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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從國小一路到高中，上課的方式幾乎都是一成不變的。老師在台上滔滔不絕地講

課，而學生在台下靜靜地聽，為了考試、為了有好的成績，所以在上課時努力做筆記，

把老師說的每個重點，一字不漏的抄下來，回家後再把這些重點強灌進自己的腦中。

這種單向式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幾乎沒有運用大腦去思考，也沒有對老師的授課內容

感到疑惑，進而引發學習興趣與對課程內容的思考。 

 

       直到高二某次上課時，英文老師用了有別以往的自主學習方式，讓我們學著自己

思考、自己找重點，試著不依賴老師來學習。因為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上課經驗，讓

我們對自主學習這種特別的教學方式開始有了興趣，想要更進一步了解這種不同於傳

統的學習方式，是否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效率及學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而不再是一昧

地聽老師講解而已，因此想利用這次寫小論文的機會，仔細的研究自主學習和傳統教

育方式的特色和對學習的成效。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自主學習是否有效提升學生自己思考的能力。 

(二) 了解自主學習是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動機。 

(三) 探討學生對傳統講述法和自主學習的看法。 

 

三、研究方法 

 

(一) 整理文獻探討，綜合整理傳統講述法的缺點與自主學習的優點。 

(二) 以西苑高中高二二班作為問卷樣本，並比較使用傳統講述法與自主學習教學法

之學習成效，最後透過問卷調查分析其結果，進而得出結論。 

       (三) 以網路、書籍的資料為基礎，收集相關資料並加以統整。 

   
 

四、研究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新型態的教育方式--自主學習 

 

(一) 何謂自主學習 

討論研究主題 確定研究動機和目的 蒐集相關資料 

結論及分析 討論資料及彙整 設計問卷並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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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資料得知，自主學習的定義是:「學習者主動執行的個

別學習」，即是學習者主動並持續學習，將學到的資訊經過彙整內化成自己的知

識。而在自主學習的教學方式中，老師應該要「扮演資源提供者、學習歷程專家

和共同探索者的角色；引導學生自己激勵學習；及善於應用學生過去的生活經

驗。」(註一)如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才能維持學習動機、培養自信。其實自主

學習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當我們在面臨問題時，我們會去思考我們的執行

方式哪裡出錯，接著去蒐集各種資料並更正，直到解決問題為止，而我們這次的

研究就是將這個概念套用在學習上。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李坤崇對自主學習的看法是:「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態度、方法與能力，亦即包括主動學習意願（或動機）、主動學習態度、有效學

習方法及基本學習能力 。」(李坤崇，2001)因為有了誘因或興趣，人們才會主動

追求目標，更何況是學習?因此自主學習能啟發學習者的興趣，並幫助學習者學

會自己思考，進而主動學習，同時透過親身實作、了解，創造屬於自己的知識。 

 

       另外，有國內外學者對定義自主學習為：「學習者能依照自己的興趣與意願，

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並設定目標」(註二) 學生能在學習過程中自己主動學習、

調整自己的學習進度和方法，並善用身邊的資源，利用自己的思考能力來達到學

習目標。除此之外，老師的引導、激勵和指正，也能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保持

學習動機、培養自信、學習如何自我調節並且持續學習。 

 

 (二) 自主學習的目的 

 

       「『自主學習』是其中一種終生和職業技能，學生需要裝備自己『自主學習』

的能力以應付學習和工作的需要」(註三) 自主學習除了讓學生在課堂上學習自主

思考，更能讓學生在求學的階段中，培養未來出社會所需要的能力。尤其現在的

世界每天都有新的改變，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各領域的知識比以往更容易取得，

學習方式更多元，這意味著我們的思考模式要跟著轉變，我們的教育方式也必須

順應世界的潮流作調整和創新，因為未來的趨勢重於靈活的思考與豐富的創造力，

而非僵化而固定的思維模式。 

 

(三) 自主學習的方式 

 

1、確立學習主題和計畫：主題可以由學生針對個人興趣設定或是由老師選定， 

而學習的主題應難易適中，且貼近日常生活或興趣，因為若學習主題太過艱澀，

則學生會因害怕挫折而失去學習意願；相反的，若主題偏易，則因挑戰性低就不

會去深入學習和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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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學習計畫並追蹤學習進度：老師可定期追蹤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以適

時給與發生學習瓶頸的學生幫助 和指導。老師亦可以個人競賽或小組競爭來提升

學習意願和執行力。 

 

3、發表學習成果並反思：老師可讓學生上台口頭報告或以書面報告的方式發表

學習歷程和結果，並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互相分享、交流，同時審視自己與同學研

究的方法、過程有何不同，記取別人的優點，修改自己的缺點，那麼在下次再學

習新的主題時，就可以運用先前的經驗，提高學習效率和自信，最後再檢討，如

此反覆下去。 

 

二、傳統講述法教學的缺點 

 

(一) 傳統講述法的定義 

 

       傳統講述法現今普遍在全球的學校中實施。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傳統講述

法「是教學的一種形態，教師透過口述教導或介紹知識給學生，使其對某一主題

的知識有所了解。」(註四)這種教育模式只是單向的把知識灌輸到學生的腦袋，

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然而這種教學方式卻造成學生思考僵化、失去對學習的熱誠，

最後變成一台只會考試的機器。雖然傳統講述法能讓學生在學校成績名列前茅，

但這種「標準化」、「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事實上只是提升了表面上所謂的成

績表現，而不是真正讓學生學會理解、提升自我思辨能力。 

 

       正如美國前教育部長加特納曾說：「教育最終目的是把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

習者的肩上。」但在台灣，受傳統講述法教育的學生易偏向於被動的學習知識，

反而不會在課堂上主動發表意見或回答老師的問題。這種現象在台灣的課堂上並

不少見，而學生的反應會如此歸因於從小就被老師傳達「上課要安靜聽課」、

「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是...」等觀念，使學生已經被訓練成安靜上課和以標準答

案為依歸，成為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但這種教學方式只教會學生如何服從和

考試技巧，卻沒有達到學習真正的目的——自己將所學整理、吸收後內化成自己

的知識。 

 

(二) 傳統講述法的缺點 

 

       傳統講述法有其優點，例如講述法使老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更有效能、具

經濟性與便利性。但儘管如此，講述法仍有其缺點，缺點整理如下： 

 

1、訓練出僵化思考的學生 

 

       台灣傳統的上課方式「只會訓練出學生背誦、理解與猜題能力，無法真正

的啟動學生思考」(張輝誠，2015)。學生為了考試到高分而背下書本上繁瑣的

內容，可是當考試結束後，學生往往將那些知識拋諸腦後，因此在學校，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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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真正學到實質的能力。而這種為了得高分而把知識狼吞虎嚥地的結果，

最後只是徒然浪費寶貴的時間。除此之外，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教授王千睿

曾指出:「我們習慣要有標準答案，因為要應付考試。」(註五) 

 

       綜合以上兩位專家的見解得知，傳統講述法讓台灣的學生只會背誦標準答

案，不會學著自己思考、自己尋找答案，而同時這也造成了學生學習意願的低

落、學習效率下降以及學習態度不好。 

 

       國際著名的教育學者 Yong Zhao 也指出:「儘管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諸國學

生數學成績相當優異，但他們的自我概念卻是全世界最低的。」(註六) 台灣的

學生雖然在成績的表現上十分亮眼，但與其他國家學生相比之下，卻嚴重缺乏

自信，甚至是自卑，以及缺乏對學習的興趣、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主動學習的態

度。 

 

2、缺乏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 (motivation to learn) 是指引起學生投入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

動，並導引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的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註七) 但由於

現在的教育體制，使台灣的學生升學競爭非常的激烈，很多人從小為了考試而

讀書，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通常是處於被動的角色，而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

反而讓學生缺乏興致學習。 

 

       因此在學校我們時常看到很會考試的學生，但大多數的人卻相當被動，而

且我們也很少看到為了學習知識而非常認真努力的學生，反而看到不少人在課

堂上打瞌睡或是不專心聽課，由此即可看出現在的教育環境，因為少了自主學

習而讓學生沒有課堂參與感，使學生們幾乎都缺乏學習的動機。   

 

三、研究方法—以西苑高中五年二班英文課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西苑高中五年二班學生共 36 人為研究樣本，且只考慮教學方式改變對

學生成績的良窳，其他因素未列入研究範圍中。研究者將英文科第一次與第二次定

期評量成績加以比較，欲探討在實施自主學習教學法與傳統講述法後，兩者分別對

學習成效的影響之差異。 

 

(一) 自主學習與高二二班的進行方式：將學生依照英文能力進行異質分組，每組每

人依自己的能力和喜好，分別賦予不同的工作。在學生瞭解自己的任務之後， 

須事先完成所分配到的任務，後於課堂時進行組內討論，然後再以小組方式上台

報告成果。 

 

1、成員的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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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彙庫(Vocabulary Enricher):找出課文中陌生或是重要的單字，並查閱字典，

寫出其定義、衍生字彙以及例句等，經過整理後再和組員分享。 

 

(2) 結構分析者(Structural Luminary):標註課文中重要的句型和文法及搜尋相關

補充資料，並加以統整。 

 

(3) 統整者(Summarizer):統整者須負責寫出課文大綱，並向組員說明內容概要

以及關鍵的地方。 

 

(4) 領導人(Discussion Director):領導人在閱讀完課文後，先歸納出大概念，再

針對課文內容對組員提出若干問題，促使組員自主性思考。 

 

(5) 插畫家(Illustrator):在完整的理解完課文後，以圖畫的方式傳達課文的主旨

或對課文的感想，而這個任務有助於激發出學生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6) 連結者(Connector): 將課文內容融入現實世界中，並連結生活經驗、文學或

媒體，使學生能將所學結合週遭環境，同時加深學習的印象與效果。 

 

(二) 高二二班自主學習的進行流程 

 

 

                                                                                                                 

      

圖 2：自主學習流程圖 

 

(三) 研究結果 

 

       研究者將高二二班的英文科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與第二次定期評量成績進行

比較，發現班級平均成績有顯著的下降。 

 

（表 1） 

 英文科第一次定期評量全班平

均成績(以自主學習教學法) 

英文科第二次定期評量全班平

均成績(以傳統講述法) 

實施班級 高二 2 班 70.96 68.67 

 

 

老師挑選課文和設

定工作分配 
引導學生作業 進行課堂討論 

 

老師對各組講評與

檢討 
各組上台發表 老師追蹤各組學習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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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 本次問卷共計發出 36 份，回收問卷共 34 份，無效問卷 2 份，回收率 94.44%。

問卷內容為研究者自行研發。   

 

(二) 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2。 

 

（表 2） 

問卷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意見 

我覺得傳統講述法是有趣

的 

0% 23.53% 18.82% 2.94% 14.71% 

我覺得自主學習是有趣的 5.88% 73.53% 14.71% 0% 5.88% 

我覺得傳統的講述法能引

起我的興趣 

2.94% 20.59% 50% 11.76% 14.71% 

我覺得自主學習能引起我

的興趣 

11.76% 58.83% 17.65% 0% 11.76% 

我覺得傳統的講述法會增

加我的負擔 

14.71% 29.41% 38.23% 0% 17.65% 

我覺得自主學習讓我回家

複習較輕鬆 

11.76% 44.12% 29.41% 5.88% 8.83% 

我覺得傳統的講述法讓我

變的更有自信 

0% 14.71% 50% 14.71% 20.58% 

我覺得自主學習讓我變的

更有自信 

8.83% 61.76% 11.76% 0% 17.65% 

我覺得自主學習會提升我

的思考能力 

29.42% 55.88% 5.88% 0% 8.82% 

我覺得自主學習比傳統的

講述法學到更多 

8.82% 55.88% 17.65% 0%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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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問卷 

 

 1、在「傳統的講述法能引起興趣｣的項目顯示，雖然有 23.53%認同這個說法，

但卻有高達 70.59%的同學認同「自主學習能引起興趣」。除此之外，也有

23.53%的同學不認同「傳統講述法是有趣的」。 

 

 2、在「傳統的講述法會增加負擔」的項目中，由問卷顯示，認同和不認同的比

例幾乎差不多，而也只有 55.88%的同學認為，利用自主學習的方法能在複習的時

候輕鬆一點。而在自信方面，有 70.59%的同學認為「自主學習能變得更有自信」，

且也只有 14.71%的人認為「傳統的講述法能變得更有自信」。 

 

3、在「自主學習能提升思考的能力」的項目中，我們可以從問卷得知，大約有

約 85%的學生認同實施自主教學比傳統講述法更能提升自主思考的能力這個說法。

且也有約 65%的學生認為自主學習可以學的比傳統講述法還豐富。 

 

參●結論 

 

       此研究依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第一、二次英文段考成績以及綜合討論，歸納出

幾點結論: 

 

一、「提升自主思考能力」。自主學習的特點在於讓學生拿回學習的主導權，學習自

己深思，不再單向的接受知識，進而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而由問卷的結果便可看出

學生對自主學習能提高思考能力是認同的，且學生們也對這種創新的教學方式有良好

的接受度，自身也感受到學習所帶來的成效。因此，我們可以更加的肯定，實施「自

主學習」這種新型態的教育方式能幫助學生提升思考能力。 

 

二、「提高學習動機」。自主學習的一大特色，就是能有別傳統講述法單向的接受知

識，和學生有多一點良好的互動，而這些互動對學生們來說是有趣的，並且也提高了

課堂參與感，不再讓學生們覺得學習是件無聊的事，也因為不再感到無趣，所以上課

也變得更認真，學到的東西也變得更多。除此之外，自主學習的教學方式還改變了一

般學生對於上課「就是要乖乖地坐在位置上聽老師講解」的傳統觀念，使他們了解學

習的範圍不是只侷限於課本，任何生活中感興趣的事都可以成為教材，讓學生對學習

再次充滿興趣。而這些的改變也間接地提升學生們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習的動機。 

 

三、「學生對教學方式的看法」。對於學生而言，不管是自主學習或是傳統講述法，

在學習上的負擔是差不多的，所以雖然自主學習的方式看似有些許的繁雜，需要耗費

比較多的時間來教學，但在成效和動機方面也提升了許多。除此之外，也因為自主學

習能讓學生參與其中，在分組討論或報告時，都能為小組進上一些心力，所以讓學生

感到比傳統講述法還來的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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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學習成效」。由第一、二次英文段考成績可以發現，因為藉由自主學習的

教育方式，讓學生的成績提升了不少。而在問卷也顯示，在「我覺得自主學習比傳統

講述法學到更多」這個項目中，有不少同學也認同此說法，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利用

自主學習的方式，使學生變成課堂上的主角，能更積極主動的去追求新知，讓他們比

運用傳統講述法還學習到更多東西。因此，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利用自主學習的

教育方式，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五、總括以上各點，大部分的學生會偏向選擇自主學習，但仍約有二至三成的人傾向

選擇傳統的講述法。可能是因為依現在台灣的升學制度來說，為了有效率地應付大考，

老師還是要主動教而且敎得多，學生仍然得強迫記誦無窮盡的公式和名言佳句。在這

次的小論文研究中，我們發現學生對於「自主學習」的評價頗高，但同時我們也認為

如果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中，偶爾穿插一些自主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學著自己思考，如

此不但能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學到更多的東西，也能增加學生的學習意願。因此長

期來看，未來台灣若能將自主學習融入現有教育體制，學生學習的方式不再只限於被

動聽講，學習的回饋也不再只是漂亮的分數而已，學生得到的將會是由內而發的自信

和終身的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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