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社會領域閱讀素養教學與評量工作坊」單元設計 

壹、基本資料： 

設計者：呂忻昀、郭曉蓉、鄭凱文 

服務學校：大直高中國中部 教學時間：50 分鐘 

適用教學年級與主題：九年級 

閱讀文本資料來源：〈瑞士是故意的〉，2013 年三月號第 321 期，《遠見雜誌》。 

文本類型： 

□說明式：描述   □說明式：序列   □論證式   □解說式   ■混合類型 

設計理念： 

    遠見雜誌第 321 期提供瑞士因應全球化的策略介紹，可供國九學生思考台

灣瑞士之間的教育、思維、文化上差異，台灣與瑞士同屬小國，擁有地理位置

重要、天然資源缺少、重視國際貿易等許多共同點，在相似的條件基礎上，瑞

士在國家政策及人民共識的驅動下，有計畫的，有意識的按部就班的走出自己

的成功之路，看看別人成功的經驗，是否能為台灣帶來不一樣的改變？這是值

得我們思考的議題。一方面對照台灣經驗，評估目前台灣的教育政策，亦讓學

生對於升學迷思有新的看法，並且融入公民科、地理科全球關聯之經濟議題，

幫助學生理解全球化下的小國競爭力。  

    本篇文章可讀性及易讀性均高，長度適中，內容兼顧趣味與知性，配合九

年級全球化議題做相關的教學引導，學生可從中獲得社會領域的核心概念，也

適合作為閱讀素養教學與評量的參考文本。 

 

貳、文本內容： 

瑞士是故意的／工匠精神打造最低失業率                      節錄自 遠見 2013/03/01 

【文／高宜凡；攝影／陳之俊】 

  在大多數台灣人心中，瑞士有如遙遠的「人間天堂」。 卻不曉得，在歐洲歷史上，600 多年來僻

處山區的瑞士一直是最窮國，天然資源貧乏，只能在列強環伺中艱困求生。但也由於天然條件限制，

瑞士人更清楚自己的定位，「故意」不盲從其他國家的腳步，選擇屬於自己的路。 

 

600 多年來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現在的瑞士 失業率歐洲最低 

  當附近歐洲國家失業率飆到 20％以上，德國失業率也達 8％到 10％間，瑞士失業率約 3％，堪稱

歐洲最低。事實上，比對台灣與瑞士的基本資料，會發現許多相似處。 

  土地面積，瑞士比台灣稍大，台灣四面環海，瑞士則是內陸國家，地形同樣高山為主，最大差別

是瑞士人口只有台灣的 1∕3；外交方面，瑞士直接比鄰歐洲三大強權：德、法、義，過去還有奧匈

帝國（奧地利）在旁。每次只要列強交戰，瑞士就遭殃，跟台灣處於美、中、日、韓列強間的情況，

頗為類似；經濟上，兩國同以中小企業數量居多，而且由於內需市場狹小，所以都很倚賴外貿。台灣

的中小企業（200 人以下）數量占 98％，瑞士（250 人以下）數量更高，占 99.6％；瑞士是全球最標

榜「直接民主」的國家，平均每年舉辦四到六次公投，次數稱冠世界。募集足夠的連署數量，便可行

使「複決」及「創制」的公民權，影響政府法案或重大政策。 

  從表面數字看，台灣與瑞士好像很相似，其實兩國間有根深柢固的差異。這也是急於為台灣尋找

新發展模式的各界，近來熱切探訪瑞士的原因。 



小國勝在穩定，懂得運用優勢─瑞士的「故意精神」 打造出百年基業 

  短短百餘年，瑞士從烽火連天的窮鄉僻壤，搖身一變為全球最活躍、經濟表現最耀眼、形象最優

質的小國典範。為什麼？其實這是舉國上下精心策劃、且通力合作的結果。講白一點，瑞士很多策略，

都是「故意」的！ 

 

1.故意要開放：歡迎金錢、商機與人才進來 

  瑞士知道自己小，所以全面開放，歡迎外來的金錢、商機、跟人才。受惠於客戶保密制度，讓瑞

士成為富人最信任的資金避險天堂。目前全球超過 1∕3 境外金融業務由瑞士掌控，當地保險業有過

半收入來自國外。再來，瑞士透過租稅優惠，吸引各國企業進駐。現有超過 8000 家外商，其中 1000

多家在瑞士設立總部，帶來可觀的稅收及就業機會。招攬富豪跟企業之餘，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2002

年，瑞士開放歐盟公民前來就業、定居、置產，瑞士人也能自由前往歐盟工作。過去讓瑞士苦惱的多

種族跟多語言環境，如今成為吸收人才、打造無障礙溝通環境、經營跨國事業的利器。 

  現在瑞士多達 26％的大學生及 48％的博士生，均來自國外。境內有多達 124.9 萬名外籍工作人

口，占整體就業人口超過 1∕4，多數是白領精英或具有技術的鑽石藍領。這些人在瑞士求學、工作、

也可能定居下來，成為瑞士國力的一部分。 

 

2.故意賣品質：進口 1 噸貨 出口價值達 2.5 倍 

  知道自己小，缺乏人口與自然資源，瑞士便專做技術高、有質感的精密產品。當台灣陷入快速量

產、標準化、委外生產來降低成本時，瑞士卻只專注在少量多樣、高價質優、講究差異化的產品。這

也是為何中小企業跟台灣一樣多、經濟結構與台灣類似的瑞士，如今人均 GDP 超過 7 萬美元的主因。 

  例如觀光客到瑞士必買的鐘錶，儘管瑞士並非全球最大生產國，產值卻占全球的 57％，每支出

口價 639 瑞郎，可以買支全新的 iPhone 5。光一個鐘錶業，2012 年就創造 214 億瑞郎（約 6800 億台

幣）的外銷金額，幾乎等同台灣所有車輛產業總產值（去年前 3 季 4606 億台幣）。 

  為什麼瑞士鐘錶能賣這麼貴？因為他們把錶當藝術品。「要看時間，看手機、電腦就好啦！手錶

是藝術品，是用來欣賞、收藏的，」Swatch 集團創辦人海耶克曾說。 

  瑞士出品的高級錶款，可在硬幣般的狹小體積裡，巧妙地鑲嵌逾 200 個細微零件。用累積 200

多年的工藝技術，讓顧客甘心掏錢，甚至願意等待。儘管近年歐盟市場不景氣，大部分產品都外銷歐

洲的瑞士，去年出口依舊成長，就是因其高品質的產品力。 

 

3.故意在地化：讓瑞士製造風行全球 

  知道自己小，缺乏足夠內需市場的瑞士企業，很早便走出國門、開拓新天地。據德國聯邦統計局

調查，瑞士人均出口值達 3.2 萬美元，傲視全球，台灣則為 1.1 萬美元，排名第四。經濟主力為機械、

化學製藥、鐘錶、金融等，全都仰賴對外貿易，如鐘錶產品有 95％外銷。 

  雖然勇於拓展國外市場，但瑞士企業又極度強調在地生產，不但不使「Made in Swiss」的招牌蒙

塵，甚至強打瑞士製造。不管做手錶、巧克力、背包、還是大型機械的廠商，無論規模多大、歷史多

長，幾乎全都留在瑞士生產。只要貼上「瑞士製造」，產品價值就瞬間升級。 

 

4.故意尊工匠：創造高所得與穩定經濟 

  能做出令人讚歎的產品，關鍵來自高生產力的瑞士員工。近百年來瑞士社會醞釀出一種熱愛工作

的「工匠精神」。這讓瑞士人珍惜工作的可貴。瑞士有全歐最長的工時（每週 42 小時），大學就讀率

只有三成，社會福利也不像北歐那麼發達。卻擁有高所得、穩定的經濟成長率、連失業率也是歐洲最

低。「他們就像住在歐洲的亞洲國家！」一位學者如此形容。 



  兩年前，當地有議員發動延長休假、縮短工時的公投案，結果竟遭人民否決。不但變成喧騰一時

的國際「趣聞」，甚至還被法國媒體取笑。 

  工匠文化會誕生，是因為瑞士人的態度很務實，教育制度也以「就業力」為主要考量，而非學歷。 

 

5.故意重技職：不念大學收入一樣多 

  瑞士的義務教育只有九年，國中畢業後，超過 2∕3 的學生選擇職業教育。跟台灣幾乎人人上大

學的景象截然不同。全國已發展出 230 種職訓課程及 410 種產學專班，通常是每週在校二天、工廠三

天的「師徒制」訓練，有些行業如烘焙只要二年，鐘錶師則需培訓四年，連當農夫都有專屬職訓課。 

  過去，曾有台灣遊客到瑞士觀光，驚覺街上竟有少年在當油漆工，當下誤以為瑞士是個窮到得雇

童工的國家。殊不知，那是職業學校的實習課程。政府目標是讓 95％的高中學歷青年，都有就業能

力。讓學校與就業接軌，畢業後不會高不成、低不就，這正是低失業率的主因。 

  然而，要國中剛畢業的 15 歲孩子，馬上做出當學徒或上大學的人生抉擇，會不會太沈重了？這

套大學、技職的「雙軌制」教育，非常具有彈性，只要經過 1～2 年的銜接教育，便可隨時轉換、重

讀，不怕一次決定毀掉一生。 

  2010 年蘇黎士大學曾調查發現，13％的學生曾在兩種學制間轉換，而擁有兩種以上學歷或專長

的人，收入會高出同樣職位的同儕 1～3 成。 

  「就算你滿 20 歲、30 歲，想重念大學、或再去當學徒，都不奇怪，」維摩形容，雙軌教育就像

瑞士綿密的火車網，不管從哪出發都可到目的地。為何沒有職業階級之分？瑞士經濟協會創新經濟組

組長阿旺尼提斯直說：「因為不念大學的人，照樣可以賺一樣多的錢，甚至更多！」以 2008 年統計來

看，整體勞工平均月薪為 5777 瑞郎，最高是金融業的 9127 瑞郎，最低則是餐旅業的 4000 瑞郎，差

距只有一倍多。 

 

6.故意小政府路線：用人民共識驅動國家 

  最後，瑞士知道自己小，沒有內耗的本錢，所以徹底奉行「小政府」主義，用人民的共識來驅動

國家。中央政府只做兩件事：行政效率、基礎建設。由於種族、語言、宗教多元，因此瑞士人長年來

被訓練出善於傾聽、溝通的本領，永遠都要尋找折衷的「中道」。和諧的勞資關係就是這樣來的。20

世紀經濟大恐慌時期，促使瑞士勞工與雇主坐下來，並在 1937 年簽下和平協議，形成雙方的默契，

迥異於他國勞資單位多是對立的交戰局面。這便是瑞士很少罷工的原因。一來，很多爭端早在平日討

論中化解，二來，「我們瑞士人總想找出折衷之道，希望凝聚大家的共識，」季默門分享。 

  「瑞士社會是由下往上、由人民驅動的！」一位曾派駐台灣多年的瑞士電子業主管用開車比喻，

台灣社會就像醉漢亂抓方向盤，會一下子往右、又一會往左，瑞士則是方向筆直地龜速前進，但溫吞

的駕駛一直徵詢乘客意見，充滿戒慎恐懼。這種全民共同的憂患意識，就是驅動瑞士不斷向上的動力！ 

 

  同屬小國的瑞士，走出的這條小國成功路，值得台灣省思。 

 

參、文本結構分析（圖像化）： 

 

 

 

 

 

 



 

 

 

 

 

 

 

 

 

 

 

 

 

 

 

 

 

 

 

 

 

 

 

 

 

 

 

 

肆、教學活動與流程： 

主要教學活動與流程說明 時間分配 

一、課前： 

前一節課發下文本供學生回家閱讀，並思考文本後的提問，並依文章重點繪製架構圖。 

 

二、課中： 

1.以學習共同體形式，進行小組討論，逐題讓學生在組內分享文章的心得與提問答案。 

2.由老師帶學生逐題分享各組的答案，請同學將未想到的答案簡單紀錄於自己的文章

中，並給予總結回饋。 

 

三、課後： 

張貼參考答案與老師架構圖，並由老師批閱學生閱讀作業後，張貼較佳的作品於布告

欄，以供學生參閱。 

 

課前作業 

 

 

30 分鐘 

 

20 分鐘 

 

 

課後進行 

 

 台灣 瑞士 

相

異

處 

面積 較小 較大 

位置 四面環海 內陸國家 

外交 處於美、中、日、韓間 比鄰歐洲三國：德、法、義 

人口 較多 (瑞士的三倍) 較少(約 800 萬) 

政治  直接民主 

相

同

處 

經濟 中小企業數量居多；內需市場狹小，倚賴外貿 

地形 高山為主 

1.租稅優惠 

2.銀行客戶保密條款 

3.引進外國人才 

產品少量多樣，高價質優，講

究差異化 

瑞士製造，保留技術優勢 

1 熱愛工作 

2.態度務實  

3.工時長 

 

高生產力 

1.專業職業訓練 

2.彈性的高等教育制度 

1.行政效率、基礎建設 

2.人民共識驅動國家 

3.勞資雙方尋找中道 

採取對外開放 

重視產品品質 

強調在地化生產 

重視工匠態度精神 

重視技職教育 

小政府路線 

小 

國 

瑞 

士 

的 

成 

功 

因 

素 



伍、評量試題配置表： 

作答反應 

閱讀歷程 
選擇式 封閉式建構 開放式建構 

擷取訊息  1,2,  

形成廣泛理解  3,  

發展解釋  4,   

省思文本內容  5,  

省思文本形式   7 

 

陸、試題與評量規準（參考答案）： 

【評量試題】 

1. 瑞士國家雖小，卻能維持高度的競爭力，請仔細閱讀文本內容，分析瑞士本身具備哪些工業區位

要素？並找出支持的證據。 

勾選 工業區為要素 證據 

 原料  

 政策  

 資金  

 勞工  

 市場  

 動力  

 交通  

 

【參考答案】 

(1)政策：政府提供租稅優惠。 

(2)資金：瑞士的銀行客戶保密制度，使得境外企業設廠及資金充沛注入。 

(3)勞工：吸引國際人才進駐，及國內重工匠、技職資源所累積的技術人力資源。 

 

2. 根據以上文章，瑞士代表性的產品有哪些？ 

【參考答案】鐘錶、巧克力、背包、大型機械、瑞士刀（文章中沒有，可加分）。 

 

3. 承上題，想想看，為什麼這些產品這麼受消費者歡迎？請寫出三項可能的原因？ 

【參考答案】(1) 技術高、有質感 (2) 把產品當藝術品 (3) 少量多樣。 

 

4. 台灣與瑞士皆是土地狹小的國家，請就兩國的資源、工業發展、對外貿易上，做異同之比較。 

【參考答案】 

 

 

 

 

 

 

 

 相同 工業發展 

台灣 

 

國土狹小，山地為主， 

資源有限， 

市場小，重視對外貿易。 

高科技，以代工為主， 

量產、標準化、委外生產以降低成本。 

瑞士 

 

少量多樣、講究客製化、差異化、高

價質優，強調在地生產(瑞士製造) 



5. 文中提及瑞士沒有職業階級之分，請根據文章內容提出相關證據說明可能原因。 

【參考答案】『雙軌教育就像瑞士綿密的火車網，不管從哪出發都可到目的地，不念大學收入一樣多，

以 2008 年統計來看，整體勞工平均月薪為 5777 瑞郎，最高是金融業的 9127 瑞郎，最低則是餐旅業

的 4000 瑞郎，差距只有一倍多。』→由文中證據顯示，瑞士職業沒有貴賤，教育重於技術及就業力

的培養，當人民擁有這些技能，生活水準、薪資所得不會因為工作性質差異而有巨大落差，此為除去

階級的作法之一。 

 

6. 看完這篇文章，你覺得瑞士這個國家（或人民）最值得你學習的地方在哪裡？ 

【參考答案】（開放式問題，學生可依據自身想法回答） 

(1) 儘管天然資源貧乏，瑞士人清楚自己的定位，「故意」不盲從其他國家的腳步，選擇屬於自己的路。 

(2) 開放的心態，為國家引進更多的資源。 

(3) 熱愛工作的「工匠精神」，珍惜工作的可貴。 

(4) 教育制度也以「就業力」為主要考量，而非學歷，職業沒有階級之分。 

(5) 瑞士人善於傾聽、溝通的本領，尋找折衷的「中道」。 

 

7. 根據文章所提及的內容，作者為什麼認為「瑞士是故意的」？ 

【參考答案】瑞士從各方面「故意」塑造可能的成功因素，包含：採取對外開放、重視產品品質、強

調在地化生產、重視工匠態度精神、重視技職教育以及小政府路線…等，每一層面皆是國家考量自身

限制，積極面對並解決問題的方針，可從現在呈現的樣貌看出瑞士刻意、精心安排的過程，無一是偶

然達成的結果，因此作者才會說「瑞士是故意的」。 

 

柒、單元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的反思： 

1. 在本次單元設計歷程中，曾遭遇哪些挑戰或困難？如何解決？  

  (1)挑選文本不易 

  剛開始接觸閱讀素養工作坊時，對於文本之挑選顯得有些不知所措。文本的形式、內容、長度等 

等皆不知該從何下手，加上沒有一定方向與主題，蒐集資料更是毫無頭緒。所幸社會領域之公民、歷 

史、地理皆有各自之專業及關注之議題，在大家集思廣益及討論之下，總算以「瑞士是故意的」一文 

得到一致共識。 

 

 (2)發展評量及規準 

  由於閱讀素養研習所需文本及評量皆有別於一般常見之選擇題型，在文本中須設計出各種形式之 

評量及評分規準，加上須結合工作坊所學之各項技巧，著實不是容易的事。在幾經修正後，已大致完 

成切合文本之評量及規準，惟多設計相關之閱讀素養評量，相信會愈加熟練。 

 

2. 在本次教學實踐中，曾遭遇哪些挑戰或困難？如何解決？目前尚有待修正或改進困難的部分及其

主要原因為何？ 

 (1)教學時間不足 

  相信社會領域各科之狀況大同小異，在一周僅有一至二節課的情況之下，要完成閱讀素養完整之

教學活動確實有一定之困難度，加上當週適逢九年級段考，時間的壓力更是緊繃。因此在教學過程中

較難完整呈現所有觀念，例如結構分析之方法、討論與發表之時間控制等等。 

 

 



(2)答案高度一致  

  呈以上第一點所述，由於在教學時間上有所限制，教學時無法對於結構分析多加著墨，導致學生

對於結構分析的概念過於一致，大多是根據先前已有之先備知識發展結構分析，因此學生在發展結構

分析時一致性相當高。根據修正及建議，可試著讓學生發展「三段論證式」結構分析，訓練學生另一

種思維模式。 

 

3.教學實踐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情形為何？ 

(1)學生在討論前大多已將文章關鍵字畫上，並以之完成架構圖和自己的答案。有的學生洋洋灑灑，

有的學生尚待填上，最後在小組討論時，邊討論邊寫完這份作業。 

(2)討論的氣氛熱烈，彼此互相交流文章所見。若有對題目難理解之處，會有學生主動解釋問題，

並提供答案。 

(3)學生在架構圖上的表現讓人驚艷，因為文本中已有小標，學生多以文本小標作為架構，並從各

段落中找出證據支持，多以心智圖方式延伸瑞士的成功因素和證據。 

(4)學生看完文章後，紛紛表達對瑞士的羨慕之意，羨慕瑞士不盲從而走出適合自己的路，學生亦

表達許多的策略手段都是台灣需要見賢思齊的。 

 

4. 經過四次工作坊的參與，自己有哪些專業成長？  

   感謝董老師的引導及各校優秀同事的經驗分享，這次的工作坊讓我們學習到教師文本選取能力的 

重要性，如何進行真正的、有意義的閱讀素養教學與評量。所謂的閱讀素養不是透過考試可以培養的， 

而是要經由教師不斷的引導與示範，讓孩子學會如何閱讀、做摘要、作文本架構分析、擷取資訊、形 

成廣泛理解、省思及評鑑文本，最終從文本中學習到社會領域的核心概念，並且養成愛上閱讀，主動 

閱讀，主動學習的能力。 

 

5. 在本次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中，自己還有哪些省思與心得？ 

  (1)要選取適合國中學生閱讀，兼具可讀性及易讀性的社會領域文本需要經驗與時間的累積，文本 

選對了，後續的教學與評量將如魚得水。 

  (2)花費許多時間討論及修正文本架構分析，題目設計也要兼顧不同程度面向。 

  (3)本次研習與國九期末考時間接近，無法在每一個班級完整進行教學，且無類似討論經驗的班級

在教學引導上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及心力。 

  (4)採用事前（一、兩天）發放文章讓學生回家閱讀的方式，上課時學生較快進入狀況，在教學上

也較有效率。上課後在班級張貼各組討論成果可以讓同儕互相觀摩學習。 

 

6. 對工作坊內容或操作方式的建議為何？ 

本次工作坊老師上課內容豐富，講解生動，也提供許多實用的知識及經驗分享，獲益良多。但感

覺一個上午的時間較為匆忙，且下午還要趕回學校教學及處理班務，若能一次安排較長的時間，或利

用周末時間授課，在心態上可以更為從容，學習的內容更為扎實與完整。 

   

  再次感謝董老師及各位輔導團團員的辛勞付出，讓本次的工作坊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