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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雙語教學之挑戰與因應 
楊怡婷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一、前言 

為推動雙語國家，行政院於 107 年 12 月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

圖」，以「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兩大政策目標，以 2030 年為

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發會、教育部，2020）。 

行政院從今年起到 2024 年編列 100 億元預算，教育部擬廣聘外師到各校，

110 學年起每年為中小學聘 300 名教師，偏鄉優先；並同步加速國內師資培育，

預計每年增加 1,500 名職前和在職雙語教師。部長潘文忠表示，目標到 2024 年，

60%高中以下學校的英語課採全英文授課、每 7 所學校就有 1 所學校的部分領域

課程也能雙語教學；2030 年時，全國 100%高中以下學校的英語課，都可全英語

授課，每 3 所學校就有 1 所學校可以進行部分領域雙語教學（陳至中，2021；潘

乃欣，2021）。 

從政策制定、經費編列、師資培訓，到目標成效，充分顯示了政府對推動雙

語教育的迫切與決心。110 學年度是雙語國家政策的一個重要起步，本文擬針對

這一波強勢的雙語教育變革中，探討學校面臨的挑戰與困難，提出可能的因應與

作為。 

二、學校推動雙語教學面臨的挑戰 

(一) 「為何」要推動雙語教學？ 

因應雙語國家政策，推動雙語教學目的是以英語作為語言學習媒介，讓學生

能多聽、多說並能理解學科知識，以增強英文溝通能力，進而具備全球競爭力。

然而，社會大眾對雙語教學的認知多半模糊不清，從政府、學者專家、學校、教

師到家長學生，對雙語教育的目標和作法常有著不同認知與期待，以致產生「一

個雙語各自解讀」的狀況。 

若學校推動的雙語教學，把學科教學變成英語教學，會不會捨本逐末犧牲學

科知識的學習？若未考量學生的英語能力不同，進行雙語教學會不會擴大學習落

差？雙語教學帶給學生是另一種學習障礙，還是提昇競爭力？面對雙語教學衍生

的各種問題與質疑，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教學目的與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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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語教學由「誰」來上課？ 

雙語教學的實施，教師必須平衡學科內容及語言的學習，並針對教材、教法、

評量與教學語言進行轉化。由於師資培育過程中，教師未曾修習過雙語教學的相

關課程，很容易將雙語學誤解為英語教學的延伸，而引發焦慮不安與壓力。 

雙語教學由「誰」來上課？若由英語教師教授學科，因學科知識有其系統性

和準確性，可能有學生無法理解及簡化學科內容的疑慮。若由學科教師進行全英

語教學，可能要面對學生質疑的眼光，加上許多學科用中文教學，教師已感不輕

鬆，還要以不熟悉的英語進行教學，往往教學自我效能感低，而影響其投入教學

的意願。 

(三) 雙語教材在「哪裡」？ 

目前國內並無雙語課程綱要做為課程規畫之依據，亦尚未研發出一套符合雙

語教學理念、具備螺旋式設計理念、切合學科教學內容且英語字彙量適中的雙語

學科教材或課本，同時缺乏雙語教材資源整合的平台，因此教師須自行搜尋教材

資源，轉化學科內容、教法與評量，自編雙語教材來上課，在課程規劃上有一定

的難度與負擔，不利於雙語教學的推展。 

(四) 雙語教學評量「什麼」？ 

雙語教學評量的重點是學科學習目標還是語言學習目標？若著重在學科知

識的理解與學習，如何了解學生語文學習的表現？若強調語言學習目標，是否會

弱化學科知識的教學？學生語文能力不足，是否會影響學科知識的學習成效？欲

兼顧學科知識與語文能力兩方面的教學評量，一來考驗著教師評量設計的專業能

力，二來在學生學習精力的分配，以及語言和學科的適應和理解上，都是極大的

負擔與挑戰。 

(五) 「何時」進行語言的動態切換？ 

雙語教學須兼顧知識的理解與語言的學習，在進行雙語教學時，由於多數學

生英語能力尚無法勝任全英語授課，在學生語文能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下，教師如

何掌握英語使用的時機，以及適切調整雙語教學的比例，皆是教學成功的關鍵因

素。若教師無法在語言的使用時機上靈活轉換，或未能關照學生語言能力差異而

彈性調整雙語比重，恐將面臨學生無法吸收學科知識，同時英語學習也無成效的

窘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頁 81-86 

 

自由評論 

 

第 83 頁 

(六) 「如何」建置雙語環境？ 

校園整體學習情境的規劃與營造，有助於雙語教學的推動。目前校園常見建

置有資訊雙語化，包括學校簡介、出版品、網站導覽等；標示雙語化，包括校名、

公共服務場所、教學班級標示等；教學情境雙語化，在學生每天穿梭的場域空間

中，包括階梯、廁所、廊柱、牆面、教室學習角落等，張貼英語單字或基本句型，

增加視覺刺激，提供英語生活化的學習環境。然而，這些以硬體、靜態的環境設

施為主，無法提供真實溝通互動的情境，時間久了，當視覺刺激不再新鮮有感，

相關的布置未能與教師的教學結合呼應，實際成效恐不如預期。 

三、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因應策略 

(一) 雙語教學以語言溝通為本 

雙語教育跟英語教學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雙語教學並非英語教學，

不是教單字、文法、句型，而是教師可同時透過中文結合英文的跨語言

（translanguaging）為溝通媒介來教授學科知識，並兼顧文化與在地化需求，經

由老師鷹架的搭建，達到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習目的，讓英文成為有效的溝通與學

習工具，目的在回到語言溝通的本質（鄒文莉，2020；林子斌，2021）。 

由於雙語教學的推動，僅靠校內的英語老師是難以達成政策目標，然過往大

眾對英語「教」與「學」的期望，往往強調正確性而非溝通功能，因而讓開口說

英語變得困難。雙語教育的推動，需回歸語言學習溝通理解的目的，激發現職教

師投入教學的動機與意願，並透過完善的增能培力研習、教師社群共備、專家輔

導諮詢等支持系統，幫助現職學科教師調整心態，提升雙語教學知能，增進自我

效能感，開啟師生使用英語溝通的新契機，方能有助於雙語教學的持續推展。 

(二) 學科與英語教師共備合作 

由於現階段雙語師資不足，除透過師資大學培育職前師資、增聘外籍師資、

教師甄選招考之外，應鼓勵現職學科教師成為雙語教學的主力，因為現職教師在

其學科內容教學、班級經營方面已具有經驗，接受雙語教學之增能培力後，較快

能成為合適的雙語教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此外，鼓勵學科教師與英

語教師成立社群，進行共備合作。學科教師進行教材分析、確認主題與規劃學習

脈絡，英語教師評估學生語言經驗，確認語言學習內容，提供教學語言諮詢服務，

協助學科教師能靈活運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再經由觀課與議課的討論與回饋，

滾動式修正教學的內容與活動，以增進雙語教學之效能，達成兼顧學科內容及語

言的學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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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發雙語教材與數位資源 

為有效推展雙語教學，解決教師備課、翻譯及編寫教材的壓力，當務之急是

有系統的研發各領域的雙語教科書，方便教師教學使用，提高教師嘗試雙語教學

的意願。由疫情加速了教育的數位化，應善用數位工具，打造優質且不受時空限

制的雙語學習環境，積極開發雙語教材的多媒體學習資源，讓學生透過數位影音

學習、概念動畫影片、數位自學讀本、AI 朗讀作業等進行自主學習，擴大雙語教

學之成效。此外，應建置專屬雙語教學的入口平臺，有助於資源的整合、更新與

共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 

(四) 評量兼顧學科與語言學習 

在雙語教學的評量上，需同時檢視學生學科知識與英語溝通能力。在學科評

量方面，以 108 課綱和領綱的教學目標及學習重點規劃教學內容，並做為學習評

量的依據，可採多元評量方式，如：如口頭發表、展演、操作、小組討論、學習

單、隨堂測驗、定期評量等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在語言評量方面，主要採形成性

評量的方式，觀察與紀錄學生在教學過程掌握「聽」與「說」的表現，以及對相

關專有辭彙的辨識與理解。評量時，教師應提供多元語言學習的鷹架，鼓勵學生

藉由肢體動作、實物操作、圖畫、口語等方式溝通表達，並搭配問卷或訪談了解

學生的學習動力及困難，據此修正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五) 依學生程度調整教學語言 

現階段雙語教學剛起步，由於全國各校的教師條件、學生程度、教學資源和

社經背景不同的情況下，難以訂定一套雙語教學方法或策略適用各校。在多數學

生尚無能力進行全英語授課的情況下，雙語課堂應留意保持彈性，不綁定英語使

用比例，給願意雙語授課的師生更大的彈性（林子斌，2020）。 

雙語教學應以學科知識的認識與理解為重，語言環境與語言使用為輔，並非

是進行全英語的教學，應根據學生語言能力、師生互動反應及學習表現，彈性調

整中英語的使用比例，並掌握教學中英語使用的適切時機。為確保學科知識的學

習，建議學科核心概念以中文解說，專有名詞可以中英對照呈現，相關的教學指

令及延伸活動，以英語表達，並透過各種口語及非口語的鷹架策略，幫助學生理

解與溝通，讓學生有更多使用英文的機會，也允許中文表達，讓學生自在運用雙

語互動與學習。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頁 81-86 

 

自由評論 

 

第 85 頁 

(六) 打造溝通為本的雙語環境  

學校整體雙語環境的建置分為硬體靜態的雙語化標示，和軟體動態的雙語溝

通環境。在硬體建置方面，內容必須搭配課程的運作，方能發揮成效。在軟體方

面，應提供學生真實、自然、有意義的互動語言經驗，如：推動課室英語，讓全

校教師於課堂教學中運用；透過廣播學英語，由校長與行政同仁以英語廣播進行

各項宣導活動、集會典禮以雙語進行、午餐時間收聽 ICRT News Lunchbox 節目

等，提供生活化的英語情境，並讓英語的學習延伸到教室外，鼓勵全校師生一起

使用英語進行溝通，培養雙語學習與思考的習慣。 

四、結語 

政府宣示 2030 年要成為雙語國家，並訂今年為雙語國家元年，積極推動雙

語教育，將雙語教學奠基於各學科知識之上，以英語做為課室學習溝通的語言，

營造雙語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的英語力。 

在雙語教學的推動上，現階段學校面臨師資、教材、評量，以及環境建置的

難題，希冀政府可以提供更完善的師資培育、教材研發和支持系統，以鼓勵更多

教師投入；學校可以凝聚團隊共識，整合軟硬體設備，規劃雙語教學課程，營造

英語學習環境；教師可以自我精進，培訓增能與共備合作，強化雙語教學能力，

以期能從容應對雙語教學帶來的各項挑戰，進而發展出具特色的雙語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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