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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小教科書的教學指引所提供的篇章結構分析表是

「一課一種結構，幾乎每課都不相同」，學生無法記得那麼多種結構分析表，更無

法模仿。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分析歸納國小三年級常用的組織結構法及其名稱，其

次是把使用相同結構法的課文重構為相同或相似的「組織結構分析表」，最後實作

並繪製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分析表之實例。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首先建構常

用的十類四十四種篇章結構類型做為分析類目，再以此十類的篇章結構對台灣的康

軒、南一、翰林三種版本國小三年級語文教科書課文，進行篇章結構比對或解構分

析。康軒與翰林版三上三下各 14 課文，南一三上 12 課三下 14 課，合計共 82 課。

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三年語文科課文 82 篇中以時間（順敘）佔 56.1%、空間（並列）佔 3.7%、種類

（並列、先後）20.81%、人物（並列）3.7%，四種基本結構者共 69 篇，佔課文總

數的 84.1%。由於使用相同的結構法，其「篇」結構是相同的，「章」節構的結點

名稱也相同，只是段落數目不盡相同，所以結構分析表類似。 

其他變化型結構為：劇本 5 篇、今昔今、先時後種、先種後時、時人時、時間

插敘、地種地種、舉例法、正反法一篇。這些變化型也分別應用時、地、種、人等

元素作為結點，仍有某種共用性，學生容易遷移學習。 

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的結構方面：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發現記敘文、詩歌、

劇本、說明文、應用文 5 種文體共用時間（順敘）結構者有 46 篇；記敘文、詩歌

兩種文體共用地點（散列）者共 3 篇；記敘文、詩歌、說明文 3 種文體共同使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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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散列）結構者共 15 篇；記敘文、說明文兩種文體共用人物（散列）結構者共 3

篇。教師教導學生：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法，學生也可以輕鬆類化學習，且可以

重複與精熟學習。 

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及世界各地的華語課文是「一課一種結構」，抑或使

用「通用」的少數幾種結構？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課題。 

 

關鍵詞：text structure, Narrative text, Descript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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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在英文寫作中，敘事文（narrative essay）  主要採用時間順序（chronological 

order, temporal order）來發展和組織，描寫文（description）以空間順序（spatial 

order）安排材料（Baker, 1985, pp.62-64；Cook and Mayer 1988；Langan, 2000, 

p.199）。Horowitz（1985）指出五種「文本模式」（text patterns）出現在校內各種

教科書的結構、記敘文與說明文的結構、文學與科學的文本結構，這五種常用的文

本結構是時間順序（temporal order, time order）、屬性／列舉結構（attribution , list 

structure）、正反／比較與對照（ adversative, compare-contrast）、共變／因果

（covariance, cause-effect ）、回答／回題解決（response, problem solution）。根據

Schwegler（2004）指出說明文（exposition）也會使用敘事文（narration）的方式做

「說明」，採用時間順敘、倒敘、插敘的結構法組織材料（pp.499-500）；他又指

出說明文也會使用描寫文的（description）的方式做「說明」，進而採用時間、空

間、主題式組織法（thematic organization）（p.446）。綜觀上述可得幾個簡要結

論：首先，課文的「時間、空間、主題」等組織結構說明「組織結構」是有「名

稱」的，所以每一課的課文應該有組織結構的名稱，以利於溝通與分類整理，進而

促進學習遷移；其次，因為「常用的」文本結構是「有限的」幾種，那麼許多課文

應該會使用相同的組織結構，其課文的「組織結構分析表」應該也是相同或相似

的，這樣可以透過類化，讓學生學習更容易與有效能；最後，「記敘文」與「說明

文」等不同文體可以通用某些組織結構法，如此可以減輕學生的負擔。 

可是，當我們觀察台灣各版本的語文教科書時可以發現三個問題：首先是每一

課的「組織結構分析表」幾乎都不同，每一課都用不同的組織結構嗎？，這不是與

「組織結構法是有限的／常用的幾種」相衝突嗎？其次，教師手冊在某些課別的組

織結構分析中會載明結構法的名稱，有些則否，那麼教科書所使用的組織結構法是

無名的嗎？第三、由於每一課的組織結構分析表都不同，那麼如何實踐不同文體使

用相同的結構？ 

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分析歸納國小三年級常用的組織結構法及其名稱，

其次是把使用相同結構法的課文重構為相同或相似的「組織結構分析表」，最後實

作並提出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實例。 

 

貳、文獻探討 

根據 Rumelhart（1980）的基模理論認為：“一個基模”是“一個資料結構”

（p.34），所以本研究把一篇文章當作是一個資料結構。他又說：基模是由許多

“次基模”（subschemata）構成的輪廓，表現概念的“組成要素”，基模是“次基

模”的一個網路（或可能是一棵樹）（p. 37、38）。如此，本研究視把文章的結構

分析表視為有層次的結點與連結的關係。為了呈現這種層級關係，本研究從篇結

構、章結構與段內結構三層次建構篇章結構的認知基模，以作為解構與重構的基

礎。茲分述如下： 

一、文本結構的三層次與篇章結構的層次 

文本結構（text structure）是關聯句子、段落、全篇成為一個有秩序的整體。因

此，較詳細的文本結構特徵，有三個主要層次值得分析（Dymock, 1999,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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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層次是頂層、巨觀層、微觀層等，茲分述如下： 

(一)篇結構與複合名稱 

文本結構的第一層次是「頂層結構」（top-level structure）使文本符應全篇的組

織原則（overall organizing principles）（Meyer and Rice 1984, p.327），通常涉及基

模的超結構（schematic superstructure），涉及文本的整體組織規則（Dymock, 1999, 

pp.175-6）。換句話說，它是「篇結構」，統制全篇組織的結構。 

Horowitz（1985）指出校內各種教科書的結構常用五種「文本模式」是時間順

序、屬性／列舉結構、正反／比較與對照、共變／因果、回答／回題解決，作者用

這些結構做為文本全篇組織和形式（overall organization and form）（Horowitz, 

1985, p.450）。Horowitz 不分文體，指出教科書常用的五種「篇」組織結構。 

但是，「時間順序」又包括順敘、倒敘、未來、插敘、今昔今、久暫、快慢等

（仇小屏，2000，頁 83-121），因此，具體的時間順序法要命名為時間／順序、時

間／倒敘、時間／未來、時間／插敘、時間／今昔今、時間／久暫、時間／快慢，

一方面說明它是屬於「時間類」的主結構，另一方面說明它的具體組織型式，這是

次結構。使用如此的「複合名稱」才能清楚說明該篇文章具體的篇結構為何。 

(二)段間結構與意義段、自然段、段落階層 

第二層次是段落或巨觀命題層次（macroproposition level structures 或 macro level 

structure），關心思想如何在複雜段落之間呈現，屬於邏輯或修辭方面的排序

（logical or rhetorical sort）（Meyer and Rice 1984, p.326），中心思想如何以「段

落」這種大的塊狀文本來呈現，並關注「段」的實質要點（ Dymock, 1999, 

p.175）。此一層次可說「章結構」，就是段與段之間的結構關係，所以章層次的結

構又稱為「段間結構」或「段際結構」。 

「章結構」的屬性與名稱可以和「篇結構」的屬性與名稱相同。Horowitz

（1985）說「文本模式」，可以做為全篇組織的形式、也可以作為段落層次

（paragraph level）（Horowitz, 1985, p.450）。而「特徵詞」（Signaling words）

（Faye Bolton, 2007）或「轉換詞」（transitions）（Schwegler, 2004, p.93）是分辨

「段落屬性」的重要線索，相同屬性的段落就有相同的名稱。以時間特徵詞或轉換

詞引導者成為「時間段」、以地名或位置詞引導者為「空間段」、以事物名稱引導

的段落成為「種類段」、以人名或稱謂引導的段落成為「人物段」…。常用的段落

名稱尚有開頭、結尾、原因、結果、因果、例子、定義、方法、階段、步驟、要

點、對象、特徵等。 

段落層次又可以分為意義段與自然段。一個意義段可以分再分出自然段，通常

一個意義段可以分為兩個以上的自然段。不過，一篇文章中有好幾種意義段時，可

能有些意義段只有一個自然段，有些則有好幾個自然段。例如論說文的「三何」

題，「是何與為何」的意義段通常只有一個自然段，而「如何」通常會有很多個自

然段。 

由於意義段之下可再分出自然段，因此，意義段是「上層結構」，自然段是

「下層結構」，這種「段間結構」就形成上、下兩階層的結構，本研究簡稱為「二

階」。不需分意義段與自然段的文章，通常只有「一階」的自然段。 

(三)段內結構 

文 本 結 構 的 第 三 層 次 是 「 段 內 結 構 」 或 稱 為 「 微 觀 命 題 層 次 」

（microproposition level），是文本結構的最低層次，焦點放在句子與句子之間連結

（有條理、連貫、協詷）與交互關係，後寫的句子如何與先寫的句子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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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屬於概念與概念或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以及句子如何組織到文本

之中，是文本最詳細的表達（Meyer and Rice 1984, p.325；Dymock, 1999, p.175）。

記 敘 文 的 段 內 結 構 之 主 要 元 素 如 主 題 句 （ 含 段 主 要 關 鍵 詞 ） 、 轉 換 詞

（transitions）、敘述句或支持句詳細敘述看／聽／嗅／味／做／感／想及人／事／

時／地／物等事實、結論句。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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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文中，典型的段內結構則是由主題句、支持句（或申論句）、結論句、

論證等的連結組織而成。茲以一階的種類法繪圖舉例如下： 

 

 

 

 

 

 

 

 

 

 

 

 

 

為節省篇幅，本研究在後續的結構分析表中，微觀層次的段內結構簡化為「要

點」，，採用篇、章、要點三層次繪製結構分析表。 

二、不同文體通用相同的組織結構法 

在英文寫作中，敘事文（narrative essay）主要採用時間順序（chronological 

order, temporal order）來發展和組織（Baker, 1985, pp.62-64；Cook and Mayer 

1988；Langan, 2000, p.199）。Schwegler（2004）認為敘事文不一定要一直使用時

間結構來表達，也可以用「重要事件」來敘述（p.449），Bal (1985）提出了「脫離

時間」（chronological deviations or anachronies）的敘事，而以人物（characters）、

空間（space）、焦點（focalization）等做為事件分類（separate category）或分割

（division）的依據（pp.114-161）。綜觀上述，敘事文可以使用的組織結構法有時

間、空間、焦點及重要事件等型式。 

其次在英文寫作中，描述文（description）以空間順序（spatial order）安排材料

（Baker, 1985, pp.62-64；Cook and Mayer 1988；Langan, 2000, p.199）。Schwegler

（2004）指出：說明文也因說明的需要而使用敘事文、描述文的方式與組織結構法

進行寫作（pp.44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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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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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述文、說明文、議論文依寫作目的需要，可以通用組織結構法；各文體可以

通用組織結構法，將可減輕學生學習組織結構法的負擔。 

本研究將通過三版本語文教科書的分析，證實不同文體通用組織結構的狀況。 

三、同一結構使用相似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Horowitz（1985）指出校內各種教科書的結構常用「五種」文本模式或篇章結

構（Horowitz, 1985, p.450），如果這種主張屬實，教科書中每一課的「結構分析

表」不出這「五種」型式。根據筆者的研究，Horowitz 的「五種」結構對國小學生

而言不夠具體與週延，所以筆者列舉最常用的篇章結構，並以篇、章、要點三層次

繪製結構分析表如下： 

(一)時間結構 

時間結構是最常用的結構類型。時間的「篇／頂層」結構分為順敘（straight-

forward）、倒敘（flash-back）、未來（flash-forward）、插敘等（Bal, 1985, p.84；

Nadell & Langan, 1987, p.34）。仇小屏更進一步將時間順序的組織結構再細分為今昔

法（由昔而今／順敘、由今而昔、今昔今）、久暫法（由暫而久、由久而暫）、快

慢法（先快後慢、快慢快、先時後空、先空後時）（仇小屏，2000，頁 83-121）。

本文前已言及時間結構的頂層／篇結構要以「時間／順敘」、「時間／由昔而今」

等這種「雙重的主、次名稱」或「複名」才能清楚的表達，「時間」是「主結

構」，「順敘」或「今昔今」是次結構。 

時間結構的「章結構」（段間結構）之名稱與「篇結構」相同時，我們可以用

篇結構的名稱命名為「時間一」或「第一時間」做為「結點」，排列段落順序。而

插敘則視插入地點、種類、人物…而以它命名。 

時間結構的「章結構」又依需要也可分為一階、兩階與多階的結構。時間順

敘、插敘通常是一階的結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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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結構者如「今、昔、今」各可能各有一個以上的時間，例

如「昔」又分為「第一時間、第二時間…」；「先時後空」之「時」又可分為一、

二…，「空」再分為一、二、三…。茲繪圖如下： 

 

 

 

 

 

 

 

 

 

 

在時間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時間」二字的主結構是相同的，至於順

敘、倒敘、今昔今等次結構有所差異，但同樣使用「順敘」次結構的文章，則主、

次結構都會相同。 

在章結構方面，「今、昔、今」的章結構可分為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凡是使

用今昔今結構者，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異，其他的篇章結構都相

同。 

(二)空間結構 

描寫文（description）主要以空間順序（spatial order）安排材料（Baker, 1985, 

pp.62-64；Cook and Mayer 1988；Langan, 2000, p.199）。仇小屏又將「空間」細分

為遠近結構（由近而遠、由遠而近、近遠近、遠近遠）、內外結構（由內而外、由

外而內、內外內、外內外）、前後結構（由前而後、由後而前）、左右結構（由左

而右、由右而左）、高低結構（由高而低、由低而高）、大小結構（由大而小、由

小而大、大小大、小大小）、視角變換結構（由高低而遠近、由遠近而高低、由大

小而高低、由高低而大小而高低）及空間虛實法（先實後虛、先虛後實、實虛實、

虛實虛）（頁 17-82，233-241）。陳添球（1992）還提出「可以不依照順序，就各

地區的景物與生活經驗，分別介紹」，採用「並列」的空間組織結構（p.10）。以

空間做為文章的頂層／篇結構要採用「空間／並列」、「空間／由近而遠」…的主

次／複名做具體表達。 

空間結構的「章結構」（段間結構）之名稱與「篇結構」相同時，「並列」可

以用篇結構的名稱命名為「空間一」或「空間二」做為「結點」；「由近而遠」有

順序的排列可用「第一空間、第二空間…」命名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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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結構的「章結構」的階層方面，並列、由近而遠等結構通常是一階；「視

角變換結構、虛實、大小、高低」分為兩階則更清楚，如下表： 

 

 

 

 

 

 

 

 

 

 

在空間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空間或地點」二字的主結構是相同的，

至於並列、遠近、左右…次結構有所差異。但同樣使用「並列」等次結構的文章，

則主、次結構都會相同。 

在章結構方面，凡是使用並列結構者，其結點名稱都相同，只是數量上的差

異，通常是一階即可。「空間／視角變換結構、虛實、大小、高低」的章結構宜有

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其第一階層會因遠、近、高、低等分類而異；但是凡是使用

相同章結構者，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異，其他的篇章結構都相同。 

(三)種類結構 

「種類」是記敘文常用的組織結構方法之一，寫作素材適合用「種」或

「個」、「類」、「項」、「點」來說明或表達，那麼這些「種、個、類、項、

點」就像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各個個體各自成一個段落，採用「並列」排列（陳添

球，1992，pp.14-15），也可以採用「重要性遞增或遞減」做排例（increasing order 

of importance）（Schwegler, 2004, p.446），這種結構名稱可用「種類／並列」、

「種類／重要性遞增（遞減）」…的主次／複名做具體表達。。在英文寫作中，種

類法相似的名稱有 classification, Division, attribution, list structure, simple listing, 

enumeration。種類還可以二次分類，例如以好／壞、優／缺點、冬／夏…將項目分

類，因而形成「種類／好壞、種類／優缺…」等「種類／再分類」的結構。 

種類結構的「章結構」（段間結構）之名稱與「篇結構」相同時，「並列」可

以用篇結構的名稱將段落命名為「種類一」或「種類二」做為「結點」；「重要性

遞增」有順序的排列可用「第一種、第二種…」命名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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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結構的「章結構」的階層方面，並列、重要性遞增等結構通常是一階；而

「種類／優缺」可分為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如下表： 

 

 

 

 

 

 

 

 

 

 

在種類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種類」二字的主結構是相同的，至於並

列、好壞…次結構有所差異。但同樣使用「並列」等次結構的文章，則主、次結構

都會相同。 

在章結構方面，凡是使用並列、重要性增減的結構者，其結點名稱都相同，只

是數量上的差異，通常是一階即可。「種類／好壞、優缺」涉級二次分類形成意義

段，所以章結構宜有二階，其第一階層因好壞、優缺等分類而異；但是凡是使用相

同章結構者，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異，其他的篇章結構都相同。 

(四)人物結構 

Bal (1985）提出敘事文「脫離時間」敘事，而以人物（characters）等做為事件

分類的依據（pp.114-161）。而陳添球（1992）認為「人物」的組織結構分為並

列、長幼、重要性及種類（將人物分為幾類來敘述）等（p.29）。所以，當作者以

人物做為文章的頂層／篇結構要採用「人物／並列」、「人物／長幼」的主次結構

的複名做具體表達。 

人物結構的「章結構」（段間結構）之名稱與「篇結構」相同時，「並列」可

以用篇結構的名稱命名為「人物一」或「人物二」做為「結點」；「長幼、重要

性」排列可用「第一人、第二人…」命名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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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結構的「章結構」的階層方面，並列、長幼、重要性通常是一階；「人物

／種類」如分為「好、壞」人，即有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如下表： 

 

 

 

 

 

 

 

 

 

在人物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人物」二字的主結構是相同的，至於並

列、長幼等次結構有所差異。但同樣使用「並列」等次結構的文章，則主、次結構

都會相同。 

在章結構方面，凡是使用並列、長幼、重要性順序排列者，其結點名稱都相

同，只是數量上的差異。「人物／種類」的章結構有二階，其第一階層會因好、壞

等分類而異；但是凡是使用相同章結構者，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

異，其他的篇章結構都相同。 

(五)因果或為何 

原因與結果（ cause-effect）是一種共變關係（ covariance），強調「為何」

（why），而「從因到果」（cause-to-effect pattern）又分為多因一果、一因多果；

「從果到因」（effect-to-cause pattern）又分為多果一因、一果多因（D’Angelo, 

1980, pp.225-231；Schwegler, 2004, p.321）。羅華木（1977）因果關係是要求作者

闡明原因與結果之伴隨關係，以「因-果、因-果、因-果」或「果-因、果-因…」之

配對說明因果關係（p.126），以上是篇結構的類型。 

 

 

 

 

 

 

 

 

 

 

 

 

 

 

 

 

 

結
尾 

 

→ 

篇
結
構 

 

→ 

章
結
構(

一
階) 

題目

 
 

人物／並列 

開
頭 

人
物
一 

人
物
二 

人
物
三
或
人
物
多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結
尾 

題目

 
 

人物／種類 
開
頭 

第
一
人 

第
二
人 

第
一
人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 

篇
結
構 

章
結
構(

二
楷) 

→ 

要
點 

 

好 壞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12 

在章結構方面，「多因、多果」都用種類法列舉，結構分析表中的章結構通常

使用一階即可；而「因果配對」需要兩階，一階為因、一階為果。茲舉例一、二階

說明如下： 

一果多因 多種因果配對 

 

 

 

 

 

 

 

 

 

(六)過程或如何 

「過程分析」（process analysis）常用在教學，告訴他人如何做某事，或解釋某

事是如何完成的，因此有人稱此一類型的寫作為「如何」（how），通常採用有時

間或先後順序的步驟（steps）或階段（stages）來呈現，在每一階段與步驟中又可

再分次步驟或小階段（Schwegler, 2004, pp.253-254）。羅華木（1977）則認為要求

作者提出方者為「如何」類論說文（p.107），作者可以提出一種或多種方法，多種

方法可依順序排列，亦可不依特定順序而「並列」提出。所以，頂層的過程結構類

型又分為過程／並列、過程／步驟（無次步驟）、過程／步驟（有次步驟）等。 

在章結構方面，過程／並列、過程／步驟（無次步驟）可以採用一階結構。如

果過程／步驟（有次步驟），則有意義段與自然段，要使用二階結構。茲舉一、二

階之結構表如下： 

過程／並列 過程／步驟（有次步驟） 

 

 

 

 

 

 

 

 

 

 

結
尾 

要
點
一 

結
尾 

篇
結
構
→ 

章
結
構(

一
階) 

→ 

題目

 
 

原因與結果‧一果多因 

開
頭 

結
果 

原
因
一 

原
因
二
…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篇
結
構
→ 

 

→
一
階 

 
 

→
二
階 

章
結
構 

 

要
點
二 

要
點
三 

要
點
四 

題目
 

 

原因與結果／因果配對 
開
頭 

因
一 

果
一 

因
二 

果
二 

因
三 

果
三 

因
四 

果
四 

結
尾 

篇
結
構
→ 

章
結
構(

一
階) 

→ 

題目

 
 

過程／並列 

開
頭 

方
法
一
或
步
驟
一 

方
法
二
或
步
驟
二 

方
法
三
或
步
驟
三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篇
結
構
→ 

 

→
一
階 

 
 

→
二
階 

章
結
構 

 

結
尾 

題目

 
 

過程／步驟（有次步驟） 

開
頭 

次
步
驟
一 

步 驟 二 步 驟 一 

次
步
驟
一 

次
步
驟
二 

次
步
驟
二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要
點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13 

(七)比較與對照 

比較與對照（compare and contrast）可作為一種頂層結構之主黠構，次結構為

「要點對要點」（point-by-point）或「對象與對象」（subject-by-subject）。段間結

構的第一層可以稱為「要點與要點」與「對象與對象」，第二層則在各要點或對象

之下，採用特徵列舉法列舉幾種特徵（Schwegler, 2004, pp.145-7），因此也可以說

是種類法。如下表： 

 

 

 

 

 

 

 

 

 

在比較與對照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比較與對照」五字的結構是相同

的，至於要點與要點、對象與對象的次結構有所差異。但同樣使用此種結構法的文

章，則意義段與自然段的名稱都會相同。 

在章結構方面，第一層意義段有「要點與對象」之差別，第二層自然段均為特

徵，在段落名稱上是相同的，只是特徵數量不同。因此，凡是使用相同章結構者，

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異，其他的篇章結構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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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說理與舉證 

說明文常用說理與舉證（論證）（illustration and example）的方式進行說明，當

作是一種篇結構，採用「論點與論證」（thesis and support）的方式安排材料。在章

結構方面，全篇只有一個論點，搭配一個論證或多個論證的論述（一論點一論證、

一論點多論證），其章結構一階即可。如果多個論點分別搭配一個或多個論證（多

論點多論證），則需要意義段與自然段兩階結構（Schwegler, 2004, pp.45-46）。如

下表： 

一說理多論證 多項說理分別搭配多論證 

 

 

 

 

 

 

 

 

 

在說理與舉證的結構分析表中，篇結構中的「說理與舉證」五字的結構是相同

的。在章結構方面，凡是使用「一說理多論證」，其結點名稱都相同，只是數量上

的差異，通常是一階即可。「多項說理分別搭配論證」涉級二次分類，所以章結構

宜有二階，其第一、二階層因說理與舉證的數量而異；但是凡是使用相同章結構

者，其結構分析表只有「結點數量」的差異，其他的篇章結構名稱都相同。 

(九)定義或是何 

定義（definition）或是何（what）最常用的組織結構有舉例（examples）、比較

（ comparisons）、分類（ calssification）及敘事或過程（Schwegler, 2004, p.366-

8）。分類是採用「種類法」，敘事或過程採用「時間法」，其結構比照時間法、

種類法、空間法，因此其頂層結構可以稱為「定義／種類（或分類）、定義／時

間、定義／空間、定義／舉例、定義／比較」等。結構分析表與舉例法、比較法、

時間法等相同，茲不再繪製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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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何（是何、為何、如何） 

羅華木（1977）認為在寫作時，可把「何事、為何、如何」等二項或三項加以

申論，就是所謂的「二何、三何」（p.120）。如前所述，「是何」有 7 種副名 、

「為何」有 5 種副名、「如何」有三種副名，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但是，在小學

以使用種類／並列、說理與舉例最普遍。茲以三何／種類、三何／舉例繪製意義段

與自然段二階結構表如下： 

 

 

 

 

 

 

 

 

 

 

(十一)小結 

Nadell & Langan 認為：三種主要的篇章組織技術是時間、空間和重點（emphatic 

order）。「重點」包括因果、比較和對照、區分和分類、爭論和說服（ , 1987, pp.34-

5）。從本研究前面的繪圖看來，時間、空間、步驟、階段…在「有順序」的情況

下是極為類似，只是段落結點中使用時間、空間及結點數量多少之差別而已。「重

點」所包括的因果、比較和對照、區分和分類…等，也屬於「種類」的性質，如

「要點、對象、特徵、方法」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稱罷了。在篇、章、要點三層次

中，使用相同篇結構的文章，在結構分析表的頂層名稱是「完全相同」；在章層次

的段落名稱也相同，只是段落的數量不同；在微觀層次的要點或內容則完全不同。 

最後，就篇結構而言，目前筆者歸納出通用的十類主名與四十四種副名，主名

與副名的配對共四十四種，可說是四十四種通用的「篇結構」。在這四十四種篇結

構中，段落結構只有一階者佔 22 種。由表中可知有些篇名與章名相同（如時間並

列、空間並列），有些是篇名與章名部分相同（如空間／分類、人物／分類），有

些是篇名與段名完全不同（如比較與對照、過程或如何）。篇章結構綜合而言，下

表是本研究初步歸納的四十四種篇章結構： 

 

篇章主副名與段落階層／名稱一覽表 

篇主名 副篇名（次名） 段落一階名 段落二階名 

時間 順敘 第 123…時間 （無） 

倒敘 第 123…時間 （無） 

未來 第 123…時間 （無） 

插敘 第 12 插 3…時間 （無） 

今昔今 今昔今 今 1 昔 123 今 1 

久暫 久暫 久 12…暫 12… 

快慢 快慢 久 12…暫 12… 

方
法
一 

方
法
二 

方
法
三 

結
尾 

篇
結
構
→ 

 

→
一
階 

 
 

→
二
階 

章
結
構 

 

題目

 
 

二何‧為何／如何‧舉例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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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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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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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種類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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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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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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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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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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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 

一
種
理
由 

要
點
一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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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點
三 

要
點
一 

要
點
二 

要
點
三 

方
法
一 

方
法
二 

方
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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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並列 第 123…空間 （無） 

分類/種類 種類 1 種類 2 空 123 空 12 

順序 

 

遠近 遠空間 12…近空間 12… 

內外 內 12…外 12… 

前後 前 12…後 12… 

左右 左 12…右 12… 

高低 高 12…低 12… 

大小 大 12…小 12… 

虛實 虛 12…實 12… 

多空間綜合 多空間綜合 遠近高低內外 

種類 並列 種類 1.2.3… （無） 

再分類 類別 1.2.3… 種類 1.2.3… 

重要性遞增/減 第 1.2.3…種 （無） 

人 物 並列 人物 1.2.3… （無） 

長幼 第 1.2.3…人 （無） 

重要性 第 1.2.3…人 （無） 

種類 種類 第 1.2.3…人 

時空種人並

用 

先時後空、先空

後時、時空時、

空時空… 

  

先種後時、先時

後種、時種時 

  

先人後時、先時

後人、時人時 

  

空 空 種 、 種 種

空、空種空種… 

  

因果 多因一果 因果 因 1.2.3…到果 1 

一因多果 因果 因 1 到果 1.2.3… 

多果一因 果因 果 1.2.3…到因 1 

一果多因 果因 果 1 到因 1.2.3… 

因果配對 （配對）種類 （無） 

三何 是何、為何、如何 （詳如二、三何） 

過程或如何 並列 方法 1.2.3…種 （無） 

步驟、階段 (無次

步驟) 

步驟 1.2.3… （無） 

步驟、階段 (有次

步驟) 

步驟 1.2.3… 次步驟 1.2.3… 

比較與對照 要點對要點 要點一、要點二 要點一-123… 

對象與對象 對象一、對象二 對象一-123… 

說理與舉例 一論點一論證 

一論點多論證 

論點、論證 123… （無） 

多論點多論證 論點 1 論證 123… 

論點 2 論證 123… 

（無） 

定義或是何 種類／並列 種類 123… （無） 

時間 時間 123… （無） 

空間／並列 地點 123… （無） 

舉例（1） 一論點一舉例 

一論點多舉例 

論點、論證 123… 

舉例（2） 
多論點多論證 論點 1 論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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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2 論證 123… 

比較（1） 要點一、要點二 要點一-123… 

比較（2） 對象一、對象二 對象一-123… 

為何 （1）種類並立的

法／理→證。 (2) 

舉 證 - 說 理 。 (3) 

正反的種類法(正

種 、反 種 )（ 4 ）

一段論據與一種

或幾種證明的種

類法。 

  

二、三何 是何、為何、如

何 

是何、為何、如何 是何有 7 種副名 、為何有 5 種

副名、如何有三種副名；但種

類／並列與舉例最普遍 

 

叁、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首先建構常用的十類四十四種篇章結構類型做為分析

類目，再以此十類的篇章結構對台灣的康軒、南一、翰林三種版本國小三年級語文

教科書之篇章結構比對或解構分析，重構與教師手冊不一樣的篇章結構分析表，進

而統計這些課文分別使用哪幾類結構──有限的幾類結構，並繪圖說明這些文章的

結構分析表之異同。之後再以文體分類，統計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情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由筆者的分析，康軒、南一、翰林國小三年語文科課文 82 篇後，這些文章的

組織結構大致分為時間（順敘）、空間（散列）、種類（散列）、人物（散列）四

種者共 72 篇，佔課文總數的 87.8%。茲分述解構與重構過程和結果如下： 

一、三版本課文篇章結構的解構與重構 

(一)時間順序（順敘）的篇章解構與重構 

1.課文篇章結構解構與重構的模式 

本研究課文篇章結構內容分析或解構與重構的模式，以時間／順敘的「天燈飛

起來了」為例，分述如下： 

(1)概覽課文與辨認特徵詞、在本文中圈選特徵詞 

「特徵詞」是分辨「段落屬性」的重要線索，所以研究者從此著手。時間順序

的特徵如下列幾種：1.日曆鐘錶時間：如年、月、日、時、分、秒等。2.順序轉換

詞：如先…，再…，最後…。3.階段轉換詞：起初…，接著…，後來…。茲以南一

版  三下第二課「天燈飛起來了」為例，第二段的天色「暗了下來、突然、接

著…」屬於第一個時間點，第三段之「傍晚」是第二個時間特徵詞，本研究將它們

圈選標示如下圖。 

(2)以段為單位，在文本中將特徵詞「命名」與編序 

在確認出是「時間」特徵詞之後，讀者可將它命名為「時間」，並依段序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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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間、第二時間…的順序。 

(3)以特徵詞引導寫出分段要點或大意 

「特徵詞」通常會成為「分段大意或主旨」中的關鍵詞之一，所以，使用特徵

詞引導寫出段落大意至為合理，也是切入段落內容的門徑之一（段門）。結合特徵

詞和內容要點較有把握確認段落的屬性。 

 

 

 

 

 

 

如此，我們大致完成一篇課文的解構，如果要詳細的文字表達，則可以進行

「文篇章結構的逐步建構」與「篇結構」命名，如下一個步驟。 

 

 

 

 

 

 

 

 

 

 

 

開
頭
：

以
前
、

現
在
天

燈
的
意

義
／
對

比
。 

第
一
時

間
： 

 

元
宵
節

的
傍
晚

平
溪
湧

入

人

潮
。 

第
二
時

間
： 

 

天
色
暗

了
大
家

忙
著
放

天
燈
。 

結
尾
：

比
喻
天

燈
像
星

月
、
心

也
飛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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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文篇章結構的逐步建構與「篇結構」命名 

「由下而上」的建構程序是依「段落順序」（段序）、特徵詞、要點、段間結

構命名與編序，逐步完成篇章結構的逐步建構表的要項，最後完成篇結構的命名。

如下表：（爾後各篇文章的分析步驟相似，為節省篇幅不再呈現此種「逐步建構

表」） 

四
、

結
尾 

三 二 一
、

開
頭 

段
序 

章
結
構(

段
間
結
構) 

結
構(

段
間
結
構) 

 

天

色

暗

了

下來

、

突然
… 

（

元

宵

節

的

）

傍
晚 

以前

、

現
在 

特

徵

詞 

結
尾 

第

二

時

間 第

一

時

間 開
頭 

命

名

與

編
序 

比

喻

：

天

燈

像

星

月

、

心

飛

起

來
。 

天

色

暗

了

大

家

忙

著

放

天
燈
。 

來

到

平

溪

，

人

越

來

越

多

，

山

城

熱

鬧

起
來
。 

以

前

報

平

安

、

現

在

祈

福
。 

要
點 

天燈飛起來了‧ 時間順敘‧ 記
敘

文 命
名 

篇
結

構 

 

3.篇章結構分析表的重構 

繪製「篇章結構分析表」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依本研究的篇結構、章結

構（特微詞）及要點，繪製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並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

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經由以上的對照，本研究重構與教師手冊不一樣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天燈飛起來了 

時間‧順敘‧記敘文 

開
頭 

第
一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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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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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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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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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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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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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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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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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階 

(

特
徵
詞)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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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文體以時間順序組織的課文之篇章重構 

依同樣的解構與重構步驟，本研將康軒三下第十課「心情遊戲」的新詩之篇章

結構之重構如下： 

 

 

 

這篇「心情遊戲」的新詩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

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接下來進一步將以上記敘文「天燈飛起來了」與新詩「心情遊戲」重構後的篇

章結構分析表相比較，其「篇結構」都是相同名稱的「時間組織法」，在「章結

構」方面，「天燈飛起來了」有兩個時間點，而「心情遊戲」有四個時間點。兩者

只是「時間點數量」的差異，其結構型式是相同的。因此，不同文體可以使用相同

的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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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不同文體使用時間結構者合計共 46 篇，佔三年

級課文總數的 56.1%。如下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明 應用文 小計 %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時間順敘 35 3  1 4 2 1 46 56.1 

經由本研究的重構，這 46 篇不同文體的課文在「篇結構」上是相同的（應用文

的書信增加稱謂、自稱等；日記增加日期、天氣與星期；其「本文」與記敘文、說

明文相同）：在「章結構」方面，也使用相同時間結構詞，如第一時間、第二時

間…，只是每一篇課文的時間數量不盡相同（有些也相同），所以學生有很多機會

反覆練習與精熟這種結構法。 

(二)空間（地點）結構的篇章解構與重構 

以「空間」作為文章的組織結構，就是作者所敘述的事件、經驗，以空間的脈

絡安排材料的一種組織法。空間組織的順序有「散列式空間」，亦即沒有特定順

序，哪一個地點先寫無關緊要，或者前後可以任意調順序者；此外，有由近及遠、

由遠及近、由左而右、由右而左等。 

空間結構的特徵詞如：上方、東方、大門前、大門後方、辦公大樓、教室區、

圖書館、運動場、餐廳…，以及具體的地名，如台北市、林家花園等都是。 

依前述同樣的解構與重構步驟，本研究將翰林三下第三課「大自然的雕刻家」

的記敘文之篇章結構之重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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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大自然的雕刻家」的記敘文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

章結構分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經由以上的重構，「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兩者極為類似，只在篇結構和

章結構的名稱變一下而已，所以可以從時間結構的結構分析表遷移到空間結構。 

此外，在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情形方面，經由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不

同文體使用時間結構者合計共 3 篇，佔三年級課文總數的 3.7%。如下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明 應用文 小計 %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地點並列 1 2      3 3.7 

由上表可以，記敘文、詩歌都能使用空間結構法。事實上各種文體都可依表達

的需要而使用，其結構分析表相似。然而，三種版本中的「空間」結構文章則稍嫌

不足。 

(三)種類結構的篇章解構與重構 

本研究所謂的「種類」是指作者寫文章時，在他的腦海中所呈現（浮現）的寫

作素材是適合用幾個種類（幾種、幾個、幾類） 、幾個項目（幾項、幾點）、幾

個方面來列舉者，這些種、個、類、項、點、方面，我們統稱它為「種類」。 

種類的特徵詞如種、個、類、項、點、方面等，以及直接指動出物、植物、事

件…的名稱，如芒果、臭豆腐、小說、電影、水災…，都可以當做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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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同樣的解構與重構步驟，本研究將翰林三上第十一課「南極的企鵝」的

說明文之篇章結構重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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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南極的企鵝」的說明文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

構分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經由以上的重構，「空間、時間、種類」結構分析表極為類似，只在篇結構和

章結構的名稱變一下而已，所以可以從時間、空間結構的結構分析表遷移到種類結

構。 

此外，在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情形方面，經由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不

同文體使用種類結構者合計共 17 篇，佔三年級課文總數的 20.8%。如下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

明 

應用文 小計 %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種類並列 5 6  3    14 17.1 

種類先後 2 1      3 3.7 

        17 20.8 

由上表可以，記敘文、詩歌、說明文都能使用種類結構法（應用文也可以，只

是這三版本都沒有這樣的課文）。經由本研究的重構，這 17 篇課文文體不盡相

同，但其篇結構相同，章結構也只有數量多少之別，學生可在這些文體之間靈活遷

移使用種類結構法。 

(四)人物結構的篇章解構與重構 

當我們在一篇文章中，要敘述很多個人時，我們可以一個一個的逐一介紹，把

同一個人的各種敘述寫在一段，如此構成一篇文章的組織法。當我們介紹家人、班

上的幾個特殊人物、我所敬佩的幾個人，都適合採用人物的組織結構法。這種組織

可以稱為人物作為組織結構法。 

人物結構的特徵詞如人名：孫中山、郭台銘，人稱如爸爸、媽媽、同學，在擬

人法中，動植物都會變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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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同樣的解構與重構步驟，本研究將康軒三下第六課「想個好點子」的說

明文之篇章結構重構如下： 

 

 

  

 

這篇「想個好點子」的說明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

分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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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情形方面，經由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不

同文體使用人物結構者合計共 3 篇，佔三年級課文總數的 3.7%。如下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明 應用文 小計 %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人物並列 2   1    3 3.7 

由上表可以，記敘文、說明文都能使用人物結構法。事實上各種文體都可依表

達的需要而使用，其結構分析表也相似。然而，三種版本中提供「人物」結構文章

則稍嫌不足。 

(五)四種基本型課文的篇章重構的意義 

在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的情形方面，經由以上分析四種基本篇章用在 82 篇課

文中，合計共 70 篇，佔三年級課文總數的 87.8%。如下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明 應用文 小計 % 四 基

本型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時間 37 3  1 4 2 1 46 56.1 70

課 

85.4 

% 

地點 1 2      3 3.7 

種類 6 7  5    15 18.1 

人物 2   1    3 3.7 

由上表可知，三版本中時間結構用得最多，地點和人物結構較少，宜適量補

充。不論如何，四種基本篇章佔了 85.4%，如果依本研究重構後的結構進行教學，

學生有反覆練習與精熟學習機會。 

二、四種篇章結構的變化型課文之解構與重構 

四種篇章結構的「章結構」元素可以依需要搭配使用。這乃是由於經驗本質具

有參差、多重或多層，使得組織經驗的指標產生多樣化，終於使得文章中的組織結

構交錯化。所以交錯使用多重結構，是自然的。 

記敘文中最常見的多重結構是「時間順序中的插敘」、先種類後時間、先時間

後種類、先地點後時間、先時間後地點、先人物後時間、先時間後人物、時間順序

中插種類／地點／人物…，總之，是交互使用時間、地點、種類、人物等元素。 

在變化型的組織法中，時間、地點、種類、人物的特徵詞可以適時使用，以時

間引導的段落成為「時間段」，以地點引導的段落成為「空間段」，其餘類推。所

以，解構的第一步是分析特徵詞，找出不同特徵詞所引導的段落，確認所有的段落

之後為段落命名，再聯結命名「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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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昔今」課文的篇章結構之解構與重構實例 

康軒三下第十二課「一封道歉的信」是「今昔今」，也就是現在的時間、倒敘

過去的時間、現在的時間。茲解構如下： 

 

 

 

 

這篇「一封道歉的信」的書信重構後之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

構分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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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今」使用「時間」元素之後，段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類似，只是區分今、

昔，如此，學生可以從一般的時間結構法遷移學習。這篇文章是「書信─應用

文」，若扣除稱謂、祝詞等信件格式，「本文」是一篇記敘文，所以使用記敘文的

篇章結褠法來分析。 

(二)「先種類、後時間」課文的篇章結構之解構與重構實例 

翰林三下第十三課「老榕樹」是「先種類、後時間」，也就是介紹一兩種，再

依時間順序敘述事情發生的經過。茲解構如下： 

 

 

 

 

這篇「老榕樹」的記敘文重構後之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

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開
頭
：
路
邊
老

榕
樹
像
大
傘
。 

第
一
種
：
擋
陽

光
。
第
二
種
：

鳥
兒
天
堂
。 

第
一
時
間
：
有

一

天

和

風

讚

美
。 

第
二
時
間
：
鳥

聽
見
了
說
給
我

們
當
家
、
路
人

休
息
。 

第
三
時
間
：
接

著
說
喜
歡
小
孩

樹
下
活
動
。 

第
四
時
間
：
突

然
榕
樹
說
莫
忘

樹
根
。 

結
尾
：
第
五
時

間
樹
根
聽
見
了

欣
慰
笑
。 

老榕樹 

先種類後時間‧記敘文 

開
頭 

第
一
種(

擋
陽
光) 

第
二
種 

(

鳥
兒
天
堂) 

第
一
時
間(

有
一
天) 

尾
第
五
時 

(

聽
見
了) 

路
邊
老
榕
樹
像
大
傘
。 

擋
陽
光
、
鳥
兒
天
堂
。 

和
風
讚
美
。 

鳥
當
家
、
路
人
休
息
。 

篇
結
構 

命
名 

 

章
結
構
命
名
‧
二
階 

(

特
徵
詞) 

 

要
點 

樹
根
欣
慰
笑
。 

第
二
時
間(

聽
見
了) 

喜
歡
小
孩
樹
下
活
動 

榕
樹
說
莫
忘
樹
根 

第
三
時
間(

接
著) 

第
四
時
間(

突
然) 

類種 

  

時 

      

間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29 

「先種類、後時間」使用「種類、時間」元素之後，段間結構與時間、種類結

構類似，只是分成前後兩段而已，如此，學生可以從一般的時間、種類結構法遷移

學習。 

(三)「先時間、後種類」課文的篇章結構之解構與重構實例 

南一三上第十二課「放牛的發明家」是「先時間、後種類」，也就是先依時間

順序敘述事情發生的經過，之後再介紹一、兩種事物。茲解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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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放牛的發明家」的記敘文重構後之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

結構分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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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點、種類、地點、種類」課文的篇章結構之解構與重構實例 

康軒三上第四課「淡水小鎮」這首新詩是「地點、種類、地點、種類」，也就

是介紹一地、介紹一種、再介紹一地、再介紹一種的結構。茲解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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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淡水小鎮」的新詩重構後之篇章結構分析表，與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

析表對照如下： 

重構後的篇章結構分析表                         原教師手冊篇章結構分析表 

 

 

 

 

 

 

 

 

 

 

 

「地點、種類、地點、種類」經由使用「地點、種類」元素來解構和重構之

後，段間結構與地點、種類結構類似，只是分成前後兩段或參差交錯而已，如此，

學生可以從一般的地點、種類結構法類化學習。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論可分述如下： 

一、結論 

依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得到以下三個結論： 

(一)國小三年級常用的組織結構法與命名方面： 

本研究分析三版本三年語文科課文 82 篇後，以時間（順敘）、空間（散列）、

種類（散列）、人物（散列）四種基本結構者共 69 篇，佔課文總數的 84.1%。其他

變化型結構為：劇本 5 篇----以時間和人物為主軸，再插敘人物、種類、地點。今昔

今、先時後種、先種後時、時人時、時間插敘、地種地種各一篇及說明文的舉例

法、正反法一篇。經由每一課結構法的確認，每一課的結構都可以命名，各種段落

也可以命名。 

(二)使用相同結構法的課文重構為相同或相似的「組織結構分析表」方面： 

四種基本型的篇章結構之「組織結構分析表」中，同一類型的組織結構之篇結

構是相同的，章節構的結點名稱也相同，只是段落數目不盡相同。所以，本研究已

做到：使用相同結構法的課文重構為相同或相似的「組織結構分析表」。凡是相同

結構法的文章，學生可以輕鬆類化學習，且可以重複練習，達到精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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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的結構方面： 

本研究分析 82 篇課文中，發現記敘文、詩歌、劇本、說明文、應用文（日記、

書信、便條）5 種文體共用時間（順敘）結構者有 46 篇；記敘文、詩歌兩種文體共

用地點（散列）者共 3 篇；記敘文、詩歌、說明文 3 種文體共同使用種類（散列）

結構者共 15 篇；記敘文、說明文兩種文體共用人物（散列）結構者共 3 篇。其他

今昔今、先時後種、先種後時、時人時、地種地種等結構，也分別應用時、地、

種、人等元素作為結點，仍有某種共用性。教師教導學生：不同文體使用相同結構

法，學生也可以輕鬆類化學習，且可以重複與精熟學習。 

二、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如下兩項建議： 

(一)教科書出版社使用類化性高的組織結構系統撰寫課文及製作結構分析表 

教科書出版社使用類化性高的組織結構體系如時間（順敘）、空間（散列）、

種類（散列）、人物（散列）四種基本結構，撰寫課文及製作高度遷移性的結構分

析表，方便教師及學生使用。 

(二)學校教師應採用類化性高的組織結構系統重構課文結構及製作結構分析表 

如果出版社未能提供類化性高的組織結構系統撰寫課文及製作結構分析表，教

師應採用類化性高的組織結構系統，重構課文結構及製作結構分析表，以利學生類

化與精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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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康軒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課名、文體與篇章重構與命名表 

三上課序/課名 

2007.9 出版 

文體 結構 三下課序/課名 

2006.2 出版 

文體 結構 

01 爸爸的相簿 新詩 時間順敘 01 巧妙的手 新詩 種類 

02 小鞋子 記敘 種類先後 02 晒棉被 記敘 時間順敘 

03 流光村 記敘 時間順敘 03 巨人的花園 記敘 時間順敘 

04 淡水小鎮 新詩 地種地種 04 想飛的小孩 記敘 時間順敘 

05 安平古堡參觀記 日記 時間順敘 05 我的爺爺 記敘 種類並列 

06 回到鹿港 記敘 時間順敘 06 想個好點子 說明 人物並列 

07 聽！身體會說話 說明 時間順敘 07 小麻雀來了 記敘 時間順敘 

08 小寶減重 記敘 時間順敘 08 家在船仔頭 記敘 時間插敘 

09 住院日記 日記 時間順敘 09 霧上桃源 記敘 時間順敘 

10 我好幸福 記敘 人物並列 10 心情遊戲 新詩 時間順敘 

11 阿婆的良心傘 記敘 時間順敘 11 陽光下的花朵 記敘 時間順敘 

12 在每一個角落 新詩 種類並列 12 一封道歉的信 書信 今昔今 

13 成語動物園 相聲 時間順敘 13 神筆馬良 記敘 時間順敘 

14 熊奶奶的信 劇本 時間順敘 14 走進童話世界 說明 種類並列 

 

2.康軒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文體與篇章結構類型統計表 

 時間順

敘 

時間 

插敘 

種類 

並列 

人物 

並列 

劇本 

時人 

種類先

後 

先種後

時 

今 / 昔

/今 

地種地

種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記敘 4 7  1  1 1    1        15 

詩歌 1 1   2            1  5 

劇本         2          2 

說明 1     1  1           3 

日記 2                  2 

書信                1   1 

便條                   0 

小計 8 8   2 3 1 1 2           

合計 16 1 4 2 2 1 0 0 1 28 

% 57.2 3.6 14.3 7.1 7.1 3.6 0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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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一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課名、文體與篇章重構與命名表 

三上課序/課名 

2008.06 出版 

文體  結構 三下課序/課名 

2008.02 出版 

文體 結構 

01 我住的家 新詩 種類並列 01 擔仔麵 記敘 時間順敘 

02 有朋自遠方來 記敘 時間順敘 02 天燈飛起來了 記敘 時間順敘 

03 太魯閣寄情 記敘 種類並列 03 風獅爺 新詩 時間順敘 

04 雪地靈犬 記敘 時間順敘 04 第一次搭飛機 記敘 時間順敘 

05 黑熊爺爺過生日 劇本 間順順敘 05 土窯樂 記敘 時間順敘 

06 題老人飲驢圖 絕句 種類並列 06 在黑暗中行走 書信 時間順敘 

07 時間順敘的腳步 記敘 時間順敘 07 小鳥穿彩衣 劇本 時間順敘 

08 善用時間 說明 比較正反 08 人人都需要朋友 說明 種類並列 

09 時間樹 記敘 時間順敘 L09 快樂的送書人 記敘 時間順敘 

10 阿瑪迪斯 新詩 種類-先後 10 請你原諒我 便條 時間順敘 

11 仁心仁術的女醫

師 

記敘 種類並列 11 菊島之旅 記敘 時間順敘 

12 放牛的發明家 記敘 先時間 

後種類 

12 最美麗的火山 記敘 種類-先後 

   13 人間仙境九寨溝 記敘 種類並列 

   14 地球之歌 新詩 種類並列 

4. 南一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文體與篇章結構重構與命名表 

  時間 

順敘 

種類 

先後 

種類 

並列 

人物 

並列 

劇本時

人 

先時後

種 

比較正

反 

時 / 人

/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南一 記敘 4 6  1 1 1     1      15 

 詩歌   1  2 2           5 

 劇本         1 1       2 

 說明     1 1       1    2 

 日記                  

 書信  1               1 

 便條  1               1 

  4 8 1 1 5 4 0 0 1 1 1 0 1 0 0 0  

  12 2 8 0 2 1 1 0 26 

  46.2 7.7 31.1 0 7.7 3.8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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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翰林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課名、文體與篇章結構重構與命名表 

三上課序/課名 

2008.06 出版 

文體  結構 三下課序/課名 

2008.02 出版 

文體 結構 

01 如果我當了爸爸 新詩 種類並列 01 桃花開了 記敘 時間順敘 

02 給你一個驚喜 記敘 時間順敘 02 公園裡的對話 記敘 時間順敘 

03 兩隻手套 記敘 時間順敘 03 大自然的雕刻家 記敘 地點並列 

04 動手做做看 記敘 時間順敘 04 鹿港風光 記敘 種類並列 

05 小小發明真方便 記敘 時間順敘 05 小寶寶的膽石 記敘 時間順敘 

06 曹沖秤大象 記敘 時間順敘 06 清明掃墓 日記 時間順敘 

07 保羅的撿球車 記敘 時間順敘 07 有趣的謎語 說明 舉例 

08 樹林裡 新詩 種類並列 08 給小主人的信 書信 時間順敘 

09 賞鳥去 日記 時間順敘 09 小強減重記 記敘 時間順敘 

10 小露珠 記敘 時間 /人物 /

時間 

10 爸爸戒菸了 記敘 時間順敘 

11 南極的企鵝 說明 種類並列 11 竹頭木屑 記敘 時間順敘 

12 年獸來了 劇本 時間順敘 12 勇敢的肯尼 記敘 時間順敘 

13 三張賀年卡 記敘 人物並列 13 老榕樹 記敘 先種類 

後時間 

14 快樂過新年 新詩 時間順敘 14 笨鵝阿皮 記敘 時間順敘 

6.表六 翰林版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文體與篇章結構類型統計表 

  時間 

順敘 

空間 

並列 

種類 

並列 

人物 

並列 

劇本時

人 

舉例 先種後

時 

時 / 人

/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翰林 記敘 6 8  1   1       1 1  19 

 詩歌 1    2            3 

 劇本         1        1 

 說明     1 1      1     2 

 日記 1 1               2 

 書信  1               1 

 便條                  

  8 10 0 1 3 1 1 0 1 0 0 0 0 1 1   

  18 1 4 1 1 1 1 1 28 

  64.2 3.6 14.3 3.6 3.6 3.6 3.6 3.6  

7.康軒、南一、翰林三種版本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篇章結構類型統計表 

 時

間 

順

敘 

空

間

散

列 

種

類 

散

列 

種

類

先

後 

人

物 

散

列 

舉

例 

比

較

正

反 

劇

本

時

人 

今

昔

今 

時

間

插

敘 

先

時 

後

種 

先

種 

後

時 

時

人 

時 

地

種 

地

種 

合

計 

康

軒 

16 0 4 1 2   2 1 1 0 0 0 1 28 

南

一 

12 0 8 2 0  1 2   1 0 0  26 

翰

林 

18 1 4  1 1  1   0 1 1  28 

合

計 

46 1 19 3 3   5 1 1 1 1 1 1 82 

% 57.3 1.2 23.1 2.4 2.4 1.2 1.2 6.1 1.2 1.2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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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軒、南一、翰林三種版本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文體與篇章結構類型統計表 

文體 記敘 詩歌 劇本 說明 應用文 小計 % 四 基

本型 結構 日記 書信 便條 

時間順敘 35 3  1 4 2 1 46 56.1 69 

 

84.1 

% 

地點並列 1 2      3 3.7 

種類並列 5 6  3    14 17.1 

種類先後 2 1      3 3.7 

人物並列 2   1    3 3.7 

舉例    1     1.2  

比較正反    1     1.2  

劇 本 時 ( 人 種

地) 

  5     5 6.1  

今昔今      1  1 1.2  

時間插敘 1          

先時後種 1       1 1.2  

先種後時 1       1 1.2  

時人時 1       1 1.2  

地種地種  1      1 1.2  

小計 49 13 5 7 4 2 1 82   

9.理想的國小三年級國語課文文體與篇章結構類型建議表 

結構 

學期 

文體 

時間 空間 種類並

列 

人物 劇本時

/人 

先時後

種 

先種後

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記敘 4 4 1 1 2 2 1 1   1   1 18 

詩歌   1   1         2 

劇本          1     1 

說明 1   1 1   1       4 

日記 1              1 

書信  1             1 

便條     1          1 

小計 6 5 2 2 4 3 1 2  1 1   1  

合計 11 4 7 3 1 1 1 28 

% 39.3 14.3 25 10.7 3.6 3.6 3.6  

概數

% 

40 15 25 5-10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