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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年國教課程綱要「⾃主學習」的圖像與內涵，及其實踐模式。同時分析國中與⾼中實踐案例，從

文化⾯與結構⾯理解學校⾃主學習之實踐，反思其相關問題，及提出學校規劃與實踐⾃主學習的建議。

關鍵詞：⼗⼆年國教課綱、⾃主學習、課程實踐

壹、⼗⼆年國教課綱之⾃主學習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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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態永續

發展等層⾯挑戰的素養，其中「⾃主學習」是各國課改的重點。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基本理念為：「學校教育要能激發⽣命喜悅和⽣活的⾃

信，提升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對瞬息萬變的複雜世界，學習不能只是知識存取歷程，學校教育要能培

養學習者成為熱愛學習、學會學習以能⾃主學習的終⾝學習者。從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藍圖勾勒學習風景，⼗⼆年國

教課綱以⾃發、互動、共好為理念，強調學校教育要能夠培養主動⾃發的⾃主學習者（教育部，2014）。

        總綱的學習圖像中，國⺠⼩學強調培養學習能⼒，國⺠中學教育⿎勵⾃主學習、同儕互學與團隊合作，⾼級中

等學校教育階段著重學⽣⽣涯定向、⽣涯準備、獨立⾃主等（教育部，2014：7）；以「學習」為主調的總綱，從

基本理念、課程⽬標到核⼼素養，「⾃主學習」是重要的學⽣圖像。然⽽，在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架構下，如何落

實是教育⼯作者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究的重要課題。在總綱實施要點中提出：為增進學⽣的學習成效，讓學⽣具備

⾃主學習與終⾝學習能⼒，教師應引導學⽣如何學習，包括動機策略、⼀般性學習策略、領域／群科／科⽬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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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思考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教育部，2014）。學習策略的掌握與應⽤是課程與教學設計與實施的

關鍵，其⽬的在於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以及⽣⽣不息的⾃發性，引導學習者了解⾃⼰特質、感知學習意義、承擔

學習責任。

        在⼗⼆年國教課綱之轉化實踐經驗中，學校如何準備與裝備使學⽣成為學會學習的⾃主學習者，本文分別從⾃

主學習意涵與實踐論述架構，從學校本位課程實踐觀點，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研究合作學校國

中和普通型⾼中⾃主學習實踐案例，提供學校參考。

貳、⾃主學習的意涵與實踐模式

       洪詠善與盧秋珍（2017）探析⼗⼆年國教課綱與相關學理後歸納「⾃主學習」是⼀種強調學習者⾃發性參與、

建構、創發意義的學習觀，在學校與教學者的引導與⽀持中，學習者設定學習⽬標，選擇與調整學習策略達成有意

義的學習。Zimmerman（2002）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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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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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觀點以⾃我導向學習為⽬標，然⽽，⾃我

導向學習並非⼀蹴可幾，學會學習是重要關鍵，因此，促進學習者投入學習是有效教學重要指標。

        從教學層⾯理解⾃主學習。學習唯有通過合作才能創造世界，個體開放的能動性會在團體夥伴互動關係中成⻑

與發展（馮朝霖，2016）；因此，教師教學要能激勵學習者學習信⼼，要能創造互動與對話的學習場域，引導學習

者主動探究與實踐⾏動。從學習者觀點⽽⾔，Pintrich（2004）提出四種⾃主學習模式的原則假設，分別是1、學習

者是主動建構知識者；2、學習者具備監控、調整的潛在能⼒；3、學習是為達到⾃⼰設定⽬標或標準；4、學習要

能連結個⼈、情境脈絡與實際表現。其觀點的價值在於肯定學習者學習潛⼒，提醒教學者活⽤此四個原則，鋪陳學

習脈絡激發學習動機，賦予學習的責任。

        學校組織運作與各項典章制度等⽀持著教學運作與文化的形成，學校要能營造⾃主學習的情境與文

化，Smith（2007）提出關注教學的學校三要素：文化、教學、與結構可以作為案例分析的架構，如圖1.所⽰。

圖1. 關注教學的學校

資料來源：取⾃Smith（2007：653）。

        ⾸先文化⾯向，包含學校對於學⽣學習⾃主權的關注，看重學⽣聲⾳，致⼒於營造學校社群的對話文化等；其

次在教學⾯向，強調合作與互動性學習，學校課程重視學習的社會性與文化的關聯及融合，最後在結構⾯向，學校

空間、時間與資源的規劃運⽤要能⽀持學⽣學習；綜此，教師為反思的實踐者，共同創造協作對話的教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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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整個學校的環境與文化，包含校⻑、教師、學⽣、家⻑的價值與信念，對於學⽣學習的影響⾄關深切。

參、⾃主學習課程實踐案例

       ⼗⼆年國教課綱總綱公布以來，國教院與研究合作學校針對新課綱特⾊展開合作研究，以下分別以國中和⾼中

的案例敘說學校⾃主學習的準備與實踐經驗，著重文化及結構兩⾯向探析校園⾃主學習的展開，並輔以教學⾯的理

解。

⼀、打造⾃主學習PPO的⼟城國中

        （⼀）背景介紹

       新北市⼟城國中⾃104學年起，參與國教院⼗⼆年國教課程轉化計畫，為因應⼗⼆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年

來，該校的課程發展以品德教育與⽣命教育為基礎，並發展科學教育、閱讀教育、探索教育與國際教育，如何更重

視每位學⽣成為主動的學習者，體現新課綱的理念，是城中思索的新⽅向。

        （⼆）找尋Start small改變的⽀點

        106年上半年，國教院以「⾃主學習」為主題，開辦⼀系列⼯作坊，期冀藉由研究學校共同研討，激盪出國中

⾃主學習的多元樣貌。城中3位⾏政夥伴：沈組⻑、張組⻑和洪組⻑透過⼯作坊的學習，共同思考：「啓動城中⾃

主學習的第⼀步，究竟在哪？」適逢學校將迎接50週年校慶，於是，3位夥伴與校內同仁商議後，決定以「校慶」

主題，做為學校營造⾃主學習文化的開始。然⽽，美意良好，挑戰卻不少，其中之⼀是校內教師認同這項作法，但

不知道什麼是⾃主學習？沈組⻑為了讓導師能熟悉⾃主學習的意涵，設計班級⾃主學習規劃表：「土城國中50年週

年校慶，我能為學校生日做什麼？」（如表1），從環境美化、藝文類、公益類、創意發想等面向，提供教師引導

學生自主學習有更多的想像。其中一位陳老師亦善用親師溝通橋樑―聯絡簿，引發學生參與的動機，她說：「在班

會課前，我請學生把自己的想法寫在聯絡簿上，我再將大家的意見整理在黑板上以做討論，我發現學生為了讓自己

的想法獲得同學的支持，會說出一番道理，即使最後的結果並非原先的期待，卻也凝聚了全班的向心力！」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第⼀步」，校慶創造學⽣⾃主選擇的機會，如何培養學⽣的⾃主性？教師需扮演哪些⾓

⾊？更成為三⼈核⼼⼩組持續對話的焦點，張組⻑表⽰：「企業中，CEO的視野與⾼度，往往決定了事情的成敗，

雖然培養CEO對學⽣來說太遙遠，不妨我們在這項活動中，來培養城中的「專案管理⼈」PPO（Project Planning

Officer），讓學⽣成為⾃⼰⼈⽣的CEO」，該理念帶出50週校慶的重要精神，⿎舞全校師⽣的⾏動⼒。PPO專案導

向課程設計的重要三元素為「規劃、反思、實踐」，此為動態循環歷程，且輔以⾃我調整與⾃我監控，做為⾃主學

習的雙軸⼼。

表1

⼟城國中班級⾃主學習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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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11個班選擇校園美化，試圖創造不⼀樣的城中校園。學⽣進⾏學校歷史的資料蒐集和全班討論，共同

形塑對50週年校慶意象的看法，並利⽤兩個週末，學⽣必須規劃⾃⼰的時間，輪流到校完成集體創作，原本學校⼀

隅不起眼的⾓落，頓時充滿⽣機，盡是學⽣滿滿的祝福（如圖2.、圖3.）。洪組⻑表⽰：

        「彩繪完成的隔天，學校內引起了一陣陣的讚嘆聲，就連我要選個停車位，都多花了幾秒的時間，只為了

看看各班新奇的設計！」1

圖2. 學⽣校慶彩繪牆之⼀

圖3. 學⽣校慶彩繪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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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國中⾃主學習的關鍵

　　城中透過50週年校慶活動，透過主題任務（project ／task）的實踐，營造學校⾃主學習的氛圍，以下試析

之：

            1、文化⾯：50週年校慶在學校文化傳承有其特別意義，為能聽⾒學⽣⾃主學習的聲⾳，三位中層領導者藉

由「班級⾃主學習規劃表」，以導學、共學、⾃學的概念，提供教師引導學⽣⾃主學習的鷹架，促發學⽣參與投入

的動機；同時，⾏政和教師分別扮演學⽣學習⽀持者、資源提供者等⾓⾊，陪伴學⽣⾛上⾃主學習的舞臺。此歷程

也增進教師對⾃主學習的理解，八年級李導師表⽰：「原以為自主學習就是學生學好課本的內容，後來透過校慶這

個活動，我對自主學習有新的看法，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可以多樣化，最關鍵是學生能否有自我調整的能力，

我覺得當學生升上九年級，這個能力相當重要。」亦指⾃主學習連結個⼈、情境脈絡與實際表現的整體圖像，可於

課業學習與多元展能間相互輝映。跳脫以往教師主導的思考，從⾃主式、專案式導向的校慶規劃，反⽽激發學⽣參

與動機與動能，營造校園內學⽣⾃主學習氛圍與文化。

           2、結構⾯：城中學⽣在實踐⾃主學習，由⾏政統籌資源，引導班級透過綜合活動課和班會課的討論，以⾓⾊

扮演體驗專案執⾏的權利和義務，同時盡可能整合入各科學習策略，例如：教師引導學⽣建立⾏動時序表

（schedule），管控進度與品質，協助學⽣發展⾃我調整能⼒。城中⾃主學習以規劃、實踐、反思三階段歷程，引

導學⽣成為⾃主、⾃信的PPO（專案管理⼈）。

        由文化⾯和結構⾯可知，城中⾃主學習藉由特殊節⽇和資源整合運⽤，形塑校園⾃主學習氛圍，帶動教師由學

⽣的學習成果引發⾃我教學反思，提升對⾃主學習課程設計的知能與意識，著重發⽣在脈絡的程序性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與條件性知識（conditional knowledge），超越技術層⾯的關注（湯才偉、呂

斌，2016）。

        （四）反思

　　「當校慶風光落幕後，我們看⾒什麼？」從學校系統觀點視之，推動⾃主學習課程改⾰，精進部定課程各領域

（點）教師的專業知能固然重要，但跨領域之間（線）連結與全校整體（⾯）的關注，才能夠有系統地創造更⼤的

機會與可能性。城中⾃主學習的開展，以學校年度活動「校慶」做為改變學習氣氛的起點（Start Small），在跨處

室整合資源的脈絡上，藉由活動企劃書／規劃表的概念，引導學⽣從多種選擇項⽬，凝聚全班為學校付出的向⼼

⼒，並在學習歷程上，校內師⻑合⼒扮演資源⽀持與意⾒諮詢等⾓⾊，⽀持學⽣的學習，形塑學校創新、⾃主的氛

圍。校慶活動過後，⾃主學習的活⽔何以永續存於校園每位師⽣⼼中，需要持續努⼒與探討。其次，從課綱到相關

學理論述，學校與教師如何解構與重構⾃主學習的意涵？在課堂內外創造更⼤的空間，反思⾃主學習的價值，進⽽

找到⾏動起點，將是學校⾯臨的挑戰。

⼆、⾃主學習的先⾏者－光照⾼中（化名）

        （⼀）背景簡介

       光照⾼中創立於1945年，於104學年參與國教院⼗⼆年國教課程轉化計畫前，當時前任校⻑因曾有相關改⾰推

動經驗，⾃2010年起因應教育政策發展趨勢，開始為⼗⼆年國教做預備，透過⼀系列變⾰如課程與教學領導、課程

發展委員會組織運作及學科教師社群等策略，啟動各種課程實驗計畫，建構出學校特⾊；因此，在上述國教院⼗⼆

年國教課程轉化計畫之12所⾼中研究合作學校與全國200多所⾼中學校裡，是最早進⾏課程系統性變⾰之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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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學習的故事從⼤夢想開始

       故事從那年夏天，120位剛從國中畢業升上⾼中的新⽣說起，在開學前，展開了⼀場「我的⾼中⽣活、學習、⽣

涯規劃」微課程（以下簡稱⼤夢想課程或⼤夢想），為期4周由⾃⼰選擇必修與彈性學習課程，為⽇後三年排定課

程預作練習。這群新⽣是如何選擇課程的呢，學校不做強⾏劃分或規範，因為這是⼀場⾃主學習的試⾏與體驗。

       為了讓新⽣體驗⼤夢想課程的這項創舉，學校⾏政與33位師⻑們進⾏⻑達半年的準備與裝備，從公開授課規劃

到校際交流切磋，嘗試為「⼀⽣⼀課表」的理念找路。總綱讓理念有了落實的可能性，然⽽，如何邁開第⼀步？從

研發試⾏⾓度，光照⾼中於105年暑假進⾏由教師⾃主投入促進學⽣⾃主學習，為甫入⾼中的新⽣試跑⾃主學習的

實踐模式。這樣⼀場⾏政試⾏、教師嘗試與學⽣體驗的⼤夢想課程，被視為虛擬學校的雛形。

       ⼤夢想課程中⼀周的彈性學習時間規劃分三⼤類主題：⼀、銜接課程類，⼆、選⼿培訓類，三、特⾊活動及⾃

主學習類，共計11個課程。以⾃主學習為核⼼概念，⼤夢想就是讓學⽣完全做⾃⼰學習的主⼈，課程設計從國中課

堂時間45分鐘調整為75分鐘⼤時段學習，對新⽣及教師都是新的嘗試與挑戰；另外，以跑班⽅式讓學⽣⾃由選課並

規劃課表，且在完成課程後，由學⽣主導辦理成果發表。

       利⽤升⾼中的暑假來認識學校並體驗不同的學習⽅式，為⽇後學習尤其是⾃主學習預作準備，⼤夢想課程學習

跟國中⼩階段學習很不同，衝擊了學⽣習慣的學習模式，對新⽣⽽⾔，參加⼤夢想可說是⼩成年禮，意味著必須學

習了解⾃我性向、興趣，且要能承擔學習責任；對學校與教師們⽽⾔，⼤夢想是學校努⼒勾勒⾼中圖像與學校願

景，透過⾃主學習的試⾏，為未來學校規劃落實新課綱⾃主學習暖⾝準備。

       （三）光照⾼中⾃主學習的實踐經驗

        從⼤夢想課程的整體規劃，包括前置準備如課表周次規劃、⾃主學習計畫、選課意圖調查、成果發表、後續學

⽣回饋與參與觀察等，我們發現期待學⽣擁有學習⾃主權，教師教學設計也就⾯臨挑戰，除了每節75分鐘的教學活

動中如何讓學⽣保持學習動⼒與持續⼒外，為期4週的整體課程規劃，學⽣從預想、監控、控制、反思四階段的學

習準備與表現，乃⾄於成果發表均考驗學⽣與教師對於⾃主學習意涵與價值的理解與詮釋（附件為⾃主學習計畫書

及成果報告書範例）。綜觀，這場虛擬學校－⼤夢想課程，以下就文化⾯與結構⾯，嘗試分析其⾃主學習實踐經驗

中重要內涵：

            1、文化⾯：「⼤夢想課程」是學校歷經⾼中圖像思考與討論後的⾏動⽅案，⾏政和老師提到⼤夢想課程希

望了解，學⽣從國中升上⾼中，當學校提供⾃主學習的機會時，學校和學⽣準備好了嗎？還需要哪些裝備？在⼤夢

想課程的學⽣選課意圖調查中發現，多數學⽣在三⼤類的課程中選擇⾃主學習類的比例極⾼，其中不乏對於⾃主學

習有殷殷期待者，也有懷抱錯誤想像，如：以為可⼀直在球場打球，或是只要在圖書館看⾃⼰感興趣的書就是⾃主

學習了。此外，從課程開始到最終成果發表，部分學⽣無法展現積極學習態度，出現如教師觀察發現「有⾃主沒學

習」或是「享⾃主不負責」的問題。由此可知，⾃主學習的文化並非⼀蹴可幾，尤其，從新課綱⾃主學習的理念與

圖像，需要從國⺠⼩學與國⺠中學的奠基，慢慢形成學習的文化。最後，在新課綱⾼中課程架構下，學⽣是學習主

體，那麼⾃主學習實踐的空間，除了彈性學習時間各校⽬前所規劃的18節外，應能包含部定課程各領域／科⽬學習

歷程中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的掌握，如何為每個學⽣的三年學習地圖中勾勒⾃主學習完整脈絡與圖像，將是學校

持續努⼒的⽅向。

           2、結構⾯：如何讓學⽣理解⾃主學習的權益與義務，教師與⾏政社群擔負起重要的⽀持與諮輔⾓⾊，且能營

造學⽣⾃主學習的良好氛圍與環境。參與⼤夢想課程的⼀位師⻑反思⼤夢想課程歷程，⼤家都在摸索嘗試階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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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整體歷程顯得「亂」甚⾄以「失控」形容，當學⽣沒全都在教室上課，當學⽣想法⼤鳴⼤放與百花⿑放時，都考

驗教師與⾏政對所謂「亂或失控」的詮釋理解，換⾔之，對學校⽽⾔，這是「學習」解構與再建構的不確定歷程，

如何接招？還有看到學⽣從預想到執⾏成果的落差，該如何評價⼤夢想試⾏的成效？近期再訪學校時，當時參與的

同仁表⽰⼤夢想的經驗對學校⽽⾔是重要且必要的，因為唯有⾛過，才更深切體認學校與學⽣在⾃主學習的準備需

求，更重要的是，從⾏動研究觀點，學校得以掌握了⾼⼀新⽣⾃主學習上的可能性與問題點，以能夠持續準備與因

應。⾃主學習在有意識的課程領導下，促成社群對話凝聚學校與學⽣圖像，共同實踐⼤夢想課程，並且能夠在反思

中看到問題與機會。

        （四）反思

        藉由105年的⼤夢想課程辦理經驗，學校盤整了落實⾃主學習的相關配套，除了教師社群積極投入外，各處室

⾏政的協作連結更是關鍵。⾃主學習的整體規劃以教務處主政，輔導處、學務處、總務處與圖書館等相關單位也因

著不同⾓⾊任務參與其中。例如有些學校表⽰⾃主學習可能遭遇學⽣管理問題，光照⾼中則以學⽣隨⾝攜帶識別

卡，進出學習場域時刷卡，除確認學⽣所在位置且提供場域電源設備。以⽀持學習與解決問題的雙贏⾓度，是學校

因應各項挑戰時設想⾃主學習的原則。

        當然，未來光照⾼中在落實學⽣⾃主學習的⾏政分⼯與協調上仍然需要持續討論，例如輔導室構想未來如何連

結⽣涯規劃課程以及課程諮詢教師來⽀持學⽣學習，⼜如學務處如何整合學⽣⾃治組織與活動促成⾃主學習等等，

在⼤夢想的基礎上，光照⾼中持續藉由與國教院的研究合作計畫，以及參加國教院與香港中文⼤學優質改進計畫

（QSIP）合作共學計畫中汲取經驗，現任校⻑以豐富的綜合⾼中課程實踐經驗領導團隊前⾏，這些都是學校持續⾃

主學習實踐轉化的養分。

肆、結語

        ⼗⼆年國教課綱彰顯學習者主體性，使學⽣能夠擁有⽣命喜悅和⽣活的⾃信，提升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

學校課程與教學實踐要能培養學習者成為熱愛學習、學會學習以能⾃主學習的終⾝學習者；本文以國中與⾼中學校

的⾃主學習為案例，探析在⼗⼆年國教課綱準備歷程，學校的起點、歷程與未來持續發展⽅向。

        「⾃主學習」是⼀種強調學習者⾃發性參與、建構、創發意義的學習觀，在學校與教學者的引導與⽀持中，學

習者設定學習⽬標，選擇與調整學習策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依據課綱理念與設計，學校可以透過校本課程發展，

結合部定與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主學習，例如部定領域課程中掌握學習策略，以專題／主題／議題等導向之統整

學習，引導學⽣進⾏⾃我導向之學習，然⽽，⾃主學習並非⼀蹴可幾，本文兩個案例奠基於學校教師社群累積的動

能，以及學校共築願景的系統思考，因著⼗⼆年國教課綱前⾏，以既有的活動（校慶、新⽣輔導）展開第⼀步，實

踐歷程中得以對於教與學思考與⾏動的解構與再建構。

        在⼟城國中案例，以「校慶」為起點，看到學⽣躍躍欲試的活⼒，也激發了學校繼續嘗試⾃主學習的動能。光

照⾼中的案例，看⾒學校從更⾼處想像⾼中的願景圖像，以⼤夢想課程作為起⼿式，看⾒學⽣的⾼度期待，也發現

學⽣持續努⼒之需求；學校案例仍在實踐歷程中，⾃主學習是⼗⼆年國教課綱的重要理念內涵，學校有更⾼的願景

想像（Think big），從⼀個點或少數⼈出發（Start small），嘗試找路，以臻共好（Welcome all），在部定與校

訂課程中找到實踐⾃主學習的利基，調整結構、形塑關注與⽀持⾃主學習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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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光照⾼中的⼤夢想課程之⾃主學習計畫書與成果報告書⽰例

⾃主學習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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