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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檢核表（「水的用途」）  
 
寫作策略： 檢核量表 

表達能力： 說明 

學習目標： 

1. 學習運用檢核量表自我檢核，審視作品的初步成果； 

2. 學習運用檢核量表，協助修訂作品。 

寫作思維過程： 修訂 

教學階段： 寫作後指導 

適用年級： 五至六 
 

教學步驟  構思和備註  
  

1. 學生在完成《水的用途》一文的初稿後，教師着學生首先

覆閱全文一次，檢視文章是否已涵蓋大綱中的各點，如有

遺漏，是否需要補充，或考慮應否刪削。 

配合活動13「水的用

途」。 

2. 教師派發檢核量表第一部分，請學生據檢核表逐一推敲，

看看自己是否能達到表中的要求，並在右列適當的欄中打

鈎。 

 

3. 完成檢核後，學生按需要修改文章，如有需要可參考第二

部分的修改提示，找出適當的修改方法。 
作者也可決定是否

需要修訂原來想法。 

4. 檢核完畢，修改初稿，寫成文章。  
  
  

 

設計說明： 
1. 中外研究都發現學生並沒有修訂文稿的習慣，一稿寫完就覺得責任已完，發現

錯誤是教師的事，依賴教師批改（Emig, 1971; Bridwell, 1980; Sommers, 1980；
范守綱，1983；謝錫金、岑紹基，2000）。同時，研究發現寫作表現優秀的作

者，會比寫作表現不佳的作者花更多時間於構思和修訂方面，而其考慮的層次

也更全面(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 Hayes et al, 1987)。 

2. 寫作中的修訂包括了回顧及修訂兩種能力。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斷覆閱自己的

作品，找出與原來寫作意念不符或錯誤的地方，然後加以潤飾、修訂，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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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趨完美。學者將這個過程分為比較、診斷及行動(C, D, O)三個步驟(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 Hayes et al, 1987)。 

3. 學者提出可用檢核表協助學生檢討和修改文章，方法是在表上列出修改文章的

標準和做法，讓學生在完成文章後自行找出需修改之處。這種方法被證明能幫

助學生作有效的改善（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徐根榮，1987；張新仁，

1992；周麗英，1998；謝錫金、岑紹基，2000）。 

4. 研究發現，能力高的作者在寫作時會較重視層次較高的考慮，如：內容、組織、

創意等；相反，能力愈低者則會愈重視較低層次的考慮，如字體是否美觀、字

詞寫法，忽略了高層次的問題。檢核量表的其中一個作用，便是引導學生注意

較重要的方向，暫時放下較低層次或較瑣碎的考慮，先處理更重要的問題。這

種方法，既可使學生重視高層次的考慮，又可減輕學生的記憶負荷(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 Hayes et al, 1987)。 

5. 本活動建議使用的寫作評估工具包括檢核表(checklist)、提示卡和評估量表幾

種。檢核表的主要作用是供學生自我檢核，反思診斷；提示卡則提供修訂作品

的建議和寫作策略，協助學生改善作品，刺激創意（例如：活動 49「寫作錦囊」）；

評估量表（例如：活動 51「分階段評估」）則會針對學習目標列出評估準則和

等級，三者作用略有不同，但教師也可互相配合，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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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核 量 表 

 
第一部分 

檢查提示   

1. 我寫的內容能切合文題（「水的用途」）嗎？   

2. 我列出的方法恰當（適切有用）嗎？   

3. 方法的分類恰當嗎？ 

 有沒有將不同類別的方法混在一起？ 

 分類的準則是否清晰？ 

  

4. 文章的說明清晰嗎？   

5. 文章內容有條理嗎？   

※ 上列項目僅供參考，可因應需要增刪項目。 

 
 

第二部分 

修改提示卡 

1. 刪去與主題不相關的內容（與「水的用途」無關的） 

2. 重看之前的腦圖，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更多材料 

3. 重看之前畫的概念圖，看看是否需要調整分類 

4. 每一段只寫一類方法，不同類的另開一段 

5. 嘗試將方法按分類排序 

6. 加入適當的標示詞，如「第一類是……」 

7. 試用較輕鬆、親切的語調，如「你有沒有想過……」、「……呢。」 

8. 可以多舉一些有趣的例子 

※ 上列項目僅供參考，可因應需要增刪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