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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美感素養之自主學習空間 
蔡孟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 學習責任控制權還給學生，讓學生不再是學習的客人 

彰化縣二林高中教師為引導學生把視野移回最熟悉的土地，深耕在地文化與

產業，設計聚焦在地文化的「二林譜踏查」校本特色課程，學生利用每週自主學

習時間，組成踏查團，憑著由學生重新繪製日治時期的二林舊地圖，繞過魚塭、

行過農舍，走入不曾熟悉細看的傳統市場、媽祖廟，一路沿著稻香與廟宇，不僅

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歷史，也增進自我對家鄉的認同，及與當地居民的互

動連結（蘇逸涵，2019 年 7 月）。 

上段係教育部核定為「非山非市」偏遠級別之二林高中籌備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教課綱）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活動之情形，除了該校

外，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亦正如火如荼規劃與設計各項課程。本文撰寫之目的，

除分析自主學習之政策脈絡、學校進行方式，也就學校如何為學生營造自主學習

之空間，提出幾項原則，以供其他學校參考。 

二、 十二年國教課綱學生自主學習政策之推動脈絡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Ｅ

Ｕ）等國際組織於近年倡導「學習求知」、「能自律自主的行動」等以「素養」

為核心，構思中小學教育課程的發展 ，以求兼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

質發展（蔡清田，2011）。而我國自 108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綱

（教育部，2014），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除強調素養導向

教學不僅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習者的動機、熱情，培養學生獲得知識的探究能

力，及多元學習方法，更關注學習能與學生生活經驗連結，期能引導學生將所學

應用，透過省思、實踐等，此外，十二年國教課綱更強調培養學生成為自發主動

的學習者，進一步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身學習者。因此，要達成上

述目標，培養學生能夠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至為關鍵。 

此外，每位學生不論性別、種族、社經地位，均為獨立的個體，深具潛能與

有不同興趣、能力，而後期高級中等教育具有銜接基礎教育，及為未來升學和職

業準備兼顧之重要功能，因此，學校若有無法開設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課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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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供充足、優質之教學設施、設備等學習資源，鼓勵學生藉由自主學習，尊

重學生選擇之學習內容，實現自我抱負，達成自己生涯發展的目標。 

三、 自主學習之意涵、實施與需求 

佐藤學（2014）曾言：「21 世紀的課程改革，將捨棄追求生產與效能的『目

標、達成、評量』的授課模式，重新建構為由學習者主動塑造的意義與經驗組織

而成的『主題、探究、表現』模式（p.41）」。因此，未來學校課程活動之安排

應該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須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

結合在一起，不只是給孩子魚吃，更要教孩子釣魚的方法，才得以陶養學生擁有

自學能力，成為終身學習者（范信賢，2016）。 

自主學習是指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態度、方法與能力，並得對自己的學習

進行決定，主導並負責自己的學習（李坤崇，2001；吳璧純，2018）。至於十二

年國教課綱規範實施學生自主學習活動之時段與方式，學校於彈性學習時間，得

依學生需求與學校條件，安排學生自主學習活動。又，各學校為發揮學生「自發」

規劃學習內容的精神，對「學生自主學習」精神的保障與作法，除自訂「彈性學

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並經課發會通過，以落實學生適性、自主學習之精神外，

亦應納入年度課程計畫，並列入受校務評鑑及輔導訪視之重點項目。此外，學生

應依學校所定實施規定，規劃自主學習計畫，計畫包括學習主題、內容、進度、

方式及所需設備等項目，並經教師指導及家長同意後實施。而就讀普通型、綜合

型高級中等學校的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安排於一

至二學期內實施（教育部，2014）。 

由前述十二年國教課綱對學校落實學生自主學習之相關規定及現今各高級

中等學校各處室之業務職掌來看（藍偉瑩，2017），學校在整備學生自主學習空

間需關注之事項及提供之空間類別如下：(一)盤點學生自主學習場地、相關需求

盤點軟硬體設備（含網際網路、電腦或其他資源）；(二)改善、安排及管理學生

自主學習場地：包括因開設專題或相關選修課程增加之教室、圖書館、實驗室；

(三)設置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所需之靜、動態展場等發表角落。 

四、 學校營造結合美感自主學習空間策略與原則 

學校建築的價值是在創造一種有質感的教育空間，因此，營造校園自主學習

空間氛圍，不僅講究滿足基本機能，更希望透過美感空間的創造與體驗，以增進

學生對生活周遭的理解與審美判斷力，讓學生的美學素養，於使用自主學習空間

歷程得以涵養實踐。針對高級中等學校營造自主學習空間可與美感結合之原則及

方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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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維護學生「共同人性」和尊重學生「個別潛能」原則，規劃適性之自主學

習空間：讓教師、學生等主要使用者，有參與改造自主學習空間表達意見的

機會，討論歷程中可使學生體認如何與他人溝通、團隊合作等公民參與之自

主學習精神。 

2. 優先構思良善的使用機能，符合使用的便利與效率：自主學習空間是為學生

而存在，因此，於空間規劃階段，需滿足與創造學生學習功能，及講求更人

性化、更優雅的人文關照。 

3. 將「人」與「美學思維」結合，充分將「設計」帶入生活中，提升學校師生

美感軟實力，並透過師生共同建構具啟發性的美感學習情境，發揮空間的境

教效益。 

4. 空間結構「彈性創意」，創造更智慧化、更具效率、更具動態的空間：因同

一時段使用自主學習空間之學生眾多及進行方式多元，空間配置除需滿足學

生可各自獨立閱讀思考之空間外，亦須講求可彈性調整隔間，為同儕共同討

論之可能。 

5. 重視「採光」、「日照與照明」、「通風」等基本活動空間之品質：臺灣地

小人稠，是高密度的居住型態，因此，需就建築方位的配置、鄰棟間隔、視

野的開闊性等因素考量空間配置地點。 

6. 每個自主學習的角落空間都看到對人性的尊重：空間營造關注「人的使用」、

「人的觀看」、「人的喜好」等人性互動因素，及成為學生畢業後具有深度

回憶之場所。 

7. 學習成果分享空間或平台可兼容學生多樣性的展示方式。用零距離、好親近

的公共家具，讓自主學習更饒富趣味，即具有令人心情沈靜的氛圍。 

8. 空間可配備展現科技之美的高度安全性、便利性與智慧化設施，培養學生資

訊素養、閱讀素養與資源利用能力。 

五、 結語 

因應數位科技世代的來臨及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新課綱，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模式將隨之改變，校園環境亟需因應未來課程發展需求，以創新、前瞻、美學

之設計思維翻轉教學場域，建構未來世代學習空間。學校行政人員於規劃設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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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學習空間時，應突破舊有思考窠臼，重視與美感之結合，並藉由美學素養

導向課程之實施，及師生參與式對話，共同創造美感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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