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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口語能力時，也常以文稿

背誦權代口語自然表達，以

至台灣社會缺少了能說故事

的人。事實上「四格圖」之

設計，原即是現行大部分語

言能力檢定中常見檢測「口

語能力」的題型之一，以茲

做為口語能力競賽的形式，

方法上有著語言能力檢證與

評估的經驗與學理保證，確

實恰如其分。筆者忝任幾屆

「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競

賽評審的經驗，僅提供以下

幾點現場觀察的經驗與淺

見，俾供社會大眾卓參。

立題與布局
知參賽選手抽題後僅有

30分鐘的準備時間，因此如
何謀劃構思與編排內容自是

「情境式演說」的關鍵，個

人建議「訂題目」是個能較

速捷地處理問題的手法與策

略，茲因「立題」也表示了

畫下此次演說範圍的畛域，

除選手較易於在有限的時間

構思內容所擬涉及的範疇

外，當選手上臺報讀演說題

目時，勢較能引導評審委員

關注題目所涉之論題，當可

兼收演說後提問聚焦而不至

過度發散之效。

「四格圖」之故事經

營，首當抓住圖畫裡故事中

的「主角」，任何故事的情

節鋪排都必定與主角相繫，

以主角做為中心，敘事無論

是以第三人

稱的上帝視野

關照，抑或直

接代入以第一

人稱訴說，只

消說得怡然理

順都是一篇完

整的故事敘述

經營。而圖內

除 主 角 外 的

人、物或事，

建議可以筆先

行圈畫標識，如

此臨場演說時可避免遺漏，

進而影響了故事敘述的完整

性。

圖中資訊量倘若繁複雜

沓，如何令思慮化繁為簡，

俾利將訊息內容裁剪編排，

建 議 可 採 「 六 何 分 析 法

（5W1H）」的解題策略，所
謂 「 六 何 分 析 法 」 的

「 5 W 1 H」即是由「何時
（ W h e n ） 」 、 「 何 處
（W h e r e）」、「何人
（ W h o ） 」 、 「 何 事
（ W h a t ） 」 、 「 為 何
（ W h y ） 」 及 「 如 何
（H o w）」等六大解讀要
素，前四項為靜態因素，對

敘事而言當中尤為重要的是

後兩項的動態因素，因為

「為何（Why）」可說明事
件 的 原 因 ， 「 如 何

（How）」可敘明事件經過
與處理，都是解構一事件的

由「罐頭俗套」到「創新趣味」──情境式演說的現場觀察

台灣
的「鄉土教育」

自 民 國 8 7 年
（1998）正式進入正規的教
育體制，爾後民國 8 9年
（2000）亦實施了「九年一
貫」的國民教育，從「體制

化」的角度看，本土語言

（原、客、閩）的正規教育

施行與推廣迄今至少也20餘
載。然則，這20多年的戮力
經營，這原當屬於「第一語

言」的母語教育成果是否能

適當地回應我們的教育想

望？有意思的是一年一度的

全國語文競賽中，本當是每

年可驗收語文教育成果的好

時機，不過這麼多年來，我

們卻時而得見，學童上臺時

無論是朗讀比賽，抑或演說

比賽，總能捷口慧給、舌燦

蓮花，但到了臺下卻忽然轉

而囁囁嚅嚅、顯得拙舌笨

口，連日常簡單的口語對談

都說不得好。究其原因，興

許並非比賽評比出了問題，

而是競賽準備方式需要再行

調整，培訓師長們看似善意

地協助「備稿」，卻讓學子

的賽前準備流於「背稿」，

最終擬表現口語能力的語文

競賽，變成了一場口語藝術

的展演。

為對治此一問題，2020

年後教育部所領軍舉辦的全

國語文競賽，首次試行了

「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的

競賽模式，利用「四格圖」

所營造的情境，讓學童抽題

後自行發揮創意來「看圖說

故事」，演說的進行可據景

以生情、可據情以述事、亦

可據事以評論（曹天瑞，

2021），重點都在於「如何
說故事」。台灣以往的語文

教育多少有點重「文」輕

「語」，因此即令真正需評

由「罐頭俗套」到「創新趣味」
                    ──情境式演說的現場觀察
「紋切型」から「創造的な面白さ」へ――イラストスピーキングの現場観察
From “Cliché” to “Innovation”: On-site Observation of Situational Speech

文︱程俊源（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圖︱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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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國語文競賽
，育賢國中舞

蹈班開幕表演
。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李毓娟司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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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方才能在時間限

制內說好一個完整的故事。

總結與點評
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故

事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事

實上已難能可貴了，但是，

想想咱們以往的戲劇經驗，

當「天橋下說書人」他們講

完一場演義，一段故事後，

必然也會有一恰如其分的

「 太 史 公 言 」 最 終 「 點

評」，這樣的聽書經驗，其

實也暗示了故事只是話語陳

述行為的表象而已，更形重

要的是揭發內中所隱括的微

言大義。因此一場好的故事

演說，不能虎頭蛇尾，而是

要虎頭豹尾地立下結論，有

力的結語與感言，能讓聽者

清楚地看到演講者思維所演

繹的結論，並能體會到演講

者的經驗感受與生命體悟，

這才是一完美的故事敘述與

點評。

提問與回應
情境式演說除了

考驗演講者自身對故

事的謀劃經營外，賽

事中還留有2分鐘的
時間，讓評判委員能

與演說者「對話」。

這是因為完整的「語

言能力」會表現於

「聽、說、讀、寫」

四大語言技能中，

「讀」、「寫」自然是屬「書

面」系統的能力，而「口語」

系統的能力則在「聽」與

「說」之間。然則，傳統的演

說方式僅能讓評判委員評估演

講者「說」的能力，使得「口

語」能力的評估失卻了一環，

而今情境式演說的賽事加入了

提問與應答，亦即演說者也需

具備「聽」的語言能力，如此

藉由一問一答間兩相的對話，

即能令評判委員更合理地評估

演說者完整的口語表達能

力。目前的評判委員皆經過

培訓極具經驗，大致會依演

說者的敘事過程或圖片所展

示的訊息內容來提問，務使

問的問題能聚焦不離題旨，

因此演說者在故事的構思準備

期時，就應當預備想像什麼樣

的演說內容，可能讓人提出什

麼對應的質問。一個更具智謀

的策略展現是，演說者甚至也

可以有意地留下故事的懸疑點

讓評判委員能隨後提問，若能

做到這樣自然也表示相關問題

的答案，演說者其實已然成竹

在胸，操縱隨手矣。

結語
總之，如今情境式演說的

「四格圖」設計與情境營造，

其實旨在回應現當今「十二年

國教」所強調的「素養導

向」，而所謂的「素養」毋

寧正是能於「生活情境」中

實踐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因此本土語文素養也當是在

日常生活的「情境化」與

「脈絡化」中習得，情境式

的「說故事」問答，毋寧正

是一能整合演講者口語能力的

語文素養表達方式，相信「說

故事」的話語表達模式，必能

使學生的本土語言素養與學習

更形自然有趣。

動態過程的利器。總之，善用

「5W1H」便可輕易地整理出
故事的全貌，也更利於讓聽者

能清楚地掌握說話者建構的故

事整體與具體重點，畢竟「說

故事」是一「雙向」的話語行

為，除說者易說外，也需要聽

者易解。

從「立題」到「解題」，

最後還需「布局」，即如何講

好一個故事。建議最好能將自

身的生活體驗與圖片的訊息內

容相結合，讓故事的「開

始 」 、 「 發

展」、「轉折」、

「高潮」乃至「結

束 」 ， 所 有 的

「起、承、轉、

合」都有自己的日

常體驗與身影在其

中 ， 茲 因 自 己 的

事，自己勢必最為諳

熟，也最易於清楚地

與別人分享。

俗套與創新
興許是以往傳統的演說

「備稿／背稿」經驗使然，

人們總習慣於一場演說中，

總要加入一些「俗諺語」，

倘若沒有這些用語，就會覺

得演說內容不夠到位。「俗

諺語」確然是前人用語智慧

的結晶，用得好時也確實可

收畫龍點睛之妙，然則，需

要知道的是現實語言的使用

中，能在日常的話語中靈活

並適洽地引入俗諺語者，多

屬成年人。因此就這幾年來比

賽現場的觀察經驗看，大多數

的選手尤其是國中、小階段的

學子，一場故事演說中能引用

俗諺語者，幾乎都是如「一兼

二顧，摸蜊仔兼洗褲」或是

「人若衰，種匏仔生菜瓜」這

一類的罐頭俗套用語，言之既

不新穎有趣，聽之也令人覺得

暮氣沉沉，失卻年輕孩童說話

該有的自然童趣。

時間分配與掌握 
目前情境式的演說時間，

國小及國中學生組是2至3分
鐘，高中學生組是3至4分鐘。
亦即大概3分鐘內就得要說完
四張圖，且每一張圖又都必須

要相對完整地陳述與描繪，那

麼解讀構思內容後，一張圖所

能分配到時間，平均其實不到

一分鐘。因此現場常見的情況

是，常常一格圖中因有自己較

能發揮的空間，就把大多數的

時間用於描繪這格圖，以致其

餘的圖僅能點到即止，甚而計

時鈴響時，猶有一、兩格圖未

克說完。須知「故事」一定

是有頭有尾，亦即闕漏了任

何一格，勢必都將影響了故

事的完整性，這也是上述為

何建議解圖構思時能採用

「六何分析法」的解題策略

之緣故，我們必須在有限的

時間內快速地掌握圖片中關

鍵訊息的核心，掌握圖像、

貫串訊息，搭配經驗再進而

由「罐頭俗套」到「創新趣味」──情境式演說的現場觀察

程俊源
雲林縣西螺鎮人，1972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

文學系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組長。

曾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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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國語文競賽
，工作人員解

說計時器使用
方法。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在走廊暫候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