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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習是人才培育的重要核心概念，

不論是人才培育之政策擬定或是教育資

源的分配挹注，最終均須正視學生的學

習成效，否則無法真正落實人才培育。

進言之，教育係使人成為更為完整的人

之歷程，而學習則是改變歷程中的關

鍵，只要學習方法有了正向的調整或轉

換，勢必對人才培育有所助益。

邇來，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
或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成為
教育界熱門的議題，所謂翻轉學習是上

課前教師將自錄或他人所錄的影片或講

授內容上傳到學習平台，學生在平台上

自主學習並記錄所碰到的問題，上課時

教師回應學生的問題並進行討論（劉怡

甫，2013）。換言之，翻轉學習是第一
階段學生上課前在線上學習，第二階段

在課堂上師生共同討論學生自學所遇到

的問題，因傳統教學是教師花很多時間

於課堂上教導較低層次的記憶與理解之

認知內容，相對上沒有太多時間教導綜

合、評鑑及創造等高層次的學習內容，

而翻轉學習強調課堂上的互動討論，可

提升學生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蔡進雄，

2014）。職此之故，翻轉學習確實是有
利於人才培育的學習策略，並進而可提

升國家教育競爭力。基於此，本文將先

闡明翻轉學習的重要概念，接著論述

Moocs與翻轉學習，之後分析翻轉學習的
人才培育優勢與挑戰，以提供各級教育

工作者之參考。

二、翻轉學習的意涵及重要概念

如前所述，翻轉學習是強調上課前

學生自行線上學習，上課時師生互動討

論的一種教學方式，以下進一步闡述翻

轉學習的理論基礎、師生角色、時間安

排及授課內容等重要概念。

首先，在翻轉學習的理論基礎方

面，行為主義、認知學派及建構主義

是學習理論的三大學派，行為主義強

調刺激與反應的連結，認知論重視學習

者的主動性但忽略人際互動對學習的影

響力，而建構主義主張學習及教學設計

應由學習者主動建構並關注學習者與他

人的互動，筆者以為建構主義是翻轉學

習的重要理論基礎，此乃建構主義認為

教師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知識是建構

出來的，且個體必須藉由與他人合作及

互動，促進其學習之成長（蔡進雄，

2008；Gredler, 1997），而翻轉學習亦重
視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及互動性，

故建構主義可視為翻轉學習的主要理論

基礎。其次，在師生角色方面，傳統教

學的是以教師為中心，教師的角色是講

述者及主導者，學生是被動的知識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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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翻轉學習的教師角色是引導者及

催化者，學生是學習過程的主動者。

第三，在時間安排上，傳統教學是

注重課堂的上課時間，而翻轉學習不僅

強調授課時間，更強調課前預習，亦即

上課前先在平臺或電腦看教學影片，上

課時多進行師生對話及思辯，或共同完

成作業。最後，在授課內容上，第一階

段學生先在平臺自行觀看教師所交待的

教學影片或教材，這些影片或教材可以

是大多數學生普遍能夠理解的內容，第

二階段在課堂上則偏重於師生討論及問

題解決，易言之，簡單的交給電腦，困

難的留在課堂處理，這對於傳統教學之

三、Moocs與翻轉學習

由於翻轉學習或翻轉教室強調線上

學習，因此Moocs與翻轉學習可說是息息
相關。所謂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顧名思義就是大規模的開放式
線上課程，既然是大規模且是開放式線

上學習，則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

點都可以學習，而傳統教室內的教學是

小規模班級式的固定學習型態。

可汗學院可說是Moocs的典型代表，
S.Khan並非出身教育界卻掀起二十一世
紀的教育大海嘯，Khan用網路科技蓋了

表1 傳統教學與翻轉學習的比較

教學前 教學中 教學後

傳統教學 不強調學生的課前預習。
主要是單向的教師講、學生

聽，教師講解課程內容。

多數教師會交待回家功課

或作業。

翻轉學習
強調學生必須在上課前先

線上學習教材內容。

主要是雙向的師生討論及互

動，或完成作業。

學生可以再重複觀看平臺

上的教材內容，或線上自

學下次上課內容。

教師將大量時間用於課堂上的基本內容

講述，而較少時間教導較高層次的認知

內容，無疑是一大顛覆與挑戰。

總結而言，如果進一步以教學前、

教學中及教學後三階段觀之，如表1所
示，傳統教學是著重於教學中的時間，

比較不重視教學前的預習，且教學過程

偏於單向的講述，而翻轉學習是透過線

上學習讓學生先行預習，教學中將教

導易懂的時間省下來，重視師生雙向互

動並處理更為複雜及難度較高的學習內

容，如此一來，整體學生的能力將會往

上提升，甚至躍進成長。

一所沒有藩籬的學校並讓每個孩子都能

免費的教育，Khan在YouTube張貼課程影
片後，全球就有許多學生利用它們在課

堂外學習，學生並可以依他們的速度進

行學習，值得一提的是，可汗學院創立

的目標就是在任何地方，讓任何人都能

接受免費的一流教育，故藉此可服務更

多的弱勢學生（王亦穹譯，2013）。質
言之，有了網路上豐富的學習資源，學

生可在家上網「聽課」，而到學校是為

了和同學一做「作業」，科技輔助教學

的混成式學習將成為下一波教育的主流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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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數位學習趨勢，教育部已推

出「磨課師計畫」，其精神是強調小單

元的分段課程，配合即時線上的討論及

回饋、線上的同儕合作學習與討論及虛

擬線上實驗，並且有線上練習與評量，

學生可依照自己的學習步調將課程完成

（陳智華，2014）。此外，教育部為使
高中生之高三下學期時段能與大學課程

銜接，亦實施「高中三年級學生線上增

能學習方案」，使部分已錄取大學的高

三生能藉由線上開放式課程，學習具特

色的大學課程。

總結說來，Moocs強調學生的自主
學習，學生並可依自己的學習速度來學

習，此外在線上學習比較沒有壓力，這

對於比較容易焦慮或該科目程度較低但

有意願學習的學生是一大福音，可貴的

是，透過Moocs能讓弱勢學生同樣能接受
高品質的課程及教學。

四、翻轉學習的人才培育優勢與挑
戰

各級學校如果妥善運用翻轉學習，

則對於人才培育將會有極大的助益，一

來經由翻轉學習所培育的人才之能力能

往上提升，因為課堂上教師可有更多的

時間用於啟發學生，學生所學習獲得的

不再僅止於低層次的內容，或填鴨式的

學習，二來學生透過翻轉學習，能培養

出學生的主動性、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

力，而不是記誦的機器，三來翻轉學習

強調線上學習，對於偏鄉地區學子或弱

勢學生有了更多的學習管道，故能縮短

城鄉差距或學習落差。

當然，任何學習方式都有其優點及

侷限，沒有完美無缺的學習理論或教學

模式，翻轉學習應用在國內仍面臨諸多

問題與挑戰，例如在大學教育階段係大

學生多習慣於被動式的聽講學習，中學

教育階段面對的是升學主義、考試引導

教學及家長接受度的問題，還有如何確

保學生課前已看完影片，以及教師如何

建製與取得影片等。

五、結語

翻轉學習不是新的點子，不是要取

代教師，亦非以看影片取代做作業，而

是讓學生能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及時間課

前看影片，且更能提升課堂時間的教學

功能。此外，翻轉學習讓教師在課堂上

有更高的自由度，觀察學生應用知識的

能力，課堂上不再是教師講學生聽，教

室中的主角由教師變成學生，而教師退

居為幕後導演，故翻轉學習可以說是重

新定義了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雖然翻轉學習面對諸多挑戰，但

在新世紀的學習典範轉移下，教育工作

者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及靈活應用翻轉學

習，倘若從小學教育階段至大學教育階

段都能妥善導入翻轉學習，則將有助於

學生主動態度、互動能力、思辯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及創造力等新世紀所需人

才之高層次能力的養成，無疑地，翻轉

學習不僅是學習典範的轉移及教育力量

的展現，更是培育國家人才及增進國力

的一大利器。綜言之，看似微觀的翻轉

學習，卻是宏觀之國家人才培育的基礎

及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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