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7），頁 94-98 

 

自由評論 

 

第 94 頁 

學習者中心與學生中心之內涵解析 
張蔣耀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施登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以學生為中心與以學習者為中心此兩種概念常常被交互使用，但事實上此兩

者概念是有很大的區別，原因在於學生對應的是老師；學習者則不一定要有老

師。（施 XX，課堂筆記，2015.4.） 

上述內容為作者在擔任體育科教材教法課程助教時，由指導老師為了解釋文

本之中內容，對於學生中心與學習者中心經常交互使用的狀況，所提出的觀點。

此觀點與現今國內相關文獻所提出之定義是有極大衝突，國內文獻主要分為三

類，第一類是稱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蘇敏鴻，2011； 林佳瑜，2013； 王

淑麗，2015； 林紫玉，2015）；其次是稱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 （江南發，

2002; 陳曉慧，2008）；也有些文獻將兩者定義為相同的詞彙，是可以互相使用

的 （簡麗瑜、黃湘萍，2006）。 

根據以上文獻的描述，我們能得知對於學生中心與學習者中心之描述存在著

不一致的解釋，如何判定還是處於一種模糊的地帶，容易使閱讀者產生疑惑，這

是一個需要被重視的問題，因此呼應了本研究，欲建立基礎性的研究，探討何謂

學生中心以及學習者中心的內涵。本研究方法，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分析，來

檢視學生中心與學習者中心的內涵，並且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 

二、學習者中心與學生中心之內涵解析 

本節將進行三個部分的討論，首先為探討相關之理論依據，其次探討學習者

中心內涵解析以及學生中心內涵解析，最後根據文獻分析所得資料，試圖解釋兩

者之關係為何，以下就逐一論述： 

(一) 相關理論依據 

最早追溯到 1969 年 Rogers 在 《Freedom To Learn》 一書中就出現類似

之概念，作者 Rogers 是人本心理學家的代表人物，人本主義學習論的基本原則

是必須尊重學習者，必須把學習者視為學習活動的主體，在此書中，Rogers （1969, 

1983） 認為學習應是由個體主動、自發的探索，學習的權力也應該是學習者本

身能夠選擇的，Rogers 之所以會提倡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原因在當時傳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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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體制下，學習往往是由教師擔任知識的傳遞者，學生只是接收者，等待著教師

發令，再來，他認為更嚴重的是，教師長期使用講述法、命令式教學這樣單調的

教學模式下，形容這樣的學習僅是咽喉上的吸收，並無法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學

生進而無法獨立思考以及培養批判之能力，所以從批判傳統式教育的角度，

Rogers （1969, 1983） 認為學習應該要以學習個體為出發，讓學習者意識到自

主性的學習，且能夠主動選擇學習內容，以及為自己規劃目標與負責任的達成。 

總結以上內容，Rogers （1969, 1983） 認為每個人都擁有對自己的控制權，

學生獲得了控制自己學習和生活的權力，所以教師釋放了對學生的控制權。以人

本主義的觀點，教師角色將不再是主導者，而是轉變為學生在學習上的催化者，

許有學習內容都是由學生們去操作、主動完成的，教師重視的不只是學生是否學

會此技能，教師降低了對內容目標的重視，更強調了學生在過程中學習到的能

力。決定權的歸屬，會依情況而有所不同，但能發現的是，教師不再是唯一的決

策者。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教師能夠信任每一位學生即是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而每位學習者藉由自我訓練，調整感情、思想、行為和價值的模式，更重要即是

能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二) 學習者中心之內涵解析 

Rogers （1969, 1983） 的觀點得到了後續許多學者的重視與引用，像是 

McCombs & Whisler （1997） 從教學的角度來定義學習者中心，認為每個學習

者都是獨特的，這些獨特的特性包括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速度、學習風格、能力、

情感等等。其中又以 2002 年 Weimer 的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Five key 

changes to practice》 之文獻最具代表性，Weimer （2002） 是從大專教師的角

度來分析，她認為大學應是學生發展作為學習者的階段，她開始思考什麼樣的大

學經歷會使學生獲得有信心且又熟練的學習技巧，因此 Weimer （2002） 將此

概念衍伸稱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並說明了當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時，將

會有五項的變化，分別有權力的平衡、內容的功能、教師的角色、學習的責任、

評量目的。 

Weimer （2002） 所提權力的平衡、內容的功能、教師的角色以及評量的

目的，皆是敘述教師應該做的改變，但在於學習的責任這部分時，則是完全強調

這是學生應該要改變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說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教師勢必會有很

大的改變，但更強調的是學生本身是要成為負責的個體，以及自主學習的特質，

因此關鍵在於學習者能主動學習且為自身學習負責，才是學習者中心最關鍵的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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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中心之內涵解析 

本研究發現此概念最早從 Rogers 人本心理學觀點而來，進而發展了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概念 （McCombs et al., 1997），接著 Weimer （2002） 將此理念延

伸在教學會發生的五個關鍵的要素，並詳細說明其意義與內涵。接續才有相當多

以學生為中心教學之實徵性研究產出，根據以學生為中心教學之內涵，分別有王

淑麗 （2015） 學生中心教學的實施方式，教師不會直接告訴學生今天老師要教

什麼，而是會先思考學生該如何學習，依照學生的需求，再設定目標，內容確定

後，會再一邊實施一邊進行修正，以達成最好的教學方式為教學目標；Ç UBUKÇ U 

（2012） 也提到與其要求學生記住訊息，不如讓學生主動獲得訊息來得更有價

值。綜合以上兩位學者觀點可以知道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最大的改變在於教師

的改變，教師希望教學是從學生的角度來出發，並且在知識上的傳遞是由學生主

動獲得而非教師給予。 

而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文獻裡又以 Froyd, & Simpson （2008） 最為關鍵，所

提到學生中心教學的核心要素中，其中之一即是包含以學習者為中心，這就表示  

學習者中心與學生中心這兩種概念是有差異存在的 （Froyd et al., 2008），認為

學生中心的教學能夠實踐，學生必須擁有學習者中心的特質。 

(四) 小結 

透過文獻分析後，就以上分析內容可得知，學習者中心地概念，是指學習者

能夠主動學習、自發性以及自主性學習，自己成為自己的導師，所以學習者中心

是以學習者的角度來看待學習這件事；而學生中心教學則是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學

生的學習，也就是說，教師改變了傳統教學知識傳遞的方式，而是由學生本身建

構、發現和理解，這樣的改變是讓學生不只學習到知識，還能培養如何學習的能

力。 

三、結語 

綜合以上結果發現，就發展脈絡來說，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交互關係，也

就是先有學習者中心的概念產生，而後才有實務上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的發展，因

此許多研究會將兩者交互使用也是有跡可循，但就學習者中心與學生中心的概念

的確還是擁有不同的內涵存在，學習者中心內涵強調的是學習者本身，學習者能

自主學習，並且為自身學習負責，因此學習不一定是需要老師，自己即是自己的

指導者；而學生中心內涵強調的是教師的改變，教學從教師的角度轉移到學生的

角度，關注於學生的需求以及改變，適時給予回饋與指導，並且強調知識是學生

主動獲得而非教師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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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上述得知，學習者中心是基於個體本身所產生的學習意識，而學生中

心是教師所進行設計或調整之教學，主要是從學生的立場出發。因此兩者之內涵

是有明顯差距存在的。本研究希望未來能夠進行實徵性研究，更進一步釐清以學

生為中心教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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