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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影響第一屆雙語教學實習課程之決策與制度 
田耐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一、前言 

我受學校師資培育處委託，於 109 學年度與兩位同事協同教授本校國小雙語

教育學程（以下簡稱雙語教程）的第一屆「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雙語教學實

習不僅在本校是第一屆，或許也是臺灣職前雙語師資培育的第一次。回首 109 學

年度，兩個重要的決策（堅持集中在同一國小實習、選擇實習國小並與校長達成

共識）與兩個制度（本校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國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顯著影響

本課程。我依時間序列出，先加說明再進行省思。 

二、影響雙語教學實習課的決策與制度 

(一) 堅持集中在同一國小實習 

為加強與合作縣市教育局的專業關係，本校行政人員曾期望將本班十位雙語

實習生分散到該縣市十所雙語實驗課程國小進行三週實習。這種類大五教育實習

的方式，被我們三位教授拒絕了，因集中在一校實習才有利教授指導及實習生協

力完成實習任務。後來，本班與 W 國小談妥赴該校實習後，又有另一所國小（該

校於 109 學年度於某一年級實施某一領域的雙語教學）找我們其中一位教授，希

望他能帶著兩位雙語實習生去該校進行三週實習。由於不希望實習生之間產生比

較心理，且三週實習（110.3.2-3.19）對教授的時間要求強度大（三週期間，每天

都要有一位教授赴實習國小全程指導，而教授在大學的教學、行政等工作還是必

須正常進行），教授須協力完成，故也被我們拒絕了。 

省思：我在本校服務超過三十年，從不曾發生學校行政期望及國小來遊說「分

散實習生去不同國小」的情況。我想有可能是在 109 學年度初對推動雙語教學的

國小而言，雙語實習生為珍稀資源之故，所幸三位教授有共識，堅持集中在一所

國小實習，以利後續指導事宜。 

(二) 選擇實習國小並與校長達成共識 

本班選定 W 國小進行實習。W 國小是臺北市第一批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於

106 學年度開始於一年級推行雙語教學，逐年漸進，至 109 學年度雙語教學涵蓋

的年級為一到四年級。本校雙語師資培育以自然領域為主。W 國小的中年級自然

課與數學課在領域教學時間內使用審定版教科書，以中文進行教學，與一般國小

完全相同。雙語數學及雙語自然則列入彈性課程範疇，一週一節課，一學期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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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然，另一學期上雙語數學，課程內容取自之前學期課本裡的主題，由教師群

共備雙語教學活動。我們和校長達成的共識是，實習期間優先精進實習生的班級

經營及（雙語）教學能力（本班實習期間仍安排實習生以中文教導國語、數學等

學科），而不賦予實習生國小行政任務，實習生就是如同影子般全程跟著導師及

雙語教師，觀摩並向其請益。 

省思：我肯定 W 國小的課程安排，教師在領域學習時間內以學生熟悉的中

文進行教學與評量（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讓家長安心）；過了該學期後，再

於彈性課程時間以英語及探究活動深化已學過的課程主題（學生已有背景知識，

透過活動及操作，學習主題相關的英語文並加深加廣學習）。這樣的做法符合林

子斌（2021）提倡的「應當先用學生熟悉的語言教會學科核心知識」、「雙語教學

時，應先確保學生能習得學科知識的內容」。107 學年度，我曾帶外籍研究生在北

部一所校史悠久的私立小學實習全英自然教學，該私小的課程模式也如 W 國小：

先由臺師用中文教審定版教科書，一學期後再由外師以英文教導已學過主題之英

文。本班入 W 國小實習，客隨主便，尊重該校實驗出來的課程模式。而 W 國小

也主隨客便，適時調整該校彈性課程以配合本班於 109-1 的雙語自然觀摩及入班

教學及 109-2 的雙語自然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十位實習生專注於發展班級經營及

（雙語）教學能力，全班順利一次通過本校獨有的教學演示能力檢測（詳下）。 

(三) 本校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教學演示能力檢測（以下簡稱教學演示）則是本校前張新仁校長任內新創的

師培制度，每一位實習生要在三週教學實習期間通過教學演示。本班由實習生自

選一堂雙語自然課進行教學演示，由 W 國小邀請兩位國小雙語自然教學專業人

士擔任評審委員，使用本校研發的教學觀察表，對該堂課的教案及教學進行評量

並議課。 

本校的教學觀察表分為「課堂教學」與「班級經營」兩層面。「課堂教學」

層面下包括「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清楚呈現教學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技

巧」、「應用良好溝通技巧」、「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等五項評量指標，有 

22 條檢核重點。「班級經營」層面下包括「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行為表現」、「營

造溫暖與積極的學習環境」等二項評量指標，有 6 條檢核重點。共計七項評量

指標，28 條檢核重點；均設有優良、通過、待改進等三個等級及評量準則。教學

演示通過的條件是兩位評委勾選結果皆為 70%（含）以上的檢核重點達通過或優

良等級，以及七項評鑑指標中，無任一項之檢核重點全被評為不通過。如實習生

未通過教學演示，需於三週實習後自行找時間回原實習國小再進行一次教學演示

（補考），實習生要通過教學演示，教學實習課程才算及格。實習指導教授可以

在教學演示前指導實習生備課、模擬試教，事前不知道評委名單，議課時只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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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不能發言。 

省思：教學演示是三週實習的重頭戲，考驗著實習生也考驗著教授。實習生

如果沒通過教學演示，感覺就是教授輔導不力，真心覺得我和實習生的命運被教

學演示綁在一起。第一場教學演示的前一晚，我惦記著實習生教學簡報上的某一

句話、發下學具的程序等細節，緊張到整夜失眠。由 109-1 開始，整個教學實習

課就是圍繞著 109-2 的教學演示發展。為協助實習生順利通過教學演示，本校師

培處提供的支援是在 109-1 利用實習課的時間，辦理三週的「師資生教學演示能

力與教學觀察培訓工作坊」，請嫻熟此教學觀察表的國小校長講解教學觀察表的

檢核重點，並要求學生據之進行十分鐘的微型教學，同學間以教學觀察表互評 

（第六、七、八週）。本班提供的支援是於學期初赴 W 國小觀摩雙語自然教學兩

次 （第二週及第五週）。工作坊後，教授指導各組在教學觀察表的框架下發展雙

語自然教案、進行全班共備及微型教學並互相回饋。本班於第十週赴 W 國小進

行雙語自然教學，W 國小的師長也參與觀課及議課，發現實習生在自然領域探究

式教學及教學英文上仍有改進空間。於是我們將原定期末的數學試教取消，將空

出來的三週（第十五、十六、十七週）拿來精進各組的雙語自然教案，一起討論

如何能夠帶領出更具探究精神的科學活動，並使實習生的教學英文更接近小學生

的程度。 

五組中，有三組的教學年級是三年級，教學主題是種子；兩組的教學年級是

四年級，教學主題是水。在精進的過程中，我們師生討論出一個策略，決定在教

學演示時，同年級的各組交換班級以「優化後」的雙語自然教案進行教學，最後

也真是如此執行，只有一組實習生決定教學演示時教新的主題（空氣阻力）。教

學演示時更換班級教導優化後的雙語自然教案，讓實習生感覺安心又擔心。安心

的是教案是自己曾經教過又優化過的，但要到一個新的班級對陌生的學生進行教

學又讓實習生感到擔心。因此，實習生主動安排於教學演示前去新班級觀課，並

上一兩堂課以認識學生，建立默契。最後，本班十位實習生全體一次通過教學演

示。 

肯定本校要求教學實習課的每一位學生都要參與教學演示，並辦理工作坊讓

實習生了解檢核重點及通過的標準，這個制度能讓實習生有明確的奮鬥目標，也

讓教授有依據去要求實習生。本校的教學觀察表也與時俱進，加入雙語教學的元

素，適合本班使用。以優化後的教案更換班級教學，效果很好。在教學現場，有

些謹慎的教師或實習教師在公開課前，也會先到同年級其他班級試教以優化教

學。仔細數算，上學期扣掉中秋節放假一次，十七週中有十週都是與準備教學演

示有關 （觀課、工作坊、共備與模擬試教、赴 W 國小教雙語自然與檢討、優化），

極為緊湊且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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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依據 108 年 12 月教育部公告修訂的「師資培育法」，畢業後的師資生必須先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以下簡稱教檢），才能申請半年的「教育實習」，通過後方可

獲得教師證書。教檢的日期通常訂在六月初，110 年教檢日期原訂於 110.6.5 舉

行（相當於本校 109-2 學期的第 15 週），後因疫情三級警戒延至 110.7.17。 

省思：教檢對實習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考試，關係著實習生能否進行半年的

教育實習及後續教師證的取得。本校的雙語師資生有 18 個學分是全英授課，包

括教學原理、班級經營等教檢範圍內的科目，然而教檢是全中文考試，雙語師資

生還需要將課堂所學加以轉換，更增加了挑戰性。建議未來本校可以考慮讓教檢

考科仍採中文授課。 

據我近兩年來的觀察，自上述的師培法修改後，由於教檢通過率是師資培育

評鑑的重要指標，本校各實習班級幾乎都將下學期三週實習的期程盡量向前移，

如本班的三週實習是安排在 109-2 的第二週到第四週（110.3.2-3.19）。實習生的

對策則是上學期及寒假以準備三週實習及教學演示為主、教檢為輔，三週實習期

間專心致力於通過教學演示，三週實習後立刻轉換心境投入教檢準備。 

細觀本課程 109-2 的十八週行事。第一週準備，第二到第四週是三週實習，

第五週報告實習心得，接下來去三所國小觀摩雙語教學，其餘均排溫書 （帶教

檢的書來班上溫習）。印象深刻的是第十二週 （5/13），原安排去第四所國小觀雙

語課，但當時開始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 （5/11 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級，

5/15 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且新增本土病例都出現在本校所屬及鄰近縣市），

實習生擔憂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有染疫危險，紛紛請假或於班級群組表達擔

憂，於是那次的觀摩便取消了，改成在家溫書。三級警戒頒布後，本校於 5/17 開

始遠距教學直到期末，便都讓實習生自行在家溫書直到期末，只有第十七週安排

線上會議，傳承實習經驗給第二屆學弟妹。統計起來，109-2 的十八週中，只有

九週實際上課（實習準備、三週實習、分享實習心得、到三校觀課、經驗傳承），

其餘九週都讓實習生溫書。往年也差不多如此，多半安排溫書，只是溫書地點的

差別（來班或在家）而已。 

六月初的教檢明顯影響到教學實習課師生的心理及課程的具體落實。不僅是

教學實習課，我的其他師培課程也受到教檢影響，實習生在教檢考期將近時傾向

請假備考，小組作業也會暫時擱置或草率產出，學習打折扣，造成教授困擾及非

考生組員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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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代結語） 

本校第一屆的雙語教學實習，在新冠疫情的三級警戒中結束了。由於堅持全

班在同一所國小實習，且教學實習重在精進實習生的班級經營與（雙語）教學能

力，課程進行極為順利。本校的教學演示制度宛如定海神針，為一學年的實習課

程定調，實習生及指導教授一起花了極大的心力與時間，精進雙語自然教案及教

學的品質，結果全體實習生一次通過教學演示。但在成功的亮麗背後還是看到兩

道陰影，據此提出建議如下。 

(一) 政府重新思考教檢日期 

國家將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日期訂在四下的學期中（18 週中的第 15 週），直

接影響了三週實習日期的決定及之後的教學實習課程走向，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實

習生在其他課程的表現。建議政府重新思考教檢日期，以維持師培端的正常化教

學。 

(二) 加強公小教師所需具備的態度 

整體而言，在第一屆雙語教學實習過程中，最明顯的一道風景線是「考試領

導教學」，本校透過教學演示強化實習生的班級經營與雙語教學技能，教檢使實

習生強化其教育專業知識。技能與知識之外，獨缺「態度」面向。事實上，當我

們師生全心全力投入通過教學演示及教檢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塊懸缺課程，是

如今我為寫此文爬梳這段歷程才發現的。可見我們的教師培訓及篩選首要還是注

重技能與知識面向，相對較忽略成為一位公立國小教師所需具備的態度，如：公

平正義、利他情懷、職業道德等，這是未來教師培訓需要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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