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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劇梨泰院 Class 學人力資源管理--以敘事探究課程設計架構出發 

一. 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申請人已有 20年人資授課經驗，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有下列學習問題: 

 沒有工作經驗，不知道人資在說甚麼、無法想像。 

 覺得人資沒用，只是基層的打工仔，用不到這些知識。 

 對台灣企業失望，覺得只是壓榨再壓制，低薪、高工時，沒有希望改變，人資

課只是理論而已，不切實際。 

為了消除以上學生學習人資的問題，本研究擬以敘事探究法，以故事內容為探索教

材，作為課程設計的架構，以獲得韓劇梨泰院 Class故事為探索內容，隨著弱勢男

主角秉持以人為本的信念，從無到創建全球連鎖餐飲集團創業過程，補足學生沒有

企業經驗，或修正學生以自身打工所遇之痛苦經驗為企業準則的觀念，隨著故事主

角奮鬥歷程所經歷的企業發展階段，開始人資知識系列的學習。 

 

(2)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計畫的研究主題是以敘事探索法為架構，透過劇情故事引

導學生進入企業管理的情境，隨著劇情演進，遇見企業發展時可能產生之人資相關

問題與人資理論，引起學生思考與討論(如圖 1)。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探討以敘事探索法設計之人力資源管理課程，是否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探討以敘事探索法設計之人力資源管理課程，是否能提升學生之學習策略。 

 
圖 1 人力資源四大概念結合敘事探究法之圖示 

 
 

2. 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探討共分為有敘事、敘事研究、敘事課程、相關統計量表、學思達教學法與

「讓思考看得見」等 6 部分。 

 
A. 敘事 

敘事(narrative)就是說故事，人們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來向他人說明自己的經驗、想法、

觀點、發生的事，透過敘說來表達自己、與他人溝通、連結世界(莊明貞，2005)。敘事是生

活中常發生的事，說故事時敘說者重新整理已發生的經驗、建構自己的理解與詮釋(Collins 
& Cooper，1997；Polkinghorne，1995)；敘說者連結自己，連結所處的情境脈絡，在描述自

己經驗中，覺察自己的感受與觀點，重新建構知識，這是一種歷程，由敘事者整合自己內

在，進而產生知識的過程。 

劇中用人
信念求才 劇中育才

方式育才 劇中組織
設計用才 劇中激勵

與領導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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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1938，1961)認為教育、生活與經驗三者間關係緊密，研究教育即是研究生活，

研究生活就必須研究經驗，Dewey(1938)認為檢視經驗是教育重要的事，而敘事就是檢視經

驗的一種方式(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根據 Coles(1989)、Bateson(1994)與 Geertz(1995)
分別在人類學與精神科學研究領域中，無可避免地使用敘事方式作為研究方法的經驗，在同

樣重視人與經驗的教育領域中，敘事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近年來成為教育研究、教育改

革與課程設計重要的一環(成虹飛，2005；黃月美，2005；莊明貞，2010；黃道遠，2017)。 

 
B. 敘事探究 

敘事探究是一種獲得知識的新模式，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認為這是一種挑戰既有

獲得知識的新方法(引自蔡敏玲、余曉雯，2003)。Bruner 於 1986 在美國心理學會提出兩種

認知模式(引自莊明貞，2010)，一種是例證式認知(paradigmatic knowing)，也就是傳統邏輯

科學，第二種是敘事認知(narrative knowing)。傳統邏輯科學重視「如何知道真實？」，敘事

認知則關心經驗、脈絡與特殊性，兩者對於真實的建構採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獲得真實的

方法上，兩者是互補的。Fensternmacher (1994)引用 Bruner 的觀點，認為正式知識適合使用

傳統邏輯科學的方式取得，而實務知識則以敘事的方式取得較佳。同時，他也提出在教育的

現場，取得有關學生如何學與教師如何教的知識時，是否可以同時使用兩種方式。因此本研

究在研究設計時，同時採取兩種方式，一方面取得教育統計資料，同時也使用敘事探究法取

得教室中老師如何教(教室日誌)與學生如何學(讓思考看得見)的質性資料。 

 
Clandinin 與 Conelly(2000)認為敘事既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方法，為了易於區分，將現

象稱之為「故事」，將敘事稱之為「方法」，它是一種有結構的經驗，也是一種研究方法。敘

事的思考方式，相較傳統邏輯科學模式以尋求唯一真實為目的 (莊明貞，2010)，它較關心

敘事者的經驗、事件的脈絡與特殊性，這個特性使得它更適合使用在研究與實務中，換言

之，敘事方式適合使用在教育研究與實務教學中。 

 

敘事思考與傳統邏輯科學模式在研究上主要有五處相異(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分

別是時間性、人、行動、確定性、脈絡。在時間性上，敘事看待事件是以連續的觀點來處

理，它視事件發生的時間處於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續的時間軸上，並非固定在某個特定的時

間點；邏輯科學則重視發生在特定時間點的事件。有關人，邏輯科學嘗試建立普世常模，去

個人化；但「人」永遠是敘事最關心的部份，它認為人是處於改變的過程中，人隨著成長與

時間不斷改變，而非固定不變。敘事以為行動是表象，就像成績只是表象，若要真正了解一

個孩子的學習，必須考慮其學習歷程才能看到全貌，傳統邏輯科學則重視行動本身，即重視

外顯的表象，尋求唯一標準。敘事的觀點認為事情是變動的，它充滿了不確定性，傳統邏輯

科學則以尋求確定性為最終目標。最後，脈絡永遠伴隨著敘事，脈絡包含時間脈絡、情境脈

絡、空間脈絡與人際脈絡，敘事永遠關心脈絡中敘事者，傳統邏輯科學則以為脈絡是為尋求

確定性的變數，強調脈絡間的關聯性。由於教育的主體是人，相對於 1956 後 Bloom 企圖以

6 大認知領域教學目標(Bloom，1956)成為教育理論基礎，Thorndike(1911)以測量取向企圖將

教育科學普及化，建立唯一教育研究法，重視人、重視經驗的敘事思考模式似乎更貼近教育

現場實務的需求。 

 

敘事探究法在重視情境、脈絡與時間的連續性下，其研究特性如下(莊明貞，2010): 
 其假設是知識是可以被詮釋的。 

 其目的是了解與創造經驗的意義的。 

 其風格是彈性的，意即研究範圍、研究設計與完成時間是可以修改的。 

 在強調多元與變動的基礎上，對資料的詮釋是容許曖昧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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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時間觀念是連續的，其空間概念是多元的。時間不僅包含現在，也重視過去

與未來。空間上重視外在環境空間，也重視敘事者內在空間，如感受、觀點等。 

 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是互動。 

 文本處理能顯示多元觀點，包含所有參與者與研究者。 

 

基於上述敘事探究的特性，採取敘事探究精神的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將會採取較寬廣的

課程意識(周梅確，2004；甄小蘭，2003)。課程意識是指對課程中相關者的觀點，包含對教

師自己、學生、課程、情境與脈絡，教師的意識不再受限於課程目標的達成與課程活動的進

行而已，教師觀點將擴展至自我察覺、覺察學生狀況、覺察環境脈絡、覺察教學歷程的進

行。教師將重新認知自己在教室中的教學歷程，向內發現自己對課程的理解、對知識的思

考、對學生學習的詮釋，向外與學生交流、互動，發現學習對學生的意義，以及學生如何學

習，展開一段與自己、與學生、與環境的對話，以省思的觀點(Clandinin & Connelly，1995)
看見自己對教學的認知、知識、經驗與偏見，進而重新建構自我對實踐知識的專業發展與學

習，重新回到教育的初衷，以人為本的經驗傳授。 
 
本研究亦採取敘事探究的精神，在執行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教師自行記錄教室日誌，於

每次上課課後，紀錄該次上課發生的事件、處理方式、師生互動與教學省思，記錄自己上課

時的自我覺察，以作為下次上課修正的依據。 
 

C. 敘事課程 

敘事課程(narrative curriculum)的意義是指應用敘事探究的研究設計於教學實踐的場域(吳

芝儀譯，2008)。Curriculum 這個字源自於拉丁文動詞 currere，它有旅程與流動之意(Egan，
1995)，由此 Curriculum 隱含帶領學生經歷一段學習旅程之意，彷若旅行的本質，在一連串

時間與空間轉換，產生一系列經驗與故事。1970 年代 Pinar 以自傳式課程探究，研究師生的

生命史，承認生活經驗的重要性與價值，企圖將自傳式課程探究化，提升為獲得知識的方法

之一，後來 Pinar 的自傳式探究成為敘事探究重要一環(引自莊明貞，2010)。若經驗果如

Dewey 所提倡，是教育重要的一環，融入敘事精神的課程設計，就成為必然的要素。 

 

敘事課程就是將故事作為課程設計的架構，以故事作為媒介，引導學生進入學習脈絡，

激發討論與學習。詹惠雪(2020)歸納敘事課程的模式主要有 3 大類: Lauritzen 和 Jaeger 模式

(1997)、Egan 模式(1995)與 Drake 模式(1988)。 

 
Lauritzen 和 Jaeger(1997)指出敘事課程就是為課程選取一個故事，將此故事做為貫穿課

程設計的主軸，以學生為主，引導學生在故事的情境脈絡中，看見故事主角所面臨的狀況，

引用自身經驗，以建立屬於自己的體驗與學習。他們為敘事課程提出計畫模板(the planning 
template)，以模板的五大要素建立跨越學科界線的統整學習模式，此五大步驟分別為: 情境

脈絡(context)、探究問題(inquires)、敘事過濾器(narrative filter)、探索行動(exploration)與結果

(culminations)。曾肇文(2008)以此模板作為建構小學「生活領域」敘事課程架構，以故事

「快樂小青蛙」為脈絡，設計 8 個教學活動，是當時國內將敘事課程付出實踐的先驅。 

 
Egan(1995)認為故事是滋養心靈的重要元素，學生總是渴望故事，缺乏故事的教室，學

生將感到孤寂與失去聯繫。他指出故事是人們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因此提出故事模式

(story form model)的課程設計模式，他認為故事中二元對立的故事情節，有助於激發學生感

受，引起學習興趣，使學習產生意義。課程設計時，遵循 5個要點作為課程設計的準則: 以

故事形式組成單元內容、將故事作為單元重點、將故事中的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es)概念

作為引導思考的線索、為二元對立找到解方等，將有助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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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ke(1998)認為故事模式的課程設計可以應用到各年齡層學生與各領域學科。他提出故

事模式設計步驟，運用敘事思考的特點，強調教師與學生過去的經驗、現在的學習與體悟，

透過師生彼此帶進教室的多元個人經驗，在廣大社會脈絡情境下，進行互動、討論，建構屬

於學生的新價值、新學習，在課程最後，引導學生產生具體行動方案。Drake 的模式將學習

與生活連結，為學習找到意義，有助於知識的實務應用；同時，透過師生、生生交流建立師

生關係與同儕關係，有助於學生社會性發展。 

 

根據以上三種敘事課程模式，本研究將以 Lauritzen 和 Jaeger(1997)的敘事課程設計模板

為主，以 Egan(1988)二元對立的敘事課程設計特點引起討論，及 Drake(1998)強調生活實務

應用與強化師生關係的要素，設計本研究敘事課程，設計概念如下圖 2，本研究取梨泰院影

集中正反兩派截然不同的用人信念，作為吸引學生討論人資概念的楔子，進入人資課程理論

的討論辯證，意圖連結學生身處企業最基層的打工仔的生活經驗，激起討論與學習人資知

識。韓劇梨泰院的故事地圖如下圖 3，預計以故事中之事件為討論起點，進入人資求才、育

才、用才、留才知識點的學習。 
 

 
圖 2  敘事課程設計概念圖 

  

課程目標

認識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礎知識。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知識。

脈絡

•以韓劇梨泰院Class迷你影集為故事脈絡(正反兩派立場極端，衝突不斷)

•正方主角，秉持以人為重的信念，建立全世界餐飲連鎖集團的過程

•反派主角，以為人只是企業成長的工具，從全國頂尖餐飲集團走向衰敗的過程

探究

•人力資源在企業中的意義

•人力資源管理知識如何使企業具有競爭力

目標過濾器

•以劇中吸引學生興趣之衝突事件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以劇中吸引學生興趣之事件結果引起學生討論

探索

•人資的求才、育才、育才與留才應是如何才適當

結果

•學生與教師、同儕一起尋找屬於自己的人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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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梨泰院故事地圖 

 
3. 研究問題  

A. 為探討融入敘事探索的課程設計是否能有效提升人資的學習成效，本研究研究問題

為: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之能力信念是否提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學習人資之價值感是否提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是否對學習有高期望?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認知學習策略是否提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後設認知策略是否提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行為策略是否提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是否會趨向學習人資?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是否會逃避學習人資? 
 

B. 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範圍: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系進修部三年級同學，近年來進修部

同學有大部分是應屆畢業同學，年齡層不似往年高，且有許多同學並無打工或就業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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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之對象為 111 學年度下學期，明新科技大學進修部三年級修習人力資源管理

學生，預計修課人數 55 人，此課程偶有他系學生跨系選修，為數不多。 
研究場域為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專業教室。 
 

D. 研究設計與方法 
 
由於申請人教授之人力資源管理僅為單班，因此採取單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測量修習人資課程學生在接受敘事探索法之課程設計前與

後，其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的差異。本研究前 6 週將以學思達教學法進行，在第 6
週時進行前測。自第 7 週起將以梨泰院劇情故事為課程設計主軸進行課程，至期末

考週時進行後測。 
 

研究測驗的工具將使用劉佩雲(2004)以全國 420 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建構之大

學生學習動機量表，有下列幾項: 
 學習動機量表(附錄一) 
 學習策略量表(附錄二) 
 趨向行為量表(附錄三) 
 逃避行為量表(附錄四) 

 
E. 資料整理與分析 

 
此研究所蒐集的資料與分析方式如下表 1，分別採取質性分析與統計分析。 

表 1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表 
資料類型 資料分析方式 

學習動機量表前後測 敘述統計與各項統計檢定分析 
學習策略量表採前後

測 
趨向反應、逃避反應量

表 
學生上課思考筆記 採取質性分析，歸納整理學生學習情

況。 學生課堂討論紀錄 
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 
學生回饋 
教室日誌 

 
F.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的程序如下表 2，學期前 6 週以學思達教學法，於第 6 週進行前測。自

第 7 週起融入敘事探究法，於期末考週進行後測。學期間持續蒐集學生上課思

考筆記、討論紀錄、學生回饋與教室日誌。 
表 2 實施程序表 

週次 量的資料 質的資料 教學方法 教室環境 
第 1~5週  上課思考筆記 

討論紀錄 

教室日誌 

學生回饋 

學思達教學法 

(第 1~6週) 

安全 

安心 

鼓勵思考 

第 6週 前測 
第 7~17 週  融入敘事探究法

(第 7~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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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有關教學過程，此課程是進修部 3 年級人力資源管理課程，班級人數 45 人，

時間為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此班期中考前為正常教學，即以申請人講授的方

式講授人力資源管理介紹、歷史、各種勞動法規的介紹等等。期中考之後進入

組織的概念後才開始導入韓劇梨泰院 Class 劇情，與組織概念結合，接著進行

工作說明書、招募、甄選、訓練、發展等單元，在這些單元間引用劇中相符合

之情節與概念。在期中考時先行第一次測試 4 個量表：學習動機量表、學習策

略量表、趨向行為量表、逃避行為量表，為前側；期末考進行後測，以取得教

學成果。 
整個學期每週學生均需完成上課筆記與問題，且期末填寫期末問卷與期末報

告。 
教學成果將分成兩大部分敘述說明： 

 量的部分 
此研究採取採劉佩雲(2004)為全國大學生建構自我調整的學習理論模式，所建

構並供全國教師參考使用的量表，包含學習動機量表、學習策略量表、趨向反

應量表與逃避反應量表。經過期中與期末前後測後，所得結果在學習動機、學

習策略與逃避反應等三部分均未達到顯著差異(詳見附件資料)，顯見採取韓劇

的敘事架構的教學法未能明顯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換言之，學生對自己學習

人力資源管理的能力、學生對學習人力資源管理的價值感、學習人力資源管理

的期望均未明顯提升；在學習策略上，學生亦未明顯積極採取複誦、做摘要、

組織、訊息處理與求助的方式等認知學習策略；也未明顯願意積極做計劃、監

控自我學習、與修正自我的學習行為；在學習逃避反應上，學生在採取此教學

法後亦無明顯差異顯示學生會逃避學習人力資源管理，且學生反應並不會逃避

學習人力資源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在趨向學習人力資源管理與學習的行為策略等兩方面有顯著

差異(如表 3、表 4)。顯示學生不會因為讀不懂人力資源管理的內容，就放棄

人力資源管理、即使聽不太懂老師上課的內容，仍然會堅持用心，以設法瞭

解、學生遇到很難的人力資源管理內容，仍然會堅持下去不放棄、學生讀人力

資源管理時碰到自己想不通的問題時，會想辦法一定要把它弄懂、和其他科目

相比，學生覺得自己在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的用功程度是較高的、和其他科目

相比，學生覺得自己在 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的努力程度是較高的、和其他科

目相比，學生投入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的時間是較高的。 
 
與上面研究結果相呼應，在學習的行為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採取敘事教學

法後，其注意力控制、意志力控制、情境與資源控制、情緒控制、時間控制等

有明顯不同，由於期末的平均值較其中為低，顯示學生的似乎不需要增加其注

意力控制、意志力控制、情緒與資源控制、情緒控制與時間控制等。是否意味

著使用敘事法教學可以讓學生自然而然進入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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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為測驗前後測統計表 
行為策略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4.當我讀人力資源管理不專心時，我會想辦法讓自己集中

注意力，不被其他事物干擾 
33 3.53 3.56 -0.11 0.46 

15.當我讀人力資源管理卻一直無法記住重要概念時，我會

休息一下再繼續唸 
33 3.97 3.75 0.84 0.20 

16.當我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或報告過程中想要放棄時，

我會要求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 
33 3.75 3.56 0.65 0.26 

17.當我一直寫不出人力資源管理報告時，我會暫緩之後再

試試看 
33 3.78 3.72 0.23 0.41 

18.當我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或報告時，我會要求自己努

力再努力 
33 3.72 3.72 0 0.5 

19.當我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或報告過程中，覺得心浮氣

躁時，我會用深呼吸或會告訴自己不要生氣、不要煩等方

法維持心情平靜 

33 3.81 3.72 0.37 0.36 

20.當我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或報告但感到厭煩時，我會

聽音樂或用其他方法營造好心情 
33 3.94 3.72 0.74 0.23 

21.當我讀人力資源管理或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時，會告

訴自己：「要用功再用功」 
33 3.94 3.63 1.26 0.11 

22.當我讀人力資源管理或準備人力資源管理考試時，我會

找安靜的地方或佈置能讓我靜下心的環境讀書。 

33 3.84 3.81 0.12 0.45 

總平均 33 3.84 3.70 3.6 0.00 
 

 
表 4 趨向學習人力資源管理前後測統計表 

趨向學習人力資源管理統計表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我不會因為讀不懂人力資源管理的內容，就放棄人力

資源管理 
30 3.41 3.52 -0.35 0.37 

2.即使聽不太懂老師上課的內容，我仍然會堅持用心，

以設法瞭解。 
30 3.62 3.76 -0.51 0.31 

3.遇到很難的人力資源管理內容，我仍然會堅持下去不

放棄。 
30 3.52 3.72 -0.78 0.22 

4.讀人力資源管理時碰到自己想不通的問題時，我會想

辦法一定要把它弄懂。 
30 3.58 3.83 -0.98 0.17 

5.和其他科目相比，你覺得自己在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

的用功程度是 
30 3.69 3.86 -0.84 0.20 

6.和其他科目相比，你覺得自己在 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

的努力程度是： 
30 3.59 3.79 -0.86 0.20 

7.和其他科目相比，你投入人力資源管理這門課的時間

是： 
30 3.45 3.76 -1.61 0.06 

總平均 30 3.55 3.75 -7.78 0 

 
有關質的研究結果 

 期中考後第一節課，授課內容是組織圖，在講解完組織的概念與組織圖的結構

後，要求學生畫出男主角初期建立之小店甜栗之組織圖，總共有 27 名同學可

以正確畫出組織圖，佔當天出席的 81%。期末考時，請同學再從劇情的發展狀

況，畫出男主角所建立的全球飲食集團的組織圖，同學劃出之組織圖大多能詳

盡展現劇中情形(如圖 4~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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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一作品 

 
圖 5 學生二作品 

 
圖 6. 學生三作品 

 

 
圖 7 學生四作品 

 
 
 

 講述工作說明書時，第一次請同學寫出初期廚師之工作內容，學生大多能寫

出，但所寫之字數大多少於 30 字，句子亦很短。期末作業時，請學生寫出劇

中甜栗集團之經理之工作說明書，學生之表現令人訝異(如圖 8，有 58%的同

學達到優良的成績、14%的同學達到好的成績，不僅內容豐富，且文書編排優

美，僅少數學生沒有 word 編輯能力，但也不影響其對工作說明書的了解，足

見 70%以上同學已經具有製作工作說明書的能力。 



11 
 

 
圖 8 學生五之工作說明書 

 

 
圖 9 學生六之工作說明書 

 
 
 

(2) 教師教學反思 

此次研究的過程，申請人有幾點教學反思 
使用此教學法有下列優點： 

 學生上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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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具體了解人資的概念，且能將概念具體化，能具體畫出組織圖、寫出

工作說明說，且能切身體驗帶人帶心的領導工作。 
 學生上課有趣 

討論影片時，可以感到與學生的連結、學生與課程內容的連結。連結的感覺是

學生懂得課程的內容，願意回答問題、討論，從學生的表情與討論，學生感覺

有趣。 
 學生覺得課程在生活中有用 

學生在期回饋的表單中感覺到人力資源管理在工作中、生活中是有用的。 
 學生成績進步 

學生的成績以每週筆記與小考成績的平均計算，期末成績大於期中考成績者占

57.78%。可見使用敘事教學可促使學生成績進步。但也有近半者成績退步，經

查這些同學的成績與出席狀況較極端，約有一半是高分高出席率，另一半約是

不及格者與低出席率者。 
 

成績狀況 個數 百分比 

成績進步 26 57.78% 

成績退步 19 42.22% 

總計 45 100.00% 

 
 

此次教學碰到的困難有下列幾點： 

 學生出席率不佳 
由於是進修部學生，學生出席率從一開始就不佳(如表 5)，約有 5 名同學缺席

17 次，缺席 8 次 5 位，9 次 3 位，全勤者是 0。是近期中考才出現約 10 位，

且期中考後又消失。出席率影響宣達事項，例如從一開學就請同學觀看韓劇影

集，並根據討論題目來看影集，就有許多同學收不到，以致討論劇情時，有同

學是無法進入狀況的。 
表 5 缺席率 

缺席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平均 
統計次數 6 3 5 6 1 1 3 5 3 1 0 2 0 2 0 0 5 3.14 

 
 學生觀看影片的意願不高，久未出席同學一但出席也未有意願看影片。 
 從開學到期中考每節課宣導看韓劇影片，有同學就是不願觀看影片，甚至考試

也還只是複製網路上的劇情解說來應付。 
 

(3) 學生學習回饋 

進修部學生對於這次使用融入韓劇之敘事探究教學法的回饋(如附件 2)，大致

歸納如下： 

 學生覺得使用韓劇之敘事探究法學習較為輕鬆、沒有壓力。 
 學生覺得有學習到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 
 學生感覺到求才、育才、留才、用才的重要性。 
 學生想應用所學之人力資源管理概念至其工作上或未來的創業上。 
 學生初次體驗到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 
 學生感覺到領導所產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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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也學習到人資以外的態度、堅毅等重要人格特質。 

5. 建議與省思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此次使用敘事教學法的週數只有 8 週，未來建議可以增長時間，以驗證學

生之學習動機、學習策略、逃避學習與趨向學習之前後測是否均能有顯著差異。 
 
這次的研究對象是進修部學生，未來可以運用到日間部學生，以驗證日間部學

生之學習動機、學習策略、逃避學習與趨向學習之前後測是否能達到顯著差異。 
 
此次研究之省思 
 
此次研究之對象為進修部學生，由於進修部學生多為白天上班，出席率較差，

且進修部休閒系學生於夜間求學之目的多為希望輕鬆愉快取得文憑，因此努力學習

之動機、學習策略等均較為缺乏，未來在針對進修部學生研究時，可針對如何提升

學生出席率來研究，畢竟學生必須持續出席，教學法才能有效。 
 
   進修部學生似乎偏好輕鬆學習，畢竟白天上班，希望學習不要增加太多負擔。

未來的研究可以思考如何設計輕鬆沒有壓力，但可增進進修部學生之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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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1 

表 1  學生學習人力資源管理之能力信念前後測 
能力信念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我確定能了

解人力資源管

理這門課的內

容 

31 3.7 3.43 1.28 0.11 

2.我相信自己

可以把人力資

源管理報告寫

得很好 

31 3.37 3.50 -0.50 0.30 

3.我相信我可

以理解人力資

源管理老師上

課的內容 

31 3.57 3.47 0.45 0.33 

4.我有把握能

學會人力資源

管理這門課中

最困難的部分 

31 0.84 1.04 0 0.50 

5.我有信心在

人力資源管理

這門課能表現

得比其他同學

好 

31 3.33 3.17 0.67 0.25 

6.我覺得不論

自己多努力，

有些人力資源

管理的內容我

始終搞不懂 

31 3.27 2.93 1.20 0.12 

平均 31 3.42 3.30 1.74 0.07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學習人資之價值感是否提升 

 
表 2 學生對於學習人力資源管理之價值感前後測 

能力信念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7.我覺得人力

資源管理這門

課所教的知識

內容是很有價

值的 

31 3.6 3.57 0.12 0.45 

8.學習人力資

源管理這門課

能讓我獲得許

多實用的知識 

31 3.83 3.67 0.69 0.24 

9.我認為人力

資源管理這門

課的內容對我

未來的工作會

很有幫助 

31 3.8 3.87 -0.30 0.38 

10.我認為人力

資源管理這門

課是很重要的 
31 3.83 3.90 -0.24 0.41 

11.我覺得人力

資源管理的內

容很有趣 
31 3.83 3.8 0.12 0.45 

12.我覺得讀人

力資源管理是

很有意義的 
31 3.87 3.77 0.41 0.34 

平均 31 3.83 3.80 0.66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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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敘事探究的教學法學生是否對學習有高期望? 
 
表 3 學生對學習人力資源管理是否有高期望前後測 

能力信念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3.我很期望自

己在人力資源

管理能有好的

表現 

31 3.63 3.67 -0.11 0.46 

14.我希望能從

人力資源管理

這門課多學到

一些東西 

31 3.87 3.80 0.25 0.40 

15.我希望自己

能充分理解並

精熟人力資源

管理的內容 

31 3.87 3.73 0.49 0.32 

16.考慮自己的

學習情形，我

預期自己在人

力資源管理這

門課可以表現

得很好 

31 3.6 3.73 -0.49 0.32 

17.我期望自己

能從人力資源

管理這門課學

習到新的知識 

31 3.8 3.7 0.36 0.36 

18.我期望自己

能做出優異的

人力資源管理

報告 

31 3.57 3.73 -0.78 0.22 

平均 31 3.74 3.73 0.06 0.48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認知學習策略是否提升? 
 

表 4 學生學習人力資源管理之認知學習策略前後測 
認知學習

策略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 唸人力資源

管理時，我會

列出重點反覆

背誦。 

33 3.34 2.97 1.56 0.06 

2. 準備人力資

源管理考試

時，我會自己

將重點重新組

織、整理成筆

記或圖表來幫

助記憶。 

33 3.47 3.22 0.92 0.18 

3. 上人力資源

管理課時，我

會將老師上課

的重點做成筆

記，考前再看

一遍。 

33 3.62 3.25 1.51 0.07 

4. 我會將人力

資源管理的內

容組織整理成

大綱來幫助理

解與吸收。 

33 3.31 3.22 0.39 0.35 

5. 準備撰寫人

力資源管理

時，我會上網

33 3.63 3.66 -0.1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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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查閱書籍以

蒐集相關的資

料。 
6. 準備人力資

源管理考試

時，我會和同

學討論或請教

同學。 

33 3.59 3.81 -0.96 0.17 

平均 33 3.52 3.43 0.089 0.21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後設認知策略是否提升? 

 
表 5  學生後設認知之學習策略前後測 

行為策

略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7. 準備人力

資源管理考

試前，我會

先擬定時間

表與讀書計

劃，並按表

執行。 

33 3.19 3.47 -1.22 0.12 

8. 準備人力

資源管理考

試時，我會

用好幾天的

時間好分段

閱讀。 

33 3.19 3.47 -0.92 0.18 

9. 讀人力資

源管理遇到

不懂的地

方，我會停

下來，等想

通了再繼續

讀下去。 

33 3.72 3.43 1.01 0.15 

10.讀完一段

人力資源管

理內容，我

會自己問自

己一些問題

來測試理解

的情形。 

33 3.43 3.38 -0.11 0.45 

11.讀人力資

源管理遇到

不懂的地

方，我會放

慢速度，回

頭再讀，試

著去了解 

33 3.66 3.53 0.43 0.33 

12.準備人力

資源管理考

試時，如果

內容難以瞭

解，我會改

變讀書的態

度或方法 

33 3.63 3.41 0.69 0.24 

13.記人力資

源管理課堂

筆記時產生

困惑，我確

定會在事後

將困惑處整

理清楚。 

33 3.56 3.72 -0.57 0.29 

總平均 33 3.53  
 

3.49 0.4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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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敘事探索的教學法學生是否會逃避學習人資? 

 
表 6  學生是否會逃避學習人力資源管理前後測 

逃避學習人資

(自我設限)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1. 有些同學平

時不願全心投

入時間與努

力，等要交人

力資源管理報

告了，隨隨便

便寫一寫就

交，當報告分

數很低時，他

就說因為自己

沒有盡全力，

所以分數低。

這種情形與你

相符嗎？ 

27 2.31 2.38 -0.26 0.4 

2. 有許多同學

上人力資源管

理課時常翹

課，考試前臨

時抱佛腳，考

糟了，就說因

為準備不夠充

分，所以才考

低分。這種情

形與你相符

嗎？ 

 

27 2.27 2.38 -0.43 0.34 

3.  有些同學

在人力資源管

理分組報告時

都不蒐集資

料，也不參加

討論，到報告

時表現不好而

被老師批評， 

就說自己沒時

間準備。這種

情形與你相符

嗎？ 

 

27 2.12 2.12 0 0.5 

4. 有些同學會

找許多沒空唸

人力資源管理

的理由（如忙

打工、忙社

團、身體不舒

服…等），當人

力資源管理成

績表現不好

時，就說因為

自己其他的事

太忙了，沒時

間唸書，所以

影響成績。這

種情形與你相

符嗎？ 

 

27 2.38 2.15 0.84 .02 

5. 有些同學不

肯早點開始準

備人力資源管

理報告或考

試，總是拖延

27 2.31 2.04 0.88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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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一秒鐘

才動手，當成

績不好時， 他

就說因為太晚

開始而時間不

夠，才會表現

不好的。這種

情形與你相符

嗎？ 

 
  

6. 有些同學上

人力資源管理

課時不專心聽

講，打瞌睡、

和同學說話、

又不做筆記，

當人力資源管

理成績不好

時， 就說自己

沒有好好上

課，所以成績

不好。這種情

形與你相符

嗎？ 

 

27 2.19 2.15 0.14 0.44 

總平均 27 2.25 2.17 1.2 0.14 
 

表 7 學生在學習人資時是否會逃避尋求協助前後測 

逃避學習

人資(逃避

求助) 

人數 期中考 期末考 t 值 p 值 

7.唸人力資源

管理時，即使

想不通，我會

用猜的而不是

去問別人 

 

27 2.45 2.19 0.78 0.22 

8. 準備人力資

源管理試時，

即使有不懂的

地方，我常把

疑問擱著而不

是去請教別

人。 

 

27 2.46 2.70 0.64 0.27 

  

9. 上人力資源

管理時，即使

有聽不懂的地

方，我也不想

舉手發問或私

下請教老師或

同學 

 

27 2.58 2.31 0.89 0.19 

10.準備人力資

源管理報告時

遇到困難，我

會跳過去而不

想去請別人幫

忙。 

 

27 2.35 2.12 0.88 0.19 

11. 儘管花很 27 2.42 2.23 0.8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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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仍掌握

不好人力資源

管理考試的重

點，我也不想

請教別人。 

 
12.儘管準備人

力資源管理報

告時有疑惑，

我也不願去找

別人幫忙。 

27 2.46 2.15 1 0.16 

總平均 27 2.45 2.30 1.5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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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錄 二   學生回饋 

表 8 學生對於融入韓劇敘事探究教學法的教學回饋 

學生 回饋 

1 有，配合這部劇讓我更了解在公司方面的合作 

2 没幫助到，但至少有學習人物資源管理是啥課程。 

3 很有幫助，透過劇情更容易理解部門的分類，以及每個職位細項的工作內容，更能吸收學

習。 

4 有，原本沒看過梨泰院，上完這堂課學習到很多有關人資的概念，很多用人與人被用的道理

藏在其中，受益良多。 

5 有。 

因為黎泰院的劇情是跟人力資源相關的，所以可以從影片中劇情內容，搭配老師課程教學，

更有趣的來學習這門課，比較不會無聊枯燥喔~ 

還不錯👍👍 謝謝老師😁😁 

6 有幫助到我了解人力資源概念有 

多元性、勞動力發展、團隊合作、領導能力、社會責任。原本沒上這堂課不會特別去了解這

些，了解後發生平常生活中就會用到這些觀念，很謝謝老師這學期認真教導 

7 我在上完人資管理概念課程後，深刻體會到人力資源的重要性。透過這門課程，我學到了如

何招聘合適的員工、如何設計有效的培訓計劃、如何制定公平的績效評估制度等。這些概念

對於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 

此外，我也學到了如何了解員工的需求和期望，並提供相應的福利和獎勵，從而提高員工的

滿意度和忠誠度。透過這些方法，企業可以更好地吸引、留住優秀的員工，提高競爭力，實

現長期的成功。 

人資管理概念課程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我相信這些知識和技能將對我未來的職業生涯

產生積極的影響。 

8. 這堂課讓我學習了許多，在人資這部分也精進不少，上課的方式也讓人非常放鬆不覺得有壓

力！ 

9 藉由梨泰院來了解人資管理是我大學所學到最深刻的課程，老師的教學方式相當有趣 可以追

劇又能學到人材管理的重要性。 

10 有幫助讓我學到如何經營店家和管理人員還有遇到挫折別被輕易打敗 

11 上課的心得是更深入了解人資這一塊，平常工作不會接觸到的。只是有些難，但是還是歡喜

心去學習，也許有一天會用的。 

12 我覺得我在裡面學到我該要怎麼用人及待人，然後就像我部隊裡面學長姐講的幹部都要帶頭

做，不要只出一張嘴，這樣人自然的會想要跟著你繼續努力不管公司好或者不好的時候，都

會陪著你一起面對，所以人力資源管理到每個地方都重要，雖然真的因部隊常常不能來上

課，但有來的時候就想要學到一些東西帶回去部隊來改變我在部隊帶兵的模式。 

13 其實有影片搭配課程，我覺得不錯而且也有學到人力資源的內容，邊學邊看，學習力提升,不

會單獨像唸課本一樣教學，可以嘗試多用這種教學，會認知到很多 

14 幫助蠻多的.讓我更了解公司內部組織怎麽架構以及不同的性格怎麽帶領員工創造出不同的領

域 

不僅在人力資源這塊. 

我覺得在對於目標的執行上.希望能夠像圤世路一樣可以堅定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15 我認為非常有幫助而且過程中也看了一部非常好的韓劇，人力資源課程也讓我學會了怎麼畫

組織圖及工作說明書，也非常感謝老師的教導！ 

16 在這門課當中，我收穫的非常多，原本一開始懵懵懂懂，但是當老師透過「梨泰院 class」

這部劇來分析、討論時，我更加的了解人資的概念，人資這門課不單單只是用在課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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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人資更是運用在我們生活範圍內。 

17  人資管理在我學習的領域是新鮮的，但生活與工作卻深在其中。人資課程學習以來，接觸許

多是新知識解決的卻是工作與生活中一直重複面對與等待解決老問題。例如應徵、面試、勞

資問題、勞基法、工作內容、生涯規劃等等的學習內容都與生活及目前的工作息息相關。一

學期的學習，只能說開了一扇學習的門，期待能有更上層樓的進階學習的機會 

18 有幫助。讓我更了解如何在人力資源這部分應用到企業及社會上的重要性，也學到很多工作

的分配及專業知識。 

19 有 內容有趣可以放鬆的學習到人力資源 

20 有 因為這樣可以更了解如何分配管理職以及知道自己想要招攬的員工是什麼樣的 有一個大

概 

21 有 我覺得黎泰院 class 的內容與這節課息息相關，而且透過追劇的方法讓我更輕鬆的了解有

關人資管理的各方面。 

22 有 能學習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更好解決事情的方式 與團隊出問題該怎麼去解決！� 

23 因為這門課 也才認真看梨泰院這部劇 

這部劇讓我理解到男主角的不放棄 

也因此我還蠻喜歡這部劇的，這段時間我家裡也有想開店，看完讓我啟蒙了很多，但我也看

到開店的不容易，也因爲這次的期末考讓我學會怎麼做表格，分支圖那些，讓我收穫滿滿，

我很喜歡 

24 有，配合韓劇來學習人力資源比只看著投影銀幕聽課還容易吸收的進去，如果只是一直坐在

位置上聽老師講課，我應該會因為覺得太無趣然後聽到放空，這樣就完全跟不上老師的進度 

25 謝謝老師給予了這次學習機會～這次我非常認真的思考了這次考試題目很抱歉前面成績掉了

很多次於是我這次非常努力的做這次考試題目希望老師給我一次機會這次我發現這個梨泰院

class 告訴我了人力資源不管未來當老板但是當員工才發現沒有想像中的簡單需要很多很多

的資訊不僅在人脈還有工作熱情態度等等都對這次的非常有幫助！看完這個劇情我發現當初

介紹會長其實他也是從小小排檔慢慢的去體驗經驗慢慢成為了大公司底下才有那麽多的員工

所以告訴我了不管曾經是怎樣一定要告訴慢慢努力成長才會有今天 

26 沒什麼幫助到，因為我沒看這部劇 

27 看完劇再搭配老師教的內容有幫助我更了解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問題 

也讓我更知道自己以後求職或是自己當老闆的時候要怎麼去面對或管理公司 

用劇來引導上課的內容也不會讓我學習起來很有壓力 也不像平常上課那樣的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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