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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主題 頁碼 說明

壹.課綱中的議論文學習重點 p3-4 教師備課依據

貳.因材網議論文的教學影片 p5-7 教師備課盤點

參.用因材網影片教議論文課程設計 p8-9 教師課程設計

肆.教學活動
辨體(1節)
段訊(1節)
段意(1節)
段旨(1節)

p10-16
p17-20
p21-23
p24-26

教學活動設計於實施
線上同步時
一邊播影片，一邊引導學生學習
原則上一個項目一節課

伍.自主練習議論文讀法(1節) p27-28 學生先於線下自學，老師再於同步時
討論



高年級出現喔!



議論文在108課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閱讀
5-Ⅲ-5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寫作
6-Ⅲ-5書寫說明事理、議論
的作品。

Bd-Ⅲ-1以事實、理論
為論據，達到說服、建
構、批判等目的。 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表

達對人、事、物看法的文本。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
例、正證、反證等。

Bd-Ⅲ-3議論文本的結
構。



檢視盤點



安排順序



議論文在108課綱
議論文本：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看法的文本。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閱讀
5-Ⅲ-5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寫作
6-Ⅲ-5書寫說明事理、議論
的作品。

Bd-Ⅲ-1以事實、理論
為論據，達到說服、建
構、批判等目的。

(6-3-04-05-07)文體[五]/議論文
(6-3-04-06-07)文體[六]/議論文

Bd-Ⅲ-2論證方式如舉
例、正證、反證等。

(5-3-05-05-13)段落[五]/段落訊息議論文
(5-3-05-05-14)段落[五]/段意議論文

Bd-Ⅲ-3議論文本的結
構。

(6-3-04-05-07)文體[五]/議論文
(6-3-04-06-07)文體[六]/議論文
(5-3-05-05-13)段落[五]/段落訊息議論文
(5-3-05-05-14)段落[五]/段意議論文
(5-3-05-05-15)段落[五]/段旨議論文

因材網
議論文

教學影片



運用因材網影片教議論文教學設計

辨體

• 教學影片:https://youtu.be/DiB9gK7Tzik

• 方法步驟:標題/要素/類別

段訊

• 教學影片:https://youtu.be/ov85dXygkWA

• 方法步驟:分層/概括

大意

• 教學影片:?

• 方法步驟:串連分層訊息

主旨

• 教學影片:https://youtu.be/eKq79ZjMPj4

• 方法步驟:論點/結論

https://youtu.be/DiB9gK7Tzik
https://youtu.be/ov85dXygkWA
https://youtu.be/eKq79ZjMPj4


https://youtu.be/DiB9gK7Tzik

https://youtu.be/DiB9gK7Tzik




議論:文體辨識
永遠不會太晚翰林(108)五下

•標題法：
•標題出現談/論，如：談合作。屬談論型議論文
•標題出現如何，如：如何合作。屬如何型議論文

如果標題沒有談/論、如何，有可能是：什麼型或為
何型議論文。怎麼判定？在標題前加上「什麼是」
或「為什麼/為什麼要」，如：什麼是+合作的目的，
屬什麼型議論文，如：為什麼+永遠不會太晚，屬
為何型議論文。



為什麼+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 翰林(109)五下14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步比別人晚一

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

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
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
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香洪的畫展，

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開始「學」作畫，當時他
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
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
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 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八部拌奶機不

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
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
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
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熱情，就「永
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 ，而不會想到「晚不晚」的問題。

標題法:標題是否可加什麼是/為什麼(要)



議論:文體辨識
永遠不會太晚翰林(108)五下

•要素法：

•找出議論文三要素

•1.論點：作者的針對題目的主張與看法

•2.論據：言例、事例、物例、設例

• (3.論證)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

步比別人晚一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
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

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
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無
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
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

香洪的畫展，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
開始「學」作畫，當時他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
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
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

八部拌奶機不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
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
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
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
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
熱情，就「永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而不會想到「晚不晚」
的問題。

要素法:瀏覽全文標示論點與論據



議論:文體辨識
永遠不會太晚翰林(108)五下

•類別法：

•找出議論文的類別：人、事、物、景、理

1.人：談史懷哲

2.事：論八八風災

3.物：談新冠疫苗

4.景：論天空步道

5.理：談愛惜光陰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 翰林(109)五下14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步比別人晚一

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

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
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
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香洪的畫展，

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開始「學」作畫，當時他
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
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
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 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八部拌奶機不

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
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
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
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熱情，就「永
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 ，而不會想到「晚不晚」的問題。

類別法:從標題讀出論理



https://youtu.be/ov85dXygkWA

https://youtu.be/ov85dXygkWA


議論:段落訊息
永遠不會太晚翰林(108)五下

•分層

•概括每層訊息:誰+做什麼/是什麼 /怎麼樣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步比別人晚一點，並非勝負的關鍵。
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
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
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
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
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
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香洪的畫展，

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開始「學」作畫，當時他
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
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
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 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八部拌奶機不

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
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
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
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熱情，就「永
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 ，而不會想到「晚不晚」的問題。

1.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
2.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歲。
3.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
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
是「跟自己過不去」。
4.但史懷哲卻義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
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
學院的「資優生」要多出許多。

1.分層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步比別人晚一

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
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
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
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
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
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香洪的畫展，

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開始「學」作畫，當時他
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
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
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 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八部拌奶機不

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
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
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
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熱情，就「永
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 ，而不會想到「晚不晚」的問題。

2.概括分層訊息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誰+怎麼樣?)

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歲。(誰+做什麼+

怎麼樣)

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
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
「跟自己過不去」。(誰+怎麼樣?)
但史懷哲卻義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
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
院的「資優生」要多出許多。(誰+怎麼樣?)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步比別人晚一

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
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
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
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
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
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香洪的畫展，

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開始「學」作畫，當時他
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
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
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 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八部拌奶機不

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
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
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
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熱情，就「永
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 ，而不會想到「晚不晚」的問題。

1.分層2.概括分層訊息

1.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誰+怎麼
樣?)

2.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
時，已經三十歲。(誰+做什麼+怎麼樣)

3.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
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
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
不去」。(誰+怎麼樣?)
4.但史懷哲卻義無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
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
做出的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
生」要多出許多。(誰+怎麼樣?)

史懷哲讀醫學院時，已經
三十歲簡直就是「跟自己
過不去」。但他對醫學、
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貢
獻很多。

3.串連細節說通順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

步比別人晚一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
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

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
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無
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
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

香洪的畫展，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
開始「學」作畫，當時他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
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
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

八部拌奶機不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
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
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
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
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
熱情，就「永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而不會想到「晚不晚」
的問題。

要素法:瀏覽全文標示論點與論據



https://youtu.be/eKq79ZjMPj4

https://youtu.be/eKq79ZjMPj4


第十四課 永遠不會太晚 王溢嘉翰林(109)五下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裡，很多人總是抱怨他們起步太晚，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是和他人從事短時間的競爭，譬如一百公尺短跑，那起步太晚，可能真的會太遲。但如果是馬拉松長跑，起

步比別人晚一點，並非勝負的關鍵。人生的旅途比馬拉松更長上好幾萬倍，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不管想做什麼，應
該都沒有「太晚」的問題。
想當一位優秀的醫生，要幾歲讀醫學院才不會太晚？史懷哲為了實現他到非洲從事醫療傳道的理想，而去讀醫學院

時，已經三十歲。當他做這個決定時，遭到很多親友的反對，因為他當時已擁有哲學、神學和音樂三個博士學位，在
神學院裡當講師；三十歲才去讀漫長而艱辛的醫學院，不只「太晚」，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史懷哲卻義無
反顧，在讀了八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時，已經三十八歲；不過在隨後的歲月裡，他對醫學、病人和全人類所做出的
貢獻，卻比某些在十五、六歲就跳級考上醫學院的「資優生」要多出許多。
想當一位傑出的畫家，要幾歲開始學畫才不會太晚？在臺糖擔任工程師的劉其偉到臺北中山堂去參觀另一位工程師

香洪的畫展，在同事半調侃、半激勵的情況下，他興起了繪畫的渴望；於是回家後就去買紙張和材料，正式提起畫筆，
開始「學」作畫，當時他已三十八歲。有了興趣，再加上勤學，他的畫藝進展神速，第二年作品入選第五屆「臺灣省
美展」，第三年就舉行個人畫展。此後，不僅作品連連得獎，更進而成為國內外大專院校藝術系的教授，是臺灣最具
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成就遠比大多數從八歲就開始學畫的人要高出許多。
想建立一個跨國企業，要幾歲開始著手才不會太晚？科勞克到加州聖伯納蒂諾的麥當勞速食店，看到他賣給他們的

八部拌奶機不停的運轉，生意很好，並親自嘗過他們可口的漢堡和薯條後，覺得有不錯的商機，於是鼓其三寸不爛之
舌，說服胸無大志的兩兄弟和他合作，由他負責在各地開連鎖店，將麥當勞推廣到全美國。當時科勞克已經五十二歲，
既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又動過甲狀腺手術。但他卻覺得「我還年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而事實
就是如此，在五十二歲時才起步的事業，到他七十六歲的一九七四年，麥當勞已成為總收益超過十億美元的跨國大企
業。
抱怨自己想做什麼事已經「太晚」，通常只是不想努力的藉口。一個人只要有強烈的自我期許，對自己想做的事充滿
熱情，就「永遠不會太晚」；因為他只會往前看，整個心思都專注於如何按部就班去實現目標，而不會想到「晚不晚」
的問題。

主旨=論點/結論
(多在開頭/結尾)



複習議論文讀法

•標題/要素/類別法1.辨識文體

•先分層再摘要訊息2.段落訊息

•串連各段分層訊息3.文本大意

•論點/結論4.文本主旨



從失敗中覺醒 改寫自王溢嘉失敗者的覺醒 康軒(109)五上7
何必為一次小小的失敗而沮喪？拿破崙曾說：「人生的光榮，不在永不失敗，而在能夠屢敗

屢戰。」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喪志，無法從中記取教訓。誰沒有過失敗的經驗？重要的

是，我們必須保有「覺醒」的態度。

國際知名導演李安，高中時期，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而苦讀，然而，他連續兩年參加大學聯考，

結果都名落孫山。求學的挫敗並沒有擊退李安追逐電影的夢，他轉而讀藝專（現已更名為臺灣藝術

大學）影劇科，後來，又到美國紐約留學，並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從電影研究所畢業。不過，他雖

然有高學歷，卻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他認真檢視自己的現況，並思考如何扳回頹勢，失業的困境讓

李安產生了覺醒，他堅定的跟自己說：「雖然我目前只能當個家庭主夫，但我不會輕易放棄我的電

影夢。」果然，沉寂六年之後，他寫的劇本終於在臺灣獲得首獎的肯定，日後，他更以推手、臥虎

藏龍、少年Pi 的奇幻漂流等電影揚名國際。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重要的是，你必須有這種「覺醒」的能力。有時候，當我們換個角度面

對失敗，就會發現「跌倒了再爬起來」比「沒有跌倒」更珍貴。

一百多年前，喜歡動腦筋的萊特兄弟，從觀察兀鷹飛翔的畫面，開始思考如何成功控制飛行器。

在製造出一架外形像雙層機翼的箱型風箏，並且試飛成功之後，他們對於飛行的夢想就更加強烈。

他們全心全意的投入這場飛行實驗：從七公尺長的雙翼滑翔機，到更龐大的雙翼滑翔機；從研究真

正的滑翔機，到測試縮小版的機翼模型；從人力的操作控制，到螺旋槳的動力運作。在這四年間，

一連串的挫敗不但沒有毀掉他們的信心，兄弟兩人反而秉持著無比堅定的意志力，打造出「飛行者

一號」，從三秒半短暫的試飛，到五十九秒成功的飛行，終於完成人類飛行的夢想。

幾乎每個成功的人，都曾經失敗過，所謂「如何邁向成功之路」，其實有一大半是「如何面對

失敗之道」。

「沒有礁岩，激不起美麗的浪花；沒有風浪，顯現不出水手的腕力。」既然挫折不能避免，我

們就應該像李安、萊特兄弟一樣，用正向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它，從失敗中產生「覺醒」。有一天，

當你回顧來時路，將發現那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與懷念的經驗。

用方法挑戰學習任務

1.寫出辨識出議論文的方法

2.選擇一個論據寫下段落訊息

3.串連各段摘要為文本大意

4.標示文本主旨句子



明智的抉擇 王溢嘉 南一(109)六上11
人生不只要有目標，有時可能還不止一個目標。人生有很多面向，我們也有各種
潛能，多重目標雖可以揮灑我們的各種才藝，讓生活變得多彩多姿；但目標若沒
輕重緩急之分，可能什麼都得不到。因此，要達到目標，就必須做出明智的抉擇。
有位少年到鄉下探望爺爺，興高采烈的告訴爺爺他現在除了學校的功課外，還參
加心算班、星期六學跆拳道、星期日學鋼琴，更抽空看自然科學叢書，打算三個
月將它看完……。爺爺聽了，連聲讚許：「很好！很好！」於是蹣跚的帶少年到廚
房，說要讓少年和他一起燒開水。廚房用的是老式的灶，爺爺用一個很大的水壺
裝滿水放在灶上，然後將幾根木柴放入灶內點燃。少年注意到廚房內剩下的木柴
很少，根本不可能將那一大壺水燒開，他將自己的疑慮告訴爺爺，爺爺要少年到
屋後的林間去撿些枯枝回來，少年說等撿到夠用的枯枝回來，燒到一半的水就冷
了。
爺爺意味深長的看著少年：「那怎麼辦呢？」少年搔搔頭想了想，說：「我們把
水倒掉一半，就能用這些柴火把水燒開。」爺爺高興的說：「這就對了！」他拍
拍少年的肩膀，進一步闡述：「人生當然要有一些追求的目標，但每個人的時間
和才情有限，目標太多就好像水壺裡裝太多的水，有限的柴火是無法將水燒開
的。」
種花的人都知道，不管是玫瑰、菊花或牽牛花，特別是盆栽的，在養分有限的情
況下，如果花苞太多太密，那就要懂得割捨；摘除一些不太理想的花苞，而只保
留幾個較好的，讓它們能得到較多的養分和較大的生長空間。這樣，花才能開得
較大朵、較美麗。
我們要衡量自己的時間和能力，減少目標的量，不要在同一時間內學太多東西，
做太多事。不只燒開水或種花，其他事情也都一樣。當時間和資源有限，無法兼
顧質與量時，要維持或提高品質，就必須犧牲「量」，重質不重量才是明智之舉。
俗話說：「貪多嚼不爛。」如果你妄想什麼都同時得到，那可能什麼都得不到。
我們應該在有限的時間裡，依事情的輕重緩急，做出明智的抉擇。

用方法挑戰學習任務

1.寫出辨識出議論文的方法

2.選擇一個論據寫下段落訊息

3.串連各段摘要為文本大意

4.標示文本主旨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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