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1        班      號  名： 

閱讀理解—悅讀心視野 
第二課  利用段落分節認識兒童人權 

一、認識分段 

攻略二：段落分節(我切我切我切切切) 

1.段落分節的方法  

（1）按時間的變化分段         （4）按事物的幾個方面分段 

（2）按地點的變化分段         （5）按文章的總—分結構分段 

（3）按事情的發展順序分段     （6）抓住文章的主要事例分段 

2.步驟  

    （1）先讀完全文。 

    （2）敘述同一主題之文句為同一段。 

    （3）利用轉折連接詞(如：除了…以外、另外…)或標點符號(：。？)幫助判斷。 

    （4）用符號(如 / ) 在文章中劃分段落。 

 

 

二、小試身手 

(一) 用        切分 

    16世紀原住民已與外來者接觸，進行交易；尤其 16世紀中期以後，中國、

日本海商以臺灣為走私貿易基地，接觸更為頻繁。到了 17世紀初，北臺灣的馬

賽人，已能通曉漢語等外語，並學會使用貨幣，扮演漢人與其他原住民貨物交

易的中間人。(國一歷史) 

 

(二) 用            切分 

    早年出口貨物以農產加工和輕工業產品為主，例如：食品罐頭、雨傘、鞋

子、成衣等。隨著勞力成本提高，許多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外移，臺灣工業升級，

出口產品轉成電腦、半導體、精密機械等附加價值高的產品。此外，臺灣廠商

也逐漸以產品設計與技術研發為重心，朝自創「品牌」努力，例如：華碩電腦、

趨勢科技、捷安特自行車等，以獲取更高的利潤。(國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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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文章的             分段 

    神經系統分為中樞神經系統和周圍神經系統。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包括了

腦和脊髓，質地柔軟，分別由腦殼和脊柱保護，是神經系統的指揮中心，負責

整合由身體各部位傳來的訊息，並控制全身的活動。周圍神經系統包括了 12對

腦神經和 31對脊神經，分別由腦或脊髓發出，分布到全身，負責傳送感覺與運

動的訊息。(國一生物) 

 

 

三、利用分段技巧認識兒童人權 

 

認識兒童人權 

從 2008 年至今，發生的兒童受虐

和殺子自殺新聞共有 331 件；2013

年 11 月，台北市一名女嬰因長期

食用加鹽奶粉致死；9 月中旬，高

雄發生一起婦女攜子燒炭自殺，導

致其子女傷亡。因家庭關係失調或

衝突，所造成的兒虐和殺子自殺的

案例已逾六成；隨著家庭結構變

遷、人際關係愈趨複雜等現象，家

庭的功能漸漸退化，已嚴重威脅到

孩子的生存權利。雖然國內媒體和

社會團體一再宣導每個孩子都是

獨立的個體，並不是家庭或父母的

財產，沒有任何人能夠剝奪其生存     

 長大的權利。除了生存權外，兒少

隱私權也備受侵害，新聞報導中經

常公開受虐孩子的姓名或身分資

訊，使兒童受到二次傷害。兒少表

意權也不被重視，有句俗話說：「小

孩有耳無嘴」，明白顯示其表意權

被剝奪。兒少表意權是指兒少自由

表達的權利，兒少可以用言語、畫

畫、影像等方式來表達，主要在確

保兒少能有適當的機會，在社會中

扮演積極的角色，並對自己的生活

有發言權。 

 

改寫自（國科會補助｢犯罪問題新媒體科普

傳播實作計畫｣執行團隊撰稿/102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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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喬安交了上一篇文章給記者大芝，但文章內容沒有分段，喬安希

望大芝能夠將文章內容做有意義的分段：  

 

關卡一：1.如果你是大芝，請問你會將本文分為幾段？A:                     

2.你是依據分段方法裡的哪個方法而做這樣的分段？  

                                                           

關卡二：說說看，文章大意是什麼? 

 

四、請說明將文章進行段落分節有什麼優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