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啟動自我導引學
習循環
文、照片提供／張燕滿　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小教師

核心素養導向培養終身學習者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開宗明義即強調以「核心素養」為整個教育
改革的精神，並期許孩子「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身學習
者」（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

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

「核心素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

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如果學生能夠成為終身學習者，在生活情境中能應用各學科知識
與技能，那麼十二年國教的精神便已在他身上發揮效能。

啟動自我導引學習循環模式

本校與和線教育基金會合作「善融藏書」計畫，該基金會建置無
償提供學生借閱的「漫畫書閱覽體系」；學校端負有保管之責，同時
必須配合該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包括營造溫馨之看書環境、書本僅在
學校閱覽、閱讀前須先洗淨雙手，最後還要請學生不限方式展現其閱
讀心得……。

由於此項學習表現需國語文與資訊跨領域的學習內容，而且個別
學生動機與能力不一，個人或小組製作讀書報告簡報的期程也不一，
以致無法帶領學生統一作業，因此，筆者認為「自我導引學習法」以
終為始的概念與做法應該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法（姜雪影，2019；劉
嘉路，2020）。

師友雙月刊｜ 172

教 育 特 寫 Volume 625‧2021/01



以終為始──自我導引學習法

筆者認同黛安•塔文納（Diane Tavenner）在頂峰高中實施的
「利用自我導引學習去獲得知識」之理念與做法（劉嘉路，2020）：

我們想讓學生在取得資源上擁有自由與選擇。

我們也給他們責任感和工具，知道自己學到某些知識後，可以選

擇接受測試和驗收成果的時間。（188 頁）

筆者在國小六年級班級實施「自我導引學習」步驟與做法分述如下： 

一 、 設 定 目 標

學生先設立目標：「我要如何以簡報展現閱讀心得？」筆者嘗
試以「標準本位評量」的概念（註 1）為「自我導引學習」設立具體
的學習目標，讓學生成為自己的學習領導者，預計達成的核心素養是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與「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二 、 提 出 達 到 目 標 的 計 畫

教師在學生設定了目標後，可以帶領學生粗略思考以下幾個問
題，例如：「想想看，為了達到你所設定的目標，你需要學習的是什
麼？在什麼時候學？以及要如何學？」

學生依據目標擬定完成此計畫
的相關細節與所需資源：「簡報內
容要有幾個部分？一邊閱讀一邊製
作？還是整套書籍閱讀後再製作簡
報？」在製作簡報的過程中如果有
細項需要教師協助，想要尋求哪些
人事物的資源，隨時都可以提出來。

三 、 執 行 計 畫

學生與教師討論計畫的可行性
與期程，並經師生雙方認可後，便
可依計畫一步一步執行。每週檢視
學生的學習成果，了解其順利與不
順利之處，並討論他們可能的解決 學生以平板拍攝所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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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是否合適。
有的學生會到網路上抓取圖片

放在簡報裡，甚至拿別人的心得充
當自已的心得，此時教師便可以與
學生討論「智慧財產權」的議題，
再請學生思考既正確又合適的方式；
學生便想到可以借用平板實際拍攝
所需要的頁面再放到簡報檔中，別
人的心得只能參考但還是需要自己
產出。有的學生花了不少時間在製
作並展示簡報五花八門的動畫功能，
此時教師便可以與學生討論花俏的
外觀與充實的內容孰輕孰重的問題。

四 、 反 思 此 計 畫 進 行 順 利 與 遭 遇 困 難 之 處 及 其 原 因

「省思」在「自我導引學習法」中扮演著相當重要與關鍵的角色。
如果學生能時時省思自己的優劣勢，以優勢能力補強或是取代劣勢能
力，甚至願意強化劣勢能力，便能強化在學習上的成長心態，進而啟
動自我導引學習循環模式，重複整個過程直到目標達成（溫美玉、王
智琪，2019；劉嘉路，2020）。

「我會上網拉圖片，只要去 google 查，然後複製圖片，貼在簡

報上；但是為了避免侵犯著作權，老師讓我們拿平板拍照。老師之前

有教我們怎麼把照片上傳，但是時間一久，我也忘了，所以再請電腦

老師教一次，我就會了。」（11 號 )

「……還要寫文稿搭配簡報，專心背下文稿，報告時才會順暢。」

（14 號）

「一開始，我覺得要寫出二十本書的讀書報告很困難，看完一集

寫一張大意，看完二十集，就把這些大意集結起來，加上一些連接詞，

最後竟然也完成了這不可能的任務！」（9號）

五 、 展 現 成 果

學生最後在全班面前展現成果，更能明白自己所得等級的依據，

製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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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能運用簡報完整介紹書籍，包括書籍基本資料、摘要、心得分

享三部分。」即為達到 B（良好）級。

翻 轉 刻 板 的 師 生 角 色， 以 學 生 為 主 體
學習者，教師退居輔助者

在「自我導引學習」過程，教師此時僅需從旁協助並提醒學生執
行任務，切記要收起習以為常的主導角色，改採回答問題與提供指引，
例如，適時的關切任務進度、具體地指出哪些地方做得很好、那些需
要改進、加入怎樣的元素可以更好……。筆者希望學生學到的知識與
技能可以化身為他們的經驗，留存在他們腦中隨時可供存取（溫美玉、
王智琪，2019；劉嘉路，2020）。

學生在全班面前以簡報展現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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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

註 1：�如果只單純給予學生一個分數或是等第，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教師若能
提供評量標準（詳見表 1）。學生便可以清楚他所得到等級成績背後的依
據，甚至提供學生預想獲得等級的努力方向（張燕滿，2020；劉嘉路，
2020）。

資料來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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