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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技術日新月異迅速發展，科技於人類生活的應用與影響層面也更為廣

泛，越來越多教育現場教師以及對教育有興趣的人士亦開始投入透過科技進行教育

改革的行列。其中「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模式更是引發廣泛大眾的迴

響，成為一股風潮。由於「翻轉教室」乃是一嶄新的概念，相較於其他教學方法，

完整理論與相關研究尚不足。本文旨在透過現有相關文獻的整理，歸納出「翻轉教

室」模式實施的特性，此外，也提出在臺灣進行「翻轉教室」模式「翻轉」教育的

挑戰，並提出建議。

關鍵字：數位時代課程與教學、翻轉教室、翻轉學習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hange agent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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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our lives. These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prompted educator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n particular,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drew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is a newly emerging concept, 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 and recent evidence supporting us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in education. The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In addi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in Taiwan.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Flipped Classroom, inverted

learning

壹、前言壹、前言

     隨著科技技術迅速發展，科技於人類生活的應用與影響層面也更為廣泛，人們尋

求透過科技的輔助以更有效的方式解決問題，開啟人們對於現有生活中既定模式的

多元想像。這股創新與求變的思潮也對教育發展產生影響，除了各國政府均致力於

培育學生科技應用能力外，越來越多教育現場教師以及對教育有興趣的人士亦開始

投入各式科技應用於教育改革的行列，其中「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模式

更是引發廣泛大眾的迴響，成為一股風潮。

       現有「翻轉教室」透過線上影片翻轉學習的方式乃是由在科羅拉多一所高中任教

的兩位教師Jonathan Bergmann和Aaron Sams於2007年所發展出來的（Bergmann,

2011）。由於當時班上有同學因參與其他活動而無法到校上課，引發兩位教師開始

思考可如何透過科技應用，協助這些缺課的學生進行學習。兩位教師錄製影片放置

於網路上的想法，原本只是想提供缺課學生學習的機會，卻沒想到出席的學生也加

入觀看課程影片的行列，這項意外的發現，也促使兩位教師嘗試將運用「翻轉教

室」模式的對象擴展到所有學生身上。此模式的理念與模式迅速流傳，受到許多人

的認可，紛紛投入「翻轉教室」的行列，全球各地教育者也開始成立相關的專業學

習社群，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12月為止，加入翻轉學習網絡（Flipped Learning

Network）的成員已超過23,320人[1]。近年來，在臺灣方面，這類「翻轉教室」模式

的推展也有極大的進展，例如，臺灣大學葉丙成教授與臺中市光榮國中鍾昌宏老師

等人，除了有這類由教師個人投入此課程模式的執行外，也有越來越多相關的教師

網路社群形成，例如翻轉教室臉書社群，截至2014年12月為止亦有7,260名會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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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

     由於「翻轉教室」乃是一嶄新的概念，相較於其他教學方法，完整理論與相關研

究尚不足。本文旨在透過現有相關文獻的歸納整理，期能提供對翻轉教室議題有興

趣之人士有初步的了解，此外，也透過本文提出翻轉教室模式在台灣教育脈絡下的

意義，以及在教育現場實施上的可能限制。以下將先針對「翻轉教室」的實施方式

與特性進行介紹，再探討翻轉教室對台灣教育的意義，最後則提出省思與建議。

貳、「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方式與特性貳、「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方式與特性

    「翻轉教室」模式顧名思義取其轉換教室中舊有的學習型態，並輔以科技工具的

輔助，是一種教學方式的創新[3]。其實施方式與過去教育模式最大的差異之處在

於，「翻轉教室」模式利用各種形式的網路科技工具輔助學生進行學習，學生利用

非上課時間觀看教師預先錄製好的影片。在「翻轉教室」模式中，教師在課堂中花

費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而不是在講授（Bergmann & Sams, 2012）。空出的課堂時

間則可挪作他用，特別是家庭作業的練習，過去學生必須在家裡完成家庭作業，而

在「翻轉教室」模式中，則是將家庭作業練習改為在課堂中進行。「翻轉教室」模

式的出現看似只是一項單純轉變教學形式的革命，但實際上，其意義卻不僅於此。

對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來說，「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具有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

法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將學習的過程營造成為一種「共學」的歷程、科技運

用開啟權力共享的新局、以及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統整等四項

特色。以下分別說明「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方式與特性。

一、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一、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講授式教學法可說是最為常見的教學方式。教師教授課程內容，學生在課堂中聆

聽，為講授式教學法的基本要素。在講授式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接受教師所給的指

示，獨自進行知識學習。講授式教學法也常被批評為就如同工廠模式的教學（Harris

& Cullen, 2010）。工廠模式的教學模式下，並不鼓勵學生具有創意，而是希望學生

能夠按部就班學會既定的知識內容。這種囤積式的教學模式的潛在假設為：只有教

師了解一切，而學生只能被動受教。學生只能適應由教師所選擇的教學內容，接受

教師的訓練（Freire, 2000）。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並不具有主體性，只是被動接受。

學習成為另一種被壓迫的經驗。

        相反地，在「翻轉教室」的模式中，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採取主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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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學習活動中。學生必須預先觀看課程影片，在課堂進行中，學生由於需和教師

以及同儕互動，而無法再像過去只在臺下當個沈默的或者旁聽的「客人」。當課程

活動主軸改變，教師不再進行單向式的課程講授，也使得學習的目的重新回歸到以

學生作為出發點。課程進行中的討論活動，將使教師更有機會能夠了解學生的學習

需求以及困難點，如此一來，學習活動對學生而言也會更有意義。學生透過在教室

外預先獲取的課程內容資訊，利用課堂中的學習活動建構自己的知識基礎

（Bergmann & Sams, 2012）。學生乃是透過經驗建構知識，進而學習，而不是藉由

教師的講授學得知識（Rusche & Jason, 2011）。課堂中學生主動的參與經驗，也可

強化學生的記憶（Smith & Cardaciotto, 2011）。

        此外，Bergmann和Sams（2012）也認為，「翻轉教室」中應用科技的方式，正

好符合目前學生身為數位原生的學習方式。例如，Herreid和Schiller（2013）的調查

就發現，當代學生對於應用網路觀看課程影片的偏好。由於數位原生並不需要像成

人一樣還需要特別學習適應科技的應用，科技應用原本就是數位原生生活的一部

分，成人所擔憂的「學生可能因為科技應用問題而對其學習產生阻礙」的狀況，並

不一定會發生。「翻轉教室」模式中看網路影片學習的方式，反而可能是另一種以

學生經驗作為出發點的學習模式。科技使用而帶來的彈性，更符合21世紀的學習型

態（Fulton, 2012a）。更符合新世代學生的學習型態與需求。

二、將學習的過程營造成為一種「共學」的歷程二、將學習的過程營造成為一種「共學」的歷程

     在「翻轉教室」的模式中，由於教師的講授部分已經於課程影片中進行完畢，當

課堂時間無需再被填鴨式的講授所填滿時，課堂時間和活動更加有彈性。教師有更

多時間和每位學生互動，每天也能和學生談話（Tucker, 2012）。透過與學生的互

動，教師可以參酌彈性修正內容，設計出更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活動（Hamdan,

McKnight, McKnight, & Arfstrom, 2013; Bergmann, 2011）。學生在「翻轉教室」課堂

中，亦可藉由課堂活動，學習與同儕合作的技巧。也在透過與他人的互動經驗，產

生知識。因此，對教師與學生來說，學習的歷程也更會是一種共學的歷程。

     此外，課堂進行的活動將更有機會發展更高層次的「對話」，其中包含教師與學

生間的「對話」，也包含學生同儕間的「對話」。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關係

乃是產生自彼此之間皆具有主體性。教師不再是教學過程中唯一擁有發聲權力的

人。教師與學生以互為主體的方式，相互理解和同理，透過溝通而共存。在過程

中，發展對話與共同學習（Freire, 1998）。學生學習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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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去除自己慣於扮演的知識威權者角色，教師與學生處於平等的位置，教師與學

生共同探索，共同進行知識的建構。

三、科技運用開啟權力共享的新局三、科技運用開啟權力共享的新局

     「翻轉教室」的實施有一部分乃是仰賴科技達成，教師透過將影片放置在網路平

臺，而由於教師放置於網路平臺上的內容為基礎的講授內容，學生將可不受時間及

空間的限制，存取課程內容，並且能夠依照自己的學習需求，決定讀取課程內容的

次數，自行反覆進行學習。透過影片學習最基礎的知識內容，為後續的練習做好預

備（DiaGiacomo & Barreto, 2013）。每位學生都可享有個人化學習的經驗（Springen,

2013）。只要學生具有學習的意願，就不會有學習落後的問題。

     「翻轉教室」模式中科技的應用將可有機會可打破過去知識的獲取過度集中在優

勢族群學生的現象。藉由科技工具的輔助，課程內容的開放，每位學生不論其背景

為何，都可平等接收知識，有機會可更公平地學習與競爭。若經過妥善的課程規劃

設計，我們可預見這項新的科技輔助學習模式，對屬於生活處境艱困的學生來說，

將有正向性的幫助（Darling-Hammond, Zielezinski, & Goldman, 2014）。

        暫且不論「翻轉教室」實施過程中仍必須克服的資訊落差現象（蔡瑞

君，2014）。「翻轉教室」模式中科技的應用將可有機會可打破過去知識的獲取過

度集中在優勢族群學生的現象。藉由科技工具的輔助，課程內容的開放，每位學生

不論其背景為何，都可平等接收知識，有機會可更公平地學習與競爭。若經過妥善

的課程規劃設計，我們可預見這項新的科技輔助學習模式，對屬於生活處境艱困的

學生來說，將有正向性的幫助（Darling-Hammond, Zielezinski, & Goldman, 2014）。

        此外，就經濟效益而言，「翻轉教室」將課程內容做成影片放在網路的方式，

可幫助學生節省購買教科書的費用。以美國明尼蘇達州Byron高中為例，該校教師使

用「翻轉教室」模式的契機乃是源於當時使用的教科書不符合州政府規定，但學生

又沒有錢可買新的教科書（Fulton, 2013; Fulton, 2012b）。最後學校教師採用自己所

錄製的課程影片，兼採用Moodle系統，解決了因經費不足無法購買教科書這項問

題。因此，科技的應用確實有可能去除學生受限於經濟因素無法取得教材的情形。

四、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統整四、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統整

     在「翻轉教室」的實施中，由於教師需要重新進行課程規劃，錄製影片並安排教

學活動，因此，教師對於教材必須十分熟悉。影片、線上資源和課堂活動，皆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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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體課程學習統整（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14）。「翻轉教室」模式

的課程形式是混雜的也是混成式的（Westermann, 2014）。首先則是影片的錄製，教

師錄製影片並不是單純將課程內容錄影而已。課程的目標為讓學生在入教室課堂之

前，已經具備基礎的概念，在課堂中教師則是提供機會讓學生透過課堂活動實際應

用這些概念，並且要能夠激發他們想要繼續學習的動力。在教學影片中，除了將概

念解釋清楚是首要之務外，教師更需要發揮創意，增進影片內容的可看性，以吸引

學生觀看影片，讓學生之後能更進一步投入課堂的討論活動中（The Flipped Institute,

2014）。除了考慮影片的可看性之外，還要將如何利用此影片幫助學生有效學習納

入考量。例如，影片的長度不能太長，同時在影片中也要和學生互動（Raths,

2013）。

     課堂中課程活動的規劃方面，課程活動的目的之一在於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是

否有疑問，讓學生在課堂中針對其有問題之處提問。教師課堂中的開場白應該是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再從學生所發問的問題再導向簡短的課程內容講解（Lage,

Platt, & Treglia, 2000）。此外，教師所設計的課堂活動更要能夠激發學生發展更高層

次的思考。教師需要思考要如何在課堂中利用小組討論、問題解決法或者辯論的方

式幫助學生進行深度思考。因此，「翻轉教室」模式的應用對教師來說，即促成其

課程規劃及數位科技應用的統整能力。

        由上可知，儘管我們很難找到兩間一模一樣的「翻轉教室」，但基本上來說，

「翻轉教室」在實施上卻有共通之處（Bennett, Bergmann, Cockrum, Fisch, Musallam,

Overmyer, Sams, & Spencer, 2012）。而「翻轉教室」模式的出現的意義，不僅止於它

是一種科技應用於教育的新形式，對學生與教師而言，更是達成透過教育解放的契

機。在「翻轉教室」模式中，學生能以符合自己學習速度的方式進行學習，真正成

為自己學習過程中的主人，在學習方面有實質幫助之餘，也能進一步培養與發展深

度思考的習慣。教師在實施「翻轉教室」模式時，將可具體提升自我課程規劃與科

技應用能力，在創新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無疑也可促進自我的專業能力，教師與

學生產生更多對話的同時，也能開啟對自我教學更深度的反省，在教學中賦權增

能。因此，就理想層面來說，「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將可為教育現場帶來更多正

向的可能性。下節將針對臺灣教育現場進行「翻轉教室」模式「翻轉」教育可能須

面對的挑戰進行探討。

參、臺灣進行「翻轉教室」模式「翻轉」教育的可能挑戰參、臺灣進行「翻轉教室」模式「翻轉」教育的可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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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臺灣歷次的教育改革內涵，皆透露出社會追求教育鬆綁的渴求，改革的面

向不再局限於制度層面，而逐漸著重教室中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實質意義，教師

更被賦予重要的責任，也被賦予更多專業自主的權力。以之前九年一貫課程政策的

推動為例，即彰顯過去教師和「課程」之間的關係的轉變，而不再只是「由上而

下」的課程推動模式。教師在實施課程與進行課程設計時，必須能夠參酌學生生活

經驗，幫助學生將知識與經驗結合，發展合宜的課程。教師角色被定位為需扮演更

為主動積極的角色，必須能進行團隊合作，同時既是教學者，也是研究者（陳伯

璋，1999；饒見維，1999）。一時之間，教師從事行動研究成為一股風潮。

        歷年來的教育改革中，除了賦予教師更多專業自主的權力之外，事實上，教育

部有鑑於數位時代資訊科技能力運用的重要性，更擬定相關計畫執行。像是在1997

年至2010 年期間教育部持續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1997-2007年）、《中

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2001-2005年）、《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

2007年）以及《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2011年）等計劃中，皆可看出教育

部在資訊環境的佈建與教師科技運用能力的提升方面的努力亦不遺餘力。近年來，

因應全球數位教育的發展趨勢，教育部於2014年全面性啟動《數位學習推動計

畫》，目標在於創造更為開放且符合個人化學習需求的學習環境，透過校園無線網

路品質的提升，未來師生可更便捷運用各種行動載具上網學習。

     因此，在臺灣數位學習環境建置已漸趨成熟，且教師也被賦予專業自主的情況

下，皆為臺灣教師在教育現場中嘗試「翻轉教室」模式教學提供相當有力的支持。

然而，儘管目前台灣教育環境具備實施「翻轉教室」的條件，暫且不論「翻轉教

室」模式是否有大規模鼓勵教師採用的必要性，此模式在執行層面仍有部分困難需

克服，以下分別就教師、課程、制度等三方面進行初步探討。

   就教師方面來說，由於「翻轉教室」的出現與盛行乃是近期內的事，首先是教師之

間存在的資訊落差現象，造成教師間對於「翻轉教室」模式認知程度不同的狀況，

當部分教師已參與過多場相關的研習時，卻仍有教師未曾接觸過相關的活動。而教

師本身的科技工具使用習慣，又將直接影響其投入嘗試「翻轉教室」模式的意願，

平時對於資訊科技掌握度較高的教師，嘗試進行「翻轉教室」模式創新教學並不困

難，但對於平時對資訊科技使用程度較低的教師來說，嘗試「翻轉教室」模式前就

得先克服技術層面的問題，科技應用習慣以及技術方面的限制，無疑都將阻礙這類

教師投入嘗試的意願，最後，不得不還是選擇維持教學現況。然而，弔詭的是，教

育改革中最希望能夠改變的，事實上是這一群尚未能踏出教學舒適圈、不願意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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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教師群。特別是在現今數位時代中，儘管目前中小學學生族群早已是「數位

原生」，卻仍有一群身為「數位難民」的現職教師仍排斥科技、拒絕學習（高熏

芳，2012）。然而，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卻造成最後願意「翻轉」教室或者是採

取行動的仍是某些特定的教師。因此，「翻轉教室」模式要如何才能夠持續擴大其

影響力，成為一股整體性的「由下而上」的翻轉教育力量，仍有待觀察。

     就課程準備方面來說，「翻轉教室」模式實施中的其中一項關鍵為教師將課程內

容製作成影片，教師首先需要面對錄製技術的問題，例如，要如何將現有的教材錄

製 成為影片，使用何種軟體或者工具製作影片等，教師也需要花費時間取得相關資

訊，並且熟悉錄製工具的應用。再者是教材編整的問題，除了將教材數位化的問題

之外，教師要以何種方式重新呈現課程，也是另一項挑戰。由於學校現有教材內容

設計並非針對「翻轉教室」模式設計，一旦教師決定採用「翻轉教室」模式教學

時，勢必得先對現有教材內容重新規劃設計。在目前一般學校仍有考試進度壓力的

情形下，教師在實施「翻轉教室」模式的同時，如何兼顧維持既定教學進度，並重

新編製教材內容以符合「翻轉教室」模式的課程影片製作需求及進度，無疑對教師

來說是相當大的考驗。

     就制度方面來說，現有制度對於教師自主投入此類創新教學活動仍不夠友善。教

師投入「翻轉教室」模式的嘗試勢必花費額外心力與時間，然而現行體制除了宣導

鼓勵教師進行活化教學的活動外，並無更為積極性的配套措施作為吸引教師投入的

誘因，例如：減課、折抵研習時數等具體作為，足以充分實質支持教師自主從事課

程創新。這也使得多數教師在支援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寧願選擇較為保守的方式進

行教學，政府期許教師能多元嘗試進行活化教學的美意，也大打折扣，淪為口號。

因此，在短期內體制尚無法迅速修正的情況下，各級學校校長的課程領導與科技領

導能力將會是關鍵。學校校長需要透過其領導策略，建立支持環境，形塑文化，在

爭取相關人員支持之餘，也必須能提供教師實施「翻轉教室」模式所需的資源，例

如：平板電腦、軟體、平臺等，並且引進資源。但由於不同學校校長間事實上也存

在數位落差的情形，形成部分學校對科技對教育的衝擊尚未能及早從學校端進行應

變的現象，這也是潛在的危機。

肆、省思與建議肆、省思與建議

     「翻轉教室」模式的興起是近幾年的事，相關實證研究尚不足。應用「翻轉教

室」模式後的學習成效究竟為何，而此模式是否會成為未來教學的新主流，我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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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難以斷定（吳清山，2014）。例如，翻轉教室的模式可能並不盡然適合所有學

生的問題。Levy、Dickerson和Teague（2011）在研究中發現，雖然有部分學生相當

投入「翻轉教室」的學習模式，事實上，卻有些學生對於無法直接聆聽教師進行講

解課程內容的情況感到挫折。換言之，「翻轉教室」模式的學習經驗也有可能對於

部分學生來說，會是另一種壓迫的學習經驗。

     此外，特別是在不同的國情脈絡下，「翻轉教室」模式在臺灣實際執行後，遭逢

的挑戰與衝擊也會有所不同，而這些差異又將衍生哪些新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未

來仍需要更多人共同集思廣益，以及投入更多研究探究。例如，倘若「翻轉教室」

模式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具有潛在正向的影響，教育當局未來究竟是否需要以制

度化的方式讓「翻轉教室」模式在各級學校推動，亦是一道難題。制度化的模式固

然可以促使更多學校教師更快速投入這項創新的教學模式，教師也能在實行時獲得

較多行政支援，然而，一旦「翻轉教室」模式的執行成為一項制度時，教師進行此

一模式教學不再是出自於自主，而是被要求的工作，最終須檢核其達成率，恐又違

背了教師原本透過實施「翻轉教室」歷程中可達成賦權增能的目的。因此，如何讓

教育現場教師在實施「翻轉教室」模式時，能同時感受到行政制度的支持並保有其

主體性，將會是未來進行相關政策規劃時須謹慎思考的面向。

     研究者認為，未來「翻轉教室」模式在臺灣推動與發展可思考先由以下三個方面

著手。首先是提供教師充足的科技技術資源與支援。由於科技應用能力乃是教師進

行「翻轉教室」模式教學時必定會遇到的第一項挑戰，教育當局可規劃與設置線上

課程資源網站平臺，將「翻轉教室」模式實施之相關資源進行整合，便於有意願投

入「翻轉教室」模式教學的教師自行上網查詢學習，同時能提供充足的技術人員聯

絡諮詢窗口，針對教師無法透過線上資源獲得解答的問題給予協助。當教師在尚未

跨出第一步時即能感受到充足後援的情況下，科技應用才不至於成為阻礙其投入嘗

試的最大阻力。

     其次，則是因應目前世界教育發展潮流，教育當局應規劃提供數位時代課程設計

的研習，特別是針對「翻轉教室」模式實施過程中，要如何將現有課程轉化為數位

形式課程內容的原理原則進行系統性的說明，具體給予教師進行此類課程錄製時的

步驟規劃參考。也可透過開設「翻轉教室」模式課程資源平臺的方式，將不同教師

所製作的「翻轉教室」課程影片上傳至平臺，平臺上也可放置正在進行「翻轉教

室」模式的教師之課程製作的經驗分享。更多的案例分享，將可有助於提供給有興

趣嘗試「翻轉教室」模式的教師在錄製自己的教學影片時作為參考。除了平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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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育當局也可思考如何進行相關軟體的開發，提供教師實際實施「翻轉教室」

模式時更便於進行應用的軟體。

     此外，數位時代教育的改革，不只有教師需要持續進修相關知能，校長也需要持

續增能，特別是在數位時代中，校長更需要具備科技領導的能力。隨著時代的變

遷，科技工具的應用逐漸在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校長的傳統教育領導角色勢必

須要改變成為科技領導者。校長需要了解新興科技發展狀況，以及教育領導相關的

最新議題，提供教師成員必要的支援之餘，也需以評鑑的方式引導教師發展科技專

業。校長必須是能夠激勵成員學習資訊科技的激勵者，自己也是具備資訊使用能力

的示範者，更是分享自己學習資訊經驗的分享者（吳清山、林天祐，2006）。儘管

科技領導在國內並非新的議題，在近年來數位學習與科技應用對教育正產生極大衝

擊之際，校長的科技領導能力更有強化之迫切性。

     然而，我們也須謹記，在「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過程中，其中的科技運用僅是

輔助教師進行教學的工具，教師才是主體。從現有一些教師成功運用「翻轉教室」

模式的例子中，我們所看到的是這群教師們同樣都對教學具有熱情，能在自己的教

學設計中呼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因此，教師在進行相關科技技術的應用時，並不在

於追求科技技術應用的難度，而須回歸到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為何，如此才是真正

成功的「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模式的出現與應用，凸顯出數位時代另一種教育模式的可能性，但

不必然就是未來教育模式的唯一可行模式。換言之，教師並不是只能透過「翻轉教

室」的模式才能有效地進行創新教學，事實上，只要教師願意改變，投入心力發展

與創新自我教學實踐，在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時，能更從學生的觀點出發，不論教

師最終採取任何形式的改變，皆可成為翻轉教育的開始，這同樣也呼應了「翻轉教

室」模式的最初精神。「翻轉教室」模式的出現提醒了我們，我們不應將之窄化為

教師願不願意進行「翻轉教室」的問題。值此數位時代翻轉教育之際，教育的改變

不僅只是教師的責任，翻轉教育應該是一場所有人都要參與加入的行動，此外，還

需要多方投入資源，並進行資源的整合，而政府相關當局的制度支持、校長領導、

以及家長配合等，都會是影響達成有效的翻轉教育的重要關鍵。「翻轉教室」模式

的出現可以是數位時代科技應用於教育可如何為教育帶來更多新的可能性的起點，

但絕不會也不應該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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