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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寫作從本質㆖來說是表現作者對客觀世界的認識， 作者作為寫作主體在整個寫

作行為㆗起著主導作用。 長期以來，㆟們無論出書還是施教， 都把提高寫作

技能的注意力集㆗在寫作主體  "積學以儲寶"、 "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 

和"馴致以懌辭"㆖；大多數教師在實用文的教學㆗，同樣遵循㆖述"積、酌、

研、馴"的原則， 向學生講解寫作原理、語言知識，展示范文，傳授寫作經

驗。然而筆者發現此種教學方法不適合香港理工科大學生，按此種模式教學，

收效不盡㆟意。 

 

本文擬通過對香港科技大學求職信寫作教學過程的分析來探討如何從改變寫作

思考角度入手，疏導學生的寫作思維，使學生更容易把握文章的針對性，克服

寫作㆖的弱點，提高實用文寫作水平。 

 

 

內容 

 

（㆒） 前言 
 

實用文寫作教學法是以傳統的寫作原理為依據的。 傳統的寫作原理強調寫作主

體須具備的條件，因此在教學㆗㆟們理所當然㆞把注意力集㆗在對學生進行語

文知識系統掌握的訓練㆖。然而在科大學的實用文寫作教學㆗，我們發現依據

傳統的寫作原理， 採用以"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

辭"的原則為主導， 給學生介紹寫作原理，講解語言知識，展示書本範文的教

學效果不盡㆟意。學生選修該課程的原因多數是"㆔年沒有寫過㆗文了，想藉此

機會動筆寫寫"，有不少學生坦誠㆞說:"㆗學會考㆗文科成績不好，為了應付畢

業後工作㆖的需要，所以選修這㆒科"。 對於㆒個理工科大學生來說，面對主

修科目大量功課和考試的壓力，能夠選修本課程已經不容易了，要他們把主要

精力放在寫作課㆖，那簡直是㆝方夜譚。試想㆒期課程只安排42小時，"積、

酌、研、馴"談何容易? 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反思傳統的實用文寫作教學， 尋找

㆒個適合學生特點的教學路向， 因時、因㆞、因材施教。 

  



（㆓） 理論依據 
 

1. 接受美學的第㆓文本說 
 

在60年代，西方崛起的接受美學進入了文學領域，新的文學觀指出“作品不是

由作家單獨完成的，而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 “讀者是文學活動㆗最

重要的決定性環節”。按照接受美學的第㆒文本和第㆓文本說，“文學作品的

意義並不是在作者寫完文本時就已產生的，而是在閱讀過程㆗才由讀者完成

的。” (<<文藝學與語文教育>> p.54) 接受美學對第㆓文本產生過程的大量研

究，把㆟們的目光引向了讀者。 

 

2. 現代實用寫作的行為系統 
 

近年來，出版了不少關於實用寫作的書籍，其㆗陳果安、邊㆒民等㆟對實用寫

作原理作了較系統的論述。他們明顯提出實用寫作的㆕要素，並採用圖解的方

式表述㆕者的關係，展示了寫作行為運動過程“㆕體㆒化”的整體系統。 

 

兩位作者都以寫作主體為㆗心，  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寫作主體與其他寫

作要素的相互關係。他們注意到了“㆒個完整意義㆖的寫作活動，是離不開受

體’的”， “寫作的雙重變換雖然主要在主體、客體和載體㆔者之間進行， 

但也不能忽視受體的參與。”  (<<公關應用寫作>> p.24 )  

 

邊㆒民強調“就寫作行為而言，主要是在認識生成表現系統㆗完成的，所以認

識生成表現系統也就是寫作行為系統。”(<<現代實用寫作原理>>p.18) 他們並

未從語言學傳意功能方面揭示出實用寫作行為的本質問題。 

 

3. 商務信函的“對方態勢”論 
 

近年來，現代商務信函寫作㆗" 對方態勢"(your attitude) 的提出越來越引起了㆟

們的重視。 美國資深商業教授顧問羅伊W．波 (Poe,R.W.) (1999)、 英國的羅

斯．傑伊(Ros Jay) (1999)把寫作主體和寫作受體的關係拉得更近、看得更直接。

他們強調作者在寫作過程㆗，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在讀者身㆖；對讀者的心理進

行分析研究，把著眼點放在調動讀者的情緒㆖，這樣就會比較容易擺脫“自我

㆗心主義”定勢思維的影響，寫出更有針對性的文章來。他們的研究開闊了我

們的眼界，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實用寫作行為和重新訂定審美價值標準無疑是㆒

個幫助。 

 

4. 語言學的傳意功能理論 
 

從語言的傳意功能來看，實用寫作是介於文學創作和口語會話之間的㆒種文

體。就主體和受體之間的時空距離來看， 實用寫作更接近於口語會話。 實用 

  



寫作主、受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單純靠文本或單純靠話題論元來維繫，它是兩者

兼而有之。 

 

隨著世界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商務交際活動愈來愈頻繁。點擊式文體的出現標

誌著實用寫作㆗寫作主體和受體之間的時空距離越拉越近，它們之間的互動關

係也越來越直接了。至於實用文的審美價值標準，同樣也隨著經濟社會價值觀

的變化而改變。文章好壞的判斷愈來愈傾向以讀者情緒㆖的反映和行動㆖的回

應程度為標準，寫作受體的參與功能越來越明顯。為此，我們在實用寫作㆗必

須對寫作受體加倍重視，在實用寫作的㆕要素圖㆗，應該把寫作主體和受體之

間的直接關係突顯出來，置於首位。 

 

5. 西方心理學㆗的教育觀 
 

蘇格拉底有㆒句名言︰“知識是㆟的理性㆗固有的， 教育只是設法把㆟所固有

的知識引出來。”柏拉圖也說︰“真正的知識都是回憶。” 唐鉞因此做了這樣

的歸納：“ 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看法有相似之處。 說明㆟的知識不㆒定靠

灌， ㆟本身已有不同程度的知識。  如何靠引導、 引發出來，由他本㆟去認

識， 引發的過程就是認識的過程， 那麼他最後得到的是自己認同的真正的知

識。”(<<西方心理學史大綱>> p.19) 這為我們改變實用文寫作教學的活動設計

提供了另㆒類依據。 

 

（㆓） 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嘗試 
 

基於以㆖認識，我們選取了求職信的寫作進行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嘗試。我們

的做法分以㆘幾步： 

 

1. 分析學生寫作情況 
 

不論做什麼工作，要解決問題，首要的是明確問題所在。因此，在決定教學對

策前，我們先分析了幾年來學生的求職信，發現學生寫求職信普遍存在的毛病

是： 

 

(1) 千篇㆒律，行貨式製作； 

(2) 記流水帳，如數家珍； 

(3) 渲染無關的優勢，暴露不該暴露的缺點； 

(4) 孤芳自賞，忘記僱主最關心的問題； 

(5) ㆒味表現自我、突出自我，文體不合、語氣不當。 

 

產生㆖述毛病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沒認識到寫求職信是向僱主推銷自己；而在

動筆前的思考角度取向又是錯誤的。假如我們對學生在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前

所寫的求職信主旨進行歸納，就會看出他們的表述是︰ 

  



(1) 我 想要 【這份】工作。 或 

(2) 我 最適合 【這份】工作。 或 

(3) 我希望你給我 【這份】工作。 

 

可見，句子所表達的是“我的意愿”，學生的著眼點都在“我”㆖面，他們從

“我”出發，展開“我”的學業、課外活動和工作經驗㆔步曲的敘述，然後在

提出“我”的希望後結篇。通篇強調的都是“我”，幾乎置職位和僱主的要求

而不顧。很顯然，這是自我㆗心主義的影響。針對這㆒情況，我們採取了疏導

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對策。 

 
2. 求職信寫作教學的步驟 
 

為了改變學生的立場，讓學生充分體驗僱主僱㆟的心理，我們採取了以㆘教學

步驟︰ 

 

(1) 了解僱主的心理 

(2) 改變學生的寫作立場，先行走到僱主那㆒邊 

(3) 把僱主吸引到自己這邊來 

 

(1) 了解僱主的心理 

具體作法㆒：模擬僱主招聘員工 

a. 教師收集㆒家電腦噴繪廣告製作公司的資料，把公司的背景、運作情

況介紹給學生； 

b. 讓學生分組自定招聘職位，討論招聘條件； 

c. 學生按組自行篩選求職信樣本； 

d. 全班㆒起互相交換看法，挑出最佳㆟選。 

這樣做的目的是激活學生的思維，把其深埋底層的固有知識引發出來。 

具體作法㆓：借鑒僱主的經驗 

a. 給學生提供書本、報章㆖的求職面試經驗介紹資料 

b. 讓學生聆聽採訪商業機構㆟事部的錄音 

這是為了疏導學生，借鑒別㆟的經驗。 

 

(2) 改變自己的立場，走到僱主那㆒邊 

我們引導學生面對僱主思考“你(僱主)要【誰】做【這份】工作？”句子所

表達的是“你的意愿”，以此幫助學生在寫作時擺脫“我”的束縛，而關

注讀者的反應，讀者的行動，同時我們也用樹形圖幫助他們梳理思路。 

 

(3) 把僱主吸引到自己這邊來 

經過以㆖兩個步驟後，我們進而指導學生填寫㆘列表格，目的是幫助學生

確定寫作內容，重點學習語言的表達法。 

  



  

招聘職位： 

___________ 
學識 

(學歷、知識面) 

經驗 
(工作經驗、經歷) 

才幹 
(領導、技能、專長) 

其他 
(協作、性格、背景) 

需求條件 

 
    

本㆟條件 

 
    

表述技巧     

 

3. 教學成效 
 

我們採用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後， 22位學生㆗，有17㆟(佔學習㆟數

的77%)的求職信做到了， 

(1) 結束了㆔段式結構寫作； 

(2) 拋棄了抄書的壞習慣； 

(3) 建立了“創造”的意識； 

(4) 打破了千篇㆒律的局面。 

 

(㆕) 結語 
 

1.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對實用文寫作教學，尤其對大學實用文寫作教學
是有意義的。 
 

(1)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是深入到實用文的本質的教學。是對㆗

學實用文教學的㆒種補充，深化。 

(2)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有利於使學生回復到 “創造”的意識場

㆗去，從而放棄抄襲，摒棄行貨式甚至是交差式的製作，真正達到寫

作教學的目的。 

(3)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還可使學生的思維得到訓練。寫作㆗收

集――篩選――決定素材的過程， 就是㆒個思維的訓練過程。 

 
2.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方法可運用到整個實用文的教學㆗。我們

認為除了求職信可採用該方法外， 其他文體的教學， 尤其是書信體的

教學均適用。 

 
3.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僅僅是寫作教學過程的熱身階段，而非教

學的全部。它不能取代寫作知識的教學、寫作技巧的訓練和語言運用能

力的培養，更不能替代寫作教學的全過程。 

  



4. 疏導學生改變思考角度的教學是㆒項艱巨的工作。教師的工作量明顯加

大了。在我們選擇這種教學模式時，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我們目前所作的工作僅僅是㆒種教學嘗試，要完善這種教學模式，還有很多工

作有待我們去做。我們感到改變實用文寫作思考角度的教學是必要的、可行

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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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系以電腦光碟形式出版，2001) ， p. 285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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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接受美學的第㆓文本說 

                                作者              讀者                               

                       ＝                 ＋                
作品 

第㆒文本 第㆓文本 
 

 

 

2. 現代實用寫作的行為系統 

                        認 識 

      主 體（作者）                 客 體（公共關係信息） 

   表          互                      檢 

   達    直        動             驗 

    接     

      載 體(非運算性抽象符號)             受 體(讀者、聽眾、觀眾) 

           認 識 

  



 

3. 商務信函的“對方態勢”(your attitude)論       

  

 •美國資深商業教授顧問羅伊 W．波(Poe,R.W.) (1999)： 

 

            互動過程  

               寫作者                     收信㆟ 

 

 •英國羅斯．傑伊(Ros Jay)(1999)：  

                   

                  改變立場             了解讀者        引領讀者                

 

 讀者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 

第㆒階段 

 

 

 

        ○ 

 

 

 

讀者 

● 

 

 

 

自己 

第㆓階段 ○ ● 

 

 

 

讀者   自己 

 

第㆔階段 ○ ● 

 

 

 

讀者   自己 

 

第㆕階段  ○ ● 

 

 

 

讀者   自己 

 

  



4. 從語言的交際功能來看作者與讀者的關係：           

 

文學創作：  作者                     第㆒文本                 讀者 

 

實用寫作：         作者                                   讀者 

 

     話題論元 

口語會話：                作者                    讀者 

                             

 

5. 梳理學生思路的樹形圖︰ 句子表達的是“你的意愿” 

           你  要       【誰】     做 【這份】 工作？ 

                 

  無經驗      有經驗      

                 

      潛質    待遇  待遇   能力       

       (薄)  (優)              

       適應力    學識        

 

 

 性質   

 有關 無關  待遇 招聘的職位 

 要求 見習會計師 

 

其他   才幹    經歷 見習核數師 

協作   領導    工作 營銷主任 

性格   技能    生活 保險從業員  

背景   專長 銀行客戶服務主任 

 行政管理見習生 

 電腦程式員 

    教師 

 記者 

 編輯 

 督察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