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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這個理論在重視集體主義、

以服從長輩為尚的東方社會中恐怕未必

適用。尤其華人社會以儒家文化為中

心，強調家族價值與家庭凝聚力，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相依互賴，甚至鼓勵犧牲

小我完成大我，因此缺少自主性的氛

圍，自我的概念無法充分發揮。

為了驗證

這理論在台灣

教學環境中的

適切性，施教

授針對國中生

以問卷調查的

方式蒐集資

料。結果顯示

雖然台灣社會

中大部分的孩

子願意順服師

長的期望與意

見，但是研究

發現如果在教

學中老師能以

自主支持來激

發學生內在動

機，則對學生

的學習行為和情感投入有正向的影響。

施教授的研究有項特點：她不以學

業成績表現為唯一的標準，而是同時考

量學生的行為投入與情感投入。她認為

理想的學習是讓學生樂在其中，而非僅

達到學業成就上所設定的單一指標。研

究結果發現學生如果是出於自己的興

趣，就可以在學習過程中體驗較多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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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華人社會普遍認為老師的嚴管勤

教，是資質相近的學生會在學業投入與成

就表現上有很大差異的原因。然而也有人

認為，外加壓力的鞭策雖然短時間可得到

明顯的效果，但也會讓學生把讀書視為一

件苦差事，一旦畢業之後外力消失，就不

會再主動學習，這在當今強調終生學習的

社會中並不理想。

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施淑慎教授的

研究支持了後者的想法。她在西方文獻中

找到相關理論，證實教學環境中若能支持

學生發展自主性、培養學生的內在動機，

可對學生的學習產生正向效益。

然而跨文化的探討中也有學者質疑，

這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重視自主性、強調

■范賢娟

在探索新事物的過

程中，師長只能從

旁因勢利導，不該

喧賓奪主或越俎代

庖，如此才能真正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自主學習 快樂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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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但是如果是外在其他因素所激

勵出來的，則學生即使在行為上看似高

度投入，但是情感上仍然缺乏正向的表

現。

施教授根據這些研究而對教育工作

者提出建議：既然學生因外在條件激勵

下過於功利的盤算，而較難體會到學習

本身的樂趣，為了讓學生能在離開學校

後仍願意自動接觸新知，則在教學的過

程中應該鼓勵學生的主動性。

在介紹相關理論的時候，施老師會

強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其中提到人與

生俱來就有某些基本需求（自主性的需

求、追求能力表現的需求、和他人聯繫

的需求），這些基本需求如果能滿足，

就會有比較適切的正面發展歷程，甚至

可把外在的約束內化為自己的動機。

因為個人有追求自主性的需求和追

求能力表現的需求，所以根本不需要老

師強加，學生本身就會想做事、想從事

活動。既然如此，對老師而言就該提供

學生選擇的機會，尊重學生的觀點，不

要用強制的方式，而是要把其中的道理

原委解釋明白，讓學生能在有選擇與有

自己想法的情況下，甘心樂意地從事學

習活動。這些點滴的累積就會形成一種

情境氛圍，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擁有適

應性的動機型態。

最後施教授還強調，雖然研究結果

和目前教改提倡的理想很接近，但是教

改所強調的快樂學習，容易讓學生以為

輕輕鬆鬆就可學會一切東西，而忽略學

習其實是要下功夫、花時間的。這樣的

迷思容易讓學習流於表淺，這是需要教

育工作者深思的地方。

范賢娟
本刊特約文字編輯

■王郁涵 「同步加速器光源」是探究物質科

學的「神燈」，產生的光涵蓋紅外線、

可見光、紫外線到X光的範圍，波長可

藉光束線分光儀的調變，照亮不同類

型、不同尺度的物質，以便進行實驗。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鄭有舜

博士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以同步輻射

加速器光源的「X光」波段，觀察「軟

物質」的結構及其動態變化。

一般軟物質結構較散亂不規則，高

穿透性的X光以散射的方式，提供了一

個原子、分子尺寸解析度的探測物質結

構的工具。近年來，同步加速器光源的

強度與同調性不斷提升，「X光強度甚

至達到一般學校研究單位使用的傳統X

光光源萬倍以上。」不僅使觀測的尺度

從原子級橫跨到微米級的結構，更把以

往的靜態結構的研究，推向動態結構變

化的研究。

鄭有舜博士說，同步加速器光源的

小角度X光散射最大的功用，是它的非

破壞性，這樣才能觀察到蛋白質在水溶

用X光看見蛋白質「摺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