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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五上國語 MAPS 提問單 翰林版 第十一課  敏銳觀察 

    本課寫作重點：議論文          班級：_______   姓名：              

【暖身題】不看課本回答 

1. 從標題來看，這一課想要告訴我們什麼事？培養__________的__________。 

2. 想一想，教過的課文有哪幾課和「敏銳的觀察」有關？(寫出至少 2課課名) 

                                                                     

3. 部件拼圖-圈出相同的部件，並填入正確的語詞中：納 訥 鈉 吶 稍 梢 銷 消 售 唯 維 

歸    、低    鹽、木    、    喊、    息、樹    、     微、零    、纖    、   美 

【基礎題】(概覽課文，先標好自然段，本文共____段)打開課本討論 

1. 王溢嘉分別在哪幾段明確提出他對敏銳觀察的看法？第_____段與第____段。 

2. 第一段引用了            的話，大意是只要               ，就能               。 

3. 在第____~____段舉了德國科學家_________提出「_________________說」，來說明論點。 

4. 在第____~____段則舉了另一個例子：_______人露思創造「_______________」的由來。 

5. 依表格整理 2~5 段作者所提出的兩個論據(例子)。 

什麼人？ 做了什麼事？ 得到的結果(影響) 

德國人(           ) 

觀察(             ) 

產生想法：(                          ) 

行動：1.調查(      ) 2.提出(       ) 

第一位( 

) 

美國人(           ) 

觀察(             ) 

產生想法：將(                         ) 

行動：1.設計(        )2.(          ) 

芭比娃娃成為( 

) 

6. 第六段作者引用了                的話，意思是：               不重要，重要的

是                 。作者給的結論是：透過             ，就可能             。 

7. 歸納本文寫作架構，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入論點(是指作者提出

的見解和主張，或是想告訴讀者的道理)、結論或舉例)。所以這一課是屬於_______________。 

【挑戰題】 

1. 第一段和最後一段(第六段)的開頭，在寫作的技巧上有什麼共同的特點？這樣的寫法有

什麼好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觀察 2-5 段的舉例，兩個例子的寫作手法有何不同？答：偉格納的例子是先________，

再_________；露思的例子是先____________，再___________。(填入舉例或呼應論點)

你發現了嗎？議論文在舉例時，通常會有四個過程：什麼人、          、得到的結果、

_______________。想一想，這樣不同的寫法有什麼好處？(口述) 

3. 結尾句「如果你能培養…，那就可能帶來偉大的發現和創新。」想一想，句中偉大的「發

現」在本課中指的是什麼？「創新」指的又是什麼？(口述回答)從中你還發現了寫作的

什麼祕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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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文中，作者王溢嘉用了哪些方式，說(ㄕㄨㄟ̀ )服我們支持他的想法？(至少兩點) 

最能夠說服你的話(或例子)是什麼呢？請說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文中引用了亞里斯多德的話：「對一切萬物，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怎麼看！」請試著找

一個情境，舉出符合這句話的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的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在偉格納的發現和露思的創造例子中，如同作者王溢嘉所說，都是先靠著敏銳觀察而產

生       。但若只有透過觀察而產生想法，沒有後續的發展，還是沒辦法有新的發現

與創造。再將文本詳細閱讀後，想一想，文中兩位的例子，除了敏銳而用心的觀察，他

們還具備哪些共同的條件，因此最終能夠有新的發現與創造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閱讀下列文章，標記段落與標點符號，並回答問題  □ 

    沉思三帖之三．石頭裡的巨人 作者：馮輝岳 

  那塊大石頭躺在礦場外面已經很久了。雖然它的材質極佳，表面也細膩光滑，可惜有一道細微

的裂痕劃過整塊石面，許多雕刻家興致勃勃的前來，看過以後都打了退堂鼓。 

這天，有位先生來到大石前，沉思良久，又仔仔細細打量一番，才向主人表達購買的意願，主

人見他溫文儒雅，謙恭有禮，並且對大石情有獨鍾，立刻答應了。 

  主人好奇的問他：「裂痕這麼長，值得買嗎？」 

  「現在還不知道。」他神祕的笑著說，「等石頭裡的巨人誕生了，它就值得啦！」 

  「石頭裡的巨人？」主人聽得一頭霧水。 

  其實，他在審視時，目光已貫穿整個石頭。他撫摸著它的紋路，像探索裡面的靈魂，此時，他

腦海裡的雕像已經成形。 

他在大石上面搭起帳棚和鷹架，花費三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塊石頭，雕成舉世無雙的大衛雕像。

那道裂痕在他巧手的斧鑿下，居然一點也沒影響到雕像的完美。 

  不同的雕刻家，面對同一塊石頭，心中構思的影像也不一樣。這位購買石頭的先生，透過靈敏

的頭腦和犀利的眼光，去思考、去觀察，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也才能看出這塊石頭的真正價值。 

  他，便是義大利著名的雕刻家——米開朗基羅。 

1. 石頭裡的巨人說米開朗基羅有靈敏的頭腦和犀利的眼光，請找出兩個例子來證明。(畫線作答) 

2. 這則故事也利用了許多寫作手法，一直吸引讀者的目光，你看出來了嗎？  

(1) 標題能引起讀者______。 

(2) 先寫許多雕刻家看到大石頭的反應，再寫出主角的反應和他們不同，這是一種_______手法。 

(3) 利用_______，表現了人物的性格和想法，也讓讀者彷彿目睹商人和主角的互動。 

(4) 前面故意稱呼主角為先生，引發讀者的______心，最後才說出主角是__________________，

謎底放在後面才揭曉，是重要的寫作特色。 

3. 米開朗基羅的例子也和課文 2例相同，除了敏銳的觀察，也要                   ，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