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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勢而起？「翻轉教育」在臺灣觸發與 
構連歷程之脈絡性分析 

李淑菁、蘇品如 

摘 要 

在1990年代第一波教改行動之後，20年後新一波看似由下而上的翻轉教

育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掀起了波瀾，正逐漸改變教與學的圖像。隨著第一波教

改對教育的鬆綁解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108課程綱要、佐藤學學習共同

體風潮、美國的翻轉教室等國際趨勢，加上網路媒體的興起等，特別是教師

社群團體的構連，如何鋪陳教改翻轉教育的可能性？國家在其中的角色為

何？本研究以政策社會學中脈絡分析觀點，運用菁英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

式，爬梳「翻轉教育」在臺灣的轉譯、發展歷程及其因素。研究發現，在

2012年之前，有兩條主要軸線逐漸醞釀「翻轉教育」生成之勢，一條是媒體

聚光燈下的日本學習共同體及在地轉化，另一則為美國可汗學院到均一教育

數位平台的轉譯。以均一教育平台為軸心的「翻轉教室」網絡後來以「2014

臺大翻轉教室工作坊」串起臺灣整個「翻轉教育」軸線，並透過媒體及關鍵

人將學習共同體串接到「翻轉教育」大傘之下。有趣的是，被各自表述和再

意義化的「翻轉教育」一詞反而產生一種力量，把相關的翻轉教室、學習共

同體、創新教學等都匯流整合到「翻轉教育」中。文中也深入討論其間的構

連脈絡，包含各種跨界連結、媒體科技助攻與國家角色等，特別是媒體積極

扮演起連結翻轉教育行動教師的角色。看似單純的草根力量牽涉了許多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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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脈絡，這波翻轉教育浪潮崛起的背後，可謂全球和本土、中央與地

方、國家與民間、人與科技相互交織的脈絡下，乘「勢」而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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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1990s, the new wave 
of “Flipped Education” has been emerging seemingly from the bottom in 
years, thus gradually changing pictures of education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trend of de-regulation and destruction in the first wave, what follows are 
more educational policy revolutions for the past 20 years; for instance, 
Curriculum Reform in 2000, 108 Curriculum Outlines, airing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from Japan, Finland, and the U.S. “Flipped 
Education” appears sensational around 2014. How was the term “flipped 
classroom,” originating from the U.S., being re-contextualized in Taiwan and 
re-termed as “flipped education”? How was the movement initiated and 
networked? Departing from contextu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elite 
interviews as well as documentary analysi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ause of 
the flipping whirlwind in Taiwan’s education scene since 2012, the 
development, transl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the flipping network and the 
relation with K-12 basic education. The result finds that by 2012, two 
streams of education revolution separately from the learning community in 
Japan and Khan Academy in the U.S. have fermented the “Fl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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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 Taiwa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global 
trend, the “2014 NTU flipped classroom workshop”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mbining both in the big umbrella of “Flipped Education”. Interestingly, 
the broad interpretations of “Flipped Education” conversely bring about 
certain power that integrate all kinds of educational revolutions, such as 
learning community, flipped classroom, creative teaching, etc. To large 
extent, the media Parenting and Facebook act as triggers in initiating and 
networking process of “Flipped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education reform, media, learning community, flipped education,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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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化下的在地教育革新 

隨著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與經濟型態的改變，各國陸續掀起教育改革風

潮，例如德國在2004年後全面進行教育改革（詹紹威，2012），美國也於

2010年歐巴馬總統時期執行邁向頂峰計畫（Race to the Top），嘗試改善低

成就學校（吳清山，2010），而北歐小國芬蘭更因在2008年的國際學生能力

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成績連續

三年取得第一，掀起了世界各地教育學者紛紛前往取經的芬蘭熱，包括臺

灣。在全球化熱潮之前，臺灣早在1990年代歷經第一波教育改革運動。1987

年政府宣布解除政治戒嚴，更開展了臺灣社會全面民主化，臺灣在1980年代

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也成為點燃1990年代教育改革運動的星星之火，家長、教

改團體登高一呼，期待教育制度上的鬆綁與改變，既有制度、學校與教師成

為 被 要 求 改 革 的 對 象 。 1994年 9月 ， 行 政 院 正 式 成 立 「 教 育 改 革 審 議 委 員

會」（下稱教改會），這段期間，《教師法》、《師資培育法》、《大學

法》等多項教育法案得以修正或制定，相當程度調整了國家教育體制的基本

運作規範（謝小芩，2003）。  

西方教育思潮的影響跟著臺灣民主化進程也逐漸進來。教改會功成身退

後，教育部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1997～2000年），蘇永明（2002）

就認為九年一貫課程設計有著美國泰勒（Tyler）目標模式的影子。而備受

爭議的建構式數學，則是在當時認知心理學家Piaget所提倡的建構主義下的

影 響 （ 甄 曉 蘭 、 曾 志 華 ， 1997 ） 。 2000 年 前 後 由 教 師 進 行 的 行 動 研 究

（action research）熱潮，在教學典範上的意義，或許是某程度打破「教師

中心」教學，讓教師藉由教學過程中的反思，尋求可能改進的方式。在行動

研究的過程當中，學生的經驗開始被看見、被思考，或許也直接間接鋪陳後

來所有教育「鬆綁」、解構與翻轉的可能。之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下

稱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提倡的核心素養，也受到歐盟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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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強調全

人 教 育 之 整 合 性 （ holistic） 觀 點 影 響 （ 蔡 清 田 ， 2010） 。 對 於 教 育 全 球

化，不少學者提出擔憂，包含同質化（homogenization）、去國家化、全球

市場化（Back et al., 1997; Lingard & Rizvi, 1998）的現象等，遂提出強調在

地化（ localized）、個人化（ individualized）與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 PBE）或「地方教育學」（place pedagogy）來反思全球化教育思

潮的影響，強調發展符合地方脈絡教育的重要性（Greuenwald, 2003; Smith, 

2002; Somerville, 2008）。舉例來說，同處於升學主義脈絡之下的日本，意

識到東西方教育脈絡的差異，2000年左右由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的佐藤教

授發展，並號召地方、家長及教師通力合作，讓「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 開 始 在 亞 洲 地 區 發 酵 ， 包 括 韓 國 、 中 國 、 新 加 坡 、 印 尼 、 越

南，甚至是2012年左右的臺灣都深受影響（黃郁倫，2011）。  

受「學習共同體」影響的臺灣也逐漸醞釀新一波的教育改革，一般名為

「翻轉教育」的風潮。這股翻轉風潮源於2006年美國兩位科羅拉多州洛磯山

林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化學老師J. Bergmann與A. Sams

為了解決學生們因校外活動導致學科學習時間不足的問題，他們先錄製影片

上傳至YouTube，讓學生自己可以於課前上網自學，在課堂中解惑與討論。

由於這樣的方式顛覆原本的教學方式，因此以「翻轉教室」稱之（吳清山，

2014）。在臺灣，以「翻轉」二字為教育號召的在地聲浪，約莫在2013、

2014 年 左 右 開 始 醞 釀 串 聯 。 2013 年 華 山 文 創 園 區 舉 辦 「 翻 轉 Flip 」

TED×Taipei的年會中便以「這個年代需要一個翻轉（ flip）的力量，一種從

土地立根、茁壯的韌性，一種向上伸展的力道、一種無畏的勇氣、一個回到

原點重新啓動的決心」為主打標語，強調由下而上草根韌性般的翻轉力量

（葉丙成，2015）。然而，有別於美國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中請

學生課前先看預錄影片再於課堂上進行討論，這種顛覆課室進行的方式，臺

灣 將 翻 轉 的 語 言 從 「 教 室 」 層 面 推 廣 到 「 教 育 」 層 面 。 在 何 琦 瑜 等 人

（2013）的《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一書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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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現「翻轉教育」一詞，並在書中列出了他們認為的翻轉教育，其中包括

學習共同體、在家自學、可汗學院、雲端學習、華德福教育、自律學習、閱

讀教育與品格教育等（高翠鴻，2016），讓翻轉的概念從原先在課室改變教

學順序的方法延伸到更廣的教育層面，以有別於傳統講述教學法。「翻轉教

室」原有的概念在家看教學影片、到課堂上討論，在臺灣教育現場逐漸

發展出不同的「翻轉」樣態與內涵，就如2014年9月號《親子天下專刊》第

26期林韋萱與李佩芬（2014）兩位記者的觀察：  

 

現今的台灣教育現場，以「翻轉」概念為中心的教學脈絡，也呈現百

花齊放、共榮共存景象，例如「均一教育平台」、「學習共同體」、

「學思達」、「合作學習」等。  

 

親子天下〈教學改變，15個關鍵問題〉一文的說明可某程度看出教育全球在

地化（glocalization）的端倪：  

 

雖然在狹義的「翻轉教室」定義中，影片是個重要元素，但隨著「翻

轉」的概念不斷延伸，討論也從「教學流程」進展到「教育價值觀」

層面。談到翻轉，目前普遍的核心概念大致包括：扭轉過去課堂上純

粹「老師說、學生聽」的單向填鴨，轉而重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的教學，把學習的發球權還到孩子手上；更看重啟發學生學習動機，

幫助學生建構自主學習能力，並認同多元評量與多元價值。……如

今，「翻轉」概念的影響力仍不斷擴大中。「讓學生先看影片」成為

其中一種方法，但許多教學法也都開始吸納翻轉的精神，透過轉化與

在地化，以老師認為最適合自己班上學生的方式，織就「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課堂風貌。（林韋萱、李佩芬，2014）  

 

呂冠緯（2015）在〈跨越翻轉教學的鴻溝〉一文中談到2014年可以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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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界的翻轉元年，大家都談著「翻轉」，但事實上所談的可能不盡相

同，有翻轉學習、翻轉教學、翻轉教室、翻轉教育等。儘管如此，這股風

潮，一般以「草根教改」的概念名之，如呂冠緯（2015，頁2）所言：  

 

這一次的翻轉新局完全是由下而上、教師自發草根運動，同時許多民

間單位、媒體也從旁協助、鼓吹，使得這一波翻轉浪潮並非只有熱

鬧，也漸漸長出一個生態系。  

 

在1990年代第一波教改行動後，20年後新一波的一般認為「由下而上」

的翻轉教育正在改變臺灣教育現場圖像。然而，隨著第一波教改對教育的鬆

綁解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108課程綱要、學習共同體風潮、芬蘭教育、

美國的翻轉教室等國際趨勢，加上網路媒體的興起等，特別是教師社群團體

的 構 連 ， 如 何 鋪 陳 「 翻 轉 教 育 」 的 可 能 性 ？ 「 翻 轉 教 室 」 中 的 「 翻 轉 」

（flipped）這詞彙如何被稼接／轉譯到臺灣教育脈絡而成為「翻轉教育」，

產生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結果？過程為何？其呈現樣態為何？真

如媒體所言的直線式「由下而上」之草根圖像？媒體、國家（state）、民間

機構、教育學者等在其中的角色為何？是什麼樣的脈絡（context）與機會結

構鋪陳或推著翻轉教育之進行？以下先說明相關研究以及本研究所能貢獻之

處，接著說明採用脈絡觀點作為觀看視角的原因及探究主軸。  

貳、翻轉教育：歷程圖像的脈絡觀點 

現今臺灣有關翻轉教育的研究很少，大多為敘述或描述性短文，例如：

〈翻轉教室的行思〉（蔡文正，2014）、〈翻轉教室翻轉學習〉（羅志仲，

2014）、〈翻轉吧教學！〉（郭靜姿、何榮桂，2014）、〈攜手翻轉教學〉

（鮑瑤鋒，2014）等。相對較具系統性討論翻轉教育的文章，有〈翻轉教室

的理念、問題與展望〉（黃政傑，2014）、〈數位時代「翻轉教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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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批判性議題〉（蔡瑞君，2014）、〈翻轉教室之過去、現在與未來〉（蔡

瑞君，2015）、〈翻轉教室觀點融入偏鄉教育之省思〉（郭俊呈、侯雅雯，

2017）、〈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認同變化 〉

（王郁雯，2017）等。相關研究非常少的原因，可能因為翻轉教育是近年才

開始的熱潮，就如蔡瑞君（2014，頁131）所述：  

 

數位時代「翻轉教室」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在短時間內

已蔚為風潮的「翻轉教室」，相關的理論與實徵研究卻仍十分缺乏，

導致我們對於「翻轉教室」一詞所指涉的意涵仍處於「邊做邊理解」

的拼湊狀態。  

 

蔡瑞君（2014，頁131）並強調現有關於「翻轉教室」的探討仍以概念

性的傳達與推廣居多，相關實徵性研究數量不足。除此之外，研究者也發現

目前教育改革相關研究特別缺少了對這波浪潮發展歷程、脈絡因素的影響、

行 動 者 之 間 構 連 與 擴 散 方 式 等 面 向 深 入 的 分 析 ， 就 如 Popkewitz （ 1991/ 

2007）在其書《教育改革的政治社會學：教學、師資培育及研究的權力／知

識》中提到，當代許多對於改革的分析都忽略了其歷史發展的脈絡，他認為

改革所關注的是大眾的動員及權力關係、改革發展的場域和探究改革開展的

過程中，學校教育與社會之間所衍生出的各式各樣關係。Whitty（2002, p. 

18）就強調「社會學可助於讓教育改革的大脈絡（context）產生了意義，也

能 顯 示 出 脈 絡 本 身 的 複 雜 性 」 。 不 管 是 Popkewitz 或 Whitty ， 都 與 Grace

（1995）所言之教育「大圖像」（bigger picture）的概念不謀而合。「大圖

像」的教育研究本身必須是一種跨領域的研究，與歷史、社會、文化及經濟

發展脈絡息息相關。  

「脈絡」是政策社會學中的重要觀照面向，而政策與教育改革密不 可

分，例如英國教育社會學家也是政策社會學重要學者S. J. Ball在1990年出版

政策社會學專書《教育中的政治及政策決定：政策社會學探究》（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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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Policy Sociology）後，接著

在 1994 年 出 版 《 教 育 改 革 ： 一 個 批 判 與 後 結 構 研 究 取 徑 》 （ Education 

Reform: 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一書，即從政策社會學觀點

看待教育改革及相關之政策。Ball（1990）強調，政策不會無中生有，一定

有其脈絡性，因此先對政策發生的脈絡做全面性的審視，進行分析時才不會

失之偏頗。Bowe、Ball及Gold三人在199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試圖透過提出

三項政策決定的「脈絡」來理論化政策研究，包含「影響脈絡」（context 

of influence ） 、 「 政 策 文 本 之 所 從 生 的 脈 絡 」 （ context of policy text 

production）以及「實踐脈絡」（context of practice）。「影響脈絡」指關

鍵行動者、壓力團體如何去影響決策的過程與結果；「政策文本之所從生的

脈絡」是要探究政策文本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如何成為角力標的，而有最終政

策文本的呈現；「實踐脈絡」則聚焦於政策實施過程的各種可能性與複雜

性，特別是如何因隨人解讀而重新被創造的過程（Bowe et al., 1996）。  

教育改革與許多相關政策逐步鋪陳累積的過程有關（Gaskell & Taylor, 

2003）。受到政策社會學「脈絡」觀點的啟發，也基於政策與教育改革的密

切關聯性，臺灣翻轉教育一般被視為「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本研究作為

廣泛的教育改革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採取「脈絡」觀點作為分析概念，並於

此研究中更細緻的重新概念化並層次化「脈絡」觀點。政策社會學中的「脈

絡」，著重於巨觀（macro-）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之影響，以

及關鍵行動者的構連，就如同Taylor等人（1997, p. 16）所言：  

 

總有一些先前歷史的重要事件，一種特定意識形態及政治氛圍，一個

文化及經濟的脈絡，也通常會有一些特定的人，共同影響著政策通過

的時間點、樣態、發展與結果。  

 

本 研 究 則 以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文 化 等 巨 觀 層 次 脈 絡 為 背 景 ， 聚 焦 於 中 觀

（meso-）層次的脈絡性分析，企圖瞭解在大結構脈絡變遷的動態歷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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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翻轉教育」作為大結構的客體，同時也為中觀層次脈絡的主體，在微

觀（micro-）層次，行動者如何受脈絡影響的同時，在時間與空間交錯產生

的力量中，如何促成／發展中觀層次脈絡的能動性展現，如圖1研究概念圖

所 示 。 其 間 ， 結 構 （ structure ） 與 能 動 性 （ agency ） 彼 此 影 響 ， 就 如 Ball

（1994）認為政策分析並非僅立基於結構的限制或能動性本身，而是在於兩

者之間的關係變化及其相互滲透影響，本研究亦是以此觀點切入結構與能動

性之間的關聯性。  

 

 

圖1 研究概念  

 

在臺灣「翻轉教育」生成發展過程的中觀脈絡中，研究者將之類別化兩

種 次 脈 絡 ， 一 是 「 觸 發 脈 絡 」 （ context of initiation） ， 另 一 為 「 構 連 脈

絡」（context of networking）。「觸發脈絡」著重於觸發翻轉教育生成的各

種條件與行動者的施為等，包含國際間教育熱潮如何彼此影響、借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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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詮釋與再脈絡化的過程等。「構連脈絡」除了看草根團體如何啟動教改

的論述或使用什麼詞彙外，更聚焦彼此構連的歷程、方式及其特性、媒體、

非營利組織與國家在其中的角色、社群媒體（例如教育改革平台與新媒體的

運用）等。上述每一個脈絡都含括許多的角力、妥協及一連串的機會、行動

與可能的抗拒，使得在脈絡之內與脈絡之間產生持續不間斷的再脈絡化型

態，至於圖像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在「脈絡」的觀看中，研究者想

特別闡釋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國家角色。一直以來，國家本身的意涵不僅在理

論或實證研究上，都是學者爭辯的焦點（Connell, 1990; McLean, 1996）。

採 用 國 家 工 具 性 觀 點 的 學 者 傾 向 將 國 家 視 為 機 構 及 其 相 對 性 的 功 能

（Kenway, 1990）；而後結構主義者認為國家不再是一致或單一樣態，也非

僅止巨觀式權力型態，更以細微的微觀權力（micro power）影響著，因此

需 更 細 緻 地 瞭 解 國 家 政 治 （ state politics） 的 運 作 （ Kenway, 1990, 1995; 

Stromquist, 1997; Watson, 1990）。整體而言，本研究從脈絡觀點，以「翻

轉教育」所在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巨觀脈絡為背景，透過觸發脈絡與構連

脈絡的爬梳，試圖勾勒出臺灣「翻轉教育」的生成圖像之中觀脈絡。具體來

說，本研究嘗試理解這股翻轉旋風是如何乘風而上？是何時開始？原初的

「觸發脈絡」圖像為何？構連的過程為何？能夠構連的脈絡為何？其間，社

群媒體、平台或是國家在翻轉網絡中扮演何種角色？  

參、研究方法 

為 了 回 答 上 述 的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主 要 採 取 菁 英 訪 談 （ elite 

interview），輔以文件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讓翻轉教育生成圖像

的描繪能夠呈現細膩與複雜性。在文件分析的部分，研究者爬梳相關的官方

文獻、政策文本、媒體論述、目前翻轉教育教師出版的書、演講、工作坊或

YouTube相關影片，以瞭解當時的脈絡性，以及關鍵行動者與脈絡的關係。

舉例來說，王政忠（2017）在《我有一個夢》書中即談到曾被輔導團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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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是因為否定輔導團的功能而號召的（頁182），其中涉及到

國家一開始的角色與之後的轉變，上述文獻都成為文件分析的重要標的。  

Ozga（1987）認為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最能夠觀看個人如何在結 構

中行動，洞察結構與能動性的關係。過往不少政策社會學研究學者以菁英訪

談的方式，重新爬梳重要改革過程的角力及協商過程（例如：謝小芩、李淑

菁，2008；Ball, 1990; Marshall, 2000; Ozga, 1987）。基於主題的特殊性，

本研究也採用菁英訪談（王麗雲，2004；Ball, 1994），企圖藉由翻轉教育

中重要行動者的深度訪談，提供事實性資料之外更細膩的探究翻轉教育生成

的動態過程。菁英訪談不同於一般訪談之處在於訪談對象的特殊性，教改關

鍵人（key person）所處的第一線之位置獨特性，使其成為能提供最完整一

手資料者（ informative person），也能貢獻個人的洞察，協助釐清整個發展

脈絡。  

在訪談的部分，研究者先以文獻回顧與分析擬定半結構訪談大綱，訪談

大綱會隨著訪談對象、訪談的進行情境而有不同。主軸（ theme）及編碼架

構（coding frame）在資料蒐集過程，及一邊處理逐字稿時逐漸浮現，在完

成逐字稿處理，主題及編碼架構才正式成形，但隨著對不同質性資料的理解

程度、交叉檢視與詮釋的不同，主題及編碼架構也會再次修正。在分析策略

上，則與一般資料分析無異，包括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的重要性、資

料與脈絡的關係等。一樣是「人」，就會產生「人」的共同問題，即記憶的

不可信。因此受訪菁英所言的「事實」，也要經過再三確認與檢證。尤其因

所處的位置不同，往往產生不同的「看見」，因此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特別

要「反回去」瞭解位置對觀看所造成的影響；此外，對於「觀看」上的差異

除了從「位置」深入瞭解，更要將這些資料置於脈絡之中重新審視，才能將

翻轉教育圖像更完整的拚湊出來。  

本研究聚焦於翻轉教育生成與集結構連的脈絡性分析，然而如前所述，

由於「翻轉教育」一詞本身仍有許多辯證之處，因此處於同時代的學習共同

體、學思達、夢N、溫老師備課趴、均一教育平台、親子天下等小型翻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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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都牽涉其中。故本研究先針對檯面上已知的小型翻轉網絡的主要關鍵人進

行菁英訪談，以瞭解小型翻轉網絡中行動者個別的微觀行動彼此徵召、動員

與串聯的過程及關聯性。具體而言，本研究根據過往翻轉教育相關文獻，採

取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定九位與翻轉教育網絡發展可能的關鍵菁英進行訪

談，其中包含五位翻轉明星教師：臺大教授葉丙成、學思達創辦人張輝誠、

爽文國中王政忠、瑩光基金會執行長藍偉瑩及溫老師備課趴的溫美玉；以及

可能扮演關鍵性影響角色的媒體親子天下創辦人何琦瑜、建立串聯均一教育

平台背後的靈魂人物方新舟董事長、執行學習領導下學習共同體計畫的主持

人潘慧玲教授和時任中央教育部長的吳思華教授。鑑於受訪菁英識別性高，

匿名性的不易維持（王麗雲，2004），在受訪者的同意下，本研究皆以真實

姓名呈現訪談資料。資料蒐集時間為2019年底至2020年中旬，受訪菁英詳如

表1。  

 

表1  菁英受訪者及翻轉教育簡述  

菁英受訪者（括號內為編碼） 背景簡述  
臺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  
（葉2020_0108）  

曾在2011、2012年間在大學推行MOOCS線上開

放式課程，並隨著與親子天下、張輝誠、方新

舟的均一教育平台合作下，將「學習變有趣」

這件事從大學端結合高中端並拓展至國中小  
學思達創辦人張輝誠  
（張2020_0116）  

在2013～2014年間，張輝誠於中山女高擔任教

師時期，曾赴日觀摩佐藤學學習共同體，回臺

後創立學思達教學法。透過公開觀課，並與親

子天下、葉丙成教授、方新舟董事長的均一教

育平台共同帶起翻轉熱潮  
爽文國中國文老師王政忠  
（王2020_0420）  

2012～2014年左右，王政忠於南投爽文國中開

創MAPS教學法，開啟偏鄉翻轉的氛圍，爾後

受到教育部協助，啟動夢N工作坊，聚集更多

有夢想且熱血的教師  
瑩光教育協會理事長藍偉瑩  
（藍2020_0120）  

曾任麗山高中化學科教師、2012～2014年曾參

與潘慧玲教授的學習共同體計畫，而後曾擔任

均一師資培育中心執行長，接著創立瑩光教育

協會，為入校陪伴學校教師共備付出了相當大

的努力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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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菁英受訪者及翻轉教育簡述（續）  

菁英受訪者（括號內為編碼） 背景簡述  

南大附小退休教師溫美玉  
（溫2020_0629）  

從2011年左右便開始出版各式教學書籍，後來

在臉書成立「溫老師備課趴」後，翻轉聲量愈

來愈大。親子天下也為其出書，爾後開始開創

自己獨有的教具，在小學翻轉教育中獨占鰲頭  

親子天下執行長何琦瑜  
（何2019_1205）  

親子天下在這波翻轉教育中出版了甚多書籍

（如芬蘭教育、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等），

不少翻轉名師的著作也來自於親子天下出版

社，並在2010年開始起就出版一系列關於翻轉

教育相關的專刊，進行深入性的報導  

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

（方2020_0515）  
在2014年左右創辦「均一教育平台」不僅連結

了當時在各地竄出的翻轉教師，也因為均一教

育平台的網路科技聲量，讓各地的翻轉教師可

以上線自己的教學影片，創建出臺灣中小學的

教學共用平台，帶動這波翻轉教育熱潮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教授

潘慧玲  
（潘2019_1219）  

在2013年擔任教育部委託的「學習領導下中小

學學習共同體之規劃與推動計畫」計畫主持

人，將學習共同體推展至各縣市的試辦學校，

為教育部將學習共同體正式導入中小學  

時任教育部長吳思華  
（吳2020_0421）  

適逢2014年十二年國教上路，並於任內推動實

驗教育相關法案，並將2015年定為「教育創新

行動年」，為創新教學及翻轉熱潮推波助瀾，

更以教育部官方的力量支持許多草根翻轉教師  

 

肆、臺灣「翻轉教育」生成圖像 

從脈絡分析的觀點，以下從觸發脈絡與構連脈絡，探究臺灣「翻轉 教

育」的生成圖像，包含國際教育熱潮被轉譯進來而成「勢」之力、對「翻轉

教育」內涵歧異想像反而聚積力量的觸發，後來構連脈絡如何串連起各方勢

力而成「翻轉教育」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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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觸發脈絡：轉譯成「勢」之力  

教育改革不會在一夜之間生成，必定有其脈絡性。本研究發現，國外教

育熱潮（日本學習共同體、美國可汗學院）被引進臺灣之後在地化的轉譯歷

程，再加上各自表述的「翻轉教育」內涵與再意義化，成為國內翻轉教育的

觸發脈絡，醞釀讓「翻轉教育」成「勢」之濫觴。  

(一)國外教育熱潮的轉譯與在地化歷程  

其 實 在 前 述 2013年 華 山 文 創 園 區 舉 辦 「 翻 轉 Flip」 年 會 、 何 琦 瑜 等 人

（2013）的《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一書中首

次出現「翻轉教育」一詞、呂冠緯（2015）認為「2014年可以說是臺灣教育

界的翻轉元年」之前，約莫在2012年之前，就有兩條主要軸線逐漸醞釀「翻

轉教育」生成，一是搭著媒體掀起的日本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熱潮，併合國家

之力於臺灣教育現場在地化的歷程；另一則來自「翻轉」一詞的原始意涵，

由教育非營利組織誠致教育基金會仿效美國可汗學院所建立的均一教育平

台，意圖透過科技讓弱勢孩子也有學習的機會。這兩條軸線最初分別發展，

在「翻轉教育」一詞如日中天之時，也逐漸融於「翻轉教育」大傘之下。以

下研究者先分別說明這兩股國外教育風潮如何在臺灣鋪陳醞釀成為「翻轉教

育」的觸發脈絡。  

1.媒體聚光燈下的日本學習共同體及在地轉化  

儘管早在2011年，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早已赴日參訪濱之鄉小

學 有 關 學 習 共 同 體 的 實 施 情 況 （ 陳 春 男 ， 2013） ， 但 讓 「 學 習 共 同

體」成為教育風潮的重要關鍵，則是媒體親子天下，就如同潘慧

玲訪談所言：「我覺得學習共同體在臺灣能夠有這樣子的熱潮，媒體

的 推 動 力 量 太 強 了 ； 佐 藤 學 過 去 來 過 臺 灣 ， 一 點 迴 響 也 沒 引 起 」 。

2012年4月，親子天下出版《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一

書，在臺灣掀起一股學習共同體熱潮，臺北市和新北市同年接著派員

赴日考察並著手推動（阮孝齊，2014），其後2、3年間，也陸續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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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市 、 桃 園 縣 、 新 竹 縣 、 彰 化 縣 教 育 人 員 前 往 參 學 （ 潘 慧 玲 等 ，

2015）。親子天下執行長何琦瑜敘述當初把日本學習共同體「找」進

臺灣的思考：  

 

當時就是十二年國教計畫準備上路，上路的前期引起非常多的討論的

爭議。所以我希望用我媒體的角色……媒體就是一個聚光燈，你決定

把燈打在哪裡，這個世界就看到那個角落，所以我那時候想做這個議

題設定，就說我想把大家的焦點從考試轉移到教學這件事情上來……

那時候我找到了日本佐藤學的，那個《學習的革命》這本書。（何

2019_1124）  

 

何琦瑜回想因緣際會聽了一場佐藤學在臺灣的演講，同時認識佐

藤學的臺灣博士生黃郁倫，牽起了關係網絡。何琦瑜後來閱讀了幾本

佐藤學經由中國大陸的翻譯著作之後深受感動，於是整併他原本的兩

本著作，再加上後來的訪談，《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這本書正式誕生，成為推波助瀾的重要媒介。該書對學習共同體的倡

議，成為後來政策實踐上很重要的推手（阮孝齊，2017）。  

雖然同樣稱為「學習共同體」，但潘慧玲認為臺灣現今教育場域

所談的學習共同體，已非日本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而是位移轉化後

的呈現。日本「學習共同體」在地轉化實踐可從國家角色、在地語彙

創造以及系統範圍的擴展三個面向說明。在國家角色方面，原本國家

沒有太多角色介入的日本「學習共同體」到了臺灣，官方角色及經費

上的挹注，成為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就如阮孝齊（2017）指出，因

著十二年國教底下的「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提供資金，讓學習

共 同 體 順 利 走 進 政 策 ， 從 而 成 為 許 多 縣 市 辦 理 學 習 共 同 體 的 補 助 依

據。潘慧玲同樣也提到這段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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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在推學習共同體的時候，整個的環境脈絡跟日本完全不一

樣，日本沒有這麼多的政策介入……當時我就說……要把學習共同體

變成政策選項，如果你不是政策選項，唉呀學校會應付你 [分組合作

學習的 ]政策都來不及了，我還搞一個學習共同體呀？不可能的。所

以就在教學精進計畫，就把學習共同體成為學校可以選的項目之一。

（潘2019_1219）  

 

潘慧玲在2012～2015年間主導教育部委託之「學習領導計畫下的

臺灣學習共同體」計畫，她強調在過往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基礎

上 ， 該 計 畫 雜 揉 了 西 方 重 要 的 概 念 或 工 具 ， 包 含 「 重 理 解 的 課 程 設

計 」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等 ， 與 最 初 奠 基 在 授 業 研 究

（ lesson study ） 上 發 展 的 佐 藤 學 學 習 共 同 體 （ 方 志 華 、 丁 一 顧 ，

2013）已經有所區別。  

創造在地語彙也是在地化軌跡歷程，包含將「學習共同體」區分

為以教師學習社群為核心的「教師學習共同體」以及課堂層次的「課

堂學習共同體」等，而創發與改變的原因涉及主導者的專長範疇以及

教 育 圖 像 ， 因 潘 慧 玲 的 「 領 導 」 專 長 ， 順 勢 將 原 本 日 本 聚 焦 的 「 課

程」擴展至以學校系統為中心，希望學校本身能成為一個「自我創生

系統」。潘慧玲說：  

 

在日本他們叫作公開課，這些 term呢！我們就在想說在臺灣，因為我

很希望創造一個教師學習社群，後來我們把它叫作教師學習共同體

嘛！那在 [日本 ]lesson study有三個步驟嘛！所以我就要創造 [臺灣 ]共

同性的語言，我把它叫做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共同議課，所以現在

備課、觀課、議課 [就是從那時候來的 ] ……那在臺灣推動學習共同

體，我跟佐藤學不一樣的切入點，在於他是一個課程學者，我是一個

領導的學者，我們不一樣。所以佐藤學他經常是由課堂直接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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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重的一定是學校行政的層級，在教師的層級，彼此互相互助合

作，再到課堂的層級，所以就創造了另外的語言，就是「課堂學習共

同體」。那「課堂學習共同體」裡頭就會有師生共學、生生共學，那

「教師學習共同體」就會有師師共學……所以我要講的另外一個語

言，「共學」也是從我們這裡出來的……。（潘2019_1219）  

 

總的來說，日本學習共同體位移至臺灣後，透過媒體聚光燈的加

乘效果、政策支持下，很快速地席捲臺灣教育界，而來自學界的潘慧

玲從其專長範疇及在地教育圖像，由新語彙的創造、語彙內涵重點的

改 變 、 系 統 範 圍 的 擴 展 等 面 向 ， 形 成 全 球 在 地 化 的 效 果 ， 積 累 臺 灣

「翻轉教育」的觸發脈絡。  

2.美國可汗學院到均一教育平台的轉化  

2006 年 孟 加 拉 裔 美 國 人 S. Khan 成 立 的 可 汗 學 院 （ Khan 

Academy）數位平台提供學生免費觀看教學影片，透過這個平台「給

任何地方、任何人免費共享一流的教育」（Khan, 2011, 2012）。受到

這股數位學習浪潮的影響，國內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仿效美國可

汗 學 院 的 理 念 也 成 立 「 均 一 教 育 平 台 」 ， 透 過 雲 端 平 台 ， 提 供 「 均

等、一流」的啟發式教育給每一個人（均一教育平台，2022），讓教

師因材施教、學生自主學習，也同樣是在「分享知識」下的理念誕生

的。  

薛慶友與傅潔玲（2015）從數位學習平台的應用與評析比較可汗

學院和均一教育平台的相似及差異性，然而卻忽略追溯從可汗學院到

均一教育平台可能的位移軌跡。均一教育平台的創辦人方新舟與Khan

一樣都擁有非教育背景的專業，但因長期投入偏鄉教育，發現偏遠地

區的公立學校有長期存在師資缺乏的議題，受到當時可汗學院熱潮的

影響，遂決定與時任均一中小學董事長且也關心教育議題的嚴長壽合

作，方新舟提到開始合作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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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差不多到2012年的時候，呃，嚴長壽先生……因為他在2011年的時

候，寫了一本《教育應該不一樣》這本書，那這本書出來以後，得到

了很多的回應。那同一個時間，我們就在討論，好，他那邊有一個基

地，那剛好美國的可汗學院，那個時候呢就開始愈來愈流行嘛！所以

我就找了美國的朋友，把可汗學校的軟體，把它授權過來，然後找了

臺灣的朋友，開始把它中文化。那我還得到了嚴長壽先生的同意，就

是他有均一中小學，那我們就有均一教育平台，那這樣子的話，虛實

整合看看我們兩個能不能對臺灣的教育起一點點的作用這樣子。（方

2020_0515）  

 

2012年 10月 均 一 教 育 平 台 正 式 上 線 ， 秉 持 著 當 初 基 金 會 的 使 命

「關懷弱勢，科學救國」，在最初的四、五年間，均一教育平台在臺

東、花蓮、宜蘭、屏東、雲林等非大都市優先推行，但正式上線後的

推動過程困難重重。方新舟回想：  

 

因為原來的影片我們是用可汗的影片嘛！那我們用原來把它打字幕在

底下。那後來我們到臺東去的時候，那個臺東原住民的孩子說看不懂

啊！因為他聽到的聲音是英文，然後他得看底下中文的字幕，然後

呢！那個可汗在書寫的時候，他是寫英文，那個知識含量太大了，太

複雜了，再加上可汗常常用的例子都是美國的例子，他最喜歡用的就

是 avocado，那我們把它翻成鱷梨，臺東的孩子說鱷梨是什麼東

西……。（方2020_0515）  

 

影片內容的文化差異使得即使打上中文字幕，臺灣學生可能也會

因為不瞭解脈絡而聽不懂，再加上最初推行的縣市學生外語能力上的

限制，使得學習依然困難。再者，當時的教師對於數位學習以及雲端

工具使用的接受度不高，也是另外一個推動上的困難，就如方新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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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那個時候老師的心態，即使我們把影片做得非常地棒也沒有用，因

為在那個時候大部分老師對於使用這個雲端工具、數位學習，根本是

不熟悉的。  

 

基於上述原因，方新舟決定不再使用直接翻譯的中文版可汗學院，並

開始嘗試理解最初美國的翻轉教室是透過何種方式去推動擴散和發展

網絡，也促成後來臺灣翻轉教育構連脈絡的源頭，此於後文進一步闡

述。  

(二)各自表述的「翻轉教育」內涵與再意義化  

儘管一般認為「翻轉」源於2006年美國的「翻轉教室」，然而研究者進

一 步 以 「 翻 轉 教 育 」 （ flipped education ） 英 文 搜 尋 ， 結 果 幾 乎 圍 繞 在  

“flipped classroom”，並沒有“flipped education”相關呈現，足以顯見「翻轉

教育」一詞非從外國挪用而來，而是國內的創意挪用，然後加以擴充。然

而，國內教育界及媒體界不管是挪用、誤用、借用或重新詮釋再賦予新意義

的歷程為何？這樣在地的重新再意義化，源自於對「翻轉教育」的哪些想

像？而這些意義鬆散的「翻轉教育」內涵如何串起教育改革成為一股不可檔

之「勢」？以下研究者先從各自表述的「翻轉教育」內涵談起，開啟「翻

轉」二字的黑箱，釐清不同行動者對於翻轉教育的概念想像。  

約莫2013～2014年，「翻轉」這詞彙在臺灣逐漸醞釀、集結並發散。葉

丙 成 在 訪 談 時 提 到 2013 年 TED×Taipei 以 「 翻 轉 」 （ Flip ） 為 年 會 的 主 題

（9/28～9/29），可能是「翻轉」一詞在臺灣開始被“misused”的濫觴。葉丙

成觀察：  

 

那年的TED其實是做得還滿成功的，那個翻轉的概念，其實在那個時

候，那個詞就在那年……Flip這個事情在臺灣社會就整個都……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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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家都開始用這個詞，大家都把Flip這個詞當作是創新的代名詞，

所以後來就不只是翻轉教學，還有翻轉什麼什麼、翻轉什麼什麼，很

多人是2013年之後，大概有3、4年，就把翻轉當成是一個創新的同義

詞。（葉2020_0108）  

 

「翻轉」在TED×Taipei 2013有著由下而上的草根性（grassroots），更

有著改變、創新的意涵，這樣的概念透過教育媒體的轉譯，可能催生或彼此

生成「翻轉教育」一詞的出現。親子天下在同年11月14日出版《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一書。該書以「翻轉教育」為書

名，內容集結世界教育重大趨勢與改革思潮，包含日本佐藤學的「學習共同

體」，也從日本、上海、美國、英國等國外教育風潮，探訪各國教育改革。

在 2014年 9月 號 《 親 子 天 下 》 專 刊 （ 第 60期 ） 更 以 「 翻 轉 教 育 」 為 當 期 主

題，把焦點拉回臺灣的「翻轉教育」現場，封面次標為「一股由老師自發的

教學變革，醞釀新一波教改能量，他們勇於自我革新，改造孩子的無動力狀

態」。就如該期〈編者的話〉中描述當時民間自辦教師研習「秒殺」的盛

況，可知在2014年暑假燃起的改變之火：  

 

這個暑假，編輯部的記者們在週間和週末，都忙著分頭南北奔波參加

不同的教師研習。這些教師研習和以前完全不同，不是被規定、要簽

到、可以認時數、發便當的官方研習。這些研習很多都是老師自己發

起、自己策劃、自己找場地、湊錢……在網路上揪團，一開放報名就

「秒殺」。  

 

2014年教師燃起的變革，某程度也和當時的政策脈絡有關，因為同年8

月，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而教育圈同時逐漸醞釀著變革性新課綱的出現，

助長整個改變的能量。親子天下執行長何琦瑜談論到「翻轉教育」一詞發展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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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翻轉教育早期引進臺灣的時候，不是談這個意思，它從那個

flipped classroom接續而來的概念……但是後來我們去整個重新定義

它這一波……我們其實想定義這個moment，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

從教學者為中心，轉換到學習者為中心的，這種轉換，這種翻

轉。……那這個翻轉教育，沒有要顛覆任何人，它只是翻轉你的視

角，把你所在意的事回到教與學。這個整個學習的本質跟本身，教學

者的改變，跟學習者的改變，驅動了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所謂的教育改

革。（何2019_1205）  

 

從「翻轉教室」到「翻轉教育」，從原本單純的科技操作融入課堂改變

教學方法，延伸到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從過往傳統教育的教學者為

中心到學習者為中心。這樣的再意義化其實聚焦於教學與學習本身「方向

性 」 的 改 變 。 與 其 說 「 翻 轉 教 育 」 ， 其 概 念 內 涵 則 聚 焦 「 教 學 」

（ learning）型態，而非廣泛的「教育」（education）。「教育」本身通常

含括的範圍更大、更廣，還包含教育行政、領導、學校文化、非學校型態、

非正規的學習等。  

上述教學型態「方向性」的改變，臺大葉丙成教授則以「狹義」及「廣

義」橫的「範圍」來說明。對於廣義的「翻轉」（即「翻轉教育」），他認

為其實就是「創新教學」。葉丙成同時也提出疑問：從教師中心轉換成學生

中心，或者以提問為主的教學方式，可能在很早的時期就有這樣的教學法

了，那還能稱之為「翻轉」嗎？時任教育部長的吳思華也將這一波翻轉教育

連結到更廣泛的教育創新、創造力教育及實驗創新，他說：  

 

臺灣的這一波實驗教育，或者是翻轉教育，它其實是有一個相當長的

時間，就對我來講，我們的創造力教育到現在已經是從2000年做到現

在了，這個社會其實從很長的時間就孕育了，孕育了很多人對現狀的

不滿，而希望去翻轉的這個動能……其實像噗浪客，噗浪客都比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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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更 早 開 始 做 嘛 ！ 那 時 候 開 始 推 動 資 訊 教 育 的 … … 。 （ 吳

2020_0421）  

 

「翻轉教育」一詞在2013～2014年就如吸盤，匯集各方能量，很快地成

為創新教學的共同語言。王政忠、溫美玉、張輝誠的「翻轉」行動在這詞彙

出現之前，已經持續進行並累積許多創新教學經驗。從師專畢業進入教育現

場就開始進行創新教學的溫美玉提到：  

 

我從第一天 [就 ]開始 [跟別人不一樣 ]……我一直覺得我做的東西就是

不用翻轉，別人要翻轉，我不用翻轉的，因為我一直都走在很前面。

（溫2020_0629）  

 

溫美玉認為自己並不需要特別去強調自己是「翻轉」教師，因為她沒有翻

轉，她打從一開始就從事創新教學，是後來「翻轉」一詞的出現，自己才被

稱為是翻轉教師。張輝誠（2015）在《學‧思‧達：張輝誠的翻轉實踐》專

書自序中也寫到自己從教書第一年即著手進行創新教學實驗，退伍後再回到

教學工作，開始自編講義、創新教學活動，隔年第一次打開教室，邀請同校

國文科教師前來觀課。同樣地，王政忠（2016，頁33）也在其專書《我的草

根翻轉：MAPS教學法》自序中寫道：「MAPS的發想與實踐初期，相當土

法煉鋼，所有教學策略的設計主要是根據我過去的十六年教學經驗」。王政

忠的訪談中，也能看到「創新開始等同於翻轉」的發展軌跡，他說：「當我

開始在做教學改變的時候，2012年，那時候我其實是沒有聽過 [翻轉 ]這兩個

字的」。儘管如此，「翻轉教育」一詞卻在臺灣發展出變革性的意義。葉丙

成說：  

 

過去大家在做他的創新，可是你很難形成一個勢……。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剛好有一個 term，那大家都起義來歸，大家本來就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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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創新教學，現在就說大家來做翻轉。（葉2020_0108）  

 

開啟「翻轉教育」黑箱，發現「翻轉」一詞在臺灣教育的脈絡下有多重

的意義指涉，其範圍從小至接近美國翻轉教室中使用科技在課室內進行翻轉

的原意，大至在目前臺灣教育環境中等同於創新教學的翻轉，不同行動者有

不一樣詮釋的方式。「翻轉教育」的重要關鍵人對於臺灣的「翻轉教育」何

時開始、如何開始、重要關鍵因素及意義內涵，有著殊異的理解與圖像。有

的認為「翻轉教室」到「翻轉教育」是「誤用」的結果；有的行動者抓住這

個態勢，認為透過媒體的力量重新定義、重新命名，能夠驅動教育改革；有

的從創新教育的角度理解「翻轉教育」，有的從更遠的1990年教育改革後一

連串的政策鬆綁與教育現場氛圍改變的脈絡進行理解，而上述這些意義鬆散

的想像某程度成為鋪陳觸發「翻轉教育」風潮之「勢」的因素之一。以下的

構連脈絡則進一步具體說明重要關鍵人對於臺灣「翻轉教育」的殊異理解如

何反而彼此構連的行動，強化「翻轉教育」的集結力道。  

二、構連脈絡：跨界連結、媒體科技助攻與國家角色  

「翻轉教育」一詞的各自想像觸發各方能量，把所有想改變的力量匯集

到「翻轉教育」一詞之下，觸發脈絡發展本身提供了一個利於影響構連的平

台，而接續的構連脈絡將「翻轉教育」之社會網路連結起來，成為這波教育

改革的有力助攻。「構連」的主體除了各創新教學發起人外，與第一波教改

很不同的是，媒體、非營利組織，甚至商業的力量都加入其中，特別是科技

發展的助攻，讓社群媒體或各種新媒體得以擴大翻轉力道。在不同的網絡構

連中，透過菁英訪談，發現有三個元素是翻轉關鍵人共同提到的軸心聚合，

包括2014年臺大翻轉教室工作坊、嚴長壽、親子天下。以下分三個部分來說

明「翻轉教育」發展之構連脈絡，一是鏈結關鍵人軸心的出現，二是科技、

媒體與商業之助攻，最後討論在這波翻轉教育背後隱形的國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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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鏈結關鍵人的軸心  

「翻轉教育」關鍵人構連軌跡可分為兩主要網絡，一是學習共同體的網

絡連結，另一則是以「2014年臺大翻轉教室工作坊」為軸心，鏈結起「翻轉

教室」關鍵教師之網絡，並很快的向外延展、彼此加乘，後來也把學習共同

體網絡也鏈結進「翻轉教育」，而科技、媒體與商業成為「翻轉教育」的加

溫器。  

1.學習共同體的教師社群網絡連結  

如前所述，在「翻轉教育」成「勢」之前，學習共同體在媒體推

波助瀾下已經在教育界掀起一小波熱潮，然而卻也在「翻轉教育」如

日中天之際很快的銷聲匿跡，或說被整合於「翻轉教育」之中，就如

潘慧玲在訪談所言：「我覺得我完成我的階段性任務」。  

潘慧玲承接的教育部學習共同體計畫逐漸推進教師共學網絡，其

中「藍偉瑩是搭上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平台，我也非常開心，我們讓一

個老師發光發熱」，潘慧玲說。學習共同體網絡布署關鍵人，也是時

任麗山高中化學老師的藍偉瑩，回想潘慧玲與她的聯繫過程：  

 

那時候潘老師比較想要找一文一理 [做公開課 ]，但沒有任何一個學校

可以出兩場，只有我們學校跟她說我們可以，所以她後來就來我們學

校辦，所以那是第一場做公開課，所以其實那一場我認識了很多

人……後來潘老師問……可不可以幫他們去臺東做公開授課或講師，

那時候我才幫忙……。（藍2020_0120）  

 

在因緣際會之下，藍偉瑩開始了一場又一場學習共同體的開展、

行動者的聚集與體制內下一步的教師連結與布署，藍偉瑩接續談到從

公開課講師、學習共同體領導者再到整個學校教師社群網絡的建置：  

 

我自己就辦了臺北市的自然科研習，關於學習共同體，因為我這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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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做了快一年……然後到最後反正就一系列，完了之後就開始就成立

了好幾個社群，因為我也把我們學校幾個頭抓出來，所以本來地科就

有社群，後來有國中理化、高中化學加高中物理加高中生物，所以我

們就把自然科的社群弄起來，所以就讓大家開始做這個事情。後來臺

北市也開始支持老師的這種跨校社群，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做這個事

情。（藍2020_0120）  

 

日本佐藤學學習共同體透過政府資金挹助及相關計畫導入，接著

由試辦學校執行布署本土化學習共同體體制的開展，穩定不同情境的

連結帶起臺灣教師社群的網絡。其中的領導型行動者藍偉瑩從原先在

體制內「被動」導入學習共同體計畫，到成為學習共同體公開課程的

講師，辦理相關研習並帶領教師成立社群，就如潘慧玲所言：「她就

是跟我們有這樣子的緣份，就開啟她一路向前」。「在翻轉這一波，

其 實 真 正 帶 起 來 還 是 靠 佐 藤 學 進 來 … … 其 實 第 一 波 真 的 是 學 習 共 同

體，是趁著這個東西，其他才有聲音的」，藍偉瑩說。儘管一般認為

2014年在臺大舉辦的「翻轉教室工作坊」才是臺灣翻轉教育的濫觴，

包含嚴長壽先生寫給葉丙成《為未來而教》的序言也直稱那場工作坊

「帶來的討論、報導與激起的漣漪，可謂臺灣真正翻轉教育的元年」

（頁3），而藍偉瑩也是那場工作坊的火種之一，將學習共同體搭上

翻轉教育的浪潮之中，儘管藍偉瑩稱自己是「路人」，「他們才是翻

轉明星」。  

2.「翻轉教室」網絡串起「翻轉教育」軸線  

2014年，當學習共同體正在以公開課和教師社群開始布署之際，

均一教育平台也舉辦第一場翻轉教室工作坊。正如潘慧玲找到了藍偉

瑩，許多受訪談菁英異口同聲地指向2014年1月25日舉辦的「臺大翻

轉教室工作坊」正是串連「翻轉教育」領導人的關鍵活動，雖然他們

在訪談時都講成「『翻轉教育』工作坊」。儘管名為「翻轉教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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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究其內涵其實已經是後來「翻轉教育」的概念。在「2014年臺

大翻轉『教室』工作坊」報名資訊中，我們已經可以讀到「翻轉『教

育』」的內涵：  

 

「翻轉教室」是美國從2007年開始帶出的教育反思，重點在把學習主

權還給學生，進而能達到老師因材施教，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理想。

在少子化趨勢、網路數位工具成為重要學習工具，以及啟動十二年國

教的背景下，我們期待藉由實踐經驗的分享與交流，鼓勵老師由知識

的「教導者」轉型為學習的「引導者」，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2014）  

 

該活動由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主辦、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承

辦，協辦為親子天下、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講者團隊包含工作

坊主任葉丙成、呂冠緯、張輝誠、藍偉瑩、鍾昌宏、孫譽真等教師，

上述單位與人在後來的翻轉教育風潮與實踐中，各有其角色。其中，

誠致教育基金會方新舟是主要構連的靈魂人物，他回想這段籌辦連結

的歷程：  

 

……我們派的人到美國去，去瞭解他們這個翻轉教育是怎麼推動的，

然後在2013年9月的時候，就決定了要在2014年辦一個翻轉教育工作

坊，那在那個之前呢！我就在找，到底臺灣有哪幾個人在翻轉教育上

面已經有開始在努力嘗試的，我就找到了葉丙成老師，找到了張輝誠

老師，找到了鍾昌宏老師，那王政忠老師那時候其實是還比較慢

的……。（方2020_0515）  

 

當時為臺大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的葉丙成也談到當時方新舟來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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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是方新舟在推翻轉教學過程中，逐漸體會到教師的改變才

是核心，「翻轉教學這個東西要做的話，它只有拍片是不夠的，它要

教會老師怎麼用這個事情」，葉丙成說。2014年這場翻轉教育工作坊

只是連結的開始，之後以此陣容與氣勢，  

 

在台北、台中、台南、台東、花蓮等地舉辦大型翻轉教學工作坊，提

供BTS教學法、學思達教學法、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合作探

究方法、教學短片錄製等課程，引導老師藉由思考與實作，逐步建構

出以學生學習為主題的課堂樣態。（誠致教育基金會，2015）  

 

上述可知，臺灣由「翻轉教室」到「翻轉教育」的過程，不僅是

均一教育平台布署發展體制內教學與教育氛圍改變，也把大學端與中

小學網絡的行動連繫起來，更位移了翻轉教師的角色位置，從沒沒無

聞到成為舞台焦點，並開始拓展其各自的穩定網絡社群。方新舟目睹

這些變化：  

 

這幾位先行者，他們已經都在那邊蹲點、埋頭苦幹好多年了，但是一

直都沒有被看見，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搭一個平台，讓他們在這個平台

上面被看到。我們2014年第一次的翻轉教育工作坊，我們讓臺灣社會

看到學思達，讓臺灣社會看到均一教育平台，讓臺灣社會看到BTS。

（方2020_0515）  

 

張輝誠（2015，頁18）在《學‧思‧達：張輝誠的翻轉實踐》專

書中也談到這場工作坊如何讓學思達進入快速成長期：  

 

方先生誠摯邀請我擔任2014年1月「台大翻轉工作坊」的主講人，並

且把最重要的主場給了學思達，嚴長壽先生受方先生之邀共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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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就坐在頭排聆聽……演講完之後，方先生將演講過程錄影、剪

輯、上字幕、放上YouTube，學思達進入極速翻轉狀態……共有十二

萬人次觀看過……是方先生讓學思達進入快速成長期。  

 

張輝誠也多 次在擁有7.5萬成員的臉 書「學思達 教學社群」 談及

他的感謝，他認為「臺灣近十年，新一波翻轉教育浪潮，背後最大推

手，其實是嚴長壽董事長和方新舟董事長」。方新舟與嚴長壽無疑成

為鏈結臺灣翻轉教育關鍵網絡的軸心，從這些翻轉教師出版專書幾乎

皆有兩人推薦序可見一斑（除了溫美玉沒有兩人推薦序、藍偉瑩只有

嚴長壽推薦序之外），但皆為親子天下出版。  

(二)科技、媒體與商業之助攻  

親子天下在這波教改的強大影響力量是不爭的事實，隨著科技的發展，

特別是臉書使用者恰巧在那段時間快速增加，都讓翻轉教育風潮推至最高，

之後還有書商的力量介入，都成為翻轉教育之火的助燃器。  

1. 親子天下：強化連結與聚光  

親子天下作為一個媒體，在翻轉教育風潮中跨越媒體「報導」的

消極性角色，成為參與教育改革的行動體，不但積極扮演起連結翻轉

教育行動教師的角色，還成功的把公眾的焦點視線轉到翻轉教育上。

受 訪 的 翻 轉 菁 英 無 一 不 談 到 親 子 天 下 的 重 要 角 色 ， 例 如 王 政 忠 就 提

到：  

 

親子天下在這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關鍵角色，這事實上沒有錯，從

2014、2015年開始，推波助瀾，所謂翻轉教育名師啊！帶進這個概念

啊！然後，嗯！他們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一個 promote的力量，非常

大。（王2020_0420）  

 

張輝誠也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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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真正的關鍵是親子天下，媒體。因為，我覺得他做了兩件很重

要的事情，包括佐藤學……因為潘慧玲把佐藤學引到臺灣之後，親子

天下開始報導，開始幫他出書，真正產生影響力的不是潘慧玲。（張

2020_0116）  

 

就如同2014年初臺大翻轉教室工作坊的關鍵構連行動角色，親子

天下也緊接著進一步透過「翻轉教育•創意教師100」活動擴大翻轉

教育影響範圍，從活動宗旨，我們可以讀到親子天下作為一個媒體，

參與教育改變的積極性角色。  

 

我們十分期待這樣的改變能持續發酵並擴大影響力。2014年，《親子

天下》決定募集百位擁抱翻轉力量的「創意教師」，鼓勵教育工作者

大膽秀出不一樣的「翻轉教育」思維，並鼓勵後續組成網路社群，讓

有意改變的教育工作者彼此觀摩，相互打氣；更讓新世代的教與學創

意好點子，能透過相互交流，打造師生共同成長的教育創造力。（何

2019_1205）  

 

親子天下執行長何琦瑜對於這段構連的歷程回憶道：  

 

我當時想，其實我應該把有熱情的老師召喚出來，讓他們看見彼此，

你們就知道說吾道不孤，其實不過就是有一群人一起走。所以2014年

我們做了教育創新。那時候不叫教育創新，我叫「創意老師」，翻轉

教育的創意老師一百個，結果來了兩百個徵件……所有符合規定的老

師，我通通邀請來……我就邀請一些人來短講，每個人講講他自己在

學校裡面做的事……其實就是社群。（何2019_1205）  

 

各個翻轉教師因為這場聚會形成相互聯繫的網絡，親子天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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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聚集網絡的關鍵中介，後來還出了一本專刊，「把所有的老師

的故事都寫出來了，我們就開始描繪這個現象，就是老師的自我革命

啟動的一個新教改」，何琦瑜說。  

接著再透過一場接一場與教育部共同合作舉辦全國性的翻轉教育

工作坊，超越當初方新舟自主舉辦的翻轉教育工作坊，將各地的翻轉

網絡互相聚集。正如何琦瑜所述，「媒體其實沒什麼，就是一個聚光

燈。你決定把燈打在哪裡，世界就會看到那裡，就會引導大家討論的

焦 點 轉 移 」 ， 因 此 當 大 家 提 到 翻 轉 教 育 ， 就 會 想 到 媒 體 之 下 的 「 那

種」翻轉教育，那是一種被形塑出「一股強而有力由下而上翻轉的草

根力量」，充分發揮媒體議題設定的功能。  

媒體在翻轉教育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為第四權的社會公器角色，但

同時作為商業機構，也與翻轉明星教師產生互相拉抬的相乘效果，短

時間快速推進臺灣翻轉教育熱潮，讓「翻轉教育」很快成為教育媒體

與現場的關鍵字；只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商業本身獲利的本

質 與 媒 體 特 性 產 生 的 雙 面 性 如 何 影 響 教 育 現 場 ， 亦 是 值 得 關 注 的 議

題。  

2.臉書促成社群快速生成連結  

除了親子天下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科技的發展也成為教師社群快

速 連 結 的 重 要 媒 介 ， 翻 轉 菁 英 教 師 異 口 同 聲 談 到 社 群 媒 體 的 強 大 效

果，特別是臉書出現之後造成的群聚效應，更加快速推升翻轉教育的

影響力道。2006年正式上線的臉書不斷的演化改良，到了2010年開始

建立「社團」新功能，更加容易上手的介面和功能讓臉書成為當時的

社群熱潮。葉丙成明白點出了臉書社群與翻轉教育網絡重疊的時間軸

線，他說：  

 

你看一般老師，其實很多人加入臉書的時候也差不多10年、11年，也

就是說，臉書那個社群剛好要 take off，然後那我們幾個可能之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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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在用臉書的，比較會，可能那時候可能還善用臉書的這個，順著

臉書起來的這個勢頭。（葉2020_0108）  

 

翻轉教師紛紛開始使用臉書，並積極經營，讓臉書平台成為自媒

體。舉例來說，溫美玉最早就有在網路上寫部落格分享日常及教學小

事的習慣，臉書讓「溫老師備課趴」快速形成社群。她描述這過程：  

 

無名小站那時候，大概2000多一點，我什麼都寫啦……那時候部落格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個人的……並沒有一定要聚焦在教學的這個部分。

那後來是因為FB……我教高年級的時候呢！我就剛好跟一個也是老

師，他說……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備課……我就想說我以前都是自

己在做，那我就說好，那我們就叫做，來一個把我做的東西可以分享

出去，叫做「備課趴」，備課party這樣子，我就用這樣子的概念，

我那時候一直在找什麼樣的媒體，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後來就發現

那個FB可以，所以我就用FB。（溫2020_0629）  

 

臉書更具互動性，也因為大數據的演算關係，更容易聚集對於這

些教學法有興趣的人，從單向分享，再到一群人聚集結盟，它讓「溫

老師」變成「溫老師網絡群」。與溫老師同樣透過臉書讓個人變成網

絡群的例子還有王政忠與夢N，王政忠最初透過MAPS教學法經由親

子天下媒體的聚焦後成為翻轉教育網絡中的一位行動者，而後運用臉

書平台建立「夢的N次方我實踐我驕傲」時，讓臉書成為了動員

的角色，在網絡上形成並串聯及匯聚更多行動能量。葉丙成認為臉書

的操作絕對與翻轉教育這股「勢」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說：  

 

我跟輝誠對於利用臉書來做宣傳，來promote想法，這樣的能力，這

兩個在用臉書這塊做得還滿……會運用臉書社群去推廣我們的想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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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能力，或是說吸引更多 follower的這個能力，我覺得我們兩個

在這塊算是還滿不錯的。所以就變成演講再搭配社群，讓這個勢就比

較容易形成這樣子。（葉2020_0108）  

 

如果說媒體是一盞聚光燈，將所有網絡給聚在一起照亮其相互結盟的

過程，那麼臉書社群就如同孢子般，快速的發散與串聯讓網絡可以迅

速的成長和具有能量。  

除了親子天下與臉書社群作為商業力量的推波助瀾，還有另一股

在背後的商業力量也連忙加材火，那就是書商，就如藍偉瑩所言：  

 

其實本來教育現場除了教學跟翻轉，它本來就也是一個事業體，它本

來就有很多複雜的東西，所以你認真去分析，你就會發現它到後來會

變成一個很大的產業，你看很多，你說到後來，他們很多相關的研習

或者是出來辦的研習，其實書商都是協助的！（藍2020_0120）  

 

然而，書商如何去構連使其成為「一門好生意」，又是另一個議

題了。  

(三)翻轉教育背後隱形的國家角色  

有人認為翻轉教育之所以能形成一股聚集的聲量，乃在於它打破過去由

上到下的教育改革方式，爽文國中王政忠老師更以《我的草根翻轉：MAPS

教學法》的書名來形容自身的翻轉是一種草根式的行動。不少翻轉教師也認

為在這波翻轉教育網絡形成過程中，教育部或者官方並沒有提供支援，全然

是透過教師自主形成網絡而來。然而，從觸發與構連歷程之脈絡性分析可以

發現許多國家的痕跡或隱形支撐，鷹架出翻轉教育風潮的可能，不管來自中

央或地方。就中央層次而言，教育部以教育政策、經費與措施等工具，成為

翻轉教育行動的大脈絡，例如十二年國教上路、新課綱改革的配套需求、科

技教育的重視等。舉例來說，在2012年左右方新舟建立「均一教育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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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育部於2013年規劃全面性的「新一代數位學習推動計畫」並於隔年正

式實施，把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磨課室（MOOCs）列為重點政策之一。

而繼2014年方新舟等人成功地自主性在臺大舉辦第一場「翻轉教室工作坊」

後，同年3月在臺東舉辦的工作坊便是由教育部指導、臺東縣政府主辦、均

一中小學承辦，並在同年年底及2015年年初，教育部主動邀請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分北、中、南三區辦理「翻轉教室工作坊」。在臺灣比較傾向「中

心化」（centralized）的政策環境中，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方向對地方政策

主軸往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例如全臺後來有21個縣市推動學習共同體，有

的即加入教育部專案、或納入精進教學計畫等（阮孝齊、王麗雲，2017）。  

從這個軌跡來看，教育部雖非點燃火焰的第一顆火種，卻在燃煤之際持

續推動支持，讓星火可以燎原。何琦瑜也認為，一開始的確是由教師由下而

上發起，後來媒體報導之後，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支持這個運動，但從背後支

持以降低了官方的影子。何琦瑜說：  

 

其實當時這一波呼之欲出的這種老師的力量自主研習的風潮經過媒體

大量傳播以後，其實我覺得它也讓各縣市政府跟教育部決策者開始有

一種感覺，然後感覺說，他們的角色要稍微退位……譬如說王政忠的

夢，其實是吳思華支持的，他給了他很大一筆錢然後拿去運作這件事

情，但是他，吳思華很聰明的是，他站在後面，他讓王政忠在前面。

（何2109_1219）  

 

同樣地，藍偉瑩也提到時任教育部長吳思華對於這波翻轉教育的傾聽和

瞭解是這個網絡形成的關鍵，她說：  

 

因為部長開始去接觸這些老師，也去了解大家在做什麼事，也鼓勵跟

支持大家，不然其實不會有以後後續的這一些，所以部長其實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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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角色。（藍2020_0120）  

 

有趣的是，儘管過程中看見不少政府的力量在支持教育改革的進行，時任教

育部長吳思華提及國家在翻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時，卻不因此而邀功，反而

是對翻轉教育的草根性質相當肯定，認為翻轉教育的網絡其實是經過一段很

長時間的醞釀，包括過去教改造成的不滿以及大環境推下的相關政策，都是

形成的關鍵，「我自己是覺得說，其實那個應該是英雄造時勢」，吳思華說。 

不管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翻轉

教育風潮形成過程中，兩者呈現出雙向的交互影響動態關係，而非單向的因

果論斷，如同王政忠所言：「臺灣能透過自媒體的發聲乃是建構在一片自由

的土地上」；也如潘慧玲談到學習共同體的「土壤」：  

 

我有基於臺灣本土的實踐經驗，我們並不是zero耶！怎麼可能。我們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讓老師也打開教室，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土壤，事

實上我們學習共同體也很難去做得起來。（潘2019_1219）  

 

而所謂的「時勢」、「土壤」，更早之前就開始積累蓄發。從1990年代

的第一波教改到翻轉教育已經歷經超過20年，全球的發展從工業走向數位，

臺灣社會從威權持續走向民主，這些翻轉教育所在的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巨

觀脈絡，成為不可或缺的「背景」存在。在這大潮流的環境改變之下，吳思

華認為，「國家應該扮演一個催化劑的角色」，因而在這波草根翻轉的網絡

中，我們見到國家隱形的催化支持成為這個網絡更加穩固發展的力量。  

伍、結論與討論 

隨著1990年代第一波教改對教育的鬆綁解構、九年一貫，2010年代隨之

而來的十二年國教、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美國的翻轉教室等風潮，加上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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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的興起等，特別是教師社群團體的構連，如何鋪陳翻轉教育的可能

性？翻轉教育生成的圖像為何？本研究受到政策社會學「脈絡」觀點的啟

發，重新細緻概念化並層次化「脈絡」觀點，運用菁英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

式，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巨觀層次脈絡為背景，企圖瞭解在大結構脈

絡變遷的動態歷程中，居於中觀層次的臺灣「翻轉教育」風潮如何生成發

展？其間行動者與觸發、構連兩個次脈絡的關係為何？社群媒體、平台或是

國家在翻轉網絡中又是扮演何種角色？研究發現，約莫在2012年之前，有兩

條主要軸線逐漸醞釀「翻轉教育」生成之勢，成為「翻轉教育」的觸發脈

絡，一條是媒體聚光燈下的日本學習共同體及其在地轉化，另一則為美國可

汗學院到均一教育平台的轉譯過程。以均一教育平台為軸心的「翻轉教室」

網絡後來則以「2014臺大翻轉教室工作坊」串起臺灣整個「翻轉教育」 軸

線，並透過媒體及藍偉瑩將學習共同體串接到「翻轉教育」大傘之下，詳見

圖2。  

日本學習共同體、美國可汗學院位移至臺灣後，透過在地轉譯、國家支

持與媒體聚光燈的加乘效果下，很快速地席捲臺灣教育界。全球教育風潮在

地的轉化包含來自學界的潘慧玲從新語彙的創造、國家角色的介入引導、擴

展至以學校系統為中心等面向，形成全球在地化的效果，逐漸建立起臺灣學

習共同體的新內涵與樣態，而方新舟覺察到文化與教學環境的差異對於直譯

版可汗學院產生的限制，從而開始把重點放在「教師」身上，也促成後來臺

灣翻轉教師社群構連的源頭。  

其間，親子天下、臉書更是扮演了翻轉教育網絡形成的關鍵中介強

化連結與聚光；不僅於此，親子天下在翻轉教育過程中跨越媒體「報導」的

消極性角色，轉而成為參與教育改革的行動體，積極扮演起連結翻轉教育行

動者的鏈結性角色，將當時在各地逐漸綻放的創新教學、翻轉教師和網絡很

快地集結起來。研究也發現，翻轉教育風潮並非純粹草根性的構連而上，背

後有著隱形的國家角色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著，不論是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

工 作 坊 、 新 一 代 數 位 學 習 計 畫 ， 以 及 前 教 育 部 長 吳 思 華 對 於 夢 N社 群 的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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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翻轉教育生成構連網絡  

 

持，都可以看見國家隨著十二年國教、108新課綱等政策脈絡的推展，在翻

轉教育中扮演民間網絡的支持性角色，許多民間單位、媒體與商業活動更是

從旁推波助瀾，再次醞釀教育改變的氛圍及快速集結的集體改變行動。  

總的來說，「翻轉教育」一詞的各自想像觸發各方能量，把所有想改變

的力量匯集到「翻轉教育」之下，觸發脈絡發展本身提供了一個利於影響構

連的平台，而接續的構連脈絡將「翻轉教育」之社會網路連結起來，成為這

波教育改革的有力助攻。「構連脈絡」與「翻轉教育」之間也互為影響，除

了翻轉教育行動者積極鏈結關鍵人，學習共同體計畫、均一教育平台自身發

展作為非人的影響物所形成的構連脈絡，加上科技、媒體與商業快速添材

火、國家支持角色，讓「構連脈絡」自身即產生變革的力量。當然，「翻轉

學習共同體計畫  

藍偉瑩  

均一教育平台

葉丙成  

張輝誠  

親子天下

臉書  
國家  

王政忠  

溫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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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發展作為中觀脈絡，也使得「構連脈絡」更為快速有效。如圖2即

呈現翻轉教育網絡的生成構連軌跡，除了原先兩群因位移而聚集的學習共同

體及翻轉教室網絡外，王政忠和溫美玉則是後來進入網絡的行動者。值得說

明的是，「翻轉教育」這各自想像的詞彙本身卻產生聚集的力量，透過活動

主題的號召，成功的以「翻轉」的名義讓過去各自進行創新教學的教師被看

見、集結，讓不同於傳統的各種創新教學統合在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之下，

成為「創新教育」的同義詞。大抵而言，這波翻轉教育浪潮崛起的背後，可

謂全球和本土、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民間、人與科技相互交織的脈絡下，乘

「勢」而起的發展。  

與1990年代教育改革運動相較，翻轉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教師角色與商

業、媒體及科技力量的作用。前一波教改主要由民間教育改革團體驅動，接

著國家組成臨時編制的教育改革委員會主導改革方向，期待教育制度上的鬆

綁與改變，既有制度、學校與教師成為被要求改革的對象。翻轉教育則傾向

為內生型教育改革，教師角色由被動轉為主動，然而商業媒體（如親子天

下）與教育非營利組織（如均一教育平台）積極參與觸發與構連，成為支持

內生改變的關鍵外在力量，而前一階段的國家角色則轉趨隱晦。翻轉教育並

非真空式的突然出現，從第一波教改到翻轉教育這20年之間，許多教育制度

與政策上的鬆綁、民主化、全球在地化的各種教育革新，到後來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素養導向，都直接間接成為醞釀翻轉教育生成的巨觀脈絡。事實上，

在媒體推進形塑翻轉教育風潮之前，翻轉教師們已分別默默在教育現場實踐

多年，當媒體角色進入並串聯，翻轉教育很快地成為不可擋之「勢」。翻轉

教育解構了傳統教師中心、記憶中心、上對下教學線性關係，從教師中心轉

到學生的學習為中心，然而目前翻轉教育傾向教學方式的翻轉／改變，其中

的「教師專業」、「知識」等概念架構依然沒有被挑戰，特別是以中上階級

家長為主要標的客群的商業媒體，如何能夠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解構既

有知識的權力關係，更全面關照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學習樣態，也是未來

翻轉教育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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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貢獻在於從社會學大圖像視角，創新性地運用政策社會學中的脈

絡觀點於教育改革研究中，重新梳理臺灣翻轉教育圖像後發現，一般認為

「由下而上」的「草根教改」說法顯得過於片面與單向，實際上各種觸發與

構連脈絡成為翻轉教育推進與加乘的力量，顛覆過去對「脈絡」作為名詞且

中立性的假設，而是以動詞的型態影響著翻轉教育生成圖像，其間關鍵行動

者的構連力道成為將「脈絡」動詞化的關鍵因素。再者，在翻轉教育所處的

臺灣後工業社會中，儘管表象上「國家」角色退卻，卻以各種分散、潛藏、

退居幕後的政策導引，運用更細微的方式持續影響教育走向，該研究結果可

與主流教育政策研究進行許多對話。此外，臺灣教育社會學領域中有關翻轉

教育、結構與能動性之動態關係、菁英訪談的運用、全球教育風潮轉譯等相

關研究偏少，本研究正可拋磚引玉，觸發更多對話的可能性。  

本研究重點放在翻轉教育生成脈絡及其圖像，同時處理全球化教育 脈

絡、相關教育風潮稼接到國內的過程，以及國內觸發與構連脈絡的發展，由

於篇幅限制，暫無法處理在教學層次上有關翻轉教學的限制或困境，也難以

涵蓋所有翻轉教育面向，特別是個別翻轉社群，如均一教育平台、學思達、

夢N等，如何觸發、聚集與連結的過程，都需要更細緻的探討。而不少研究

參與者也發現其實有一群重疊性很高的熱血教師在不同翻轉社群中流轉，例

如同時是學思達老師，但也跑夢N，所以我們接著要思考的是：為何有另一

群教師沒加入翻轉教育熱潮？他／她們是如何思考翻轉教育？其教育實踐為

何？此即本研究沒能處理到的「實踐脈絡」之核心關懷「翻轉教育」在

學校脈絡之下的教學實踐，其困難為何？這些阻力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而

哪些人能成為「翻轉教師」？其條件為何？教師教群在教育改革中的意義

等，都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誌謝：感謝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MOST 107-2628-H-004-001-

MY3）以及所有的研究參與者，讓我們得以拼湊出臺灣翻轉教育的

歷程圖像，更感謝審查人與責編的修改建議，讓此文更為細緻完

整。若仍有缺失之處，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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