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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Zimmerman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理論於國
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運用。研究參與者包含三位國小師資生、兩位師資培

育大學教師及一位國小教師。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訪談等方法，進行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根據本研究之探究目的與研究結果的分析討論，獲致以下結

論：(1) 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引導國小師資生進
行 SRL，應在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架構下，依照授課時數規劃；同時，
須完整經歷前思階段、實施階段及自我反思階段等三個階段；(2) 運用 Zimmerman
的 SRL模式，須落實各項策略的實施，以提升 SRL的效能；(3) 匯聚具有相應專
長之教師共同指導，應扮演模式進行的引導者；(4) 採行焦點團體討論，透過對
話、交流，引導國小師資生參與研究工具的設計及選用適合的策略，可建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共識及可行方式；(5) 應依據
Zimmerman的 SRL模式發展及運用相關工具，以作為國小師資生進行一系列策
略，完成 SRL模式的鷹架。茲將研究結論及相關建議提供國民小學師資培育課程
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Zimmerman自主學習理論、國民小學師資生、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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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Zimmerma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theory in elementary school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consisted of three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two 
teachers who specialize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on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study. The methods includ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used as instrument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present study: (1) To carry 
out Zimmerman’s SRL model in elementary school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rder to guide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to conduct the SRL theory, 
it should be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hours regulated by the framework of the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2) It is required to go through 
three phases when applying Zimmerman’s SRL model: forethought phase, performance 
phase and self-reflection phase; (3)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f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during the use of Zimmerman’s SRL model, 
implementing various strategies is needed; (4) Teachers with corresponding expertise are 
gathered to provide guidanc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Zimmerman’s SRL model 
and they should act as advisors with the premise that no interference would be involv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5) A discussion method is 
employed to guide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of research 
tools and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tools should b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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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Zimmerman’s SRL model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search proceed smoothly. The 
findings as stated above will be provided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real-life operations in schools.

Keywords: Zimmerman’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ory,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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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願景之實現繫乎師資品質的良

窳，而師資品質由教師教育形成，能實

現教育願景的教師教育是由職前師資培

育建立先備知能為基礎，再而透過教學

經驗的累積，進能從教學 程反思實踐，

形成適切的教育理念以發展教學工作

（Bembenutty et al., 2015）。因此，教學
的本質必須是以實踐為基礎的專業，教師

應透過學習之後實踐、省思實踐、充實

與調整之後再實踐的循環歷程，自我不

斷地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以能協助學生學

習與成長。是以，Darling-Hammond 與
McLaughlin（2011）認為師資職前教育應
培育未來教師能夠在擔任教師時，得以面

對各種教育現場，反省思考，自主解決各

項問題。

誠如 Cong-Lem（2021）研究指出國
際間對於師資生培育的重點在於增強其

能動性（agency）。Lau（2013）的研究
發現，唯有教師作為實施自主學習（self-
regulated learning, SRL）的主體，教學知
能才能不斷精進與提升，教學才能發生實

質的改善。可見教師的 SRL影響其教學
實踐，SRL 不但是教師實現自我價值的
內在需要，更是提高師資職前培育品質

的重要舉措。根據 Perry等人（2004）、
Turner 與 Patrick（2004）的研究指出學
生有機會長期、延續性的在真實的學習

活動中運用和精緻化 SRL的策略，較有
可能發展出深刻的 SRL方法。而 Langer
（1984）更進一步指出透過「意義的協
商」與「學習責任遷移」等教學策略，可

以催化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與動機。以

國小師資生而言，SRL能力對其學習動
機扮演重要的角色，亦即能培養 SRL的
能力較能保持學習的動機（Skowati et al., 

2020）。Sundaramoorthy（2019）的研究
發現 SRL模式確實可以提升師資生的學
習動機與信念，協助其克服拖延的問題。

至於 Vosniadou等人（2020）更指出師資
生的教學信念與 SRL理論的接受及習得
程度，彼此之間存在交互影響的效果。因

此，運用 SRL的理論及模式於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藉以培育師資生 SRL素養是
值得研究的課題。研究者於師資培育大學

擔任國小師資職前教育國語文課程教學，

回顧歷年國小師資生研修「國民小學國語

教材教法」課程的學習情形，發現由於國

小師資生大多非國語文相關系所，往往教

學時對於國語課文之結構、主旨、情感等

未能引導以深入領會。國小階段是涵育情

意態度的重要時期，引導國小學生理解、

掌握課文主旨，是培育國語文核心素養的

教學關鍵（教育部，2014），然國小師
資生往往無法落實，顯示此為國小師資職

前培育國語文教學素養亟待加強之處。然

培育國小師資生國語文教學素養，以研修

國小師資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

法」課程 2學分 18週的教學為主，授課
教師受限於時間，多半未有足夠時間讓國

小師資生進行實作練習，而目前改善此現

況的相關研究及策略仍付之闕如。因此，

研究者期望能以培育國小師資生自我主動

學習的知能及態度為前提，由 SRL以精
進國語文教學素養歷程之探究，提供可行

之實踐模式及策略以參考應用。

研究者探討 SRL相關文獻，SRL理論
於 1980年代開始引用於教學，Zimmerman
為推動此理論發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Zimmerman（1989）提出三元論式的 SRL
模式（Triadic Analysis of SRL），爾後不 
斷修正，至 2009年發表循環階段論式的 
SRL理論模式（Cyclical Phases of SRL）。 
該模式共分為前思（forethought）、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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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與反思（self-reflection）三 
個階段。Zimmerman在前思階段提出清
楚的策略，一方面個體應對外部任務進

行分析；另一方面，則是對內尋求自我

動機信念的建立；第二階段為實施階段，

Zimmerman在此分為自我控制與自我觀
察兩類策略，後者主要是後設認知的處

理；最後一個階段為反思階段，其中包含

自我判斷與自我回應兩部分，是較為完整

的。整體而言，Zimmerman所提出的策
略是各家模式最為周全者。梳理相關遵循

Zimmerman理論與其發展的模式所進行之
研究文獻，以 SRL理論作為師資培育課
程之輔助，達成原定相關課程教學的目的

能符應研究者之探討動機；而應全盤瞭解

SRL模式中所有策略運用情況，或以部分
SRL策略為主，為本研究之探討重點。進
而能發展可供應用之工具及可行方式，亦

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試圖於國小師資

職前教育「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課程

中，引入 Zimmerman的 SRL理論與發展
模式，探討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運

用。運用之重點將涉及此模式在課程運用

規劃、模式實施應注意之處，以及模式在

實施後反思所提出的可行方式，進而歸納

提出發展國小師培課程運用 SRL理論與
模式的參考意見。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含：

一、 確認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規劃的要點。

二、 探討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 的 SRL 理論與發展模式
需注意的事項。

三、 提出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 的 SRL 理論可行方式之
重點。

貳、文獻探討

根據前述目的，本研究首先檢視 SRL
相關理論，並且選定本研究所要採取的

SRL理論與模式。其次，探討以 SRL於
師資職前教育實踐為研究主題之文獻，尋

繹得出本研究所要採用的 SRL模式在其
運作上應注意之處，以梳理出本研究可參

酌之處。

一、SRL理論與相關模式分析
SRL理論於 1980年代開始引用於教

學，而推動此理論發展以 Zimmerman、
Boekaerts、Pintrich、Winne 與 Hadwin
為主要代表人物。上述學者雖然提出不同

的 SRL理論與模式，但各家所設定的目
的皆在促成學生能夠運用資源，調控其認

知，得以逐步提升自我學習能力。就如

Zimmerman（2001, p. 6）所指：「自主是 
一種自我導向的歷程，學習者轉化他們的

心智能力，成為學術學習的技能。」自我

學習即是由自我控制其認知與學習的歷程。

面對目的相似，但設計重點各異的眾

多理論與模式，本研究首先檢視相關 SRL
理論，嘗試選取適合本研究運用的 SRL
模式。以下依序簡述主要理論及該理論所

提出的不同模式，然後評析得出所要採用

的模式。

Zimmerman的理論源自於 Bandura，
1989年提出三元論式的 SRL模式，爾後
不斷修正，至 2009年發表循環階段論式
的 SRL理論模式（Panadero, 2017）。該
模式共分為前思、實施與反思三個階段。

前思階段重點在任務分析與自我動機的提

升；實施階段則涉及自我控制的心智運作

與自我觀察的後設認知部分；反思階段則

對於前述學習活動進行自我判斷與反省思

考（Zimmerman & Moyl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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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1996）的理論比之Zimmeramn 
則更側重認知觀點的 SRL模式，並在淬
煉之後，於 1998 年提出新模式（Winne 
& Hadwin, 1998）。新模式以四個順序較
為鬆散但具有遞迴效果的階段（weakly 
sequenced and recursive phases）完成
SRL。階段一，學習者要檢視任務與任務
所牽涉的環境相關條件。階段二，學習者

要設定目標，選擇與組織學習策略，並擬

定達成目標的計畫。階段三，學習者開

始處理任務，此時有關後設認知的監控

行為將會隨時進行學習上的微調。階段

四，學習者以較廣的視野思考階段一至三

可能需要的較大改變。以上四個階段主

要涵蓋認知與後設認知兩大部分（Winne, 
2011），但因其較為鬆散，若要轉換至教
學之運用仍有段距離。

Boekaerts（1996）的 SRL 理論除承
認認知之重要性，並進一步強化個體動機

與認知策略兩方面的交互運作。Boekaerts
提出 SRL的六因素模式。該模式提出自我
調節運作，在橫向上，分出認知的自我調

節（cognitive self-regulation）及動機性的
自我調節（motivational self-regulation）；
在縱向上則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目標、

策略運用，以及領域知識（domain-specific 
knowledge）。2011 年則提出雙元處理
（dual-system models of the mind）的 SRL
模式，在個體的工作記憶運作下，一方面

開啟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運作，另一方

面仰賴動機信念支撐學習的進行。

Pintrich（2000）的 SRL理論則有博
採上述各家之長的現象。Pintrich檢視主
要相關研究發現，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模

式皆有共同之假設。首先都假定學習者是

主動的、具有建構能力的參與者；其次是

假定學習者具有控制與監控的潛力；第三

是學習皆有其目標、標準或是判准的假

設；最後，自我調節的活動為個體與環境

脈絡之間的協調。基於以上四個假設，

Pintrich整合有關研究，發展出四階段與
四個自我調節領域的模式。在階段方面，

第一階段為前置、計畫與啟動；第二階段

是監控；第三階段為控制；第四則是反

應與反思階段。每個階段則有認知、動

機／情感、行為、脈絡等四個需要調節的 
區域。

誠如 Pintrich 對於從各家 SRL 理論
與模式的整理，即可發現個體 SRL能力
的發展是有其歷程或發展的階段。其次，

各家理論皆涉及認知、後設認知、動機等

各種策略。然而，仔細檢視上述理論，不

難看出 Zimmerman與 Moylan（2009）所
提出循環階段論式 SRL模式比較容易遵
循。其原因有二：一是三階段簡單易懂，

師資生可以依序完成；二是各階段所涉及

的策略相當周全。以下即就 Zimmerman
與 Moylan所提出的模式加以說明。

依據圖1，Zimmerman與Moylan（2009） 
在前思階段提出的策略，可分為兩方面。

首先是個體應對外部任務進行分析；其次，

則是個體於內在尋求自我動機信念的建

立。第二階段為實施階段，Zimmerman在
此分為自我控制與自我觀察兩類策略，前

者提出許多學習策略，而後者主要是後設

認知的處理。最後一個階段為反思階段，

其中包含自我判斷與自我回應兩部分。

本研究運用 Zimmerman 的 SRL 理
論，參採其進行之模式，依據研究目的探

討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劃 SRL之
要點、注意事項與可行方式。

二、SRL模式在師資職前教育實
踐之研究

鑑於本研究將以Zimmerman與Moylan 
（2009）所提出的模式為規劃課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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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下 SRL理論與模式在師資職前教育實
踐之相關文獻，皆係以遵循 Zimmerman理
論與模式（但不僅限於 2009年的模式）所
完成之實徵研究。為此，本文首先以「SRL
理論」、「自我調節學習」、「自我調整

學習」、「自律學習」與「師資培育」、「師

培課程」、「師資職前教育」為關鍵字查

詢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但發現國

內並未有將 Zimmerman的 SRL模式運用
於師資培育課程之相關研究。故此部分相

關文獻將以外國資料為主。

相關文獻大致可以分成兩部分探討。

第一部分的文獻是直接以 SRL理論與模
式作為授課主要內容者；第二部分是以

SRL理論作為師資培育課程之輔助，達
成原定相關課程教學的目的。後者又可分

為兩類，第一類試圖全盤瞭解 SRL模式
中所有策略運用情況，第二類則是以部分

SRL策略為重點。

第一部分，嘗試以 SRL理論為教導
的主要內容者。Ganda 與 Boruchovitch
（2018）試圖引導師資生瞭解理論並能

運用 Zimmerman模式，該課程設計上包
括 SRL理論的講座課程，師資生的自我
反思活動等。因此，師資生必須填寫學習

策略調查表（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inventory）以及 SRL的自我效能評估表
（self-efficacy for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cales）。至於 Buzza與 Allinotte（2013）
設計專門引介 SRL模式，促成學生使用
該模式的課程；研究就在該課程的進行中

展開，過程中凡參與此研究的師資生皆填

寫自陳學習策略表（self-reported learning 
strategy）。

至於第二部分的文獻，以 SRL理論
作為師資培育課程之輔助，達成原定相關

課程教學的目的者。在此文獻的探討，

則注意研究設計與實施上所強調的方法與

重點。

首先探討採取全盤引用 Zimmerman
模式的文獻。Tur 等人（2016）試圖讓
師資生能夠運用整套的 SRL理論，因此
提供師資生關於 Zimmerman模式中各種
策略的分類表，以及自我省思的評估表

圖 1　Zimmerman 與 Moylan 的循環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Zimmerman 與 Moyl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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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運用此模式的工具。Kramarski 與
Michalsky（2010）引用 SRL模式於教學
媒體課程上，研究開發兩種工具，一是

針對師資培育課程的需要研發，二是有

SRL的工具，包括自陳報告（self-report 
forms）與線上反思單（online reflection 
sheet）。

至於，僅就 Zimmerman 模式部分
重點發展課程，而非試圖全盤運用模式

之文獻。例如，Alenazi（2017）在為期
一學期的師資職前課程 SRL 研究中，
側重師資生在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上

所得的認識，因之研發相關知識調查表

（knowledge survey），以此判斷師資生
學習此模式的發展狀況及調整的策略。

Lewis 與 Litchfield（2011）透過實驗組
與控制組的學生，試圖瞭解參與 SRL模
式課程的師資生，其動機策略對其學習之

影響，過程中運用自陳報告與學習動機策

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瞭解學生學習動機之轉
變。另外，Muwonge 等人（2017）針對
肯亞 7所大學超過 600名師資生進行大型
研究，運用問卷與學生自陳表件分析，發

現在學習 SRL理論過程中，任務分析與
自我效能表現愈好者，則愈可能使用後設

認知策略。

就以上 Zimmerman模式運用的文獻
探討，可以得出幾點本研究作為規劃要點

之用：（一）以上文獻皆指出讓師資生瞭

解課程的設計及研究進程皆屬必要；（二）

研究應先確認研究所進行的方式及相關實

施步驟，例如是以師資生學習整體模式或

是擷取部分策略為主軸；（三）研究為能

獲得師資生習得 SRL理論或模式狀況，
以及師資生能夠透過工具鷹架學習，因

此研發相關工具有其必要。工具大抵有兩

類，一是有關模式發展情況，此部分大抵

依照所採用的模式列出學習重點，促使師

資生得以遵循與填寫；二是師資生個人的

反省思考情況，此部分則是以學生自陳報

告或問卷為主。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與模式，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規劃 SRL之要點、需注意事項與可行
方式之重點。以下說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實

施，包含研究方法與工具、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角色、資料之蒐集與分析、研究信

實度、研究倫理。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依據所設定之三項研究目的，

首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由參與之國小

師資生與師資培育大學教師及國小教師共

同討論，確認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
論規劃的要點，以設計達成研究目的之進

程。同時，鑑於上述實徵研究文獻分析

所得，本研究將探討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及模式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研究工具的設計與應用，確認採用的模

式及發展所需運用之工具，以達成研究目

的一。再則本研究參考學者認為師資生應

於 SRL歷程填寫自陳學習策略表（Buzza 
& Allinotte, 2013），及自我效能評估表
（Tur et al., 2016）等設計應用之表件。
因此，本研究發展運用的工具包含焦點團

體訪談紀錄、SRL指導會議紀錄及國小師
資生 SRL記錄表（如圖 2）與其 SRL心
得等。運用上述表件蒐集彙整相關資料之

後，採取文件分析法加以分析、探討，以

達成研究目的二與三。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參與者共五位，包含一位

具備 SRL教學與指導之學術專長的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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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一位具備國語文教學專長的國

小老師，以及三位國小師資生。前兩位是

由研究者邀請參與；而三位國小師資生為

研修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學程學

生，皆非國語文系所背景，且未有 SRL的
經驗，由省思對國語文教學的學習與應用

後，啟動 SRL的動機，自願參與本研究。

三、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為國小師資培育教師，於師

資培育大學教授「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

法」、「國音及口語表達」、「教學原

理」、「教學實習」等課程，專責國小師

資職前教育國語文教學素養之培育。在本

研究中，研究者具有兩個角色。首先，

研究者作為國小師培教師，為擔任本研究

所運用的課程授課教師。其次，為完成

Zimmerman理論與模式運用於國小師培
課程，藉以強化國小師資生 SRL的素養，
則扮演研究者角色。

四、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規劃國小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之

SRL
於 2021 年 9 月 8 日、10 月 13 日及

10月 30日由參與之國小師資生與師資培
育大學教師及國小教師共同討論，規劃國

小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之 SRL。期間進
行 3次的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大綱包含：
1. 回顧對於國小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的學

習情形；2. 省思對於國小國語文內容深究
教學知能的應用；3. 期望由 SRL增進國
小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的目標；4. 對於
SRL策略的應用及任務的規劃的看法；5. 
對於進行 SRL的自我評鑑及監控的實施
意見等，以確認運用 Zimmerman的 SRL
理論規劃的要點，進而設計達成研究目的

之進程。

（二） 進行國小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之

SRL
於 2021年 11 ~ 12月進行為期八週、

四篇課文的內容深究教學 SRL歷程：

1. 單週（第一、三、五、七週）

以「能設計引導學生掌握與理解文

本主旨的問題」為目標，充實相關教學知

能、進行運用「有層次提問」引導課文內

容深究的備課；規劃對於策略應用、時間

管理及達成情形的自我觀察與控制，以及

檢視目標達成情形與總結性的自我評鑑。

2. 雙週（第二、四、六、八週）

依序進行四篇課文內容深究的教學；

之後進行策略應用、時間管理及達成情形

的自我觀察與控制，以及檢視目標達成情

形與總結性的自我評鑑與反思。

（三）檢視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之 SRL
以兩週完成一篇課文以「有層次提

問」引導內容深究的教學後討論與調整的

循環，至完成第四篇課文的教學。分別於

目標 姓名： 實施時間：

任務策略 時間管理 週次 自我評價

後設認知監控

圖 2　SRL 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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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26 日、12 月
10日及 12月 24日，參與研究者及大學教
師、國小老師的 SRL督導，檢視及討論以
「有層次提問」引導內容深究的SRL歷程，
據以調整後應用於下一篇課文的教學。

五、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應用研究工具蒐集相關資料

進行分析，依序為：（一）檢視資料與摘

要整理；（二）編號：將焦點訪談紀錄、

SRL指導會議紀錄、SRL紀錄及 SRL心得
等資料依類型、對象、日期加以編碼，以

表示該項研究資料之意義（如表 1）；（三）
分析與尋找資料之間的關係；（四）與研

究參與者進行資料的分析、討論及複核。

六、研究信實度

為強化本研究的信度，研究者依據本

研究之探究脈絡與 SRL模式，蒐集焦點
訪談紀錄、SRL 督導會議紀錄、SRL 紀
錄及 SRL心得等不同資料，確保在討論
發言、紀錄與省思的表述具備一致性。遇

有疑義或未盡清楚的內容時，則向研究參

與者進一步複核，以確認資料內容的可信

度與確實性。在研究效度方面，研究者採

取資料的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藉
由 同研究參與者：三位師資生、大學教

師、國小老師及研究者，於研究資料文本

的表述進行分析、比較和歸納，以確保一

致性與真實性，進而能對研究發現做出更

適切的描述與詮釋。

七、研究倫理

本研究之進行秉持誠信、尊重隱私與

保密之原則。依誠信原則，在進行之前，

研究者先行說明研究計畫與目的，尊重個

人意願取得同意書；在尊重隱私與保密原

則下，對於研究資料加以妥善保存，撰寫

研究報告時，一律以代號和化名呈現。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

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與模式，進行
SRL規劃要點、注意事項與可行方式的探
究。依據研究目的，蒐集與彙整研究資料

後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之規
劃要點

有鑑於本研究係將 Zimmerman 的
SRL理論運用於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中，因此必須在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的架構下，完成 Zimmerman的 SRL
模式設計與安排。而 Zimmerman模式的

表 1
研究資料編號表

類別 編碼 說明

焦點訪談紀錄 FI
社群教師 CT CT1 為第一位社群教師，餘類推。

國小師資生 PT PT1 為第一位國小師資生，餘類推。

SRL 指導紀錄 PS
SRL 紀錄 LR
SRL 心得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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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則是強化國小師資生對於師培課程的

學習效能。因此，首先的實施程序是所運

用之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設計，

其次則是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於
此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授之「國民小學國

語教材教法」為運用 Zimmerman的 SRL
模式設計之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此為一學期 18週的課程，衡量本研究可
進行的時間，因此由此課程之教學目標

中，選取「培養國小師資生理解與引導深

究國民小學國語課文主旨」為主要目標，

設計 Zimmerman 的 SRL 模式運用之研
究。研究參與者透過焦點團體討論交流彼

此的觀點，建構運用 SRL於國民小學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的設計。

（一）確立實施的期程及內容

1. 課程實施的時間自 2021 年 11 月
至 12月，為期八週；2. 選用國小國語課
本四篇課文，以兩週一篇課文的進度進行

理解與引導深究課文主旨的 SRL。因此，
透過運用四篇課文的教學，國小師資生可

以有四次機會運作 Zimmerman的 SRL模
式，以循環改善此模式的運用情況。

（二） 確認運用 Zimmerman 的 SRL 模式
的方式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可以得知，運

用 Zimmerman 的 SRL 理論需要考慮是
否全部模式運用，或是挑選部分策略即

可。由討論而確認國語文教學內容與

Zimmerman模式結合的可能方式：

以 Zimmerman的模式思考，根據國
語文教學的內容，勾選認為適用的

自主學習方式：例如第一階段：設

定目標、規劃策略；第二階段：設

定任務、構想內容、訂定期程、尋

求幫助；第三階段：自我評鑑。循

序漸進規劃自己的自主學習歷程。

（FI-CT2-0908）

能清楚知道「有層次提問」教學的

自主學習規劃，首先要設定想要達

成的目標，依據目標擬訂策略，然

後再於各週規劃任務策略、時間管

理，每週完成後進行實施情形的自

我監控，與整體實施效能的自我評

鑑。這樣的歷程很清晰，可以按部

就班進行。（FI-PT2-0908）

自主學習很需要反省，就像是自己

常常需要省思，是自我觀察的一部

分。由自我觀察而進行自我控制，

自我指導修正，落實自主學習。

（FI-PT3-0908）

因此，研究參與者由焦點團體討論達

成共識，因應本研究運用 SRL模式的時
間僅八週，故宜挑選 Zimmerman的 SRL
模式中的部分策略加以運用。然為使國小

師資生能瞭解 Zimmerman的 SRL理論與
模式的整體歷程，透過共同討論建立共

識，所選用的策略必須涵蓋 Zimmerman
的 SRL模式之三個階段。

（三）選用 Zimmerman 的 SRL 模式中的
策略

為促成國小師資生能如文獻探討所

得，透過 Zimmerman的 SRL理論與模式
的習得，提升學習動機與反省思考的能

力。經焦點團體討論而選用 Zimmerman
的 SRL模式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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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標設定策略上可以訂定要完成

的教學策略（例如：兩個有趣的教

學活動或遊戲），接著在第二階段

師資生尋找有興趣的策略、歷程中

與老師討論活動內容，並執行課程。

最後在課程結束後，能夠反思自己

的教學課程，進而修正、調整自己

的課程規劃，達到自主學習的最大

效能。（FI-CT3-1030）

自主學習很需要反省，由自我觀察

而進行自我控制，自我指導修正，

落實自主學習。自我反思階段可以

先採用自我評價策略，完成自我評

估。（FI-PT3-1030）

因此，在三個階段中設定以下必要選

用的策略：前思階段選用「目標設定」；

實施階段則以「時間管理」、「自我記

錄」，以及「後設認知監控」。至於自我

反省階段，則採用「自我評價」。至於在

Zimmerman的 SRL模式中其他策略，則
開放國小師資生依照其個人學習特性與需

求自行選用。

（四） 發展本研究運用Zimmerman的 SRL 
模式所需之工具

根據上述所選用的策略，進一步討論

運用策略時所需的工具。為降低國小師資

生運用上的負擔，依據 SRL的進行及整
合各策略運用的情況而設計表件。依此，

經焦點團體討論擬具 SRL記錄表（如圖
2），以作為實施使用之工具。其內容項
目包含：1. 目標、時間管理：由國小師資
生就其所必須完成的課程要求，先行設定

目標，並自行規劃八週的進程。國小師資

生必須自我檢視，然後記錄完成狀況，以

運用目標設定、時間管理及自我記錄等策

略。2. 後設認知監控與自我評價：國小師
資生必須反思八週課程所達成目標的狀況

而完成自我評價，以落實後設認知監控與

自我評價等兩種策略。

二、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之注
意事項

（一）師培課程教師宜建立鷹架，支持師
資生完成 SRL 模式

誠如文獻探討中所提及，Zimmerman、 
Boekaerts、Pintrich、Winne 與 Hadwin 雖
然提出不同的 SRL理論與模式，但都認同
SRL是促成學生能夠運用資源，調控其認
知，得以逐步提升自我學習能力。但對於

初次運用 SRL模式的師資生而言，師長的
指導提供學生 SRL的資源，協助其調控認
知以逐步提升 SRL能力實屬必要。

一開始自己對於第一表單「目標設

定與策略擬訂」並不是很清楚，也

不知道有什麼策略來幫助自己完成

目標，透過師長講解找到許多策略。

（FI-PT1-1030）

能藉由師長的引導領會內容深究教

學的要領，未來可以引導國小學

生掌握與理解文本意旨，達成國

語文教學內容深究的目標。（FI-
PT2-1013）

未來希望能融入建議與回饋，增進

自己設計理解與引導深究課文主旨

教學的知能，相信會是受益良多的

開始。（FI-PT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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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生的討論與回饋強化任務分析能
力，有助於師資生後設認知監控能
力之增強

根據 Muwonge等人（2017）發現在
學習 SRL理論過程中，任務分析愈好者，
則愈可能使用後設認知策略。因此，國小

師資生透過焦點團體討論與回饋，可以使

其任務分析更為清楚，進而從調適中增強

後設認知監控能力。

透過自主學習的方式，按照自己的

步伐進行設計與學習，根據增進內

容深究教學知能為目標設計每日進

度，循序漸進的學習知識，並開會

討論，透過會議討論督促自己與尋

求幫助，有很大的學習。（EF-PT2）

教學後發現學生對於以提問深究內

容的概念仍處於建立狀態，加上自

己給予的鷹架不足，所以提出問題

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對於首

次嘗試提問的學生，仍會給予極大

的肯定，願意透過小組不斷來回討

論的方式，提出最適宜的問題，相

信對於學生而言，是個很棒的開始。

（LR-PT3-1127）

整體來講，就是要整個回應學生，

分細一點，大概是先預想他可能出

錯的是什麼。接著就是分析，第三

個就是追問，可以引導他去思考，

慢慢導向比較正確的想法。（PS-
CT1-1127）

在提問的辨識上讓學生再次釐清，

並且讓學生嘗試提問出深入的「推

論型問題」，在此處的教學可能有

點操之過急，沒能給予學生良好的

鷹架示範，僅就定義的問題複習，

讓學生對於提問的掌握度沒有如預

期來得佳。融入討論的建議與回饋，

教學時，較能讓學生釐清及分辨推

論型問題。（EF-PT3）

（三）於實施歷程引導運用自我指示，有
助於增進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的知
能

如 Zimmerman（2001, p. 6）所指：
「自主是一種自我導向的歷程，學習者轉

化他們的心智能力，成為學術學習的技

能。」自我學習即是由自我控制其認知與

學習的歷程。國小師資生經師長的提醒，

運用自我指示，調適內容深究教學的認知

與技能，增進內容深究教學的知能。

應該讓學生理解提問後學會提問，

所以需把重點放在讓學生學會理

解。第二個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提

出好的問題，而什麼是好問題？應

該引導學生根據定義來檢視自己

能不能提出好問題，尤其是直接

推論型的提問，所以需要瞭解孩

子學習的問題到底是什麼。（PS-
CT2-1127）

可給予一些舉例，很多孩子可能都

很會說各個類型的定義了。接下來

就可以把原本提取訊息的提問改成

推論型的提問。哪些答案會是推論

型的提問哪些則是提取型的。所以

需要引導學生瞭解兩種層次的提問

差別在哪，教學者必須能理解且能

提問。（PS-CT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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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間管理策略可以強化師資生自我
控制

在 Zimmerman的 SRL循環模式中，
時間管理為實施階段重要的項目，意謂落

實時間管理，有助於強化自我控制與調適

的能力，進而提升達成目標的可能。國小

師資生由落實時間管理而強化自我控制，

提升以 SRL達成師培課程的學習目標。

在 11月中第一次上國語課時，課前
備課計畫總是趕不上教學現場的變

化，面對學生實際教學時，教學流

程及進度都無法掌握。所以必須能

掌握時間依照規劃完成教學。（LR-
PT1-1127）

在執行上有時會遺漏國語的閱讀工

作，執行一個月的時間了，在自主

學習，自己在實施上其實不是很滿

意。透過師長的督導，發現不能壓

縮閱讀的時間，而應該是增加讀書

的時間。因此再更周延的規劃每個

時間，感覺較有信心可以改善與達

成預期目標了。（LR-PT2-1225）

（五）於自我反思階段透過自我評價，能
具體規劃提升 SRL 的策略

國小師資生由 SRL的紀錄及心得的
敘述，表達由回顧教學進行自我評價，有

助於規劃改善教學的策略，具體提升 SRL
的效能。

自己在備課時，自認對於提問策略

的定義非常熟悉，但自己在上課時

面對學生五花八門的提問，卻沒有

辦法在第一時間統整學生提問。且

過於執著要給學生「標準答案」，

就站在臺上認真的判斷起來。事後

看教學錄影，真的覺得非常不專業。

因此必須更能熟悉提問策略的判

斷。（LR-PT2-1210）

回顧教學：我在教學中體會回饋語

的重要，而深深思考到在備課時，

我的角度不是「以學生為中心」的

思考，反而是以「教師」的角度思

考，預想學生都會提出文本中想要

的答案，導致我在正式教學時，面

對學生所寫的「提問的題目」、「回

答」時，沒有招架之力，心中滿滿

的問號，為何會有這種想法？進而

影響自己在臺上的判斷。所以我在

設計問題及引導時，應當確實「以

學生為中心」。（EF-PT3）

在第二次教學中領悟到教師充分備

課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在

學習的專注度上大幅提升，在班級

經營方面也能減少磨擦，甚是重要。

在教學過程中看見學生們的專注與

投入，令自己感動不已。（EF-PT1）

三、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之可
行方式重點

本文依據上述研究所得，歸納於國

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之可行方式，其重點如下。

（一）確認 SRL 的實施模式

SRL模式的運用需視課程實施時間
而進一步確定要以整體方式運用或是選

用部分策略即可。有鑑於 Zimmerman的
SRL 模式經歷三階段，涵蓋 20 種策略
之多，即使一學期共計 18週皆投入，實
施整體模式有其難度。因此須透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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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討論交流彼此的觀點，以確認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於國小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的共識及可行方式。

（二） 須經歷 Zimmerman 的 SRL 模式三
個階段

若選定部分策略，則選用之策略宜

散布於前思、實施及自我反思等三個階段

內，如此方能經歷整體的模式歷程，以免

淪為僅是認知策略的運用，而忽略整體

SRL模式的開展與落實。

（三） 設計適當的工具以利 SRL 模式的
開展

為能增強國小師資生的學習動機及

反思能力，使其逐漸成為自動學習者，設

計適當工具有其必要。因為，所設計的工

具可以作為國小師資生具體進行一系列策

略，以完成 SRL模式的鷹架。

（四）增強師資生參與設計的機會

在上述策略的選用及工具的開發過程

中，讓國小師資生參與其中，並且納入國

小師資生的意見，可以增強其運用此一理

論與模式的興趣和可行性。

（五）參與研究的師長應作為模式進行的
引導者

運用 SRL理論於國民小學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目的即在引導國小師資生能夠

成為具有能動性的未來教師。是以，過程

中參與研究的師長應扮演引導者的角色，

提供國小師資生 SRL的資源，協助其運
用自我指示，落實時間管理而強化自我控

制，以 SRL達成師培課程的學習目標。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探究目的與研究結果的

分析討論，歸納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第一，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運

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以引導國小師
資生進行 SRL，規劃實施的重點包含：
1. 應在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架構
下，依照授課時數選定實施模式；2. 為使
國小師資生得以經歷 Zimmerman的 SRL
理論與模式的整體歷程，所選用的策略必

須涵蓋 Zimmerman的 SRL模式之前思、
實施及自我反思等三個階段，以能完整經

歷與運用。

第二，運用Zimmerman的 SRL模式，
須落實所選用的各項策略的實施，以能提

升 SRL的效能。若於實施歷程運用自我
指示，有助於調適以增進國語文內容深

究教學的知能；於實施階段落實時間管理

以強化自我控制，可提升依據規劃達成目

標的可能；而於自我反思階段透過自我評

價，能具體規劃提升國語文內容深究教學

的策略。

第三，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
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師長協助國小

師資生分析教學任務，落實時間管理，強

化自我控制的能力，進而運用自我指示從

調適中增強後設認知監控。為引導國小師

資生能以 SRL成為具有能動性的未來教
師，師長應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在歷程中

應避免干預或介入。

第四，運用焦點團體討論，透過彼此

觀點的交流，可建立運用 Zimmerman的
SRL模式於國小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共識
及可行方式；同時，經由師長的回饋，能

強化國小師資生於前思階段之學習目標設

定、任務分析及策略運用，以及實施歷程

中由自我指示、時間管理進行自我控制的

能力，進而於自我反思階段能進行自我評

價，以循環進行 SRL，實踐持續改善與自
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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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應依據 Zimmerman的 SRL模
式發展及運用相關工具，例如：可具現「目

標設定」、「時間管理」與「自我記錄」

等實施情形，以及記錄目標達成狀況，以

落實後設認知監控與自我評價，作為國小

師資生進行一系列策略，完成 SRL模式
的鷹架。

二、建議

（一） 對運用 SRL 理論與模式於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之建議

有鑑於國際間對於師資生培育的重

點在於增強其能動性（agency），且學者
的研究顯示唯有教師作為實施 SRL的主
體，教學知能才能不斷精進與提升，教學

才能發生實質的改善。因此，為培育師資

生成為具能動性的未來教師，能夠在擔任

教職時，得以面對各種教育現場，反省思

考，自主解決各項問題，應於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落實培育師資生 SRL知能。然目
前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受限於每學

期 18週的教學時間及授課教師教學經驗，
對於運用引導、對話等策略，協助師資生

省思師培課程的學習成效，以催化其 SRL
能力；再而透過討論、交流以建立 SRL
的模式與歷程進而具體實踐較無法落實。

且目前國內運用 SRL理論與模式於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的相關研究及策略仍付之闕

如。因此，建議國小師資職前教育授課教

師可參考本研究運用 Zimmerman的 SRL
理論引導國小師資生進行 SRL的規劃要
點、注意事項與可行方式，加以應用於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進而落實國小師資生

SRL素養之培育。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於國民小學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運用 Zimmerman的 SRL理論
與模式，增進國語文內容深究「有層次提

問」教學知能之歷程與發展。對於未來研

究，建議可探討其他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SRL對於師資生教育專業成長的影響。方
法上，可增加觀察法之應用，以探討實施

歷程的具體成效、影響因素及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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