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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概念從哪裡來？

1. 外在世界（人/事/物）存在某種結構，當
我們觀察外在世界時，這些結構就會刻印
在我們的心靈當中，成為概念或知識。（同

意↔不同意）

2. 人類心靈因為複印外在世界的結構，所以
我們腦袋中的概念結構會與外在世界的結
構自然產生對應關係。 （同意↔不同意）



知識/概念從哪裡來？

3. 所謂「心如明鏡台」，人心只要不被蒙蔽
，就能像一面鏡子一樣，完全客觀反映外
在世界的本然。 （同意↔不同意）

4.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由說話者（或書寫
者）將觀念或訊息傳輸進去聆聽者（或讀
者）的心靈，後者如果有專心並且有理解
，自然就能回復前者心中的原意。

（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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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論

1. 主動原則：知識由認知主體主
動建造而成，無法被灌輸



建構論

2. 適應原則：知識是適應環境的結
果，不是本體性的真實



建構論

3. 發展原則：知識的成長是透過同
化、調適及反思性抽取等歷程逐
漸發展而成，後續知識必須植基
於先備知識且受限於先備知識。



個體並非被動接受刺激的銘印



缺乏基模，便無法理解

•「假如汽球破了，聲音就無法傳達，因為所有的東
西都會離那一層樓太遠；關窗也會阻礙聲音的到達
，因為大部分房子的隔音設備都不錯。由於整個操
作倚賴一個穩定的電流，電線斷裂也會造成問題；
當然，那個傢伙可以大聲叫，但人的聲音無傳得那
麼遠；此外，如果樂器的弦斷掉，則無法伴唱。顯
然，最好的情境就是要縮短距離，那麼，潛在的問
題就會減少；用面對面的接觸方式，就比較不會出
什麼差錯了。」

（「現代羅蜜歐」）





缺乏基模，便無法理解



刺激的意義決定於你的主動選擇



刺激的意義決定於你的主動組織



大腦對動態事物的知覺也是主動的詮釋
（這個人是順時針轉？還是逆時針？）



脈絡效果代表知覺的主動性



脈絡效果代表知覺的主動詮釋







眼見不一定為憑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學生不是空著腦袋進教室

✓學生如果在腦袋中沒有任何相關基
模（schema），將不會對語言或
任何事物產生理解，只會「鴨子聽
雷」！

（主動原則）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知識不會透過教師的語言直接輸入
學生的腦袋

✓學生必須在腦袋中不斷變換基模，
才可能理解教師/同儕的語言或所
觀察的事物

（主動原則）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人類主動建構她的理解，雖然有某種
程度的主觀，但並不是全然的主觀，
因為她建構出來的觀念必須能夠幫助
她下一步的理解、行動與互動！

（適應原則）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基模來源多樣，包含生物演化來的
先天基模與經驗發展來的後天基模
，全都有某種程度的對與某種程度
的錯！不容易被教學所改變！

（適應原則）



A B C

偵測學生腦中的
misconception





763 792 806

- 541 - 668 - 577

222 134 339

Misconception
是有規則的



19 23 81 8

+   9 + 6 +  8 + 12     

199 236 818 128

Misconception
是有規則的



22 74 56 24

+ 23 + 25 + 57 + 82

45 99 1013 106

Misconception
仍然有部份作用，所以不易淘汰



.74   >.6 √

.672 <.4301 X

.38  >.5 X

.7987 >.801 X

.54 <.275 X

.638 >.51 √

Misconception
仍然有部份作用，所以不易淘汰



.74   > .6 √

.372 < .4301 √

.78  > .5 √

.987   > .801 √

.54 < .675 √

.638 > .51 √

用Misconception
也可以得100分

100分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只有在反饋歷程當中發現理解差異
、預料之外或預測失敗的時候，才
可以減少誤解

（認知失衡）



引發認知失衡



與生活連結

• 浴簾的擺盪…

• 水流過軟管…

引發認知失衡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含意

✓「嘗試錯誤」是學習的核心：只有
在發現錯誤、預測失敗的時候，才
會產生認知「調適」

（accomondation）

（發展原則）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1. 教師布題（回應教學目標）

2.邀請學生猜想、預測

（同化/刻板印象）

3.請他仔細觀察或做實驗

（真實情境）



建構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4.讓他預測失敗（認知失衡）

5.請他解釋預料之外的現象

（建構）

6. 請他解釋前、後兩種觀念的差別

（調適）



主動原則

學習策略舉例 教育策略舉例

• 連結自我與人生
• 聽→讀→說→寫→教
• 思考→表達→行動
• 高層次思維
• 深度處理

• 引發好奇
• 內容連結學生生活
• 學思達
• 做中學、DFC

• MAPS

• …



適應原則

學習策略舉例 教育策略舉例

• 溝通互動
• 認知失衡
• 解決問題
• 自我調整
• 探索體驗

• 設計辯證情境
• 布題、PBL、真實作業
• 偵測迷思概念誘發失敗預測
• 鼓勵多元解決策略並比較
• 提供實驗、真實情境、田野、
實習、行動、應用機會…



發展原則

學習策略舉例 教育策略舉例

• 個別化次序、階梯、
累進、馬太效應

• 連結舊經驗→重組
概念結構/知識系統

• 反思→抽象化→後
設認知

• 課程：心理發展順序重
於知識邏輯順序

• 教學：個別化連結舊經
驗、經驗的重建

• 作業：發展方案、反思
性作品…



好品質的
問題導向學習（PBL）

也可以同時符合
主動、適應與發展原則



結論

主動

適應

發展

建構

自
主
學
習

終
身
學
習



小組討論選題-1

2018 PISA公布：根據以下三個指標

1.「當我失敗，我擔心其他人怎麼看我。」

2.「當我失敗，我怕其實自己沒天分。」

3.「當我失敗，我會質疑自己的未來規劃。」

進行調查˙˙˙



小組討論選題-1(續)

結果發現:台灣學生是全世界最「害怕失敗」
的學生。你對這個發現，有何評論？從建構論
的觀點來看，害怕失敗的心態對於學習有何重
大不利？如何培育學生勇於嘗試、不怕失敗的
精神（請提出具體策略）？為什麼我們的學生
那麼害怕失敗？這與華人文化有關嗎？如何改
變學生這種心態？



小組討論選題-2

請分享一段你的教學經驗（對象可以是學生或

自己的孩子等，如果沒有教學經驗，就想像一

段設計），並說明這種教學經驗（或設計）如

何呼應主動原則、適應原則及/或發展原則，因

而頗能引導自主學習！



小組討論選題-3

請分享一段你的學習經驗（從小到大的某一段

學習經驗），並說明這段經驗如何呼應主動原

則、適應原則及/或發展原則，因而頗能代表你

的自主學習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