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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隨著全球教育思潮的改變，世界各國開始探索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國⼈也開始意識到教師是決定

教育質量與教育改⾰成敗的主要關鍵因素。歷年來，相關政策與各項輔導計畫⽀持各級學校，已有不少學校藉由參

與計畫⽽提升課堂管理及促發教師專業成⻑，但亦有諸多學校在計畫結束之後，退回輔導前的樣貌。⾜⾒給予處⽅

式的作法，未必能達到教師真正認同與深層的轉型。這讓⼈不得不去思索，教師在課程改⾰的計畫中，⾃我改變的

主動性因素。

壹、教師⾃主學習概念探析

        ⾃主學習是個體關照⾃⼰學習的能⼒，經由個體⾃動建構系統性影響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為（Zimmerman,

2000）。⾃主學習著重學習者的後設認知，強調學習者以⾃⼰的⼒量和能⼒認識任務需求以及提出規範⾃我的學習

策略之具體⽅式（Boekaerts & Niemivirta, 2000）。其可分為動機、⽅法、時間、結果、環境和社會性等6個⾯

向，倘若這6個⾯向均由個體⾃⼰做出選擇或控制，學習就是充分⾃主，反之則無所謂⾃主（Schunk &

Zimmerman,1994）。Pintrich（2000）更將⾃主學習細分4個進⾏階段：第⼀階段是提出計畫和策略；第⼆階段

是學習者在各種過程中參與的監控（如認知、動機）及了解後設認知意識；在第三階段的控制下，學習者選擇和適

應學習和思考的認知策略。最後階段，學習者通過形成認知判斷和歸因來反應和反思並評估任務和學習情境，作出

選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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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上述定義，⾃主學習可視為⼀種動態的學習過程，其中體現出獨立、能動、反饋和調節等鮮明的本質特

徵。由此可歸納⾃主學習的重點有三：⼀、學習主體必須產⽣某種內在與外在變化；⼆、這種變化來⾃於後天的轉

化，是主體與環境相互作⽤⽽產⽣的；三、這種變化不容易因為外在因素消失⽽改變，是相對持久保持的。對於任

何⼀個個體來說，要想促成個⼈知識內涵的改變，獲得更好的⾃我改變和發展，就必須持續提升對知識的認知與理

解。教師是典型的成⼈學習者，其學習更強調⾃我導向的參與式規劃和學習者涉入的思維。但是，研究顯⽰⼀般教

師對專業發展的哲學理念及價值意識呈現中空狀態，教師⼤部分對個⼈知識隱晦與難以⾔辯，以致於教師對於⾃⼰

在教學上為什麼⽽教？依據什麼⽽教？並不夠明確具體（林思騏、陳盛賢，2018；陳美⽟，2006）。加上⽬前國

內對於⾃主學習的概念以及教育實踐的研究偏向多以學⽣為研究對象，較少從教師個⼈視⾓來審視教師的⾃主學習

（林思騏、陳盛賢，2017）。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以⼀種新的觀點看待教師的⾃主學習，了解教師⾃主學習的本

質特徵，讓教師有能⼒透過⾃主學習⽽成⻑，進⽽促成教師有效教學。

貳、教師⾃主學習的本質特徵

        教師是實施教育的專業⼈員，其學習往往是為了因應不同的⾓⾊與責任，即為典型的成⼈學習者。成⼈學習者

具有⾃我導向的學習需求，⾃我導向內在需求讓學習過程具體化，其本質極具意向性、計畫性、監控性、反思性等

特徵。隨著終⾝學習概念的普及，教師的學習與教學更強調⾃主性。當教師願意嘗試新的做法和變⾰，並將教學過

程中所思、所想、所感、所作、所為與關⼼教育的⼈做專業對話，透過討論、分享及反省、試驗的過程，其專業知

識便能深化（王秋絨，2002）。

⼀、教師⾃主學習之意向性

        詹志禹（2002）指出學習不能外鑠，只能靠內發。意向性涉及教師主動意願和計畫追求⽬標的具體措施。例

如，教師願意留出⼀天參加專業成⻑研習活動，⽽不是去參加⼀個朋友派對。學習的產⽣必須取決於主體之⾃願性

的選擇，意向是具有焦點及⽬標的，具有「⾏動—對象」結構（Giddens, 1979）。這好比教師無法強制學⽣學

習，同樣的教師⾃主學習亦重視教師主觀之選擇性、⽬的性，⾜⾒教師⾃主學習的發⽣並非盲⽬跟從，⽽是⼀種⾃

覺⾏動教師價值內化的過程，也是⼀種意識的形成，以教師情感認同與明確⾃⼰⾓⾊為前提。

⼆、教師⾃主學習之計畫

        教師⾃主學習涉及⽬標設定，它必須預先考慮計畫要怎麼產⽣？會花很多時間嗎？做不出來怎麼辦？同時考慮

結果。在計畫的過程中，關乎教師對於知識多樣與統整性、縝密的計畫性思維、執⾏的堅持度、時間管理、衝突管

理、⼈際互動、挫折容忍、彈性應變等各種能⼒的統整。因此，教師⾃主學習之計畫不單純指某種知識或技藝的學

習，⽽是⼀種各項能⼒與態度整合的實踐與學習。教師在歷程中調整⾃⼰的認知、學習動機與學習⾏為，並設定符

合⽬標與該環境的計畫，引導與約束⾃⼰學習。

三、教師⾃主學習之監控性

        教師對整個⾃主學習過程的⾃我監控，是⾃主學習的關鍵。透過學習過程中反覆的評價、回饋、管理，且根據

實際情境修調⾃⼰的學習⽬標與時間，並完善思維及學習⽅法等。為有效地進⾏學習，教師需要不斷地進⾏⾃我測

試與評價學習效果，並採取相關的補救措施，例如，尋找他⼈的學習計畫或模式、⾃我評量、反思⽇誌等，整個過

程即為⾃我監控（Bembenutty, White, & Vélez, 2015）。

四、教師⾃主學習之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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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主學習之反思涉及對結果、思想、⾏為、感受等評價和反應。⽬前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普遍存在理論和實

踐的脫節。這其中涉及「反思學習」與「反思教學」的概念。教師反思性⾃主學習可說是教師反思教學的基礎，教

師必須透過積極、持續、慎思、學習過程，才能有更佳的實踐性知識。此時反思學習不僅是⼀種運作歷程，也包含

著教師教學整體脈絡性。誠如Hargreaves（2000）所⾔：「如果教師不明白本身具有哪些專業知能，將造成教師

無法應用這些知識；而教師不清楚自己所缺乏的知識，就很難找出需要加強的新知識。」學習應建構在符合知識論

觀點的原理原則之下，展開各領域專業能⼒的開展，教師反思學習是反思教學實踐的關鍵。有了反思學習的基本，

教師更會對⾃⼰教育⾏為乃⾄教育細節的再三審視，於課程規劃、教學策略、師⽣關係、學⽣課堂⾏為、成果評估

等有所質疑與推敲，能讓教師真正落實教學，亦能幫助實務與理論的結合（Andrew, Black-Hawkins, & Hodges,

2014）。反思能幫助教師更有效的⾃主學習，並更新教學觀念，思索教學⽅法，帶動學⽣更好的學習成效。

參、教師專業發展的現實之需

       《教師法》和《教育基本法》以及《國⺠教育法》的制定與增修，讓教育政策鬆綁，並開始邁入多元發展路徑

（陳文彥，2007）。當前社會普遍肯定教師專業成⻑的必要性，且提供多元展現與學習管道，使得教師有將⾃⼰所

學分享予其他教師的舞臺，帶動了相互交流成⻑的風氣。但各種多元進修⽅式能否讓教師產⽣反思意識更新教學觀

念，或只是依樣畫葫蘆地模仿，尚未可知。誠如Schön（1983）所提，教師專業是實踐的不確定地帶
1
，其充滿著

複雜性、模糊性、不穩定性、獨特性和價值衝突，處於這⼀地帶中的問題，書本知識、技術⼿段都是無能為⼒的，

只能藉由⾏動中的知識（knowledge-in-action），也就是教師在專業實踐活動中對活動進⾏反思形成的知識，從

中來澄清、驗證和發展。故⽬前可以確定的是，未涉及結構性的反思及主動性學習之教師專業發展，恐僅只流於做

做表⾯、儘量服從、少有挑戰之層次，並不能活化整個教育環境，也無法達到真正的成⻑。

        另⼀⽅⾯，在多元師資培育政策下，教師的素質能否全數達到應有的⽔平，仍是問號。加上⼀旦通過教師甄

試，幾乎等同於換到鐵飯碗，只要任職中不犯⼤錯，即可安⼼待到退休。這樣的制度也造成部分資深教師只是教的

時間資深，學問並沒有與時俱進（李淑菁，2014）。

        教師專業發展是否應該建立⼀個外在遵循的制度，還是只需內發性的主動，說法眾說紛紜。政策⾯的外在制度

通常是⼈們為了相互關係更好⽽設定的⼀些約束與遵循⽅向，應可視為整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但好的績效往往來⾃

內發主動的⼒量。張德銳（2013）強調教師專業發展本質是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實踐、反思、對話與學習，他認為教

師主動性學習與反思後所得到的係⼀種主動性的經驗（proactive experience），⽽不是被動性的反應（reactive

experience）。⾜⾒，⾃主學習作為教師基於本⾝⼯作實踐和已有知識經驗所進⾏之⾃我指導和管理，於提升教師

專業發展作⽤，具有強烈之實⽤性與必要性。

肆、充實教師⾃主學習的條件

        教師⾃主學習，使得教師在教學中不斷的省思、不斷的對話，不斷的改善，修正原本不存在或有質疑的教學觀

念與教學⽅法，讓它變得更好，讓教學原本不可能的，化為可能。使教師朝向專業發展的不⼆法⾨，惟有通過主動

投入學習，才能促進⾃我完善，從中獲得職場成⻑的內在快樂和滿⾜。希冀經由本研究的探討，充實教師⾃主學習

之條件，促使教育場域中的所有⼈，有不同的反省與思考。

⼀、建立以教師為本位的⾃主學習模式

        如前所述，現有的教師研習與專業成⻑受教師文化及各⽅⾯條件限制的影響，基本上還是跟從、不強出頭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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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型態，研習亦採⽤講座、報告以專家講授⽅式為主要的進⾏⽅式。教師是典型的成⼈學習者，其學習偏向問題中

⼼，講求即時應⽤知識，因此外在驅⼒能影響內在因素驅使。Veenman、Van Hout-Wolters 與

Afflerbach（2006） 研究深探⾃主學習與學習者的後設認知、環境因素以及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國家的動機之間的

相關性。其研究結果顯⽰學習者的⾃我學習及⾃我監控能⼒會根據課題的經驗不同和⾃⾝的背景不同⽽產⽣影響，

外在因素能激起學習者⾃我效能感，⽽⾃我效能較強者的學習與績效表現較佳。Kim和Hodges（2012）亦提出學

習環境的改造來促進⾃我監控和反思的作法。他們認為在⼀個具有挑戰性並且堅持的學習情境上，較容易達成學習

者的⾃我調節，也較容易促成學習者成功的學習經驗。故應有計畫的培訓和良好的⽀持性環境，建立以教師為本位

的⾃主學習模式，只要學習驅⼒甚於抗拒與否定，就能成就教師⾃我導向學習。

⼆、提升教師個⼈的⾃主學習能⼒

        教師⾃主學習的動⼒，真正起決定性作⽤的還是教師本⾝的學習動機、學習⽅法的運⽤和學習習慣的養成。教

師⾃主學習部分概念牽涉到教師教學後的再學習，再學習則涉及⽅法論的轉變。如，教師在不同班級授課，不能完

全使⽤相同的教學⽅法或原則。同樣的，教師⾃主學習之⽅法或原則也是針對教師現場需要⽽多元、多樣的。復以

此觀點來看教師的⾃主學習與再學習，學習可以建立在教育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的基礎上，也可以聚斂到⾃

⾝專業素養的薄弱環節，其間的動⼒與策略，深深影響其結果與產出，因此提升教師個⼈的學習策略與能⼒，實屬

必要。Wolters（2004）研究顯⽰學習策略與動機涉入較佳者，其學習成就也較⾼，課堂⽬標亦較易達到。Cho和

Shen（2013）在⼀項⾃我學習研究中表⽰通過學習管理⽬標及配合計畫策略按步驟實施，能讓學習者在短期內更

有學習信⼼，並完成⼯作。⽽⻑期的學習是⼀連串短期學習所組成，他們認為以這樣的觀點和作法能有效改善低意

願者的學習狀態。

三、讓教師個⼈的⾃主學習成為常態

        當學習與再學習為教師教學建構出⾃⼰的理路後，哲學、信仰和假設的轉移可以讓教師的視野更寬泛，更積極

的從被動轉為主動，將知識、技能、態度與⽇常⽣活緊密結合，再轉化為學⽣能吸收理解的⽅式，使⾃主學習在教

學、在⽣活中變得有意義。Kuiper、Murdock及Grant（2010）表⽰⾃我學習強烈程度的學習者以及⻑期⾃我學習

者所能承擔挑戰性任務、調整學習環境和處理信息能⼒超過⾃我學習感低者。Tekblylk、Camadan與

Gülay（2013）研究結果亦指出⾃主學習者即使遇到了障礙，如學習條件差或者課程議題複雜，他們也能進⾏深入

的探究。⽽⻑期的個⼈⾼⽔平的⾃我調節能⼒也將獲得⾼⽔平的成功。

伍、結論與建議

        統整上述，研究者歸納教師⾃主學習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產⽣主觀覺知有感受的意向性探索；第

⼆，針對環境情境產⽣⾃主學習之計畫將知識系統化；第三，發展出⾃我監控的洞察與敏銳；第四，⾃我反思學習

後進⽽對所在教育情境進⾏探索與反思，發展出教學實踐規則的判斷與精煉。儘管教師⾃主學習受到多⾯向因素影

響，但這些影響因素往往是環環相扣的，且它們與教師⾃主學習⾏為的作⽤也是相互的。

        教師⾃主學習必須謹記學習的⽬的，從中透過不斷的事件、不斷的對話，不斷的改善中，讓原本不存在的變為

存在，⼜或者可以讓原本不可能的，成為可能。最後研究者提出建議，建議教師專業發展之⾃主學習須：1、準備

適合學習的環境；2、擬定學習訂定計畫，確認⾃⼰學習的⽬的與期望的成果；3、學習碎片化管理⾃⼰的時間，適

當安排進度，⼀⽇復⼀⽇，幫助⾃⼰對問題或⾃學內容聚焦；4、留意新知並整理筆記，養成注意新知的習慣並記

錄重點，可對⾃主學習或待解決問題產⽣跳躍的功能；5、溫故知新，回溯之前的資料使之與學習連結；6、分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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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藉由分享可以讓⾃⼰更清楚學習所獲。

        ⼀個尊重和諧的學習成⻑環境是需要⻑期營造的，教師⾃主學習對內可以從教師的職業知覺、⾃⼰需求做起；

對外可營造終⾝學習的氛圍，強化教師學習品質。唯有教師對學習的態度是積極的，才能促進理論知識與實踐智慧

的相互轉化，幫助教師提升教學的有效性，從⽽確實改善教學的質量與促使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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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能⼒來實現，由現場的實驗來推動和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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