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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為統整連貫課程的教學主軸，

涵育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教育價值在促進學習者主體生命之開展與完成。依據總綱，

培養高中生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具備「主動」、「選擇」、「承擔責任」的能力。

高中教育階段新增彈性學習時間，於普通型高中明確規範學校應保障學生自主學習的

學習權。為因應 108 學年度課綱實施自主學習的規劃與配套準備，教育部訂定《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對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有所規劃。 

 研究者在 108 課綱正式實施前，參與高中自主學習工作坊以及高中優質化諮輔會

議，分析發現學校面臨的挑戰可歸納為六大面向：1．課綱中自主學習的意涵界定的理

解與詮釋；2．教師參與的意願與知能；3．學生自主學習的評估；4．家長的理解與認

同；5．自主學習進程的整體規劃；6．學校支持系統，例如排課、選課、空間、各項

資源、管理系統等。 

 學校從原課綱到 108 課綱，面臨在原有文化與組織結構中，須因應真實情境與資

源條件創造自主學習的共識與實踐資源。因此，研究者以二年的時間探析學校對自主

學習的論述與實踐問題。其次，協作研究校本支持系統的評估與回饋，並研發學生自

主學習手冊。最後，提出學校實踐自主學習的建議。 

二、實施歷程：學校實踐自主學習從政策依賴到校本轉化 

（一）學校實踐自主學習初始論述係基於課綱規範，透過實作歷程轉化校本實踐特色 

 案例高中於 107 學年度展開試行實施自主學習。歷經增能與對話後訂定「案例高

中自主學習實施規範」，闡述學校對於自主學習的理解，提出自主學習的目的。課綱

為正式課程，其內涵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有意識地轉化為可理解、操作與預期的論述

與策略。經過第一年的實踐，學校從政策依賴到校本轉化，在管理模式為主的實踐的

經驗中，經由教師與學生意見的分析，了解學生需要更自主與彈性多元的學習支持，

透過行政與教師社群的協作設計，第二年調整導入自主學習教師引導方案，放寬自主

學習實施規範，包含可申請校外自主學習，以及依據個別化調整教師角色，從指導、

引導到諮詢。 



（二）行政與教師社群經驗傳承與創新中納入學生聲音，自主學習實踐導入價值理念

倡議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實踐主要由導師為主的自主學習教師社群從摸索試行、共備資

源、實踐反思、經驗分享的循環中不斷調整角色和任務。分析 108、109 學年度校本學

生問卷後，學校針對自主學習規範有若干調整。接續在圖書館主任的任務賦予之下，

研究者與教師社群共同設計發展「學生自主學習手冊」，調整自主學習規範，並強化

行政與教師角色為資源連結與提供者、諮詢者、激勵者等。 

 自主學習本身即主體，一個具有價值與理想的主體，希望學生是自發主動積極的

學習者，一個是現實性的主體，因為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需求，因此，學校論述及其

實施規範的內涵彰顯了理想與現實性的張力，「18」節成為自主學習實踐的基準，案

例高中的行政與教師社群在有限的共備時間中，嘗試找到最佳路徑。兩年實踐發現，

學校實踐自主學習不只是分工與技術的問題，而需要去質疑與改變，當學校有一群人

願意相信與共同努力時，教師共力與學生的回饋會改變原有論述，漸漸從技術管理驅

動朝向價值理念驅動。 

三、關鍵要素：自主學習實踐需彈性調適的思維模式 

（一）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中學校需要彈性調適思維 

 學校在課綱試行階段 106 學年度即成立自主學習教師社群。案例學校教師在學校

的經費支持下參與七個習慣的培力，建立師生之間的共同語言。107 學年度的圖書館

主任也透過自主學習計畫的發表促進學生之間的互學。108 學年度開始，教務主任與

教師社群常以中午一小時交流分享自主學習實踐經驗。學校因應政策所提出的策略—

「提早三步布局」。因此，當國教署頒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明定

為合計應至少 18 小時，應安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學校教師對於「自主學習」

定義和至少 18 節規範有不同意見，教師更傾向為自主學習建立學生學習態度與習慣，

因此，教師社群彼此提問與激盪，教師成為自主學習探究者。不斷在實踐中反思提問

形成「自主學習」意義理解與看見實踐的縫隙，進而持續調整。 

（二）校本支持系統之建置與運作需回應「壓力」與「焦慮」 



 校本支持系統建置除了學校內部面向外，同時受到外部家長期待的影響。會議研

討過程中聽到許多次提到行政、教師、家長的「焦慮」，因為改變帶來的不確定感，

行政致力於降低教師焦慮與壓力。校本支持系統除了規範、工具、組織與資源等，也

同時需要回應「壓力」與「焦慮」，聚合不同利害關係者形塑自主學習的意義轉化與

實踐；其中，教師社群的共備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年，研究者與教師社群協作研發學生自主學習手冊，教師社群提出自主學習

的歷程需要降低家長和學生焦慮與壓力，透過一步步引導和支持，允許不完美的計畫，

有時陪伴有時督促，讓學生在此歷程中找到自主學習意義與價值。因此，自主學習的

校本支持系統係以教師社群組織運作為核心，同時能夠回應壓力與焦慮形成互為鷹架

的支持力量，匯聚實踐經驗看見自主學習的實踐價值，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與能

力 

四、建議與展望 

（一）共備研發校本自主學習的手冊和支持系統 

  建議學校實踐自主學習歷程中，能夠蒐集彙整教師實踐與學生學習的經驗，規劃

自主學習手冊與相關說明溝通文件，透過開學日、各種活動展現自主學習的歷程和成

果。引導親師生一起交流自主學習經驗。 

（二）自主學習力培育往下紮根 

 自主學習力需要從小培養，高中生規劃執行自主學習常見問題是不知道想學什麼？

怎麼學？甚至希望老師直接教導；因為許多學生在高中之前缺乏自主學習的經驗，自

主學習力應從往下紮根，尤其在國中階段學生往往在應試文化影響下，產生低學習動

力也影響其學習動機和信心。因此建議可以在國中小教育階段推動不同模式的自主學

習，學會學習而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培養主動自發與解決問題的習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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