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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  前言：你翻轉是為了？前言：你翻轉是為了？

  「翻轉教學」在今天看起來，已經成為一種教育潮流，呈現著創新與改變的勇氣、

精神與力量。然而在這樣一股洪流之中，卻也讓老師們陷入著想與想不到的膠著。

想！是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教學。想不到！是因為當我們慷慨激昂地準備走向改變

教室時，如何把「翻轉」從「名詞」轉化為「動詞」？立馬成為眼下一堆的問號。

　　在2013年9月，為了顏老師501班數學差異嚴重的問題，在網路上不斷地搜尋可

以嘗試的方法。尤其時任資訊組，如果能在資訊融入的議題中，找到解決班級導師

所苦惱的「學生差異化」的問題，不僅可以突破資訊融入教學是種「花瓶」的角

色，更可以讓21世紀的老師真正的享受到「科技來自於人性科技來自於人性」的理想。從美國的

「可汗學院」的搜尋，加上「中文化」的需求，正好365天吧！就在去年的這個日子

（9月19日），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均一教育平臺均一教育平臺」的畫面，第一次看到了「翻轉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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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這樣的名詞。我們這樣的說明，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件事情：翻轉教翻轉教

學除了技巧、模式的了解外，更需要一個起點、支撐點！絕非是「為了翻轉」而學除了技巧、模式的了解外，更需要一個起點、支撐點！絕非是「為了翻轉」而

翻，而是為了「改變的需求」而翻翻，而是為了「改變的需求」而翻。這樣的釐清主要希望有意者能了解：

一、避免變成「一次的教學觀摩」一、避免變成「一次的教學觀摩」：刻意的進行翻轉教學，尤其是新手老師，依照

我們的經驗，有可能會陷入另類的「教學觀摩」行為。因為，「翻轉教學」的歷程

是需要「開放教室」，透過同儕協助觀課來進行調整的，長時間下來絕對不是一需要「開放教室」，透過同儕協助觀課來進行調整的，長時間下來絕對不是一

場「表演」就能達到，而是需要融入在教學、教室與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場「表演」就能達到，而是需要融入在教學、教室與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尤其，

第一次進行翻轉課堂時，許多的老師會有「恐慌與懷疑」─因為長期習慣一堂課講滿

滿，突然沒上課、沒講話，就會對自己的嘗試充滿問號，很有可能在第二堂課恢復

舊態，因此需要至少一週的適應期。而期間最好的調整方式就是有「夥伴夥伴」協助觀

課調整與打氣！而回過頭來，學生也會需要適應學生也會需要適應。當學生還在傳統課堂上「等待標

準答案」的文化中，絕非一堂翻轉就能「個個奮勇舉手、天天回家自學個個奮勇舉手、天天回家自學」，是必須

透過至少一個月一個月的教與學的默契重新培養。更別說關鍵的「影片自學」，要有家

長、設備、時間的配合。換言之改變教室現場狀況，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才是支

持與永續「翻轉教學」的成長力量，而絕非由上而下的政策行為。

二、翻轉本就是為了弱勢二、翻轉本就是為了弱勢：「翻轉教學」的源自於在2007年兩位美國高中化學老師

─Jon Bergmann 與Aaron Sams，為了解決同學缺課的情形，開始使用數位方式預錄影

片上傳到YouTube網站，讓學生自行上網瀏覽學習。慢慢地，兩位老師發現這種教學

模式有所成效後，便創新成為「以學生先在家看影片講解，再設計課堂互動時間來

完成作業」，此模式也被定名為「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由此可

知，「翻轉教學」一開始並非是一種針對高成就學生的教學方法。「翻轉教學」一開始並非是一種針對高成就學生的教學方法。基本上是一種

具有普及性、補救與協助學習弱勢家庭的好方法！相對而言，更能解決現在教室中

最大的問題─學習差異化。回想一下當學生缺課時，是不是班上馬上就產生了一批

「弱勢」，而當你的班級中有一群聽過、了解的學生，還有一群沒聽過、不了解的

學生，你會怎麼辦？而這樣的方法能夠解決這樣差異化的問題，並且經過實證（成

績），乃至於到臺灣，先驅者的嘗試都有相同的經驗與成果。因此「翻轉教學」絕

非是一堂「教學觀摩」，而是切切實實為了「改變的需求」。

　 　 如果想了解去年究竟什麼是我們的「改變的需求」，你應該會想聽聽有加法不

會、有聽不懂數學就翻桌、撕考卷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你應該更想知道的是─如

何讓他們後來都對「數學」有很高的興趣與鬥志，而這一切就從「分析與溝通」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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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分析與溝通開始吧！貳、從分析與溝通開始吧！

       國小的孩子並沒有經過考試分流，這也是「差異化」極大的原因，也是翻轉教學

的挑戰目標。因此，每個孩子的程度、背景都必須經過一定的分析與評估，才能針

對學習上的需求進行較精準的「對症下藥」。而所謂的「對症」，就是專指「缺而所謂的「對症」，就是專指「缺

動機」（自信、基礎、身心病症等等）還是「缺資源」（家庭支持、軟硬體、經動機」（自信、基礎、身心病症等等）還是「缺資源」（家庭支持、軟硬體、經

濟）兩大方向濟）兩大方向。給對了，翻轉的重要目的─學生自主學習，才有成功的機會。相對

而言，一個舊的班級與新接的班級，老師對於學生的了解自然會不一樣，因此我們

提供兩種不同的方向思維：

一、舊的班級一、舊的班級：就如同去年的501班，基本上顏老師已經對於學生、家長支持度有

所了解，這樣的狀態下具備基礎優勢，進行「分組」或「因才施教」上時比較好掌

握。但相對而言也已經在班上有一定的教學習慣，因此必須與學生、家長重新調整

適應，因此重點在於「時機」與「對話」。

（一）老師可以在準備數位融入時，先依照學習資源給與不同需求的孩子進行準依照學習資源給與不同需求的孩子進行準

備備，例如數位學習受限於載具數量、無線環境，因此可以先著力在哪些弱勢孩子身

上，先進行補救。又或者有些家庭支持度很高的孩子，可以讓其自行攜帶載具，或

捐贈家中舊設備來學校使用，都可以有預先的規劃與鼓勵措施。

（二）透過「差異化分組」進行如「學思達」、「學習共同體」、「合作學習」的

思維訓練，並且在國語課時進行上臺的「說話」訓練在國語課時進行上臺的「說話」訓練。這些步驟都將對於未來翻

轉課堂討論有很大的幫助。

（三）「時機」的掌握是為了重新調整教學方式，降低適應磨合期的阻力，逐步往

翻轉方向前進。因此建議是在「期中考」、「寒暑假」後進行調整因此建議是在「期中考」、「寒暑假」後進行調整，讓學生與家

長認為─「這是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轉變這是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轉變」所採取的教學改變。或許在一些期待改

變腳步加快的夥伴來說，會覺得奇怪。但在教育政策推動如同將學生當成「白老

鼠」的質疑聲浪中，細膩的選擇切入時間點，將有助於阻力的降低細膩的選擇切入時間點，將有助於阻力的降低。

（四）「對話」的方式可以在寒暑假後召開家長日時，進行教學改變的說明。又或

者期中考後給與「家長說明書」來進行。但這裡我們很強調一件事情─「切莫與家切莫與家

長爭論教育理念長爭論教育理念」。因為教育理念往往受到本身受教過程的影響，有時會呈現出過

度主觀的想法，這樣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尤其對於「翻轉教學」還很新的思維之

下，一些家長可能還無法接受「在家自主學習、在學校寫作業」的歷程，甚至對一些家長可能還無法接受「在家自主學習、在學校寫作業」的歷程，甚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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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數位學習」的使用都有很大的質疑於「數位學習」的使用都有很大的質疑。一種教學改變的簡單說明就好，在歷程

中讓「孩子去催化家長」，當孩子回家不斷地傳遞歡喜的訊息，其實這樣的「親子

對話」會比老師說不停還好。

二、新接班級二、新接班級：新接班級，就如同施老師今年的508班，老師與學生尚未接觸，因

此往往只能從舊班導師紀錄、成績進行了解。但這兩種資料個人建議還是先以數字先以數字

先進行分析，導師記錄輔佐先進行分析，導師記錄輔佐。因為成績數字較易看到學生差異狀況，也較為客觀。

導師紀錄有時因每個老師的特質、包容，會有所主觀。而且有的孩子反應很快，容

易被誤解成上課吵鬧，但往往卻是很有想法與表達能力的學生。所以在開學前，針

對學生狀態可先從以國、數成績來作排序，進行開學預先的國、數成績來作排序，進行開學預先的「差異化分組差異化分組」，這

樣的經驗還滿準確的。而在「時機」與「對話」上，由於是新學期新班級，因此較

可以大膽的進行溝通嘗試：

（一）建議開學前與家長先進行一次「電話訪問電話訪問」，簡單的自我介紹與問候。不僅

可以提升老師在家長心中的形象、了解學生基本在家狀況，也能順帶說明教學理

念，降低未來的衝突。如果不方便或無法聯繫，善用「手機簡訊」傳遞訊息、網址

等訊息。讓家長透過智慧手機來到班級網站進行了解，也能讓家長感受「科技與教

學」的緊密關係。

（二）透過「班級網頁」的先期建置）透過「班級網頁」的先期建置，在開學前就可以對於「翻轉教學」與「均一

教育平臺」做先期的介紹。甚至利用Google的表單功能進行問卷調查，不僅讓訊息不僅讓訊息

更加快速的傳遞，也可以蒐集到家長對數位融入教學態度、支持度，用以進行分更加快速的傳遞，也可以蒐集到家長對數位融入教學態度、支持度，用以進行分

析與了解析與了解，這些都對於開學的MOOCs融入進行翻轉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三）善用通訊軟體善用通訊軟體，例如「Facebook」、「Line」等。一方面可以免去打手機不

知道雙方方不方便接聽的尷尬，也變成另類的「留言版」避免訊息忘記。二方面也

能透過不同的溝通管道，讓家長能夠充分的表達想法之下，一起談談教學理念。最

重要的，透過各種方式進行溝通，老師與家長的「夥伴關係數位化」也有助於「數「夥伴關係數位化」也有助於「數

位化學習」的推廣位化學習」的推廣。

　　以上這些準備動作，除了了解學生狀態、進行策略擬定、為翻轉教學進行理念

溝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告訴學生與家長一件事─「老師就是要翻轉教學了！」相

對而言，往往老師教學專業的堅持，也就會決定學生與家長的配合度。越明確、越

有規劃，老師的專業將使得學生與家長會更加信任與接受。而這些在利用數位設

備、平臺時，就會呈現出很好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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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善用數位放大動機參、善用數位放大動機

        在這裡有3個前提要先弄清楚，避免產生在操作上的衝突：

（一）翻轉教學在定義上有很開闊的意義，就是「創新與改變的教學創新與改變的教學」，也有比較

狹隘的定義，就是「在家自學、在校習寫在家自學、在校習寫」。而我們的模式是屬於狹隘的定義範

圍，即回家透過數位方式觀看影片，然後到學校進行討論或寫作。因此會有數位設

備的使用，與採用課前閱讀文章的「學思達翻轉」、或利用桌遊方式活化教學等等

並不太一樣。但都是為了突破傳統教學、打破填鴨的「教學改變」。如同一句話：

「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好老師」。作法上不同，但絕對沒有誰優誰對的問題。更棒

的是，還能互相融合搭配使用，甚至產生「混成教學混成教學」（Blended Learning）的發

展。

（二）「數位放大動機」有很好的效果，但我們仍然必須強調另一件事情─「數位數位

並沒有好的持續性並沒有好的持續性」。很簡單，思考一下年輕人換手機的速度就可以類推。因此，

透過平板電腦、透過「均一教育平臺」，學生在一個月之內有很好的動機效果，但

往往一個月之後就會因為失去新鮮感，而逐漸遠離。因此關鍵還是在「如何訓練自如何訓練自

主學習主學習」，切莫過度依賴數位放大動機的效果。

（三）數位學習很容易引起家長的質疑，主要就是對「視力」與「遊戲」擔憂主要就是對「視力」與「遊戲」擔憂。

因此強調「善用」、「時間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操作上務必掌握「思考、

改善與創新」三個層次－讓學生透過數位學習能夠增加思考的廣度、進而改善學讓學生透過數位學習能夠增加思考的廣度、進而改善學

習現況、最後創新出好的成果習現況、最後創新出好的成果。掌握到這三個層次，家長自然就能看到孩子的變

化，而非「不知道老師這樣作幹什麼？不知道老師這樣作幹什麼？」

        釐清這三個觀念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正式進入MOOCs融入數學科的導入。

        當然MOOCs的平臺選擇有不少，而我們選擇的是「均一教育平臺」。最主要的

原因有三：

（一）高水準的教學影片與完整的「知識地圖」搭配使用，讓老師免去「製作影讓老師免去「製作影

片」的困難與耗時片」的困難與耗時。可以將時間轉化為在「翻轉教學」上的應用與備課，也降低了

「翻轉教學」推廣上的困難。

（二）畢竟面對的是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單純以精神鼓勵的方式來引發自學，因

此平臺上的「獎勵點數與徽章制度」提高了國小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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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孩子彼此之間的話題。倘若又能與學校的獎勵制度搭配，效果更加驚人。

（三）各種數據的呈現，讓老師能輕鬆簡單地掌握學生自主學習、技能發展與精各種數據的呈現，讓老師能輕鬆簡單地掌握學生自主學習、技能發展與精

熟程度的掌握熟程度的掌握。相對而言也讓老師減少考試負擔，但又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而在數位平臺的導入上，依照我們一年以來的經驗，分為軟體與硬體兩部分來

看：

一、軟體部分一、軟體部分

（一）帳號開通是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學生帳號的設定」與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學生帳號的設定」與

「後臺管理便利性」「後臺管理便利性」。因此具備「校務行政」系統的縣市老師，不妨可以善加利用

進行全班設定。另外，「均一教育平臺」也與部分縣市已經有「Open Id」的串連，

可以更方便的結合使用。而如果縣市還沒有校務行政系統可以提供學生電子郵件，

也可以利用縣市等級的Google網域服務來取得大批的Gmail帳號。或者也可以透過學

校本身申請個別學校的Google網域服務，來取得Gmail帳號。而Google服務的特色就

是可以降低網管的需求，便利後臺管理。但如果連學校也無法提供，那不妨可以利

用個人Gmail帳號的分身祕技分身祕技─利用帳號後方「+」號碼或字母中間插入「.」來共用

一個電子郵件進行建置「均一教育平臺」帳號，也是很特別的技巧。

（二）帳號開通後下一個關鍵，就是訓練學生登出、登入。千萬別小看這樣的動

作，孩子多半很喜歡設定「第二天就會忘記」的帳號或密碼！孩子多半很喜歡設定「第二天就會忘記」的帳號或密碼！你能想像，當去年

我們大規模地帶著五年級兩百多位同學使用時，只要每一個孩子問一次帳密，我想

沒有老師能夠受得了。所以我們設計了「帳密卡」機制「帳密卡」機制。再進行訓練前，讓學生提

早拿到並且開始背誦帳密，再進到電腦教室進行登入的訓練。這樣的經驗非常成功

地讓每一個班只花不到15分鐘就能全部登入，把握時間進行使用教學說明。

（三）平臺的訓練不需要每一種功能都介紹，主要的原因是孩子會非常的期待，根

本等不下去。而且「均一教育平臺」非常簡單，放手讓孩子去嘗試就可以自己學

會。因此我們建議只要教三個主題就好：

1、更改個人資料為「座號更改個人資料為「座號+姓名」姓名」，方便老師觀察學生資料。

2、加老師為「教練」加老師為「教練」，老師才能有學生觀察。

3、學習使用「知識地圖」、「教科書對照表」與搜尋學習使用「知識地圖」、「教科書對照表」與搜尋，才知道如何使用。接下

來，請你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學生是不會想下課的！而他們會告訴你「我們要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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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讓你會心虛到沒有理由關機！

（四） 別忘了老師本身也是需要趕快學習的！因此，「教練功能」務必在推動前先

行了解，有四個功能是務必熟練的項目：

1、「進度報告」到「題目歷程」、「進度報告」到「題目歷程」，可以了解孩子的迷思。除了點選個別孩子來了

解外，可以利用「篩選」功能針對主題、時間來看想看的進度技能，避免太多的技

能導致觀察不易。

2、「每日記錄」「每日記錄」可以了解每天孩子白天與下課後自主學習的狀況、內容，可以給

與適時的掌握與鼓勵。

3、「進度總覽」「進度總覽」可以針對每一種技能了解孩子「能力分布」狀態，也能點選個別

孩子來進行了解。

4、「技能進展」「技能進展」是了解每一個孩子的成長狀態，理論上應該呈現逐步上揚的狀

態。如果有停滯的平行線，就可以關心一下孩子最近是不是有遇到困難，或者為了

點數累積，不斷重複在簡單的單元解題拿點數。

二、硬體部分二、硬體部分

（一）理想的狀況是「人人都有平板、到處都有無線」，但這部分即使在新設校的

龍埔國小，也很難達到。因此如果一直在硬體數量上去做前提，那一定無法走出因此如果一直在硬體數量上去做前提，那一定無法走出

第一步第一步。而非常棒的是「均一教育平臺」低負載的網路效能，不需要太好的載具就

能使用。因此對於「閒置電腦」有很好的「再生活化契機」因此對於「閒置電腦」有很好的「再生活化契機」。所以在載具的部分

我們的經驗與建議不妨先從學校老電腦、老筆電或低階平板開始入手。等到逐漸看等到逐漸看

到成果時，就可以開始向上級單位或向民間進行設備補助的申請方案到成果時，就可以開始向上級單位或向民間進行設備補助的申請方案。

（二）有關於配置比率上來說，自然是一比一最好。但如果數量上真的有限制，建，建

議到議到1：：3的配置為佳。一方面對於分組使用時還可以勉強進行合作，一方面常態的配置為佳。一方面對於分組使用時還可以勉強進行合作，一方面常態

分布上分布上，一個班弱勢的孩子也大約在一個班弱勢的孩子也大約在1/3需要補救教學需要補救教學。當然也可以把使用電腦玩使用電腦玩

「均一教育平臺」當成一種獎勵制度「均一教育平臺」當成一種獎勵制度，表現好的可以下課使用。不僅可以有好的

班級經營，也是很好的正向管教，甚至還提升數學能力。

（三）當逐漸的使用習慣之後，其實孩子就會告訴家長美好的經驗。如果時機成

熟，不妨可以嘗試讓孩子自己帶設備來使用，也就是「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經驗上不建議不建議一下子就要求孩子帶設備使用，事實上也不會有家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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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甚至會引起家長的恐慌與質疑─這到底能幹嗎？會不會玩遊戲？最好的經驗建議

是當孩子有改變了、有效果了、有需求了，由孩子去告訴家長當孩子有改變了、有效果了、有需求了，由孩子去告訴家長「我需要一臺設我需要一臺設

備備」，這時候自然水到渠成，輕鬆達到。筆者個人因為長期經營，又獲家長認同，

因此現在的508是等著老師宣布可以帶，而不是我拜託孩子帶。但我仍然在訓練孩子

常規與「培養飢餓」中，無非是希望孩子們能善用、珍惜這樣的機會。

　　當孩子開始喜歡使用「均一教育平臺」時，數學對於孩子意義已經不是很抽象

的思考，而是可以操作的科目，非常的有效果而是可以操作的科目，非常的有效果。而不斷地在平臺上使用，對於程

度好的孩子可以「精熟」，對於程度弱的孩子就能「補救」。但接下來一個月之

後，就會出現「衰減」！最主要的是如果放任著孩子自己運用，初期因為新鮮感會

打開強力的動機效應，但慢慢地就會隨著時間而消逝。「只剩「只剩1/3的比例」是我們的比例」是我們

與其他嘗試老師的心得與其他嘗試老師的心得，而且很有趣的國小會是「程度優」的繼續使用，國中會是

「程度弱」的繼續使用。此時MOOCs融入階段必須開始轉變，也就是開始回到老師

與孩子的互動，也就是準備翻轉你的課堂翻轉你的課堂！

肆、親師生都要一起來的國小自學培養肆、親師生都要一起來的國小自學培養

　　翻轉教學對學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學生自主學習學生自主學習」！當學生能在家裡自主

學習的時候，不僅代表了自我控制的成熟、學習型態的生活化，更重要的是產生自我控制的成熟、學習型態的生活化，更重要的是產生

一輩子受用的「自我成長的能力」一輩子受用的「自我成長的能力」。未來任何的需求都會在自主學習的內在動力中

主動完成解決，並不斷的自我成長，而不是「等答案」、「受控制」的「被動學

習」。相對而言，由於學習是自我控制，就能有自我的思考與創造的空間，將促由於學習是自我控制，就能有自我的思考與創造的空間，將促

動學生巧思與創意的發展動學生巧思與創意的發展。但回到一個前提，國小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嗎？國小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嗎？這個問

題來自於兩個，一個是家長在國小期間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教養角色，一個是孩一個是家長在國小期間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教養角色，一個是孩

子多半還處於「具體運思期」子多半還處於「具體運思期」。如果家長慣於安排孩子所有的課後生活，那安親、

課輔、才藝班的時間，將使得自主學習機會大幅降低。另外，孩子很難抽象理解所

謂的「自主學習」，因此必須透過一些手段輔助讓孩子進行習慣上的改變，包含前

面所提的「數位放大動機」。因此，針對這兩個前提，我們強調自主學習的訓練絕我們強調自主學習的訓練絕

非上課說一說、提倡一下就能達到，而是必須有方法、策略與長時間的培養！非上課說一說、提倡一下就能達到，而是必須有方法、策略與長時間的培養！否

則就會如同一些老師跟我們感嘆：「我就發講義先看，但只有五、六個看，其他的

都不理我！」，為了避免這樣的窘境，我們的策略建議如下：

一、自學目標與時間適當的設定一、自學目標與時間適當的設定：請以一個科目一個科目為主，例如數學科，切莫太過貪

心。相對而言，我們的經驗就是一科成功就會影響到其他的科目連帶效應。不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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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太大壓力，改變從一點點開始改變從一點點開始就可以了！另外至少設定在一個月的長度訓練，

甚至一學期都沒關係！別忘記我們的對像是「國小學生」，沒有經過分流，成熟度

不一，有的很快開始，有的很慢。但自主學習一定是外在訓練而內化的，無法一蹴

可及。甚至只要種下自主學習的苗在心中，未來在國、高中、大學再來發芽，都甚至只要種下自主學習的苗在心中，未來在國、高中、大學再來發芽，都

沒關係！但一定要做！沒關係！但一定要做！

二二、「「結合課程」才是王道結合課程」才是王道：「均一」再好，一個月後也只剩1/3的學生保持使

用。我們曾經嘗試「放大增強物」，會有改善，但是仍然無法保持回家觀看影片自

學。後來決定在課堂上使用影片、並且進行規劃安排後，學生終於了解到老師教學

改變的「企圖心」，逐漸成為教室學習文化。而這樣的經驗在今年的508班中，從開

學前一週就開始在班級網站、Line、電子郵件通訊中就開始強力宣導與課程結合強力宣導與課程結合，

並且「開學即行自主學習開學即行自主學習」，每天依照數學課程進度安排影片自學。因此兩週後幾

乎全班都在家裡先看影片，第二天在學校進行作業習寫、討論或競賽活動。

三、利用班級管理與榮譽點數進行正向管理三、利用班級管理與榮譽點數進行正向管理：每一個班級都有自己的班規與獎懲

制度，這些無非就是要訓練出老師認為的「合宜行為」。因此我們就把「自主學因此我們就把「自主學

習」視為一種我們要訓練的行為習」視為一種我們要訓練的行為。只要每天回家看影片有記錄，第二天就能直接加

點數。而獲取「均一」的各種勳章，就能依照不同的層級來換取學校的榮譽點

數。記得，千萬別罵孩子為什麼回家不自學！因為他們沒有受過訓練，而你就是記得，千萬別罵孩子為什麼回家不自學！因為他們沒有受過訓練，而你就是

他們第一次的教練。正向管理（加分不扣分）與利用「比馬龍」效應（不斷的讚他們第一次的教練。正向管理（加分不扣分）與利用「比馬龍」效應（不斷的讚

美），將會讓孩子體驗到原來自學有這麼美好的經驗美），將會讓孩子體驗到原來自學有這麼美好的經驗！

四、作業的減少與增加是最好的訓練四、作業的減少與增加是最好的訓練：孩子不怕犯錯不能下課，就怕「作業作業

多多」！尤其最怕寫「日記」。因此班級管理的點數只要累積到10點，我們規定就可

免去一天的「日記日記」。所以自學可以加3點，上課踴躍發表加2點，作業寫得漂亮也

加2點，回家做家事也加2點，很快地就有機會「免去繇役」─寫日記給老師看。當然

不會跟孩子說「這樣老師也輕鬆」，我反而很愛跟學生說我愛看大家的日記。但要

跟孩子強調：「既然你能回家自主學習數學，老師當然就能相信你會利用時間，既然你能回家自主學習數學，老師當然就能相信你會利用時間，

那又何必出一堆作業？那又何必出一堆作業？」讓孩子覺得自己是受到「信任」而被「珍惜」，要讓老受到「信任」而被「珍惜」，要讓老

師信任，就要自己把握時間看影片學習師信任，就要自己把握時間看影片學習。相對而言，由於數學作業多半在學校完由於數學作業多半在學校完

成，也不用回家寫作成，也不用回家寫作。作業好收好改，學生減少作業也快樂無比。但是到了休假

日，我反而會出數學作業回家，因為長期觀察只要一到假日、連續假期，學生就會

突然「失憶」，忘記看影片。既然是一種「人體慣性」，我也就調整策略回家給數

學作業。我還是強調，這是一群「國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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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均一教育平臺」的數據觀察自學五、善用「均一教育平臺」的數據觀察自學：自學能加分，就要能知道孩子有沒

有上網看影片。這時「均一教育平臺」的「每日記錄」就非常好用。但是要注意有

可能學生有看但沒有記錄，這多半是因為學生忘記登入，但有時是因為系統有點小

問題。通常學生跟我們反應時，原則上我們會採取信任孩子。但是太多次了，我們

就會讓孩子在學校使用給我們看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六、自學彌補措施務必安排六、自學彌補措施務必安排：一定會有孩子真的沒時間看、沒辦法看，甚至家長反

對不准看，此刻就要在「教室安排適當環境」給與彌補。不管是閒置電腦或低階平

板，都能夠在此時此刻派上用場。

七、抽問內容或筆記訓練七、抽問內容或筆記訓練：在課堂上利用搶答來詢問影片內的問題或關鍵概念給予

加分，是一個很好的督促方式。另外，去年501班也有孩子開始發展出筆記的撰寫，

也是難能可貴。不過筆記的內容形式是沒有要求的，畢竟「筆記是給自己看的」孩

子既然自主學習，也就尊重她們的發展。

八、與家長隨時連繫溝通八、與家長隨時連繫溝通：透過之前有提到的各種溝通方式，隨時與家長保持連

繫。尤其一些家長可能遇到「均一」的使用問題，如果能即時給予協助，將大大增

加對老師專業的肯定。當然偶爾會有點累，但平台的使用會隨著時間慢慢地累積經

驗，問題會越來越少。

　　在參加美國翻轉論壇時，美國老師其實與臺灣老師都一樣，認為「翻轉教學」

最關鍵步驟，就是在「如何確保孩子回家看影片如何確保孩子回家看影片」。有的會利用WSQ學習單學習單讓孩

子看影片寫問題，有的會利用抽問蓋章方式鼓勵學生。而我們則是利用班級經營的

方式強化自主學習的好處，訓練孩子的發展。自然點數的管理就變得很重要，能隨

時加分、即時觀察，甚至還能通知家長，因此我們使用了「ClassDojo」這套免費系

統。這個系統設計可愛有趣，不僅有網站、APP，可以在平板、手機上使用，方便

老師隨時加減點數，也讓學生馬上知道自己的狀況，也能隨時發訊息通知家長孩子

今天的表現狀況。因此508班在親、師、生緊密的結合下，速度很快地培養出自主學

習的習慣。相對於在美國翻轉論壇的一堂主題為「No Access, No Homework, No

Problem !」的討論，如何確保「影片自學」的成效，有賴於親－師－生學習關係的

建立。首先在簡化、縮短彼此通訊的距離，因此親師生關係「數位化」絕對是未來

關鍵!

伍、放手來一次翻轉課堂伍、放手來一次翻轉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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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在家完成，作業學校討論」「學習在家完成，作業學校討論」是詮釋翻轉教學最經典的一句話。當孩子透

過「均一教育平臺」在家先行預習後，在學校就可以嘗試習題的練習。此時老師就

可以巡視每個孩子的狀況，並親切的詢問有無問題給予指導。「陪伴」遠比高高霸。「陪伴」遠比高高霸

占在講臺上來的更好，而且也能解決「孩子回家寫作業沒有人問」的困難！占在講臺上來的更好，而且也能解決「孩子回家寫作業沒有人問」的困難！但

是，往往多數嘗試的老師都會有一種感覺─「我好像沒有上到課？！我好像沒有上到課？！」。事實上連

我們自己嘗試，也會有相同的「恐懼」。就「放手吧！放手吧！」，讓孩子自己來自主學

習，一堂課又如何？還有22週將近一百多堂數學課呢！何不讓孩子試試自己來。而

除了練習寫作之外，也可以將題目的難度提高，進行小組的討論、分享、上臺發

表。當然如果您有「學習共同體」、「合作學習」的基礎，將會讓您更得心應手操

作討論。事實上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透過學生彼此的交流來協助弱勢學生，對於對於

品德教育有潛在的成效品德教育有潛在的成效。另一方面可以透過發表讓孩子產生「說數學」的效用，達達

到「學習金字塔」的頂端到「學習金字塔」的頂端。當然，要更有趣一點，加入競賽、加分、桌面遊戲等

等，相信孩子不只不怕數學，將更會喜歡上數學。我們大概歸納一下五種可以在數

學科翻轉課堂上進行的活動：

一、單純的作業習寫與討論一、單純的作業習寫與討論：這是最基本的「翻轉課堂」，但是絕非你想像的那麼

簡單（甩手是最高境界）。老師必須四處巡視了解狀況，而有時個別指導弱勢學生

時會讓你更加忙碌，而提早完成的學生可能沒事做在搗蛋。因此，我們會讓提早完

成的孩子拿出平板來持續練習或觀看影片。另外會透過分組來讓孩子彼此互相指

導，減輕老師個別指導的時間壓力。建議的步驟如下：

（一）在上課前先安排「均一教育平臺」影片或技能進行在家自學。一般來說可以

利用連絡簿、網站來要求，並且儘量要求學生技能上到達「精熟狀況」。

（二）在上課前可以到平臺上先了解學生「影片」、「技能」使用狀況，並依照掙

扎、精熟或開始的狀態，來思考第二天作業習寫的狀況，或者討論題目的內容。依

照「學生程度」來架設「鷹架」與流程，將可以接近學生學習需求，避免因為傳統

進度概念而一直忽略學生需要。

（三）上課時可以先進行概念說明五分鐘，或者「抽問」、「搶答」影片中的重要

「概念」，可以了解學生觀看影片狀況，也能補強觀看不足的情形。

（四）接下來可以開始利用「習作」、「題目卷」等等進行題目習寫。也可以透過

PPT開始佈題討論。如果是習寫題目，就可以四處巡視並且觀察學生寫作狀況，尤其

對於弱勢孩子可以加強觀察！隨時指導與培伴！如果是進型題目討論，大約在3~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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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每一次放手討論約5分鐘，並且善用「小白板」讓各組記錄解題歷程。老師

可以到各組去跟孩子一起討論、激發思考，並且注意弱勢學生狀況。

（五）習寫題目完成，就可以抽問學生答案，這樣的獎勵可屬於個人型態。如果是

小組討論，就可以抽點各組上臺發表，這樣的獎勵可以屬於小組團隊，可以救援、

共享。當然，這些都會有弱勢、不專心學生的狀況，處理的技巧會在後面進行說

明。

（六）如果習題寫作與小組討論非常踴躍，有時老師會忙不過來。這時候或許您可

以思考、參考一下顏美雯老師的「數學輔導員數學輔導員」，讓家長來幫幫忙也很好！

二、二、透過閱讀理解進行「學思達」透過閱讀理解進行「學思達」：：「自學、思考、表達」是張輝誠老師的「學

思達模式」的三大核心，因此在學生回家自主觀看數學影片後，我們就可以來一題

數學故事進行現場閱讀，然後上臺發表解題。這樣的故事一方面我們通常會結合文

學、科學或歷史來發展故事脈絡，解數學也能學到其他知識，另一方面包含三到五

題的概念運用，因此可以當成一個單元的數學理解測驗。除了可以訓練孩子閱讀理

解，也能讓孩子綜合運用數學技能。當然一開始會讓孩子有相當的壓力，但是逐漸

習慣就能訓練出孩子進行思考與表達的能力。當然，如果擔心孩子挫折感太深，也

可以利用三~四題難度較高但文字較少的應用題，進行小組的討論、分享與表達，而

「小白板」就是小組最好討論與寫作的工具。然後老師就像主持人一樣，不斷地抽

籤、鼓勵孩子上臺發表說明，提升學習的樂趣。我們的經驗大概如下：

（一）國小學生往往對於上臺表達比較害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缺乏經驗」與

「如何說」。因此建議在國語課的時候，就可以多訓練孩子上臺說說看。我們在去

年501的經驗，顏美雯老師將近花了快兩個月的國語課國語課讓孩子說課文、問問題，並由

老師不斷引導產出，所以需要一點時間才看得到成果。

（二）當有機會可以嘗試時，設計閱讀講義或講綱就非常重要。先思考我們希望用

甚麼樣的題材與數學概念結合，例如今年508開學時數學單元正好是「數線」與「多

位數乘法」，正好可以交叉運用，例如數線上的刻度是可以變化，結合數字放大、

換算、計算總量等，就可以讓學生去思考活用概念的題目。而符合這樣的訴求，我

們就結合「秦始皇蓋長城」的故事來作運用。每一個城垛當成一個刻度，而燕、

趙、秦度量不一樣，就可以進行換算，然後再用每一天工人可以做多少長城來進行

除法。大約一題這樣的歷史故事將包含7個解題步驟、3個概念，讓學生閱讀與綜合

運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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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樣安排學生回家先觀看影片，自主學習，先了解「數線」與「多位數乘

除」的基本運算技巧。等於是把學思達的課前閱讀變成「影片閱讀」！

（四）上課時，可以先說明基礎概念，然後讓學生開始閱讀講義10分鐘。也可以不

說明，就讓學生思考看看！當然老師的寫作就是一種功夫，務必讓孩子感覺到非常

的生動、貼近現實，越有閱讀的誘導。

（五）接下來可以讓孩子開始進行討論解題，大約10分鐘。

（六）解題後就可進行上臺發表，利用個人或小組發表方式來給予鼓勵，大約進行

10~15分鐘，最後老師再進行故事與解題的補充。因為畢竟是歷史故事，也有相當的

背景、寓意存在，可以讓孩子在閱讀後有所啟示。

（七）一般來說這樣題目剛接觸時，學生會非常的辛苦，因此老師必須給予引導說

明，帶著孩子說說看。如果孩子對於閱讀理解還不熟，另外可利用難度較高的應用

題來進行，拆開來三~四題也是可行的。

三、利用「均一教育平臺」進行活動三、利用「均一教育平臺」進行活動：搶答活動是非常適合只有一臺電腦的教室

的模式！

（一）在課前老師先到「均一教育平臺」先看看哪些適合「快問快答」的題目，例

如二位數乘法。

（二）接下來上課前老師可以打開「均一教育平臺」的題目，然後說明規則。原則

上就是個人計算，馬上上臺按鍵盤。或者是透過舉手回答，由老師代為填答。

（三）接下來透過投影機播放題目，讓學生馬上計算馬上搶答。當然答對就可以加

分記點，答錯了也可以請他在黑板上解題，了解是不是有迷思還是計算錯誤。

　　另外也可以利用「均一教育平臺」進行影片觀賞與隨堂測驗，這個方式就很適

合有充足的平板與無線設備的環境！我們可以用一半課堂時間進行題目討論，然後

拿出平板電腦，直接指定學生測驗項目（技能）。由於不需要老師批改，馬上就能

了解，因此就能當下知道學生狀況，用來進行下一段教學或持續觀念澄清。

四、四、進行數學遊戲競賽進行數學遊戲競賽：這部分可以結合桌遊、撲克牌等等進行各式各樣的遊戲化

教學活動。最主要的就是提升數學趣味性，讓孩子在遊戲當中運用數學能力。我們

以撲克牌最常見的「心臟病」玩法為例，來練玩因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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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師先進行因數、倍數的概念說明，大約5分鐘。

（二）接下來由於會很激烈，務必提醒孩子遊戲上的安全與規定。尤其是不可以刻

意去打手犯規，並且制定罰則。

（三） 接下來可以由老師出題，例如「36」。開始後就可以請每一組孩子洗牌、思

考因數有哪些，然後開始分配牌卡，開始翻牌。

（四） 當撲克牌出現「1、2、3、4、6、Q」就要蓋牌，最後的就收牌。因此學生必

須全神貫注。

五、五、  結合生活環境的數學探查結合生活環境的數學探查：當孩子自學影片後，有時可以打破慣性，到學校

尋找數學題目來玩玩看。508曾在走廊上利用多位數乘除單元，進行學校走廊進行

「碳足跡」的運算，結合生活體驗。

（一）首先當然先了解學校哪些地點適合進行活動，並具備「數學」的潛在特質。

例如走廊就很適合進行，因為包含了幾何、計量、長度、面積等。

（二）我們與「綜合課」相結合，進行建築物碳足跡的計算為主軸。

（三）首先先讓各組進行每一噸水泥可能耗用的電與煤炭，再換算成二氧化碳量。

主要的就是讓學生進行「多位數乘法」的計算。

（四）接下來請各組到走廊去計算走廊面積。利用磚塊數與磚塊長度來進行「多位

數乘法」，並透過平方公分與平分公尺的換算，進行「多位數除法」的練習。

（五）當然裡面的數字建議能「化整為零」最佳，避免學生計算難度過高。因此再

換算面積與碳足跡時，我們會將數字概數化。

（六）這樣的活動很有可能會因為學生分組到處探查，導致很難控制學生的學習、導致很難控制學生的學習、

合作狀況合作狀況。因此我們的經驗就會在最後最後10分鐘回到教室，各組向老師報告計算方分鐘回到教室，各組向老師報告計算方

式與流程式與流程。當然老師絕對不能只讓一個學生發表，要一個一個地追問要一個一個地追問，這樣學生自

然會在報告前彼此互相討論、提醒。而如何進行好一堂有趣、有效率、讓孩子快樂

學習的翻轉課堂，「分組」與「經營」就是關鍵！「分組」與「經營」就是關鍵！在分組的部分，其實網路上有很

多老師很棒的方法，尤其是林健豐老師的「ABC分組」最令人驚艷，另外還有「大

聯盟分組法」等等，有興趣的老師可以參考。我們國小經驗提供給老師們參考：

1、差異性分組約三~四人一組，最好是三人最好是三人，四人還會有人「沒事做」，但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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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數與教室空間。不會讓孩子太民主選擇，因為「潛在的喜好」，會讓弱勢孩子

更弱勢，甚至有「小團體」的狀況。還要訓練理性與人際關係，所以培養孩子所有

的同學都是夥伴關係，不能有歧見。

2、學生上臺可以是單人，但一定會有「救援機制救援機制」，讓同組夥伴幫忙，也容易產生

同儕的友情。學生上臺也可以是雙人，通常是比較弱的孩子上臺主講，陪同的孩子

幫忙偷偷提示。讓程度弱的孩子可以有機會說、增加信心與訓練上臺。讓陪同的孩

子能產生關愛的感受，而不是只有自己很強就好。

3、小組討論前，絕對會強調「隨機抽籤」與「同組加分」的方式，因為讓孩子不知不知

道誰會抽上臺，必須幫著同組的夥伴也都能知道解題的過程道誰會抽上臺，必須幫著同組的夥伴也都能知道解題的過程，這樣會讓同組的孩

子彼此拉抬。

4、抽籤可以是「來暗的來暗的」，老師依照現場觀察，誰需要上臺、誰沒在認真來刻意安

排。多半孩子都會希望是準備好上臺，免得丟臉。因此，每個人都時時刻刻必須注

意聆聽與討論。

5、評分部分原則上是老師的專利評分部分原則上是老師的專利，不建議太快讓孩子評分。因為孩子還小，情緒

大於理智。就容易因為心情好壞、跟誰比較好，產生「結黨營私給分數」，反而造

成經營的困擾，而且在孩子心目中，老師才是公平的!!!

    而在「上課經營」的部分，利用「均一教育平臺」的數據，可以在前一晚可以了

解學生程度，進行題目準備，製作適合學生程度的講義。一堂課大約四題就夠，有

一點點難度使其具備「鷹架效果」。但千萬別難過頭，學生看不懂也不行。而操作

幾種翻轉課堂模式時，幾個基本經營原則建議如下：

（1）上課前幾分鐘老師還是要重點提示與歸納。但之後真的要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討

論與思考、表達。不要一直擔心自己沒講到課。事實上講太多學生吸收不好，自己

也累到沒成就感。

（2）利用具體的問題、具體的工具讓他們操作，慢慢地歸納轉化為思考。但這個過

程需要「正面的鼓勵」，例如鼓掌、加分、刻意的「you GET it!!!」（輝誠老師的名

言）讓孩子在操作過程中，降低挫折、負面情緒，產生挑戰的勇氣與破關的信心。

（3）慢慢地擺脫課本，因為課本只有一個答案，孩子都被荼毒到只會一個作法。透

過鼓勵，不斷地催生各種型態的解題過程，孩子的創造力就會慢慢被誘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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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永遠不忘「比馬龍效應」，尤其是對較弱的孩子。我們常常跟程度比較弱的孩

子說「你最近數學不錯喔!」、「有進步喔！」、「均一又拿到幾萬點了?!」孩子再

大也都還是很「小寶貝」，受到老師的鼓勵，他自己就會出現「月暈」。

陸、結語陸、結語

　　還記得去年剛開學時，顏老師班上的孩子數學程度並不理想，甚至有加法都不

行、上數學課會情緒失控等等狀況。在筆者與顏老師的嘗試實驗「MOOCs（均一教

育平臺）融入數學科」翻轉後，班級總平均在數學四次的期中測驗，都名列前茅，

而標準差幾乎都是在學年內最低狀態，真正的邁向「均等、一流」的契機。原本加

法都不會的孩子，現在可以算乘法，對於數學課厭惡的孩子，現在說最有興趣的就

是「數學」。當孩子數學遇上困難時，就懂得利用「均一教育平臺」來先嘗試學習

突破。而這些孩子的進步與改變，其實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就！還記得有個孩子在一

次的學習單上寫下一句話─「GO!我以後也要當一個好老師！我以後也要當一個好老師！」

　　但「翻轉教學」就是萬靈丹嗎？絕非如此！筆者經常以「老師就像投手」來做

比喻，沒有一種球路就能解決掉所有的打者。現在的教室中，學生教學問題有很多

種面向，不論是生理、心理、家庭等，乃至於同儕之間的關係，都有可能影響學生

的學習狀態。因此，「翻轉教學」其實在更新、更廣的定義上，是「翻轉」老師們

傳統、枯燥、填鴨的「教學」，透過多種、多元的教學元件重新搭配，重新建立教

室內「師」與「生」、「生」與「生」，乃至於「親師生」三者的互動與感動，最

終達到學生能由內在發展出「自主學習」、「思考活絡」與「表達想法」。去年筆

者外出演講，常用一句話來形容翻轉教學─「翻轉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就很不一翻轉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就很不一

樣！樣！」21世紀當你看到孩子為了數學而痛苦不堪時，何不利用數位的方式來幫孩子

一把，翻轉孩子的一生。

*施信源，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教師

電子信箱：ayuan3373@gmail.com

顏美雯，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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