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數位實驗高中學生自主學習歷程—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之探究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for Students'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 in a Digit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李子欣 

Lee, Tzu-Hsin 

 

指導教授：陳佩英 博士 

Advisor: Chen, Peiying,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July 2024



i 

謝 誌 

 

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和論文，需要感謝許多人的照顧與幫助。首先，想要感

謝指導教授佩英老師，在研究所的這段期間，受到老師許多的照顧，一直以來

都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機會，讓我能夠在課堂、計畫與研究中，透過一次又一次

的練習嘗試，更進一步的增進自我的能力。當在學習或研究中感到困惑與迷惘

時，老師總是用溫柔而堅定的話語，引導我在複雜的思緒中，能夠從適當的切

入點，釐清眼前現象所傳達的訊息，也因為老師身邊總是聚集著很多美好的人

事物，讓我在師大的這些日子裡，留下了許多充實而珍貴的回憶，能夠成為老

師的學生是我的幸運，謝謝老師。 

在研究與探索的歷程中，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小芩老師和毓文老師，

兩位老師給予我的回饋意見與指教，幫助我在研究撰寫的過程中，能夠更清晰

地覺察自己在思考上的盲點，一步步的調整與修正，讓研究成果的呈現更加的

周詳與完善。 

在數實做研究的這些日子裡，感謝兩位重要的研究夥伴：子容和寶儒，在

數不清的入校觀察和訪談中，有些漫長，也有些辛苦，但因為有你們的陪伴，

讓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人，也更有勇氣去面對研究中遇到的挑戰，能夠和你

們一起做研究是我的榮幸，很高興研究的一路上有你們在身邊。 

同樣也要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我鼓勵的朋友和同學們，謝謝你們總是給予

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也和我分享許多有趣的事物、山海壯闊的景象，讓我在

學習的忙碌生活中，能夠透過你們聽見不一樣的趣聞、看見不一樣的世界，因

為有你們的陪伴，讓我的生活出現了更多色彩。 

最後，深深地感謝我的家人們，謝謝阿嬤、媽媽爸爸和妹妹，總是比我自

己更相信我能做到，在我煩惱、不安與失落時，常常透過各種奇妙的方式支持

著我，讓我的內心能夠漸漸安定下來，慢慢重新找回向前的力量，你們是我動

力的來源，也是所有美好嚮往的所在。 

                                                         2024.08  

                                                          夏．風城   

 



ii 

數位實驗高中學生自主學習歷程—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之探究 

摘 要 

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於 2022 年創立，為全台第一所採虛實混成學習模

式之實驗學校，透過學習型態與制度的創新，在科技與數位工具的資源助力下，

落實個人化的深度學習。為使學生在學習成長與探索的歷程中，能夠使自我潛

能得以開展，學校獨創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為學生自主學習的持續性實踐提

供支持，以回應學校「廣闊探索、天賦自由」之教育願景。為深入了解個案學

校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情形，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就數位實中之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進行分析，以了解學校如何透過其所獨創之輔導系統支持

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讓每個學生在成長歷程中，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根據研究的分析與發現，得出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在系統實踐的運作過程中持續開展與演化，

形成數位實中學生輔導支持的基本架構。 

二、學生自主學習所需輔導支持，在學習者個別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調整，對

於實踐開展有其影響性。 

三、學生的自主學習實踐需透過相應的輔導支持系統方能落實，個別化的自

主學習輔導機制，仰賴高成本的時間與人力投入。 

四、學校願景的共同具體實踐，尚待系統內的所有關係人形成共識。 

 

關鍵字：自主學習、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架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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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for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 in a Digit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bstract 

Taipei Digit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was established in 2022 as the first 

experimental school in Taiwan adopt a blended learning model combining in-person 

courses and online learning. Through innovative learning styles and systems,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and digital resources, the school implements 

personalized deep learning.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during their 

learning, the school has created a unique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 practic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is system responds to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vision of "extensive exploration and freedom of talent."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at T-School. To understand 

how the school supports the practic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rough its unique 

supporting system, allowing each student to be unique during their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continues to evolve 

during the system's operational process, forming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student growth support at T-School. 

2. The student support required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s adjusting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learne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practice. 



iv 

3. The practice of supporting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by the system, and 

the individualiz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needs time and human resources to 

support it. 

4.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s vision requires consensus among 

all practitioners within the system. 

Keyword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ent growth guidance system,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rchite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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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內容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旨在闡述國際教育改革

浪潮下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重視，及本土自主學習教育的發展脈絡，並說

明當代學生對於學習缺乏自主性與動機的挑戰，藉此強調學生學習成長歷程

中學校提供系統性支持的重要性。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藉由本節確

立研究方向與研究問題，以使本研究更加聚焦。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一、自主學習未來關鍵力 

在全球化與社會快速變遷的浪潮之下，科技的創新發展與人工智慧的應

用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而過往的教學已無法回應學生面對未來的

需求，亦無助於學生面對多變的世界（教育部，2018）。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

（OECD）於 2019 年提出的「2030 學習羅盤」（Learning Compass 2030）中提

出了未來教育的願景與概念性架構，其中便強調以學生學習為主軸，建立學生

轉化與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吳清山，202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20）《未來學校》（Schools of the Future）教育報告書中亦提

及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來臨，稱為教育 4.0（Education 4.0）的新型教育模式

因而產生，以未來教育框架引導學習內容與學習經驗的轉變。 

近年來在國際教育組織的相關倡議與報告書中，皆可見其對於未來教育

的嶄新想像，突如其來的疫情、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種種外部環境的快速變

動都揭示著面對多變的未來，學校教育已經無法為孩子準備好所有所需的能

力，當學習不再侷限於特定的場域與範式，未來的教育所要培養的是學生在科

技化、快速變動的浪潮下，能夠成為積極適應變化的主動學習者。 

而我國之教育發展亦受到國際趨勢之影響，逐漸增加對於學生面對未來

所需能力之關注。其中在教育部（2014）發布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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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理念便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強調面對

瞬息萬變的世界，學校教育要能夠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自主學習、社會適應力與

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而在學生面對未來所需具備的能力中，從十二年國教課

綱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中，皆可見「自主學習」成為培養學生面

對未來能力所需關注與聚焦的重點（洪詠善等人，2018）。 

二、我國自主學習發展脈絡 

回顧我國的自主學習脈絡最早可追溯至解嚴初期，當時以「反體制」做為

推動自主學習的動力，人本教育基金會便於 1989 年提出森林小學設校計畫，

並於 1990 年 7 月正式招生，秉持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讓孩子能夠走出教室，

在自然環境中自由學習，開啟臺灣自主學習的先河（王俊斌，2019；監察院，

2020）。 

1994 年台灣教育改革運動之際，以創辦人李雅卿女士為號召，與一群關

心教育的家長一同創辦「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小學」，以直觀、重視兒童發展歷

程與對人的基本概念為出發，進行自主學習的實驗，逐漸發展出以「自主學習」

為主的學習學校制度，試著創造適合台灣本土的理想教育模式（種籽親子實驗

小學，2023）。種籽以自主學習為創校理念，尊重自主學習為孩子與生俱來的

本能，相信學生具有內在的學習動力，在民主與自由的前提下，透過自選課程

制度與空堂學習，在確保學生基礎學科的學習之上，讓孩子能夠自行選課與規

劃空堂時間，在教師的引導與陪伴中，賦予學習者最大的學習權、選擇權與參

與權，培養學生處理人際關係與管理運用時間的自主能力，讓孩子們「在自由

中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薛雅慈，2017）。 

而 1995 年創辦的「全人教育實驗學校」則是第一所體制外的實驗中學，

以「人」為教育目的，確保每個學生的獨特性能夠獲得欣賞與尊重，鼓勵學生

找尋自己的興趣並認真投入，學生擁有對自我學習的決定權，能夠自由選擇與

決定其所需要的學習。其在自主學習方面開放許多自主性課程，如：由學生發

起的社團課程，只要由有共同興趣的六名學生一同聯署即可開課、落實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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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 P 計畫，為幫助學生實現積極的學習自由，只要學生透過自發性的選擇

列入 P 計畫的學習科目，學校便會盡全力協助學生完成，並透過一些機制給

予學生學習回饋，以此激勵學生自主學習動機（李文富，2017）。 

過去二十餘年自主學習在體制外的實驗教育中奠基了突破性的實務辦學

經驗，為公立學校以自主學習為辦學理念提供豐富的基礎，自 2014 年實驗教

育三法公布後，台北市於 2015 年成立了「台北市立和平實驗國民小學」（簡稱

和平實小）為第一所以「自主學習」為教育理念的公辦公營的實驗小學，以「選

擇能負責、規劃能調整、尋援能合作、實踐能分享、反思能修正」為自主學習

主要內涵，將「自主」開展為「學力自主」、「情緒自主」與「健康自主」三個

向度，以問題本位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與專題本位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架構學習知識，透過主題課程、自主探索時間的規劃，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黃志順，2017）。 

若從台灣的教育改革發展脈絡觀之，自主學習在 1990 年代以「學生為主

體」的改革倡議中，在不同的實驗教育辦學理念中相競出現，二十餘年的積累，

隨著教育改革的演變，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所欲培養學生十項「帶得走的

基本能力」之一「主動探索與研究」中，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的能力

（教育部，2008），至十二年國教脈絡下，自主學習不再是另類學校的課題，

為一般學校與體制內教育提供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的新契機（梁雲霞，2020）。

2019 年以培育終身學習者為主軸的十二年國教課綱，便在各教育階段提倡自

主學習能力與態度的培養，從奠基開始逐漸鼓勵學生嘗試與規劃自主學習，使

其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洪詠善，2020）。 

不論是體制內或是體制外的教育發展脈絡，皆能看見對於學生自主學習

能力的重視，而所謂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就是希望能讓孩子成為主動的學習

者，在人生當中能夠持續學習，以因應未來社會的快速變化，因此自主學習可

說是學生面對未來所需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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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一、「無動力世代」自主學習何去何從 

親子天下（2012）根據其「學習力大調查」報告書指出，約有超過半數的

國中生認為其學習動機並不強烈，且學生學習動機會隨著年紀的增加而逐漸

遞減，更有超過八成之教師認為學生學習動機不足，近六成的學生表示在學校

課程之外，沒有主動學習新知的欲望，更遑論進行自主學習之規劃與行動。在

講求功績主義的社會氛圍影響下，學習往往受到考試所驅動，在學業、考試與

升學等多重壓力下，學生缺乏對於自我學習的掌控權，進而導致其逐漸缺乏學

習之動力，形成了所謂的「無動力世代」、「厭世代」。 

人們對於青春的想像總是光彩奪目，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想像中的美好，在

文化所推崇的主流價值下，學生往往是在師長與家長的規劃下按部就班的「執

行」自己的人生，當主動思考的可能性被剝奪時，反映在學生身上的越來越大

的無力感，彷若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看見未來的樣貌（李家雯，2021）。被

安排好的人生，該如何感到幸福（well-being）？游家權（2020）分析現代青少

年世代普遍缺乏動力與感到迷惘的原因，面對快速變化與競爭激烈的時代，學

習往往被各種安排好的課業和活動所填滿，當學生無法對自我的學習、生活進

行規劃時，便會失去對自我生活的支配感，當生活被沉重壓力所填滿時，進行

自我探索成為一種奢侈的嚮往。 

在現今逐漸關注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改革浪潮下，開始重視學生的自主

學習與探索能力，當學生對自我的學習有更多的掌控權時，其對於未來的迷惘

仍然存在，在 15-18 歲的年齡階段，該如何陪伴這群對於未來感到迷惘的青少

年進行自我探索，並建立相應的制度以協助其進行自主學習顯得尤為重要。 

二、「自由探索」的學校－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 

目前我國教育體制內多為一般型高中，在教育公共化與良好教育品質的

維持方面成效卓越，然而在體制內的學校中，有時受到整體結構、既有規範與

授課壓力的限制下，無法完全滿足每位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當體制內教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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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現有需求時，便會有其他的作法出現，如近年來所推出的實驗教育三法

中的在家自學、機構/團體實驗教育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希冀能透過實驗教

育的管道以符應學生對於學習個人化的期待。 

若將實驗教育與體制內教育劃分於教育光譜的兩端，完全滿足學生需求

的個人化實驗教育處於光譜的一端，而普通型一般高中則處於光譜的另一端，

在時代與科技的日益革新之下，不禁令人反思在個人學習需求的滿足與教育

公共化之間，是否能夠有新的可能性產生？而本研究之個案學校－臺北市立

數位實驗高中（簡稱數位實中）的成立，便是在此背景脈絡下，順應著時代的

趨勢，透過科技的輔助與彈性化制度的配合，利用高品質的線上課程，讓學生

自主學習的門檻能夠降低，嘗試著涵蓋學習光譜中最多數的學生，讓學習者能

夠更容易地進行個人化的自主學習。 

數位實中是一所於 2022 年成立的新型態實驗教育學校，為全國第一所藉

由虛實整合、混成模式進行教學之實驗教育學校，其所主張之核心教育理念為

幫助每位學生探索自我，逐步發展面對未來生活所需具備之能力。為達成此一

目標，該校以「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為辦學理念，期許能夠培育出具「學習

力」、「影響力」與「移動力」的學生，透過數位科技與探究實作的融合，實踐

個別化的深度學習。從數位實中的課程地圖來看，其獨特之處在於以「自我發

展、學科知識、文化社會、畢業專題、個別需求」五大課程模組進行課程規劃，

不同於一般學校將學科知識列為必修課程，在彈性化的課程設計之下，學生能

夠依據自身的需求與生涯發展進行學習規劃，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夠打造屬於

自己的教育模式，成為自主學習的主人，藉此激發學生之潛能並促進其自我實

現（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2023）。 

在此種高度個人化、適性化的新型態實驗教育下，為幫助孩子能夠勇於探

索自我之潛能，相對應的學習輔導機制成為該校能否實踐其獨特教育理念的

重點。當成學生為學習的主動者，學校應該如何提供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相應的

支持，在帶領孩子長出自主學習能力的過程中教師、家長又該如何從旁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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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顯得格外重要。從此種講求高度個人化與適性化的實驗教育為起始，

探討支持自主學習所需的機制，以實驗教育做為教育探索的先驅，了解個案學

校學生在進行自主學習探索的過程中，教師、家長等關係人以何種形式進行互

動，其互動過程中會使用什麼樣的語彙進行交流，而學校又應該如何建構與提

供相對應之陪伴與輔導機制，以回應學校對於讓學生能夠「天賦自由」之教育

理念，滿足學生的自主學習與探索之需求，讓學生能夠成為更好的自己。 

為深入了解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所需之輔導機制，本研究以 Kemmis 等人

（2014）所提出之實踐架構理論（theory of practice architectures）為研究分析

架構。實踐架構理論是一種能夠幫助研究者對實踐進行深入分析與詮釋的理

論框架，若將實踐架構運用於教育研究之中，能夠較深入地探究學習開展歷程

之中不同因素可能對實踐產生的影響與支持其運作的基礎架構。是以，本研究

以實踐架構理論為基礎，透過對個案學校的輔導機制進行探究，以了解個案學

校在學生自主學習開展的歷程之中，以何種組織架構與相對應的機制提供學

生自我發展所需之支持與陪伴，為自主學習所需之輔導支持機制建立定錨點，

並藉由個案學校案例的精緻化，使此種輔導機制能夠為體制內、外的學校教育

做為參考，讓自主學習能有逐漸茁壯與擴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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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學生實踐自主學習歷程中所需支持機制建構與

運作之方式，詳述本研究所欲探討之面向，分述為以下三點： 

一、探討學生自主學習所需之輔導機制與其建構歷程。 

二、以學生學習與生活經驗為出發了解學生自主學習動態歷程與變化。 

三、探究支持學生自主學習與潛能開展之實踐架構。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個案學校如何建構與發展其用以支持學生自主學習之輔導系統？ 

二、個案學校之學生學習輔導系統如何在實踐歷程中支持學生自主學習？ 

三、在支持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歷程中，學生、教師、家長之間以何種形式

進行互動？學校所提供之輔導機制如何回應學生之潛能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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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青少年學習者自我概念發展，說

明社會情意經驗在學習歷程中與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的關係；第二節為自主

學之個人與組織，以學習者為出發，了解自主學習之內涵、面向與外部環境形

塑；第三節為自主學習輔導機制之概述，彙整體制內外教育針對自主學習所提

供之輔導機制；第四節為實踐架構理論介紹，說明實踐架構之內涵與分析要素。 

第一節 青少年學習者自我概念發展 

從個體的發展歷程來看，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有其特殊性存在，為自我概

念發展的關鍵階段，而青少年在自我概念發展的歷程中，對於其所經歷的學習

與生活經驗，不同的學習者在過往經驗的折射下，在成長歷程中會對自我有不

同的感受與理解，進而形成其獨特的自我概念。本節將就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

與社會情意經驗在學生成長歷程中的影響性進行說明。 

壹、社會情意經驗與自我概念發展 

青少年在自我開展的歷程中，個體對於成長經驗的主觀感受有所差異，因

而每個學習者對於學習皆會有不同的體悟、省思與感受，這些個體的主觀經驗

對於青少年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性，將在其成長歷程中不斷的轉化以形成新的

自我概念。 

一、主體性、情緒與社會情意經驗 

在 Vygotsky 的概念中社會情意經驗（perezhivanie）為一種新的心理意識

單位，與情緒（emotion）和主體性（subjectivity）概念相互結合，此三個概念

會在人類關係與人類活動發生的複雜網絡中，形成對於人類心理和個體間密

不可分、生成系統關係的理解（Fleer et al., 2017）。 

主體性代表了一種新的人類生產活動，其雖然為世界的一部分，但無法被

重複製造，因為世界只能夠藉由體驗者的感官鏡頭（lenses）所呈現，Vygotsky

便運用社會情意經驗來捕捉與論述此種概念，主體性在本質上是自我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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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個體在系統內受具體經驗塑造進而產生的主觀感受（Fleer et al., 2017）。 

而情緒則是在與他人互動的社會脈絡中被感受與理解，為原始的表達賦

予意義，在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學生開始發展情緒與習得自我情緒調節

（Fleer et al., 2017）。情緒的發展必須被概念化為人類關係與人類活動發生的

複雜網絡中的一部分，情緒對於社會與文化關係的研究舉足輕重，Vygotsky

（1998）提出的「戲劇性時刻」（dramatic moments）便引入了情緒與情感想像

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戲劇（drama）或危機（crises）為個體發展創

造了條件（March & Fleer, 2017）。而轉捩點（transition points）會創造出戲劇

性的時刻，人在生命歷程中會出現一些轉折（如：學年階段的轉換、學校環境

的轉換等），當轉捩點出現時戲劇性通常隨之發生，此種時刻便能夠幫助洞察

學生的發展與觀察其驅動力來源之所在（Vygotsky, 1998）。 

社會情意經驗做為一種抽象概念，通常可以用來幫助探析社會文化環境

對個體發展過程的影響。藉由社會情意經驗的概念，了解個人「如何」（how）

「成為」（become）自己，當個體對環境的感知進而影響個體的發展時，便會

在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主體（Fleer et al., 2017）。Vygotsky 

（1994）的理論概念將社會情意經驗視為一種心理的折射稜鏡（refracting 

prism），透過折射作用決定了環境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只有被個體主觀的社會

情意經驗所折射的社會環境，才會對個體發展具有影響力與重要性，在相同的

社會環境下，不同個體所感受到的經驗有所不同，通常取決於哪些經驗是被個

體主觀所折射的。 

二、社會情意經驗之定義 

Perezhivanie 的近似翻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為

學習的整全與具體分析提供了立基點，以檢視哪些（which）經驗如何（how）

對個體發展產生重要性意義（Mok, 2017）。Vygotsky 所述的 perezhivanie 所表

達的概念指的是個體「如何體驗某件事」（How I am experiencing something）

或「正在體驗著什麼」（What I am experiencing）（Veresov, 2017）。而 Vasil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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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將 perezhivanie 的概念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內在活動或運作」，意指個

體承受、克服、應對生活中的關鍵事件或危機情況，與個體的人格進行統合，

進而構成發展的重要經驗。 

三、社會情意經驗與學生學習發展 

為了解個體的進步與發展歷程，需要透過社會情意經驗的概念來觀察個

體與環境之間實際的互動作用，以分析個體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人格與態度在

具體情況中的表現（Mok, 2017）。社會情意經驗作為一種概念，讓我們在分析

個體的發展規律時能夠探究環境對於個體心理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以解釋外

在環境如何透過社會情意經驗的折射作用影響個體未來的發展（Vygotsky, 

1994）。 

以教育的角度思考社會情意經驗的理論概念，可以被視為折射每一個社

會互動的稜鏡，教育對於學生的影響並非直接影響，而是透過個體的社會情意

經驗所折射出來的，即便以相同的方式教導學生學習，學生還是會以自己的方

式進行學習，因為學生的學習是透過個體的經驗與對世界的觀點所折射出來

的（Mok, 2017）。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必須重視社會情意經驗作為分析

社會文化環境工具的重要性，藉由此一分析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深化對學生的

洞察力，來確認學生體悟和理解了些什麼，以及他們以何種方式進行學習，從

而提供學生特定的教育，以改進與支持學生學習（Hammer, 2017）。 

貳、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 

青少年時期為個體發展階段的重要時期，除卻生理發展趨於成熟的變化，

青少年在心理與社會等層面亦面臨巨大的轉變，外在的社會與文化對青少年

也會有新的期望、反應與要求，青少年開始被賦予承擔相對的社會責任，從整

體發展歷程觀之，青少年時期是一段嶄新而獨特的人生階段，其對事物抱持著

相當的熱情，在希望中成長茁壯，同時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會面臨無數的挑戰與

挫折（黃德祥，2022），為自我概念發展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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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概念意涵 

「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對於自我（ego）的了解，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對自

我的認識，進而以此認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而青少年在自我概念發

展的過程中由於其發展階段之特性，生理的快速變化與社會心理所面對的壓

力，使其在發展過程中得進行復雜之自我抉擇，並統合各類自我經驗，以形成

複雜的自我系統，而此內在系統會隨著新經驗的發生，不斷的重新建構其對於

自我的了解，形成更加複雜、精緻化的自我彈性組織，幫助青少年能夠面對與

適應更複雜的環境（黃德祥，2000；陳金定，2007）。 

二、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危機 

Erikson（1968）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便是以「自我」的發展為中心思想，

認為個體在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在「自我成長需求」和「社會要求的限

制」會使其在社會適應上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困擾，並將此種心理困擾稱為「發

展危機」（developmental crisis）。 

Erikson 認為不同年齡階段會產生不同性質的心理危機，亦即不同年齡階

段會遇到不同性質的社會適應問題，有賴個體自行學習，從而化解因困難問題

形成的危機，其中青少年時期是人生全程八個階段中最重要關鍵時期，青少年

時期的危機主要產生在自我統合與角色混亂之間，所謂自我統合（或自我同一

性）（self-identity）是指個體嘗試把自己有關的多個層面統合起來，形成自己

覺得協調一致的自我整體，此一心理過程便稱為統合形成（identity formation）。 

對於青少年的自我成長而言，統合形成是一種挑戰，正因自我統合不易，

所以此時期的發展危機稱為「統合危機」，如果此一時期的統合危機得不到化

解，青少年將難免傾向角色混亂（role confusion）以致阻礙其以後的發展（張

春興，2007）。而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危機與發展危機的處理有關，若能妥善

協助青少年處理的發展危機，便能助其克服統合危機，進行自我概念統合並生

成其「自我概念」（黃德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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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影響因素 

Peterson 和 Taylor（1980）認為影響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的因素，如身體

形象、自我形象、自尊與性別角色認定等主要的作用因素，可以劃分為生物因

素與社會文化因素兩大類，各類因素之間也會交互作用，其中的社會文化

（sociocultural）因素是指青少年對於外在社會標準的感知、同儕與父母對自

我期望的反應等，皆會影響其自我概念的發展。 

除生理因素外，在青少年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環境對青少年自我概

念發展亦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而青少年如何在自我概念發展過程中形成對自

我與世界的認識，取決於其在過往的生活中，透過獨特成長經驗的不斷積累，

而形成獨一無二之自我概念。 

參、小結 

本節主要論述社會情意經驗對於青少年學習者自我概念發展的重要性，

青春期為學生自我概念發展的關鍵時期，而不同的學習者受到其社會情意經

驗的影響，在成長的歷程中根據個人主觀對於學習經驗的感受，逐漸產生對於

自我的不同理解，進而生成新的自我概念。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在個案學校強

調讓學生自主探索、潛能發展的創新型態學習模式下，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對

自我產生的認識，最終會生成什麼樣的自我概念，而學生的自我概念是否又能

夠回應個案學校「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的教育理念，成為能夠自主進行探索、

積極投入並為自我學習負責，使天賦得以發光的主動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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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主學習之個人與組織 

近年來國內外教育趨勢皆強調自主學習為學生面對未來所需具備之關鍵

能力，本研究之個案學校亦以創新型態的學習模式，重視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的培養。惟「自主學習」含括範圍廣泛，本節將就自主學習相關文獻進行爬

梳，以釐清自主學習之意涵與重要概念，確立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自主學習相關

面向與定義，並就自主學習環境建構所需之學校組織型態與教師回應性進行

說明。 

壹、自主學習意涵 

自主學習係指學習者自我評估學習需求、設定目標後，據此擬訂計畫與規

劃執行，並且整合應用資源，進行反思與調整，最終分享學習成果之歷程，在

此過程中學習者能夠進行自我探索與生涯定向，成為「學習的主體」的同時，

具備與他人共學的能力，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同理傾聽、溝通協調等人際

互動，進而開展自我、群我，與世界的關係（潘慧玲，2021）。 

與「自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相關的學習理論概念，包括自我調

節學習（self-regulation learning）、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等。梁雲霞（2006）綜整自主學習相關理論，提出關於自主學習的共通假定，

認為具備自主學習能力的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主動地投入在意義形成與

建構的歷程中，並結合 Zimmerman（2001）的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概念，

提出自主應是一種以自我為導向的歷程。透過自我調節以培養學習者在歷程

中轉化自我的心智能力，並根據其需求在過程中對想法、感覺與行動進行調整。

總結來說，自我調節能力涉及個體調節與對自我認知進行監控以達到導向目

標的歷程（吳璧純，2018）。 

「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則是以動機理論為基礎，

其假定人具有天生的好奇心與自我驅動能力，能夠自我激勵追求成功，卻因為

後天因素而轉變為被動、機械化，進而喪失自主的能力（Deci & Ry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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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決定論將學習者的動機區分為由個體內在所產生的「自主動機」

（autonomous）與受外部控制或要求而產生的「控制動機」（controlled 

motivation），而「自主動機」是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在驅動力，會對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產生影響，當自主動機越高時，學生會更加願意嘗試進行自主學習。 

從自主學習之意涵與其基礎學理觀之，可見自主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主

體，在學習開展的過程中，學生能夠自主訂定學習目標與策略規劃，並主動對

學習策略進行管理與相關資源之應用，時常保持自我監控、自我回饋，適時對

學習進程進行調整（梁雲霞，2006），而自主學習的驅動力來源受學習者動機

所影響，當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能夠根據自身需求進行學習規劃與調整時，

在此歷程中學生便會逐漸生成對於學習的擁有感與自主學習的能動性。 

Zimmerman（2001）將自主學習整體歷程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為預

想階段（forethought phase）、表現階段（performance phase）與自我反思階段

（self-reflection）。自主學習歷程以「學習者」為起始，學習者會對自我的學習

加以思考與分析，並根據其對自身的了解來訂定學習的目標與進行策略規劃；

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會就前一階段所訂定的目標，透過學習策略的運用，觀察

自我的學習投入情形，適時的進行自我管理；最終評估學習成果是否達到預期

之標準，適當的進行省思與回饋以維持學習動機，使學習得以持續開展

（Zimmerman, 2001; Zimmerman & Moylan, 2009）。 

因自主學習為相對抽象的概念，從自主學習階段性的角度來看，首先需要

根據其對於自身的了解進行學習選擇，在學習投入與意義建構的過程中，能夠

運用策略進行自我管理，保持對於學習的熱誠與動力，為使本研究所探討之自

主學習概念能夠更為聚焦，下就自主學習歷程中的「策略規劃」、「歷程監控」、

「持續投入」三個面向，加以深入詮釋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自主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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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主學習之詮釋 

一、自主性與負責任的策略規劃 

自主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其自主性（autonomy）為學習歷程開展之

關鍵。Morris（2019）認為自主學習是一種個人化、具有目的性與逐漸開展的

學習過程，強調個人的自主性、自我選擇與自我實現，學習者被視為能夠自主

進行抉擇的個體，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以達成目標與自我實現，具有獨特且

無限的成長潛能。學習者的自主性展現於學習者能夠自我訂定學習的目標，進

行學習規劃以選擇適切的學習策略與資源，在與自我監控與評估的歷程中逐

漸發展（Reinder, 2010）。而 Brandt（2020）亦提及自主學習的關鍵在於學生具

有自主能動性，同時具備選擇與面對挑戰的能力，能夠根據自我的學習需求進

行診斷，設定相應的學習目標，並能為自己的選擇與行為負責。 

研究者綜整上述重要概念，本研究將自主學習的策略規劃定義為學習者

在自主學習歷程的初始，能夠自我學習進行選擇與規劃，透過對自我的需求進

行評估，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進一步分析學習的任務，針對學習範圍、學習

方向、學習方法提出初步的構想與選擇方案，為自主學習的後續執行立定基礎，

並能夠為自己的學習選擇負起相應的責任。 

二、系統性與組織化的歷程監控 

龐維國（2001）認為自主學習者需要能夠掌握學習的策略，在學習歷程中

對自我進行管理與監控，當學生獨立進行自主學習時，面對學習任務需要具備

一定的學習策略，在學習的過程中善加運用，時刻對自我學習進行調整，方能

確保學習能夠獲得良好的成效。 

而 Zimmerman 與 Martinez-Pons（1986）提出的自主學習策略模型將自主

學習策略分為自我評估、組織與轉化、目標設定與規劃、尋求資訊、持續記錄

與管控、環境建構、自我後果、反覆練習與記憶、尋求社會性支持、反覆閱讀

紀錄。Effeney 等人（2013）就此策略模型詳述各種自主學習策略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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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自主學習策略模型 

學習策略 定義 

自我評估 

(self-evaluation) 
學生主動對其學習過程與成果進行評估。 

組織與轉化

(organizing and 

transforming) 

學生自發對教材進行調整以提升學習成效。 

目標設定與規劃

(goal-setting and 

planning) 

學生訂定學習主要目標或次要目標。 

就優先次序、時間與達成目標所需完成之學習活動

進行規劃。 

尋求資訊 

(seeking 

information) 

學生主動找尋更多達成學習任務所需之資訊與資

源。 

持續記錄與管控

(keeping records and 

monitoring) 

學生主動就學習事件或成果進行記錄。 

環境建構

(environmental 

structuring) 

學生自主選擇或安排有利於學習的環境。 

自我後果 

(self-consequences) 

學生就學習成果的成敗，先行想像或安排相對應的

自我獎勵或懲罰。 

反覆練習與記憶

（rehearsing and 

memorizing） 

學生努力透過明顯或含蓄的反覆練習以增進對於學

習教材的記憶。 

尋求社會性支持

(seeking social 

assistance) 

學生主動向同儕、教師與其他成人尋求學習協助。 

反覆閱讀紀錄

(reviewing records) 

學生自發性重複閱讀筆記、教科書或使用其他多媒

體/網絡資源為學習進行準備。 

註：引自 “Self-Regulated Learning: Key strategies and their sources in a sample of 

adolescent males,” by Effeney, G., Carroll, A., & Bahr, N., 2013,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3,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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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之自主學習策略，本研究將自主學習的歷程監控定義為學習者

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做為主動的學習者，自發性的訂定的學習目標，規劃相

應的學習計畫、妥善安排學習時間與進度、選擇與尋求適切的資源與外部支持，

就學習歷程進行紀錄與反思，不斷的評估、調整與改進學習策略，系統性的組

織與管理學習，以提升學習效能並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果。 

三、能動性與高效能的持續投入 

自主學習與學習者的內在動機有相當大的關連性，當其缺乏主動學習的

驅動力，學生便不可能自主性的訂定學習目標、啟動學習歷程與維持自主學習

之開展。因此，自主學習的內在動機是促進與維持自主學習的重要關鍵 Pintrich 

（1999），Schunk 與 Zimmerman（2008）提及自主學習動機相關的概念包括自

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beliefs）、價值信念（task value beliefs）、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s）等。 

自我效能是指學生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學習任務的判斷（Bandura, 

1986），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較願意嘗試學習新的事物，亦較能對學習進行計

劃、管理與調節。Eccles（1983）認為學習者的價值信念包括個人對學習任務

重要性的感知、對於學習任務的興趣，以及對任務達成後帶來的效益與價值的

感知，當學習者認為學習任務有趣、重要且有用時，學生更有可能自主運用相

應的學習策略。目標導向則是指當學生以提升自我學習做為目標，那麼學習者

將更有可能繼續從事各項學習任務，以提高自我的學習與理解能力（Pintrich, 

2000）。 

綜整上述與促進自主學習相關之動機概念，本研究將自主學習的持續投

入定義為學習者自身對於學習具有內在動機，而其對於學習活動的喜好、傾向

和興趣都會影響學生對自主學習的投入與能動性，當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

於學習抱持著較高的自我效能感、價值信念與學習興趣時，便能夠增強其於學

習中的投入與動能，深化學習者對於學習的情感投入，進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能夠持續性地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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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除了學習者本身在學習過程中所進行的策略規劃、歷程監控與

持續投入等個人層面外，外部的環境亦會對學習者的自主學習成效產生影響，

當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時，學校內的組織型態與教師能否回應學生不斷變

化的學習需求亦顯得格外重要（趙鏡中，2010）。因此，以下將就圍繞著學習

者的外部層面為出發，探討形塑自主學習環境之組織型態與教師多元回應性。 

參、自主學習的外部環境形塑 

一、學習型組織型態 

學習者的自主學習受到外在學習環境的影響，以學校的組織型態而言，信

任與支持的學習型組織文化是支持學習者在自主學習歷程中能夠持續向前邁

進的重要基礎（洪詠善，2020）。學習型組織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彼得．聖

吉（Peter M. Senge）在其著作《第五項修練》中所提出，強調學習為每個人與

生俱來便擁有的能力，透過建立不斷創新與進步的學習型組織，能夠讓組織內

的成員突破原有的能力上限，以全新、具有前瞻性的思維模式，在一同學習如

何學習的過程中，實現組織的共同願景（Peter M. Senge，1990/2019）。自主學

習的環境建立仰賴系統內所有成員的共同投入，因此除了學習者本身以外，從

組織層面觀之，由校內的教師、行政人員與領導者所共築的學習型組織文化，

在引導學校成員對學校願景的共同實踐時，間接地成為學生能否落實自主學

習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教師多元回應性與成長型思維 

而自主學習強調讓學習者能夠在既有的學習框架之外，以符合學生學習

需求的方式，彈性地規劃與實踐自我的學習，其中教師為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

的重要影響角色，為支持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相應地對於教師回應學生的學習

需求有更多元面向的要求。 

多元化的學習需求所反映出的是學生過往不同的學習背景，所呈現出多

樣化的學習樣態，具有「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的能

力的教師，能夠細緻地覺察學生的不同需求，並對於學生的不同學習型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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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為學生搭建適合的鷹架與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持（李雪菱，2020）。而

Dweck（2006）所提出成長型思維模式（growth mindset）的概念，則指出當學

習者擁有成長型的思維模式時，將更願意進行不同的學習嘗試與挑戰。因此教

師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在面對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所產生的不同需求時，將能

夠不斷地精進自我以提供學生適切的引導與支持（蔡進雄，2018）。 

是以，欲建構能夠支持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外在環境，教師在陪伴學生成

長的歷程中，多元化的回應能力與成長型的思維模式至關重要，教師在與學生

互動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調適與學習成長，有助於教師在面對學生不同樣態

的學習型態與需求時，能以適切的方式回應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需求。 

肆、小結 

本節主要就自主學習之意涵與面向進行說明與詮釋，根據相關文獻的爬

梳與整理，從自主學習的階段性來看自主學習的整體歷程，本研究所定義之自

主學習，可以從自主學習的策略規劃、歷程監控與持續投入三種不同的面向觀

之，以策略規劃為自主學習歷程的起始，學習者能夠自主性地根據自身的學習

需求進行評估、訂定相應的學習目標，進而對學習任務進行分析與策略規劃，

成為能夠為自我學習負責的主動學習者；在自主學習的歷程中，學習者會對自

我的學習歷程進行監控，就學習進行評估與調整，適時地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

並透過不同學習策略的運用，加以管理自我的學習；而學習者的自我效能感、

價值信念與學習興趣，則是影響自主學習能否持續投入與開展的重要因素。 

在自主學習開展的歷程中，學生會與自我的內在省思、與他人的互動間，

透過生命經驗（社會情意經驗）的折射，逐漸形構出對自我的不同理解，進而

產生不同於以往的自我概念。而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除了學習者的

個人層面外，外部的學校組織型態與教師的多元回應性亦為支持學生自主學

習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針對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需有相應的輔導支持機

制，因此下一節次將就自主學習的輔導機制進行說明，以深入了解不同教育體

制就自主學習所提供之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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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在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過程中，教師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人

物，發揮重要的「引導」作用，從學習的角度、心理的角度與整體性的角度來

看，教師在促進自主學習的歷程中扮演著多元的角色（潘慧玲，2021）。而在

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輔導資源的準備應優先於課務的準備（丁志仁，

2021），並應依循特定之教育理念建立相應之輔導機制。因此，本節將就國內

外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進行梳理，以了解不同教育體制如何提供學生自主學

習相關支持。 

壹、自主學習輔導 

黃德祥（2000）指出學生輔導之重點在於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接納自我、

肯定自我與充分發展自我，並助其解決生活、學習與生涯問題以達到適應、成

長、發展。而學生輔導大致可分為學習輔導、生涯輔導與生活輔導三種類型，

其中學習輔導係指關注學生身心發展特徵，以提供適性化之教學與評量模式，

其促進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學習動機之維持，使其在學習過程中能夠進行自我

探索；生涯輔導包含讓學生能夠了解學習內容與相關職業、自我生涯之關聯，

協助其進行生涯探索與確立生涯發展方向；生活輔導則是指透過觀察學生與

師長、同儕之互動，引導其了解與他人互動之人際模式，並協助學生解決生活

層面的問題（陳金定，2007）。 

一、體制內學校之自主學習輔導 

從一般體制內高中的自主學習輔導系統觀之，綜整我國各縣市高中之選

課輔導手冊（景美女中 111 選課輔導手冊，頁 46，2022；台中一中 111 年選

課輔導手冊，頁 313，2022；高雄女中 111 課程諮詢手冊，頁 74，2022；花蓮

高中 110 學年度選課輔導手冊，頁 66，2022；馬公高中 111 學年度選課輔導

手冊，頁 25，2022）可見，一般體制內學校於對於自主學習之輔導，大致上

由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輔導教師、導師與課程諮詢師三個教師角色負責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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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自主學習歷程之相關支持，下就三者於相應規範中所列之工作職責分

述如下： 

（一）專任輔導教師職責 

根據《學生輔導法》（2014）之規定，為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

學校應設立專責之輔導單位或專責人員，負責學生輔導之工作，並蒐集學生輔

導所需相關資料，進行學生智力、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就學生興趣成就

及志願進行調查，提供相應之輔導與諮商支持。 

（二）導師職責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2012）

之規定，導師的工作職責與範圍包括處理班級事務與班級經營，就學生之生活、

學習、生涯、品行及身心健康，提供教育與輔導，並保持親師間之溝通與家庭

聯繫，協助處理學生相關事務。 

（三）課程諮詢師職責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2018）之規定，課程諮詢

師之工作職責包括協助學校編輯選課輔導手冊，與學生、家長與校內教師說明

學校課程計畫，參考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以提供學生團體個別形式之諮詢，

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驗結

果輔導後，提供個別之課程諮詢，並將課程諮詢紀錄登載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藉由我國體制內學校學生輔導相關教師角色工作職責之彙整，可得知體

制內學校提供學生之自主學習輔導支持，通常係由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輔教師

導協助學生使用工具（如：職涯規劃表、興趣量表等）進行自我探索，以助學

生了解自我興趣之所在，並就其發展性向給予協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導師則

主要負責協助學生面對學習與高中生活，處理家庭、班級與個人困擾。至於課

程諮詢師則多為學生解答對於課程與選課方向的疑慮。 

二、我國體制外教育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實驗教育之特色在於較能提供學生彈性化、適性化與個人化之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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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的實驗教育學校/機構皆有其獨特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下就國內體

制外教育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之支持機制綜整如下： 

（一）無界塾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成立於 2015 年的無界塾實驗教育機構（BTS）為一所強調以學生本位為

辦學理念的實驗教育機構，其強調以學生中心，透過能力本位的差異化教學，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學習、團隊合作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無界塾，2023）。

無界塾副塾長曲智鑛（2021）說明無界塾所採用之學習輔導機制為 Mentor-

Mentee 制度，其以學生需求為出發，並融合特教與輔導老師的工作概念，以

個案為導向，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固定之導師（mentor）支持，陪伴學生學習以

提升學生學習的穩定性。無界塾的每個學生都有他們專屬的導師，每位教師相

應會分配到幾位認輔的導生（mentee），導師與導生之間每週都會進行師生晤

談，以了解學生在學習、學校生活、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的狀態。導師會根據

晤談之內容撰寫晤談記錄，以協助教師進行反思與深化，透過晤談紀錄之深化，

導師能夠對於影響學生之重要經歷有不同層次的理解。此外，導師每學期也會

針對學生整體的學習狀況與家長進行討論，一同凝聚親師生三者之間的關係。 

（二）種籽實小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成立於 1994 年的新北市私立種籽親子實驗小學（簡稱種籽實小）為台灣

第一所以自主學習為辦學理念之實驗教育學校。為回應其強調學生自主探索

之課程與學期模式，其採用「自選導師制」以支持學生之自主學習，導師制度

是在自主學習歷程中陪伴孩子的重要設計，因導師是對學生個性與人格特質

最了解的人，負責幫助學生了解自我、進行學科選課計畫、與學科老師協調學

生學習進度，並與家長溝通學生的學習與人格成長情形。種籽實小的學生有自

選導師的權利，除新生入學的第一學期外，學生可以在了解不同的導師風格後，

依據志願圈選導師，選擇留在與自己個性相合的導師班上。期初時導師會與學

生一同設計與布置專屬的「導師室」，在師生共有的空間中進行對談，從心（內

在信念）、手（生活中的態度與意志）、腦（面對學習所需的裝備）、腳（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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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理解與開創）四個向度陪伴孩子認識自己、學習在團體中生活、保持穩定

的學習狀態與同儕維持良好的夥伴關係（種籽實小，2023）。 

（三）赤皮仔自學團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赤皮仔自學團為 2017 年創立之自學團體，以「自主學習、團隊合作、生

活能力、對外連結」為課程核心發展藍圖，透過「發想、計畫、執行與修正」

四階段，讓學生能夠透過一次次的練習，逐步培養其自主學習能力，亦強調教

師在自主學習中陪伴與協助的角色，讓學生能夠對自我進行探索，並找尋成長

的路徑（李文旗、鄭婉琪，2017）。  

在自主學習的歷程中，赤皮仔自學團以「導師課時間」的規劃協助學生進

行學習輔導。導師課時間分為團體進行與個別會談兩種方式，在團體課程將會

安排溝通、自我探索等主題，讓學生透過團體活動練習自我覺察與他人和社會

的對話，讓學生對自己與他人有更多的覺察、對話和了解，除此之外，導師亦

會安排與學生個別會談，透過一對一的深入傾聽與陪伴，與學生建立安全與信

任關係，培養彼此共同合作默契。導師針對學生的學習狀況，會定期與授課教

師溝通，並與家長保持聯繫，針對孩子的狀況相互討論與溝通（李文旗、鄭婉

琪，2017）。 

三、國外數位實驗學校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因本研究之個案學校──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是一所以線上結合實體、

虛實混成模式進行教學之實驗教育學校，其於創校籌備時期之「臺北市數位實

驗高級中等學校實驗教育計畫」中便提及其特殊之學習型態與日本的 N 高校、

美國的史丹佛線上高中（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有所相似，皆為強調透過

資訊科技與數位工具之輔助學習之數位實驗學校，以下就此二所國外之數位

實驗學校所提供之輔導之制進行說明，以了解其在創新型態之學習模式下，以

何種機制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相關之支持。 

（一）N 高校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N 高校為角川多玩國公司網路娛樂公司 Dwango 於 2014 年共同創辦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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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制高中，其中的 N 代表 Net（網路）、New（新式）與 Necessary（必要的），

該校強調透過 IT 技術的輔助，打破以往固有之學習場域，讓學生能夠運用網

路進行學習（施逸筠，2022a）。而 N 高校所提供學生之學習輔導機制為「導

師支持」（メンターサポート）制度，透過導師制度以支持學生的學習與學校

生活，每位學生都有多位支持其學習與生涯發展的教師，透過通訊軟體與視訊

等方式，從升學、留學、就業等領域，由多位專責的老師提供協助，共同提供

一位學生多種不同面向的協助，根據學生的諮詢內容安排最適合的導師，包括

進行學習狀態與學習進度的確認、生活指導與個人面談等，學生和導師間會定

期進行個人面談，和學生們的諮詢紀錄、聯絡內容，都會被記錄下來，讓導師

團隊裡的每個成員，都能即時掌握學生狀況，在親、師、生三方則是共同晤談

的方式，就學生學習、生活與生涯發展狀況進行討論（N 高校，2023；施逸筠，

2022b）。 

（二）史丹佛線上高中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 

史丹佛線上高中（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創立於 2006 年，為史丹佛

大學透過線上研討會（seminar）形式所組成的線上高中，為美國第一所能夠頒

發合法高中學歷之教育科技學校（林竹芸，2018）。而其用以陪伴學生進行線

上學習之支持機制，主要是透過「專家（specialist）與諮詢師（advisor）」以針

對學生的能力、學習目標與需求提供支持，以促進學生的學業、社會情緒與個

體發展。主要提供的學習支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大學招生入學：設立大學升

學諮詢辦公室，鼓勵學生探索自我的興趣、發展各種可能性與管理升學的申請，

支持學生選擇最適合的大學；學業諮詢：每學年學業諮詢師都會和學生就個人

課表進行討論，以及和學生家長一同就學生的學習課程安排、升學志向進行討

論，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歷程，以促進學生獲得良好的學業成就；寫作與指導：

創建強大的學術社群，透過實驗室、工作坊和同儕指導的形式，支持學生跨學

科的學術成就；社會情緒（SEL）發展：每年進行年度調查與訪談，以確保提

供之學習能夠滿足學生的需求（史丹佛線上高中，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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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別就我國之體制內學校與體制外教育就學生自主學習所提供之輔

導制度進行介紹，同時參考國外兩所數位高中之學生輔導制度，以進一步了解

新型態的學習模式下，可以採用何種機制協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下就上述之

自主學習輔導制度彙整為表 2-2，以綜整不同學校/教育型態用以支持學生自主

學習開展之機制與制度規劃面向。 

 

 

 

表 2-2 

自主學習輔導制度彙整表 

學校/機構名稱 
自主學習 

輔導制度概述 
重要輔導機制 制度規劃面向 

一般體制內高中 

分別由專任輔導

教師/生涯輔導教

師、導師與課程

諮詢師就學生之

生涯輔導、生活

輔導與學習輔導

提供支持。 

學習歷程追蹤 專責分工 

無界塾 

每位學生有專屬

的導師，透過定

期晤談以了解學

生的學習、學校

生活、人際關係

與家庭生活狀

態。 

定期晤談 

晤談紀錄追蹤 

專屬導師 

晤談追蹤 

種籽實小 

由學生自選適合

的導師，主要負

責追蹤學生之學 

習與人格成長情

形。透過導師室、

導師時間的規劃，

提供學生自主學

習輔導支持。 

學生自選導師 

師生共同導師室 

每日導師課時間 

專屬導師 

共同空間 

導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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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機構名稱 
自主學習 

輔導制度概述 
重要輔導機制 制度規劃面向 

赤皮仔自學團 

透過導師課時間，

分別進行團體與

個別晤談，以建立

學生與他人的互

動關係與提供深

度陪伴。 

團體或個人晤談 

導師課時間 

專屬導師 

晤談追蹤 

導師時間 

N 高校 

從升學、留學、

就業等不同領

域，由多位專責

導師提供學生不

同需求面向的協

助，根據學生諮

詢內容安排最適

合的導師，以支

持學生學習。 

定期晤談 

領域專家導師 

晤談追蹤 

領域導師 

導師團隊 

史丹佛線上高中 

就大學升學諮

詢、個人學業規

劃、學生學習近

況追蹤與跨學科

學術成就、社會

情緒發展分別提

供專業支持。 

學業諮詢師 

年度調查與訪談 

升學諮詢辦公室 

專屬導師 

晤談追蹤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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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結 

本節分別就一般體制內高中之自主學習輔導機制、國內外體制外教育之

自主學習輔導機制進行介紹，從輔導類型觀之，不論體制內外皆包含學習、生

涯與生活輔導三大面向，而在輔導形式上，體制外學校/實驗教育機構的輔導

機制較為多元，從專屬導師的安排、晤談記錄的追蹤、輔導團隊的支援與共同

時間、空間的規劃等面向可見，在學生學習成長的過程中輔導機制存在多種型

態與樣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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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踐架構理論 

為探究支持學生自主學習開展之輔導機制，本研究以實踐架構理論為基

礎進行分析，以了解個案學校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如何進行組織與建構，進一

步釐清在此架構之中，不同實踐者於場域之中的互動關係，如何幫助學生在自

主學習的歷程中，能夠逐漸形塑出符合學校教育願景之自我概念。以下將就實

踐架構理論之內涵與分析要素進行說明，以釐清實踐元素與實踐安排在場域

中如何交織以形成實踐架構。 

壹、實踐架構論內涵 

實踐架構理論（theory of practice architectures）是當代社會對於實踐的一

種詮釋途徑，用以說明實踐是由何所組成、如何形成與被其場域中既有的安排

所塑造。因其對於實踐的基本關注與其他實踐理論有所關聯，所以也可以將其

視為是一種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實踐架構理論與其他實踐理論雖有共

通的基礎與相似之處，然而在某些面向，實踐架構理論強調的是透過「將實踐

理論問題化」，並提供一種獨特的本體論（ontology）觀點。從本體論來看待實

踐時，研究者所關心的是「實踐中的具體內容和行為」，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

組織如何安排使得實踐能夠發生，實踐是如何進行轉化進而產生變革，與其可

能在怎樣的場域（site）開展，以幫助我們理解「何謂實踐」、「實踐如何形成

和中介」與「實踐之間如何相互影響」（Mohan et al., 2017）。 

實踐架構理論近年在教育領域中的應用逐漸增加，應用此理論進行的教

育研究主題多元，切入的研究角度亦有所不同，如在幼兒教育領域中，Salamon

等人（2016）以實踐架構理論來分析整體外在環境脈絡對於幼教工作者所形構

出的實踐架構，而 Rönnerman 等人（2018）則是以教師領導者的觀點，探討幼

兒教育中層領導的實踐架構。其他較為特別的主題，如：Rönnerman 與 Kemmis 

（2016）研究高等教育課程實踐架構與博士候選人學術實踐間的關係，以及

Niemi 與 Loukomies（2021）以教師視角探討學生參與的實踐架構，皆顯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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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架構理論的廣泛應用性。惟實踐架構理論目前在國內仍屬於較新穎的理

論，目前研究者所能找尋到與實踐架構理論相關的論文或研究僅有兩篇，分別

為郭重吉（2018）以實踐理論探討教學實踐模型的發展與應用、賴彥全（2022）

以實踐架構探討高中中層領導於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歷程的研究，實踐架構

理論目前在國內教育領域的應用正開始萌芽，尚待更多研究者更進一步的運

用此理論進行探索與研究。 

一、實踐架構理論之功能性 

對於教育與專業實踐而言，實踐架構理論是一種理論性、分析性與轉化性

的資源，可以提供實踐者（practitioners）和研究人員做為探究實踐運作歷程之

參考，詳述實踐架構之功能性如下（Mahon et al., 2017）： 

（一）理解教育和專業實踐的理論資源 

實踐架構理論作為一種「理論資源」提供了一種容易理解、簡潔扼要的語

言/方式來詮釋或描述真實世界。實踐架構理論能夠描繪實踐之間複雜的關係

與安排，幫助我們以簡潔扼要、整體性的方式說明實踐和實踐架構間如何相互

關聯與依存。 

（二）揭示實踐在特定條件如何開展與受限的分析資源 

實踐架構理論作為一種分析資源，能夠幫助我們辨別實踐與安排在實際

經驗之間的連結，用來分析「場域中實際發生的事」、「辨別哪些安排促成場域

之內某種特定實踐的產生」或「以場域為本形塑出不同的實踐樣態」。 

（三）找尋改變教育專業與實踐方法的轉型資源 

實踐架構理論亦是一種轉化資源，以場域為本進行開展，提供教育改革與

專業實踐的途徑。運用實踐架構理論在場域實踐的過程中進行分析，能夠幫助

我們確認達成任務需要哪些工具，或是在持續性的教育變革工作中，能使教育

專業實踐的轉化更為普及。讓實踐者能夠以目前的場域條件和環境為主，思考

在目前的框架下應該如何進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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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元素 

實踐架構理論將實踐視為一種社會所建立的人類合作活動，當中存在不

同的實踐元素，包括言談（saying）和理解形式、作為（doing）模式，以及人

與他人、人與世界之間彼此相互產生關係（relating）與影響的方式（Kemmis 

et al., 2014）。 

 

圖 2-1 

實踐元素循環圖 

           

註：翻譯自 Changing Practices, Changing Education (p.33), by Kemmis, S., 

Wilkinson, J., Edwards-Groves, C., Hardy, I., Grootenboer, P., & Bristol, L., 

2014, Springer. 

 

透過特定相關的言談、作為和關係，使我們得以了解這些實踐元素在實踐

參與者追求其實踐方案（project）的過程中是以何種特定的方式連貫地串接在

一起，以激發實踐者的行為意圖，使其在實踐過程中採取特定的行為模式，並

在言談、作為與關係三種元素的交互影響下，透過實踐以達成其目的（Kemmis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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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架構安排 

實踐架構理論認為實踐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實踐會在環境與條件之下，

在特定的場域、時空與歷史之中發生，且實踐具有「社會性」和「情境性」，

不單單只受到個人經驗、意圖、慣習和行為的影響，也在主體間藉由特定實踐

場域中所帶來或既有的安排（arrangement）所形塑。由文化－話語、物質－經

濟和社會－政治安排，所共同形塑出的特定實踐被稱為「實踐架構」，關於三

種安排之內涵詳述如下（Kemmis et al., 2014）： 

（一） 文化－話語安排（Cultural-discursive arrangements）： 

透過文化話語安排能夠使特定的話語能夠成為實踐的資源，如實踐中

所使用與實踐相關的語言和對話，能夠促成/限制在實踐過程中所表現

出來的言談（saying）與思維。 

（二） 物質－經濟安排（Material-economic arrangements）： 

透過物理環境、財政資源、資金調度、人力/非人力、時刻表、勞動分

工等物質經濟安排以進行資源的分配，而作為（doing）的形塑會受到

這些時間、空間、人員等物質因素的影響。 

（三） 社會－政治安排（Social-political arrangements）： 

透過組織規章、社會凝聚力、階級、社區、家庭與組織關係等社會政治

資源安排，以構成人們在實踐中如何與他人 /其他客體產生關係

（relating）與互動的方式，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而促成實

踐的發生或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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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實踐架構理論 

實踐歷程中的實踐元素 

交互主體空間 

/媒介 

促成或限制實踐開展 

的實踐架構 

實踐者的「言談」

（saying） 

與思考（thinking） 

 

【認知層次】 

 文化-話語安排 

（Cultural-discursive 

arrangements） 

 

(如:語言、想法) 

實踐者的「作為」

（doing） 

 

【心理活動層次】 

 物質-經濟安排 

（Material-economic 

arrangements） 

 

(如:物品、空間) 

實踐者的「關係」

（relating） 

 

【情感層次】 

 社會-政治安排 

（Social-political 

arrangements） 

 

(如:人際關係) 

實踐元素與實踐者的傾

向（慣習）會在實踐方

案（project）中交織。 

 實踐安排以獨特的方式 

與實踐場域、實踐傳統 

相互交織。 

註：翻譯自 Changing Practices, Changing Education (p.38), by Kemmis, S., 

Wilkinson, J., Edwards-Groves, C., Hardy, I., Grootenboer, P., & Bristol, L., 

2014, Springer. 

 

 

 

 

在「語意空間」中 

以語言為媒介 

在「物理時空」中 

以活動、工作為媒介 

在「社會空間」中 

以權力、團結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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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結 

實踐架構理論強調對於實踐場域中實踐參與者與他人互動過程中的言談、

作為與關係進行探究，並了解場域中既有或由實踐參與者所帶入場域中的實

踐安排，如何形塑出特有的文化－話語、物質－經濟、社會－政治等安排，而

這些安排亦會再次循環，影響實踐中可能產生的實踐元素。在實踐架構理論中，

實踐參與者和實踐安排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交織、相輔生成的，且具有一定程度

的動態性，在實踐開展的歷程中將會不斷的演化，以達成實踐方案（project）

所述「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目標（Kemmis et al., 2014）。 

 本研究選以實踐架構做為研究分析理論的原因在於其不但能就實踐場域

中行動者所說的話語、行為與關係進行深入的探究，更能夠分析實踐發生背後

的組織結構是如何產生的，以本個案的研究學校而言，因數位實中是一所創新

的實驗學校，在學習與教學模式上都賦予學生較高的自由度，在此種新穎的學

習型態下，教師、學生與家長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學校所提供用以支持學生

學習的系統架構，便是影響學生學習實踐的關鍵，因此本研究運用實踐架構理

論，加以分析個案學校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於系統運作歷程中的實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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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因本研究中所包含之概念層次較多且具複雜性，下以圖示化的方式說明

本研究中各概念之間關聯： 

 

圖 2-2 

研究概念關聯架構圖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文獻探討章節中各節次所述之概念，本研究以個案學校學生的自主

學習歷程為起始，探討學生如何就個人學習需求、傾向，自發性地進行學習選

擇與目標訂定，規劃相應之學習計畫，在學習歷程中對學習加以評估與調整，

選擇適當的學習策略，以管理自我學習之成效，並維持學生對於自主學習之效

能感與價值信念，驅使其以目標導向進行學習，從個人與組織的不同層次，強

化學習者的學習動能與外部環境對學生多元需求的回應性，進而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能夠持續性地開展。 

而在自主學習歷程中，個別學生對學習、生活經驗的感受會受到社會情意

經驗的折射，形成不同的主觀體悟，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不斷地對自我進

行探究，形成不同於以往的自我理解。在此過程中，個案學校如何透過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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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輔導系統的建構，讓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不同關係人，在言談、作為與關

係的交織之下，提供學生潛能發展所需之支持、陪伴學生在自我概念生成的動

態歷程中，生成新的自我概念。 

而以學生的自我概念整體來看，是否又能回應個案學校「廣闊探索、天賦

自由」之辦學理念，使其成為能夠自主進行探索、積極投入並為自我學習負責，

使天賦得以發光的主動學習者，為本研究所欲探究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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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之歷程，為深入了解個案

學校支持學生自主學習開展之組織建構，與場域中相關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關

係，對學生自主學習歷程與自我概念形成可能產生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個案研

究取徑，並透過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研究所需資料。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首先確立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節就個

案學校之背景與研究對象選擇標準進行介紹；第三節為研究流程與資料處理，

說明資料之蒐集流程與分析方式；第四節為確保研究信實度之方法；第五節為

研究倫理之基本原則，最後則為本研究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為一種個別、深度、描繪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以事實蒐集、精密

診斷、適當處理與正確紀錄為研究步驟，透過對個案的深入了解，來探究其與

全體的相同與差異（潘淑滿，2022）。對於了解複雜社會現象的渴望，能夠透

過個案研究使其保持實際生活世界的整體性和有意義的特徵，在真實的背景

脈絡下，就當時所發生的現象進行研究，而個案研究在研究設計上可分為單一

個案（single-case）與多重個案（multiple-case）兩種類型，因應教育與學習目

的所發展的研究通常採取單一個案進行研究（Yin, 1994）。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上 Dunlap 與 Kern（1997）指出單一個案研究的分析方法能夠為個別學生建立

教育實務，有助於教育工作者設計個別化的教育和提供學生支持（引自鈕文英、

吳裕益，2015）。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所創新型態的實驗教育學校（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

在其強調自主學習與促進學生潛能開展的教育理念下，如何在學生自由探索

與發展的歷程中，提供相對應的學習輔導支持機制，以陪伴學生在高度個人化、

適性化與彈性化的學習模式中，能夠在特定專長領域有所專精並開展自我之



38 

潛能。為探究本研究個案學校之學生輔導系統如何提供學生探索學習所需之

支持，與學生在自主學習的動態歷程中，其自我概念發展在社會情意經驗的影

響下生成何種獨特之自我概念，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探究個案學校學生

成長輔導系統建構之歷程，與其支持實踐開展之組織架構，並深入描繪學生在

學習歷程中的發展與自我概念的變化。 

貳、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觀察與文件分析方式，進行研究資料蒐集，下

就不同類型資料在本研究中的蒐集方式進行說明： 

一、訪談 

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之一，在訪談之中，研究者與受訪

者保持相互尊重與平等的關係，進行雙向的溝通與對話，使研究者能夠對特定

的對象蒐集有關的研究資料，以形成對複雜研究現象的整全瞭解（潘淑滿，

2022）。而訪談法依據訪談問題的設計，可進一步劃分為開放式訪談、半結構

式訪談與結構式訪談三種類型。其中「半結構式」訪談相較於結構式訪談或開

放式訪談能夠更清楚地表達出受訪者自身的主觀觀點，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的

設計讓受訪者的回答具有一定程度開放性的同時，亦能回應研究所欲探究之

問題，提供研究者接觸個人經驗世界的管道（Flick，1998/2007）。 

本研究所採用之訪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研究者預先告知受訪者研究

與訪談相關資訊，與受訪者約定可行時間後，於學校或指定地點進行訪談，研

究訪談開始前，事先告知研究過程中採用錄音的方式做為研究資料蒐集過程

之輔助，待獲得受訪者參與研究之知情同意後，方開始進行正式訪談。 

二、觀察 

觀察法可應用於研究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經由研究者進入場域中進行

觀察，能夠就特定事件的發展過程、人際之間與事件之間的關係、人們和事件

的組織，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脈絡等議題進行研究，透過觀察記錄加以描述研

究場域中事件的演化脈絡與利害關係人於其中的互動關係（黃瑞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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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採用參與觀察的方式，就個案學校的學習輔導會議進行觀察，以了

解不同教師角色在學生輔導系統中的互動情形。 

撰寫觀察記錄作為資料蒐集之方式，通常是開放式、結構鬆散的紀錄，做

為一種將事件再現（representing）的方式，透過觀察紀錄對事件進行詮釋，並

加以辨別哪些事件是顯著重要且對研究是有意義的（Gibbs，2007/2010）。本研

究過程中於每次會議觀察結束後，根據觀察事件內容撰寫反思性的記錄，以便

後續就研究過程中的重要事件與發展歷程進行詮釋。 

三、文件分析 

質性研究所蒐集取得的文件，可分為組織的公開檔案與研究參與者擁有

的私人檔案，公開檔案是指組織對外公布或內部自行留存的文件，透過公開檔

案的蒐集，可進一步加以探究組織如何在工作中運用這些檔案，因公開檔案繁

多，研究者須從中加以篩選，選擇與研究目有關或具有代表性的檔案；私人檔

案則是指從研究參與者所得的資料，資料內容通常包括個人的生活、工作或學

習經驗，為個人對過往經驗的感想與省思紀錄，私人檔案常作為引發訪談的參

考資料，能夠引發敘說者敘述相關的經驗或感受（黃瑞琴，2021）。 

本研究所蒐集之文件資料包括個案學校所公開之外部資料與內部會議記

錄，以掌握個案學校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制與實際運作情形，並在學生與家

長的同意下，取得學生晤談相關紀錄、學習成果報告書、申請入學計畫書等學

生相關文件，透過文件分析進行比對，以深入了解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支持

下，個案學校學生的自主學習歷程與學習成長脈絡。 

此外，研究者已於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5 月間，在指導教授的帶領下，

以研究計畫團隊形式，預先進入場域進行資料蒐集與前導研究，在此期間所取

得之訪談與觀察紀錄，以既有文件之形式作為本研究分析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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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選擇個案學校原因 

研究者在指導教授的帶領下，在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間，預先

以研究團隊的形式進入場域，透過觀察與部分訪談的形式，協助研究團隊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研究者在對本研究之個案學校有初步了解後，對於個案學校所

獨創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有所好奇，希望能就此輔導機制之建構與實際運作

之歷程深入探究，以了解其如何在創新型態的學習模式下，提供學生學習成長

所需之支持與陪伴，並回應個案學校所強調之「廣闊探索、天賦自由」之教育

理念，因而選擇數位實中做為本研究之個案學校。 

貳、個案學校背景介紹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為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簡稱數位實中），是一所於

2022 年成立的新型態實驗教育學校，為全國第一所藉由虛實整合、混成模式

進行教學之實驗教育學校，其以幫助每位學生探索自我，逐步發展面對未來生

活所需具備之能力為主張。並以「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為辦學理念，期許能

夠培育出具「學習力」、「影響力」與「移動力」的學生，透過數位科技與探究

實作的融合，實踐個別化的深度學習，藉此激發學生之潛能並促進其自我實現

（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2023）。 

參、個案學校教師與學生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於 2022 年正式開始甄選教師與招生，以下就數位實

中第一屆的教師與學生組成進行說明，以了解個案學校第一年的學校成員與

學生基本資料。 

一、教師組成 

在教師的組成上，第一屆的學校成員總共包括一位校長、四位主任、六

位組長與一位學輔教師，總共 12 名教師。在教師背景上，第一屆的校長為

代理校長，於數位實中兼任校長職務，四位主任則是由一般體制內借調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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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實中服務，除此之外，從教師的教學背景來看，除了其中一名教師曾在實

驗教育機構服務，其餘教師則多具一般體制內學校教學背景。 

二、學生組成 

在學生的組成上，數位實中第一屆招生採用特殊選才與甄選入學兩種不

同的招生管道，於 111 學年度總共招募 41 位學生，其中特殊選才 23 人、甄選

入學 18 人。從學生過往的學習背景來看，學生背景組成相當多元，包括 7 位

自學生、2 位實驗教育機構學生與 32 位體制內國中學生。 

肆、個案學校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介紹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為支持學生廣闊探索與自主學習之需求，於籌備期便

規劃並建制用以支持學生自主學習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此輔導系統係由學

習輔導教師、成長導師與專任輔導教師三種不同的角色所組成。 

 

圖 3-1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角色分工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對象包括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之教師、學生

與學生家長。研究參與者為學習輔導教師一位、專任輔導教師一位、成長導師

七位、學生與學生家長（各兩位）共四位。下就個案學校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

成長導師

學習輔導
老師

學生成長
輔導系統

專任

輔導教師

生活輔導、陪伴 

每周與學生晤談 

 

一般輔導工作 

興趣量表施測 

 

 

與科任、成長導師對接 

了解學生學習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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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教師角色負責職務介紹如下：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之教師 

個案學校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中由學習輔導教師、成長導師與專任輔導

教師所組成，三者分別負責學生學習輔導的不同面向。 

（一）學習輔導教師 

學習輔導教師主要負責與科任教師、成長導師進行對接，並進行學生學習

近況的追蹤，透過每學期期初、期中與期末三次晤談，瞭解學生的學習發展歷

程。 

（二）成長導師 

成長導師主要負責與學生進行生活輔導，並提供學生生活陪伴，透過每週

與學生進行師生晤談，以瞭解學生的生活情形。 

（三）專任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則是負責對學生進行職業興趣量表的施測，並將心理測驗

的結果提供給學習輔導教師做為學習輔導之參考依據。 

二、學生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本研究根據學生的選課情形進行區分，以選擇較多

個人需求課程、無提出個人需求課程、同時修習校內固定課程與個人需求課程

者為劃分，並根據學生過往不同的學習脈絡（如：自學生、團體自學、實驗學

校、體制內國中）進行研究對象的選擇，以呈現個案學校學生的不同樣態與其

自主學習歷程背後的脈絡差異。 

在正式進行訪談與研究前，研究者透過學校教師詢問學生參與研究之意

願，以有意願參與研究之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外，因研究過程涉及學生個

人隱私，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前事先詢問學生及其監護人之同意，始將其做為研

究對象進行研究。 

三、家長 

在確認個案學生參與研究意願後，經由學生的協助，詢問家長是否願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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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接受研究訪談，始將其共同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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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資料處理 

壹、研究流程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所包含之研究流程與各程序所包含之重點步驟，繪製

研究流程圖如下： 

 

圖 3-2 

研究流程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撰寫研究論文

綜整研究結果與發現

訪談、觀察札記與文件資料之整理與分析

進入場域

進行正式訪談與觀察

確立研究分析之理論架構

蒐集研究相關文獻

形成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前導研究

確定研究方向、主題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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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整理與編碼 

本研究將訪談與觀察所取得之資料進行編號分類，第一個代碼為資料蒐

集方式，如「O」為觀察所取得之資料，「I」為經由訪談所取得之資料，「D」

為文件資料；第二個字詞則為研究對象之化名與職稱，如 A1 主任、T2 老師、

S1 同學、P2 家長等；第三個編號則為訪談、觀察之日期，以年、月、日依序

排列，如 2023 年 05 月 01 日所取得之資料編號為 20230501。 

 

表 3-1 

研究訪談資料表 

受訪者代號 身分類別 訪談時間 研究資料代碼 

A1 主任 
43 分鐘 

36 分鐘 

I-A1 主任-231122 

I-A1 主任-231211 

A2 主任 50 分鐘 I-A2 主任-240124 

A3 主任 
59 分鐘 

80 分鐘 

 I-A3 主任-240125* 

I-A3 主任-240125 

T1 教師 100 分鐘 I-T1 老師-240319 

T2 教師 
43 分鐘 

84 分鐘 

I-T2 老師-240321* 

I-T2 老師-240321 

T3 教師 98 分鐘 I-T3 老師-240328 

T4 教師 44 分鐘 I-T4 老師-240409 

T5 教師 72 分鐘 I-T5 老師-240409 

T6 教師 58 分鐘 I-T6 老師-240419 

S1 學生 81 分鐘 I-S1 同學-240426 

S2 學生 78 分鐘 I-S2 同學-240514 

P1 家長 116 分鐘 I-P1 家長-240517 

P2 家長 51 分鐘 I-P2 家長-240518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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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觀察資料表 

類型 內容 研究資料代碼 

成長導師 

會議 
學生成長輔導運作討論 

O-成長導師-221116 

O-成長導師-221205 

O-成長導師-221226 

O-成長導師-221205 

O-成長導師-230109 

O-成長導師-230308 

O-成長導師-220322 

O-成長導師-230419 

O-成長導師-230503 

O-成長導師-230517 

O-成長導師-230531 

O-成長導師-230614 

O-成長導師-230628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3-3 

文件資料表 

文件類型 內容 研究資料代碼 

學校規劃 數位實驗高中實驗教育計畫 D-實驗計畫 

前導訪談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歷程 

學輔機制運作模式 

D-前導 01 

D-前導 02 

學生晤談 
學生自主學習歷程與發展 

學生輔導支持策略 
D-學生晤談 

學生成果 學生的學習成果報告 D-學習成果 

學校運作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情形 
D-營運說明 

D-工作模式 

學習分享 學生自主學習經驗與成果分享 

D-學習分享 01 

D-學習分享 02 

D-學習分享 03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47 

參、研究資料處理 

因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個案研究法為主，故本研究之資料處理與

分析步驟，分為六個步驟。第一步驟為將訪談與觀察所獲得之錄音檔案謄寫為

訪談札記與觀察札記；第二步驟將訪談逐字稿、觀察札記內容加以整理，進行

分類與編碼，並根據編碼結果繪製三級編碼表，以利後續之分析；第三步驟依

據編碼後之逐字稿進行判讀，確認其與研究內容之關聯性；第四步驟為依據編

碼、判讀後的逐字稿繪製架構圖，以釐清不同受訪者回答內容之關聯性與其背

後所隱含之脈絡關係；第五步驟統整研究問題與相關編碼段落之間的關聯性，

並形成分析結果的核心主題；第六步驟根據核心主題，統整成最後之研究結論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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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信實度 

研究的信實度關乎研究結果品質之良窳，研究過程中為避免研究結果受

到研究者本身過往經驗與偏見的影響，在資料處理與分析時涉入個人主觀價

值判斷，進而使研究結果受到研究者個人因素影響而產生偏頗，本研究採用三

角檢證法以追求研究的嚴謹度與信實度，以提高本研究結果之可信賴性。 

壹、三角檢證法 

三角檢證法係指以多重方法來對研究結果進行交叉比對與檢證，使用不

同方法、蒐集不同資料，予以相互檢視、互補、整合，以幫助研究者「尋求值

得信賴的解釋」（seeking trustworthiness），深入完整地了解現象，形成知識建

構和實踐的基礎，獲得對研究現象深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簡春安、鄒

平儀，2004）。 

一、 「資料蒐集方式」之三角檢證 

於資料蒐集方面研究者採用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包括使用觀察法進行

會議觀察、透過訪談法以個人訪談的形式蒐集所需之資料，並詢問研究對象能

否提供相關學校文件資料，研究者透過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進行交叉檢證，以

驗證在研究場域中所蒐集資料之是否具有真實性與一致性。 

二、「資料來源與觀點」之三角檢證 

於資料來源之檢證，研究者在單一資料蒐集方式中採用不同資料來源，以

提升本研究資料來源之信實度，於會議觀察中研究者將會議過程進行錄音，於

此同時進行觀察札記之撰寫，以利研究者於會議觀察結束後能夠藉由會議錄

音與觀察札記的交互比對，透過多方資料來源的輔助以確保研究資料具有主、

客觀之觀點存在；於個人訪談方面亦採用相同的方式，透過訪談逐字稿與研究

者所寫之訪談札記進行相互檢證，增加資料來源之多重性，藉此探詢資料背後

之真實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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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與詮釋」之三角檢證 

本研究透過與受訪者確認研究者所詮釋之意涵是否與其所表達之原意有

所出入，以避免在研究過程中受個人主觀意識與經驗之影響，誤解受訪者所表

達之意旨，並透過與在同一場域進行研究之同儕協助檢視，以減少研究者在資

料蒐集過程中可能遺漏或未能完全詮釋的資訊，最後根據與多位受訪者訪談

的結果進行交叉比對，以了解受訪者所回答內容之異同，並將比對結果整理後

加以詮釋，以提高本研究之信實度。 

 

  



50 

第五節 研究倫理 

壹、尊重個人參與意願原則 

為保障研究對象之權益，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事先和研究對象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使其對本研究有基礎之認知與了解，

並詢問其做為研究對象之意願，同時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

對話內容，在確認受訪者充分了解本研究之後，請受訪者簽屬訪談同意書，並

明確說明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可以隨時提出退出研究之要求，研究者會尊重

其意願，中止研究之進行。 

貳、尊重個人隱私及匿名原則 

為保障研究對象之隱私權，本研究進行訪談與觀察過程中所蒐集之資料

與錄音內容不會對外進行公開，針對研究對象之個人資料與訪談內容皆採化

名方式處理，確實遵守匿名原則，以保障研究對象之權益，以符合研究倫理之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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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場域之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以臺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為主，就該校的學生成長輔

導系統進行深入探究與分析，因具有個案特殊性，所得之研究結論在不同的背

景、脈絡或學校/教育型態下，因背景條件的差異無法直接類推適用至其他學

校/教育機構，但仍提供體制內外教育學校/教育機構，做為學生學習輔導系統

建構與運作之參考。 

貳、研究資料內容之限制 

本研究之初始是由研究者與其他研究夥伴在指導教授的引介下進入場域，

所以在正式進入場域前的前導研究，是以研究團隊的形式以蒐集研究所需之

資料，部分研究文件是研究者與其他研究夥伴共同進入場域一同取得，因不想

對研究場域造成過度干擾，所以選用協同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在本研究中所

使用之共同蒐集資料加註星號（*），以說明此研究資料是由研究者與研究團隊

所共同取得之研究資料。 

參、研究時間之限制 

因本研究之個案學校為 2022 年所新創立之實驗高中，本研究亦於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間進行前導研究，是以本研究僅就數位實中第一屆（111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與師長進行研究，所得研究發現無法類推至後續入學的學

生與新進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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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介紹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之建構歷程，

包括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籌備、共創與發展時期，以說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

的角色和機制設計，如何回應數位實中的學習特性與學生需求，並描繪學生成

長輔導系統在後續發展中的漸進調整與演進。第二節則從學生自主學習歷程

為切入點，以親－師－生三方不同的視角，深入了解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相

互合作與支持下，學生於自主學習歷程中自我概念發展之變化。第三節則聚焦

於該校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之實踐，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踐進行分析，

並以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支持性與挑戰進行總結。 

 

第一節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 

回溯數位實中的創校發展，最初係由籌備團隊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

進行發想，希望能夠透過數位工具與科技的輔助，成立一所讓學生廣闊探索、

天賦自由的新型態高中，融合數位科技與探究實作，幫助每一位學生發展其獨

特的學習方式，並促進個人化的深度學習。相較於體制內的普通高中，數位實

中為符應學生個別化需求的學習，將選課制度的規劃、課程結構重新解構，讓

學習的選擇回歸至以學習者為主體，學生能夠根據自身的學習需求，進行學習

與探索目標的評估、管理與規劃。 

由於數位實中在課程與學習模式上有較高的彈性與自由度，學生在校訂

必修、學科選修與個別需求課程中能夠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課程組合形

式，當每一位學生都有不同學習進程與發展目標，學生需要在學習歷程中逐漸

培養出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此時長期的陪伴與適切的輔導系統，便成為支持學

生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助力。 

回顧數位實中的發展歷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形成脈絡，大致可劃分為

籌備、共創與發展三個不同的時期，從籌備期的系統概念確立，到共創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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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性的討論建構出系統的基礎形式，至 2022 年 9 月正式開學後，在第一學

年的運作過程中，持續地不斷修正與開展，漸進地演化成現有的系統樣態，以

下將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不同時期的演進，描繪出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系

統的建構歷程。 

壹、籌備期：確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概念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創立，最初始的概念是由籌備團隊在其實驗教育計

畫書中所提出，其中關於「學習輔導教師」的設計，在學生輔導的面向，計劃

透過學習輔導教師的設置，提供學生選課與生涯發展相關諮詢，並定期追蹤學

生學習發展情形。 

 

設置學習輔導教師：除一般高中專任輔導教師外，本校為更完善照護

學生身心健康、提供學習諮詢生涯輔導，故設立學習輔導教師機制。

（D-實驗計畫） 

 

在實驗教育計畫書中對於學生輔導的規劃，是由學習輔導教師與專任輔

導教師所支持，其中對於不同教師角色的工作職責，僅有抽象且簡要的概述，

在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形成基礎架構的同時，仍有待後續的持續開展，以明確

地就其真正的角色定義、分工與在系統中的定位進行界定。 

 

我們等於是說，但是創〔籌備團隊〕的想法，我們也可以說它行書文

字大概就這樣，對。但是我們的困難也在於說，那他具體要做什麼？

他跟校內老師的分工在哪裡？他有沒有承擔什麼樣具體積極的效果？

他應該產出什麼，制定什麼，那其實這就是我們 8 月份大家合起來，

集合起來了，然後開始進行的事情，對。（D-前導 01） 

 

貳、共創期：建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模式 

籌備團隊對於學生輔導制度的初步規劃，為後續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奠

定了發展的基礎。由於此種學生輔導的概念係學校為了回應數位實中的學習

特性首創，第一屆的師長們 8 月正式進入學校團隊後，在主任們的帶領下，根

據計畫書中原本所規劃的學生輔導概念，更進一步的透過集體性的討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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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與定義出不同教師角色在系統內的定位，以及輔導系統實際運作的形式。 

A3 主任在分享中提到，數位實中圍繞著學習者為中心的輔導模式，需要

從「角色」、「制度」與「工具」三個不同的層面進行思考，亦即學生成長輔導

系統的建構，需要思考系統中的不同教師角色，分別負責與對應何種學生的發

展面向，以及在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的框架下，應該創建什麼樣的輔導制度，

以回應學生的輔導需求，而在此過程中教師們之間又應該使用何種工具以共

同合作，成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的發展重點。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角色」和「制度」規劃，採專案管理的形式，由個

別老師負責在籌備團隊所提出的基礎上延伸，進一步構思不同教師角色在學

校中的定位、具體的定義與相對應負責的職務和工作內容，形成最初始的「成

長導師規章」。同時透過稱為「大共創」的集體討論，讓全校教師一同就這些

相對新穎而抽象的教師角色，透過意見的交流，釐清老師們對於不同教師角色

的想像，逐漸的構思出學生成長輔導制度中不同的教師角色與工作內容。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角色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角色，由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與專任輔導

教師所組成，從生活、學習與輔導三種不同的面向，提供學生成長與學習輔導

所需之支持，被稱為是數位實中的「輔導金三角」，為學校所獨創的學生輔導

制度。 

（一） 成長導師：學生成長的陪伴者 

相較於一般學校的班級導師，由一位導師負責整個班級學生的學生，數位

實中將「導班」的概念轉換為「導生」，由一位成長導師指導二至六名學生，

透過導師與導生人數比例的降低，提供學生最適切的生活與學習陪伴，其中

「成長」的意涵指的是在導師的輔助下，在高中三年亦步亦趨的看著著學生的

成長路徑，在學習歷程中提供學生需要的支持。成長導師為孩子學習與成長的

關鍵角色，每位學生都有自己專屬的成長導師，負責學生的生活陪伴與管理任

務，為學生統籌與引介所需的學習資源。同時肩負與家長保持聯繫的任務，適



56 

時地根據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情形與家長進行晤談與聯繫，以確保學生、家長之

間對於孩子學習的共識。 

 

表 4-1  

成長導師之角色功能 

成長導師角色功能 對應學校特性與學生需求 

學習陪伴 

學校個別化的自主學習模式，每個學

生都有不同的課程安排，加上虛實整

合的學習場域，需要有長期陪伴的角

色，即時確認學生的學習狀態與進

程。 

親師溝通 

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家庭關係，需要由

導師透過晤談觀察學生的樣態，同時

作為學校、學生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

樑，深入了解影響學生學習的可能因

素，與家長保持聯繫與合作，就學生

學習發展與變化提供支持。 

資源統籌 

針對學生不同的潛能發展需求，需由

導師在其學習歷程中，了解其學習需

求的變化，協助學生進行資源的轉介

與媒合，幫助學生進行學習資源的統

籌。 

註：由研究者自行整理。（I-T2 老師-240321） 

 

（二） 學習輔導教師：學習規劃的協助者 

學習輔導教師是學校為了應對其特殊的學習模式所獨創的教師角色，由

於學校的課程彈性，每個學生都有專屬的學習課表、選課規劃，在一生一課表、

周周一課表的安排下，加上實體、線上混成的學習模式，以及學習場域的擴大，

需要由特定的教師來關心學生的選課規劃、學習近況追蹤與生涯探索面向，同

時做為成長導師、科任教師之間的對接角色，負責統整學生的學習狀況回饋給

相應的老師，以共同合作提供學生學習發展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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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角色，是因為我們的孩子其實不是天天來，然後

我們跟老師接觸的狀況可能也不是完全，所以我們的學習輔導教師

就要負責跟不同的任課老師做聯繫，確認孩子的學習狀況，然後他還

要定期的去追蹤他們的學習狀況。（D-營運說明） 

 

學習輔導教師與成長導師最大的區別性在於對於全體學生學習情形的整

體理解，與成長導師不同，學習輔導教師由一人所擔任，負責全年級學生的學

習輔導工作，因此相較於成長導師對於個別學生的縱向深入了解，學習輔導教

師能夠從橫向的角度，廣泛地觀察全體學生共通性或個別性的學習需求與困

難，依此規劃相應的學習輔導機制。 

 

 

表 4-2  

學習輔導教師之角色功能 

學習輔導教師角色功能 對應學校特性與學生需求 

學習規劃 

學校的選課制度將課程區分為必、選

修與個別需求課程，讓每個學生能夠

根據自身的需求進行課程的選擇，在

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學習規劃的情

形下，需要有特定的教師協助學生的

學習規劃，確認符合學校的修業規

定，同時根據學生未來的發展目標，

給予學生學習規劃上的建議。 

進度追蹤 

學習輔導教師與科任教師、成長導師

分別形成對接關係，當科任教師反應

學生的學習狀況時，由學習輔導教師

和學生與其負責的成長導師進行溝

通，關注學生的學習進度與學習情

形。 

生涯探索 

對於學生的生涯探索與發展需求，由

學習輔導教師透過晤談觀察，了解學

生的生涯發展目標與變動情形，結合

學生的學習規劃與安排，在其探索歷

程中，提供綜觀性的生涯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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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輔導教師角色功能 對應學校特性與學生需求 

樣態統整 

學校強調每一個學習者發展的獨特

性，為了回應每一個學生的不同樣

態，需要藉由學習輔導教師扮演著全

觀的角色，統整性地了解學生們的學

習需求與發展，並根據不同學習樣態

與進程，給予相應的學習輔導支持。 

註：由研究者自行整理。（D-前導 02、O-成長導師-221116） 

 

（三） 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專業的支持者 

專任輔導教師主要提供輔導專業面向的支持，同時負責輔導行政與輔導

諮商工作，協助學校辦理心理與各項測驗之施測，在成長導師與學習輔導教師

之外，做為輔導專業資源的支持者，由成長導師轉介或專輔老師自身觀察學生

的個別性需求，提供學生與教師相應的輔導的資源，根據學生的個別性制定個

別的學生輔導計畫。  

 

表 4-3  

專任輔導教師之角色功能 

專任輔導教師角色功能 對應學校特性與學生需求 

測驗施測 

協助學校辦理各項心理與教育測驗，

如：興趣量表知施測，應用測驗之結

果，提供學生發展之參考。 

專業輔導 

提供輔導專業知能，協助學生與教師

二、三級之輔導需求，處理學生適應、

行為與情緒性問題，提供學生個別性

的輔導策略。 

註：由研究者自行整理。（D-前導 02） 

 

二、學生成長輔導制度的運作模式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教師角色確立後，校內對於不同教師的角色功能

想像已有初步的共識，接下來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不同的角色在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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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能夠各自在功能上發揮作用，同時有效地交流與合作，提供學生有品

質的陪伴與支持。 

 

我們先談到我們的基本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想像跟工作的範圍。那之

後我們才去思考說那我們怎麼讓這個工作，我這邊用這個乘號就是

說其實都是需要合作，但是怎麼樣的合作才會有效？我不想稱它效

率，我們不想求快，我們希望它求好。也就是說希望那個陪伴是有品

質的。（D-營運說明）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制度規劃上，不同的教師角色分別有著不同

的工作任務： 

（一）成長導師制度 

在成長導師的工作規劃上，以數位實中第一屆的情形而言，除學習輔導教

師與專任輔導老師外，每位教師皆須同時擔任成長導師之職務，由一位成長導

師搭配四位導生，若成長導師同時兼任主任職務，則由一位成長導師搭配二位

導生。成長導師是支持學生實踐其個別化的學習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在共創期

便規劃導師與導生每週進行「成長導師晤談」，由成長導師關懷學生的學習與

生活近況，在晤談結束後由導師每月撰寫成長導師晤談紀錄，以記錄學生的成

長與發展歷程，同時做為構思輔導支持策略的重要參考依據。 

（二）學習輔導制度 

至於學習輔導教師的工作規劃，是由一名學輔老師負責全年級的學生的

學習輔導，因此在學輔教師的工作安排上，會由學輔老師分別在「期初」、「期

中」與「期末」三個時間段，與學生進行「學習輔導晤談」，學輔晤談主要關

注的面向包括學生的選課安排、學習近況、生涯發展規劃，與引導學生進行學

習歷程的回顧，同時需要撰寫學輔晤談紀錄，以記錄學生的學習目標與生涯發

展變動歷程，以提供學生需要的學習輔導策略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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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輔導制度 

專任輔導老師的工作規劃，在學生輔導方面主要聚焦於測驗與量表的施

測、輔導專業資源的提供、學生個別樣態的觀察。由專輔老師進行測驗量表的

施測，提供給教師做為晤談與輔導支持的參考依據。此外，專輔老師根據其輔

導專業知能，在與學生的互動中觀察學生的個別化樣態，當學生遇到學習、行

為與情緒等問題需要專業輔導支持時，適時地提供二、三級輔導與相關專業資

源的引介。 

（四）成長導師會議 

為使學生成長輔導制度能夠良好運作，A3 主任提到在共創期便確立「成

長導師會議」的規劃，在系統內建置了教師的橫向交流與溝通的平台，讓學生

成長輔導系統內的不同的教師角色能夠共同合作。透過成長導師會議的設置，

規範出全體教師共同性的會議時間，讓學習輔導教師、成長導師、專任輔導老

師三者能夠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能有互通資訊與合作的機會，並提供成長導

師輔導所需之增能活動。 

 

那剩下兩週我們就會設定是成長導師會議，對，那成長導師會議我

那時候是有說，如果沒有特，因為它也會是會挑出這個時間原因，

很簡單，它也會是共同時間，就是大家那個時間比較沒有事情的狀

況。那我會希望成長導師會議當然一定有例行性的個案討論，或者

是橫向連繫，或者說行政端希望成長導師能夠協助的部分。那另外

我會希望，有機會接下來導師的增能要大家久了，覺得自己需要哪

些能力，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在成長導師會議裡面，開始加進來。

（D-前導 01） 

 

而具體的成長導師會議運作形式與討論議程，在確認系統內不同教師角

色的角色功能與職務分工後，轉由曾有實驗教育教學經驗的T1老師負責構思。

T1 老師指出在會議形式方面，設計時部份地參考了其他實驗教育機構既有的

導師會議規劃，後因應數位實中學生個別性、差異化的學生樣態，再更細緻的

根據數位實中的學生的輔導需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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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深入的提供學生個別化的支持，共創期所設計的成長導師會議，確立

每兩週舉行一次會議，由個別教師在共同的會議記錄平台中提出希望能夠與

其他教師討論的議程，讓不同的教師角色教師能夠從各自的角度提出對於學

生各個面向的觀察，計畫透過例行性個案討論，在系統內的教師橫向聯繫下，

讓輔導學生不再是個別教師的單獨任務，提供系統內教師相互支持的空間。 

 

成長導師彼此也是一個支持系統這樣……所以說會希望透過成長導

師會議給老師增能。那個增能比較不像是說，我們一定要去找外部的

老師進來教我們什麼，而是彼此互相討論出來，針對這個學生，我們

可以怎麼樣子協助他，針對老師個別的現在在晤談過程中遇到的狀

況，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互相想到一些方法來解決。所以說這是成長導

師會議一開始想的東西。（I-T1 老師-240319） 

 

成長導師會議的設置，對於數位實中第一年的運作而言至關重要，由於學

校的許多的課程、規範與制度需要從無到有一步步地建構，而制度的創新往往

需要透過大量的討論，以形成組織對於學生輔導支持的集體智慧。促使不同教

學背景、任教科目、行政職務與教育理念的教師，能夠透過此種集體討論的會

議時間，讓教師們能夠從個別教師的分享、交流中，激發對於學生不同層次的

理解與洞見（林明地、梁金都，2016），透過經驗的分享與積累，形成系統對

於學生輔導支持的共識，解決可能遇見的學生問題。 

三、數位工具應用與學生輔導平台建置 

數位實中彈性化的學習模式，讓一生一課表能夠實踐的同時，在每一個學

生都有不同課程規劃與學習安排的情形下，需要有適切的工具將與學生輔導

有關的不同教師角色串聯起來，以形成能夠共同合作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

因此學校在共創期統合了系統內教師們資訊共享的需求，應用數位工具研發

了專屬的學生輔導平台，以共享資料學生學習的資料庫為設計，用以紀錄學生

學習與成長歷程，達成學生學習資料的共享。透過數位工具的聯結，讓系統內

的不同教師在輔導與支持學生的方向上，能夠即時地掌握學生的近況，紀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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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長發展歷程的同時，減少教師之間輔導工作的重疊機會，進而共同支持學

生的學習與發展。 

 

因為數位能協作，因為數位能整合，因為數位能同步而即時，當我們

需要對這個學生進行晤談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讓不同人獲取到的資

料能夠即時而同步的都拿到，你就不會重複的在做同樣的事情，然後

接著可以共創，然後可以共享。（D-營運說明） 

 

在學生輔導平台中包含了，學生學習資料的個別的頁面，其中分別設計了

「學輔與成長導師共編區」、「學習輔導教師晤談紀錄區」與「成長導師晤談紀

錄區」，並根據不同的關懷面向而有不同的版面設置： 

（一）學輔與成長導師共編區 

學習輔導教師與成長導師的共編區塊，由 T3 老師根據教師們共同關注的

面向而設，包括「生涯規劃」、「近況更新」、「資源協助區」與「課程許願池」

不同的區塊（D-學生晤談），當中記錄了學生生涯規劃的變化，讓成長導師和

學習輔導老師能夠透過共同的編輯區域，交流學生的學習近況，了解學生目前

所需的專長興趣資源與課程需求，以形成學輔教師和成長導師共同的合作空

間。 

 

就是共編，就希望有一個地方是我們都看得到，公開透明的就看得到

那些資訊，然後可以去相互 update 就是彼此的那個近況，比如說學

生跟你講說，哎，我最近的學習生涯規劃是什麼這樣，但是你可能很

忙，不知道，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怎麼跟我講這樣啊，可是你放在上

面的話，我就會知道，那我或許下次就不會一直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對啊，就比如說我想當國畫大師這樣子，對，那我就知道喔你想當國

畫大師，那我就可以再往這個地方去談這樣子，我們就不會有那個，

重複問問題的時候這樣子的。（D-前導 02） 

 

（二）成長導師晤談紀錄區 

在成長導師晤談紀錄的版面設計中，則圍繞著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

主要分為「學習」、「家庭」與「環境」三個不同的板塊，分別對應的是學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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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習狀況與對未來的學習想像、學生與家庭結構之間的關係與學生和外在

環境、同儕間的關係等，提供成長導師做為與學生晤談的討論框架。由成長導

師每個月與學生晤談結束後填寫，晤談紀錄的功能主要在幫助成長教師記錄

學生過去的發展脈絡，與學生共同釐清目前的狀態與面對的挑戰，同時根據學

生的個別需求構思適合的輔導與支持方式。 

 

因為當初在設計的想法是說，其實不希望說做晤談紀錄是對老師來

說是額外的負擔。所以說想法就會是，那一個月讓老師整理一次這個

晤談紀錄，整理的當下其實就會是試著把客觀事實，跟我的主觀想法

分開來。客觀事實就會是我跟學生晤談了哪一些東西，就是觀察到哪

一些面向，然後我想想看。然後主觀的想法就是我接下來打算怎麼做，

或者是我對這件事情有什麼判斷，讓這一個晤談紀錄變成一個行動

的往下繼續行動的……怎麼說？起點這樣。（I-T1 老師-240319） 

 

（三）學輔教師晤談紀錄 

在學習輔導教師晤談紀錄的版面設計中，根據學輔老師與學生晤談的主

題而有不同的設計。學期初的選課晤談，由學生填寫「學期規劃表」以記錄學

生的選課情形、修課時間、校外學習資源等資訊，以助學輔教師與學生進行學

習規劃之晤談。 

 

再來就是在我們學期的期初的話，我們就進行一個學期規劃表…所

以這個學期規劃表會幫助我了解說，他今天會有怎樣的課程，以及他

如果有自主學習或是個需課的時候晚上或是訓練課程的時候，我可

以知道他大概是怎麼樣規劃他的時間的。（D-營運說明） 

 

期中則聚焦於學生的「學習近況」追蹤，同時了解學生對自我的認識和重

視的價值觀，與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性的晤談，以陪伴學生調整自我學習之規

劃。 

 

我第二次主要會談就是他的學習狀況，然後還有他的興趣量表，然後

還有他的牌卡這樣子……我們期中會有那個期中預警跟表現良好，

那如果他預警的程度真的是太多了，那我或許就會額外就協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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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去見、去做一個時間管理的一個晤談，就是說他在那個時間管理

上，他是怎麼樣去做運用的。（D-前導 02） 

 

期末則以「學習回顧檔案」的設計，幫助學輔教師能夠在晤談的過程中陪

伴學生統整與回顧本學期的學習歷程。 

 

期末的時候帶他們做一點點，就比如說你這學期修了十堂課，那可不

可以幫我找出兩三堂你覺得很有興趣的這樣子，然後我們一起做一

個學習情況的回顧，就是說誒你這學期你學到了什麼啊？然後你覺

得你在中間又有什麼樣的獲得啊？然後什麼，然後希望他可以整理

成一個文檔這樣子。（D-前導 02） 

 

四、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循環迴圈 

回顧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基礎機制設計，由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和專

任輔導老師分別在學生學習的歷程中提供不同面向的輔導支持。若以一個學

期為一個完整的學生輔導循環迴圈，由學生輔導的時間規劃可見，學生成長輔

導系統分別以每個學期的「期初」、「期中」與「期末」三個時間段，與學生進

行學習發展情形的追蹤與輔導支持策略的調整。 

在期初由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分別從選課和生涯規劃面與學生進行

學習規劃的確認，在教師間的共同合作下，形成對學生輔導支持策略的起始點，

在學期進行中以每個月兩次的成長導師會議，讓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和專

任輔導教師之間，能夠就與學生的互動和觀察進行分享，以形成不同的輔導支

持策略，並在後續的學期時間段中，由成長導師每個月定期與導生進行晤談，

關心學生的學習發展情形；於學期中則由學習輔導教師、成長導師固定進行學

習進度關懷與追蹤，以不同的面向共同提供支持學生的輔導策略，以利學生能

夠在後續的學習中，根據教師們的回饋調整自我的學習；最後在期末則就該學

期的學習收穫進行綜整性的回顧，以幫助學生能夠當學期的學習進行反思，並

形成對下一學期自我學習的調整方案。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周而復始的輔導循環下，透過定期輔導晤談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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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讓系統內的教師和學生之間能夠分別以生活、生涯與學習的不同面向，

就自我的學習歷程進行討論與反思，並追蹤學生的發展情形，形成固定的學生

成長輔導循環迴圈（圖 4-1），並透過晤談紀錄的例行撰寫，在系統內留下學生

成長輔導支持的發展歷程性紀錄，形成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支持的持續推

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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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循環迴圈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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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的共創時期，學校團隊在籌備期的初始概念上，在

制度創新的過程中透過大量的團隊討論，以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為起點，在構

思的過程中創設不同的角色功能、制度與工具，以回應學校的學習特性與學生

個別化的學習需求。在建立一個創新的學生輔導系統的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

需要不斷地回扣設計的動機與目的，反覆思索其是否符合學校的教育願景與

目標，進而在集體共創的歷程中自由地開展出數位實中獨特的學生成長輔導

系統（圖 4-2）。 

 

圖 4-2 

學生成長輔導支持系統 

 

註：數位實中提供。(D-工作模式) 

 

從籌備期到共創期，在第一屆師長們的共同建構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

教師角色、制度規範、合作工具分別有了初始的建置，成為後續支持學生成長

輔導系統運作的基礎。 

參、 發展期：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發展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在經歷籌備與共創期的建構後，雖已形成初步的基礎

的規範與制度，隨著第一學期開學正式投入運用以後，系統在實踐歷程中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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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生變化與開展，相應學生的學習而產生了更細緻的輔導支持，以下將從開

學後各方學生成長輔導制度的變化進行描述，以說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進入

建構發展期後的開展與演化。 

一、成長導師 

（一）資源共享與引介 

成長導師與學習輔導教師的合作，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主要在於符應學

生學習需求的資源共享與引介，由學習輔導教師透過晤談全面性的掌握所有

學生的學習需求後，再居中回饋給成長導師，老師們之間會則根據不同的學生

學習需求進行協調，協助引介學生需要的資訊與資源。 

 

資源的共享的部分，比較還是透過學輔老師去達成，因為學輔老師才

看得見所有的晤談紀錄這樣子，所以說基本上是透過學輔老師，他會

發現說有哪一些學生，他們其實原來現在都有學西班牙文的需求，那

他們就可以幫彼此做個牽線這樣子，或者是跟我們私下提到這件事

情，請我們幫忙牽個線這樣子。（I-T1 老師-240319） 

 

（二）教師間情緒支持 

在第一年的學校運作中，時常需要面對許多未知的挑戰，新的學習模

式為學生帶來學習彈性與自由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包括學生的學

習進度落後、家長與孩子互動的衝突等，T2 老師提及在成長導師之間，

透過相互交流各自對於學生的觀察與家長的互動情形，能夠形成導師之

間相互支持的力量。 

 

我其實是相信當成長導師們在一起討論對於學生的某些觀察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力量，跟有一些觀察跟那些，不管是情緒支持也好，或是

針對這個個案的某一些的，就是個案研討那種感覺，然後你去提出來

大家彼此的觀察、見解，我的觀察、我的詮釋是什麼？我相信那個會

有力量。（I-T2 老師-240321） 

 

T1 老師也提出同樣的看法，當老師們感受到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有

些困難與挫折的時候，能夠在成長導師的交流間感受到情緒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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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來說的話，我會覺得我們實際上有做到的東西是，成長導師跟

成長導師之間是一些經驗的分享這樣子。或者是一些那個叫什麼？

情感的支持這樣子。（I-T1 老師-240319） 

 

（三）導生晤談轉變 

在成長導師的制度上，原本規劃由成長導師每週與導生進行晤談，然而在

第一年的實行過程中，老師們發現根據不同的導師和導生之的相處樣態，應該

有相應的調整，因而在晤談的形式上產生了不同的轉變。 

1. 晤談形式的轉變 

T2 老師指出原本採以個別晤談的形式，後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發現若

採以團體晤談的形式，更能夠在學生與他人的互動中，透過觀察以了解學生的

不同面向，因而在晤談形式上進行調整，改為個別晤談與團體晤談並行的方式，

由個別導師根據其所認為適合導生的形式進行調整。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動力不一樣，這確實是動力不一樣。就是說他

先跟我談，跟他今天兩個同學可能是好朋友，可能不是好朋友，但是

都是我的導生，他談，他平時有一些好奇怎麼樣，他跟他談一個東西，

那你覺得怎麼樣，其實促進某一個對話，或是沒有也沒關係，就是你

聽聽看別人什麼東西，想一想，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有趣的，就是我

透過這個歷程當中去觀察彼此的某些反應。（I-T2 老師-240321） 

 

2. 晤談頻率的調整 

至於成長導師與導生的晤談頻率，原本規劃為導師與導生每週進行晤談，

但 A1 主任也指出，在第一年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發現，每週一次的正式晤談

對於學生與導師而言皆是不小的負擔。T4 老師也有相同的看法，當每週晤談

無法有效執行時，則由導師就對學生情形的了解，根據學生的個別情形進行晤

談頻率上的調整，自行調整晤談頻率的增減，以維持導師對學生的輔導量能。 

 

會，會根據孩子不同的頻率，還有孩子不同的風格和導師不同的風格

去做一些調整。所以剛才講，有一些老師會可能在走廊上或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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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就跟他聊兩句確認一下。因為這個晤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確

認他現在學習 tempo 跟生活狀態，那如果我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那

個形式就不見得一定要怎麼樣。（I-A1 主任-231122） 

 

我後來就會跟我的導生有一些調整，原本是我覺得應該要按照規定，

就是我每個禮拜都一節課，我就是要去上這一節課這樣子。但是它無

法成為成效的時候，我就會跟小孩子做不同個別化的調整這樣子。（I-

T4 老師-240409） 

 

（四）同儕支持性：學伴制度 

在第一學期時，由於學校採以虛實混成進行教學的特性，學生與他人之間

較少有實體交流的機會，教師們觀察到學生們缺乏互動的現象後，認為應該設

法增加學生之間能夠共同合作與學習的機會，因而創建了「學伴制度」，讓學

生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在同儕的陪伴下一同學習，以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

形成同儕間相互支持的力量。 

 

學伴制度當初是因為我們第一學期的時候，發現說學生彼此很不熟，

甚至到學期末的時候還有學生叫不出另外一個學生的名字這樣子的

狀態。所以就會覺得說，如果我們想要個別化的教育，可是完全個別

化的教育，是不是某種程度上它會有一點太讓學生變成是很個人主

義，沒有社群的經驗這樣子。所以說就會覺得說，另外的話也是回歸

到我們自己的學習經驗，是當有好的學習夥伴一起去努力的時候，某

種程度上是能夠增加大家學習的動力這樣子。（I-T1 老師-240319） 

 

（五）親師信任關係的建立：親師晤談 

對於成長導師而言，在其負責的職責任務當中，其中一個重要的部份為成

為學校與學生家庭間的橋梁。在第一年與家長的互動過程中，老師們發現家長

對於孩子進入一所創新的實驗學校會有不同的擔憂和焦慮。A1 主任指出家長

是學生輔導不可或缺的一環，需要根據學生的學習情形適時地和家長進行溝

通，讓導師能夠了解學生在家庭中的行為表現，同時讓家長知道孩子的學習發

展情形，在成長導師和家長間的關係建立後，才能更好地從親、師、生關係的

互動中，共同合作支持學生在成長歷程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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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約來談，對，就是真的是要花時間去做一些討論溝通。這個時

間真的是沒有辦法省掉的。這也是為什麼個別化的學習，或者是成長

導師，或者是學輔老師的機制，在這個學校那麼重要的原因，因為我

們的規劃永遠是不完美的，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而這中間所有

的問題，你必須要用人的方式去陪伴跟調整，然後個別的去協助他

們……（I-A1 主任-231211） 

 

二、 學習輔導教師 

（一）學生專長興趣分類：小學群 

同樣地在第一年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時，學習輔導教師身為能夠全面地

了解學生學習情形的角色，發現學生們之間缺乏互動性，學輔老師在經過晤談

後，綜整地了解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並將學生根據不同的專長興趣進行分類，

再扣合相對應的學群（如音樂、體育、數理、文學等），透過小學群的分類幫

助有共同興趣的學生能夠找到一同合作的夥伴。 

 

然後但是我會希望他們是有共鳴的，比如說他們是夥伴的，就比如說

我今天，我今天很喜歡做甜點欸，那我可以告訴你說，哎誰誰誰也很

喜歡做甜點哦這樣子，那就是你就是盡力幫他們建立友誼的橋樑，因

為這個學校它本來就，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就沒有那麼高嘛，因為

他們就是有一半是線上這樣子，但如果或許我可以 pass 這個訊息的

時候，他可以去找到他的夥伴，我有點是以這個方向去做的，所以才

會有這種小學群制。（D-前導 02） 

 

（二）期初：選課規劃輔導（學期規劃表） 

學習輔導教師的工作之一便是確認學生的學習規劃與安排，因此學輔在

每學期初會與學生進行期初選課晤談，運用「學期規劃表」與學生一同檢視當

學期的修課規劃，重點在於幫助學生思考學習目標與選課安排的關聯性，以及

協助學生確認選課是否符合學校修業學分規定。 

 

我可以先很快的看到說，他這學期要修哪幾個學分，他要修哪一些課？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課去跟他聊說，請問一下，他跟你的目標是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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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嗎？然後會發現他有些課其實是自由探索課，譬如說老師感覺有

趣，我去修這樣，我這時候就跟他講之前規劃的部分是真的可以的嗎？

這樣子。（I-T3 老師-240328） 

 

（三）期中：學習情形追蹤 

學習輔導教師的職責為負責追蹤學生的學習情形，為了能夠更好地就學

生學習情形提供輔導與支持，學習輔導教師在第一年透過觀察不同學生的學

習情形後，分別透過期中成果報告書的設計和期中預警系統的建置，以追蹤不

同學生的學習情形。 

1. 期中成果報告書 

在第一個學期正式開學後，有老師反應學生們在線上上課時的狀態不佳，

部份學生亦有學習進度落後的情形，學輔老師在科任老師的反應和對學生的

觀察下，設計了「期中成果報告書」。其中包括學生的修課資訊、科任教師對

於學生學習表現的質性回饋，以及學習輔導老師和成長導師對孩子學習情形

的觀察，以幫助學生了解目前的學習狀態，同時提供給成長導師與家長進行晤

談時進行參照，讓家長能夠了解孩子在校的學習情況。 

 

我印象中是高一上，那時候在 9 月到 10 月之間發現，大家都漸漸不

上線。就怎麼奇怪，人都一直關鏡頭什麼的，就想說作業缺交的很多，

因為那時候外聘老師比較多，校內老師比較少，外聘老師就是一陣抱

怨，覺得老師發生什麼事了這樣子。後來就想說，好像讓他很視覺化

的看到說，他現在真的快被當了，因為什麼原因這樣子。（I-T3 老師

-240328） 

 

2. 期中預警系統 

經過第一學期學輔老師對學生學習情形的觀察，發現部份學生的學習落

後情形需要更為密切的輔導，因此在第二學期建置了期中預警的系統，要求期

中收到三個科目以上預警的學生，在期中成果報告書發下後的一週內實體到

校進行學習，啟動學習輔導機制，學生則需要每日到校，並告訴學習輔導老師

當日的學習規劃，在老師的監督下檢視學習計畫的執行與完成進度。學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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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建置期中預警系統目的在於幫助學生能夠更有效地自主管理自己的學習，

透過預警系統的建置來減緩學輔老師的工作負荷，以將輔導量能集中在需要

特別關注的學生身上。 

 

我覺得學輔機制這件事情只是在邀請他，我看到了你已經被預警了

三科以上了。那在這個三科以上後，我們可不可以做哪一些努力？或

是我們可不可以觀察哪一些面向，讓你可以更好的去對接？（I-T3 老

師-240328） 

 

……我們就會把量能放在後面的那些小孩，就是那些被預警的小孩

基本上就是那幾個，我們後來就會討論說，真的要被拉起來的也就那

幾個，所以是不是要好好的拉他們？所以就變成量能放在後面這樣

子。(I-T3 老師-240328） 

 

（四）期中：生涯探索輔導 

學輔老師表示表示在與學生的期中晤談，除了透過期中成果報告書追蹤

學生的學習近況外，為了增進對於學生的觀察與深入對話，在生涯探索輔導方

面，分別運用了「人生設計卡」、「內在進化牌卡」兩套不同的卡牌工具進行輔

助，以了解學生對於自我的認識與在意的價值觀，藉此一同陪伴學生思考生涯

發展與探索取向的定位。 

 

期中的時候我讓他們做一個卡牌，就是去選，然後那時候我知道卡牌

是一個很好對話的方式，所以我那時候去買一副卡牌，然後他是就是

用圖像有點像說書人的方式，然後去講，就是你覺得你心目中的你是

怎樣……然後去看他，他想要成為的樣子跟他自己原本的樣子是不

是有一致性？這就是我那時候在觀察的點這樣子。所以每一次的期

中其實都是在做，有點像探索這個事情這樣。(I-T3 老師-240328） 

 

（五）期末：學習回顧省思（學期回顧檔案） 

為了幫助學生能夠在經過一學期的學習後回顧與盤整當學期的學習，在

第一學期時老師們共同設計了「學期回顧檔案」，讓學生能夠回顧當學期的學

習過程與收穫並進行反思，在期末由學輔老師陪伴學生在晤談的過程中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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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顧檔案，幫助學生進行學習回顧與省思，同時記錄學生當學期的學習成

果。 

 

對我來講的話，我在意的點就會是，他這學期他覺得他學了什麼？然

後他覺得他印象深刻的活動或是教學內容，有的是喜歡老師的教學

方式。最後是他跟他自己的關聯在哪裡，他要怎麼應用？就我的架構

就是這樣，然後他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的提問是什麼，所以他們就

會一直往下寫這樣子。（I-T3 老師-240328） 

 

三、 專任輔導老師 

（一）個別輔導學習計畫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的第一年中，在專任輔導老師提供學生的支持

上，主要由專輔老師從其輔導專業為出發，根據對學生個別性的觀察，篩選出

需要另外提供專業輔導支持介入的學生，就學生的個別需求訂定相應的個別

輔導學習計畫，以提供學生專業性的輔導支持。 

 

……所以我剛剛說我跟 OO 在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們就有一點在量

身打造。因為我們幾乎我們兩個討論就是做一個下午，然後我們一個

一個，我們不敢說我們今天在做計畫，可是我們就是一個一個案子這

樣看。一個案子、一個案子這樣看，然後把我們所知道的全部討論出

來這樣。我們會依照，我們也在做每一個人的個別輔導學習計畫……

（I-A3 主任-240125） 

 

（二）辦理成長導師增能工作坊 

在成長導師們在和學生晤談的過程中，主任們發現老師們對於輔導知能

有較高的需求，因此在觀察教師們對於輔導與晤談技巧的專業需求後，由專輔

導師進行規劃，為成長導師辦理「焦點解決研習工作坊」，協助成長導師就其

輔導與晤談技巧進行增能。 

 

其實我們很快地就發現，就是成長導師沒有辦法完全輔導學生，所以

那時候在有幾次的會議時間，輔導老師，就輔諮組就辦了很多輔導知

能的研習，例如什麼短期焦點什麼治療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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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用在孩子身上，或者是怎麼樣去應對這樣子一個輔導策略，我

覺得這件事情是輔諮組很快就觀察到成長導師的需求。然後這也是，

應該也是在成長老師會議的時候看到，然後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輔導

知能的研習。（I-T4 老師-240409） 

 

肆、小結 

數位實中所建置用以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其在於支

持學生學習的輔導機制上，與國、內其他體制外教育所提供的輔導機制有些共

同處，體制外教育中「導師」是陪伴孩子能夠實踐個別化學習的重要角色，如

數位實中的成長導師的制度，與無界塾（2023）的 Mentor-Mentee 制度相似，

皆是透過固定的導師（mentor）長期、穩定的陪伴學生成長，從學生的需求為

出發，透過晤談與紀錄撰寫的形式，紀錄學生的成長經歷與發展脈絡，並與家

長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在教師與學生的固定晤談規劃上，則與赤皮仔自學

團（李文旗、鄭婉琪，2017）的「導師課時間」相似，採團體晤談或個別晤談

的形式，根據不同的目的而採用不同的晤談形式，以更好地觀察學生不同的面

向與樣態。 

而數位實中因應其創新的學習型態所設置的不同專責教師，和其他的國

外體制外教育學校所採用的輔導支持制度亦有相同之處，如在學習輔導教師

的規劃上，與史丹佛線上高中的「學業諮詢師」有些類似，在於輔導學生進行

課程的安排與選擇與生涯發展目標的確認上，為支持學生在彈性化學習模式

上重要的支持者。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和專任輔導

教師所形成的輔導團隊形式，則相似於日本 N 高校（2023）的導師團隊制度，

由個別的專責教師負責學生的學業進度追蹤、生活管理與生涯發展等面向，透

過不同教師的共同合作，提供學生全方位的輔導支持。 

回顧本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歷程，其中角色功能、關懷面向、合作

模式、工具應用、相關關係人的連結，為數位實中在建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歷

程的重點。不論是系統內教師角色的確立、合作模式的形成、平台工具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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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系統在實際運作後的演化，讓不同的關係人產生連結與相互合作，皆圍繞

著學生學習與發展歷程中所需要的支持而產生不同的行動。 

透過學生長輔導系統建構歷程可見，在創新制度與系統的建構中，需要歷

經大量的來回討論與反覆確認，在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的框架下，反覆思索不

同支持機制的目標與合適性，並在實踐歷程中持續迴旋與修正系統運作的模

式，以回應不同時刻學生的輔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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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自主學習成長與自我概念發展 

數位實中的學校願景「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當中，強調透過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的培養，將學習的主動權歸還至學習者本身，由學生根據自身的學習與

潛能發展需求，規劃與調整自我的學習。因此「自主學習」可以說是實踐數位

實中學校願景的關鍵要素，本節將透過兩個不同的學生個案的介紹，描繪學生

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歷程，並了解其發展過程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給予的

支持，以及親、師、生三者之間在系統間的互動關係，以了解系統對於學生學

習與潛能發展產生的影響，與學生在自主學習歷程後對於自我概念的發展。 

壹、學生個案介紹 

為了解不同學生在數位實中學習時所發展出的自主學習樣態，研究者在

學校主任的推薦與自身於田野的觀察評估下，邀請了兩位個案學生：S1 同學

和 S2 同學參與本研究，其中 S1 同學過往為接受體制外教育的學生，S2 同學

則是就讀體制內一般國中的學生，透過兩位過往曾在體制內、外學習的學生，

分享其在數位實中進行自主學習的經驗，以了解不同的學生如何在數位實中

此種創新的學習模式下進行學習，描繪其在自主學習歷程中，如何在學生成長

輔導系統的支持下，讓自己和他人產生連結，並在探索的歷程中找到自己發展

的目標，讓自身的潛能與天賦得以自由開展。 

貳、自身驅動力－學生自主學習歷程與發展 

一、以學生為主體的自主學習 

數位實中的特殊性來自於其對於學生發展整體性的重視，如 A1 主任在提

及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時所言：「最大的層次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統整性的

學習。」（I-A1 主任-241211）。這所學校所強調的自主學習並非止於單一課程

內的學習，以短期、碎片化的形式發生，而是在學生們的成長歷程中，透過過

往對自我的認識，在「廣闊探索」的學習開展中，由以學習者對自我發展的認

知為基礎，在外在的鷹架支持下，讓學生們能夠對自我的學習與發展目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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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定位，透過探索的歷程找尋達成目標的路徑與方法，並以生涯發展的目

標為牽引，使其在自我開展的歷程中，不斷地透過對自我的探索和對未來的想

像，持續朝其發展目標邁進，最終達成「天賦自由」的發展目標。 

因此，以下將就學生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實踐歷程進行描繪，以說明個

案學生在其自主學習的探索歷程中，如何在學業、自我的認知與生涯的探索中，

透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支持，讓學生在自主學習的歷程中，能夠逐漸朝向其

未來的發展方向持續邁進。 

二、學生過往的學習經驗：學習需求的認知 

學習者當前的學習會受到過往經驗的折射，而影響其在後續學習歷程中

的感受，進而產生不同的主觀體悟與學習行動，因而在探討學生的自主學習歷

程前，首先應該了解的是學生們選擇就讀數位實中的原因。 

研究者詢問學生們最初選擇就讀數位實中的原因時，兩位皆提到在過去

國中的經驗中，曾經經歷一段挫折與迷惘的時期，如 S1 同學提到因為過往在

實驗教育機構就讀的經驗，並非以學科測驗的反覆練習為導向，致使他在國中

至高中的轉銜階段，因為升學考試的準備而感到低落與自我懷疑。 

 

但是我好像又必須要回到現實去準備會考……我們在準備考試上面

的基礎的一些理論的知識是非常不足，所以我們在九年級要衝刺會

考的話，也相對比較困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非常不知道，我到底

上了高中我應該怎麼辦？我是會往哪裡去……（I-S1 同學-240426）。 

 

而就讀體制內學校的 S2 同學則表示過去在一般體制內國中的學習經驗中，

對於學校制式化的學習模式和以升學為導向的學習氛圍，使他無法感受到學

習所追求的目標，「我就開始想說，但我這麼努力這樣追的意義是什麼？因為

我就覺得我們學這個，好像其實都用不到，很多都用不到。」（I-S2 同學-240514）。 

兩位同學在其過往的學習經驗中，皆體認到自己對於學習的需求，無法在

制式化的學習形式中得到滿足，也在升學的過程中更加清楚意識到自己所嚮

往的學習型態，如 S2 同學提到「符合理想的教育是可以，就是適合自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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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有我想學什麼，就是可以有選擇的去學習，然後也可以自己安排時間做這

些事情。」（I-S2 同學-240514），而 S1 同學所希望的學習模式則是能夠對於感

興趣的專長領域進行深度的學習與探索。在經歷過往經驗的挫折和迷惘之後，

學生們重新檢視自身的需求與對學習的想像，因而選擇進入強調實踐個人深

度個別化學習、發展自我天賦潛能的數位實中就讀，學生們選擇就讀數位實中

的原因，與其過往的學習經驗相關，由過往對於自我的認識而衍生對自身學習

需求的了解，影響其後續在數位實中對於自我學習的體悟與感受。 

第一學期開始時，教師和學生們之間仍然處於相互摸索與了解的狀態，為

了加快對於學生的了解，學校在開學時透過新生導入期的晤談和學生入學申

請自傳的輔助，讓老師們能夠初步形成對於學生的認識，並在晤談過程中學生

對於在這所學校學習的想像和發展目標，建構了系統內教師和學生之間在接

下來的實踐歷程中的支持基礎。 

三、自主學習的調整與適應：自主學習策略規劃 

而當學生們在開學後正式開時學習時，校內老師們發現學生們學習適應

的情形有些不如預期，在學校營運三個月後的說明分享中，A3 主任提到：「雖

然有點開玩笑，我說我們現在是有大學的制度，但是他們都是高中的年齡，然

後其實只有國中的心智」（D-營運說明），數位實中彈性化的的自主學習模式，

對於這些剛從國中轉銜至高中階段的學生而言，仍然有一定的難度與挑戰。 

如 S1同學分享到在數位實中的學習節奏與過去在實驗教育機構的步調相

比快得許多，加上學校提了許多彈性運用的學習時間，讓學生們能夠精進自己

的興趣與專長領域，因此他在高一上學期的時候多將心力偏重在課外活動上，

進而導致了學校課業的進度產生落後的情形「我也在當中發現我的各種作業

和學習進度是大大落後的，對那個時候來說其實苦惱了一段時間」（D-學習分

享 02）。而 S2 同學則表示，數位實中的一生一課表、週週一課表的學習形式，

在學習安排的變動上讓他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每個禮拜都在變的這件事情，

那時候是沒有辦法那麼快適應它」（I-S2 同學-240514）。 



80 

數位實中的混成學習模式和選課制度，給予了學生在自主學習上很大的

彈性和自由度，但學生們最初在面對這種創新的學習模式時，難免的還是遇到

了學習進度的管理與學習模式適應的問題。學生們的經驗顯現了在此種自主

學習模式的適應上，對於學生們來說，仍然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學習在學業上如

何管理自我的學習安排。 

而自主學習模式的適應問題，並非只是在個別學生身上發生，在學期中的

成長導師會議中，學輔老師也提到有科任老師時常向他反應學生作業缺交、線

上學習成效不佳的問題（O-成長導師-221116），面對學生自主學習適應期的問

題，學習輔導教師和成長導師分別在學期中的晤談中，了解學生後的現況與需

求後，提供了學生不同的策略支持。 

對於一些較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學生，T3 老師在與學生晤談的過程中

激發出了靈感，為學生們設計了名為「緊張消除簿」的待辦事項管理工具（D-

營運說明），讓學生根據不同優先順序與急迫程度將學習事項進行排序，進行

學習進度的管理。而成長導師的部分則主要透過在導生晤談中，陪伴學生分析

學習進度落後與適應問題的根本原因，再進一步地協助學生應用不同的策略，

如學習效率提升（I-S2 同學-240514）與學習環境的調整方式（I-S1 同學-240426）。 

其中 S1 同學分享了他在高一上學期所應用的自主學習策略，當時面對了

學習進度落後和作業遲交的問題，他在與成長導師的晤談過程中，一同分析自

己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在導師的支持下嘗試運用當時在必修課程「設計思

考」中所學的五個思考步驟（圖 4-3），以解決自己學習進度落後問題，在反覆

的嘗試中應用課堂所學的策略，協助調整自己的學習進度，逐步地找回自己的

學習步調與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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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學生自主學習策略應用實例 

 

註：改編自 S1 同學分享。（D-學習分享 02、D-學習分享 03） 

 

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及，對於這群 15-16 歲的青少年而言仍然

會有些困難和挑戰，因而需要教師、學校系統提供一定程度的鷹架與支持，從

不同問題面向的剖析和學生需求為出發，提供相應的調整策略與工具，幫助學

生在陪伴中，根據自身的需求，管理自我的學習規劃，並透過學習策略與數位

工具的應用，在學習的歷程中不斷反思與修正自我的學習，逐漸「長」對出自

主學習的能力。 

四、後設自我管理：後設認知與歷程監控 

學生們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歷程中，除了在學習上逐漸培養出運用不

同策略進行自我學習規劃的能力外，研究者也觀察到學生們在經歷一年的自

主學習實踐後，在內在的自我探索中不斷地思考與反思，逐漸形成對於自我的

了解，後設認知與自我管理能力的發展，成為學生自主學習能夠持續演進的重

要能力。 

 在與學生們的訪談中，S1 同學分享到在高一個別需求課程的學習中，透

過對自我學習歷程的監控，「讓我們可以更好地去學習如何自主學習」（I-S1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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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240426），而另一位S2同學在分享他對於數位實中自主學習的看法中提到：

「我覺得自主學習從來不是一個學校的事情，是我自己精進自己的過程」（D-

學習分享 01）。學生們在數位實中自主學習的歷程，在開放式的自我探索中，

透過系統內教師的支持，陪伴學生在自我學習歷程的監控中，漸漸培養其對於

自我學習的後設管理能力。 

而對於學生後設思考能力的發展，除了學生自己本身的發現外，兩位學生

的家長們在分享對孩子的成長觀察中，亦提到學生們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

歷程中，發現孩子對於自我的學習有更多的想法和認識，進而透過對自身狀態

的檢視，主動地調整與管理自我的學習。 

 

我覺得他會在這個系統當中，他不斷來回地去思考跟反思，我適不

適合這樣？我這樣走對不對？然後我這樣的安排對不對？就是因為

他必須很多自己的安排，所以他會不斷地去啟動，他自己去想，就

是凡事我這樣 OK 嗎？我這樣行不行？這樣會不會太多，我這樣會

不太少，對，我覺得後設認知這一塊是更凸顯出來……（I-P1 家長-

240516） 

 

我突然想到一塊，就是我覺得他們學校還蠻不錯的地方，就是小孩

子們他們變得很會想，然後會去思考，我為什麼要做這一塊，然後

我要怎麼做，那我覺得這一塊進步蠻多的……（I-P2 家長-240517） 

 

回顧學生在數位實中的整體發展，除了對於自我學業的規劃和進度管理

外，學生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內在對於自我狀態的覺察與後設思考能

力，此種後設能力的應用並不侷限於影響學習者在單一課程內的學習，而是在

後續的歷程中，擴散至課程學習以外更廣泛的實踐中，透過後設認知能力的形

成，在自主學習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地就目前的現況與未來的發展進行評估與

判斷，進而調整自我的狀態，在反覆的嘗試中，將自我的學習進行重新導向，

影響了其後續的學習選擇與生涯探索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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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涯探索發展牽引：能動性與持續投入 

隨著學習歷程的持續推進，除了最開始經歷的自主學習模式適應與策略

調整，學生們在數位實中強調讓學生「廣闊探索」的學習型態中，透過生涯探

索發展的牽引，而逐漸在自由的探索中，確認自己未來所想要的發展方向，形

成對自我發展持續入的能動性與動機。 

本研究個案的兩位學生，S1 同學在入學前已經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因此

他在數位實中的探索中主要朝向「生涯發展的具體探索」，在其自主學習的歷

程中，透過和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的晤談，逐步地思考自己未來在生涯發

展中想成為的樣子，而影響其對於學業和課程安排上的規劃，如在高一的學習

中提出了生涯探索相對應的個別需求課程，結合線上非同步學習、專題課程認

證、相關文獻閱讀，與實際的職業場域見習經驗，持續性地進行朝向生涯發展

的方向努力，在探索過程中確認自己所想要深入探究的發展方向（D-學習分享

01），而形成對於後續學習的自我能動性與持續性動機。 

而 S2 同學在生涯發展的探索上則嘗試了許多「領域探索」，他在高一的

自主學習歷程中提出了三種不同專長領域的個別需求課程，經歷了一段廣泛

性的探索，他提到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不同課程的感受，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來

體會不同領域的課程是否符合自己的興趣，有時候也會遇到不確定的時候，此

時透過與學習輔導老師的晤談後，幫助他在經過廣泛的課程探索後，思考其感

受與學習意義，並逐漸釐清與收斂自己所想要的發展方向。 

 

給自己這麼多嘗試的機會，就是要讓自己知道什麼是不喜歡，或是沒

感覺或是很喜歡的。就是用這些課程去，然後發掘去找到真正喜歡的

東西。然後到後面會選擇 OO〔領域名稱〕的部分是因為，其它的探

索，我也覺得，就是裡面之中我最喜歡的就是，也最有熱忱可以繼續

做下去就是 OO〔領域名稱〕。所以從之前的探索，到後面的聚焦就

是讓……就是老師跟我的一些討論，還有我們去盤點，就是去釐清，

我覺得自己對它的，應該是熱忱在哪？或是我對它有沒有興趣，或是

會不會想要繼續接觸更深這樣。（I-S2 同學-2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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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們在自由的廣泛探索中，真正認識到自我未來的發展目標時，便會

形成對於自我學習規劃與持續發展的動機，促使學生們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

習歷程中，能夠以對自我的認識為基礎，在發展歷程中思考與評估各種不同選

擇和方案的可能性，並根據生涯探索的牽引，構成學習者主動朝向未來發展目

標前進的驅動力。 

而自主學習的歷程中往往會經歷許多不同的挑戰，對於尚缺人生經驗的

高中年而言，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偶爾會有無法朝前邁進或是必須要有所取

捨的時刻。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歷程中，透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合作，幫

助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對發展目標的達成進行更長遠的規劃，在漸進成長的過

程中，陪伴學生逐步分析達成目標的可能方法，協助學生在自主學習的歷程中

累積自己的優勢，並透過個別歷程性的調整，支持學生達到自主學習所希望的

目標。 

參、系統推進力－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支持網絡 

從學生的自主學習發展歷程來看，學生自主學習的開展是透過許多實踐

網絡的相互串聯，才能夠有效支持學生在不同時刻所遇到的問題與需求，而學

生自主學習實踐支持網絡的形成（圖 4-4），除了學校原本建置的學生成長輔

導系統外，更大範圍地涵括了從系統內部所延伸的外部關係人，透過系統內、

外關係人的連結，以更好地回應學生在不同面向的學習需求。 

 

 

 

 

 

 

 

 



85 

圖 4-4 

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支持網絡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以下將從學生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支持性的感知，與「親－師－生」三

者之間在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歷程，如何互動以形成支持學生的實踐網絡，以及

系統內、外部間的連結關係進行說明。 

一、學習輔導教師的支持 

在研究者分析個別學生與學輔老師的晤談紀錄中，發現學生在學習輔導

方面的支持感受，回應了學習輔導機制在最初所設計的「學習規劃」、「進度追

蹤」、「生涯探索」與「樣態統整」四個面向。 

（一）學習規劃 

於學習規劃面向，S1同學表示學輔老師主要會協助進行選課方面的確認，

以確保選課安排能夠符合學校的修業規定，同時也避免學生的課程安排超過

學生所能負荷的能力，而在學習規劃的建議上，則會從學生未來升學的目標科

系為出發，協助學生進行修課面向的評估。 

 

並且他會關注我們在選課上面，比如說你這樣子學分是不是夠，然後

或者是你有沒有評估過你的，就是這樣子的修課會不會超出你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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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或者是會不會太少。（I-S1 同學-240426） 

 

（二）進度追蹤 

而在學習進度的追蹤上，可以看見學生和學輔老師在討論過程中，記錄了

每個學習科目的狀態描述，包括學生在線上非同步課程的參與狀況、學科作業

的繳交情形等（D-學生晤談），並由學生的學習表現行為提供學生可行的改進

建議，如在學生的期中成果報告書中，學輔老師發現學生在教學平台的進度更

新上有落差，影響了作業與課程的進行進度，因此建議學生在學業上要花時間

整理與確認學業訊息的接收，以避免學習進度上的延遲情形（D-學習成果）。 

（三）生涯探索 

至於生涯探索方面，學輔老師透過晤談了解學生感興趣的專長領域與未

來想就讀的科系選擇後，建議學生根據未來的發展目標，建議先行查找想要

「就讀科系門檻資料」，與「規劃相應的專長領域技能練習」，並透過卡牌的輔

助，幫助學生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與檢視自我的優勢與

劣勢所在（D-學生晤談），以確認學生的生涯探索方向符合學生的優勢能力與

特質。 

 

那在學輔老師的部分，就是老師在高一的時候就給了我們很多的卡

牌，然後去描述你自己，這個人是什麼，然後以及別人可能怎麼看待

你，然後還有包含裡面的那個，你重視的價值觀可能是什麼，然後透

過這樣的方式讓我們去了解，更了解自己在學習上面，你可能會有什

麼樣的優劣勢。（I-S1 同學-240426） 

 

（四）樣態統整 

在樣態統整的面向上，由於學輔老師的角色能夠全面地了解學生整體的

學習需求，再根據個別性的樣態提供學生支持。如 S2 同學提到在高一上學期

的期初與學輔老師經過晤談後，老師得知不同的同學都有相似的專長領域學

習需求，因而更進一步地協助有共同專長需求的同學一同開設個別需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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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我們三個其中有一個人，提出了可能會需要這個課的事情。然

後因為老師也是學輔老師，所以他也會跟我們晤談，他也知道我們的

事情。所以他後來有找我們這些有想要……有這個想法的，就是有想

要學……就往 OO〔領域名稱〕，然後先從 OOOO〔領域名稱〕開始

的人。然後老師就把我們找過來，然後他就說他會開，就是幫我們弄

個需這樣。（I-S2 同學-240514） 

 

除此之外，由於學輔教師亦了解學生的個別發展需求，因而在幫助學生提

供個別性的學習資源支持與引介上，亦在學生和系統外部學習資源的引介上，

由學輔老師為連接點，形成一條實踐支持網絡的資源連結線。如 S2 同學表示

透過學輔老師的資源引介，幫助他在個別性的學習需求上，連結了外部的專業

領域指導老師。 

 

所以因為老師這邊他們也會，就像 OO 老師，因為他本科就是 OO〔領

域名稱〕出來的，所以他會擁有的資源，對我來說就是比較……就是

我需要什麼，或我需要找什麼老師，他都可以幫助我去找一些老師。

（I-S2 同學-240514） 

 

研究者綜觀學輔教師在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的實踐支持，學輔教師主要

透過讓學生對於自我的深入探索與了解，以引導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選擇中，能

夠根據生涯的目標進行規劃，並提供學習發展方向性的指引與資源支持。讓學

生在自主決定、規劃與選擇的過程中，能夠長出「自主性」，並對自我的學習

選擇負責。 

二、成長導師的支持 

而對於成長導師在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的支持性，在學輔老師提供的方

向性指引外，成長導師做為學生成長歷程的長期陪伴者，在學生發展的歷程中，

在於「學習管理與策略調整」、「學習規劃選擇」和「生涯發展取徑」上分別提

供了個別化的深入陪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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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管理與策略調整 

在學生的學習管理與策略調整上，學生們表是成長導師會透過和他們晤

談的過程中，陪伴他們檢視日常的學習「先從釐清自己目前的學習狀態是什麼，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看，面對你現在遇到的問題」（I-S1 同學-240426），協助學

生釐清學習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並根據學生的不同的需求提供相應的建議。 

如當 S2 同學面對時間管理的問題時，成長導師和他提到時間管理和專注

力的關聯性，以及提升專注力與學習效率的方式，並提供他「番茄時鐘」做為

時間管理的工具，以幫助他在繁多的自主學習進度中，能夠提升學習的效率。 

 

然後就之前跟成長導師晤談的時候，有講到就是說，時間管理這件事

情也是牽涉到專注力的問題，然後那時候有跟老師討論說，有什麼方

式可以讓專注力提升？然後在我的時間管理上，能讓我做一件事情

的效率更高。然後那時候老師有跟我討論到一些方法是，老師自己研

究過，或是他有看過的書，然後那時候討論是番茄鐘。然後那個我有

用一段時間。（I-S2 同學-240514） 

 

S1 同學則提到，當他在高一上學期因為學業進度落後的問題而感到不知

所措時，成長導師陪伴他從現況的分析中檢視自身的學習問題，共同思考可能

的解決方法，並提供「Notion」做為學習進度與時間管理的工具（I-S1 同學-

240426），再由學生根據自身的學習安排，分別列出「實體、非同步課程與彈

性時間」的統整性規劃，並根據不同「作業的繳交截止時間」，進行每日的「學

習安排與檢核」（D-學習分享 03），透過持續性地記錄與管控（keeping records 

and monitoring）自我的學習，以就學習目標的優先次序與執行（goal-setting and 

planning）進行規劃，並自發性地進行自主學習策略的調整（Effeney et al., 2013）。 

成長導師藉由幫助學生釐清學習的問題，具體性的提供學生改進的學習

策略與管理工具，在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幫助學生有系統性的組織和管理

自己的學習，並即時地提供學生所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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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規劃選擇 

根據學生的不同發展方向，成長導師在陪伴學生進行學習規劃與選擇上

也有諸多的討論，包括學生個別學科課程的選擇與取捨、個別需求課程的提出，

學生們表示在晤談的過程中，導師會根據學生的發展目標給予不同的學習規

劃建議，如以文組科系為升學目標的 S2 同學，在社會領域的學科選修上，由

老師評估他的學習目標而建議選修地理課程（I-S2 同學-240514），而以理組科

系為升學目標的 S1 同學，在自然領域的學科選擇上，在討論「科學探究」課

程的選擇與「個別需求課程」的提出間，導師向他建議在學習規劃上亦需要思

考將來升學時的甄選需求（I-S1 同學-240426），進而引導他在不同的課程選擇

間，根據學生將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取捨。 

（三）生涯發展取徑 

在學生的生涯發展方向上，雖然本研究的兩位個案學生對於未來發展的

目標皆已有明確的方向，但對於到達學習目標的實踐途徑仍會有不安的感受

「知道未來的圖像，但不知道如何著力」、「不知道目前的努力能否到達想去的

地方」（D-學習分享 03）。而成長導師在自主學習歷程中根據過去所累積的學

習經驗，從旁陪伴學生在未來科系與職業發展的選擇間進行研究與比較，以規

劃達到學生未來發展目標的生涯發展路徑。 

成長導師在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的實踐支持，主要透過晤談與對學生的

日常觀察，對於學生形成了個別性的深入了解，在日常生活、學習管理和生涯

發展上適時地提供「引導」，幫助學生在自主學習的成長歷程中，能夠逐漸地

開展出自我的獨特樣態。 

三、 親－師－生的合作支持 

於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家長亦為支持學生發展的重要角色，在學生成

長輔導系統的機制設計上，主要透過成長導師與家長的連結，在三方的互動空

間中，形成學生自主學習的支持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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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成長的全方位了解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設計中，成長導師為學生成長歷程的陪伴者，而回歸

到學生整體性的成長，仍需透過和家長的互動和連結，才能夠觀察孩子在校外

和家庭中的發展情形。如 P2 家長表示在和老師的對談中，能夠從導師端得知

孩子在學校的「人際互動」與「學習情形」，而家長則是從對於孩子的「家庭

生活」觀察（I-P2 家長-240517）提供不同的視角補充，透過導師和家長雙方

分享對於孩子的觀察，以形成對於學生成長的全面性了解。 

（二） 親－師－生信任關係 

由於數位實中特殊學習型態的特性，學生在每天的學習課程可能會實體、

線上課程的安排，而在學校、家中或是校外等不同的場域間穿梭，過去讓孩子

接受體制內教育的 P2 家長說到，在最初始對於孩子的學習狀態，在一開始看

到孩子的這種學習狀態的時候，對於孩子的學習和升學發展仍然會感到擔憂。 

 

當然也是會擔憂啊，因為畢竟來講孩子將來就是要上大學，那以他們

的這種方式來講，就會擔憂說這樣子將來怎麼跟一般的高中學生去

拚大學，對，所以那時候就會有擔憂的，尤其是這種彈性的上課方式，

老師看不到，那你會擔心說那他的課業怎麼辦……（I-P2 家長-240517） 

 

而為了減少家長對於孩子學習發展的焦慮，讓家長能夠理解孩子在學校

的學習情形與形成對於學校的信任感，成為親師日後合作的重要先決條件。 

在親師信任關係的基礎建立上，學校計劃透過「學校日」的機會，讓成長

導師和導生家長以團體晤談的形式，和家長們分享和孩子的互動情形，以及說

明學校運作的方式，在言談中讓家長能夠清楚的知道成長導師對於孩子的了

解，以及在孩子的成長發展上，有相應的導師在自主學習歷程中陪伴孩子的學

習，增進家長對於孩子學習和學校運作狀態的了解，在降低家長對孩子學習與

升學焦慮感的同時，亦讓家長能夠在此之上，和孩子的成長導師之間建立一定

的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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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家長日〕團體晤談，我覺得對於家長會是一個……就是我覺得

會比較安心，安心是說，喔原來我的孩子的導師是這一位，然後他都

會帶著這些孩子，那因為老師分享說我們通常會怎麼跟孩子互動，然

後也會透過成長老師讓家長們知道說學校最近的運作，以及有任何

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聊聊，我絕對家長講，他會有一個放心，就是放心

說喔在學校其實還有個支撐的對象，之於家長我有一個對口，因為家

長不太可能，什麼事都找學校的其他老師，我覺得這點是好的。（I-P1

家長-240516） 

 

除了透過家長日對於孩子學習的概略性了解外，在親師生三方信任關係

的深化上，由成長導師每學期與家長進行「親師晤談」，以個別的晤談讓導師

和家長之間藉由溝通與對話，分別從不同的觀察視角分享各自此對於支持孩

子成長的想法，在相互的意見交流之下形成親－師－生三方的連結。 

 

我就問老師說 OO〔學生〕這段時間可能遇到了一些什麼困難，那

想跟老師聊聊，那老師也會發現，其實 OO〔學生〕也有跟他聊，

那我們兩個彼此就會聊，那 OO 老師〔成長導師〕通常就是說，那

媽媽你的想法是什麼，以及你怎麼支撐，那我就說說我的，那 OO

老師〔成長導師〕也會提提他的，然後我們就發現有一拍即合的地

方，或者有時候老師的一些想法，我就說我覺得很棒，謝謝老師，

就是你讓我有多一條路去思考，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那樣的對話。

（I-P1 家長-240516） 

 

而此種親－師－生三者在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的互動的頻率跟形式，會

因應著學生在不同時間段的需求演化，在不同的關係連結形式中對學生產生

動態性的支持性力量，如以一般孩子日常學習情形的交流上，親師生三方之間

能夠保持較為鬆散的關係形式，透過簡單的交流與互動，形成對於學生學習情

形的共同性理解，而當孩子在生涯發展的規劃上有重大的變動時，此時親－師

－生三方之間的關係需要透過密切的交流，形成緊密連結的關係，共同評估與

分析對於目前的狀態而言，應該如何相互合作體提供支持。 

 

我真的這樣覺得，就是你觀察到孩子目前的狀態，他是穩穩地往前走

的時候，可能彼此都知道有這個默契在，可是當有什麼狀態的時候，



92 

可能不是他不好，是我們發現好像你下個關卡需要努力的時候，或者

我記得很印象深刻，有一兩次是 OO〔學生〕主動跟我說，你可以趕

快跟 OO 老師〔成長導師〕約時間嗎？我真的覺得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我需要好好的……對，就是類似這樣，也會有那種好像要趕快就是，

可能需要這樣，就是要拉很近，就從這裡（鬆散關係）變這樣（緊密

連結）。（I-P1 家長-240516） 

 

回顧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中的親師生互動關係，在學生成長的歷程中透過

溝通和互動以形成對孩子的「全方位理解」，並在當中建立起親師之間的「信

任關係」，在此基礎上根據學生在成長歷程中所面對的不同問題，而有不同互

動形式，當導師、學生和家長三方之間能夠在非結構性的關係網絡中，形成以

學生為中心相互連結的動態關係時，對於孩子自主學習支持的共同性的支持

力量便由此而生。 

四、 學習夥伴同儕支持 

而在詢問學生們關於在自主學習歷程中的支持時，兩位學生皆表示「學伴」

對他們而言是在自主學習歷程中很重要的支持者，學生們在自主學習的過程

中雖有不一樣的探索和目標，但透過學伴制度讓學生們之間形成連結，在數位

實中強調個別化的自主學習歷程中，透過彼此之間資源的共享與社會性關係

的連結，成為學習者能動性和動機維持的重要性力量。 

如 S2 同學表示透過學伴的關係，讓他能夠在和其他同儕的互動中相互交

流彼此所擁有的資源，形成學習資源的互助和共享。 

 

……可能大家各自都會知道一些資源，或是各自會有不同的想法。所

以就是有這些，可以讓我們有機會，也是聽到更多不一樣的想法跟大

家共同……就是大家有各有的資源，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分享。（I-

S2 同學-240514） 

 

而學伴制度最初設計的目的便是在於數位實中此種創新型態的學習模式

下，讓學生之間在自主的學習歷程中，能夠在彼此的砥礪之中相互支持，此種

社會性的支持，對於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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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應該是學伴制度的部分，對，就是因為高一上的話，就是我

覺得在這所學校，他真的很多都是需要你自己奮鬥的時候，那因為

每個人選的課程不一樣，所以你跟你的朋友可能就不會是可以一起

去努力，然後什麼什麼……達到什麼事情，所以就常常會覺得，我

能不能夠有個就是一起努力的一個夥伴這樣，那也是因為有學伴制

度，然後讓我們就是，雖然各自走在不同的路上，可是我們知道彼

此都在努力著，然後並且就是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去關注彼此，然後

有那種和大家一起奮鬥的那種感覺，所以也讓我在高一下的整個學

習可以就是，和我原本自己對自己的期待可以達到一樣的結果，

對。（I-S1 同學-240426） 

 

如 S1 同學和 S2 同學皆分享到，雖然大家的專長領域不同，但會在和學

伴小組的其他同學訂定共同性的目標，如「降低作業缺交率」、「本學期所有科

目 all pass」、「不能喝手搖飲」等（I-S1 同學-240426、I-S2 同學-240514）。透

過學伴制度的連結，讓學生們透過群體共同性目標的訂定，在個別學習者間引

發自身學習的能動性，並透過小組目標任務的達成，提高了學習者對於自我學

習的效能感，在同儕的共同的砥礪與相互督促之間，形成學生們自主學習的持

續性動機。 

五、 系統外部資源支持 

在數位實中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中，由於每一個學生的探索與興趣

專長領域不同，除了學校系統內部能夠提供的資源外，為了回應學生不同的潛

能發展需求，需要透過系統外部資源的連結以補足學校在資源提供上的結構

性限制。 

（一）科任老師與專長領域資源 

在校外資源的連結上，系統內部的每一位教師、學習者本身和家長都是學

習資源的連結點，如 P1 家長分享，由於孩子想要深入探究的專長領域在校內

並沒有相對應的師資，因此透過學生自身在課程和科任老師的交流中，向授課

老師提及了專業領域學習的需求，由科任老師協助和大學教授進行連結，提供

學生進入專業研究場域的見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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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開始想要做一些 OOOO〔領域名稱〕相關的研究的時候，他其

實是去找了 OO 老師〔科任老師〕，他說老師我想做這方面的研究，

就是你可以指導我嗎？老師就說我可以幫你找資源，所以他後來跟

陽明的教授接上線，也是因為這個 OO 老師〔科任老師〕，所以我覺

得反而它的系統除了直接提供之外，這樣的系統是好的。（I-P1 家長

-240516） 

 

（二）家長人脈關係網絡 

而除了校內教師在專長領域連結能夠提供的協助外，透過家長端的的人

脈關係網絡，亦能夠幫助孩子在不同專長領域的資源連結上，如 P1 家長透過

自身的人脈網絡為孩子引介了校外見習的資源，為支持學生的潛能發展形成

更多的可能性連結。 

 

比如說像 OOOO〔領域名稱〕的這幾條線，剛好就是有一個是我的家

長嘛，一個是我的同事的夥伴，那剛好兩個是不同面向的 OOOOO〔職

業名稱〕，所以因為有這層關係，OO〔學生〕就開始可以去見習跟學

習。（I-P1 家長-240516）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內外部的關係，以學生為中心形成發散式的連結，在

內外部資源相互連結之下，共同支持學習者在自主學習歷程的實踐。 

此外，家長亦回饋到，這些系統外部資源的連結對於學生自主學習的支持

而言是很重要的支持系統，該如何保留這些已經開拓的資源，以在未來的實踐

系統中，形成學生在自主學習與潛能發展中能夠應用的「人才資料庫」，亦成

為數位實中未來在回應學生個別化潛能發展上所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題。 

 

所以我就在想說，如果或許有機會可以給學校一個這樣的建議，就是

這個學生他的那個個需發展完善，他的這個系統是否有可能留下來

給學校，做為學弟妹未來可能可以用的資源，對啊，我自己覺得這樣

比較有可能解套啦，不然一個學校你怎麼去支撐這麼……對，那當然

這些系統留下來之後，是不是就除了是個人，那未來是不是也可以跟

這些系統聯繫的是說，OO〔學生〕是從數位實中畢業，那是不是有

機會就是數位實中的孩子也可以跟你們合作。（I-P1 家長-2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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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學生在自主學習歷程中所形成的網絡關係可見，在學生自主學習資

的實踐上不同的時間段落中，系統內的每一個人包括學習者自身、學校同儕、

校內教師、家長，都是學生自主學習實踐網絡開展的資源連結點，在學生自主

學習的歷程中，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系統內、外部不同的資源網絡連結，形

成學生自主學習實踐開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綜觀學生們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歷程，由自身過去的經驗為出發，在了

解自我的學習需求後，透過有目的性的規劃與管理自己的學習並訂定學習的

目標，顯現其自主性（autonomy）。當其在自主學習的歷程中遇到挑戰時，經

由系統內教師的引導下進行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在朝向學習目標的實

踐歷程中，經由與同儕的相互砥礪，引發自身對於學習的自主動機

（autonomous），並藉由系統內外部關係人產生的連結，形成獨特的實踐支持

網絡，助其在不同的發展時間段尋找適切的資源，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外部

實踐網絡的動態演化之下，賦予支持學生自主學習開展的向上能量。 

肆、目標引力－朝向目標邁進之路 

一、學生自我認知：學習主體性的產生 

當研究者詢問學生們在經歷一年的自主學習歷程後，對於自我成長有什

麼樣的感受時，學生們表示在數位實中的學習讓他們感受到學習的意義。從過

去在學習中對自我認知缺乏清楚的感受，在經歷自主學習歷程後逐漸對於自

我產生清晰的認知，當「自我」在學習的歷程中被學習者所形塑時，透過過去

與現在的相互連結，學習的意義感便由此而生（黃囇莉、洪才舒，2017）。 

 

我們能夠自己去選擇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課程，那它就變成是，就是 

你可以更深刻感受到「你就是學習的主人」，你不是別人在指引你要

學什麼。（I-S1 同學-240426） 

 

在學校就是學習會回到自身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做任何的像 

選擇，選擇學這些東西，這是我們的選擇，所以對我來說，因為我會

去想要做哪些？或是修哪些？然後我會去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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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那這自我選擇的過程就是有原因的，有方向的去選。所以會讓

我們……就是會讓整個學習更有意義，就是我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

去做，也就是會跟自己非常有關係。（I-S2 同學-240514） 

 

學生們在對過去的學習的描述中，在升學制度的壓力下感受不到對於自

我學習的擁有感，而在進入數位實中後，透過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在對自我

的認識、生涯探索與不斷嘗試修正的發展歷程中，重新找回學習的自主權，成

為自我學習的掌管者，在此過程逐漸形成學習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二、對於未來的想像：自我與外在的連結 

最後回顧學生們在經歷一年的自主學習歷程後，研究者詢問其對於未來

的發展與想像。S1 同學提到，他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逐漸地釐清了自己真

正想要達到的目標，「我真正學習的目的其實是我想要奠基自己的能力，然後

讓自己更有能力可以去幫助別人。」（I-S1 同學-240426），在自主學習的過程

中，對於自我學習的目的產生了新的想法，他認知到目前的學習是為了培養自

己的能力，並在未來能夠運用自己所學幫助他人。而 S2 同學則表示，雖然目

前還沒有非常明確的想像，但希望自己在未來能夠在專長領域上持續發展，讓

不同的專業體驗可以擴及更多的受眾與場域（I-S2 同學-240514）。 

當學生們經歷自主學習的歷程後，可以清楚的看見學生們在回顧自身的

學習並述說自己對於未來的想像時，除了自身目標的達成外，在對於自我的期

許中，學習的目的不再侷限於某一特定目標的達成，而在自我與外在之間產生

了連結，讓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能夠有更好的改變。 

伍、小結 

總體來看學生們在自主學習歷程中的發展（圖 4-5），學生在系統推進力

和目標引力的作動下，在其自主學習的歷程中，透過學習、後設認知和生涯探

索的發展過程中編織出對自我的意識，進而逐漸形構出學習者的主體性，從學

習者自身產生自主學習開展的驅動力。  

從數位實中的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歷程觀之，自主學習的開展需要歷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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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的演進，並透過引導性的教師角色，讓學生在不同面向上的發展能夠獲

得支持，而要在自主學習中實現讓每一個學生天賦自由的願景，對於學校系統

而言是一件需要花費時間、人力與大量資源的高成本任務，需要藉由角色、制

度的緊密設計，在工具的輔助下，讓學生自主學習的不同面向，能夠透過系統

的安排、協調與合作，形成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發展的推進力，以系統的力量共

同支持學生發展歷程中的需要，回應學生個別化的潛能發展實踐。而學生在自

主學習實踐開展的歷程中，除了系統內部的原有的制度建構提供學生輔導支

持外，在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中，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所形成不同關係人

的相互連結，更加擴大了支持學生自主學習實踐的支持網絡，進而回應學生在

不同實踐發展階段中所產生的需求，以促成學生自主學習的持續性開展。 

由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經驗可見，當自主學習不再是單一的課程規範，而

是以整體性的概念真實的落實在學生們的日常實踐中，學習者能夠在自主學

習中形成自我的主體性，在對發展目標進行分析與定位的過程中，藉由探索的

歷程找尋達成目標的路徑與方法，當遇到困難與挑戰時，會在實踐網絡的支持

下對自我的學習進行動態修正，並在意義建構的過程中，重新導向找回達成目

標的路徑，最後透過與自我和他人的互動，在自我潛能的開展歷程中，成為獨

一無二的自己（Fle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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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歷程動力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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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之實踐 

先前的節次中分別說明了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歷程，以及學生們在 

自主學習歷程中的發展。本節將回到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本身的實踐進行討論，

就學校所獨創的學輔系統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進行分析，以了解學校內哪些

系統內的實踐安排，有助於促成系統內教師的共同合作，同時亦就學生成長輔

導系統在實踐中的回應性與挑戰進行說明。 

壹、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之實踐架構 

為了解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如何透

過相互支持的行為模式，以達成支持學生成長與潛能開展的目的，以下將從文

化－話語、物質－經濟、社會－政治三個不同面向的實踐安排進行分析，以說

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部如何架構，以形成系統內教師的共同合作，並就其潛

在的限制性因素進行討論。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促成因素 

（一）文化－話語安排  

1. 團隊合作機制  

如在學生自主學習成長歷程中的情形所述，由於數位實中創新的學習模 

式，有許多學生學習輔導的問題在正式開學後發生，研究者分析在學生成長 

輔導系統運作的過程中，能夠支持系統持續運作下去的關鍵之一便是系統內 

凝聚團隊的合作機制，當新的學生問題進入系統內部的討論時，老師們分別 

會就其在系統內的不同角色，針對單一的議題提出不同的觀點，並以團隊合 

作的形式，分別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能，以共同尋求問題的解方。  

 

……而是遇到問題就是我剛才為什麼講說那個解決問題，會覺得說

所有人沒有人置身事外，沒有人置身事外的方式，並不是拍拍屁股說， 

我就是這樣主張，不認同是你們的事情，這也可以，如果可以主張，

我覺得能力好的人這樣。而是學習，你為什麼這樣看？你為什麼這樣

看？（I-A3 主任-2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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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部在討論如何設計用以引導學生自我學習回顧的

機制時，老師們透過共同性的討論，由不同任教科目的老師們，分別就個別科

目在學習回顧的應用提出不同的觀點，透過系統內老師們對於學習回顧機制

應用的討論，並共同思考引導學生進行學習回顧的可行方法。（O-成長導師-

221205） 

2. 良性溝通文化  

過去在體制內學校服務的 A3 主任提及，相較於過去在體制內學校的經驗，

數位實中的組織溝通文化非常特別，如學校重視學生的個別化差異性，在學生

成長輔導系統的內部討論中，對於不同教師的價值與理念，皆持包容與尊重的

態度，讓系統內的老師們能夠自由的就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並透過成長導師

會議與日常間密切的溝通，推進學輔系統的運作。 

  

如果我們那麼關心每一個學生，我們為什麼不可能去關心每一個同 

仁？或者說每一個同事？如果我們自己學校叫做個性化學習的話， 

那我們的同仁這麼有個性，那不就是也是應該去建立一個氛圍，一個

共識的氛圍？（I-A3 主任-240125*） 

 

3. 安心的組織氣氛  

A2 主任提到第一年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是令人安心的組織氣

氛，讓教師們能夠暢所欲言，也能勇於進行許多不同的嘗試， 且當教師們在

學生輔導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能夠安心地尋求系統內其他教師的支援。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安全的氛圍，不是只有在會議的時候，包容他們

就能夠建立，而是我覺得是在平時的時候，你其實有做了很多的， 

我覺得我們不是刻意的去做了什麼功夫，而是在這些年輕老師們有

遇到困難的時候，他知道可以找你協助，那當他知道他能夠獲得協

助的時候，就是我覺得這個安全的氛圍是慢慢建立起來的，就是他

會向你求助，然後他向你求助的時候，他的確有得到幫助……（I-

A2 主任-2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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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一次的成長導會議討論中，有老師就如何與學生建立良好的晤談關

係與可採用的形式向另一位成長導師進行提問，而該位老師則就自己與學生

晤談的經驗進行分享，讓教師們在提供學生輔導支持的策略上 能夠相互提供

適合使用的策略，以學生的不同適合的樣態進行調整（O-成長導師-230308）。 

在團隊合作機制、相互尊重的組織溝通文化與安心的組織氛圍下，促成了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不同老師所擁護的理念、價值，在對願景的想像與不同

的教育理念間，透過良性的對話，促使教師間不同的價值能夠找到交會點，進

一步形成共識而合作。 

（二）物質－經濟安排 

1. 暢通的溝通管道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踐歷程中，系統內的暢通溝通管道成為不同教師 

角色能夠隨時交流意見的重要基礎，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在運作過程中，能 

夠即時性的就學生學習歷程中的狀況進行溝通與討論。 

 

……包含我們從數位工具的使用，到建立這些資料庫的溝通，到我們

辦公室裡面，時時刻刻對於學生問題的討論，包含我跟輔導，輔導組

長之間的一個工作模式，包含我們釐清了學習輔導老師跟成長導師

應該做的事情……（I-A3 主任-240125*） 

 

2. 教師共同性時間  

為使學生成長輔導系統能夠有效運作，學校在系統建構期時便已空出教 

師們的共同性時間，透過每月共同舉行兩次的成長導師會議，讓成長導師、學

習輔導教師與專任輔導教師，就對個別學生的觀察與學習情形進行討論，以了

解各自應該配合之事項與合作模式，並分享其學習輔導經驗提供其他教師參

考。  

 

成長導師其實每兩週會有成長導師，會一樣，對，參加。所以其實就

會提出孩子的個別狀況，可能需要討論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共識的部

分，在成長老師會議的時候會提出來。(I-A1 主任-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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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每個成長導師都不一樣，每個人帶的方式都不一樣，那 

我們的確是會透過成長導師會議的時候去分享，我們怎麼樣去帶學

生。那透過這樣的機會，就是譬如說像我可能去分享我怎麼樣去帶我

的導生，那也許就是會給年輕的老師們一些，就是他們可以有一些原

來我可以這麼做，大概是透過經驗的分享……（I-A2 主任-240124） 

 

3. 數位化的資料共享平台  

因應數位實中彈性與個人化的學習型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置相應的 

數位化的資料共享平台，同時作為學生成長紀錄的資料庫，讓系統內的師長們

都能夠即時更新學生的學習近況與發展資料，增加學習輔導教師、成長導師與

學生晤談的效率，從不同的面向提供學生所需之支持。 

 

除了討論之外，其實這幾個老師，我們都會有一個 Notion 的數位圈，

我們會隨時看到學輔老師跟孩子談的內容，成長導師的談了些什麼，

或者他現在問題是什麼，其實是都可以看到的。因為知道說目前的狀

態是什麼。(I-A1 主任-231211) 

 

從物質－經濟安排觀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不同教師角色，在系統實

踐的歷程中，主要透過數位資料庫、共同會議時間的設置，促成了教師間形成

暢通的溝通管道，以就學生學習與發展狀況進行討論，增加效率的同時，讓系

統內的教師能夠從生活、生涯、輔導的不同面向，調整對學生的輔導策略，進

而提供學生在成長歷程中更適切的陪伴與支持。 

（三）社會－政治安排 

1. 扁平化組織形式  

相較於一般體制內學校的階層化管理模式，特定任務由固定的教師負責 

執行並承擔後續的責任，但如數位實中的創新型態下，許多任務都無往例可 

循，或是需要就學生學習的特性作出相對應的調整，因此學生成長輔導系統 

內的扁平化的組織形式，讓系統內的教師們在任務分工與學生問題的討論上，

不會過度受限於階層關係，進而創造出更多支持學生的可能性與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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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說我們自己是扁平化組織，我們當然階層性沒有那麼

高，當然這個有它的缺點，但是我覺得優點會大於缺點……（I-A3

主任-240125*） 

 

……我說在這個學校裡面，因為這樣的一個扁平化的關係，你可以直 

接去跟老師討論……（I-A3 主任-240125*） 

 

2. 資深中層領導者 

第一年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歷程中，三位從體制內高中借調至數 

位實中的資深主任們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以第一屆的師長而言，大多是 

能力卓越的年輕教師，在符合數位實中創新性的同時，在面對學生問題或是 

議題討論時，老師們時常會就所堅持的教育理念、對學校願景的想像，而提出

不同的意見或處理辦法，而資深的主任們則會就自己過往在體制內學校的經

驗，協助釐清不同教師們的想法，進而針對當前所面對的問題，產出共同性的

決定。 

 

我說在我的能力上面，我沒有辦法比他們兩個，我還能夠教他說你 

要怎麼處理這個，不會，他們基本上都是可以全自動工作的人，但是

他們會需要在溝通這件事情上面，在真的合作這件事上面，我覺得我

可以幫上這個忙。好，那我覺得這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詮釋出來，但

是我大概是這樣的一種感受。（I-A3 主任-240125*） 

 

扁平化的組織形式與職務安排，讓系統內的教師之間保持緊密的互動關

係。透過資深的領導者從中調節，當教師們在想法、意見上產生歧異時，協助

詮釋不同立場的價值性，讓不同的教師角色能夠在系統中發揮影響力。 

二、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限制因素 

（一）文化－話語安排  

1. 教師在理念與價值實踐的差異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第一年的運作歷程中，成長導師們對於提供學生輔

導的支持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受到教師個人的特質與過去的經驗影響，部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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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於體制內學校的教師，在過去的經驗中，較少有與其他教師分享對於學

生狀態的觀察與教師對自我狀態覺察的機會，因而在數位實中的成長導師會

議討論過程中，即便希望能夠透過共同性的會議時間，讓系統內的不同教師之

間能夠就學生的學習狀態進行交流，就第一年的會議觀察而言，仍較少見導師

們就學生個案的觀察及相應的輔導支持提出相關的議程討論。 

 

再來的話另外一個其實就是，我會覺得它是一個文化或者是習慣的

建立這樣，在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學校的老師並沒有那麼習慣去透露

出學生的狀態，或者是說自己的狀態這樣子。所以說我會覺得，好像

某種程度上是那個文化還沒建立起來。因為在一般普高好像其實不

太會有這種機會讓大家一起去討論，我自己遭遇到什麼樣子的狀態，

學生是什麼樣的狀態，我覺得普高好像最多就只有那個個案會議的

時候，會大家一起來討論一個學生的狀態這樣子。（I-T1 老師-240319） 

 

就是我們學輔跟成長導師的身分都是，就是這個學生很，就是很重要

他人這樣子。對，那為什麼不講這樣？那為什麼要提及？有的老師覺

得沒有必要。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文化的養成。就是對於如果這個養

成，養成習慣是我們都會討論，是因為我們為學生好，那麼的話那就

是好這樣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文化在還沒有被形塑的時候，新的一批

老師又加進來，就只能被沖洗這樣子。（I-T3 老師 240328） 

 

2. 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想法上的歧異 

多數來自體制內學校的教師，在學生輔導的路徑與風格上更加偏向傳統

的體制內教育模式，相對地對於學生的成績、升學與未來發展有所擔憂，有較

多對於現實壓力與升學焦慮的考量，進而影響了成長導師們在輔導與支持學

生時，會以學生的未來升學進路為主要的發展目標，降低了學生個別化潛能發

展的可能性。 

 

因為我還是覺得說，就是我的感受，這是單純我自己的感受，不是所

有的老師都相信說大學只是未來的很多選擇的其中一條路這樣子。

我們也很容易被現實的焦慮給捆綁這樣。所以說在跟學生去相處的

時候，我會覺得有時候老師的焦慮會傳染給學生，反過來其實就會影

響到個別化的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現實的焦慮讓我們沒有辦法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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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的一個最大的阻礙，因為現實在告訴我們說社會需要的好像是

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子的學歷，什麼樣子的就是……我有一點這樣

覺得。（I-T1 老師-240319）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的第一年間，發現教師們對於共同願景、學校文

化，以及實驗教育理念的想法上有所分歧，常在成長導師會議中就特定的事件

進行討論，討論內容的背後許多涉及教師理念與價值的差異，但礙於時間與學

校運作事務正常運作的多重壓力下，教師們較難在會議中形成對學校願景、文

化與實驗教育精神的共同性理解，間接影響了系統內教師對於學生個別化輔

導需求的回應性。 

 

我覺得這個好像就已經不是系統建立不建立的問題，我覺得好像有

一點是還是文化的問題，如果是文化的問題的話，那就會是這個文化

怎麼樣子才能夠，文化或者是精神怎麼樣子才能夠貫徹在每個老師

身上，可是我覺得我自己的感受是第一年是沒有到走得很穩的，也是

沒有足夠的時間再去對話釐清，就是大家怎麼樣子去想像在實驗教

育裡面的教師的功能吧。（I-T1 老師-240319） 

 

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的第一年中，教師們有時仍然會在學生輔導支

持的討論與溝通中產生衝突，從理念與價值實踐的差異，再到支持學生個別化

發展想法的歧異，皆對系統內部教師之間的理念對話產生了影響。 

（二）物質－經濟安排 

1. 教師工作負擔 

以第一年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際的運作情形而言，在希望透過系統的力量

支持學生的同時，由於學校教師人力尚未補足，因而教師們分別同時肩負著行

政事務、課程教學、學生輔導的工作任務，進而影響了教師對學生的個別性輔

導與支持。 

 

我有一點覺得老師的行政工作其實真的蠻繁重的，所以我有一點覺得，

當事情越來越多的時候，我會覺得沒有到很好的回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這樣子。我會覺得其實在第一年的上學期，比較讓我感覺到有辦法做



106 

到這件事情。可是第一年下學期的時間，我會覺得有蠻多學生其實是

被學輔老師 cover 的這樣子。（I-T1 老師-240319） 

 

但是我必須承認，是不是所有的成長導師都……我只能說我在很多的

場合，不管是對外對內，我都說出，我都是持這樣的一種理念。但是

我也知道說，有些成長導師他……因為我們的導師很可憐，他還有自

己很大的 loading 的行政工作什麼的，他不太可能一定是做到很深度

的，或者什麼樣的陪伴，這個的確每個角度是有差別的。（I-A3 主任-

240125） 

 

2. 系統量能負荷 

從第一年的成長導師會議觀察中發現，因成長導師會議同時為全校教師的

共同時間，在第一年的學校發展過程中，有許多迫切的學校事務需要同步處理，

為了同時回應學生輔導所需之支持，在第一年系統運作的過程中，相對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與時間成本進行討論，在學校正常運作的壓力下，對系統的輔導負

荷量能形成挑戰，也對教師們造成不小的負擔。 

 

我覺得有時候的成長導師會議沒有辦法感受到被支持，我覺得那時

候，有時候狀態是我們會感受，我自己會感受成長導師會議是很長的，

因為我們會討論不同學生的個案，可是那時候的個案，有些個案不關

我的事。就會覺得那我好像會有點抽離，或者是我同時我的行政業務

在火燒屁股了，那是一個很矛盾的一個，我覺得很糾結的狀態。（I-T4

老師-240409） 

 

……當下不會覺得，就是我就是覺得，我還是我現在還是會講說，

不是為了面子或什麼，我就是我真的是很樂在那個〔討論〕裡面。

可是當後面，我越來越進入到很深的層次，或者是真的到最後是那

個理念的價值決定的那個東西的時候，就是後面是無窮無盡的那個

討論的東西的時候，我確實會覺得疲乏。（I-T2 老師-240321*）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的第一年可見，在有限的時間與教師輔導量能之

下，若欲高度的回應學生個別化的潛能發展支持，要透過大量的討論與時間

的投入，對於系統運作而言，如此大量的時間與人力成本，對於系統的正常

運作與教師量能皆會形成負擔，進而對於系統內教師之間對學生輔導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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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產生影響。 

（三）社會－政治安排 

1. 角色不一致性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不同教師角色安排，在實際運作的第一年的過程

中發現，由於因數位實中特殊的學習樣態，致使學生在生活與學習間的分界更

加模糊，在成長導師會議中時常能夠觀察到成長導師、學習輔導教師與專任輔

導教師，在學生輔導支持的不同面向上，存在實質上的認知差異，因而衍生了

許多教師角色間各自負責職務與角色功能的磨合討論。 

 

當學輔老師游離在學輔的角色跟成長導師的角色之間。某部分也不

斷侵蝕了成長導師的職責跟範圍。然後拿回來不斷去追問或是確認，

這件事情其實是老師的困難，也是成長導師的困難。（I-T2 老師-

240321） 

 

就我是學輔，我對學習輔導的看法的話，我覺得它應該也要是可以的，

只是說我們那個時候的狀況變成是，我們學輔對於自己的角色和任

務並不明確，也確實它是一直在動態式調整，一直在做探索，所以才

讓他的負荷那麼大。(I-T5 老師-240409) 

 

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A 老師可能覺得說他做了很多，他覺得應該

要做，可是 B 老師覺得說自己不用，A 老師就說為什麼你可以做這

麼少，我們數位實中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它就是來自於認知不同，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定位不太明確。(I-T5 老師-240409)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第一年的運作中可見，系統內的教師們對於不同教師

角色的功能認知並不一致，而此種教師角色之間功能的一致性缺乏，會讓教師

之間的合作關係產生不協調，進而影響了學生成長輔導內教師的合作與對學

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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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架構分析 

實踐元素  實踐安排 

言談（saying）： 

不同老師所擁護的理

念、價值，在對願景的

想像與不同的教育理念

間，透過良性的對話，

促使教師間不同的價值

能夠找到交會點，進一

步形成共識而合作。 

但在教師之間的理念與

價值差異下，有時會在

實踐中會產生衝突，進

而影響了教師之間的理

念對話。 

 

文化－話語安排： 

【促成因素】 

1. 團隊合作機制 

2. 良性溝通文化 

3. 安心組織氣氛 

【限制因素】 

1. 教師在理念與價值

實踐的差異 

2. 支持學生個別化發

展想法上的歧異 

作為（doing）： 

系統內的不同教師角

色，在實踐歷程中，透

過數位資料庫與共同會

議時間的設置，使得教

師兼能夠有效的交流學

生輔導相關資訊，進而

調整支持學生的輔導策

略。 

但在有限的時間與系統

量能的負荷下，受到系

統正常運作的壓力，對

於教師提供學生的輔導

支持行動產生影響。 

 

物質－經濟安排： 

【促成因素】 

1. 暢通溝通管道 

2. 教師共同性時間 

3. 數位化資料共享平

台 

【限制因素】 

1. 教師工作負擔 

2. 系統量能負荷 

關係（relating）： 

扁平化的組織形式與職

務安排，與資深的領導

者從中調節，讓系統內

的教師之間保持緊密的

互動關係。 

  

社會－政治安排： 

【促成因素】 

1. 扁平化組織形式 

2. 資深中層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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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元素  實踐安排 

關係（relating）： 

但系統內教師對於不同

角色的功能認知上有所

差異，因而在學生輔導

系統的運作上，影響了

系統內教師的合作關

係。 

 

社會－政治安排： 

【限制因素】 

1. 角色不一致性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踐架構分析觀之，可見在數位實中第一年的系

統運作過程中，受到系統內不同的促成與限制性因素所影響，在實踐安排與系

統內部成員的言談、作為和關係的相互交織下，形成了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

系統第一年的實踐。 

在系統內文化－話語面向的安排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踐，能夠在彼

此密集的言談（saying）交流中，透過教師間相互包容、友善的合作氛圍，為

不同角色話語的產生，建立起安心的討論空間，讓教師們之間能夠在各自所擁

護的理念與價值中進行對話，並形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共同信念，促成系

統內的教師們，分別能夠在支持學生的不同面向上分工，並在支持學生個別化

發展的共享價值中共同協力，然而在系統運作的歷程中也發現，有時教師之間

對於理念和價值的詮釋有所落差，讓系統內的教師之間在溝通中產生了衝突，

更進一步隨著教師們在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看法上的歧異，而影響了系統內

部的理念對話和協調合作。 

而在第一年的學生成長輔導過程中，經由物質－經濟面向的安排，當學習

者在其學習歷程中有不同的需求產生時，藉助數位工具的應用，促成系統內資

訊的共享，讓教師之間能夠就學生的發展與變動情形進行復盤，進而有效的交

流，構思支持學生輔導的相關作為（doing），並透過系統內的相互配合與協調，

共同形成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的輔導支持行動與合作。但同時亦可見，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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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時間、教師人力與系統負荷量能的限制下，考量到學校的正常運作與發展，

會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的回應行動產生影響。 

最後從社會－政治面向的安排來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在實踐

過程中形成了緊密的互動關係（relating），當教師們的想法或意見因不同的理

念和價值而有所分歧時，能夠藉由資深領導者從中引導與調節，在衝突之中協

助詮釋立場的價值性，讓不同特性的教師在相互的交流之間能夠找到互補的

平衡點，使系統內的教師們能夠在關係合作中，分別發揮出各自的影響力，以

更好地回應學生個別化潛能發展的持續性實踐。但觀察教師們第一年在言談、

作為與關係的合作中也發現，老師們對於不同的教師角色功能認知缺乏一致

性，進而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於學生輔導支持的討論、支持行動與相互合作

中產生了磨合與衝突，對系統內教師們的合作關係產生了影響。 

綜整以上研究分析，繪製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循環（圖 4-6），以說明學

生成長輔導系統第一年的實踐運作情形。 

 

圖 4-6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循環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理念對話

行動協調

關係合作
角色不一致性 

價值差異 

系統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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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中的文化－話語面向來看，雖然在成長導師會

議中的討論、教師個別的訪談言論中，都可以發現教師們對於學校「廣闊探索、

天賦自由」教育理念的認同，在支持學生的輔導過程中也抱持著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共同信念，但在第一年對教師們的觀察中發現，系統內部的老師們在

將對理念的理解轉化至實踐的過程當中，存在觀點、視角與切入點的差異，在

言談的交流過程中，有時在同一問題上，部份老師較傾向以行政效率、學生的

共同性規約為優先考量，另一派的老師則是較為強調學生的個別化發展、容許

不同的差異性的做法。可見教師們之間，在理念與實踐的轉化過程中，雖然都

是以學生為主要考量的重點，但在具體的策略與實踐方式上會有所歧異與落

差，進而對於學生個別化發展的回應、學校願景的共同實踐有所影響。 

而在物質－經濟的面向，從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發展和實踐過程都

可以看到，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對於人力、資源的投入有較高的要求，即

便系統內的教師們對於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具有高度的意願，亦意願嘗試不

同的輔導支持策略，但在有限時間與學校內部既有工作安排的限制下，所謂支

持學生能夠自由探索與發展的目標，與系統內部有限的人力、資源相比，需要

付出過於高昂的成本，因而在運作過程中產生了系統量能負荷超載的問題。 

最後以社會－政治面向來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涉及許多不同的

關係人，系統內的教師們分別負責不同的角色，在觀察學生的角度上亦有所差

異，加上教師過往經驗的影響，教師們對於教育理念的詮釋、對於學生需求的

關注有所差異，因而在第一年的觀察中發現，學校的老師們花費了相對的時間

進行討論，才能讓不同的教師能夠在相互理解的情況下，對於學生個別化的發

展做相對應的調整。 

所以在於支持學生潛能個別發展的目標上，從上述的實踐分析中可見，涉

及了系統內不同的面向和因素，並在實踐相關人的言談、作為與關係中產生相

互的影響，從教師個人到系統合作的不同層次，產生對於學生個別化潛能發展

的支持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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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支持與回應性 

研究者在觀察學校運作與學生學習發展歷程的一年間發現，對於這群 15-

16 歲的青少年而言，受到特殊學習型態的影響，生活和學習之間界線的拿捏

並沒有辦法很好地掌握，有時還是會有感到迷惘與不知所措的時候。加上數位

實中的學生組成非常多樣化，有來自教育光譜中不同取向的學生，包括自學生、

體制內與體制外學校的學生，學生對於自我學習目標與生涯規劃的程度亦有

所差異，包括已有明確專業發展取向的定向型學生，也有仍在自我探索自我興

趣取向的未定向型學生，因此需要透過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支持，透過教師的

覺察，以回應學生的不同發展進程和定向型態（李雪菱，2020）。 

而回到對於系統內部教師的觀察，研究者發現第一屆的師長們的共通點

為皆具有學習者特質的教師，成為支持系統在第一年不斷創新與變動的過程

中能夠持續運作的重要影響因素。這群具有高度學習力的教師，在面對學生的

學習、行為或是情緒問題時，採以成長型的思維模式，持續性的精進自我的輔

導知能、思考相應的支持策略，透過不斷地學習與嘗試，提高自我對於學生問

題的回應性，以更好地提供學生適切的引導支持（蔡進雄，2018），而當這些

個別具有學習者特質的教師進入系統內部後，便為系統注入了組織共同學習

的動力，促使系統形成學習型的組織型態，讓系統成員間能夠透過系統思考的

方式，共創、產生能夠回應學生需求的支持行動（Peter M. Senge，1990/2019），

以達成學校「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的教育願景。 

為支持學生個別化發展自我的潛能，以達到「天賦自由」的願景，在第一

年的系統實踐中，透過言談的交流、行動協調和關係合作中，在系統教師間形

成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共同信念，潛移默化地散落在系統運作的輔導支持、

溝通討論和協調彈性實踐中，強化了系統內教師的共同協作模式，並促成了系

統發展的持續演化。 

然而在第一年的系統實踐中也可見，在學生個別性與差異化的情況下，若

要透過輔導系統回應每一個學生不同路徑的成長與發展需求，為求更細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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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源的交流、輔導策略的構思，以即時性的回應學生在不同時間段的發展

需求，隨著對學生個別性發展的重視，對於教師和學生輔導的回應性形成不小

的考驗，也為系統的運作累加了許多溝通與人力資源的成本，造成系統運作的

支持量能過度負荷，進一步的在系統內產生了相互的衝突和協調問題，成為學

生成長輔導系統後續實踐的挑戰。 

參、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挑戰 

回顧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踐，在系統第一年的運作過程中，隨著實踐的

演進，在不同關係人的相互交流中，發現了一些潛在的問題與不一致性，成為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未來發展的挑戰。 

其中在於學生個別化發展的支持上，不同的教師之間對於學生輔導支持

的程度，受到教師過往教學經驗、個人所抱持的教育理念與價值觀的影響，而

有不同的做法，在具體支持學生的輔導策略、引導學生的發展方向上有所差異，

如在學生未來發展的準備上，大多還是維持在為了學生將來的大學升學而做

準備，但對於部份將來想要走新創領域創業或其他發展管道的學生而言，較難

在發展歷程中獲得相應的輔導支持，進而影響了系統內教師對於學生個別化

發展輔導支持的回應性。 

此外，系統內教師之間理念、價值的差異，同時也對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

的合作產生挑戰，由於不同的教師對於學校願景的詮釋、角色功能的認知，於

實踐的轉化過程中存在實際的落差，導致教師之間在第一年的系統運作過程

中，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內部的溝通上，透過大量的來回的討論加以確認，

在系統量能有限的條件下，對於教師之間的有效合作與系統的運作效率都會

產生影響。 

最後，回到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安排與運作來看，從數位實中此種個別化

與高密度的學生輔導制度中能夠發現，若欲支持學生的個別化發展，對於學校

而言並非易事，需要透過制度、工具和內外部關係人的配合，才能夠回應學生

個別化的需求。但也需要考量若要維持目前的系統運作模式，當未來更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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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學生加入時，學校在這些不同的理念詮釋和需求回應中，勢必會超過正常

系統所能負荷的程度，對於學生個別化的發展、教師的輔導支持，以及系統的

運作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需要從根本的角度，在學生「自主」與「輔導」

的界線間進行權衡，重新思考學生需求與輔導支持的回應程度，以就輔導資源

與人力的投入進行規劃，讓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在量能的負荷與輔導品質的維

持間，能夠因應學校未來的發展進行動態性的調整、適應與修正。 

肆、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待改進之處 

一、擴展：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擴大 

歷經第一年的系統運作後，主任與老師們皆分別指出，現有之學生成長輔

導系統所涵蓋之範圍仍限於系統內所設定的教師角色間，然而學生的問題並

非單獨的教師能夠回應，其所涉及的面向往往涉及更大的學校系統，因此在學

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未來規劃上，可思考擴大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涵蓋範圍的可

能性，將更大的學校系統（如：教務、學務、輔導等）納入，以任務小組的形

式針對學生的問題提供相應的資源與支持，以增加系統對於學生需求的回應

性。 

 

我們最近也有跟成長導師講說，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另外一個系統是，

成長導師一定會發現，學生可能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或者是跟家長

互動的時候，不見得是成長老師單獨可以回應他或處理的。所以需要

學校其它的系統進來，譬如說像教務的系統，或者是輔導的系統。然

後一起進來做一個協談的部分，幫助這個孩子跟家長取得不同的資

源，或者是協作。目前應該有好幾個小孩必須要啟動到更大的協談系

統。（I-A1 主任-231122） 

 

其實第一年大家都有很明確的感受，好像我們希望輔導的金三角做

得，就是那個圈子再大一點，再包含多一點。對，但是對於學生來說，

我們包含太大的時候，就會是學生很重複地被輔導。（I-T4 老師-

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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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成長導師與學習輔導教師工作的釐清與劃分 

數位實中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應對學生的學習特性因而設計了許多

創新的教師角色，從學生學習、生活與生涯發展的不同面相提供學生相應的支

持。然而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由於教師角色間缺乏明確的職務劃分與角色定

義，因而導致在提供學生輔導支持上時常有重工與角色邊界模糊的情形。因此

在未來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角色間，應有更多的討論以形成對於不

同教師角色間所應負職責的共同認知，以提升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在支持學生

潛能發展中，能夠在有限的量能下獲致更佳的效益。 

 

那我覺得在更需要改進的部分的話是，我覺得尤其是在學輔老師的

定位是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要再做更清楚的劃分。好，就是我覺

得學輔老師的定位要做到什麼程度，也許是他們，我覺得是數位實中

還要再去想，因為畢竟這個東西的確是一個新的。（I-A2 主任-240124） 

 

第二個事情就是很重複地被輔導就是重工，所以後來就會有更明確

地，就是學習輔導老師要做到哪一塊，然後老師要關心哪一塊。我覺

得是明確地，比方說目標嗎？在這個目標的前提底下，你要再多關心

這件事情，或者是多輔導這件事情就會是你額外所做的，但是我覺得

目標很明確這件事情是需要也是重要的這樣子。（I-T4 老師-240409） 

 

三、轉型：成長導師會議形式的轉化 

對於成長導師會議的進行方式，經過一年的實際運作和發展後，老師們認

為成長導師會議有其重要功能性存在，包括就學生問題進行討論與尋求解方、

提供教師間的情緒支持等，但在接下來的系統發展中，會議討論的形式上應有

所轉型，以第一年的會議討論而言，由於許多制度仍在建置中，與學生、家長

的互動仍在適應的階段，所以在會議中的討論較為限縮，經歷第一年的運作後，

成長導師會議的形式應根據接下來的學生輔導需求進行轉化，以提升會議的

效率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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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這個系統的這樣的運作方式，我覺得基本上我還是很希望這

件事情繼續下去的，但是它勢必要做一個轉型，因為並不是有所有人，

就是所有的老師，並不是有所有人都會是很想要聽這個個案，然後聽

很多次，或者是一個會議，那個效率要提升，或者是它進行的方式勢

必要有改變，我自己的思考點會是到第二年、第三年，它一定是不一

樣的形式，跟第一年一定是不同。（I-T4 老師-240409） 

 

伍、小結 

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之實踐分析，本研究藉由實踐架構理論的應用，加

以就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內部安排對其系統實踐的影響進行詮釋。

相較於過往在教育領域中應用實踐架構理論的相關研究，研究者透過將理論

應用於學校系統的內部運作分析中，以整體的觀點詳實地描述系統內不同關

係人的話語、作為和關係，在系統實踐安排的促成下相互影響與產生關聯，顯

現特定實踐安排對系統實踐發展的影響性，並說明了支持學生自主學習成長

與發展的系統如何建構其框架，在系統實踐的歷程中不斷交織，隨著實踐歷程

開展而動態性的發生演化，以達成支持學生潛能個別化發展的實踐目標。 

同時亦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歷程中的限制因素進行分析，可見學校

在支持學生潛能個別化發展的實踐歷程中，在系統內部有限的運作量能下，難

以避免的仍然會遇到一些挑戰，包括教學、行政與輔導事務的多重負荷，以及

教師對於不同角色分工、學校教育理念與願景的認知差異，皆會影響學生成長

輔導系統對於學生潛能發展的支持與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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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前一章節從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為起始，說明系統建構的發展脈絡，

並描繪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詳述了不同關係人如何在實踐過程中形成

支持其自主探索與潛能發展的實踐支持網絡，最後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實

踐進行綜整性的分析，以了解學生成長輔導系統運作的促進和限制因素。本章

將綜整本研究之發現，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與其願景回應性進行討論，並提出

相應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在系統實踐的運作過程中持續開展與演化，

形成數位實中學生輔導支持的基本架構。 

一、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基礎運作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由第一屆的師長們經過大量的來回討論而形

成共識，並在原有實驗教育計畫書中所設想的基礎概念上，從角色、制度與工

具三個不同的系統建構層次，在學校支持學生自由探索與潛能發展的理念目

標下，再進一步地根據數位實中的學習特性和學生需求，分別建置了相應的教

師角色、輔導制度和工具平台，形成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基礎運作的原型，以使

學生輔導系統在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能夠依循一定的運作邏輯和制

度規範進行實踐。 

二、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持續性演進 

綜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歷程，系統歷經籌備、共創與發展期的演化，

在實踐的運作過程中，透過系統內部教師、學生和不同相關人在系統運作中的

相互磨合與協調，漸進式地進行動態調整，以在原有的基礎運作概念中，透過

持續性的迴旋修正，讓系統內的教師、親－師－生，以及學生和同儕間，能夠

在與系統建構的互動歷程中，根據不同的實踐情形進行調整與改進，讓學生成

長輔導系統的機制設計，在動態性的演進中持續開展，以更加符應學生輔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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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需求。 

貳、 學生自主學習所需輔導支持，在學習者個別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調整，對於

實踐開展有其影響性。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踐支持網絡的形成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歷經一年的正式運作，透過系統內部成長導師、學習輔

導教師的共同合作，透過「引導」而幫助學習者從內在的探索中，逐漸轉向對

自我發展目標的實踐，而在此歷程中由系統內、外部的連結為起始，在不同關

係人的相互協調與配合中，形成個別性的獨特實踐支持網絡。實踐支持網絡的

演進，說明學生自主學習所需支持機制，除系統內部的所能提供的不同輔導支

持機制外，若能透過相關人的人際連結擴展支持系統，以在學習者的學習發展

脈絡中，根據其不同時間段所產生的學習需求提供所需之資源與支持，有助於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持續性開展。 

二、「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核心價值 

而透過學生自主學習成長與發展的歷程可見，在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中，

不論是系統內的教師與學生之間，或是親－師－生三方的交流中，皆可見學生

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在系統內外部的互動關係上，皆圍繞著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信念展開，成為學生輔導支持的核心價值，進而影響了不同關係人的溝

通與交流，形成回應學生成長與發展需求的策略行動，並在相互關係的建立中

共同合作與協調，以回應學習者在自主學習歷程中的個別潛能發展需求。 

參、 學生的自主學習實踐需透過相應的輔導支持系統方能落實，個別化的自

主學習輔導機制，仰賴高成本的時間與人力投入。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重要性 

從學生自主學習的成長和發展歷程中可見，不同的學習者受到過往學習

經驗的影響，對於自我的學習會有不同的需求與想像，而在進入數位實中後，

亦會在其學習發展的歷程中，根據學習者的個人特質和定向型態，有個別性的

學習進程與發展樣態，因而在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中，仍需要由輔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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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提供相應的支持，方能夠讓學生在實踐的歷程中，能夠自由的探索，使其

個別的潛能得以開展，而所謂支持學生自主學習個別化發展的支持系統，需要

透過細緻的系統建置，在運作的過程中不斷地改善系統內部的運作安排，才能

夠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的持續性實踐。 

二、個別化輔導支持的成本投入 

數位實中所獨創以回應學生個別化自主學習發展的輔導支持機制，在其

建構發展歷程中，透過系統內教師之間大量的來回討論，而在意見的交流中逐

漸發展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原型，然而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中也可見，若要在

學生樣態多元差異化的條件下，個別性的回應學生的發展需求，需要仰賴高成

本的時間與人力投入，經由系統內教師在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歷程中，整全地

從不同的面向、發展進程來了解學生當下所需的輔導支持，方能夠在學習者不

同的成長樣態中，更好地回應其個別化的發展需求。 

肆、 學校願景的共同具體實踐，尚待系統內的所有關係人形成共識。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挑戰 

學校願景在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歷程中的落實，系統內的教師身為支持學

生成長中的第一線的陪伴者、協助者與支持者，對「廣闊探索、天賦自由」的

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在第一年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際的運作中，受到系統正

常運作的限縮，與教師課務、行政、輔導工作多重負荷下，每個教師對於願景

的實踐尚未能夠形成清楚的共同認知，導致在回應學生個別發展的回應性有

所差異，成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實踐的挑戰。 

二、系統形成共同願景的重要性 

對於學生成長與學校願景的回應，仍需在系統未來的持續演進中，在系統

內教師間形成對學生輔導支持的共識，以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持續演進中，

促進學校願景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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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分別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自主學習學校

與後續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壹、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議 

一、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動態調整 

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建構與發展，在學校運作的第一年中已形成基本的

運作架構，隨著學生自主學習歷程的持續開展，在教師角色、學生成長輔導機

制的設計與系統合作上，需透過實踐支持網絡中不同關係人的實踐回饋、系統

內教師的共同討論，再詮釋學校所創立的願景與實驗教育發展藍圖，持續性的

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運作形式進行調整，以在系統未來的發展中，回應學校

持續性演進與開展中可能產生的不同挑戰。 

二、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的共同認知 

對於學校願景與教育理念的共同性認知，尚需更多的發展時間，透過系統

內的教師們的持續對話與討論，釐清彼此之間對於學校願景的理解與想像，以

在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的輔導支持和策略中，能夠符應學校原本的創校理念與

實驗教育精神，透過系統內教師與學生成長輔導支持的實踐中，將支持學生成

長與潛能開展的實踐目標，擴散至更大的實踐支持系統中，以促進學生成長與

潛能開展的持續性實踐。 

貳、對於自主學習學校的建議 

一、 自主學習輔導制度建構的考量 

由數位實中的學生成長輔導經驗可見，若要建構支持學生個別化自主學

習發展的輔導機制，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動態性發展與修正，而要形成用以支

持學生自主學習實踐的輔導機制，需要從教師們之間的共同願景與理念為出

發，思考學校所追求的「自主學習」具體而言希望學生開展成什麼樣態，在共

同的討論中形成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輔導支持的共識，包括不同教師所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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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支持為何、教師們各自的分工與合作方式、用以支持學生自主學習的資

源連結等，根據學校對於學生自主學習發展的圖像，更進一步地構思出適合學

校特性與學生需求的輔導支持系統。 

二、 自主學習學校運作量能的安排 

在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上，不同學習者的發展會受到其定向型態、自我管

理能力與生涯發展的規劃而有所差異，而導致學生在進行自主學習的規劃、執

行和持續投入的程度有所落差，因此需要透過學校輔導機制的支持，從旁支持

學生在自主學習歷程中的發展。對於學校而言，若要落實自主學習的適切支持，

需要更進一步的思考學生自主學習的不同面向，應該如何透過學校支持系統

的安排進行回應，再根據學校內部教師負擔的教學、行政與輔導量能進行盤整，

以調配適合學校落實學生個別化自主學習輔導支持的運作安排。 

參、 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學生個案的選擇多元化  

本研究選擇以兩位個案學生的自主學習歷程進行分析，以呈現數位實中

學生們在第一年實際運作中的成長樣態，雖已透過個案的選擇將不同的學生

成長樣態進行說明，惟在研究個案學生的取樣上是由學校進行推薦，因此僅能

顯現學生在數位實中的自主學習模式下，輔導機制對個別學生發展的支持性，

在學生全體樣態的呈現上有所限制，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更多元化的選擇不

同學習與成長樣態的研究個案，以補足對於學校整體性學生自主學習成長與

發展樣態的詮釋，並了解不同學生對於學生成長輔導支持性的看法。 

二、 學生自主學習歷程的持續追蹤  

本研究的期程為學生進入數位實中後就讀的第一年間，受時間因素的限

制，是以僅能夠以學生在第一學年的自主學習歷程進行研究分析，然而學生的

實踐歷程仍在持續演進中，需要透過持續性的追蹤，方能夠對於學生自主學習

歷程的縱向發展形成整體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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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研究系統範圍 

本研究在研究安排的限制下，僅能就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內的教師、個案學

生與家長進行訪談，惟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中的實踐相關人，包括學生之間的同

儕學伴、科任教師與外部資源教師，若能夠實踐支持網絡中的不同對象進行研

究分析，將能夠以更整全的系統觀點了解學生自主學習成長所需之實踐支持。 

 

 

 

 

 

 

 

 

 

 

 

 

 

 

 

 

 

 

 

 

 

 

 

 

 

 

 

 

 

 



123 

第三節 研究心得與省思 

研究到了尾聲，回想 2022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當天在佩英老師的帶領下，

第一次和其他兩位夥伴們進入學校聆聽學生們第一學期的自主學習規劃，對

於一直以來都在體制內教育學習的研究者而言，看著數實的學生們不論是自

信的、充滿活力的、有點緊張的說著自己的學習計畫時，在敘說的過程中眼裡

所散發的光芒，是研究者至今仍無法忘懷的景象，當時心裡想著「原來學習真

的可以有不一樣的想像」， 在學生們滔滔的話語中，開啟了對這所學校深入探

究的好奇，彷彿平行時空的自己，也有機會跟著這群學生一起探索，重新認識

學習的不同可能性。 

後來有幸能夠正式的進入學校進行研究，開始了每個月兩次的入校觀察，

在學校第一年萌芽的過程中，參與了學校大大小小的發展討論，聽著校長、主

任、老師們不同的想法來回穿梭，漸漸地織成一張能夠支持學生的網，不論是

所謂天賦閃閃發光的學生、仍在探索中真真切切成長的學生，或是有點迷惘不

知道未來該如何向前的學生，在每一位老師的付出和努力之下，讓每個學生都

能獲得溫柔而細緻的支持，進而長出自我的不同樣貌，也許不一定是光彩奪目，

但卻是最真實的自己。 

在研究過程中，衷心感謝學校師長們、兩位同學和家長們給予的支持，讓

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完整地了解學生在數實第一年的成長歷程，每一次

的訪談，當聽著主任與老師們對於支持學生的想法、學生們說著對於自我學習

的感受、家長們分享對孩子的成長發現時，總是想把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好的

紀錄下來，用文字表達出這些深刻的悸動，讓學生們的成長能夠如實的陳述。 

 最後想引用歌曲〈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裡的一句歌詞，來總結這一年

以來對於學生們成長的紀錄：「自我親像一蕊花，自由開，自由美麗。」，祝福

數實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夠自由自在，在成長中成為自己所想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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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師訪談大綱 

1. 您認為成長導師在學生成長輔導系統中的的角色、定位為何？ 

2. 您認為在與學生進行晤談與輔導的過程中，成長導師主要能夠提供學生

的支持與幫助為何？對於學生多樣化的學習成長樣態，您曾經提供什麼

樣的支持以協助學生在自主學習歷程中能夠積極地進行學習探索？  

3. 您認為在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您通常是如何與學輔老師、專輔老師及其

他成長導師，就學生學習情形進行討論？以日常運作而言，您們是如何

合作的？以單一特殊個案（可舉例）而言，您們如何合作以提供學生支

持？ 

4. 您認為在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您通常是如何與家長就學生的學習情形進

行討論？以例行晤談而言，您們是如何交流的？以單一特殊個案（可舉

例）而言，您們如何相互溝通以提供學生支持？ 

5. 您認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包括成長導師、學輔教師、專輔老師）如何

提供學生支持與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在系統實際運作的歷程中您認為可

以再改進的部分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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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生訪談大綱 

⚫ 基本資料： 

1. 您過去所選擇就讀的是何種教育體制？（自學生/團體、機構自學/實驗

學校/一般國中） 

2. 請您簡述過去的求學經驗，以及選擇就讀數位實中的原因。 

 

⚫ 對於學生成長輔導系統的感受： 

1. 您認為在數位實中的學習經驗與您過去的就學經驗是否有差異？在您看

來數位實中特別之處為何？ 

2. 在過去一年的自主學習歷程中，您認為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成長導師、

學輔老師、專輔老師）對於您的學習與發展有何影響？學校如何提供支

持以滿足您對於學習的需求？ 

3. 在高一的自主學習歷程中，您認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為何？您在此次事

件中有什麼樣的體悟與感受？在此事件中老師們與家長分別扮演著什麼

樣的角色？此事件對您後續的自主學習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 學生自我概念發展： 

1. 請您簡述在實中高一的學習歷程中有哪些對你而言很重要的學習、生活

經驗？這些經驗對您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當時您有什麼樣的感受與體

悟？  

2. 在實中經過一年的自主學習探索後，您認為您對於自我的認識產生了什

麼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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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家長訪談大綱 

1. 請問您與孩子最初選擇就讀數位實中的原因為何？數位實中的何種特點

（如：彈性化制度、個人需求課程……）是您們選擇讓孩子就讀數位實

中的主要原因？ 

2. 以孩子過去在數位實中的學習歷程來看，您認為學校所提供最符合孩子

學習需求的支持為何？ 

3. 您對於數位實中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成長導師、學輔老師、專輔老

師）有何了解？過去一年中，您與成長導師如何就孩子的學習情形進行

互動與溝通？您如何與成長導師合作以提供孩子學習支持？ 

4. 就您與孩子的互動與觀察而言，您認為孩子在數位實中經過一年的學習

探索後，孩子在自主學習與整體發展上產生最大的改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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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研究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的研究生李子欣，將以「數

位實驗高中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之探究」作為碩

士論文研究主題，因此想就貴校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制度建進行研究。為進一

步了解學校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的發展歷程，本研究過程中將透過

訪談方式蒐集研究所需之資料，以做為後續研究分析、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之

用。 

研究進行過程中，研究者將恪遵研究倫理，積極保障受訪者隱私。訪談及

錄音內容將謄錄為逐字稿，但在過程中，若您有任何不希望被記錄的部分，可

隨時告知，研究者會馬上中止。在研究過程中，您的姓名與訪談資料會以編碼

取代，您所談的內容，也僅供學術研究上的分析，在研究結果呈現時不會出現

您的姓名，且在研究最後也會將錄音予以銷毀，以保護您個人的隱私，所以您

可以放心的回答。 

您的參與對我的研究來說是莫大的幫助，若您願意接受訪談、參與研究，

麻煩您在下面的受訪同意書上簽名，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若您有任何建議，敬

請您不吝賜教。 

 

 

同意參與研究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同意研究者使用訪談與錄音的內容請簽名：_______________ (日期：       )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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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學生參與研究意願書暨家長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 OO 媽媽和 OO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的碩士生李子欣，將以

「數位實驗高中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學生成長輔導系統建構與實踐之探究」

作為碩士論文研究主題，希望能夠了解學生們在數位實驗高中的學習經驗，

主要的研究內容包括：學生的生活狀況、學習歷程以及和教師的互動等，以

進一步了解學校對學生學習需求的輔導與支持情形。 

因此誠摯地希望能夠邀請 OO 作為研究對象，與我分享自己在數位實驗

高中的學習發展歷程，讓我能夠更加了解數位實中學生成長輔導系統與學生

自主學習歷程的回應性。竭誠邀請您能在評估下列資訊後，考慮是否讓 OO

參與我們的研究。您也可以向我提出所想到的任何問題或疑慮，讓我能夠更

妥善地思考： 

 我的研究有關： 

1. 學生在進入數位實中以前的學習經驗、過去對自我的了解。 

2. 在數位實中的學生成長輔導系統支持之下，學生的自主學習歷程與

感受。 

3. 學生在高一的自主學習歷程後，對自我的認識發生了什麼樣的改

變。 

 研究將會進行的方式： 

在家長同意後，若您意願參與，我們將會進行以下的安排： 

1. 訪談： 

➢ 邀請 OO 進行約 1 至 1.5 小時的訪談，主要訪談內容會以 OO

在數位實中高一的自主學習經驗為主，在訪談前會先提供訪談

大綱給孩子參考。 

◼ 為了資料紀錄的正確性，訪談時我們會進行錄音。訪談過

程中，我們會尊重 OO 的自主意願，如果 OO 提出不願意錄

音或中途想停止，可以隨時提出。 

2. 學生檔案資料取得： 

➢ 為了解孩子在數位實中的學習成長歷程，會在家長與 OO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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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取得第一學年（111 學年）的學習相關資料，包括：入學申

請書、學生個人資料頁面（包含：成長導師晤談紀錄、學習輔

導老師晤談紀錄、期初選課確認單、個人需求課程申請表、期

中成果報告書、期末學期回顧檔案）。 

◼ 以上資料僅作為研究用途，在研究中若有使用皆會確保匿

名性與隱私性，不會透漏學生的真實姓名與隱私狀態。 

◼ 研究成果中所使用的學生資料，可以在研究完成後提供給

OO 和家長再行確認，以保障 OO 的意願與隱私。 

 

感謝 OO 媽媽的耐心閱讀，想請問 OO 媽媽是否同意 OO 參與研究。如

同意參與，請您與 OO 於下方簽署：  

 

研究參與者簽署欄：（必要欄位） 

我願意參與研究，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欄：（必要欄位） 

我已瞭解研究內容，及可能的效益與風險，我同意孩子參加。 

家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知情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由研究者存查，一份由研究參與者保留） 

 

 

研究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生李子欣 

指導教授：陳佩英教授 

 

研究者聯絡方式 

電話:  

電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