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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在偶然間看見了有關自主學習的一本書，書名是《乖孩子的傷，

最重》，書名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很好奇被大人或是長輩視為乖孩子的人，

受了哪些傷?為什麼又是最重的?閱讀之後我們發現它是一本有關自主學習

的孩子的書信集，我們便想更進一步地去瞭解自主學習的意涵和對人們會

有甚麼影響?以及在台灣是否也適合這種學習方式? 

 

二、研究目的： 

 

〈一〉、 為了瞭解何謂自主學習?想了解它的意涵。 

〈二〉、 想研究自主學習對於人有甚麼影響? 

〈三〉、 探究自主學習的過程有甚麼難達成的地方? 

〈四〉、 比較體制內教育和自主學習教育的優缺點? 

 

三、研究方法： 

 

〈一〉、 透過資料的蒐集、書籍的閱讀，了解其意涵。 

〈二〉、 訪問和問卷調查學生與家長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三〉、 聯絡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詢問相關的問題。 

〈四〉、 利用書中所載自主學習的孩子們所自訴的內容加以分析。 

 

四、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乖孩子的傷，最重」指的是哪些傷?為何他們會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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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書時，雖然沒有辦法很直接地發現乖孩子受了那些傷，但慢

慢地將書看完後明白了，大人眼中的乖孩子，指的就是聽父母師長的話、

不違逆大人，對於成人的要求命令深信不疑地遵守的孩子。但這樣的表現

常常會和小孩子的本性有所違背，像是孩子想做的事，和家長期待不一致

時，乖孩子會為了讓大人覺得他是乖的，而壓抑自己，作者認為這就是乖

孩子所受到的傷害。 

 

    書中並提到要孩子乖，也就是孩子安分，往往會阻斷孩子獨立思考或

是發展自我。很顯然地作者並非主張放任孩子，或是要孩子只顧及自己的

利益，而是希望培養個體具有反省和思辨的能力，因而進一步討論到自主

學習以及自主能力。 

 

二、自主學習的意涵： 

 

〈一〉、 蘇格拉底:「學習的人的主動去思考且尋求問題答案的態度」

是最早的定義。 

 

〈二〉、 自主學習不是一種知識或是技藝的學習，而是一種對生命的實

踐態度，對任何自己所做的事誠實，去了解自己的能力、個性。 

 

〈三〉、 反思的能力是自主學習重要的一部分，反思包含對於學習情境、

環境的觀察、思考、假設，把自己曾經所學、所遇到的經驗更新、重

新整理、合併。 

 

〈四〉、 自主學習和終生學習有相關性，原因是終生學習也是強調、重

視學習的人的主動性，且能自己想辦法解決自我週遭所遇到的事情。 

 

〈五〉、 自主能力： 

 

     自主能力是自主學習所需的一個能力，主要包含自我發掘、察覺、

自我的視野(在一定的範圍做抉擇)，還要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有所負責。

而所謂的範圍則會因每個人所學到的知識和過去的經驗而有所不同。 

自主學習的能力包含: 

 

1. 了解自我：對於自我的概念、個人特質、自我的興趣、價值觀

等方面的了解。 

2. 瞭解環境：面對自己所處的環境，能了解哪些是可以利用的資

源？又有哪些限制？了解環境能使人們在當下更順利地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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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學校會有校規，班級會有班規，弄清楚限制在哪，去明白

環境所能提供的資源，對學習或是處世會更得心應手。 

3. 尋求並建立自我與周遭最好的互動方式。 

4. 主動去做：靠著勇氣、恆心、毅力，鼓舞自我實踐心中所想。 

5. 經常檢視或反省自我：在每次不同的經驗中，檢視自己是否有

行為不當或是要改進的地方，記取當次的經驗，更新自己舊有

的觀念、想法。 

 

〈六〉、 自主學習主張： 

            

1. 孩童天生好奇，對許多事物自然會主動地產生想去了解的意願

或想法，並不需要大人的規定。 

2. 每個孩子的興趣和發展方式不同，亦可說是每個孩子認識世界

(也就是學習)的途徑、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相同標準作

為唯一的標準。這一點求學中的我們有很深的感受，特別是國

小時期的我（筆者之一），課業表現僅在班上中間的位置，對

於數學的理解，並不理想，但在升上國中後，除了自己發憤念

書外，也覺得自己用功許多，且見到成效，比起國小的成績表

現，有種更上一層的感覺。但是班上也有些同學很認真卻見不

到成效，一直到國三要畢業時，成績才突飛猛進。這種情況正

如同作者書中主張個體的發展遲速和興趣皆有不同，對於某個

題目、科目或是事件，有些人在當下便能了解，有些人則否。 

3. 教學活動要以學生的興趣為主，將學習的內容與實際生活互相

結合，才能讓人學以致用。 

4. 重視建構性及啟發性的教學，鼓勵學生表達自我想法及創意。 

5. 教導者主要扮演從旁協助的角色，適時協助，並且應當以平等

的夥伴關係陪伴學習者成長。 

 

三、自主學習的優缺點： 

 

〈一〉、 優點： 

 

1. 自主學習強調的是反思的能力，當我們學會或是擁有自主學習

的能力時，面對問題會是著手去思考，而非等著老師、長輩給

予答案。 

2. 自主學習重視的除了反思外，也很重視了解自我和環境，因為

充分的瞭解，對於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社會會有很大的幫助，

也會比較獨立。自主學習也鼓勵我們向自我挑戰，不要一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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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比較，一方面可以避免競爭壓力下，不肯面對真實、自以

為是、眼高手低的問題；再者和自己比較會有更多的動力想超

越自己。 

3. 鼓勵自我勇敢表達想法、創意，使想法可以被大家看見，儘管

有些想法可能是錯的，但是能藉著勇於分享，接受指教的過

程。 

4. 當學習隨著自我的發展進度而前進，會讓人學得更有自信。例

如許多人可能都有的經驗是：在背誦課文這方面並不在行，不

催促，讓他能依照自己的速度慢慢地背起來，將會使他更有自

信，不必因為進度跟不上他人而覺得自己笨，事情都做不好。 

 

〈二〉、 缺點： 

 

1. 面對新的事情可能會因為從前沒嘗試過而有所退縮，因為自主

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過度遷就學習者，可能會因此失去嘗

試新事物的機會。 

2. 在反省時，不免會有自我欺騙的可能，因為自己本身的視野、

眼界不足而誤判，所以可能會覺得自己做的事都很恰當，並沒

有真正的想到或許別人並不這麼認為。 

3. 在台灣，這還不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教育方式，所以若要在學校

全面推廣恐怕難度較高，除非得到家長普遍支持，從家庭教育

做起、落實，才有可行。 

 

四、對自主學習所提出的疑問： 

 

〈一〉、 自主學習一定要在小時候就開始培養嗎? 

 

〈二〉、 閱讀自主學習相關的書籍之後，也發現幾所實施自主學習的學校在

課程上的編排是除了幾科必修的科目外，其他的時間就由學生自己安排。

對此，我們其實很好奇是不是每個人在面對自由時，都會好好的安排？

或者只是將時間閒置? 

 

五、對上述問題的研究調查： 

 

〈一〉、 對於自主學習是否要從小培養？答案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從小開始

會比較容易培養。因為自主學習能力雖然在成長過程中也能慢慢的培養

起來，但是當我們長大，往往也習慣了依賴，依賴父母做決定，等著老

師給我們所謂正確的解答。而且自主學習並非硬性的課程，強調的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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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養，所以雖然並不一定得在小時候培養，不過若能早點開始必然

能對成長產生更積極重要的影響。 

 

〈二〉、 在我們訪查開辦自主學習的學校後，發現自主學習過程確實是讓學

生自己學著安排時間。有想法的孩子會積極安排，至於想玩樂的孩子，

也不會遭到阻撓干涉。學校對孩子的態度是要他們學習對自己的選擇負

責，即使學校不插手去管，仍會從旁協助避免造成放任的負面影響。 

 

六、自主學習對個體的影響： 

 

1. 積極：透過自主學習所培養的主動思考能力，能使我們更清楚哪

些事是自己該做的或是想做的，又因為是經過了分析自我能力而

選擇去做的事，在遇到困難阻礙時就會願意多多下功夫，想辦法

達成目標、爭取機會。   

2. 專注：擁有自主能力的孩子，懂得對自己負責，也明白許多事情

不是為了父母、師長，而是為了自己，因此會更專注把屬於自己

分內的事做好，而專注便是有效率地做好事情的方法之一。 

3. 自信、自覺：在學生能充分了解自我與環境的情況下，學生會很

清楚自己有哪些特質、優缺點，不會過度的自卑貶低自己或是高

估自己的能力而自傲。在自己真的無法處理的事情上，也可以明

白的知道自己需要向別人請求幫忙。 

4. 提升學習的能量：因為上述的積極、專注與自信自覺而更加累積

自我能力，就更有利於自我和人或是環境建立良好互動循環。 

                                                                       

七、社會大眾自主學習狀況研究： 

 

〈一〉、 社會大眾普遍自主學習的狀況： 

 

    對於自己有疑問的事，許多人會透過網路查詢或是詢問老師。例

如：我妹妹對不少課本上沒有寫到的問題常會做很多延伸思考，雖然

問題都會很犀利或是奇特，但她都會打破砂鍋、一定要問到底，而且

不會因為某些事情很難啟齒就不問了，他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男生

的副睪是要做些甚麼的?」我會覺得這種問題我怎麼會知道，但她就會

回我：「你不知道，為什麼沒問老師？」我便被激怒了，說甚麼也要弄

清楚，告訴她。其實對於這種問題，雖然知道了弄懂了也沒有甚麼了

不起的，但我在過程中卻很佩服她的好學求問精神，不會因為問題難

以啟齒或是怕會被人恥笑就不問了，這便是自主學習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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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看課外書也是另一種大家常做的自主學習，同學之中總會

有特別愛看小說的，有人會問看小說也算自主學習嗎?當然是。我們認

為只要是主動去閱讀，都可以視為自主學習，看小說能增進自己的語

文能力；而閱讀科學雜誌吸收科學方面的知識，也屬於自主學習的一

種。也有人說做小論文研究或是學校開放不同領域的選修課都能讓我

們增加自主能力，像是機器人的製作、電腦的應用……等，這些課程的

自由選修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喜歡的科目並獲得更多不同的知識。 

 

〈二〉、 社會大眾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學習的態度代表著一個人對生命、生活的態度。多多嘗試不同的

事物，接觸不同的領域，便是一種學習，累積下來的經驗便能轉化為

能力。自主學習影響的除了反思外，也在於對很多事情會有更多動力，

不會只是為了得到父母誇讚或是旁人的稱讚，而是會為了自己而去讀

書和做事，同時明白要對自己負責……。 

 

    不過大家也普遍認為很多學生已經被動很久了，瞬間要求多多自

主學習、自我反思，可能一時之間也沒辦法好好反應，所以會有浪費

時間的可能。 

 

參●結論 

     

    “自主”意謂自我主動、積極的去處理事情，而非被動的等待機會或協助，

我們認為自主學習有助於多方面能力的發展，像是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就會努力地

往音樂方面去發展，也因為主動的學習，而會特別去在乎、關注相關的新知識或

是技巧。在研究後也發現自主學習不只提升學業(包括成績表現、學習意願及吸

收的程度…..)，對於待人處世更有明顯影響，負責的態度讓人們對我們有了更多

的信賴。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自主能力的培養有一部分來自自我反省或是記取經驗的

那一塊，常常也是我們在培養自主能力時較有可能出問題的盲點所在，畢竟我們

很容易對自己做的事情因為熟悉而致不覺得有任何錯誤，無法看清自我盲點，所

以在培養過程還必須時時練習以旁人的角度看自己，向周圍虛心徵詢請教。 

 

    最後，我們也認為雖然目前的高中課程較無推辦自主學習空間(讓我們選修

自己想修的、學自己想學的)，因為高中生尚有升大學的緊湊課業，難以奢望擁

有自主摸索學習的彈性時間，但是對於在家或是自我學習的態度卻是可以從小培

養起的。著眼未來，我們依舊期待教育改革能將自主學習落實在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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