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疫情時代的
師生數位學習方式
讓老師教學價值被重視與資源重用

不同的學員有不同的學習模式
應用科技網路可以預習、複習

《談「翻轉學習」、「知識圖譜」》



老師的知識價值不應該只是章節的呈現
學生的學習應該更有效益與更多的成效



以學習者能力培養为主的教学設計

資料來源：實踐大學 蔡政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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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學習的理念 → 平台設計原理



傳統學習與翻轉學習的特性差異
特性 傳統學習 翻轉學習

焦點 教師中心，如何呈現資訊給學生 學生中心，如何協助學習成效

教師角色 知識傳授 知識傳授+促進者+教練

學生角色 被動接收 主動、自主、合作、分享

驅動力 內容趨動學習 活動驅動學習

能力學習 較低層次的記憶或理解 較高層次的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演繹等問題解決

溝通方式 單向傳授為主 同儕、師生多向互動

教學方式 課堂講授+課後作業 課前預習+課堂探究+課後深化

成效評價 傳統測驗、報告 多元角度、多方式

資料來源：實踐大學 蔡政安博士



「翻轉學習」的底層邏輯與平台角色化
以老師「教學價值」為基石
以學生「學習結構」做設計

專題/分組平台

課程平台

學生學習平臺

班級平台

提出可證明所具有的能力事證
或能力培養案例

在教學上的不同
「角色」，利用
〝平台〞賦予各
別的學習價值



數位化教材V.S. 課程平台

數位化教材

課程平台
（老師的教學資源）班級平台

（老師的班級管理）學生學習平台



觀念引導（課程平台）
• 老師自己編輯引導內容
課程學習（課程平台 + 班级平台）

• 線上聽觀念、課堂上體驗、實作
公告推送（TronClass App即時通知）

課堂任務( TronClass App、班級平台、分組平台）
• 設計學習任務，讓學生實作
• 分組討論、紀錄、協同作業，同儕學習

學習回饋與能力證明（學生學習平台）
• 學習成果、作業繳交
• 能力養成證明：

》系所預訂達成專業能力
》個人軟性技能養成

教學上每週課堂「翻轉學習」案例
例如與學校Tronclass的整合應用

課前

課中

課後



MOOC與「翻轉學習」差異示意圖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段300號
玉山觀光茶園玉豐製茶廠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太平巷105號
望鄉布農渡假部落
南投縣信義鄉望和巷
玉山北北峰
南投縣信義鄉……
鹿林前山
南投縣信義鄉…….

搜尋：玉山景點

「行程規劃」
(MyMOOC)

→ 地址、位置關係、視覺化

「位置地點」
(MOOC)

→ 地址

「旅遊價值」
(MOOCMe)

→ 旅程計畫實踐、回憶記錄

價值
呈現

行程
導航

MyMOOC

翻轉學習
平台呈现



學習四難與圖譜四快

資料來源：交大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黎漢林教授授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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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圖像記憶解決學習四難～案例㇐
網路應用與管理的【知識圖譜】



課程「知識圖譜」萃取塑模工程

「知識」萃取、塑模
「知識圖譜」
結構設計圖 編輯「知識圖譜」

「知識圖譜」
資料來源彙整老師透過工具與方法，

整理自己所要授課的
整體規劃與資料內容

設計好的結構、整理
好的內容，除老師外
，亦可委由教學助教
、助理等他人協助建
立課程的「知識圖譜」

（利用圖像式思維的工具
整理課程脈絡）

心智圖

（利用熟悉的文書工具編排）



課程「知識圖譜」萃取塑模工程案例

課程架構設計 課程全覽圖(PPT)

課程資源彙整(Word)

「分類」關係
「連結」關係
「配置」關係

SOP示意圖



案例:課程脈絡



案例 : 課程全覽圖



應用圖像記憶案例二

商用統計學

【知識圖譜】
(Knowledge Ma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