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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政府積極推動雙語教育的情況下，如何完備雙語師資是當務之急。除了在

職教師的進修，職前師資的培育也是一大主力，為完備雙語教育之環境，初步探

究臺灣雙語教育師資專業素養有其必要性。 

首先，因政策的推行，雙語師資培育日漸重要。行政院於 109 年提出「2030

雙語政策」，將「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作為目標，希望在 2030

年將臺灣打造成雙語國家；教育部也依循此大方向推動雙語課程與雙語師資，並

期望在 2024 年之前，培育兩千名雙語教學專業師資。但在 108 學年，僅有五所

大學完成全英語教學師資生甄選，總計 267 名師資生通過甄選（教育部全球資訊

網，2019），以國北教大 113 年雙語師資生甄選情況為例，共有 44 人報名錄取

20 名雙語師資生。此外，雙語師資生仍在培養階段，尚不足以因應目前所開出的

雙語教師甄試缺額，以 113 學年度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為例，雙語

教育教師總計開缺 67 名，但報名人數僅 41 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4）。（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2024），雙語師資的不足是現在政策所要重視的問題，希冀能

雙語教育師資培養逐步跟上教育現場的需求。 

再者，在發展雙語教育政策的同時，也陸續產生許多挑戰。許多學者提出雙

語師資生發展雙語教學專業之困境，例如：雙語師資培育課程無統一架構、可能

過度偏重教材教法範疇、雙語師資生學科領域知能不足、雙語師資對學科內容與

語言整合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課程設計知能

之不足、雙語教材尚未到位，導致沒有統一標準使師資生做參考、雙語師資缺乏

英語教學實務經驗或缺少修習英語教育課程之經驗（丁凡芮，2021；王力憶，2020；

黃彥文，2021）。在發展雙語教學專業之困境下，雙語教育師資生應具備怎樣的

專業素養，以符應雙語教學之專業需求，成為具備雙語教育專業素樣的教師，是

雙語教育順利推動的重要關鍵之一。 

基於上述，本文依據一般教師專業素養之內涵，融入雙語教育之精神，針對

臺灣雙語教育師資專業素養提出初步之探究，期待有助於雙語教育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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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語教育師資專業素養之內涵 

關於專業素養之定義，林新發（2018）提出一位教師勝任其教學工作，符應

未來教育需求，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專業實踐與專業態度的素質和涵養。吳清

山（2018）則認為教師應具備的素養包括知識和技能、信念和價值以及情意和態

度，三者有關聯性和重疊性，並非完全各自獨立。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素養不外乎專業知識、態度、技能，以及信念價值，以

下據以分析雙語教育師資之專業素養： 

(一) 專業知識 

教師專業素養中，首先應包含的即為「專業知識」。Shulman（1987）提出

之七種教師教學所應具備的知識，包括學科內容知識（CK）、一般教學法知識

（PK）、學科內容教學法知識（PCK）、課程知識、學生及其特性知識、教育情

境知識、教育目的知識等。就雙語教育師資專業素養的專業知識來說，臺灣的雙

語教師（華語加英語）不僅要具備中文和英文的使用能力，也要具備學科教學的

能力，因此，專業知識上應包括學科知識與語言知識。 

對照 Shulman 提出的教師教學所應具備的知識，將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

法知識，以及學科內容教學法知識應用在雙語教學中，除所教授的學科（領域）

本身的內容知識、一般教學法知識，以及學科內容教學法的知識外，雙語教育師

資應具備的知識還包括雙語教學法知識（Bilingual Pedagogical Knowledge，簡稱

BPK），需具備雙語教學法之專業知識（例如：CLIL 教學理論），以及甚至是將

兩者結合的學科內容雙語教學法知識（Bilingu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BPCK），熟悉在學科領域中如何進行雙語教學。 

(二) 態度 

除專業知識外，雙語教育師資亦應具備「專業態度」的素養，包含專業成長、

專業責任與專業倫理，以下分述之： 

1. 專業成長 

雙語教育身為未來趨勢，教師勢必須具備相對應之能力，以跟上社會環境的

改變。教師對於自身的專業成長要能有所自知，林子斌（2021）建議雙語教育的

教師可參與社群，領域相近之學科與英語教師共同備課，補足課程中語言層面的

內容，或是以師徒制的方式讓有經驗的教師帶領剛入職的雙語教師，進而累積自

身的專業能力。因此，雙語教育教師應具備願意投入專業成長的專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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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責任 

教師「專業責任」指的是教師除了關注學生受教權益之外，也能夠關心學校

發展及運作，主動參與教學、行政及輔導相關事務（林新發，2018）。雙語教育

作為新興政策，學校在推行上勢必需要雙語教師的經驗反饋，雙語教師可透過自

身教學經驗及實務知能，提供相關的教學經驗，協助學校規劃、執行與精進雙語

教學，以善盡雙語教育師資的專業責任。 

3. 專業倫理 

專業素養中的「專業倫理」，指的是教師應秉持教育專業倫理，發揮敬業精

神，建立正向信念價值，並以促進學生學習為首要任務（林新發，2018）。雙語

教育在臺灣屬於起步階段，政府單位與不同學者有各自的立場，在不同想法的討

論下，雙語教育教師應秉持專業倫理及對教學的初衷，維護學生的受教權益。 

(三) 技能 

除了專業知識外，雙語教育師資的素養還包含技能的部分，包括語言和學科

教學能力、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能力，以及跨語言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等。 

1. 語言和學科教學能力 

在雙語教育師資專業素養的技能方面，須注重雙語教師語言和學科教學能力

的培養，以 Eurydice（2006）分析歐洲國家的 CLIL 推動經驗為例，教師大多具

備一或多個非語言科目專業，或是一項語言專業和一項非語言科目專業。在德國、

奧地利和挪威，如果教師在教育階段主修過各一項語言和非語言科目，他們便能

勝任兩種 CLIL 導向的專業。而在芬蘭和匈牙利，擁有教師資格的先備能力便是

須具備外語能力；法國則須具備地區或少數語言能力；西班牙更是前述兩者語言

能力皆要具備。可見在 CLIL 中，無論是他國或本國語言皆十分重要，更是雙語

師資所必備的能力（劉述懿、吳國誠，2021）。因此，語言及學科教學能力是雙

語教師必備的技能之一。 

2. 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能力 

跨學科課程提供學生機會使用來自多學科的知識，需要和多學科互動與融合

（Holley，2017）。跨領域及跨學科課程是二十一世紀引領學校改革的新興潮流，

其面臨和挑戰的是教師之先備知識、教師學科背景之影響以及在學科發展任務上

合作之結果（Billy, Joy & Ruth，2012）。陳美如、曾莉婷（2020）認為，雙語教

學本身即為跨領域教學，黃彥文（2021）也提出師資培育課程應由「語言專業知

能的授課能力」擴展至「跨領域專業知能的協同教學素養」，使「語言」與「學

科」真正的跨領域統整。畢竟單純學習學科內容和以語言學習學科內容之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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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距，雙語師資所必備的能力也成了培育過程中的一大挑戰，考驗著教師之學

科知識與領域間的協作能力。因此，雙語教育師資應具備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專業

能力。 

3. 跨語言及跨文化溝通能力 

教師的語言使用其實也包括肢體語言、表情或其他視覺輔助工具，在跨語言

溝通的教學策略下，會使教學內容的傳達更有效率。尤其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下使

用英語，其「全球在地化」的需求，才會是最契合當地使用者的雙語教育需求（鄒

文莉，2020）；J. Jenkins（2009）同樣提到，以「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英

語作為通用語，簡稱 ELF）而言，無論我們來自何種語言圈，在參與英語交流時，

應對當地英語的使用類型進行調整，以利彼此對話。兩位同時注重「全球」與「在

地」的融合，以及標的語與母語的兼顧。黃彥文（2021）也提出應由側重「教室

英語的使用與句型練習」延伸至「跨語言的相互轉化之認知理解基礎」。課室英

語的存在確實讓學生可以多習慣英語的存在，但對於接收學科內容與連結在地文

化和他者文化之間，卻沒有任何交流與連結。 

語言素養是文化知識的一部分（Ke, 2012），學習語言的背後也隱含文化的

認同與理解，如何避免刻板印象，並對自身文化有正向認同，和目標語言的文化

產生連結，雙語教師應整合學生既有文化經驗，連結目標語言文化與學習經驗，

建構多元文化觀（陳美如、曾莉婷，2020）。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中也提

及希望達到「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拓展全球」的三項目標（教育部，

2020）。在這國際化的時代，接觸不同文化不難，但如何使學生具備跨文化素養，

則是雙語師資所要面對的課題。CLIL 的 4C 其中之一便是「文化」（Coyle, Hood, 

& Marsh，2010），但以我國現行的雙語教學而言，較少做到這一塊。雙語教育

不只是語言教學，背後更包含文化的傳遞，雙語師資的培育，除了提供語言環境

的提供，亦應給予跨文化素養的課程，以培養雙語教育師資具備的跨文化溝通能

力。 

(四) 信念價值 

在推動雙語教育的過程，身為教師不免會有迷思和疑惑，但回歸到雙語教育

的本質以及政策推行的本意，是期許學生能具備競爭力、國際溝通力以及跨文化

的素養。林子斌（2021）就提到雙語教育應回歸到溝通本質，從環境建置著手，

讓學生習慣雙語的環境，且不作為考科目的，而是純粹的語言使用。另外在其所

提出的沃土模式中，也提到「Learning needs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雙語教學時對學生學習的關照」，不僅是教師對學生語言程度的理解，規劃適合

學生的課程內容，更是設計讓學生自然而然接受與適應雙語教育的課程。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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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發點都來自教師對學生的關愛以及為了帶來不一樣的教育方式而延伸出的

行動。 

林子斌（2021）與陳超明、馬可珍（2022）皆提到雙語教育沒有語言高低之

分，身為教師應有前述自覺。在教學現場中若塑造出「學生講英語較為優秀」的

學習環境，獨尊英文，容易讓語言成為一種資本，但雙語教育的延伸價值應該是

培養正確國際觀，教師更不應以語言程度判斷學生價值。 

若是教師對於雙語教育有適切的認知與正確的信念，不僅能讓學生感受到雙

語環境的建置，對於整體的學習氛圍也能自然而然地投入，體認到多元文化價值

觀，教師更能在學生的反饋中建立成就感，與學生進行良好的交流，最終師生都

能在教與學中產生正向循環。 

三、結語 

本文針對臺灣雙語教育師資所需專業素養進行初步之論述，雙語教育的推動

有賴於充足的雙語教學師資，以及具備雙語教育專業素養的優質教師，然而，目

前臺灣雙語師資培育雖有設定培育人數之目標，但就實際培育數來說，仍有繼續

努力的空間，或許，除了職前雙語教育的培育外，可思考強化培育在職教師雙語

教學之專業素養。此外，就雙語教育師資的專業素養而言，除了一般教師所應具

備的普遍性專業素養外，就知識、態度、技能和信念價值的層面，未來可多著重

於雙語教師的 BPK 及 BPCK，並且強化語言和學科能力、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和

跨語言、跨文化溝通等技能，並促進雙語師資對雙語教育本質的理解。期待未來

對於臺灣雙語教育師資的專業素養，有更多相關的論述與探究，以完整地描繪出

臺灣雙語教育師資的專業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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