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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的自主學習如何實踐？實驗學校的啟示 

 
圖片製作：策略溝通辦公室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哲立】 

  自主學習是指在開放與彈性學習氛圍、系統性的教學支持下，學習者經由學習方

法與自我管理以達到學習目標的過程。教師抱持開放與彈性的態度，支持學生的探究

與好奇心，在探究過程中培養認知面向、合作互動與社會參與的素養。 

一、實驗學校以專題課程實踐自主學習 

  近年實驗型態學校蓬勃發展，自主學習為實驗教育的核心價值，某實驗學校的自

主學習是由專題課程來實踐，學生在國中八年級與高中二年級需要經歷約一年的專題

探究活動，並在學期末進行成果發表，為全校重要的學習活動。經由此過程促進學習

者的自我理解、自我探究與生涯探索，同時也是覺察與點燃學習熱情到科學探究的過

程。正如該實驗學校教師所提到的「在做專題時，他真正覺察他到底喜歡甚麼，一旦

點燃熱情…專題它是一個探望自己，幫助他走向前的道路」。不同於一般學校來看待

自主學習，該實驗學校所理解的專題課程是一種學習歷程，並非研究成就或透些特定

的產出，不是透過自主學習的策略達到考試或升學的目標，也不是從教師與成人的角

色來要求學生自主學習。歸納該實驗學校由專題探究課程實踐自主學習的內涵，以及

對應的教師訪談內容，如下： 

（一）歷程比成果重要：試圖在學生身上看到走的歷程是甚麼，不會告訴你的專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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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爛或太好了，好跟不好，不在於外在，在於內在你到底悟了甚麼。 

（二）重視質性與個別評量：學生在報告，它其實際是對話的空間與場域，有包含我

們的評量系統，其實是有比較質性、比較是個別發展差異的。 

（三）班級的氛圍：班級的信任條件，或者他們討論文化好的話，那砲火是比老師還

要激烈的…他們在發展合作模式的過程，他們會把這件事情視為團體的盛宴。 

（四）教師的角色：要誠實，會就會，不會就是一起學習…我不會直接把價值觀放在

你身上，但我會跟你討論。 

（五）社區與家長的參與：很大的工作是要去建立社群的平台，建立更多大人可以來

照亮它，因為我知道我只能對到某幾位學生…他們都是無給職的。 

二、自主學習如何實踐 

（一）個人學習經驗的建構 

  自主學習是自我理解或進入探究的學習歷程，不僅是對於外界知識的理解與探究，

更是內化這些寶貴的學習經驗的重要機會，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是知識的學習，

學生如何選擇主題、尋求協助、與他人溝通與互動，或如何面對拖延到自我管理，以

及管理與覺察各種想法與情緒等，這些內在課程（inner curriculum）是建構真實的自

我概念、培養自我調整學習能力，以及建構意義感的重要機會。 

（二）兼顧成果展現與學習歷程 

  自主學習在本質上是內隱的，通常不易外顯化或進行教學與評量，形成性評量可

使自主學習的實踐是更加具體的、可實踐與回饋的。在成果展現上，學生的自主學習

是需要舞台與展現的，實驗學校教師也提到，成果的發表是一個團體盛宴而非個人秀。 

（三）創造正向、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 

  學校應營造正向安全、友善、探究開放的學習氛圍；促進全校師生的理解以形塑

共同目標，並善用社區資源；在學校整體課程規劃下，連結與扣合各類型的課程，例

如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程等，以發揮自主學習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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