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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了教學，翻轉得了臺灣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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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灣實驗教育協作中心籌備計畫主持人 

 

一、前言：再思翻轉 

從「翻轉教室」到「翻轉教學」與「翻轉教育」，一時之間，臺灣教育改革

運動的大旗，全都換上以「翻轉」為名的系列講座與種種推動計畫。尤其，少子

化的衝擊加上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展，這次教改運動的舞臺，不但是義務教育階

段的中小學，更加演到高中階段與高等教育的大學階段。既有了舞臺，自然也需

要一批教育明星/名師，挾著雜誌媒體的報導行銷與官方資源挹注配合，於是教

育界開始流傳「翻轉」成功的教育故事，有了「翻轉」有效的案例、模式，終於

開始行銷島外、名聞國際，成為「教育」領域的臺灣之光。 

所有的成功絕對得來不易，所有改革者的初心、初衷也多是良善、單純的，

但「無心插柳」卻「柳成蔭」的結果與後效是什麼？這樣的「翻轉」浪潮，到底

鼓動了什麼？成就了什麼？又對臺灣教育的生態與整體社會發展的方向，促成了

什麼樣的演化進路？這些是本文企圖思考的問題。 

二、「翻轉」的原意：以創新科技解決教育現場課堂教學時間的安排

問題 

這波以「翻轉」為名的教改浪潮，一開始來自於美國「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理念的提倡。通過科技的創新，讓教師更容易以自製教學影片的方

式，來改變原先在教育現場將大量教學時間花費在基本知識傳遞的教學活動設

計。藉由將基本知識的學習活動改到課前，以學習者數位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師

就得以將原先的教學時間用來設計成更高階的學習能力之師生互動活動，進而提

升學習成效、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能力。這樣一來，學習者也承擔了自身的學習任

務，必須在課前完成基本能力的學習與準備，藉此提升學習者原先在課堂時間內

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因此，許多「翻轉」推崇者，強調「翻轉」所可能發生的，

學習者的自主學習以及高階能力的學習成效，還有所謂的以「學習者學習為中心」

的創新教學。 

從「翻轉教學」理念進而衍伸發展出張輝成的「學思達」、葉丙成的「ＢＴ

Ｓ」模式，都在臺灣的教育圈引起了諸多的迴響，也鼓舞了許多現場的教師願意

投入創新教學的行列，但也誠如王政忠（2017）提出的擔憂，「一片好評的翻轉

教育，為什麼翻轉不了孩子的人生」？他以身為偏鄉教師，說出自己在偏鄉教育

現場看見缺乏足夠的專業教師來穩定引領孩子，以及翻轉教育若不關注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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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能力」與「自學態度」可能加劇城鄉學力差距的隱憂。但問題是臺灣社會

當前的教育問題，真的能夠從教育現場教與學的創新和翻轉，或者是增加偏鄉專

業教師與提高學習者的自學能力和態度來解決嗎？ 

如果無法真實地正視城鄉教育現場差異所各自面對的教育困境，以及更為關

鍵的，因忽視臺灣民眾普遍的「文憑主義」、「主試教育」和「主智教育」之價值

傾向，而貿然走向高教普及化所導致的教育「地位」（positional）功能之系統性

失靈問題，一味只強調翻轉教學與偏鄉教學的成功案例與創新教學模式，恐怕只

會是強化了當前教育界的功績主義與競爭主義，強化了以升學與就業為單一價值

的教育目的，卻還是無法真正促成臺灣當前教育生態的多元演化，改善當前臺灣

教育系統性功能失靈的社會問題。 

三、結語：不光是翻轉教學，更要翻轉社會 

也因此，臺灣需要翻轉的，不單是教育現場教學者與學習者二者之間教與學

任務的調整與重心轉換，也不只是從基本知識的自學能力提升到更高階的問題解

決能力。這樣的翻轉教學，充其量只是在現存的社會制度與權力結構下，用同樣

的遊戲規則，無法突破主流教育的階層複製迴圈。 

但真正的翻轉，唯有當我們開始翻轉，被現代經濟制度馴化，將人「物化」、

「工具化」的工具理性思維，轉向強調永續的生態思維與價值理性。帶領學習者

真真正正面對真實的生命情境與存在處境，體認人類存在本質上無條件具有的意

義感與價值感，勇於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翻轉社會裡既成

的階級與結構，恢復人之所以為人的施予性/能動性。2014 年，臺灣社會通過實

驗教育三法之後，臺灣各地所蓬勃發展的實驗教育，或許正體現了另外一條更徹

底的翻轉社會單一價值觀的多元教育演化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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