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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調整學習理論及其在環境教育上的應用
林宜君

澎湖縣虎井國民小學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緒論

自我調整學習（ s e l f - r e g u l a t e d 
learning）是近年來認知心理學領域中頗
受重視的一個主題。自我調整是一種涉

及個人的認知、情緒、行為的及情境的

多向度活動（Lindner, 1993; Boekaerts, 
1997; Zimmerman, 2001），一位能自我
調整學習的學習者能覺察所面對的作業

目標、要求及自己的能力，具有較高的

自我效能感，且常將學習結果歸因為自

己可控制的部分，也擁有一套有效解決

問題的策略並能適時地使用這些策略；

此外，學習者能發展出能遷移於不同學

習情境脈絡的知識、技巧與態度（王明

傑，2003；林倚萱，2011）。因此許多
教育學者及政策制定者進而將自我調整

學習定為正式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

希望學生離開學校後還能繼續透過這

種能力導引自己學習（Boekaerts, 1999; 
Newman, 2002）。

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在文化的永續發

展，文化是指人類存在的人文、自然體

系中，產生各種互動的意義表達模式，

表現在環境的各個面相上。若教育的目

的在造就文化的永續發展，教育就是環

境教育。Bowers（1987）認為教育在
創立一個自然環境與文化和平共處之生

態空間。而學校教育，乃為初次社會化

（primary socialization）之歷程，提供學
生以生態為本之教育，重視環境教育，

了解及省思文化知識。Orr（1992）也
提出「所有的教育都是環境教育」的命

題，因此環境教育是涉及到教育的所有

層面。

如果所有的學科都應以環境教育

的思索為出發點，那麼環境教育的目標

就不僅在增強人們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或對現有顯現出來的環境問題視為學習

的對象，更應朝向養成人們以合理的

態度、知識及技術處理現存的問題，預

防問題的產生，或是將環境教育之學習

終極目標設定在教導人們，存在地球環

境中生存應有的作為。在深入思考環境

教育的重要性之下，透過自我調整學習

協助學習者將內存於個人日常生活的各

種經驗，在後設認知、動機和行為上擁

有某種程度自我調整的能力，以依照自

己的想法、感覺和行動，主動掌握自己

的學習過程來達成對環境教育學習的目

標。本文將探討自我調整學習的有關概

念及協助達成環境教育學習能力的建

議。

二、自我調整學習

（一）自我調整學習的意涵

自我調整的觀念最早由B a n d u r a 
（1986）提出，Bandura從社會論的觀
點說明個體本身就有自我指導的能力，

這種自我指導能力在觀察到或經驗到的

外在結果後，會對自己的思想、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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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產生引導的作用，進而產生自我調

整。而後，不同學派的學者亦從不同的

理論角度對自我調整加以定義，如行為

學派的Markus和Wurf （1987）指出自我
調整學習是個人控制自己的行動、指導

自己行動的歷程；行動控制論的Pintrich 
（1995）認為自我調整學習，是指學
生在學業的學習過程中，為達成學習目

標，在動機、認知與行為上所作的自我

控制。Arsal （2010）的研究中也發現自
我調整學習具有試圖控制自我的行為、

動機與認知以適應情境的特性，並會設

定目標努力往前的特性。  
綜上所言，自我調整學習乃指學生

能主動積極參與自己的學習歷程，且在

後設認知、行為及動機上有某些自我調

整的能力，是學習的重要方法，能依據

個人之見解、策略、感覺及行動，來順

利完成個人學習之目標，使自己學習成

效更加優異。

（二）自我調整學習的重要性 

讀書要注重策略，而學習更是如

此，有良好的學習策略，不是僵化的

學習，學習成效自當事半而功倍，而

這良好的學習策略，自我調整學習就是

其中最重要之一。許多國內外的研究

中（Ziegler & Heller, 2000; Bembenutty, 
2009; 歐姵君, 2012）亦指出，學習雖然
一開始通常是來自於父母親的期待，但

是最終還是要靠自己現有的學業水準、

對自己能力的信心，以及個人的目標設

定來決定。老師若能傳遞自我調整的價

值觀給學生，學生很快就會知道他們是

學習歷程的主控者，而願意運用個人的

資源與努力，去改善如惡劣的學習環

境、散漫的講課、貧乏的書籍及困難的

考試...等劣勢，這也是自我調整學習吸引
人的地方。 

然而，在國內的學習制度下，無

論是為什麼學、如何學、何時學、學什

麼、在何處學、與何人學等都已經被規

範，學生並沒有太多選擇，學生要能對

自己的學習有所選擇，才能對學習產

生動機。許多學生的學業失敗的因素並

不在於其學習能力，而是來自其學習過

程，而減少學生因學習過程的不適應、

協助學生解除在課業學習上的困擾，使

其更加有效發揮學習潛能，是師長幫助

學生學習最基本的責任。自我調整學習

的重要性，在教學與學習上是非常重要

的，有良好的自我調整學習能力，學習

之成效定更加卓著，對學生的進步與發

展助益很大。

三、中小學之環境教育

（一）學校環境教育

實施環境教育論及之層面可廣

且深，探討人與自然和人造環境之

關係時，常常涉及價值判斷（Va l u e 
Judgement）和批判性思考教育，促使
學生於群體間能解決複雜之環境問題，

進而能造福所有之人類，亦成為學校教

育重要議題。今年環境教育議題在課綱

微調上，新指標的兩大改變：一是強調

『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二是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

關活動添加『主動』二字。因此落實於

學校教育中，協助學童了解複雜環境問

題，知道問題之癥結所在，促使具有正

確批判思考態度，為地球上環境問題，

能自主性覺知去尋求解決之道，進而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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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之情操，為全球性問題，犧牲奉

獻造福所有生命。

教育部（2 0 0 7）將環境教育的教
育目標含括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

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

技能與環境行動經驗。而環境教育在九

年一貫課程中以議題融入式的注入方

式，共容易將環境的覺知、知識概念、

價值觀⋯等隱喻與各學科之間。常見實

施與國中小教育現場的方式，如校園周

遭的特色營造（如：特色生物與環境的

連結）、垃圾環保的生活教育、節能減

碳的校園設施（如：太陽光能運用）⋯

諸如多元的學習策略。進而運用環境教

育的實施原則：整體性、終身教育、科

際整合、主動參與解決問題、世界觀與

鄉土觀的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擬

定為學習目標。歸納分析環境教育之目

的應包括有認知、技能、態度及情境領

域之目的，協助學生釐清複雜的環境問

題，知道問題之癥結所在；使群體或個

人有解決環境問題之技能，並有正確之

態度，先從校園做起，培養學童良好之

情操，擴展至家庭、社區，進而能朝向

地球村的環境視野。

（二）現今環境教育在中小學推動之困境    

研究者經過101年度整學年的訪談、
歸納蒐集56位老師、主任及校長的實務
經驗，探究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所遇到

的問題和困境，分述如下： 
1. 進行環境教育之正確共識，尚未完全
建立。

2. 部分學校沒有成立進行小組，執行運
作鬆散成效不彰。

3. 執行環境教育時出現一些迷思，如僅

進行資源回收或為戶外教學上。

4. 課程和教材不足，部分教師教法上較
為傳統且生硬，缺乏靈活性和趣味

性。

5. 學校整年度中宣導活動極多，如交通
安全宣導、防災宣導⋯等項目繁多，

時間有限下欲  做好環境教育工作，
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成效自然有

限。

6. 環境教育之境教和潛在課程，一些學
校較為輕忽不重視。

7. 執行環境教育常面臨各處室職掌具重
疊性，學校組織之間難免有衝突產

生。

8. 部分學校行政主管之領導道德領導及
轉型領導，缺乏追求卓越教育品質之

企圖心和同理心。

9. 部分學校無法爭取家庭和社會支持，
校方孤掌難鳴，成效經常是事倍功

半。

10. 有些環境教育辦理過後，缺乏評鑑、
考核、及研發過程，績效未能不斷地

提昇。

四、自我調整學習對環境教育的影
響啟示

落實中小學環境教育時是需要有好

的自我調整學習者，他們會依據目標特

性及環境的變化設定學習目標，並選擇

適當的自我調整策略監督、控制並調整

其學習歷程，除了會主動建構其學習歷

程，更著重於實踐與落實，這也是環境

教育特別強調的行動面。

推動中小學環境教育時，所成立

之推行小組，成員要多元化，執行運作

方式要通權達變，適當的自我調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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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策略監督與控制，並強調成效之彰

顯。執行國中小學環境教育時，不僅做

資源回收或戶外教學而已，協助學生適

當的自我設定目標，且在後設認知、行

為及動機上有某些自我調整的能力，其

課程更要重視多樣化與成效化，並適度

調整之。

推行環境教育之教材與教法，不

宜太保守生硬，讓學生能主動積極參與

自己的學習歷程，能依據個人之見解、

策略、感覺、及行動，來順利完成個人

學習之目標，使自己學習環境教育成效

更加優異。學校年度中宣導活動項目繁

多，加上在基層教育工作量又繁重，想

做好環境教育工作，宜多反省思考這眾

多教育工作項目之迫切性，適當的自我

調整，去蕪存菁，以重要且迫切之環境

教育為優先，如此教育成效才能更加彰

顯。

五、結論

自我調整學習是一個結合認知、

動機等多層面的概念，它不只強調訊息

處理論的認知層面，更強調社會認知及

行為控制等概念，是一個值得學習上運

用的主題，更適合運用在需要學習者

自覺之後的實踐行動，環境教育即是一

環。學生習得自我調整學習，將使他們

能主動積極參與自己的環境改變的學習

歷程，且在後設認知、行為及動機上有

某些自我調整的能力，在實際落實行動

上才是最重要，亦能彰顯學習成效。讀

書要注重策略，而學習更是如此，有良

好的學習策略，學習成效自當事半而功

倍。

環境教育所探討的領域，有人口、

污染、資源問題、保育、運輸⋯等等有

關環境問題之教育，對個人及群體影響

極大，若從學校基礎教育推動落實，地

球環境必可日益改善。執行中小學環境

教育時，透過課堂目標或個人目標促進

學生適當的自我設定目標，環境議題多

樣融入教學課程，且在後設認知、行為

及動機上有某些行動成效；教學者推行

環境教育之教材與教法，多注重其靈活

性和趣味性，讓學生能主動積極參與學

習歷程的規劃，並能依據學生之見解、

策略、感覺、及行動，來順利完成個人

學習之目標，使其學習環境教育成效更

加優異，得以收穫良多。

自我調整學習理論在環境教育上的

應用，此方面之研究很少，這也正顯示

此研究之重要性，學校進行環境教育，

校長要有懷抱理想，追求卓越的企圖心

和抱負，全體教育同仁齊心努力執行，

爭取家庭教育之配合，善用各種資源，

不斷地評鑑、考核及研究發展，自我調

整學習理論定可在環境教育上有所啟示

及應用，而環境教育之成效，定能更臻

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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