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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教師教學實踐經驗，分析國內⼩學教師如何將德國「⼯作站學習法」融入於既有的課程架構中進⾏教

學，並指出提升學⽣⾃主學習的具體教學策略與可⾏⽅法。本文⾸先說明德國⼯作站學習法內涵，以及課程實施的

步驟和流程，接著介紹教師在不同學習領域的教學運⽤實例，包含國語文、數學、英語，以及⽣活領域等課程的⼯

作站設計，並綜合整理教師提升學⽣⾃主學習表現的教學策略。

關鍵詞：⾃主學習、⼯作站學習法、教學策略

壹、緒論

       多年來協同中、⼩學教師進⾏教學⾏動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無論是⼗年前還是⼗年後，教師規劃⾃主

學習的課程時，往往⾯臨源⾃於課程變化⽽帶來的各種壓⼒與衝擊，例如既有課程架構的限制、與學校同事、家

⻑，或學⽣之間的溝通等問題（林吟霞，2010、2018），雖然⾃主學習在國內教育專業領域中並非新的教育概

念，但對於如何提升學⽣的主動性、如何進⾏⾃主學習的課程安排，以及如何有效運⽤教學⽅法和策略，在第⼀現

場教學的老師仍有諸多疑惑。

       近年研究者協助教師進⾏創新教學，嘗試運⽤德國「⼯作站學習法」（Stationenlernen）進⾏課程設計和教學

研究，教師事先將教學單元切分為數個更⼩的學習單位，根據個別學⽣能⼒和特質，將學習⽬標轉化成書寫、操作

或練習等數個⼯作站學習內容，透過不同的⼯作站學習任務設計，打造多元化的學習情境，學⽣在教師規劃好的⼯

從自主學習觀點探討德國工作站學習法從自主學習觀點探討德國工作站學習法
的教學運用的教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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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活動時間內，可以根據⾃⼰的能⼒、興趣或學習風格，安排各個⼯作站的學習順序並調整學習速度。老師通常

依據教學⽬標設計5⾄6個適合的⼯作站，融合授課內容及各項學習媒材，讓學⽣⾃⾏決定順序、時間以及是否找夥

伴合作，在完成⼯作站任務的過程中累積知識、練習技巧，這種提升學⽣學習主動性的教學設計，⼤致上獲得學

⽣、家⻑與同事的良好回饋。

       有別於直接講課或直接演⽰法，「⼯作站學習法」突破了傳統⼤班教學的限制，使教學不再受到⿑⼀式的教學

節奏所束縛，同時，這種結合多元學習型式的⼯作站設計，從學⽣個別特質與學習需求出發，是⼀種更能實踐⼗⼆

年國教⾃主學習、適性教育理念的可⾏教學⽅法。因此，本文透過國內教師的教學實例，以⾃主學習的⾓度出發，

整理分析⽬前國內教師嘗試運⽤「⼯作站學習法」的經驗，舉出「⼯作站學習法」融入於學校既有課程架構中的⼯

作站的設計範例，以及有效運⽤「⼯作站學習法」的教學策略，並提出教師運⽤⼯作站提升學⽣⾃主學習的具體參

考作法。

貳、德國⼯作站學習法內涵

       德國「⼯作站學習法」的教學理念源於⻄歐改⾰教育，尤其深受C. Freinet的⼯作坊教學⽅式，以及H.

Parkhurst的主題⾓教學概念的影響，1952年英國Morgan和Adamson為運動課程發展⼀種以圓周⽅式進⾏的訓練

課程，激發當時教育⼯作者將學習內容劃分為多個⼩單元的教學設計概念，在德國文獻資料中最早出現的⼯作站學

習⽅式為1980年Ilona Gnoth在⼩學進⾏的「⼩組學習／腦⼒訓練」，這種教學設計慢慢在其他學校中被運⽤與改

良，逐漸成為今⽇德國學校實施的⼯作站學習法（林吟霞、李雅雯，2016）。

       教師實施⼯作站學習法，通常包含課前準備，以及在課堂中4個實施步驟：

⼀、教師課程準備

       教師⾸要任務是規劃課程和學習任務，並進⾏空間安排與設計。教師事先根據課程主題與⽬標，並考量學⽣的

個別特質和能⼒，將學習內容分為數個學習任務，設計達成學習任務的所需的⼯作站，並盡可能運⽤多元學習⽅式

和媒材。接著，蒐集⼯作站所需的學習材料，以及準備各⼯作站學習活動任務、實施步驟和注意事項等的說明與指

引。同時根據學習任務的內容與執⾏⽅式，安排規劃學習環境和空間，布置各個⼯作站。

⼆、教師課程說明

       學⽣開始⼯作站活動前，教師進⾏簡要的課程說明，例如課程⽬標、學習內容、個別⼯作站的學習任務和實施

注意事項，並利⽤問答與對話，確認學⽣了解⼯作站的任務與執⾏相關細節。為使學⽣能夠獨立進⾏操作與練習每

⼀個⼯作站，陳列於⼯作站桌⾯上，或張貼在⼯作站牆⾯的學習步驟和操作流程，應清晰明確，為使說明⼀⽬了

然，流程的說明常結合圖表以輔助說明。

三、學⽣⼯作站巡迴瀏覽

       在教師簡短的課程說明之後，學⽣⾃由到各個⼯作站瀏覽，了解每⼀個⼯作站的任務性質和學習⽅式，這個過

程中，學⽣通常對於教師精⼼設計的⼯作站充滿好奇（林吟霞，2018）。各個⼯作站的桌上或牆⾯上，陳列或張貼

有⼯作站任務的執⾏⽅式，教師以清楚簡易的⽅式呈現每⼀個⼯作站的學習步驟或操作⽅式。透過⼯作站巡迴瀏覽

的過程，學⽣可以思考⾃⼰接下來的學習順序和⽅式，希望先從哪⼀個⼯作站開始？希望和同學⼀起還是⾃⼰獨⼒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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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作站學習活動

       接著進⾏⼯作站學習活動，學⽣可⾃由選擇⼯作站執⾏任務，並以個⼈或⼩組的形式來完成⼯作站的任務，教

師則在學⽣進⾏學習活動時，來回穿梭於各個⼯作站之間，進⾏學⽣個別觀察，並適時提供指導。學⽣如果遇到需

要協助的地⽅，可請教師或找同學幫忙，⽽⼯作站操作任務也會盡可能提供錯誤校正或解答，讓學⽣可以⾃我檢核

與校正。此外，學⽣運⽤學習檢核表記錄⾃⼰的學習歷程，根據⾃⼰在每⼀個⼯作站的任務執⾏表現和進度，勾選

或註記⼯作站活動的學習狀況（Lange, 2010）。學習檢核表可以提醒學⽣，⾃⼰已經完成哪些任務，還有哪些任

務尚未執⾏，同時，也協助學⽣了解⾃⼰掌握了哪些學習內容任務？哪⼀些學習任務還有困難？

五、全體討論與課程總結

       最後，老師會帶領全體學⽣進⾏活動分享和課程檢討，除了歸納課程的學習重點，並給予學⽣學習歷程表現的

回饋（Schäfer, 2004）。課程結束後，學⽣的作品可陳列在窗臺邊或展⽰空間，⼯作站的資料和剩餘的學習材料，

也會擺放在學⽣⽅便取⽤的地⽅，讓學⽣得以利⽤課餘時間，根據⾃⼰的興趣和學習需求，反覆操作、練習，或進

⾏加深、加廣的學習（林吟霞，2018）。

參、教師運⽤「⼯作站學習法」融入學校課程的⼯作站設計實例

       ⽬前國內已有老師嘗試將「⼯作站學習法」的教學設計，融入在學校既有的課程中進⾏教學⾏動研究，以下從

不同的學習領域介紹中⼩學教師運⽤⼯作站進⾏的課程規劃實例，並說明⼯作站的學習任務與運⽤的學習媒材。

⼀、國語教學⼯作站設計實例

       劉⽟婷老師運⽤「⼯作站學習法」設計國⼩四年級的詞彙教學，根據國語教科書的課文內容擬定學習任務⽬

標，表1為劉老師依據學習任務進⾏語詞⼯作站規劃，設計學⽣喜愛的活動與練習⽅式，並選⽤學⽣容易有親近感

的圖片或⾓⾊，例如貓熊、孫悟空、⽑⽑蟲（參考圖1.）。五種不同的詞語⼯作站活動涵蓋了所有的學習⽬標，讓

學⽣透過⼯作站活動學習語詞的寫法、辨識語詞和詞義、了解同義反義詞，並運⽤語詞寫出正確的句⼦（劉⽟

婷，2015）。

表1

國語詞彙教學的⼯作站設計之舉例

⼯作站名稱 學習任務說明 學習媒材運⽤

火⾞嘟嘟嘟 完成語詞及詞義的配對 貼紙、紀錄⼩書

好餓好餓的熊貓 找出本課8個語詞相似詞 貼紙、紀錄⼩書

遊戲泡泡 找出本課8個語詞的相反詞 貼紙、紀錄⼩書

消失的文字 將部件不完整的語詞寫完 顏料、鏤空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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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在哪裡 運⽤課文中的語詞造句 多⾊紙片、學習單

資料來源：劉⽟婷（2015）。

 

圖1.國語詞彙教學的⼯作站活動圖片或⾓⾊舉例。

資料來源：劉⽟婷（2015：100）。

        李孝鶯老師則是運⽤「⼯作站學習法」進⾏國⼩四年級語文課的成語學習活動，規劃成語動物秀和成語⼈物秀

等⼯作站，讓學⽣透過趣味且多元的⽅式接觸、練習並複習成語。成語學習的⼯作站安排聽、說、讀、寫的學習

站，讓不同喜好興趣、能⼒的同學，都能在完成學習任務中發現或體驗學習的樂趣，同時提供不同學習⽅式的媒

材，讓學⽣⽤多元的⽅式展現⾃⼰的學習成果（李孝鶯，2014）。

表2

國語成語教學的⼯作站設計之舉例

工作站名稱工作站名稱 學習任務說明學習任務說明 學習媒材運用學習媒材運用

成語接龍 要接出與題目語一樣的動物 籤筒、學習單

比手畫腳 比手畫腳讓對方猜出成語 字卡、肢體表演

成語金頭腦 閱讀兩則故事用此成語造句 成語故事、學習單

童心演出 先閱讀內容練習對話並錄下內容 攝影機、成語故事

成語資訊站 抽籤選成語，查解釋與造句 電腦、學習單

成語拼圖 兩人一組完成6個成語造句 成語字卡、學習單

成語對對碰 拼出12個剪成兩半的四字成語 成語字卡、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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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戳戳樂 贏的先念對方動作，再比手畫腳 籤筒、肢體表演

資料來源：李孝鶯（2014）。

⼆、英語教學⼯作站設計實例

        黃⽟瑤老師嘗試以「⼯作站學習法」提升國⼩四年級學童之英語字彙學習成就與學習參與度，教學⽬標在於讓

學⽣透過⼯作站的練習，促進英語字彙的聽、說、讀、寫能⼒，⼯作站設計除了運⽤教學常⽤的學習單設計之外，

黃教師使⽤不同字⺟拼板、字⺟印章、平板、電⼦書等媒材，將英語字彙的學習融入在趣味活潑的操作活動，增加

學⽣的學習意願，提升學⽣對於英語字彙的熟悉度（黃⽟瑤，2013）。

表3

英語字彙教學的⼯作站設計之舉例

⼯作站名稱 學習任務說明 學習媒材運⽤

⽿聰⽬明 ⾃學後練習聽辨能⼒ 電⼦書、歌曲

拚拚ABC 以字⺟拼字板拼出單字 字⺟拼字板

印底⼦英語 ⽤印章蓋出指定單字 英語字⺟印章

單字⼤搜尋 在字⺟⽅陣中圈出指定單字 學習單

英語開⼝秀 ⽤ipad錄下對話 平板

寫出英語⼒ ⽤⽩板筆寫指定字、句 ⽩板、筆

英語排排站 將打散字⺟重新組合單字 學習單

句精會神 將單字排列組合句⼦ 單字⾊卡

資料來源：黃⽟瑤（2013）。

三、數學教學⼯作站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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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淑梅老師將「⼯作站學習法」融入於國⼩⼆年級的乘法學習教學單元，讓學⽣經由各個⼯作站中的活動，以

了解乘法的意義。表4為卓老師的數學⼯作站設計，當中安排了許多同儕互動的學習⽅式，例如：互相抽問、猜

拳，以促進學⽣的乘法學習熟悉乘法表，並設計⾓⾊扮演、⽣活情境模擬等活動任務的⼯作站，讓知識得以運⽤於

⽣活中（卓淑梅，2014）。

表4

數學乘法教學的⼯作站設計之舉例

⼯作站名稱 學習任務說明 學習媒材運⽤

我會做⼀做 以積⽊或圖了解乘法意義 積⽊或圖卡

我會動動腦 根據文字內容描述解題 學習單

我會念和寫 與同儕完成乘法表並且背誦 學習單

我會背⼀背 與同儕熟悉乘法表內容 乘法表

默契⼤考驗 以拍念⽅式熟悉乘法表 乘法表

我會唱⼀唱 以唱謠的⽅式熟悉乘法表 歌曲

分享時刻 情境圖或數字進⾏模擬題 圖片

抽抽樂 抽數字並說出兩數相乘的積 數字球、桶⼦

我會比⼀比 以⼿指遊戲完成9的乘法表 乘法表

我發現了 觀察7乘法表發現乘法規律 乘法表

⼩⼩Play商店 ⾓⾊扮演進⾏買賣，操作教具及乘法計算 錢、餅乾、貼紙

我會畫⼀畫 以圖像呈現單位量與單位數進⽽了解乘法 紙、彩⾊筆

⼤家來猜拳 與同儕猜拳，將結果記錄下來並計算得分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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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站 排出⻑⽅形並將⻑⽅形畫出 花片

資料來源：卓淑梅（2014）。

四、⽣活課程的⼯作站設計實例

        李雅雯老師在⼆年級⽣活課中實施「⼯作站學習法」，依據教材的課程⽬標，選擇「吹泡泡」、「可愛的動

物」、「歡喜過冬天」三⼤主題，每個主題進⾏5-6個⼯作站。李老師的⼯作站中運⽤了多元豐富的學習媒材，例

如圖片、影片、謎題等，結合吹泡泡、煮湯圓、禦寒⽅式等學⽣熟悉的⽣活經驗，使學⽣可以從活動中體會學習。

此外，為了讓較早完成學習任務的學⽣能有更充實的學習內容，李老師安排了彩繪冬天這個⼯作站，讓學⽣依據提

⽰畫出⼀張冬天景致的圖畫，作為進階題提供學⽣⾃由參與，對於這種挑戰性、⾃由選擇和表現的⼯作站設計，學

⽣的學習反應良好（李雅雯，2015）。

表5

⽣活課程的⼯作站設計之舉例

⼯作站名稱 學習任務說明 學習媒材運⽤

泡泡何處有 找出圖中可產⽣泡泡的時機 圖片、學習單

河川汙染⼤追查 觀看影片，了解河川汙染的真相 影片、學習單

奇幻球 將泡泡吹在紙上，觀察泡泡表⾯ 泡泡⽔、紙、吸管

超級泡泡⽔ 調製好吹不易破的泡泡液 泡泡⽔

神奇魔棒 吹泡泡並找出最不易破的泡泡⽔ 6種形狀的棒⼦

動物⼤猜謎 猜10個關於動物的謎題 動物百科、學習單

比⼿畫腳 以動作表演動物外型或特⾊ 圖片、肢體表演

⿇吉配對 將圖與名稱配對 圖卡

我是⼤富翁 創作愛護動物⼤富翁闖關圖 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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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來找碴 找錯誤答案並寫出正確棲息地 圖片、學習單

⼩記者寶⾙狗 進⾏遊戲並採訪如何照顧寵物 電腦、攝影機

葉來葉不同 學習葉⾯顏⾊變化種類與原因 有聲書、葉⼦

滾動吧!湯圓 學習烹煮湯圓並觀察湯圓的變化 ⽡斯爐、鍋⼦

比⼿畫腳 表演冬天禦寒⽅法讓學⽣猜題 圖片、肢體表演

發現冬天 看照片，找屬於冬天的現象 照片、學習單

釣⿂趣 找出動物因應冬天的⽅式 棉線、筷⼦、磁鐵

彩繪冬天 畫出冬天的景象 彩⾊筆、⽩紙

資料來源：李雅雯（2015）。

肆、提升學⽣學習表現的「⼯作站學習法」教學策略

        上述的各學科的⼯作站設計，教師根據學⽣的個別差異，仔細考量學習者的先備知識、能⼒，以及學習⽅式、

風格和興趣等需求，妥善規劃出符合教學⽬標的⼯作站學習任務，並利⽤多樣化學習媒材營造出學習情境，讓學⽣

得以依照⾃⼰的程度、喜好進⾏選擇⼯作站進⾏學習。「⼯作站學習法」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教師是否進⾏有效規劃

（Ocak, 2010），例如透過⼯作站的精⼼安排，學⽣解決學習任務時，⼀⽅⾯習得學科知識，另⼀⽅⾯也學到了如

何解決問題的思維；⼜如，運⽤多元、多樣化的學習媒材讓學⽣「做中學」，這樣的教學模式不同於以往被動的接

受學習，不僅促進學⽣在課堂活動中的參與度，也提升了學習動機和⾃信⼼。以下根據近年教師教學的研究報告、

論文期刊等文獻資料，整理有效促進學⽣學習表現的「⼯作站學習法」教學策略如下。

⼀、提升學⽣認知能⼒的教學策略

        教學研究發現，運⽤「⼯作站學習法」能提升各學習主題的認知能⼒，教師教學經驗顯⽰，有效提升學⽣認知

能⼒的「⼯作站學習法」教學策略，除了考量各年級、領域的教學⽬標，設計出符合需求的⼯作站活動之外，應根

據學⽣弱點設計活動，以增加練習的機會，同時可善⽤⼯作站活動的特性，兼顧各項能⼒的培養（黃⽟瑤，2013；

李孝鶯，2014）。另外，宜安排簡單、易操作完成，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體驗類型⼯作站，例如：紙筆練習類、遊

戲類⼯作站、多媒體學習媒材，增加學⽣參與度及學習興趣（李雅雯，2015；劉⽟婷，2015）。  同時，亦可針對

程度較好的學⽣增設不同難易度題⽬或是安排挑戰題，但時間的安排也很重要，因此提供充裕的活動時間也是課程

規劃的要點（李雅雯，2015；卓淑梅，2014）。對教師⽽⾔，「⼯作站學習法」同時具備教學與評量兩種功效，

建議教師應提供學習校正或即時回饋，例如學習單的題型簡單明瞭，且放置答案夾供學⽣即時校正、了解⾃⼰的學

習狀況（李雅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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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規劃期間要預先思考各⼯作站需要協助的活動內容，以及需要的協助⼈員和協助⼯作，可以儘早

邀約有興趣的老師協同教學、或請導師協助記錄學⽣狀況，⽽部分的活動也可以請家⻑協助⼯作站的進⾏（李雅

雯，2015；王儷燕，2017）。⼯作站數量與時間分配也是「⼯作站學習法」很重要的⼀環，教學初期活動不宜過

多，應隨著課程進⾏的實施，在老師與學⽣皆熟悉活動⽅式後，逐次增加活動數量，通常不宜超過5站，並在課表

上預留彈性時間，讓每⼀位學⽣都有機會執⾏各⼯作站的任務（黃⽟瑤，2013；李孝鶯，2014）。由於國內中、

⼩學為常態編班，故進⾏⼯作站操作活動時，需要適時關注、協助學習較為落後的學⽣（卓淑梅，2014），針對班

級內的特殊⽣要多給予協助（劉⽟婷，2015）。

⼆、提升學⽣情意表現的教學策略

        教師經驗顯⽰，透過⼯作站的操作學習，不僅增加了學⽣學習參與度、⾃主學習⼒、興趣也能提升學習態度，

在提升學⽣情意表現的教學策略⽅⾯，⼯作站內各項學習媒材是學⽣在操作的過程中⽤來輔助學習的重要學習素

材，例如運⽤多樣化的教學媒材，學⽣較能維持學習熱忱、好奇⼼（黃⽟瑤，2013；李雅雯，2015），也能夠促

進學⽣的學習。

        此外，教師指出，⼯作站的實施過程中應確保每⼀位學⽣都能持續進⾏學習活動，以免學⽣陷入無聊、不知該

做什麼，或者聊天嬉戲的狀態，因此老師確認⼯作站的活動類型以及學習媒材後，應妥善安排學習空間，並且布置

學習情境，且在活動進⾏期間也要隨時留意所需的學習媒材是否準備⿑全，數量是否⾜夠，（卓淑梅，2014；王儷

燕，2017）。另⼀⽅⾯，⼯作站進⾏期間的秩序問題也是常令教學者感到擔⼼和困擾的部分（黃⽟瑤，2013；李

孝鶯，2014），為此建議教師能夠於課程進⾏前，向學⽣說明老師在課程事前準備的⼼得，讓學⽣同理老師的付

出，因⽽更珍惜這樣的課程安排（劉⽟婷，2015）。

三、有助於學⽣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

        藉由⼯作站的活動參與和體驗，讓學⽣能夠更加了解⾃⼰的能⼒、興趣喜好，同時，在與他⼈的互動之中，學

⽣可以從同儕⾝上學到更多不同的學習策略，進⽽「懂得如何學習」。根據教師的教學經驗顯⽰，「⼯作站學習

法」提供學⽣⾃⾏安排⾃⼰的學習歷程的機會，⿎勵學⽣完成⾃我設定的⽬標，營造出⼀種更⾃主的學習氛圍，讓

學⽣學會為⾃⼰的學習負責（林吟霞，2018；黃⽟瑤，2013）。同時，學⽣透過參與⼯作站的過程中與他⼈合

作、交流，不僅能夠促進彼此的學習成效及豐富學習歷程以外，還能透過分享彼此在過程中所運⽤到的學習策略

（黃⽟瑤，2013），因⽽增進了彼此的後設認知能⼒。

        對於教師來說，「⼯作站學習法」尚屬於較陌⽣的教學⽅式，因此在設計課程期間持續精進專業知能，例如課

程設計、教學技巧、學習媒材的運⽤等能⼒，才能妥善運⽤「⼯作站學習法」幫助學⽣學習（卓淑梅，2014），例

如：在課程實⾏時，發現學⽣在學習過程拋出問題，若是教師多運⽤追問策略，便能夠協助學⽣深入思考問題（王

儷燕，2017）。

        此外，進⾏課程時，老師須細⼼觀察學⽣的學習狀況，了解學⽣個別差異，適時給予學⽣協助、引導（李孝

鶯，2014），但老師的引導必須要有技巧，當學⽣遇到困難或停滯時，不應直接給予答案，⽽是給予提⽰或間接引

導，老師要能適時學會放⼿，才能給予學⽣⾃主學習的機會（李雅雯，2015）。

伍、結語

        學者Zimmerman和Schunk指出（2001），⾃主學習涵蓋三個⾯向：後設認知能⼒、學習動機和主動參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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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具⾃主學習能⼒的學⽣，應能展現學習動機、運⽤策略進⾏學習，並且能在學習過程中，監控與調整⾃⼰的學

習⽅法與步驟。教學研究顯⽰，「⼯作站學習法」有利於發掘學⽣的多元潛能、激發並維持學⽣的學習動機，也有

助於引導學⽣為⾃⼰的學習負責，除了符合適性教育的理念，同時也具備⾃主學習的精神（Merziger, 2007）。最

後本文從啟發學習興趣動機、訓練學習策略和技巧，以及促進後設認知能⼒等三個⾯向，總結運⽤「⼯作站學習

法」提升⾃主學習表現的可能性。

⼀、啟發學習興趣和動機

        「⼯作站學習法」的課程設計強調多元的學習媒材、學習⽅式以及學習任務，例如紙筆練習⼯作站、操作實驗

⼯作站、遊戲型學習⼯作站、多媒體運⽤⼯作站等不同性質的⼯作站，這種設計的理念是以學⽣的個別性為出發，

考量不同學⽣的特質、性向、能⼒，以及學習動機和興趣（Menzel, 2008）。多元的學習⽅式有助於啟發學⽣的學

習動機，此外，「⼯作站學習法」打破固定座位和學習空間的概念，將學習的空間分散在教室的各個⾓落，利⽤教

室外⾛廊或是教室附近的專科教室和活動空間來進⾏，⽽不局限在單⼀的、封閉的教室空間，增加學⽣肢體的活動

性，也使課程更為活潑，避免學習步調的呆板與單調，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樂趣。

⼆、訓練學習策略和技巧

        ⼯作站的學習任務的設計，乃是根據學習內容的屬性⽽給與學⽣學習策略的指引，透過學⽣⾃⼰的操作，以習

得知識或技能（Stübig, 2004）。學⽣在⼯作站的學習歷程中，透過⼯作站的任務設計和操作指引，認識並運⽤不

同的學習技巧，當任務的執⾏產⽣困難或疑惑時，學⽣也可以選擇和同學合作、請益和商討，或是向教師尋求諮

詢、協助和⽀援，以提升操作技能和問題解決的能⼒。另⼀⽅⾯，實施「⼯作站學習法」過程中教師的重要任務之

⼀，乃在於隨時視學⽣的個別情況，⽀援或引導學⽣釐清任務的⽬標與學習內容，讓學⽣得以順利完成⼯作站任

務，並從中發覺適合⾃⼰的有效學習策略。

三、促進後設認知能⼒

        ⼯作站的學習活動過程中，學⽣在課程安排的時限內進⾏各個⼯作站的學習，例如每週兩節，為期兩週共四節

課，完成各站學習任務，同時在⾃⼰的學習檢核中記錄⾃⼰的執⾏情形。⼯作站任務執⾏先後順序由學⽣依照⾃⼰

的程度及學習進度來決定，同時，各站的學習任務設計包含不同難易度，例如初級、中級、挑戰級，或基本任務與

彈性任務，學⽣可以根據⾃⼰的程度選擇學習任務，完成之後可以進⼀步挑戰其他等級，學⽣從以往被動的⾓⾊，

轉變為主動、積極的學習者，必須評估⾃⼰的能⼒、學習狀態，並根據⼯作站提供的學習資源與⽅式，⽅能適當地

安排任務站的執⾏順序，並適時地調整學習速度和節奏（Lange, 2010）。「⼯作站學習法」思考、探究和實作的

過程，讓學⽣掌握較⾼的學習決定權和選擇權，同時透過⼯作站任務的設計提供學⽣學習回饋，讓學⽣對⾃⼰進⾏

評估及監控，可促進學⽣察覺⾃⼰的認知能⼒，反省學習狀態，有助於提升學⽣的後設認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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