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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 言

閱讀的經驗不僅是暫時的服從或模仿，還涉及認知的重新架構。

對於閱讀而言，協作性認知的運作受一些關鍵因素的影響，首先是學童

的先備能力，只有當學童對問題有部分的觀念時，同儕互動才有效率；

其次，學童的社會地位是很重要的，社群裡的一個成員不能太佔優勢，

否則結果的一致性就不真實；第三，面對成員必須認真看待衝突。認真

的反對意見是始終如一的、合理的、並且有資料和證據支持，它促使學

童質疑自己的位置，承認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並拿來和自己的比較。有

時候在認真看待反對意見之前，小組中有人會壓抑反對意見，因為這

歷程導致許多自發性的爭執和對話，並產生有系統的檢驗（Schunk & 

Zimmerman, 2003）。

從以上敘述，可以了解閱讀社群的協作是一群具主體性的個人在目

標的導引下，投入自身認知、動機以及身分的協作歷程，在自我調整中

投入協作，在協作中自我調整。故本文將分別從認知身分、動機、以及

參與程度等角度，說明學習者在閱讀中自我調整的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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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從 生 手 模 仿 到 專 家 扮 演 的 角 色 轉 變

學習社群的形成主要是要學童學會成為主動閱讀者，筆者特別觀察

學童從教師示範、學童模仿，逐漸的在社群中爭取對話的機會，與社群

其他成員分享外；當具有足夠的能力時，希望在社群中能夠扮演小老師

的角色。教師（或學童）在提出疑問或者是引發對話，由其他的學童回

應時，教師也可根據學童的回答判斷學童的理解程度，根據判斷適時給

予學童鷹架，提供概念的加強、摘要的澄清的幫助。參與對話的學童除

了要經由對話來表達、澄清自己的想法之外，也要說服其他同儕，或經

由與其他同儕的對話互動過程中調整自己的想法。

教師需扮演「鷹架」的角色，幫助學童從繁瑣、不明確的方向中，

找到解惑的窗口。在多次的引導訓練之後，學童在提問的技巧中將漸漸

成熟而精練；於後期的教學中，教師僅需偶爾鼓勵或稍加修正即可。教

師在協助學童解決超越其個人能力的問題時所扮演的角色，乃是提供學

童支援，就如同建築物的鷹架一樣，當學童的能力增加之後，「鷹架」

就逐漸的移開，即將閱讀學習的責任慢慢轉移到學習者的身上。

一、揣摩老師的角色

閱讀活動進行之初，是由教師主導整個學習活動，藉由活動的運

作與進行讓學童能夠慢慢的吸收知識、學會閱讀理解的策略，並且在閱

讀活動中建立學習社群。在社群的對話中，學童隨教師的鷹架，透過主

題內容的對話，教師提供與學童生活知識有關的例子，使其與學童的感

覺、經驗和先前知識相結合，而創造出有意義的、師生彼此間互動的、

相關的思考邏輯間，相互連結的持續性互動過程。因此，教師的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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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引導的作用。

例一

01 師：今天的文章＜李煒鈞的故事＞，誰願意來分享？

（第一次上課，大家都相當沉默。）

02 E5：（舉手）老師，分享的時候一定要使用那四個閱讀理

解策略嗎？

03 師：哦！原來你們還會想到老師上次介紹的四個閱讀理解

策略。

04 生：但是，我們都還沒有真正使用過吔？

05 師：那沒關係，我們一面進行活動、一面試著使用。

06 B3：那用錯沒關係嗎？

07 師：當然沒關係，因為老師會一個一個策略慢慢教，讓你

們學著使用，不用太擔心。

08 生：還好！

（學童們似乎鬆了一口氣）

09 師：好！那老師請問你們：「你們閱讀這篇文章時，你們

有沒有不懂的地方？」

10 生：（偷偷笑著，抿著嘴不說話）

11 師：那表示文章很簡單，所以你們沒有不懂的。那麼，就

進入主題想一想「李煒鈞是怎樣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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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5：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13 師：為什麼，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14 E4：我知道，我來回答看看……

讓學童循序漸進學會閱讀活動的進行，也讓社群成員透過活動看見

老師如何帶領社群，不論是老師說話的態度、回應的方式、提問的技巧

都是提供社群成員模仿的，舉例來說，句11到句14老師以重述的方式將

學童的回答，轉述成為提問的問題反問同學。而E4的學童能順著老師的

話來回應。

例二

15 B4：老師，今天已經是第四次了的閱讀課了。那下一次要

學哪個策略呀！不是沒有了嗎？

16 師：那你們可以將老師教你們的，一樣、一樣的拿出來

用，最好是閱讀時就可以隨心所欲的使用。

17 D2：哪一種先用都沒關係嗎？

18 師：策略是解決事情的方法。那麼「閱讀理解策略」也一

樣，它是解決你們閱讀理解的方法。

19 F1：想怎麼用就怎麼用嗎？

20 師：當然不是啦？你們想一想前面三次老師如何與大家對

話。

21 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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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師：是呀！你們必須想一想，因為你們大家都有機會輪流

擔任小老師。

揣摩老師對話的過程是扮演角色重要的歷程，不只要學會產出

自己的假設，還要學會拿他的假設和他人（包括教師）協議。如同

Bruner(1996)所言，他們也需要學習扮演教師的角色，把他們所專精的

知識教給比較不懂的人。

例三

23 師：下一次就要你們當中的一個人來當小老師了。

24 生：真的喔！

25 A4：那誰可以當小老師呢？

26 師：沒有特定哪一個人，只要你覺得你自己有能力可以勝

任這一角色或是你有勇氣嘗試都可以。

27 F2：那，請問我可以嗎？

28 師：你覺得呢？

29 F2：老師，那我要留意什麼？

30 師：回去想一想老師怎麼帶你們就可以啦！

31 生：那其他人也有機會當小老師了。

教師示範之後，再由學生輪流擔任小老師領導小組對話、甚至是全

班對話，澄清文章不瞭解部分以及閱讀的實務活動。對話學習的實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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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是希望每個學生能夠領導小組對話，而以小組協作學習方式進行

能提供社會化的情境，增進個體的理解，學生藉由彼此的對話，也同時

分享了思考的責任。

二、爭取對話，與社群成員分享

第七次進行閱讀活動時，成員間的對話愈來愈多。整個學習活動逐

漸讓小老師與成員互動，透過協商，將社群中應該擔負的責任由對話互

動中轉移至學童身上，老師則成為社群成員其中的一人，監控活動的正

常運作。

例一

01 T：誰來說說看，你對這篇文章的看法。

（很多人舉手）

02 A5：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含羞草是王成變的。

（小老師環視全體，最後才決定叫誰）

03 B1：那……，這是一則寓言故事。

04 T：是的，這是一則寓言故事。

05 D2：他是以王成的故事來告訴我們道理。

06 E4：是呀！這篇文章也在警告我們、提醒我們。

07 F1：警告我們？哪裡呀？

（因為太多人舉手）

08 T：（很難決定要叫誰）那請誰先來回答這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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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了一圈，還不知道叫誰）

09 C2：叫我！我啦！我啦！

（場面頓時失控，小老師杵在哪兒，有點不悅）

10 D3：叫我啦！我都還沒說咧！

11 A2：不要再爭了，等一下會輪到的。

（大家的眼光轉到站一旁的老師身上，吔，老師！）

12 師：每個人都要遵守對話的禮貌和順序，否則小老師會很

為難。就像A2說的－－「等一下會輪到的」，不要急。

13 T：好，現在請F5來說。

14 F5：剛才有人說「警告」，還有「提醒」都沒錯，我倒認

為它要我們－－「以王成的例子要大家引以為誡。」

例二

15 C2：那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喜歡就是愛呀！」

16 T：C2我們現在說的是－－「愛的真諦」是什麼？

17 E1：就是和親人之間的愛。

（許多人想回答，高高舉著手）

18 A5：愛的真諦就是無私的愛。

19 T：請你們回應時，說完整一點。

（舉著手，安靜的等待小老師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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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2：愛是沒有自私怨恨的。

21 B2：愛是金錢買不到的。就像剛剛B6的媽媽正在上班，但

是聽到B6生病就立刻趕來帶他去看醫生，這種愛也是無價

的。

22 T：那我們現在要換一下話題啦！

23 生：不行啦！我都還沒說......

從以上二個例子可以發現，雖然第一次、第二次擔任小老師的成員

都是社群中發言較踴躍的、較優秀的，但是對於整個社群的掌控還是有

點困難。小老師在面對當下情境時，自己還沒建立足夠的信心相信自己

有能力勝任活動的進行，則依賴老師協助的情形頻頻出現。

三、我想要當小老師

經過二次由社群成員擔任小老師後，越來越多的人躍躍欲試，也想

要擔任小老師。可是並不是社群中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勝任這樣的角色，

所以還是需要有一些條件，挑選合適的人選。站在教師的立場，還是以

「鼓勵」為前提，但提醒有意願的人必須先試問自己，是否能做到下列

幾點：

（一）能夠接納成員的對話內容

當社群成員提出不同的看法時，小老師可以再將話語「重述」一

次，但是不能加入自己主觀的看法，應該由社群成員決定看法、理由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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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心傾聽對話，掌控全場

對於對話學習社群整個閱讀活動能夠有效率的掌控，不僅是現場的

秩序、時間；還包括－－在多人想回應時，如何找出優先發言的人；最

重要的是，當一位小老師要能專心傾聽每一位參與對話的內容。

（三）掌握中心思想，不要離題

小老師本身對於文章要有某一程度的理解，且能掌握文章的中心思

想，倘若成員對話時偏離主題，也能適時的將成員帶回主題。

（四）要能歸納統整

當社群成員對話的內容過於冗長、零碎時，小老師要能給予歸納統

整後，以精要的語句傳達。

其實，我擔心此話一說「需要有條件」，沒有人願意來擔任。 

（省思）

社會認知學派認為自我調整也是一種共同調整的社會性歷程。強調

老師與學生在建構自我調整的鷹架時共同分擔學習責任，視學習為個體

和他人協商的過程（Meyer & Turner, 2002)。當社群成員想要當小老師

時，教師可以協助小老師掌控社群的能力，例如：1.營造支持性社群氛

圍；2.增進成員理解能力；3.給予成員主動學習機會；4.共同分擔學習

責任。小老師的角色，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大家離題了，可以帶大

家回到題目，回到真正的話題；對於膽小的人，講話比較小聲，可以幫

忙他再講一遍；有些人講話比較沒有那麼流利順暢，真正的語意表達不

出來，小老師就可以幫他接到下一個語詞之類的（訪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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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應該明白，對話學習社群在閱讀理解的實務過程中必須：

1.透過協商過程使成員理解重要概念，從中連結程序與技能。2.透過支

持性的策略使用，使成員學會自控，並轉換學習責任於成員身上。3.透

過支持成員內在動機、情感和協作方法，營造一個正向的社群學習氛

圍（Perry, Vandekamp, Mercer, & Nordby, 2002）。因此，在閱讀實

務活動中有時候提問者不一定是教師，學生也可扮演這樣的角色，形成

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對話，針對彼此的主張提出質疑或澄清、比較與歸

納，這時候教師就必須監控對話的進行是否順暢，對話是否在議題的軌

道上運行。此外，教師（或成員）在提出疑問或者是引發對話，由其他

的學生回應時，教師也可根據成員的回答判斷成員的理解程度，根據

判斷適時給予成員鷹架，提供概念的加強、摘要的澄清。誠如Brown和

Palinscar(1989)認為學習者若能出自於自發性參與學習活動，對於所扮

演的角色就會透過個人天份來解決問題，對於學習社群中的角色力求改

變，使學習效果顯著。

參、在學習社群中選擇、投入、持續、表現的歷程

動機規劃與實踐牽涉對自己能力的判斷與動機對價值和興趣信念的

實踐，學習者認為其學習內容是有價值的，與他們未來有幫助的，他們

就比較會投入其興趣之中，除了學習價值外，學習者對學習的興趣也是

非常重要的。如果學習過程是可引起學習者興趣，學習者會試著調整對

學習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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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我想要加入學習社群

五年級導師允諾讓學童參與此活動，但並非每一個學童都有參加的

意願，因此，動機的表現也隨之有所差異。心想：萬一他們半途而廢怎

麼辦？太多人不想來怎麼辦？......來的孩子怎麼和之前的差別那麼大。

誰不要和誰坐！誰又不想跟誰同一組！......（省思）

社群進行分組過程當中遇到些許阻礙，經過與各組溝通協調後暫時

得到共識。過程中有個成員還高興的說：「真好，不用寫讀後心得！」

或許在所有課程中沒有一堂課是開放讓學童面對面說話，不用寫作業

的。因此，活動一開始進行，對話便啟動了彼此的思維。但是剛開始還

是有少數的人從漠不關心轉而侃侃而談，在小組中對話的情形更是熱

絡，各組都很進入對話。

結束了第一次的閱讀活動，大家似乎欲罷不能的談著＜李煒鈞的故

事＞，更有些孩子跑來告訴我：「老師，還沒結束啦！」、「什麼時候

還要上？」、「真好玩！」「都是他在說......，我才說一點點」。以個

體來引起、維持與支持其意願的活動，便開始、朝向及完成某一特定的

工作或目標，Wolters（2003）認為這就是動機，也是自我調整學習中

的另一重要面向。因此，個體以有目的（例如：我覺得參加閱讀課可以

藉由閱讀課閱讀更多的文章，參加閱讀課很好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作文

能力，還可以看很多文章讓自己更有知識。訪E2）、有意志的方式、所

使用的程序，來影響其動機是有助於社群活動的。如此一來，當學習者

置身在學習社群時，個體能主動參與學習，才是能激發學習者內心蘊藏

的學習動力參與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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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開放自己，我會認真參與

第二次上課，但我覺得大家都很有默契，又很和諧。突然間，大家

的感情突然變好了，彼此之間好像有多到說不完的話一樣，當然不是聊

天啦！而是你一句、我一句，都在討論同一件事。說也奇怪，老師給的

文章明明是大家所熟悉的國語課文＜泰雅族的紋面文化＞，平常還覺得

課文很無聊、沒什麼，學學生字、寫寫習作，只是今天......，都覺得文

章很有意思。（饋F4）

從參與的程度，隱約地看見社群的影子逐漸形成。剛展開的閱讀

課，不管是在小組或是在全班對話，學童們總是覺得很新鮮，興致極為

高昂－－笑聲此起彼落。還有成員感嘆說：「時間過的真快！怎麼四十

分鐘那麼快？以前的閱讀課總是挑自己想看的書來看，沒想到閱讀課竟

然是對話課。這幫了我一個忙，因為我討厭寫閱讀學習單，看完文章和

同學對話而已，真是棒呀！我喜歡咧！」（饋B3）。給了我這段話，似

乎也感受到學童們願意真正加入閱讀的實務活動。

三、持續─保持在學習社群中的動力

學習社群可以使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持續的學習並提升學習的主

動性，在學習上獲得較多的成就感。社會實務理論開宗明義指出，學習

乃發生在社群實務中 (Wenger,1998)。換言之，學習就是社會參與，是

社群成員主動、持續參與社群的實務，並在與社群成員、周遭環境彼此

互動、共事、協商的過程中，建構出個人對社群中事務及經驗的意義，

而在意義建構的過程中，藉由實務經驗與成員彼此互動關係，成員塑造

了對自我身分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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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雖然為了＜動物的尾巴＞引來一場小小的混亂，還好組與組間

沒有對立，只是對彼此的看法有些不能苟同。多虧了小老師還幫大家化

解了一場「語言與智慧的戰爭」，否則，一定在沒共識下結束這一次的

閱讀課。（饋D5）

真有趣！這一篇＜烙餅師父和懶妻＞有點像上演一場「公說公有

理，婆說婆有理」。懶妻最後的下場，怎麼會有人將責任推給烙餅師

父？沒關係，就像老師說的－－「只要有道理，說得通，或是有證據」

就可以啦！這樣大家才能繼續對話，給彼此說話的機會。有時候為了讓

自己說的話有充足的理由時，還得自己腦力激盪或尋求小組支援。（饋

E4）

以前從來沒發現「水牛和黃牛」的衣服有什麼怪異，但看完這篇＜

水牛黃牛＞使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恍然大悟的當然不是只有這篇

文章了，經過了兩個月的閱讀課，看了不少文章，其中「說明文」讓我

學會如何說道理、舉例子；比較吸引我的是「故事，它告訴我非常多道

理，現在我常常會去思考裡面的啟示。（饋F2）

社群成員在分享時，有時會為了堅持自己的想法與看法，導致彼

此辯論和引用新的資料為其辯護，然後導致新的學習。當然，認知的衝

突並不只是製造運作的形式，但它會產生不平衡，使得認知必須詳細述

說，而產生心靈和認知的成長（Perret-Clermount, 1980），因此社群

成員可以重新建構他們的概念，而停止一次又一次的錯誤（張世忠，

2000）。從上述的回饋可以發現社群成員很在乎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但他們也知道有時候學習社群內的紛爭是為了彼此的想法而引起的，經

過紛爭之後，大家對於文章的疑惑有時也因此有了答案，所以，社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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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可以相互理解。正如Sinatra（2005）說的，學生對於現有狀況的

不滿足，發現新概念，理解過後，成功產生新的認知，而改變他們現有

的知識。

四、表現─展示學習能力

從學習社群互動的改善，與可以接納別人有不同的看法，表示社群

成員對於個人自我調整的能力已經逐漸增加，社群成員對於彼此之間的

對話內容，大部分都能說得有條有理。藉著與成員的分享，可以訓練自

己的說服能力，從要說服他人的同時自己必須組織建構內心的想法，組

合成有力的對話與他人溝通，使得原來的有限的觀念及對意義的認知，

得以被發展及擴大。

這一篇＜水滴和大河＞的對話，聽見F2用污染源來比喻社會中的壞

人，我實在佩服！他真是厲害！如果，我自己在閱讀文章根本不會想那

麼多，看他在說話的時候，大家總是變得很「安靜」，專心聽他說，我

覺得好像在享受他給的知識一樣。（饋A2）

有一天，我聽見一個廣播節目說：「現在的政治人物，過去就是沒

有親水、親土，所以在乎的是『地值多少錢？』」今天讀了＜和山水做

朋友＞讓我發現：和同學對話真好！我住在山上，都不知道「山和水」

給了我這麼多的財富－－健康。聽見有人說：「水可以洗滌煩惱；爬山

可以擁抱自然、得到滿足」，這麼多不同的聲音和想法，是課本讀不

到、自己想不到的，別人幫我做到了。（饋B4）

或許只剩下二次課了，老師竟然給了大家一篇＜成功的背後＞。文

章中描述了成功者背後的辛酸與汗水，告訴我們－－「成功沒有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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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嘗試、肯吃苦，就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記得，從剛開始參加社群，應該說是「閱讀課」。大家都很客氣，

不敢說，漸漸的發現－－「小組熱鬧、全班更熱鬧」，才開始打開心

房。「對話課也就是閱讀課」雖然偶爾會說得不夠好，但其他成員總是

會以「具體的例子」一再地解釋，直到我露出微笑，令我很感動。除了

吸收了很多知識外，也覺得同學很溫馨，這篇文章好像是寫我們的閱讀

課呀！（饋F2）

從以上三則回饋可以發現，社群成員認為自己在社群中努力表現自

己學習的過程與成果都是透過彼此之間願意敞開心胸與他人分享。要多

發言，這樣子發言之後，發言次數多，反而可以顯示出你懂這個意思，

還有講話要有憑有據，這樣才會讓大家相信，這樣子也會代表我自己有

這個能力去說服大家。（訪F2）

他們表示：分享可以幫助社群成員建立一個適當的論點去說服其他

的成員，且可以助長社群的概念和關係上的積極推理。社群成員可以再

與他人分享時，表現出自己在社群改變的認知，及觀念上的重新建構或

是整合自己的概念。因此，從社群成員個人與學習社群的互動，透過不

同觀點的整合與統整，可以導致整個社群更深一層的理解。同時，成員

也了解到透過「分享」在表現自己的學習時，可以讓自己產生更多、更

深層的想法，且以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文本的內容。

肆 、 從 旁 觀 者 轉 而 成 為 參 與 者

社群對學習是一種歸屬，是追求對個人有價值的事務所形成的社會

結構，所以參與是一種能力；身分在學習的歷程中是蛻變，是在社群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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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變化的個人形象，也就是自我實踐的能力。誠如Freire所言：「人

類的身分不是在靜默中確立，而是在字詞、勞動、行動－反省的連結

（action-reflection）中確立起來的。」（方永泉譯，2003）

從閱讀的參與情境中，社群成員之間會彼此受到對話的影響，逐漸

的從靜默的角色，轉而成為對話者。

一、我是旁觀者，看看就好

第一次、第二次活動時，有些孩子還採取觀望的學習態度－－既然

來了，反正就這樣；還有些人脫口而出－－是我們老師說：「全部要參

加」（訪生）。對於這種說法，實在有點不自在。綜觀任何一種學習的

活動，一開始到完全進入並不是單純的線性關係，這當中可能產生的變

化受到當得學習情境以及個體的認知思維的雙向交互影響。

二、我也來試試看，成為學習社群的一分子

進入一個班級性的學習社群，以學童學習的情境來說是較易於經營

的一個社群，社群成員間彼此熟稔、又有相似的先備知識及經驗。以下

學習社群基於此背景下，首先以「願意說」揭開對話。

師：請你們利用介紹過的閱讀理解策略說說文章。 

生：（整個學習社群，鴉雀無聲。有些成員低頭不語；有些成

員東張西望，看誰會回答；有些成員拿起文章，作閱讀

狀。）

師：好！真的沒有人願意來說說。沒關係！如果你們不想或不

會使用教過的四個策略，那就請你試著說：「你從文章中

看到什麼？」、或是「你的感覺」，甚至是「你想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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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老師說完話後，有些成員突然抬起頭來望了一下老師；有的

成員臉上露出微笑。）

師：不管說什麼，都沒有對或錯！這只是「分享」。分享你讀

完文章之後的感覺，有誰願意說說。

（經老師一再的鼓勵，有一個成員羞赧的舉起手。）

D5：老師，那我試著說說看。我覺得李偉鈞是個很喜歡探索事

物的人，他很偉大。他會為了自己的夢想去追求，而且還

會不斷的去探索研究，這樣後來才可以成為偉大的科學

家，才能真正了解宇宙的奧秘。

師：對！就像D5一樣願意和別人分享很重要，這也就是一種閱

讀的形式。

生：D5說的內容，有點像是「摘要」。

B2：（舉手）那我要說說摘要。……

（舉手發言的人一個接著一個）

「說」在教室裡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學童們在教室群體

以任何方式進行參與此活動都有助於影響個體以及群體的理解

（Holzman,1995；Nystrand & Gamoran, 1991）。此外，「說」也可

以將隱含的知識轉換成明確的知識（Wenger, 1998），但從上述的這段

情境發現，大部分的學童對於自己在課堂上「說」的能力似乎感到陌生

與害怕。學童提到：過去教室中「說」的角色幾乎都是以老師為主，我

們很少說，有時候只是回應老師的問題，通常都是坐在底下聽而已（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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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大多數的教學活動中學童長期處於被動的獲取知識、供給知識，

因此，研究者以「說」、「說說」、「試著說」、「來說說」來建立起

社群成員「願意說」的意願，讓學童成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

此一段情境中，D5的學童談到：「那我試著說說看。」由此可以

看出，學童可能對於自己發言的內容－－沒有足夠的信心、在乎其他同

儕的眼光，或是怕說錯了。

閱讀的實務活動進行六次之後，成員們對於參與的行動力越來越

好，除了相互之間的互動情形良好之外，對於閱讀的文章還存有期待、

對於與他人的對話更是投入。學習社群的成員逐漸從實務活動中感受

到：彼此加入、共同事業、分享的資源，是成為實務社群的來源。

在閱讀的實務活動中，首先能夠和其他成員一起做要做的事，例

如：認真閱讀文章、準時參與社群對話，不分彼此鼓勵他人參與。其

次，能在對話學習社群中彼此協商，為達到閱讀理解而努力。最後，還

能投入參與社群，分享個人的知識經驗。

伍 、 結 語

閱讀學習社群中對話發生了什麼，以及發生怎樣的學習，這對於社

群是極度重要的。社群的成員為達成學習目標而自行產生思考、情感及

行動的歷程，會使用自我調整的成員，能藉著自我目標的設定，正確的

監控行為，以及有效的策略思考，因此這些因素和自發的過程會促使學

生成為學習經驗的控制者。

改變並非社群解決問題所自動引發的結果，也不是社會的、動機的

或衝突的結果；它是某種社會設定，促使對各種形勢詳細闡述及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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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社群、同儕及教師只要有適當的過程都能導致改變。所以，有經

驗的學習者可以透過角色學習，或透過內化模範角色，自行造成改變。

例如：我會常常反駁人家，都是因為覺得我是對的，不然就是旁邊有人

說你趕快反駁他啦！我反駁，不是因為討厭他，而是不喜歡有人跟我的

意見不一樣，喜歡唯我獨尊的感覺。倘若我的道理比他的還要正確，這

樣大家可以繼續討論（訪F2）。從這一段的訪談當中，可以發現F2在

社群中他除了自己的對話動機很強之外，他偶爾也會因為其他成員的支

持，使自己的優越感產生，造成自己有更大的驅力突破自己的想法，改

變自己的思維。因此，不論是F2或其他成員在社群進行活動時，就會受

到社群的影響改變自己的參與程度，進而融入學習社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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