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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革命

一流讀書人

導讀　彭莉惠未來所助理教授 

學習的新變革是什麼？教育的新趨勢為何？學校、教師、學生與社群的「協同學習」

、「互動教育」所造就的「學習共同體」模式，即是對當今社會高度競爭、變化快速

所促發的新一波學習革命之主要特徵，亦是本書的論述主軸。作者是日本教育界大師

佐藤學，奠基嚴謹學理與三十年的實務推動經驗，造就出日本小學至高中十分之一的

學校實施導入「學習共同體」，進而引領其他亞洲國家紛沓學習取經，而此書即是講

述「學習共同體」最為關鍵的論著之一。 

學習共同體的「學」字中的兩個「x」，所意涵的聯繫與互動，即是其核心的精髓。

小組學習、協同學習、問題導向的小組學習、學習社群、專題學習是作者強調的重要

實踐方式。此對學生，尤其華人社會的學子而言，學習共同體的效益在於藉由學生的

協同參與，讓學生有可能擺脫僵化、制式、填鴨的「背多分」與「惟有讀書高」「考

試棒」的教育思維，重新找回學習可能隱含的趣味與創意與「為何所學」的意義感

，同時探查學習與自己生命聯結的可能性。然而，在真實世界的台灣教育現場，學生

是否有機會去與老師、同儕或其它團隊協同學習，建構出互動型、協同式的學習模式

，抑或需要教師的「給予」、「特許」、「恩准」才得以實踐，此值得所有教育者誠

實自問。而對教育者、教師而言，作者強調學習共同體的具體實踐即在於型構學習社

群，以實踐導向、合作實施、教師焦點、草根模式所發展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為主要

的作法之一。然而，這種教師專業成長的社群，如何引發教師自發性參與，有心力願

意投入，恐是現今台灣，尤其是高等教育機構面臨強大制度性獎罰的評鑑壓力，與一

昧強調量化「I」級論文的積點制度，促使教師在校方「用心」「激勵」去應付外部

制度要求已心力憔悴之餘，實需要嚴肅反思相關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與提供教師「真正

」能夠與同儕或學生協同學習的具體制度配套措施。 

本書強調「學習共同體」是新一波學習革命的方向，唯有透過「協同學習」，校方、

教師、學生甚至家長的共同參與，才得以滋養出一個友善可親的教育場域，而這場景

會是「學生不再從學習中逃走，找到學習的樂趣與創意」、「老師找到教學相長的成

長動能」、「校方提升整體的學力表現，造就活化的學習環境」；從校方、機構高層

、教師到每位學子，都在「真正」的學習中，找到學習的多樣意義與樂趣，因而得以

應付快速變遷的社會形態與高度的競爭環境，尤其重要是，學習者在相互學習的過程

中，找到生命的活力與人生路徑多樣發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