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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雙語教育政策下小學師資培育課程之改善建議 
丁凡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隨全球化、國際化之影響，伴隨數位科技之蓬勃發展，使國與國之間縮短距

離，擴張全球往來聯繫，加速國際間之交流與合作，互賴程度增加。國際移動力

成關注議題，如何提升國民英語能力，使其具備國際競爭力，係當今努力之目標。

為此，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發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希能提

升國人英語力。 

由此政策可知，培育人才與世界接軌為首要目標。對此，教育部以「全面啟

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為目標（教育部，2019），
透過活化教學及數位科技應用等，以強化學童將英文應用於日常生活，且培養其

國際觀，於全球化競爭之世代，成為所需人才，進而使臺灣能邁向世界。 

然，實施至今，除現職老師不足以應付雙語教學，亦面臨師資難尋之困境。

因此，引進外語教師、培訓在職老師雙語教學能力，及擴大職前雙語師資，以穩

定師資來源，乃首重努力方向。臺灣試辦 CLIL 計畫至今，以國小階段之中低年

級進行為主（鄒文莉等人，2018），且國小亦是培養學生口說素養重要階段。可

知，小學是厚實英語基礎之重要時期，若能在此階段引起學生學習英文動機，於

未來將會更有幫助。因此，希進行培育小學雙語師資培育課程之討論。 

二、何謂 CLIL 教學法 

雙語課程類型繁多，目前舉辦雙語實驗課程的學校以實施 CLIL 教學法居多

（廖偉民，2020）。「CLIL 為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李振清，2018，頁 4）。Coyle 等學者說明 CLIL 為整合學

科知識和目標語言之教學法，意即學科內容及目標語言二者為主要教學核心，且

授課以目標語言進行（羅文杏，2021）。雖知其概念，然，非所有教師皆能理解

其意義，因而不知如何進行。 

Coyle（1999）指出實施 CLIL 的教學要點有四：學科內容、語言溝通、認

知訓練、文化認知。以下將分述之： 

(一) 學科內容 

分三種類型：專業課程內容、主題式內容、跨學科之內容（簡雅臻，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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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CLIL 課程，語言與內容之融合，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使學生習得相關知識

及素養。 

(二)  語言溝通 

使學生能運用目標語言學習，如：單字、句型，並培養學生思考能力，藉課

堂所學之概念及新知，於課堂進行對話討論，進而提升學生表達能力。此部分重

點旨在課堂中的師生與同儕互動。 

(三)  認知訓練 

課程之建構以學生為中心，需相符學童該階段的認知能力（簡雅臻，2019），
以發展其思維及理解能力。 

(四)  文化認知 

當今社會交流頻繁，學生須擁有文化認知。透過 CLIL 教學來建構跨文化概

念，幫助學生理解他國文化，以具備包容及欣賞多元文化之能力，成為一位多元

視野之人才。 

除上述所提，培養學生英語溝通表達能力也為其目標之一，可知教師之英文

能力亦是同等重要的關鍵因素。而參與 CLIL 教師相互討論、學習，才能提高教

學成效。 

從上可知，此教學法有其難度，教師須妥善掌握且善用 CLIL 之 4Cs 教學架

構，及其他注意要素，方能有所成效。起步之初較為艱辛，倘若能於就學期間進

行相關訓練，且授課教師從中輔導並給予專業指導建議，才可使師資生扎穩基礎。 

三、雙語師資培育面臨問題 

當今 8 所大專院校雙語教學研究中心中，僅臺北教育大學設有雙語教學專

班，其餘尚未有正規的雙語師資培育班，只設有雙語學程，若師資生符合規定之

英文能力，便可提出修習雙語教學師資培育申請。而目前小學職前雙語師資培育

以藝術、健康與體育或綜合活動等領域或科目課程教學為原則來結合雙語教學。 

當前 CLIL 已於小學推動試辦，雖可使孩童同時習得英語及學科知識，然，

是否已全面考量種種困境，並具備妥善之配套措施，仍有其討論空間。小學教育

屬於基礎能力扎根時期，英語融入教學，應為循序漸進之過程。若未能適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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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施行目標語言於課堂，忽略差異化教學與多元評量，反而不利學生學習，影

響往後發展。如：專業性課程內容以中文進行教學，學生便不一定能全盤理解授

課內容，且專業用語以英語進行，易造成用字艱澀，使國小學童學習困難，可知，

若過度強調雙語之應用，可能犧牲學科知識之學習，造成部分學生雙重弱勢。主

題式內容與跨學科之內容，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但若未考量學生所需及其能

力，致學童落後亦會造成學習壓力。此外，教學課程與教材因屬創新階段，皆有

待開發，各校採一面發展，一面修正，如同一場教學實驗。 

由上可知，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可能面臨部分挑戰，茲分述如下： 

(一) 雙語師資培育課程無統一架構 

教育部將課程交由各校自主安排，並無相關雙語課程綱要作為依歸，缺乏規

準之狀態下，師資生在修習相關課程，可能面臨資源、師資不對等的問題。 

(二) 雙語師資生學科領域知能不足 

雙語師資生可能面臨不熟悉該學科領域知能，無法如本科生了解整體脈絡，

便可能於備課或在實施雙語教學時，面臨學科知識不足以應對雙語教學之困境。 

(三) 雙語教材尚未到位 

目前仍缺乏雙語教材，並無統一標準可供師資生做為教學參考。師資生可能

須花相對多的時間去設計課程，教學經驗又相對較少，無從評估其設計是否有效

掌握整體脈絡，對其來說挑戰極高且壓力亦大。 

(四) 缺乏英語教學實務經驗 

雙語師資採取學分制，缺乏完整培訓，若非英語系師資生，可能對英語教學

極為陌生，不懂如何善用教室言談於教學過程。試教機會若僅限於校內學分課程

及實習，未來在面對班級經營、師生關係或教學方式等等，皆會難以應對。 

(五) 各縣市雙語小學數不一 

現階段各縣市小學雖已積極籌辦雙語教育，但仍處於摸索之境，真正推行之

學校仍為少數，如何安排學生實習，且清楚闡明全英語教學之規範與評量機制，

仍須學校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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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班級學生英文能力不一 

學生英語能力呈現雙峰現象，教師在設計及教授 CLIL 課程時，若未能顧及

班上學生英文程度差異，擇定合適之單字與句型，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而排斥

學習。然，師資生經驗不足，且非現場教師，如何設計適宜教學，為一項棘手問

題。 

(七) CLIL 課程設計之複雜性 

教師需投入大量心力發展課程，與其他師長共同備課或協同教學，課程內容

設計不僅須符合新課綱之素養導向，又需安排部分活動引導學生使用目標語言。

基層教師對於當今一系列之上路政策，皆已不知所措，不僅大幅增加其教學工作

量，亦考驗其如何運用英語比例於課堂。雙語師資生能否於在學期間學習大量知

能，並有效運用於教學中，有其困難度。 

四、國小教師職前師資培育課程相關建議 

從前述問題可知，因雙語政策剛起步，一切仍處混沌狀態。若能於職前建構

相關完備課程，或許可使問題減輕，希提供相關建議，予以改善幫助。 

(一) 雙語教學知能發展課程應列為師資生必修課程 

羅文杏（2018）研究顯示，現場教師對 CLIL 課程仍不熟悉，不知學科與目

標語言之比例如何掌握，亦不確定自己教學是否吻合 CLIL 教學理念。而雙語課

程之上路，須雙語與學科教師共同努力，應使所有師資生皆有相關基礎知能，才

能於未來合作具有加乘效果。 

(二) 提升師資生基礎英語能力 

過去研究亦闡明，教師之英文能力乃雙語教學成功要素之一。而英語能力需

長期之培養，倘若於大學期間即增進其基礎能力，尤其口說能力之精進，而非僅

要求學生通過校園畢業門檻，於教學時才不致畏懼，且亦能流暢與學生互動交

流，才具好的教學成效。 

(三) 雙語教學之訓練養成 

進行雙語教學必須熟悉指導語和互動語，才可使教學更為流暢，可請學生整

理常用之 CLIL 課室英語，並進行試教以理解其運用方式。亦可使不同領域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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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作完成教案撰寫，透過腦力激盪呈現出良好教學設計。授課老師若能邀請相

關學者進行示範教學，使其有方向可循，學生亦能收穫良多。 

(四) 大學教授跨領域合作，學生組織學習社群，充實學科概念 

藉由大學教授跨域合作，整合學科內容使學生加深背景知識，讓雙語學程之

課程更為完整。鼓勵學生組織學習社群，藉由數位平台執行共筆制度，以開拓不

同潛能，亦可彌補其非該領域出身，但仍能有系統的學習該領域之學科知能。 

(五) 加強學生實務經驗 

透過與鄰近小學合作，或是辦理研習、工作坊等等，使學生在進行授課時，

能提前體會教學現場面臨之狀況，並於課後進行反思改善。而實習之部分，因目

前雙語國小已真正推行仍為少數，還需學校積極媒合，並傳達給雙語師資生。理

論與實務之結合，更能加深學生概念及了解教學缺失。 

(六) 鼓勵師資生參與雙語學習扶助研習 

小學班級為常態分班，學生之英文能力參差不齊，為避免學生於課堂中無法

跟上進度，而感到信心不足，師資培育大學應鼓勵師資生參與雙語學習扶助課程

研習，習得相關先備基礎涵養，並結合數位資源，應用於未來教學，彌平學習落

差，提升低成就學生基礎英語學習力，以建立其學習自信。 

(七) 教案撰寫須提供鷹架與設計多元評量 

進行 CLIL 課程時，有賴教師建構學科教學與語言教學鷹架，並運用跨語言

協助學生學習，促進其快速領悟並理解之（陳慧琴，2018），亦須教師進行評量，

檢視學生學習表現，進而去改善教學（高實玫，2018）。然，何時提供或撤離鷹

架，以及多元評量之發展方式，有賴教師教學經驗之累積。師資生應多觀摩相關

教案，並自行設計與進行教學，指導老師可適時給予指導修正。 

(八) 善用多模態策略於教學 

中低年級學科內容較少抽象概念。老師可透過肢體表達、語音變換及視覺資

源融入教學情境（曾俊傑，2018），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進而使教學效果提升。

因此，師資生在進行 CLIL 課程時，應多加利用多模態資源，以活化雙語教學。 

綜上所述，可知雙語師資養成有其挑戰，除須完善課程之設計，亦有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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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討論，才能使課程更多元且完整，實務之養成也需顧及，學校亦須營造雙語

氛圍，師長以身力行，學生亦會受之影響。培育雙語師資為一條漫漫之路，須學

校師生長期之努力，方能達成。 

五、結語 

總體觀之，雙語師資的養成，需有一套完整的訓練機制，及專業背景之學者

從中給予引導和輔佐。學校應提供這些師資生充分資源及營造雙語環境，並提供

實務訓練及研習活動等等，使學生具備充分知能，方能在未來貢獻所學於教學現

場。 

雙語教學仍屬實驗階段，因此並無前例可循，當今只能參照國外之經驗及研

究，逐步建立整體架構。最初實施一定會面對各項挑戰，如：雙語課程教材之缺

乏，改變教學方式的沉重壓力，學理知識的不充足，需要各方共同參與努力來解

決。而政府若能持續修正改進，將制度及配套措施完善化，且悉心聆聽各界聲音，

適時予以相關協助，定期追蹤和評估實施成效，才能使政策達到最初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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