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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Johnmarshall Reeve等(2004)提到，在學校環境中，參與很

重要，因為它作為一種行為途徑。而學生的參與是導致學生低

成就、無聊、疏離感以及高輟學率的關鍵因素(謝慶華等，

2016)。

         Fredricks等(2004)的研究顯示，高成就生在學習參與顯著

地高於中、低成就生(謝慶華等，2016)。但對於低成就學生是

否為低學習參與及如何維持或提升其學習參與，仍可進行探討。

故本研究針對體育成績低成就之學生進行觀察，了解其學習參

與狀況，以提供教師教學及未來研究方向之參考。

問
題

研
究

一、低成就學生之學習參與狀況為何？

二、如何維持或提升低成就學生之學習參與？

貳、研究方法

1. 臺北市某高中
2. 三年級
3. 上學期體育成績於後25%

研究工具
• 參與式觀察
Furrer & Skinner, 2003; Wellborn, 1991
所使用的「students’active task 
involvement during instruction」
系統觀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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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

信度考驗 • 本研究五個觀察向度之alpha係數為：
0.88、0.93、0.86

• 信度係數均達0.80以上的可接受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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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較容易分心及注意力不集中，謝慶華等

人(2016)提出低成就生在認知方面常有不專

注的狀況。

學生投入程度差異較大，研究者觀察發現，

此現象受同儕影響，何開儒(2007)提到，學

生提高學習參與的原因是因為跟同儕討論。

學生於情緒參與的程度偏低，過去研究提到，

無情意參與的學生非常被動，常顯示負向情

緒 (Fredricks et al., 2011, p. 2)。

學生面對困難或挫折，有五成以上的學生會

持續努力解決，但過去研究提到其容易放棄

(Fredricks et al., 2011, p. 2) 。

學生較少有口頭的參與，與Gallagher等(1987)的研

究相似，參與程度高的學生，喜愛回答教師所詢問

的問題，參與度低的學生則是被動地參與

參與度高但

依然低成就

深入了解低成就

及高成就的原因
同儕影響學習參與

面對挫折及困難

仍願意持續努力

給予正向回饋及

充分的練習時間
使用適合的教學法

學習參與 低成就

一個人在任務期間積極參與的行為
強度和情緒品質 (Connell, 1990; 

Connell & Wellborn, 1991; Fiedler, 

1975; Koenigs, Fiedler, & deCharms, 

1977; Wellborn, 1991)

洪儷瑜 (1995) 提出英文上定義有兩
種
1. underachievement，指學習成就表
現顯著低於自己的智力水平
2. low achievement，指學業表現顯著
低於同儕而不考慮其智力水平

參、結果與討論

建議肆、結論與建議結論





⾃主學習模式介⼊臺灣原住民族⽂化展
演課程對學⽣多元⽂化素養提升之影響

國⽴臺灣師範⼤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廖昱絜｜        61130002a@gapps.ntnu.edu.tw

隨著 108 課綱的實施，臺灣教育強調「⾃發、互動、共
好」的學習理念，致⼒於培養具備⾃主學習能⼒與全球視野
的終⾝學習者 (教育部，2014)。此政策的推動之下，多元⽂
化素養與⽂化敏感度亦逐漸成為教育的重要⽬標。然⽽，儘
管臺灣原住民族⽂化常以舞蹈、⾳樂、節慶等展演形式出現
在⽇常⽣活中，這些⽂化資產在正規課程中卻少有系統性與
深度的呈現，使得學⽣對其理解多停留在表⾯印象，甚⾄可
能產⽣誤解與刻板印象 (徐藝華，2010)。

因此，本研究透過臺灣原住民族⽂化展演通識課程，設
計並加⼊⾃主學習模式，讓學⽣從擬定學習⽬標、任務執⾏、
⾃我紀錄到⾃我反思的學習歷程中(Zimmerman,2000)，主動
參與⽂化議題的理解與詮釋。

壹、緒論

研究
問題

1. 探討運⽤⾃主學習模式於臺灣原住民族⽂化展演課程，對學⽣多元⽂化素養的影響為何？

2. 探討學⽣在⾃主學習歷程中，對課程學習的經驗為何？

貳、研究⽅法

資 料 蒐 集 與 分 析

量 質

王雅⽞ (2020) 多元⽂化素養量表 半結構式訪談⼤綱

參、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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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多元⽂化素養能⼒上升

圖⼀
多元⽂化素養問卷前後測各項度平均分數

註：平均分數總分為60分

學⽣在接受⾃主學習模式課程介⼊後，其多元
⽂化素養六個⾯向皆有提升，且前後測差異均達統

計顯著⽔準（p < .001）。其中，以多元⽂化認知與
多元⽂化技能兩個⾯向的進步幅度最為顯著。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主 題 分 析 法

2 - 1 擴 ⼤ 學 習 視 野

2 - 1 促進學習效率

學⽣認為⾃主學習的歷程有助於學習歷程的規劃與執⾏，與 Zimmerman(1989)
所提出的⾃主學習核⼼要素相符，包括：明確的⽬標設定、選擇合適的學習策略、
⾃我監控學習進度，以及進⾏⾃我評估。此外，Locke & Latham (2002) 亦指出，⽬
標設置是⾃主學習的關鍵步驟，能幫助學⽣確定學習的⽅向和動⼒。

後來就發現有定題⽬⽐較好，因為其實我們所有的⾃主學習，基本上都是圍繞報告在做，然後就我覺得就是等於
說幫我們訂⼀個進度在。(F1121226-03)

⽼師的課堂，就是有安排⾃主學習進度，有學習⽬標要去完成，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好的，…就是真的有落實，
慢慢的學習這樣。(C1121226-03)

學⽣在⾃主學習歷程中，不僅能夠透過⾃我探索深化對學習內容的理解，也在欣
賞與觀摩他⼈學習成果的過程中，逐步建構更全⾯且多元的學習視⾓。此⼀結果呼應
⿈政傑 (2023)的觀點，認為執⾏⾃主學習有助於拓展學⽣的學習視野、提升學習動機，
使學習過程更為寬廣且充實，進⽽促進終⾝學習。

我們⼩組是負責原住民⾝分認同的主題，…讓我拓展了眼界、讓我更認識原住民⽂化與樂舞，也讓我對於
原住民議題更加地注重。(G1121226-04)

我很喜歡期末聽每組同學發表⾃⼰⼀學期以來的⾃主學習成果，可以對⽬前社會上存在的原民議題有所認
識，又能聽⾒同學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我⾃⾝也在每⼀次的⾃主學習歷程中都有新的發現，有寶貴的契
機去採訪對原民實驗教育議題有研究的博⼠，這些都是期初的我所沒想到的！(A1121226-04)

⼀、⾃主學習模式有效促進多元⽂化素養發展，特別在

        多元⽂化認知與多元⽂化技能兩個⾯向。

⼆、安排⾃主學習⽬標與同儕成果觀摩，有助於建構更

        全⾯的學習視野，促進學習動效率。

肆、結論與建議
⼀、增設成果分享與回饋機制，促進同儕交流與對話，

以深化學習成果。

⼆、建⽴學⽣學習歷程檔案，幫助學⽣提升⾃主學習

紀錄與反思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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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對 象 與 背 景

研究場域：國⽴⼤學之通識課程 — 臺灣原住民⽂化展演
研究對象：修課學⽣。共回收 30 份有效問卷納⼊分析
訪談對象： 8 位⾃願受訪學⽣，參與半結構式訪談
模式介⼊：課程使⽤⾃主學習記錄表引導學⽣規劃學習⽬標、

探索原住民族議題，並進⾏⼩組共學與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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