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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類」文體解說 

吳福助  

大學一年級「中文」必修課程，是學生從小學開始，畢生接受的學校教育，

後一次學習本國語文。大一「中文」究竟要訂定怎樣的教學目標？要採用怎

樣 多 元 設 計 的 教 材 ？ 要 運 用 怎 樣 先 進 的 教 學 方 法 ？ 以 便 引 起 學 生 的 興 趣 ， 達

到預期成果？這個問題牽涉甚廣，長年以來，一直在中文學界反覆討論，眾說

紛紜，爭辯激烈，但卻始終沒有獲得一致的結論。筆者於 1970 年返回母校任

教，三、四十年來，參加系務會議無數次，印象中討論 頻繁、發言 熱烈、

意見 分歧的，就是大一「中文」課程問題 1。 

1996 年，葉芳柏教授擔任東海大學教務長，為了重燃東海教學的人文精

神理想，傳承東海創校初期的「通才教育」優秀傳統，毅然推動全面性的通才

教育課程改革計畫。當時由於部定大學畢業學分縮減，再加上各學系分支學科

急遽膨脹擠壓的需要，很多學系都有取消大一「中文」課程，改排本系必修基

礎課程的打算。面對這樣的危機，筆者提出大一「中文」應可通過「文章寫作

學」理論體系，教導全校各學系學生認識當前社會通用的各類應用文體，並進

一步示範指導寫作的方案。這個構想，獲得中文系及文學院同仁的支持，並很

順利地獲得全校各院系主管及代表的認同 2，大一「中文」必修課程終於保住

學分，沒被刪除。 

緊 接 著，為 配 合 革 新 教 學 計 畫 的 推 動，筆 者 邀 集 中 文 系 同 仁，向 教 育 部

科 技 顧 問 室 提 出 「 文 章 寫 作 學 」 教 材 編 寫 計 畫 申 請 ， 於 1999 年 10 月 完 成 初

稿 。《 文 章 寫 作 學 》 教 材 初 稿 分 為 二 篇 。 第 一 篇 ， 文 章 寫 作 基 礎 理 論 知 識 (薛

順 雄 撰 稿 )，分 為 五 節：1.寫 作 是 造 物 者 賦 予 人 類 的 特 權，2.心 靈 --寫 作 的 心 源

動 力 ， 3.題 材 --文 學 主 題 與 選 用 材 料 ， 4.組 織 --文 章 的 架 構 ， 5.文 學 語 言 的 掌

握。第 二 篇，分 類 文 體 理 論。第 一 章，文 體 概 論 (吳 福 助 撰 稿 )。第 二 章，記 敘

類 文 體 (李 立 信 撰 稿 )，分 為 五 節：1.概 說，2.新 聞 文 學，3.報 導 文 學，4.遊 記 文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 
1 詳見陳惠美、謝鶯興〈校史文獻的整理與再利用系列(一)--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

初探〉，《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3 期，2014 年 6 月 15 日。 
2 葉芳柏教務長曾於福華飯店主持全校通才教育課程革新大型會議，筆者當場面對各

院系主管及代表，詳細陳述「中文」課程教授「文章寫作學」，採用「讀」、「寫」

合一教學的計劃詳情，獲得大家的普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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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5.傳 記 文 學 。 第 三 章 ， 議 論 類 文 體 (張 端 穗 撰 稿 )， 分 為 六 節 ： 1.概 論 ， 2.

問 答 題 (申 論 式 )作 答 ， 3.讀 書 報 告 ， 4.書 評 ， 5.文 學 評 論 ， 6.研 究 報 告 及 學 術

論 文 。 第 四 章 ， 說 明 類 文 體 (吳 福 助 撰 稿 )， 分 為 四 節 ： 1.概 論 ， 2.說 明 書 ， 3.

解 說 辭，4.科 學 小 品。第 五 章，抒 情 類 文 體 (魏 仲 佑 撰 稿 )，分 為 兩 節：1.概 論，

2.寫 作 方 法。第 六 章，描 寫 類 文 體 (許 建 崑 撰 稿 )，分 為 五 節：1.從 描 寫 到 描 寫

類 文 體，2.小 說 的 結 構，3.戲 劇 文 學，4.影 視 文 學，5.結 論。第 七 章，應 用 類

文 體，分 為 九 節：1.概 論 (吳 福 助 撰 稿 )，2.書 信，3.公 文 (以 上 魏 仲 佑 撰 稿 )4.會

議 文 書，5.調 查 報 告，6.計 畫 書，7.慶 弔 文 (以 上 洪 銘 水 撰 稿 )，8.對 聯，9.題 辭

(以 上 吳 福 助 撰 稿 )。  

《文章寫作學》初稿，章節標題不夠整齊，部分內容粗疏有待增補，筆者

於 1999 年 11 月提出修改計劃：第一階段，針對已完成初稿，提出具體修改意

見，每位撰稿人負責審閱四種。第二階段，每位撰稿人就同仁所提修改意見，

進行增補改寫。第三階段，修訂稿重排，分送「中文」課程專兼任教師，徵詢

修改意見。第四階段，招開「中文」課程全體教師會議，討論《文章寫作學》

教材及教學方法。第五階段，增訂完成，2000 年 6 月正式出版。可惜的是，

筆者所草擬的增訂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以致該書未能如期出版，無法正式採

用為大一「中文」必修課程教材，原定的教學理想不得實踐，十分遺憾。今簡

述該書編寫緣由及經過，擇取筆者撰寫「說明類」文體解說部分為例，藉存梗

概，並就教四方博洽君子，懇請不吝賜教，無任感禱！ 

一、說明文的特徵 

說明文，是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的一種文章體裁。它通過客觀地解說事

物的形貌、構造、性質、特徵、範圍、類別、來源、成因、關係、功用等，來

闡明事物的內容和形式、本質和規律，傳授給人們某種科學知識。 

說明文的文體特徵，主要表現在下列三方面： 

1.知識性 

知 識 是 人 類 認 識 自 然 界、認 識 社 會 和 人 的 精 神 產 物，是 人 類 經 驗 基 礎 上

的 系 統 概 括。說 明 文 以 傳 授 人 文、社 會、自 然 科 學 的 各 種 知 識 為 寫 作 的 主 要

目 的，它 和 其 他 文 體 的 性 質 有 明 顯 的 差 別。記 敘 文、抒 情 文、描 寫 文 在 寫 人

記 事，以 及 議 論 文 在 議 論 說 理 的 過 程 中，也 往 往 涉 及 各 方 面 的 科 學 知 識，但

這 些 文 體 畢 竟 不 是 以 傳 授 知 識 為 主 要 目 的，他 們 所 援 引 的 知 識，只 作 為 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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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緣 由，或 是 議 論、抒 情 的 依 據。說 明 文 則 不 同，它 取 材 的 對 象 就 是 有 關 感

性 的 實 際 生 活 知 識，或 是 理 性 的 專 業 知 識，並 且 要 求 直 接 地、集 中 地、系 統

地 作 出 說 明，以 便 豐 富 讀 者 日 常 生 活 所 需 的 科 學 知 識，提 高 他 們 認 識 事 物 的

能 力 。   

2.說明性 

為了把有關知識解說清楚，說明文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至於記敘、

描寫、議論、抒情等方法，則僅是說明文的輔助表達技巧。說明文的篇章結構

一般都比較簡單，只需按照說明事物的分類或說明的要點來安排，要求綱目清

晰完備即可。至於記敘、議論、抒情、描寫文，一般都包括人物、事件、環境

的設置及相互關係的處理，以及判斷推理的內在連繫，結構本身包括表層與深

層，往往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系統，與說明文可以圍繞知識本身的客觀結構，

井然有秩地安排解說先後，有明顯不同。 

說明文常要介紹事物的外觀特徵，但與記敘文的外貌描寫不同，它不是用

描摹刻畫的表現手法，而是用介紹述說的示現方法。說明文多用分析綜合的方

法去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但與議論文的論列是非不同，它不是通過邏輯論證

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而是條分縷析地闡明事物的內在連繫。 

3.科學性 

說 明 文 要 求 文 章 內 容 準 確 地 反 映 客 觀 事 務 的 實 際 情 況 及 其 規 律 性 。 作 者

要在正確認識說明對象的基礎上，通過準確的定義、恰當的論斷、合理的區分、

明確的解說，提供讀者以科學的知識。因此說明文必須實事求是，尊重科學，

不得帶有任何一點主觀隨意性。它與記敘文通過人物、事件間接表達作者主觀

的思想，議論文通過邏輯推理直接表達作者的主觀見解，顯然不同。客觀的科

學解說，是說明文的嚴格要求。 

二、常用的說明方法 

1.概括說明 

概括說明，是對事物或事理的內容、特徵的一般情況，予以概括，作出簡

明扼要的介紹，使人們獲得全面瞭解和總體印象。這是說明文被運用 多的一

種方法。 

2.定義說明 

定義說明，是運用精鍊簡潔的語言，對某一事物的本質特徵，或某一概念

的內涵、外延，作出確切的說明。這是比較嚴密、科學的說明法，在學術著作

和教科書中普遍運用。定義說明一般要求措詞周延、精準、適切，不用否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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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比喻說法，範圍避免過寬或過窄。它不宜於解說個別事物或現象。對認識

尚不清楚的複雜事物和事理、對人們頗為熟悉的事物和事理，均不宜下定義說

明。此外，由於說明的內容、寫作的需要不同，定義的深度、角度、重點，也

可以作適度的調整，俾求文章靈巧洗鍊、針對性強。 

3.解釋說明 

解釋說明，是對概念或其他被說明對象進行闡釋的一種說明方法。它常常

和定義說明結合起來使用。比如某些概念不好下定義，或定義裡專業術語多，

不易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就可以用通俗的語言對概念進行解釋。 

4.分類說明 

分類說明，是將一組複雜的事物、現象，按一定的標準分門別類地加以說

明。它使人們對各類事物或事理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有一個全面概括的認識，

從而掌握不同類型對象的特徵。  

5.分解說明 

分解說明，是將一個複雜的事物、現象的整體，加以分析解剖，使它成為

若干個小的單位，以便於認識和理解。  

6.引用說明 

引用說明，是摘引有關的文獻記載、研究成果、理論論證、經典名言、故

事傳說、民俗諺語等，作為說明的依據，或充實說明的內容，其作用是能增強

文章的說服力和權威性。引文應盡可能查核原書，並注意上下文的連貫，適當

予以剪裁，同時註明出處。 

7.比較說明 

比較說明，是通過事物或事理之間的比較，來說明它們特徵的方法。有同

類相比，有異類相比，有同一事物本身先後情況的比較。還有把同類事務中，

兩種完全對立的現象，放在一起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認識被說明的事物與同

類事物的共同點，也可以認識這一事物的特出之處，把它從大量同類事物中區

別開來。 

8.舉例說明 

舉例說明，是選取事物中 具代表性的實例，用以說明事物的共同性、規

律性的說明方法。它能使抽象複雜的事物或事理，說得具體而通俗易解。通常

與定義說明、分類說明結合使用。 

9.數字說明 

數字說明，是用具體統計數字，說明事物外貌結構或變化過程等。它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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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說明的精確程度。引用數據必需核實可信，可與文字說明結合運用。 

10.圖表說明 

圖表說明，是利用解釋性插圖表格、實物圖錄等，作為輔助說明的方法。

它經常與數字說明結合使用，可節省大量的文字說明，收到形象直觀、脈絡凸

顯、一目瞭然的效果。圖表說明應從文章的實際需要出發，並注意位置安排適

當，做到圖文和諧。 

11.對話說明 

對話說明，是運用對話形式，對某個事物或事理進行說明的方法。它常常

用甲問乙答、一問一答的方式，因此又稱「問答說明法」。這種方法應注意所

提示的問題能啟發讀者思考，答題則要針對提問，答得準確扼要，富有思考技

巧，以便增加文章趣味。 

12.比擬說明 

比擬說明，是運用比擬的方式來說明事物的方法。大多是把適用於人的某

些概念，用在其他生物或事物上，使之人格化。其特徵是讓被說明的事物形象

具體、生動活潑。運用比擬需顧及事物固有的特徵，力求比擬妥恰。 

13.比喻說明 

比喻說明，是通過比喻，用人們常見、熟知的事物，說明不太常見、不太

熟悉的事物的方法。其特徵是把複雜的事物或抽象的事理，說得淺顯易懂、形

象具體、簡潔生動。運用比喻需準確貼切，不能誇張。一般都用明喻，不宜使

用暗喻、借喻。 

14.描述說明 

描述說明，是對事物的狀態、變化，作具體的刻畫和敘述，從而形象地解

說知識，加強說明效果。描述說明與記敘文注重特定時間、場景的具體描繪不

同，它的描述一般是很客觀、簡括，不能誇張。 

15.抒情說明

 

抒情說明，是採用抒情手法塑造形象，增加解說趣味的方法。它通過委婉

美妙的文學語言，把嚴肅的科學知識介紹給讀者，使讀者在獲得知識的同時，

也能感受如同欣賞藝術般的科學之美。 

16.故事說明 

故事說明，是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對某個事物或事理進行說明的方法。所

擬構的故事情節及內容，必須是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並要能符合真實性和

準確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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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明文的分類 

說明文依據表達的方法，可分為下列四種：(1)介紹性說明文：注重內容的

概括和全面，多用概括、舉例說明。(2)記敘性說明文：敘述和說明相結合的文

體，多用敘述、解釋說明。(3)闡釋性說明文：說明文中 常用的一類，多用定

義、分類、分解、比較說明。(4)描繪性說明文：文學和說明相結合的文體，多

用描述、比擬、抒情說明。 

目前社會通用的說明文，按文體分類，主要有「說明書」、「解說詞」、

「科學小品」等多種。這些說明文類的文體性質及其寫作要領，分述如下： 

1.說明書 

說明書，是對某種機關、產品、成果、文化活動等，加以介紹說明的文章。

由 於 它 經 常 以 廣 大 的 社 會 群 眾 為 推 廣 閱 讀 對 象 ， 因 而 成 為 目 前 社 會 中 使 用 頻

率很高的一種實用文體。從被說明事物的性質和內容來分，說明書可分為：機

關單位簡介、工商產品說明書、書籍刊物說明書、科技成果說明書、影劇演出

說明書、文娛節目說明書、旅遊行程說明書等多種。 

從文章的結構布局特點來分，說明書可分為三大類：(1)短文式說明書：篇

幅短小，內容精簡集中，結構緊湊完整，段落層次分明，有敘述，有說明，注

重辭采，用筆較為靈活。它多用於機關單位簡介、書刊說明、影劇說明、文化

活動說明等。(2)條文式說明書：布局上採分點羅列方式，各條之間要求事物內

部的本質聯繫，內容則可以沒有嚴格的銜接連貫。它語言質樸，著重邏輯思維

的條理性，不大講究辭采。多用於工商產品說明。(3)解釋式說明書：是將解說

對象組編成一系列事物或圖景，然後用幾句簡括地進行解釋說明，各項之間的

連繫不必很緊密。這類說明有時與「解說詞」相通，和「廣告」也相類似，它

採用化整為零的手法，以說破一點為目的，常與圖片、繪畫相配合，圖文並茂，

解說靈活，應用廣泛。 

說 明 書 目 的 在 介 紹 事 物、導 覽 活 動、推 銷 產 品 給 社 會 大 眾，寫 作 時 要 注

意 宣 傳 對 象 的 知 識 層 面 、 文 化 素 養 、 心 理 情 趣 ， 還 要 充 分 掌 握 文 體 的 特 徵 。

說 明 書 寫 作 要 領 如 下：(1)內 容 的 科 學 性：說 明 書 一 般 要 求 準 確 地 掌 握 事 物 的

特 質 ， 精 要 地 概 述 事 物 的 全 貌 ， 因 而 動 筆 之 先 需 對 說 明 對 象 認 真 調 查 研 究 ，

透 徹 瞭 解， 好 充 分 利 用 既 有 的 學 術 研 究 成 果，如 此 才 能 深 入 淺 出 地 寫 出 不

違 背 人 類 新 知 的 科 學 性 內 容。(2)說 明 的 條 序 性：說 明 書 說 明 事 物 的 順 序，無

論 是 根 據 事 物 的 屬 性 差 別 入 手 ， 還 是 根 據 事 物 的 時 間 順 序 或 空 間 順 序 入 手 ，

都 要 符 合 事 物 本 身 的 條 理 和 內 在 聯 繫，符 合 人 們 認 識 事 物 的 規 律，對 事 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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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地、條 分 縷 析 地 介 紹 說 明。(3)圖 文 的 共 存 性：為 了 加 強 說 明 效 果，說 明

書 往 往 採 用 圖 畫 、 照 片 ， 作 為 輔 助 材 料 補 充 解 釋 ， 如 此 可 以 節 省 文 字 篇 幅 ，

並 揭 示 文 字 難 以 表 達 的 信 息，使 得 版 面 新 穎 趣 味，引 人 入 勝。圖 片 的 選 用 要

費心斟酌，注意直觀性的宣傳效果，尤其要與文字說明密切配合，做到圖文並

茂，而又相互牽連。(4)語言的通俗性：說明書的語言要簡短淺顯，質樸自然，

通俗易解，容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喜聞樂見。如需引用艱深專門的術語，要

加以淺顯的解釋，或改用通俗的語言替代之。(5)版式的多樣性：說明書有的是

單頁折疊式，有的是成冊的書本式。版式編輯設計，一般多靈活變化，沒有成

規。尤其現代電腦排版及印刷技術高度發展，更是不斷創新，爭奇競豔。作者

正可藉此發揮創造才思，追求版式新穎，印刷精美，提高宣傳效果。 

說明書的寫作範例，可參看〈曾約農東西文明講座簡介〉(《東海大學校

刊》6卷3期，1998年11月17日)。 

 

 

2.解說詞 

解說詞，是根據選用的實物或照片等，對所介紹的人或事物作概括解說的

說明文字。它的運用範圍比較廣泛，包括產品展覽、文物展覽、書畫展覽、攝

影圖片解說、標本解說、園林解說、影劇評介、新聞人物評介等。它主要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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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實物或圖象的內容特質，使讀者獲得相關知識，從而接受文化教育，開拓生

活境界。 

解 說 詞 寫 作 要 領 如 下：(1)緊 扣 對 象，言 簡 意 賅：解 說 詞 一 般 不 是 單 獨 存

在 的，而 是 配 合 實 物 或 圖 象 應 用 的 文 字 說 明，因 此 既 要 便 於 導 覽 者 講 解、發

揮，又 要 使 觀 眾、讀 者 一 目 了 然。解 說 詞 寫 作 首 重 緊 扣 說 明 對 象，充 分 掌 握

事 物 的 本 質 特 徵，做 到 言 簡 意 賅，不 生 枝 蔓。(2)技 法 多 樣，靈 活 變 化：根 據

不 同 的 解 說 對 象 ， 解 說 詞 寫 作 宜 採 用 相 應 的 解 說 方 式 。 例 如 針 對 科 技 成 果 、

產 銷 展 品，可 採 用 客 觀 平 實 的 說 明 方 式。針 對 建 設 成 就、人 物 事 跡、社 會 活

動 等 新 聞 活 動 圖 片 ， 可 採 用 評 述 性 的 說 明 方 式 。 針 對 山 河 風 光 、 文 物 古 蹟 、

藝 術 造 型，可 用 描 寫、抒 情 的 說 明 方 式。或 作 平 實 性 解 說，或 作 文 學 性 解 說，

方 式 自 由，技 法 多 樣，儘 可 以 靈 活 加 以 變 化 運 用。(3)程 序 恰 當，節 段 分 明：

解 說 詞 一 般 是 按 照 實 物 陳 列 順 序，或 畫 面 推 移 順 序 編 寫 的。陳 列 的 實 物 或 畫

面 都 有 相 對 的 獨 立 性，相 互 之 間 又 有 一 定 的 聯 繫 性，因 此 解 說 詞 的 寫 作 要 把

握 事 物 的 條 理，分 別 清 楚 它 們 的 並 列、先 後、總 分、主 次、輕 重、大 小 等 情

況，做 到 程 序 恰 當，重 點 突 出，節 段 分 明，條 理 清 晰。(4)規 範 語 言，通 俗 易

解：解 說 詞 的 接 受 對 象 包 括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大 眾，彼 此 年 齡、職 業、文 化 背 景

及 程 度 都 很 不 相 同 ， 因 此 要 用 規 範 性 而 又 通 俗 的 語 言 寫 作 ， 避 免 方 言 土 語 ，

冷 僻 的、專 門 的 語 詞，以 及 生 造 或 容 易 引 起 歧 義 的 語 詞。一 般 社 會 大 眾 不 熟

悉 的 名 詞 簡 稱，也 應 盡 可 能 避 免。(5)有 聲 語 言，藝 術 感 染：配 合 多 媒 體 的 節

目 製 作 技 術，部 分 解 說 詞 也 適 宜 於 朗 讀 錄 音，配 上 音 樂 播 放，增 加 現 場 展 覽

效 果。解 說 詞 如 作 為 有 聲 語 言，則 要 求 講 究 句 法 藝 術，如 用 錯 落 的 句 式 造 成

跌 宕 起 伏，用 連 貫 的 句 式 造 成 流 暢 生 動，用 排 比 的 句 式 增 強 氣 勢 情 采。盡 量

營 造 富 於 節 奏 的 語 言 ， 增 加 口 語 的 魅 力 ， 以 便 激 發 群 眾 的 好 奇 心 、 神 秘 感 、

想 象 力 。  

    解說詞寫作範例，可參看〈生命之環--郭英男和馬蘭吟唱隊〉(Circle of life‧

Difang)，魔岩唱片公司，MSD-030，1998年11月。 

3.科學小品 

小品文是一種形式短小，而題材與內容可以自由抒寫的散文。說明類文體

與小品文這種文學體裁相結合，一般稱為「知識小品」，包括人文、社會、自

然科學領域的歷史小品、哲學小品、科學小品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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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品，是向廣大社會群眾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說明類文體。它與科學

文學的範疇不同。科學文學，包括科學詩歌、科學小說、科學童話、科學故事、

科學報導文學、科學電影劇本等，是抒情類及描寫類文體，也是文學作品中的

一種獨立體裁，它通過文學手法，創造審美藝術形象去表現自然科學的素材。

科 學 小 品 則 是 以 說 明 為 主 要 表 達 方 式 ， 是 把 知 識 的 科 學 性 與 文 學 的 趣 味 性 揉

合在一起，以普及自然科學的科學原理、科學現象、科學技術相關知識為目的。

科學小品的文學成分，要較科學文學淡薄得很多。 

科學小品寫作要領如下：(1)體材新穎，篇幅短小：科學小品的取材，不論

是基礎科學、應用科學，還是技術科學、科學哲學，甚至新興的邊緣學科、橫

斷學科、綜合學科，凡是已成定論的科學知識，都可廣加援引介紹，但需注意

題材是否新穎，要盡可能向讀者介紹 新且重要的科學信息和成就，給人新意，

這樣吸引力才大，可讀性才高。科學小品與科學論文不同，它不要求知識的系

統性和完整性，而是取其 能突顯事物本質的一點一滴，並用含蓄凝鍊的短小

篇幅加以表現。它少則幾百字，長也不過兩三千，尺幅千里，小中見大，使讀

者在輕鬆活潑之中，學習新知。(2)內容精審，深入淺出：科學小品的生命在於

充分體現科學性。它要求作者對某門學科有精深的造詣，同時需具備廣博的科

學知識，充分運用類比、分析、聯想、推理等手法，從而崇尚真實，追求準確，

內容精審，不違背科學原理，不犯知識性的錯誤，以便發揮良好的教育作用。

科學小品的內容，應使抽象的概念和定義、深奧的科學思想和原理，敘述得深

入淺出，通俗易解，避免出現過多的專門術語。(3)手法靈活，形象鮮明：科學

小品的寫作手法靈活自由。它既可以有形象的描繪，又可以敘事和抒情，還可

以運用擬人或比喻。它要求借助文學功底和藝術素養，運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

維的交替作用，使主觀思想感情與客觀自然規律相互交融，文字簡潔、優美、

流暢，構思巧妙，形象鮮明有趣，既蘊藏科學的內核，又閃爍哲理的火花，還

洋溢文學的光彩。(4)標題新異，引人入勝：科學小品的標題，不同於科學論文

的標題。科學論文的標題要求準確地概括全文，不需要活潑生動，而科學小品

則切忌論文式標題，盡可能在切合主題的前提下標新立異，新鮮變化，以便發

揮引人入勝的作用。 

科學小品寫作範例，可參看：(1)〈招潮蟹--紅樹林底下的提琴手〉(收於林

明裕《淡水河故事》，台北：民生報社，1986年)。(2)〈田鷸--煽風鼓的歌手〉

(收於洪素麗《海、風、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