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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 年推行「2030 雙語國家」的願景為提升國人英語能力，教育被視為政

策重要的一環，因此，各縣市如火如荼地開設雙語學校，而缺乏雙語師資成為一

大問題（劉十賢，2021）。另外，108 課綱的推動增加「科技領域」後，生活科技

在 109、110 學年全臺教師甄試各開出約 50 名的缺額，亦是面臨缺乏師資的窘境

（志聖文教，2021；徐如宜，2019）。目前各縣市推行的雙語學校，多數以實作

課程與非主科進行雙語教學，因此，近年陸續開設雙語生活科技的缺額。舉雙北

市近兩年國中雙語生活科技教師甄試為例，在 109 學年開設 7 名缺額；在 110 學

年更是達到 14 個名額，而報考人數寥寥無幾，由此可知臺灣在雙語生活科技師

資的培育相當缺乏（陳奕安，2021；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2020）。因此，本文就臺灣雙語生活科技師資培育現況做討論。 

二、雙語生活科技師資培育面臨問題 

在雙語生活科技師資培育上，生活科技教師證的取得相對單純，僅有兩個師

資培育單位，分別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

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朱耀明，2017）。若師資生要取得雙語生活科技教

師證，除了取得 CEFR B2 等級或以上測驗外，亦需取得學科教學證照（Cho, 

2021）。而在大學端針對生活科技雙語師資培育上，搜集學生參與師資培育相關

課堂的經驗，彙整出以下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前兩項較具普遍性，最後一項為

針對生活科技雙語教學： 

(一) 雙語教學的定義模糊 

由於臺灣在推行雙語教育上，對其定義與教學方式尚未有明確的解釋。然而，

從廖偉民（2020）的調查資料中，能觀察臺灣各縣市或學校單位依照其目標擬定

教學方式，包含 EMI、CLIL 等不同形式，而多數縣市以 CLIL 模式為主，指在

學科課堂中讓學生使用英語溝通，提高使用頻率，以學科知識與語言能力作為學

習目標；其次是 EMI 教學法，以全英語授課，學習目標則著重於學科知識內容

上。因此，在師資培育課程中，若未先設立雙語教學的目標及其對應教學方法，

則易造成師資生對於雙語教學的定義不清，進而可能認為夾帶幾個英語學科單字

即是雙語教學，或甚至認為全英語教學等同於雙語教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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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言能力不足 

有鑒於師資生有兩種管道可取得雙語教師資格，第一種為加修「雙語教學師

資培育課程」取得雙語次專長之教師證；第二種則為加修「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以取得英語第二專長為目標，而兩者皆需要考取 CEFR B2 等級相同等級的測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21）。另外，在 2020 年多益

測驗報告中，臺灣考生平均成績為 566 分，其中大學畢業的平均分數為 609 分，

而 CEFR B2 等級之多益成績需達 785 分（朱韻縈、楊正敏、謝維容、程芷盈，

2021）。由此可知，普遍大學生的英語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提升英語程度成為不

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三) 缺乏雙語生活科技教學實務經驗 

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學實習，往往能讓師資生在共備、試教、議課中獲取實

用的經驗。然而，運用雙語進行生活科技的教學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多數剛接觸

雙語教學的師資生易將學科知識內容由中文直譯成英文，或是以逐句翻譯的方式

進行雙語生活科技的試教，而這容易造成備課上的負擔，且易使學習者感到聽覺

疲乏。此外，在教學實習課中會安排師資生至多所學校進行生活科技課程的觀課、

議課，讓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實際觀察教師在教學的技巧並在課後進行討論，

然而，現在有實行雙語生活科技的教師少之又少，師資生幾乎沒有機會觀察雙語

教學之下的生活科技課程如何進行，因此對於雙語生活科技在教學上的揣摩僅能

紙上談兵。 

三、雙語生活科技師資培育相關建議 

(一) 釐清雙語教學的定義 

進行雙語師資培育之前，應先了解雙語教學及其對應的目標，儘管雙語國家

政策中並未明確定義雙語教學的內涵，但我們能從部分縣市所執行的雙語 CLIL

教學模式中，了解其教與學的理論基礎以及教學策略。另外，亦可參考林子斌教

授提出之沃土模式，包含給予雙語學校推動雙語教學需把握之原則與精神、課堂

中的策略與技巧等七大原則，師資生能從中瞭解雙語教學應當掌握的方向（林子

斌，2021）。 

(二) 增進語言能力 

提升學生的英語程度可分為兩種層面，第一，從生活科技專業科目的角度，

應在課堂情境、知識傳授中，涵蓋生活科技相關英語專有名詞、語句，讓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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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早熟悉並練習運用，如：工具的名稱與常搭配的動詞；第二，在基礎英語能

力上，應針對英語聽、說、讀、寫全方位增能，可鼓勵師資生組英語讀書會，或

開設英語增能課程，另外也鼓勵師長以雙語授課，讓師資生能沈浸在英語環境中，

無形中學習雙語生活科技教學的實務技巧。此外，多數學校制定的英語畢業門檻

僅包含聽、讀部分，因此，通過畢業門檻及 CEFR B2 等級之外，仍須針對英語

口說部分進行加強，方能有效地傳授學科知識，且流暢地與學生進行交談。 

(三) 協助師資生獲取雙語生活科技之相關教學經驗 

在雙語生活科技師資培育課程中，課程內容應以實務導向為主，經由課堂教

師引導進行教材設計，並透過見習及實際教學活動，累積雙語教學的經驗。因此，

建議在課堂初期，能廣泛瀏覽國外教師動手做相關的教學影片，從中模仿其所使

用專有名詞、語句或搭配的肢體動作，再與教師及同儕一同討論、試教練習，並

視學習者程度調整字彙、語句等用詞，適情況用中文補充較複雜的知識內容，或

是在教學機具操作時，以中文輔助能確保學生操作上的安全性。此外，即便目前

在教學現場實行雙語生活科技的教師人數不多，但仍可以從其他類似性質的領域

進行觀課學習，如：藝術領域、綜合領域等等，相信師資生從不同領域的雙語教

學中，勢必能觀察並獲取許多能利用於生活科技雙語教學上的經驗，包含教學設

計、教學評量、班級經營等實用的技巧。 

四、結語 

在缺乏雙語生活科技師資的環境之下，各縣市有賴於師資培育大學所輔佐的

新血投入教育現場，因此師資培育大學肩負重任，不論在教學、教材、評量上，

除了提供師資生充分的增能培訓外，應適時給予實務演練指導，藉以使師資生們

能將所學應用於未來職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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