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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造成職場與教育界

的板塊大挪移，更大幅影響線上學習的熱度持續成長；尤其 21 世紀創新的教學

模式係以「學生」為主體，各學習階段莫不希望藉由數位學習平台增進學生主動

學習，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滿意度與使用數位學習平台的意圖（陳建文、阮楊垂

庄、莊茵任，2022）。這些眾多科技進步促使學生打破老師、教室等限制，讓學

生在課堂內外都能夠積極的參與學習；學生及老師也面臨更多元化的「學習革

命」。然而令人擔憂的是，近來聊天機器人 Chat GPT 掀起熱潮；甚至有高中教學

現場師生，對於使用生成式 AI 製作備審資料、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等，開始有不

同雜音或聲量出現；可以想見 AI 技術的廣泛運用，已是整個教育領域等各方關

係人不得不正視的挑戰。 

因此不僅大學考招等入學參採形式，為因應快速躍進的科技步伐，教師在課

室評量也應積極採用歷程性評量模式，來取代總結性傳統文本報告或作品。肇因

學習歷程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經歷的各種學習狀態和改變，其中包含學生學

習風格、策略、目標和學習動機等方面。唯有授課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各項

影響因素，才能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進而有助於教師設計更適合學生的教學

計劃，提高學生學習成就。 

本文希冀透過教育領域中的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架構，鋪陳學生自

主建構學習歷程的必要性與適當模式。首要強調學生學習不是單純地接收知識，

而是透過主動參與有意義的活動，經由和他人的互動及反思，逐漸建構出自己的

知識系統；此外，以活動理論模型路徑，並據以提供高中師生關於學生學習歷程

的綜合性理解。 

二、活動理論系統模型概述 

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係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 Havighurst 及其同儕提

出 （Havighurst, 1961），並與撤退理論作為相對立的關係（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3）；另亦有學者認為活動理論源於俄國心理學家 Vygotsky（1978），並經 Luria

（1976）、Leont'ev（1978, 1981）等社會理論家的滋養歷程，直到芬蘭學者

Engeström（1987）發展出集大成之第三代活動理論。它為人類行為、物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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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提供一個解釋觀點的架構，並廣泛應用在教育、職業訓練、設計、傳播、

科技等不同學術或實務工作領域上（Hasan & Gould, 2001）。換言之，活動理論最

主要目的乃是提供一個完整架構，據以解釋人類從事各種活動會受到有形及無形

因素的影響。 

活動理論以中介活動來理解人類的基本學習行為（張芷瑄，2021），從

Engeström（1987）所建構的活動系統模型而言，係透過六個元件或單位來理解組

織的活動體系（如圖 1）；其主要內涵為，行動的人/主體（Subject），透過工具

（Tool/ Instruments）的協助以達成目標（Object）。但因為主體在社群/共同體

（Community）中進行活動，因此會形成規則（Rules）和分工（Division of labor）。

值得留意的是，活動理論透過此模型，經由轉換過程轉變成最後的產出

（Outcome），可以進一步檢視目標與實際產出（Outcome）之間的落差。 

圖 1 活動理論系統模型 
資料來源：翻譯自 Engeström, Y. (1987).  

三、運用活動理論作為學習歷程檔案思考面向與內涵 

學習本身乃是複雜且多元化的過程，為能夠幫助學生更有效學習，許多教育

學者們對於學習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其中活動理論就是其中之一（Liaw et al., 

2007；Uden, 2007；Liaw & Huang, 2016；林佩璇、高翠鴻、許燕萍，2016）；活

動理論提供建構主義的觀點，能夠幫助教師設計更有效的學習活動，也能讓學生

們理解整個學習歷程係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進而主動參與和思考。以下將會綜

整學生運用活動理論架構，堆疊學習歷程時應思考的面向與內涵，如下表 1 所

示。 

 

工具（Tools/Instruments） 

目標（Object） 人/主體（Subject） 

社群/共同體（Community） 
規則（Rules） 分工（Division of labor） 

產出（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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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活動理論各元件應用於學習歷程應思考面向與內涵 

元件 思考面向 內涵 

產出 

Outcome 

應用此活動理論作為實現學習歷程的策

略架構，妳/你認為能夠如期如質產出的

物件有哪些？請明確敘述出來。 

學習歷程、作品、省思、

自傳、競賽或證照成果等 

主體 

Subject 

客觀綜整右側欄位各項資訊後，請嘗試用

100 字~200 字以內，理性分析敘述自己的

性格、特質與潛能。 

人格或興趣測驗結果、親

友訪談或師長晤談紀錄

等 

目標 

Object 

請試著描繪未來幾年後的生活樣態，例如

希望就讀的學校系所、就業場域或自我實

踐樣貌等；即使當下覺得不夠成熟，也請

明確敘述出來。 

學校名稱、系所名稱、就

任○○產業職務名稱、成

為○○專業人士等 

共同體 

Community 

若要順利達成目標，請明確列舉出在此歷

程中會關連到的身邊人士。共同體在整個

架構中是非常重要角色；有時引導，有時

參與整個活動過程，它能為妳/你提供所

需資源協助，所以至為關鍵。 

學校師長（班導師） 

學校師長（科主任） 

學校同學（姓名） 

外部親友（稱謂） 

其他師長（任教科目） 

工具 

Tools 

請想像整個高中三年的學習階段中，會使

用到那些工具來記錄學習歷程？請明確

敘述出來。 

手帳筆記、電腦軟硬體或

雲端空間等可用資源 

規則 

Rules 

針對前述希望達成的目標，所需留意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遊戲規則有哪

些？ 

就讀學校規定的上傳時

間、資料類別、檔案大小

格式、課程作品規格等 

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上述的身邊人士（共同體），妳/你自己希

望他們提供那些協助呢？請嘗試分列出

來。 

師長（例如：提醒時限） 

同學（例如：合作打氣） 

親友（例如：經驗傳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通過盤點自己在活動理論模型各方面可用資源及自我期許，學生更能調整自

己的學習方式；前述係以學生視角釐清堆疊學習歷程的應有思維，相對而言，若

教師從中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不僅利於教師設計更適合的教學計劃，也有助於

教師從旁促進學生自我認識和自我管理。 

四、運用活動理論模型作為學習歷程檔案實踐路徑 

依據表 1 所述思考面向與內涵，可以歸結學生主體（Subject）透過各種樣式

的資源或工具（Tool/ Instruments）協助進行學習活動，取得相關的心得省思或紀

錄後，經由中介過程實踐學習目標（Object）；此學習目標則可依個別學生生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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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為短期目標（如考取○○大學校系）或中長期目標（如成為○○專業人士）。而

為達到目標，勢必須有相關資歷產出（Outcome）足供證明。由於學生必然與社

會他人及文化環境的互動中建構此學習歷程，因此亦需深入探究規則（Rules），

並與緊密連結的社群/共同體（Community）進行分工（Division of labor），如圖 2

所示。值得留意的是，學習歷程檔案看似由學生個人所執行，但在學校等社群組

織中，多少會面臨矛盾、衝突等負面阻力處境；這些都能藉由活動機制的擾動與

集體對話情境轉化產生創新的動能變革。 

  

圖 2 運用活動理論作為學習歷程檔案實踐 

五、結語與建議 

活動理論強調學生的學習是一個社會實踐過程，而學生學習歷程則由三個不

同但相互關聯的層面所構成，分別是個體、社會和文化層面；這三個層面相互交

織關聯，共同影響學生學習歷程。首先，個體層面指的是學生個人在學習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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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和心理活動，包括注意力、記憶、思考等方面；產出內容應與個人內在特

質及成長高度相關。再來社會層面則指學生在過程中與他人的互動和參與，包括

討論、協作、共同建構知識等方面；此時可運用學習日誌、手帳筆記或會談紀錄

等作為佐證。最後文化層面係闡述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個體的思考和行

為皆是在這個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此時應隨時將每個活動、作業或課程內涵，對

於自己在知識學習、生涯發展的意義摘要重點，並與個人志向發展進行連結。 

總結活動理論系統模型可以提供學生自主建構學習歷程的良好鷹架，教師及

學校行政單位應跳脫過往「學生是被動接受評量」的思維；在教學活動中讓學生

有自主性的概略志向、目標及具體產出的規劃，輔以觀察學生各種多元學習表現、

學習成果、與他人互動情況等面向，勉勵學生在求學過程中朝規劃方向前進；並

且從所獲得的學生回饋訊息中調整教學的方式與內容（Chen & Bonner, 2019）。

學生在校學習時，亦應充分體認自己才是主動且關鍵的學習歷程建構者（Pat‐El, 

Tillema, Segers & Vedder, 2013）；並以活動理論系統模型貫穿整個高中階段各學

年、學期、群科或領域科目甚至單元課程，作為達成各階段學習成果的思維工具。

此外，因應生成式 AI 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等外界疑慮，學生本身應積極運用手帳

筆記或學習日誌等做為佐證；況且透過手帳或筆記本親手書寫時，能鉅細靡遺依

日期、時間、校內外活動或課表等進行紀錄，將有助於留下更多提取記憶的線索

（Umejima, Ibaraki, Yamazaki & Sakai, 2021）。這些當下不以為意的日常微小事

物，往往可在日後整理時，觸發成更宏偉而完整的創意；亦可作為自我興趣轉向、

志願更替或生涯進路選擇的真實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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