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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学习不仅需要学生自身对其认知、情感、动机、行为和环境等因素进行自我监控
与调适，更需要外部环境的创设及学习条件和策略的提供与支持。 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过
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本文一方面引用西方有关自主学习的研究结果和教师可运用的
策略，另一方面从下列两点探讨促进自主学习的可能性: 一是华人文化社会脉络对学生学
习动机方面和教师教学实践的影响; 二是小班环境可提供的条件及两岸三地自主学习框
架和取向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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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知识的增长速度及方式已经打破了以往的信息获取及
传递途径，学校教育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尤其是在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脉络
下，如何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和自主学习（或称“自我调式学习”）成为一个重要
的议题。 教师的教学实践，并不止于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技能和正确的价值
观，更应促进学生成为自主的学习者，最终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终生学习能力的
社会公民（lifelong learners）。 E. Panadero 和 J. Alonso-Tapia 指出当前教师面临
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帮助学生进行有目的的、自发的和有效的学习，而实现这一
过程的主要途径在于自主学习（或自调式学习）的使用。［1］那么何谓自主学习？
就其概念而言，众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讨论。Zimmerman 认为自主学习不是一
种心智能力或是学业表现技巧本身，而是一种将心智技能转变成为学业技巧而
进行的自我管理/指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学习被赋予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概念而
不是对教学的被动回应，学习者需要主动地对自身的思想、情感、行为及环境做
出适当的调适和整合。［2］林丽娟认为自主学习或称自我调整学习（也称为“自调
式学习”）“涉及个人的学习动机 （learning motivation） 与自我监控（self
monitoring） 的能力，教学环境中不断透过各种学习策略的学习与运用，而建立
自己自调式的学习。 ”［3］E. Panadero 等人在对大量的自主学习文献研读分析后
认为自主学习是学生在实现其预定目标的过程中，通过个人学习策略的运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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