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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活化教學 
個案研究：學會學習的系統觀點 

 

陳美如
*
 郭昭佑

**
 

學會學習是 21 世紀的重要素養，更是世界各國課程改革趨勢，透過學會學

習幫助個人得以正面地面對風險，並發展承受各種挑戰的適應力。而教育也不

僅止於學校範疇，非學校型態的教育提供學生更多元彈性的學習機會。本研究

以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之個案研究，以學會學習的系統觀分析其活化教學策

略，探究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在活化教學實踐之可能性、影響、難題與建議，

希冀提供關心學生學會學習之研究與實踐參考。 

 

關鍵字：非學校型態、活化教學、學會學習、實驗教育 

 
 
*   作者現職：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  作者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陳美如，e-mail: meiju@mail.nd.nthu.edu.tw 



主題文章 

 

 40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20 世紀末，網際網路及各類資訊載體逐漸普及，在無邊界的網路世界，知

識的擁有者不限於學校與教師，未來的人才需要有自主學習及終生學習的能

力，而前提是需要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Rubin（2003）即強調教育需致

力於「顯露學生的才能並且去哺育他們」，上述理念揭示教育的功能，應不僅限

於學習內容及表現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導引學生學習如何為這系統作闡釋。這

裡強調的是學生在成人的引導下，帶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能解決真實情境的

問題，進而有意識的思考學習和自身之關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 2003 年提出學習的五大支柱學會求知（learning to 
know）、學會做事（learning to know）、學會共處（learning to know）、學會發展

（learning to know）、學會改變（learning to know），該五大支柱背後的核心即

是學會學習（UNESCO, 2003）。學會學習亦為歐盟的核心素養之一，世界主要

國家如芬蘭、新加坡、英國、加拿大等課程改革也朝此方向移動。 

臺灣自 1994 年四一○教育改革大遊行，開啟臺灣教育改革時代。國家課程

啟動兩波的課程變革--2001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以及 2019 年的 12 年國教。

除此之外，臺灣的教育變革也逐漸走向多元化、個別化與彈性化，2014 年立法

院通過教育實驗三法，其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強調實驗教育理

念，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特性，課程、教學與評量規劃以引導學生適性學

習為目標，實驗教育計畫經主管機關許可，課程、教學與評量得不受課程綱要

之限制 （教育部統計處，2018），讓教育型態與實踐有更多創的空間。 

臺灣第一本實驗教育專刊在訪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自學團體及實驗學校

後即以「打造學習的專家」為核心理念進行論述（何琦瑜、林玉珮，2017）；2012
年創辦的赤皮仔自學團體主張培養學生「自己學」的能力（鄭婉琪，2015）。標

榜孕育多元藝術設計人才的學學文創教育實驗機構，專注培養學生的八項能力

也以學會學習為核心（學學教育實驗機構，2017）。2018 招生的臺北市和平實

驗小學其辦學精神及強調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精神，透過適性的規劃，老師負責

的是從旁協助與提供資源（黃志順，2017）。 

從世界趨勢、教育實驗法及實驗教育組織，無不強調學會學習並能自主學

習之重要。本研究希望在實驗教育法成行初期，以個案研究深入探討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在課程教學的實踐樣貌，呼應 Pinar、Reynolds、Slattery 及 Taubman
（1995, p865-866）指陳：「要進一步理解教育，我們必須抓住其內部的動態過

程，即教育經驗的運動，以便課程（教學）不再與觀念相脫離」。研究個案為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自學團體，經由實地理解探究、現場觀察、傾聽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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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其內部的動態過程。並從學會學習的系統觀，理解並分析自學團體回應

學生學會學習的實踐，希冀從該歷程提出教育實驗團體在促進行學生學習的經

驗中值得借鏡之處，探究其困境與發展之建議，以提供教育實驗課程教學變革

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關注學會學習的趨勢 

教育的使命就是致力於改進學生的學習（柳國輝譯，2010）。二十世紀末

教育重心逐漸轉至關注學生學習，例如芬蘭自 1991 年即給予教師更多信任，老

師可以有 80％的自由進行課程規劃與活化教學，以利將重點放在學習本身，而

不是讓學生為了考試而學習，創建可以讓學生自然學習、探索的環境，以養護

學生天生的求知慾（涂馨予譯，2010）。和芬蘭一樣，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課程

改革，亦致力於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專業（陳玲玲，2010）。英國於 2009 年到

2011 年，啟動「明日的學習」計畫，教學的設計鼓勵學生深入參與自身的學習

（Hoskins & Crick, 2010）。面對世界驟變的浪潮，知識的載體不限於學校、教

師，而是在更寬廣的網路世界，教育系統傳遞知識的角色日漸式微，未來的人

才需要有自主學習及終生學習的能力，其關鍵則是需要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 

新加坡自 1997 年啟動「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Thinking School, 
Learning Nation），定調發展能力導向的教育，課程內容循序減少 30%，課程

改革重點為--教更少，把時間用來引導孩子主動學、用出知識教學現場，比起

「學知識」，更注重「如何學」（李京諭，2017）。香港自 2001 年將「學會學

習」啟動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程變革，2017 頒布學校課程持續更新，《中學教

育課程指引》約 8%的跨學習領域的彈性時間，目的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擺

脫依賴教師的心態主動監控自己的學習；而教師的角色亦需要由知識的傳遞者

（knowledge transmitter）轉為學習的促進者（facilitator）逐步幫助學生成為學

習的主（香港教育局，2017a、2017b）。 

從上述國家課程改革趨勢分析，學會學習並能自主學習是 21 世紀的重要素

養，讓個人得以正面地面對風險，並發展承受各種挑戰的適應力。如果我們以

此作為教育的核心，課程如何重構？教學如何進行？如何理解學生學習歷程與

結果？皆是值得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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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學會學習的活化教學探究 

「教學並不是教某個學科，或是所謂溝通技巧，而是一種特質或素養，教

學最後的產物並不是教師得到什麼，而是學生學到什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

壇，2018），此所指的「什麼」不僅限於知識，更含括能力、態度與價值建立，

核心即在學會學習 1。Crick（2014）進一步指出，若教學要完成的任務是讓學

習者全心、明智、成功地處理生命中的不確定性及風險，那我們就得重估我們

的教學工作。為達上述的目標，教學就要超越知識傳授、聚焦學習的思維與設

計，進行教學的活化，重點不在展現教師的教學能力，而應著重學生學會學習，

包括能力的展現與遷移，及知識、情意、態度的養成。 

聚焦學會學習的活化教學有兩個特徵，一是脈絡取向，二為探究取向（Crick, 
2009; Weick, 1995）：脈絡取向的教學關心知識建構的過程，以促進群我意義

建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情境脈絡中教師能引導學生透過收集、整理、再現

現實生活中產生的資訊，並重新組織、定義，嘗試不同方法出觀點或問題解決，

此取向的知識建構策略得以補充傳統教學知識傳遞與背誦的不足；而探究取向

的教學引導學生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進行探究，在問題解決的過程透過對

話、辯論、設計推論、問題發想、想法與概念外顯等過程，培養學生選擇、描

述、質疑、敘述、建構、連結、協商、發表（評估事件）和在現實脈絡中應用

能力，Lynch 與 Prandolini（2006）即指出在探究取向的學習中，教學比較像是

「設計」，教室管理則類似專案管理。諸多學者（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9; 
Biesta & Tedder, 2007; Chinn & Hung, 2007; Marshalll & Drummond, 2006）研究

認同脈絡取向及探究取向的學習方式對學生的學習參與、學習成就、學習態度

具正面影響，且會增進學生思考、分析及系統化規劃行動策略的能力。 

學生學習導向的場域並不限於課室或學校，社區、虛擬網絡、資源中心、

社會企業都能提供體驗、實作、探究與真實的學習情境；教學要能尊重學生的

差異性（文化、興趣、能力）採多樣化學習，強調並增加學生引導及學生中心

的學習（Kalantzis & Cope, 2016）。在評量上，Halinen（2016）主張以學生學

習成果取代目標，採用學生工作為學習評量的重要來源，隨之，教材內涵定位

逐步走向培養學生素養所需的素材，而非學生學習評量的內容。 

在師生關係上，Kalantzis 與 Cope（2016）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學習，教師是

學習的設計者與經營者；Halinen（2016）認為教師應是社群中的學習推動與促

進者；Halinen 與 Holappa（2013）則傾向是支持學生學習的教練。教學做為促

                                                 
1 本研究所指之學會學習不僅是學習策略，亦包含情意與態度的持續性的學

習，能與人與環境互動共學，並能解決生活問題，達致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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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習，本質上就是複雜而脈絡化的，教師及學生、及學生彼此之間的學習關

係也是多變的，老師透過觀察及與學生互動中，以專業謹慎的態度判斷，選擇

合適特定脈絡、目標的學習關係。其中，信任是重要的元素，如 Bond（2004）
所言，信任就是對某關係有信心，相信它可以撐過種種挑戰，包含風險、不確

定性、不平等及差異。 

Crick 對促進學生學習的師生關係有很精彩的見解：在傳授特定種類的知識

時，師生扮演的是傳統專家帶新手的關係；但在形塑學習認同上，最有效的師

生關係是教練─選手的關係，讓選手得以主動發現並發展自己的學習認同和意

圖，找出改變的策略。有時師生會是導師/學員關係，由老師示範給學生學習做

事的方式；或是諮商師/受輔者的關係：老師試圖讓學生在個人或人際的難題

中，自己找出一條出路；另一種師生關係是單純的學習夥伴，一同在特定的任

務中學習（Crick, 2014）。這些師生關係形成「促進學習」的連續體，老師必

須在不同師生關係中自由移動、扮演促進學習的不同角色，並以專業判斷何時

變換成何種角色。 

由此可知，從系統的觀點看待學會學習，除關注學習設計、策略、場域、

評量的完整性與結構性外，師生關係的營造與轉換相當重要，給出時間與機會，

信任學生可以學會學習並主動學習，是學生學會學習的重要信念。 

三、學會學習的系統觀點 

如果學會學習是教育的方向，學習的規劃就不只單純把課表排滿，而是從

目標到表現的社會學習旅程的生成過程，好的教學取決於能否促進學生學習

力，應用於實際生活情境關聯並解決問題。Crick（2014）即明白指出，學會學

習不是一條簡單易行的道路，而是牽涉個人和社會的複雜過程，無法化約，有

必要從系統 2的觀點進行學習的設計與教學實踐。 

OECD 從系統性的角度提出七項創新學習環境（ innov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 ILE）的原則，環境概念除硬體外，更重要的是軟體，包含教學者

的信念與所採行的教學設計與實施（OECD, 2017）： 

1.肯定學習者是核心的參與者，鼓勵學習者積極投入，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學習歷程中發展理解。 

                                                 
2 系統構成包含三要件：要素、連接與功能（或目標）。系統是一組互相連結

的事物所形成之循環式的整體，系統內各部分的連結關係形成反饋循環，當

系統接受輸入之後，輸出結果會再度回到系統中造成影響，形成動態循環

（Meadow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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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敏察學習者的個別差異，包含其先備知識。 

3.學習本身即是社會化的過程，引導學生在團體中進行協作與學習。 

4.在學習環境中培養學習力，調和學習者動機、學習成就與態度。 

5.設計對學習者具適度挑戰性的學習任務。 

6.好的學習環境需促進跨領域及真實世界之橫向連結。 

7.展現清晰之期望，並安排高度支持性、學習性的評量策略，以即時回饋

教與學。 

Andersen（2016）援引心理學、管理學及商界的合作研究形成學會學習的

心智模式（mind set），提出四項學會學習的思維工具—渴望，自我覺察、好奇

心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3，提升學習者對真正想要理解和掌握新技能的渴望，

促發對自我及真實世界的理解，針對情境與背後成因不斷思考及提出良好問

題，同時在學習曲線上升時容忍自己的錯誤。 

Crick（2014）綜整學校學習力評估應用、認同形塑和生命論述觀點、學習

的社會文化、優質教學等研究及理論，提出學會學習的系統觀，主張透過系統

的觀點來理解學習方式的養成，學習是一個和現實關聯、從意圖出發最終反映

在表現上的實境研究之旅。學會學習的系統觀主要包含五個歷程（Crick, 2014; 
Crick, Huang, Shafi, & Goldspink, 2015; Hooley, 2009）: 

（一）形塑學習認同及意圖（ Forming a learning identity and 
purpose） 

形塑學習認同及意圖是學會學習發展的第一要件，需在實作中形塑學習認

同、意圖與學習方式，養成的核心就在於把個人認同、經驗、活動、和社會關

係組成的討論與實踐視為學習的過程。 

（二）發展學習動力（Developing learning power） 

形塑學習認同及意圖是學會學習發展的第一要件，需在實作中形塑學習認

同、意圖與學習方式，養成的核心就在於把個人認同、經驗、活動、和社會關

                                                 
3 脆弱性（vulnerability）意旨在學習過程，把自己當作初學者，允許失敗，被

鼓勵期待錯誤，並在錯誤中獲得新技能，有這樣的心態，經過研究後反而提

高學習興趣與堅持，並有更好的表現（Andersen, 2016），該想法與李安導演

面對電影創作的心理過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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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組成的討論與實踐視為學習的過程。 

（三）產出知識並理解關鍵方法（ Generating knowledge and 
know-how） 

第三個學會學習的歷程涉及個人處理知識的能力，亦即能透過收集、篩選、

核對、編排、操作、分析和使用資料來建構知識，進而達成目的。學習積極主

動的學生能夠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並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熱情，選擇自己想達成

的意圖，並依此共構出新的、對自己有意義的知識。 

（四）應用學習於真實情境  （Applying learning in authentic 
contexts） 

在真實情境（實境）中應用學習是學會學習的第四個核心歷程。Hooley 認

為學生主體的學習情境中，實踐是學習的重要成分，教師鼓勵學生投入大範疇

的實作，透過時間與歷程整合，思考先前所學知識以產生新的思想。在真實的

教學中，學生最投入學習的時刻即是學生發現學習跟生活有關，體驗到學習在

課堂之外的生活聯結意義。Crick 強調「實境」學習能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幫

助學生統整個人動機興趣以及社會規範要求，成為他們自身故事的作者，「實境」

包含五個子元素：本身的興趣、靈活主動的學習、真實的表現、和現實的連結，

以及成就感，只有在實境的學習，學生才會對他們的成果感到由衷驕傲，而實

境、成功的成果經驗能正向的再形塑學生新的學習認同。 

（五）持續的學習關係（Sustaining learning relationships） 

學會學習的第五個核心歷程就是持續的學習關係。關係主要是人與人的關

係；也可以跨時空如閱讀各類作品，或虛擬如社群網站，以各式各樣的工具做

為媒介。Crick 強調學校和課堂若要促進學會學習，需引導學生透過群體參與--
相互參與、共同規劃，及共享表現等三個實踐面向來學會學習。 

學會學習的核心歷程之關係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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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會學習是一個複雜過程 

資料來源：引自 Circk（2014） 

Crick（2014）指出學會學習系統是「由內而外，並由外而內」發展的歷程，

各歷程在教學都互相關聯也相互作用。最初由個人的動機和目的驅動，學生願

意接受挑戰，承擔學習的風險的學習動力，進而運用工具分析並處理知識，培

養在真實世界的實境應用的素養，並與學習建立正向的關係；個體在與學習建

立關係及實境應用中又益增了知識技能與理解、促發學習動力，也再次更新了

學習認同，建立更屬於學習者的目的與動機。Alberici 和 Rienzo（2014）主張

學會學習系統，須著重學習環境設計，以促進個人和團體學習，教師要理解並

處理這些不同的學習面向，並逐步地把學習、知識建構及成績表現的責任交付

給學生，在各個學習歷程善用評量提供學生回饋與諮詢，最後在實境的學習中

給予總結性的回饋，以幫助學生批判地反思，建立與內外在世界健康的學習關

係。

動機常被認定是關鍵元素，Bauman（2001）指出在創新學習、實境學習與

生活情境關聯等較不定性挑戰性較高的學習中，學習者要有足夠的動機，才足

以完成學習的任務。Crick、Huang、Shafi 和 Goldspink（2015）也認為當學習

者愈有其特有的學習動機時，就能生發更多動力以推動學習的改變，愈會去探

索自己的學習認同、發展自己的學習力、建構不同知識、在現實脈絡中運用並

維持學習關係，以系統觀理解學會學習的養成

上述觀點在在指陳學會學習，應該從系統的整體及動態運作中進行理解與

實踐，該理念與本研究個案之教育目的，培養學會學習與自主學習的公民，從

課程、課表、教學、學習型態、到與外部資源的鏈結，進行系統性變革之策略

有許多契合處。本研究將以上述學會學習系統觀為主軸，作為分析個案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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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彈性 

近年來臺灣教育體制的解放，最具代表性的即實驗教育三法於 103 年 11
月公布施行，包括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及公辦民營三種實驗教育型態。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立法意旨在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

學校型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及內容，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

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辦理方式分為三種類

型：（1）個人實驗教育：指為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2）
團體實驗教育：指為三人以上學生，於共同時間及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3）
機構實驗教育：指由非營利法人設立之機構，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在固定

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2014；教育部，2015）。該法源為臺灣實驗教育提供成長的沃土，依統計 106
學年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數計 11,812 人，較 104 學年增加 6,481 人，從表 1 可

知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數由 100 學年 1,651 人（占總學生數比率僅 
0.05%）逐年增至 106 學年 4,786 人（占 0.19%），6 年間成長至原來的 3 倍左

右，其中個人實驗教育學生數 2,482 人占 52% 最多，團體方式占 26%，機構

方式占 22%（教育部統計處，2018）。由此可知，相對於學校型態的課程穩定

性及公辦民營難度較高，非學校型態的課程與教學彈性，申請人數相當活絡。 

 
表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8） 

說明：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係指各學年申請核准人次。 

      2.占學生比率係指實驗教育學生數占各該級學校學生總數之比率。 

          
    

總計 占學生 
數比率 

國小 占學生 
數比率 

國中 占學生 
數比率 

高級中 
等學校 

占學生 
數比率 

100學年 1,651 0.05 937 0.06 636 0.07 78 0.01 

104學年 3,697 0.13 2,408 0.20 857 0.11 432 0.05 

105學年 4,985 0.19 3,183 0.27 1,015 0.15 787 0.10 

106學年 4,786 0.19 2,824 0.25 1,041 0.16 921 0.12 
個人 2,482 0.10 1,500 0.13 540 0.08 442 0.06 
團體 1,244 0.05 860 0.08 266 0.04 118 0.02 
機構 1,060 0.04 464 0.04 235 0.04 36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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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與教學的彈性上，依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8 條「實驗教

育之理念，應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之多元文化、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

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應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為目標」、「實驗教育

之課程與教學、學習領域及教材教法，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之

實驗教育計畫所定內容實施，不受課程綱要之限制；學生學習評量，應依該許

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施（教育部，2018）。由此可知，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彈性相當大，在條例中僅為原則性的規範，包括課程、

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主要遵循學生中心及適性教學兩大原則，而實驗計

畫內容只要經各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包括課程與教學、學習領域、教材教法都

可不受課程綱要的限制，有相當大的彈性自主規劃空間。 

張益勤（2014）即指出在實驗教育三法的保障下，臺灣家長得以重新思考

學習的可能性，學生有學習自主權，有機會發展自身的專長，自己調配學習的

可能與機會。唐光華（2016）更提出個人及團體的非學校型態實驗在課程與教

學有下列優點:（1）擴大課程教學創新的可能性；（2）適性：依孩子志趣，適

性量身打造學習計畫；（3）彈性-課程規劃與教學在計畫進行中隨時可修正；（4）
模式多元-依需要及資源兼採各種教學與學習模式。 

本研究主要以非學校型態中的團體實驗教育進行個案研究，相對於個人實

驗教育，非學校型態教育實驗中的自學團體可以減少個人在家自學同儕互動不

足缺點。詹志禹、吳璧純（2015）即指出自學團體有能力的同儕可扮演學習鷹

架的角色，讓學生同儕之間有更多互動的機會。由此可知，在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中，團體與個人實驗教育除課程與教學的最大彈性，不至像機構實驗教育

易受申請單位、空間、設備等限制，而團體實驗教育擁有整體課程規劃的可能，

又可避免個人實驗教育缺乏同儕互動機會，其未來發展相當值得關注。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團體實驗教育活化教學情形，分析架構採學會學習的五

個歷程，並融合學會學習之活化教學之脈絡取向及探究取向特徵，在研究設計

上觀察個案在教學實施上真實情境脈絡之關聯及生活的應用，以及教學過程教

師如何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有關研究對象及資料收集分析方法如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探究之個案位於新北市，創立於 2013 年，為六年制中學教育實驗

團體，學生人數約 30 人，學生來源多為對教育有不同期待的家長，或是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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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法獲得適當引導的學生，學生最遠從新竹來。學習地點主要借用國中閒置

空間，其教育理念為生活實踐、公共性教育與全域境教（詳如表 2 之文件 1），
研究期間適逢進入實驗第三年，採混齡學習，學生年齡約在 13-15 歲間。個案

學校 2013-2016 教育實驗計畫內涵呈顯了前述學會學習之特質。 

個案自許實驗教育進行三大典範轉移：「學習典範」取代「教學典範」；「網

絡學習」取代「學校教育」；「合作學習」取代「個人唸書做作業」（文件 4）。
課程主要鎖定學生工具能力、領域學習、專題與選修三大範疇，不用紙本教科

書，強調利用開放課程自由軟體進行學習，並引進業界與家長資源擔任教師。

其教育理念：（1）強調生活實踐的教育；（2）實踐教育的公共性；（3）結合學

校與社會的教育、融入外部資源（詳如表 2 之文件 3）。 

課程組合主要有三類：（1）工具能力：指「終身自主學習都會用到的能力」，

內容為華文、英文、算數、資訊、團隊合作、自我管理；（2）領域學習即為國

定課程中的學習領域，進行方式族數學與英文外，不做明顯的分科，而是槪分

為數學及科學、社會、藝術、文學四大符號系統，此外再加上活動課（含體育

課）；（3）專題主要有依學生興趣與自主的主題備課，教師也會規劃有關倫理環

境等公共教育議題進行公案討論，同時也規劃選修課程，供學生依興趣及需要

進行選修（詳如表 2 之文件 1）。 

 

圖 2 研究個案之課程組合 

資料來源：詳如表 2 之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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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與分析上，主要以質性資料為主，包括文件、訪談及觀

察： 

（一）文件分析 

根據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個案引導學生學會學習的教學活化實踐，因此個案

的教育理念、教育實驗計畫以及學生學習檔案…等各項文件，都是本研究資料

收集的範圍，個案網頁中對其教育理念有清楚說明，學生大部分之學習成果亦

會傳至網絡或相關公共平臺，對文件資料收集有很大的幫助。文件內容除可加

強研究者對個案的先前理解，有助於研究者後續的訪談與教學觀察外，亦可與

訪談及觀察所得的資料進行比對。 

表 2 文件編號與名稱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文件 1 個案 2013 年教育實驗計畫 

文件 2 個案 2014 年教育實驗計畫 

文件 3 個案 2015 年教育實驗計畫 

文件 4 個案 2016 年教育實驗計畫 

文件 5 2014、2015、2016 個案課表 

文件 6 學生學習檔案 

 

（二）訪談法 

本研究依循學生學會學習之問題意識，研擬訪談大綱，並利用機會訪談相

關教師（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本研究並未訪談學生，學生學習與互動情形，

主要根據觀察進行）。根據訪談大綱，本研究訪談過程徵詢受訪者同意後全程錄

音，除非對方主動提及某些段落暫停錄音，訪談過程研究者並不立即評論，主

要的提問希望能引發受訪者的深入思考。會後亦轉譯成逐字稿，資料分析比照

質性分析方法，逐次抽取意義，形成類目，並與其他研究方法所得資訊進行比

對。訪談對象及大綱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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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案訪談對象與背景 

訪談代碼 訪談時間 姓名 背景 

訪 1 

訪 2 

訪 3 

20140926、

20150501、

20160118 

丁老師 教育實驗計畫負責人，教學科目：科

學與數學、社會 

訪 4 20141013 王老師 行動學習策劃─三峽柑園、雙北傳

產、臺灣史地、閱讀討論與個別指

導、數學社團 

訪 5 20141226 施老師 實驗計畫教師，教學科目、生活訓

練、閱讀討論 

 

表 4 訪談大綱 

1、 課程教學的理念為何？如何幫助學生形塑對學習的認同與意圖？ 
2、 發展學生學習動力的策略為何？面臨的困難？ 
3、 學生產生知識技能最有效策略為何？學習素材採開放課程自由軟體進行學

習成效？ 
4、 在真實環境應用學習的思考與教學實踐策略？ 
5、 自學團體之課程變革與活化教學對師生或生生間學習關係的影響？ 

（三）觀察法 

本研究觀察法的實施主要聚焦教育實驗班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觀察。進

入學生學習現場，觀察學生在此變革中的學習形態與表現，觀察期程從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觀察時間與觀察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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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學觀察時間表 
觀察代碼 時間 地點 學習主題與內容 

觀 1 2014.10.13 
個案 517 教室 臺灣史-臺灣原住民 
林家花園 臺灣史-林家花園 

觀 2 2014.10.21 個案舞蹈教室 表演藝術課 
觀 3 2014.10.27 個案 515 教室 3D 造模，Autodesk 

觀 4 2014.11.04 
個案舞蹈教室 表演藝術課 
個案 518 教室 英文課 
個案電腦教室 電腦課-Scratch 

觀 5 2014.11.14 個案 517 教室 敘說課 
觀 6 2014.11.20 個案 518 教室 數學-二元一次方程式練習 
觀 7 2014.11.27 個案 518 教室 月考複習 
觀 8 2014.12.12 個案 518 教室 公案課-誰是恐怖份子 

觀 9 2014.12.18 
個案 518 教室 

科學新知-交通工具（火車）_人類

的起源與遷徙 
個案野炊區 野炊課 

觀 10 2014.12.26 個案 517 教室 敘說課 

觀 11 2015.01.08 
個案 518 教室 科學新知_交通工具 
個案野炊區 野炊課 

觀 12 2015.01.16 個案 518 教室 公案課_網路成癮 

觀 13 2015.03.23 
個案 517 教室 臺灣史_中華民國在臺灣 
個案 518 教室 數學社課程 

觀 14 2015.03.30 個案 517 教室 
臺灣史_中華民國在臺灣 
學生主題備課 服貿 

觀 15 2015.04.09 
個案 517 教室 正念課程 
個案 518 教室 網路概念 
個案家政教室 吃飯說菜 

觀 16 2015.04.13 個案 518 教室 臺灣史_中華民國在臺灣 
觀 17 2015.04.27 個案 517 教室 均優論壇預備 
觀 18 2015.04.30 三峽 國家教育研究院 均優論壇預備 
觀 19 2015.05.01 三峽 國家教育研究院 均優論壇行動學習 
觀 20 2015.05.11 個案 517 教室 臺灣史_小組報告 

觀 21 2015.05.28 
個案 518 教室 正念課 
個案 517 教室 英文課 

觀 22 2015.06.05 個案 517 教室 敘事課 
觀 23 2015.06.18 個案 517 教室 主題備課 舞蹈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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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觀察主要以教學攝影、錄音全程記錄，研究人員及研究助理在現

場的觀察則記錄學生學習實況、特殊事件，師生與生生之互動情形，以及觀察

者現場觀察之感受。教學觀察之資料分析，依下列步驟進行： 

1.攝影與錄音資料進行逐字轉譯，不清楚之處，就兩項資料來源進行比對，

並將初步資料請教學之教師確認。 

2.仔細閱讀教學資料，進行編碼，並對每項編碼之內容賦予意義（第一層

意義抽取）。 

3.將第一層之意義抽取與學校課程設計內容及文獻進行比對，調整，進行

歸類與分析，調整原有之類目，並就分析所得，粹取第二層之意義。 

在上述資料分析過程，不斷與文獻探討所得進行交叉檢證，研究者與受觀

察之教師，不斷討論，修正，並與研究者原先之教學觀察記錄相互比對、調整

分析的議題與主軸。分析過程中，不斷進行詮釋的循環，每一循環尋求更深刻

的理解，以求研究之分析更逼近真實，並逐步揭露其背後之意義。 

 

肆、活化教學實踐：學會學習系統觀 

在個案的教學實踐中，學生學習型態相當多元，本研究主要以不同於學校

系統的教與學之活化策略，嘗試以學會學習系統觀進行分析： 

一、提供學習認同及意圖的機會：個別學習計畫的會談 

學習者在學會學習的系統中是核心的參與者，並關注個別差異與先備知識 
（OECD, 2017）。本研究個案的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個別學習計畫，透過個人

自主選課及學習歷程記錄，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並透過定期討論協助學生建

立學習的認同並訂定自己的目標。如每週一下午的學生自主學習時間，學生可

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專題，例如 3D 列印，機器人、籃球、精油…等專題進行

深入探索（文件 5）。學習專題的選擇並非教師決定，而是學生主動提出，和老

師討論後決定，另外，學習較為落後的學生也可以利用該時間進行補強，數學

社團即是數學學習較為落後的孩子所開設的（觀 13）。 

個別學習計畫的會談主要在每週五下午的學習討論時間，藉由教師、學生

與家長針對個別學生進行會談，了解學生對學習的渴望與自我覺察並進行學習

內容與方式的調整（觀 12），呼應 Andersen（2016）學會學習之心智工具，亦

如 OECD 主張幫助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發展對自我的理解 （OEC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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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學習動力：網路學習資源應用 

學習動力的意義為擁抱不可知與不確定，能勇於嘗試，透過收集、篩選、

核對、編排、操作、分析和使用資料來建構知識、解決問題。學生在學習過程

運用心智圖、社群學習、應用程式等工具能力是會學習系統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Crick, 2014）。尤其近年各種智慧行動裝置及運算能力、網路能力、觸

控操作與 Apps（mobile applications）等技術蓬勃發展，使得線上（online）互

動、Apps 服務等在學習上的應用，成就行動世代裡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學習環境

（廖昭彥、王子華，2016）。 

個案也善用此契機，定義課程組合中的工具能力為「終身自主學習都會用

到的能力」，除華文、英文及數學領域外，資訊、團隊合作、自我管理等工具能

力的培養為個案橫跨六年的重要課程區塊，更是個案實驗教育進行「網絡學習

取代學校教育」典範轉移之自我期許，而學生工具能力的養成有助於學習文本

的解放，也跨越學校內與學校外資源的邊界，達到資源共享（文件 4）。學生應

用網際網路做為學習平臺，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並產生知識貢獻於公共網路，

是其網絡學習的一大部分。 

個案團體的學生不用教科書，學習的知識多來自網路，在課室裡，每位學

生利用平板、智慧手機或手提電腦進行學習，學習成果也多呈現在線上學習平

臺，採行非同步的網路學習類型。其利用網路學習趨動學習動力有以下途徑： 

 

表 6 個案團體學生網路學習途徑 

學習途徑 作法 
利用現成網路

學習平臺 
1.使用網路上的公共資源—如運用均一教育平臺、博幼基金

會數學學習平臺學習數學。 
2.學生利用網路自學，課後選擇 Ted 演講中有興趣的主題，

培養英文聽力並學習新知。 
3.擔任維基百科的檢查員—上網檢查政治人物的維基百科。 

引入業師培養

資訊能力 
邀請業界教師教授影像處理、3D 列印、Scratch…等數位能

力。 
運用網路資源

累積、創造與

分享知識 

1.上課過程學生上網查詢資料 
2.作業繳交上傳學習平臺 
3.部分評量採線上評量 
4.學習成果上傳公共網路，分享知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文件 5，觀 1、3-4、6、8-9、11、13-16、19-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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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的應用同時關注學生的好奇，並調和了學習動機與態度（Andersen, 
2016; OECD, 2017）。個案團體設計具挑戰性的任務，學生在指定主題下，學會

組織海量資料，參與製作學習文本，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文件 4），許多課程

透過挑戰任務的設定，學生利用網際網路，根據自己的興趣與意圖，導引學生

動能，運用學習策略學習問題解決，建立對自己有用知識，學生同時是學習者

也是知識分享者，實踐網絡學習的社會性與協作互助，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三、產出知識與理解關鍵方法：主題備課與公案討論 

主題備課是學生要自選一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並成為該主題的教師，分

享自己在該主題的所學。公案討論是根據國際及當前重要的社會議題，引進外

部資源，以批判思辨的方式進行，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學生主題備課與公案

討論，是個案實驗教育落實活化教學的一環；亦為培養學生產出知識，並理解

關鍵方法的重要策略。茲說明如下： 

（一）轉學為教：學生主題備課 

轉學為教，由學生擔任某一主題的教師，是個案團體很重要的教學實踐。

每位學生自選主題進行備課，每個主題的上課時間為三小時。學生備課過程，

教師扮演鷹架，學生需要跟老師論內容，並要跟老師約時間試講（訪丁 1、觀 1、
觀 5）。 

該課程在培養學生資料收集、組織、表達與溝通能力，主題備課學習流程

約略為： 

首先，學生自主選擇備課主題，與老師討論確定後，蒐集大量資料進行分類、

統整，完成 PPT，在老師指導下課前試講，進行內容與教學方式之修正。其

次，備課學生對全體同學講解，應用 PPT、網路影片、提問題或任務讓同學

上網查詢資料以回答問題，教師協助提問與問題聚焦。最後，由主題備課學

生出題，進行課堂小考，由主題備課學生批改，並提供未通過學生補考機會。

（觀 10、觀 14） 

長期帶領學生主題備課的施老師表示： 

學生主題備課的設計，主要培養學生自學、統整與表達能力，更重要的要體

會當老師，設身處地了解不同學生的能力與需要，這是真實社會需要的能力。

（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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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備課學生從「受者」轉為「教者」，學生在事前備課與實際教課的過程

中，直接面對知識的產出，同時需理解知識產出的關鍵方法。如同 Crick 等人 
（2015）主張學會學習的教學過程，可考驗並培養學生的適應力，同時提供學

生創造的機會。 

（二）公案討論：社會與國際議題 

公案討論回應教育的公共性理念，學生不應在一個真空的狀態下學習，公

案討論係結合當前世界局勢與社會重要議題的課程規劃。議題通常由教師提

出，並經與學生討論後決定，本研究進行觀察將近一年中，公案討論的議題包

括：網路成癮、誰是恐怖份子、我國應否廢除死刑？我國應否興建核四？公案

課進行方式為「老師先進行引言，必要時引進外部資源（例如邀請四方報總編

輯張正分享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關係），協助學生對公案議題的了解，課程進

行方式以說明及討論為主，關鍵是通常以辯論作結，分正反兩方，學生要先收

集相關論證的資料，由學生進行主持、辯論，經由辯論理解不同立場的觀點（觀

8）。透過公共議題討論，學生以世界為教科書，除理解事實，歷史的脈絡以及

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的關係，需要學習進行整體的思考，產出知識並理解

不同方向的思考方法，教師在該過程適時扮演鷹架角色，示範如何進行跨領域

的思辨，學生在公案課有機會將課堂連接至世界，關心議題的改變，並加以分

析與批判。 

在評量方面，公案討論課由教師出題，題型多為申論題（觀 7、8、14、15），
以基改作物為例，評量題目如下：「什麼是基改作物？基改食物的風險為何？為

什麼難以透過吃素解決糧荒？為什麼要禁止孟山都等跨國企業任意生產、販售

基改作物？商業公司申請基改專業有無正當性？為什麼？」（觀 7），這些問題

導引學生思考基改作物、糧荒與跨國際業的正當性，學生需要思考並進行舉證、

論述，促使學生產出知識及理解關鍵的思考方法與能力。 

四、應用學習於真實情境：真實任務的農園課與均優論壇 

Crick（2014）學會學習系統的第四面向強調「實境」學習，內含：本身的

興趣、現實的連結與互動、靈活主動的學習、實際行動、學習問題解決、成就

感。個案團體每週的農園課，及每年一次籌辦 2 天，參與人數達 200 位之均優

教育論壇，是個案團體實驗教育中透過實境的真實任務習得素養的體現。 

（一）結合實作與領域學習的農園課 

農園課在個案團體是一個整合實作、學科知識、社會議題、生活能力培養

的真實情境學習，實施時間在每週四上午，學生要知道食物的來源、種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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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背後的原理、實際耕作種植、照顧、採收、食物里程計算、吃飯說菜（烹

飪）、野炊（文件 5）。 

小組收集各種食品的包裝，閱讀食品來源、成分，上網查詢相關資訊，組內

分工討論，做成海報，對全班分享，討論議題，包括食品來源、食物里程數、

成分、各成分的功用及對人體可能的危害、可能的風險…，學生經過製作有

機肥、種植收成後，利用野炊課設計菜單、分配任務、進行生火、洗米、洗

菜、切菜、烹調的過程將食物組合。所有過程學生分組進行，由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與實作。（觀 9，觀 11） 

農園課的實作提供真實學習情境，引發學生興趣，農園種植與野炊的過程，

學生面對不同難題，從錯誤中進行真實靈活的學習，更重要的理解自身之限制，

學生須觀察每個人各有特長，發現彼此的多元及差異，在不同學習情境中得以

互補與互學，一如 Andersen（2016）認為在學習歷程須承認自身亦有脆弱的部

份，在獲得新技能的過程中被鼓勵面對錯誤並從中學習時，結果就是「興趣提

高，堅持不懈，表現更好」。學生從情境學習的嘗試錯誤中真實解決問題，而獲

得學習的成就感。 

（二）以真實任務習得素養的均優論壇籌備與服務 

規劃具挑戰性的學習，促進知識、領域、社區、真實世界的橫向連結是創

新學習環境的重要原則（OECD, 2017）。實境學習是個案團體相當重視的議題。

「場域的解放，將部分學習帶到教室外，用全世界的資源幫助學生學習，以情

境學習的學習型態體現個案從行動中學習、從真實任務驅動學習的理念，是個

案教育實驗團體很重要的學習主軸」（文件 4）。此外，其他情境學習的內容尚

包含學生自主提出行動學習主題 4（訪 3），及均優學習論壇籌備與服務。其中

複雜度較高，也是需要與人互動的是每年五月在三峽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的均

優論壇。觀察期間，正值個案學生籌備第二年論壇，多數學生有一次辦理論壇

的經驗。以下是論壇進行前與進行過程的觀察： 

老師帶領學生討論去年均優論壇的檢討與展望，學生提出去年所遇到的困難

是善後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增加善後人數，一陣沉默後，彥彥主動舉手

要留下來善後，因為彥彥家住在新竹最遠，此舉激勵許多同學願意留下來善

                                                 
4 研究進行時為個案進行至第 2~3 年，本文在書寫時（2018）個案學生已到高

中階段，他們已經完成半年的產業實習（實習單位依個人興趣決定），及學

生以個人或小組，完成海外行動學習（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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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著學生進行網路報名資料確認，部分同學們開始打電話給議程負責

人，聯繫議程的進行及與會者需要之協助。這群看似稚嫩的學生，在與議程

負責人對話時，毫不遜色，有禮貌也有條理（觀 17）。 

論壇開幕前一天，午餐過後全體人員搭公車至三峽國教院，進行場地布置。

分成五個小組：名牌與餐卷裁切、報名資料分裝、立牌製作、動線指示牌張

貼。天氣炎熱，但動線組同學聽見任務來了，馬上起身走出會議室，精神抖

擻。賦予孩子任務的同時，孩子活過來了。在每個轉角處，都可看見學生們

的討論與彼此支援（觀 18）。 

對課室內課程較無興趣的學生，一到真實情境，學生活了起來，主動性很

強、互補的默契也很好。學習的多樣性與真實的挑戰，讓學生體認學習的多面

向，而不僅是完成書面的理解與紙筆測驗。正如 Crick 等人（2015）的形容「從

實境任務，學生會對他們的成果感到由衷驕傲，成功的經驗能正面地再形塑學

生新的認同」。 

五、學習關係的持續：團體敘說 

Crick（2014）學會學習系統觀中最後一個環節，即是要建立持續的學習關

係，體現在群體參與—相互參與、共同規劃，及共享表現。個案團體的敘說課

是恆常的學習型態之一，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敘事力、反思自己的學習，並透

過敘說彼此理解、進行學習與心理輔導，每週進行一次，由外部的心理諮商教

師負責，敘說課分敘說、對話與行動。座位安排如下圖： 

 

圖 3 團體敘說課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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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個案師生完成單車環島行動學習後的團體敘說課觀察： 

老師重複敘說課的目標著重於自己內在的反思呈現，但不是批評。老師請學

生分享想探討的面向，最後歸納兩個問題「你如何撐過困難（挑戰性很大）

的時刻？」、「美好的經驗是哪些？」 

安師：這次的旅行你感受到什麼？ 

智智:自己是透過內心的喊話來撐過困難的時刻。 

祐祐:當時自己的體能狀況很差，但經過對話後體能就突然爆發了。 

安師：你說得對話也是指內心的對話嗎？ 

祐祐：對。 

賢師：騎車過程我身體也面對很大的考驗，你們也會關心我。但我自己情緒

的控管問題不當，我要向向玲玲、英英同學道歉。 

安師：其實老師也會有這些情緒。 

祐祐：我要感謝老師及全班同學的照顧。不過為什麼我覺得這趟旅程有一對

一陪同的感覺？ 

桓桓：這樣你才安全啊！ 

欣欣：對啊~祐祐你都沒看到，麗老師為了追上你還摔車了，非常危險的。 

祐祐：麗老師很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有發生這樣的事情，造成你難過真的

很抱歉。請原諒我（麗老師原諒祐祐） 

丁師：這次出去，所有的風險都是真實的。真實的風險與考驗，你們才能夠

從裡面學到東西，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堅持要你們騎蘇花了，因為那

段最辛苦卻也是最美麗最危險。感謝大家沒有畏苦怕難。 

彥彥：國國的爸爸年紀很大了，還陪我們騎這段真的很辛苦。很令人感動。（觀

22） 

由輔導老師帶領大家反思自身之學習經驗，全體、分組與個別的敘說依實

際需要進調整，而其他教師在敘說課程時也會加入一起反思。如同 Andersen
（2016）指陳「過程中師生共學，也展現面對學習與挑戰的脆弱性」。團體敘說

一開始多數人不願意說話，擔心他人知道自己的想法，也擔心說真話會傷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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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但過程中教師們真誠的分享內在的恐懼與脆弱，讓學生體認即始是成人，

面對真實挑戰也可能是初學者的狀態，此自我剖析的示範，引導學生開始願意

練習說出自己的想法，持續自己與他人的學習關係。 

 

伍、學生學會學習表現評析 

個案研究經過上述課程與學習型態的實踐，學生學會學習展現在下列幾個

面向： 

一、資料收集、分析與科技運用能力提升 

個案不用教科書，以真實世界為教科書，利用網際網路，進行學習，學生

要創建知識、主題備課當老師，相關資料及行動學習歷程記錄要學習上傳

WIKI，學生在該學習歷程中，同時學習當知識的創造者。教師也觀察到這批經

歷兩年課程與教學變革的學生，進步最多的即是資料收集分析與科技運用能力

（訪 3、訪 5）。學生在學習心得也寫下： 

「讓我們有很多機會去收集自己想要的資料，就像我們自己挑選的主題備

課，給了我們很多時間去收集自己想學的資料（a 生）」（文件 6） 

二、養成聆聽、公開表達與溝通能力 

教學觀察過程，有好幾堂學生的主題備課，這群進入自學團體二年的學生，

從學生身分轉換為教師的課堂風景，在一般國中是少見的。學生要在全班及教

師面前擔任老師，上臺講課過程，其他學生學習專注，對同學的報告，團體展

現尊重，這群孩子從害怕上臺，逐漸能有條理地訴說，少數學生會停下來問同

學有沒有問題，當同學有問題時，主題備課學生也能適度說明 （觀 1、觀 14）。 

智智講到 ECFA 簽訂，彥彥提出問題。 

彥彥：ECFA 是服貿嗎？ 

丁師：ECFA 不是服貿，ECFA 是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鎮鎮：電視上一直看見他們在抗議，究竟在吵什麼？ 

智智：立法院急著通過 ECFA，但是沒有說清楚原因，所以他們說這是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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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318 學運啊~ 

智智：學運發生是因為他們有所訴求，就是不希望政府黑箱，可是他們這樣

霸占立法院的行為是違法的。 

鎮鎮：他們到最後也就散掉了啊。 

惟惟：電視臺的說法很兩極，TVBS 和民視兩家電視臺的報導差很多！（觀

14） 

三、對社會議題的理解、批判與關懷提升 

因為公案討論與主題備課，學生有機會對社會議題進行探討與批判，研究

者觀察到，孩子對主題的興趣及主動性很重要，教師是否適時給予鷹架也攸關

主題備課學生的表達與品質。因為學校課程的彈性，部分學生有機會參與及關

懷社會事務，對各種現象有辨識能力，也逐漸形成自身獨特的批判觀點。 

智智:「政治人物在維基百科上愈來愈重要，昨天柯文哲上任，要注意有沒有

人上去毀謗，要中立。」 

研:「什麼是中立？」 

智智:「不毀謗、不偏頗。」 

彥彥: 「智智是維基百科的檢查員，資格要經過審核。」 

研: 「你還注意那些政治人物的 WIKI？」 

智智: 「連勝文的我也上去看，他被毀謗的機率高過柯文哲 50%」（觀 10） 

教師的訪談也呼應上述觀察： 

學生的學習任務傾向主題、長期的探究，也培養部分學生能從不同的角度看

一個事件，學生的社會性也較強。（訪 2、訪 4） 

四、在真實情境中培養自主學習的素養 

在個案的實境任務學習中，教師適度放手讓孩子在小組中相互協作。農園

課與吃飯說菜課，學生規劃露營，討論路線、採買、聯繫、活動規劃、分工等，

透過實境的學習，在真實經驗中，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我很喜歡這裡。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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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我們上臺的機會，許多能力也能慢慢培養，像是行動學習，在外的所有

事都靠小組自己來，老師從旁協助（k 生）」（文件 6） 

農園課中的「吃飯說菜」，進行的方式是一位學生要教全班一道菜，教菜的

學生在家需要由家長陪同學習，當天由負責的同學與家長與共同教導一道家常

菜的食材講解與烹調。研究者觀察，這堂課的設計讓課堂上沒有成就感的學生

得到成就，從學校廚房的吃飯說菜到戶外要自行生火的野炊，是個案常態性的

課程，學生在這過程也了解食材、生產過程、價格與產地，學習如何處理食材

的自我學習能力（觀 15）。 

五、任務導向驅動學習動力，有助學習認同與意圖之再建立 

在均優論壇以任務導向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展現學習動力與合作力： 

共四、五個會場，每個會場有三個孩子負責，用個人電腦的攝影鏡頭即時錄

影，透過網路串流上傳 youtube。他們在會議前做測試，電腦要怎麼擺？插頭

怎麼插？要不要按鈴？會議進行中，孩子觀前顧後，開場的自造時代的影像

播放，自主的將窗簾拉上，討論時幫忙遞麥克風，拿單據給與談人簽署。（觀

19） 

這一群體制內走出來的孩子，在學校外進行學習、受教育也服務別人。眼

神是亮的、感受自己的有用，回應學會學習系統觀中所稱培養學生的成就感。

這也是個案團體丁老師在教育實驗計畫中主張的「真實任務驅動學習」。學生在

任務驅動學習中，展現具體能力，同時激發學生動力，促進其對學習的認同。 

經過一個學期，研究者再進入個案的課堂，孩子在課堂的表現過程穩定許

多，下課時我問丁老師原因，他的回應是「長大了」，我問他：「在你預想的範

圍嗎？」丁老師的回答是肯定的（訪 3）。在尊重並相信孩子的前提下給出期待，

等待，並對孩子懷抱信心，是在引領學生學會學習與自主學習的路上，成人必

備的功課與修煉。 

 

陸、團體實驗教育實踐學會學習過程的難題 

一、大量運用資訊科技，學生自覺與自律影響學習表現 

個案不用教科書，而是從線上資源進行學習，因此學生上網收集與分析資

料時間很長，學習動能成效雖佳，但也看到行動載具等 3C 產品對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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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上課時會一直掛在上面。課堂進行過程，老師會進行提醒，必要時也

會沒收學生的手機或平板（觀 9）。受訪教師也指出平板電腦由學生自由運用，

學生有時會花時間玩線上遊戲（訪 4、訪 5）。上學期有 1/3 孩子流連在網路上

或線上遊戲，老師常要不斷提醒學生，甚至沒收智慧手機導致學生不滿（觀 4）。
此情形到第二年下學期，透過班上公約建立，公案課討論網路成癮議題，教師

隨時提醒，其他協同教師導引學生主動參與課堂的學習情境下，部分學生流連

網路與線上遊戲的情形才逐漸改善（觀 21）。 

二、學習主體性/差異化教學，仍有其困境 

主體性的教育一直是個案團體的核心目標，在差異大的團體中提供程度較

高學生具挑戰性的任務，以及給予學習慢的學生個別輔導，是教師教學需要實

踐的重要任務。個案團體安排六大主軸多樣性的課程，提供學生可能的個別化

學習，但實際運作離其所主張「關照所有學生」的理想仍有距離。例如有些主

題很深，只適合少數人；有些主題學生沒興趣，參與程度偏低；尤其部分領域

課程如英文，落差太大一直是教學上很大的障礙（觀 4、觀 8、觀 20）。 

以差異化教學而言，在課堂小組討論時，學生小組的討論與合作顯得薄弱，

成員常各自做自己的事，小組任務常由少數一兩位學生完成（觀 16）。學生在

對自我學習的評估中也呈現相同的觀點：「雖然強調合作，但我還沒進入到合作

的領域，我覺得可以加強一下（j 學生）」（文件 6）。個案團體投入資源與人力，

提供差異化的教與學的機會，但在專業人力與配套尚未完備，教師也是邊摸索

邊前進。此實踐面的落差，與 Hyry-Beihammer 和 Hascher（2015）研究芬蘭及

澳洲跨年級教學發現，教師教學最困難的挑戰是因應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兩

者面臨的困難相同。 

三、學生同時間多層次的學習節奏，考驗教師的教學專業 

學生學習的進度及動機均不相同，尤其在學習動機上有明顯差距，一旦學

生在學習輔導缺乏有經驗教師的協助，學生的多元展能及基本能力養成，可能

限於少數有學習動機的孩子，此現象也回應 Bauman（2001）所發現在目標未

明確的任務中，學習者要有足夠內在動機，才可能完成學習任務。由此可知，

教師明確的引導是相當重要的。 

而學生不同進度的學習，教師需同時兼顧每位學生的需求，類此多層次的

學習節奏，容易掛一漏萬，對教師的引導而言是一項挑戰。學生反思即呈現「自

由度很多，不過有點太多了，導致原本學習的目標變成有點過度玩樂（c 學

生）」，在一次敘說課中，學習動機強的禾禾也提出自己的擔心「希望學習的時

間不要浪費」（觀 10），呼應 Beihammer 和 Hascher（2015）研究指出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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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跨年級的學習，學生須要等待，並會有遺失的時間（lost time）。有時亦因有

新的成員加入或教師進行個別教學，教師的專業在強調學會學習的教學流程中

至關重要。 

四、資源引入與軟硬體環境的整合耗費心力 

個案團體試圖翻轉中學教育的體制、課程、教學，除善用外部資源，更希

望這樣的經驗可分享給更多中學。但個案團體也坦承「找各種資源支撐學生的

自主學習真的很辛苦」（文件 3），計畫主持者丁師善用自身體制內外的人脈與

資源，吸引不少教育志工及部分課程師資加入。但是臺灣的體制內、外的教育

機構與民間的合作平臺與管道仍有限，個案處於「開路、找路」的階段，耗費

許多心力。而此協作內涵與經驗又如何能提供更多教育機構學習也尚在發展之

中，值得後續觀察。 

 

柒、團體實驗教育實踐學會學習過程的難題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討論，本研究從個案所提供之活化教學經驗，從教學

的規劃、教學的實施及學生學習的反應提出結論如下： 

一、學生學會學習之實踐可行，教師專業導引有改善空間 

個案團體的課程與教學規劃確能導引學生學會學習，且許多實踐在個案已

經逐漸成熟。只是仍有需逐步調整之處，例如英文及數學課程結構性較薄弱，

教學缺少專業之差異化引領，學生學習落差大；同儕合作與互補在實境學習中

表現佳，但課堂的合作則較為困難，學科自學與協作能力較為不足，尚有進步

空間等。在學生自主學習中的教師差異化教學，及時覺察學生需要與專業的回

應亦可再強化。 

二、學生學習動機的引發與持續是活化教學的恆常挑戰 

本研究發現學生學習動機的引發與持續（尤其是持續）是活化教學的重要

挑戰，也是學生學會學習的主要因素，此學習動機不僅是教學設計前五分鐘的

引起動機，而是時時刻刻關照並提供方法、策略，適度提問、激勵學生，導引

學生與學生之間也能相互激勵，不畏挑戰與艱難，對學習保持熱情與好奇，這

是作為教育者很重要的人格特質與專業素養。學生學習動機的促發，是實驗教

育及體制教育須共同努力的課題，在學習環境建置、教育者的特質及專業、課

程規劃、教學與評量等面向都有再精進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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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實境及網路學習等教學活化能引導體制教育 

歷經一年的觀察，透過學會學習系統觀分析，本研究發現個案團體之社會

公案討論與實境任務可整合學生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有助於與學習建立

正向關係；而運用線上網路資源，進行訊息收集處理分析，形成觀點的能力有

明顯進展，該學習力亦為二十一世紀學生必備之素養。在學生合作方面，實境

行動任務中學生合作力容易培養，學生成就感較高。個案的情境與實做中學習、

利用資訊科技培養學生工具能力、敘事課對個體及團體的反思，有助於學生與

學習建立關係與認同。上述之面向對體制內學校具引導與學習作用。 

 

捌、研究建議 

經過一年非學校型態的自學團體之觀察，活化教學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素

養，需要有專業的人才、落實該理念的學習環境，資源的提供與有效整合。本

研究建議如后： 

一、實驗教育之師資培育刻不容緩 

臺灣實驗教育已實施多年，實驗教育法公布之後，個人與團體實驗如雨後

春筍般蓬勃發展，本研究發現實驗教育的專業人才是不足的，實驗教育之專業

師資培育有迫切需要。要培養學生學會學習與自主學習，教育者本身需專業素

養，要能同理學生，激勵學生，有引導策略，並與學生建立關係與對話，教育

者本身也需要是學習者，同時也要能觀察學生之學習需要，隨時提供鷹架，而

不是給學生框架。一如個案在實驗報告中所述「教育工作者及其團隊必須先改

變自己，才可能真正善待學生，得到學生的支持與信任。」現有之實驗教育機

構與師資培育機構可相互協作，共同開發課程並提供臨床實習，輔以教與學實

務及理念之專業對話，進行人才培育，將可協助實驗教育團體解決專業師資不

足之問題。 

二、自學團體之資源平臺建立有助於實驗教育落實 

本研究個案在教學過程善用社會資源以真實世界為學習之教室，也引進外

部專業人士，及各領域之專家，提供學生多元之學習，但個案之教師坦言，該

過程耗盡心力。目前各縣市愈來愈多個人與自學團體，對各項學習的資源如社

會、機構、自然環境、多元師資等應該有系統的組織並建立資源平臺，供實驗

教育之個人與團體參考運用，同時實驗團體也可以將自身開發之資源與人才加

以分享，協作共好，用集體的力量教育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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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體制內教育資源共享相互學習有助整體教育之提升 

實驗教育蓬勃發展是否會影響體制教育？這是許多人的疑慮。但如果以培

育下一代孩子為共同目標，教育具公共性，各項資源全民共享的理念下，實驗

教育之創新能激勵體制內教育進行更貼近學生學習的變革，而體制內教育之資

源也可分享給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之師資可享體制內教師學習教學的邏輯

與結構，體制內教師可跟實驗教育教師學習對學生的包容、等待與教學創新，

並作為學生學習之教練。雙方分享所長，並補充不足，透過資源共享與互學，

提升教育人才品質，受益的都是我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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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Activated Teaching on 
Non-school Type Experimental 

Education-Learning to Learn System 
Perspective 

 
Mei-Ju Chen *  Chao-Yu Guo ** 

To get learning learned is an important lite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even a 
tendency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arning will 
help individuals face risks positively and develop the adaptability to taking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Education is not limited to schools, and non-school type of education 
also provide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beyond the system. In this study, a case study of 
non-school mode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strategies of activating teaching were 
analyzed by the systematic view of getting learning learned.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non-school mode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s feasibility, influences, 
difficulties and future improvements on the practice of activating teach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i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student getting learning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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