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鑑   11

▌文／楊榮林．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享：
翻轉無動力世代的教學嘗試

很
多教師應都嘗試過「翻轉教室」，但有

多少教師在歷經翻轉教學後，依然繼續

翻轉呢？筆者將翻轉教室成效影響的因素，簡

化成「翻轉教學（Flipped Teaching）」及「翻轉學

習（Flipped Learning）」，翻轉教學主要是建構於

教師的「相信（Believe）」與「行動（Action）」，

翻轉學習則是學生的「動機（Motivation）」與

「自學（Self-study）」。想翻轉的老師一定要說

服自己，相信是在做有助於學生學習的事，因為

翻轉過程的付出，絕對遠大於緊抱熟悉的傳統教

學法，翻轉信念不夠強烈的老師，很容易就會覺

得心很累，接踵而至的就是「翻轉不適合我的學

生」的挫敗感。筆者認為願意實施翻轉教學的教

師，通常有足夠的信念遂行相關教學舉措， 但

學生參與翻轉的動機若無法因而提升，翻轉學習

所需的自學意願自然薄弱，沒有動力的翻轉學

習，將體現於翻轉課堂的最終結果。

計畫發想

不論是因為教師自覺或學校敦促，選擇投入翻

轉改變熟悉的教學法，花額外時間為學生錄製自

學影片，課堂上還得與學生探究學習並協助完成

作業，把花在一門課的時間增加了兩倍不止，結

果換來的卻是學生的冷淡與成效不顯，筆者在前

兩年的翻轉期間也曾懷疑自我，直到撰寫本研究

計畫當下，突然有了一個模糊的想法。參與翻轉

的角色不應該只有老師，如果學生沒有同我們一

起翻轉，老師「翻」得再用力也僅是做半套，成

效不彰無疑是必然的結果。因此，筆者有了本教

學實踐研究發想，先是調整傳統翻轉教室課堂授

課方式，再輔以創新的「複習翻轉」教學法，設

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翻轉教材，藉以提升學生參

與「翻轉學習」的動機，形塑出更適合本校學生

的「翻轉教室」學習情境。 

問題意識

少子女化及公私立大學數量過剩，形成招生來

▲�大學一年級新生預測。（資料來源：教育部，楊榮

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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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嚴重不足的必然惡果，加上能讓個別差異化學

生，享有高等教育機會的多元升學管道，使得部

分私立技職校院，入學能力辨識機制早已失靈。

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的大學生們，普遍缺乏學習熱

情與動機，就連辦學績效穩定成長的私立科大，

也不得不認真正視「無動力世代」的問題。

自106年起，本系學生入學成績落差明顯擴大，

雖然學生同樣都來自強調實作的高工及高職，然

而在專業背景程度上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過去我

們只需擔心學生在學理上的不足，但現階段的學

生在實作能力卻也已不如從前。這中間的原因當然

不能完全歸咎於學生，電資學院相關科系的實務應

用專業知識更替速度快，往往學校的教學內容，跟

不上產業界變化的人才需求，因而本研究計畫的

教材內容，乃至於授課方式都採滾動調整，即便是

不同學期的同一門課程，教學進度和方法也需要微

調，這都是近年來筆者在教學現場面對的挑戰。

教學實踐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線上教材設計、

翻轉教學影片錄製、課堂經營及學習成效評估，

如圖一。從109學年開始，筆者所有課程教材皆

改以網頁式講義發布，自適應網頁適合學生使用

不同裝置閱覽，且具備「複習翻轉」所需的易於

更新的彈性。除了傳統式的翻轉教學影片，本研

究新增了複習翻轉教學影片的錄製，筆者在課後

利用課程中形成性評量的結果，增修補救教材並

錄製複習翻轉教學影片。課堂經營的部分包括有

課堂授課、分組討論、問題回應及探究學生學習

進展的形成性評量。教學實踐研究的成效評估，

則仰賴4次的學習動機問卷、期中與期末教與學

意見問卷、期末學習成效學生自評及總結學生學

習成就的評量機制。

線上教材滾動調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研究顯示，知

識更新週期已從18世紀的80、90年，大幅縮短至

21世紀的2至3年，近年來加上人工智慧的推波助

瀾，不久的將來我們要面對的，可能是以「月」

計算的知識半衰期。這意味著目前部分高等技職

教育課程，授課內容可能都有不合時宜的疑慮，

尤其在專業實務操作方面的課程應更為嚴重。因

此，筆者大部分的實務操作課程皆不指定教科

書，並非否定市售教科書的實用性，而是實難找

到能完全符合目前教學需求的單一課本。實務應

用型的專業課程，一般會使用到不同課本的「部

教學實踐
研究專欄

圖一 混合翻轉教學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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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甚至是產品官網提供的參考資料，每

當課程結束時，常會發生指定課本使用篇幅過少

的困擾，於是筆者乾脆就不指定教科書，改由整

理國內外相關教學網站連結，再輔以實驗設備官

網的教學資源，搭配設計錄製的補充說明影片，

整合成適合「滾動調整」的線上教材。

翻轉教學與課堂經營

延續先前計畫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計畫依然是

使用「翻轉教室」教學法，但在課堂活動乃至影

音教材的內容上，都與傳統的翻轉教室有著明顯

的差異。本計畫同時使用了兩種「翻轉教學」方

式授課，先是依課程表訂進度預先錄製翻轉教

材，並要求學生課前先看完預錄的影片，在課堂

上僅做內容補充及問題討論，其餘課堂時間則讓

學生討論及完成當週的實作作業，我們稱這種傳

統式的翻轉為「預習翻轉」。

筆者近三年翻轉教學過程觀察，本校學生大都

沒有課前自主學習的習慣，課堂上翻轉活動前，

只得面授當週的單元主題並穿插預覽「預習翻

轉」影片，但不會在課堂上播放完整影片，預覽

是為了提醒學生，所有上課內容都有對應的自學

教材，也因為無法避免課堂授課的窘境，往往不

能在課堂授課時，完成傳統翻轉教室的目標。

▲翻轉教學影片。（南臺科大提供）

期中考後，筆者引入創新的翻轉教學

授課方式，依然需要錄製影音教材，但

時間點是在每週課程結束後，教材內容

並不是要讓學生預習用的基礎專業知識，

而是對學生在完成課堂練習及作業時產

生的疑問，做詳細剖析說明並設計簡易

範例。不同於「預習翻轉」的教學影片，

這些教材是為協助學生完成「作業問題」

的補救教材，如果學生經課堂上的討論

後，就擁有完成實作作業的能力，那看不

看這些影片就不那麼重要了，我們稱這一種翻轉

方式為「複習翻轉」。

「複習翻轉」與傳統翻轉最大的差異，就是拍

攝影片的「素材」與「動機」，複習翻轉的影片

素材，取自於課堂上形成性評量的結果，包括筆

者課堂授課與學生互動的觀察，即時互動反饋工

具Zuvio「快問快答」的實時偵測，通過課堂測

驗了解到的學生學習進度、學生在做課堂練習和

作業時提出的疑問，以及助教課後反饋中包含的

學生求助信號。課後筆者會在印象還極為清晰的

情況下，利用課堂形成性評量分析收集到的素

材，設計複習翻轉影音教材腳本，這個課後錄製

的影片目的在協助學生完成作業，概念類似於適

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的輔助教學，複習翻

轉影片的內容設計，全來自於學生的學習與作業

解題需求，因此觀看影片的「動機」自然形成。

翻轉一定要錄製影片嗎？計畫執行後的另一項

延續性研究成果，就是改以播客（Podcast）錄音

取代部分教學影片，分析過去多年的教學影片錄

製經驗，並非所有教材皆需以影片的方式錄製，

影片的更動不方便且耗時費工，如果真的必要修

改教材內容，大都會選擇重新設計錄製。筆者藉

由開發新型態教材的機會，引入了SoundOn播客

平台來存放教學音檔，再將音檔的連結置入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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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講義中，線上講義是以Notion所設計的筆記匯

出HTML格式後，再由所開發的目錄及教學音檔

連結轉換程式後製，因為整個流程皆已設計對應

的自動化程式，因而依學生需求課後錄製的播客

補充說明音檔，可輕易置入原有的教材作為「複

習翻轉」使用。

學習動機評量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一份學習動機評量，是本系執

行「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所使用的

評量工具，每學期4次的學習動機評量經統計分

析後，計畫助理會提供授課教師4個參考指標：

冷漠放棄、內在學習動機、外在學習動機及認同

學習動機，用作教學成效評估及授課策略檢討調

整。該量表有16道問題、採7分制，分數越高代表

題目的描述，與實際情形吻合度越高，冷漠放棄

及內在學習動機（圖二）與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分

析較直接相關，以下就以這兩指標來剖析說明，

教學方法滾動調整對應課堂上學習動能的轉變。

學期初因為同學對課程內容不甚了解，且課堂

上的活動及作業大多屬於先備知識複習，大部分

學生皆能輕鬆應付課堂練習及作業，因而學生參

與課堂活動的情況顯得較為平淡。到了第4週複

習階段結束後，開始加入軟硬體協同設計的實驗

設備，有了軟硬體互動的課堂練習及作業加持，

解決作業問題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也變得更為

有趣，主動參與課堂學習活動的同學明顯增加，

這逐漸活絡的課堂情境完全符合「冷漠放棄」指

標呈現的結果。

「內在學習動機」在學期初呈現緩緩上升趨勢，

也就是學生進到課堂上學習的感覺是愉悅有趣，

這部分應是歸功於所使用的「翻轉教室」影音教

材。本校同時提供課堂授課及教學影片的課程並

不多，一來感覺新奇同時又可依本身的學習步調

自學，加上此先備知識複習階段的作業難度低，

參與課堂活動的過程學生容易累積學習成就，也

推升了學生樂於進入課堂上課的內在學習動機。

當課程主題的專業知識加深加廣後，課堂練習

及作業問題的困難度也逐漸提升，我們發覺已有

部分學生無法獨立完成作業問題，直接放棄作業

繳交的學生也開始增加，雖然學生還是會參與課

堂活動並完成課堂練習，但這過程似乎不再像之

前那麼輕鬆愉快，從內在學習動機可觀察到，大

概在第4週開始推升該指標的動能不見了，因無

法如期輕鬆完成作業問題，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動

能陷入掙扎。

期中考後，進入第二階段的教學實踐研究授課

方式調整，同儕相互學習、教學進度放緩及「複

教學實踐
研究專欄

圖二 學習動機評量指標，「冷漠放棄」與「內在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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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翻轉」影音教材的多管齊發，學生又開始從完

成更複雜的課堂練習及作業找回學習樂趣，不論

是內、外在學習動機或是認同學習動機，都開始

恢復往上推升的動能，而且我們觀察到這第二波

的推升幅度，明顯高於一開始接觸翻轉教室的新

鮮感，這也呼應了務實的「複習翻轉」補救教學，

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預習翻轉」

及「複習翻轉」都是翻轉教室用的影音教材，但

對於參與此次教學實踐研究的本系學生而言，針

對作業求解困境提供解題協助說明的「複習翻

轉」，比較像是適性學習的課後補救教學工具，

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促成大有幫助，因此它所帶

來的學習動能提升也相對顯著。

學習成效學生自評

除了學習動機量表外，筆者教授的每一門課

程，皆有使用一份學習成效自評表，該表可視為

個別學生對自己整個學期的學習滿意度調查。學

生在學期成績上的綜合表現，確實可用作學習成

效的評估依據，但這與個別學生的基礎背景關聯

性較大，如若將學生各方能力是否提升列入考

量，應更能確切評估教學方法及策略，是否符合

預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以Google表單設

計了學習成效自評表，讓全班學生在課程結束後

填寫，回應的選擇只有「是」跟「否」，當對該

項能力指標「明確」認為有提升就回答「是」；

如果直覺感受是沒有影響，或是不確定就回答

「否」。這份簡易自評表設計的用意，是希望收集

的結果是出自於學生對自身學習表現的「強烈」

自我肯定。綜合全班學生的自評結果，剖析特定

能力指標群提升的絕對多數，相當於從參與課程

學生的角度，評論教學方法對學習成效提升的影

響程度，亦可用作日後課程調整和優化的參考。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 

適性化的學習評量是本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之

一，近年來學生的先備知識及學習能力落差逐漸

擴大，使得傳統評定學習效果的齊頭式期中／期

末測驗，對先備條件偏兩極化學生，失去辨識學

習意願是否被激發提升的功能。雖然筆者會利用

「複習翻轉」為學習落後學生補強，但也不可能

短時間把這個差異拉近至所有學生皆能適應同一

份教材及教學進度的理想狀態。本研究計畫所採

用的解決方法，是在期中考為學習弱勢學生提供

補救設計，希望藉由多一道的補救評量機制，把

低學習成就學生框回課堂上參與學習活動，雖不

能在短期間內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但可以有效減

少冷漠放棄學習的學生。

▲微型專題成果，20台RAPIRO小機器人的換腦改造。（南臺科大提供）



16   第100期 111.11

為鼓勵主動積極且專業知識扎實的學生強化自

學能力，不要因為課堂的教學進度而限縮任何成

長的可能，特別在期末考增加了「微型專題」選

項，引導學生藉由實務專題的探究與實作深化所

學。筆者引用風靡全球的孩童創意行動（Design 

For Change, DFC）的4個步驟：感受（Feel）、想

像（Imagine）、實踐（Do）及分享（Share），

讓學生活用所學專業知識解決生活周遭的問題，

體驗助人的成就並培養自信心與學習樂趣。最具

代表性的專題成果，就是完成了20台RAPIRO小機

器人的換腦改造，這些機器人是我們在寒暑假期

間前往附近中小學，提供義務性短期資訊課程最

受歡迎的小幫手。此外同學們還協助創作了許多

有趣的資訊科技應用推廣教具，目前筆者正在規

劃使用這些專題成果，撰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計畫，希望有機會帶領具服務熱誠的學

生，為108新課程綱要之「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略盡綿力。

多年翻轉的省思札記

在21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教學內容不再是課

程成功與否的最重要元素，因為無論教學內容多

麼豐富多樣，也難以預期學生畢業後這些內容依

然受用。因此更重要的教學目標，應是教會學生

如何「學習」與「探究」所需的知識，至於授課

內容及教學方法的調整與改變將是常態，身為教

師的我們如果無法適應這變動世代，那如何教出

從容應對多變未來的學生呢？

連續三年的教學實踐研究，筆者領悟最深的就

是教學策略及實踐方法，沒有「最好」只有「適

合」與否，葉丙成教授在國立臺灣大學（簡稱臺

大）推動的「BTS翻轉教學法」，當然是一個相

當成功的教學法，但若直接將該方法用在本校學

生，翻轉的教師可能又要覺得「心很累」，因為

臺大學生的學習屬性與動機，絕對與本校學生有

所差異，屆時翻轉教室就會變成「翻桌教室」，

採用翻轉教學的老師，抱怨學生沒有自學習慣；

水土不服的學生，則投訴老師課堂不講課卻要求

學生自學。參考其他老師成功的教學法，當然是

最好的翻轉開始，但絕對要依授課學生屬性調整

改造，翻轉教室從來就沒有硬性規定要如何做，

就廣義而言，只要有別於傳統課堂講課方式，應

該都可算是翻轉的一種。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很難立竿見影，以時間成本

考量應該算是CP值極低的高教工作，因為一整學

年勞心勞力的教學服務，就教師績效評鑑而言，

可能還不如一篇普通的研討會論文，想要專注教

學的教師，一定要有強烈的「信仰」與「熱忱」，

相信自己是在做「對」的事，秉著「阿甘精神」

執著前行，不被周遭消極認知與想法影響，多方

嘗試遂行能幫到學生的各種教學策略，學生不見

得會因為教師的付出立馬有成，但是可以想見的

是，當老師對教學工作完全失去熱忱時，對所訓

練出來的學生還能有什麼期待呢？ 

教學實踐
研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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