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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思辨打造有深度的學習歷程檔案－－以洪醒夫〈散戲〉為例 

中和高中    戴蕙蓉 

壹、前言 

在現代社會，無論是個人學習、職場決策或社會場合的討論，「思辨」能力

都扮演重要角色。在學習上，思辨讓我們能夠超越表層的知識記憶，深入理解內

在邏輯的概念；也能幫助我們精確定義問題、尋找根本原因並設計解決方案；在

表達溝通中，思辨讓我們能夠清晰、有條理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並有效地說服他

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思辨能幫助我們篩選有效的資訊，從而形成獨立且理性

的觀點。 

「大多數時候，『思考』不只是停留在自己腦中的東西，而會有一個向誰表

達的目的」1因此，透過思考與辨別，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深度、並強化他們的表

達與說服力。 

思辨是將思考推向深度與廣度的重要工具，它能幫助學生在學習中超越表面

的知識掌握，進一步培養批判性思維與獨立判斷能力。思辨不僅是一種學術能力，

更是一種應對複雜問題、解決現實挑戰的核心素養。 

思辨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深度。它要求學生不僅記住知識，還需要透過分析、

比較和評估，挖掘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繫。例如，在閱讀一篇文章時，學生若運用

思辨能力，便不僅僅停留於理解文章的表層內容，而會進一步探討作者的立場、

證據的可信度，以及潛在的觀點盲點。這種深入的學習方式，能幫助學生建立更

加完整與系統的知識體系。 

學生在運用思辨能力時，必須將自己的想法條理清晰地組織起來，並以合理

的邏輯與適當的語言進行表達。同時，思辨還涉及對他人觀點的理解與回應，這

種互動能進一步促進有效溝通和共識的建立。例如，在進行團體討論時，具備思

辨能力的學生能提出有力的論點，並以嚴謹的邏輯說服他人，而非單純依賴情緒

或主觀判斷。 

此外，思辨還能幫助學生在多元資訊的時代中培養判斷力。在面對海量資訊

時，學生若缺乏思辨能力，便容易被錯誤信息或偏見引導。而具備思辨能力的學

生，能有效辨別資訊的真偽，從而做出理性且明智的選擇。 

總之，思辨的重要性在於它讓學生學會深入思考、清晰表達並有效判斷，從

而提升學習深度、強化交流能力，並在未來的生活與工作中應對多樣且複雜的挑

戰。思辨不僅是一種學習方法，更是一種終身受益的能力。 

 

                                                      
1 岡田昭人《牛津人的 30 堂獨立思考與精準表達課》，商周出版，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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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內容 

一、課程設計 

如同前言所說，思辯是打造學習歷程檔案非常重要的關鍵，因此怎麼教學

生思辨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在教學之前，必須先清楚「學習歷程檔案」需要呈現哪些重點，在

「學習歷程檔案要怎麼做？台大教授教你做出理想的作品」2影片中提到，一份

好的學習歷程中，必須呈現五個關鍵：標題與姓名、摘要、作品說明、正文、

心得反思。依據影片，可以設計一份學習歷程檔案模板給學生：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___________課程學習成果 

開課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創作方式 □個人□小組 

學生姓名  作品標題  

一、摘要(簡單交代你想呈現的重點) 

         

二、作品說明(說明作品脈絡、動機、與課程的關聯……及照片、圖示) 

 

三、正文(製作檔案的過程、成果與所具備的素養能力) 

         

四、心得反思(產出作品階段時的心路歷程、遇到的困難、運用的策略) 

                                                      
2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_V5DkqnTI&t=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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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架構 

有了檔案模板之後，可以看到最後的三項：作品說明、正文、心得反思是

檔案呈現的重點，也是學生應該思辨的關鍵所在。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我在

〈散戲〉一文的文本教學完成後，從中延伸出「夕陽產業」的議題，讓學生探

討在不同時代的背景影響之下，有哪些職業會如同〈散戲〉中的歌仔戲一樣面

臨式微，而我們又能否在時代的巨輪中，找到這些夕陽產業轉型的方式？又或

者是學生自己未來在職業的選擇上，能否別選到即將消失的職業，並與未來的

職涯發展結合。以此為出發點，我將課程架構設計如下： 

課程架構 

學生類群 三、四類群 實施時間 第八節輔導課 

第一週 思辨任務：議題延伸 

第二週 思辨任務：職涯發展 

第三週 思辨任務：回饋與表達 

第四週 檔案製作 

 

(二)教學對象 

本次課程設定的教學對象為高二自然組學生，含兩個三類群班，以及一個

四類群班級。因為三個班級皆為理組班，對於文學學科興趣較小，因此想從課

文內容延伸到未來的「就業選擇」，與生涯發展作連結，期望能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 

(三)課程內容 

1.第一週  思辨任務：議題延伸 

在〈散戲〉一文教學活動完成後，我讓學生分組討論下面兩個議題： 

(1)散戲，散的除了戲之外，還有甚麼也散了？為什麼會「散」？ 

    (2)歌仔戲是時代的眼淚，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也有許多工作同樣如

同戲曲一般，逐漸走向沒落，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甚麼樣的社會狀

況？ 

這兩個議題旨在讓學生思考為什麼歌仔戲會走向「解散」，在那樣的年代及

社會背景之下，是甚麼取代了歌仔戲的位置？除了歌仔戲之外，當時還有哪些

「娛樂」或「藝術」也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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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確定的延伸方向之後，我讓學生從「散」開始思考，以提問引導學生

討論，並進一步深入思考提問核心，互相溝通後，以邏輯、條理的形式表達出

來： 

★層次一：戲，就這樣散了 →  ____________也散了     

 

★層次二： 

 

 

層次一的部分較容易，學生只要能理解文本，便能知道「散」的不只有戲，還

有玉山歌劇團。但是到了層次二的部分，表格中的問題會一層層向外擴展： 

歌仔戲團解散探究 

為什麼散 

表面

原因 

 深層

原因 

 

時代  社會

背景

影響 

 

轉型  未來

發展 

 

思

辨： 

其他

末路

職業 

 思

辨： 

堅守

傳統

／轉

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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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我採用以下教學策略： 

拋出問題→小組討論→溝通思辨→確認答案→表達意見。 

 

                     

 

 

 

 

 

 

 

 

 

 

 

 

 

 

 

 

 

轉型與未
來發展

時代及社會
背景影響

表面原因/
深層原因

為什麼散

 透過交流不同的想法，學生可以學習從多個角

度分析問題，而不只是侷限於個人觀點 

 討論需要成員之間互相配合，學習如何與他人

協作，共同解決問題、找出答案 

拋出問題 

 以提問的方式，讓學生進行思考及討論，並逐

步深化問題的層次 

 提問對於思辨而言十分重要，因為它能夠促進

深入思考、激發批判性思維 

小組討論 

溝通思辨 
 經由與組員的討論與溝通，學生得以在思考之

後，完成問題的回答 
確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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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出問題之後，請學生思考關於已經走向沒落的歌仔戲，該如何轉

型？一個產業的沒落，會有許多因素(這裡須配合上一個問題：時代與

社會背景來看)，所以我們可以思考的是，該用那些方法讓這些不利因

素降至最低，或者是以其他方向來延續歌仔戲？ 

 

 

 

 

 

 

【範例】 

 
 

 

 

 

 

 

問題拋給小組討論之後，學生分享意見如下： 

 將野臺戲影視化，不要露天表演，也不要與酬神綁定 

 加入更多特效，用聲光效果吸引觀眾，向金光布袋戲看齊 

 劇情應該推陳出新 

 忠孝節義的傳統觀點要降低 

 不一定要用閩語(方言)，可以加入當代流行元素 

 尋找企業文化贊助 

 在校園中推廣 

 學習迪士尼音樂劇的表演模式 

 開設歌仔戲博物館 

 校定必修中加入歌仔戲 

    在學生分享完彼此想法之後，請他們仔細思考討論，若歌仔戲(玉山歌劇

團)想「轉型」，上面提出的哪些意見是不合理且無法做到的，並且說明原因。

若有同學非常堅持自己的意見，也需要說服其他組員，讓其他組員也同意自己

的意見。 

提出意見 溝通思辨 

確認答案：是否

保留此項意見作

為本組回答 

將野臺戲影視

化，不要露天

表演，也不要

同學 A：歌仔戲可以影視化，但是若完

全影視化，反而少了走入鄉間的機會，

連雲門舞集都到鄉間露天表演了，為什

是，但經過組員

討論思辨結果，

大家決定將意見

表達意見 

 完成問題回答並將答案寫入學習單中，並於討

論完成後，上台發表 

 教師可於此同時，了解學生對於問題的思辨模

式，並提出回饋，讓學生能夠進一步完善自己

的作業 

拋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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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酬神綁定 麼歌仔戲反而要丟掉這一塊？ 

同學 B：酬神會與信仰綁定，反而流失

其他信仰的觀眾 

同學 C：影視化是可行的，且也可以配

合現在 YOUTUBE、抖音或小紅書風潮，

將精采片段上傳至網路，獲取更多流量 

修改成 

「將野臺戲影視

化，並且把精采

片段上傳至各種

播放平台」 

加入更多特

效，用聲光效

果吸引觀眾，

向金光布袋戲

看齊 

同學 A(意見提出者)：布袋戲也曾面臨和

歌仔戲一樣的窘境，但是經過聲、光、

音樂等效果的加持，反而又能再度翻

紅，有了這個前例，歌仔戲走一樣的道

路也不是問題 

同學 B：許多舞台劇都有吊鋼絲的特

效，以前的歌仔戲都是以演員的身段為

看點，但是看久了難免審美疲乏，適時

加入吊鋼絲或其他特效、特技，會很有

看頭 

是 

劇情應該推陳

出新 

兩點意見類似，故合併一起討論 

同學 A：傳統歌仔戲曲目都是忠孝節義

的陳腔濫調，鍘美案、七俠五義、楊家

將、薛平貴……這些東西離我們太遙

遠，很難讓人提起興趣 

同學 B：劇情可以參考陸劇、韓劇或日

劇，不一定要維持舊時代的觀點 

同學 C：歌仔戲如果沒有傳統的忠孝節

義好像就不太像歌仔戲了 

同學 D：傳統文化還是有保留的必要，

如果要把劇情改成跟陸劇、韓劇或日劇

一樣的話，不如不要看歌仔戲，直接看

陸劇、韓劇或日劇就好 

否 

忠孝節義的傳

統觀點要降低 

不一定要用閩

語(方言)，可

以加入當代流

行元素 

同學 A：為了接軌國際，適時雙語應

用，說不定也會有意外的收穫 

同學 B：我覺得用國語就可以了，我根

本聽不懂台語，如果都是台語的話，會

不想看 

同學 C：感覺台語是歌仔戲的精髓，不

用台語怪怪的 

同學 D：用外語很奇怪吧！不如直接用

國語，大家都可以聽懂 

是，但經過同學

彼此討論與互相

說服之後，決定

將意見改成「不

一定要用閩語(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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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E：感覺歌仔戲沒有台語，就不像

歌仔戲了，而且加入當代流行元素，會

不倫不類的 

尋找企業文化

贊助 

同學 A：找企業贊助，可以讓瀕危的歌

仔戲有更多的生存空間，讓歌仔戲演

員，可以不為生計煩惱，專心經營歌仔

戲劇團 

同學 B：如果只有企業贊助的話，可能

無法推動流行，這樣也很難讓歌仔戲走

向轉型的道路 

同學 C：我覺得不會有人想贊助沒落的

歌仔戲，因為無利可圖，這個意見很難

成立 

同學 A：從保護藝術文化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一定會有企業想贊助的 

否 

在校園中推廣 

同學 A：老師上課播放歌仔戲片段時，

很多同學睡著，我覺得這個意見很難執

行 

同學 B：如果可以在校園重大集會時，

請歌仔戲劇團來現場表演，說不定大家

會很愛看 

否 

學習迪士尼音

樂劇的表演模

式 

同學 A：迪士尼穎是一樣有唱跳，感覺

就很厲害 

同學 B：他們不同的地方好像只有與語

言 

同學 C：可能是因為有大量宣傳的緣

故，所以大家都喜歡，而且迪士尼音樂

劇的成功有其他更多原因，這些歌仔戲

應該沒辦法效仿 

否 

開設歌仔戲博

物館 
同學：可是我們也不會想去博物館 否 

校定必修中加

入歌仔戲 

同學：修本土語已經很痛苦了，不想再

多修這個課程 
否 

結論： 本組經過組員們激烈的討論與思辨之後，覺得歌仔戲若想要

轉型，成為當代流行的藝術，可以從增加聲光、特效做起，

並將成品片段上傳至網路平台，然後加上國語版本，未來也

可以朝直播發展，走在時代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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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表現】 

以本週的課程來說，學單設計的問題，從最內層的圈層出發，一直到最外

層，讓學生可以有順序的思考一個職業的沒落衰亡，以及該如何讓它重新出

發，經過【拋出問題→小組討論→溝通思辨→確認答案→表達意見】的環節之

後，也可以讓學生更進一步釐清自己對於這個沒落職業的認識，甚至可以更進

一步思考自己的未來想從事的職業，是否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危機。 

2.第二週  思辨任務：職涯發展 

高二學生面臨的升學問題就是未來想就讀哪個科系，這會間接影響他們對

於各類學科的重視程度與學習比重，因此，在完成上一週「議題延伸」思辨任

務之後，可以要求學生回家先探索自己未來升學的目標，並與職涯發展連結，

成為一個完整的方向。 

(1)善用 Collego 及 104 升學就業地圖網頁，讓學生可以自行探索，將學習回歸自

主 

(2)查詢未來喜歡職業所需具備的能力及科系條件，善用輔導室資訊、諮詢學長

姐或老師 

這週的課程，除了讓學生搜尋探索自己喜歡的科系及未來的職業之外，也請他

們順便查詢在現代 AI 科技發展飛速的社會中，有沒有哪些職業是即將走入歷史

的？而在這些職業中，有沒有自己想從事的？若有，該如何克服這樣的難題？

因此，本週課程的思辨任務可以分成兩個層次： 

層次一：探索科系與職涯，確認發展方向 

層次二：思索職業的未來發展性 

【範例】 

層次一：探索科系與職涯，確認發展方向 

 請同學進入 collego 並完成學類探索 

轉型 不再以傳統單純演出為

主，增加聲光效果及特效  

未來

發展 

進軍影視業及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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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後可以獲得 collego 給的建議，學生亦可依此建議思索自己是否適合這

個科系，科系會影響未來的職業走向，因此這部分會請學生多探索一些自

己感興趣的學類，讓自己有更多選擇。 

 

 除 Collego 之外，104 升學就業地圖網頁也是讓學生探索科系與職業關係的

實用網站。在網頁中，學生可以依照自己未來想就讀的科系搜尋學長姐們

的就讀經驗，學生可以從學長姐的心得中，更加了解該科系的現狀，然後

從中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喜歡該科系，又或是自己的能力是否符合該科系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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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科系適合自己之後，就可以進行未來的職業探索。在 104 升學就業地

圖中，可以依照自己想就讀的科系找到未來可以從事的職業，並在確認完

喜歡的職業之後，上網搜尋該職業的相關資訊，以便對該職業有更深入的

認識。 

 

層次二：思索職業的未來發展性 

 學生確認自己未來職涯方向之後，接著請他們自行上網搜尋「夕陽產業」，

並且找出近三十年來，有哪些職業曾經盛極一時，最後卻慢慢沒落、甚至

消失？而這些職業消失的理由分別是甚麼？並請同學在小組內部探討，自

己選擇的職業，未來是否也可能遇到相同的問題？如果會遇到相同狀況，

那還要繼續選擇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夕陽產業 沒落、消失原因 

國道收費員 

因為科技的發展，人力收費在 2013

年 12 月全面結束改為電子計程收

費，國道收費員這個職業正式消失 

珠心算老師 

隨著電腦、智慧型手機的發展，珠心

算逐漸沒落，現在街上的各式補習班

中，已經看不到珠心算補習班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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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影視店店員 

因線上串流影音平台興起，Netflix、

Disney+、Youtube、愛奇藝、

Catchplay 等國內外影音平台，只要月

費幾百元，就能看影片看到飽。因此

DVD 店的生意越來越難支撐，現在路

邊幾乎找不到 DVD 店了 

電話推銷員/電訪員 

隨著科技進步，電話行銷逐漸被線上

直播帶貨取代；電訪員也逐漸被 AI 取

代 

 除了請同學搜尋過去的夕陽產業之外，可更進一步再搜尋「未來即將消失

的職業」，然後思考自己未來職涯發展，會不會就是其中一個快要消失的產

業： 

未來即將消失的產業 沒落、消失原因 

駕駛員 
自動駕駛的普及， 會導致許多駕駛

員不再被高度需求 

結帳員或售票員 

隨著科技發展，許多簡單的工作，會

被「自動化」的機器取代，人工結帳

效率過慢，因此會有許多人喜歡選擇

自動結帳或購票，結帳員或售票員就

會因此消失 

餐廳服務生 

現在許多餐廳都已經用機器人送餐，

服務人員需求相對減少，未來甚至有

可能全面被人工智能取代 

 從夕陽產業的討論開始，到未來可能消失的職業為止，讓學生思考因為時

代變遷的緣故，現代社會將會有許多人力即將被機器取代，那麼該怎麼做

才能避免自己未來也被取代呢？ 

 教學上，一樣以「拋出問題→溝通思辨→確認表達」的方式操作，讓學生

自行小組討論並溝通意見後，整理出自己組別的答案 

拋出

問題 

溝通思辨 確認表達 

未來

即將

消失

同學 A：在網上查找資料後發現，這些未來

即將消失的職業多半具備「簡單」、「重複

性高」的特質，因此在未來的就業選擇

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的

規劃： 

1. 應盡量避免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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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

業 

上，需要避開這兩個特質的工作 

同學 B：從網路資料中不難看出未來將被取

代的工作，很多都是被 AI 替代的，因此在

未來，勞動力不一定值錢，我們應靠腦力

來生活 

同學 C：人力不一定不值錢，如果是 AI 無

法做但是人可以做的事，一定不會消失 

同學 D：需要創造性思維、判斷力或直接人

際溝通解決問題的職業，其被 AI 取代的風

險相對較低，只要能夠適應並發揮人類獨

有的創造性和情感智慧的產業，便不會消

失 

和重複性高的工作

內容 

2. 可以選擇一些 AI 做

不到的勞力工作 

3. 創新性和具備智慧

情感的工作才是我

們未來可以發展的

重點 

4. 我們還可以再思考

的是，因為科技的

發展，未來有可能

興起甚麼樣的熱門

職業 

結論 

未來的職涯發展應聚焦於具挑戰性和創造力的領域，選擇機械自動化

難以取代的工作。同時，隨著科技進步，新興職業將層出不窮，例如

專注於人機互動、虛擬世界構建或科技倫理的職位，這些都可能成為

未來的發展趨勢 

 

3.第三週  思辨任務：回饋與表達 

完成上一週的學習任務之後，這週的課程進入與其他組同學分享、討論及

回饋階段： 

 

 

 

 

能連結上面○1 、○2 、○3 三個步驟的，便是學生的「思辨能力」，透過思考、辨

別，同學能在他組的結論中獲得自己缺乏的資訊，可以此補足自己的缺漏；也

可以從中思索別人的結論是否與自己這組相符，若不相符，可以給對方那些指

正？ 

【範例】 

組別 對自己未來職涯發展的規劃結論分享 

一 未來的職涯發展應聚焦於具挑戰性和創造力的領域，選擇機械自動化

難以取代的工作。同時，隨著科技進步，新興職業將層出不窮，例如

專注於人機互動、虛擬世界構建或科技倫理的職位，這些都可能成為

未來的發展趨勢 

○1 各組分享對自己未

來職涯發展的規劃 

○2 討論彼此規劃中的

優勢、缺失或不足 

 

○3 小組得到回饋後，

反思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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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緻細膩的人力工作不會消失，因為機械與人工智慧雖然能提升效

率，卻難以完全取代人類的創造力、情感理解與個性化服務。例如，

高端手工藝、藝術創作、心理諮商、專業顧問等領域，仍需要人類的

直覺與經驗來提供獨特價值。此外，在需要同理心與靈活應變的產

業，如醫療照護、教育輔導與客戶關係管理，人類的溫度與細膩度更

是無可取代。因此，未來的職場仍將需要具備創意、智慧與情感連結

的專業人才 

在兩個組別分別分享後，請學生回到自己小組思考及討論對方的觀點，並在最

後給出回饋或建議： 

【第一組給第二組的的回饋或建議】： 

 雖然強調了人類不可取代的價值，但可以補充科技如何輔助這些工

作，而非單純對立。例如，人工智慧可協助藝術創作、醫療診斷或教

育，讓人類專注於更高層次的決策與創新。 

 可以進一步說明這類工作如何因社會需求和市場變化而受到影響，例

如高端手工藝可能會因自動化而變得更加珍貴，或是心理健康需求的

上升帶動相關職業發展。 

【第二組給第一組的的回饋或建議】 

 你們忽略許多現有職業也會因科技進步而轉型，例如醫療、教育、法

律等領域的數位化與智能化，將會改變這些工作的方式，而非完全被

取代或產生全新職業。 

 可以補充更具體的例子與趨勢分析，並考慮更多影響職業發展的因

素，如社會變遷、市場需求與科技應用範圍，而不只是聚焦在「新興

職業」的產生。 

當各組都得到回饋或建議之後，便可以在溝通思辨之後，將他組的意見融

入自己的結論中，形成邏輯更縝密的結論。例如第二組修正後的結論： 

精緻細膩的人力工作不會消失，因為機械與人工智慧雖然能提升效

率，卻難以完全取代人類的創造力、情感理解與個性化服務。例如，高端

手工藝、藝術創作、心理諮商、專業顧問等領域，仍仰賴人類的直覺與經

驗來提供獨特價值。此外，在需要同理心與靈活應變的產業，如醫療照

護、教育輔導與客戶關係管理，人類的溫度與細膩度更是無可取代。 

然而，科技的發展並非單純取代人力，而是能夠輔助這些工作，使人

類專注於更高層次的決策與創新。例如，人工智慧可用於醫療診斷，協助

醫生提升診斷精準度；在藝術創作領域，AI工具可以提供靈感，但最終的

情感表達仍需人類完成。同時，社會需求與市場變化也影響著這類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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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例如，自動化的普及可能使高端手工藝變得更為珍貴，而心理健康

意識的提升則帶動相關專業的需求成長。 

因此，未來的職場仍將需要具備創意、智慧與情感連結的專業人才，

並透過與科技的協作，創造更多價值與可能性。 

4.第四週  檔案製作 

【步驟一】 

完成上面三週的準備工作後，最後一週便可以進行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與

分享了。製作檔案首先需要先訂出標題，同組同學可以在互相協商探討之後，

將標題定案，例如： 

 夕陽產業的挑戰與轉機：我的未來職涯發展思考 

 科技變革下的夕陽產業：職涯選擇與發展策略 

 從夕陽產業看職場趨勢：打造不可取代的競爭力 

 面對產業沒落，我的職涯藍圖該如何規劃？ 

 產業轉型與個人成長：我的未來職涯規劃 

 職涯選擇的啟示：從夕陽產業看未來就業趨勢 

 夕陽與新生：產業變遷下的職涯抉擇 

 當產業走向黃昏，我的未來如何迎向晨曦？ 

 夕陽產業的挑戰與契機：我的未來方向探索 

 職涯選擇的關鍵：夕陽產業與未來趨勢的連結 

 科技巨浪下的職涯抉擇：夕陽產業帶來的啟發 

 從產業變遷看未來：如何打造不可取代的價值？ 

在組員互相討論並訂定標題之後（同組組員也可以選擇不同標題，由學生

自行決定），接下來便是回歸個人的檔案製作。每位組員在課程活動中思考的角

度不同、生活經驗各異、資訊能力也有高低之分，這些因素都將影響他們在後

續內容的描述與呈現方式。因此，在課程安排上，讓學生脫離小組合作的模

式，回歸個人獨立思考的狀態，沉澱自己在課程中的收穫，並整理自身的見解

與想法。 

透過這樣的過程，學生能夠更深入反思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回顧討論中

所接收到的各種資訊，進一步將其內化，轉化為與自身職涯發展相關的具體見

解與規劃。這不僅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也能讓他們在學習歷程檔

案的製作過程中，呈現出更貼近個人觀點與未來規劃的內容，使學習歷程更加

真實而有價值。 

【步驟二】 

完成標題之後，第二步便是「摘要」的構思，一般而言，摘要是內容的簡

要概述，旨在提取核心觀點與重點資訊，讓讀者快速理解主要內容、提高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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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例如： 

 從歌仔戲的衰落反思夕產業的衰退趨勢，並以此探索自身未來職業發展，

思考如何適應時代變化，投資創新研究新的領域，開闢自己的職業道路 

 會沒落的產業就是被時代淘汰的砂礫，不如順應變革，搜尋轉型與創造新

的機制，為自己的職涯發展開路 

 思考未來就職危機，關注產業變動與科技發展對我想從事的職業之影響 

 分析理解〈散戲〉一文中的無奈後，為自己未來職涯作更深層次的探索與

規劃 

 藉由研究產業沒落的真相，並尋找自己未來的出路與發展的可能 

精要的呈現自己檔案的重點，是摘要寫作時的目標，因此字數不需要太

多，簡單精確即可，既能展現自己對於歌仔戲這個夕陽產業的認識，也能與未

來生涯發展作連結。 

【步驟三】作品說明 

作品說明需要呈現的是創作作品的脈絡、動機與課程的關聯，使讀者能夠

理解作品的背景與發展過程。在說明時，可以從構思階段談起，說明靈感來

源、核心理念以及如何與課程內容相呼應，進一步強調學習成果與創作之間的

關聯。此外，還可以加入圖片解說，透過視覺輔助說明設計概念、創作過程或

關鍵細節，使內容更具說服力與吸引力。若作品涉及特定技法或媒材的運用，

也可適當補充，使讀者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特色與價值。整體而言，作品說明

應條理清晰、內容充實，既展現個人的創作思考，也能讓讀者快速掌握作品的

重點與意義。 

在這部分，可以先讓學生分項思考，再逐一填答： 

拋出問題 

作品脈絡 

 

創作動機 

與國文課程的關

聯 

 

 

拋出問題之後，學生經由思辨的過程，深入探究自己的檔案脈絡與創作動

機，進而梳理自身的想法與表達方式。與前幾週的課程相比，雖然少了多角度

的觀點探討與同儕間互補討論的空間，但這樣的學習方式卻更能激發個人主導

的思考歷程，讓學生能夠更專注於自身的創作邏輯與理念。透過自主分析與整

理，學生不僅培養了對作品更深層的理解，也在獨立思考的過程中發展出更具

個人特色的表達方式。這種學習模式鼓勵學生發掘自身的獨創性，提高自主

思考後填答 

從文學文本出發，並探詢自己未來的就業

方向 

想對未來的職涯預作規畫 

國文課不應只有文本的分析，也該具備對

生活敏銳的觀察，並練習從多個角度思

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向 

思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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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培養更具獨立性的學習與創作能力。 

【步驟四】正文 

製作學習檔案的過程是學生對自身學習過程的整理，同時也要能展現學生

的學習成就與成長軌跡，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在這一部分呈現他在學習過程

中，培養出哪些素養能力。 

 學習過程整理：此一部分可以依照時間軸來進行，會比較容易，學生

可以從前期準備、執行過程、修正調整等三個面向來思考。 

 學習成果：可以表格、圖示、影音或文字等多元方式呈現，只要能具

體展現在課程中獲得的收穫即可。 

 核心素養能力如下圖： 

 

在這個步驟中，可以先介紹各項素養能力，再請學生思索自己在這個課程任務

中，培養或強化了自身的哪些能力，再由學生自己於檔案中詳細說明，完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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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撰寫。 

【步驟五】心得反思 

心得反思是學習歷程檔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學習歷程檔案中，心得反思

是最關鍵的部分，因為它不僅呈現學習的效果，更展現學生如何思考、調整與

成長。相較於單純記錄學習內容與過程，反思能突顯個人的學習態度、問題解

決能力以及未來規劃的能力，這些都是自我成長的重要指標。 

 產出作品階段時的心路歷程： 

心得反思能夠幫助學生回顧學習歷程，思考自己在過程中的挑戰與突破。

透過回顧，學生可以清楚了解自己的學習模式、強項與待改進之處。例如，在

討論夕陽產業的困境時，可能遇到資料不足的問題，透過反思，可以分析如何

改善資料蒐集方法，避免未來再次遇到相同困難。 

 遇到的困難： 

學習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因此在撰寫反思的過程裡，可以將

這些困難羅列出來，並一一標示自己對於這些難處的處理方式。如此更能使閱

讀者感受到學生的學習熱情、探索精神與成長過程，也更能增加競爭優勢。 

 運用的策略： 

在學習歷程檔案中，應該要讓學生反思自己在學習過程裡，遇到困境時的

處理模式或策略，這些策略會導向前面所述素養能力的展現，此外，學生更可

從中思考自己「學到了什麼」、「如何應用」以及「未來可以如何精進」，接著提

升批判思考能力，讓學生在未來面對新問題時，能夠更有效率或系統地分析與

解決。 

學生作品 

【範例一】 

下面範例為四類群的學生所撰寫，該生對於分組討論的部分印象較為深

刻，也較有想法，所以她呈現的檔案中，一再提到自己的意見不能說服其他組

員而不被接受，但她也沒有因此放棄，反而思考未來若有相同狀況的話，應該

怎麼處理較為合適。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國文  課程學習成果 

開課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創作方式 □個人小組 

學生姓名 葉翊安 作品標題 
職涯選擇的啟示：從夕陽

產業看未來就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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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簡單交代你想呈現的重點) 

許多產業會因為時空背景或社會環境的變遷而興盛或是消失，歌仔戲是

五、六十年代曾盛極一時，但後來慢慢沒落的一種職業。在這個作業當中，

我看到了某些產業盛極而衰的經過，也讓我想從中思索自己未來的就業方向

及目標。 

二、作品說明(說明作品脈絡、動機、與課程的關聯……及照片、圖示) 

在進行課程的時候，一開始是覺得歌仔戲這種已經沒有人想看的東西消失

也無所謂，直到老師要我們去查未來即將消失的產業後，我才驚覺原來有些現

在看起來好像很賺錢的職業，其實以後也可能有沒落的一天。 

老師也藉由〈散戲〉這篇文章讓我們知道很多東西都不會永遠保持盛況，

所以當我們在小組討論、上台報告及接收其他組的回饋之後，我們也更認真思

考起未來的生涯發展該如何走才能更好。 

三、正文(製作檔案的過程、成果與所具備的素養能力) 

在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我將所有的課程活動資料又重新整理一

次，最開始的時候，我們聽老師的指導使用 chromebook在網路上蒐集各種資

料，接著對資料進行篩選，然後與組員們討論與集思廣益哪些資料內容較為

合適。然後我們便將整理好的意見羅列出來，由組長上台報告分享，同時也

聽取其他組的分享，而我們各小組成員則在討論之後一起為這些分享內容提

出回饋。最後，各組接受其他組別的建議之後，反思自己的內容，又進行第

二次討論，並做最後的修正。 

在這個過程中，反覆的討論思考是很花時間的，因為大家都有很多意

見，所以常常討論到最後彼此都無法說服對方，只能以小組投票的表決方式

來確認最後的結論。但其實我覺得小組投票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好的，因為有

的意見我覺得沒那麼完善，但因為需要尊重多數，所以我也只能同意。如果

下次還有類似的小組報告作業，我應該會更努力查詢資料，然後以證據來說

服其他組員。 

在這次課程中，我得到最大的收穫就是對學類的認識，我查詢了自己喜

歡的幾個學類，並在網站的幫助之下，了解自己是否具備相應的能力去就讀

這個學類的科系。完成這次作業之後，我覺得我資訊蒐集、查找的能力得到

大幅度攀升。此外，在團隊合作與人際關係的素養上，也因為我們常常需要

不懈地努力相互溝通，我覺得自己這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 

四、心得反思(產出作品階段時的心路歷程、遇到的困難、運用的策略) 

在查詢資料的時候有時會因為對這個職業不熟悉而導致讀取資料時會有

點吸收不良，較難轉化為我們自己的見解，但是這並沒有拖我們太多時間，

只要願意花時間討論搜索的關鍵詞，還是能夠找到想要的資訊，所以我們依

然如期完稿。在這個課程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對未來學類的探索，因為我目

前一直不清楚自己將來想從事哪方面的職業，也不知道未來要申請甚麼科



20 
 

系，所以這次的作業正好也讓我可以有時間好好的思索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在課程中，還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組員的意見不一致的

時候很難抉擇，有時候我會覺得同學們的想法都很有道理，所以每次大家在

討論的時候，我都會根據同學的說法，然後再上網查驗，最後才能在表決時

篩選出好一點的意見。 

完成這次課程之後，我覺得我得到最大的收穫就是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涯

方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對正在準備考試的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能在學

群探索之後鎖定自己的大方向，專心往同一個面向準備。 

 

【範例二】 

三類組的同學在思考方面很有條理，所以下面的範例中，同學是直接使用

我教學時給他的模板進行填答，這樣做的優點是，他可以快速的將學習歷程檔

案製作完成，缺點則是檔案看起來會失去一些靈活性與獨創性。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國文  課程學習成果 

開課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創作方式 □個人小組 

學生姓名 江承亦 作品標題 
科技巨浪下的職涯抉擇：

夕陽產業帶來的啟發 

一、摘要(簡單交代你想呈現的重點) 

從歌仔戲的沒落進一步思考未來就職危機，關注產業變動與科技發展對

我想從事職業之影響。 

二、作品說明(說明作品脈絡、動機、與課程的關聯……及照片、圖示) 

1. 作品的脈絡：老師讓我們從文學文本出發，並探詢自己未來的就業方向，這

樣一來，我們便能在探索中知道自己的職涯發展在未來的科技影響下，還能

不能維持下去。 

2. 創作動機：會製作這份學習檔案，是因為我想對未來的職涯預作規畫，我很

喜歡資訊類別的科系，未來想到科技公司上班，不管是竹科或台積電都可

以，所以我想把這次的學習過程，做成學習歷程檔案，當成鼓勵自己朝這個

目標前進的動力。 

3. 與課程的關聯：老師說這次的課程要和生涯規劃做結合，讓我們除了國文課

的知識之外，也能從其他面向來探索自己的未來。 

三、正文(製作檔案的過程、成果與所具備的素養能力) 

1. 學習過程整理： 

(1) 前期準備――我覺得這次課程做最多的準備就是資料蒐集，因為我們

需要了解過去的夕陽產業，以及未來將因科技而即將消失的產業有哪

些，然後再把查找到的資料與同學討論分享。 

(2) 執行過程――我們通常都是收到老師的問題之後，一起思考和上網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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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答案，這個過程在課程的進行中重複了好幾次，經過一次次不斷加

深的問題，我們也逐漸意識到原本對於未來職業的選擇及認知好像有

點單薄。 

(3) 修正調整――接收其他人意見及回饋，還有老師的修正後，我們會對

自己原本下的結論進行修改，盡量讓呈現出來的說明變得更加合理。 

2.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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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素養能力：在這次的學習中，我覺得我的資訊媒體能力以及系統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有提高。因為這次的很多作業都需要我們一直查資

料，並想辦法討論和確認答案。 

四、心得反思(產出作品階段時的心路歷程、遇到的困難、運用的策略) 

1. 心路歷程：在上課之前，我只確定我未來想進台積電當工程師，但在課程

中，我和其他同學的討論中，我發現我們想選擇的科系和職業都很類似，

所以這份作業我覺得完成得非常輕鬆愉快。 

2. 遇到的困難：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需要上台報告，我

不是一個善於說話的人，也很沒有自信，但又要代表我們組上台，這讓我

感到非常焦慮。 

3. 運用的策略：我後來採用的策略是請同學陪我一起上台，只要有人陪我一

起在台上，我就比較不怕出錯。我也希望在之後的課程中，多練習上台表

達，讓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變得更好，也可以讓自己變得更有自信。 

 

參、反思與再優化 

一、我的反思 

此次課程設定聚焦於「思辨」，因此上課過程中，會不斷拋出問題給學生，

請他們進行思辨，甚至是最後的學習歷程檔案製作的過程裡，標題的訂定也是

需要思考的，可以說思考貫串了整個課程的重心。 

第一週的課程，學生對於議題的延伸，大部分處於缺乏興致的狀態，我分

析他們的回應後，將原因歸納為二： 

1. 對於歌仔戲不感興趣 

2. 從未思考過夕陽產業與他們自身的未來有甚麼關係 

    就課文文本的〈散戲〉來看，學生不喜歡這種太過傳統的藝術，因此在課

堂過程當中，要時時想辦法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不然他們很容易在一開始的

討論當中沉默下去。 

再者，學生總會認為傳統產業的消失是理所當然，卻未曾思考過這些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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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也可能是他們未來的職業。因此在引導他們查詢網路資訊的時候，需

要先找幾段網路報導來說服他們，進而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才能促使他們更

認真、積極參與討論。 

在第二週的課程中，學生思辨的重點主要針對職涯發展方向，在完全脫離

文本束縛之後，學生變得十分感興趣且主動，他們會認真查找 Collego 上的學

類、學群資訊，並試著去探索自己的能力究竟適不適合就讀自己喜歡的科系，

在學類的探索中，如果出現的是下面的狀況，便表示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太夠： 

 

而若是探索後的成果如下，那就代表自己其實是有能力可以駕馭這個科

系，且這個科系也是十分是適合自己的，所以應該不要猶豫，就往這個方向發

展才對：

 

在課程的設計上，跨領域的結合，除了有趣之外，也可以讓學生同時探索

更多知識。有同學說他們之前都知道有 Collego，但是也不太會特意上網去探索

自己未來想要的學類、學群，這次的課程中，能夠趁著上課時間做這件事，對

他們而言是好事。 

第三週的課程是回饋與表達，透過溝通思辨，讓同學思考自己未來職涯規

劃中的優勢、缺失或不足，並在接收別人建議後修正、補足自己的答案。這週

的課程會讓學生更深刻的知道自己未來的職涯發展走向。 

「提問」→「溝通思辨」→「表達」這個順序，是前三週課程不斷重複的

教學模式，藉由丟出更多問題讓學生討論，幫助他們釐清問題，同時也讓他們

在思考問題的同時，得到新的發展。另外，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再只是被

動接受知識，而是可以主動思考，對於這些不是特別喜歡國文的理組班來說，

是不錯的上課模式。 

最後一週的檔案製作一樣讓學生在「提問」→「溝通思辨」→「表達」的

順序中，將自己的答案寫入學習歷程檔案。這週的思辨會佔據學生大部分的時

間，因為此時他們會由小組回歸到個人作業，少了其他人的意見交換，大部分

的同學在思考時速度會更慢一些。 

觀察學生上課狀況之後，我發現幾個問題： 

1. 學生的參與程度不一致：有些學生在組別中常會保持沉默，或直接

說自己的意見和某某人一樣，但是這會讓他喪失表現自我的機會。 

2. 思考需要時間：在課堂上面對提問，學生必須花費時間搜尋答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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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對於課程來說，需要思考的時間太多，會導致我必須壓縮其

他課程時間來補足。 

3. 很難量化評分：這次的作業重點著重在思辨後同學得到的結論是否

完整，但是在過程中，他們很有可能討論很久的觀點會被自己或別

組同學推翻，最後無法使用，我在評分時也無法以他們曾經熱烈討

論而給予更高的分數。 

4. 需要有大量時間使用網路資源：因此要不停地確認每位同學是否都

積極保持參與討論，避免出現自己偷偷上網玩遊戲的狀況。 

    這些問題在課程中出現時，只能盡量引導學生，讓他們明確知道思考的重

要，並在他們完全沒有想法的同時，分別提示他們可以查詢、搜索的方向，不

讓他們在思考的時間中留白，導致無法完成作業。 

 

二、 未來再優化的方向 

    根據我觀察到上述四個問題來看，未來我在課程設計方面，會採取幾個改

變： 

1. 在小組討論之前，先要求學生個別完成相關的思辨學習單，讓較不喜

歡表達意見的學生也要先把自己的意見查找完成，填入學單當中，並

以同學的學單意見狀況替他們分組。 

2. 將更多思辨的時間留到課後，先將問題拋出，讓學生回去思考後，再

於課堂上討論，如此便能節省更多的時間。 

3. 評分部分可能要採計同學每輪討論出來的答案，以及成果的進展，不

能只有對最後的表達結果評分。 

4. 在課堂上使用 chromebook 查詢資料時，會看到有的學生會上網做自

己的事情，或是偷滑手機，他們總是很難融入小組討論當中，我覺得

未來如果再有類似的課堂活動，我想讓這些學生再多額外完成其他的

思辨作業，或是將他們單獨出來，自己完成部分作業。只是這部分我

目前暫無頭緒，還在思考該如何處理會比較適合。 

 

除了此次以「思辨能力」打造學習歷程檔案之外，我覺得「邏輯能力」與「表

達能力」也是完成學習歷程檔案重要的要素，希望在未來的課程中，我能以這三

個要素來設計新的課程規劃，讓學生能更全面、更多元的完成他們的學習歷程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