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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自主學習？ 學生成績?課堂實踐？



#1 自主學習、課堂實踐、學生成績三者究竟有何關係？

#2 近十年國際上有沒有大型研究數據証實自主學習與

學生成績的關係？

#3 我們可以怎樣優化課堂實踐進一步提升自主學習以

至學生成績？



PISA的啟示 (1) – 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自主學習四個主要向度 (PISA 2000)



PISA 2000 報告書



PISA的啟示 (2) – 自主學習與成績的關係

國際閱讀成績 (PISA 2001) (Artelt et al, 2003)





國際數學成績 (PISA 2012) (Alfonso et al, 2016)



香港閱讀、數學及科學成績 (PISA 2000) (Ho, 2004)



三種主要學習策畧 (PISA 2000)



學科知識 (語文、數學、科學)

跨學科知識 (資訊科技、財務、全球)

認知能力 (解難、創新)

社交能力 (協作、溝通)

元認知能力 (計劃、監察、評估)

PISA的啟示 (3) – 知識與能力的多元化
(PISA, 2009; 2012; 2015)



18th OECD/Japan Seminar – Education 2030 
(Andreas Schleicher, 2016)





PISA的啟示 (4) – 課堂的關鍵影響
(Alfonso et al, 2016; OECD, 2013; PISA, 2012)

課堂輸入：學生社經背景、教師能力

課堂過程：課堂氣氛、教學策畧、

回饋及評估

學習成果



(OECD, 2013)



PISA 遺漏的環節

課堂實踐 ─ the missing link ─ 自主學習



‧ 課程方面
教少學多原則
著重導學案的設計

‧ 教學方面
先學後教原則
著重小組學習活動

‧ 評估方面
以學定教原則
極少關注具體方法

自主學習課堂實踐主要模式

西方模式

元認知導向

電子學習環境

中國大陸模式

預習導向

課堂板塊組織

香港模式

中西結合導向

多元校本發展



打開自主學習課堂實踐的黑盒

課堂實踐

課程

評估

學習教學



 日常性

 現場性

 即時性

 持續性

 互動性

 參與性

(Beaumont et al, 2011; Boud, 1995, Boud & Falchikov, 2007; Chappuis & Stiggins, 2002; Leehy
et al, 2005; Millar, 2006; Nicol & Macfarland-Dick, 2006; Spiller, 2012; Stiggins et al, 2007)

課堂評估的重構 (1)  –靈活化運用



 教學及學習與評估不是割裂分隔

 教學及學習不是為了評估

 評估不是主導教學及學習

 評估是為了促進教學及學習

 評估甚至可作為教學及學習

 評估應可融入於教學和學習

 三者都在課堂環境影響下不斷互動串流

(Black & Wiliam, 2009; Brookhart, 2003; Earl, 2003; Shute et al, 2009; Tomlinson, 2015; 

Wiliam, 2011; Volkman & Abell, 2003)

課堂評估的重構 (2) – 無縫課堂



課堂評估的重構 (3) – 多元向度

 課堂環境 (組織秩序/教師支持/學生投入/課堂氣氛)

 課堂目標 (知識/能力/態度)

 學習活動 (自學/共學/互學/導學)

 學習任務 (課前/課始/課間/課末)

 評估執行 (教師評估/同儕評估/自我評估)



 評估準則 (常模參照/水平參照/個人參照)

 評估焦點 (行為/答案/方法/元認知)

 回饋形式 (評論/鷹架/積分/獎勵)

 回饋方向 (向上/向後/向前)

 跟進行動 (目標/認知策略/元認知策略/情緒)

(Brookhart, 1997; Clarke, 2012; Davis & Neitzel, 2011; Rea-Dickins, 2001; Hattie & 

Timperly, 2007; Hughes, 2011; Natriello, 1987)



課堂評估的重構 (4) –形成性評估

 在課堂教學與學習當下不斷持續進行

 與課前診斷性評估及課後總結性評估互相緊扣

 辨識及監察學習進度與課堂變化發展

 提供學習生個人、小組及全班回饋

 教師及同儕外在回饋與學生內在回饋互為影響

 教師及學生從而調整教學及學習

(Bulter & Winnie, 1995; Clark, 2012; Nicol & Macfarland-Dick, 2006; Spiller, 2009)



課堂評估遺漏的環節

課堂評估 自主學習？



促進自主學習的課堂評估架構

解構自主學習課堂 (Ho, 2014)

課堂組織 –課程內容 – 教學策略 –學習任務 – 自主學習策畧

與課堂評估的關聯



1. 評估循環

課堂評估乃一循環過程，一個向度緊接另一向度，

環環相扣

課堂目標 評估執行課堂環境 學習活動學習任務

回饋方向 評估準則跟進行動 回饋形式評估焦點



2. 促進條件

向度 有效促進自主學習的條件

課堂環境

課堂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任務

評估執行

評估準則

評估焦點

回饋形式

回饋方向

跟進行動

良好的課堂氣氛及組織秩序

目標清晰，扣緊特定能力及知識架構

因應課堂環境，足夠自學、共學及互學機會，配合適量比重的導學

對應課堂目標，課前、課始、課間及課末任務互相連貫

學生透過反思及內化教師與同儕評估，進行自我評估

個人參照與水平參照並重

方法及元認知為主

針對方法及元認知的鷹架及評論，因應課堂環境輔以積分和獎勵

向上、向後及向前回饋同樣重要

調整目標、認知策略、元認知策略及情緒

(Andrade, 2010; Davis & Neitzel, 2011; Lysaght, 2015; Nicol, 2009; Nicol & Macfarland-Dick, 2006; 
OCED, 2008; William, 2014)

 要發揮促進自主學習的最佳果效，評估循環的各個向度都必須滿足一定有效促進條件



3. 關鍵環節

自主學習課堂是以任務為本，透過學習任務：

教師連繫課堂目標、課程內容及教學策畧，引

導、監察及評估學生學習

學生同時得以自我、共同及互相發展、監察及

評估課堂自主學習的進展成效

學習任務是串連課堂評估、課程、教學及學習

的關鍵介面和環節



促進自主學習的評估的關鍵 –評估任務

課前/課始 課間 

預習工作紙

網上視頻

電子習作

前測

堂上提問

黑板/平板展示

口頭滙報

角色扮演

模擬辯論

改正及互評

課末

重點撮要

總結評論

後測

反思報告



總結：一幅較大的圖像 A Bigger Picture

自主學習

 情意動機

 行為管理

 認知策畧

 元認知策畧

學生成績

 閱讀

 數學

 科學

 其他

課堂實踐

 課程

 教學

 學習

 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