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轉教室



聲明

❑ 本人與簡報內容提及之商業機構無任何財務利益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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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東西，是金科玉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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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然是”wrong” ，但……

缺實證

被誤解

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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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的是什麼？

對象是什麼人？

相隔多少時間？

所教的是什麼？

測驗方式為何？

先前了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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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指的是訓練，不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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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練

重思考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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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教學方法
都各具角色

應在適當的時機

採用適當的方法
11



多元化學習

以導師為中心 以學員為中心

⎯⎯⎯⎯⎯⎯⎯⎯⎯⎯⎯⎯⎯⎯⎯⎯⎯⎯⎯⎯⎯⎯⎯⎯⎯→
didactic- experiential-leading experiential-leading to

‘in your head’ deeper discussion/ action/change  

understanding in behavior

領悟與體驗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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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觀念 應用科技 主動學習



❑ Multimedia learning process：blended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 team-based learning

❑ Mind map

❑ Teaching with sense of humour– “Humour an effective 
medium of teaching ” 

❑ Z to A approach

❑ Mnemmonics words- words – words approach 

❑ Role playing and scenario analysis based teaching 

Innovative Method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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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

❑ Problem-based learning

❑ Task-based learning 

❑ Narrative medicine/storytelling

❑ Critical reflection  

❑ Blended learning/ /team-based 

learning

❑ Micro-learning

1960s 

1990s 

1990s 

1990s 

1990s 

2000s 

教育領域的進展甚慢，很容易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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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關係：學生⎯教師⎯多媒體

多媒體教師

學生



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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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

資訊網絡不發達的年代

教室 ✓

教室 ✓

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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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

家中 ✓

教室 ✓

家中 ✓

教室 ✓

家中 

資訊網絡普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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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

家中 ✓

教室 ✓

家中 ✓

教室 ✓

家中 

資訊網絡普及的年代

學習場所有更多選擇

能在家中便不到教室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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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師同在時多專注於Bloom氏分類中哪一層級的學習？
What level of Bloom’s Taxonomy is being addressed while you’re with the facilitator?

知道

了解

應用

分析

整合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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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宜從旁指導較高層級的學習
Facilitator time is primarily used in the top layers.

知道

了解

應用

分析

整合

評量

可獨立學習

須教師從旁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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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Eric Mazur：peer instruction, 1990s

❑ 電腦輔助教學可讓老師「指導」而非「講課」

埃里克·馬祖爾（1954年11月14日出生於阿姆斯特丹）是哈佛大學的知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也是教育和
技術市場科技創業的企業家。馬祖爾的研究是實驗超快光學和凝聚態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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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Alison King* (College 

Teaching，1993)：“From 

Sage on 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in 

San Marco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gnitive Science 

由：站在教壇的智者
至：來到身旁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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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Maureen J. Lage*, Glenn J 

Platt* & Michael Treglia：

“Inverting the Classroom: 

A Gateway to Creating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2000) 

將教室反轉：
創造「包容性學習環境」

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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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J. Wesley Baker*在第11屆College Teaching and Learning國際

會議 (2000) 發表：

“The classroom flip: 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by the side”

首先報告model of classroom flipping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s, 

Cedarville University

教室翻轉：使用網絡課程
管理工具成為旁邊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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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2000年秋，威斯康新大學麥迪遜分校的computer science課程

以eTeach       軟體取代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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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2004年秋， Salman Khan受他的表妹所託拍攝影

片教她代數，她說如果有影片，她會跳過已經會

的而可反覆看不會的 Khan Academy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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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IxikOq7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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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IxikOq73Q


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2006年Tenneson & McGlasson提出"The Classroom Flip" 

In the presentation , they demonstrate which choices teacher should make when 

considering flipping their classrooms. In particular, teachers need to ask questions about 

what they most want to change in their classrooms, and the presentation helps to determine 

how flipping using different mechanisms can enhance the teaching process for that 

individual. This presentation presents the reasons that learners can grow more given the 

well-planned lessons and activities as it relates to learning theory and motivation. It also 

explores different forms of computer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s that may be chosen.

在報告中，他們展示了教師在考慮翻轉教室時應該做出哪些選擇
。特別是，教師需要提問他們最想在課堂上改變什麼，這報告有
助於確定使用不同機制的翻轉如何能增強個人的教學過程。本報
告以學習理論和動機說明學習者在這些精心策劃的課程和活動中
可以增長更多的原因。它示探討可以選擇的不同形式的電腦課程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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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2006年Bill Brantley在200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ference報告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 描述如何使用兩個課堂會議的模擬場景，過程中示範如何

將課程內容送至線上的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

Adjunct Instructo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KY)

Specialties: project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change management, innov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data science, research design, IT management, open source solu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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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lipped Classroom

❑ 2007年Jeremy Strayer發表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博士

論文：

The effects of the classroom flip o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of learning activity in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a flip classroom that used an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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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Sams Jonathan Berg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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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恩伯格曼是推動翻轉教室的先驅、FlippedClass.com的首席學習官和Flipped Learning 

Network的共創始人。他與亞倫薩姆斯合著 “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及“Flipped Learning: Gateway to Student Engagement”。縱觀
喬恩擔任高中科學老師的24個年頭，他以一個壓倒一切的關注來指引他的教學：面對
面上課時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隨著喬恩的創新和韌性的結果，於2002年他獲得了數學
和科學教學卓越的總統獎，並於2010年被提名科羅拉多年度教師進入準決勝階段。他
與人共同創立一個非營利性組織The Flipped Learning NetworkTM（FlippedLearning.org）
提供教師執行翻轉學習所需要的資源。喬恩還擔任TED Education的諮議委員會顧問
以及 “The Flip Side”的主持人，這一個廣播節目（在iTunes可播放），播放翻轉教育
工作者的故事。他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與一生的摯愛有著幸福的婚姻。

亞倫薩姆斯自2000年以來一直是教育工作者，他是目前FlippedClass.com的管理總監，
也是The Flipped Learning Network的共同創始人，以及聖文森特學院的兼職教授。於
2009年他獲得了數學和科學教學卓越的總統獎，並在羅拉多州的Woodland Park, CO和
加州的Hacienda Heights擔任化學老師。亞倫還擔任科羅拉多州立科學標準修訂委員
會的共同主席以及TED-Ed的顧問。他與喬恩伯格曼合著“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及“Flipped Learning: Gateway to Student 

Engagement” 。他經常演講和主辦screencasts的教育用途和翻轉教室理念的研討會。
他主張探詢導向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被鼓勵以有意
義的方式展示他們的理解。隨著在公立、私立和自己的學校進行面對面及線上的混成
式學習環境的經驗，亞倫為每一位聽眾帶來了獨特的教育視角。他是一個終身學習者、
讀卡者，製造者和探險家。他是從Biola University取得生物化學學士學位和教育碩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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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cultyinnovate.utexas.edu/flipped-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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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在翻轉之後有何不同？

舊
（翻轉前）

新
（翻轉後）

上課前

開始上課

上課後

學生被指定
閱讀讀物

教師準備授課

學生依課程模組指引
提出及收集問題

教師為學生準備
學習機會

學生僅有有限資訊
期待學到什麼

學生思維中已有特定
問題指引他們的學習

教師以籠統的假設
思考什麼會有助益

教師可以預知學生
於何處最需要幫助

學生嘗試一路追隨
學生執行他們期待
學習的技巧

教師嘗試教完
所有講授內容

教師以回饋和簡短
講授引領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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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在翻轉之後有何不同？

舊
（翻轉前）

新
（翻轉後）

上課後

辦公時間

學生做功課
通常延遲回饋

教師批閱學生
先前寫的功課

在澄清和回饋之後
學生繼續應用
知識技能

教師於需要時可上傳
更多解說和資源及
評閱更高素貿的功課

學生想確認
要學習什麼

教師常重複
授課的內容

學生學會到他們所需
的學習資源尋求協助

教師繼續引導學生
作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感謝Sacha Kopp醫師對本表提供卓見。

39



40



1. What is it? 

❑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a pedagogical model in which 

the typical lecture and homework elements of a course 

are reversed. 

❑ 翻轉教室是一種教學模式，它把課程中的傳統講授

和家庭作業翻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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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 does it work? 

❑ There is no single model for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 term is widely used to describe almost any class 

structure that provides prerecorded lectures followed 

by in-class exercises.  

❑ 翻轉教室沒有單一的模式－此名詞廣泛地被用來描

述任何先提供事先錄製的授課再在教室中做練習的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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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o is doing it? 

❑ A growing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 individual 

faculty have begun using the flipped model in their 

courses. 

❑ 愈來愈多高等教育者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課程中使用

翻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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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y is it significant ? 

❑ Devoting class time to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might 

give instructors a better opportunity to detect errors in 

thinking.

❑ 上課時間用新觀念的應用會給教師一個較好的機會

來發現學生思考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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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at are the downsides? 

❑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an easy model to get wrong. 

Although the idea is straightforward, an effective flip 

requires careful preparation. 

❑ 翻轉教室是一個容易出的模式， 雖然想法是直率

的，但有效的翻轉需要小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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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here is it going? 

❑ As the flipped class becomes more popular, new tools 

may emerge to support the out-of-class portion of the 

curriculum. 

❑ 因為翻轉教室變得更普及，新的工具便相繼出現用

來支持在「教室外」的課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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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 

❑ The flipped model puts mo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learning on the shoulders of students while giving them 

greater impetus to experiment. 

❑ 在翻轉模式中，給學生較多的動力作實驗時他們得

肩負較多的學習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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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得更深入

學生在學習中更積極參與

互動增加且相互學習

教師與學生都得到更多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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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ed Learning is a pedagogical approach in which
direct instruction moves from the group learning space to
the 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 and the resulting group
space is transformed into a dynamic,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 educator guides students as they
apply concepts and engage creatively in the subject
matter.

翻轉學習是將原在群體學習場所（教室）
的直接授課移至個人學習場所（家中）
的一種教育學方法。
群體學習場所則被轉換成一個動態、互
動的學習環境，在此教師引導學生對學
習主題從事有創造力的學習和應用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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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四根柱子
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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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環境

翻轉學習允許多種學習方式；教師為要支持小組工作或獨立學習
而經常重新安排足以容納一個班別的學習空間。
他們創造靈活的空間，讓學生選擇何時及何地學習。此外，教師
依照學生所期待的學習時間及對學生學習的評估來靈活地將班上
的活動進行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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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環境

❑ 翻轉學習允許多種學習方式

❑ 教師：

❑ 創造靈活的空間

❑ 可讓學生選擇何時及何地學習

❑ 規劃對學生學習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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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文化

在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模式中，教師是信息的主要來源。相比
之下，翻轉學習模式故意轉移為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在上
課的時間，專門深入地探討話題和創建豐富的學習機會。這樣一
來，學生們在參與達過程中積極參與知識建構，並有意義地接受
針對個人學習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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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文化

❑ 學習者為中心

❑ 深入探討話題

❑ 創建學習機會

❑ 積極參與知識建構

❑ 接受個人學習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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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的內容

翻轉學習的教師不斷思考如何可以使用翻轉的學習模式以幫助學
生發展概念的理解，以及程序的流暢度。他們決定學生需要被教
導什麼及哪些學習內容應由學生自己探索。教師依照年級和題材，
使用刻意的內容，儘量提高課堂教學時間是以學生為中心及採主
動學習策略。

56



刻意的內容

❑ 在課堂的教學時間，教師須致力以學生為中心及

促進主動學習

❑ 教師須不斷思考：

❑ 幫助學生理解抽象及困難的概念

❑ 設計流暢的程序以促進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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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教師

相較於傳統教室，翻轉教室的專業教師的角色變得更為重要。在
上課的時候，他們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學生，為他們提供即時回饋，
並評估他們的工作。專業教師在實踐中反思，相互交流以提升他
們的教學品質，接受建設性的批評和容忍在教室中受控的混亂。
在專業教師在翻轉課堂中承擔不太明顯突出的角色的同時，他們
仍然是翻轉學習不可或缺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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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教師

❑ 教師的專業能力變得更為重要

❑ 觀察學生學習並提供即時回饋

❑ 評估學生的表現

❑ 提升教學品質

❑ 在實踐中反思

❑ 與其他教師交流經驗以

❑ 接受建設性的批評

❑ 容忍教室中「受控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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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的執行

❑ 個人學習場所（家中）

❑ 群體學習場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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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習場所

❑ 電腦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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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lippedinstitute.org/how-to-f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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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的執行

❑ 個人學習場所（家中）

❑ 群體學習場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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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導向學習

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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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導向學習

❑ 當學生自己能參與計畫的擬訂時最具效力

❑ 以經濟學為例，學生可依據每週從教師製作的影片

中闡述的商業觀念來一起開創事業

❑ 以科學為例，學生可自行設計及執行實驗來測試影

片中闡述的觀念

❑ 將學生安排於學習旅程中，他們會相互支持、發現

及發展新技巧、完全擁有自己的創造和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計畫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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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計畫

❑ 學生有定期的機會一起工作來解決問題及分享學

習心得

❑ 特別適合為計畫導向學習的一部分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團隊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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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任務

❑ 以「創造」、「展示」、「做事」提升學習成效

❑ 以「創造出實務經驗」為目的

❑ 讓學生：

❑選擇不同活動

❑輪流參與不同活動

❑自己設計活動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實際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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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創造內容

❑ 從學生的作業呈現「學習成效」

❑ 可讓學生選擇使用的媒體⎯他們常會帶回很好的

內容而增進他們的學習

❑ 分組進行⎯常會有同儕教導

❑ 製作的成品（影片）可作為其他學生的部分翻轉

教材⎯加強助人學習的真實榮譽感

計畫導向學習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學生創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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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學習

❑ 教師可利用翻轉學習模式依學生獨特的需求、能
力和興趣來創造個人化學習經驗

❑ 翻轉學習就是要打破 “一種尺寸適合所有需求”的
教學

❑ 教師最清楚學生，故應因他們個別需求而用不同
的教學方法

❑ 看到翻轉教室，你會看到學生在小組中執行計畫，
有些學生寫報告、有些則在製作影片，是一個充
滿興奮、投入而活在學習中的教室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個人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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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的學習者 = 最有效的學習者
❑ 給學生定期的機會反思自己的「學習」和「了解
觀念」

❑ 教師應常使用「有效的提問」來支持，並從師生
與學生們之間的討論中學習

❑ 學生可保留自己的「反思日記」或部落格，在每
次下課時，他們可更新內容，以呈現「學到什麼」
或「下一次上課需注意什麼」

❑ 學生也可在他們部落格或日記中記下他們觀看翻
轉影片時發現的問題或觀察

學習的反思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學習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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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轉學習模式使教師在教室中的時間更具彈性，

各項教學活動需有大量的教師投入和輪換

❑ 許多教師開始時對輪換有些陌生⎯在計畫導向學

習時，會對引導學生依預訂路線學習作 “鬆綁” 會

有些陌生感

教師輪換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翻轉小提示教師輪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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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活動中建立一組‘need to know’元素，有助於

學習到影片中的內容

❑ 學生須負責看影片及備課，學到多少視乎準備多少

❑ 特別是在團隊合作計畫的功課⎯沒有準備的學生會

拉倒整個團隊

翻轉小提示

計畫導向學習 學生創造內容 個人化學習團隊合作計畫 實際任務 學習的反思 教師輪換 翻轉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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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一個具體的
翻轉教室教學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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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成式學習

❑ 翻轉學習

❑ 團隊

❑ 工課前評估：個人 vs. 團隊能力

❑ 簡單、愚蠢，但有效

❑ 反思及回饋：必要成分

團隊導向學習 (Team-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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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前言

❑ 翻轉教室的發展

❑ 翻轉教室的理論

❑ 翻轉教室的執行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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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

❑ 簡單把戲

❑ 原則未改

❑ 電腦加持

❑ 教技本位

92



課程設計⎯5有

❑ 有關：學習目標是否符合學員背景？

❑ 有用：達成這些目標對學員有什麼幫助？

❑ 有效：保證能學到多少？

❑ 有趣：過程中有什麼是有趣的？

❑ 有參與：有什麼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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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翻轉教室

❑ 前段學習（校外個人自習）

❑ 後段學習（校內小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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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前段學習（校外個人自習）

❑ 有關：學員背景、與後段學習有什麼相關？

❑ 有用：達成這些目標對後段學習有什麼幫助？

❑ 有效：保證能學到多少可有助於後段學習？

❑ 有趣：過程中有什麼是有趣的？

❑ 有參與：有什麼互動的過程？

95



翻轉教室後段學習（校內小組學習）

❑ 有關：與前段學習有什麼相關？

❑ 有用：達成這些目標對學員有什麼幫助？

❑ 有效：保證能學到多少？

❑ 有趣：過程中有什麼是有趣的？

❑ 有參與：有什麼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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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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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式：

1. 聽講：講授、錄音

2. 閱讀：紙本資料、電子資料

3. 視聽：影片呈現情景

4. 示範：現場操作、影片示範

5. 小組討論：PBL、world cafe

6. 實作：SP、角色扮演、VR、模擬人

7. 立即用/教別人：實地操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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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技巧（促進明白&記憶）：
1. 資訊目視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白板（高架式投影機）上繪圖、
影片、卡通、漫畫

2. 使用例子、典故、比喻
3. 提問：有計畫的重複、探索性提問、分散性問題、採用較高層次的問題、蘇
格拉底教學法

4. 刺激變化（Stimulus variation）：電子遊戲、趣味謎語、歌唱遊戲
5. 提問與回饋法：一分鐘教師
6. 多元教學法：3D + RFR

7. 潛移默化法
8. Think-Pair-Share

9. Critical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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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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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賜教

cychanfly@gmail.com 

人生如黑夜中直衝雲霄的焰火，此起
彼落，任誰也照不亮永恆的一刻；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除了沒有智慧的
人，誰敢不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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