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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自主學習的未來思考」工作坊 

 

自主學習工作坊各校成果發表（講師簡菲莉前處長正主持中）

 

枋寮高中師生共學（上）；臺南二中成果「黃金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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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圍圈分享心得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李庭慧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自主學習之重要性。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與全國 43 所研究合作學校

共同展開課綱實踐之探究。107 年 6 月 12 至 13 日為期兩天的未來思考工作坊，係該計畫高中組規

劃辦理，藉由與普通高中教育階段研究合作學校的協作，提供學校優質與整體改進的模式以累積未

來課綱推動之實踐經驗與知識。 

  「自主學習是大家的事情。」透過工具運用、師生集思廣益，臺南二中團隊提出自主學習之洞

察，也替兩天的工作坊拉開序幕。 

  以自主學習為主軸，邀請研究團隊成員簡菲莉前處長擔任引導師，兩天的「高中自主學習的未

來思考」工作坊裡，聚焦高中階段的準備與裝備，邀集不同區域類型的合作學校團隊，從未來思考

的面向引導各校想像、構思，再進到自主學習形塑圖像與共識，期能透過歷程性的支持與學理面之

結合，構築各校自主學習的圖像、釐清自主學習在教育中的價值及新課綱落實的整體規劃。此次最

特別的，莫過於我們邀請了學生，透過世代對話，打開討論的範圍、開拓切入觀點的視角，在不同

的面向下找出我們認為的自主學習。參與學校包含：社區型臺北市中正高中、新設校桃園市大園國

際高中、傳統百年老校國立臺南二中及遠自臺灣南端的屏東枋寮高中，共四所學校，在國教院的共

學合作下，來到 T-Space 共創師生學習的新氣象。 

  兩天的工作坊，大家笑稱每一刻都處於「燒腦」的情況，先是回到 1988 年，又一路飛躍至

2030 年，最後回到此刻 2018 年，時間的設定有其脈絡的安排，講師要大家試想 30 年前的教育與

30 年後的教育，差異在哪？又未來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而我們現在如此，未來希望如何？跳脫傳

統課堂框架，以人類歷史作借鏡、以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當籌碼，迫使大家打開世界觀，找到自主學

習對於自己學校的新定位，或是我們想要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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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要來了，你看到了沒？」「浪要來了，你站在哪？」「浪要來了，你準備好了沒？」講師

反覆的提醒，亦再再的傳遞一個訊息「自主學習如何引發孩子們的學習動機，在於他們是否關心自

己的生活周遭？」利用短短 8 分鐘影片，營造討論自主學習的氛圍，跟著劇中主角，一起迎接挑戰，

正當大家縈繞在片中女主角如何自主學習時，講師藉機勾出自主學習的三大重點：「一、要學會學

習；二、要知道自己的知識是怎麼建構出來的；三、要能夠跟別人一起協作。」拋出對於自主學習

的定義後，認真地提醒大家：「不要管能不能做到得到，只管你的想要、你覺得應該要有的」，驅

使各校回頭想想在高中階段對於自主學習，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會有什麼樣的具體產出？亦打開了

在場每一位師生想像的空間，打破舊思維，將過去我們習慣自我設限的框框角角卸下。 

  臺南二中老師說：「自主學習不只是學生的事，其實老師也是要自主學習，才能共好。如果老

師去引導學生，但學生其實一點也不想被我們（老師）引導，那老師也會費很多力氣，若自主學習

只是少數人的，那事情就很難達成。所以，『自主學習是大家的事情，若大家都有這個意識，我們

就能共好。』」這番如宣示般的話語，劃破了自主學習一直以來的模糊，讓大家清楚地意識到，原

來「自主學習是大家的事情」，「大家」也包含了學校師生每一位成員。講師便打鐵趁熱說：「多

麼希望每一所高中的老師都能發現這件事，當老師發現自主學習是他的事，那他就不會認為這是彈

性學習 18 小時的事，那是每一個老師在課堂上的事。」從中反應了教學現場對於彈性學習的無所適

從，更回應了各校在面對彈性學習時間應該要有的態度。 

  接下來一連串的工具實作，每一樣都精采豐富收穫滿載，如「未來輪」、「未來三角」、「導

因層析」、「雙變項」等，以及「冰山理論」那是更畫了三次冰山，反覆地穿梭在事物的「表象」、

「系統」、「世界觀」及「隱喻」間，才真的讓學員們有所感，有所理解工具的用意並凝聚出大家

的共識。透過工具有好多我們關心的議題、憂心的層面逐漸浮現出來，而每一次的練習，也都環扣

著各項議題一次次地往下分析、支解我們認為的理所當然、開始尋找背後的原因、累積起嘗試的精

神，試圖推著大家勇敢作夢，把對於未來的想像具體化，建構出大家想要的未來，而自主學習則是

大家鋪橋造路，抵達我們想要未來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從中我們省思在組織中有誰是「叢林」、是

「棋盤」、是「山頂」、是「摘星」，還是「新芽」？而自己最常是處在哪一處？我們的組織、學

校缺哪一處？問題持續累積更因成長而加速發酵，最後大夥完成了「大成發」，累積了兩日所學，

熟悉了工作坊的對話方式，在多元面向切入下，表達意見人人平等，使得大夥不論師生都更熱絡了，

更整體觀地回應了這兩天的所學，並帶著更全面的視角回校傳遞新的思維。 

  以「圓」的開始，亦以「圓」的圖像結束，活動開始及結束大夥一次次地圍起大圓，有時互相

彼此打氣、鼓勵，有時以一句話說出兩天的心得。此次工作坊不同以往以指令教授再產出，而是自

己想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並在問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每一次的開始、課間休息與結束，都

會在教室後方圍起一個圓，拉近彼此的距離，如一種宣示、一種凝聚，還有一種共好的精神。工作

坊暫告一段落，接下來學校與研究團隊共同探索自主學習之實踐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