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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之相關理論及其在教學者
的角色與定位

壹、前言

教育部在國民教育新課程總綱中提出核心素

養，指為個體面對生活的挑戰，所應具備的能

力、知識與態度。而其中一項「自主行動」面

向，其包括「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身心素

質與自我精進」、「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在教育學習階段的自主行動思考、解決問題、精

進、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是為學習的內涵，故自

主行動是以學習為主軸的行動，本文就以自主學

習作為自主行動論述之基點。自主學習 (learning 

autonomy) 是近年來學習領域中受重視的主題，

許多教育學者甚至期待研究結果定為正式教育之

學習策略，期待學生離校後，能運用這項能力的

導引繼續學習，以達終身教育之目的 (Boekaerts, 

1997) 。

貳、自主學習之定義

在蒐集自主學習相關資料，而其所闡述的

內容與概念雖異，然均涉及學習，特別是在學

校或教室環境中進行的學習之論述相似高且篇

幅亦多。其論及理論有行為論、社會認知論、

Vygotsky 的鷹架論和建構論等模式 (Zimmerman, 

1989) ，模式均強調學習者積極地運用後設認

知、動機及行動之學習歷程，以促進提升學習效

果。而「自主學習」定義從教學層面、資源層

面、心理層面有其不同定義。在教學層面上，

強調學習者中心，以及學習者主導學習經歷的

教學模式 (Abdullah, 2001; Persichitte, Caffarella, & 

Ferguson-Pabst, 2003) ；在資源層面上，Gibbons 

(2003) 指出由學習者選擇及付出努力所獲取的知

識、技能、成就或發展上，學習過程不受時間及

情境所限制；在心理層面上，Knowles (1975) 強

調在學習過程依學習者或他人協助下，能判別學

習的需求、自我規劃學習目標、評估及搜集各項

學習資源，挑選、決定及實踐學習策略，並評估

其學習效能。

另 Freire (2011) 指出，學生主動去發現、探

索與感受的學習歷程，找到學習的意義，提升專

注學習的程度，以及激發從「要他學」轉變為

「他要學」主動積極熱情的態度。這符應近期熱

門議題的翻轉教學，由教學者的主動的教學，轉

為學習者主動學習的歷程（郭靜姿、何榮桂，

2014； Kong, 2014）。藉由翻轉達到或提升學生

思考力及判斷力的目標，亦提升學習成效。如

此，教師角色由「知識的教導者」轉變為「學習

的引導者」，強化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能力（何琦

瑜、賓靜蓀、陳雅慧，2013）。強調把學習權還

給學生，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學生覺得學習是自

己的責任，被視為自主學習。

綜上，自主學習視學習者為學習的主導者，

須主導其學習過程及負學習責任。基此，自主學

習在教育用語不難發現以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goal-driven learning、goal-

oriented learning 等專業詞彙。有些文章原文雖

異，然譯名亦用「自主學習」為題，茲蒐集相關

文章大致包含個人自我調整、自我導向、目標導

向、目標驅使等元素的轉移及應用至學習環境

中，茲以「自主學習」相關議題之理論說明如

下：

參、文獻探討

一、自我調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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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調整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涉及將學習的一般規範和自我規範

應用於學習上，特別是以學校或教室環境

中進行的學習。SRL主要來源於心理學領

域，其重點是認知和後設認知的概念和功

能 (Pilling-Cormick, & Garrison, 2013) 。從

Zimmerman、Bonner和Kovach (1996) 所提出

的SRL循環模式 (cyclic model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包括「自我評價與監控」、「目

標的設定與策略計畫」、「策略的執行與監

控」、「監控策略使用的效果」四步驟，

形成不斷循環的系統。Zimmerman (2002) 認

為SRL循環模式強調激勵學生內在的學習動

機，促使學習自我監控，採用有效的學習策

略，增強學習的自我效能，改善學習表現。

因此，SRL可視為個體不斷持續發展的學習

系統，使個體有效地自我管理、自我監控、

自我評價等，關乎學習目標，進而促進個體

有效搜尋解決問題的資訊與策略。

SRL是積極性的、建設性的過程，學

習者設定目標，然後嘗試監督、調節和控

制其認知，動機和行為，指導和管控，透

過目標和環境中的情境。這自我調整歷程

可調解個人與情境之間的關係及其整體成

就 (Pintrich, 2000) 。這就是自我調整學習

的模式 (Pintrich, 2000; Butler, & Winne, 1995; 

Zimmerman, 1998a, 1998b, 2002) 。綜上，自

我調整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具有對自己成

就表現的判斷及自我效能的知覺，而選擇適

用的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

二、自我導向學習 

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的概念起源於成人教育領域 (Roberson, 

& Merriam, 2005) 。對於SDL同義詞是終

身學習或自主學習，和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Cadorin, Suter, Dante, Williamson, Devetti, & 

Palese, 2012:153) 。SDL是一種能力 (Mourad, 

1964)，而此種能力《學習的自主性》的發

展上呈現三種類型1.是天生的氣質 (innate 

disposition) (Grow, 1994；Tough, 1997) ，2.是

獲得的特質 (acquired quality) ，3.是習得的特

性 (learned characteristics) (Grow, 1994; Tough, 

1971) ，在教育立場是以後天習得、透過教

育的所學習得特質為重點，亦即相信SDL是

一種可透過學習而得到的能力，被認為是

成功學習的關鍵 (Boekaerts, 1999; Lindner & 

Harris, 1993) 。

Hemmes, Long 和 Rowland (2000) 強調自

我導向與自我調整學習兩學習理論是有聯

結的。自我調整是自我導向的關鍵因素之

一。兩者在學習行為上有共同的特質，如

動機、目標導向和自我調整 (Meichenbaum & 

Biemiller, 1992) ，均強調學習者的選擇與掌

握學習路徑和進度，進行自我監測，以滿足

其學習的需求 (Garrison, 1997) 。

SDL是一種學習的過程，由學習者掌握

積極主動的歷程，訂定學習目標、尋求資

源、確定與執行策略和評估結果。是種能力

可透過課堂上、一對一或小組的學習環境中

獲得。構建於宏觀層面，被視為對外部學習

環境的公開管理的學習能力，與SRL微觀則

關注內在認知和情感學習環境的內在管理，

個體內在系統調節的學習歷程有異。

三、目標驅使學習 

目標驅使學習 (goal-driven learning, GDL) 

，是關心學習目標，內在驅力考量何時學習

與如何學習，以及如何選擇策略，是否能做

出正確的決定的歷程。早期的目標驅使學習

依循範例探討學習目標如何影響學習過程。

目標驅使學習重點關注自己決定要學習什麼

和如何學習的系統 (Radhakrishnan, Ontañón, 

& Ram, 2009) 。通常，GDL系統使用基於後

設推理能力、識別學習目標和制訂策略。

GDL的核心思想是學習的價值取決於學習對

學習者目標的貢獻程度，學習過程以目標

為指導方向 (Radhakrishnan, Ontañón, &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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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GDL的有效性取決於能就何時學習和學

習做出好決策，並選擇最佳策略實現學習目

標 (Leake, & Ram, 1993) 。這與許多學習系

統中使用的被動和靜態過程不同，GDL是迴

圈循環的過程，其中選擇目標概念和學習

策略，是以期望和知識需求為指導 (Hunter, 

& Sanders, 1990) 。歸納以學習者學習為主的

GDL (Hemmes, Long & Rowland, 1998) 對學習

理念強調做中學、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讓學習者作有效的學習及提升學習者持續學

習的力量之四項主張。總之，實施落實自我

驅使學習，著重於學習過程重於學習成果。

教師的角色也變為促發者，而非傳統的知識

傳授者。

四、目標導向學習

目標導向學習 (goal orientation learning, 

GOL) 係指關注教學或學習的價值產出，

聚焦不同學習動機對學習的影響 (Weiner, 

1993) 。GOL主張在面對困難、挫折、障礙

時，會導出正向的學習信念、歷程及學習效

果，如對學習有較高的內在興趣、面對失敗

能堅持不懈、會選擇適度挑戰性的任務、主

動搜尋回饋資訊、深層學習策略等，表現出

成果導向；相反的，則易導致較低的學習動

機及自律 (Dweck & Leggett, 1988) 。

GOL分三層次，第一是一個掌握目標，

學生專注於掌握任務，並有獲得新技能的願

望。第二是績效目標，學習者的主要關注點

在於看待其能力，著重於如何獲利獲勝的判

斷力。第三是一個績效迴避目標，即學習者

企圖避免不利的判斷，遠離挑戰性的任務 

(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 。Elliott和Dweck 

(1988) 提出採用績效目標者會有高度的學習

自我效能感。

當學生學習以GOL時，學習者自主性會

增加，會啟發其積極性，帶入學習信念和

目標。研究顯示高自我效能者，亦傾向於

學習和實現超過自我效能低的學生 (Bandura, 

1986) 。其任務遠超出其能力時，自我效能

會低下，對成功的期望亦小，可能導致焦慮

增加，生產力下降和參與度下降。綜上，透

過GOL的指導與落實，其以學習力增強進而

提升學習成效 (Winne, 1997) 。

肆、教師在自主學習教學上的角色與定位

綜合上述四種以自主學習理論論述，學

習者主動的學習過程，所欲達成的任務、優

先學習的目標和尋求形成學習的目標。由學

習者系統的描述和應用的模式化學習各主要

學習行動，亦由學習者知識重建的歷程，教

學者與學習者的角色與定位是相互影響的。

據歸納出教學者或教師在自主學習的教學

上，要善用下列策略以確立教師角色定位，

分述如下：

一、引領學生自我調整

在學習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關乎學習

目標明確，透過自我管理監控與評價，對學

習成果表現的判斷及效能的知覺，調整學習

的歷程進而解決問題。

二、掌握自我導向歷程

教師引導學習者掌握積極主動的歷程，

訂定學習目標、選擇與掌握學習路徑和進

度，尋求資源，進行自我監測、確定與執行

策略和評估結果，以滿足其學習的需求。

三、善用目標驅使策略

教師要能導引學習者發展持續學習的力

量，由於專業實務的知識和技術，要求持續

改變，回應知識內容、統合知識、和評量，

以達到自我學習的目標，進而達成預定的學

習目標。

四、運用目標導向策略

教師引導學生聚焦學習動機，正向的學

習過程，關注學習的產出，面對失敗能堅持

不懈，主動搜尋資訊、運用深層學習策略，

重視學習效果，表現成果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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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自主學習是強調學習過程重於學習成果。教

師的角色為促發者，而非知識傳授者。基此，教

師的教學策略亦應有所調整，不只是依循傳統的

教學策略，善用目標驅使、目標導向讓學生學會

自我監控與調整，驅使學生自主的完成整個學習

的歷程，學生是主動的，形塑成學習是學生自己

需要的學習，為自己的學習過程與成果負責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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