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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發布《2030 雙語政策發展藍圖》，政策目標

為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臺南市政府教育局（2021）配合行政院 2030

雙語政策，提出《臺南市雙語教育中程計畫》，政策目標為厚植全球溝通力，提

升未來競爭力，2021 年至 2024 年臺南市推動雙語教育的重點與特色之一為「校

校皆雙語」，強調讓每個學生都享有雙語學習的機會，考量各校推動的基本條件

不同，分成三種雙語學校類型，A 類雙語教育學校，每週採雙語教學的年級領域

節數，需占總授課節數的 1/3；B 類雙語教學試行學校，每週採雙語教學的年級

領域節數，需占總授課節數的 1/6；C 類雙語活動學校，每週採雙語教學的年級

領域節數，需占總授課節數的 1/9（鄭新輝、曾子旂，2022）。本實證研究旨在瞭

解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之雙語教育實施現況，並根據結論提出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法和事後訪談，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自編「臺南市

國民中學雙語教育實施現況調查問卷」，以 SPSS 28.0 進行信度分析，整體調查

問卷 α 係數為.94，並採用專家效度，正式問卷共計 33 題，採 Likert 式四點量表

計分。本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註：路徑 A，採取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問卷研究對象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參與《臺南市雙語教育中程計

畫》之臺南市國中教師，發放 259 份問卷，回收 215 份，問卷回收率為 83.01%。

本研究調查問卷經資料處理與分析後提出研究結果，並採用事後訪談增補量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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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足之處，並針對臺南市國民中學雙語教育實施現況提出解釋，訪談對象包含

A 類、B 類、C 類雙語學校之行政人員 3 人、教師 3 人，共計 6 人。 

三、研究結果 

(一) 實施雙語教育教師背景 

本研究調查臺南市國中實施雙語教育之教師背景資料代號與人數統計，參見

表 1。 

表 1 臺南市國中實施雙語教育之教師背景資料代號與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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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語教育實施現況分析 

1. 雙語教育政策 

由表 2 中可知，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政策」實施現況的整體平均

數為 2.92 分，標準差為 0.44，表示受試者對雙語教育政策的知覺程度達中高程

度。臺南市國中實施雙語教育之教師普遍了解該校參與雙語教育計畫的類型及實

施內涵，但仍有國中教師認為參與的雙語教育計畫無法達到該校推動雙語教育的

目的。此結果誠如黃文定（2017）所述，就雙語教育政策的因果理論來看，政府

在制定雙語教育政策時，宜加強說明雙語教育政策的問題成因與該政策在解決此

問題上的有效性，讓教師與教育公務機關人員清楚瞭解雙語教育政策內涵，以降

低教育實務工作者的疑慮和焦慮感。 

表 2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政策」實施現況分析 

2. 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 

由表 3 可知，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實施現況的整體

平均數為 2.93 分，標準差為 0.39，表示受試者對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的知覺程

度達中高程度。臺南市國中實施雙語教育之教師大多能感受到該校行政單位極力

支持教師共備來規劃與執行雙語教學，以減少教師們推動雙語教育時孤軍奮戰的

感覺；但從各題平均數分析，「7.我觀察本校的學生同儕或師生之間能使用雙語進

行溝通」（M=2.41 分）、「8.我觀察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能使用雙語進行廣播及事

務宣導」（M=2.43 分），未達分界點 2.5 分，表示教師認為該校的學生、教師及行

政人員之間使用雙語溝通或傳達資訊的頻率有待加強。有受訪的教學組長表示，

「目前學校的狀況『新血』很少，現職教師在當初師培過程中沒有強調英語知能，

所以並沒有英語對話或用英語進行事務宣導的能力（A1教學組長 1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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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實施現況分析 

3. 學校雙語師資 

由表 4 可知，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學校雙語師資」實施現況的整體平均數

為 2.98 分，標準差為 0.48，表示受試者對學校雙語師資的知覺程度達中高程度。

在雙語教育政策的推動下，臺南市國中教師大多積極參與雙語教學研習、講座、

工作坊或教師社群以增進教師的雙語教學知能，但無法高頻率的進行雙語教學交

流與討論之原因，經由受訪的行政人員與教師表示教育現場較缺乏明確的雙語教

學共備社群的運作規範，且教師們平時課務繁忙，且能深入討論的時間較不固定。 

表 4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學校雙語師資」實施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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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 

由表 5 可知，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實施現況的整體

平均數為 2.92 分，標準差為 0.43，表示受試者對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的知覺程

度達中高程度。教師英語能力達 CEFR B2 等級或以上之英文能力分級測驗，對

其學校使用的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知覺程度較優，此與黃琇屏（2021）的研究發

現相同，目前雙語教學實施一大困境便是教師的英語能力不足，理想的雙語教學

必須有精湛的語言能力，並熟悉授課的學科知識。由此可知，擁有較高英文能力

的教師，更能夠根據學生的語言能力選擇合適的雙語教學模式，也會運用多元的

線上教材、國外教材，或自行研發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的教材。 

表 5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實施現況分析 

5. 學習表現 

由表 6 可知，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學習表現」實施現況的整體平均數為

2.68 分，標準差為 0.51，雖然教師對雙語教育政策的知覺程度達中高程度，學生

學習表現卻在雙語教育實施現況五個向度中平均得分最低。從各題平均數分析，

「29.本校學生能使用雙語來學習與表達學科知識內容。」（M=2.53 分）表示教師

認為將英語融入學科教學是部分領域雙語教學強調的重點，學科的教學內容是主

要考量，但是學生較難使用雙語來學習與表達學科知識內容。受訪教師表示雙語

教育的推動成功與否，其關鍵在於學生的學習表現。雙語教育雖然以中文、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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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溝通及學科知識學習的媒介，但學習評量仍以學科知識為主，加上學生的英

語能力呈現雙峰化現象，使得許多國中學生無法負荷學科考試壓力，且英語能力

不佳的學生其學習動機有低落現象。 

表 6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學習表現」實施現況分析 

(三) 臺南市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實施現況之差異分析 

本調查研究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生理性別、職務、服務年資變項

的教師知覺雙語教育現況的各向度皆無顯著差異；然而在最高學歷、個人英語能

力、雙語學校類型、雙語教學實施類型、執行雙語計畫年資等變項，部分向度呈

現顯著差異，參見表 7。 

表 7 臺南市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現況之差異摘要表 

 
註：N=215，*p <.05，** p <.01，*** p <.001，相關代號請參照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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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表 7 中不同「雙語教學類型」之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現況的

五大向度上皆呈現顯著差異，以全英語教學（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和使用兩種（含）以上雙語教學類型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教師知覺雙語

教育實施現況高於其他教學模式之教師。 

有受訪的教學組長表示「我認為目前臺南市能用 EMI教學的教師應該不多，

也許該老師本身英語能力就很好，然後實施在資優班的學生上，當然教師跟學生

的反應就會很好，但以大多教師來說，他們除了雙語外，還有很多任務要達成，

所以要用 EMI教學，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A1教學組長 1111120）。」亦有

受訪教師表示會使用兩種（含）以上雙語教學法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我

自己有試過三種雙語教學模式，包括沉浸式教學、CLIL 教學和與外師線上連線

的雙語共學，總結來說課程中放太多英語進去學生真的會聽不懂，導致他們興致

缺缺，後來會運用桌遊、影劇、繪本之類的媒材融入課程，他們也比較有興趣（B2

學科教師 1111124）。」無論教師應用全英語教學、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

（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沉浸式教學（ immersion 

programs）或多模態教學（multimodality）等，誠如簡靜雯（2023）建議教師在進

行雙語教學後可與觀課教師們共同分析自己在教學中所使用的教師語言，轉化成

學生可理解用語，以達雙語教學最大效果。 

四、結論與建議 

(一)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實施現況達中高程度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雙語教育實施現況之整體平

均數為 2.89 分，高於分界點 2.5 分，表示臺南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雙語教育實施

現況達「中高程度」；雙語教育實施現況之五個向度得分依序為「學校雙語師資」

向度為 2.98 分，「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向度為 2.93 分，「雙語教育政策」和「雙

語教學模式與教材」向度均為 2.92 分，學習表現向度為 2.68 分。研究結果表示

臺南市國中教師知覺教育局積極推動「雙語教育政策」，教育局和國中積極鼓勵

教師參與雙語教學增能研習、講座或工作坊，增進教師的雙語教學素養，「學校

雙語師資」透過聘請外師入校開設教師英語增能班，教授情境式英語對話，提升

教師實施雙語教學的意願。雖然「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向度達 2.93 分，但校內

行政人員較少使用雙語進行廣播及事務宣導，學生同儕及師生間也較少使用雙語

進行溝通，事後訪談行政人員表示由於現職教師在過去職前師資培育階段並無強

調學習英語教學能力。其次，在學習表現向度上，教師知覺國中學生較少能用雙

語來學習與表達學科知識內容，有較少在生活情境中使用雙語，期望透過雙語教

育政策的實施，開始致力於營造雙語學習環境並提升日常生活使用雙語溝通的機

會和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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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南市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知覺之雙語教育實施現況有差異 

1. 不同學歷、雙語教學實施類型、執行雙語計畫年資的教師知覺「雙語教育政

策」具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擁有「碩士」學歷的國中教師對雙語教育政策的知覺高於「大專

校院」學歷的教師；以「全英語教學和使用兩種（含）以上雙語教學類型」進行

雙語教學的國中教師，其對雙語教育政策的知覺高於其他教學模式之教師。執行

雙語計畫年資「一年(含)以下」的國中教師（N=170）對雙語教育政策的知覺高

於「二年」的國中教師（N=29），推測是統計結果的誤差。 

2. 不同個人英語能力、雙語教學實施類型的教師知覺「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

「雙語教學模式與教材」及「學習表現」具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在個人英語能力方面，「達 CEFR B2 等級或以上之英文能力分級

測驗」英語能力的國中教師在知覺「行政支持與學習環境」、「雙語教學模式與教

材」、「學習表現」上的結果高於「無特別認證」的教師。在「雙語教學實施類型」

層面，以全英語教學（EMI）和使用兩種（含）以上雙語教學類型進行雙語教學

的教師，教師知覺雙語教育實施現況高於其他教學模式之教師。雖然相關文獻提

出教師運用 CLIL 教學、EMI 教學或沉浸式教學等方法，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表現，

但若教師無法確切領悟其中的教學精髓，或根據學生能力彈性調整上課模式，學

生的學習表現可能會不如預期，因此透過教師之觀課和議課反思，據以調整雙語

教材教法、師生互動或學習評量益顯重要。 

3. 不同雙語學校類型、雙語教學實施類型的教師知覺「學校雙語師資」具有顯

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參與「雙語教育學校（A 類）」計畫的教師在知覺「學校雙語師

資」向度高於參與「雙語教學試行學校（B 類）」、「雙語活動學校（C 類）」計畫

的教師；進行 EMI 教學（全英語授課）的國中教師在知覺「學校雙語師資」向度

高於實施沉浸式教學、內容導向教學（CBI 教學）、其他教學類型的教師，而使

用兩種（含）以上雙語教學類型的教師在知覺「學校雙語師資」向度高於實施其

他教學類型的教師。根據《臺南市雙語教育中程計畫》推動規準，各國中在申請

雙語學校類型前，會評估該校的文化背景、行政資源、雙語師資等條件，在雙語

教學實施節數、實施年級以及實施領域皆有所不同，且教師們需不斷地增進自己

的雙語知能與英語能力參與雙語相關研習，才有辦法多元且彈性的進行雙語教

學。 

(三) 根據上述結論，針對教育行政單位、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提出以下建議 

1. 建議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雙語教育政策座談會，溝通意見和建立共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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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教師參與雙語知能研習或工作坊之意見回饋，針對教師雙語教材教法與評

量遭遇的困境進行增能；發展雙語融入部分領域學科教學的雙語教材與學習

評量規準。 

2. 建議臺南市國中行政人員整合校內外實施雙語教育的教學資源，建置校園雙

語環境，除了硬體設備的改善，可多加推廣雙語資源網站，以及臺南市雙語

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提供的相關手冊，鼓勵師生和學生同儕在校園中使用雙

語溝通，宣達校務時使用雙語廣播，營造師生友善學習雙語的生活情境。 

3. 建議臺南市國中教師透過雙語共備社群，或與外師協同教學，發展符合不同

英語能力程度學生的全英語教學、CLIL 教學、沉浸式教學、多模態教學等多

元化教學方法與策略，雙語教學的多元評量兼重學科知識與跨語言文化溝通

能力，讓學生在學校或日常生活情境中樂於學習和運用雙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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