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下中文科 
(三)議論文寫作前預備 

篩選及整理練習二 
 



一、認識篩選及整理資訊 

資訊過多會令人消化不良。寫作前，我們
要把合用的資訊挑選出來，再經過比較、
分析等整理方法，然後有系統地編寫出來，
才令讀者容易理解和掌握，令文章更具説
服力。 



小挑戰︰ 請細閲以下兩篇文章，它們分別想説甚麼？ 

巴西砍伐森林的面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小挑戰︰ 請細閲以下兩篇文章，它們分別想説甚麼？ 

巴西砍伐森林的情況非常嚴重。 



小挑戰︰ 請細閲以下兩篇文章，你能找出它們的分別嗎？ 

請把它們的分別
圈出來。 



兩篇文章有甚麼分別？ 
1.資料較少，只
顯示2020至2021
年的數據。 

2.雨林被破壞的
情況較抽象。 

1.資料較多，比較了
2008年至今的數據。 

2.凸顯了今年情況的嚴
重性。 

3.雨林破壞的情況有台
灣作類比，情況更具體。 

文章一 

文章 二 



這些分別重要嗎？ 為甚麼？ 

重要。 

可令文章更
清楚、更具
體、更有説
服力。 



我們可以用甚麼方法，來把文章寫得更清楚、更具説服力？ 

運用篩選和
整理資訊的
方法。 



二、篩選及整理資訊錦囊 
 

思考： 細心思考需要甚麼資料 
你的立場是甚麼？ 
想表達的主題內容是甚麼？ 

搜集及閲讀：選出合用的數據或資料 

數據或資料︰ 
是否切合表達的內容？資料是否有關聯性、
延展性？ 



比較整理 

資料整理 

1. 比較兩份或多份資料，是否發現有相類似的數  

   據，如同一地區不同年份的污染情況等。 

2. 比較資料，是否發現有相類似的影響，如影響 

   範圍擴闊了或收縮了等。 

3. 分析資料，事件之間是否有關聯，如一個問題 

   導致另一問題的出現等。 

二、篩選及整理資訊錦囊 
 



撮要及檢視 

1. 選定合用的數據及資訊，有系統地，如按年份、 

    嚴重性等，環繞主題內容編寫。 

3.編寫後，檢視是否通順及是否仍保留原文主要  

   的意思和訊息。 

二、篩選及整理資訊錦囊 
 

2. 編寫時，要注意內容要通順而精簡，重質不重 

    量，具説服力為主。 



三、篩選及整理資訊練習 

這兩篇新聞主要想表達甚麼問題？ 空氣污染。 



請用(  )把新聞一中
有關空氣污染引發
疾病的數據標示出
來。 

( 

( 



請用(  )把新聞二中
有關空氣污染引致
死亡的數據及巴西
因空氣污染而死亡
的數字標示出來。 

( 

( 

( 

( 



這兩篇新聞的數據有關係嗎？ 有。 

( 

( 

( 

( 

( 

( 



有甚麼關係？ 這些數字顯示空氣污染問題惡化了。 

( 

( 

( 

( 

( 

( 



把資料篩選出來後，便可按主題編寫成段。看看下列
整理後的段落，可發現數據能幫助文章加強説服力。 



那麼，我們甚麼時候用撮寫(刪減)的方法？ 

甚麼時候用篩選和整理資訊(補充)的方法呢？ 

那便要看我們所定的論據(即支持立場的原因)，
看看我們搜集得來的資料是否足夠有説服力！ 



例如： 

如果我想強調碳排放量的轉變，越來越影響人類的健康。
這樣，我就要看看手中的資料： 

 

1.如果資料中有無助於支持論據的內容，我們便只要 

   圈出有用的資料，或刪去無關的內容！ 

2.如果資料不足夠支持論據，無法表達問題改善了，或 

   嚴重了，我們便要用另一些資料或新聞補充，加以 

   比較和整理，以增加説服力！ 



練筆 
 

按你的立場，選定有關巴西情況作為論據，再選取相

關的資料或新聞，並運用撮寫、篩選及整理的方

法，寫作一段，論説你對該情況的看法，例如︰荒漠化、

冰川融化、極端天氣、貧窮問題、失業問題等。編寫內

容時，記緊數據或資料要有延展性，具説服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