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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學在普通高中推動現況與展望 
黃懷德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班學生 

 

一、 前言 

依據行政院國發會 2018 年發布「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其目標

乃是 2030 年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藍圖中「個別策

略」有「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包括：落實中小學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推

動中小學部分領域或學科及高職專業群科採英語授課。因此，雖說是雙語發展，

但不難看出在 2030 前大幅度地提升國人的英語能力的意圖，以達到「厚植國人

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兩大政策目標。接著，國發會暨教育部於民國 2021

年提出《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方案中羅列了各項推動策略及預設目標，

例如在「高中以下學校雙語化的推動策略與目標」一項中，即包括：強化學生在

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力、推動校際合作、精進數位學習、擴增雙語人力等 4 項策

略（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 

教育部長潘文忠也曾表示，目標到 2024 年，每 7 所學校就有 1 所學校的部

分領域課程也能雙語教學；至 2030 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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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b）。 

在教育部的實際推動作為中，除了設立雙語標竿大學、雙語專業領域標竿學

院；並鼓勵有師培學程的大學，培育能以英語進行各科（各領域）教學的師培生

及未來的雙語老師以外，在目前普通高中推動雙語教育，具有立即性、能讓學校

具體施行且有實質資源挹注的作為之一，就是補助 50 所公立高中 110 學年度增

設雙語實驗班（潘乃欣，2021a）。 

筆者所任職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即為教育部 110 學年度增設雙語實

驗班的 50 所公立高中之一。學校也從 110 學年起開始「正式」推動雙語教學。

下文將從全校雙語教學的推動策略，到單一課程（以藝術領域的必修「藝術與生

活」、加深加廣選修的「表演創作」）雙語教學的實施概況，作現況介紹，並提出

目前學校進行雙語教學的困境與建議。 

二、 學校雙語教學推動現況 

萬事起頭難。學校從 110 學年起，即開始系統性推動雙語教學，推動的契機

及策略、作法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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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辦教育部推動雙語教育相關計畫 

學校經過與教師充分的溝通，以及行政團隊願意付出、勇於承擔的優勢，申

辦教育部「擴增雙語實驗班計畫」及「與國外校際合作推動線上教學實施計畫」，

作為推動雙語教育的雙引擎。計畫不但補助外師及雙語代理教師各一名，111 學

年更能增聘助理員一名，對於雙語教育的推動提供最關鍵的資源。外師及雙語代

理教師，具備流利的外語和目標語言能力，不但可獨立授課，更能與學校教師共

備、協同教學，創造 CLIL 雙語教學環境（林子斌，2021）。 

(二) 組織教師社群 

學校運用前述「擴增雙語實驗班計畫」及「與國外校際合作推動線上教學實

施計畫」資源，成立「雙語教學教師專業社群」、「姊妹校交流共備社群」。跨科

跨領域（音樂、體育、美術、家政、表藝、資訊科技、生活科技等）教師，透過

定期共備、讀書會、教學交流、分享產出各科雙語教學教案。甚至還能與國外姐

妹校進行課程共備，搭配語言教室進行線上交流，討論並調整課程內容。 

此外，共備社群亦能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如外師另闢線上直播室與線上

聊天室，讓英語學習推及全校每一位同學。雙語教師運用小組討論、角色扮演、

遊戲等多樣化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度。 

(三) 鼓勵教師雙語教學能力培訓 

鼓勵並推薦各領域教師，踴躍參加如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高級中

等學校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海外進修研習等各式進修課程戶或活動，厚植雙

語教學能量。學校以能進行雙語教學教師的人數須每年增加為初期目標。 

(四) 辦理外校參訪與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每學期組織教師參訪、觀摩友校雙語教學推動情形，

並進行交流與互動，可以更有效地學習更合適、更有效率的方法，亦能讓同行教

師的觀念得到更多的啟發。 

(五) 建置優質雙語環境 

由「擴增雙語實驗班計畫」補助經費，建置數位語言學習教室，進行國外姐

妹校同步與非同步文化及課程交流。並建置英語數位學習平臺，搭配多益線上學

習環境，提供學生自學並檢測學習進度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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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輔助雙語教學也是重要的一環。除了創建各類型互動教室之外，教

師還能運用線上 Google 教室、互動式觸屏、平板載具網路課程、VR 數位教材，

提供不同學習路徑，增加學習成效。 

(六) 爭取國外踏察學習機會 

除了與國外友校進行線上交流之外，爭取教育部 SIEP 計畫，辦理新加坡、

紐西蘭英語營教育旅行；學校更承辦桃園市教育局「高中生赴昆士蘭教流活動」；

使學生實境體運用英語文進行交流，並體驗多元國家文化、風俗民情，厚植國際

移動力。 

(七) 訂定適性英語學習目標 

如前述《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中，對於雙語實驗班學生有設定英語

聽說讀寫能力應達到的標準（第 22頁）。本校建置多益學習、模擬測驗平臺，鼓勵

全校學生參與多益檢定，並斟酌學生英文程度，適性訂定高一多益檢定達 550以

上、高二多益檢定達 785以上的學習目標。讓學生有目標、有成就感地進行學習。 

三、 各學科雙語教學推動現況－以藝術與生活、表演創作課程為例 

12年國教新課綱中，科技領域、藝術領域，由於屬於非考科課程，沒有進度、

考試壓力，課程內容也貼近學生日常生活，也是本校科技人文校本特色發展的核

心科目，因此具備優先推動雙語教學的條件。以下就藝術領域的必修「藝術與生

活」、加深加廣選修的「表演創作」課程（一般習稱的「表演藝術課」）的雙語教

學實施做法，進行現況分享。 

(一) 教師心態的正向轉化 

學校的表演藝術科教師，認同雙語教學理念，並將雙語教學當作精進課程設

計的契機，2022年主動參與甄選，成為「臺澳國際雙語師資培訓團暨行政參訪團」

成員，回國後加入桃園市雙語教育輔導團。教師認為可以運用羊群效應，從學習、

諮詢開始，由外圍慢慢走進雙語教學工作圈的核心。 

(二) 雙語教學的操作策略 

1. 在理念上，雙語教學的核心是「溝通效能」，須建立無礙的教學氛圍，學科知

能以雙語融入，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與學。 

2. 課室用語、指導語不斷重複，自然且有機地使用英語。可以加強學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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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然而然地點出重點。 

3. 以中文教授學科知識，搭建鷹架協助學生用英文產出。例如以 QA 的方式引

導學生用英語回答問題等。 

4. 與外師協同教學，並身教示範開口和外師對話，營造安全活潑的教學氛圍。

從對話過程學到學科知識外，同時讓學生了解英文在課堂上是溝通的工具，

讓學生也勇於開口。 

5. 即時觀察學生上課情況，檢視教學成效。畢竟每位學生的學習起始點不同，

觀察學生的反應以及時調整，實屬必要。 

6. 提供多模態的教學鷹架，表情、手勢、動作、投影片、圖片等。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四、 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困境與建議 

(一) 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困境 

雙語教學的備課比起一般課程更耗時，也另需與外師共備，在課務繁多情況

下，且外師亦需同時與多位學科老師合作，進行共備須克服許多困難。對於此一

困境，建議學校在排課時，可以同時考量外師與各科搭配教師的空堂時間，讓共

備可以成為每周固定的日常教學準備。 

英文科老師最了解學生的英文程度，句型與單字難易度的使用若能與英文老

師協作共備，將是雙語教學一大助力。進行雙語教學，老師需要夥伴同行、專家

的輔導及行政團隊的支持，以避免過度燃燒個人教育熱忱，在雙語教學路上才能

走得久遠。 

(二) 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建議 

從大框架的學校系統性規劃，到各領域科目的雙語教學實施現況，未來推動

雙語教學建議如下： 

1. 持續鼓勵、推薦教師參與雙語教學培訓、活動，以期能進行雙語教學教師人

數每年增加外，除國文、社會領域外各領域科目都能有教師能進行雙語教學。 

2. 行政團隊持續爭取申辦教育部「擴增雙語實驗班計畫」、「與國外校際合作推

動線上教學實施計畫」、「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計畫（SIEP）」等計畫，以期

更多資源挹注、有助推動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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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行政團隊，對於教師進行雙語教學、共備，予以最大程度協助，並建立

支持系統，避免教師產生單打獨鬥的無力感。 

4. 持續優化校園雙語環境，推廣科技輔助媒材的教與學。境教與科技融入讓學

習更為多元、更為生動、更有效率。 

5.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持續辦理分級制的短期教師雙語授課理念、策略、作法

等班隊，避免短期就希望老師雙語教學能完全到位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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