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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近年來，大學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多項鼓勵大學生與師培生自主學習的新措

施。不僅制定自主學習辦法，也將每學期 18 週課程調整為 16 週，讓學生利用剩餘時間自主

學習。這一改革對教師課程安排與學生學習成效所帶來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本期期刊即

聚焦於此議題，收錄相關研究成果。 

本期專論共收錄 17 篇文章，涵蓋從自主學習理論基礎到實踐策略及新興科技應用的多元

面向。首先，歐陽彥晶教授探討從教育自主性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自主學習轉向，奠定理論

基礎；王佳琪副教授則分析高等教育推動自主學習的挑戰與因應。實務層面上，賴秋琳副教

授分享了自主學習模式融入師資培育課程的設計與成效，何縕琪教授與沈麗芬組長亦初探師

資生自主學習實施策略。針對學期縮短政策，成力庚副教授與張民杰教授探討其對課程與學

習成效的影響，張浩置先生與陳若帆先生則聚焦於自主學習週帶來的教師角色轉變。蔡淑敏

助理教授則從師生角度檢視自主學習制度設計與實踐間的落差。在新興議題方面，生成式 AI

對自主學習的影響逐漸浮現。陳啓東教授與謝念慈教授分別就 AI 帶來的挑戰與新思維進行深

入分析，提醒教育現場需及早調適。實踐場域亦持續擴展，林意雪副教授以社會參與課程為

例，討論自主學習在真實情境下的挑戰與解方；薛曉華副教授則以大學農園為案例，探討社

會情緒學習（SEL）促進自主學習的可能；楊雅婷等教授從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剖析成年

湧現期學習者的特殊需求與課程設計策略。國際視野方面，阮氏莊小姐分享了越南大學生運

用數位科技促進漢語自主學習的經驗，拓展本期議題的廣度。最後，吳明錡簡任秘書以

UNESCO 彈性學習倡議為基礎，反思臺灣高教跨領域自主學習的發展方向；謝才智助理教授

與楊世裕博士生則從現場問題與教師增能策略出發，為未來自主學習深化提供實務建議。 

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聚焦高教推動自主學習之理論、實踐與

相關議題；「自由評論」部分則收錄 17 篇文章，「專論」部分收錄 3 篇文章，內容涵蓋教育

政策與制度探討、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創新、學生發展與輔導、文化多樣性與弱勢族群教

育、課程創新與社會責任實踐等，從多元面向剖析當前教育議題，提出精闢見解，豐富了本

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並特別感謝審稿者、執行編輯曹瀞

方助理、所有編務同仁及學會助理的辛勞與付出。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本期期刊才能順

利完成，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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