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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養學⽣⾃主學習⼒是當今學校教育的重要⽬標，但教育現場許多教師對於該如何做才能培養出學⽣的⾃主學習⼒，卻有

⼼理上的猶疑或學理觀念上的混淆。本文探討⾃主學習的重要內涵，指出⾃主學習⼒的社會與個⼈⼼理層⾯，說明學⽣⾃主學

習⼒的培養，不只與教師的教學技巧有關，也包括師⽣關係與學習氛圍的營造。本文在教師的教學作法上，針對教師可能的疑

惑，強調教師的鷹架⾓⾊，並提供具體的教學建議。

關鍵詞：⾃主學習、⾃我調節學習、⾃我決定理論、鷹架

壹、培養學⽣⾃主學習⼒，教師擔⼼什麼？

      「⾃主學習」是指⼀個⼈能對⾃⼰的學習進⾏決定，主導並負責⾃⼰的學習。⼀位能⾃主學習的學⽣，不但有⾃⼰的學習

⽬標，並願意勤奮不懈，直到⽬標達成。⾃主學習的學⽣，對於知識充滿好奇，樂於探索，常能發展並具備調整學習的良好習

慣、⽅法與策略，成為持續學習的終⾝學習者。例如，喜歡數學的學⽣，可能為了解題⽽廢寢忘食；喜歡閱讀的學⽣，即便沒

有書籍可讀，也會不嫌⿇煩尋找圖書資源，對⾯不理解的地⽅，會使⽤摘要、提問等⽅式幫助⾃⼰閱讀。⼤陸學者龐維國

（2001）以「能學」、「想學」、「會學」以及「堅持學」為⾃主學習者的特質做了最佳的詮釋。

       臺灣社會重視教育的價值，然⽽，教育現場過於注重學科知識的教導，使得中⼩學教育出現兩個學⽣較不具⾃主學習⼒的

現象：（1）學⽣在有要求壓⼒下被動學習；（2）為數不少的學⽣，對於學習不感興趣、沒有熱情，從學習逃⾛。為了改善這

個現象，從1994年教育改⾰運動以來，教育政策已積極關注學⽣⾃主學習⼒的培養，倡導將教師中⼼的教學轉變為學⽣中⼼的

學習，希望提升學⽣的學習興趣與⾃主性。2000年開始實施的九年⼀貫課程，以培養「帶得⾛的能⼒」做為主要訴求，⼗⼤基

本能⼒環扣著學⽣⾃主學習⼒的培養，到了⼗⼆年國⺠基本教育課程則以終⾝學習為主軸的三⾯九項核⼼素養，緊密連結學⽣

⾃主學習⼒的養成⽬標。

       ⽬前多數教師雖然了解培養學⽣⾃主學習⼒的重要性，然⽽，對於該如何做才能培養出學⽣的⾃主學習⼒，卻有許多⼼理

上的猶疑或學理觀念上的混淆。例如，擔⼼給予學⽣⾃主空間，學⽣會做錯決定，或是容易⾃滿，不懂得謙虛，反⽽無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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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害怕學⽣「⾃主」、「快樂」地學習，反⽽降低學⼒成就；誤解學⽣⾃主學習，會使教師喪失正當⾓⾊；誤解教師不能使

⽤教科書；誤以為⿎勵同儕競爭是喚起學習動機最好的⽅式；誤以為⾃主學習的教學策略等於學⽣學習動機喚起的設計等等。

        學⽣⾃主學習⼒的培養，不只與教學技巧有關，也包括師⽣關係與學習氛圍，以下探討⾃主學習的重要內涵，強調教師教

學的鷹架⾓⾊，並提供具體的教學建議。

貳、學界如何界定「⾃主學習」？

        最具代表性的⾃主學習理論有⼆，著名的學者分別是美國學者Barry J. Zimmerman，以及加拿⼤學者Edward L. Deci與

Richard M. Ryan。Zimmerman以「⾃我調節」（self-regulation，或翻譯成「⾃律」），當作⾃主學習⼒的核⼼概念，看重

個體認知調節的作⽤。Deci與Ryan則關注個體⼼理健康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形成的⾃主學習⼒，其所採⽤的⾃主學習概念，通常

對應到英文的「autonomous learning」⼀詞。

⼀、⾃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ion learning）

        Zimmerman認為「⾃我調節學習」的學⽣將學習當作為⾃⼰⽽積極從事的活動，他不是在對教學進⾏被動的反應

（Zimmerman, 2002：65）。⾃我調節是為了要導向達成⽬標，⽽由⾃我⽣成的思想、感情和⾏為。Zimmerman的「⾃我

調節學習」與社會學習理論和晚近認知⼼理學家所論及的⾃我調節能⼒有所聚焦。社會學習理論的⾃我調節最終在成就⾼⾃我

效能（self-efficacy）；認知⼼理學家的個體⾃我調節能⼒，則特別重視⾃我監控等後設認知能⼒。總的來說，⾃我調節能⼒

涉及個體調節與監控⾃我認知的歷程。

⼆、⾃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

        Deci和Ryan主張⾃主性是⼈的基本需求，也是⼼理健康的基礎。從1970年代開始Deci和Ryan就以動機理論為基礎，提出

「⾃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SDT假定⼈天⽣是⾃我驅動的、好奇的、有興致的、勤於活動的、想

要追求成功的，因為成功獲得個⼈滿⾜以及⾃我激勵，但是⼈卻常因為後天的因素⽽變得疏離、機械化、被動或是無動於衷，

喪失⾃主學習的能⼒（Deci & Ryan, 2008）。SDT將⼈類的動機區分為⾃主動機（autonomous motivation）與控制動機

（controlled motivation），前者指個體內在所產⽣的動機，後者則是透過外在控制或要求所產⽣的動機（概念上，可等同於

內在動機vs.外在動機）。若在學校、家庭與職場中⽀持個體的⾃主動機，對於學⽣的學校學習、⽗⺟的家庭教養成效、員⼯的

⼯作職場表現，以及運動員的訓練成績，都有正⾯效益。學⽣⾃主動機越⾼，⾃主學習⼒越⾼，⽽另⼀⽅⾯，控制動機則有可

能傷害⾃主動機。

參、⾃主學習的社會與個⼈⼼理層⾯

        Zimmerman將⾃我調節學習細分成學習動機、學習⽅法、學習時間、⾏為表現、物理環境與社會性等⾯向，並指出學⽣

若能在這六⼤⾯向做出⾃覺的選擇與控制，就是⾃主學習。例如：具備⾃我驅動的學習動機、⾃⼰選擇的學習內容、⾃主調節

學習策略、⾃⼰計畫與管理的學習時間、主動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以及善⽤社會、文化與⼈際資源等，並能對⾃⼰的學習結果

做出判斷與評價。相反的，若是六個向度都由教師來決定，學⽣就越不⾃主學習。Deci和Ryan主張⾃主動機透過⼈類三個基本

需求（能⼒感、⾃主性與⼈際關聯）的滿⾜⽽發展⽣成。不論⾃我調節理論或是SDT理論，對於學習的內在⽀持⾏動⼒之產

⽣，都同時考量了宏觀與微觀的層次。宏觀的層次是社會的層⾯，微觀的層次則是指個體⼼理層⾯。前者探討社會制度、機構

與威權者（例如教師），如何釋放控制與限制，讓個體能發揮其⾃主性；後者則是從⼈性需求、⼼理健康以及認知學習的⾓

度，探究個體⾃主性的本質與⾃主學習的重要。

肆、鬆綁社會控制是⾃主學習的第⼀步

        個體的⾃主⼒常因社會或外在控制⽽削弱，當外在控制越強烈，個體的⾃主⼒就越萎縮。教師鬆綁控制，能促進學⽣的⾃

主學習⼒，學⽣因擁有⾃主⼒感受幸福與快樂，教師仍應扮演引導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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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學⽣更多為學習做決定的空間

        教師在教學中鬆綁控制，是學⽣發展⾃主學習⼒的第⼀步。教師可以透過尊重學⽣的課堂提議、在課堂中提供學⽣較具彈

性的學習時間、注重學⽣個別差異，提供不同的選擇機會、以及提供開放性的任務等⽅式，幫助學⽣學習⾃做決定以及⾃我負

責的態度（丁凡譯，2018）。

        有些教師看似給了學⽣做決定的空間，卻沒有真正鬆綁控制，無助於學⽣⾃主學習⼒的養成。在臺灣社會，教師往往覺得

學⽣做的決定不成熟，或怕學⽣犯錯受到傷害，基於「老師的意⾒比較好」或「保護學⽣」的想法或傾向，教師雖然給予學⽣

學習的選擇權，但卻對於學⽣的任何選擇都給予否定的回饋。這樣的鬆綁並不是真正釋放學⽣做決定的空間。例如，教師讓學

⽣⾃由選擇課外讀物，但不管學⽣選擇讀哪⼀本書，老師都給予否定，最後學⽣就會放棄選擇，把⾃主權奉還給老師，因為學

⽣知道老師雖然給學⽣做選擇的⾃由，卻早已有⾃⼰的定⾒。教師若仍然從「為學⽣好」的⾓度，扮演著權威者的⾓⾊，對於

學⽣的學習⽬標、⽅法與途徑都有⾃⼰的堅持，那麼學⽣無法學會做好的決定，始終還是依賴教師，無法⾃主。

        另外，從錯誤中修正，往往是學習的必要途徑，要培養學⽣的⾃主學習⼒，教師需鬆綁「唯⼀⽬標」、「標準做法」、

「標準答案」，讓學⽣有不⼀樣的思考或做法。如果學⽣做的選擇可能有不可挽救的後果，教師可以事先跟學⽣約定，在選擇

的過程中，透過討論來幫助其掌握「合理答案」與「合理做法」。與學⽣透過理由進⾏討論與對話，正是教師在學⽣⾃由選擇

歷程中所扮演的鷹架⾓⾊，可避免學⽣因⾃由做決定⽽產⽣過度⾃滿的現象，並可讓學⽣深化學習，對基本學⼒有助益之效。

在培養學⽣⾃主學習⼒的過程中，教師的專業之⼀是在排除學⽣致命危險的選擇之後，尊重學⽣有理由的選擇，讓學⽣有⾃我

成⻑的絕佳機會，以及獲得知識創新的喜悅。

⼆、營造⽀持、信任與尊重的學習氛圍

        SDT指出⼈際⽀持是⼈類的三⼤⼼理需求之⼀，正向的社會互動與⽀持，有利於⾃主學習⼒的發展。諾⾙爾得主物理學家

費曼先⽣，從⼩就喜歡動⼿探究事物，常幫鄰居修理電器問題，⽽獲得能⼒的肯定，並因此對器物特性有深入的認識。他在⾼

中常解微積分問題，在同學的請教中，因為解題速度越來越快，被同學視為數學天才，他的天才⼀⼤部分是來⾃同儕或社會對

他的期望。由於周遭的⼈認為他很會修電器，很會解微積分，使得他花在練習這些事情的時間更多，⽽能更精進。社會的⽀持

⼒量，會轉化成個體⾃我要求的⼒量，有助於⾃主學習⼒的⻑成。在學校教學情境中，教師可多利⽤同儕之間相互⽀持的⼒

量，讓學⽣更有學習動機。另外，教師在經營班級時，可以給予學⽣共同參與課程與班級活動規劃的機會，營造溫馨、信任且

具凝聚⼒的班級，學⽣在尊重、友愛的班級中，會因快樂且幸福感⽽⾃我要求，成為⾃我負責的⾃主學習者。

三、從「教師教」移轉為「學⽣學」的觀點

       教師在課程與教學中以學⽣為學習的主體，採取學習者中⼼的教學取向，將「學習責任的控制權」（locus of

responsibility）還給學⽣，讓學⽣在課堂學習的歷程中有更多⾃⼰做決定的空間。許多教師在教學上偏重單向的知識傳輸，有

些教師則以教科書作為教學的唯⼀教材內容，學⽣接收的僅是標準或單向的知識，沒有學⽣⾃做學習的空間。在教學歷程中，

有利於學⽣⾃主學習⼒的發展並不是捨棄教科書的內容或丟掉教師知識教導的⾓⾊，⽽是在了解學⽣的知識背景、經驗與需求

後，思考專業知能怎樣才能從學⽣⾝上⻑出來？採⽤怎樣的步調？做怎樣的教學安排？教科書的內容如何轉化？學⽣可採⽤哪

些學習⽅法或策略？

       在教學現場，有兩種將「教師教」移轉為「學⽣學」觀點的作法，並無法增進學⽣的⾃主學習⼒。第⼀種較不妥的作法

是，教師為了給學⽣做決定的空間，完全將⾃⼰的教師⾓⾊撤離，當帶著學⽣進⾏探究活動時，不給予指導語，也不給予探究

⽅向。例如⼀位國⼩⼆年級的教師帶著學⽣到校園尋找春天的⾝影，整隊讓學⽣到校園⾛⼀圈，要學⽣使⽤五官感受校園，回

教室後問學⽣有什麼發現？想要探討什麼問題？學⽣回答說聽到⾞⼦的聲⾳，看到遊樂器材，摸到榕樹的樹幹，想要知道榕樹

幾歲了？學⽣這些漫無⽬的的觀察，無法讓學習聚焦與深化，也可能因為缺乏學習的挑戰性⽽減弱學習動機。

        第⼆種較不妥的作法是，教師雖然讓學⽣探究學習，但學⽣被要求的表現可能超出其能⼒過多。例如，曾經有⼀位藝術教

師對⼩三學⽣解說印象派畫作，並指導學⽣以印象派技巧及使⽤壓克⼒原料進⾏創作，透過教師的協助與修畫，學⽣完成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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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範圍的作品，教師並將學⽣們精彩的作品，展⽰在學校⾓落，供全校師⽣欣賞。這位教師的教學安排並沒有讓學⽣有⾃

主學習的滿⾜感，這位教師的專業讓他⾼估了學⽣的程度，學⽣只能在教師⼀步⼀步帶領的框架中完成畫作，甚⾄有些學⽣誤

解教師只想炫耀⾃⼰的教學多麼豐富與精彩，因為學⽣表現的是教師的「厲害」，⽽非⾃⼰的能⼒。

伍、動機、學習策略是⾃主學習的個⼈⼼理層⾯

        SDT認為追求⾃主與擁有⾃主是⼈的本性，⾃主讓⼈幸福、健康，並發揮潛⼒。個⼈⾃主⼒展現在對於事物持續關注、會

使⽤⽅法與策略因應、反思與監控⾃⼰的⼼理歷程，最後形成⼀種普遍的⾃主學習傾向。

⼀、不只吃⿂，還要學會釣⿂的⽅法

        Zimmerman⾃主調節學習策略涉及學⽣如何學習，如何完成學習任務，如何控制與調整⾃⼰的認知學習歷程。例如，學

⽣發現課文很⻑，上課時沒有完全理解，回家後重新閱讀，並使⽤概念圖做整理，之後發現這個⽅法對學習很有幫助，於是常

採⽤此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習或進⾏閱讀。學⽣的學習策略可以透過⾃⼰的嘗試、覺察與省思發展⽽成，也可以透過教師的

教導學會，但都是個體⾃⼰發展⽽來，⽽非直接模仿或灌輸可得。學習策略的能⼒有個別差異，通常後設認知傾向較強，以及

常親⾃動⼿解決問題的學⽣，產⽣學習策略的能⼒較佳，使⽤學習策略的樣貌也較豐富。⽽個體若是經由他⼈指導發展學習策

略，若沒有⾜夠的實踐或經驗基礎，也無法真正習得。例如，⼩⼆的學⽣若閱讀經驗不夠豐富，教師直接教他摘⼤意的學習策

略是無法達成效果的，教師在教學中，需有機會讓學⽣反覆閱讀不同文本，直到他覺察到每⼀個段落都有⼀個主軸意義，這時

候教導摘⼤意的閱讀策略，就容易有成效，之後學⽣⾃⼰就能使⽤摘⼤意的閱讀策略了。

        學習策略的教學與「學⽣為學習主體的教學」取向息息相關，在這樣的教學取向中，教師善⽤教學策略，安排與規劃學⽣

使⽤學習⽅法與策略的活動。教師的教學策略與學⽣的學習策略之互饋歷程，成就學⽣的⾃主學習⼒。例如，教師使⽤問答的

教學策略來幫助學⽣學習使⽤概念圖摘要課文的⼤意，問題的設計與引導是教學策略，學⽣概念圖技能的學習、練習與精進調

整是學習策略發展的歷程，最後學⽣將概念圖策略應⽤在閱讀或複習課文上，這時學⽣就具有使⽤概念圖的學習策略能⼒。當

然，教師也可以使⽤概念圖法教授學⽣概念圖學習策略，在這種狀況，概念圖同時是教學策略與學習策略。教師要讓學⽣學會

釣⿂的⽅法，教學的巧思常表現在教學策略的安排與使⽤上。

⼆、讓學⽣喜歡釣⿂

        學⽣如果不喜歡釣⿂，即使學了釣⿂的⽅法，仍然不會去釣⿂。「⾃主」是⼀個⼈具有內在⽀持的⾏動⼒，包含採取⾏動

的驅⼒以及持續⼒，也就是所謂的動機。臺灣有為數不少的學⽣對於學習意興闌珊，甚⾄學業成就不錯的學⽣，越往⾼年級越

沒有讀書的興趣與樂趣，數項國際測驗評量的資料都可看到這個現象。以最近2015年TIMSS測驗結果來說，我國四年級與八年

級學⽣在數學與科學上在56個國家中，排名3－6名之間，雖然成績優異，但學⽣的兩端成績分布落差值極⼤，城鄉學⽣表現也

出現⾼差異。另外，學⽣在數學的⾃信、喜歡程度上都偏低，對於數學重要性的評價態度在世界各國為最負⾯的，學⽣的數理

學習呈現⾼成就低興趣的現象（數理簡訊編輯室，2017）。學⽣學習動機的啟發或激勵，成為我國教育的重要⼯作，也是⾃主

學習教育⽬標的重要內涵。

        （⼀）能⼒感與⼯作挑戰

        根據SDT理論，有能⼒感的學⽣，⾃主動機也會⾼。學⽣的能⼒感可以從成功的經驗獲得。透過⾃⼰的選擇、嘗試挑戰以

及挑戰成功或是解決某個問題後的成就感，形成不斷探索問題的動⼒。在學習情境中，學⽣使⽤⽅法完成⼀件具挑戰性的任務

或解決某個與⾃⼰⽣活相關聯的問題時，他就會越喜歡學習，並越來越能整合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於新的學習中，也會越來越敏

感於⽣活中與所學相關的問題與事物。能⼒感與喜歡學習或具學習動機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教師在教學中宜安排具挑戰性的任

務，並協助學⽣⾃⼰成功達成，學⽣的學習動機就會被激發，⽽當成就感與能⼒感不斷累積時，學⽣對於周遭問題會更敏覺，

也會更具問題解決的傾向，並樂於嘗試與使⽤各種解決問題的⽅法與應⽤所學的知識進⾏思考與⾏動，成為⾃主的學習者。但

當學習的任務過於困難時，會挫折學⽣的學習動機，這時教師扮演⽀持與⿎勵，或提供減壓策略的⾓⾊，學⽣也可能因此學習

到減低壓⼒，或分散壓⼒的學習策略。發明家兼漫畫家劉興欽先⽣，從⼩在⼭裡的農家⽣活中不斷地遭遇問題、解決問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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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讓他不畏困難，在不同的機會中創造想法、驗證想法、修正想法，⽽學校校⻑與師⻑對他的賞識，也讓他有能⼒感，他能

敏感於⼈們⽣活所需，⽽成為⼀位多產的發明家。

        （⼆）能⼒感與同儕競爭

        學⽣的能⼒感除了來⾃完成學習任務的成就感之外，也可能來⾃與他⼈的比較。在同儕互動中，即使教師不做成績排名，

學⽣都能很清楚的知道誰表現得比較好。透過比較，表現比較好的學⽣⾃然會較有能⼒感。因此，某些教師會以⿎勵同儕競爭

的⽅式來提升學⽣的學習動機。然⽽，競爭帶來的效益卻往往不如預期，因為⼀項競賽除了冠軍者之外，⼤部分其他⼈得到的

都是失敗感，換句話說⼀群⼈中的某個⼈的能⼒感是建基在其他⼈的失敗感上，教師所安排的同儕競爭，雖然激勵了某⼈的學

習動機，卻破壞了多數⼈的能⼒感。這個現象到了青春期的階段更加明顯，根據能⼒概念發展的研究，學⽣到了青少年階段，

普遍會低估⾃⼰的能⼒，也不愛公開被比較（吳璧純，2004）。教師在促進學⽣能⼒感的措施上，若要以同儕競爭的⽅式進

⾏，宜採取多元的標準與多樣的學習任務，讓不同特質的學⽣都有成功的機會。另外，⿎勵學⽣合作完成任務，或是跟⾃⼰比

較，讓⾃⼰不斷進步，是提升學⽣學習動機的積極做法。

       （三）⾃主動機與外在獎賞  

        ⾯對學⽣不喜歡學習時，教師常以外在獎懲的⽅式來⿎勵學⽣。外在動機雖然能誘發學⽣的學習動機，卻常傷害學⽣的內

在動機。Henderlong和Lepper（2002）的後設分析研究指出，獎賞的使⽤、外在動機的形成，或是SDT所謂的控制動機，對

學⽣⾃主學習⼒的養成，⼤多時候是具破壞⼒的。SDT理論認為控制性的社會⼒量，若要有助於⾃主學習⼒的養成，應以提供

訊息性的回饋為主，⽽非評價，如此學⽣可依據回饋訊息調整⾃我，⽽非在意他⼈對⾃⼰的評價，⽽使學習受控於他⼈喜好。

例如當學⽣繳交作業後，教師給的回饋應該放在學⽣作業的內容品質與改善的訊息上，⽽非直接稱讚學⽣⼈格特質的好與優

秀。對於學⽣⽽⾔，給他100分，不如在理解他與欣賞他的情況下，給予具體有⽤的訊息回饋。

        （四）⾃主動機與引起動機的教學設計

        動機包括引發與持續的成分。學⽣對學習的事物是否有興趣、想不想學習，常被視為⾃主學習活動安排的要件。傳統上，

教師在⼀場教學的開始，常以學⽣感興趣或⽣活有所關聯的事情來引發學⽣的學習動機。這個教學安排，可能讓學⽣對即將開

始的學習產⽣關注，但如果接下來的課程沒有引發學⽣問題探究的意識或是想尋求答案的意圖，學⽣很快地⼜失去了學習興

趣。⾃主學習所謂的內在動機是持續性的，從課堂到課後，從學校到⽣活。教師在規劃教學時宜從整體學習活動對學⽣的學習

意義進⾏思考，採取適切的教學取向，並能讓學⽣對所學有深化的意義。探究學習是⾃主學習的典型⽅式，從引發問題意識開

始，讓學⽣有問題想解決，提⽰學⽣解決的線索，讓學⽣⾃⼰或合作提出想法與解法，並加以執⾏與驗證。

        總的來說，要提升學⽣的⾃主動機，教師在教學上宜給予引導、協助與回饋，包括評量活動的安排，要能提供學⽣更多⾃

我完成、⾃我選擇、⾃我克服困難與⾃我控制的機會。Perry、VandeKamp、Mercer 與Nordby（2002）對幼稚園到3年級的

課室進⾏師⽣互動的觀察發現，以下教師的作法能促進學⽣⾃主學習⼒：（1）提供選擇，（2）提供控制挑戰的機會，（3）

提供學⽣評量⾃⼰與他⼈的機會，（4）透過學⽣⾃⼰或是同儕提供教學⽀持，（5）評量的進⾏必須不具備威脅性，⽽且是精

熟取向的。

三、除了釣⿂，讓學⽣在其他事情上也能積極學習

        ⾃主學習⼒⼀旦養成，就會成為⼈格傾向或素養，學⽣對於特定領域會更⾃主學習外，其態度、處事⽅法以及覺察⽣活問

題的敏感性等都會遷移到其他領域或是事物上。反過來看，如果能讓學⽣在不同領域學習與使⽤共通的⽅法與策略，也會有利

於⾃主學習⼒在不同事物與領域上的展現。例如，學⽣在不同領域學習專題研究或解決問題的⽅法後，就會將專題研究與解決

問題的⼀般原則與處理⽅式，應⽤到其他領域的學習或⽇常事物的處理上。⼜如，學⽣透過不同領域的學習任務，與同儕合作

完成任務，他的合作溝通能⼒的展現也會越來越好，更常會⽤於⾃主學習上。

陸、創意教學與⾃主學習提升學⽣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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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存在著許多⾃主學習教學的限制，例如教材的多寡、上課的時間量、評量⽅式的規範、學⽣特定學習主題先備知識的

多寡、家⻑的期望、教師的專業能⼒等等，因此，理想的⾃主學習教學很難達成，⾃主學習教學在教室中的展現是程度的展

現，⽽不是全有或全無的選擇。教師在教學中鬆綁控制、給予學⽣為學習作決定的空間、對於學⽣的選擇與⾏動給予⽀持與協

助、營造相互⽀持的班級氣氛、讓學⽣有機會學習並使⽤學習策略、讓學⽣有機會省思⾃⼰的學習成果與⽅法、給予學⽣成功

的機會、提供減低壓⼒的策略、給予訊息性的回饋，⽽非操控性的讚美，並且讓⽅法、策略以及成功發⽣在不同事情與不同領

域的學習上，那麼教師的⾃主學習教學成分就越⾼。

        教師若能嘗試在不同的學⽣學習任務上給予⾃主學習的教學設計，不但有助於學⽣學習，也能讓教學更多元、更具創意與

樂趣。某⾼中⼀群數學教師分享了如何將學習權還給學⽣的補救教學活動，發表的老師這樣說（節錄）：

我們以試驗的心情來進行這項工作，小規模的運作，四位老師輪流面對十幾位成績介於30-60分的學生。我們一改正式課程的

操作方式，從老師解說的教學改成以學生閱讀、發表，相互教學的上課方式。首先，結合數學史中的故事，讓學生進行閱讀，

以及上臺分享；接著開始指定範圍回家練習，上課輪流上臺教別的同學。老師們原本以為這件事情或許對學生太難了，學生說

不定都不配合進行；但是結果卻出乎意料之外，學生因為有主動建構知識的機會，以及必須扮演教學的角色，又有同儕的社會

壓力，在老師鼓勵的氛圍下，同學們都積極地投入討論與學習。經過了數週的課程，除了看到學生們愈來愈願意投入學習，段

考的成績的進步表現更是一鳴驚人，學生從過去數學考試不及格的情況，都能考到70、80分的成績，也有兩位躍上90分以上的

高分，其中一位是從原本30幾分的成績，在模擬考上的數學成績躍升為社會組的第一高分。

        分析這個數學補救教學發現，學⽣正是因為教師鬆綁了控制，賦予學⽣更多學習的責任、任務與⽅法的應⽤，學⽣的⾃主

學習空間擴⼤了，動機提升了，⽽社會⽀持的⼒量，讓學⽣願意堅持學習，發揮⾃⼰的潛⼒，讓⾃⼰有亮麗的表現，⽽能有成

就感與能⼒感，進⽽更能⾃主學習。

　　現場或許有教師仍然憂慮⾃主讓學⽣學習品質下降，Walker（丁凡譯，2018）在《像芬蘭這樣教》⼀書中提到芬蘭學校

⾃主學習的作為，讓學⽣對於⾃由與⺠主反⽽有較成熟的看法。在讓學⽣看過⼀段瑟⾕學校學⽣擁有完全⾃由學習的影片後，

芬蘭學⽣對於瑟⾕學⽣整天打電動浪費上學時間這件事，頗不以為然，芬蘭學⽣想要⾃主權，卻不想要那種幾乎完全的⾃由。

這件事情說明，學⽣在⾃主學習後會思考事情的意義、做較明智的選擇與⾃我負責，⽽當學⽣能⾃主學習時，教師可以安⼼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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