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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 教育AI
• 教育部提出人工智慧及新興科技教育總體實施策
略，14日舉行政策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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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廿⼀世紀教育重點：終身學習

對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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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的前提條件: 自主學習素養

 知識可能瞬息萬變，自主學習能力卻是⻑

久的

(Bandura, 2012; Becker, 2013; Lord et 

al., 2012; Yen, Tu, Sujo-Montes, 

Armfield, & Chan, 2013)



2018年某直轄市
學力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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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構念與學力檢測相關探討
學業自我概念
數學自我效能
國語自我效能
英語自我效能
毅力
自主學習
回饋訊息運用

自我概念
學校疏離感
精熟目標導向
表現目標導向
科技使用度
家⻑參與
家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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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回饋訊息運⽤及毅力
與國語學力表現之相關

0

0.1

0.2

0.3

國語自我效能 回饋訊息運用 毅力 自主學習 科技使用度

0.28
0.26 0.24 0.23 

0.04相
關
係
數

五年級學生(N=1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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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回饋訊息運⽤及毅力
與數學學力表現之相關

0

0.1

0.2

0.3

0.4

0.5

0.6

數學自我效能 毅力 回饋訊息運用 自主學習 科技使用度

0.52

0.29 0.28 
0.24 

0.04

相
關
係
數

五年級學生(N=19180)

9



自主學習、回饋訊息運⽤及毅力
與英語學力表現之相關

0

0.1

0.2

0.3

0.4

0.5

0.6

0.7

英語自我效能 回饋訊息運用 自主學習 毅力 科技使用度

0.65

0.27 0.26 0.24 

0.08

相
關
係

數

五年級學生(N=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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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縣市學力檢測結果



學生構念與學力檢測相關分析
學習投入
數學自我效能
國語自我效能
英語自我效能
毅力
自主學習
回饋訊息運用

後設認知
延宕滿足
時間管理
科技使用度
家⻑參與
家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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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及九年級
學生構念及其國語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

究

(0.2)

(0.1)

0.0

0.1

0.2

0.3

0.4

0.5

0.23 

0.15 

0.30 
0.25 

-0.13 

0.27 
0.21 

0.31 

0.19 0.22 
0.16 

-0.04

0.44 0.42 
0.39 

0.34 
0.30 

0.23 

0.08 

相
關
係
數

三年級學生(N=12547) 五年級學生(N=50735) 九年級學生((N=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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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及九年級
學生構念及其數學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
究

-0.1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44 

0.25 
0.18 

0.28 

-0.09 

0.53 

0.32 
0.25 0.23 

0.29 

0.19 

-0.02 

0.64 

0.44 0.42 
0.36 0.33 

0.26 

0.09 

相
關
係
數

三年級學生(N=12547) 五年級學生(N=50773) 九年級學生((N=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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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及九年級
學生構念及其英語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
究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60 

0.34
0.28

0.22 0.26 0.24

0.03

0.64

0.47
0.42

0.34 0.31 0.27

0.09

相
關

係
數

五年級學生(N=45283) 九年級學生((N=19775)

15



五年級及九年級
學生構念及其自然科學力表現之相關探
究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44

0.28
0.23

0.19
0.24

0.15

-0.03

0.53
0.46

0.42
0.37 0.35

0.26

0.08相
關
係
數

五年級學生(N=19675) 九年級學生((N=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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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訊息運⽤能力與

自主學習能力越強，

成績越好

References: Adey & Shayer, 1993; Brown, Pressley, Van Meter, & Schuder, 1996; Clark, 2012; Dignath et 
al., 2008; Fong & Krause, 2014; Hattie, Biggs, & Purdie, 1996; Kuo, 2018; 2019; Leidinger & Perels, 2012; 
Mevarech & Amrany, 2008; Mok, Cheng, Moore, & Kennedy, 2006; Palincsar & Brown, 1984; Perry & 
Winne, 2006;  Petty, 2013; PISA 2013; Rojas-Drummond, Mazón, Littleton, & Vélez, 2014; Verschaffel et 
al., 1999 Yen et al., 2013

國內外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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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需要培育

 自主學習能力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後天栽培

 小至五、六歲的學生也能習得
(DiDonato, 2012; Eilam & Reiter, 2014; Pino-Pasternak, Basilio, & Whitebread, 2014; Stoeger & 

Ziegler, 2008)

任何年齡段的學生，都應得到自主學習所需的信息和機會
(Lüftenegger et al., 2012; Paris & Paris, 2001; White, 2013)

 作為教學目標，非單是促進學習的工具
(Bannert & Reimann, 2012; Pirrie & Thoutenhoofd, 2013)

 融入正規教學，且地位應與學科知識相當
(Bannert & Reimann, 2012; Lord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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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運⽤數位學習平台於自主學習課堂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教師導學 組間互學

學生於學習平台觀看影片、做練習
題與回答老師提問進行「自學」，
發現個人的難點錯誤

學生利用學習平台網相關內容或老
師指派作業進行「組內共學」

各小組藉由擬題並上傳因材
網或利用學習平台討論功能
進行「組間互學」

教師利用學習平台學生學習記錄或
討論區中，學生的學習難處或迷思
概念進行「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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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嗎：監評

學不好：調節

「自主學習」的理念

理念：學習者是學習的主人，故須管理其學習及為其學習負責

學自
學習者

權 責
學什麼：定標

怎樣學：擇策

主

權：擁有
責：管理 習 ⻑期重覆地做、反

覆地學，使熟練

循環性

監控評價

反思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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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 組成部分 與 循環性（迭代）
目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調節

定標

擇策

監評 實際路徑

理論路徑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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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 Metacognition

自理 Self-Management

自評 Self-Assessment

自強 Personal Best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自覺地：

確定學習目標，

選擇學習策略，

監控學習過程，

評價學習結果，

並調節學習方法

和自我認知，

以達至善 。

Zimmerman (1989, 1990, 2002) ; Pintrich (2000)

自主學習的目標
（莫慕貞,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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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 “New Frontiers: Regulating Learning in CSCL,” by
S. Järvelä and A. F. Hadwin, 2013,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8(1), p. 29.與林堂馨 (2018) 。自主學習的五大發展趨勢。
教育研究月刊，295，131。

SRL

我的

任務覺察

我的

目標與規劃

我的

學習策略

我的

調節
對其他個別SRL的暫時支持

社會
共享調節

我們的

任務覺察

我們的

目標與規劃
我們的

調節

我們的

學習策略

SRL

你的

任務覺察

你的

目標與規劃

你的

學習策略

你的

調節

自主學習的三種調節學習(SRL、CoRL、SSRL)
(DiDonato, 2013; Hadwin et al., 2018; Hadwin and Oshige, 2011)

共同調節 (Co-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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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指導原則
(修改自何世敏,2017)

先學後教 培養預習習慣，提升自學能力

以學定教 瞭解自學情況，調整導學設計

教少學多 激發小組學習，強化團隊互助

減負增效 減省無謂教學，聚焦學習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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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下，怎麼做才有效？

知識
結構

單元
測驗

25

縱貫
測驗

練習題/
動態評量



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自主學習才是開啟學習能力的鑰匙，注重培養和成就孩子的自學能力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ducation/amq3vlg.html
2019-09-19 由 淑靜昕晨 發表于教育 26



1.知識結構+學習筆記(單)
• 眼到、耳到—外界刺激 (提升學習興趣)
• 手到、心到—內在吸收 (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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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元測驗+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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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元測驗+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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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扶助+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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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三大成功因素
資料來源 作者: 周慧儀 2017-05-19 教評心事

參考讀物：
1.趙志成（2015）。推行自主學習的進路、策略與再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研究所。
2.莫慕貞（2013）。學習電子學習方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工作坊(簡報)。
3.何世敏（2013）。自主學習課堂改革之旅—-香港經驗的探索(簡報)。

（⼀）自我效能感高

（二）能具備有效的學習策略

（三）能促進自主學習的
教學策略

⼀、提升學生課前預習的主動性
二、提升學生上課時學習的主動性
三、提升學生課堂內和課堂後温習的主動性
四、提升學生參與活動和做課業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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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如何導入語文教學



國語文領域(能力指標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5年級 6年級

段落 篇章

修辭 段落

能力指標
學習

智慧型適
性診斷

系統回饋
學習弱點

觀看影片練
習題適性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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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流程
(學生自學)

• 施行教案段落診斷
(5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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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每週利⽤
1~2節彈性節數
進行測驗與
段落單元自學

學生自主學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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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照片

學生線上測驗 學生聆聽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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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照片

學生線上施測 學生線上施測 學生線上做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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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低落與
特殊學生參與
自主學習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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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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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高分組67-75、對照高分組67-83 實驗低分組8-25、對照低分組33-50

0

5

10

15

20

25

30

35

全體前後平均差 高分組前後平均差 低分組前後平均差

A組前後測平均分數差異

實驗組全體 對照組全體

國語文單元診斷自主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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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高分組67-92、對照高分組75-92 實驗低分組25-42、對照低分組25-42

0

5

10

15

20

25

30

35

全體前後測平均差 高分組前後測平均差 低分組前後測平均差

B組前後測平均分數差異

實驗組 對照組

國語文單元診斷自主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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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如何應⽤在國語文教學

•1.知識結構+單元診斷
•2.學力檢測
•3.試題組卷
•4.學習扶助(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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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結構+單元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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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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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試題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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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扶助(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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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扶助診斷測驗說明

• 段落(⼀)(二)與篇章的測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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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意故事

段意記敘

篇意故事

篇意記敘

段意故事

段意記敘

篇意故事

篇意記敘



因材網結合自主學習
(數學領域)



因材
網

分組

合作

自主

學習

自發

互動

共好

12年國教
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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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使⽤
因材網流程說明



⼀、學生自學
10~15分鐘



⼀、學生自學- 教師監控學習流程
• 自學流程：影片-練習題-動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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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1.進入我的任務

自主學
習任務

回家作
業任務

53



⼀、學生自學-2.先觀看任務內容

完成顯示影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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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3.先觀看影片

教學影片

影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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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4.記錄學習重點
學生觀看影片並記
錄自學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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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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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觀看

Summary
摘要

Question
提問

Assessment
評量

播放影片 重點整理例題提問 練習題
動態評量

因
材
網

因材網影片學生自學(WQSA)學習單

58



因材網影片學生自學(WQSA)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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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5.做練習題

影片看完後立即
自行練習因材網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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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6.做動態評量

動態評量過程會引導
學生正確思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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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7.完成子技能

學生完成任務內容，
系統會打勾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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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8.進階挑戰題

•請將解題步驟
記錄在學習筆
記後上傳討論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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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8.進階挑戰題上傳

64

學生將解法上傳班級討論區



⼀、學生自學-9.瀏覽自學紀錄

學生自行檢視學習紀
錄與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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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10.瀏覽獎勵紀錄

學生獎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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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導入5分鐘



二、教師導入-1.觀看任務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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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導入-2.確認學習紀錄
教師觀看學生瀏覽紀
錄，並先行了解學生

錯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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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導入-3.觀看練習題結果

了解解題正確與錯誤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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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導入-4.澄清迷思概念

教師與學生討論
可能錯誤的原因，並
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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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分組討論
15分鐘



三、組內共學-1.工作分配

小組學生於上課前
依照工作分配單進

行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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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2.觀看討論題目

學生依照因材網的討
論題目進行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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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2.觀看討論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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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2.觀看討論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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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3.小組討論
學生依照因材網的討論
題目進行小組討論由明

星球員進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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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內共學-4.小組分工紀錄
學生依照分工紀錄表
進行各自工作任務，

準備資料上台報告

報告資料由平板拍攝
小組白板紀錄後上台
無線投影至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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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間互學-上台報告
20分鐘



四、組間互學-1. 上台複誦題目
學生先將因材網中
各組題目進行複誦

報告資料由平板拍攝
小組白板紀錄後上台
無線投影至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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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間互學-2.報告解題過程

學生上台進行
解題過程說明

建立上台發表SOP：報告組別、複
誦題目、講解解題步驟、說明不同
做法之差異、報告最後答案、回答
其他組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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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間互學-3.使⽤評分表

學生進行小組
互評的評分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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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間互學-4.相互評分

評分學生進行
小組互評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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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間互學-5.其他小組發問
其他小組成員上台發表
疑問或看法，由報告小

組說明解釋

經由上台發表討論，
澄清部分學生迷思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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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導學-重點複習
5分鐘



五、教師導學-重點複習
教師將本節課的重點
進行整理與歸納。

澄清本單元迷思與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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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導學-派遣複習任務

學生到最新問題完成挑戰題
與其他組題目，請同學回家

練習，並記錄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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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導學-派遣測驗任務

教師設定本節課測驗
練習卷，讓學生回家

進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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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導學-學生執行複習任務

學生回家進行測驗卷練
習，將打X的部分進行
自主觀看影片與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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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課後掌握學習狀態



六、教師掌握學習狀態-班級學習狀態
教師了解班級學生學習
進度差異原因，並適時
提醒學生掌握學習進
度。

91



六、教師掌握學習狀態-學習節點

教師隨時注意班級學習
狀態，並適時提醒學生
掌握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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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單元子技能
自主學習課程

60分鐘



自主學習運⽤因材網教學流程

學
生
課
前
自
學

學
生
組
內
共
學

學
生
組
間
互
學

教
師
導
學
歸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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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課堂行動綱要~情意部分
• 情意問卷(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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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情意問卷部分~自我學習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2 3 4

從來沒有1
偶而如此2
經常如此3
總是如此4

1 我以前試過這樣方式的自主學習。

2 我覺得課前預習對於我的學習凖備有幫助。

3 我比以前更清楚了解課堂的學習目標。

4 我比以前更能明白自己學會的與學不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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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情意問卷部分~同學互動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1 2 3

從來沒有1
偶而如此2
經常如此3
總是如此4

1 同學互相討論能幫我解決一些自己本來不懂的東西。

2 同學的展示滙報讓我學會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和答題方法。

3 同學互評及自我評估有助我反思改進自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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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情意問卷部分~師生互動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2 3 4 5

從來沒有1
偶而如此2
經常如此3
總是如此4

1 老師會提出一些問題啟發我思考和回答。

2 老師會引導我運用不同學習策略。

3 老師能協助我找出學習困難所在及改正錯誤。

4 我和老師的關係比從前更好。

5 我們同學的團隊精神比從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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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情意問卷部分~自我覺知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 2 3 4 5 6

從來沒有1
偶而如此2
經常如此3
總是如此4

1 我現正更能投入課堂學習。

2 我的學習興趣提高了。

3 我的自信心增強了。

4 我覺得自己在學習上有進步。

5 我喜歡現在這種方式的自主學習。 ◎

6 我會向其他同學推薦這種方式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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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1

27.87
21

59.4

44.33

23.13

0

20

40

60

80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分數

組別

平均進步分數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

臺中市北屯國小自主學習數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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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前後測分數結果顯示

教師教學 自主學習
教學
成效
有顯
著差
異

提供有效的
教學模式

提供有效的
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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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結合自主學習
運⽤在學習扶助中



因材網有效強化學習扶助教學

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

積極性協助

因材網提供領域課程學習

學生可依據自己學習進度
及需求，進行自學

因材網有精準診斷

因材施測、因材施教

因材網有學習扶助

下修測驗、準確補救

教育部 鄭來長 副司長(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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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
特殊教育

第二層
學習扶助小組班

第⼀層
⼀般教學補救

特殊生
學習課程

小組開班
診斷補救

課堂中
立即補救

因材網有效強化學習扶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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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國小二年級學習扶助成果
學生使⽤平板電腦

學生使⽤桌上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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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國小二年級學習扶助成果
因材施教的適性化教學

不同程度的孩子可以選擇合適的教材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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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國小二年級學習扶助成果

學生的診斷報告 教師向學生說明
診斷結果

教師針對學生錯誤
概念進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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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國小二年級學習扶助成果

因材網的學習扶助系統
讓教師看到學生進步的改變

也讓學生對自己學習更有信心

9/3-10/25 每週三次，每次90分鐘共8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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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臺中市北屯國小
二年級數學領域學習扶助成效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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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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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80

90

100

陳O怡 陳O諄 李O諒 王O顥 王O勳 徐O杰 陳O妏

北屯國小二年級學習扶助成效

108-5月線上測驗 108-10月紙本測驗 108期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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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4 64

76
72

68

56

76

60

48

96

88
84

96 96
92

96

84

72
76

陳O怡 李O諒 王O顥 王O勳 陳O妏 黃O柔 吳O伊 周O彣 陳O諄 徐O杰

108-5月篩選測驗 108-12月成長測驗

108學年度臺中市北屯國小
二年級數學領域學習扶助成效

差1~2題
通過12月成長測驗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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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篩選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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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語柔 王柏勳 李權恩 吳謹伊 陳婷怡 徐荷雅 王睿顥 張子淇 徐字杰 周芃彣

2位學生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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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學生通過



學生持續利⽤因材網進行學習

精熟的綠色小星星持續保持

從持續3個月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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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學生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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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狀和飲料~正向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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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點的解決方式

學生為
主體

校⻑
支持

行政
推動

核心
教師

分享
成果

持續
運⽤

教師、家⻑、學生共創三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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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何使⽤因材網
幫助孩子

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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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家⻑登入因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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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家⻑登入後的畫⾯因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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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階段

指派任務身分

未完成任務階段

回到原來畫⾯

1.檢視學生任務



選擇科目

選擇年段 學習狀態

2.檢視學習紀錄



122

前測結果 後測結果 學習狀況

前後測驗診斷報告

3.診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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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名稱設定

任務開始與結束時間

4.步驟⼀：建立知識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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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目、版本、年級、單元、能力指標設定

2.選擇學習子技能

3.知識節點星空圖

4.步驟二：建立任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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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技能學習內容

確認按完成

4.步驟三：確認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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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步驟四：完成指派任務



親子共同規劃自學

學習內容在精不在多

學習過程要按部就班

127

學習溫馨小提醒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