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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為弓，學習為箭，做個自主學習的人 

梁雲霞*
 

《摘要》 

本文主要在說明自主的概念，並且指出以學習為重點的自主，所重視的

內涵與層面。本文也針對自主學習的若干迷思，進行討論，並對於華人在自

主學習上的一些疑惑，加以澄清，以期專業的工作者，能更新自主學習的觀

念，成為終生學習的專業人。 

 

 

 

[關鍵詞]：自主、學習中的自主、終身學習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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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與知識更新，每個人必須具備終身學習能力才能

適應變遷。因此「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不斷地出現在許多教育界人士、

學者和專家的主張中。但是「自主學習」是什麼？哪些要素構成自主學

習？在專業的職涯中，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自主學習」？ 

如同學者提醒我們的，每個語詞必需經常性的退一步地反省它，思

索我們認為它是什麼（Littlewood, 1996），而且在華人文化脈絡中，我

們普遍也對「自主」的概念感到困惑。為了梳理自主學習的意涵，筆者

認為可以從基本概念「自主」（autonomy）先著手談起，然後澄清一些

迷思，最後回到專業職涯中的自主學習。 

二、什麼是自主？ 

自主（autonomy）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概念，最初應用在政治情境中，

在古希臘的政治學討論中，自主是指從希臘城邦或他國統治中獨立

（Hmel & Pincus, 2002）。後來這個概念從政治學上引用來描述人的行

為，例如，自主的個體（autonomous individual），而後再演化成為複雜

的心理學構念。從構詞法上來看，希臘語中autonomous，auto指的是「自

我」（self），nomous 意指管理、掌握主權（Haworth, 1986）。這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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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學術研究的文獻中非常常見，並且出現在人格、臨床、發展、工業-

組織心理學，以及法律、醫學和哲學中。 

那麼，這個看來歷史久遠的「自主」，對於當代的人們而言，重要

嗎？從人文主義哲學家的看法來說，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他們認為，目

標和關係的自由選擇，是個人福祉的基本要素（Benson, 2008）。這個看

法也獲得心理學家的認同。最著名的是便是心理學家Deci與Ryan說的，

「自主」是人類的3個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這些需求的滿足促進自我的

成長和幸福感（Deci & Ryan, 1995）。 

那麼，一個自主的人，表現出什麼樣的狀態呢？學者是這麼說的

（Wall, 2003, p.307-308）： 

一個自主的人能在生活中主導自己的路徑，根據自我覺知的計畫來

展現自己的特性，從大量的合法選擇項目中，找到自己想要投入的，並

且根據他自己對於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值得做的，來瞭解自己的生

活意義。 

上面的這個看法很重要。從這一段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強

調的是：自主，並非只是一時行動上的自由，而是我們能夠為自己的生

活審慎訂定方向。因此，當一個人是自主時，他們的所進行的行動是來

自於自己內心瞭解的理由，感受到一種意志力。這種來自於自己內心的

感覺，不是一時莫名的情緒作用而已，而是，感覺到自己對於想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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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是自己的抉擇，並且確信自己的行動與自我諧和一致，自己可以

選擇「要做什麼，如何做，以及是否要去做」。 

三、從個人的自主到學習的自主   

如果要做為一個自主的人，學者的看法認為，我們至少需要做到幾

項事情（Wall, 2003, p.308）：第一，有能力形成複雜的意圖，和有能力

維持承諾。第二，有必要的獨立能力去規劃出自己的生命路途，並且個

人能夠知道何者是有價值的，和值得去做的。第三，必須具有自我的意

識和力量去控制自己的事務。第四，能夠處於一種環境，提供自己較多

合於價值的選擇。 

從上面的說明中，可以看出來，自主涉及到兩個層面：個人和環境。

從第一個層面上來說，學者的看法澄清了我們平日的誤解，那就是，許

多人以為自主便是放任，為所欲為。其實，要做為自主的人，涉及到能

力、目標、方法和對於自己的管理。尤其，有能力維持承諾，這更是考

驗了一個人在聲稱做了某種方向和目標的選擇之後，最重要的一環。一

般人可能稱之為意志力。但是，值得提醒的是，意志力，並不一定要以

古老的「懸錐刺股」方式來配套；意志力，其實需要善用一個人的動機

和信心，一起共同促成。 

除了這些個人層面的項目之外，還涉及到個人所處的環境。因此，

當我們討論一個人的自主能力的顯現時，必須同時注意這兩個層面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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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例如，一個人可能有能力去做出獨立的選擇，但是卻沒有意願去這

樣做，因為這樣的行為在特定的情境中不被認為是合適的。當然，相對

的，個體可能願意去做獨立的抉擇，環境也支持，但是他沒有準備好必

備的能力。 

瞭解自主這個概念後，所謂自主學習，簡單的詮釋就是，在學習的

過程中，展現自主的行為。如果依照這個定義，那麼，學習者自己在能

力與動機上的準備，是重要的起點。 

我們以研究自主學習的美國學者Zimmerman與Shunk的研究為例，他

們就強調，自主學習的進行中，包含了「主動建構」與「學習策略」兩

個要件（Zimmerman & Shunk, 2001）。他們也特別提醒我們，要避免將

自主只界定為內在的心理狀態，而落入「知」、「行」不同步調中。他

們研究了作家、運動員、各種不同年齡的學生，以及各種專業人員，因

此，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他們主張，培訓自主學習的過程中，並非只

是讓學生感覺到被關心和幫助的狀態，而是建立在使用一些具體的學習

策略，例如：目標設定、策略使用、自我監控、和自我評鑑等。 

在這裡也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兩位學者非常重視「目標設定」，他

們認為在目標導向的活動中，學習者才能激勵自己、修正自己，並且保

持持續力。換句話說，因為有自己訂下的目標，因而，學習者才會專注

於學習的內容、想辦法連結先前的經驗、對自己的學習有信心，以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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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對於自己有益的人際互動和工作環境（Schunk & Zimmerman, 

2003）。 

綜合來說，我們要強調的是，促進個人的自主學習，除了「想要自

主」這樣的「我想要」的念頭之外，同時要學習使用一些必備的技能。

從心理層面來看，自主是個體的基本心理需求，但自主學習的發展涉及

到的是能力、目標、方法等具體的成分，以及和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

這些具體的實踐層面，對於職涯中的成人而言，更為重要，更需要有起

而行的實踐作為才行。 

四、自主學習，是「單打獨鬥」、「宅男宅女」式的學習嗎？  

自主學習是不是「千山我獨行」的個人學習，或者是一個人「宅男

宅女」的生活呢？其實，在過去確實曾經有過這樣的迷思。 

早期以個別化的教學作為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可能就是造成自主

學習意涵著「學習者自己學習」的原因（Benson, 2001）。舉例來說，1970

到1980年，重視學習者自主的學習取向時，曾經以自助式的資源中心和

編序化的學習當作是重要的運作方式。不過，到了1980年代後期，這種

作法已經開始受到批評，因為這樣做和學習的社會互動性質是相互衝突

的。而且，研究者也發現，如果過度強調個人自學，學習者不一定具有

充足的能力去管理自己的決定，例如：目標、內容、學習進度、方法和

技能、速度、時間、地點、評量等。因此，從1990年代起，在教學界便



  T&D 飛訊第 149 期            發行日期：101 年 08 月 16 日 

                        第 7 頁，共 14 頁 
      

 7 

開創了許多支持學生的方法，包含學生諮詢和訓練，以協助學生的自主

學習（Benson, 2001）。 

所以，我們在此也要更新一個觀念，那就是，大部分的人將學習的

自主性放在學習者獨立，也就是不需要教師的學習，例如，在家自學、

利用電腦、自助式學習中心等，這些固然是可行的方式之一，但也不必

然就是「限定」或等同是這樣的「一個人」式的方式上（Smith, 2003），

如果這樣的窄化學習的方式，恐怕學習的效能難以產生。事實上，不論

是東方古代學者，或西方的學者，都強調教師和同儕對於自主學習的重

要性（龐維國、薛慶國，2001）。 

心理學家Ryan與Deci曾說過：自主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但是，「自主並非要毫無限制，或者反對任何限制或要求」（Ryan & Deci, 

2006, p.1561-1562）。他們強調，真實的自主是由個體對於自己的行動進

行高層次的反思，有了內在的認同後，進而產生的。更重要的是，他們

的研究也發現，人們會對於能夠支持他們自主的人，感受到更多的被接

納、被理解，也樂於和支持他們自主的人，維持較好的聯繫。 

所以，總合來說，自主學習並非不受內外環境的限制，也非表面的

疏離獨立行為。事實上，由於在學校中，或者擴大而言，在職涯中的學

習環境，是一種人際之間相互合作的學習環境，根據學者的見解，我們

不需要過度地對於自主概念，做過多個人主義的詮釋。因此，就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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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做一個自主學習的人，就是「一種能力和意願，個人自己或者與

他人合作，形成決定和行動，以成為一個社會適應的、有責任的人。」 

五、華人文化有自主學習嗎？ 

當論及華人對自主和自主學習這個問題時，大部分的人都先跳進一

個地域性的陷阱中，抱持著「自主是西方的屬性，東方世界並不重視」

的觀點。針對這個看法，曾經有學者以「古代教育思想論叢」（上、中、

下冊）、「中國古代教育家語錄類編」（上、下冊、補編）以及「中國

古代學習思想史」為文本，回溯分析中國古代的重要學者對於「自主學

習」方面的見解（龐維國、薛慶國，2001）。根據他們的分析，自主學

習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孟子「學習貴在自求自得」的觀點。而這樣的觀

點到了宋、明、清時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例如，程頤、朱熹、陸九

淵、王陽明等人，他們也都強調自主學習的重要性，並且提出立志、學

思結合、知疑善問、自我省察與互相切磋等觀點。 

上述的古籍研究結果，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有幾項：第一，華人傳

統文化中，也蘊含著豐富的自主學習思想。這些結果讓我們面對自主學

習議題時，免於驟下判斷，認為「自主」或者「自主學習」是西方所獨

有，不是華人文化關切的面向。第二，古代學者對於教師角色和教學，

也蘊含了引導、啟發和量少質精的原則，並非只有「權威」一個面向。

這樣的對照，提醒我們審慎維持開放的態度，我們不論是個人或者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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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自主學習的困惑或瓶頸，如果都歸因為「文化差異」，不一定能

夠解決或解釋所有的問題和現象。  

事實上，在Ryan與Deci（2006）的文章中，曾批判「激烈的文化決

定論」觀點。他們反對文化決定論者將個體的行為視為受文化所塑造，

人們如同是變色龍一樣，馴服於情境，缺乏一個整合的內在結構能自己

選擇、調節或影響行動。他們也引述多項在中國、日本、韓國、蘇聯和

美國的研究，認為目前許多研究證實在不同文化中，自主仍是重要的特

質。這個論點是非常發人深省的。 

在我先前對於學校教育方面的研究中，也發現許多臺灣的教師看待

「自主學習」的觀點，已經開始透露出一種屬於自身文化與專業情境的

「實務觀點」（梁雲霞，2006；梁雲霞，2009）。臺灣教師對學生的看

法已經轉變，慢慢認為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許多老師們並沒有陷入以「地

域」為主的文化框架中，而是隨著時代而調適。當然，調適是不容易的，

對於生長在東方文化思維下的老師，是需要長時期專業上的洗鍊和衝

擊，然而他們也是思維的有機體，在以學習者為主的時代中，教師也會

慢慢形成經歷文化調適後的自主學習觀點。這樣的改變，正在緩慢一點

一滴的累積中，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這樣沈默地改變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所以，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當我們面對所謂的東西文化差異時，

我們不能忽略已經有學者針對文化差異論點提出的批判性錚言（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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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2008）。根據黃毅英的看法，他認為，許多研究者在討論華人和西

方之間的差異時，許多的詮釋有「過份儒家化」的傾向。這個論點相當

有提醒作用。提醒我們要注意的是，當我們思考所謂的東西方差異時，

必須注意到一個矛盾的狀態，那就是，臺灣地區固然屬於華人文化範圍，

但也在全球的思想潮流中不斷調適，所以，即使身處華人的文化氣氛中，

也不一定要自我設限，認為我們無法有自主學習的觀念和作法。 

六、結語：以自主為弓、以學習為箭，做個專業人 

自主是弓，學習是箭。我們用力拉弓，是為了讓搭在弓上的箭射向

目標。如果沒有目標，沒有奮力學習的決心，其實再好的弓也無所作用。

每個人在職涯中，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潮流的變動，我們在職前所學的知

識和技能，可能在步入專業現場後，都很快地都會需要面對更新或調適。

專業的學習，其實就如同射箭。因此，讓我們重新定位在專業學習中的

自主，讓我們以自主為弓，搭出一個有力的支撐架構，以學習做為我們

要發出的箭，以專業學習成長做為我們的目標，我們身為射擊者，必須

專注、善用氣力和呼吸，校正瞄準，而後才能發出有信心、有效能的一

擊。 

其次，也如同我們在前面談過的，專業的場域中，是個社會互動的

學習環境，自主學習也不是孤單的學習，不論我們運用何種途徑去學，

重點在於有效能地達到我們的目標、並且合理且適性的監督自己。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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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了，讓自己保持和工作職場周圍人、事、物的良性互動，也讓自己

更有責任感，獲得社會支持的力量，這樣的自主學習，才是有生命力，

有回應的，也會更能持續和有效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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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is the bow, learning is the arrow: On 

becoming a self-regulated learner 

Yun-Hsia Li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s to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and to explain the key 

components of autonomy with a focus on learning in mind. Some significant 

misconceptions of autonomy in learning were carefully discussed. Regarding to 

the doubts about learner’s autonomy in Chinese social context, this paper provided 

some clarifications to the issues based on evidence from research. It is hope this 

paper would bring some points to refresh the ideas of learner autonomy for 

professionals to pursuit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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