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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當自主學習成為日常

洪詠善

摘要

2020年初，一場新型冠狀病毒襲擊全世界，引發165個國家和地區實行學校停

課，逾15億名學生受到影響。在「停課不停學」政策下，各國展開遠距學習資源與

數位學習系統之研發及應用，提供不同對象與需求者能夠通過遠距自主學習提供心

理支持及學習不間斷。本文在此脈絡下，論析面臨世界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學校教育

中斷的困境，當自主學習成為日常，學校如何轉化危機以因應新世紀最大規模的教

學與學習方法的革新。本文從教育4.0趨勢造成的學習內容與經驗的改變，以新加

坡為例分析自主學習的經驗；其次，從新課綱核心素養內涵與相關理論界定自主學

習意涵；最後提出後設認知、導學、資訊科技應用、全校性自主學習模式，以及從

自我決定取向的四項設計要素，供相關政策規劃，以及學校與教師實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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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NeverStops: 
When Self-Directed Learning Becomes Accust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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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a severe special infectious pneumonia (COVID-19) 

attacked the world, causing 165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suspend school and affecting 

more than 1.5 billion students. Under the policy of “Leaning Never Stops,”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stant Education. To enrich learning 

resources and digital learning systems, governments provide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needs and comfort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s the dilemma faced by a large-scale school education interruption 

unprecedented in the world. When autonomous learning becomes accustomed, how does 

the school transform the crisis to cope with the largest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in the 21 Century. First, it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autonomous learning from 

the changes in learning content and experience caused by the trend of Education 4.0. 

Secondly, it defines the meaning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from the core competences 

conno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related theories. Finally, four models 

including metacognition, tutor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chool-wid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s well as four design elements from self-

determination orientation are proposed for relevant policy enactment, as well a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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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cher practic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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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至今已經一個禮拜關在家，從來沒想到年輕人是如此渴望的學習。我們的孩子一

如往常早起（女兒七點起床，其他人八點），他們都在網路上拿到自己的功課；

念初中的男孩通過 e-mail拿到該讀的文章、該做的韻律操，比如一天50次的伏地

挺身，因為顧慮到每個家庭生活條件不同，所以變化不多；而我學生通過 Skype

要求上課，沒有 Skype也寄給我錄音影片，之後我再做些評論；兒子自己打電話

給大提琴老師要求也在網路上課，晚餐後我教家人中文，天上掉下的空閒更加深

家人的感情互動往來；有一件事我可以很肯定的就是今年的花園一定很美，因為

我們在花園花下不少的精力時間，男孩子的下課期間就在花園幫忙，我從兒子那

裡學習如何投籃球！白天有時也幫忙附近老人家採買購物，在困難中，我看見人

性善良的一面……。（2020年3月22日LINE訊息）

這是2020年3月22日定居比利時任教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Koninklijk 

Conservatorium Brussel）的同學Lu傳來的訊息。2020年一場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病毒）襲擊全世界，比利時如同許多國家政府採取社

交距離及暫時關閉學校，並啟動「停課不停學」的措施，改變了習以為常的學習方

式，喚醒也拉近了人際相互關懷扶持的心理連結。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 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20a, 2020b）的

統計資料顯示，學校停課加劇學習不平等，對弱勢兒童和青年的影響尤其嚴重，估

計有87%學生受到學校停課影響，共1.52億名學生停課；165個國家和地區實行學

校停課已使逾15億名學生受到影響。為支持學生學習權益，各國致力減輕停課對學

生的直接影響，加劇學習不平等現象，學校停課特別是對處於弱勢地區的兒童與青

少年造成影響，除了學業，還包括營養健康、安全保護和情感支持的安全網；故

UNESCO發起成立「全球教育聯盟」支持各國推廣應用遠距學習方案，確保最易受

影響的兒童和青少年停課不停學。該聯盟所彙整的遠距學習資源，包含心理社會支

持資源、支持教師和學習者的數位學習管理系統、應用行動電話的學習系統、針對

偏遠或數位網絡困難區域的離線學習系統、大規模網路開放課程、主題式自主學習

內容、行動閱讀應用程式、溝通互動協作平臺、教師製作數位學習內容工具等，提

供不同對象與需求者能夠透過遠距自主學習讓溝通互動、心理支持與學習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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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眾人防疫努力下，教育部訂定因應疫情的停課標準（2020年2月19

日），學校遵守防疫措施照常上班上課，為超前部署教育部展開「防疫不停學—

線上教學便利包」（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同時訂定「線上

課程教學與學習參考指引」（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20）鼓勵教師善用線上

學習資源工具，規劃線上教學與學習內容，並依課程進度及學習需求搭配學校使用

的課本及習作，給予學生適合的課程與學習內容。此波疫情加速了教育4.0的學習

革命，《商業周刊》以〈雲端教育大爆發：病毒比108課綱更快翻轉學習觀念！觸

發遠距商機〉（李雅筑、侯良儒，2020）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導，防疫伴隨著遠距學

習的準備與實施，從硬體設備到數位內容與平臺系統的建置，從中央、地方到學

校，結合公私協力共同為「學習」與「學習者」勾勒新圖像，促使教育工作者再次

思考學校教育的價值及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意涵為何？誠如該文引用均一執行長呂

冠緯的觀察：

城鄉差距不一定會擴大，但「有能力自學者」跟「被動學習者」能力差距會加速

擴大。這代表，未來將是自學者的天下。

從學校課堂的土地到遠距學習的網路雲端，隨著疫情過後，以及預防性的超前部署

與商機，自主學習的資源也將持續研發建置，提供並滿足訴求個別化與自主性的學

習需求，那麼，面臨世界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學校教育中斷的困境，當自主學習成為

日常，學校如何轉化危機以因應新世紀最大規模的教學與學習方法的革新？而且有

可能一去不回頭。

貳、教育4.0與自主學習

「停課不停學」具有主動積極的學習觀點，它不只是線上學習，廣義而言，是

教師支持學生自主學習。學生的學習動機影響自主學習的意願和能力，當孩子具備

高學習動機時，即使停課在家，也主動要求學習並自我管理時間與學習進度；當學

習的主動態度成為習慣，那麼自主學習即成為日常，隨著此波防疫工作各國政府投

入資源建置學習平臺，充實學習設備，研發線上學習之內容，種種的努力無疑為學

生自主學習奠定厚實的基礎，也觸發學校教育及「學習」概念的轉變。世界經濟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20）於2020年1月提出「未來學校—工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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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界定新教育模式」，迎向自動化生產與價值創造的產業革新時代，教育已經

面臨學習內容與學習經驗轉變的關鍵時刻。首先，在學習內容方面，為培育未來社

會負責主動的公民，將基本的讀寫算能力提升轉化為技能模組（skillsets）實施於

課程中，學習內容包含以下四項主要技能：一、全球公民：關注世界永續發展，並

且在全球社群扮演主動參與角色；二、創新與創造力：包含複雜問題解決、創意、

系統分析等技能；三、科技應用：包含程式設計、數位責任、使用科技等數位技

能；四、人際情緒商數（EQ）等技能：包含同理、合作、協商、領導、社會關注

等之人際情緒商數。

其次，在學習經驗方面，更為廣泛應用新的學習科技，整合學習內容與經驗，

形塑教育4.0的學習生態系統，其特色包含：一、依據個別化需求與個人速度所規

劃的學習；二、讓不同需求的學生都能學習並相互融合的學習情境；三、因應未來

工作世界，更加重視過程與問題導向的專題及合作學習；四、每個人都能依據個人

需求持續學習精進技能，邁向終身以及學生驅動的學習。如圖1所示。

學習內容

全球公民技能，如關注永續發展
與主動參與全球社群

創新技能，如複雜問題解決、系

統思考、創造力

科技技能，如程式設計、數位責
任、科技使用

人際互動EQ技能，如同理、合作、
協商、領導、社會關注等

學習經驗

個人化與自我調節學習速度的學習

無障礙與融合的學習

問題導向與合作學習

終身學習與學習者驅動的學習

圖1　世界經濟論壇教育4.0架構。引自Schools of the Future: Defining New Models of 
Education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y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schools-of-the-future-defi ning-new-models-of-education-for-the-
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長久以來，國家層級課程綱要部定課程主要以領域與科目為組織的學習架構，

近年來各國課程改革重視核心素養或共同能力的培養；隨著教育4.0發展趨勢中，

訴諸於素養能力為核心的跨領域學習，強調從奠定基礎學力，漸漸擴展提升至學

習參與社會、成為全球公民，洞悉與解決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具備數位科技能

力，培養人際溝通合作與領導等能力；因此，學習不是被動掌握領域與科目知識

及技能，而是一種能動（agency）與能力（capacity），在探究與發現歷程中，擴

展承擔責任面對自己與世界，共同追求福祉的能力（Nixon, Martine, McKe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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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son, 1996, pp. 49-50;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因此，各國「停課不停學」的防疫行動中，致力建構的線上學習科技內

容、工具與平臺，直接挑戰教師備課與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能力及習慣，並間接促進

豐富的學習資源平臺，從教科書教學為本轉向依學習者需求調節學習速度的個別化

學習與自主學習。然而，我們更要進一步追問，線上學習是否足以取代學校教育？

以新加坡為例，政府隨著疫情形勢的惡化，4月開始，政府宣布從小學到初中

學校每週進行一天在家學習，學生運用線上學習資源平臺（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1。2018年，新加坡因應全球化，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和科技技術的進步，

提出學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能力架構（如圖2所示），以為學生的未來面對瞬息萬

變世界做好準備，期待培養具備自信、自主學習、對國家與社會積極貢獻的人。

二十一世紀能力架構以尊重、責任、正直、關懷、復原力、和諧等價值為核心，作

為知識和技能的基礎；接著開展第二環的社交和情緒能力，包含識別和管理自己的

情緒、發展對他人的關懷、做出負責任的決定、建立積極的關係，以及有效應對挑

戰性環境等能力；該架構的外環則是二十一世紀技能，包含：一、公民素養、全球

意識和跨文化技能；二、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三、溝通、合作和資訊技能等，這

些能力係學生能夠掌握並活用數位科技時代豐富機會的技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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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核心
價值

關
心
的
公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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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貢
獻
者

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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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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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 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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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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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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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新加坡二十一世紀能力架構

1  學生學習空間（SLS）請參考：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syllabuses/singapore-student-
learning-space-(sls)#about-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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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是新加坡教育部於2018年推出透過數位技術轉變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經

驗的主要策略之一，提供學校領導、教師和學生使用。呼應政府提出二十一世紀

能力的教育發展，尤其培養未來人才賦予自主學習的能力（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7），因而建構SLS線上學習平臺，研發與提供資源給所有學生從小

學到大學預科學習，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和興趣進行個別化學習。此外，SLS

也提供教師教學工具、設計有意義的學習體驗和環境，例如，教師可以使用思維可

見的工具，促進並解決理解的差距；同時提供跨教室和學校教師協作與共備的線上

平臺，改編和分享新的教學法；政府與外部合作開發各種互動資源（如影片、動

畫、模擬、遊戲和測驗等），提升學習投入並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團隊合作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以因應此波疫情於4月啟動的每週一天

在家學習為例，學生一早8點登入SLS系統，查看教師指定作業及學科學習進度，

例如科學，教師會指定觀看影片幫助理解學習主題，有時還有簡報。有家長提到白

天上班，無法監督孩子學習，需要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和自律態度；家中缺乏電腦

或是網路設備的學生，則到校接受教師個別指導線上學習；此外，教師還必須確認

每位學生是否有上線，以及回饋學習作業2。從新加坡經驗，因應二十一世紀教育

4.0趨勢，教學轉變需要結合學習價值與架構的支持，如SLS支持未來人才所需自主

學習的習慣與能力，同時更影響教師工作習慣，從主要教學者轉變為學習設計、支

持與回饋者，以及家長角色從監督者轉變為陪伴與共學者。

綜上所述，面對未來的教育改革趨勢，在此波疫情中，自主學習日益受到重

視，更加速了數位科技與線上學習資源驅動學校課程及教學轉變；臺灣2019年實

施以培養終身學習者所具備核心素養為主軸的新課程綱要，強調生活情境、學習脈

絡歷程、方法與策略整合的學習設計，提倡各教育階段自主學習能力與態度的培

養，自國民小學開始為學習能力奠基，國民中學鼓勵嘗試自主學習，高級中學教育

階段彈性學習時間中則規範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進行自主學習，以成為獨立自主

的學習者；為何二十一世紀培養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素養必須奠定在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上？又，除線上學習的自主學習外，還有哪些模式？學校教師如何因應此轉變趨

勢？

2 資料來源請參考新加坡Mediacorp，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U4EgjU-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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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素養導向的自主學習意涵與模式

值此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之際，因應疫情各國在停課不停學的原則下，加速自

主學習的資源與平臺的研發與建置，師生展開自主學習的準備與嘗試；當疫情過

後，累積的經驗與資源將豐富素養導向之課程及教學，接下來分別探討核心素養內

涵及其中蘊含自主學習的意義，以及不同模式之應用。

一、培養具備核心素養的自主學習者

對於世界充滿好奇與自發主動探索的欲望，是人的本質。學校教育要能保護與

激發學習動機及熱情，引導學生能夠在與自我、他人、社會、自然的各種互惠共好

的互動中學習，並能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學校能帶給孩子生命的喜

悅、生活的自信、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因此，課程與教學規劃最重要的就是

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終身學習者。這也是

各國近年的課程變革共同方向，培養關注自我發展、社會互動與永續發展的共同能

力或素養。因此，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及實施要能為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及社會參與的終身學習素養，以面對挑戰、創新未來、協力合作謀求幸福與共

好。

換言之，具備「核心素養」的終身學習者是育人目的，而「素養導向的課程及

教學」是實踐途徑。孩子在進入社會前，來到學校接受教育。因此，學校是孩子全

人發展、認識世界與探索天賦的實驗及培力的場域，唯有讓孩子在學校中真實體驗

生活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學習承擔風險不害怕失敗，擁有系統思考的能力、樂於

探索勇於嘗試的心態，不斷自我挑戰、創新與反思，這是為孩子生命啟航所準備

的第一個面向的核心素養，那就是成為自主行動學習者，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學校課程是學生學習經驗的整體，而教師、學生、教材與環境等組織設計及交

互作用則影響學生學習。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不是填滿，而是適度留白，在不同的

問題或任務中讓學生選擇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及規劃執行來解決問題或是

創新應變，提升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因此，國小奠定學習基礎與鼓勵應用學習策

略，國中嘗試自主學習，高中則成為獨立自主學習者，期透過學校課程與教學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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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學習、自主學習，以能終身學習。

再者，是溝通互動。我們處在一個與他人和環境綿密互動的情境，學校教授各

種文字、符號、資訊科技、藝術與美感等不同物質及社會文化工具，是學生面對生

活與職場世界各種議題時發揮觀點表達及協調溝通的工具，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不

只是學工具，而是提供不同情境與方法，如新冠病毒對生活各層面影響及各領域的

行動、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的倡議、生活情境中的美感設計、永續城市問

題解決等，讓學生有機會在真實生活世界、學校與社區情境、線上虛擬情境等自主

地發展夥伴關係，嘗試解決衝突、協調整合、能整合活用各種溝通互動的工具與方

法，以培養學生同理、思辨、批判與創造力面對多元複雜的情境。這是為孩子豐富

生命的第二個面向的核心素養，包含「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

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臺灣豐厚的傳統文化及多元文化特色，在彼此緊密連結與相互影響的地球村及

生態系裡，認識自己文化所蘊藏的美好，汲取不同文化的滋養，面對社會與國際的

多元性，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不只是認識社會及文化，而要能讓學生有機會體驗

不同情境，如社區的探查與服務、文化體驗、校園與社區的營造、國內外時事或公

共議題的思辨或倡議行動等，讓學生認同自我文化、覺察國際與社會脈動、關注公

共議題，甚至與他人或群體合作，共同提升人類整體生活品質。因此，社會參與既

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民意識。為追求幸福美好而永續發展的生活世界，這

是學校教育承諾孩子第三面向的核心素養，包含「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

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終身學習者，學

校課程與教學要能啟發學生自發的動能、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深度的理解、以及能

參與有貢獻，並且建構意義感的學習；這是從過度重視學科學習與個人成就表現，

轉向真實世界的學習、一起學習及學習在一起，豐富了學校、課程、教學、學習的

意涵與實踐的本質。

因此，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以學生為主體，考量學生發展與學習需求等，掌

握素養導向基本原則，包含學生從學科知識學習或技能練習外，進而透過主題、

專題、議題等統整學習，以能整合知識、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身歷真實與脈

絡化且有意義的學習情境，同時活用學習方法及策略，如閱讀理解、科學實驗、藝

術創作、歷史探究、地理實察、專題探究歷程與方法學習等，引導學生能夠身歷其

境參與其中，擁有完整經驗，進而學會學習並實踐力行。例如，以「新冠病毒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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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為主題，蒐集與分析資料，探討生活和學習情境與型態改變、影響與因應，將

疫情轉化為學習素材，透過家校與社區合作，引導學生思考疫情帶來的挑戰與機

會，以及調整生活與學習的型態，此為課程教學的關鍵事件與時刻，善用科技與技

術成為探究學習工具，將此波世界各地戰疫歷程與真實且珍貴故事抽譯形成各領域

重要概念，深化學習經驗。

綜上核心素養內涵，學習者自發主體性益加重要；因著此波疫情推波助瀾，可

見的未來，課堂教學型態將結合線上與實體的混成式學習，同時隨著網路頻寬和技

術進步，更加速學校教育生態的改變，如網絡學習技術平臺讓各種形式的學習，以

及小組或個人互動與評量更加方便，而質量數據分析亦提供學校和教師校務及課堂

教學研究更直接與多元的反饋，有助於學校改進與教師專業發展。儘管混成式學習

融合學校和互聯網網路學習，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學習內容與經驗係以學生自身需

求規劃進行的學習，然而，當自主學習成為教與學的日常時，學校教師如何準備與

應用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自主學習意涵與模式

（一）自主學習的意涵

各國於新世紀陸續展開學校課程變革，希望培養學習者具備面對今日與未來在

生存、生活、生命、生態永續發展等層面挑戰的素養，其中「自主學習」所彰顯的

學習圖像是各國課改的共同目標（洪詠善、林佳慧、楊惠娥，2018）。臺灣近20多

年來隨著教育改革浪潮，自主學習愈來愈受到學校課程規劃與實施的重視。自主學

習的實踐可追溯到1998年的「臺北市國、高中六年一貫自主學習中學實驗計畫」，

為致力追求「自主學習」的理念之落實，該計畫主持人李雅卿與一群家長及學生進

行自主學習的實驗，其理念將學習視為生長，自主學習是一種回歸教育和學習本質

的實踐藝術，所謂自主乃是主體的自我掌握，因此自主學習最重要是「自主」精

神，自主是指一個人能夠了解自己的特質，接受自己的優勢和侷限，了解己身所處

的環境，尋求自己與環境間最佳互動可能，並有實行、反省、修正的智慧和勇氣

（李雅卿，2006）。學校教育如何維護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自發性與學習熱情，美國

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創辦人Greenberg闡述：

當孩子有真正的興趣時，大人不阻止他，讓他發展到自己滿意為止；當他尋求協

助時，大人會根據他的要求，提供適量的協助，不多也不少。大人不會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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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妄下判斷，代他決定。這樣子長大的孩子有某些人格特質，經由長期練習，他

會對自己的判斷有信心，覺得自在。他會有自動自發的習性，凡事主動、有主

見，能獨立完成目標，善始善終。他會知道如何解決問題，如何達成任務，如何

讓自己滿意。他會有深沉的自信，知道自己可以面對挑戰，可以解決困難，因為

他有許多的摸索和經驗。他會有很高的自尊心，自我形象健康，因為他身邊的大

人一直信任他，讓他用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法成長。他會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

意，因為他一向以來，便能自由自在地去追尋自己的生命意義，而他身邊的大人

都能接受他的生命意義是有價值的，不予以否定。（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

2011，頁66）

從實驗教育自主學習經驗回應了臺灣教育最急迫的任務挑戰，就是激發學生學習渴

望與創造的勇氣，這也是課綱系統圖像的核心關懷，馮朝霖（2016，頁52）闡述

「自發性」，認為自發性是人性中的自由、自主、創造及「自為目的性」的根源，

自發組織乃在系統中諸元素自發浮現的集體行為，自發性的另類就是創意的本質。

然而，此人性本質於後天教育中或被弱化甚至摧毀，或有機會釋放天賦，端賴教育

者的價值信念與實踐行動。從實驗學校自主學習觀點與實踐經驗發現，學校將自主

學習視為是一種自覺、主動、積極的學習，更是一種師生雙向的學習契約。

自主學習一詞，各學者因其研究取向及觀點，有些許差異，與之相關者有自

我管理的學習（self-managed learning）、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自律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等。

Zimmermam（1995）指出，不同研究者之所以在自主學習的界定問題上存在分

歧，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理論立場和視角不同，往往只關注學習的若干方面。例如，

有的研究者強調學習的主動性，有的強調學習的獨立性，有的強調對學習的自我監

控，有的強調學習的自我定向。依據總綱係指學習者「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的精

神，彰顯學習者自發與自主的特性，自主學習概念在該學習脈絡下主要採用「自我

導向學習」之意涵；而涉及學習者運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情境時，則採用「自我調

整學習」。高寶玉（2018）區分“self-directed learning”則是側重個人意志主導的學

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強調的是「自我調整的學習」，但兩者均是強調學習者

是學習的主體。而最早界定自我導向學習的Knowles（1975）提出「自主學習」是

指學習者在他人不同程度的協助下，了解學習需求、設定目標、區辨與應用資源、

運用適當的學習策略、並能評估學習成果之歷程。呼應Knowles教學者與學習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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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自由度的交互關係，將自主學習過程與策略應用，從學習者與「他人」如教

學者、同儕等之互動關係，依教學者主導到學習者主導程度變化區分，當從教學者

主導位移到學習者主導，學習者對於評估學習需求、決定學習內容與學習策略的受

控制度愈低，而自由度則愈高（Fisher, King, & Tague, 2001）。從學習決定的自我

控制程度來界定自主學習外，更可從存在主義觀點彰顯學習者主體的自由、負責

與個別性，自主學習是培養學習者具有成為自由、成熟與真實自我的能力（Holec, 

1981; Savin-Baden & Major, 2004）；回顧臺灣實踐自主學習經驗，先行者李雅卿

（2006）提及：

將學習視為生長，自主學習是一種回歸教育和學習本質的實踐藝術，所謂自主乃

是主體的自我掌握。從態度來看，自主是指一個人能夠感知自己存在的意義，對

自己的成長負責。從對應來說，自主是指一個人能夠了解自己的特質，接受自己

的優勢和侷限，了解己身所處的環境，尋求自己與環境間最佳互動可能，並有實

行、反省、修正的智慧和勇氣。

故主體與生長的學習觀，所謂「自主」係為強調學習者的自由、自發與負責的成長

歷程，「學習」是自我與環境互動中不斷省思、調整與轉化的歷程。因此，自主學

習在於協助學習者發展自我決定與負責的能力，提升轉化型學習（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並促進解放性的學習（emancipatory learning）與社會行動力（Merriam, 

2001, p. 9）。

Blaschke（2012）進一步從自我導向延伸提出自我決定學習（self-determined 

learning），她指出自我導向的學習中學生需要教師引導與提供鷹架，教師依據學

習者需求建立目標與內容並引導學生學習及承擔學習責任；而自我決定學習則視學

生為成熟自發學習者，不依賴教師協助，學習者自己設定學習課程與學習地圖，教

師角色在於讓學習者知道如何學習。圖3說明從學習者成熟度、教學者控制度，以

及課程結構化程度，自我決定學習的進展是從教學到自我導向學習，而發展至自我

決定學習。

承上，多數自主學習研究者主要從學習者成熟、自發與主導程度來界定自主學

習概念。首先，從學習者主動建構學習的主導性界定自主學習，強調「學習者自主

性」，自主學習是個體有意識且主動建構學習的行為，係指學習者具備學習動機，

能夠依照自己的興趣、意願選擇學習主題，並訂定自主學習計畫，建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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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源及合適的學習策略，以完成學習目標的歷程，自主學習有助於個體自我建

構並領略求知的意義（林吟霞，2010；Paris & Ayres,1994; Schunk,1994）；其次，

從自主學習建構的歷程，學習者首先為自己確定學習目標與內容，然後監視、調

節、控制由目標和情境特徵引導及約束的認知、動機與行為；自主學習是學習者透

過內在思考的心智能力，轉化為學術技能的過程，其能適時尋求外在協助、運用有

效的學習策略、制定目標、管理時間等（Blaschke, 2012; Pintrich, 2000; Zimmerman, 

1990, 2002）。綜上所述，自主學習為強調學習者依其興趣、需求選擇學習主題、

訂定學習計畫、整合運用學習資源與學習策略，在不同程度的協助下，自發主動建

構學習的歷程。

（二）自主學習實踐模式與設計要素

高寶玉（2018）分析三種自主學習模式：首先是中國大陸導學案模式，以先學

後教方式，透過學生課前學習單（導學案）的整理與反思，包含課前預習、課中小

組合作探究學習、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該模式因有自學沒有自主而受到學者批

評與反思；其次為臺灣近來熱門的翻轉教室自主學習模式，包含課前閱讀與整理筆

記，進行教學影片預習或資料搜尋，透過線上評量測驗自我診斷，或帶動師生互

動，課堂則強調合作學習模式，提升學習動機等；第三種為全校性自主學習模式，

以基隆市深美國小為例，全校佈局縱貫發展，從教導學習策略到依不同主題進行專

層次3：
自我決定學習

學習者成熟度
及自主性
需要程度

高 低

低 高

教學者控制
及課程結構化
需要程度

層次2：
自我導向學習

層次1：
教學

圖3　從教學、自我導向到自我決定學習的進展。引自“Heutagogy and Lifelong 
Learning: A Review of Heutagogical Practice and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by L. M. Blaschke, 
2012.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3(1),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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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學習。此外，香港自2002年推動課程改革即以學會學習為目標，趙志成（2015）

也歸納推行自主學習三種模式，包含：1. 後設認知取向：從研訂學習目標、監控與

調整學習、自我反思等階段，為西方自主學習的主要理論與推行模式；2. 導學案；

3. 以資訊科技導入的自主學習。

綜析自主學習實踐模式，發現在重視考試文化的華人社會，自主學習往往側重

於「學習」，缺乏自主的實踐，在高控制度的課程結構中，教師設計學習目標、內

容、流程與學習工具，故可歸納為後設認知模式、導學、資訊科技融入與應用，以

及全校性自主學習等四種主要的自主學習模式。然而，隨著學習者線上學習平臺豐

富的資源，學習者因其成熟度與自發性則扮演學習決定者及主導者的角色，換言

之，教師從教學決定者轉移到學習鷹架建立者、促進者、學習支持者的角色，學校

則透過課堂教學設計與空間時間安排，引導學生進行不同程度的自主學習。

從不同自主學習模式實踐經驗可知「自主學習」並非自由放任，而是引導學

習者回歸自身同時看見學習者主體、客觀真實世界，以及主客觀之間所開展的學

習關係與意義。學校實踐自主學習之組織文化的特質包含：1. 營造信任與支持的環

境，平等且充分互動與對話的學習文化；2. 創造各種機制與平臺，促進親師生的協

力共學；3. 課程規劃與實施能夠提供多元學習經驗，搭建與自己、他人、自然的關

係，創造完整學習經驗（洪詠善、李文旗、柯若萍，2018）。學習環境與組織文化

係為養成自主學習動機及能力的關鍵，隨著「停課不停學」所累積的線上學習資源

與遠距學習經驗，然而，數位工具對學習產生的影響還是要回歸學習者本身，藉由

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將龐大的資訊重新組織，每個學習者都可以隨時隨地展開資訊的

搜尋，而辨別資訊的真偽、解決棘手的任務、認識嶄新的領域等都是當前學習者

遭遇的新課題。當我們獲取訊息的方法以及質量改變了，提問就變得很重要，哪些

是重要的問題？例如該不該戴口罩？為什麼各國政策不同？口罩該怎麼發？有多元

觀點，該如何決策？讓學生從真實情境體驗中提問和解決問題，到發現新情境、新

問題、新思考將是自主學習設計的重點。Blaschke（2012）提出自我決定的學習設

計要素包含：1. 由學習者界定學習契約，重視個別化的學習內容、方法、評量等設

計；2. 彈性的課程：在自我決定學習環境中，學習者自己建構學習地圖，教學者扮

演羅盤角色，課程是在學習者期待達到更高層次的學習目標、方法、時間、地點等

協商中產生，故課程保有彈性調整空間是必要的；3. 學習者提問：問題來自學習者

才能有助於了解與釐清其概念，並且促進反思，發揮創意讓學習者提問，這無疑是

設計者最大的挑戰；4. 彈性與可協商的評量：在自我決定環境中，學習者參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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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藉此提升學習動機與投入程度。

綜上，儘管自主學習有不同的模式，然而提升學習者的動機與學習投入度，是

自主學習的關鍵要素，因此，從實體課程到資訊科技導入或線上學習，形塑學校信

任、開放與共學的組織文化，保有課程的彈性，學習者參與以自我決定的學習設計

是當前教育工作者面臨的挑戰及機會。

肆、當自主學習成為日常—代結語

「從來沒想到年輕人是如此渴望的學習」（2020年3月22日LINE訊息）。學習

渴望在此波新冠病毒中燃起。「停課不停學」支持全球教師與學習者的遠距學習方

案及資源、數位學習管理系統、不同載具的線上與離線學習系統、大規模網路開放

課程與自主學習內容等，帶動了教育4.0的學習革命，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能力愈來

愈受到重視。當前的學習技術與資源環境，有利於資訊科技融入與線上遠距學習等

模式，因此，當學習者自我導向與自我決定的自發性愈來愈強，透過學校教育支持

學生自主學習係當前可以超前部署的機會。

迎向教育4.0價值創造的革新時代，學習內容與學習經驗從學校課堂、領域／

學科為本、教師主導的模式，轉變為混成、素養能力為本，以學習為核心之師生互

為主體教育模式，以培養全球公民、創新與創造力、科技應用與人際情緒商數等能

力，同時設計個別化、融合的、專題與合作學習、學習者驅動的學習經驗為努力方

向。隨著各國啟動核心素養或共同能力培養的課程變革，在疫後時代，學校教育更

重視激發學習者的主動與學習渴望，引導掌握學習技術工具與策略，將學習視為自

發的能動力展現，因為自主學習將漸漸成為日常習慣，而我國以核心素養為主軸的

課程與教學益顯重要；學校實踐自主學習主要有後設認知模式、導學、資訊科技融

入與應用、全校性自主學習等不同模式，自國小到高中，學習者因其成熟度與自發

性提供更多學習決定權及承擔更大學習責任，期待學校形塑信任與支持的學習型組

織文化，創造多樣與融合的學習環境及資源，提升師生學習的渴望與自我挑戰的勇

氣，支持每個學習者在不確定的時代具備創造價值與共同追求福祉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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