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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幼兒進入園所，是正式邁入社會化的起始階段。幼兒在學校生活與師生的互

動中學習如何符應外在環境的規範，同時尋求內在需求的滿足。為了讓孩子自信

的迎向日新月異的環境與接受挑戰，自主學習勢必成為未來教育改革的重點。尤

其值此科技勃興、資訊爆發的時代，未來學歷不再是生活的保障，惟有懂得「自

主學習」、不斷自我精進，才是成功的鎖鑰。洪詠善、盧秋珍（2017）即指出在

十二年國教的脈絡下，自主學習已成為重要的學生圖像。 

教育部於 2016 年發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明定學前教育階段著重

培養幼兒擁有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及自主管理

等六大素養，且在教學原則中提出「增進幼兒自主學習的能力」（教育部，2016）。

林堂馨（2020）在研究訪談中也發現，教師認為學生受家庭教育影響愈來愈被動，

此時強調自主學習有其時代意義與迫切性。 

自主的發展源自於嬰幼兒時期，在人生各個階段都有不同的發展重點。自主

學習是指一個人能主導、決定自己的學習，並負責自己的學習（吳璧純，2018），

它是一種適性教育的教學取向，能顧及學生的特質與個別差異，透過實物操作、

發現學習等方式，引導學生產生自我選擇、自我探索與自動自發的學習行為（林

吟霞，2010）。 

揆諸實際，每位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有著不同的資質、興趣與學習步調。

因此，瞭解孩子的天賦所在，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才是教育的核心。

郭智玲（2018）從自主學習的相關研究中梳理出：學前教育階段雖然處於啟蒙階

段，但實施成效反而較佳。因此，我們應著力於點燃幼兒自主學習的熱情，只要

能認清學習是孩子的自我責任，不要剝奪孩子自我探索、嘗試的機會，並能適切

量身打造、正向引導與溫暖陪伴，就可以幫助孩子自信學習與自我成長。 

二、推動幼兒自主學習可能遭遇的困難 

自主學習的實施在臺灣還不是普遍的教育方式，尤其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氛圍

中並不容易在中小學推展，唯有在尚未有升學壓力的幼兒階段中比較可能實施，

然而，在實際推展中仍然可能會遭遇到一些問題與困難，亟待克服，茲摘要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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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 

(一) 增加教師的工作負荷，衍生教學壓力 

自主學習以學生為本，關注孩子的適性發展，因囿於幼兒的學習特質有別與

學習速度不一，教師必須花費不少的時間與精力於環境的形塑、課程的設計、教

具的選擇與製作等，無形中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與壓力。 

(二) 自主學習衝擊傳統的教學模式 

自主學習衝擊傳統的教學模式，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所要考慮的是如 何

引導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獨立和自主性，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Yan, 

2012）。教師必須針對學生的需求，培養更全面的能力才能設計適切的課程及評

價課程，靈活運用資訊科技、教導團隊合作及尋找資源協助教學。 

(三) 幼兒的學習與反饋不一，導致班級經營的困擾 

每位幼兒學習的速度不同，自我反饋、自我評定也大異其趣，衍生課堂教學

的「熱鬧」現象，給班級經營帶來不少困擾。此外，施宜煌、江昱明、吳佩芬、

梁可憲（2018）研究指出，每位幼兒都是獨立的個體，可依據其特質與能力設計

不同的學習檔案，作為幼兒自主學習的起點。 

(四) 幼兒的內在因素影響自主學習的成效 

幼兒的自主學習條件是否成熟，攸關學習的成效。設若學生的自主性意識比

較薄弱，那麼自主學習就很難達到預期目標（吳國平，2015）。自主學習需具有

獨立學習的主人翁意識，能在教師引領啟發下探索知識，並依循個人需要，調整

自己的想法、感覺和行動，以影響自己的學習和動機（劉勝林，2004）。 

(五) 缺乏有效的行政支援 

行政能否給予教師適切的資源和支援，是影響自主學習推動的重要因素，包

括設備齊全的教室以及足夠的活動空間（Pekdogan & Kanak, 2016）、資源的提供、

對課改的堅持；有否舉辦自主學習相關的培訓給予教師增能， 提升技巧、培養

正向態度等都會左右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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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幼兒自主學習能力的輔導策略 

我們深悉，教育必須凝聚多方的力量才能克盡其功，因此，學校、家庭和社

會應攜手協力引領幼兒學習成長，才能培育善盡社會角色的未來公民。為了協助

孩子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自主學習儼然已成為教育改革的重點，那麼教育人員

應如何點燃幼兒自主學習的熱情，茲摘要陳述一些策略供參考。 

(一) 激勵教師的熱情與提升專業，培養幼兒自學的能力 

教師是課程改革的核心與實踐者（吳明隆，2017），爰此，教師的熱情與專

業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教育之燈需要熱情的點燃，尤其幼兒的自主學習更需要教

師的鼓勵與支持，所以園所應激勵、滋潤教師的熱情，尤其教師的專業成長是一

種動態的歷程，需要透過持續的學習與探究歷程來提升專業水準與表現。梁雲霞、

周良基、王佩蘭（2003）指出，自主學習方案若要運作成功，教師在專業成長中，

有關學習方法和鷹架策略是最關鍵的部分，所以園所應努力提升教師的專業知

能，鮮活激發幼兒「想學」的動機、「會學」的策略、「樂學」的態度，並適切的

搭築鷹架，才能扎穩幼兒自主學習的根基。 

(二) 整合相關教育資源，活絡支持性的行政環境 

在恪遵課程改革的大方向下，幼兒園應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環境，正視教師的

工作負荷，儘量袪除或降低教師的工作負擔，專心致力於幼兒的教學輔導，協助

幼兒自主學習。有鑑於豐富、多元、彈性的學習環境，是激發幼兒投入、嘗試體

驗，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契機。因此，幼兒園所應以幼兒的發展需要作為選擇資

源的依據，從幼兒生活經驗出發，充實並整合運用校內外各類教育資源，打造新

奇有趣可供選擇的學習環境，激發幼兒自主性意識，引領主動的參與，多方觀察、

探索，體驗自主學習的快樂。 

(三) 提供寬裕的時間與空間，自在的投入探索與體驗 

幼兒需要親身參與，在活動和遊戲中自發性探索、操弄與發現，學習與人互

動及探索多元素材的意義（傅郁婷，2019）。因此，幼教教師在教學中應彈性運

用時間，並創設多樣化、多層次、豐富化、個別化的空間與學習環境，能使幼兒

的學習主動性提高，自主的建構起自己的認知系統，從而促進自主學習能力（郭

玲玲，2005）。此外，教師應留意幼兒的個別差異，關注需要協助的幼兒，及時

引導他向同伴求助，鼓勵幼兒同儕間的互動、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如此，藉由

幼兒本身的投入，察覺問題、解決問題，在活動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學習方式，汲

取自己的知識經驗，從而使得自己在既有的基礎上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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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驅動積極的情感體驗，厚實自主學習的根基 

動機是促使個體進行各種行為的內在動力（張春興，2007），是驅動幼兒自

主學習的引擎。通常，幼兒是利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的統整歷程，產生

學習興趣，建立學習能力。因此，教師應善用科技媒體，如互動式電子白板、光

碟、影音故事等，藉由五官六感來嘗試，啟動幼兒積極的情感體驗。比起過往的

傳統式教學，現代的多媒體科技所呈現的生動圖文影像、豐富的內容更能有效地

激發幼兒產生強烈的學習慾望，裨益幼兒的認知建構。陳儒晰、邱方晞（2013）

的研究結果顯示，幼教人員應該重視數位遊戲的悅趣學習、生活體驗和即時互動

回饋等特性，不只操作簡易，而且能增進幼兒發展問題解決與認知思考能力之教

學輔具效益。黃美齡、吳光名（2013）的研究也發現，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

教學，不但能夠增加師生間幼兒間之互動與回饋外，也能夠增進教學之活潑性、

促進師生間相互分享與合作之經驗。幼兒在學習的過程中會相互的幫助，透過互

動式電子白板的聲響及圖案的回應，能增進幼兒與同儕互助找尋正確解答。 

(五) 靈活運用適切的策略，引領幼兒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需要成人的支援和引導。因此，教師應靈活運用策略輔導幼兒自學，

還可透過組內共學、組間互學及家長協助來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在培養幼兒自主

學習能力時，可以彈性、適時引導幼兒「自訂目標/解決什麼問題？」、「自主規劃

/如何解決問題？」、「自我監控調解/解決問題的狀況？」、「自律改善/如何解決得

更好？」，才容易收效（林堂馨，2020）。再者，教師可以從幼兒自主學習的方向

出發，依據其特質與能力設計不同的學習檔案，除了可讓幼兒看見自己在學習中

的進步情形，也避免同儕間的競爭，符應個別化的表現。 

四、結語 

我們深悉，教育必須凝聚多方的力量才能克盡其功，因此，學校、家庭和社

會應攜手協力引領幼兒學習成長，才能培育善盡社會角色的未來公民。教育是一

種輕柔的引導過程。幼兒教育的本質在協助幼兒愉悅的學習成長，將來能成為肯

定自己、發展自我並具有價值的生命個體。童年經驗對個體的發展影響甚鉅，值

此新課綱如火如荼的開展，在其脈絡的引領下，更是推動自主學習、翻轉教育的

最佳契機。 

誠然，教師肩負幼兒的啟蒙重任，應體認培養孩子自主學習能力的重要性，

懍於幼兒自主學習可能帶來的挑戰與衝擊，戮力於觀念上的自我變革，為幼兒的

自主學習提供寬裕的空間、時間與豐富的內涵，在課程設計和教學活動上激發幼

兒的學習動機、融入持續的學習行為，給予幼兒自主發展的機會，冀期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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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應正視並黽勉以赴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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