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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人文素養，跟學什麼專業未必有關係。一個具人文素養的人，不必然出

身人文社會學科。……那些擺賣蔬果的少數民族，看上去沒什麼學歷，也沒有

受過世俗「人文素養」的訓練。他們純潔、品格崇高，理念簡單，說話貼心。

那麼大家認為他們有沒有人文素養？所以，人文素養不但跟是否讀理工沒有關

係，甚至跟是否讀過書也沒有必然的關係。（郭位，2016）

素養跟知識有沒有差別？……納粹頭子很多會彈鋼琴、有哲學博士學位。這些政
治人物難道不是很有人文素養嗎？我認為，他們所擁有的是人文知識，不是人

文素養。知識是外在於你的東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須

讓知識進入人的認知本體，滲透他的生活與行為，才能稱之為素養。……「知」

與「行」是不是兩回事呢？王陽明說：「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個人的解讀裡，王陽明所指知

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識」的層次，而素養，就是「知行的本體」。王陽

明用來解釋「知行的本體」的四個字很能表達我對「人文素養」的認識：真誠

惻怛。（龍應台，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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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共備主題
說明文教學策略
〈台灣的山椒魚〉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討論





分別云以兩類現在唯⼀的線索是《切韻》以前云母字與匣母字反切不分，同屬⼀個

聲母。中古時期，匣母字只⾒於⼀⼆四等韻，云母只⾒於三等韻，凡三等韻字的

聲母都受介⾳-j-的影響⽽顎化，那麼《切韻》以後云匣反切之分就可能是顎化的

V-與不顎化的V-在聽覺上⽐別的聲母清楚的原故，我們可以根據這⼀點，暫時把

云匣兩類認作⼀類聲母，和幫⾒諸母反切的兩類⼀樣。為表明他的特性，單獨標

寫云母時，隨時都把介⾳j附在V-後。（⾴153-154）

V





1992年開始寫科普⼩品，在《聯合報》繽紛版的「科學向前看」，以充滿新奇的

想像⼒引介科學知識，獨創「科學⽣活化」的寫作⾵格。⼗年後於《科學⼈》雜

誌的「科學⼈觀點」，以突破框架的跳躍思考，寫識寫智，寫景寫意，寫⼈寫情，

再樹「科學故事化」的書寫情調，曾獲⾦⿍獎最佳專欄寫作獎。2010年於「教育

廣播電臺」製播「⼈⼈都是科學⼈」，再獲⾦鐘獎教育⽂化節⽬共同主持⼈獎。

「曾志朗」的⽂章不同，他總是能給我⼀種驚豔的感覺。他⽂章的使⼈驚

「艷」，不是他⽂字的華麗，辭藻的考究，他⽂章的使⼈眼睛⼀亮，是其中總

是充滿了新奇的想像⼒，不落俗套的知識引介和俯拾皆是的⽣活趣味。……我

以為，「曾志朗」能夠寫出如此令⼈欣羨的科學⽂章，⼀⽅⾯來⾃他對於科學

知識，有由語⾔認知領域許多原創性研究⼯作⽽得到之領悟，另⽅⾯則與他對

知識之外事物的廣泛興趣，不拘格局的交友結緣，以及天⽣熱情和不凡的⽂字

運⽤能⼒有關。（《⼈⼈都是科學⼈‧序》）



⼀是「引起興趣」策略，包含選擇傳記類型的書籍與⽂學感情性的修辭筆法這

兩項「表演性的技術」（dramaturgical tactics）；第⼆是「強化第⼀印象」策略，

表現在書名的訂⽴和翻譯的技術上。（⾴4）







夏天真的到了，天氣越來越熱了。屋外陽光猛照的⽇⼦，你寧可窩在房裡，任

炎炎的夏⽇把柏油路⾯曬得熱氣直冒。你只要往外⾯望⼀眼，就會被烈⽇嚇得

不敢再往外移動。其實房⼦外⾯再熱也不過是攝⽒三⼗五度⽽已，你能想像在

攝⽒六⼗度的沙漠裡，竟然還會有⽣物敢頂著陽光出巡嗎？

甲問：「⾹蕉掉地上，會怎樣？」

⼄答：「成了爛⾹蕉。」

甲⽈：「錯！變成茄⼦。」

但⾒⼀望無際的沙漠，在中午的陽光下燃燒。幾乎所有的動物都被熱呼呼的烈

⽇照得⾻頭都癱掉了。只有那⼀隻⼀隻的銀⾊螞蟻，正趁著「眾物皆癱」的時刻，

來個「唯我獨⾏」的覓⾷活動，以求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之下，能突破危險，來求

取⼀線⽣機。為什麼牠們要這麼⾟苦呢？原來在牠們的螞蟻洞外頭，經常有蜥蜴

在⼀旁「虎」視眈眈，正在扮演著「守洞待蟻」的勾當。只要這些螞蟻⼀不⼩⼼

爬出洞外，則⼀⼝⼀蟻，這些蜥蜴是毫不容情的。



只⾒牠們選擇在⽇正當中的時刻才冒熱出擊。那時候，但⾒⼀隻隻蜥蜴都已被

烤得全⾝動彈不得，只能眼睜睜的看那銀螞蟻在⾯前橫⾏⽽過。更氣⼈的是這些

銀蟻得意著跳躍⽽去，簡直是欺⼈太甚！其實，跳躍不是因為牠得意忘形，⽽是

為了沙粒實在是太燙腳了，牠必須經常的換腳前進。每⼀次只能以⼀隻腳輕輕點

在沙上，讓其他的五隻腳輪番休息，⼿舞⾜蹈為的是讓剛剛才被燙到的腳有⾵涼

的機會！你如果也有過⾚腳⾛在滾燙的沙灘上的經驗，就會對這些銀蟻的跳躍動

作發出會⼼的微笑了！

只能眼睜睜的看那銀螞蟻在⾯前橫⾏⽽過。更氣⼈的是這些銀蟻得

意著跳躍⽽去，簡直是欺⼈太甚！



只有那⼀隻⼀隻的銀⾊螞蟻，正趁著「眾物皆癱」的時刻，來個「唯我獨⾏」

的覓⾷活動，以求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之下，能突破危險，來求取⼀線⽣機。為什

麼牠們要這麼⾟苦呢？原來在牠們的螞蟻洞外頭，經常有蜥蜴在⼀旁「虎」視眈

眈，正在扮演著「守洞待蟻」的勾當。

⽂章標題（仿體） ⽇常習語（本體）
〈鯨聲鯨語〉 鶯聲燕語
〈⼩⼩鴿⼦要回家〉 ⼩⼩⽺兒要回家
〈天賦猴權〉 天賦⼈權
〈眾猴⾏必有我「私」〉 三⼈⾏必有我師
〈天⽣⿃才必有⽤〉 天⽣我才必有⽤
〈企鵝：南⽅不敗的故事〉 東⽅不敗
〈桿上開花〉 槓上開花
〈⼀頭兩制〉 ⼀國兩制



l ⽂章標題為〈螞蟻雄兵〉，作者在標題設計上有何巧思？

l 在⾸段中，作者為何不直接寫銀蟻，⽽寫夏天炎熱的感覺？

l 在⾸段中，作者多次以第⼆⼈稱「你」指稱讀者，如此寫法有何⽬的？

l 在第⼆、三段中，作者使⽤「但⾒（只⾒）……，原來（其實）……」的句型，

這種句型具有何種表達效果呢？



很多時候，學⽣的作⽂只是寫給教師看，這樣對提升寫作⼒就不是很有幫助。⽐

較有幫助的做法，舉例來說，可以讓學⽣先決定⼀件⾃⼰專⾧的事（例如釣⿂、

蒐集棒球卡等），然後針對沒有這⽅⾯專⾧的讀者，寫⼀篇⽂章介紹這件事，寫

寫⾃⼰在這⽅⾯的經驗、知識、觀點等。（⾴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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