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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立意及其原則
2-2 立意策略與構思

2-1　立意及其原則

 「立意」，簡單地說，就是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因此，當應試者透過審題原

則與策略瞭解題文或其限制條件之後，為其立下一個主要的思想或意見，即為「立

意」。進一步而言，「立意」乃為文章的立論要旨，即寫作思路的主軸、整篇作文

的論述重點。

 其實，我們說話時也有主要表達的意思，如法國作家雨果曾說：「生命固然短

暫，我們卻漫不經心浪費時間，使生命更為短暫。」這句話的要表違的意思為「時

間短暫，所以要善加把握，切勿虛擲」。所謂「意者，一身之主」，可見無論說話

或寫作，都有一個主要立意，貫徹其中。落實在寫作文章上，「立意」即藉由其中

心主旨開展論述、謀篇布局、裁取事例，各段落間乃依循該中心思想來安排，從而

環環相扣。

 由此可知，「立意」有其重要性，應試者不可不慎。為文「立意」時，有幾項

重要的原則，需多加留意：

 ▍立意單一原則：
 即「中心思想只有一個」原則。若已確認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時，就要圍繞該

論點進行、聚焦於單一意旨來闡述，千萬不可論述龐雜、橫生枝節，以免文章結構

流於鬆散、難以說服閱卷者，或甚至出現離題、論點前後不一等致命缺失。以下試

舉一例，提供讀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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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立意示範：明確的中心思想

題目：請以「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必要性」為題，寫作一篇短文，文

長不得少於350字，但也不能超過550字。（100年度桃園捷運甄試）

（中段舉例）為什麼桃園捷運有興建之必要性呢？第一、桃園有國際機

場，居交通要塞，國內外旅客在進出機場時搭乘捷運，省去私人轎車接送

的麻煩，省時省力；且大眾運輸系統環保，是一國際化機場應有的聯外系

統，能讓國內外旅客有良好印象。第二、綜觀國內外第一流大都市，如東

京、紐約等都市，都有捷運，顯見大眾運輸工具是先進城市的指標，桃園

為台北衛星城鎮，眼光放遠，提早做好都市規畫並興建，開風氣之先，甚

可作為國內各城鎮指標。第三、捷運系統興建時，需求工程人力、工作勞

力，興建完成後，亦需維修保養、服務人才，在一片低迷的景氣下，可刺

激就業率。

圍繞著「桃園捷運興建之必要性」，提出一個又一個切合的論述材

料，清楚而明確地提供讀者或閱卷者文章的中心意旨。
評述

錯誤立意示範：離題的論述內容

題目：請以「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必要性」為題，寫作一篇短文，文

長不得少於350字，但也不能超過550字。（100年度桃園捷運甄試）

（中段舉例）為什麼桃園捷運有興建之必要性呢？那是因為桃園有國際機

場，桃園的國際機場可以說是我國連接國際的門戶、飛向世界的窗口，若

要成為起迄與轉運均衡發展之東亞樞紐機場，機場亦應提供優質便捷之客

貨流通環境。桃園國際機場還被桃園航空城產業聯盟認為是亞太地區地理

位置最為優越的機場之一。由於有機場作為交通要塞，使得我國國內外旅

客能有便利之交通。……

本段明顯離題，從「桃園捷運興建之必要性」寫到「桃園機場的重要

性」，如此一來不但失卻論述主軸，更易使結構看起來雜亂無章。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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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演練1

題目：我們常勸人凡事要先做好準備，防患未然，否則事到臨頭，手足無措，懊悔

就來不及了。請以「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為題，作文一篇，闡述你的看

法。（105年台灣菸酒從業人員考試）

步驟●1 首先，先進行審題。

步驟●2 其次，寫出本題的中心思想。

參考答案 

1. 本題題目為「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該題型屬「引導式作文」，

即命題者透過引導式的說明內容，限制考生寫作方向，又稱限制式作文。

2. 本題之引導條件即已清楚說明：「凡事要先做好準備，防患未然，否則事到

臨頭，手足無措，懊悔就來不及了」。因此，本文的立意為：凡事應防患未

然，若未能先做準備，屆時事到臨頭，恐怕容易手足無措、令人心生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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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意正向原則
 由於考試仍與一般寫作有異，因此考生在考場寫作時，除了切合題目之外，還

要能體會命題之背景與動機，例如題目問「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必要性」，指

的就是「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有其「必要性」，應試者最好能舉出正向實例，

以證明在桃園興建捷運之必要性。倘若考生不斷指陳興建捷運各項缺失：諸如破壞

環境、空氣汙染、製造交通黑暗期等，如此則較像是「興建桃園大眾捷運系統之

『不』必要性」，完全背離文題命題之意旨，文章就算論述再如何有據，仍然不受

閱卷者青睞。以下，乃試舉一例：

錯誤立意示範：負面的立意

題目：世上往往有許多老規矩，例如：「看到人要打招呼」、「小孩子多

聽少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等，這些從小就被要求遵守的準

則，潛移默化，影響了一代代的人們。然而，世易時移，許多老規矩漸漸

被人們淡忘。不久前，有網友把一些老規矩重新整理貼到網上，引發了一

片熱議，有人認為老規矩是束縛、是八股教條；也有人認為是智慧、是人

生準則。你如何看待老規矩？這種現象引發了你哪些想法？（107年度警

專入學考試）

（中段舉例）社會的互動之中，規範的成立有其必要性，所謂「沒有規

矩，不成方圓」，指的就是一套人們所共同認可及遵守的行為標準，白話

一點來說，意即「遊戲規則」。然而，一套遊戲規則沿襲日久，自有其陳

舊與不合時宜之處。例如：「看到人要打招呼」、「小孩子多聽少說」、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人與人間的互動不再如

此頻繁，甚至人情淡薄，倘若一味因循過去的農業思維，只會讓彼此更為

尷尬。此外，「老規矩」其實也是束縛、是八股教條。韓非子說：「法與

時轉則治，治與時宜則有功。」可見，規矩應與時俱進，若有不合時宜的

規矩，最好能予以廢除，重新建立新的原理原則。

由於題目提到「世上往往有許多老規矩……這些從小就被要求遵守的

準則，潛移默化，影響了一代代的人們」，可以得知命題者較偏向認

為老規矩為「智慧、是人生準則」，然而「世易時移，許多老規矩漸

漸被人們淡忘」。因此，本段不斷批評老規矩，認為其不合時宜，則

與命題動機有所違背，同時也較難進一步發展出更深刻之意涵。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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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立意示範：正向的立意

題目：世上往往有許多老規矩，例如：「看到人要打招呼」、「小孩子多

聽少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等，這些從小就被要求遵守的準

則，潛移默化，影響了一代代的人們。然而，世易時移，許多老規矩漸漸

被人們淡忘。不久前，有網友把一些老規矩重新整理貼到網上，引發了一

片熱議，有人認為老規矩是束縛、是八股教條；也有人認為是智慧、是人

生準則。你如何看待老規矩？這種現象引發了你哪些想法？（107年度警

專入學考試）

（中段舉例）社會的互動之中，規範的成立有其必要性，所謂「沒有規

矩，不成方圓」，指的就是一套人們所共同認可及遵守的行為標準，白話

一點來說，意即「遊戲規則」。提及「規矩」或「規範」，容易令人聯想

到這是對行為的限制，尤其是「老規矩」，更有人認為是「因循守舊」或

是「八股教條」。然而，規矩的制定不全然是用來限制人們的行為，其背

後亦隱含了前人的人生經驗與時代思想。例如長輩很常告誡小孩：「看到

人要打招呼」。「打招呼」不僅是生活禮儀的展現、社會化的過程、同時

還維繫了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這些從小就被要求遵守的準則，看似八

股，但其實也是經由時代的檢驗而留下：因為傳統家族重視倫理關係，倘

若不懂倫常，就會被視為異端、排斥在關係之外，難以生存。因此，簡單

的「打招呼」，不只是「遊戲規則」，還是人們能否在社會上生存的依據

之一，故而被當作準則傳承下來，成為了「老規矩」。

題目命題動機為「老規矩為智慧、人生準則，潛移默化，影響著一代

代的人們」，因此，應試者在論述「老規矩」時，儘管規矩有其老、

有其陳舊之處，但仍要寫出其正面的意涵與其對每一代人的影響。因

此，較適合本題的立意思考方向為：規矩雖然會因為時代的遷移而變

得老舊或成為教條，但其背後的精神仍值得我們加以留意，有些甚至

可以與新時代結合而成為新的人生準則。

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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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類別：新進人員八職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鼓勵青年從事農業，推動「吉時從農、青

春逐夢」專案。試以「鼓勵青年從農政策之我見」為題，撰寫
論文一篇。

 C題型與審題

本題為「傳統式作文」，還是「引導式作文」？如果是「引導式作文」，有哪些需

要注意的限制條件？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審題步驟與策略進行練習。

 C立意與構思

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立意原則與策略找出本題的中心思想，並進一步構思本文之

寫作方向。

 C段落與結構

本文該如何安排？試著運用本書所提供的寫作模組，進行段落與結構上的安排，並

開始下筆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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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觀摩

鼓勵青年從農政策之我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結合跨領域專家組成輔導團隊，透過產、銷、人、發、

財、資等面向進行診斷及規劃輔導工作，推動「吉時從農、青春逐夢」專案，以

鼓勵青年返鄉從農，成為我國農業生力軍。身為農會青年的一份子，對於該項政

策，個人樂觀其成，亦期待臺灣農業發展能因此而得以永續經營。

 隨著時代進展、社會變遷之下，現階段農業已面臨不少問題，如貿易自由化

所面臨的激烈競爭環境、極端氣候與氣候變遷影響農業生產的多樣性、國內糧食

自產率低落、農業人力老化出現農業經營者斷層、農業人才培育產生學用落差現

象，和農業基層勞動力缺口亟待補充等課題。面對相關議題，吾人應重新省思農

業的重要性，同時亦當將農業發展視為公共事務，鼓勵新世代進行社會參與、進

而培育青農生力軍，為臺灣農業的未來接棒。畢竟，農業問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因此，如何提出解決辦法，更是當今政府刻不容緩之要務。

 從過去的「漂鳥計畫」、「小地主大佃農計畫」，一直到現今的「吉時從

農、青春逐夢」專案，都可見到政府部門對於農業之重視，以及透過教育與輔

導，進行向下紮根之工作。甚至，行政院農委會所推動之「吉時從農、青春逐

夢」專案，近年來還興起一波「青年從農」的熱潮，對於農村文化之經營與農業

之永續發展，具有推波助瀾之效。同時，該專案協助層面相當廣泛，包含生產技

術、行銷、財務、研發、智財、組織與資訊化等輔導，以及各項補助、優惠措

施，讓有志返鄉青農能有穩健成長之經營，進而帶動整體農業之創新與發展。

 當今農業已不是「鋤荷日當午，汗滴荷下土」的基礎勞動型產業，乃是強調

高科技與產業價值鏈的連結，而人力資源與農業文化的推動，則有其關鍵性與必

要性的位置。緣此，政府所提倡之「吉時從農、青春逐夢」專案，確實能從最根

本的人力問題著手，進而鼓勵青年從農，為農村注入一股活力與動力、更為青年

人開展出新的未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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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

全國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類別：新進人員八職等
試擬中華民國農會函全國各級農會：為加強輔導農民產銷經

營，以厚實農村經濟，請擬訂具體辦法��。

 C本題應使用何種公文格式書寫？

 C本題發文單位與受文單位為何？

 C本題的主旨為何？

 C本題的說明應如何書寫？

 C本題的辦法應如何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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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觀摩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農會 函 
地址：00000ＯＯ市ＯＯ路 000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00000 

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 000號 

受文者：○○市農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年 00月 00日 

發文字號：ＯＯ字第 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為加強輔導農民產銷經營，以厚實農村經濟，請依「輔

導農民產銷經營計畫」所提供之參考內容擬訂具體辦
法，並於本（000）年 00月 00日前惠復，請照辦。 

說明： 

一、 為期農會能永續經營，強化農會競爭力，爰制定「輔
導農民產銷經營計畫」。 

二、 請貴會依前揭計畫所提供之參考內容，並結合當地之

農業文化、產銷經營樣態，擬訂具體可行之辦法。 
三、 為期本計畫順利進行暨辦理後續事宜，請將擬訂辦法

於本（000）年 00 月 00 日前函覆本會。 

四、 檢附「輔導農民產銷經營計畫」1份。  
 

正本：全國各級農會 

副本： 

總幹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