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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校落實雙語教學可行性策略之初探 
洪榮昌 

高雄市烏林國小教師兼教務主任 
 

一、 前言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政府為提升國民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爭力，宣示

臺灣在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然而實施雙語教學相關的難題，其中一項就是英

語文師資質與量的問題，將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再加上如何弭平雙語教學實

施的城鄉差距，投入偏鄉小校的資源如何補足，更是未來必須考量的重點。然而

面對臺灣既有城鄉的教育差距現象，面對偏鄉小校的英語文教學的實施，需藉由

留住師資，形塑雙語教師專業文化及教學知能，進而發展優質雙語教學特色等途

徑，建立偏鄉小校雙語教學的特色亮點。本文所探討的雙語教學，即為英語文教

學，旨在藉由了解偏鄉小校實施雙語教學的現況與困境，進而提出具體實施策

略，作為落實偏鄉小校雙語教學的策略參考。 

二、 目前偏鄉小校實施雙語教學的現況與困境 

（一）偏鄉交通不便，師資流動大，雙語專長教師員額城鄉失衡 

    偏鄉學校雙語師資缺乏的問題嚴重，推動雙語教育，城鄉師資有嚴重的落差

（張彩鳳、阮筱琪、莊舒仲，2019）。偏鄉地區學校時常至三聘、四聘階段，都

還招不滿老師，再加上外語教學資源不若城市豐沛，學童的外語能力更是容易和

都市學童產生落差。偏鄉學校的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教師的調動頻繁，在

師資供應不穩定的狀況下，會直接影響教學品質。 

（二）偏鄉小校雙語教師教學支持不足，無法獨立解決雙語弱勢學生學習困境 

偏鄉教師每天面對高比例的弱勢學生，即使有心將理論概念轉化為行動，也

苦無工具和對策，造成教師教學成就感低落（吳俊憲、羅詩意，2017）。偏鄉小

校面對學生雙語學習成效低落的困境，較無相關互助的輔導學習網絡，共同合作

解決問題（葉珍玲、許添明，2014），亦影響教師教學投入意願。再加上偏鄉地

區學生來自弱勢家庭比例較高，家長社經地位、經濟能力等社會與文化資本普遍

不利，教育和文化資源相對短缺，相關的學習資源無法隨手可得，影響學生雙語

教育機會均等的權益（李仰曼，2017）。政府雖已加強對於偏鄉小校雙語教學的

資助或相關計畫的協助，如教育優先區計畫的申請，但這些資源仍不足將這些較

為弱勢學生的學習成就帶到一般學校學生同樣的程度（葉珍玲、許添明，2014）。

長期下來，學生學習雙語成就不易提升，造成教師教學無力感及無助感，亦影響

雙語教學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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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偏鄉小校落實雙語教學的具體實施策略 

（一）建立偏鄉教師人才庫，鼓勵偏鄉小校共聘雙語教學教師及優秀師資在地

化，提供利基留住雙語師資人才 

教師的素質決定教育的品質，偏鄉聘任老師最常遇到的問題是聘期短、無寒

暑假給薪、年資無法累積等問題，造成老師應聘意願低落（陳宛茜，2018）。政

府應隨時檢視偏鄉雙語教育師資面臨的困境，提供良好配套措施，提高應聘留職

意願，鼓勵多校共聘雙語老師及落實優秀師資在地化，一次補足偏鄉師資，翻轉

偏鄉教育，提升偏遠地區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黃鐘山，2017）。以優

良的師資做為偏鄉小校發展精緻化雙語教學堅強基礎。 

（二）偏鄉小校落實雙語教學共識行動，建立並支援優質雙語教學推動行政團

隊，奠定教師發展教學專業後盾 

學校行政的主要目的在支援教學活動順利進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

習成效。然而，偏鄉小校除建立支持雙語教學的行政團隊以外，行政團隊本身對

於雙語教學相關專業知能，亦需有專家提供專業的諮詢語引導。可引進或規劃地

方教育主管機關和大學專業諮詢團隊提供支撐的鷹架、資源與伴隨，以協助偏鄉

小校行政團隊及教師，逐步發展進行雙語教學所需的教學概念與知識技能（葉珍

玲、許添明，2014），以發展專業雙語教學的後盾。 

（三）形塑教師專業文化，提升偏鄉小校發展雙語特色課程的專業知能 

教師是學校的重要資產，有專業的教師方可落實課程與教學，學習與活動才

具有意義。偏鄉小校可透過共同撰寫計畫書形成專業社群，集中可用之資源，一

起診斷學習困難的阻礙因素，並依據學生需求與教師專長發展學習品質改進策

略，合作解決學習失敗的問題（葉珍玲、許添明，2014）。偏鄉小校可利用鄰近

學校策略聯盟，教師共同研習與交流，共同辦理活動，達到「共好」之教育目標。

鼓勵偏鄉教師成立雙語及跨領域專業學習社群，以進行課程與教學上的共備、教

學觀察、專業回饋。 

（四）營造雙語化教學之校園氛圍，提供學生雙語多元展能舞台 

規劃雙語學習角、雙語主題展演週活動，規劃學生多元展現雙語展能的機

會，且提供交換學生機制，提供學生體驗並落實雙語學習的具體實踐（李心信，

2017）。讓雙語學習成為生活化有意義的溝通工具，而非死背文法爭取高分的僵

化課程。藉由雙語化校園環境設計，提供學生多元展能，讓偏鄉小校學生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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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學習成果的機會。 

（五）整合偏鄉小校特色資源共享，建構雙語教育研習中心及城鄉雙語教學交流

平台 

發展學校亮點特色是各校追求卓越、創新的途徑。偏鄉小校可研擬學校本位

課程結合社區之特色，研發在地化雙語課程特色教材或線上學習課程，融合學校

願景、師生需求、社區發展特色及方向。同時加強城鄉學校交流活動，推展在地

特色，擴大學生相互學習體驗的機會，增廣學生學習視野，進而促使學生學習成

效提升。加強外語教師校園教學巡迴輔導課程，同時在各學校聯盟規畫相關雙語

教育研習中心，就近提供全校學生更多學習啟發（李嘉，2018）。鄰近偏鄉小校

可結合學校特色與在地文化，結合同為偏鄉的小校，同時考量偏鄉在地文化，以

文化回應教學，融合在地特色，創造偏鄉學校雙語課程發展的利基。 

（六）進行偏鄉小校雙語教育特色課程發展評鑑，隨時滾動式修正 

評鑑是確保提升教育品質的重要措施。學校特色發展因時因地制宜，具體落

實學校成員溝通對話、針對問題與需求進行反思並研擬問題解決方案的再建構。

充分評估，擬訂計畫後，確實執行，並隨時調整修正。各校成員一方面在合作歷

程中創造共享的意義與知識，但應同時考量偏鄉小校現況制定合宜的評鑑指標，

避免造成學校行政及教師的負擔。可藉由以學校本位為基礎發展出適合的評鑑機

制，鼓勵學校行政端與教師教學端的反思創新，使偏鄉小校雙語教學特色課程，

得以不斷創新發展。 

四、 結論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語言是開啟國際化的鑰匙，偏鄉小校的雙語教學

如何有效落實並於學生身上展現學習成效，首要之務為留住優秀師資，並建立優

質執行之行政團隊為後盾，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援與協助，整合偏鄉小校資源

特色共享，發展出屬於偏鄉小校的雙語教學特色，建構偏鄉小校的獨特亮點。再

加上配合掌握國家雙語教育政策的脈動以及偏鄉小校發展的特色優勢，落實推動

雙語教育政策的具體策略，並實踐「把每一位孩子都帶上來」的教育美好願景，

必能使偏鄉小校的學生受惠，使其發揮學習潛能，共同邁向國際化的教育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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