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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許多研究都指出孩子往往不知如何完成大意摘要，但，後來的研究則顯示，即使國

小低年級的孩子對所謂大意摘要，也會覺知到是要從文章中抽出部分（就是寫下故事的

重點），並且必須比原文短（Hidi&Anderson,1986）。例如 Johnson（1983）以國小一年級

小朋友為對象，研究其如何自簡單的故事中做出簡短的大意摘要，並回憶 Taylor（1986）

的研究則發現中年級的學生不清楚該大意摘要的內容該包含什麼，他們常去注意一些不

平常或不相似的想法，並強調大意摘要需含讀者想知道的東西，而不是重要的內容。 

由此可見，孩子雖然很清楚大意摘要是要將原文縮短，但所要呈現的訊息，到底是摘要

者感興趣的，或原文中的重點則常會混淆，以致於寫出來的大意便有品質上的差異，常

常也會面對文本時，確不知從何下手進行濃縮刪選的工作。 

大意摘要的教學有許多策略可行，近來有關大意摘要的研究指出，在選擇歷程中一

個必備的技能是要能從文章結構中找出重要的部分，並決定那些該刪除以及那些要放入

大意摘要中（Hare&Borchardt,1984）。國小國語教學中，大意摘要是重要的一環，要能寫

出精確且流暢的大意，最重要的是要能理解課文，並掌握主要概念。目前國小的國語教

學，老師限於時間與班級人數的諸多考慮，經常讓學生抄寫參考書或手冊上所提供的大

意摘要，不然就是使用填空的練習，而流為練習國字與注音拼寫（方金雅、鍾易達、邱

上真，民 87）。我們希望透過一些策略，將大意摘要的工作，逐漸轉移到學生身上，培

養孩子大意摘要的能力，不希望訓練出只會等答案的孩子。本班孩子屬較被動的個性，

教學時需給明確的步驟讓他們依循，又因為中年級課文以記敘文居多，需要引導從人、

時、地、事（開始、經過和結果）四大主軸作統整，六何法可以提供一個思路結構，誘

發思考創作，既可以使描述更仔細生動，亦令文章結構更為完整，而且事件交代清楚，

脈絡清晰，讀者容易看得明白，所以，我們選擇六何法策略來幫助本班三年級孩子做大

意摘要。 

六何法是閱讀策略之一技法，是訓練孩子們找出故事人物、發生的時間、地點、原

因、經過和結果這些組成課文的重要元素，六何法中的「六何」是指何人(Who)、何時

(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果(How)。利用六何法作出提問，能扼

要地獲得資料，以便快捷地掌握事件的全貌，來提升孩子們統整課文大意的能力。 

 
 



教學設計與實施 
情境說明 

本班在二升三年級時進行過分班，男生、女生各 13 人，共有 26 人。其中有 6 位孩子

在二年級時由我教導，在二年級下學期第一次學習評量後，我便開始訓練學生口述摘要

(符合語 C-2-2-4-2 能說出一段話或一篇短文的要點)，該六位孩子是本設計另外要拉出來的

對照組。 

目前，三年級的國語課有五節，但其中一節給外聘閱讀教師進行閱讀活動，因此，

如何在有限時間下，將課文、閱讀學習策略及閱讀樂趣的教學融合在一起，就是我在國

語課所要面臨的問題。下述，是我在本學期，利用閱讀策略─六何法，在國語第一課到

第六課所實施的摘取課文大意之嘗試。 

何時使用六何法 

學生在低年級的語文學習是著重於識字及語詞解釋。升中年級後，剛好是深入閱讀

理解的階段，因時間上的限制，所以，我先從課本開始。課文教學的重點不再只是解釋

語詞或講解修辭，而是請孩子找出文中各段大意，再來利用閱讀策略「六何法」(何人、

何時、何地、何事、何因、何果)進行文章架構分析，幫助孩子理解文章內容，最後進行

整課的課文大意摘要。 

教學設計 

實施六何法閱讀策略教學的目的，就是希望學生可以學習到帶的走的能力，我希望

他們以後可以利用此技法快速抓取文章重點，進而獨立學習到重要資訊，以下是利用六

何法做課文大意教學設計的基本流程： 

1、教師備課，視狀況改變原定的教學流程。 

2、學生預習工作：回家預習，並習寫六何法(何人、何時、何地、何事、何因(經過)、何

果(結果))。 

3、教師進行批改：無特定答案，只要學生抓得到重點即可。 

4、課堂上的訂正：教師做六何法的示範填寫，請學生訂正。 

5、課文大意：教師講解如何利用六何法摘要課文，學生進行課文摘要。 

6、總結：教師限制句數，讓學生討論分享後，自行寫出最佳大意。 

 

 

 



單元教學歷程與結果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一單元 

美麗的台灣 

1.上第一單元前，請學生回家利用心智圖，寫出對美麗台灣

的聯想。 

2.課堂上，小組上台寫心智圖競賽。 

3.老師做分析歸納。 

4.講解何謂六何法，並做示範。 

《故事》： 

今晨，有一輛貨車由五結往蘇澳方向行駛。當行經利澤路

時，疑因司機打嗑睡，令貨車失控衝上人行道，並撞傷多名

路人。貨車在撞毀一條燈柱後停下。事件中共有八名傷者，

其中一人是司機。傷者中大部分是輕傷，在送往醫院包紮

後，已經可自行出院。唯司機在貨車失事後曾一度昏迷，送

院後要留院觀察，情況穩定。 

(1)背景資料： 

何人(人物)：司機、七名傷者。 

 何時(時間)：今晨。 

何地(地點)：利澤路、人行道、醫院。 

(2)分析理解： 

何事(做什麼)：交通事故。 

何因(經過)：司機打嗑睡，車子失控衝上人行道，撞傷路人。 

何果(怎樣做/結果怎樣)：路人輕傷、司機重傷。 

 

 

 

 

 

2 節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一單元 

第一課 

我住的家 

1.上第一課前，回家習寫六何法。 

2.課堂上，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 

3.請學生訂正。 

1 節

教學結果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一單元 

第二課 

有朋自遠方來 

1.上第二課前，回家習寫六何法。 

2.課堂上，請數位學生分享自己寫的六何法。 

3.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 

4.請學生訂正 

2 節

教學結果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我住的家 

何人：森林、花、動物、蝴蝶、鳥

兒、魚兒。 

何時：現在(二十一世紀)。 

何地：台灣。 

何事：物產豐富、景色秀麗、人情溫

暖。 

(經過)何因：花園美麗、湖水清澈、森

林幽靜，好地方，幸福的家。 

(結果)如何：蝴蝶、魚、鳥、全世界的

好朋友都來住。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一單元 

第三課 

太魯閣寄情 

1.學生共同朗讀課文。 

2.學生分組討論本課六何法。 

3.小組分享。 

4.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並請學生進行訂正。 

5.教師說明六何法策略和課文段落大意相關之處，並口頭提

醒應縮短內容。 

(1)背景資料： 

何人(人物)：作者、小福、老師、同學。 

 何時(時間)：九月、早上。 

何地(地點)：教室、太魯閣、九曲洞、長春祠。 

(2)分析理解： 

何事(做什麼)：轉學的小福寄來一張太魯閣風景明信片。=第

一段 

2 節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有朋自遠方來 

何人：我、波特先生。 

何時：現在(二十一世紀)。 

何地：台灣。 

何事：介紹台灣的風景、木雕和小

吃。 

(經過)何因：苗栗的古色古香的獅頭山

步道、三義木雕、夜市和台灣美味的

小吃。 

(結果)如何：請波特先生下次再來台灣

多住幾天，和欣賞更多美麗的風光，

享用更多台灣小吃。 



何因(經過)： 

a.老師將印有景觀步道的明信片給全班看，並介紹長春祠的由

來及意義。=第二段 

b.年輕的太魯閣族人努力的把織布方法留傳下去。=第三段 

c.紋面是太魯閣族人印在臉上的光榮。=第四段 

何果(怎樣做/結果怎樣)：作者希望有機會到太魯閣玩。=第五

段 

教學結果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二單元 

第四課 

雪地靈犬 

1.學生共同朗讀課文。 

2.學生分組討論本課六何法。 

3.小組分享。 

4.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並請學生進行訂正。 

2 節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太魯閣寄情 

何人：小福、老師、同學。 

何時：九月五日。 

何地：太魯閣、九曲洞、長春祠、太

魯閣峽谷。 

何事：小福來太魯閣。 

(經過)何因：去參觀太魯閣的生活。 

(結果)如何：作者希望可以到太魯閣

玩。 



5.教師再次說明六何法策略和課文段落大意相關之處，並在

黑板寫出本課架構。 

6.教師和學生討論，並示範利用六何法寫出本課大意。 

(1)背景資料： 

何人(人物)：救難犬巴利、巴納多神父、年輕人、小男孩。 

 何時(時間)：每年大風雪過後。 

何地(地點)：瑞士、聖伯納山、雪地、山洞。 

(2)分析理解： 

何事(做什麼)：聖伯納山的大風雪經常將遊客困在雪地，所以

神父為了救人而訓練救難犬。=第一、二段 

何因(經過)： 

a.巴利救了倒在雪地的小男孩。=第三段 

b.巴利被年輕人誤認為狼，被刺傷而死去。=第四段 

何果(怎樣做/結果怎樣)：大家將和巴利一樣品種的狗命名為

聖伯納犬。=第五段 

大意教學： 

教師說明可將六何法的分析理解部份連結起來，變成課文大

意。 

如：(何事)聖伯納山的大風雪經常將遊客困在雪地，所以神父

為了救人而訓練救難犬。(何因)有一次巴利成功的救了倒在雪

地的小男孩，後來牠為了救年輕人，被年輕人誤認為狼，被

刺傷而死去。(何果)後來大家為了紀念巴利，便將和牠一樣品

種的狗命名為聖伯納犬。 

 

教學結果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二單元 

第五課 

黑熊爺爺過生日 

1.學生默讀課文。 

2.學生自行寫出本課六何法及本課大意。 

3.學生在小組進行分享。 

4.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並請學生進行訂正。 

5.教師限制句數，學生上台分享結合六何法所寫出的本課大

意。 

何事(做什麼)：兩句。 

何因(經過)：四句以內。 

何果(怎樣做/結果怎樣)：兩句。 

大意：八~十句。 

3 節

教學結果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雪地靈犬 

何人：巴那多神父、巴利救難犬、小男

孩、年輕人。 

何時：風雪過後、冬天。 

何地：瑞士、聖伯納山。 

何事：巴納多神父訓練救難犬。 

何因：1.救難犬會救被困在雪地裡的

人，巴利救難犬發現了小男孩困在雪地

裡，牠給他保暖，牠叫同伴叫神父，救

了小男孩一命。2.早上，巴利發現年輕

人昏倒在山洞，牠舔他的臉，年輕人以

為是狼，結果被刺傷了。 

如何：年輕人辦了追思會，大家把和牠

品種的救難犬叫聖伯納犬。 



 

 

單元 教學流程的微幅變動 時間

第二單元 

第六課 

題老人飲驢圖 

1.學生默讀課文。 

2.學生自行寫出本課六何法及本課大意。 

3.學生在小組進行分享。 

4.教師進行本課六何法的講解並請學生進行訂正。 

5.教師限制句數，學生上台分享結合六何法所寫出的本課大

意。 

3 節

教學結果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黑熊爺爺過生日 

何人：飛鼠、五色鳥、梅花鹿、黑熊爺

爺、受傷的小白兔。 

何時：秋天的早晨。 

何地：樹林、山洞、小溪、森林。 

何事：去慶祝黑熊爺爺的生日。 

何因：1.飛鼠抱著果子，梅花鹿和五色

鳥一起帶著蜂蜜去慶祝黑熊爺爺的生

日，牠們沒看見黑熊爺爺，牠們找了很

久還是找不到。2.牠們把木板刻字貼上

花朵，意起其福黑熊爺爺。 

何果：突然發現正往牠們的是黑熊爺

爺，黑熊爺爺說牠在探望受傷的小白

兔，牠們送上禮物給爺爺，牠們都很開

心。 



 

 

 

 

 

 

以張生為例 

內容 

主題：題老人飲驢圖 

何人：吳偉、老人、驢子。 

何時：明代。 

何地：岸邊、水裡。 

何事：帶驢子到河邊喝水。 

何因：1.喝水的驢子，牠的前腳踏著在

水裡的雙腳，形成岸上蹄踏蹄。2.驢子

喝水的景象，水裡的嘴喊牠的嘴，變成

水中嘴對嘴的景象。 

何果：雖然題老人飲驢圖沒留傳下來，

不過吳偉寫得這首詩，再也貼切不過

了。 

大意：這首詩是吳偉的作品，白髮老人

帶著驢子去喝水，結果形成有趣的景

象，驢子的嘴和水中的嘴形成「水中嘴

對嘴」，驢子在喝水時，前腳和水裡的

腳對在一起，形成「岸上蹄踏蹄」的樣

子，「老人飲驢圖」雖然沒有流傳下

來，不過吳偉寫得這首詩，再貼切不過

了。大意：大家帶著禮物要送給黑熊爺

爺，但是黑熊爺爺不在，飛鼠和五色鳥

以為黑熊爺爺被捉了，牠先冷靜下來，

一起為黑熊爺爺祈福，他們把木板刻字

還裝飾一下，突然黑熊爺爺來了，原來

牠去探望受傷的小白兔，他們送上禮

物，黑熊爺爺開心極了。 



單元教學省思 

進行第一單元「美麗的台灣」教學時，出心智圖這項回家功課時，並未給予大主題，孩

子無方向可依循，會寫出毫無相關之聯想語詞，所以在第二單元「動物世界」有給學生

基本方向，孩子就較能寫出完整相關的聯想語詞。利用此心智圖配合目錄來分析討論第

二單元的學習架構，其目的是希望孩子能利用架構圖來學習重點。 

進行第一單元第一課教學前，先利用一節課進行六何法的講解，然後請孩子回家依序習

寫，收回批改這項回家作業時，發現有七成孩子由家長輔助完成。經過和孩子晤談後，

孩子表示老師在課堂進行講解時都懂，但回家習寫後便不清楚如何使用六何法策略，所

以，我便逐項帶領孩子再次進行本課六何法策略。 

孩子習寫第二課六何法時，對此策略的技法依舊不足，老師討論後猜測，應該是因為上

次孩子訂正時將錯的擦掉，無法比較出和老師寫出的不同之處，故這次要求孩子將這次

錯的保留，並利用其他顏色的筆寫出和老師不同之處。 

上第三課時，讓孩子利用合作學習來討論本課六何法，發現效果還不錯，小組(有五組)上

台發表時，有兩組講得非常完整，便於本次活動帶進段落大意，讓孩子經由認知歷程及

舊有的知識來學習找出文章基本結構。 

第四課學習課程重點在：判斷重要訊息及刪除不重要或重複訊息，來快速獲取課文重

點。因為第一次嘗試將課文大意寫出，部份孩子還是無法刪除不重要訊息，但在刪除重

複訊息時，做的還不錯。 

在進行第五課時，老師對何事、何因、何果有句數上的限制，讓孩子上台依規定句數分

享，目的在於希望孩子可以刪除重複訊息，寫出文章主要的概念。但是帶領孩子做這樣

的討論分享，需要再多花ㄧ節課的時間，但國語課還有其他部份要教學，只好利用彈性

課來做教學。 

    經過前面五課的訓練，孩子們在進行第六課時，對於習寫六何法時的發問，似乎減

少許多，我不停的做行間巡視，擔心他們是不是已不好意思再提老問題，後來發現，這

樣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大部分的孩子，正專心的在利用策略找出課文的重點架構，

並利用六何法摘要課文大意。結合這樣的閱讀策略教學，時間上仍需多出ㄧ節課時間，

但是，相信等學生將此策略內化成可以自然運動的技法時，相信時間的運用會更精準

的。 



階段評量 

本班三年愛班為實驗組，三年仁班為對照組，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生語文程度相

當，主要差異，就在於有無利用六何法學習策略來進行摘要課文大意。實驗組於整個大

意摘要教學結束後，和對照組同時不同地點進行『閱讀列車─黑面舞者』摘要大意評

量，孩子摘要的大意請非任課教師評量(表 1)。摘要大意評量完畢後，實驗組再進行三分

鐘的自評活動(表 2)，此目的在於：讓孩子有機會對其學習進行自我省思，也讓教師了解

孩子在課文大意摘要時的困難。 

 

表 2 

問題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在老師教六何法之前，我已經會了    

在學六何法之前，我覺得寫出大意很困難    

六何法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課文重點    

我可以看著六何法寫出大意    

我覺得學習六何法對於摘要大意幫助很大    

我能將文章從頭到尾看完    

我能了解文章的意思    

我能用自己的話寫出大意    

我的大意沒有不相關的訊息    

我會刪除重複的訊息    

我會將自己完成的大意摘要閱讀一遍    

閱讀課外讀物時，六何法可以幫助我找出重點    

表 1   大意摘要評分規範



結果分析 
 

對照組教師平日教課文大意的流程如下： 

1.全體學生朗讀課文。 

2.讓學生嘗試找出段落。 

3.精讀各段落。 

4.請學生說出段落大意。 

5.教師總結全課大意。 

6.請學生再說出課文大意。 

測驗結果一 

 第二週測驗 第九週測驗 

 實驗組(人) 對照組(人) 實驗組(人) 對照組(人) 

0 分 18 17 1 12 

1 分 5 6 9 9 

2 分 3 1 10 1 

3 分 0 1 2 3 

4 分 0 0 4 0 

 共 26 人 共 25 人 共 26 人 共 25 人 

 

第二週測驗結果，兩班習寫課文大意所得分數大致相差不遠。經七週兩班不同的教

學策略後，於第九週再次進行測驗，結果，對照組 0 分人數減少 5 人，實驗組減少了 17

人；對照組 1 分人數增加 3 人，實驗組增加了 4 人；對照組 2 分人數增加 0 人，實驗組

增加 7 人；對照組 3 分人數增加 2 人，實驗組增加了 2 人；對照組 4 分人數增加 0 人，



實驗組增加了 4 人。依此測驗所得數據，可大膽確認六何法學習策略是有助於國小三年

級學童順利摘取課文大意。 

對照組測驗，該生得 3 分 

 

 

內容： 

每年秋天的時候，黑眠琵鷺會從很遠很遠的

地方飛來曾文溪口過冬因為那裡很多魚蝦，

遊客為了欣賞黑面琵鷺優雅的姿態會員架起

許多望遠鏡，黑面琵鷺白天會結伴休息天色

暗了才出來活動，黑面琵鷺飛向夕陽的ㄧ方

讓人們忍不住低聲喝采。 

實驗組測驗，該生得 3 分 

 
 

 

內容： 

作者全家在上個星期六，去參加野鳥協會辦

的活動，到曾文溪口看黑面琵鷺。爺鳥協會

的叔叔們說，秋天時，黑面琵鷺會從遙遠的

北方來到曾文溪口，因為這裡有很多魚蝦，

可意讓他們安心過冬。作者從望遠鏡看見了

黑面琵鷺那黑扁像琵琶的嘴巴。細長得較立

在水中，好像在等著音樂響的舞者。作者也

發現黑面琵鷺白天休息黃昏活動。作者正因

為假日有一些遠道而來的客人開心。 



實驗組測驗，該生得 4 分 

 
 

 
 
內容： 

作者他們全家一起去曾文溪口看黑面琵鷺，

學會的叔叔們說了好多關於黑面琵鷺的事，

作者也從望遠鏡裡看見了黑面琵鷺並且說出

了牠們的特徵，而且還說了她們的動作以及

優雅的身軀像舞者一樣呢！ 

黃昏時，黑面琵鷺跳起舞來，讓人忍不住低

聲喝采，作者還說一定要保護黑面琵鷺，讓

牠們有更安全的生活環境。 

 

 
 
 
 
 
 
 
 

 

實驗組測驗結果二(做此調查時，學生一人請假) 

問題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在老師教六何法之前，我已經會了 0 0 25 

在學六何法之前，我覺得寫出大意很困難 11 6 8 

六何法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課文重點 21 1 3 

我可以看著六何法寫出大意 15 1 8 

我覺得學習六何法對於摘要大意幫助很大 17 4 4 

我能將文章從頭到尾看完 18 5 2 

我能了解文章的意思 9 12 4 

我能用自己的話寫出大意 5 13 7 

我的大意沒有不相關的訊息 6 10 9 

我會刪除重複的訊息 14 8 3 

我會將自己完成的大意摘要閱讀一遍 12 6 6 

閱讀課外讀物時，六何法可以幫助我找出重點 11 7 7 



六何法閱讀策略在實驗組進行了七週的訓練後，大部份學生已經能將次要概念描述

清楚，部份學生更是可以清楚完整的寫出文章主要概念。有五分之四學生認為：六何法

是可以讓他們很快知道課文重點；有五分之三學生可以看著六何法寫出課文大意、認為

學習六何法對於摘要大意幫助很大；有五分之二學生閱讀課外讀物時，會利用六何法找

出重點。由上述分析可知：學生學習六何法後，能扼要地獲得資料，快捷地掌握事件的

全貌，來提升統整課文大意的能力。 



總結 
摘寫大意是文章理解的基礎，也是讀書學習時必須具備的能力，能夠掌握文章的大

意，才能夠進一步利用文章的內容推論與學習(吳敏而，1993)。孩子的理解力是可以訓練

的，我將整個教學流程分為示範、指導式練習、固定期、獨立式練習及應用五個階段，

目的是希望將閱讀策略移植到學生身上，進而能獨立應用在文章上的推論及學習。前述

已經說明，班上其中有六位孩子，是我在任教二年級時教導過，所以，我會特別注意他

們的筆記，思考六何法有沒有讓他們在大意摘要的學習有進步，結果，在這幾課的訓練

下，發現，答案是令人驚奇振奮的，雖然潤飾技巧尚未純熟，但，他們已經會利用六何

法的閱讀策略來拼湊出課文大意了。 

大人經常會低估孩子的能力，經常會有「他們還不會啦！我直接告訴他比較快」的

想法。ㄧ開始讓孩子練習六何法時，有時會ㄧ而再再而三的提同樣的問題，我在前幾課

做指導式練習階段時，孩子要寫“何人”部份，就會問：「XX 可以寫進去嗎?」，在“何事”

與“何因”部份老是分不清楚，總是問“何因”就是寫經過嗎?我總是必須保有熱忱及耐心的

回應他們，擔心的就是，若老師懶於回應或給于不耐煩的態度，孩子將會關閉勇於討論

的那ㄧ扇窗。我相信，老師和孩子們若能保持討論式的對話，讓他們利用合作學習來增

加不一樣的看法，利用上台分享來訓練他們的自信，練習幾次後，相信孩子將會學到釣

魚的技巧，相信在他們身上，將會看見希望...........。 

一開始做這樣的閱讀策略，非常的花時間，從孩子口中時常聽見：「老師，我媽媽

說別班已經上到下一課了，我們怎麼還在上這課?」「老師，安親班老師說妳上生字的時

間怎麼這麼少?」這樣的擔心，在我心中也時常發生，但是，看見香港成功例子，聽見孩

子說她寫閱讀心得時，老師教的六何法可以讓她快速找到重點，一股衝勁便支持我要一

直實施下去，甚至計畫在適當時機再加入其他閱讀策略(自我評量、引領思維、自設問

題、合作學習等等)，期待自己除了教導基本的學習內容之外，也可以將生活經驗引入課

堂與評量中，希望孩子們可以主動去探索、歸納，讓他們主動延伸學習的觸角，這樣的

教學，目的就是希望把學習的動力重新還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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