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論文 

一. 議論文的一般架構 

 

   

 

 

                                     

 「事實論據」及「理論 

  論據」用來支持論點 

                                                                                                                                          

   

 

 

   

 

  

二. 議論文的主要元素 

 

1.論點： 

  是表明作者對議論題目的主張、看法和態度，亦是議論文的主體。因

為每個人看事物的態度和角度都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論點。作者多

用明確而肯定的句子表示出來。 

 

2.論據： 

 是作者用來佐證論點的根據，提出事實或例子以支持他的論點。一般

可分成兩種：如果提出歷史故事、名人或親身經驗等等的事實來協助

論點 

論證 

結論 

論據 1 

論據 2 

 
論據 3 



說明論點，這就是「事實論據」；如果是舉名言佳句、哲學思想或俗諺 

 來幫助說明，這就是「理論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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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證： 

是作者運用論據證明論點的過程。也就是根據事實提出自己的見解。

也就是說，論證是將「論點」和「論據」巧妙結合的方法。論證的方

法有很多，我們可以透過舉例論證法、對比論證法、歸納論證法、正

反論證法等等來闡述自己的見解。 

  

       甲.舉例論證法︰  

   以例子證明論點，例子可以分為事例、史例、語例及設例四類。 

   試看以下例子： 

          論點：求學要有恆心才能成功。  

                   i. 事例:  以當前的事作例證。 例如：梁先生自少家貧，他半            

                                  工半讀，毫不間斷地研習，持之以恆，終於學有所成。 

 

                   ii. 史例: 以歷史事件作為例證。 例如：漢朝的匡衡鑿壁偷光，    

有恆心地苦讀，終在學問上取得了成就。  

 

                  iii. 語例: 用專家、學者、知名人士等的話作例證。 例如：胡適   先



生說：「求學的最大要訣，莫過於要有恆。」可見恆心於

學習中的重要性。 

 

                  iv. 設例:  用假設的事作例證。例如：假如我們對學習沒有恆心， 

                                  半途而廢，便不能精確地掌握所學的知識，也就不能取 

                                  得成功了。  

 

            運用舉例論證的方法，要注意舉例應該目的明確，扼要清楚；例子要              

真實可靠，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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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對比論證法︰  

將兩方面的觀點、事實相對比，使被論證的事物的某些屬性更加鮮明、

突出、易於認識。 

    試看以下例子： 

   公公已八十多歲，但因沒有不良嗜好，樂天豁達，生活健康，故現

今仍精力充沛；反觀五十多歲的叔叔，自染上煙癮後，身體狀態每況愈

下，不久前更被肺癌奪去生命。    
              

用年紀大、精力充沛的公公，跟年紀較輕，但有吸煙習慣而早死的  

叔叔去進行對比，帶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丙.歸納論證法 



      通過若干個個別普遍的例子，指出它們共通的屬性，從而得出一個結    

   論，以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 

       

      論點:「狗會傳染疾病」 

 

 論據: 事實/個案 

 

1. 有個孩子生了白喉，白喉是很厲害的傳染病，衞生機關追查病   

是怎麼來的，查來查去查到這個家庭養的狗身上，發現由狗傳

染而來，這是一個「個案」。  

2. 另一個孩子，得了肺結核，病菌是從哪裏來的？衞生機關也要

查，查來查去查到他家的狗，也是由狗傳染而來。 

 

論證:歸納論證法(個案多了，從其中找它們共同之處，那就是： 

 

    「狗會傳染疾病」。)  

 

3 

 

丁.正反論證法 

   是指從正反兩方面論證自己觀點的手法。通過一正一反的鮮明的對比， 

   文章的論點就很清楚了。 

                             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我們在學校裏唸書，無論哪一科都是有課本的。這些課本，雖然可以使



我們獲得不少知識，但課本篇幅不多；而且編輯時又限於適應一般學生的水

準，所以內容的記述，對於那些想進一步獲多一些知識的同學來說，就會感

到不足。為了滿足這種求知的欲望，除了經常向老師請教以外，還要經常找

些課外書來閱讀。所謂課外書，乃是一般讀物；如雜誌、書報等。然而那些

讀物，在程度上、文字上、甚至內容上，都不一定適合我們閱讀的。所以在

選擇課外讀物時，就要先考慮自己是否看得懂，看了有沒有裨益？不然就犯

了囫圇吞棗的毛病，不但耗費了時間，而且影響讀書的情緒。假若我們肯虛

心、理智地去選擇適當的讀物，固然可以充實自己的知識，同時可以訓練自

己的頭腦，把學問融會貫通、靈活運用。 

也許有些同學，認為閱讀課外書是浪費金錢和時間的事。其實，這種見

解是絕對錯誤的。因為一個人如果只是埋頭死讀學校的課本，對社會的各種

事情茫無所知，那麼將來踏進社會裏做事，就會覺得學到的東西不夠應用，

不知道怎樣應付才好！ 

豐富的學識，是由一點一滴地積累得來，決不是急時抱佛腳可以解決的。

我們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就不應該忽略閱讀課外書了。 

 

  論點 

  解釋課外書的定義 

  正面寫出---閱讀課外書的好處 

  反面寫出---不閱讀課外書的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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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議論文」中，「論點」是文章的靈魂，是作者主要的思想主軸。

而這個想法要更加清晰，能打動人心說服讀者，就要依靠論據及論證了。所

以，如果文章只有論點而欠缺論據或論證，便不能說服讀者相信你的見解。 

就像是在學校中，有人提出被同學欺負的指控，而卻沒有證據支持他所提出

的指控，這樣是沒有說服力的。 當然，如果只有論據及論證而欠缺明確的論

點，讀者便只能看到一堆一堆的事實或例子，而不能清楚你對論題的意見與

主張。因此，論點、論據、論證都是議論文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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