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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係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的高齡學習者為研究樣本，透過文獻探討瞭解高齡學習者對於

翻轉學習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的需求，綜合歸納出結論與建議，以提出成人教育機構如何適性

化的設計高齡學習者的翻轉學習課程活動與教學策略，以增進高齡學習者參與翻轉學習活動的興

趣、意願、學習成效、滿足學習需求並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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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我國在 1993年底 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 7.10％，邁入高齡化社會，同年每 100位幼年人口所

對應的老年人口數為 28.24（即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0-14歲人口*100）。到了 2016年底，我

國老年人口占 13.20％，老化指數為 98.86呈逐年遞增，預估老年人口占比將於 2018年達 14％（即

進入高齡社會）、2026年達 20％（即進入超高齡社會）(內政部，2017)。政府相關單位體察這股

人口老化趨勢，高齡者教育與學習的議題，也是因應高齡社會來臨所提出的重要政策與方案。教

育部(2006)發表《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規劃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與尊嚴及

社會參與的教育願景，期待營造多元化學習環境及活動，滿足高齡者身、心、靈活動的需求，訂

定了「創新老人教育多元學習內容」，強調辦理科技資訊研習活動，以提昇高齡者的資訊知能。

    根據維基百科所下的註解，翻轉教學 (flip teaching)，又稱翻轉教室或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其為一種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模式，係將這種傳統課堂中與課堂外的學習活動

進行有意義的翻轉，亦即：學生自己在「課堂外」（課前）觀看（自主學習）由教師提供的線上教

學影片，而在「課堂中」與教師及同學做作業或練習題（合作學習）(劉怡甫，2014；Sams, A., & 

Bergmann, J., 2012)。翻轉教學是一種教學途徑，把單向教學從團體的學習空間搬到個人的學習空

間，而團體空間則轉變成一個動態、互動的學習情境，教師在其中引導學生應用觀念，發揮創意，

投入各科學習(王素蓮譯，2015)。然而，目前諸多的翻轉教學實施對象，主要在於年輕的中小學

生與大學生，對於高齡者的學習活動，是否能有效地導入翻轉教學，以滿足高齡者的學習需求並

增進學習成效，此乃值得探討的議題。

    邇來諸多高齡者對於數位資訊科技應用的研究發現，高齡者對於資訊科技最普遍的運用範圍

在娛樂、溝通、購物、學習、健康醫療等，研究結果指出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與滿意度，因使用數

位資訊科技而有所提升（Dorin, 2007; Erickson & Johnson, 2011; Etchemendy et al., 2011; Russell, 

2011; Wang, Lockee, & Burton, 2011; 岳修平等，2012；黃誌坤，2012；賴弘基，2016）。Dorin (2007)

認為線上學習讓許多因身體不適，如行動不便、慢性病的高齡者能夠在家就能學習，亦能嘉惠居

住較遠或忙於家務，而無法規律出席實體課程的高齡學習者；其次，特別強調目前的線上學習環

境提供了語音、影像的功能，讓高齡者能夠過網路與人互動，亦能達到非正式學習與社交的目的。

    Githens (2007)指出教學者在設計數位學習教材給高齡者應特別留意技術問題、使用性議題、

課程設計架構及新科技的運用等議題。Renaud & van Biljon (2008)針對年齡介於 60至 92歲的高齡

者，進行訪問調查以瞭解高齡者採用數位工具的因素，包含社會影響、知覺有用、配合設施條件、

容易學習與使用，並綜合歸納提出高齡者科技接受與運用模式(Senior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Model, STAM)。

    然而，林勤敏（2002）認為缺乏自信、認為自己太老、缺乏學習動機、容易緊張焦慮、心理

因素為其學習障礙原因；黃富順（2004）分析高齡學習問題包含：健康問題、反應時間與動作的

緩慢、視力 及聽力的衰退、記憶力不佳；陳月素（2006）研 究，包括生理障礙、心理障礙和學

習能力障礙等；蔡承家、葉秀菊(2009)以松年大學之高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發現高齡學習者的

學習障礙因素分為：心理因素、生理因素、機構因素、課程及教學因素、情境因素等。此外，江

佳倫(2006)亦指出高齡者從事網路學習活動，也會造成生理、心理、家庭、電腦基本能力及其他

等學習障礙因素，其中以視力衰退對網路學習的障礙最大。

    本研究針對當前積極在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推動的翻轉教學，甚至在專業職能訓練也有導入

的案例，而研究者服務的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實施的「大面授」課程，係屬結合網路數位課程的

遠距教學與實體面授教學的混成式教學方法，在教學實務的運作歷程，類似翻轉教學的實施方式，

也就是面授前，學生會先上網閱讀教師製作的網路教學課程，在面授時或是在網路教學平台，可

與教師與同學進行網路教學課程學習的疑問或不解之處進行互動討論，透過課前預習課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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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討論、課後的反思與應用及持續精進改善學習效益的歷程不謀而合。不過，高齡學習者礙於

老化所造成的網路學習的障礙，對於翻轉教學的運作歷程上，難免在課前的網路課程的預習活動

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如何針對高齡學習者設計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模式、以及適性化的教學策

略，有效協助高齡學習者，藉由翻轉教學的多元教學活動，克服學習障礙，滿足學習的需求，並

增進學習的成效，此乃本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的研究動機的論述，茲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二)探討高齡學習者的學習特質。

(三)分析高齡學習者參與翻轉教學的關鍵成功因素。

(四)提出高齡學習者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模式與教學策略，以促進高齡學習者能滿足學習需求，

並促進學習目標的達成。

貳、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Bergmann與 Sams(2012)指出，在翻轉教學的教室中，試圖建立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框架，當

學生在翻轉教室的學習歷程，除了閱讀平面或網路教材之外，也要積極提問、討論、分享相關學

習資訊給教師與同儕，學生扮演主動學習的角色，教師主要扮演學習的促進者及輔助者的角色。

Stone(2012)也指出教師在翻轉教學中必頇要付出額外的努力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黃國禎

(2016a)、Abeysekera & Dawson(2014)、Bishop & Verleger(2013)、Kim et al.(2014)等學者認為，翻

轉教學具備引導學生進行課堂外的善用網路科技工具自學、課堂活動中強調師生同儕互動討論，

以培養學生問題解決、應用、分析、評鑑、以及學習的能力為目標。因此，翻轉教學亦即將課堂

教師直接講授的內容移至課前實施，以增加課堂中師生同儕互動的機會，讓教師有更充裕的時間，

引導學生進行問題研討與省思，協助學生解決問題，並促進學習成效的教學方法(黃國禎，2016a；

Bishop & Verleger, 2013; Chao, Chen, & Chuang, 2015)。

    黃國禎(2016b)認為翻轉教學具有主動學習、同儕回饋以及做中學等實施原則，其中包含動機

理論、建構主義、實驗主義與鷹架理論等基礎。依據學者(李岳霞，2013；黃國禎，2016c；Kim, Kim, 

Khera & Getman, 2014)指出，翻轉教學具有選擇學生有能力理解且在 15-20分鐘就能夠講解清楚

主題、提供學生在課堂前接觸課程內容講授的方式、設計課程前自學的鼓勵機制、建立評估學生

理解授課影片內容的評量機制、確認線上活動與課堂活動之間有清楚的連貫、對課程活動有清楚

定義、課程結構清楚的導引及提供鷹架協助、規劃足夠的時間讓學生完成課堂作業、針對課程的

需要建立學習社群、在學習活動中提供個人或小組適性化的提示及回饋、採用熟悉且容易使用的

教學科技工具、採用適宜選擇的混成式的教學、以及考慮不同家庭學習環境的學生設計可能的替

代方案等翻轉教學設計原則。

    Wood, Bruner, & Ross(1976)指出教師實施翻轉教學的課程活動設計，應該考量課程活動能否

引發學生參與、課程內容是否重新組織過、活動是否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活動能否引導學生發

現關鍵重點、活動是否進行挫折控制、以及活動是否提供示範等六項鷹架理論的功能(黃國禎，

2016d)。綜合各學者與教學實務者的觀點，茲說明翻轉教學課程設計方式如下(陳冠廷，2013；薛

奇秀、薛崢，2013；徐新逸，2014；劉怡甫，2014；曾釋嫻、蔡秉燁，2015；葉丙成、楊韶雄，

2016；葉丙成，2016；許庭嘉，2016；Bergmann & Sams , 2012；Khan, 2012)：

一、學生課前預習教師指定教材

    課前學生自我學習完成教師規定的學習任務，包含研讀講義、反覆觀看網路線上教材或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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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習作業，理解與記憶課程並建構出自己的學習架構、有疑慮至討論區提問釐清問題、反覆進

行自我評量直至精熟課程內容。

二、學生在課堂中與教師同儕互動研討

    課堂時間不再是以教師講授新課業為主，而是進行討論、問題探究的課堂活動，讓學生藉由

與教師、同儕的互動共同解決問題，教師最後總結重點與提供回饋，使之能更深入理解課程進而

加以應用。因此，學生可透過課堂中的教師引導，進行習題演練、作業討論、作品評價與觀摩，

以及同儕分組合作研討學習等活動以增進學習成效。

三、學生課後的反思與應用學習成果

    學生透過課堂前預習與課堂中合作學習以建構出自己的知識架構，課後再藉由教師設計的「主

題探究」發展高階層的認知技巧，以期從基礎的知識習得階段進階到「知識遷移與應用」層次。

因此，學生透過反思整理課前與課堂中的學習成果，並檢視學習成果是否符合期望，以及擬定應

用所學於生活與工作問題的解決的行動策略，並檢視應用的成效的自我評估。

    

   從 80年代開始，歐美的教育界推動以建構主義為主的教育改革的趨向，問題導向的教學策略

也就成為主流，學校開始流行探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情境式學習(Context-Based 

Learning)、體驗式學習(Experience-Based Learning)、問題為主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等教

學策略，而案例為主學習(Case-Based Learning)、專案為主學習(Protect-Based Learning)及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等教學策略則廣泛地運用在企業培訓計畫中(王鳳奎，2015)。黃國禎、朱蕙君(2017)

指出結合行動學習之翻轉教學策略包含直接引導教學法、同儕互評法、錄影分享法、共享協作平

台、主題討論學習模式、心智工具(Mindtools)的應用、專題導向學習、數位說故事、探究式學習、

情境式學習、以及競賽活動等方法。

Wlodkowski(1999) 認為欲增進成人學習效益的教學策略，必頇考量成人學習者關心的問題、

經驗和期待，將其分成合作學習小組進行討論與分享；其次，透過由成人學習者自行決定一個自

己想研究或探討的主題為貣點，並引導其構思發想可行的相關學習活動；之後，利用「批判性的

質問與預測」強化學習活動的意義性，以組成研究團隊、活動小組或實務社群，針對選定的主題，

設計一套問題與預測的答案，協助成人學習者創造出具吸引力又具挑戰性的學習經驗；最終，採

取自我評量的方式，將先前預擬的預測答案經證實後，要求成人學習者分享或寫出他們在這個探

究過程中學習成果。因此，有效且能翻轉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意義，在教學策略的設計取向上，可

透過成人學習者關注的社會變遷或局勢脈動，引導成人學習者自行連結新舊經驗或開放不同經驗

的交流與分享，促成新知創造或問題解決，以滿足成人的學習動機和學習需求(陳姿伶，2013)。

    研究者於高雄市立空中大學任教，曾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利用課餘時間與 8名年齡超過

60歲以上的高齡學生，進行非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提出在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參與「大面授」課

程(亦即結合網路遠距教學與 1 學期 4 次面授教學的混成式教學活動)，在學習過程中最能接受、

適應與吸收教師教學內容的教學方法，綜合歸納受訪學生的陳述內容，其中包含教師能有精彩動

人的口語講述、提出實際問題徵答、學生共同討論如何解決問題、給予充分時間的思考與練習課

題作業、分析論述案例、教師能清楚示範演練計算或技能操作過程、分組合作共同完成作業、數

位教材能再加強視覺與聽覺效果、舉辦戶外參訪活動、以及安排上台發表學習成果活動等。

以上研究者進行的訪談活動，係屬下午茶休閒聊天方式實施，雖然過程非依嚴謹的研究規範

進行訪談，學生也非透過隨機抽樣而取得的樣本，然而受訪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極為真誠企盼能持

續改善，以符合其來校學習的需求，有效增進知能與獲得學習的樂趣。以上於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高齡學生的訪談結果，與普遍應用於中小學的翻轉教學策略，具有異曲同工的相似性，例如善用

網路教材進行數位學習、問題導向與問題解決、主題探究、實際情境的體驗、合作分組討論、精

熟知識與技能、案例解析等。總之，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不僅適用於中小學，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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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大學以上的成人教育以及高齡學習者的學習活動。其實就實際的教學現場，能真正自我導

向學習者為成人，尤其是高齡學習者，更能自我掌控學習的興趣、範圍、內容與方法，以滿足學

習需求並提高學習滿意度，有效促進學習目標的達成。

參、高齡學習者的學習特質

    高齡者學習，依其生理、心理、社會的狀態及階段性的發展任務，受到生理老化、生命現象

和發展階段及社會文化、心理成熟之影響，構成高齡者在學習上的個殊性。的老化。黃富順（2004）

認為，高齡者的學習包含 10種特性：學習的動機是為生活事件或生命轉換的引發、學習內容以實

用為取向、學習架構以問題為中心、學習的信心較低、學習壓力低、具終身學習的能力、學習地

點以近便性為佳、學習較佳時間為白天、學習方法是綜合的，由上而下、及學習目標是發現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魏惠娟等人（2008）則認為高齡者學習具有學習者為中心、目的在於應付變化、

不喜學習活動造成過大壓力、發展生命的意義、以及學習的成效在於促進健康的老化。

    蔡培村（1996）、吳文琴（1997）、張霄亭等人(2002)、魏惠娟等人（2008）、陳姿伶(2013)、

以及吳明烈(2014) 等學者認為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立即性、學習持續終身性、學習風格獨特

性、問題解決應用性、生活經驗影響性、自我概念定位性、自我導向性等特質。其實成人學習者

與未成年之學習者，在各項先備知識、經驗、身心狀況、學習動機等各項學習背景因素有明顯的

差異，因此，從事教學的教師，必頇發揮因材施教的功能，讓受教者能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效果，

促進學習需求的滿足與目標的達成。

    張鐸嚴(2007)指出為達到高齡者的適性教學的目的，彈性化的課程教學原則，是重要的高齡

者教學成功方法，彈性化的內容括：(1)彈性的學習時間；(2)彈性的學習方式；(3)彈性的學習進度；

(4)彈性的學習輔導計劃；(5)彈性的學習評量。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更為需要受到教師或同儕的

協助與鼓勵，依學習者特性及學習內容，施以適性化的教學。適性教學是一種社會公平正義的作

為，兼顧到每一位學習者狀態，不忽略學習較落後的同學，使每位高齡學習者都能有所獲益。黃

政傑、張嘉育(2010)認為適性教育（adaptive  education）在提供學習者適合個別特質和需求的學

習，使得個人自我潛能得以發展，進而得以自我實現。由於高齡學習者具多樣性的學習特質，包

含經驗、能力、興趣、性向、文化、風格的各種差異，需有不同的教學方法。是以，教師必頇配

合高齡學習者的特質差異進行教學，讓高齡學習者都能滿足學習的需求，有效達成學習的目標。

    張德永、陳柏霖(2013)與曾揚容(2004)認為高齡學習者在生理層面上，面對視聽覺功能減退、

動作反應時間較長、記憶力的衰退、排泄系統功能降低；在心理層面上，智能發展呈穩定現象、

自尊感強，學習自信心低、主動參與學習，學習動機主要在認知興趣及社交關係、學習活動講求

確實，而非速度；而在社會層面，學習以完成發展任務為目的、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林麗惠(2002)

認為高齡學習者的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狀況等個人背景變項，也會影響其學習動機。蔡承家、

阮惠玉(2011)瞭解高齡者的學習需求，進行活動設計或方案規劃上需要加以考量的。

    McClusky（1971）曾以教育介入可以提供高齡者生活品質的觀點，將高齡者的學習需求區分

成：應付的需求、表現的需求、貢獻的需求、影響的需求及超越的需求。胡夢鯨(2012)認為在進

行高齡學習活動設計上，除了一般的情境分析，頇辦理需求評估，透過學習者的問卷調查、個別

訪談、觀察、測驗、座談會、專家學者意見、或評閱研究報告等方式，進行需求評估資料的蒐集，

方能從中藉由不同資料的蒐集，觀察與評估高齡者的學習行為。因此，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型態與

學習需求的特質及取向，對於高齡學習者在學習課程方案的規劃或課程設計上，較能掌握學習者

的需求，並能妥善的設計出適性化的教學策略。

    應用數位網路系統於學習歷程的情況越來越普及，高齡學習者使用網路獲得資訊的能力也呈

現越來越重要的趨勢(Hilt & Lipschultz, 2004)，因此，Ren(1999) 、Wu & Tsai(2006)認為對於高齡

學習者而言，老師、同儕和家庭成員應去幫助學習者發展較佳的網路使用策略，並適時給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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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鼓勵與回饋，幫助給予在使用網路上正向的使用態度，促使其網路自我效能提高，使學習者

對於網路的使用更加有自信心，使用網路的次數也會隨著增加，並得到越佳的成效。李鴻怡(2008)

指出當高齡學習者認為可以依據適合自己的方式，自主進行有計畫、自我判斷的自我導向學習，

可以提高其網路自我效能，網路自我效能也能促使學習者自行主動進行較佳的自我學習。

    呂龍潭、呂怡靜(2005)指出我國實施成人遠距教學的成人教育機構-空中大學的教學策略可有

如下的設計：1.提供數位化網路服務與多元的教學環境，數位化網路服務可提供數位網路教學與

討論，使教學環境豐富化，讓學習者個別化的選擇；2.提供數位平台與校外機構合作，推廣終生

教育，經由產學合作推廣數位學習平台，讓民眾可有繼續教育的機會；3.教材數位典藏，方便學

習者隨時閱覽，將教材數位化置於平台上，學習者與交學者可隨時更新內容，提高彼此的互動性；

4.數位化學習可建立學習歷程系統，經由數位學習的方式使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清楚的紀錄於學

習網站上，成為個人的學習檔案；5.數位學習網絡可整合行政與教學組織系統，整合學校行政與

教學資源，讓學校的各部門合而為一，提高教學與行政組織的效率。

    然而賴弘基(2016)透過實施高齡學習者的教學之教師訪談研究結果指出，高齡學習者仍喜愛

實體面授教學的學習形態，受訪教師指出高齡者來參與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為社交，也就是與教

師、同儕交流，完全線上學習環境較缺乏人際互動，容易讓高齡學習者感到孤立與欠缺同儕的支

持；再者，高齡學習者對於科技較沒有信心，仍需要教師從旁指導操作。是故，數位課程對於高

齡者而言，較適合輔助的性質，在家預習或複習教師製作的線上網路課程。另外，由於高齡學習

者生理機能明顯老化的狀況，因此在數位學習課程的操作最好簡單化與直覺化，課程內容最好能

以圖形為主，文字字體需放大，減少操作步驟，讓高齡學習者能自信的操作瀏覽數位課程。

    

肆、高齡學習者參與翻轉教學的關鍵成功因素

    高齡學習者由於生理、心理甚至是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使得學習行為與預期成效有所落差，

因此，增進高齡者的學習能力，則有助於學習成效的表現。另外，依據翻轉學習網絡聯盟(Flipped 

Learning Network)提出了翻轉學習應具備彈性的環境、學習為中心的文化、明確的學習內容、專

業的教師等四大面向，始能具備關鍵的有效教學因素(黃國禎，2016c)。翻轉教室模式的實施具有

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將學習的過程營造成為一種「共學」的歷程、

科技運用開啟權力共享的新局、以及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統整等特色(蔡瑞

君，2015)。

在翻轉教學模式中，學生能以符合自己學習速度的方式進行學習，真正成為自己學習過程中

的主人，在學習方面有實 質幫助之餘，也能進一步培養與發展深度思考的習慣。教師在實施翻轉

教學模式時，將 可具體提升自我課程規劃與科技應用能力，在創新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也可促

進自我的專業能力，教師與學生產生更多對話的同時，也能開啟對自我教學更深度的反省，在教

學中能賦權增能。因此，促進高齢學習者能自我導向管理學習活動的進程與步驟，並非高齢者被

動參與翻轉學習課程，而是要啟發高齡者的興趣讓其能主動參與翻轉學習活動。因此，培養高齡

學習者者具備自主選擇學習課程的能力，以自己的觀點、價值觀及喜好，管理自我學習的內容與

程序，由高齡學習者主導整個學習的活動，教師則以協助者與諮詢者自居，引導高齡學習者愉快

順利學習需求。

Gagne（1977）運用相關學習理論發展教學模式，強調可透過動機、瞭解、記憶、回憶、類

化、執行及回饋等建立教學流程。因此，高齡學習者參與翻轉學習活動的歷程如下：首先，瞭解

學習需求、評估需求類別、蒐集並擬定學習目標與學習活動；其次，依個別差異原則訂定具順序

性、層次性之學習目標；其三，學習活動內容合乎應用性與實用性，使課程內容與其本身舊經驗

相結合，以維持學習動機；最後，學習評的達成學習目標估應採自評輔以同儕互助合作，滿足學

習需求，協助高齡學習者能產生學習的高峰經驗，引導「自我實現」理想學習目標的達成。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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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持續參與學習，除了以終身學習的實踐者自許外，積極參與不同學習團體，從中培養友善的人

際互動，亦是支持高齡者持續參與翻轉學習的主要因素（蕭勝斌，2008）。

蔡秀美（1995）提出成人學習評量的原則，亦適用在高齡者的學習評量，包括評量應根據教

學目標、評量方法應多樣化、評量應考慮個體的學習特性、評量應兼顧學習的過程與結果、評量

的解釋應強調自我比較，避免相互比較、不要過分強調分數與等級、提供學習者參與評量的機會、

及提供學習者從評量結果獲得成就感。此外，高齡者對於智慧型產品的使用，已有具體使用經驗，

再搭配雲端服務，高齡者可在線上學習平台記錄自己的學習心得（透過影像或文字的記錄），無論

是教學者或同儕皆可在平台進行回饋，甚至該平台可連結與課程相關主題的影音網站，高齡者便

可在平台一覽所有學習的資源，進而與同儕在網路線上平台互動分享。

高齡者學習者參與翻轉教學的關鍵成功因素，可包括高齡者若可以容許個體自行調整學習的

步調，學習的表現更為樂觀；其次，教學者所提供的教材宜事先給予有效的組織，如依時空的關

係、彼此的關聯、內容的層面等加以安排，則可增進學習表現；其三，透過媒介物的運用，亦即

將所學的字彙或訊息與其他字彙、意象、或故事相連結，以幫助學習者建立新舊事實之間的關係，

符合個人的學習基模；其四，使高齡學習者瞭解自己的需求與需要，並將內容導向有意義的領域，

是從事高齡教育的教學者必做的工作；最後，儘量少用標準性一致性的評量，多用個別的、自評

的方式，亦可減少高齡者的挫敗感，多給高齡學習者支持與讚美是最好的回饋方式(邱天助，1993)。

從事高齡學習者的翻轉教學之教師，比貣傳統教學而言，教師的專業性的要求則有過之而無

不及。在課堂面授時間，教師需要時常觀察高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及時提供相關回饋、評估高

齡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作品的發表。因此，專業的翻轉教學之教師，會積極針對課堂活動進行反省、

與其他教師研討以改進教學、接受建設性的批評、適度容忍教室內因討論與實作過程的失序。其

實，在翻轉教學的課室中，專業的教師較少主導各項學習活動，而是讓高齡學習者自我導向的參

與學習活動，促進翻轉學習能展現出學習效益。

伍、高齡學習者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模式與教學策略

    本研究認為讓高齡者完全依照現行於一般中小學與大學所施行的翻轉教學之課程模式與教學

策略，似有調整與轉變的必要性。高齡者的課程教學，與兒童或青少年的課程教學之間明顯有差

異的存在，除了基本的教育哲學與原則大同小異之外，教師與高齡學習者的互動關係、成人參與

教育活動的需求與目的、學習場地、時間、氣氛營造、課程主題與設計、教學活動的安排與實施

等，普遍與青少年學生截然不同。換言之，不能以教導兒童或青少年學生的模式，來教導高齡學

習者，而是必頇以適性化與差異化的原則，因應高齡學習者的學習特性與需求來規劃課程與教學。

    因此，本研究認為高齡學習者參與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必頇發揮「因材施教」

的精神與功能，以高齡學習者的學習特質與需求，設計適性化的課程模式與教學策略，如此才能

促進高齡學習者在翻轉教學的歷程中，滿足其學習需求達成學習目標。高齡者的教學課程欲符合

適性化課程目標，即是能符高齡者的學習需求，提升高齡者的學習效能，高齡者適性課程安排頇

要考慮的因素眾多，包含高齡學習者特性及個別差異的相關因素，例如性別、教育程度、學習需

求、學習動機、社經地位、經濟能力、生理的狀況、社會扶持等因素，作為課程設計及實施的重

要參考依據(吳富家，2011)。

   Knowles（1980）將成人偏好的學習方式分為：個人學習、小組學習與社區發展、社區教育，

共三類；Peterson（1983）提到，高齡者喜歡與同儕間討論的學習方式，偏向小組的學習；Owens、

Nolan和Mckinnon（1992）則將學習偏好，分為自我學習偏好、合作學習偏好及競爭學習偏好（李

嵩義，2007；孫若馨、魏惠娟、李雅惠，2013）。此外，Kao(2016)以全球化成人學習需求為研究

主題，透過問卷調查中高齡學習者，發現中高齡學習者較偏好於認知學徒制、建構導向、分組團

體合作、主題探究、問題解決、價值批判思考、自我導向、網路遠距、以及創意快速等方式進行



106年度城市學研討會

全球化概念的學習。

    孫若馨、魏惠娟、李雅惠(2013)則以新加坡高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

探討樂齡學習者的學習偏好，研究結果發現高齡學習者喜好小組學習方式，並喜好教師認真、多

正向鼓勵的教學態度，且於課程中融入多元的教學活動與技巧，不喜歡無互動的教學方式。因此，

在進行翻轉教學前應擴充對高齡學習者教學的教育專業知能，瞭解高齡學習者的特性及在學習上

的偏好，並且於教學中可多給予學習者鼓勵、多與學生互動、適時融入分組討論或角色扮演等不

同的教學技巧，營造輕鬆、活潑的學習氣氛，如此將可提升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意願。

    胡夢鯨(2015)指出進行高齡學習者的教學可依循以下步驟：建立一種有益學習的氣氛→創造

一個互相計畫的機制→診斷學習需求→形成教學目標→設計學習經驗的模式→以適當的技術與教

材指導學習活動的進行→評量學習成果，並再診斷學習需求。成人教育之教師可善用鷹架策略、

自我導向策略、劇場策略、互動策略、全腦學習策略、三明治教學策略等；另外，成人教學方法

的應用方面，可善用講述法、示範與實作練習法、媒體輔助教學法、小組討論法、遊戲教學法、

圖畫謎法、模擬實境法、行動教學法、體驗教學法、企劃教學法、以及角色扮演法等。

    綜上，本研究認為針對高齡學習者的翻轉教學課程活動設計，可分成上課前、上課中、上課

後等三階段，藉以設計適性化的課程活動內容與教學策略的實踐，茲說明如下:

(一)在上課前的預習閱讀與構思

    教育機構與授課教師，應先了解學生的性別、年齡、學歷、專業經歷、專業知識與經驗基礎、

身心狀況、以及學習特質與需求，藉以確定符合高齡學習者的適性化課程目標，規劃學習指南，

將原有之課程教材重新規劃，讓高齡學習者在家的課前作業，鼓勵其最好能於面授上課前完成規

定的事項與進度；其次，可依據高齡學習者的身心狀態，製作數位網路課程教材，透過學習紀錄

表督促學生，並讓其勾選完成程度；其三，製作課程重點心智圖、編製課堂討論議題；其四，頇

完成或準備的事項：包含教材的預習研讀、影音數位教材的閱聽、自我評量與參與課前線上討論、

該週課堂討論議題的想法關鍵詞；最後，鼓勵高齡學習者能藉由可應用的數位學習工具，進行網

路討論意見發表。

(二)在上課中的參與討論與慎思

    首先，教師以部分時間為學生解惑，講解學生課前自學的疑慮：其次，可利用心智圖簡述課

前自學重點、回覆學生問題及提出教師作法與經驗；運用課堂大部分時間與學生互動，進行輔導

與協助練習，並即時給予回饋，教師在簡述課前自學重點時，同時拋問題讓學生思考，學生也可

提問，教師給予即時實質有效的回饋；其三，教師鼓勵學生參與課前與課堂討論分享自身經驗，

並討論議題與案例，教師最後再給予回饋；其四，檢測與確保學生學習進度，自我評量的成績，

作為督促其自我檢核與瞭解學習進度；最後，說明回家作業及下次進度，繳交該週單元學習紀錄

表並領取下週單元學習紀錄表，教師提醒學生下周的學習進度。

(三)在上課後的實際應用與省思

    課堂面授結束後，教師提醒並鼓勵高齡學習者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透過實際應用於生活中，

促進學習知識與技能的遷移，發揮學以致用的功能與效果，同時也可讓高齡學習者驗證教師所講

授的內容，是否能有效地應用於實際情境，並作為提出下一次上課前、中、後的週期循環課程活

動討論議題，也做為引導高齡學習者，逐漸透過自我導向學習、主動參與；做中學的方式，循序

漸進的瞭解學習活動的內涵，藉以滿足其學習的需求，有效達成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的目標。

    在高齡學習者的翻轉教學策略方面，依據前述課程設計過程，有必要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特質

與需求，進行適性化的教學策略的規劃，同時配合上課前、上課中、上課後的課程活動設計階段，

進行各種符合高齡學習者需求喜好的教學策略。依據前述，研究者曾透過非正式的訪談活動，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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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高齡學習者對於教育機構及授課教師，較能接受的教學策略包含教師能唱作俱佳口沫橫飛的講

述教學內容、不論是網路還是面授學習；希望教師能經常與學生雙向問答互動溝通；針對實際問

題進行研討活動；教師能因自示範知識或技能的操作過程；能提供高齡學習者熟稔知識或技能的

充足練習時間；能安排不拘形式的學習成果的發表活動；能製作符合高齡學習者的數位影音視聽

教材；能多提供相關案例，共同進行分析討論；分組合作完成各種學習活動任務；能多安排情境

體驗的戶外參訪教學活動等。

陸、結論

    人口少子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如何因應高齡人口逐漸增加，社會負擔逐漸沉重的問題，現在

是各國政府所要刻正面對的衝擊。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已是面對老化社會的因應策略之一，

如何讓高齡者投入終身學習活動，滿足其學習的需求，有效達成學習的目標，也成為成人教育學

界探討的重要議題。翻轉教學的運作型態，是我國目前各級各類教育，積極推動的創新教學模式

之一，尤其結合網路數位教學及實體面授的混成式教學模式，頗受當前普遍應用資訊與通訊科技

工具的資訊化社會重視，我國各級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積極地展開推動翻轉教學模式的政策，

將翻轉教學導入課程與教學活動中，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的樂趣與效益。

    實際上，翻轉教學強調的自主學習、合作討論、分享互動、做中學、差異化與適性化的學習

等理念，與高齡者的學習特質極為類似。是以，本研究提出課前的預習閱讀與構思、課中的參與

討論與慎思、以及課後的實際應用與省思等高齡者翻轉教學的課程設計模式，並提出趣味活潑妙

語橫生的講述教學、師生互動溝通的對話式教學、問題導向教學、合作分組討論教學、個別化運

用時間資源以強化知能熟稔程度的精熟教學、學習成果多樣化展示分享的發表教學、製作適性化

符合高齡者可閱讀的網路數位教學、實務案例分析討論教學、知識技能實作的示範教學、以及情

境體驗的戶外參訪教學等高齡學習者的翻轉教學策略，以期協助高齡學習者順利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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