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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大腦友好型的教學方法——4C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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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人物書寫分析 

02.〈散戲〉勞動尊嚴思考 

03. 跳脫框架的課本文本思考 

 04.現代連結 



一、 人物書寫分析 

★小說中人物書寫的意義（以個人視角開展） 

 

＊在人物書寫的教學分析中，加入視角的轉換，讓學生透過翻轉，

更加理解角色的內與與社會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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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轉換→以「歌仔戲行業的社會變遷興衰」為重心，去思考其

中對於「個人」的影響。

 

二、〈散戲〉勞動尊嚴思考 

★從〈散戲〉文本，思考「歌仔戲」（傳統文化）在社會變

遷中，勞動者群像的反思(以群體視角綜觀) 

＊國際勞動組織對「勞動尊嚴」的定義： 

 

＊帶領學生思考文本中的深層「矛盾」：尋求勞動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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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脫框架的課本文本思考 

★教學用意：讓學生透過「易位視角」，跳脫慣性的思考框

架，透過位置的轉換，讓思考的深度能夠更加多元。 

＊易位思考地圖： 

 

 

 

 

 

 

 

 

1. 聽到：周遭的人物說了什麼、環境的聲音 

2. 看到：周遭人物的行為、事物與環境 

3. 想到：想法與態度、立場與觀點 

4. 外在行為表現：公開場合的外在表現與對別人的行為 

5. 有什麼痛苦：內在的負向感受 

6. 想獲得什麼：期待、需求、成就(正向感受) 

7. 對劇團解散的想法：對於課文結尾情境的感受或想法 

 



四、現代連結 

★教學用意：要讓學生對於勞動尊嚴的議題，產生興趣，

可以透過世代變遷的脈絡，步步談起，最後回歸學生的生

活當中，未來的他們在這個社會上也會付出勞動，屆時，

他們又希望得到怎樣的勞動尊嚴呢？ 

＊勞動中的時代變遷： 

 

＊小練習：外送員的勞動尊嚴思考 

五、總結：回顧課程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