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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任教於新北市一所技術型高中，擔任國文科教師。學校所處的地理位置

為工業區，家長社經地位相對不高，故對孩子的成績並不要求。筆者每年在教學

場域中遇到的學生能力都屬於中低程度居多，故本校學生學習狀況普遍是學習動

機低落、學習負向態度居多。由於從小習得無助，且家長也沒有時間關心學生功

課和成績的表現，於是放棄學習國文變成是本校學生正常的學習模式。 

學生對於國字識字量有限，遇到學習問題不會尋找資源解決，唯一選擇就是

放棄，於是不學習的藉口就是「我國中都在睡覺啊……。」面對缺乏學習興趣的

學生，讓筆者更感挫折的就是寫作教學。學生寫作能力普遍低落，要學生寫一篇

文句順暢、結構完整且能表達充份的文章甚不容易。學生寫作程度糟到文章組織

結構零散，無法充份表達文章旨意並夾雜一堆錯字，句子重複語意淺乏，甚至繳

交空白的作文。 

語文能力是一切學科學習的基礎，面對這些學習上遇到挫折的學生，如何提

升寫作，讓孩子能擁有自學能力是身為技術型高中國文教師的責任。筆者認為任

教的學生語文基本能力低落原因，是在於無法找到自己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和問

題，即是自我監控與調整寫作歷程的能力不足，以致空有素材卻忽略組織架構，

或是寫作過程難以掌握段落重點，以上總總學習狀況讓學生「學了」卻「學不會」，

於是筆者想要利用國文課的延伸課程目標，搭配 Bandura 的自我調節理論，提供

一套完整的學習模式，來輔導在國語文寫作上有困擾的學生。Bandura 自我調節

理論中的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發展四步驟依序為(張春興，2003)： 

(一) 自我觀察：先觀察自身行為，並和榜樣的行為相互模仿比較。 

(二) 自我評斷（模仿）：將自己的表現和自己所設定的行為標準比較。 

(三) 自我酬賞：根據自我評斷對自己產生酬賞或懲罰 

(四) 自我調節：表現仿效的行為，以調節自身行為符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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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步驟，本文將說明以自我調節理論協助技術型高中學生國語文寫

作之實施過程及結果。 

二、自我調節學習協助學生寫作 

筆者每年在高一新生入學第一節國文課時先以 5-10 題問卷調查學生在國中

端學習國文的狀況，並於第一次段考和作文寫作後調整上課方法，以利學生在學

習上更輕鬆，提升學生學習的成就感。以下為以 Bandura 自我調節學習能力輔助

國語文寫作課程之過程： 

(一) 課前準備 

1. 了解學生先備知識，將學生採異質性分組，每組 3-5 人，組內學生高、低成

就人數要相同，以利分組討論和上台發表。上台發表一組推派一人，上台報

告人員不可重覆。 

2. 自我評斷(模仿)：為自己訂目標，能依學習單計畫寫作，以圖像寫作、生活

分享做為主題。利用異質分組學習並上台發表，讓程度高的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協助程度低的學生，並使其成為行為模仿相互比較的榜樣。 

3. 自我酬賞：上台報告由小組依老師設計的評分表做為計分標準，進行自評和

互評。老師給予表現優良者立即且正面的口頭表揚，同時可自選少寫一次注

釋的酬賞。表現不佳者視情況給予注釋作業當成小小懲處。在自評的評分表

中需列寫出本次學習的滿意度，如果覺得自己表現優良，則在評分中寫出「我

很棒」，如果不滿意者，則在評分表中列出自己的問題，當成下次寫作時的反

省評定。 

4. 自我調節：能借由學習模仿，寫作者自我監控與省思，調整並找出自己學習

不佳的原因和方式，從中尋找支援修正作品以達成目標，增加學生學習成就，

使學生願意提筆寫作，字數由少到多，再要求句子能流暢表達語意，最後達

成組織架構由鬆散到完整。 

(二) 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修正處 

1. 因學生初始程度較低，第一次只能使用最簡單的小組間互找錯字做為互評，

自評即以字數為基準。但自第十三週即第四次寫作時，筆者認為學生已有較

具體的句子和賞析能力，即要求在互評和自評時，不得再僅止於找錯字和計

算字數，老師會在寫作學習單上加入範文，以增強學生閱讀提供寫作鷹架。 

2. 能力及學習意願低的學生，課程開始時通常不願意參與討論；而程度高者則

不願意協助同組組員，後來經由筆者的介入協調和溝通，此情況才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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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結果 

1. 國語文寫作成效 

利用自我調整論協助學生在寫作上的學習，讓原本恐懼寫作的學生能由

繳交空白作品到能獨立完成一篇小小短文。筆者從此次的教學過程中得到一

個寶貴的經驗，即一般課堂上寫作大多採用的作法皆由教師指定題目，解說

題意，讓孩子獨立完成作品，過程看似穩妥，但學生在學習上是被動的，並

不能真正了解題目的意思，對於自己審題後再進行寫作是有困難的，尤其是

程度低落的學生，連寫字都有困難了，遑論談到寫作。 

但利用課程中的課文延伸教學，把課文中的技能學習目標加以設計做為

引導學生使用自我調整學習來完成寫作，提供方法讓學生善用拍照以看圖說

故事、生活真人真事…等作為寫作的題目。分享或找具體人物做形像描寫可

讓學生寫作時不會是憑空想像，建立良善的寫作學習環境，讓同儕間小組成

員成為彼此的榜樣，互助合作完成作品，發表時互相打氣肯定、自評、互評、

修改以達作品完善，為自己為組員爭取榮耀。學生在寫作上的成就感由然而

生，讓學習、寫作、上台發表不再是恐懼、丟臉的苦差事了。同時筆者也意

外獲得該班學生上課學習穩定度和專心度的大幅提昇。 

2. 國語文寫作滿意度 

筆者於期末發放簡單的問卷，以瞭解學生對於自我調節學習能力輔助國

語文寫作課程之滿意度。學生回饋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生國語文寫作滿意度調查表 

題目 滿意度 
百分比 

我認為老師在課程設計

上對我在寫作上有幫助 90% 

我認為老師進度安排符

合我的學習速度 92% 

我喜歡老師用這樣的方

式教導寫作 92% 

我認為老師的教學方式

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85% 

 

由上表學生回饋中可得知，大部分學生對於此種教學方式均感到滿意，然而

亦有少部份學生表達此課程教學方式不能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因為上課必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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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無法偷懶，上完課會很累。筆者進一步深入瞭解不滿意課程規畫的學生，

發現他們在國中端就已經放棄國語文學習，常在課堂中趴睡，因此覺得現在在國

語文學習的改變是件不容易的事。 

三、結論 

教育改革是為了改變傳統教育的單向填鴨，主張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

培養學生「學習」、「思考」、「合 作」、「表達」的多元學習（張瀞文，2016）。本

次以自我調節學習理論協助技術型高中學生國語文寫作，筆者認為對早已放棄國

語文學習的學生幫助最大，因為課程設計讓他們有參與感，老師不趕進度讓他們

不只有「學」而是「學會了」，學會了如何學習後，他們就可以調整自己的步調

找到問題進而能調整學習方式，同學間互相幫助鼓勵，老師不責罵只有讚美。在

學習上找到方法，在過程中有自信，學習是有成就感的。而少數程度較好的學生，

因提供小組成員的幫助，成為教學者，成就感和學習動機提高，在學習成效上因

為教而學到更多，無形中亦符合 108 新課綱中「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

精神，讓學生除了學習國語文寫作能力外，亦培養可用於其他學科，甚至終身學

習的後設認知能力（教育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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