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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策略在寫作教學之應用

林育妡

 寫作需要很多相關的能力，包含口述語言、閱讀能力、拼字能力、寫字文法的

規則，及對書寫方面計畫與組織的認知策略，有關寫作的研究，受到認知心理學的影

響，使寫作歷程及寫作教學策略的研究廣受重視，本篇文章以認知策略的觀點進行寫

作教學，以Flower & Hayes的認知歷程說明不同的寫作階段與寫作者自我監控的相互關

係，增加寫作認知歷程的運用，並透過寫作認知教學策略（CSIW）的教導與訓練，教

導學生使用基模建構（schema building）主控自己的寫作歷程，透過互動歷程來提升寫

作者的寫作能力與增加寫作策略的應用。

中文關鍵字：寫作、寫作認知策略教學、後設認知 

英文關鍵字：Writing, Cognitive Strategy Instruction in Writing; CSIW, meta-cognition

壹、前言

寫作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寫作者不只必

須要成功的通過寫作的法則及技巧，也要

維持著重在重要的寫作觀點上，如組織、

形式、特色、目的及目標、讀者的需求及

觀點、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Harris, 

Graham, & Mason, 2003），寫作需要很多

相關的能力，包含口述語言、閱讀能力、

拼字能力、寫字文法的規則，及對書寫方

面計畫與組織的認知策略（Lerner & Kline, 

2006），當兒童面對複雜的寫作任務，則需

要更多的寫作策略來提升學生對於寫作方面

的技巧及品質，而有效的作文教學方法能有

效促進寫作能力（趙金婷，1993），因此，

發展出有效的教學方法，是提升學生寫作的

首要任務（郭生玉、陳鳳如，1995）。

1980年代起，國外認知心理學家開始從

認知觀點探討寫作的心理歷程（張新仁，

2006），由於寫作是多層面的過程，具有許

多重要認知因素於內，如解決問題，當學

生計畫寫作、表達自己、斟酌自己和他人作

品，這些建構過程導引認知的成長（李曉

蓉，1997），而作者本身對整個寫作歷程的

了解與監控，對寫作策略的選取、執行，以

及對作品不當之處的辨認與修改，都和作者

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能力有

關（Englert & Raphael, 1988），研究發現，

接受寫作認知策略教學（Cognitive Strategy 

Instruction in Writing; CSIW）的學生，在文

章結構上顯示出質方面的差異，在文章結構

上較有組織，論述也較完整，對國小學童的

寫作品質與表現有增進的效果（劉明松，

2001； Englert, Raphael, Anderson,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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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s, 1991），因此透過寫作認知教學

策略的教導與訓練，提升寫作者的寫作能力

與增加策略的應用，故本文針對認知策略與

寫作教學的關係、寫作教學的重要概念、寫

作認知策略的相關研究加以介紹說明。 

貳、認知策略與寫作教學的關係

Bos和Vaughn（2002）認為所謂的認知

策略教學，即在強調透過策略步驟的教導、

認知的示範、有指引的教學以及自我規範，

而達到認知行為的改變。楊坤堂（2002）提

出認知策略教學就是教導學生使用基模建構

（schema building）主控自己的寫作歷程，

獨立地寫一結構完整的文章。綜合而言，認

知策略寫作教學即是透過教學者與學習者的

互動歷程，教導學習者運用自我對話與放聲

思考的認知活動歷程，藉由鷹架搭建的方式

逐漸完成寫作的過程。因此，透過認知策略

進行寫作教學可以使學習者在寫作技巧上逐

漸熟練，也能使學生獲得立即回饋的效果。

以下就以寫作認知歷程的觀點與寫作關係作

一概述。

Flower & Hayes的認知歷程為最廣受採

用的寫作過程模式（趙金婷，1993），這

個模式包含了工作環境、長期記憶、寫作

過程（張新仁，2006；陸怡琮、曾慧貞，

2004）。綜合學者對工作環境、長期記憶、

寫作過程的說明描述如下（王萬清，1994；

李曉蓉，1997；張新仁，2006；郭生玉、陳

鳳如，1995）：(一)工作環境：指影響寫作

表現的外在情境，包含：寫作任務、刺激線

索、及到目前已完成的文章，外在情境能提

供寫作者最初呈現的架構。在此範圍中也包

括寫作的分派如：題目的指定，範圍的限定

與預定的讀者。(二)長期記憶：指寫作者儲

存在長期記憶中有關主題、讀者和寫作計畫

的知識。主題知識是指後設認知經驗；讀者

知識是指人的知識；寫作計畫的知識即指策

略知識，長期記憶同時也包含字詞、文法、

標點符號和寫作文體、架構等知識，長期記

憶是連綿不斷的，遍及整個寫作過程（李曉

蓉，1997）。(三)寫作過程：可分為計畫、

轉譯、和回顧三個階段及其監控的過程。

1.「計畫」：包含目標設定、產生想法及組

織想法。2.「 轉譯」：將個人的想法、寫作

資料從語意記憶中找出表達想法適當的字彙

並轉換成句子，在此過程，個人的工作記憶

能力將會擴展到極限（張新仁，2006），而

良好的寫作者必須靠轉譯的自動化來減少負

擔（李曉蓉，1997）。3.「回顧」：此階段

包含完成作品的檢查與修改不滿意的地方，

而修改的策略可以是局部修改，也可能整個

重寫（張新仁，2006）。這三個步驟是一個

循環模式，各個階段及步驟可能在任何順序

中發生（例如，可能由轉譯階段回溯到計

劃階段；回顧也可能在任何寫作期間發生）

（劉明松，2001）。除此之外，三個階段都

與監控緊緊相扣，監控是後設認知知識、後

設認知經驗、執行控制和期望所形成的認知

管理系統，對正在進行中的三個寫作階段，

行使監督、指揮的功能（王萬清1994）。   

因此，認知策略與寫作的關係即是透過

寫作階段的進行與寫作者自我監控歷程的交

互運作，使寫作者透過認知活動的歷程進行

自我對話，逐步完成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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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萬清（1994）提到對不同年級的兒童

寫作專家和生手而言，寫作後設認知的內容

及其運用差異，是了解兒童寫作歷程的重要

關鍵。

參、寫作教學的重要概念

寫作是一種習得的技巧，是一種需

要後向與前向思考（backward and forward 

thinking）的認知歷程（Lerner,2003），當老

師開始進行寫作教學時，老師本身對於寫作

歷程的認知活動包括：「計畫」「轉譯」和

「回顧」等三項反覆穿梭進行的過程（張

新仁，1994）、寫作模式的認識、與寫作

教學策略也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同時，

Cegelka & Berdine也主張，教師必須先了解

寫作歷程，精熟寫作教學策略（引自楊坤

堂，2002），才能在寫作時引導學生在寫作

過程中獲得有效的學習策略，以下針對寫作

歷程的演變、寫作認知策略模式作一簡單論

述。

一、寫作歷程模式的演變

寫作教學的歷程模式已從傳統重視學

生作品的線性模式，稱之為「成果導向」

（Product-Oriented）的寫作教學，繼而朝

向遞迴模式的寫作過程的教學，稱之為

「過程導向」（Process- Oriented）（張新

仁，1994，2006；陳鳳如，1993；Lerner & 

Kline, 2006; Harris et al., 2003），在成果導

向的與過程導向的不同寫作歷程中，過程導

向模式的寫作教學能成為主流，其原因在

於具備了有效教學的特性（Stein, Dixon, & 

Barnard, 2001）：(一)掌握寫作的重要上層

概念，即將重心放在對寫作歷程的瞭解、對

文章結構分析的認知。(二)教導認知歷程的

寫作策略。(三)使用鷹架式教學，如過程性

協助、思考單、自我檢核表等，最後，提供

足夠的回顧與修改的機會。以下分別對寫作

歷程的直線模式的成果導向與循環模式的過

程導向模式做一簡單比較：

1.  成果導向的內涵：

有關直線模式寫作歷程的分析，不同的

學者對於寫作歷程也提出不同的階段模

式，國內外的學者對直線模式寫作歷程

的階段分別有二階段、三階段，另外也

有學者分為四階段及五階段（張純，

2002；張新仁，2006；蔡榮昌，1979；

賴銳霞，2001；謝秀圓，2004），綜合

上述資料，筆者將直線模式階段大致分

為(1)寫作前的準備：包含對寫作概念的

產生及對寫作內容的構思。(2)作文的產

出：在這階段包含擬訂大綱及將心中的

意念及想法用文字表達，並且開始著手

於第一次的寫作。(3)寫作後的再修訂：

將完成的初稿，對於文字上的拼字、標

點符號、文法及內容的適切性加以潤飾

及修改。其缺點為：過於簡化複雜的寫

作歷程，著重於學生的寫作成品（張新

仁，1992），忽略了寫作歷程的認知活

動及寫作歷程中反覆循環的運作模式

（陳鳳如，1993；趙金婷，1993；賴銳

霞，2001； Pressly, 1995），除此之外，

也未著重學生與老師在寫作歷程中互動

的過程，及對文章品質的要求。

2. 過程導向的內涵：

過程導向的寫作教學則是以學生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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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老師在寫作過程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引導學生進行寫作，在過程導向的寫作

教學中，強調師生共同分擔責任、團體

小組分享，同儕回饋、文章修改及作品

發表的機會，鼓勵學生思考並且進行計

畫、起草和修改等寫作過程（孟瑛如、

邱佳寧，2005；張新仁，1994；楊坤

堂，2004；賴銳霞，2001）。因此，寫

作活動從原本著重作文中機械層面的表

現，轉為強調作品產出過程中學生的想

法及思考（Smith, 2000），學生可以在

寫作的互動歷程中將學習到的寫作經驗

逐漸內化，並且亦能將自己經驗及想法

意念表達出來，也因此，寫作成品是由

寫作者和讀者共同建立，交互循環而形

成的（Englert, 1992）。  

過程導向雖受廣大推崇，但仍有令人批

判之處，過程導向模式未能考慮寫作者

書寫語文能力的個別差異，較適用於描

述有技巧的寫作者，但不足以說明寫作

初學者的發展情形（張新仁，2006），

陳鳳如（1996）也提出該模式包含了認

知的變項，未論及動機、情意和社會脈

絡等非認知因素，除此之外，過程導向

寫作模式著重師生之間的互動學習，因

此，教師本身對於寫作教學與策略運用

的專業知能認識程度的多寡也是我們需

考量之處。

二、寫作認知策略教學模式的介紹

寫作認知策略教學（Cognitive Strategy 

Instruction in Writing；簡稱CSIW）為Englert 

和Raphael等人所發展出的一套在教室中

實施的寫作教學策略（楊彩雲、許家璇，

2002），強調老師示範寫作者的認知過程及

與學生進行關於寫作的鷹架式對話，寫作

者考量讀者群及寫作目的而創造一個社會

性的文章脈絡（Anderson, Raphael, Englert, 

& Stevens, 1992），楊坤堂（2002）認為寫

作認知策略教學即教導學生使用基模建構

（schema building）主控自己的寫作歷程，獨

立的寫一篇結構完備的文章（expository text 

structures），教師以直接教學法教導學生後

設認知歷程（metacognitive processes）學生藉

此學會作文的認知技巧以及寫作歷程的內在

對話，在教學上強調寫作者將自己的經驗藉

由「放聲思考」（think-alouds）的過程呈現

出來（Hallenbeck, 1999 ）。Englert（1992）

同時對認知策略教學提出三點具體的寫作

指導原則：(一)有效的寫作是作者致力於計

劃、組織、寫作、修改及修訂之過程及策略

的精神所在。(二)寫作生手藉由老師示範有

效寫作之思考及自我對話的模式而獲益，並

且藉由老師與學生及學生與學生之間對話的

策略搭起寫作鷹架。(三)學生經由真實的議

題、實際的讀者及與他人合作的寫作過程，

來學習體會寫作經驗的社會特性。

寫作認知策略教學模式（CSIW）的

特色在於，為每一個寫作過程設計一張表

格，稱之為思考單（Think Sheet），即「過

程性的協助」，其目的是把各過程所使用

的寫作策略和文章結構，以自我問答（self 

question）的方式寫下來，以便學生能看得

見，並幫助學生發展出內在的自言自語

（self-talk）（張新仁，1994），並且藉由

寫作者與校正者之間的互動歷程，提升寫作

策略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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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寫作認知策略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有關寫作的研究，受到認知心

理學的影響，使寫作歷程及寫作教學策

略的研究廣受重視（王萬清，1994），

以下針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作一簡單概

述，國外相關研究顯示（Anderson, et al., 

1992; Englert, et al., 1991; Hallenbeck, 1999, 

2002）使用寫作認知策略教學，學生在

說明文的品質上，有顯著的改善，在文章

結構上顯示出質的差異，並且透過教師的

示範與建構、同儕的互動性對話，更有助

於寫作歷程的完成。在國內學者的研究，

陳鳳如（1993）以活動式寫作教學法進

行寫作教學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以活動式

寫作教學法對國小學童的寫作能力與寫作

品質具有增進的效果，郭生玉、陳鳳如

（1995）運用整合性過程導向的寫作教

學法有助於提升兒童的寫作品質，高令秋

（1996）對聽覺障礙學生進行歷程導向

的寫作教學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作文品

質、內容思想與組織上有進步，在寫作態

度上具有正向的增進，葉雪枝（1998）後

設認知的寫作策略的研究中也顯示接受實

驗的學生在寫作計畫與文章的修改次數上

有進步，劉明松（2001）運用寫作認知

策略教學對國小寫作品質的研究中也發現

此策略對國小學童的寫作品質有增進的效

果，劉明松、王淑娟（2002）運用寫作認

知策略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的研究結果中

也顯示學生在記敘文寫作上及日記表現上

有進步，並且有助於學生的寫作品質，謝

秀圓（2004）研究中也顯示，實施認知策

略教學亦能增進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

寫作表現。

綜合不同學者對於寫作認知策略的研究

發現，認知策略的寫作教學除了對一般學生

的作文品質、文章組織結構及寫作態度上均

有增進的效果，國內外的學者（高令秋，

1996；劉明松、王淑娟，2002；謝秀圓，

2004；Englert, & Raphael, 1988; Hallenbeck, 

1999, 2002）將認知策略的寫作教學運用在

特殊學生上，其結果也顯示學生在寫作方面

表現有進步，對於寫作態度也有正向的提

升，因此，認知策略寫作教學包含寫作的重

要概念，能協助學生運用相關知識與策略進

行寫作，不僅對一般學生在寫作教學上有成

效，運用於特殊學生的寫作教學方面亦有正

向提升的效果。

伍、結語

學生的寫作教學是具有挑戰性的，有效

的寫作教學不但提升學生的寫作品質，同

時也增加學生對於寫作的興趣及從寫作過

程中獲得的成就感，寫作教學也從傳統的

教師命題寫作模式，繼而朝向重視寫作認

知歷程的引導，從很多相關的研究中（高

令秋，1996；郭生玉、陳鳳如，1995；陳

鳳如，1993；葉雪枝，1998；劉明松，

2001；劉明松、王淑娟，2002；謝秀圓，

2004； Anderson, et al., 1992; Englert, et 

al., 1991; Hallenbeck, 1999）也支持從認

知活動的歷程教導學生進行寫作，對於學

生寫作方面的能力具有提升效果，陳鳳如

（1993）也提出兒童寫作歷程的改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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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先前語文能力不同而有差異存在，因

此，寫作教學者應對學習者的寫作歷程有

一完整的了解，因應學生的寫作歷程及需

要，適時的介入有效的寫作策略，藉由認

知策略寫作教學的運用，使學生發展更佳

的寫作技巧與寫作策略。

（本文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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