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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台北市私立大同高中 

授課教師 劉于瑄 

教師主授科目 國文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4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打工人！職場攻略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vol.15 期第 10 頁 文章標題 實際在夢想這條路上—職場工作人的心聲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 

施作課堂 
（如：國文） 國文 施作總節數 1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2 年級 

1.課程活動簡介 

    本課程名稱為——「打工人！職場攻略」，以國文課文〈散戲〉為核心，結合報紙中專訪各

行各業的文章，深入探討現代職場中的夢想、挑戰與幸福感。課程設計旨在透過情境式學習，培

養學生多元思考，並啟發其生涯規劃的能力。 

    在課程活動中，學生將透過紙本學習單與 Padlet 平台進行互動答題，回應教師引導的問題，

進一步反思職場選擇與個人價值觀的相互影響。學習過程以分組合作討論為核心，學生將分析〈散

戲〉課文中金發伯、阿旺嫂與秀潔等角色所面臨的生計困境與人生選擇，並藉由比對現實中的職

場現象，剖析不同環境下的職場挑戰與幸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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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程目標 

（1）文本理解與分析：能夠從〈散戲〉角色心境出發，學習文本分析能力，進而理解人生的轉

折與挫折。 

（2）現實問題的批判思考：結合報紙中的職場問題，學生能思考現實生活中的職場困境，並提

出解決思路。 

（3）職涯幸福感的反思：探索職業的「幸福感」，思考個人價值觀和職涯選擇間的關係。 

（4）合作與溝通技巧：通過分組合作，培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清楚表達意見，並能在互動中尊

重他人觀點。 

（5）數位工具的應用能力：提升學生使用 Padlet 平台進行共享學習成果的數位素養。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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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階段：引導思考 

教師以「什麼樣的工作才能帶來幸福感？」作為引導問題，激發學生對幸福感來源的深入思

考。教師引導學生分享日常生活中自己或社會人士的職場經驗，鼓勵學生連結真實生活與課

程主題。接著，教師介紹報紙中職場的相關議題，如薪資待遇、疫情問題與工作壓力等，並

說明學習單中的題目與活動目標，使學生能掌握討論方向。 

第二階段：分組合作 

學生以小組合作模式，共同分析報紙中各行各業的職場現象，並完成學習單中的題目。此過

程中，學生需運用批判性思考能力，將報紙內容與〈散戲〉中的角色（金發伯、阿旺嫂、秀

潔）進行對比，探討角色面臨的人生困境以及其幸福感的來源。教師在適當時機提供指導，

運用具體範例或多元觀點解釋幸福感的不同層面，幫助學生深入剖析角色的心境，提升文本

與現實問題的聯結深度。 

第三階段：成果分享 

小組討論結束後，各組將學習單的答案上傳至 Padlet 平台，並由組內代表進行口頭報告，

分享角色心境分析與職場幸福感議題的見解。透過學生之間的觀點交流，展現不同組別對角

色人生選擇的多元角度理解。報告後，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幸福感、經濟穩定與職業成

就之間的關係，並鼓勵學生探討這些因素在個人未來生涯規劃中的重要性。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學生的參與與反應 

A.課堂活動透過報紙與課文〈散戲〉的連結，引導學生對現代職場現象的思考。報紙文章中

不同職業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如薪資待遇、疫情問題與工作壓力等，成為學生熱烈討論的

焦點，展現其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 

B.部分學生在探討金發伯、阿旺嫂與秀潔等角色的職業幸福感時，討論流於表面，容易僅將

其困境歸結為單純的經濟問題，而忽略了角色內心對穩定生活與個人價值實現的渴望，顯示

學生在情境分析與心理層面探討的深度尚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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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的反思 

A.分組討論前需要提供多一些引導與範例，報紙內容與課文角色之間的連結對部分學生而言

較為抽象，特別是在分析角色的幸福感時，可能因缺乏框架而感到困惑。未來教學應先提供

清晰的幸福感定義，讓學生有更多視角分析角色的選擇，以此提升學習成效。 

B.在使用 Padlet 平台進行即時互動答題時，學生展現了良好的操作熟練度，整體參與感顯著

提升。然而，部分小組的答案內容過於簡短，分析深度不足。未來可以透過強化問題設計與

示範回答技巧，引導學生撰寫更具深度與條理的分析。 

（3）未來的教學規劃 

這門課程不僅鼓勵學生理解課文背後的社會議題，還透過跨文本連結，促使學生對自身未來

的職涯選擇與人生價值觀有更全面的思考。透過合作學習與科技輔助工具的結合，讓學生學

習如何批判性地解讀文本、分析職場現象，並在課堂中激盪出多元觀點，從而提升問題解決

的能力，為未來生涯發展奠定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