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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雙語教學一詞，近年來已經顯然成為國內學校教育十分熱門的議題，因為不

僅就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如何培養我們學生具有國際移動力，以進一步提升國家

的競爭力，或者是為了提升我們學生的國際視野，以及擴展臺灣在國際之間的能

見度，上述均表示雙語教學必然成為未來教育發展相當重要的趨向。雖然企圖透

過雙語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已成為勢不可免的潮流，然而所謂的雙語教

學係指使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應著重回歸溝通本質，讓學生至少不討厭英語，

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雙語環境，鼓勵學生溝通，增進彼此理解（林子斌，2021），
也就是說，雙語教學的目標在於協助學生在課堂當下學得好，並培育學生未來發

展的能力（陳純音、林慶隆，2021）。 

由此可知，雙語教學並非另一種增加學生英文學習壓力的模式，扼殺學生學

習英語的動力，而是創造一種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擁有包容且敢於嘗試以外

語溝通的教室氣氛。依此而言，透過敎師在跨領域課程的推動，是初步推動雙語

教學的可行管道之一，原因在跨領域課程原本即適用於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中的

校訂課程，在教學理念、課程內涵與評量模式上，均較具有彈性空間推動雙語教

學，同時跨領域課程的本質即在於倡導跨領域知識的學習與遷移，也就是一種還

原學生與世界接觸的情形（藍偉瑩，2019），正與雙語教學倡導學生運用英文於

生活溝通與實踐的目標契合。綜言之，本文目的即聚焦於研究者在跨領域學習社

群現場，透過跨領域課程為場域，以及雙語教學為媒介，進而探究公開授課面臨

之相關問題及教學的多元反思，希望可以做為後續教師實行雙語教學之參考。 

二、實施雙語教學於跨領域課程之遭遇問題 

(一) 跨領域授課教師受限英文專業能力且影響教學自信 

雙語教學的目標並不只是想要落實於英文課堂之中，而是希望能夠鼓勵各個

領域的教師均能以雙語教學來融入於自己的課堂，因此首要遭遇的問題即在於非

英文科教師，就自己在英文教學專業上的信心有所不足。研究者在跨領域課程中

以單一的課程主題，進行授課後，在議課時就有共備教師提到，曾聽聞老師被學

生糾正英文發音的窘境，也有老師提到擔心文法不夠正確，或者對於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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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英文單字不夠熟悉等問題。 

(二) 教師對於雙語教學融入跨領域課程的目標有所混淆 

    當教師採取雙語教學時，容易對於跨領域課程的學習目標產生混淆，也就是

說在雙語教學時，究竟學習目標在於跨領域課程的核心概念與學習遷移，還是在

於英文知識的學習。研究者在議課時，就有教師認為，在雙語教學的過程，容易

在英文知識、跨領域課程核心概念兩者比重較難拿捏，甚至擔心會混淆學生對於

跨領域課程中核心概念的理解。 

(三) 教師對於雙語教學融入跨領域課程的歷程有所疑慮 

非英文專長教師對於實施雙語教學於跨領域課程的歷程，也同樣存在不同方

面的疑慮與擔心。例如：研究者在議課時，就有老師提出雙語教學是否有其特定

流程，以及雙語教學在英文聽說讀寫融入比例為何，還有跨領域課程中是否有其

陌生的英文名詞等疑慮；而擔心層面，也含蓋雙語教學融合跨領域課程的多元評

量，其學生的先備知識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弱勢學生的學習資源是否更加不利等。 

(四) 教學過程容易影響學生學習並降低跨領域學習成效 

    有效教學是每一位有效能的教師所共同重視的環節，因此除了在進行雙語教

學於跨領域課程，教師容易對於學習目標有所混淆之外，在跨領域課程共備時，

教師也提到影響學習成效的問題。例如：有的老師就提出，在跨領域課程多元的

學習主題當中，再融合雙語教學，是否會讓學生的學習挫折增加，或者是無形提

升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壓力，更甚之，如何在實行雙語教學之後，進而具體檢核跨

領域學習的成效。 

三、實施雙語教學於跨領域課程之教學反思 

(一) 教師正向心態為主要，不需要很厲害才會開始，開始就會很厲害 

在實施雙語教學在跨領域公開授課時，就有社群夥伴提到「開始就會很厲害」

的概念，這是在共備時社群中所深深感動的一句話，因為在嘗試雙語課程的當

下，儘管過程並不順利，特別教師對於教案設計、英文運用，以及對應於新的跨

領域課程方面，教學者也多半陌生，在諸多困境之下，此時授課者則是抱持著「有

嘗試」就會有所「體驗收獲」的正向心態，清楚界定自己實施雙語教學的目標，

並非高階英文的授課，而是在於培養學生敢於使用英文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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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社群為背景的情境，植基於跨領域社群的信任文化是重要基礎 

回歸教學者在雙語教學的反思，其實在教學的過程中，原本擬定引起雙語學

習的動機策略並不適合，學生的回應效果不佳，同時電腦設備也產生許多不同的

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幸好在觀課老師與授課老師信任的社群氣氛之下，授課者

自己也展現可以盡快適應臨時所發生問題的信心，並提出其他的動機策略來加以

解決，在議課時彼此都認為此現象，要歸功於平日信任文化所產生的正面影響。 

(三) 借鏡學習策略的融合，運用雙語教學的模式近似於同時學習原則 

不管是在雙語教學的備課或授課的歷程中，教學者也有分享到雙語教學的實

踐，其實近似於「同理學習」原則的概念。如以教學者在跨領域課程中「SWOT
分析」教學單元為例，主學習應該還是要聚焦於這一堂課的主要學習內容（例如：

SWOT 分析），而副學習則是延伸的學習議題（例如：SWOT 的單字），最後附

學習才會具有相對應的情意產生（例如：敢在發表時運用英文介紹 SWOT）。換

句話說，雙語教學應該不是多增加一門英文課程，而是整合或創造英文運用的情

境。 

(四) 善用教學設計的媒介，依據雙語教學教案模式是起步的有效鷹架 

面對實施雙語教學不知如何設計歷程的窘境，社群議課時發現透過填寫系統

性的教案模式，是一個幫助授課者備課的有效鷹架。因為在教案的格式中，可以

協助教學者先要理解學生英文準備程度、學生所能夠以及現場需要運用的英文字

語，以及運用英文的時機。整體來說，透過教案的撰寫，確實是可以作為老師進

行跨領域課程當中雙語教學的備課媒介。 

(五) 運用多元的學習資源，例如：雙語融合圖片可以輔助學生有效學習 

在雙語授課過程當中，使用英文不管對於老師或者是學生，都是一種不同的

壓力，但是經過共備後發現，可以運用多元的資源來補助，例如：運用雙語呈現

教材，也是輔助學生有效學習的模式。具體來說，教學者在簡報裡面呈現 SWOT
的英文，以及讓學生參與討論的引導式英文、課室英文等，這些都是屬於輔助雙

語教學進行的有效方法。 

(六) 建立友善的學習環境，運用課室英文為雙語教學成效的漸進成果 

在剛起步雙語課程不久之後，會發現到要短時間讓學生能夠習慣性運用英

文，是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但是如果教學者可以透過課室英文，來建立學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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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英文的模式，先逐步擬定以課室英文的表達為主，或許也可以成為雙語教

學的課堂裡面，看到學生學習成效的初步目標，亦有助於建立友善的雙語學習環

境。同時，避免偏重以英文發言為唯一加分的評量機制，造成語言偏頗的情形，

也是議課時彼此反思的重要環節。 

四、結語與建議 

雙語教學融入跨領域的課程當中，除了符應跨領域課程的性質以及新課綱重

視學習融合於生活情境的理念之外，迎接國際化的趨向，更可以說是屬於教師提

升自我專業素養的契機，特別在面對未來多變化、不確定的時代，教師應該可以

透過協作成長的理念，來加以追求雙語教學方面的專業精進。 

詳言之，建議未來教師在實施雙語教學時，一方面理解與澄清英語授課的幾

項原則迷思，包括應著重於口語英文、重視溝通為主要目標、鼓勵學生勇於發言

的環境、善用多元的教學資源等（廖柏森、朱雯琪、李明哲、金瑄桓，2021），
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跨領域社群來追求專業成長（張文權、范熾文，2022），舉

凡邀請英文專長老師一起共備、參與雙語教學專業研習、在友善信任氣氛一起成

長、透過公開授課探尋學生學習困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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