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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清心苦味〉一文透過對於食物味道的反思，呈現文章主旨。本文將對於

「苦味」的感受分為三階段，藉此拔高立意。此外，作者也將日常生活與人生

哲理相結合，以小喻大，從生活中體悟及領會到深刻的人生之道。 

  本次練習分為兩部分：一、練習「三層運思」，從「負面的感受或經驗」中

擇取主題，透過理解與省思，使負面感受轉為正向意涵，進而拔升文章的立意。

二、練習「以小喻大」，將日常的生活經驗與人生哲理相比擬，讓生活小事產生

意義，從而使文章立意更為深遠。 

一、三層運思 

（一）原 文 

段落 原 文 

一 我好奇喝了一口苦茶，當場大叫「好苦唷！」眼淚幾乎掉了下來。 

三 
在青春期之前的我，從來是不碰苦味的……有一天卻突然發現苦味好比意外的

訪客般敲醒我的味蕾之門，……當苦味慢慢離開後，竟然留下淡淡的清甜。 

四 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但苦過了之後反而轉甜。 

八 
原來人生就是要懂得接受苦味，進而欣賞苦味，這麼一來，苦味也就不苦

了，人生一場，學會和苦味同在，人生也就不那麼苦了。 

九 當我喝下一杯現榨的明日葉的苦汁時，竟然開始有回甘的體會了。 

（二）解 構 ※備註：「練習內容」可以讓學生嘗試使用段落摘要，找出作者的思考理路。 

主 題 苦味 

段 落 立 意 練習內容 

第一、三段 單線思考 
因為 害怕（ 苦味 ）， 

所以 在（ 青春期 ）之前不吃苦味的食物。 

第三、四段 對比見義 
即便 吃苦會覺得苦， 

但是 苦過了之後（ 反而轉甜 ）。 

第八、九段 三層運思 
雖然 吃苦味的食物會覺得苦， 

但是 因懂得（ 接受 ）並（ 欣賞 ）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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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喝下苦汁時竟然有（ 回甘的體會 ）。 

（三）建 構 

1.教師示例： 

主 題 吃虧 

立 意 主 旨 

單線思考 
因為 不喜歡被占便宜， 

所以 討厭吃虧。 

對比見義 
即便 吃虧的感覺很不好， 

但是 可能因為被占便宜而獲得良好的人際關係。 

三層運思 

雖然 吃虧會導致個人的利益一時受損， 

但是 卻能讓群體互動更為和諧，讓他人更加喜歡自己， 

所以 發現原來吃虧的人才是真正有所收穫的人。 

2.學生試作： 

主 題 誤會 

立 意 主 旨 

單線思考 
因為 被誤會感到很委屈， 

所以 我痛恨被誤會。 

對比見義 
即便 被誤會是一件很委屈的事， 

但是 可能也代表對方很在意我的想法與行為。 

三層運思 

雖然 被誤會的當下會感到很委屈， 

但是 想到對方可能是因為很在意我的想法和行為， 

所以 我願意主動去澄清與說明。 

※備註：設定主題時，可提醒學生擇取「負面」的感受或經驗，進而透過「三層運思」拔升文章

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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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小喻大：將日常生活經驗與人生哲理相比擬 

（一）原 文 

  當時我想起阿媽說的話，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但苦過了之後反而轉

甜。我也忽然明白這段話不只有關味覺之事，也有關人生，許多的人生不也這樣，

一逕追求甜蜜的人生，常常愈活愈苦，但真正過過苦日子的人，回頭一看，卻發

現苦頭吃多了後就沒什麼怕苦之事，反而更懂得日子不苦就是甜的道理。 

（二）解 構 

主 題 日常生活：（ 舌尖 ）滋味 人生哲理：（ 人生 ）滋味 

文句一 

從 A→B 
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 

一逕追求甜蜜的人生，常常愈活

愈苦 

文句二 

從 A→B 
苦過了之後反而轉甜 

苦頭吃多了後就沒什麼怕苦之

事，反而更懂得日子不苦就是甜

的道理 

※備註：「文句一」與「文句二」為承接關係，通常會以對比手法呈現，寫出一個經驗的正、反

兩面。 

（三）建 構 

1.教師示例： 

主 題 日常生活：火候控制 人生哲理：說話技巧 

文句一 

從 A→B 

火候不足，肉煎不熟，可以再重

煎煮熟 

話說不到位，可以再重複說明，

直到對方理解為止 

文句二 

從 A→B 

火候過頭，肉煎焦了，就無法挽

救了 

話說過頭了，一旦傷害了對方，

很難事後彌補 

◎文句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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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曾說過：煎肉時要注意火候控制，肉煎不熟，可以再重煎煮熟；但肉

煎焦了，就無法挽救了。我忽然明白，這段話不只在提醒我煎肉技巧及火候控

制的重要，其實更關乎人生。人與人的互動不也是如此？話說不到位，可以再

重複說明，直到對方理解為止；但話說過頭了，一旦傷害了對方，就很難事後

彌補。原來說話技巧就像煎肉，過猶不及，但寧願不及，而切莫太過。 

2.學生試作： 

主 題 日常生活：陶藝拉坏 人生哲理：團隊合作 

文句一 

從 A→B 

陶土的水加太少，乾硬不易揉

捏，可以再加水軟化 

團隊成員起初互不相熟，沒有向

心力，可以一點一點培養默契 

文句二 

從 A→B 

陶土的水加太多，溼軟難以塑

形，需要耗費許多心力才能挽救 

團隊成員太過熟悉，易生輕慢、

失去尊重，反而需要花更多心力

才能共事合作 

◎文句重組： 

  國小六年級時，手工藝老師曾提醒我：做手拉坏時要注意水量，如果水加

太少，陶土乾硬不易揉捏，可以再加水軟化；但陶土的水加太多，便溼軟難以

塑形，需要耗費許多心力才能挽救。我後來才深切體會到，這段話不只可以用

在陶藝拉坏，也可運用在團隊合作。團隊成員起初互不相熟，沒有向心力，可

以一點一點培養默契，找到合適的運作模式；但如果團隊成員彼此太過熟悉，

易生輕慢、失去尊重，反而需要花更多心力才能共事合作。原來，團隊合作就

像做陶藝拉坏，過猶不及，但寧願不及，而切莫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