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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雙語教師知能及增能課程規劃 
羅文杏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2018 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國家雙語教育政策，為了順利推行雙語

教育，教育部即積極規劃及推動臺灣雙語教育各項工作，其中首要之務便是規劃

雙語師資教育，培育能以英語教授非語言學科的雙語教師。因應國內對雙語教師

的需求，教育部在 2020 年首次開設了國中及國小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

參加的在職教師包括英語教師和學科教師。2021 年，教育部續辦在職教師增能

學分班，並將學分班擴展包含高中教師。截至 2022 年初，以教育部委託師培大

學承辦學分班的模式，國內已有 16 所師培大學開辦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

班，目前已有逾千位的在職國中小和高中教師完成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課程（洪

月女、陳敬容，2022）。同時，師培大學開設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提供給修

讀小學和中學教育學程的師培生選讀。教育部預計未來每年培育 500 名職前雙語

教師和增能 1000 名在職雙語教師（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1）。 

鑒於臺灣對雙語師資教育的重視，筆者希望藉由本文對臺灣雙語師資教育課

程提出一些淺見，並與雙語教育先進和在職雙語教師交流想法。筆者根據所進行

的研究和教學現場觀察，來探討臺灣雙語教師教學知能以及教師增能課程規劃。 

二、雙語教師知能 

筆者（2021a）的研究顯示，臺灣的雙語教師在實施雙語課程時所面臨的挑

戰包括(1)英語教師對非語言學科內容的知識不足、(2)學科教師缺乏以英語進行

教學的能力、(3)教師對雙語教學法的了解不夠，以及(4)國內缺乏雙語教材。為了

闡明台灣雙語教師所需的教學能力，Luo 和 Chen（2022）根據教師教學能力的成

熟度探索了雙語教師的教學能力成熟度模型。他們的研究發現，臺灣雙語教師最

需要的能力是學科內容知識，其次是課程開發能力、學科內容教學知識和教學能

力。除此之外，臺灣雙語教師需具備教育情境知識，即有關⸢課程與教學、校本資

源、教育情境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等教育和多元文化問題的知識（Luo & Chen, 
2022, p. 9）。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及觀察，筆者認為雙語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如下： 

(一) 雙語教學理念 

據筆者觀察，許多剛投入雙語教學的教師不確定所實施的雙語教學是否符合

雙語教學理念，因此無法適切掌握雙語課程的設計。為了確使雙語課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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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師須了解雙語教學理念，例如雙語教育的首要教學目標是學科內容學習，

而且雙語教育絕非英語教育，更不同於全英語教學。惟有雙語教師了解雙語教學

理念及教學法，方能在進行雙語教學時，運用雙語教學架構，設計完善的雙語課

程整合學科內容和語言學習。 

(二) 使用跨語言教授學科內容的能力 

如前所言，雙語學科教師所面臨的挑戰是缺乏以英語進行學科教學的能力。

由於英語能力的限制，學科教師認為自己無法充分參與雙語教學，影響教學品質。

筆者認為學科教師的英語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雙語教師如何善用跨語言

（translanguaging）策略，協助學生習得學科知識及技能。雙語教師使用跨語言

進行教學是雙語教育的重要教學策略，藉由跨語言策略，讓學生在雙語教育中能

學習如何運用雙語或多語資源習得學科知識和技能，進而將語言（英語）與生活

結合；因此，能夠使用跨語言策略教授學科內容是雙語教師的重要教學知能之一。 

(三) 學科內容知識及教學技能 

筆者的觀察發現，多數英語教師進行雙語教學時，因不熟悉非語言學科的內

容，而無法掌握學科知識的教授；而且，由英語教師擔任非語言學科的雙語教學，

其教學模式常與英語教學類似，因此形成英語教師在進行學科雙語教學時的一大

挑戰。由於教學方法可能依不同學科而有所不同，增進雙語教師的學科知識和學

科教學技能有其必要性。 

筆者認為，上述專業知能是臺灣雙語教師須具備的核心能力，唯有具備這些

核心能力，雙語教師才有可能處理所面臨的教學挑戰，改善雙語教學的現況。 

三、雙語教師增能課程規劃 

目前，教育部委託師資培育大學開設的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參與

對象主要為國中和國小學科教師和英語教師，亦有少數高中學科老師和英語老師

參加。教育部委辦的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課程為一套制定課程，一體適用於所有

修讀增能學分班的在職教師。然而，根據筆者（2021b）的研究及觀察發現，雙

語教師因不同的教師類別和學校階段，有不同的教學知能需求。為了提供更符合

雙語教師知能需求的課程，筆者建議教育部依雙語教師類別及所教學校階段（例

如小學和中學），規劃雙語教師增能課程，筆者的淺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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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職雙語教師重點增能課程 

教育部所開辦的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課程，雖然分為國小、國中和高中班，

但並未依學科老師和英語老師而有不同的規劃，同一班裡有學科老師和英語老師

一起學習同樣的課程。根據研究顯示，雙語教師的增能需求差異主要呈現在學科

內容知識和語言能力（羅文杏，2021a）。筆者建議教育部，除了提供雙語教學理

論及教學法課程之外，可依學科教師和英語教師規劃重點增能課程，以符應教師

的核心能力增能需求。例如：可針對學科教師，規劃英語文訓練為重點增能課程。

除了提升學科教師的英語能力之外，英語文訓練需增能學科教師跨語言使用技巧

及策略。若以語言使用功能來規劃課程，學科教師所需的英語文訓練包括基本的

人際溝通技巧（例如：日常英語對話）、課室英語（classroom English）以及用於

教授學科內容和概念的授課語言（instructional language）。再者，對於參與雙語

教學的英語教師，尤其是在國小實行雙語教學的英語教師（根據筆者觀察，目前

在國小擔任非語言學科雙語教學者大多為英語教師），教育部可規劃學科內容知

識及教學法增能重點課程，培養英語教師的非語言領域學科教學能力。 

(二) 在職雙語教師分流增能課程 

筆者觀察發現，目前的在職教師雙語教學增能課程，一體適用所有在職教師，

無法增進在不同學校階段的教師的雙語教學知能，尤其對於國中和高中的學科雙

語教師，其增能成效有限。因為相對於國小課程大多為包班制，國中及高中課程，

學科學習分科明顯（所以國中和高中雙語教師通常為學科教師），雙語學科教師

需具備所教學科的雙語教學核心能力，包含雙語教學理念和教學法、使用跨語言

教授學科內容的能力，以及學科內容知識及技能，但是目前的雙語教學增能學分

班課程，無法完全幫助國中及高中在職教師發展這些核心能力，筆者建議教育部

依學校階段（小學及中學）規劃雙語教學分流增能課程。例如，國中和高中雙語

教學分流增能課程中，包含在職教師須在所教學科（例如生物或數學）的主修科

系（例如生物系或數學系）修習規定學分數（例如 6 學分）的全英語授課專業課

程。教育部可委託師培大學相關科系（即與學習領域相關的科系，例如數學系、

物理系、生物系、音樂系）以加註雙語教學專長學分班方式開設分流增能課程。 

四、結語 

以上為筆者根據所進行的研究及觀察，對於雙語教學核心能力和在職教師增

能課程規劃所提出的淺見。希望藉由本文，筆者能開啟一扇窗，讓有志於雙語教

育的在職老師，甚或是師培生，了解台灣雙語教學的現況；更重要地，筆者希望

能夠對雙語教師專業發展提出可行建議，與雙語教育先進和在職教師分享交流，

以期台灣的雙語教育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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