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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後設認知策略被廣泛的應用，特別

是對於具有學習障礙的學童，如閱讀障

礙、數學障礙等，本文主要根據相關文

獻搜集與整理，採取內容分析法，探討

後設認知的意涵與理論基礎，針對原住

民學童的不同認知學習風格，以及學業

在不同學科（閱讀與數學）的表現，採

取後設認知策略，以期提高學業成就與

表現，並為教師與學生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字：原住民學童、後設認知、學習

風格

壹、前言

後設認知從心理學中發展而來，逐

漸作為一種教學策略，被廣泛用於學習

障礙學生的學習， 一個學會學習的人，

學習目標明確、合理，學習策略科學、

靈活，能自覺管理、調控自己的學習，

這些都需要學生對自己的學習過程和特

點有更多的瞭解，從而改進自己的策略

和方法。而以認識自己的認知過程為本

質的後設認知為學生提供了了解自我的

機制和手段。由於後設認知技能超越具

體情境、適用於多種問題解決活動，因

此，與一些具體的學習策略、解題策略

相比，它對於學生的學習具有更高的指

導價值，更能促進學習遷移的發生。所

以，它被人們認為是有效學習的最佳手

段，如何培養學生後設認知能力，特別

是具有不同風格的原住民學童而言顯得

更為重要。

文化與後設認知有密切的關係，對

於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原住民學童而言，

本身所具有的相關知識、經驗、價值觀

等對於後設認知能力都會產生一定的影

響，後設認知也會反作用于其文化方面

的各個要素，所以對於原住民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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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 理論要義

Brown（1981）模式 

1. 認知的知識是指對個體對認知知識的瞭解，知道自己認

知的情況，以及對自己與所處環境互動關係的覺察，能

瞭解本身行動的可行性、限制與優缺點，並且對認知運

作能加以反思。 
2. 認知的調整是指認知過程的執行控制部份，包括個體對

認知過程的計畫活動、監控及檢核結果的能力。

Paris（1983）模式

1. 認知的自我評估知識

 （1）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指的是與工作

特性（task characteristic）或個人信念（beliefs）之事

實性或資料性相關的知識。

（2）程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指的是能瞭解

行動本身的程式，也就是說按一定程式理解操作而

獲致結果的知識。

（3）條件性知識（conditional knowledge） 是指知道什麼

時候以及為什麼要應用不同的行動策略。 
2. 自我思考的經營主要包括計畫、評鑑與調整

綜上，後設認知主要有兩個層面，

分別是知識與執行監控，主要針對將要

學到或已經學到對的知識進行監控與反

思，發現問題並進行及時的調整與修

正。

參、文化與後設認知

一、文化的意涵

文化是人類與環境互動的運作模 

式，具有共同的特徵，是群體思維程序

的進行與反應，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從

外顯行為所觀察到的，如：語言、人物、

規範等；二是潛藏於內在的心智狀態， 

不易被發覺，如：基本假定、價值、信

念、潛意識等（洪啟昌，2004）。

二、文化的要素

文化包括物質、規範、認知以及民

俗、民德、法律、禁忌、制裁、價值、

語言與信仰等要素。文化物質是以滿足

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透過生產技術的

改善與創新適應社會成員在衣、食、

住、行的需要。而文化規範則是揭示一

個社會或團體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標準，

告知社會成員那些行為是正確的，那些

（續）表 1 

理論基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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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會受到懲罰的。至於文化的認知是

社會成員了解社會互動的基本規則，以

及使社會成員的溝通與互動行為提供社

會存在的基礎（江亮演、 賴保禎、張

德聰、 紀俊臣，2013）。      

三、文化與後設認知的關係

鄭豪志（2008）整理并研究相關文

獻發現後設認知能力作為智力的重要組

成成分，與文化關係密切，可藉由教育

方式教導學習者認知策略提高學習者學

習效果，學術經驗會對後設認知產生影

響，兒童後設認知之記憶與發展會隨其

學習年齡增長而發展。

因應原住民生活環境、文化背景，

他們偏向於操作性的課程與活動，學生

的後設思考能力往往從具體事物開始，

對抽象事物敏感度差，學習評量是以操

作型題目為原則，並以圖示題為主；文

化以口耳相傳為主，有的民族沒有發展

出文字，所以原住民學童在國語文等學

科的學習上，學習的歷程更傾向於口語

表達。

鑑于此，針對原住民學童而言，根

據自身獨特的文化進行後設認知的教導

與練習，更能增進其認知能力與學業表

現。

肆、原住民學童後設認知相關研究

一、原住民閱讀障礙後設分析必要性

後設認知能力的培養對於原住民

閱讀困難的學生是非常重要的，Riding 

和 RayNer（1999）認為，後設認知是

習取和改善學習策略的最重要的歷程，

同時也是實踐學習策略的關鍵所在，當

人們工作和行為時則會發現後設認知的

行為，並且能運用詳述、重複等不同技

巧，幫助記憶，延伸學習。培養孩子後

設認知能力使其在閱讀能在某種程度上

意識到自己的認知歷程，並監控，發現

問題並且發展出補救策略，將有助於閱

讀的理解。而教師要提供學生可以經常

察覺使用策略的環境與多元應用的機

會，以培養何時對何種文章該用或不該

用何種策略之察覺。陳淑麗（2004）指

出，聲韻覺識、工作記憶、唸名的速度

與閱讀障礙成正相關，對於原住民閱讀

障礙學童可採用一些策略協助，分享閱

讀，問問題並進行討論；辭彙綱，呈現

視覺資訊，激發擴散式思考；文章結構

教學，瞭解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

物等；使用文化熟悉的教材。

閱讀是一項高度複雜的能力，其

中涵蓋了歷程以及廣泛的知識，當閱讀

時，某一部分歷程無法正常運作，閱讀

者則無法閱讀文章，所以後設認知用來

監控歷程，及時回饋與調整，才能幫助

原住民學童更好地進行閱讀（陳少山，

2013）。

二、原住民學生數學學習困境之研究

原住民國中小學生的數學學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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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困境主要有第一原住民國中小數學

成就嚴重落後，數學學習基礎不佳；第

二原住民國中小數學成就低下，易造成

惡性循環；第三可預期原住民學生升讀

較具聲望之高中機會不多；第四限制進

入專業生涯領域的機會；第五數學學

習落後連帶影響其他學科（黃德祥， 

2007）。除此之外，相關學者也對原住

民族數學學習的後設認知進行研究，潘

宏明（1995）以國小五、六年級的原住

民兒童（包括泰雅族、布農族與阿美

族）為研究對象，進行數學解題認知行

為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原住民小朋友

運用文字進行邏輯推理的能力較差，對

於面積、周長、體積與表面積等幾何概

念的學習更顯得困難。監控活動指的是

局部評估，針對某特定方面解答所做的

評估，而不是全面性的，由同儕啟動者

稱為他人監控，自己啟動者稱為自我監

控；調節活動係指對於監控活動的回

應。在監控部分，幾乎全部是他人監控；

在調節部分，他人調節約佔 57%，自

我調節約佔 43%。在後設認知成功與

後設認知失敗部分，後設認知盲目佔

21%，後設認知失調佔 64%，後設認知

成功佔 11%。因此，解題中所發生的

錯誤大部分均可藉由他人監控而偵測出

來，但因缺乏適當的回應而導致後設認

知失敗（黃志賢，2003）。

三、學習風格與後設認知

雖然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在認知

行為、社會行為、人格特質、學習活動

與情緒表現上都有差異，但是這並沒有

所謂的好壞，只是依照自己的特性在與

環境、情境互動方法的不同（駱郁萱，

2013），她也提出國中生不同認知風格

在後設認知能力之間有部分相關 ，所

以原住民學童的學習風格與後設認知存

在一定的關係，原住民學習風格彙整如

表 2：

表 2 
原住民認知學習風格

研究者 時間 對象 結果

林明芳 2000
花蓮縣國小六

年級學生

針對國語和數學科發現偏好同儕、動態、

活潑、非正式、視覺影像的學習風格。

林麗惠 2000
原住民國小六

年級學生

原住學童認知風格頃向場地依賴型。

推理表現劣於非原住民學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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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時間 對象 結果

郭玉婷 2001

臺北縣某國中

二年級之泰雅

族學生

1.具體型的教材及天馬行空式的討論。

2.可引起學生的動機，但無法確知是否對

學習有助益。

3.排斥符號性、抽象性的教學。

4.偏好操作，唯不瞭解。

5.屬「教師依賴型」。

6.偏好「輕鬆、幽默、無競爭、無壓力」

的氣氛學習 。

戴錦秀 2006
屏東縣來義原

住民高中生

1.學習情境：偏好動態、遊戲、輕鬆、幽

默、無壓力、自由無拘束的學習氣氛。

2.行為模式：學習及思考方式主要為統

整、歸納的方式。 
3.情意：對具體操作型的教具感興趣，天

馬星空的討論會促進學習動機。

吳百興、吳心楷 2010
八年級原住民

學生

由於原住民族群沒有文字，所有知識傳

承多依賴口耳相傳，以口述的表徵方式

來學習強調以情境本位的教育（place-
based education），將科學知識統整於

原住民學生的生活與文化之中，讓學生

成為環境中的一份子 （ Lee, 2008； Yen, 
2008）。

林文川、楊淑晴 2015 原住民學生

進行線上文化回應教學的研究，同步家

教互動歷程以期回應原住民學生口語表

徵的學習風格。

縱觀，根據原住民學童的不同學習

風格如原住學童認知風格頃向場地依賴

型，偏好于動態、遊戲、輕鬆、幽默、

無壓力、自由無拘束的學習情境，學習

及思考方式主要為統整、歸納的方式， 

對具體操作型的教具感興趣，傾向於口

語表徵的方式的學習。根據自己特定思

維模式進行後設認知與分析，監控思考

的歷程，調整與發現何種策略更適用於

自己，更能獲得學業上的進步。

（續）表 2 
原住民認知學習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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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啟示與應用

一、教學方面增加後設認知的訓練 

認知策略是學習者使用訊息處理

的策略，而後設認知是主導對學習的監

控，由本研究我們可知，後設認知較屬

於後天養成的，因此在國中階段，面臨

升學考試的壓力下，教師可訓練學生察

覺自我控制的重要性，還須發展出對個

人有利的後設認知策略，以期改進學習

的表現；在教學中，教師可利用整體概

念、辨認文中重點、理解策略的使用、

自我學習評估（標題、劃線、在空白處

用自己的話說明）上，做後設認知能力

的練習。 

二、不同學科學習差異化

原住民學童應根據自己不同的認知

學習方式，根據學科的特色進行差異化

學習，每一學科有不同的思考方式，閱

讀主要有閱讀與理解知識的能力，而數

學則偏重於推理、算術等能力，從後設

認知層面看，對於閱讀與數學思考歷程

的監控也可以發現其中的差異，所以在

閱讀方面要加強自己知識層面的擴展，

在數學方面則要練習自己推理等方面的

認知能力，從而進行不同的後設認知與

分析，促進原住民學童學業上的巨大進

步。

三、尊重原住民學童的文化背景

根據他們的認知方式，進行相應

的課程設計，做到符合原住民的主體

性，建立良好的師生互動模式，營造豐

富多元的學習空間，學習評量應以操作

型題目為原則，並以圖示題為主；根據

他們的學習興趣，採用多元感官的方式

呈現，達到溝通傳達的目的。評估學習

成效提升原住民學童的自信心與自我價

值，提升原住民學童的後設認知能力；

實施在地本位課程，將族群歷史和文化

納入課程當中，介紹當地文化形成和累

積的過程，做為本位知識課程開端融入

多元文化，增加本地文化之外的文化經

驗，做到文化回應，兼顧學生的差異性

與共通，使學童自我認同族群文化，並

欣賞、重視其他族群的文化。

縱觀，原住民學童具有學習障礙的

學生，在學習知識以及相應的學科學習

過程中，根據原住民學童自身的文化特

色與學習風格進行相關後設認知的教導

與練習，對於提升他們的學業表現是大

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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