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聽過 Podcast 嗎？ 

不一樣的學生宣講 

土城國中 薛幸家 

一、 主題規劃理念 

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群聚集會都要盡量避免，連帶著影響著輔

導老師在執行小團體、宣講等輔導工作。另外自己也思考到，我已擔任

多少年的專輔老師，辦過這些年資乘二的宣講場次了，那我的宣講是不

是都一成不變？我在準備宣講的過程熱情好像消失殆盡了？好像老了

快抓不到學生的口味了？ 

有著這一些的疑惑與質疑，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宣講方式對於學生

來講才是符合需求又合他們口味的？發現這些新媒體已成為他們常使

用、常觀看的一種新型社交方式。學生們為什麼喜歡這些社群軟體？其

實網路的平台一直推陳出新，重要的似乎不是什麼樣的程式，而是這些

社群媒體帶給他們放鬆、滿足與娛樂的效果，因此以這些為出發點並考

量疫情的關係，宣講的方式從上學期錄製 ppt用公播的方式讓該年級在

教室內觀看，到下學期因應停課調整為線上 podcast廣播的方式，來與

大家分享我這學年如何透過聲音及影像來實施宣講的工作。 

 

二、 主題實施歷程 

（一） 內容編制：關於內容的編制，

我會從主題的選定、寫稿、實際執

行的方式到最後的如何與學生預

告下次跟回收學生的回饋。 

1. 主題的選定：最一開始面對到的問題就是，要透過哪一種項目來執

行現在的 podcast宣講，我與夥伴苦思了很久，從歌曲、時事新聞、



動畫、電影…哪一個來切入比較好？另外核心議題要選哪類，性別

教育、家庭關係、情感、自我、生命…也是掙扎了許久，最後決定

用電影當做討論的素材，因為我們認為電影絕對是學生普遍接觸過

的，較親民也較大眾，如果因著此宣講可以討論到生命的議題又可

以介紹到電影，在這枯燥的防疫期間也是個好選擇。 

2. 寫稿：有鑒於上學期自己錄製 ppt旁白成效不好，學生們完全擺錯

重點，看到你會跟你說：老師，你的聲音怎麼聽起來不一樣很奇怪

耶，諸如此類的尷尬哈哈，所以決定這次一起找夥伴搭擋錄製。我

們選定主題後利用 google文件共同

編輯，就像聊天的方式一樣一句句的

打上並分工，另外也將我們想帶給學

生們的主題與重點利用小金句、小小

梗與自我揭露的秘密等去帶出。 

3. 實際執行：在正式錄製前需要一個安靜的空間、筆電以及可以接收

聲音錄製的耳機。我與夥伴大致簡單順了一到兩次的講稿就決定開

錄了，因為我們發現在那一兩次順稿當中已經出現許多小火花，那

是關於對方想要分享的故事或重點，而最一開始聽到的當下的第一

個情緒才是最真實最貼近的，所以我們意識到並不是要把稿子唸的

多順多完美，而是儘量讓我們埋藏的小故事可以用聊天的方式帶出

而不刻意，讓聽眾也就是我們的學生可以跟著我們的脈絡與情緒而

有的覺察與省思。 

4. 預告＆回饋 

在決定執行這樣的 podcast宣講方式時，也考量到如果效益不錯往

後或許是一個宣講的形式，因此決定把我們的 podcast節目取名，就叫

做療天「土」心事，也因為自己也聽了好幾個 podcast的節目，從中偷

一些小梗，像是前面埋了梗，要大家聽到最後才告訴大家為何叫做療天



「土」心事，另外也在錄製的最後預告了下一集可能有的方向，增加一

些期待感。 

（二） 內文分享 

關於內文的部份，因為考量會在疫情期間交由導師班週會時間播放，

所以在裡面也設計一些可以讓導師與學生互動討論的開放性問答，另外

影片的製作上就不像平常上課或宣講般內容的豐富，而是希望在線上學

習過度使用電腦的過程中，也能關掉螢幕用聽的方式達到同樣的效果，

也確實在回饋單中有看到學生對此的正向回饋。 

（三） 學生的回饋 

聽完 podcast宣講後，學生需要填

寫一個 google回饋表單，看到學生的回

饋單時，應該是整個過程中我感受到最

有成就感的時候了！這次的對象是七、

八年級生，總計 1168人，回收的回饋單

有 997位，每一筆都可以知道是學生們

認真聽完後給的回饋與建議，很多都讓

我會心一笑，不管是給予鼓勵的、直接

在上面分享心事的，或者是當起督導的

角色在給予建議的我都相相當感動與感

謝。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過程中夥伴揭露過往小時候曾經憋氣自殺的經驗，



回饋單裡一名七年級男生就很認真的回覆憋氣是死不掉的，並用了科學

與生理的構造詳細的解釋，真是讓我上了一課啊，同時也省思到身為老

師的一字一句都是相當有影響與力量。 

 

三、 感謝、反思與期許 

其實一開始對於這個構想真的充滿質疑與擔心，但很感謝夥伴亭瑄

的支持與合作，才能有這次宣講形式的轉變與完成。另外，在這次的經

驗中，我也省思到，比起過往傳統的宣講方式，或者是影片的包裝，

podcast宣講利用電台的方式少了一些表演與包裝的成分，但更多的是

專輔老師自身的情感與揭露，這樣的形式讓我想到了諮商工作不也是這

樣嗎，原來透過宣講也能有更多深刻的交流與陪伴，讓這個宣講更多了

些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