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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貴刊在第九卷第十期，聚焦討論臺灣發展雙語教育時，會面對的挑戰，提供

給實務工作者相當多的提點。對於一個已經在公立國中教育現場，進行完整一學

年雙語教學的筆者來說，有很大的啟發；讓筆者更能深刻思考，並嘗試理解政策

理念和實務運作之間存在的落差，以及期許自己還可以再多做些什麼努力；筆者

本篇主要針對王力億「雙語教育的師資先決與師培改革」一文提出回應。 

二、雙語教育的質與量 

筆者有幸於 109 學年度，與 8 名現職教師和 16 名代理教師，共同參與由臺

北市教育局委託臺灣師範大學開設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雙語增能培訓課程，修

習包含「雙語教育之課堂教學基礎」、「雙語教育之單元課程設計與實作」、「雙語

教師社群運作與實務」、「雙語教學觀議課：理論與實務」上下學期共 12 學分。

不論現職教師或代理教師，都是平日分散在各校工作，每週三齊聚一堂；不同的

是，此培訓課程之現職教師需完成作業較少且無失業壓力，而代理教師需負擔較

重的作業量，但若能通過考核一年後即可分發為正式教師。 

然而，以上述管道培訓出的臺北市公立國中的雙語教師數量少之又少，正如

同王力億（2020）所擔憂，地方政府教育局處所提供的數小時至數日的雙語教學

相關研習，很難讓在職教師因此就能自信操作雙語教學。除此之外，就筆者觀察，

目前教育當局推動任何政策，例如生命教育、海洋教育、人權教育、交通安全教

育、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動物保護教育，都會希望校方融入領域教學，

但也正因有太多的議題都以同一種路徑強加進入校園，已經讓多數教師抱著若非

法定研習，就先選擇觀望，被強制要求也就應付了事；該如何讓雙語教育的推展

先廣為被在職教師所接受，讓在職教師看見雙語教育和其他教育議題不同的亮

點，起身而行，筆者認為是相關單位首要努力的方向。 

其次，王力億（2020）也指出，目前公立國民中小學本國籍和外籍英語教師

數量，難以負擔未來預期由英語教師所主導之校本課程；且擁有英語第二專長的

教師數量，也不夠因應未來各科實施雙語教學。實務運作上，這樣的困境源自公

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員額是以總量管制，由各校自行決定各科目教師人數，在英語

教師都已經超鐘點授課仍無法完全消化全校英語科的節數，還得另聘流動頻繁的

兼任代課教師情況下，如何期待英語教師還有心力成為雙語教學的主力並協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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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科目發展？即便是擁有英語科第二專長的本國籍教師，當初順應加科登記潮流

而取得的英語教師證已經多年未使用，要使其先認同雙語教學、找回對英語的熟

悉度、重新建構課程並提供足夠誘因，教育當局皆需通盤考量；勞動條件維持與

其他非雙語教師無差異的狀態，只靠各校少數教師的熱忱勉力運作雙語教育，終

究不是長久之計。 

第三，外籍英語教師進駐校園的功能不應只是口說英語而已，該如何讓外籍

英語教師做足準備，才能向學生精確傳遞各科目教師欲表達的教學內容、知識內

涵，讓本國籍教師可以從做中學，最終能獨當一面進行完整流暢的單科雙語教

學？王力億（2020）提出了招募在臺就學，且不限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生的觀點，

筆者支持這樣的作法，也認為將有助於校園內雙語環境建置，特別是在「日常互

動性」部分，改善師生羞於開口、害怕講出「非標準」英語的風氣；相較僅於午

餐時間對全校播放 ICRT 廣播，師生卻一邊吃飯、洗碗、刷牙的表面雙語宣示，

效果會好上許多。 

三、結語 

筆者是一位對自己任教十多年課程內容感到疲乏，想嘗試加入雙語元素讓自

己和學生都能有新鮮刺激的國中教師，筆者認為「理想的雙語教師」需要具備將

學生學習內容和學習重點用學生理解的雙語呈現、根據學生程度使用適切的雙語

進行課堂教學、流暢使用雙語的教學耐性和熱忱等條件，讓雙語自然融入課程，

並延伸至生活情境中。筆者在雙語教學最難忘的一次經驗是，有幾位在英語課放

棄的學生，願意在雙語輔導活動課開心的參與，這對筆者的教學是個很大的鼓舞；

證明學生不是不喜歡英語，而是排斥學習英語的方式，也促使我個人進行任何課

室和校園活動都會想要使用雙語，讓學生和同事多點機會習慣雙語的情境。 

筆者對於只是為了配合教育當局實施雙語而雙語的思維和做法，總不免擔心

最終會如何在以行政掛帥的校園內被用一種很華麗的文件呈現，但實質上卻空洞

不堪；但仍樂觀的期待有更多同伴可以一起加入雙語教學的行列，也盼望相關當

局能提供更多即刻實用的支援，這是一條值得經營的有趣的教育之路，願臺灣最

終能發展出自己的雙語風格，在國際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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