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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散式課堂鼓勵教師協作 

中小學同年級的課程進度相近，在

分散式課堂讓更多學生學習的特點

下，教師們可以根據專長相互合

作。例如：擅長講課的教師負責錄

製課程、擅長出題的教師負責設計

問題、擅長處理學生情緒問題的老

師在現場協助。教師不必十項全

能，而是發揮 1+1大於 2的效益。 

實踐方法 

在疫情遠距後，遠距設備的操作對

教師而言並不陌生，在此介紹一些

作者認為分散式課堂的關鍵內容。 

一、設備 

1. 兩台鏡頭攝影機(拍教師教學，

鏡頭可由手機代替；拍現場學

生互動) 

2. 遠距平台(Google meet 等) 

3. 錄下教學內容 

4. 若使用黑板，擦掉前要拍照(或

拍攝畫面截圖) 

二、教師互動 

1. 課前課後與線上同學對話(增加

日後非同步學生的臨場感) 

2. 設計給線上同學的提問 

三、教學助理 

1. 教學助理(TA)是分散式課堂的

靈魂人物，負責線上同學的課

堂討論、解答簡易問題、向授

課教師傳達非現場學生的問題 

2. 中小學若教師協同，則可由教

師現場協助。另一種方式是教

師讓學生自選組長、小老師。 

小結 

分散式課堂為高教與基礎教育的創

新模式，隨著教育科技日新月異，

作者更鼓勵教師掌握分散式課堂的

設計思維，研究如何提供讓最多數

人可學習的高品質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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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教育創新典範 

The Distributed classroom 分散式課

堂（中）：實踐篇 

第十二期介紹分散式課堂的背景與理

念。分散式課堂即是透過數位科技將實

體課堂的教學、師生互動等課堂元素錄

製或同步，讓無法到教室的學生能享有

課堂互動品質的學習，達到讓世上更多

人可以學習的理想。 

不光有理念，分散式課堂的作者 Joyner

與 Isbell 也具體說明其適用領域、應用

價值、與實踐方法，為本期介紹重點。 

具體可參考 Joyner在喬治亞理工大

學的線上碩士學位(OMSCS)教學影

片。 

那麼中小學沒有過多學生搶修課的

情況，也適用分散式課堂嗎？從學

習內容的角度來看，中小學因國家

課綱而有固定的學習內容，因此教

學內容可以廣泛地提供給學生，也

適合設計分散式課堂。 

疫情後教師更具備數位遠距教學的

知能，只要教師更能理解分散式課

堂的設計思維，可以將分散式課堂

的內容用於設計翻轉教室教學。 

應用價值 

分散式課堂不僅讓各地的學生受

惠，對於現場教師，亦延伸出「適

性化教學」與「教師協作」等提昇

學習成效的價值，分述如下： 

一、分散式課堂促進適性化教學。

教師可將上課錄製並剪輯，作為翻

轉教室、學生課後複習的素材。如

此一來，教師可善用課堂時間協助

學生的個別問題、規劃個別學習計

畫，減少對全班講述的時間。 

適用領域 

作者認為，分散式課堂適用的課堂性質

有三點：分別是「學生學習需求高」、

「缺乏專業領域教師」、與「學科領域

內容完整」。在基礎教育(K-12)與高等

教育，即使有不同的學習內容、教師需

求、以及學生需求，仍可實踐分散式課

堂。 

首先以作者任職的資訊科技的高教領域

為例，他看到許多學生想修當前熱門的

人工智慧課程，學校卻沒有足夠的教師

開課。為了讓更多學生學習，又期望比

磨課師更多互動，就適合以分散式課堂

教學，結合非同步遠距及討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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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鼎欽 老師 

 問題四、蘇老師如何在高中

專題探究課程結合創客？ 

我在多元選修有開課，從最基本的機

構來教導，另外就是跨域的校本課

程。學校校本是生態美學，我們的生

物老師會帶大家認識周圍的昆蟲，社

會科老師帶學生認識社會環境，我這

裡會有科技課程融入，像是空氣盒

子，可以測溫濕度。 

因此，探究的部分應該就是科技應用

專題吧，我們也會導入一些 AI 的應

用。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在彈性課程來

做創客，學生可以來修課或自主學習

的時候來找我討論。 

問題五、若其他領域的教師

對創客有興趣，蘇老師如何

與合作或有什麼建議？ 

「其實人人都是創客」，創客有很多

種，其實文創也是一種，我們在做

FRC(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機器人比賽，需要其他領域的結合。 

還有像是之前和故宮合作，我們做投

壺機器人，裡面歷史的典故就會需要

文科老師的融入。我們在創作時，其

實很需要各科老師的專長。 

創作工具，我覺得是其次，最主要的

是想法。想法如何透過老師們腦力激

盪，合作出來創意才是人能打敗 AI

的東西。AI的盲點就是無法創造，現

在我們所強調的創造力，如何把學生

教成有創造力，這是最重要的。 

新北創客社群有各科專長的老師，各

科教師而讓每校作品有不同風格。例

如美術專長的教師，那作品就會很漂

亮，作品的媒材就會用的很棒；若是

資訊老師，就會比較偏向互動，用AI

或程式來做互動；自然老師的話，就

會有科學應用，例如一些小玩具；如

果是文科老師，就會有情感、創作、

或是美學欣賞。 

每個老師都是創客，這點無論是學生

還是老師都是這樣。 

 

歷屆學生的作品 

 

指導學生操作機具的蘇鼎欽老師 

安康高中的創客教室內，有五、六位學

生正在測試即將出國參賽的機器人，這

些機器人全是高中生自己動手做。創客

點燃學生的熱情，並獲國內外比賽肯

定，背後是由創客教育專家—蘇鼎欽

老師，每天放學陪伴學生討論到晚上。

本期專訪蘇鼎欽老師，與我們分享創客

教育的理念與經驗。 

問題一、如何引起學生對創

客的興趣 

創客需要資源的整合，我們與局端合作

把機具設備建置後，只要讓學生有能力

操作，我都會 push 他們來。通常，我

在上全校高一生活科技課時會鼓勵學生

來做創客。我有很多設備和很多資源，

只要學生正常使用，都會讓他們來。 

我希望的是學生可以改變，所謂改變，

是說即便學生的課業表現不太好，也能

在創客裡做自己喜歡的東西。他們在班

上聽課可能都沒精神，但每天晚上留校

做機器人到晚上九點，趕都趕不回去。 

問題二、創客可以帶給學生

什麼樣的學習？ 

社會不斷改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生

能夠相信自己有辦法做得到。創客教育

的核心是「想得到、做得到」。有時候

我們是空想，例如我們讓學生算很多數

學與物理算試，但這些在真實環境都不

能用，因為現實有太多變數。 

創客有機會讓學生接近真實生活，例如

機器人比賽的材料要去五金行買。我覺

得臺灣很棒的地方是，老闆會願意教學

生。臺灣的老闆會問學生買材料要做什

麼，還會教學生說要買什麼比較好、什

麼不要用，會教得很仔細。 

因此，這過程中會讓學生體會到校園中

看不到的、課本沒教的。我們過往太強

調課本，但其實課本沒教的東西才是重

要的，我常說考試不考的才重要。 

「學生自由創作，找到人生方向」這是

創客教育最重要的地方。我們這裡的學

生上課可能會睡覺，但來到創客團隊，

有機會嘗試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他

們大學往這個方向走，都會很珍惜高中

時可以確立方向。 

 

蘇老師的生活科技教室 

問題三、教師如何引導學生

培養實作知能？ 

我覺得是看老師願意投入多少時間，因

為創客的過程是需要 try error，那 try 

error 就會需要時間。老師可以教設計

的方法、工具的使用、思考的方式，我

們可以從旁建議。 

學生來和我討論時，我不會告訴他答

案，而是會說這個有危險、這個可能有

問題，甚至我不會和學生講。我覺得現

在學生太有自信，他覺得只要這樣就可

以啊，那我就和他說那就試試看吧。最

後他就會知道自己這樣做浪費多少材

料，也就瞭解不能硬做。 

其實這也是一種從實踐中去學習知識的

過程，學生需要多一點瞭解知識與現實

的落差，多一點透過探究去學習。 

 

放置切割器、電鑽等工具的創客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