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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從小學開始，我們就有上過許多分組活動的課程。上國中後，我們從老師口中得知，

這就是所謂的「自主學習」。出於好奇，我們參考各種書籍以及網路上的文章，了解到

了「自主學習」是 108 新課綱的重要目標。而這個新發現也使我們對自主學習的興趣愈

來愈濃厚，也讓我們產生了一些疑問:甚麼是「自主學習」?要如何「自主學習」? 

 

而三位筆者都有擔任班上小組長的經驗，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我們了解到小組長

的重要任務就是幫助自己學習，也幫助同學學習。但是，我們知道如何讓自己學習，然

而卻不了解如何在自我學習中，時時幫助同學增加知識。因此，我們想了解有沒有其他

學習方式可以讓同學間「互助學習」，我們找了許多文獻後，發覺這就是所謂的「自我

領導」。我們在查詢資料的同時，也發現極少學生參與此議題，這造成許多人無法了解

學生是否了解何謂「自我領導」?以及「自我領導」對於學生的影響?而學生對於「自我

領導」此教學方法之看法又是如何呢? 

 

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本校學生自主學習的情形 

(二)  分析本校學生自我領導的情形 

(三)  探討本校學生自我領導對自主學習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 一 ) 研究方法  

1、參與觀察 

我們為了能更深入探究這個主題，其中兩位隊員為了深入研究，報名了「台灣青少

年領袖高峰會 」。這個活動是為了培養學生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而舉辦，我們在參加此

活動時，我們這組常發現團隊合作中領導者的重要性。也觀察到我們這一組的組長在領

導我們的同時，常會以身作則，在了解完情況後再來帶領我們，也就是所謂的「自我領

導」。 

 

2、訪談法 

為了能更加瞭解大家對自主學習以及自我領導的看法，所以我們決定採取訪談法和

問卷調查法一起使用。我們選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學生一位（賴昱蓁）、老師一位（魏

淑珍老師）、以及專家學者（范熾文教授、陳成宏教授）二位進行訪談。在訪談的過程

中，我們採用工具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的方式，錄影、錄音和手寫紀錄的方式確保

訪談的真實度，並在訪談前都進行試訪，以確保訪談的效率。另就理論上，我們採用了

紮根理論，因為這個理論的目的在建立理論、蒐集資料，已樣協助我們不斷分類、編碼

和比較，進行開放編碼、主軸編碼與選擇性編碼（張文權、范熾文、陳成宏，2017）。 

 

3、問卷調查法 

在參考完受訪者們提供的想法及意見後，我們在網路上選用了自主學習與自我領導

有關的問卷，並把我們從質性分析出的結論套用至問卷裡。我們的問卷採用線上填答與

紙本作答的方式，提供給國風國中共計12個班級的學生作答。此外，並使用現況分析、

相關分析與IPA分析，而IPA分析(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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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指可以同一時間分析受訪者對於單一變項的認同度與實際符合程度，並繪製成二維矩陣，

可以根據分布的圖形，深入的研究（張文權、范熾文，2014）。 

 

(二) 研究流程 

   
(三) 研究對象 

1、訪談研究對象 

我們選擇的學生是八年級的賴同學，他在班上擔任班長，且也在分組課程中擔任小

組長，在訪問他之前我們也用過相同訪綱試訪過一名班級中的幹部。 

老師的部份我們選擇訪問學校的英文教師-魏老師，會選擇魏老師是因為她的碩士論

文也是做有關學生自主學習的主題，因此魏老師也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教師。 

我們選擇訪談的專家學者是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范熾文教授、和教育行政與

管理系陳成宏教授。因為范教授是我們參考文獻中的作者，而陳老師在教育領導上有非

常高的成就，兩位都是在學生自主學習和自我領導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圖 1 為我們在暑假期間邀請范熾文教授與陳成宏教授與我們進行訪談結束後的合影，經

過這次的訪談我們了解到專家學者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領導的想法，對於我們的質

性分析有極大的幫助。 

 

2、問卷研究對象 

關於問卷的研究對象，我們選擇國中七~九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由於學校課

程安排，有電腦課的七、八年級我們拜託電腦老師幫忙我們發放線上問卷，而九年即我

們發放紙本問卷。共計 274 份。另外，在正式問卷前也進行專家效度分析（如附件一）。 

 

貳、正文 

一、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領導之定義 

(一) 何謂學生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可稱為「學生在學習上能在認知、情意、技能上展現出主動」(許大偉，

2018)。首先在認知層面上，李坤崇（ 2001 ）指出 ，自主學習乃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 ，

其次在技能層面上，周惠儀 ( 2017 ) 指出：「自主學習」是「自覺、主動、積極的學

習」。最後在情意層面上，從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查詢 self-learning(自主學習)時，發現

自主學習的哲學概念源自於 Maslow 的「自我實現」需求層次說，以及 Rogers 的人本學

習論，由此可知個體需具有主動及持續自我發展改善的態度。總結上述的資料，我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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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歸納出，自主學習是學生從學習動機到學習態度、方法等都完全出自於學生個人的意

願。換言之，本文認為學生自主學習就是在學習上能在認知、情意、技能等三層面的主

動改變。 

 

(二) 何謂自我領導? 

Neck 與 Manz 指出，自我領導乃是影響自我之歷程，也是領導者對成員之影響過

程(轉自范熾文、張文權，2016) 。新興領導理論，是在既有的領導基礎上推陳出新，其

中自我領導是較受矚目的。自我領導首先被運用在自我管理團隊及赋權領導兩方面；之

後則陸續被應用在企業、非營利組織、軍隊、醫療等不同類型組織的領導與管理(林姿妙，

2013；林姿妙、范熾文，2013；張文權、范熾文，2017；Neck & Houghton，2016)。藉

由上述資料統整後，我們發現自我領導的影響途徑有兩個，自我及成員，而影響的策略

分為前中後。在自我領導前，必須要先了解自我、設定目標及擁有熱情，再經由行為聚

焦、自然酬賞與建設性思維等心理賦能的過程，自我積極增強回饋與省思，進而提升自

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 

     

二、自主學習和自我領導的相關性 

從上述得知，自主學習和自我領導皆是出自於自我主動學習的動機。但是前者強調

的是在認知、技能和情意上的學習改變，而後者則是強透過自我及成員為基礎，藉由前

中後的策略來發揮影響力。再從學校現場得知，周德銘（2017）指出，透過自我領導力

的實踐，可以營造自主學習的校園。綜合上述，自主學習強調目標導向，而自我領導則

強調自我強化與互助的途徑。合理推論，沒有自主學習的自我領導是空泛的，沒有自我

領導的自主學習是盲目的。 

 

三、自主學習和自我領導的相關研究 

表 1 相關研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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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研究方法多為問卷調查法，少數為個案研究法。而我們也

在其中發現，大多數有關自主學習的研究都是由老師研究學生自主學習，由學生的觀點

較為少見。 

 

參、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訪談與觀察結果分析 

( 一 ) 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多元但缺乏引導的策略 

1、學生自主學習方法多元呈現 

在資訊化的時代當中，學生可以運用的媒體也日趨多元，因此在自主學習的方法上

也就呈現出多元的風貌，例如教師認為在不同的場合即有多元的應用；學生自己也覺得

應該視同學的程度，由淺入深來協助；與此同時，教授也認為應提高學生學習動力來幫

助學生自主學習。 

 教授認為： 

在學習的主題上，要主動地去閱讀，發現問題。挑戰問題，蒐集資料，進而解決問題

(P1-1080720-1) 

教師認為： 

每個教學工具都有他自己的意義，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教學工具，覺得評量、合

作學習、溝通分享都是有意義的(T1-1080724-6) 

學生認為： 

我會一步一步地去教他們 讓他們先了解後再去教更深入的(S1-1080726-3) 

 

2、學生自主學習缺乏引導策略 

現今強調人人皆為領導者的時代，能提高團隊合作能力以及能培養學生主動去學、

去做的自主學習無疑成為流行的學習方式之一。台灣也將自主學習納入 108 課綱主要推

動的課程，但即使如此，學生在進行自主學習時仍會遇到許多困難。 

教授認為： 

最大的困難應該是學生個別的差異啦……第二種困難有可能是整個國中的排課啊……第

三個，可能是家長的價值觀念，認為學習有可能是要求你補習，國英數理化補滿滿你哪

有時間讀書(自主學習)。(P1-1080720-3) 

老師認為： 

學生自主學習待提升之處為學生會有理解困難、信心的問題(T1-1080724-3)  

學生認為： 

沒有完全投入在自主學習，因為有時候溝通時同學不理解(S1-1080726-9) 

 

     ( 二 )學生自我領導有其價值但學習成效仍待提升 

  1、學生自我領導有其多元價值 

由訪談內容我們知道，自我領導不但可以跟上世界流行的趨勢，可以培養學生正向

積極的態度和針對主題更深入的認知，也可以增強溝通、分享、聆聽的能力，更能扭轉

從前教師由上而下的填鴨式教育。但學生認為自我領導雖可加深認知，可對於學習的興

趣並不會提升，由此可知學生自我領導的學習動力仍有待提升。 

教授認為： 

自主學習和自我領導是 108課綱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項目，也是世界的趨勢。自我領導

可以建立學生正向積極的態度，也可以改變以前教室由上而下的教育方式，以學生為主

角，老師為輔導者。(P1-108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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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 

自我領導的內涵就是最後就會發現是說就是學習去分享 然後學習去溝通 然後還有去聆

聽(T1-1080724-5) 

學生認為： 

自我領導雖然能讓對主題的認知更深入，但並不會提升興趣。(S1-1080726-8) 

2、學生自我領導學習成效仍待提升 

雖然自我領導價值多元，但自我領導教育出的學習成果仍待提升，不同的角色有不

同的方面待加強，例如教師認為成績並未提升，學生則認為對學習的動力不會提升。 

教師認為： 

大部分有做合作學習的那些研究的人員他們的結果成績是[苦笑]......就是......嗯

(T1-1080724-7-1) 

學生認為： 

興趣不一定會提高(S1-1080726-8) 

 

( 三 )學生自我領導對學生自主學習有顯然的助益 

  1、學生自我領導對學生情意方面有所幫助 

即使自我領導對學習成果仍有待加強，但不可否認的是以自我領導教育出的學生在

情意方面上都較以填鴨式教育有顯然的幫助。 

教授認為： 

學生自我領導能建立學生正向的自我觀念，凡事都能夠主動正向積極。第二個是培養學

生正向的學習態度，就是會用樂觀，會用正向的解決方式來面對所有的學習困難。當然

還有一個價值就是，自我領導可以發揮的話，每一個學生都能夠自我領導，那教室內的

主角就是學生。所以就可以改變教室的文化，以學生為主體。(P1-1080720-4) 

教師認為： 

 幫助：在情意的部分或者是在別的能力的部分 那些研究結果的調查是顯示是有幫助的

(T1-1080724-7-2) 

學生認為： 

比較負責任(S1-1080726-10) 

  2、學生自我領導對學生認知方面有所助益 

為了能更好的領導自己、領導他人，在進行自我領導時，也會讓學生對於主題的認

知更為提升。 

教授認為： 

那一定有的啊，我能夠自主學習，我不用靠老師，我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我會自己去

看資料，你能夠自我學習，你就能夠奠定很多基礎奠定主動蒐集資料的能力。因為自主

學習的先決條件就是你能夠自我領導，你能夠主動蒐集資料，你能夠主動分析資料(P1-

1080720-9) 

學生認為： 

有提高認知(S1-1080726-8-1) 

 (四)總結 

圖 1 為鑽石理論圖，圈起來的四個點(A1 A2 B1 B2)表示我們從質性分析中得到的現

象，邊線部分為相關連結處，中間(C1 C2)為透過自主學習及自我領導能達到的成果，而

最下方整體鑽石的匯集處為最終能到達的目標(自我成長)。我們也發現不論是分析得知

的現象、還是最終達成目標，都有一個共通點，也就是「自我成長」(SELF)。這讓我們

了解無論是在本研究提到的學習、領導等，都要出自於個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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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領導鑽石理論 

 
 

 

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學生自主學習之統計分析 

1、學生自主學習之現況分析 

表 1 學生自主學習之現況摘要 

 
 由表 1 我們可得知，自主學習的情意領域的分數最高，而認知領域的分數最低。

也就是說，現今國中生對於自主學習都有著中上的意願及學習動機，但都不知該如何做，

而且由表格中最低分的認知領域我們得知，學生利用自主學習的學習成果中並未有好的

表現。 

 

2、學生自主學習之 IPA 分析 

圖 3 學生自主學習之 IP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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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圖 3 可知，第二象限代表認同度高於平均數，但符合程度低於平均數，包含第 1、

2、4、12 題，有趣的是，第 1、2、4 題都屬於認知層面的問題，顯示學生高度重視認知

層面但符合的程度低，沒有認知方面的引導策略，這與相關分析的結果不謀而合。 

 

(二)學生自我領導之統計分析 

1、學生自我領導之現況分析 

表 2 學生自我領導之現況摘要 

 
由表 2 可知，大家在進行自我領導時多會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但在自我領導完

成後通常不會給自己獎賞。本研究發現國中學生知覺自我領導的整體表現為中上的程

度，且自我領導的訂定目標以及自我對話的分數最高，代表學生對於在領導的過程易訂

定目標也願意與自己對話。但是在獎勵與懲罰的層面得分最低，這可能也代表學生在自

我領導時不知如何自我獎勵也不知如何加以反省。 

 

2、問卷結果 IPA 分析 

圖 4 學生自我領導之 IP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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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 可知，第二象限代表認同度高於平均數，但符合程度低於平均數，只包含了

第 7 題，題目為「我會去想像克服困難的步驟」，表示學生同意應該要提前預設遇到困

難時的應對措施，但實際上並不會這麼做。而我們也認為，如改善此問題的符合程度，

能提升自我領導的能力，進而改善自主學習。 

 

3、相關研究分析 

表 3 學生自我領導與自主學習相關分析 

 
           

由表 3 得知，學生自我領導與自主學習在認同程度以及符合程度都達到顯著正相

關，介於.650 到.781 之間，代表具有中度相關性。也就是說，學生自我領導感受愈佳，

學生自主學習的表現愈好。 

 

柒、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統整質性與量化研究結果，整理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一、結論 

(一) 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多元且現況良好，但缺乏認知方面的引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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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訪談研究分析結果中可得知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有很多，再就自主學習問卷結果
表格分析中，也發現自主學習總平均分數為中上程度，表示學生的自主學習現況良好。
但就認知策略明顯不足，包括質性分析以及量化的 IPA 分析都獲得相同的結果，代表許
多學生缺少運用自主學習的知識。 

(二)學生自我領導具有其價值且現況良好，仍缺乏獎懲以提升學習成效 

       由訪談結果中可得知學生自我領導有其一定重要性，同時就量化研究，也發現學生
自我領導問卷結果表格分析中，自我領導的總平均分數為中上程度，但學生自我獎賞平
均分數偏低，即表示學生自我領導現況良好，仍然缺乏獎賞來提升成效。 

(三)提升學生自我領導各個層面，均有益於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各個層面 

        由學生自我領導與自主學習相關分析中，可得知學生自我領導感受愈佳，學生自主

學習的表現愈好。即表示提升學生自我領導各方面的能力，也能使學生自主學習的整體

成效更好。 

 

二、建議 

       (一)應給予學生認知方面的自主學習引導策略 

       建議未來學校、教師或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學生在認知方面的引導策略，例如擬
定學習目標、注意自己的讀書速度、反覆背誦課文重點、調整或修正讀書方式等內容。
同時，也持續鼓勵學生善用多元的自主學習方法。 

       (二)應鼓勵學生自我獎懲以提升自我領導成效 

       鼓勵未來學校、教師或政府相關單位，建議學生用喜愛的事物鼓勵自己、願意克服
困難而獲得成就感、同時也可以用適當的方式來督促自己改進。同時，也應該要教導學
生「克服困難的步驟」，建立自我領導的信念。 

       (三)應推動學生培養自我領導以提升自主學習 

       建議學校或教師應該繼續鼓勵學生擔任自我的領導者，在目標擬定、成功想像、自
我獎懲等方面努力學習，而進一步提升各方面自主學習的效果。特別就自我獎懲的領導
策略、認知層面的自主學習成效，都應該要協助學生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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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家效度問卷分析 

層面 編號 意見統計 結果 

適合 修改後適合 不適合 

N % N 
 

% 
 

N 
 

% 
 

 

 

認知領域 

 

1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2 2 10
0 

0 0 0 0 需修改 

3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4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情意領域 

5 2 66 1 33 0 0 需修改 

6 0 0 3 100 0 0 需修改 

7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8 0 0 3 100 0 0 需修改 

9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技能領域 

10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11 2 66 1 33 0 0 需修改 

12 2 66 1 33 0 0 需修改 

 

 

設定目標及自我

13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14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BnEWm/search?q=auc=%22%E9%8D%BE%E5%AE%89%E5%AE%9C%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hXKWn/search?q=auc=%22%E6%9E%97%E5%A7%BF%E5%A6%9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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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16        

17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成功想像 

15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18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19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自我獎懲 

20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21 2 66 1 33 0 0 需修改 

22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23 3 10
0 

0 0 0 0 不需修改 

 24 2 66 1 33 0 0 需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