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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主學習的探索：

融合東西方理念的嘗試

高寶玉

摘要

近年來各國教育界甚為重視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東西方對自主學習的理

解有所不同，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對此理念的實踐也有差異。香港有獨特的文化

背景，嘗試結合中西理念，開創多元化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本研究先回顧西方自

主學習的理念，再分析中國大陸及臺灣自主學習的教學實踐情況。本研究透過一個

案例，闡述香港一個校院協作的項目，於自主學習模式的課堂實踐經驗。個案中

的課堂設計融合了西方的元認知策略和東方的預習模式，也用了不同的電子教學工

具。研究發現，學生於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態度上有所進步，教師對發展自主學習課

堂的認識及信心皆有所提升。本研究能為探索融合東西方自主學習的理論及模式提

供參考。

關鍵詞：元認知、自主學習、香港、實踐共同體、導學案

高寶玉，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副教授。E-mail: pyko@eduhk.hk
doi: 10.3966/181653382018031301002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March, 2018, Vol. 13, No. 1, pp. 29-53

An Exploration on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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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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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competence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recent years. The understanding of SDL varies 

not only among the pla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ut also among the places within 

Asia lik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Hong Kong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ideas in developing a 

multifaceted SDL approach.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ationale of the Western concepts of 

SDL, and analyzes the SDL teaching practices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hrough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atiates on an enacted SDL classroom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 

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 project.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the case has integrated 

the Western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the Eastern pre-lesson preparation learning 

mode, as well as adopting various e-learning tools to facilitate SDL. The fi ndings show 

that the self-learning attitudes and skills o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improved coupl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achers’ confidence in developing SDL less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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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的研究近年常見於中西文獻中，可

見自主學習似成為世界各地教育界所致力發展的項目。西方文獻中討論「自主學

習」或「自律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的論述與研究甚多；臺灣在不同的教

育改革文件中，經常出現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呼聲；大陸「導學案」模式的興起，

課堂強調學生自學。香港早於1990年代末，自主學習已受到教育界所關注，在2014

年教育文件重新強調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雖然各地是以類似的語言來描述，

但仔細分析之後，東西方對自主學習的理念有所不同，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對此

理念的實踐也有差異。本研究先回顧西方文獻，整理西方自主學習的理念；第二部

分從文獻分析中國大陸及臺灣對自主學習理念的側重與取捨，並以研究者近期於兩

地數所實行自主學習學校的考察，分析其實踐情況；第三部分則闡析香港於自主學

習一理念的探索與實踐。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交匯之地，教育亦不例外。在自

主學習的發展上，香港嘗試一種中西結合的多元教學模式。本研究透過一個案例，

闡述香港一個校院協作（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的項目，分析如何透過教師

群體的專業學習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模式，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為

目的，於課堂教學中的實踐經驗。本研究能為探索融合東西方的自主學習理論及模

式提供參考。

貳、西方自主學習的理念

西方文獻中有關自主學習的論述，有用“self-directed learning”或“self-regulated 

learning”一詞，仔細分析，前者似側重個人意志主導的學習，後者則強調自我調適

的學習，但無論是哪一個名稱，其實都是強調學習者作為學習過程的主體。早於

1970年代，學者Knowles（1975）提出“self-directed learning”一詞，定義為學習者主

動分析他們的學習需要，設定學習目標，識別學習資源、選取及運用合適的學習策

略，以及評估個人學習成果的一個過程。有學者的研究著重於從自主學習性質的角

度進行分析討論，即分析某類學習型態並歸納其與自主學習的關係，如Zimmerman

與Martinez-Pons（1990）比較分析資優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自我成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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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歸納出資優學生表現較佳，與其自主學習能力有關，另外，如研究不同的心

理品質或學習態度與自主學習的關係，包括學習動機（Boekaerts, 2010; Pajares & 

Usher, 2008）、學習者自我效能（Bandura, 1997）、認知能力（Pintrich, 2000）、

學習成果（Schunk, 1994; Zimmerman & Schunk, 2001）等。這些研究都肯定了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學習效能的正向相關關係，因此，世界各地教育界皆致力培養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西方的自主學習理論與實踐，皆強調學生主動的、建構性的學習過程。較為

人所熟識的有Zimmerman（1990）的社會認知學習理論，強調自主學習的「元認

知」（metacognition）過程，即個體在認知的過程中，能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

及自我調節，以達成他們自定的學習目標。自主學習需經歷三個階段，即計劃階段

（forethought phase）、表現階段（performance phase）及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 

phase）階段。然而，自主學習能力非與生俱來，需要引導者（如教師）在教學過

程中引導，並讓學生多練習，經歷一段時間的學習過程，從經驗中學習，逐步成為

自主學習者（Schunk & Zimmerman, 2007）。

Zimmerman（1990）認為，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是可以透過學校教學系統培養

的，有些研究便是聚焦於自主學習於教學層面的應用及成效（Boekaerts & Corno, 

2005）。這類研究大致有兩個方向：一、將自主學習視為一套可以明確地教授予學

生的技能（skills），例如，將元認知策略（如閱讀策略）教授予學生，以促進他

們自我運用與監控閱讀過程，提升閱讀成效（Paris, Wixson, & Palincsar, 1986），

有研究顯示，這種直接教授學生自主學習策略的方法能有效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及學

習效果（Hamman, Berthelot, Saia, & Crowley, 2000; Kistner et al., 2010）；二、強調

自主學習要從相關經歷中發展出來，是透過營造適當的學校環境加以培育（Paris & 

Paris, 2001; Perry & VandeKamp, 2000），如Paris與Paris（2001）提出在教學中設計

開放性（open-ended）的學習任務（task），以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課題激發學習動

機，所設計的學習任務能給予學生充分自由度自行處理以培養學生的自治感，協助

學生完成訂立的目標並建立協作關係，具有以上特徵的學習任務可讓學生在課堂上

體驗自主學習；Perry、Hutchinson與Thauberger（2008）也提出類似的教學策略，

就是設計具有挑戰性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有選擇課題並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機會，

提供師生、生生互動機會以幫助學生自我檢討。

總括來說，西方對自主學習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從一些成年或優秀學習者的角

度，歸納出自主學習的特徵加以分析，並分析學習者的不同心理特徵，如動機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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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關係。也有一部分研究是從教學設計的角度出發，以直接教授自主學習

策略的研究著重分析不同自主學習策略，例如，自我評估學習成果，或元認知策略

於不同學科的應用及其成效，而讓學生體驗自主學習的研究側重於課堂及學習任務

的設計，由此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給予學生。

參、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自主學習模式

文化差異，以致教育制度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自主學習模式。中國大陸與臺

灣所推行的自主學習，側重之處與西方模式有所不同。

一、中國大陸導學案模式

改變「滿堂灌」單向講授方式的呼聲經常在中國大陸出現，近10年興起的以

「學案」代替「教案」的自主學習模式也是以此為目標。「導學案」源於山東杜

郎口中學。二十世紀末，該校發現教師教學效能甚差，課堂側重單向講授灌輸，學

生學習動機十分低落，故紀律問題非常嚴重。為了扭轉逆勢，學校進行了全面的改

革，包括課堂教學改革，發展「導學案」，還課堂給孩子，把課堂由以教師為主導

的「教」走向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目的是扭轉單向講授灌輸式的教學模

式，以提高課堂的教與學效能（張暘、蒙澤察，2013）。改用導學案模式後，課堂

形式有很大的變化，上課時學生以小組形式討論和匯報。

杜郎口「導學案」模式被許多學校借鑑和學習，名目或有不同，但重點都是提

倡「先學後教」，並在課堂教學中重新分配教與學的比重。研究者於2015年參訪了

南京與杭州數所實踐自主學習的中小學，發現皆施行類似「導學案」的模式。例

如，南京市青雲巷小學設計的「袋袋本」，於每個學習單元內設五個重點，包括：

「嘗試學習」、「目標呈現」、「多元互動」、「主題探究」及「自我檢查」。當

中「學習單」的設計，由學生填寫「我發現」、「我想問」、「我探究了」及「自

我評價」等做整理反思。當中「我發現」和「我想問」是透過課前預習，培養學生

的學習興趣，以至培育學生探究及搜尋資料等自主學習的能力。課堂中教師透過互

動，把預習與課堂知識連結在一起，讓學生透過小組或個人探究進行學習，最後

「我探究了」及「自我評價」兩項引導學生反思學習成效。杭州筧橋實驗中學實施

「三自四學」的課堂模式，即「自治、自主、自教；獨學、助學、群學、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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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前自學，就教師提出的問題尋找答案，學生亦可自擬問題。上課時按教師指

示在小組內核對答案或探究解難等。學校四周的黑板讓小組展示匯報學習成果，其

他組在展示後可提問，最後由教師回饋，以釐清概念，總結及安排延伸學習。

總括而言，「導學案」模式原則上是先學後教，期望學生在家中預習，「自

學」了一些基本知識，以釋放課堂時間集中處理深層問題，使學習更具深度。教

師可透過檢視學生的導學案習作，了解學生對課題的掌握情況，對能力稍弱的學生

做出個別指導，解決學習差異的問題。中國大陸的「導學案」實踐期間也出現了很

多問題。學案的內容多以考試導向，試題化傾向嚴重，結果是由「課後練」變成了

「課前練」；導學案是要求學生「自學」，但未能培育其自學的技巧與「自主」的

意識；課堂活動是否能更互動及多樣化，則全在乎教師能否靈活運用。「導學案」

模式的創始者杜郎口中學於2012年宣布全校取消導學案，校長崔其升指出（搜狐教

育，2013）：

如果長期使用導學案，學生學習的依賴性過強，就不可能在學生的心靈裡生發出

進取、向上、踴躍攀登的強烈願望。教師原來的「滿堂灌」方式雖然改變了一幅

模樣，但是學生仍然是應付的無奈之舉，沒有真正解決從「要我學」到「我要

學」的蛻變轉身。

崔其升（2013）也指出：

過度依賴導學案有可能阻礙學生一系列能力的提升，例如自主能力、質疑能力、

聯想能力、探索能力、辨析能力、創新能力、觀察能力、判斷能力、獨立思考能

力、自我突破能力等。

這正說明導學案只是改變課堂教學程序，並非從培養學生自主的心理素質、學習態

度和技巧出發，有「自學」而沒有「自主」，導學案模式未必能培養出自主學習的

素質與方法。

二、臺灣自主學習模式─從翻轉教室到全校性方案

在臺灣，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呼聲，經常出現在各類追求教育創新的文件

中（梁雲霞，2009），早期的文獻中也有從心理學角度研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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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調整能力（程炳林、林清山，2001），這正反映出臺灣教育，特別是課堂教學的

問題有待改革，於近年大力提倡「學思達」教學的張輝誠（2015）指出：

我認為臺灣教育問題的根源在於：老師填鴨教學方式不動如山，以及評量工具的

僵化落後。

張輝誠指出臺灣的課堂教學模式仍是單向式口述教學，並以應試為主要目的，此情

況與中國大陸所說的「滿堂灌」無異。

所以臺灣近年有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興起，有由個別教師自發

（潘玉龍，2017；盧胡彬、陳雅青，2015），也有由大學教研人員推動的（呂冠

緯，2015；葉丙成，2015）。翻轉教室源於2007年，由兩位美國中學科學教師J. 

Bergmann與A. Sams所創。他們為了解決學生缺課的情形，使用錄製好的影片上傳

至網站，讓學生先在家看影片講解自學，再於課堂上以學習活動做跟進。這種教學

模式翻轉了傳統先教後學的教學模式，故稱翻轉教室。翻轉教室強調教師是引導

者，教師應先了解學生課前自學的情況，繼以透過提問和學習活動引導學生做更

深層次的學習，教師可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習難點和錯誤，做更深入的解說及引導

（Bergmann & Sams, 2012）。

臺灣有教師與學者在不同學科積極推動翻轉教室（葉丙成，2015；潘玉龍，

2017；盧胡彬、陳雅青，2015），但形式不限於網上預習，還包括要求學生上課前

先閱讀課本重點，整理成自己的筆記，再預習教學影片、上網找資料、以線上評量

測驗來帶動師生互動等，課堂設計則加入合作學習的元素來提高學習動機。總括來

說，就是要學生預習課程內容。

近年於臺灣甚為風行的翻轉學習模式，是由高中教師張輝誠所創立的「學思

達教學法」。「學思達教學法」是要求學生主動學習的一套教學方法，創立者張

輝誠（2015）認為，學生經歷自「學」、「思」考、討論、分析、歸納、加以表

「達」，學習才能深刻，能習得此種能力，才能成為終身學習者。張輝誠認為讓學

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學生在課堂上才能真正擁有學習主動權；教師在課堂所做的，

是不斷誘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思考，因為好奇心是學習的最佳動力。教師製作以問題

為導向的講義，運用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方法，讓學生主動參與，課堂時

間大部分為學生自學及小組研討。「學思達」的教學流程為：學生自學、自行研

讀、自行思考，接著是分組討論，共同分析、歸納和整理，然後抽籤讓學生上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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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讓學生互相觀摩，最後便是教師補充（張輝誠，2015）。研究者曾於2015年觀

看張輝誠與其他實行學思達模式的課堂，發現學思達教學法的精粹在於教師製作的

講義，當中包括大量精心挑選的材料，學生透過閱讀可一步步加深對課題的認識，

教師亦會設計許多不同類型的問題，引導學生深入探討課題。

臺灣另一類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是採用以全校性的角度來布局（whole-school 

approach），分年級進行縱向架構的規劃，在各年段依照學生發展的需要和學科領

域的狀況，安排自主學習時段（梁雲霞，2006）。此類型多由大學學者協作，與教

師共同因應學校的情況，設計具校本課程特色的探究活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研究者近期參訪之基隆市深美國小，即屬此種模式，由教研人員採用全校性的角度

來布局，設計縱貫性的鷹架架構（scaffolding），不同年級的學生會按不同的主題

進行小型研究，即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而學生於不同年級自主學習課程

設計有不同的重點與學習活動形式。課堂上，教師會按部就班地教授學生研究的步

驟及方法，如一、二年級「成立各種學習中心，讓學生自己選擇接觸各種領域的活

動，教師教導學生做選擇，讓學生沉浸在興趣中」；三、四年級在「學生自選的探

索主題下，教導學生體驗系統步驟，做概念圖、記筆記、做計畫、自我督導等基礎

學習策略」；五、六年級則「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興趣和目標，自選研究主題，以

個人研究或小組形式進行，向同學和家人進行分享及正式發表。並引導學生提出個

人學習進展的自我反省，和挑戰自己的規劃」（梁雲霞，2006）。

總括臺灣對自主學習的探索與實踐，翻轉教室或學思達教學法與中國大陸的

導學案模式相類似，皆為把課堂重點由教師講授轉為學生的學習活動，目的都是

提高課堂效能。因實用性強，又能照顧應試的需要，加上推動者的才幹與熱忱，

開放課堂與資源共享，故易推廣普及。但與中國大陸的導學案形式類似，都是強

調「自學」，忽視學生「自主」素質的培育；而課堂的質量及成效，甚受講義內

容與問題設計的影響，教師於課堂能否有效引導、給予高素質的總結與回饋（de-

briefing），皆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至於以全校性的布局，在各年級安排自主學習

時段，是以縱向課程（vertical curriculum）的理念，讓學生由低年級逐步發展自主

學習的技能與態度，教師於課堂則必須教授重要的技巧和策略，以「培育」為方

向，此形式較符合西方廣義的自主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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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香港的自主學習探索

一、香港自主學習的現況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一直是香港教育當局的目標。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2002

年編定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訂定了

七項的學習宗旨，其中一項是期望學生在10年內能夠發展創意思維及掌握獨立學習

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2002）。在2014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修訂《基礎教育課

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明確指出自主學習應是學校未來

重點發展的項目之一，期望學生在完成小學教育階段後，擁有獨立學習的能力，特

別是自我管理能力和協作能力（課程發展議會，2014）。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交匯之地，自主學習的實踐也融會各方特色。據趙志

成（2014）的分析，香港學校於自主學習的實踐，大致可分為三個取向：（一）

「元認知取向」：源於西方認知發展理論，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自我調適

（self-regulated process）的角色；（二）「導學案取向」：源於中國大陸「還課堂

給孩子」的觀念，以「預習」及「導學案」來配合課堂上不同形式的學生學習活

動；（三）「以資訊科技增潤學習」：運用網絡資訊及電子科技（e-learn），增潤

（reinforce）學生學習。但趙志成亦表示，以上三種取向，並不是非此即彼，有些

學校有交替使用情況。

香港推行自主學習仍在摸索的階段，一些國際性比較研究指出，香港學生於自

主學習心理相關的學習策略，如控制策略、努力與毅力、自我效能感、控制期望等

皆較許多地區弱（何瑞珠，2004）。事實上，香港現時不少學校把自主學習列為學

校重點發展項目之一，但在教師實踐的層面，面對不少的挑戰，令自主學習的步伐

較為緩慢。其中的困難包括教師習慣了以往的教學方法，特別是年資較深的教師，

較難認同自主學習，覺得不單影響教學進度，也加重了教師們的工作量，因為課前

預備需要充足，課堂活動也要重整（劉潔玲，2010）。另一方面，教師的教務沉重

加上行政及帶領課外活動的工作，教師根本無暇設計優質的自主學習課程。另外，

教學進度的限制、考試制度、教師對自主學習的專業知識、推行的意願、學校的支

援配套和學生的學習能力等，皆是教師在推行自主學習實踐層面的挑戰（吳善輝，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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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校院協作以舒緩教師面對的挑戰

要舒緩上述教師面對的困難，以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和外部的

支援是其中一些可行的方法。實踐共同體是指教師透過交流合作，創建了討論的平

臺與反思的空間，在實踐的過程中探討教學問題，以達到專業提升。外部的力量，

如學者與專家的支援，也有助實踐共同體的成效（吳俊憲，2010；高寶玉、賴明

珠，2015）。

香港教育當局常有支援計畫，鼓勵中小學與大學結成合作夥伴，建立校院協作

實踐共同體，共同研發優質的教學方案。下列個案來自研究者所帶領的一個為期2

年的大型校院協作項目，協助120所小學建立校內及跨校學習社群，並透過大學導

師的支援，與跨校實踐共同體協作，發展有效教學模式，而自主學習是其中一項研

發項目。本個案並非用以展示完美的自主學習課堂，而是闡釋香港教師於此課題的

探索成果及經驗，以供其他實踐者參考。

三、自主學習個案：小學英文科 

（一）個案背景

本個案是由三所學校組成的一個跨校實踐共同體完成的。於2015、2016學年，

三所學校分別選取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的學生參與該項目，教授該年級的英文

科教師共有10位，與一位大學導師共同協作。教師由培訓工作坊開始皆共同參與及

協商。過程包括：診斷學生的學習難點、集體備課、觀課、課後會議、檢討後修訂

再施教，然後教師則透過課後會議，分析學生學習成果，最後於分享會總結研究成

果，過程為時約六個月。

（二）研究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

本個案從多角度蒐集資料以深入理解整個個案，蒐集的數據包括：教案、課堂

錄像、課後會議紀錄、學生訪談紀錄等。由於文章篇幅限制，本研究主要說明教師

對課堂的總體設計理念，以及藉由每一個教學階段所採用的學習任務和教學策略，

闡述一個融合東西理念的香港自主學習課堂設計方案。另外，本研究也討論了參與

教師對該課堂設計的自主學習效能的觀感，以及他們在本項目中專業發展的體會。

（三）教學設計

三所學校經討論後，以閱讀策略─預測（prediction）作為該次協作的主題，共

同設計一個橫跨一、三及五年級的縱向課程，嘗試把自主學習的一些元素運用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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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學中，課堂教學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體驗該閱讀策略，而非直接向學生講

解運用的方法。各校將元認知的元素、翻轉教室、導學案的預習和延伸學習的概念

應用於設計中，讓學生設定個人學習目標，同時要求透過預習，為課堂做好準備。

教學設計運用多種的電子學習軟件，並設計活動以培養監控學習進程和自評。然

而，該教學設計不同於中國大陸及臺灣模式中的過度強調自學，預習任務的設計顧

及了學生的學習程度及能力，課堂的教學也並非只偏重互動，而是包含了教師的適

當教學指導。本個案的教學設計包括如圖1所示的幾個自主學習階段，其中的自主

元素在以下段落中分別闡述。

設定
個人學習目標

預習
課堂
學習

自評
延伸
學習

監控學習進程及反思

圖1　本個案教學設計

1. 設定個人學習目標

學校運用了Zimmerman（1989）自主學習學習過程的「計劃階段」─任務分

析（task analysis）作為課堂的起點，教師請學生設定個人學習目標，而目標的設定

既要有一定的挑戰性以激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又要是學生有能力達成並符合課程目

標的。因此，因應不同年級學生訂立目標的方式有所不同，一年級的學生，教師會

協助他們用一些較為容易量度的方法，如分數、學會的英文生字數目等作為目標；

五年級則以「我能夠」、「我明白」等設定學習目標，當中亦會要求學生簽下承諾

書，答允用心學習，達至個人學習目標（如圖2及圖3所示）。

2. 預習

預習是香港學校普遍使用的方法。一年級和三年級的預習，是參考了中國大陸

導學案的作法，設計預習工作紙。但工作紙的題目類型並不同於考試題型，題目數

量適中，因此，這種預習方案與中國大陸導學案以操練學生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別。

本個案的教學目標是英語閱讀策略預測，故一年級教師讓學生溫習身體各部位的英

文單字，以便學生在課堂上能懂得以身體各部位的特徵猜想文字中描述的是哪一

種動物；三年級的預習工作紙讓學生以圖畫及短句配對，找出單字的解釋，並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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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嘗試猜測故事的發展，最後亦會讓學生總結自己用了什麼策略（如圖4所示）；

五年級學生預習的方式同時參考了翻轉教室的作法，教師運用Edpuzzle網路平臺，

讓學生在觀看短片的過程中回答問題，並猜想故事情節的發展（如圖5所示），可

見，預習的要求並沒有臺灣翻轉教室模式那麼高，省略了自學成分較高的步驟（如

要求學生課前整理或上網查找資料）。

3. 課堂學習：閱讀策略的培養與電子工具的運用

預習的內容必須與課堂學習互相配合，因此課堂教學內容應是深化預習的學習

內容。本個案的學校課堂教學，以預習為基礎，運用故事書深化學生尋找適合的線

索進行猜測的能力。一年級運用了QUIZ故事書，讓學生猜出文字中所描述的動物

是什麼，如圖6所示。

圖2　設定個人學習目標─一年級學生

圖3　設定個人學習目標─五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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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三年級的預習工作紙

圖5　Edpuzzle網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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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以故事 “MEG and MOG”培養學生閱讀的策略。教師首先與學生核對預

習工作紙的答案，並詢問學生用了哪些策略完成預習。然後，教師在白板上寫下同

一本故事書中一些沒有在預習中出現過的生字，讓學生即時猜測單字的意思，最後

與學生歸納除了查字典，學生可透過文字及圖畫等猜測故事的發展和結局。例如：

教師讓學生猜想 “cauldron”是什麼意思（如圖7所示），教師透過提問 “What is the 

meaning of ‘cauldron’?”、“How do you know?” 及 “What strategies have you used?”，

引導學生思考並運用閱讀策略。

圖7　MEG and MOG

圖6　QUIZ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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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教師透過故事書及網路平臺Nearpod，運用提問及預習所得的閱讀技

巧，讓學生猜想Emma’s Problem故事的情節及結果（如圖8所示）。此外，教師亦

運用Edmodo網路平臺，讓學生在平板電腦上寫下猜想故事的結局；同時運用另一

個網路平臺Kahoot，讓學生學會如何在主題句（topic sentences）找尋關鍵字，以猜

想文章大意。如圖9所示，教師讓學生觀看圖片，猜想以下四句句子，哪一句不會

在介紹圖中地下鐵的文章中出現，然後讓學生用平板電腦選擇合適的答案。

圖8　Emma’s Problem

圖9　閱讀策略的培養與電子工具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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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雖然三個不同年級的教學主題是相同的，但課堂活動的設計卻因應

不同程度的學生而有所不同，活動在課堂上進行時，教師的角色是引導學生體會運

用預測的閱讀策略，給予學生嘗試運用並總結歸納所用的學習策略，因此，師生互

動機會較多，但學生學習過程並非只依賴師生、生生互動，教師的教學成分也占有

一定的比重，這一點與中國大陸的導學案和臺灣的翻轉教室有所不同。另外，五年

級的教學運用了電子工具以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

4. 監控學習進程及反思

本個案其中兩所學校以學習檔案的方式，運用了Zimmerman自主學習循環學習

過程「表現階段」─自我觀察（self-observation）的理念，讓學生自我監控學習

進程。教師設計了自我監控表，讓學生定時檢視自己的進度，並反思學習過程中成

功與失敗的原因。例如：一年級學生，在學習過程以「 」檢視自己能否正確讀出

和串出生字（如圖10所示）；五年級學生亦會依學習檔案內的表格，檢視每一次學

習的情況，並反思自己表現優劣的原因。由此可見，在課堂設計中融入西方自主學

習元認知的元素，希望學生培養自我監控、自我反思學習過程而達成既定的學習目

標。

圖10　自我監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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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評

完成整個單元後，學生需就自己的表現做一整體評估，並進行反思。這也是參

考運用了Zimmerman自主學習循環學習過程「自我反思階段」─自我判斷（self-

judgement）的學習模式，也就是融入了西方自主學習的元素。各年級亦因應學生

不同程度設計自評的方案，例如：一年級的學生就 “I am happy” 及“ I can do better” 

兩項進行自評；五年級學生則就自己能否掌握學習內容及學習所得進行自評，教師

亦讓學生填寫整體反思（如圖11所示）。

圖11　學生自評表

6. 延伸學習

課堂結束後，教師讓學生進行延伸活動，以深化課堂學習所得，進一步加強自

主學習和閱讀的能力，並給予學生機會發揮自主學習的能力。這正是參照了中國大

陸導學案延伸學習的作法。一年級的延伸活動是通過“Riddles”，讓學生猜想文字中

所描述的是什麼動物；三年級則借閱一本故事書回家看，請學生運用課堂所學的策

略閱讀書本；五年級即運用Padlet為課堂上的故事創作一個新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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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論：教學成效與教師專業發展

完成個案後，小組成員一同分析教學成效。在學生學習方面，教師於課堂觀察

中發現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有所提高，例如，學生會主動蒐集相關字詞進行學習，字

詞數量較教師所規定的還多。此外，於「預測」此一閱讀策略的教學效果，教師認

為學生對此策略的覺察（awareness）有明顯進步，於課堂活動中亦有運用此策略

的情況，但能否於日後的閱讀能自覺地運用此策略，則尚待觀察，教師指出這尚需

於日後教學中不斷增潤，並需觀察學生能否把此策略內化為個人常規閱讀策略，自

動適當地運用、自我監控及反思過程，這些習慣是需長時間的培訓及經驗的累積，

因此難以於此階段判斷教學效果。教師於課堂觀察中發現學生的想像力及思考能力

似有所進步，學習興趣有明顯提升，由於興趣是自主學習的重要推動力，故教師對

此甚感欣慰。

至於自主學習策略的運用方面，三所學校均是首次以自主學習模式進行教學，

對教師和學生來說都是新的嘗試。學生在家中預習，然後在課堂討論，解決了現時

課程太廣、課時不足的問題，但教師指出，因學生已掌握基礎知識，教師的課堂教

學必須更具深度，亦要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拔尖補底，所以教師的備課工作更

為艱鉅。

至於教師的專業發展方面，教師皆表示因以三所學校的教師協作計畫的模式進

行，集思廣益，故於教學工具及設計的運用皆十分豐富，除運用元認知策略、預習

模式，也用了不同的電子教學工具，對教師而言，是一次豐富的學習體驗，但部分

教師發現以「填表格」方式讓學生自定目標與自我反思及監控，容易流於形式化，

如以「我學會了」做檢視，學生縱然選擇該項，但是否真學會了，學生是否有自我

判別「學會了」的能力，則尚待檢視。小組成員總結日後實踐自主學習課堂時，亦

要注意避免中國大陸導學案模式的流弊，課堂前後充斥大量填寫工作的活動。

此外，教師一致認同跨校實踐共同體的協作模式，透過大學導師的支援，發展

有效模式，有助於他們的專業發展。部分教師於協作計畫初期對實踐自主學習不甚

認同，對其成效或有所保留，亦有欠缺信心者，但因組內成員皆態度開放，角色平

等，並共同設計及擁有（ownership）課堂，所以皆放膽嘗試。當教師於他人的課

堂觀察到學生的學習成效時，則對於自己課堂實踐自主學習的自信也增強了。教師

皆認為於協作計畫後無論對自主學習的理念及實踐方式皆有所提升，且會不斷反思

所用的方法以做出修訂。而本個案的學習所得，教師指出可應用於其他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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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本研究分析了東西方對「自主學習」概念的理論與實踐，並闡釋香港在自主學

習方面的探索情況。本個案中的自主學習理念及策略，包括西方的元認知策略、東

方的預習模式，也用了不同的電子教學工具。然而，由本個案教學設計的分析可

見，香港的教案加入了中國大陸及臺灣課前預習的元素，但預習任務相對簡單化，

以避免如中國大陸模式般過於依賴導學案並過於強調課前自學帶來的負面效果（崔

其升，2013），而高年級雖參考了臺灣模式翻轉教室運用電子工具於預習任務中，

預習也不像臺灣模式那般要求學生做整合資料等高階任務（葉丙成，2015；潘玉

龍，2017；盧胡彬、陳雅青，2015），這樣的設計方案較適合香港發展自主學習處

於初級階段的現狀，因香港的課堂教學還是比較偏重於教師主導授課的方式，若一

下子過於強調學生自學，把學習的責任全部壓在學生身上，學生有可能難以應付，

學習效果也可能會因此適得其反。另外，本個案課堂教學設計亦加入了西方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例如：設計開放性學習任務給予學生選擇機會，課堂上增

加師生、生生互動，給予學生學習反饋及反思的機會等（Paris & Paris, 2001; Perry, 

et al., 2008），而當加入這些元素時，將學生的學習能力考慮其中，以求達到培養

自主學習能力的最佳效果。由此可見，本個案教學設計是在中西方理念與實踐經驗

中求取平衡，並考慮香港教學的實際情況與教學傳統，在香港的常規教學課程中融

入自主學習元素，以期望達致較佳的學習效果。至於在實踐層面，研究者所帶領的

協作計畫，將大學與教師結成合作夥伴，並組織跨校教師實踐共同體，讓不同學校

教師一同探索如何發展出優秀的自主學習課堂。本個案的教學模式，似能使學生於

自主學習的技能與態度上有所進步，但這些皆需日後不斷增潤與鞏固。實踐共同體

模式有助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使教師對發展自主學習課堂的認識及信心皆有所提

升。但香港在自主學習的發展道路上，仍處於萌芽階段，研究者所帶領的協作計畫

尚在實踐，期望日後能整理更多不同個案的實踐經驗，探索融合東西方理論的自主

學習模式，為學界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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