省思，希望同學在殷殷勸勉中能有嶄新領悟，更加確立積極學好國文的決心。 

 

 

 

    不繳作業不考試           林良 

    對一個商人來說，如果明天沒有支票到期，沒有一筆利息要付，那麼他就會把今天

晚上看成聖誕夜，看成快樂假日的前夕，充分體會到經商的快樂—其實也就是不必經商

的快樂。 

    對學生也是一樣，如果明天沒有什麼作業要繳交，而且也想不起有哪位老師提起過

明天要考試，那麼他也會把今天晚上看成歡樂週末，充分體會到求學的快樂—其實也就

是不必求學的快樂。 

    一個經商的人，弄得只有在不經商的時候才快樂，可見他並不是一個出色的商人。

出色的商人應該不把到期的支票和應付的利息放在心上。他應該早有安排，而且把那出

色的安排當作藝術來看待。他有足夠的清醒，也有足夠的信心和自豪。他安排的是下個

月的事情、下半年的事情、下年度的事情，並沒有一個真正值得憂慮的明天。明天是展

開工作的日子，明天是計畫完成的日子；明天不是還債的日子，當然更不是躲債的日子。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對照： 

    一個正在求學的學生，弄得只有在不求學的時候才快樂，可見他並不是一個傑出的

學生。傑出的學生應該不把明天要繳交的作業和要舉行的考試放在心上。他應該早有安

排，而且把那出色的安排當作藝術來看待。他有足夠的清醒，也有足夠的信心和自豪。

他安排的是下星期的事情、下個月的事情、學期末的事情，並沒有一個真正值得憂慮的

明天。他坦然迎接明天，對明天有新的期待。他並不焦慮匆忙，為明天的作業債務和考

試判決不安。 

    我的建議是一個平凡的建議，但是這建議裡有不平凡的內涵。那就是：要在不焦慮

的狀態下學習，不要在焦慮的狀態下學習。你最應該學習的一門功課，超越一切功課之



上的一門功課，就是「對自己的征服」。你要設法使吃苦和磨練成為藝術，不帶一絲焦

慮色彩，飽含創造意味。這種境界是可以描繪的：你勤苦的寫作業，並不因為明天要繳

交，而是因為你「決定」要在今天完成；你潛心研習功課，一再的提出問題考驗自己，

並不是因為明天要舉行考試，而是因為你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你對自己發號施令，你

是自己的主人。你有你自己的日暦，不用那買來的日暦或銀行贈送的月暦。你過你自己

學業上的端午節，過你自己學業上的中秋節，過你自己學業上的春節，你並不因為別人

放假，也跟著放假。你有你自己學業上的假日和「不放假日」—像報社似的，往往在國

定假日辛勤工作，提供出色的閱讀服務。 

    你應該完全換一個新態度來處理你的作業和考試。你像行獵的獵人似的來到學校，

然後，在日落時分，燒起營火，處理你的獵物。獵人每天都有獵人的作業。 

    今天教的一課英文，明天並不考試，但是，你把它列為今天的課業，你有為自己安

排的一番考試。你自己命題，為自己擬幾道「缺德的考題」和「寬厚的考題」，你揣摩、

作答。你很清醒，明天並不考試。你跟別的學生不一樣，竟為一門「明天不考」的科目

準備起考試來。如果你遇到困難，你有充裕的時間查參考書、查字典。你吃苦，但是吃

苦得一點也不焦慮。你也許睡得晚，但並不是受罪，相反的，你心中充滿探索的趣味，

你很清醒，明天並不考試。你本來就是一個學者，你並不是考試的奴隸。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並不包括焦慮的因素在內。如果你焦慮，你

根本就沒法子再去吃苦。你不可能成為人上人，最大的可能是成為一個瀕臨精神崩潰的

病人。由「征服自己」作出發的吃苦，才能使一個人成為人上人。 

    一個成功的學生每天在「根本沒那個必要」的情況下，為自己舉行「迷你考試」，

在老師講課的情景如在眼前的時候用功，然後，不再為未來的那個「可怕的日子」不安。

這裡有一句使局外人驚訝的學生格言：「好學生不為明天的考試用功」。 

    所有的作業，都應該加以分析。老師心目中的「一夜之間就可完成」的作業，你就

在今夜完成，不必等到那個可怕的「前夕」來臨之前才動手。沒有任何理由、任何壓力

要你在今夜完成，但是你「要」，你「決定」在今夜完成。你要，你願意，為你的決定

吃苦。你傻子似的為一份「明天根本不交」的作業趕工，因為你有足夠的智慧。你不是

一個真正的傻子，你有足夠的清醒，拒絕在壓力下趕作業。 



    有些作業的性質是要在一段日子完成的，老師並沒有要你「在一夜之間完成」的意

思，那麼，你也應該在不焦慮的狀態下擬定一個「分期付款」的辦法。你自己做主，自

己規定每天的工作量，自己決定要用多少日子來完成這長期計畫。有些並不很聰明的學

生，往往在「日子來臨的時候」，在極端焦慮的狀態下，用一夜的時間趕完兩個星期量

的作業，那種焦慮匆迫的窘態，很難使人把它跟「英雄色彩」聯想在一起，包括他自己

在內。那種窘態事實上不含一絲浪漫意味。那不是浪漫，是狼狽不堪，吃苦而並不令人

起敬。 

    「明天不繳作業不考試」的那種快樂，暗藏著危機，只能算是「逃避者」所能獲得

的唯一的快樂。其他日子裡，逃避者在黑暗中爬行。一個傑出的學生所追求的快樂應該

是「不為明天要繳交的作業不安」、「不為明天要舉行的考試焦慮」的那種快樂。 

    套用甘迺迪的一句名言，我的建議是：不要問明天要繳交什麼作業，明天要舉行什

麼考試；只問你今天要作些什麼作業，今天要為自己舉行什麼考試！ 

 

 

 

我學國文的經驗 

                        － 對青年學子的一點忠告       何寄澎 

    如果有年輕朋友問我：「怎樣把國文學好？」我會說：廣泛而持續地閱讀是很重要

的基礎。由於在我們目前的教育科目中，國文是唯一關乎文字能力乃至文學素養的訓練，

所以說「國文程度」，其實就是文字能力與文學素養的代稱。因此，學好國文的途徑和

加強文字能力與文學素養的方法是一致的，也因此我會說：廣泛而持續的閱讀是很重要

的基礎。 

    在我個人的學習經驗裡，閱讀書籍對我國文程度的提昇確有莫大助益。我自小學開

始，廣泛閱讀童話、故事、格言、成語、唐詩等書籍，到了初中（即現在之國中），開

始讀小說。前者對我運用文字有幫助；後者對我性情與思想的感化極深遠。而它們在我

面對學校的國語文課本以及作業時，都能產生難以言傳的交互刺激發明與良性轉化融會



作用，這種作用使我面對教材時，可以發現這些生硬的考試材料背後的動人內涵，增加

我閱讀它們的興趣，使我不致單純的視其為考試材料，我甚至極有興味地去細細閱讀有

關作者的介紹，也不視繁瑣艱深的注解為苦。這種情形和我當時的同窗是頗相異的，其

中雖可能也有「個性」的因素，但我仍以為他們所欠缺的廣泛閱讀，是促使他們面對國

文教材更覺枯燥的關鍵因素。 

    我不清楚時下的國、高中生是否都有廣泛而持續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我想是沒有

的。人人都會說這是升學主義迫害所致，對這一點我雖不否認，卻也不完全贊同。在臺

灣，升學主義盛行已數十年，並非今日為然；何況今日學子所擁有的各項便捷條件較以

往優越甚多，只要有心，絕不至於每天只有啃教科書的時間，也絕不至於只能把教科書

當教科書讀。事實上，許多學子願意把時間花在電動遊樂器、笑話書、漫畫書上，而不

能把時間利用在閱讀較有深度的書籍上。一方面把教科書只當作考試的材料；一方面縱

容自己流連於淺薄、粗俗的書籍。換言之，將文字的功能完全矮化至一方面是無須用大

腦的消遣；一方面是只有對付考試的價值，如此，國文怎麼可能學得好？ 

    談到這裡，似乎不免引人說教之譏。但我真的想誠懇的呼籲我們的國、高中生：撥

一點時間去接觸優美的文字世界吧！年輕的黃金歲月為何要輕易浪費了呢？文字的世

界遼闊、深邃、動人，充滿趣味。但它沒有聲光電化，它不能讓你立刻感知它的優美，

它須待你慢慢發現，能發現它的人是有福的，一輩子受用不盡。而我並沒有要你過度接

觸課外的文學世界，因此它不會妨礙你校內的學習，也不會耽誤你正常的課業，它反而

會替你打開心靈的新扉，幫助你度過枯燥的中學生涯。 

    把國文學好的第二要件是認真的上課。所謂認真，即全神貫注、心志專一，其實這

是學好任何科目的要件，國文自不例外。我之所以特別強調它，也是緣於自身的經驗。

在我中學六年的歲月中，認真上課的時候實在不多，所以我的學習成績不佳。但初中二

年級的國文課是個例外。那一年的每一節國文課我都正襟危坐，凝神諦聽，令我印象至

今難滅的是，每次考試，我不用準備就有很好的成績。也因為有好成績，使我充滿成就

感，遂更專注聽講；而因更專注聽講，我就更不費什麼力氣便輕易獲得好成績。這是一

種良性循環，絕無可疑。而我要強調的是：認真聽課可以比較容易進入課文的世界；也

可以比較容易了解課文的旨意，節省許多課後複習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它讓你對各項



問題清清楚楚，當下思辨、解決，不煩課後費神追索，反而事倍功半。 

    當然，我必須承認，要一個十餘歲的孩子每節課都凝神專一，是不太可能的，這就

有賴於老師嚴格的紀律要求以及精采有趣的講授。我初中二年級的國文老師本身就律己

甚嚴，事先準備充份，當下講授認真，同時要求課堂紀律，不容同學不專心。就在這種

老師主導，學生互動的情況下，大家紮紮實實地受了一年國文的訓練，獲益匪淺。 

    最後，我要奉勸青年朋友，善用各種假期，尤其是寒、暑二種長假。假期的主要目

的不是讓我們玩樂，而是要我們調整身心，重新出發。如果我們覺得平日閱讀不足，我

們可以在假期中充份閱讀；如果我們覺得平日學習不夠認真，我們可以在假期中充份重

新學習。在假期中，我們心情較悠閒，時間較充裕，正可體會、享受「沒有壓力的學習」

滋味，這是平日所難得一嚐的。記得初中三年級的寒假，我耽讀＜水滸傳＞，過年時沒

放鞭炮，也沒看電影，更沒多少壓歲錢，可是那是我迄今難忘的一個充實而愉快的寒假。

年輕朋友們，要不要也試試看呢？ 

    天下事從不嫌晚，少年十五二十時也最可塑造。青年朋友如果不嫌我老生常談，也

願意培養廣泛而持續閱讀的習慣；培養認真上課的態度；要求自我更加善用假期。我相

信你們不僅可把國文學好，課業學習的整體也都將更進步；而最重要的是，你們將具備

更健康的身心，這種健康的身心對人生中不斷學習的歷程，是極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