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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無人可預測未來的職場需要什麼樣

的能力，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習」也就成為重要議題。108 課綱實

施後，普通型高中學生必須在三年內完成至少 18 小時的自主學習，

自行安排學習的主題與方法，學習成果將成為升學時重要的評分項目。

圖書館素來鼓勵閱讀及資訊素養能力之養成，除了提供學生自主學習

時使用的空間、館藏，也能舉辦相關的活動或課程，並提供資料查詢

的諮詢服務。高中圖書館雖已扮演一定角色，然而館藏及人力資源有

限，公共圖書館若能提供協助，將有利於提升自主學習效益。本文整

理了目前自主學習相關支援與圖書館服務，並介紹國立臺灣圖書館設

置自主學習專區提供資源整理與到校推廣的服務嘗試，提供後續服務

改善及研究的方向。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Master Framework for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2019, all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have to take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urse.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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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students have to decide the learning object, make the plan and 

implement the project on their own.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learn” and explore their career options in this course. The 

library, which is essential in promoting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an be the learning space and resource supplier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librarians can offer reference services or hold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lated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different ways public libraries can support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urses, especially the website and extended service that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designed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lso,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ervice and research. 

【關鍵詞 Keyword】 

自主學習、資訊素養、課程支援、圖書館利用教育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Curriculum support; Library instruction 

壹、 前言 

一、 「自主學習課程」帶給高級中等學校師生挑戰 

    民國 108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強調學

生是學習的主體，希望教育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為了達成目標，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 3 年內必須完成 12 至 18 節彈性學習時間，依學

校條件與學生需求，進行自主學習、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之

運用。其中，「自主學習課程」乃由學生在教師輔導下，自訂學習主

題、進度、資源、方法，完成自己設定的學習目標與成果。依大學招

生委員會聯合會 108 年 11 月之公告（林曉慧、沈志明，2019），111

學年有 87.2%的大學校系在審查學習歷程檔案中會參採高中自主學

習計畫成果，因此成為學校師生面對升學時都會重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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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109 年《親子天下》調查顯示，受訪者學生表示在規劃自主

學習遇到的最大困難包含：「目標不明確（55%）、不確定未來科系

（44%）、進度與內容不會寫（40%）、不確定學習興趣（33%）、不會

找資源（26%）」，另外，在執行過程曾遇到的困難包含：「計畫太理想

難以執行（47%）、自主學習時間不夠（44%）、不知如何呈現成果（39%）、

難以自律（32%）、主題不熟悉（22%）」。學習主動權交回學生手上後，

實有許多需要協助的部分（蘇岱崙，2020）。 

    同時，吳善揮（2015）指出，香港中學中文科教師在推動學生進

行自主學習時會遇到五種問題：「指引個別化的自主學習很花費時間

而導致教學進度落後、教師不了解自主學習的意義及自己須擔任的角

色、學校支援不足且將自主學習納入評鑑或限制作法造成教師壓力、

教師不認同自主學習理念而陽奉陰違、學生缺乏自律能力」。可以看

出，學校教師為了指導自主學習，需要另外花時間了解自主學習的概

念及為了個別化指導做準備，如能有資源指引上的支援，亦有利於減

輕教師壓力。 

二、圖書館可扮演支援「自主學習課程」的角色 

    學生在進行自主學習課程時，不論是資料的查詢、辨別、整理

或呈現，整個流程皆與圖書館長年來提供的讀者服務有關。自主學

習過程涉及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亦是圖書館長年推動的願景目標。 

    許多高中的圖書館已開始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學生於校內進行自

主學習課程的空間，並鼓勵學生參加閱讀心得或小論文寫作比賽作為

自主學習課程的成品。為了讓高中的圖書館具備足夠資源與能力，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6 年提出「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協助學生

自主學習因應措施」，舉辦「如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專題演講、「圖

書館如何推動學生自主學習」論壇、「圖書館經營與引導學生自主學

習」工作坊、「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教師增能研習（吳佩儒，2017）。 

    然而，並非所有高中圖書館皆能提供自主學習資源整理與問題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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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具有較豐富館藏的公共圖書館藉由主動提供服務，不僅能協

助提升自主學習課程的成效，亦能藉此機會讓高中學校師生更了解公

共圖書館各項資源，進而增加辦證率與館藏使用率。 

貳、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分成三個部分，說明自主學習與資訊素養的共通性、國內對

於自主學習課程提供的支援，以及目前公共圖書館與自主學習課程有

關的服務。 

一、 「自主學習」與圖書館推動資訊素養的相通處 

    「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指的是學習者積極建構的過

程，學習者在設定學習目標後，為了達成目標，會嘗試監控、規範、

控制他們的認知、動機和行為（Pintrich & Zusho, 2002）。 

    大學院校暨研究圖書館學會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定義資訊素養為一組綜合能力，這樣的能力包含：

「反思資訊的發掘、理解資訊如何產出、理解資訊如何被衡量價值、

如何運用資訊創造新知識、如何運用資訊符合倫理的參與學習社群。」

綜整來說，資訊素養即資訊之「取用、評估和有效使用」能力（Wolf, 

2007）。 

    根據 Eckel（2007）的整理，大學院校暨研究圖書館學會訂定的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有幾項與自主學習可相呼應（見表 1），

基於這樣的共通性，資訊素養與自主學習兩個領域可以互相參考理論

與實務（Wolf,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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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及自主學習能力對照表 

    身為協助讀者養成資訊素養的參考服務館員，面對不清楚方向、

無法聚焦的學生，可以提供研究流程的全方面視角、指出常見問題與

提供改善策略，藉此減輕學生焦慮，並讓學生逐步養成自我監控的後

設認知能力（Eckel, 2007）。館員也可以設計工作坊或課程，讓學生反

思問題訂定、學習縮小題目、辨識會用到的學術資源與網路資源，自

行發展出評估資訊的判準，以及了解引用的重要性與學會管理引用格

式（Houtman, 2015）。 

    相較以往的時代，學校圖書館很需要進行資訊素養教育，並在查

詢資料的過程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因為現在的學生很習慣運用

Google 跟網路搜尋引擎，遇到問題的第一時間都會直接使用搜尋引

擎，而不會花時間去選擇與改善關鍵字或挑選其他資料來源（Eckel, 

2007）。於此同時，學生很容易相信社群媒體或快速查到的答案，不

會想到要去檢驗（Spisak, 2020）。 

二、 「自主學習課程」之相關支援 

    根據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洪金英校長的分享，可以了解自主學

習課程的實施牽涉到「教師、學生與空間」三個元素。教師在開學前

會先成立共同備課社群，確認要提供學生哪些引導課程，像是自主學

習的概念、實施規範，以及學校與市立圖書館的資源與設施利用介紹。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 自主學習能力 

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被期望能訂定務實的計畫

和時間表，以獲取所需資訊。 

設定學習目標：設定所需資

訊的類型。 

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被期望能評估查詢結果的

數量、品質、相關性，來決定是否要使用其他

資訊檢索系統或調查方法。 

自我監控：比較取得的資訊

和期待能達標的資訊。 

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被期望能找出檢索到的資

訊裡的落差並決定是否要更改檢索策略，且能

使用修改過的檢索策略重複檢索。 

利用後設認知與反思來規範

搜尋行為。 

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被期望能擷取、紀錄和管

理資訊及其來源。 

控制蒐集到的資源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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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教師開始引導學生撰寫計畫書，讓學生設定目標、主題，以

及規劃進度、策略與預期成果。接著，學生開始進行計畫並適時調整

內容與進度，由教師提供諮詢或資源，學生進行過程中的反思。學期

末時，學生可以選擇展示發表的形式與場地，將學習的發現或收穫反

思與大家分享（洪金英，2021）。 

為了協助教師理解自主學習理念並能設計相關教學，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於 107 年委託共 64 名高中圖書館主任共同編寫「引導學生

自主學習參考手冊」，此手冊分成「閱讀素養」、「資訊素養」、「資源

利用」三個章節，提供教學引導以及學習單、檢核表，手冊內容適合

讓老師消化吸收後，於帶領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課程時使用（范綺萍，

2019）。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亦於 109 年辦理「科技輔助自主學

習推動計畫」，介紹數位學習資源及相關平台、自主學習的實施模式

並進行自主學習分組實作（楊語承等，2020）。 

    除了針對教師端輔導，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主辦、臺北醫學大

學承辦的「Collego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協助學生探索科

系，並拍攝影片分享學生的自主學習課程之相關經驗。 

    高雄市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則設立「自主學習行動網」，依照

學生、老師和家長三種對象提供解說影片，並彙整各種學科的資料庫、

學習平台與學習工具。其中包含數位圖書資源，以利學生從電子書與

電子雜誌中發掘興趣與產生動機（林百鴻，2021）。臺中市立清水高

中周漢強老師自行架設的網站「我的自主學習筆記」，同樣是區分對

象，提供學生、老師、學校進行自主學習時可參考的建議與實際案例

（周漢強，2022）。有些高中圖書館，如國立中興大學附屬中學、國

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都自行架設自主學習資源網站，有些學校如新北

市立中和高中、新竹市立建功高中的圖書館，也會將自主學習的先備

課程資料放在網站上供學生參考。 

    最後，為了營造良好的自主學習環境，學校可依據「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作業要點」，獲得補助經費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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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200 萬元以改善圖書館及各種專科教室的自主學習資源與空

間，以利學生在校內能有研究省思、共學對話、輔導諮詢、互動交流

空間（林志成，2020）。 

三、 公共圖書館可供「自主學習」使用之資源與服務 

    公共圖書館的空間是適合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場所，同時也可以

讓學生利用遠端連線數位資源或借閱實體書籍，以利在校內進行自主

學習課程時使用。臺東高中蔡美瑤校長在「110 年 ColleGo!線上研習

會」中，便指出臺東高中鼓勵學生辦理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讓學

生能使用到豐富的數位資源進行自主學習（蔡美瑤等，2021）。 

    其次，公共圖書館已有多年推動分齡分眾服務的經驗可以提供選

書服務。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圖書館皆設有青少年專屬空

間與館藏，各縣市公共圖書館也有許多分館設有青少年專區，新北市

甚至設有青少年圖書館，各館時常藉由書展的形式來推薦青少年適合

閱讀或感興趣的好書。由「公共圖書館分齡分眾服務網」的青少年讀

者網，可以看到得獎書籍、職人選書、年級分書及青少年讀書會書單，

也可以參考臺北市立圖書館整理的高中職寒暑假閱讀書單與入學新

鮮人閱讀書單。 

 在辦理活動與課程的部分，國家圖書館自 104 年起每年暑假舉辦

的「青年學者養成營」適合讓學生了解學術資源的查詢與利用，並學

習小論文寫作（國家圖書館，2018）；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自 101 年

起舉辦的「數位資源館外推廣課程」則可以至各校介紹數位資源，讓

學生善用豐富的電子書與資料庫資源進行自主學習（國家圖書館，

2021）。 

    配合 108 課綱的實施，臺北市立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級

圖書館合作，108 年至國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開設 6 周的微學程「識

『圖』小馬-資訊社會的生存法則」（羊正鈺，2019）。109 年，高雄市

立圖書館的 60 間分館提供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林祺宏，2020），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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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課綱：給自己一雙學習的翅膀-自主學習主題書展」及相關講

座，亦和鳳新高中合作，由學校師生推薦採購書單及到校舉辦講座。

（高雄市立圖書館，2021）。新北市立圖書館則在 110 年推出「新北

E 書房」以適合青少年使用的介面推出一站式線上學習娛樂服務，包

含：「來追書」、「來上課」、「來分享」、「來互動」、「來看片」（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2021），並辦理「青少年盃小論文寫作比賽」與開設小

論文寫作、青少年應用英語等課程（王峻昌，2021）。 

    綜上所述，公共圖書館有豐富的館藏、書目、空間可以提供高中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且也能辦理「資訊查詢利用、數位資源利用、小

論文寫作」課程或其他學生感興趣的主題講座，協助引導學生進行自

主學習的方向。 

參、 實務應用成果 

    國立臺灣圖書館（下文簡稱國臺圖）於 2022 年 1 月與新北市立

錦和高級中學（下文簡稱錦和高中）洽談合作方案，希望就地利之便

提供課程支援。國臺圖規劃的自主學習專區網頁於 2 月上線，邀請 5

名高中圖書館主任提供回饋意見，並於 4 月到錦和高中向老師介紹此

專區，以利教師能於自主學習課程中運用此專區資源，能減輕其教學

負擔。 

    以下將針對國臺圖自主學習專區網頁、自主學習計畫範例及到校

推廣專區之實務應用成果進行說明，並將蒐集到的回饋意見綜整陳述。 

一、 自主學習專區網頁規劃 

    國臺圖自主學習專區乃針對高中一年級的一般學生所規劃，較具

通論性，並未針對特定學科主題提供資源彙整與指引。期能讓高一新

生在入學階段藉由使用此專區資源開始培養自主學習能力，於後兩年

能重複練習自主學習能力並運用資訊檢索能力以加深、加廣學習內容。 

    規劃專區網頁節點時，國臺圖除了參考親子天下問卷調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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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考諮詢的業務角度出發，彙整資源以引導學生回答在自主學習各

階段遇到的問題；同時，亦考量教師在執行自主學習課程時增加的負

擔，故與合作對象錦和高中教師了解他們所期待的圖書館支援，以利

專區彙整的資源可供教師指引學生使用（對照詳如表 2）。 

表 2 國臺圖自主學習專區網頁與親子天下調查結果、錦和高中教師

期望對照表 

    專區的網頁節點包含：「概述、自學策略、資訊素養、閱讀素養、

寫作能力、圖像展示與表達、生涯探索、諮詢窗口」(見圖 1)，各節點

內容的字數介於 500 至 2500 字，照正常閱讀速度可於 3 到 20 分鐘內

看完一章節。網頁節點內容簡介如以下： 

（一） 概述：說明自主學習的定義及專區架構內容，並提供自主

學習專區的「前導課程簡報檔」，以利教師直接使用此簡

報於自主學習課程，讓學生了解自主學習是什麼以及國臺

圖自主學習專區提供哪些資源內容。 

（二） 自學策略：針對「主題訂定、進度安排、時間管理」提供

自主學

習階段 

親子天下調查解果 

反應的學生問題 

錦和高中教師 

的期望內容 

國臺圖自主學習

專區網頁節點 

主題 

訂定 

目標不明確、不確定

未來科系、不確定學

習興趣、主題不熟悉 

希望圖書館能推薦適合青

少年或高中生的讀物，並

提供館藏資源的學群分

類，以利學生探索未來生

涯科系。 

生涯探索、閱讀

素養 

計畫 

撰寫 

進度與內容不會寫、

計畫太理想難以執行 

希望圖書館能推薦適合青

少年或高中生的自主學習

課程、讀物或是學習方

式。 

自學策略 

執行 

過程 

自主學習時間不夠、

難以自律 

不會找資源 希望能介紹資料檢索方式

並說明資料檢索對自主學

習的幫助。 

資訊素養 

成果 

展現 

不知如何呈現成果 無 寫作能力、圖像

展示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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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引導文字，並推薦延伸閱讀書籍。同時整理自主學習

資源的相關網站、推薦延伸閱讀書籍，作為認識自主學習

的起點，並提供自主學習計畫範例供初學者參考。 

（三） 資訊素養：介紹「資訊素養、資源特性、關鍵字與檢索、

資訊評估」的基本概念，以及說明不同圖書館的服務特性、

參考資源和資料庫及 Google 的查詢策略。同時，根據資

訊利用的「探索主題、蒐集資料、成果展現」階段來推薦

學生可以使用的資源。彙整的資源類型包含：「線上課程、

線上講座、新聞、深度報導、雜誌、博物館與數位典藏、

數位資源整合入口、青年計畫、志工」。希望能讓學生了

解如何於自主學習的不同階段取用、評估及利用資訊。 

（四） 閱讀素養：依據《如何閱讀一本書》一書的內容說明閱讀

方法，並彙整適合青少年的圖書館推薦書目、高中職推薦

書目或得獎書籍書目。 

（五） 寫作能力：簡述應用文、小論文等寫作能力的重要性，並

推薦延伸閱讀書籍。 

（六） 圖像展示與表達：簡述圖像展示與表達的重要性，並推薦

延伸閱讀書籍。 

（七） 生涯探索：提供自主學習過程中的反思建議，以利能與未

來求學方向接軌。同時彙整科系及生涯探索相關的網站、

相關推薦書單、大學圖書館製作之「系所學門指引」或「主

題資源指引」、「學科主題資源」，並推薦延伸閱讀書籍。 

（八） 諮詢窗口：提供參考諮詢服務信箱，以利不同程度或需要

特殊主題資源的學生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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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立臺灣圖書館自主學習專區網頁截圖（2022 年 6 月） 

二、 自主學習計畫範例 

    為鼓勵學生能確實利用國臺圖資源進行自主學習，並讓錦和高中

教師能更便利的引導學生來使用圖書館資源，國臺圖使用錦和高中的

自主學習計畫範本，從閱讀能力養成、資訊素養培養、自主時間管理

與圖書館職場體驗、生涯探索等角度出發，發展出 2 份閱讀計畫及 2

份專題實作的計畫範例公開於網頁專區。學生若依範例進行學習，將

能同時接觸跨領域知識及養成此專區內介紹的相關能力，學生也可以

參考範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自主學習計畫內容。 

    首先，閱讀計畫因應書籍的架構可以規劃不同的自主學習方式，

以閱讀《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跟《世界圖書館紀行》兩本書作

為範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為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展覽出版

品，在閱讀過程中，學生可以搭配使用博物館的線上展覽、線上課程、

學習單，同時接觸到繪畫、自然科學、歷史與博物館教育展示功能，

有利於多方探索學科領域（詳如表 3）。《世界圖書館紀行》乃韓國國

會圖書館館長介紹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查詢這

些圖書館的網站，運用歷史、地理、英文的知識，繪製自己的世界圖

書館地圖（詳如表 4）。這兩份閱讀計畫，都有說明每周的閱讀範圍與

反思重點，並依期中考及期末考做為分水嶺劃分自主學習任務進度，

包含「事前準備、吸收資訊、統整資訊、應用資訊產出作品、交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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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作品」等面向的能力養成。 

表 3《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自主學習計畫範例 

週次 學習內容 

1.  
查詢「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相關紙本與網路資源，以心智圖繪出
可用資源與評估資源的使用方式，並安排時間進度。 

2.  

觀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線上展覽(https://reurl.cc/ZrVQMA )「導
言」，並查詢策展單位「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植物分類學會」，了解
策展單位的成立目的與宗旨，以文字記錄展覽目標與自己推測或期待的
展覽內容。 

3.  

觀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線上展覽「第一章 自然史與科學繪
圖」，以文字摘述展覽內容並記錄下最感興趣的主題、印象深刻的圖片、
有意進一步了解的展示物件，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部分查找相關網站並記
錄。 

4.  
依照第 3 週作法觀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線上展覽「第二章 畫
說臺灣」。 

5.  
依照第 3 週作法觀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線上展覽「第三章 當
代繪圖示範」。 

6.  

觀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線上展覽「結語：科學繪圖的未來」，
閱讀「臺灣博物第 147 期」的文章：「博物學家的慢時尚⸺『繪自然：博
物畫裡的臺灣』展場設計繆思」、「從實體轉線上⸺以『繪自然：博物畫
裡的臺灣』數位展覽為例」、「『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教育活動紀
實」，以文字摘要此展覽的規劃內容及自己對於線上展覽的感受。 

7.  第一次定期評量。 

8.  

完成特展學習單的 5 個題目(科學繪圖的三步驟、展場插圖在技巧與毛
色構造上的相同處、科學繪圖的工具、臺灣最早的科學繪圖、實體標本
和科學繪圖的同與異、科學繪圖的用處)，除了從線上展覽內容找答案，
也利用網路尋找可信的來源、註明出處，寫出完整的論述。同時，也自
己針對這個展覽出題與設計學習單。 

9.  
觀看線上課程「探索世界的第一課！博物館的科學繪畫入門」
https://reurl.cc/Ep62l0 的「知識篇」與「觀察篇」，以文字摘述課程內容
並記錄自己的心得，針對最有興趣的部分查詢具可信度資料並記錄。 

10.  
觀看線上課程「探索世界的第一課！博物館的科學繪畫入門」的「記錄
篇」，以文字摘述課程內容並記錄自己的心得，針對最有興趣的部分查
詢具可信度資料並記錄。 

11.  
使用線上展覽的內容，選擇有意繪製的科學繪畫的對象(植物或動物)，
使用網路及圖書館目錄查詢相關圖片、圖鑑，利用華藝自然世界資料庫
查找相關資料，以文字簡單介紹此對象之特徵，以及說明選擇的原因。 

12.  完成自己的科學繪畫。 

13.  

此書已絕版，使用新北市圖或國立臺灣圖書館的 OPAC 查詢書籍並辦理
借閱。書籍內容與線上展覽內容一致，閱讀書籍內容時紀錄與線上展覽
的相同與不同之處，思考有哪些訊息適合以書籍傳達、哪些適合以展覽
或更動態的形式傳達，觀察書籍的裝幀或編排方式，思考書籍在編排上
有何巧思會吸引讀者有意珍藏。 

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15.  

重新整理「自然史與科學繪圖」相關的文字紀錄，寫成一篇完整且具可
讀性的文章，內容包含：「重要名詞定義、重要歷史人物或事件、展覽與
書籍內容的重點、對於展覽與書籍內容的心得感想(可以如何應用在生
活中)、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延伸介紹」，若發現之前的資料不夠完整，再

https://reurl.cc/ZrVQMA
https://reurl.cc/Ep62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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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世界圖書館紀行》自主學習計畫範例 

重新查詢相關資料進行補充。 

16.  依照第 15 週作法重新整理「畫說臺灣」相關的文字紀錄。 

17.  依照第 15 週作法重新整理「當代繪圖示範」相關的文字紀錄。 

18.  依照第 15 週作法重新整理「博物館的科學繪畫入門」相關的文字紀錄。 

19.  

重新整理「展覽與書籍出版規劃」相關的文字紀錄，寫成一篇完整且具
可讀性的文章，內容包含：展覽與書籍形式的設計方式、對於展覽與書
籍的心得感想(可以如何應用在生活中)、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延伸介紹，
若發現之前的資料不夠完整，再重新查詢相關資料進行補充。 

20.  

重新檢視成果並做最終修正(可以請同學或老師提供意見)，將學習過程
與成果摘要，並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反思，列出學習內容跟平常課程所學
可結合之處、對未來升學或職涯可接軌之處，並思考在學習過程可以改
善的部分，完成 1000字左右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與收穫之說明文件。 

週次 學習內容 

1.  

查詢「世界圖書館紀行」相關紙本與網路資源，以心智圖繪出可用資源
與評估資源的使用方式，並安排時間進度。 
查詢作者背景資料，並先閱讀序與前言，了解作者的背景可能對於書籍
內容會有何影響。 
此書內容介紹世界各地的圖書館，故可以使用英文查詢相關網站，在閱
讀的過程中熟練英文。 

2.  

閱讀第一章「埃及：廣受世界祝福的圖書館聖地」，閱讀時進行摘要，並
記錄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的關鍵字，以及觀察作家描述手法上有何可
以學習之處、是否其背景會影響論述方向，並記錄自己的觀點。 
接著，查詢文中所提圖書館的地理位置，以及用英文查詢圖書館官方網
站資訊，紀錄基本概述內容文字，並搜尋無版權問題的照片。 

3.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二章「英國：以修復圖書館來迎接千禧年的國
家」。  

4.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三章「義大利：拯救中古時期脫離黑暗的禁書帝
國」。 

5.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四章「德國：銘記希特勒焚書教訓的國家」。 

6.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五章「法國：高速列車與韓國古籍，進退兩難的
文化大國」。 

7.  第一次定期評量。 

8.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六章「俄羅斯：感受杜斯妥也夫斯基氣息的圖書
館」。 

9.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七章「美國：與市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圖書館
共和國」。 

10.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八章「中國：用圖書館來堆砌萬里長城的國家」。 

11.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九章「日本：守護真理的圖書館先進國」。 

12.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十章「北韓：鼓勵人民學習的圖書館現場」。 

13.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十一章「韓國：古典與數位融合而成的風景」。 

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15.  依據第 2 週作法閱讀第十二章「中華民國：滿目琳瑯」。 

16.  
綜整前幾周的閱讀筆記，將所有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關鍵字整理後，挑
出出現很多次或是仍然很感興趣的關鍵字進行查詢，查詢論文、期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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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閱讀書籍，專題實作是更有難度的自主學習計畫。書籍通常

有結構清晰的章節，學生可較容易進行進度安排，且書籍的作者會有

系統性地闡述主題，學生可以跟著作者的想法延伸安排學習活動。專

題實作則是學生先有一個目標，接著去探索資源並找出可以使用的資

料，消化資料後再完成作品。 

    兩份專題實作計畫範例皆從國臺圖的特色業務出發，分別為「『食

物的身世』展覽手冊製作」、「『成為小小圖書修復師』活動設計」，是

具有實踐性的計畫內容。兩個計畫有不同的架構，在規劃展覽內容時

需要經歷大方向資料探索再慢慢聚焦與創作的過程（詳如表 5），設計

活動時則需要先了解活動主題內容、了解活動對象與活動設計方式，

再進行活動執行環節（詳如表 6）。執行專題實作時，學生需要清楚知

道如何依自己的目標篩選與分析資訊，可能會在時間掌控與進度安排

上遇到更多問題。 

  

資料庫，摘要內容後記錄下來，並將自己延伸閱讀後的心得記錄下來。 

17.  
透過找資料所無法了解的問題，列成問題大綱，以寫信或是約訪的方式
詢問圖書館員，也可以透過現場觀察獲得解答。 

18.  
統整前幾周的閱讀筆記與心得，依照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比賽實
施計畫的格式要求與評分規準，寫出閱讀心得報告。 

19.  

自己繪製世界圖書館地圖，把書中介紹的圖書館標示出來，並搭配照片
與簡單文字，讓人可以一目了然這些圖書館的歷史重要大事、主要服務
特色、服務對象、服務人口。同時也繪製自己周遭圖書館的地圖與介紹，
並做成中英對照版。 

20.  

重新檢視成果並做最終修正(可以請同學或老師提供意見)，將學習過程
與成果摘要，並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反思，列出學習內容跟平常課程所學
可結合之處、對未來升學或職涯可接軌之處，並思考在學習過程可以改 
善的部分，完成 1000字左右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與收穫之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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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食物的身世」展覽手冊製作》自主學習計畫範例 

週次 學習內容 

1.  

瀏覽博客來關於臺灣美食的書籍目次與介紹，選擇有興趣的書列出，並
使用電子書平台借閱或至圖書館借書。 
查詢自己有意模仿的展覽、手冊的形式，選擇出可行性最高且想參考的
範本，如規劃 4面展板或手冊內容。 
設定展覽與手冊的對象群眾，找資料說明此對象的特性，因應對象可能
在呈現上要注意什麼。 
安排計畫的進度與時間規劃。 

2.  略讀「大碗大匙呷飽未？、料理臺灣、台灣菜的文化史、蚵仔煎的身世、
巷弄裡的台灣味、吃的台灣史」序言與目次，並挑選最有興趣的段落閱
讀，分析每本書切入角度的差別、觀察如何以文字描述文字或歷史，以
及選擇自己最有興趣的菜色，以文字記錄下來。 

3.  

4.  略讀「食物的歷史、改變歷史的 50種食物、料理世界史」序言與目次，
分析每本書切入角度的差別，並挑選最有興趣的段落閱讀，並與上周著
重臺灣美食的書籍之切入點差別，思考是否有什麼角度是自己有興趣採
用的，以文字記錄下來。 

5.  

6.  
使用公共電視教育影音公播網觀看紀錄片「台灣食堂」，選擇最有興趣
的兩集觀看，寫下影片內容摘要、架構，以及運用什麼手法來說故事或
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什麼是自己可以學習的。 

7.  第一次定期評量。 

8.  

統整前幾周的筆記，擬定展覽或手冊的排版大綱，設定好主題、預計字
數、可能會用到的圖片。 
聚焦自己想著重的菜色與相關歷史、地理背景後，列出關鍵字，以關鍵
字查詢可用資料。 

9.  
深入閱讀展覽主題的書籍、期刊、論文資料，摘要內容並記錄自己的想
法，閱讀的過程是為了寫出展覽的文字，盡可能聚焦、減少發散。 
深入閱讀主題(舉例)：食物的名稱演變與不同群體與文化的影響。 

10.  

11.  

12.  

13.  找食譜與準備食材，自行製作並將過程拍照與錄影，作為展示內容。 

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15.  深入閱讀展覽主題的書籍、期刊、論文資料，摘要內容並記錄自己的想
法，閱讀的過程是為了寫出展覽的文字，盡可能聚焦、減少發散。 
深入閱讀主題(舉例)：食物的販售情形、市場反饋與行銷手法。 16.  

17.  

統整閱讀筆記、寫成展板或手冊文稿，撰寫過程中可能會發現其他問題，
再針對問題查詢資料與補充。 
文稿要具有可讀性、可以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對於這樣的文體寫作若不
清楚，再查詢文案寫作等的相關資料。 

18.  
替展板搭配圖片、照片以及進行美工編排，可以查詢及使用無版權圖像，
用手繪或電腦排版的方式製圖。因應排版過程會需要稍微調整字數。 

19.  
成果展示，了解同學、老師的想法(如：展覽能否吸引人閱讀、閱讀後能
否有收穫、哪部分做得很好、哪部分可再改善)，針對回饋的意見進行調
整或找相關資料瞭解可以有何改進。 

20.  

將學習過程與成果摘要，並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反思，列出學習內容跟平
常課程所學可結合之處、對未來升學或職涯可接軌之處，並思考在學習
過程可以改善的部分，完成 1000 字左右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與收穫之
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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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成為小小圖書修復師」活動設計》自主學習計畫範例 

三、 到校推廣自主學習專區 

    國臺圖於 4 月 29 日至錦和高中向教師推廣自主學習專區網頁與

相關資源（見圖 2、3）。簡報時間約 90 分鐘，內容分成三個區塊：

週次 學習內容 

1.  
查詢關於圖書修復的相關網頁與圖書修復的科系網站，設定活動舉辦的
對象，設想為了設計活動所需要的資料，以心智圖繪出可用資源與評估
資源的使用方式，並安排時間進度。 

2.  觀看國立臺灣圖書館圖書醫院導覽影片與線上學習專區資源，瞭解書籍
修復相關知識並做摘要，列下自己最感興趣、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主題關
鍵字，以及列下活動對象最感興趣的關鍵字。 3.  

4.  利用前兩周累積的關鍵字延伸查詢並借閱相關電子書或紙本書籍，閱讀
自己透過活動最想介紹的部分，做摘要並想像可以如何在活動中傳達。 5.  

6.  

統整摘要筆記，將有共通點、對比性或能用因果關係串聯的關鍵字與資
料重新整合，濃縮為 3 個主題(例如：圖書修復師要會的知識與技能、
圖書修復會用到的工具、圖書的病況與處方)，並替主題列出大綱。同時
也思考自己之前有記筆記但沒有納入最後活動的原因。 

7.  第一次定期評量。 

8.  
搜尋與借閱活動設計相關的書籍，可以變換多種關鍵字：「活動設計、活
動企劃、教學活動、遊戲化學習」，過程中根據自己想要設訂的活動參與
對象並考慮可用的資源與時間逐漸限縮關鍵字，找到適合的書籍。 

9.  閱讀活動設計相關的書籍並做摘要，列出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設計類型，
評估哪種活動最適合自己的主題內容與對象，分析舉辦所需要付出的時
間與資源。 

10.  

11.  

12.  
選出想舉辦的活動類型 3個，並搭配 3個主題，擬定活動流程與搭配的
活動引導臺詞，以及利用之前的圖書修復摘要筆記準備活動內的講演內
容、學習單，在過程中若發現仍有問題再補查資料。 

13.  
列出訪問大綱，藉由訪談館員瞭解以往的活動舉辦經驗與觀眾反應，並
設想自己在辦活動時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14.  第二次定期評量。 

15.  
製作自己的活動用簡報，使用無版權問題的照片或圖片，搜尋線上教學
互動遊戲資源，選擇適合主題的做成線上互動道具(如線上測驗、線上
投票)，當作簡報的連結。 

16.  製作活動宣傳海報，搜尋網路找尋自己喜歡的海報設計風格，用手繪或
電腦製圖，內容要呈現活動海報應有的訊息。 17.  

18.  
搜尋網路上的新聞稿範本，參考寫出自己的活動新聞稿，內容要突顯出
活動重點並且具有新聞性。 

19.  
執行活動，獲得同學與老師的回饋，也可以提供給圖書館員參考，獲得
意見回饋。 

20.  

重新檢視成果並做最終修正(可以請同學或老師提供意見)，將學習過程
與成果摘要，並針對學習內容進行反思，列出學習內容跟平常課程所學
可結合之處、對未來升學或職涯可接軌之處，並思考在學習過程可以改
善的部分，完成 1000字左右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與收穫之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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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者的自主學習網站」、「圖書館的自主學習支援：推薦閱讀、找

資料、資源取得」、「國臺圖可供自主學習使用的特色館藏」。簡報中

說明教師與圖書館在支援自主學習的角色差異，並舉例說明對於引導

自主學習有幫助的資源網站，最後突顯介紹國臺圖的臺灣學特藏、圖

書醫院、身心障礙資源等特色，鼓勵學生就近利用進行自主學習。 

    簡報後，有教師詢問是否真的可以讓學生至國臺圖進行自主學

習，以及建議未來圖書館能以校外專業人士的角度向學生舉辦類似

的推廣講座。 

四、 教師意見回饋 

    國臺圖對於自主學習專區規劃與到校推廣的服務嘗試，分別邀請

5 名參與編寫「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參考手冊」的高中圖書館主任開會

提供建議，及蒐集到 7 名錦和高中教師填寫的問卷，以下綜整教師意

見回饋分成三點說明，可供未來專區內容與服務升級之參考。 

    （一）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教師認為學生在訂定自主學習的主題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目

標不明確、無法將興趣或目標轉換為學習主題、不會寫計畫進度與內

容」，學生也會遇到「不確定興趣或未來科系、計畫太理想或超過能

力範圍、缺乏動機」這些問題。 

    教師認為學生在執行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問題是：「不

   

圖 2 至錦和高中推廣自主學習專區    圖3 至錦和高中介紹自主學習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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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整理資料、不會管理時間或安排進度、摘要與分析能力不佳」，學

生也會遇到「不會找資料、計畫太理想或超過能力範圍、無法與他人

合作、閱讀能力不佳、容易因挫折而中途放棄」這些問題。 

    教師認為學生在展現自主學習的成果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無

法從中反思與改進、成果與預期落差太大、無法改寫成亮眼的學習歷

程檔案」，學生也會遇到「寫作能力不佳、口語表現能力不佳、圖像

展示能力不佳」這些問題。 

    此結果與親子天下調查的結果並不一致，可能是因為不同學校會

遇到不同的問題，或是學生所認為遇到的問題跟老師見到的問題並不

相同。 

    （二）對於公共圖書館級學校圖書館在自主學習支援的期待 

    教師認為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在「實體館藏、書籍推薦、數

位館藏、數位資源整理」需要學校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共同支援，

並較為倚重學校圖書館的座位區、討論空間、成果展示空間、閱讀推

廣活動，公共圖書館可以提供學校圖書館較缺乏的館員諮詢服務。 

    另外，教師最需要的圖書館支援為「舉辦學習方法之相關講座、

舉辦高中生涯探索之相關講座、到校介紹實體館藏與電子資源」，也

認為圖書館可支援「提供閱讀推薦書目、舉辦自主學習相關競賽（如

閱讀寫作）、採購豐富的相關電子書與實體書、到校介紹資料查詢方

法」。 

    （三）對於國臺圖自主學習專區與服務的期待 

    教師認為，目前專區內最有幫助的是「自主學習計畫範例、學習

方法引導、資料查詢與資源利用教學」。教師建議可以彙整提供自主

學習計畫與學生執行成果範例，甚至能進一步徵集自主學習的計畫或

成果並建置資料庫，供學生有更多實際執行的參考經驗。另外，也建

議國臺圖可以採工作坊形式，讓學生實際操作圖書館線上資料庫或查

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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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目前的專區頁面，教師建議如有經費進行改版，可以將內容

圖像化、頁面簡潔直覺化，並要考量平板、手機使用者來設計版型，

以及可以依照「教師、學生、家長」提供不同使用者的入口，並依照

學科、學群的概念進行資源的分類。 

肆、結語 

    學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皆具有鼓勵閱讀、推動資訊素養與圖書

館利用教育的角色，圖書館可以提供進行自主學習時所需要的空間、

資源與諮詢服務。 

    國臺圖藉由規劃自主學習專區網頁與到校推廣的嘗試，發揮參考

諮詢服務精神、彙整高中自主學習過程中可能需要的各種資源，期能

協助高中師生能獲得圖書館的資源指引。此自主學習專區網頁可因應

回饋意見進行內容上的調整，增加更多關於「計畫目標訂定、進度安

排與管控、資料整理與摘要分析、學習成果反思與包裝」的資源引導

指引，且應進行版面上的調整，以符合青少年學生之使用習慣。同時，

當學生自我掌控學習能力尚未發展成熟時，自主學習計畫範例會是學

生很好的參照模仿對象，圖書館可辦理自主學習計畫範本的徵集與資

料庫建置，或藉由競賽等活動來累積良好的計畫範本。另外，圖書館

可以在館內或到校開設自主學習議題相關課程或講座，協助高中學生

與老師更了解如善用圖書館資源進行自主學習，並在自主學習過程中

能確實養成資訊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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