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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之探索— 

以中國大陸溫州道爾頓小學合同作業為例 
金怡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教育在 21 世紀進行了巨大的轉換，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下諸多學校逐漸從

重視應試教育而轉為重視學生之全面發展。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學校是教師中心，

教師單方面對學生佈置學習任務。溫州道爾頓小學秉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

學習與探究式學習，率先推出由學生主導作業內容的「合同作業」。 

自主學習是一種教育與學習的方法，即為學習者對自己規劃並實行個人的教

育計劃（許大偉，2018）。自主學習模式翻轉傳統學習模式，以學生為中心進行

課程設計架構的調整，讓學生形成適合自身的後設認知策略，擁有自主規劃學習

的權力，產生學習歷程與反思，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成效（曾

美芳，2019）。作業，本質上是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王月芬，2021）。溫州道爾

頓小學從作業佈置出發進行自主學習之探索，實施合同作業。 

二、道爾頓於中國大陸之現況 

道爾頓教育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為主要特征，合作學習、探究式學習是其常

態方式，創造性地提出獨具特色的教學組織形式，學生可以根據興趣與速度進行

規劃作業與選課。中國大陸現僅有兩所實施道爾頓計劃的學校，溫州道爾頓小學

為其中一所，其將道爾頓教育計劃很好地融入大陸教育環境。 

道爾頓計劃以作業的佈置為核心，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學會如何學習，學生可

以明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如果整個作業合同與一般學生的智力相適應，學生的

能力和才智都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學習的總效率也將提高（陳金芳、趙鈺琳，2005）。 

三、學生自主學習的道爾頓制合同作業 

中國大陸的溫州道爾頓小學的合同作業之實施已有五年時間，合同作業是師

生雙方透過共同約定，讓學生自主選擇完成作業的時間與內容之作業形式（白莉

莉，2021）。教師在學生計劃作業合同內容前，講述該週的課程目標與學習目標，

學生規劃完一周作業內容後，師生共同簽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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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個年級與單元內容的不同，每週都需要重新設計合同內容與形式。過

程中，學生也主動向教師反饋自主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問題，為改進作業合同形式

提出建議。合同作業的使用也使學生本能地尋找完成任務的最佳途徑，通過自主

學習，更能夠選擇合作的方式完成作業合同內容，並且按照計劃實施。假如學生

的計劃與目的不符，學生會拋棄原計劃而嘗試其他方法，獲得真正的學習經驗。 

四、合同作業實施之建議 

    合同作業是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嘗試，是學習方法的革新。在探索的路

程中，難免會發生問題與困難。第一，在合同作業的實施中，經常出現部分學生

只規劃最基礎的作業習題，重複單一的內容與形式，缺乏對不同學習任務下學習

內容與方式的創新與對自己能力的挑戰。對自己的學習安排缺乏規劃外，還有少

部分同學出現不完成合同作業或者不按合同上的約定交作業的情況。第二，學生

的期末成績中合同作業的評價佔比約六成，該分數主要來源於教師評分而非學生

自評，應反思此種評量方式是否有失以學生為中心之初衷。最後，合同作業設有

學生自評分數與自我評價欄。自我評價欄經常只停於形式，部分學生出現每週敷

衍地寫上幾個字，在接下來的時間內重複相同的內容與反思，並不進行反省與改

進。以下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策略上推動建議： 

(一) 鼓勵學生於合同作業之個性化設計 

在合同作業的設計中，除重視學生自主規劃的學習能力外，應該加強培養學

生創新的良好學習品質。教師在解說每週作業合同時，可以加大鼓勵學生根據不

同的單元目標與主題添加額外的細節項目，通過表揚學生搭配多元的完成方式，

讓合同作業設計百花齊放，而不是放縱學生皆只為自己規劃基礎的作業。在此條

件下教師也應加強對學生作業規劃之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鼓勵學生的推陳

出新，同時尊重學生之差異，在學生需要幫助的情況下做有針對性的指導，在學

生需要幫助時提供支援。 

(二) 加強合同作業之分析與統計 

    合同作業普遍採用一週一更新之模式。教師與學生可以針對合同作業進行多

元的評量並且提出各自的建議與回饋，而不是評量時以教師為主。應該鼓勵學生

提供不同的評量方式，參考學生之建議。同時加強作業分析與統計，教師根據學

生呈現的作業形式給予不同標準的回饋，若發現學生在作業完成或其他問題，教

師及時進行關懷與輔導，杜絕對學生放任自由，切勿對客觀上過大的學習成就差

距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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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養學生之自主反思能力 

    針對學生於合同作業上之反思，建議參考台灣地區近期所倡導的「自發、互

動、共好」。學生透過教師的協助尋得作業之方向，透過探究主題與教師和同儕

互動，產生對合同作業之理解，隨時進行調整與改進，最後透過口頭或書面表達

分享給其他同學，互相交流與學習。同時，學生的自評不能每次只停於表面，希

望學習者可以自發地反思本週完成的情況與對自身不滿的原因，真正地發現問題

而解決問題，此部分教師也應進行追蹤與指導。 

五、結語 

合同作業雖是以學生為中心，但並不代表教師只是旁觀者。教師在尊重學生

個人的自主發展，使每位學生都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步調進行有效學習。 

大部分校外人士與非本校學生之家長聽到「學生自己給自己佈置作業」後，

第一反應是認為小學生不具備自我規劃之能力與自覺，所有作業佈置與設計需是

具有專業知識的教師之安排。據學校問卷調查顯示，全校仍有百分之二十的學生

不喜歡合同作業，教師瞭解後發現普遍為學習程度不佳且不擅長規劃的學生。 

合同作業立足於激發學生身上的自立和主動精神，便於學生個性的塑造，發

展學生的創造才能。在尊重學生自主規劃學習內容的條件下，如何把握好每個學

生學習成效差距，採用合理的多元評量方式，針對學生產生的問題進行關心和輔

導，培養學生良好學習品質的形成，是各界教師需要不斷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道

爾頓計劃已有百年歷史，建議有興趣之教師開展國際工作坊，互相交流實踐與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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