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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為全面啟動我國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並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

雙語人才，教育部於2019年12月10日發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

畫】。該計畫的推動策略與措施有五：一是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

，激發學習動機；二是擴增英語人力資源，連結在地需求；三是善

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發展無限可能；四是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

，讓世界走進來；五是鬆綁法規建立彈性機制，創新學習模式。

    依據Barbara A. Anderson 和 Brian D. Silver的看法，所謂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指運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一是

本國語言，二是外語；雙語教學可能實施於所有課程，也可能僅佔

部分課程；每課程使用兩種語言的比例高低依課程模式而有所不同

。我國期藉【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達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提出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目標—厚植國人英語力

、提升國家競爭力。此目標如何達成？大、中、小學應如何進行雙

語教育？需哪些配套措施？原有的英語課程與教學應如何革新？師

資培育與教師在職教育的準備、問題與因應狀況如何？國外的實施

經驗和啟示有哪些？108課綱如何配合此政策去實施？…這些都是

本期可撰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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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編序 

為全面啟動我國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並培養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教育部於2019年12

月10日發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D33B55D53 

7402BAA&s=FB233D7EC45FFB37）。該計畫的推動策略與措施有五：一是加速教學活化及生

活化，激發學習動機；二是擴增英語人力資源，連結在地需求；三是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

發展無限可能；四是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讓世界走進來；五是鬆綁法規建立彈性機制，創新

學習模式。 

依據Barbara A. Anderson 和 Brian D. Silver的看法，所謂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

指運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一是本國語言，二是外語；雙語教學可能實施於所有課程，也可能

僅佔部分課程；每課程使用兩種語言的比例高低依課程模式而有所不同。我國期藉【教育部推

動雙語國家計畫】達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目標—

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 

上述目標如何達成？大、中、小學、乃至幼兒園應如何進行雙語教育？需哪些配套措施？

原有的英語課程與教學應如何革新？師資培育與教師在職教育的準備、問題與因應狀況如何？

國外的實施經驗和啟示有哪些？108課綱如何配合此政策去實施？…這些重要問題有必要集思

廣益，提出相應策略。本期遂以「雙語教育」為評論主題，獲各界熱烈迴響，經審查通過之主

題評論文章共16篇，每篇均頗具可讀性與啟發性。本期自由評論的來稿益也相當踴躍，經審查

通過獲刊的自由評論文章有18篇，每篇均對教育實況或政策有所建言，值得各方參考。 

本刊九卷十期能順利出刊，須感謝作者費心撰文，每文針對雙語教育或其他面向教育議題，

提出論述及見解。再則要感謝本期審稿委員，提出高見供作者參考。最後要感謝本學會編輯室

同仁盡心盡力的付出，才讓本期圓滿順利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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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語國家」和「雙語教育」 
反思臺灣的語言價值觀 

何萬順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一、「雙語國家」，是哪雙語？ 

臺灣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有數據為證。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首次針對

語言項目進行調查。語言的選項包括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其他；

可複選。結果顯示，83.5%的臺灣人在家中會說華語、81.9%說臺語、6.6%說客

語、1.4%說原住民族語、2.0%為其他。各語言的加總為 175.4%，顯示平均每人

會使用 1.75 種語言，反映出多數臺灣家庭為雙語、多數臺灣人也至少會雙語，

最大宗的雙語是華語和臺語。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本期的評論主題是「雙語教育」，呼應了教育部於

2018/12/10 依據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所發布的「教育部推動雙

語國家計畫」。在以上的三個標題中，「雙語」指的是哪雙語？教育部的計畫有兩

大目標：「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依舊

沒有說明其所謂的「雙語」究竟是哪兩個語言。行政院乃始作俑者，提出了「2030
雙語國家」的願景，這個口號所假設的似乎是，如果「國家」不需說明是哪個國

家，「雙語」也同樣不需要說明是哪雙語。 

「雙語」一詞在國家層級的語言政策與教育政策中，似乎就只有「中英雙語」

的想像，這個理所當然的假設反映出的正是這個國家與人民最普遍的語言價值

觀。可是這兩個在人民的心理上與在政府的政策上，位階最高的語言，其法定地

位為何？與這個國家的其他語言，在價值上與法律上有何不同？憧憬「2030 雙

語國家」的民進黨政府從未清楚說明。 

二、臺灣的「國家語言」有哪些？ 

臺灣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且有法律為證。《國家語言發展法》已於 108 年

公告實施，明訂「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

除臺灣手語外，並未明列其他國家語言。原住民族語與客家語毫無疑義，已分別

於《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與《客家基本法》中認定為國家語言。臺灣閩南語，

簡稱臺語，若以客家語為類比，在臺之固有族群為閩南族群，歷史與文化地位甚

為穩固，其國家語言之地位亦無庸置疑。 

在新南向政策以及新住民語言文化傳承的雙重考量下，108 國民小學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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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既有的「本土」課程，擴充為「本土／新住民」語文領域，新增了越南、印尼、

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東南亞七國語言，與本土語言並列作

為學生的選擇。但在《國家語言發展法》制訂時即已清楚認定新住民語並非國家

語言；換言之，這些不同語族的新住民在臺灣尚未形成個別的「固有族群」。 

唯一的爭議是「國語」，語言學家稱之為「臺灣華語」。「國語」是國家語言

嗎？答案連教育部都不知道。《國家語言發展法》要求國家語言須列入部定課程，

國家教育研究院因而提出總綱修改草案；2020/7/26 教育部針對草案召開課審會

大會，會中對於國家語言是否包括國語提出質疑，將請文化部出席課審會說明。

事實上，文化部在《國家語言發展法》Q&A 中已明言「現行課綱使用之國語(文)
亦為國家語言之一」，但是理由卻極為牽強：「本法肯認臺灣各固有族群(包含澎

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離島)所使用自然語言之法制地位」。至於國語之

固有族群究竟為何，沒有隻字片語。 

有一種迷思是，國語的固有族群是外省族群，但這樣的看法在歷史事實與語

言事實上都不具正當性。戰後移入的所謂「外省人」在語言和文化上相當分歧，

無法視其為單一的「固有族群」；正如同在閩客兩個族群之間，雖然同樣源自中

國南方，但其語言文化有所不同，原住民族之間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國語」

在外省第一代中並不存在，蔣中正和蔣經國講的都不是「國語」。新生的臺灣華

語是戰後嬰兒潮的產物，並無分外省本省。因此，無論是想像中的「國語」或是

活生生的「臺灣華語」，都無法符合國家語言的要件：「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 

況且，華語若和其他本土語言同一位階，同屬國家語言，行政院和教育部所

推動的「雙語國家」則顯有違法，因為《國家語言發展法》明訂「國家語言一律

平等」；此法的最初名稱也正是《語言平等法》。「2030 雙語國家」的名稱與政策

內容均明顯獨尊華語和英語，本土的國家語言在位階與待遇上明顯遭到歧視與矮

化。《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精神在於「確保面臨傳承危機的族群語言得以保

存、復振及平等發展」，將最強勢的華語納入國家語言，不啻是對此立法精神的

扭曲與侮辱。 

三、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 

華語若非國家語言，其法定地位究竟為何？「2030 雙語國家」的願景與口

號所間接透露出的玄機是：中英雙語的位階將高於其他語言。在現代法治國家的

制度中，語言的最高法定地位是「官方語言」，其次是「國家語言」。事實是，華

語僅僅是我國「實際上」（de facto）的官方語言，但從來不是「法律上」（de jure）
的官方語言。換言之，中華民國從未制訂官方語言。文化部在制訂與宣導《國家

語言發展法》的過程中，多次強調國家語言「並非」官方語言。其來有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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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制訂官方語言，在政治上是藍綠都不願也不敢觸碰的燙手山芋。 

然而，2017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院卻提出了「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政策

與口號，教育部隨即於 2017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了「英語推動會」。弔詭的是，政

府從未說清楚我國的第一官方語言為何？沒有第一，何來第二？「臺灣語言學學

會」與「臺灣語文學會」的語言學者，於 2018 年上半年在臺北、臺東、臺南陸

續舉辦了三場公開座談會，批判英語為官方語言的政策，反思政策背後自我矮化

的心態，且於媒體中發聲，呼籲政府摒棄此一政策。然而，行政院雖於 2018 年

底收斂了「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口號，但並未改弦更張，而是改以稍加隱晦

的「2030 雙語國家」，換湯不換藥。 

四、語言教育的目的為何？ 

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目的在於「強化學生在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

力及未來的職場競爭力」；此乃務實之工具性目的，在務實有效的英語教育中即

可達成，並不涉及臺灣成為「英語國家」的想像。同樣的，檢視該計畫所訂定的

五大策略：「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擴增英語人力資源、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

學習、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鬆綁法規建立彈性機制」，也都無需建立在「英語

國家」這個虛幻的想像，僅需以務實的態度進行英語教育的優化與改革。 

近二十年來，臺灣的無良媒體在 TOEIC、EF 等英語業者的興風作浪之下，

每每以國家英語力排名的新聞內容，製造假消息，配合業者散佈「臺灣人菜英文」

的洗腦訊息。更悲哀的是，政府與學界非但不能矯正風氣，反而隨之起舞，大力

宣揚「英檢畢業門檻」、「英語為官方語言」、「雙語國家」等國家層級的不當政策，

更加助長了國人「獨尊英語、英語至上」的價值觀，也導致國人與日遽增的英語

焦慮。在此扭曲的價值體系下，即便是具有英語能力的國民，也必然是次等的世

界公民，對某些語言與族群傲慢，又對某些語言與族群卑下。 

2016 小英總統就任後數日接見美國訪華團，雙方就坐後，總統的第一句話

是英文：「With the cameras here, I have to say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in Mandarin.」
（因為有攝影機在這裡，我必須用中文說我想要說的話。）且為此致歉：「I 
apologize for that.」接著開始讀預先準備的中文文稿，但在說到來使 Jadotte 的中

文譯名「賈朵德」時卡住了，於是又轉為英文：「Yes, I,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the 
Chinese language.」（是的，我，我說中文這個語言有困難。）且再度致歉：「I'm 
sorry.」結束了 15 分鐘的正式談話後，雙方起身準備離開時，總統再次轉為英文：

「Well, after they leave, we can have a freer discussion.」（等他們離開了，我們就可

以比較自由的討論了。）以總統之尊公開接見美國使節，在中英雙語上表現出的

卻是謙遜與驕傲兩種相反的態度。2020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所說的「母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Ul_Kimo_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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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學」以及「怎麼瑪麗亞變成我們老師了」，難道不是臺灣人的普遍心態？ 

五、結論與建議 

臺灣是個多語言的國家，多數臺灣人至少會雙語。但是為什麼政府推動「雙

語國家」不需指明是「中英雙語」？這明顯輕視貶低本土語言的政策與口號，為

何僅有少數學者提出質疑？根據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於2018年12月所發表的

「國人的教育價值觀民意調查」，有 87%的受訪民眾贊成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

89%贊成中小學設立英語雙語班。這清楚反映出國人在語言上的價值體系。 

然而，師大何榮桂教授在針對上述民調的評述中，特別指出：「有不少學者

（這些都是英語很好的人）提出異議或反對」。的確，長久以來許多的語言與文

化學者憂心國人崇洋自卑的心態，反思英語崇拜與英語焦慮的現象。而這其中政

府與學界尤其難辭其咎，長此以往臺灣必將淪為自我殖民的二流國家。本文對此

提出以下明確之建議： 

1. 臺灣為多語言國家，政府應摒棄「雙語國家」的政策與口號 

2. 英語為外語，臺灣不應有「英語為官方語言」的思維 

3. 各界應尊重「雙語教育」之本義，適用於任何雙語教育 

4. 文化部應明確宣示「國語」（臺灣華語）並非國家語言 

5. 各級學校於語言教育中加強建立平等的語言價值觀 

6. 政府與學界應針對我國制訂官方語言的議題開啟討論 

參考文獻 

一、學術論文 

 何萬順（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臺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臺灣華語談起。

語言暨語言學，10(2)，375-419。 取自 http://www3.nccu.edu.tw/~osh/publication/ 
A29-Lang&group.pdf 

 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郁萱（2013）。我國大學英語畢業門

檻政策之檢討。教育政策論壇，16(3)，1-30。 取自 http://www3.nccu.edu.tw/~osh/ 
EPF.pdf 

 何萬順、廖元豪、蔣侃學（2014）。論現行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適法性：以

政大法規為實例的論證。政大法學評論，139，1-64。 取自 http://www3.nccu.edu.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01-07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5 頁 

tw/~osh/NCCU-Law.pdf 

 何萬順、林俊儒（2018）。大學自治還是教育外包？－簡評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69 號政大英語畢業門檻之判決。全國律師，12，105-114。
取自 http://www3.nccu.edu.tw/~osh/169_Published%20Version.pdf 

 何萬順、林俊儒、林昆翰（2019）。從「大學以教學為目的」之憲法意涵論

畢業條件的「品字標準」：以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488 號政大英檢門檻案

為中心。教育政策論壇，22(4)，1-22。取自 http://www3.nccu.edu.tw/~osh/Pin- 
Standard.pdf 

二、評論文章 

 何萬順（2016/3/10）。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真相（一）法律、教育、價值觀。

《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 
351/article/3986 

 何萬順（2016/3/28）。紐約的乞丐英文比我好──政大強制教師英語授課與大

學英語畢業門檻。《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 
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4066 

 何萬順（2016/4/29）。教育部就不會違法嗎？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真相（二）

法律面。《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 
blog/profile/351/article/4195 

 何萬順（2016/5/17）。大學不自重、不自愛、不自治──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

真相（三）：法律面。《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 
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4279 

 何萬順（2016/6/14）。大學淪為開學店，學生甘做 ATM！大學英語畢業門檻

的真相（四）：金錢面。《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 
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4407 

 何萬順（2016/8/16）。課程是虛的、教育是空的、繳錢是真的！大學英語畢

業門檻的真相（五）：教育面。《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 
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4661 

 何萬順（2016/9/5）。假如波多野結衣是臺灣人。《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01-07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6 頁 

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4746 

 何萬順（2016/10/11）。Oh yes, English is important! So why do universities 
cheat?。《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 
profile/351/article/4868 

 何萬順（2017/2/22）。不服英語畢業門檻，「英語溫拿」告政大──「哀的美

敦書」與橄欖枝。《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 
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375 

 何萬順（2017/4/7）。千萬，不要以分數決定你的未來！。《獨立評論@天下》

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517 

 何萬順（2017/6/12）。英語畢業門檻？大學別再自欺欺人。《獨立評論@天下》

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776 

 何萬順（2017/6/29）。臺灣人為什麼相信「臺灣人菜英文」？。《獨立評論@
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835 

 何萬順（2017/7/21）。其實，臺灣大學生的英文並不菜。《獨立評論@天下》

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5900 

 何萬順（2017/10/2）。為什麼這些聰明人，碰到英文就變了？。《獨立評論@
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191 

 何萬順（2017/10/20）。又是狼來了！多益的假新聞。《獨立評論@天下》專

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244 

 何萬順（2018/1/23）。政大為什麼廢除英語畢業門檻？。《獨立評論@天下》

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6552 

 何萬順（2018/4/30）。「如果訴求是對的，攻佔校長室也 OK！」（教育部長

說的）。《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 
profile/351/article/6837 

 何萬順（2018/9/13）。大學強迫你考英檢，合法嗎？。《獨立評論@天下》專

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7269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01-07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7 頁 

 何萬順（2019/1/29）。別再說大學生英文差了！戳破多益成績背後的焦慮假

象。《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 
profile/351/article/7717 

 何萬順（2019/3/6）。大學英語畢業門檻，同時傷害了英語教育與通識教育！。

《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金玉其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 
351/article/7819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08-13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8 頁 

臺灣雙語教育的未來：本土模式之建構 
林子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副教務長 
 

一、前言 

在 2018 年底，臺灣政府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期能透過雙

語教育提昇國人英語能力並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其中，「雙語國家」的建立為

短期政策目標，而英語成為臺灣之官方語言則是最終期望完成的理想（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8）。而蔡英文總統於連任後，就將雙語國家、雙語教育的推動列為

其未來四年的施政重點（林朝億，2020）。此外，在 2020 年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

中，教育部潘文忠部長更是明確宣示，教育部將於 2021 年把雙語教育之預算提

昇十倍，預計投入二十億新臺幣（潘乃欣，2 020）。這些政策宣示，再再證明臺

灣的雙語國家與雙語教育之路將會持續前行。 

除中央政府的政策願景外，由臺北最先發起的六都雙語教育競賽，更是臺灣

過去兩年多來公立雙語學校以倍數增加的主要推手。以臺北市公立國中為例，在

2018 年時，僅有一所公立雙語國中，但到 2020 年中，臺北市目前已有九所雙語

國中，還有許多學校在申請成為雙語國中的隊伍中。而過去兩年間，臺北市與新

北市更是在國中教師員額仍有超額風險的狀態下，開出兩位數的雙語教師缺額。

當然，臺南市在這波雙語熱潮之前，於賴清德前市長時期便成立「第二語言專案

辦公室」，專責推動英語成為臺南市的第二官方語言。只是推動時間雖早，但卻

並未引發各縣市之間的雙語學校競賽。同時，臺南市迄今在國中雙語學校數量的

增加上亦難以與臺北市相比。然而，在此一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熱潮

下，各級學校之教職人員、教育行政人員、關心教育的家長、教育研究人員與社

會大眾是否有認真思考臺灣雙語教育的本質、內涵為何？本文撰寫主要目的在

於，期望能於大規模推動雙語教育之前，所有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可對雙

語教育之內涵與作法有共識，避免錯誤的期待與不轉化地盲目學習國外取向，方

有可能讓雙語教育在臺灣各級學校開始運作。 

二、雙語教育是什麼？ 

本文中之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將採 Garcia（2009）所提，雙語教

育所指涉的就是在教育的過程中，以兩種語言來進行。而在臺灣的政策脈絡下，

雙語所代表的是國語與英語這兩種語言：國語為目前臺灣多數人之共通語，英語

則為臺灣推動雙語教育時之目標語。在臺灣人認同英語之重要性的同時，吾人不

可否認臺灣民眾也有很深的英語焦慮，自覺英語能力不佳（何萬順，2017）。但

筆者必須指出「雙語教育或雙語教學並不等同於英語教學」（teaching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TEFL），因為兩個概念與實踐若是等同，臺灣其實無須推動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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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而是在各教育階段多增加英語授課節數即可。以目前臺北市與新北市的

規劃來看，雙語教學的責任除英語科教師外，還需要其他學科（如：健體、表藝、

音樂、科技等領域）之教師投入。雙語教育的影響與涵蓋層面大過於英語教學，

同時也不限於在英語領域中。但是，由於雙語教育在臺灣的政策規劃中，其目標

語是英語，所以雙語教育的推動與臺灣的英語教學勢必有所關連。筆者認為兩者

雖不等同，但是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換言之，雙語教育能否順利推動絕對與

英語教學的良窳有密切關係。 

三、關於雙語教育的思考與建議：政策語言、理論與現場經驗的對話 

在臺灣大眾與媒體長期對國人之英語能力有著高度關注的情況下（Lin & 
Wang, 2016），雙語教育自然受到大眾的歡迎，期望能夠如政策勾勒之願景，藉

由雙語教育提昇國人之英語能力。筆者的立場是支持雙語教育政策與理念，然而

筆者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在臺北市、新北市之教學現場指導雙語教育時，卻發

現現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因此提出奠基於筆者現場觀察、理論與實務經驗參

照後的三點思考與建議。 

(一) 雙語教育並非全英語教學：建議無須綁定雙語在課室使用之比例 

筆者在教學現場，常聽到一個敘述，一節雙語課必須有 50%（也有部分縣市

教室反應是 70%）以英語進行，方可以算是雙語課。這種綁定比例的作法十分荒

謬！稍有教學經驗之教師都可以理解，同樣課程內容在不同班級教授，教師定會

依照不同班級屬性、當節課程與學生互動之動態，稍微調整授課進度與內容。對

於有意願進行雙語教學之學科教師，難道不應給予彈性，若是目前授課班級之學

生英語能力稍弱，教師絕對應該調整雙語使用之比例，提升教學過程中共通語（國

語）的比例，而降低目標語（英語）的比例，用學生容易理解的共通語（國語）

將教學內容說明清楚。反之，若是學生目標語（英語）理解良好，教師可用八成、

九成英語授課，絕對可以接受。以臺灣目前國中階段雙語教育剛在起步階段，多

數學生的英語能力無法接受全英語授課的情況下，切勿綁定比例，而是該給願意

雙語授課之教師、學生彈性與時間，讓雙語課程能夠順利推動。 

(二) 教改歷程的前車之鑒：建議切勿盲目移植國外經驗或未經轉化之特定教學取

向 

在臺灣過去二十多年的教改歷程中，許多受到教育政策與變革引領的教育熱

潮，若是欠缺理性對話、客觀討論與縝密之配套，很容易淪為短暫的教育實踐，

甚至落入好心卻做不成事的結果（黃光國，2003；黃昆輝，2017）。臺灣談雙語

之時，新加坡的雙語經驗是最常被拿來當作借鏡，然而新加坡之殖民地背景、國

情與雙語的定義與臺灣脈絡相去甚遠，新加坡的共通語為英語而目標語為各族群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08-13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10 頁 

之母語，兩國在共通語及目標語的設定上有很大的差異（其他詳細討論請見林子

斌，2019；林子斌、黃家凱，2020）。 

此外，在過去教育改革歷程中，Lin, Wang, Li & Chang（2014）討論的建構

式數學（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之推動與後續發展，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盲目移植國外作法與教學取向，造成在臺灣水土不服的教育變革也絕非少數。累

積二十餘年經驗之後，面對臺灣教育另一波大改變的我們，絕對應該更謹慎地避

免重蹈覆轍。以當前臺灣推動雙語教育時常見的「語言與內容整合式教學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為例，這個從歐洲脈絡產出

著語言學習取向移植到臺灣本土脈絡時，是否有經過相關的轉化與調整？使其適

合臺灣的國中小之教學環境？Yang（2014）以高雄一所大學之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採用「語言與內容整合式教學（CLIL）」取向對學生英語能力提昇之研究，

其研究發現是能增進學生之英語能力，但是對於語言或內容能力較弱的學生，這

個取向的有效性是受到質疑的！對大學生的學習都如此，若是用在國中學生的學

習上，如何協助學科雙語教師能有效地轉化這個取向？目前在臺灣仍是無解。當

然，這個取向如 Yang（2014）所言，「語言與內容整合式教學（CLIL）」有利於

菁英學生在語言能力提昇與學科知識之習得，但是臺灣公立國中小的目的絕非只

服務菁英學生。 

(三) 多聘外籍英語教師協助雙語教學：建議應以本國籍學科與英語教師為主，外

師應是輔助與加分的角色 

過去六個月內，教育部長與部分縣市首長紛紛宣布多聘外師來推動雙語教育

（黃旭昇，2020；林志成，2020）。然而，多聘外師是否能成為臺灣雙語教育的

助力？或者僅淪為快速政策解方（quick fix）？臺灣的外籍英語教師現象，已有

相關研究，從政策到實務皆有（Lin & Wang, 2016; Luo, 2014a; Luo 2014b; Wang & 
Lin, 2013; Wang & Lin, 2014）。外師在臺灣的英語教學上，或能提供其母語者的

優勢，提昇學生的英語，但是轉換至其他學科的雙語課堂，這將會是不同的狀況！ 

首先，外師與本國籍英語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合作，都已經缺乏共同備課、協

同教學與社群共備。當外師必須與眾多的本國及學科教師合作時，是否有充裕時

間與如何建構良好合作機制，這都是有待解決之挑戰。其次，多數來臺灣的外師

並非雙語者，協助英語教學或許可行，但要轉化成雙語教師以雙語方式教授不同

學科，其難度更高。外師是否瞭解臺灣不同學科之領綱內容？若缺乏瞭解，如何

能良好地以雙語進行學科教學？第三，聘用一位外師約為兩位本國籍教師的成

本，這樣的性價比是否符合臺灣教育現場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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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臺灣雙語教育未來方向，朝向一個現場可行的臺灣模式 

囿於篇幅限制，筆者僅列出三點與當前臺灣推動雙語教育時的思考與建議，

在認同雙語教育的政策合理性前提下，在學校現場推動的作法應該有更縝密與仔

細的思考，方能減少政策執行之困難與挑戰。臺灣有優質的教師與學校教育，如

何發展出屬於臺灣本土模式的雙語教育，這才應是教育主管當局與政策制訂者努

力的方向。 

筆者提供的進一步建議如下：雙語教學節數的多少只是雙語環境中的一部

分，學校（或者全國）雙語環境之建置才是重點。若以目前臺北市雙語學校的要

求來看，國中有九至十節雙語課，該校便可成為雙語學校。九至十節課大約等於

七至八個小時的教學時間，學生一週多接觸八個小時的目標語（英語），而離開

學校後，卻缺少雙語環境，這樣的效果絕對是有限的。因此，如何在學校內外都

建構雙語環境，這絕對是雙語國家能否成真的首要任務。此外，家長、校長與教

師都應該扮演學生的模範（role model），學校內的雙語環境建置不能只靠進行雙

語教學的教師，校長與行政也應該積極使用雙語，讓學生瞭解在學校內國語及英

語都是溝通的工具。目前許多討論糾結的點多在於課室內的教學，但這只是整個

雙語國家與雙語教育建置的一個環節。如何累積目前眾多雙語學校的經驗，發展

出一個或一組屬於臺灣國中小可操作的本土雙語教育模式，這應是臺灣推動雙語

教育時應該推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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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的議題：國際化、語言與價值、教育的起點 
宋明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這個詞彙容易引起迷思或誤解，因為它可以

指涉許多種類的雙語教育方案；對雙語教育的界定，會隨著不同的國情、區域與

民族文化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Freeman, 2007）。本文所討論的雙語教育，範

圍界定為臺灣的中英雙語教育，旨在論述中英雙語教育的幾個議題，並試圖在每

個討論的議題中，提出解難的思考點。 

二、國際化的相關論述偏重雙語中的英語 

亞洲推行雙語教育的國家或地區當中，英語能力名列前茅者依序有新加坡、

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以及印度（侯彥伶，2019），臺灣則有待後來居上。

關於臺灣雙語教育的實務，論者有從華人地區雙語教育卓然有成的國家新加坡取

得借鏡。如林子斌、黃家凱（2020）談到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議題是國際化與

文化認同；以英語作為各族群的共通語言，是為促進國家發展國際化，提升國家

的競爭力，而各族群母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的學習，是為各

族群傳承族群文化、形塑族群認同，有助於國家各族群的穩定和諧；不過這樣原

先預期能兼顧以英語促進國際化、以各族群母語促進文化認同的雙語教育作法，

在實踐上也面臨到挑戰：具備雙語的優異能力才有機會成為社會菁英，而在英語

成為優勢語言的情況下，許多華人家庭陸續放棄華語，轉而以英語作為家庭主要

用語，而華語能力的發展就顯得相對落後。這樣的難題，顯示在強調英語學習的

國際化論述中，為的是追求卓越，提昇國際競爭力，然而於此同時，可能難以兼

顧發展立基於自身傳統的語言文化。 

在思考雙語教育的目的與定位時，需留意論述中所指的「雙語」教育是雙語

並重？孰輕孰重？或在何時何地孰輕孰重？雙語教育可能難以強求雙語同等並

重。新加坡前任總理李光耀（2015）總結新加坡五十年發展雙語教育的經驗，指

出「英文多用，華文就弱。華語多說，英語就沒那麼好」（李光耀，2015，頁 12），
他以自身經歷指出其三位子女雖就讀傳統華校，但工作以後主要使用英語，華語

就成為第二語言；並提到就其觀察而言，「一個人可以通曉多種語言，卻只有一

種主導語言，就算以語言為專業的專家也不能例外」（李光耀，2015，頁 16），
他舉例在中國最好的中英翻譯員，英譯中的能力就比中譯英的能力還強。推展雙

語教育，需留意在強調英語並欲藉此提昇國際化水平、國家競爭力的同時，會否

相對弱化了「雙語」當中另一種語言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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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2018）公布了「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希望帶動全民學習

英語的風氣，其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的出發點良好，而政策文本中提到的兩大目標

「提升國家競爭力」、「厚植國人英語力」之主軸，關注發展「雙語」中的「英語」，

相對來說缺乏「另一語」以及二語之關聯的論述。依據上述藍圖，教育部（2019）
發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以「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

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目標，並指出五項推動策略，包括加速教學活化及生

活化、擴增英語人力資源、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以

及鬆綁法規以建立彈性機制；而由這五項策略的相關措施來看，亦皆為發展雙語

中的「英語」而言。誠如林子斌、黃家凱（2020）指出，臺灣對於雙語教育政策

的討論，欠缺關注語言變遷對於社會、文化和認同造成的影響；然而這些層面的

影響，是語言變遷過程中所無法迴避的。以上述「國際化」和「文化認同」的思

考點而言，臺灣推動雙語政策的論述偏向國際化，強調英語促進國際競爭力的考

量；未來在政策論述和教育實務的層面，應更加嚴肅思考：若推動雙語教育是僅

關注英語能力的提升，在主客觀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會否弱化優良文化傳統和價

值觀的維繫？雙語教育中的「雙語」如何定位？二種語言之間的關聯如何？隨著

時間的遞移，雙語之間的定位與關聯需不需要調整？ 

國家競爭力、國際化程度的提升，未能僅仰賴國民素質的提升，而國民素質

的國際化水平，除了衡量溝通上的共通語言（英語）之外，實質上能立足於國際

的專業能力、一般素養和文化底蘊亦甚為重要。 

三、語言的工具意義及其所反映的價值體系 

過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及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為：「培

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俾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

趣與方法，俾能自發有效地學習」，以及「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

識，俾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異」（教育部，2011，頁 1）。而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提到英語課程應該涵蓋的目標有：「培養英語文聽、說、讀、

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

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

終身學習之基礎」、「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

觀」，以及「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教育部，

2018，頁 3）。相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新課綱的英語課程目標除了提及培養人

際溝通能力，還強調由英語獲取各個領域的新知、自學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以

及尊重多元與永續發展的價值觀（教育部，2018，頁 3），可見新課綱在關注語

言作為溝通工具的基礎之餘，也注重以英語作為媒介工具，藉以探究其他領域的

知識、拓展自學和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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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課綱和九年一貫課綱中的目標可見，二者亦皆有提及對英語態度和價值

觀的關注，例如上述新課綱的「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

發展的世界觀」、九年一貫課綱的「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識，俾

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異」。然而，對於語言所能直接反映的價值體系，在

止於尊重悅納多元與差異之餘，似乎尚待時機能融入更多主動與創造的可能。 

英語廣佈全球，成為全世界的溝通媒介，是帶有語言的霸權特質（嚴嘉琪、

蘇若水，2008）。Paulo Freire（2006）提及，識字教育不僅是學會聽說讀寫的技

能，而是要促發學習者提昇意識，為自身發聲，擁有為世界命名（name the word）
的能力、持續創造世界的能力。對於這點，談到「雙語教育」關注雙語的學習，

雙語之間可有更多相互參照和關聯的討論。例如，教育者可思考對於身處臺灣文

化情境的學生，如何以雙語「說出自己」，發揚自身的文化、為所關切的事物命

名。此處也回應前述之雙語教育應同時關注我們身處華語文化圈的背景；學生需

能了解自己從何而來、帶有怎樣的文化資產，也才能找到文化認同的根基、有能

力在國際上用英語說出能引以為榮的文化、創發能代表自身特色的語言，並且能

體察自身的處境。 

四、兒童雙語教育：輸或贏在起跑點上 

臺灣將英語課程列入國小正式課程至今已二十多年，然而學生的英語能力表

現並未顯著提昇（林子斌、黃家凱，2020；侯彥伶，2019）。在「2030 雙語國家

政策發展藍圖」中，有主張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當中提及將雙語教學

延伸至幼兒園的規劃（行政院，2018）。而坊間辦學品質不一的雙語幼兒園和全

美語幼兒園早已大行其道，吸引害怕孩子不夠國際化、輸在起跑點的家長，卻不

時傳出有小孩在英文的環境裡壓力太大，或過早學習英語卻沒有使用環境，而折

損了學習的興趣（田孟心，2018）。 

對於學習外語，在學術研究結果方面並沒有指出愈早學習愈好的共識（吳信

鳳、張鑑如，2002）。此外，援用 Pierre Bourdieu 將識讀能力視為一種「文化資

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Bourdieu & Passeron, 1977），若兒童雙語教育的起

點年齡往下延伸，則需更關注教育資源不足、家庭社經地位居於弱勢的兒童，可

能更早經歷與其他同齡學童相較之下的文化資本落差，因而提早輸在起跑點上。

英語學習年齡往下延伸，需能思考尋求適切的辦學方式，並關注教育的公平與正

義。 

此外，不論雙語教育的年齡起點為何，雙語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應把握實質

的起點：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 John Dewey 曾在芝加哥

大學辦理實驗學校，其實驗學校立基的哲學，也即透過辦學經驗而驗證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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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學習都來自經驗」（Dewey, 1936, p.476）。雙語教育參照這個原則的重要

啟示，是教育人員應思考如何創造增進互動的雙語學習環境，以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尤其對於年紀較小的兒童而言，更需加強學校經驗與家庭、社會生活經驗

的連結。 

教育部（2019）發布的「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中，第一個策略提及「加

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激發學習動機」，其短期措施，在幼兒園階段即包括「發

展幼兒園採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模式」、「鼓勵幼兒園進行英語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之教學」，然而承上所述，在幼兒園階段推行英語教學需留意可能的負面結

果，並且實務上需關注孩子們在學校中所接觸的英語，在家庭和社會生活經驗中

能否連結和運用，如此學校中的雙語學習才能發揮真實的意義與價值。 

五、結語 

本文探討了關於國際化、語言反映的價值，以及教育的起點等幾個雙語教育

的議題。對於追求國際化、提昇國際競爭力的論述偏向關注英語的情況，吾人需

警惕自身所屬的文化底蘊若日漸流失，將對個人文化認同造成負面影響。而雙語

教育或能使學生覺察並積極運用語言所反映的價值體系，而不致於在從小在累積

英語能力之餘，僅偏頗地養成崇洋的心態。此外，關於雙語教育的起點，無論是

什麼年齡的雙語學習，皆需把握學習來自經驗的原則；學習不能與經驗脫節，這

是教育人員尤應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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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2030 雙語國家政策 
張玉芳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英語為世界的共通語，「英語力」也因此成為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指標之一。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12 月，正式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呂雪彗、郭佩凌，2018），其中一個面相是規劃從教育

面著手，藉著【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執行，透過「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

化、擴增英語人力資源、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鬆綁

法規建立彈性機制」（教育部，無日期）等策略措施，強化國人的英語能力。 

二、英語能力提升策略評估 

上述的策略措施中，鬆綁法規以賦予設立雙語學校的法源應是最能立竿見影

的培養雙語人才方式。過去 20 年來，就讀私立雙語學校是許多關心孩子英語力

之家長的首選。多數國內的私立雙語學校，採沉浸式英語教育模式（immersion 
education），自小一開始則全天上課。一天當中，分配一定比例的時間以英語學

習數學、科學、社會、英文閱讀等學科科目，另一部分的時間則以中文學習數學、

生活、國語等一般傳統小學教授的學科（黃春騰、劉凌嫻，2010）。多數學童經

歷六年的雙語教育洗禮對英語的聽、說、讀、寫都能有不錯的掌握。但因為學費

昂貴，能循此管道培養雙語能力的學童人數很有限。政府若能鬆綁法規，廣設公

立的雙語學校，提供更多的學子一個優良的雙語學習環境，定能有效地提升國人

的英語力。 

在雙語學校尚未普及前，「結合學科內之英語教學法」（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是值得推動的。一直以來英語都被視為學科來教。「結

合學科內之英語教學法」則是將英文當作學習學科的工具，整合學科內容學習和

英文學習，讓語文和學科內容、同步精進。該教學法提供學生很好的英語沉浸環

境。學校可以選擇某些學科設計以英語授課。例如小學階段可以偕同英語老師和

其他學科老師一起合作，採用 CLIL 教學法上社會、數學或音樂課。國、高中生

升學課業壓力大，教師較難有彈性時間採 CLIL 教學法。這個困境也顯示出雙語

教育的推動除了教學面的改革，也需要搭配升學考試模式的變化才能有成果。臺

灣學生升學考試的科目繁多，包含：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社

會科）、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自然科）。如此繁重的課業壓力下，老師

無暇發展創新教學。另外，一直以來以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潮下，除了英文科之外，

所有的考科都是中文出題。學生和老師以英文學習其他學科的意願自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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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鬆綁法規賦予設立公立雙語學校的法源之外，現行國、高中齊頭式英語

教學課程的改造也是刻不容緩的。臺灣家長認同英語力等於競爭力的比例很高。

因此許多家長選擇讓孩子就讀私立雙語幼稚園、私立雙語小學。就讀一般公立小

學的學童，家長則會安排課後的英語課。但也有許多學童只能上校內提供的 2
小時英語課。這些不同學習背景、不同英語程度的孩子進到國中、高中接受著齊

頭式的英語課程。程度好的孩子停止了學習、失去了興趣。程度較低的學生則跟

不上進度，上起課也索然無味。提供齊頭式的英語課程給不同英語程度的孩子是

教育資源的浪費、學習成效也不彰。因此，若要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國、

高中英語課程採能力分班上課勢在必行。英語程度好的學生有進階課程學習才能

持續其學習熱忱；英語程度低落的學生有輔導課程的協助才能強化其動機。 

現今各大學強調國際化，積極增設全英語課程。大學端在推動雙語教育時，

更面臨了如何強化學生學術專業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的挑戰。大學生的英語

學習背景迥異，英語程度懸殊。有從國小至高中接受一貫雙語教育的學生。這些

學生對於以英文學習學科的環境非常熟悉，駕輕就熟。但更多的學生其英文學習

經歷主要是將英語當學科來學，進到大學，要以無法精熟掌握的英文能力去學習

全新的專業學科知識，恐怕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因此，在大學端的英語課程設計，

除了提供一般性的英語課程之外，更需要朝學術性及專業性的英文課程規劃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輔導性的英語課程

規劃對協助英語程度低落的學生學習學科知識也極為迫切。 

三、結語 

從早期教育部推動「國民小學開始實施英語教學」（楊愛嬋、楊愛施，2010）
到近期規畫推動「2030 雙語國家」計畫（賴于榛，2018），在在顯示出政府為提

升國人的英語力和國家的競爭力不遺餘力的努力。雖然期程上距離政府規劃的

「2030 雙語國家」僅餘不到 10 年，頗為緊迫。但只要方向對了，方法對了，提

升國人英語力的成效定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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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 
張學謙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母語教育議題在 2020 年的總統選舉中，令人意外的成為選舉的戰場之一。

兩黨的雙語政策共同點是母語隱而不見。有點諷刺的是，執政黨才在 2019 年公

佈國家語言發展法，明訂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其語言政策應當是可以邁向保存母

語的添加式多語現象。很不幸的，無論朝野對於所謂「雙語教育」的理解，通常

是從工具性的角度，以國際化為名，注重華語和英語，不管是韓國瑜總統候選人

的「母語回家學就好」的中英雙語政策主張，或是賴清德副總統、蔡英文總統的

「中英雙語國家」都不脫重外語、輕母語的窠臼。改寫 Orwel 的《動物農莊》的

名句，中英雙語國家顯示的正是：「所有的語言都平等，但是有些語言（華語、

英語）比其他語言更為平等。」  

臺灣本土語言都面臨流失的危機。母語流失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長不跟小孩說

母語，加上學校母語教學時間有限，母語流失、轉向華語的削減式雙語現象成為

常態。家長和教育單位對母語的錯誤認知也造成母語傳承受阻。常見的偏見是誤

以為母語和華語只能選擇一項，背後的假設通常是以為母語是語言學習的阻礙或

是誤以為母語沒有價值。事實上，雙語教育的國際文獻顯示：雙語給兒童帶來各

樣的優勢，母語是語言學習的基礎和資源，母語是家長能傳承給兒童最重要的語

言資產（Baker, 2001; Tabor, 1997; Cummins, 2001）。中英雙語政策忽略母語帶來

的語言優勢和價值。為了復振母語，達成添加式雙語現象，「家庭必須恢復為我

們母語的第一個語言教師，兒童必須每天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使用我們的語言交

談。」（Littlebear, 2007：xii）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母語需要返家達成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維持家長需要自

我賦權，透過語言意識啟發、家庭語言管理，實踐家庭語言政策，掌控自我母語

的未來。 

二、語言多樣花園與語言管理 

中英雙語國家不利臺灣語言生態的發展。實施後，可能步上新加坡的後塵，

推行英語，卻失去母語。新加坡政府雖然提供族群語言一些官方的制度支持，但

是大部分的資源都放在英語推行上。這樣的「英語擴張典範」（dif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是危及語言生態的單語霸權，強調「對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單語觀點」

（Phillipson & Skutnabb-Kangas, 1996；引自張學謙，2013a：26）。臺灣過去推行

獨尊華語導致本土語言流失，後續的英語推廣，可能如同新加坡一樣，造成英語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22-30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23 頁 

為頂層語言，華語成為高層語言，而本土語言則淪為底層語言（張學謙 2013）。 

放任語言霸權橫行無所作為將坐大語言虎姑婆，將本土語言鯨吞蠶食。蔡中

蓓（2005）關於「高中生對英文喜惡之調查」顯示，高達 77％的高中生認為「中

英雙語政策會加速母語衰亡，但願意犧牲臺灣母語與文化」。新加坡雖然成功的

推展「必知英語的雙語社會」（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卻是以弱勢語言

為代價，族群語言急劇流失（張學謙，2013a）。新加坡的例子顯示，在追求英語

擴展的時候，需要注意在地的社會語言生態和語言權利。 

為了捍衛臺灣的語言多樣性，對抗官方的語言霸權，我們必須採取「語言生

態典範」（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 Ricento, 2000）在大魚吃小魚的語言叢林

中，為弱勢的本土語言尋棲身之地。「語言生態典範」跳脫多語言是問題的傳統

偏見，視語言多樣性為資源與權利。語言花園的比喻是 Garcia（1992）提出，用

來強調語言多樣的必要性以及維持語言多樣的方法。對 Gracia 而言，單語世界

就像是在語言花園中，每一朵花都一模一樣，也只有一種顏色，同樣的氣味。這

樣的人生好像是黑白片。幸好，我們的語言花園有不同形狀、大小不一、各色各

樣的花朵，這些各色各樣的花朵為花園增添艷麗，帶來豐富的視覺和美感經驗，

營造出彩色人生（轉引自張學謙，2011）。 

世界的語言多樣性並不容易維護。如何管理語言花園維持花園的多彩多姿

呢？Garcia 首先排除自由放任的主張，認為要是放任強勢的花卉蔓延，將危及其

他小型的花卉的生存，會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她認為為了維持

語言多樣性，就必須進行語言規劃﹕增加花朵；保護稀有花朵；增加瀕臨絕種的

花朵；控制繁衍迅速的花朵。逆反馬太效應，需要的是路加福音提及的扶弱抑强

的精神（1:52-53）：「伊將掌權的對寶座拖落來，卑微的人給 in 高升。枵餓的人，

伊用好物互 in 飽足；好額的人，伊趕 in 空手出去。」（華語：「他叫有權柄的

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強勢語言的

極度擴張是「負面語言規劃」（negative language planning），將造成本土語言滅絕

及語言單一化。臺灣的語言政策應該追求「積極語言規劃」（positive language 
planning, Fishman, 1997），以保存和挽救在地語言為目標，追求語言多樣性以及

語言權利。 

站在語言生態的管理立場，中英雙語國家的缺失顯而易見。臺灣應該主張母

語為本的多語政策，捍衛、投資臺灣的語言多樣性。中英雙語國家的想像力貧乏，

忽略美麗島是個語言多樣的花園。英語之類的外語主要是作為專業人士使用，充

當與外人交涉或吸收國際資訊的功用。將之視為國內語言，是內外不分。母語作

為任何語言的基礎，是任何國家語言政策的基礎，未能注意母語的社會、文化、

政治和經濟的功能的語言規劃，是無根於在地的空想，也錯誤的認為跳過母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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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雙語國家的捷徑，為了達成兒童的添加式雙語發展，即學會第二語言同時保

存母語，最好、也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不要忘了阿母阿爸在家傳承的母語。 

三、推行家庭母語政策的原因和方法 

在政府的中英雙語國家的想象中，母語並不存在，中英雙語政策只不過強化

了英語熱的熱度，短期內不大可能達成中英雙語目標。可惜的是，極為容易達成

添加式雙語現象的母語傳承，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張麗君（2008）認為臺灣的母

語環境還是優於英語環境，要是讓小孩在學前階段加強母語－國語的雙語教育，

就能享有雙語的認知優勢。本文建議家長規劃與執行母語的家庭語言政策，讓母

語返家，逆轉母語流失，在母語得到力量的同時，也讓母語成為後續多語言學習

的基礎。O’Regan（2018:112)建議我們：「必須深思熟慮的規劃！母語不會自己

找上門，我們必須積極、特意的去追尋。創造你自己的家庭語言規劃，告知親朋

好友。」為此，本文提供家長自我培力，規劃並執行家庭語言計畫的理由和方法。  

家庭是母語保存最重要的地方。建立母語家庭，讓母語在家庭紮根，才能讓

母語重新獲得活力。提供建立母語家庭的理由和方法：一、家庭母語的重要性；

二、建立母語家庭的方法（以下均改寫自張學謙，2013b）。 

(一) 家庭母語的重要 

失去母語，失去什麽？母語是權利是文化資產，卻常被誤以為是阻礙，而被

忽視，被放棄。母語對個人、家庭、社會、甚至世界都是重要的價值。爲了強勢

語言，犧牲母語，並不值得。雙語研究顯示，兒童的母語發展是第二語言發展的

基礎。失去母語未必能帶來獨尊華語所宣稱的好處，卻可能帶來以下的不良影響： 

1. 失去母語，兒童將被剝奪母語傳承的權利 
2. 失去母語，對兒童的族群認同有不良影響 
3. 失去母語，斬斷兒童接觸族群文化的最佳媒介 
4. 失去母語，對升學就業可能有不良的影響 
5. 失去母語，阻斷家庭親情的溝通，經驗無法傳承，無法產生親密感 

 添加性雙語現象是家長給小孩的最佳語言資產。家長培育雙語兒童，最簡單

的方法，就是先讓兒童在家庭的環境自然學會母語。華語是社會上的強勢語言，

兒童在家庭之外的環境，自然學會華語。家長在家庭積極培育兒童的母語能力，

兒童就能成為通曉母語的雙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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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家庭語言政策的方法 

自由放任將導致母語流失，爲了捍衛母語，家長需要積極介入，影響小孩的

語言選用，提供弱勢語言，更多的學習和使用空間。家庭語言規劃有三個部份，

配合家長擔任的角色，整理如下： 

1. 扮演母語的意識啓蒙者，培養母語意識 

家長需要扮演母語的意識啓蒙者，積極的培養兒童母語意識。家庭若能持續

使用弱勢語言，母語就能安全無虞，然而缺乏家庭的語言傳承，將很難維持母語

的生機。以下是培養兒童母語意識的參考做法： 

(1) 對母語要有強烈的認同感 
(2) 要有母語優先的態度 
(3) 關心並鼓勵兒童學習母語 
(4) 強調母語的重要性，推廣母語積極正面的形象 
(5) 喚起母語忠誠感，願意為母語復振付出心力 
(6) 說明通曉母語雙語者的優勢 
(7) 同時宣揚母語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價值；情感性價值：重視母語在維持認同和

保存文化的功效；工具性價值：強調母語對升學、就業的重要性 
(8) 語言學習需要時間和毅力，鼓勵兒童養成學習母語的習慣。 

2. 成為母語家庭的規劃者，進行母語管理策略  

家長不經意間，常選擇強勢華語，作為家庭用語。所謂的母語轉頭不見症，

指的就是家長彼此以母語交談，用華語跟兒童交談。這種自由放任的做法，常導

致母語流失。爲了母語復振，需要積極介入管理家庭語言。管理意味著積極參與，

評估狀況，規劃策略。 

(1) 家庭母語使用規劃 

「一人一語」與「一地一語」的方式是發展家庭雙語現象的好方法（De 
Houwer, 2009）。「一人一語」就是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母語和兒童說話，兒童則

以父母親跟他們說話的語言回答。通婚家庭應當秉持弱者優先的原則，優先考慮

在家庭給予弱勢母語更多的支持。在家裡使用更多的弱勢語言，弱勢語言才有成

長的空間。「一地一語」是建立弱勢母語環境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劃清語言界限，

防範強勢語言滲透至家庭情境：雙親在家都以母語和孩童說話，營造僅用母語的

環境；孩童從街坊鄰里或學校等途徑學習強勢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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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堅持母語的言談策略 

母語的使用，需要刻意經營。家長使用母語和孩童交談，孩童很可能會以華

語回答，而非母語。如果家長跟隨小孩的引導，轉向使用華語，母語就會慢慢在

家庭中消失。以下四種言談策略有助於維持母語使用的空間（De Houwer, 2009）： 

a. 聽不懂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可以說：「我聽不懂」或「請說母語」 
b. 問問題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以母語猜測意思，通常使用是非問句 
c. 重複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以母語重複說一次 
d. 堅持策略：家長不管小孩說華語，繼續以母語談話 

(3) 規劃家庭母語時間 

任何的語言學習都需要學習和使用的機會。家庭是兒童語言學習的起始點。

家長需要營造母語化的家庭生活，讓兒童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與活用母語。以下是

一些可以融入母語的家庭時間（Tukung Sra/汪秋一，2013）： 

a. 善用親子親密時間，以母語交談 
b. 經常以母語和孩童說話、唱歌、講故事、說笑話、遊戲，以擴展孩童母語經

驗 
c. 運用家族的母語資源 
d. 家庭聚會：與親朋好友輪流舉辦家庭聚會，並使用母語交談 
e. 母語正名：賦予子女傳統姓名 
f. 親子共學：家長跟小孩一起學習母語，除了學習母語，也促進親子關係 
g. 托育子女：雇用通曉母語者當保母 
h. 邀請說母語的孩童及成年人到家庭訪問  

(4) 結合家庭與部落 

母語家庭是母語的復興基地，但是不應該成為母語孤島。家長可以透過結合

部落或社區擴大母語接觸的空間，讓兒童增添多樣的語彙與言談風格。以下是擴

充家庭母語，進行母語部落化的一些做法（Tukung Sra/汪秋一，2013；King & 
Mackey, 2007）： 

a. 家長提供小孩接觸母語的機會，送小孩到教母語的幼兒園、安親班，或安排

小孩和會說母語的孩童一起遊玩 
b. 鼓勵子女參與母語文化活動，如母語班、文化體驗營、母語或文化競賽、學

校社團 
c. 參與部落或都會傳統祭儀活動 
d. 鼓勵子女經常回部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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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攜帶子女參與母語教會活動 
f. 多與同族交朋友，擴大母語社交範圍 

(5) 鼓勵親朋好友參與母語傳授 

在建立母語家庭的時候，需要特別提醒親友，儘量以母語和兒童交談，讓兒

童有足夠的母語沉浸環境。以下是邀請親朋好友參與母語傳承的一些建議（King 
& Mackey, 2007）： 

a. 分享你們對小孩母語學習的計畫 
b. 說明傳承母語達成添加式雙語現象的優點 
c. 強調小孩需要母語沉浸的環境，要求儘量使用母語與小孩交談 
d. 分享小孩的近況；透過網路和親朋好友進行視訊交談 
e. 鼓勵親友與小孩相處，與母語溝通 
f. 鼓勵祖父母帶小孩，跟孫子使用母語交談 
g. 提醒親朋好友僅說華語，將失去雙語的優勢 
h. 感謝親友協助小孩的母語學習，好好的款待他們。 

(6) 保姆的協助 

家長爲了生計可能都必須外出工作，孩子還小的時候，就有托育的需要。保

姆成為兒童語言學習的主要對象。爲了傳承母語，必須慎選保姆，優先聘請通曉

母語的保姆。以下是一些參考做法（King & Mackey, 2007；轉引自張學謙，2016：
36）： 

a. 告訴保姆你重視兒童的母語發展 
b. 讓保姆知道你重視她的母語技能 
c. 請保姆儘量使用母語和小孩溝通 
d. 告訴保姆不要使用制式上課的方式教語言 
e. 請保姆讓小孩整天沉浸在母語中 
f. 讓小孩以自然、活潑、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母語 
g. 告訴保姆小孩一開始聽不懂沒關係，只要說得簡單清楚，小孩慢慢的會趕上 

(7) 串聯母語家庭，建立兒童母語遊戲班 

母語存活需要使用母語的實踐社群。如果能進一步串聯志同道合的母語家

庭，就能夠進一步為兒童營造家庭之外的母語環境。兒童遊戲班就提供母語家庭

見面、交換經驗、互相打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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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為母語家庭的實踐者，實踐母語家庭，邁向母語復振  

家庭母語計畫不但需要「坐而言」，也需要「起而行」。家長作為母語意識的

啓蒙者，可以樹立兒童正面積極的母語態度。家長也是家庭母語的規劃者，進行

兒童母語的學習和使用規劃。有了積極的母語意識，又有家庭母語管理計畫，最

後，就是最重要的，家長作為家庭母語的實踐者。 

失去家庭的母語傳承，母語就變成瀕危語言。爲了有效逆轉母語流失，促進

母語復振，家長需要進行家庭母語規劃。不管母語程度如何，家長都能為兒童規

劃母語的學習計畫，協助兒童發展母語。建立母語家庭、傳承母語是每位家長責

無旁貸的責任。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檢討中英雙語國家政策，認為代之以母語為本的多語言政策，接著從語

言花園管理的角度強調規劃的必要性及方法，最後提出建立母語家庭的理由和方

法。我們以家長為寫作對象，希望達成用批判教育的方法達成母語復振的目標

（Ada, 1995: 177）：「我們希望家長和學生能夠分析現狀，了解限制他們的結構

和勢力，能得到足夠的力氣，去質疑周遭的世界，能夠自由自在的與他人團結合

作，參與型塑世界、改造世界的工作。」。 

臺灣的多語能力及多語帶來的各項優勢，無法透過遠望天邊的彩虹達成。「無

落種，袂收成」家長需要在自家的花園成為母語園丁，為母語的世代傳承及子女

的語言優勢，儘早播下母語的種子，為後續的多語言學習奠立穩固的基礎。家長

的家庭語言實踐，不但是為子女帶來語言資源，是最好的語言傳承禮物，同時也

抵抗語言霸權的實踐，在強勢語言鋪天蓋地的洪流下，成為逆流而上的母語戰士。 

國家語言復振教育也需要納入家庭語言政策規劃，畢竟語言復振的基礎在於

家庭，只有鞏固家庭的母語地盤，創造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才有望復振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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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的師資先決與師培改革 
王力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導言 

2016 年 5 月，蔡英文領導下的臺灣政府宣布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 NSP），冀望藉此經貿策略強化與東南亞十國、南亞六國、澳洲與紐西蘭

的經濟與文化關係（New Southbound Policy Promotion Plan, 2016）。2017 年 1 月，

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NDC）公布 2017-2020 國家發展

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NDP），最終目標是希望藉由刺激投資與實施

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國家經濟。就實施結構性改革而言，重點改革項目包括透過強

制性調整拉近國內產業實務與國際標準的距離、營造對創新更友善的商業環境、

吸引外國人才以及進行財政與稅務改革來促進財經科技的發展。自此，行政院各

部會相繼提出多項政策、配合這些重點改革項目的執行。其中之一即為臺灣將在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Cabinet approves 2019,” 2018; “NDC rolls out,” 2017）。
2018 年 12 月，前行政院長、現任副總統賴清德宣布「2030 年臺灣成為雙語國家」

政策並且揭示此政策的兩個目標：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及培植國民的英文能力 
（NDC, 2018a）。同時，NDC 也發布「2030 發展臺灣成為雙語國家藍圖」，闡述

為達成「雙語臺灣」所採取的 8 項一般策略與 16 項個別策略。其中，一般策略

聚焦於政府各部門機關單位服務與文件的雙語化；個別策略的重心則在企業與勞

動市場英文能力的提升（NDC, 2018a）。在此藍圖中，多項英語教育政策改革方

案亦被提出，以配合臺灣教育體制雙語化的質變。這些改革方案橫跨學前教育、

義務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不同階段英語教學與學習的多個面向，也涵蓋從課程到

教學、從教材到數位科技以及從師資培育到教師支持系統等各種議題。其中引發

高度關注的方案之一，即為在公立小學與中學全面推廣雙語課程（NDC, 2018a; 
2018b）。 

佔據著臺灣 2017-2020 國家發展計畫的戰略性地位，「2030 臺灣成為雙語國

家」的政策願景揭露了雙語教育大步前行的必然，也提升了英文在義務教育體制

中的位階。從政策的角度思考，臺灣年輕一代國民的英語能力在提升這個國家未

來的全球競爭力的工作上扮演關鍵的角色；透過體制性的雙語教育來提升國民的

英語能力雖為邏輯無誤的手段；然而，雙語將行，師資先決。 

二、師資先決 

師資先決，是指師資的數量與質量將成為臺灣體制性雙語教育成敗的先決要

件。從數量上評估，目前公立國民小學與中學（含國中與高中）的本國籍現職英

文教師約 17,000 人，另外經由教育部與各縣市地方政府延攬之外籍英文教師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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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人（Lin, 2018）。在考量未來國小英文課可能全面向下延伸至一年級、國中

與高中由英文領域教師主導或配合之校本彈性課程大幅增加下，各教育階段英文

教師的數量將捉襟見肘。另外，就英文科以外的其他科目而言，現階段在師培教

育雙主修或輔修英文之教師亦在少數，不足以因應未來各科目全面實施雙語教學

之師資需求。從質量上來看，各科教師歷經數年師資培育訓練與在職專業發展訓

練，在其專業科目有其準備度與成熟度，但是面對雙語教學，各科教師英文能力

卻成為影響教師效能的變數。目前，因應雙語教育政策腳步較為積極之臺北市、

臺南市等相關教育局處在近年均已開始投入資源與經費，提供中等學校非英文科

之各科教師為期數小時至數日不等之工作坊、講座與培訓班等在職訓練。然而，

若以具備以中、英文教授專業科目之能力所需之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課室英文（Classroom English）、教學法（Pedagogy）與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等教師知能一一審視，短期在職訓練並無法提供教師有效支援。以在現

今 108 課綱框架下、教授高中一年級地理科等高線地形圖判讀方法為例，進行雙

語教學之地理科教師不僅需了解等高線、海拔高度、比例尺等內容知識的英文字

彙外，也必須能掌握分發附有圖例的講義、下達分組討論規則等課室英文的運用

能力，更必須具備以英文執行討論教學法最後總結歸納階段的表達能力，並且能

在課程大綱中以英文說明該教學主題在課程架構與特定教學單元中的角色與功

能，並且清楚描述該主題所設定之學習表現與規畫之學習活動。這些種種所需之

教師專業知能，對於絕大多數非英文本科出身的教師而言，很難在短時間內能夠

掌握或操作。平心而論，現今各局處提供的在職訓練課程在時間長度上與涵蓋廣

度上均力有未逮。 

三、師培改革 

師資先決將為臺灣雙語教育的未來定調，戰術性的師資培育改革刻不容緩。

所謂戰術性，指的是因應上述論及的數量不足與質量不佳兩項師資先決的變因，

在改革舉措上進行高度針對性的回應。以下三項師培改革方向均具有此戰術性基

因，包括： 

(1) 增加師資培育大學各系所全英語及雙語授課數量，營造雙語師培養成環境 
(2) 協助師資培育大學採取更彈性的修讀機制，將學習自主權交還給師培生 
(3) 鼓勵師資培育大學積極向在臺外籍生尋才納才，創造更大外籍生投入師培的

空間 

首先，師資培育大學各系所必須提供師培生更多全英及雙語授課的課程供其

修讀，尤其是與小學及中學的授課科目有緊密關聯的系所。目前，即使是在已有

開設全英文授課多年經驗的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等，全英

文授課的課程佔所提供的總課程數量的比例仍低於 10%（Windham, 2018）。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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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多所師資培育大學，僅有部分系所提供全英授課的課程，且修讀學生多以外

籍生為主。在師資培育課程架構中，有提供全英文授課的必修及必選修課程更是

寥寥可數。對於大多數以中文為母語的本國籍師培生而言，持續性地沉浸與習慣

在以英文作為第二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師培養成環境（包

含試教與實習），能提供教師自我效能感（Teachers’ Self-Efficacy）的最重要效能

來源（即，精通經驗，Mastery Experiences），進一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Bandura, 
1986; 1997）。教育部與師資培育大學不應該天真地期待師培生們在欠缺全英或雙

語師培課程學習經驗的情況，卻能在未來進行高品質的雙語教學。他們也不應該

樂觀地假設這些未來的教師們因為會有外籍師資的搭配，而能「在工作中學習」

（Wang & Lin, 2014）。而要加速師資培育大學各系所及師培課程廣設全英及雙語

課程的腳步，必須對有能力開設這些課程的師資培育者提供有效誘因，最實際做

法即是減少其授課時數與差異化其薪資。 

其次，師資培育大學必須採取更彈性的修讀機制，還給師培生原本就屬於他

們的學習自主權。具體來說，目前師資培育大學對於轉系、雙學位、雙主修與輔

系等等的相關規定，必須重新被檢視與修訂。舉例而言，依照目前一些師資培育

大學的規定，師培生要升上大二才能申請轉系；而大二的師培生若要選擇另外一

個科系修讀雙學位，他們在原科系的成績必須在該系同年級全數學生的排名前

20%之內（依據大一學年成績單），方才符合申請資格。當然，對於這些規定，

教育部與師資培育大學都可以毫無疑慮地搬出法令、提出解釋。然而，我們究竟

是在什麼樣的實證基礎上，會認為只有在師培生順利修讀完一年美術系的課程之

後、再去探索英文系的課程知識才是合適的？我們又有多大的信心，去斷定大一

在歷史系成績不佳的師培生，不會有高度的動機與足夠的能力去應付大二英文系

的課業？除此之外，各系所對於轉系考資格、名額與修業年限之相關限制亦應該

被重新審視。原則一致： 將學習自主權還給師培生。對於對未來雙語教育有志

趣的師培生，應該用更彈性的修讀機制給予協助，而非以重重的僵化限制讓其無

助。 

最後，目前在臺灣各大專院校就讀的外籍生可以成為雙語教育的可用之軍。

近二十年來，教育部與各地方政府積極透過各種官方與非官方管道招募外籍英語

教師。然而，由於無法提供具備足夠誘因的薪資與合約條件，最終實際來臺任職

的外師人數與原先預定所需外師員額之間存在著持續性的落差（Wang & Lin, 
2013）。對於擁有完整師培訓練且在他們自己國家已經是合格教師的外籍教師而

言，其實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他們不願意為了一張薪資平平且是短期教職的合約來

到臺灣任職。相較於透過各種管道招募而來的外籍英語教師，目前在臺灣各大專

院校就讀的外籍生，雖然他們當初選擇到臺灣求學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最後來到

台灣的決定透露了他們對於在這裡生活的興趣與意願。這些外籍生因為在臺灣的

學習與生活經驗，對於我們的教育體制、教學環境、學校文化與學生特性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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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熟悉度。而此種孰悉度，與英語作為外國語言（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教師的教學效能息息相關（Jenkins, 2006; Kirkpatrick, 2006）。若

再加上原本對英文這個語言的掌握能力，這些外籍生如果在畢業後願意繼續留在

臺灣展開教職生涯，他們可以成為臺灣雙語教育現場優秀的即戰力。雖然，由於

這些外籍生未必都是來自於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系國家，來自於篤信「標準英文

（Standard English）」與「母語規準（Native Speaker Norms）」（Kirkpatrick, 2006; 
Norton, 1997）的教育部官員與師資培育者的反彈聲浪已經可以預見。然而，全

球英語教學的浪潮與英語文師資優劣的判讀，早已跳脫出「母語至上」的窠臼 
（Jenkins, 2006; McKay, 2006）。目前在臺灣各大專院校就讀大學部、研究所與語

言課程的外籍生總數約 64,000 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9）。教育部與師資

培育大學應該更積極地在國內尋才納才，鼓勵有意願在畢業後繼續留在臺灣投入

教職的外籍生投入師資培訓課程，並且協助其後續教職的協調與分發。 

四、結語 

從政策的觀點，「2030 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在臺灣當代國家發展計劃裡佔據

著戰略性地位，攸關國家競爭力；雙語教育是邁向這個願景的重要環節，藉由拉

高英文在義務教育裡的位階，冀望能提升臺灣年輕一代英文能力。在此脈絡下，

雙語師資之數量與質量成為攸關雙語教育成敗的先決要件，而師資培育改革必須

做出高針對性的回應。這些回應應該包括增加更多的全英及雙語授課數量、採取

更彈性的修讀機制以及更積極地向在臺外籍生尋才納才。這些回應與許多現行的

法規直接衝突，教育部與師培大學應重新審視其固有思維與作法。客觀而言，

「2030 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是相當有野心的政策願景，雙語教育也將開始重新

雕塑臺灣義務教育的樣貌。既立願景，何慮現規；既稱改革，理當大破。面對即

將風貌丕變的臺灣教育現場，教育部與師培機構也應該準備好作出回應。  

參考文獻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cognitive theory. 
New York: Prentice-Hall.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Council approves program to invest US$17.7m to raise English proficiency. 
(2009, April 22). Taipei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taiwan/archives/2009/04/22/200344174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31-36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35 頁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9).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 enrollment 
inuniversiti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ats.moe.gov.tw/files/ 
important/OVERVIEW_N15.pdf 

 Guidelines for New Southbound Policy (2016).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runei Darussala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oc-taiwan.org/bn_en/post/ 
644.html 

 Jenkins, J. (2006).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TESOL Quarterly, 40(1), 157-181. 

 Kirkpatrick, A. (2006). Which Model of English: Native-speaker, Nativized or 
Lingua Franca? In R. Rubdy & M. Saraceni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global rules, 
global roles (pp. 71-84). London: Continuum. 

 Lin, Rachel (2018, October 8). English class hours, bilingual classes to be 
increased. Taiwan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 
archives/2018/10/08/2003701963 

 McKay, S. L. (2006). EI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R. Rubdy & M. Saraceni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Global rules, global roles (pp. 114-129). London: 
Continuum. 

 NDC rolls out 2017-2020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17, January 24). Taiwan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2,6,10,15,18&post=110 
699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8a). Blueprint for developing Taiwan into a 
bilingual nation by 2030.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dc.gov.tw/en/Content_List.aspx?n=D933E5569A87A91C&upn=9633B
537E92778BB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8b). Taiwan launches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Taiwan into a bilingual nation by 2030 and deregulates bilingual 
educ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bilingual.ndc.gov. 
tw/sites/bl3/files/news_event_docs/press_release_on_december_6_2018.pdf 

 New Southbound Policy Promotion Plan (2016).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31-36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36 頁 

Services, Executive Yu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y.gov.tw/otnen/64C34DCA88 
93B06/a0e8fd0b-a6ac-4e80-bdd4-16b4cf999b49 

 Norton, B. (1997).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TESOL 
Quarterly, 31(3), 409-429. 

 Wang, L. Y., & Lin, T. B. (2013).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n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recruitment polic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and Taiwan.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12(3), 5-22. 

 Wang, L. Y., & Lin, T. B. (2014). Exploring the identity of pre-service NNESTs 
in Taiwan: A social relationally approach.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13(3), 5-29. 

 Windham, T. Q. (2018, May 30). Taiwan’s top universitie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ubstandard English course offerings. Taiwan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 
taiwannews.com.tw/en/news/344398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37-41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37 頁 

論國中階段英語教師轉型雙語教師之在職培育 
田耐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一、前言 

…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許多縣市代表反映目前（雙語）教師不足，盼從

在職教育和大專校院師資培育雙管齊下，加快師資培育。（潘乃欣，2020） 

臺灣的雙語教育「政策先行於師資培育」，目前最大的困境是縣市端教學現

場雙語教師嚴重不足。由於此困境具急迫性，目前傾向的一種解決之道是輔導在

職英語教師或領域教師轉型發展成雙語教師 1。 

教育部委託成功大學於 2020 年 7 月起，分北中南三區為國中小在職教師辦

理第一屆雙語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增能 6 學分

班，學員是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薦送具 CEFR B2 等級或以上英語能力之公立國

中小正式教師修畢課程且通過評量者將核發雙語教師證，預計 2021 年 2 月可培

訓出約 150 位國中小雙語教師。 

目光轉向臺北市，其早在 108 學年度就自辦雙語教師在職培育。其作法是甄

選具國中小合格教師證，曾任國中小代理教師兩年以上且雙語教學經驗一年以

上，英語流利有相關證照者。經甄選通過後由教育局成立雙語代理教師專班並分

發至臺北市國中小擔任代理教師，接受師培大學一學年的輔導，評量通過後由教

育局辦理公開介聘，再經各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成為 109 學年度正式教師。 

筆者有機會參與上述兩種雙語師資培育，檢視學員名單，發現絕大多數為英

語教師。由英語教師轉型成為雙語教師，需要什麼樣的鷹架以確保其是在教領域

的課而非上英語課？特別在國中階段，領域的專業性極強，國中英語教師透過在

職培育轉型為雙語教師乃本文關心的重點。本文訪問一位已完成臺北市雙語教師

在職培育的教師，與之討論其由英語教師轉型成雙語地理教師的心理調適、所經

歷的各種增能方式及對其雙語教學的成長，最後對國中階段英語教師轉型雙語教

師之在職培育進行評論。 

                                                

1 本文的「領域教師」係指除英語科以外的各領域/科目教師，其教學、教材、習作、評量等所

使用的語文為中文，教學目的在使學生能掌握領域的知識、情意與技能，如文中的地理教師。

而「雙語教師」係指以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為教學取向的、除英語科以外的各領域/科目之教師，其教學、教材、習作、評量所用

的語文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教學目的除領域的知識、情意與技能外，還包括與領域相關

的英文用語，如文中的雙語地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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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介紹 

T 老師（化名）畢業於一般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大學期間曾赴美國交換一年

以厚植自己的英語能力及美國文化素養。後於某師培大學進修「學士後中等教育

學分師資班」，於中學實習一年後取得中等學校英語科教師證。之後於公立國中

任代理英語教師十餘年，目前在師培大學教育類研究所進修碩士學位。T 老師於

106、107 學年度曾與外籍教師協同雙語教學，符合臺北市 108 學年度代理雙語

教師應考資格。在通過資格審查、雙語試教及中英文口試後，T 老師進入臺北市

108 學年度雙語代理教師專班，分發到原先代理的學校負責雙語地理。 

以下先簡介臺北市 108 學年度雙語代理教師專班的在職培育方式，再由心理

調適、領域專業成長及雙語教學表現等層面紀錄 T 老師的轉型，最後對國中英

語教師轉型雙語教師之在職培育提出建議。 

三、臺北市 108 學年度雙語代理教師專班的在職培育 

臺北市教育局與兩所設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的師培大學合作，要求 T
老師在一學年的培育期間必須參與增能工作坊 24 小時、自主增能研習 48 小時、

公開授課 6 次並將上述心得、教案、省思等彙整成個人學習檔案。 

增能工作坊之 18 小時於 108 學年度之寒暑假分別由兩所師培大學主辦，內

容包括：臺灣教育情境下的 CLIL 課程及教案設計、國中雙語教育實驗課程研發

案例、CLIL 理論背景與實務運用、雙語教學心得分享、CLIL 課程設計、領域增

能等。而 6 小時的回流則是在學期中返回師培大學，代理教師群分享自己的雙語

教學情形，師培大學教授群對之進行團體輔導。 

T 老師在 108 學年度的自主研習時數為 81 小時，遠超過規定的 48 小時，可

分成以下四類：CLIL 教學（46 小時）、地理教學（22 小時）、英語教學（8 小

時）及其他（5 小時）。T 老師的六次公開授課分別為上、下學期各三次，每次

均由師培大學英語教學系及地理學系的兩位教授共同出席，進行觀課及議課。兩

位教授並負責批改學習歷程檔案。 

四、T 老師由英語教師轉型為雙語教師的歷程 

(一) 心理調適 

暑期增能工作坊請來兩位已有雙語教學經驗的國小教師來分享其教學心

得。這兩位原來均是英語教師，分別被學校任命教雙語體育及雙語生活；這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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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語教師的 T 老師很能認同分享者。雙語體育教師因家庭因素辦理縣市調動，

報到時被校方告知要教雙語體育，沒有體育背景的他需要花心力和該校體育教師

建立良好關係以便請教。而生活課程一周六節，原由音樂科任和級任二人協同，

現在再加入一位雙語生活教師變成三人協同，音樂教師時數不變，學校由級任的

時數中拿出節數來上雙語生活，直接影響級任的時數。依據雙語生活教師的說

法，級任在他上雙語生活課時，總是坐在教室後方「觀察」他的教學，也會「調

查」學生對雙語生活課的評價，感覺被級任考核。兩位雙語教師的共通點是他們

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及心力上網自學教授領域的專業，日子就是增能、備課及上

課。龐大的備課壓力、同事間不純粹的相處，加上媒體及家長的高度關注，讓他

們感受到沉重的心理壓力。 

與這兩位國小雙語教師不同，T 老師前兩年在其代理學校的雙語共備經驗不

錯，小校同事好相處，所以他並不擔心人和的問題，只是提醒自己盡量與人為善。

在備課方面，倒是真的如兩位教師的分享，要做大量的領域專業增能。T 老師在

108 學年度幾乎整天坐在電腦前自學地理、發想雙語地理教學活動、尋找地理教

學素材、自製雙語地理教材。所幸 T 老師原本就喜歡地理（學生時代成績最好

的科目就是地理與英語），也喜歡出國自助旅遊（經常活用地理知能），並不排

斥地理的增能，覺得雖然疲累但也學習甚多。 

田耐青（2020）曾指出一位雙語教師除課程、教學、班經、輔導等一般教師

專業知能外，還需兼具英語、領域及 CLIL 等教學專業。英語教師把英語教好即

可，可以完全獨立於其他領域，像字母 I；而英語教師轉型雙語教師除原有的英

語專長外，還要再發展領域的專業及 CLIL 專業，並將三者統整起來，像字母 H。

由 I長成H需要許多的努力，國中英語教師欲轉型為雙語教師必須有此心理建設。 

(二) 地理及地理教學專業的成長 

自從考上雙語地理代理教師那天起，T 老師迫切感覺需要增強地理專業和地

理教學知能。他首先由教科書入手，雖負責的是八年級的雙語地理教學，仍積極

研讀國中三年的地理教科書及電子書，務求對國中地理的內容有縱貫、完整的了

解，並使用電子書的內容發想教學活動。 

第一學期由於報到時學校已規畫實施雙語彈性課程及校內排課配課考量（T
老師兼行政組長減授時數且被安排與外師協同），故學校安排 T 老師教授校本

課程中的地理部分。第二學期，學校同意開設雙語地理，讓另一位英語教師取代

T 老師與外師協同教授校本課程，T 老師得以與該校地理教師一起教授八年級雙

語地理課。兩人共同備課，以教科書為主，輔以時事或融入全球地理相關的議題，

研發雙語教材與設計教學活動，T 老師更主動蒐集學生的回饋以進行教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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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起，T 老師也參與校內的社會領域專業學習社群，與社會領域教師相互

公開觀議課、審查段考試卷及分享有效教學法等，這對 T 老師的社會領域教材

教法與評量增能大有助益。幸運的是該校社會社群內的史地公教師（共三人）並

沒有「為何讓英語教師來教社會？」的反感，反而是好奇的想知道雙語教學的概

念與實務，他們歡迎 T 老師的加入，也經由 T 老師的分享開始了解到雙語教學

的運作。  

(三) T 老師的雙語地理教學 

六次的公開授課是 T 老師雙語地理教學成效的具體表現。議課會議時，師

培大學的英語及地理兩位教授分別由 CLIL 及地理教學的角度給予許多指導。舉

例而言，要運用 language for learning 協助學生建構學科概念、不能只教現象更要

教導該現象形成的原因、使用完整正確的學科術語、適時檢核學生的學習狀況

等。T 老師覺得教授的指導語非常直接、有效，能夠刺激思考，改進自己的教學。 

五、對國中英語教師轉型雙語教師之在職培育工作的建議 

T 老師肯定臺北市教育局的在職培育制度。他思考自身由國中英語教師轉型

雙語教師的在職培育經驗，表示對其雙語地理教學最有幫助的是與該校地理教師

及社會領域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備，其餘依序為師培大學教授的議課、其他英語教

師轉雙語教師的分享、地理教學的自主研習時數及自我研讀地理教科書。 

對於由英語轉任的雙語教師而言，最迫切需要的增能是領域專業知能及領域

教材教法。校內的領域專業學習社群是領域專業知能的活水泉源，在 T 老師的

轉型經驗中也是對其雙語教學知能幫助最大的項目。學校行政人員如何透過制

度、經費，讓領域教師與雙語教師共同備課、共同發展教材與評量、於公開課後

給予專業的回饋，是雙語學校的一大課題。以經費而言，可參考「國民中學及國

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 2」；以制度而言，就考驗學校行

政領導的智慧了。 

 

                                                

2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第七條：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同一節課由二以上成員進行同一班學生授課時，該節課之授課節數至多

採計二節。成員授課節數，依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之規定。第十二條：學校辦

理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所需之授課節數鐘點費，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

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所控留之專任員額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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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雙語師資培育經驗 
談臺灣雙語教學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吳彥慶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際教育組長 

黃文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厚植國人英文能力，2018 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具體提出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的決心（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8）。2020 年五月最新公告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教育部，

2020）具體指出國際教育的三大願景：人才培育、環境整備、以及對外機制，依

據願景擬定三大目標：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以及拓展全球交流，並

制訂以下三大策略以達成目標：精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打造友善國際化環境、

建立國際架接機制，白皮書亦具體指出 13 個行動方案，以有效落實國際教育 2.0
之目標，並朝 2030 年雙語國家的理想邁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行動方案一

SIEP-國定課程/雙語課程精進計畫已納入雙語教師的培育與招募，日前教育部長

也表示將於民國 110 年爭取雙語教育預算到 20 億元，逐年培育本國雙語教師資

以及引進外師，預計四年培育 2000 名本國師資，外師擴充到 300 名（潘乃馨，

2020）。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英文已成為跨國與跨族群溝通的通用語之一（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Jenkins, 2006），英文能力也受到國人高度重視。然而，就

臺灣的英語能力養成而論，教學現場的英文教師往往因為升學壓力，導致長期採

用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模式，忽略個別化學習，使用固定教科書媒材，過於重視

總結性評量，忽略形成性評量的重要性，再加上教師自身若缺乏持續專業成長的

習慣，則教學現場常見英語學科教師自身英文能力退化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就臺灣學生的英文運用能力而論，英語教學應該以培養學生在溝通情境中

能以英文表達為主要目標。然而，臺灣的英語教學偏向於學科學習，教學現場充

斥大量的紙筆測試，加上缺乏整體英語環境支持，造成多數的學生學了一輩子英

文，卻不敢自然的開口使用英文，就因為怕錯、怕丟臉、或怕發音不標準。基於

前述，政府推動雙語教育，希望改變以往機械式練習，透過在學習生活中運用英

文，逐步提升學生對英語的精熟度與應用能力，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臺灣推

動雙語教育亦面臨不少問題，本文的目的即是從中部一所個案中學跨國線上雙語

師資培育經驗，反思臺灣未來實施雙語教學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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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雙語師資培育經驗反思雙語教學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本文中的個案中學跨領域教師社群在 2020 年與美國某大學合作，參與該大

學為個案中學所規劃之教師雙語教學能力自我增能線上課程，該課程的目標有

二，首先是希望不同領域教師能透過線上課程與學習活動而達到英文增能的目

的，其次是期待這些在職教師願意嘗試應用英文於自己專業學科的教學。第一階

段 12 週的課程包含英文口說、英語授課之課堂觀察、教學原理與以學生為中心

教學技巧的學習，總計有 13 位不同領域國、高中部教師完成，第二階段 10 週的

課程則為課堂英文授課實務。本文第一作者因參與該課程運作，與學員們有頻繁

互動，得以觀察到學員們所面臨的問題。以下將學員們在培育過程中所面臨的問

題與可能的解決方式整理歸納如下： 

(一) 雙語教育內涵、政策目標與因果理論的論述與宣導不足 

「什麼是雙語教育？」這是第一線教學現場教師面臨的直接問題，參與培育

課程的在職教師們對於雙語教育一開始最直接反應是「雙語全都用英文上課

嗎？」、「用國語上課學生都聽不懂，課也上不完，還用英語教學？」、「學生英文

能力水平不一，很難用全英文去上課」、「雙語課程學生還要上英文課嗎？」、「雙

語教育到底是只能用全英文上課 ，還是可以中文加英文？」事實上，雙語教育

有不同的類別與模式（謝國平，1995；Baker, 2011），在各種不同的模式中，雙

語教育的具體意義與內涵也就不同。若政府對雙語教育的具體內涵未清楚界定，

則雙語教育的政策目標也不易具體明確，再加上宣傳不足，教師們對此政策的概

念與目標也就容易產生疑問。就雙語教育的內涵而言，鄒文莉（2020）指出，臺

灣所推動的雙語教育，應指教師可同時透過中文結合英文的跨語言

（translanguaging）為溝通媒介來教授學科知識，並兼顧文化與在地化需求，經

由老師鷹架的搭建，達到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習目的，同時讓英文成為有效的溝通

與學習工具，且能運用在生活經驗上。另外，就雙語教育政策的因果理論（黃文

定，2017）而論，政府在政策論述上宜加強說明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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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培育課程教師們所提出的以下問題，便顯

示教師們對雙語教育政策因果理論的疑惑：「為什麽要雙語？」、「雙語教學後，

學生都要出國升學讀書？」、「 用雙語上課會不會壓縮到學科內容？」。因此，本

文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加強論述與宣導雙語教育的意義內涵、政策目標與因果理

論，讓教師與教育公務機關人員清楚了解雙語教育政策內涵與有效性，降低教育

實務工作者的疑慮與焦慮感。 

(二) 在制度面與教師自我增能上，缺乏中學教師雙語授課的誘因與配套措施 

參與課程的老師們常反應以下問題：為了雙語教學，必須增加大量時間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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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程、教學與評量上，且自身英語能力及用英語教學的能力仍需補足。因此，

本文建議政府能透過提高雙語授課鐘點費，減少雙語授課教師的總授課鐘點節

數，鼓勵教師跨科跨領域共備或協同教學共算授課鐘點時數等方式，提升教師進

行雙語教學的意願。此外，政府可持續提供教師持續進修增能機會，開放在職教

師比照大學教授工作七年可申請一年內長短期出國進修任何領域的學術相關課

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或申請到國外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之姐妹校國、高中長

時間觀課，實際體驗跨文化學習歷程，以提升教師的英語互動與教學能力，以及

國際移動力，或提供大量線上學習機會讓教師能彈性利用空閒時間進行自我增

能。最後，從歐洲各國推行雙語教育的經驗來看（Eurydice, 2006），教師的外語

能力是雙語授課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建議政府可透過大量的在職教師英語訓

練，讓授課教師英文基本能力達到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標準（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 CEFR）B2 的門檻。  

(三) 在職教師心態的調整是最大的挑戰 

由於脫離師培階段的學術校園環境已久，在職教師長期處於「受養護性組織」

（domesticated organization）（陳奎憙，1995）的學校環境中，如沒有持續自我增

能，也未接觸社會產業的競爭氛圍，在當今資訊管道多元以及數位原生世代

（digital natives）的新學習模式下，學生們接觸英語的機會增多，且學習英語的

方式更多元，而不同學生之間英語能力個別差異也拉大，教師要能在班上開口使

用雙語上課，確實會有很大的壓力，除了要面對學生質疑的眼光（例如質疑老師

英文口說與發音的正確性與流暢性），也要處理學生因英文水平不佳，而聽不懂

課程內容的問題。就此而論，本文建議在職教師不應自我設限，可多參與英語知

能與雙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的相關課程或研習，多練習課堂英語的口說與表達，以

提升自己雙語授課的信心，不害怕以英語授課。另外，對於低英語能力的學生，

也應抱持不放棄的態度，多運用教學媒材與不同溝通方式（如肢體語言），協助

學生理解學科內容。 

(四) 校園雙語教育的推動尚需全校全方位配套支持 

關於雙語教育，來自教育現場的常見迷思如下：「找錢找外師進來教學就

好」、「送幾個英文好的跨領域教師去培訓即可」、「雙語授課是一線老師的責任」，

這種說法將只會造成校園第一線教師的焦慮與排斥感。Suarez-Orozco 與 
Suarez-Orozco（2001）分析歸納成功推行雙語教育學校的共同特點，發現全校、

甚至社區的配套措施與支持系統非常重要，例如：將英文表現水平低落學生的需

求納入考量、創造積極友善校園學習共同體、招募能使用雙語進行溝通的行政同

仁、尊重學生群體的多元文化特質等。學校亦可與大學英語相關系所合作，共同

推動雙語教育，並配合親職教育，說明雙語教學目標與家長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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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以英語作為通用教學溝通語言，結合專業學科領域內容的雙語教學，在國際

教育白皮書 2.0 與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勢在必行，加上新課綱的推動，

教學現場第一線教師正面臨新一波教育改革風潮，幾乎所有老師都需重新學習。

近年來各縣市教師甄試簡章都註明需具備雙語教學能力始得報考，許多縣市的國

小端都已聘請雙語教師，而高教端負責師資培育的學術單位也因應這股趨勢，計

畫逐年培育雙語教學師資，滿足校園新的雙語教學需求。政府也著手讓在職教師

接受研習，通過六學分課程與評量考核，英文能力達到 CEFR B2 後，能在原始

教師證上加註雙語教師（教育部，2019）。 

然筆者認為，除了參考歐盟與加拿大自 90 年代以來的雙語教育發展經驗

外，臺灣應該根據本土的課程特性與入學考試方式，發展出屬於自己國家雙語教

育政策與做法。就當前的中學課程與大學入學考試方式而論，在考招尚未分離的

狀況下，中學教師授課風格還是深受升學考試所影響，在 108 課綱推動後，必修

畢業學分數已下降，除部訂必修課程外，各校必須開設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

程，朝向各校特色發展，自主學習時數與學習歷程檔案也是未來申請大學參考佐

證資料之一。就此而論，108 課綱的開展可作為推動雙語教育的切入點，例如，

選修以雙語授課之學分者能夠在成績單上該課程後加註雙語課程，登錄於學習歷

程檔案中，讓大學端在審核學生申請資料時，作為判斷學生英語溝通與跨文化能

力的依據之一，這或許也是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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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雙語師資培育之實踐與省思 
呂妍慧 

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袁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教授 
 

一、前言 

為提升國人的英文能力及國際競爭力，教育部配合行政院雙語國家政策的發

展藍圖，從 2018 年開始在國中小學推動領域學科以「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模式進行教學（教育部，

2018）。CLIL 是指結合學科和語言的整合教學模式，也就是以外語教數學、自然、

社會等學科內容的教學模式（Coyle, 1999），目前由於數學雙語教材及雙語師資

的缺乏，在面對這個新的英語教學趨勢下，數學雙語師資培育便成為目前重要的

課題。 

本文作者先前以 CLIL 教學設計的 4Cs 原則：內容（content）、溝通

（communication）、認知（cognition）和文化（culture）為基礎（Coyle, Hood, & 
Marsh, 2010），以及相關文獻的分析，提出數學 CLIL 教學模式的六項具體教學

設計流程：情境分析、數學主軸、目標語言、認知鷹架、整合學習及課室管理（呂

妍慧、袁媛，2020），提供具體、系統性的數學雙語教學設計步驟，有助於數學

雙語教學的教案研發。為培育數學雙語教師，本文作者嘗試以創新的跨領域合作

教學模式，將此數學 CLIL 教學模式導入一門在職教師的研究所課程，期望透過

課程提升在職教師數學雙語教學知能與實務能力，並進一步檢驗此數學 CLIL 教

學模式的可行性及應用成效。本文首先說明數學雙語師資培育之課程規劃與執

行，進而分析數學雙語師資培育過程之實踐與省思，提供未來有志於數學雙語師

資培育之專家學者參考。 

二、數學雙語師資培育之課程規劃與執行 

本課程開設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六位在職教師選修，屬一學分的研究

所碩專班課程，以 ADDIE 課程發展模式規劃課程內容，ADDIE 是一種系統性的

教學設計模式，ADDIE 這五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課程設計的五個階段：分析

（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和評

估（evaluation）。｢分析｣階段是針對教學目標、學習者需求與學習環境等進行評

估；｢設計｣階段是依教學目標設計教學架構、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發展｣階段

是依據設計階段的藍圖，進行系統性地課程發展；｢實施｣階段是實際執行教學活

動；｢評估｣階段是教學成效評估（Koc, 2020）。本節將以 ADDIE 課程設計五階

段，分項說明數學雙語師資培育課程之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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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 

在課程正式開始前的分析階段，兩位跨領域合作的授課教師（分別為英語及

數學教學專長），透過課前訪談，分析六位在職老師的教學背景及學習需求。在

這六位在職老師當中，有一位是補教界的英文老師，另一位是幼教老師，其他四

位是國小教師，六位教師約有 10 到 20 年的豐富教學經歷。由於六位老師對於自

我的英語能力及英語教學能力信心不足，為了提升在職教師的英語聽說能力，本

課程以全英語方式授課，一方面可增加在職老師的英語聽說機會，另一方面也提

供在職教師體驗全英語教學的經驗，了解國小學童在全英語教學環境的學習心

境。 

(二) 設計 

本課程的主要教學目標，是希望透過數學雙語教材研發與實務教學過程，提

升在職教師數學雙語教學知能及實務能力。兩位授課教師，首先分別從英語及數

學的教學角度，提升教師對數學 CLIL 教學模式和課程設計原理的知能，進而引

導教師實際參與數學雙語教案的研發，並將研發的教案在一所小學，以課後教學

活動的方式進行實務教學。十八週的課程規劃請見表 1。 

表 1 數學雙語師資培育課程規劃 
週次 課程內容 

第 1~2 週 臺灣雙語教育政策及現況 

第 3~4 週 CLIL 發展背景及基本理論 

第 5~6 週 國小數學教學重點及萬用揭示版介紹 

第 7~8 週 數學 CLIL 教學模式及設計原則 

第 9~10 週 數學雙語教學示範教學觀摩 

第 11~13 週 數學雙語教學教案微教學 

第 14~17 週 數學雙語教學實務教學(課後教學活動) 

第 18 週 數學雙語教學成果報告與反思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 發展 

在發展階段，我們以數學 CLIL 教學模式的六項具體教學設計流程，作為在

職教師發展數學雙語教材的設計原則。為降低教師及學童在第一次接觸數學雙語

教學的學習焦慮，我們將教材發展的年級設定在二年級，一方面是因為二年級學

童已經歷國小一年的學習，對於小學各方面的學習比一年級學童穏定，另一方面

是因為二年級學童相對於中高年級的學童，對英文學習應該比較不排斥。為不影

響學童正常課程的學習，以及配合進班時國小二年級的數學課程進度，本課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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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二年級｢認識分數｣做為雙語教材發展的單元。六位在職老師分為兩組，以小

組合作設計教材及共同備課的方式，分別設計每節 45 分鐘，共四節的教材及教

案。 

(四) 執行 

為增進在職老師數學雙語教學的實務經驗，本案以第一作者任職學校附近的

一所國小為教學實驗機構，以公開招募的方式，徵求家長同意，招募 28 名二年

級學生，為不影響學童的正常作習，數學雙語教學活動安排在下午課後時段進

行，28 名學生分為兩班，每班 14 名學生，分別由兩組在職老師進行四節｢認識

分數｣的數學雙語教學活動。 

(五) 評估 

本課程以在職教師的教學反思札記、教案微教學討論會、實務教學影帶分析

檢討，以及國小參與學童的問卷，進行課程成效的評估。首先，為了解在職教師

在研發數學雙語教材及教學過程中的困境與解決方案，六位在職教師進行三階段

教學反思札記，包含教案研發反思、教案微教學反思及實務教學反思；其次，在

教案微教學當天，兩位授課教師和六位在職教師進行教案微教學的討論與修改；

最後，在四節國小課後教學活動結束後，進行學童的學習問卷調查，並另外邀請

兩位英語及數學教育專家學者，針對兩組教師的教學影片，進行分析與檢討。 

三、數學雙語師資培育之實踐與省思 

經由一學期的課程培訓及實作過程，本節提出幾個反思的重點，作為未來數

學雙語師資培訓的參考。 

(一) 提升數學雙語師資的基礎英語能力 

從六位在職教師參與一學期的數學雙語師資培訓過程中，發現 CLIL 教學模

式對在職老師是全新的挑戰，無論老師的教學經歷長短，或是老師的英文程度如

何，老師們對於英文授課一事，皆有極大的焦慮和擔憂，特別是英語能力較不足

的老師，更是大大影響教學自信。在培訓過程中，雖然兩位教師以全英文培訓，

但是從微教學和實際教學的過程來看，由於老師的英文能力及英文教學自信不

足，即使只是使用簡單的英文句型教學，老師們在教學的英語表達上都受到影

響。從此經驗來看，在未來雙語教師的培訓，應增加教師的英語口說能力訓練，

在實際進班教學前，則應增加全英文微教學的次數，以提高教學準備度，進一步

增強教師英語教學經驗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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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構完備的數學雙語教材與教師手冊 

由於臺灣尚未有發展完備的數學雙語教材，本課程以數學 CLIL 教學模式的

六項具體教學設計流程，引導在職教師自行研發及設計教材，希望透過教師發展

教材的過程，能更了解數學雙語教學的精神。然而，從數學雙語教材研發的過程

中，發現不論是在數學或英語的課程設計上，對老師都是極高的挑戰。從數學的

角度來看，｢認識分數｣單元在建立初步的分數意義及認識符號，但在設計數學教

學流程時，為顧及英文學習，教師容易忽略數學概念的發展脈絡，例如：教｢認

識分數｣前，學童應先具備｢平分｣的數學概念，但是老師擔心英語學習內容過於

複雜，而將｢平分｣的概念省略，影響學童對分數的正確認知。從英文的角度來看，

因教師英語專業知識的不足，在數學雙語教案設計的過程中，並無法精確地選擇

合適的數學專業詞彙及句型，例如：在教｢平分｣概念時，老師使用了｢Please divide 
36 candies to 6 kids.｣的英文句型，事實上 divide 通常是用在｢除法｣的概念，在低

年級的｢平分｣概念，通常會以 equal sharing 的概念切入。 

由於教師對數學教材發展脈絡的知能不足，又缺乏英語教學經驗，在設計數

學雙語教材時，不易掌握數學教學的主軸內容，在短時間的訓練，要設計數學雙

語教材及教學活動，對於忙碌的在職教師，確實是一大挑戰。因此，未來可考慮

發展一套針對臺灣國小學童設計的數學雙語教材，每單元的英文詞彙及句型，都

需要經過嚴謹的挑選及編排，使內容能聚焦在單一的數學主軸；另外，建議可發

展數學雙語教材的教師手冊，提供教師更精準的數學單元句型及英文課室用語，

甚至可提供相關的英文影音輔助教材，輔助教師在課堂中使用或在課前自行練

習。惟有發展完備的雙語教材及教師資源，才能使雙語師資培育事半功倍，創造

更優質的雙語教學環境。 

(三) 深化數學雙語教學的實務經驗 

在職教師開始執行數學雙語課後活動前，原本擔心學童的英文能力，會影響

數學的理解能力，進而影響學習成效。但從學童的課堂表現發現，若課程結構完

整、數學詞彙、英文句型及教學活動比較聚焦的課程設計，學童並不會因為英文

授課方式而影響數學概念的理解。透過實務教學的過程，以及課後教學影片的分

析和討論，教師們能從教學實務中更了解教學的缺失；然而，受限於四小時的實

務教學時間，教師們並没有機會再次進班改進教學上的缺失，實屬可惜。因此，

未來雙語師資培育的規劃，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建議能以兩組交叉教學的模式

進行實務教學，也就是第一組教師在 A 班教完第一單元後，經過教學分析討論

後，第一組教師再到 B 班進行第一單元的教學與修正，第一組教師在 B 班進行

第一單元教學的同時，第二組教師則在 A 班進行第二單元的教學，待第一組教

師在 B 班教完第一單元後，第二組教師再進入 B 班進行第二單元的教學。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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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提供教師足夠的教學反思及修正改進的機會，提升教學效能。 

四、結語 

臺灣正邁向 2030 雙語國家的準備階段，學科雙語師資培育是目前最重要的

課題之一，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數學雙語師資培訓的歷程，並從培訓歷程中發現

問題及未來努力的方向。從一學期的雙語教學增能培訓、數學雙語教材研發、教

案微試教，以及課後雙語教學活動的經驗分析，建議未來有志於數學雙語師資培

育的學者專家，應規劃完備的長期培訓計劃，惟有提供教師充份的基礎英文訓

練、完備的數學雙語教材及教師手冊，以及足夠的雙語教學實務經驗及反思，才

能培育優質的數學雙語教師，提供學童優質的雙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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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幼兒雙語教育所該考量的二三事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2030 雙語國家政策 

行政院拋出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行政院，2018），揭示目標之一為

啟動教育體系雙語活化。教育部依此政策公布推動雙語國家計畫（教育部，

2019），包含了二項質化目標及五項策略，並列出短期及中長期的措施。政策本

意相當良善，然細看其中有諸項措施乃浩大工程，例如短期措施中的「幼兒園採

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模式」、「中小學部分領域或學科採英語授課」、「高職以

英語教授專業群科實用英語」、「鬆綁法令以賦予開辦雙語學校及放寬相關招生之

規定」等。這些表面上只須找一些老師用英語上課，或是訓練一批可用英文講課

的師資。然實際上，雙語教育牽動文化、種族、產業經濟、階級流動、家庭結構

等層面的敏感神經，有如一場隱形的社會革命，其衝擊不可小覷。 

二、該以新加坡為榜樣嗎? 

雙語是什麼？其本身就是大哉問。其可指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地區、一

個國家同時使用二種語言，亦可指一個現象，一個制度。經常有人拿新加坡成功

成為雙語國家的模式當成參考複製的榜樣，然新加坡是自建國以來都將英語當成

主導性國家語言，況且其經歷過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仍沿用

英國的法律規章，包括憲法亦由英文撰寫。而組成該國的三大種族─華族、馬來

族、印度族，其所使用的母語─華語、馬來語、坦米爾語，雖與英語並列同為新

加坡四大官方語言（維基百科，2020）。然在教育體制上則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

言，各種族另修讀其母語課程，英語順理成章成為三大種族間溝通的最大公約

數。且英語在高階的科技工程專業人員及行政管理人員上更是強勢語言，英語是

就業的必要工具，各種族的母語則只扮演傳遞傳統文化及價值觀的角色（維基百

科，2020）。 

在此條件下，英語挾著主導性國家語言、跨族群語言、強勢工作語言三大優

勢，一步步的滲入每個家庭之中。在華人家庭中，使用英語溝通的五歲以下幼兒

比率從 1980 年的只占百分之十，2000 年上升至百分之四十，至 2010 年已達百

分之六十。與其相反趨勢則為華語方言（如福建話、廣東話、客家話等），在華

人家庭中，使用華語方言的五歲以下幼兒，則從 1980 年的百分之六十，至 2000
銳減至低於百分之五（Leow, 2001）。根據 2015 年新加坡主計處的調查，十五歲

以下的新生代，在家中使用英語者占 61.3%，使用華語者占 37.4%，使用華語方

者只佔 0.9%（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6）。隨著年長者漸漸凋零，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52-55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53 頁 

英語即將成為新加坡華人家庭的母語，伴隨的則是嚴重的文化流失。 

三、「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是什麼模式？ 

然英語畢竟是一個與臺灣國民之母語差異很大的語言，不論在語音、語意、

語法和語用上都必須在家庭外刻意學習，加上社會上並無使用英語的習慣，一般

人須下足苦功才能掌握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而過去諸多有關第二語言學習的研

究，其對象多為移民家庭的子女（Long & Porter, 1985）。這些研究認為第二外語

的學習不但不會干擾母語的熟稔，反而還對專業學科的精進有所助益

（Castellanos, 1992）。其認為不同語言可當成第二種思維工具，可以在解決問題

時幫助產生不同類型的想法。但對於身處非英語環境國家的學習者，使用英語進

行學習反而須耗費大腦精力來進行思維的轉換，英語通常只成為一個學習的科

目，而非溝通與思考的工具。因此我國的雙語教育較不似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般的第二語言學習模式，而是如 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般的外國語言學習模式。而要進行「幼兒園採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前，則

應先釐清英語在國家語言中是扮演主導、輔助還是並行的地位，方能讓幼兒園更

合宜的規劃對應的教保教材與活動。 

依照目前教育部的雙語教語政策，希望以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為教學主

軸，稱為 CLIL 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enoz, Genesee, 
& Gorter, 2014），亦即希望在不同科目下依照不同比例來運用雙語進行教學，如

數理或高職專業科目可多使用英語進行教學，文史及社會科則減少比例。然除了

根據兩種語言在學科中的地位外，雙語教育在該國家之教育體系中所占地位，兩

種語言間及兩種文化間的同質性與異質性等亦扮演了重要地位（Siguan & 
Mackey, 1987）。另雙語教育的模式一般可分為沉浸式、維持式、過渡式三大類

（Richards, et al., 2000）。幼兒園的全美語班常號稱其為沉浸式雙語，雙語班號稱

為保持式雙語，然沒有幼兒園敢聲稱其為過渡式雙語，因為大多的家庭通常並不

期待學校全部都使用英語教學，因這樣會讓家長難以盯小孩的課業，尤其在激烈

升學競爭環境下更是如此。而造成的現象則是私立幼兒園實施英語教學的比率高

達百分之九十七（張湘君、張鑑如、林葉真 2002），但是幾乎有九成的幼兒，英

語發音錯誤或含糊不清（許月貴，2001）。在幼兒園所學的英語字彙，在平日未

使用下遺忘得很快（邱華慧，2014），且當英語時數過長時會對國語或其他科目

產生排擠效應（吳信鳳、張鑑如，2002），這些都點出了我們的英語教育明顯與

第二語言學習模式截然不同之處。 

另 Johnson & Johnson（2001）提出雙語教育會對學習者產生削減性、附加性

和生產性三類微妙的社會心理變化，分別為丟掉原本的語言認同、多了一種新的

認同，及將二種認同融合為一。而一般父母多半不希望學習英語後削減了對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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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本文化的認同，這從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及「瘋狂亞洲富豪」中亦可以

看出其深藏意味。如何讓學生掌握英語能力，但又不要崇洋而拋棄自己的文化，

一直是雙語政策中最難拿捏的力道。 

四、結語 

從啟動教育體系雙語活化來強化國人英語力，並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絕對

是臺灣在未來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趨勢下極為重要的方向。然而雙語教育並不是一

個簡單的問題，它涉及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的

因素。而目前雙語教育的相關研究，多數仍是以移民者為對象所進行的第二語言

研究。而我們則需要更多有關在母語及本土文化下採用外國語言進行雙語教育的

實徵研究，尤其是透過英語進行各種專業學科教學的實徵研究，而非直接採用第

二外語模式的研究結果。如此才能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調整成為最適宜我國雙

語教育政策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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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參訪富山國小有感 
吳佩珊 

臺東馬偕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生 

熊同鑫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西元 2018 年，時任行政院院長賴清德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為了提升國家競

爭力，因應行政院提出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教育部推動雙語教育

來落實。目標為培養雙語人才及啟動雙語活化，增進學生在生活中活用英語的能

力，以具備未來的職場競爭力（教育部，2019）。 

身為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從小以國語為母語，為了要與世界接軌和有更多的

交流，並增加能見度，需要使用國際間的共同語言—英語。隨著教育的改革，在

部訂課程中，學習英語的年齡層不斷向下延伸，筆者身處在實行九年一貫課程的

背景時代中，是在七年級時，才在正式教育課堂中開始有英文課，然而，父母早

在國小五年級時，就已經讓筆者開始學習英文。等到七年級時，正式上學校專業

課程時，並接觸有喝過洋墨水的同學，深切體會到提早接觸第二外語的重要性。

隨著時代變遷，現行的教育體制下，為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接觸英語

的年齡層越來越早，家長為了增加孩子的競爭力，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心

理，甚至讓他們更早就開始接觸英文。 

這次因研究所課程，而有實地參訪臺東富山實驗小學（以下簡稱實小）的機

會，讓筆者了解這所實小因「國際教育」，應運而生的「雙語教育」課程與教學

發展，並體驗實小目前所推行雙語教育的實際情況和科技輔助雙語學習的實境。

為落實雙語教育的理念，以富山實小的國際教育為例，首先，簡述實小的實行現

況，接續，提供參訪後，與同行學者與教師們的省思；最後，針對可能面臨的困

境與挑戰為結語，希望對於日後學校推行雙語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有所助益。 

二、富山實小實施國際教育現況 

臺東縣富山國小在廖偉民校長的帶領下，於西元 2016 年籌辦國際實驗教

育，在 106 學年正式實施，是實驗教育標竿學校，完全逆轉被裁校的命運。「國

際教育」非單純的雙語教育，不是只有單單教學生學英語，更是培養學生的國際

視野和對生活中相關議題的關注力。 

目前現行的雙語教學法中常被提及的，分別為沉浸式（immersion）、學科內

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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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等，其中，CLIL 是許多學校

運用於雙語教學所選擇的。而富山實小採取 CLIL 的方式於藝術與人文領域和體

育課程，還有 EMI 於低年級生活領域和暑期營隊，甚至在附設幼兒園中營造沉

浸式英文環境，讓更小的孩子提早接觸英文。 

在正規的課堂學習，富山實小增加英語學習的節數、選編英語教材，並聘有

外籍師資，會和臺灣師資一起共備課程，在藝文和體育課堂中利用 CLIL 雙語教

學，用英文教藝文和體育，讓孩子對英文有感。也發展出英語能力分組的教學模

式，跨越年級和年齡，一起共同學習。在校園的佈置與設計中，與企業合作，利

用 AR 和 VR 的技術，建置全英語智慧學習校園，像是透過虛擬實境，將各國地

理、建築物等，和其相關資訊活跳跳的呈現在眼前，透過 3C 科技產品讓學習更

有趣。 

另外，學校幫孩子申請來自其他國家的學伴，例如在臺灣大學就讀的外籍

生，透過共學的方式，能夠增加孩子的國際觀；更有機會，國外小學舉辦交流，

讓孩子更可以融入、體驗當地文化，同時也讓臺灣的孩子有機會用英文將自己的

在地文化，介紹給來自遠方的小客人。除了基礎的學習外，同時，富山實小也鼓

勵孩子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認證，來檢視孩子們的英語能力。 

英語夏令營（English Summer Camp），也是這所實小的特色，透過閱讀繪本、

繪畫、手作點心、足球課程等方式，讓英語融入在其中，不只增進孩子聽、說、

讀、寫的能力，也培養團隊合作能力、思考能力，讓觀察力、邏輯力、合作力、

創造力等，達到在快樂中學習的最佳契機。 

三、實施雙語教育之省思 

(一)雙語教育需注意知識的傳授 

雖然，雙語教育的目的並不是在教語言，也不是淪為翻譯的狀態，而是透過

講解其它的科目來學習兩種語言。全英語教學用意良善，但要去加以檢視，例如

孩子語言能力或是理解能力的不足時，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的情況。像是即使以母

語上課，但數理方面能力本就不佳，若用第二外語來作為傳播知識的媒介，教導

其算數，可能會導致學習成效不彰，甚至出現排斥的現象。即使學生的英文能力

再好，以國語為母語的教授專業知識，學生的學習成效，一定會比用英文教學的

吸收更好（曾憲政，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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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語教學師資的不足 

目前雙語教育仍多以藝文、生活、體育課程為主，無論是採取哪一種教學法，

若要實踐在專業科目，例如數學、自然等，可能就要審慎評估。許多專業科目老

師，可能無英語專業能力，需要進修、培訓。目前現階段，可以 CLIL 的教學法，

由英語老師與各專業師資共同授課。教育部已規劃各種管道培育全英語教學師

資，範圍涵蓋職前與在職進修，希望在 2030 年能培育出 5000 位具有雙語教師的

師資，達到高中以下英文科教師以全英語教授英文課及國小教師及中學非英語科

教師具有以英文教授非英文科之其他領域學科能力的目標（教育部，2018）。反

觀，無具備雙語能力之專業學科領域教師，該何去何從，會是一個議題；另外，

偏鄉學校時常會面臨到師資招聘的問題，日後是否有辦法找到足夠的雙語師資，

可能會是一個考驗，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去處理這樣的狀況。 

(三)雙語教育落實在生活 

《孔子家語．六本》：「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環境對 孩子的學習是十分

重要，除了學校課堂中進行雙語教育，在生活中，營造一個學習雙語的環境，包

括家庭、社會，抑是十分有幫助的。因應雙語國家政策，交通部觀光局、六都及

各縣市政府等，也開始立行著手雙語化措施，從早晨一天的開始，就沉浸在一個

雙語的環境中，生活所及都是雙語，久而久之，成功指日可待。然而，反觀現今

社會，城鄉貧富差距、隔代教養，甚至是新移民之子等因素，可能無法營造出雙

語學習的環境。日後是否會因雙語的實行，而拉出更大的學習落差，十分令人擔

憂！ 

以本次富山實小為例，這所學校雖座落於臺東偏鄉地區，同時也是世人所認

為的偏鄉小學，這教育資源的取得與家長社經地位等方面，可能與都市的學校就

會有明顯的落差，然而，在學校師長積極的推動，配合社會人士、資源，甚至和

企業、科技的結合，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同時增加偏鄉小孩的雙語能力，

也培養他們的國際觀。有鑑於此，創造一個雙語教育的學習環境，並非只是學校

的責任，也需要家長、學者、政府乃至企業家，一起努力打拼。 

四、結語 

本文以臺東富山實小為借鏡，探討雙語教育施行的狀況，雖然臺東被視為偏

鄉地區，富山國小更是一個偏鄉小學，卻因為校長推行「國際教育」而轉型。不

僅在正式課堂中落實雙語教育，也將校園及社區，藉由和企業產業合作，利用科

技變成雙語教育學習的場所，讓孩子不懼怕在課堂外使用英語。更讓孩子培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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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觀，增進在地文化的認識，同時也引發對所生長土地的關注。 

為了增加國家的能見度與競爭力，從教育根本著手，推動雙語教育，提升學

生英語能力和國際觀，已達成雙語國家的目標，提高國際能見度。在學校中，需

要師資的引導；在家庭、社會中，需要家長一同參與英語環境的建立，即使是不

標準的用法與發音也無所謂。而現階段推行雙語教育所面臨的是師資的短缺，需

要政府有計畫的培訓，也需要有使命感的教師加入；另一方面，會需要克服許多

問題，像是弱勢孩童，他們的背後，可能還有一整個家庭的問題，需要社會資源

的介入。再者，專業學科知識也是需要兼顧的，總觀，實施雙語教育的立意是好

的，但仍需要政府、學校師長和家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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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下小學漢字教學的挑戰與因應： 

澳門的研究發現與啟示 
向天屏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學士學位小學教育課程主任 

王志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學士學位中文教育課程主任 

龔陽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研究目的 

澳門總人口約有 696,100 人，90%以上的居民是華人。由於曾受葡萄牙政府

管治，澳門的官方語言一直是雙語（華語1與葡萄牙語），而粵語與英語，更是澳

門居民常用的語言（向天屏，2019; Lau, 2002; 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020; Macao SAR Government, 2020）。另一方面，澳門 60%以上的經濟收入來自

於博彩、文化娛樂與酒店飲食業，旅客來自中國與世界各地（Macao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2020），為了培養能運用多語溝通的人才，澳門採用雙語教學（包

含以英語或葡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及兩科以上以英語教學的學校），甚至

三文四語教學（中、英、葡文；粵語、普通話、英語與葡萄牙語）的學校在近十

年內逐漸增加（Escola Oficial Zheng Guanying, 2019）。部分雙語學校甚至對本地

生提供免費的幼兒、小學與中學教育（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20）。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澳門家長希望孩子能進入雙語學校就讀，然而華語畢竟是

多數澳門學生的母語，而且華語是僅次於英語的全球第二強勢語言，因此在提升

中小學生英語能力的同時，還需思考如何兼顧學生華語能力的發展，才能真正培

養具有漢英雙語優勢的人才（吳英成，2010；林子斌，2019）。由於識字與寫字

能力是學生閱讀與書寫華文的基礎，而學習漢字比學習英文拼音文字需要花費更

多的心力（Hsiang, Graham, & Wong, 2018; Kong, 2020; Lin, Sun, & McBride, 

2019），在英語教學倍受重視的雙語教育環境下，我們更需要思考，漢字教學面

臨的挑戰！ 

在推行雙語教育的新加坡，由於英語具有經濟價值，被視為「成功人士」的

語言，故英語成為強勢的主導語言。有感於不能讀寫華文的華人子弟越來越多，

雙語教育淪為形式，新加坡冀望通過課程改革與提供就業機會，減緩華語式微的

速度（吳英成，2010；林子斌，2019）。新加坡的雙語教育經驗，反映出書寫的

行為與教學活動，深受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的影響（Gong, Ma, Hsiang, & Wang, 

                                                

1
 華語（Mandarin Chinese），在臺灣稱為「國語」，在中國則稱為「漢語」（漢民族的共同語），

又稱為「普通話」，以強調漢語在中國的普及通用性質。在港澳，「中文」有時指的是「粵語」

（吳英成，2010；Lau, 2002,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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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Graham, 2018）。澳門作為中國與西方交流的經貿門戶，對兩文三語人才（粵

語、普通話與英語或葡語）的市場需求，保障了雙語教育發展的前景。臺灣教育

部（2019）計畫推動的雙語教育政策，旨在培養雙語人才、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

進而創設雙語學校發展的條件。澳門漢英雙語教育下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經驗，

值得臺灣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究澳門漢英雙語學校小學漢字2（識字與寫字）教學面臨何種

挑戰，以及學校教師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研究者將根據澳門漢英雙語學校小學漢

字教學的實踐經驗，對臺灣發展雙語教育與小學識字、寫字教學，提供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 參與者 

參與研究的六位中文科教師，分別任教於澳門三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校齡

18 年以上；以英文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大部分的學生是本地生3；中文科的教

學語言是普通話；中國籍孩子學習繁體字課程，外國籍孩子可以選讀簡體字課

程；招收幼稚園小班到高三學生；學校教師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一所國際學校

提供免費的幼兒與小學教育。研究者從這三所學校邀請參與者，是因為這三所學

校中文科的授課語言與書寫的漢字字體與臺灣學校相同、學生大部分為本地居民

（沒有外國護照），且學校提供融合教育。 

六位參與者都具有小學教師資格與對外漢語教學經驗，能說流利的普通話，

且能以英語與他人溝通。其中，有兩位參與者是中文科課程主任，三位教師任教

低年級，一位教師任教中年級。教學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有 1 人；教學年資在 6

年以上，10 年以下的，有 2 人；教學年資在 11 年以上，15 年以下的，有 2 人；

還有一位教師具有 25 年的教學經驗。 

 (二) 資料來源 

1. 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主要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蒐集資料。由研究者擔任主持人，邀請六位

教師組成焦點團體，針對事前設定並已提前告知參與者的提綱，進行 150 分鐘的

訪談。過程中，針對各問題，主持人逐一地點名邀請團體成員分享經驗。訪談的

目的在忠實地蒐集參與者的經驗，主持人視時提出引導性、摘要性與總結性的提

                                                

2
 本研究探討的漢字教學，即為臺灣國語科教學中的識字與寫字教學。 

3
 澳門特區政府允許「只持有本地護照/身分證」的學生入讀國際學校（20191127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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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沒有任何預設的立場（Krueger & Casey, 2000）。經所有參與者同意後，訪談

過程全程錄音，再轉譯為逐字稿。由於聚會不易，最終決定焦點團體訪談只進行

一次。 

2. 正式與非正式訪談 

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視需要個別地通過電話或社交媒體訪談上述參與

者（各 10-60 分鐘）。研究者還訪問上述學校的其他資深教師（具 10 年以上年資

與小學教師資格）與家長（孩子在該校就讀四年以上），以確認訊息無誤。 

3. 文件分析 

研究者通過分析學校與澳門政府的官網資料，構思訪談問題或核實訊息。 

(三) 研究者的經驗 

三位研究者依序曾為小學、中學中文科教師及 IB 中文課程實習教師，都具

有對外漢語教學的經驗，並且長期投入中小學讀寫教學研究、國際漢語教育與跨

文化研究。研究者對澳門教育史、兩岸四地本國語文課程綱要與澳門中小學教學

現況有深入的認識。 

(四) 分析資料的方法 

研究者運用紮根理論法分析訪談逐字稿（Strauss & Corbin, 2015），並採用多

種方法蒐集資料、蒐集不同情境中的資料，以及邀請參與者共同檢視資料分析的

結果；通過「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避免研究者犯錯」，增加研究結果的

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Lather, 1986; Mckernan, 1996）。 

本文引註訪談逐字稿中的資料時，均標註訪談日期、逐字稿頁碼與行數。例

如：20191127 P5-3，代表資料來自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訪談，逐字稿第五頁

第三行。 

三、研究發現 

(一) 澳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小學漢字教學面臨的挑戰為何？ 

1. 學習動機的差異 

部分學生缺乏識字動機，理由包括： 

(1) 母語為粵語或英語的學生，因為聽不懂普通話而沒有學習的興趣（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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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2) 在國際學校，中文不是主流學科（20191127 P12-4），低年級學生不知道為何

要學習漢字：「不會像我們大人說你學中文很重要，你以後要怎麼樣去賺中

國人的錢等等」（20191127 P11-19）； 

(3) 漢字難寫難記，尤其是繁體字；當學生寫錯別字時，還要重寫或訂正

（20191127 P24-17）；於是學生對寫漢字「非常反感」（20191127 P7-14），

覺得「重複地抄寫是毫無意義的」（20191127 P12-20）； 

(4) 漢字的筆畫與筆順規則，增加了寫字的困難度：「外國學生他寫漢字特別不

情願，他會覺得先橫後豎為什麼？先撇後捺為什麼？你的漢字書寫規則對他

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理論！」（20191127 P25-16）； 

(5) 中文不是國際學校學生日後升學考試必考的科目（20191127 P12-4）。 

2. 家長期望的差異 

    因為「出的是高價（的學費）」，家長對識字會提出個別的要求（20191127 

P25-3）。有的家長要求過高：「他認為中文對他的孩子來說非常重要，所以他就

希望老師能要求他的孩子從一年級的第一個月開始就能寫比較多的獨體字，但實

際上他對自己孩子的手部的發育，以及他寫字的能力沒有一個確切的認知

（20191127 P8-17）。」有的家長則認為，只要孩子能用漢語溝通（能聽、說）即

可（20191127 P7-17）。 

    而外籍生的家長，對是否該寫中文作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家長覺得，

有中文作業這個我不能接受，我要投訴學校：學中文，就是你在學校應該做的事

情，你為什麼要把我不會的東西讓孩子帶回來，讓我來幫他做呢？不可以。但有

的家長覺得沒有中文作業，我也要投訴學校。」（20191127 P28-9, P29-4）    

3. 讀寫時間的限制 

    首先，因為學生只在中文課堂上讀寫漢字，練習與運用漢字的時間原本就有

限，所以所學易被遺忘（20191127 P23-15, P23-22）；其次，因為有學生覺得重複

抄寫是「虐待兒童」（20191127 P12-18），所以老師較少讓學生用紙筆抄寫

（20191127 P12-18）；更大的挑戰是，三所學校都規定低小學生每天完成中文作

業的時間不能超過 30 分鐘（包含閱讀的時間）。 

4. 英語影響漢語的學習 

    英文發音影響漢語拼音的讀寫，漢語拼音知能難以鞏固。即便本地學生已經

學完漢語拼音，到了二、三年級，還是會遺忘，或是寫錯聲母、標錯音調（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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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 

    英語語法影響漢語語法的學習。學生「用英語的思維來思考中文」，「經常會

講出一些顛三倒四的話」（20191127 P37-12, P37-22）。 

(二) 面對小學漢字教學面臨的困難，澳門漢英雙語國際學校如何應對？ 

1. 學校政策的支持 

    國際學校制訂下列政策，確保學生的漢語能力能同時發展： 

(1) 保障漢語學習時數 

三所學校的小學生每天都有中文課（一週六節課，每節課 40 分鐘，有一天

是連續上兩節中文課）（20191127 P6-12, P7-8）。有一所學校明文規定各學段漢語

學習時數占所有學習時數的比例：幼兒園是 30%，小學生是 25%，中學則是 20%。 

(2) 禁止學生在校園內說粵語 

為了提升學生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的能力，三所學校都不允許學生在校園內說

粵語，更不允許學生在中文課堂上說粵語。學生並不會因為說粵語而受到懲罰，

只是學校政策支持中文教師能提醒學生：不能講粵語（20191127 P3-15）。 

(3) 鼓勵師生在中文課堂上不說英語 

在國際學校，很難完全禁止師生在中文課堂上說英語；教師只能盡量鼓勵學

生說普通話，並提醒自己不說英語。理由有三： 

a. 當學生因為沒學過某個普通話的詞彙，只能用英語表達想法時（20191127 

P4-1, P5-10），若嚴格禁止學生說英語，「就會對他產生一個特別不好的影響」

（20191127 P5-12）。 

b. 當老師說普通話學生聽不懂時，雖然老師會通過覆述或是簡化字句，協助學

生理解，但若學生實在不能理解，老師還是需要用英語解釋（20191127 

P5-13）。 

c. 當教外籍學生教久了，連中文教師也會「感染上說英文的習慣……控制不

住……要讓學生來監督老師（不說英文）」（20191127 P4-13） 

(4) 提供分級的漢語課程 

三所國際學校都將中文課程分為母語班（中文作為第一語言）與外語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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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為第二語言），其中一所學校還增設實用漢語班（以聽說教學為主）；學生根

據語言能力（與家長意願）選讀相應的組別上課（20191127 P2-14, P3-10, P7-15, 

P9-22）。 

2. 提供差異化的漢字教學與評量 

(1) 校間差異 

在澳門，不接受政府資助（非免費教育）的私立學校，可以不遵循澳門政府

頒訂的課程標準授課（20191127 P19-11）。三所學校中，有兩所學校（包含一所

免費學校）依據澳門《小學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二語文）》規劃全校

的漢語課程（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b）。但是這兩所學校的老師

們對母語班裡中國籍孩子的期望，與第一語言基本學力要求一致（20191127 

P7-21, P8-9; 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a）。 

三所國際學校都教漢語拼音，但是教學方式因教育理念與教師期望不同而有

差異（20191127 P14-18, P18-13）：有兩所學校採集中教學，小學生在一年級上學

期期末學畢拼讀與書寫漢語拼音（說順口溜、吟詩、讀文、識字與拼音同步教學）

（20191127 P16-19）；有一所學校採用分散式教學，旨在協助學生認讀漢語拼音，

安排學生從幼兒園開始，在語境/句子中識字與學漢語拼音，區分漢語拼音與英

文發音的差異與學習漢語獨有的聲母（20191127 P14-21）。 

(2) 教室裡的差異化教學 

首先，教師必須充分了解中文科課程架構與學科知識的內容，「不是教教材，

而是用教材去教」，「最終的一個宗旨就是（學生的能力）要符合我們教青局給的

學力要求」（20191127 P24-14）。 

其次，教師根據學生的語言能力與家長期望，對個別的孩子設立不同的學習

目標。在其中一所學校裡，學生可以選擇期中與期末的中文科試卷難度（A、B、

C 卷等，A 卷的難度符合以中文作為第一語言的學力指標）（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16a）；期末成績表則是分列學生學習態度與聽、說、讀、寫能

力的表現等級。 

為了幫助學生達成識字目標，課堂上老師會用多種方式幫助學生鞏固漢字的

形、音、義，比如用拼音識字、遊戲（製作可食用的漢字麵包、看圖找字、部件

組字、字詞接龍、猜字謎）、畫畫寫寫、書法比賽、查字典（部首與拼音檢字法）、

造句、串句、寫句子重組練習與閱讀等（20191127 P23-3-6; P24-1-5; P14-10）。除

了用紙筆抄寫，老師還安排學生用黏土拼字、用彩色的白板筆寫字與利用網路資

源練習筆順等，以多變的方式維持寫字動機（20191127 P12-12、24,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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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課後作業，目的是鞏固課堂所學。老師必須在課堂上做足示範、講解難

點，做好鋪墊的工作，並提供足夠的支持（比如為學生挑書、推薦書、提供文章、

朗讀音檔或影片資源等）。若要求學生抄寫字詞，每個詞不會抄超過三遍；造句

時，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甚至寫連載故事；或是提供學生材料，讓學生回家後剪貼

圖片，再根據圖片編寫故事（20191127 P27-20, P31-17-24, P26-18-20）。除了「寫」

作業之外，老師還設計很多「說話」活動，比如用影片介紹自己家裡的家具、朗

讀課文後發送音檔給老師、練習說故事等（20191127 P28-15）。重視聽說讀寫能

力的綜合發展。 

3. 班級經營策略的配合 

教師採取以下策略提升識字教學的效果： 

(1) 建立師生關係 

當年幼的孩子不理解識字的重要性、不明白漢字的書寫規則時，老師很難強

迫學生喜歡識字與寫字。但是老師能通過建立師生關係，使學生願意配合老師學

習漢字：「讓他（學生）能夠感覺到你這個教師是非常愛他們的，感覺到你們師

生關係是非常好的，他（學生）是信任你的，他（學生）才願意跟從你。」（20191127 

P25-20） 

(2) 做好親師溝通 

在國際學校，同一班級裡的家長，對識字教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老師除了「要

把每一堂課備好，然後我們在課堂上能夠互動好」，還要「再和家長溝通好」，在

教師、家長與學校的目標之間，求取一個平衡（20191127 P25-8-12）。 

(3) 設立班規 

a. 訂定「師生都不說英語」的班規，相互監督與激勵 

例如，「在我們班上我是這樣子的，如果老師在課上說了一個英文單詞就要

扣一分，如果老師在課上說了超過十個英文單詞就要給每一個學生買禮物。」

（20191127 P4-16） 

b. 要求學生交作業 

學生因為能力與自主性的差異（有融合生），完成作業所需的時間不盡相同。

老師會記錄學生交作業的情況，持續鼓勵與協助學生完成作業，培養責任感

（20191127 P30-17, P28-20, P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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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國際學校小學漢字教學的實踐對臺灣雙語教育的啟示 

1. 確立國語與英語的官方地位 

臺灣的雙語政策，最終目標是將英語做為一種外語，還是做為母語以外的另

一種官方語言（甚至是第一語言），值得臺灣各界討論（林子斌，2019）。與新加

坡不同的是，澳門政府確立漢語的官方地位排在葡語之前，漢語、葡語與英語皆

是政府與商界的行政語言（吳英成，2010；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2020; Lau, 2002），這使得國際學校在有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同時，仍有立場向

學生與家長說明讀寫漢字的重要性。 

2. 開設公立或由政府資助免學費的雙語學校 

澳門的國際學校不但接受未持有外國護照的本地生，而且可以選擇加入免費

教育網，讓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學童免交學費。這些學校各有特色，且保有自

主招生的權利。雖然提供的學位無法滿足所有澳門家長的需要，但是澳門的雙語

教育政策使得有雙語發展潛能的學童都有機會就讀雙語學校，顯示出尊重家長教

育選擇權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 

3. 規劃小學國語科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的課程綱要 

國際學校裡的學童，因為投入較多的時間學習英語，導致學生漢語的識字量

與讀寫能力有很大的差異。臺灣教育主管機關需要思考，是否應發展「以中文作

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標準，做為雙語學校中文科教師教學參照的依據。 

4. 提升教師識字教學、差異化教學與班級經營知能 

參與本研究的教師們即使針對就讀相同班級的學生，亦善用班級經營策略，

實踐差異化教學（林思吟，2016; Jones & Jones, 2012）。顯示在雙語教育環境下，

中文教師更需要展現識字及寫字教學專業、差異化教學與班級經營知能。而澳門

國際學校教師漢字教學實踐之道，也值得其他學校的中文教師學習。 

5.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參與者來自以普通話教中文的國際學校，澳門尚有用粵語教中文的

英文學校，以及用普通話教中文與數學、用英語教英文與常識（自然科學與社會

科學）的雙語學校。不同類型的雙語學校遭遇的漢字教學困難與因應方式可能不

同（梁慧敏、李楚成，2020），值得繼續探究。澳門雙語學校的多元面貌，亦可

供臺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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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語雙峰補救教學看課綱銜接問題 
刁南琦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有鑑於英語之重要性，教育部自 90 學年度起逐步將英語教育向下延伸至小

學（陳淑嬌，2014），行政院更於 2018 年底公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在樂見政府重視英語教育的同時，站在第一

線的英語教師卻仍須面對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英語雙峰現象與教學困境（張武

昌，2014）。 

如下文所述，英語教育的提早並未解決英語雙峰現象。從小學到大學，英語

學習成就呈現雙峰落差的問題始終存在。為了不讓落後的孩子被犧牲，各校教師

不得不投入補救教學，試圖縮小雙峰差距，因此補救教學成了從小學到大學都存

在的現象（陳淑嬌，2014）。但臺灣英語教育為何落入不斷補救的惡性循環？這

其中新、舊英語課綱扮演了什麼角色？本文透過英語雙峰補救教學現況來探討課

綱銜接問題，並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二、臺灣英語教育雙峰現象 

英語對臺灣學生而言屬西方語系的「外國語」，一定不如母語好學，然英語

乃世界公民共同語言，語言學習又越早越好，故英語被提前到國小三年級開始

教，由教育部透過英語課綱來規範教學與學習成效，大學階段各校則大多透過畢

業門檻來確保學習成效（張武昌，2006，2007）。 

但國內英語教育仍面臨諸多困境，其中最大的問題即為英語學習「雙峰現象」

（張武昌等，2004）。據親子天下記者許家輝（2020）報導，臺師大語言與文化

政策小組在 2016 至 2017 年間針對雙北近兩千名國小畢業生進行的調查結果顯

示，將近 1/4 的畢業生達不到學會 300 個英文單字的課綱要求。而臺師大胡翠君

教授依據自身輔導偏鄉學生的經驗推估，偏鄉國小落後孩子的比例更高，更需要

盡速找出方法來解決此問題。 

許家輝（2020）進一步指出，民國 103 至 104 年國中會考結果顯示雙峰差距

到了國中三年級進一步擴大。將近 1/3 學生的英語文程度不佳，被列入待加強等

級，臺師大心測中心資料則顯示，偏鄉學子國中會考成績從 106 至 108 學年已連

續三年超過 1/2 未達基礎等級。 

到了高中因為要面對升學考試，英文教材明顯加深加廣，造成銜接上的問

題。此外，在考試引導教學的風氣下，因為不考發音，到了高一還是有學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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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標，也無法正確念出單字或課文，學習門檻拉高後，落後學生更容易提早放棄

（丁瑞碧，2008）。一般高中尚且如此，高職學生的狀況就更令人憂心（張武昌，

2007）。 

從小三到高三，學了 10 年英文的大學生底子是否都打好了？老師們發現，

無論是技職體系或是私立大學，都有學生需要接受補救教學（刁南琦、陳惠欣，

2016；吳歆嬫，2010；蔡裕美等，2011）。因雙峰問題到了大學更為棘手，越來

越多大學開始實施英語能力分級教學。據臺大廖彥棻教授（2019）調查，已有約

六成大學大一英文都採分級教學。 

英語學習雙峰現象形成原因很多，諸如社會階層化、城鄉差距與數位落差等

（王麗雲、甄曉蘭，2007）。而陳姓學者則認為，英語雙峰現象的部份原因是有

錢的家長因為怕孩子輸在起跑點而把孩子送去補習班或安親班學英語（陳超明，

2018）。因受限於篇幅，本文僅針對補救教學現況所反映出的課綱銜接問題進行

進一步探討。 

三、從補救教學看課綱銜接問題 

面對雙峰現象的挑戰，各校多以補救教學來幫助弱勢學生重新奠定基礎。文

獻顯示，補救課程除部分以文法句型或閱讀寫作為主外，大多不得不從頭教起，

因為學生連最基本的英語發音與拼讀技能都沒有（李慧真，2010；張惠婷，2017）。
其他研究者也發現學生欠缺分音標、音節、拼音、重音、語調等重要英語發音基

礎觀念與技能（李文瑛，2007；黃馨慧，2016）。 

然而早該奠定好的基礎發音及背單字技能，為何到了國高中甚至大學還需要

從頭補救？新舊英語文課綱在國小到國中奠基階段的英語發音教學銜接是否出

了問題？筆者分析教育部 2008 年定稿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舊）課綱及 108
學年實施的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後（教育部，2008，2018），似乎找到

問題所在。在用 Word 搜尋「發音」、「字母拼讀法」及「音標」三個關鍵字，再

比較出現次數後就會發現，對於英語發音教學，新舊課綱皆明顯重字母拼讀法而

輕音標教學，即使到中學階段亦然。 

從表 1 可看出，新舊課綱中「字母拼讀」和「音標」兩個關鍵字不僅出現次

數差距懸殊，有關音標的敘述都集中出現在同一處同一段落中，內容強調音標應

從國中再開始教以免和字母混淆，並將音標定位為輔助字母拼讀的配角，非屬必

要教學範圍。若碰到不會的字可查字典看音標讀出字音，或是運用資訊載具讀出

字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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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舊英語課綱「發音」、「字母拼讀法」及「音標」三個關鍵字出現次數與敘述對照表。 

新舊課綱 
關鍵字出現次數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

文）課程綱要*（新課綱）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

學習領域（英語）**（舊課綱） 

「發音」 16 次 11 次 

「字母拼讀法」 15 次 8 次 

「音標」 2 次 4 次 

有關音標之敘述 

學生面臨不熟悉的字詞而又無法靠

字母拼讀規則協助發音時，可運用資

訊載具讀出字音。音標也是一種可以

運用的學習工具之一，若有學習需

求，宜在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才開始實

施，因為此時學生對英語語音已具基

本聽與說的能力，而字母符號的建構

亦較穩固，開始學習音標符號，較不

致於與字母符號混淆。 

音標本身僅是一種學習工具，可用來

幫助學生在面臨不熟悉的詞彙而又

無法靠字母拼讀法的對應規則協助

發音時，藉由查閱字典中的音標讀出

字音。音標教學宜在第二階段開始實

施，此時學生對英語語音已具基本聽

與說的能力，而字母符號的建構亦較

穩固，開始學習音標符號，較不致於

與字母混淆。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教育部（2008） 

但是沒學過音標的學生能否靠自己看音標就會正確讀出來是個問題。對有數

位落差及經濟弱勢的學生而言，資訊載具並非人人可得，到國高中碰到大量中高

階英文字彙但沒有資訊載具可使用時也會造成問題。臺灣在尚未成為雙語國家，

沒有全英語的大環境之前，期待學生能像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學生一樣不學音

標，只靠字母拼讀就能順利學會大學英文是否實際更是個問題。 

印第安納大學 Darcy 教授指出，對於以英文為第二或外國語的學習者而言，

英語發音是需要特別花大量時間才能學好，絕非不需要學就自然能上口的，而且

此事攸關學生整體學習成效。此外，除非課程評量納入英語發音及口說能力評

比，否則英語發音學習之重要性會被文法、聽力、閱讀等其他英語技能學習取代

（Darcy,2018）。其他學者也反映雖然中西語言差距大，但英語發音教學的重要

性卻常被忽略（李文瑛，2007；鄧爰瑀，2013）。 

英語音標教學主要有字母拼讀與音標兩種方法，隨著英語教育向下延伸，這

兩種教法孰優孰劣曾經引發論戰，但其實兩者各有其用，缺一不可（李玉雲，

2015；黃玟君，2018）。一般認為字母拼讀法較適合初學者，故目前國小發音教

學與評量及補習班教學大多以自然發音為主流。但自然發音只適合用在較簡短的

英文單字，無法幫助學生學習較長較難，需要分音節和重音的高階字彙（黃婷婷，

2013）。況且光是英語的第一個字母「a」就有：take/e/、father/ɑ/、sad/æ/、fall/ɔ/、
again/ə/、any/ε/、image/I/至少七種不同讀音，有時還不發音，可見字母與讀音間

的關係複雜，需要學習一套標準的音標系統才較為可行（李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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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課綱不強調學音標，故到了國、高中階段，即使字彙量與難度大增，除

非學校在暑期或課後安排音標銜接課程，或是家長知道要花錢讓孩子去補習班學

音標，否則學生就只能靠自己摸索學新單字，因為國中開始上課就要趕進度，沒

時間教音標。這也解釋了為何從國中到大學都有學生沒學過音標，需要藉由補救

教學從頭學起。 

然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音標是學習英語的入門鑰匙，其重要

性堪比注音符號之於國語。學母語（國語）都要在小一用十週的時間先學好注音

符號，更何況是英語這個外國語？筆者 20 多年來在教學現場發現，英語口語能

力較好的學生大多已在學校或補習班打好英語發音基礎，而落後的學生不僅不敢

也不願意開口，更不知道何謂音標或如何靠分音節來拆解背誦艱深的英文單字，

如果沒有老師發現並給予協助，看到較複雜的高階英文單字就會自動放棄，遑論

按部就班累積字彙量以及其他技能，終與英文漸行漸遠，甚為可惜。 

四、結語 

十二年國教的目標是「成就每一個孩子」，為平衡城鄉差距與社會階層化造

成的學習落差，避免產生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教育界馬太效應（吳清山，林天

祐，2005），學者陳超明（2018）認為政府應該更加顧念弱勢族群及其需要，增

加英文課時數，不要讓沒錢花錢補習的孩子成為被忽略的一群。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教育有關單位正視英語發音教學與課綱銜接問題，盡速

將音標教學正式納入國中英文課綱，或將音標教學列為進入國中前的必備銜接課

程，想辦法幫助所有學生取得學習英語必備的釣魚竿，使重要性如同注音符號的

英語基礎發音教學得以真正完整落實，藉此改善長久以來的英語學習落差以及不

斷從頭開始補救教學的惡性循環，為雙語國家的推動奠訂更堅實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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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母語讀寫的大學課堂實踐︰ 
語言意識啟發和語言行銷 

蘇凰蘭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教師︰你們已經都在小學上了本土語課程，請問臺語的「謝謝」怎麼寫？ 
學生︰老師，我們的課程從未教我們如何寫臺語，因為臺語沒有文字啊﹗ 
教師︰那…在臺語課本中的文字都寫什麼呢？ 
學生︰中文字和注音符號啊﹗                         （2018/3，臺東） 

上述對話發生於 2018 年研究者任教的大學課堂中，距 2001 年臺灣開始實施

小學母語教育已經 18 年。這些大學生是受過母語教育的一代，也看過母語書寫

的教科書，對母語沒有文字以及課程沒有教過母語讀寫的說法，凸顯弱勢母語讀

寫常見的隱而不見的狀況。如何透過課堂實踐，讓弱勢語言被聽見和被看見是本

文的主要目的。 

「臺語沒有文字」仍是許多學生既定的認知，原因可能是母語教育並未特別

教授羅馬拼音或是臺語創作練習。課本沒有「臺語文字」一說，聽起來狀似不合

邏輯，實際上隱含了學生對「文字」的定義和教師課堂教學「重語輕文」的普遍

現象。臺灣學生的主要學習語文為華語和漢字，羅馬字被視為外來文字，用來拼

寫外國語。受到漢字文化圈的染習（Chiung, 2007），以漢字書寫的臺語被理解為

無文字，而臺語羅馬字則僅被視為如國語注音符號的臺語拼音符號，完全漠視了

羅馬字在臺書寫臺語 150 年以上的歷史（蘇凰蘭，2019a；Su, 2015）。做為臺語

課堂的「書面語」，漢字和注音符號使用雖然方便教師操作口語練習，但未能向

學生引介臺語文發展歷史、界分臺華漢字使用差別，實是對母語讀寫和語文認同

的一大戕害。 

研究者執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是關於雙文社會下變遷的臺語讀寫意識形態

與實踐分析，分別以社會大眾、大學生和小學生為對象，調查其接受或不接受、

讀寫或不讀寫臺語文的動機，也對臺語讀寫的態度、讀寫類型、讀寫方法進行訪

談。在我們的調查中，上述大學生提及的臺語沒有文字以及缺乏母語讀寫教育的

說法，並非少數的個案。就算臺灣語文相關系所，對於母語讀寫也不一定重視（陳

麗君，2016）。口語和讀寫脫節的語言難以充當教育和行政功能，也突顯出社會

語言的不平等現象。母語讀寫是語言權利的問題，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就主張：「每個人都應當能夠用其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來表達自己

的思想，進行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UNESC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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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校園裡，母語寂靜無聲，母語文字缺席，對母語的活力造成不利的影

響。在我們調查的臺語文社會讀寫團體，有不少意志堅定、有著強烈的母語忠誠

感的臺語讀寫實踐者，透過積極發聲、動筆寫作，為母語發聲，讓母語得以在社

會上逐漸被聽見和看見。這也鼓舞研究者成為教學行動者，嘗試在大學課堂進行

母語讀寫意識的啟發和實踐，讓母語讀寫從隱而不見變成課堂語言景觀的一部

分。 

本文呈現我們在大學課程中，啟發學生母語讀寫意識、融入臺語讀寫的經

驗，其理論基礎、原因和做法。本文旨在分享如何在大學課程融入雙語讀寫

（biliteracy, Hornberger, 2004; Baker, 2001），透過雙語讀寫的方法，將臺語文融

入課程當中，打破臺語讀寫隱而不見的現象。前言之後，第二節是臺華雙語教育

的理論基礎，討論雙語讀寫的重要性；第三節以語言意識啟發和語言多樣性兩方

面論述母語融入課堂的核心概念和方式；第四節呈現我們在大學課堂以語言行銷

融入臺語讀寫的幾種做法；第五節為結論與建議。 

二、臺華雙語教育和雙語讀寫 

(一) 臺華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的初衷是在課堂上推廣並使用兩種語言教學（Baker, 2001）。目的

是在兩種語言使用過程中，使其中一種語言以添加式雙語教育的方式（additive 
bilingualism, Allard & Landry, 1972），協助另一種語言的知識學習和使用。雙語教

育除了能夠復振少數語言（minority language）之外，其「維持式的雙語教育」

方式（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 Baker, 2001, p.192），也能培養孩童的文化

認同，使其對語言權利有較清楚的認知（Hornberger, 1998）。 

在臺灣，關於「雙語教育」的言說（discourse）長期為「雙語教育」的定義

製造了刻板印象，一直以來，其打著國際化的旗幟，成為中英雙語政策的代名詞。

然而，有本土化才有國際化，追求本土化與國際化齊頭並進，才是共存共榮的國

際潮流。在多語言的臺灣社會，「雙語」並非只能限定為華語和英語。在日治時

期的留美博士林茂生，已提出以在地語言為本的雙語教育的重要性（林茂生，

2000，頁 211-212）︰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保留當地語言作為小學低年級的教學用語，這 

將促進瞭解並且有益於幫助學生完全吸收教學內容。在學校使用當地語言，

將有助於保存對固有文化尊重的感情。」 

忽視母語的教育政策常導致母語流失。鑒於母語急劇流失，許多學者也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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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雙語教育的必要性，呼籲臺灣的語言教育應本土化，以挽救母語教育不足而導

致的本土語言流失危機（鄭良偉，1996）。黃宣範也提出雙語教育對文化多元性

的貢獻（黃宣範，1995，頁 351）： 

「雙語教育就是這種既可以使少數民族學習強勢禦寒，又能保護少數的語言

文化於不墜的教育政策，同時又能維持人性存在中最珍貴的價值－亦即文化

的多元性、創造性和真實性」 

本土語加上華語的雙語教育，能夠為本土語言復振提供課堂實踐模式。臺灣

的本土語言在「國語政策」擠壓之下，皆面臨著流失的狀況（曹逢甫，1997）。
陳淑嬌（2007）的調查顯示，臺語在家庭內世代傳承狀況不佳，12 歲以下兒童，

只有 16.61%在家使用母語，而華語則高達八成。她的研究也顯示，除了 60 歲以

上的受訪者外，華語已經成為其他年齡層日常生活的語言。母語教育實施後，雖

然並未整體轉換學校語言使用結構，但開始改變華語單語使用的課堂，本土語言

使用在課堂間、下課後游移，師生對話跨越單一語言界線、接受多元語言聲響；

若是能夠激發學生的母語學習動機，促進母語使用，這些游移時間的語言互動也

頗具價值（黃純敏，2014）。為了讓母語維持並進一步發展，Otheguy & Otto（1980）
建議，不僅要讓學生的母語能力維持在入學時期的狀況，更應該讓其母語能力發

展至流利的程度，並學會完整的雙語讀寫或是母語讀寫。 

(二) 臺華雙語讀寫 

1. 雙語讀寫的價值  

以母語書寫除了讓族群語言、傳統文化更容易傳承，母語文學的發展更是重

要。Romaine（1994）強調發展族群文學語言的四種意義： 

(1) 可以提高族群語言的聲望 
(2) 是提升語言標準化、精密化重要的階段 
(3) 能促進語言保存 
(4) 是對抗霸權、去殖民化的有效方法 

Baker（2001, p.350）同樣重視族群文學的重要性，認為族群語言書寫的文

學，除了有教育和娛樂功能之外，也有道德教育，藝術的功能，更有語言解放的

意義。 

雙語讀寫是語言復振規劃很重要的一環，有利於復振弱勢或是瀕危語言

（Fishman, 1980）。Baker 認為要提振弱勢語言，應增加其在公領域的能見度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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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例如︰公文、報紙、雜誌、廣告、看板等等的使用。如此，能夠避免讓優

勢語言扮演所有書面功能，而本土語言只能作為口語使用（Baker, 2001, p.350）。
弱勢語言的讀寫能力和文字資料，在希伯來語言的復振過程中尤其重要，藉由還

原過去的文獻，希伯來語得以重生，並再度被使用（Nahir, 1988）。 

讀寫不僅讓口語的文化傳承更有意義，其所呈現的，除了是一個語言的現在

和可預見的未來之外，也能夠再現過去（Baker, 2001）。文字所帶給閱讀者的是

該語言相當複雜的形式，它呈現閱讀者生活周遭或周遭之外的人們的感受、經驗

和思考。弱勢語言的讀寫教育價值廣泛，能夠支持學習者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關懷本土（rootedness）、強化自尊（self-esteem）、習得該語言

的世界觀（world view）和文化理解（intellectual empathy）（Baker, 2001, p.350）。 

2. 臺語文的形貌和使用 

臺灣是個多語言、多文字的社會。一般人常忽略了臺灣多文字的現象，僅注

意到漢字的書寫。事實上，臺灣本土語言的書面語除了漢字外，也常以羅馬字書

寫。雙語教育不但在口語是雙語言，其看得到的書面語也需要是雙語的。 

臺語讀寫的文字系統，大致可分為三種︰全羅馬字、漢羅混用、全漢字

（Chiung, 2007）。不同的文字各有其支持者，由於缺乏羅馬字教育，漢字是目前

社會較為通行的臺語文字。羅馬字能夠表記所有臺語語音是最有效率的文字，不

過，因為缺乏教育推廣，羅馬字使用尚未普及。漢字混合羅馬字的做法就成為較

為理想的書寫法，能完整、有效地表達臺語的臺語文系統。臺華語共通詞使用漢

字，而臺語特別詞或是漢字難以表達的詞就使用羅馬字（蘇凰蘭，2019b）。 

雙語的口語和讀寫教育在大學課堂富有認同與文化載體價值，但實踐仍需努

力。臺語文相關系所學生認為︰「臺灣人自信不足，和長期無文字教育有很大的

關係。」而讀寫臺語能夠幫助「發展臺灣認同」（蘇凰蘭，2019b）。使用華語教

材讓臺語的語言文化「失去原味、造成誤解」。例如︰「鳳山街不是一條街，是

一個市集，埤子頭街是一條街，不是市集」，老師以華語解釋半天，學生還是不

了解，若是以臺語文寫︰「鳳山街仔、埤仔頭街」，根據臺語慣用說法，是街還

是市集，便顯得相當清楚（蘇凰蘭，2019b）。此外，師生受限於母語讀寫能力，

因而課堂的臺語讀寫機會相當有限（蘇凰蘭，2019b）︰ 

「我感覺我是來華文所念書，不是臺文所，寫報告要看教授寫，對臺文接受

度高的，我才用臺文寫報告。」 

教師對一些母語的專門術語不熟悉，有時候講的「卡卡的，最後就轉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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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師也會以學生的多語背景為由︰「要求我用華語報告，因為班上有大陸

同學，但其實連班上的原住民都會說一些臺語。」（蘇凰蘭，2019b） 

三、語言意識啟發 

讀寫教育並不只是文字教育，也涉及批判意識的養成、母語讀寫意識的啟

發。母語讀寫在高等教育隱而不見的現象是值得思考批判的議題。讀寫文字就是

讀寫世界，在缺乏母語文字的高等教育中，學生如何透過母語讀寫世界？

McLaren 認為批判教育是一種思考、協商與轉化「教室教學」、「知識生產」、「學

校的制度結構」、「廣大社區、社會與國家之社會及物質關係」等之間的關聯方式

（McLaren, 1998, p.45）。臺華雙語讀寫教育應先著重對較弱勢語言的批判思考、

語言意識啟發，進而改變語言態度。語言教育可以視為語言政策的一部分，同樣

需要從語言意識出發，透過語言管理，進而促進語言實踐（cf. Spolsky, 2004）。
大學課堂中可選讀相關語言意識類文章、電視語言事件報導、語言衝突等媒體議

題，讓學生在課堂討論，或者辯論，啟發學生對母語讀寫的意識。 

(一) 語言意識形態澄清 

語言意識形態澄清（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是語言意識啟發相當重要的一

步（Kroskrity, 2009）。大學課程融入臺語文應優先澄清學生的母語讀寫意識，除

了閱讀相關研究文章，選讀臺語漢字、羅馬字文學作品（含華語翻譯和線上字典

工具使用教學）之外，對於臺語文發展的歷史應有詳細介紹。臺語文雖然在過去

的歌仔戲文、七字仔作品中，以漢字來表現民間文學作品，但其語法、用詞等，

與現代華語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非語言和方言之間的差別。 

以羅馬字書寫臺語和臺灣的歷史發展也應該進入大學知識體系，不應偏頗漢

語文學習。課堂中可以分配小組焦點任務，利用圖書館時間，組員分別搜尋過去

臺語文文獻，從尋找中獲得啟發並彌補知識空缺，後續在課堂中口頭報告，分享

過去不曾涉獵、卻存在已久、被遺忘或視為理所當然與華文共享的文字資產。  

(二) 語言多樣性 

語言花園是對語言多樣性相當栩栩如生的比喻。如同生態維持，語言花園中

的花朵也不應該只是單一品種、單一顏色和大小。不同種類花朵的共存共榮可以

增添語言世界視覺美感經驗，豐富生活趣味和想像力（Baker, 2000, p.169）。語言

多樣性觀點在多語言使用的臺灣相當重要，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除了保護並

維持本土語言的永續發展之外，其立法基礎其實也是對語言多樣性的支持。雙語

教育的好處遠比單語教育多，但由於過去華語單語教育壟斷學校教學現場，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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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課堂缺乏母語書寫教材的色彩。教師應該積極介入管理課堂雙語生態，延續

母語使用生命力（Jones, 1992）。這部分可以安排戶外教學，讓學生分批到市場、

百貨公司、觀光景點、鄉公所/戶政事務所、餐廳等地，隨意錄製聽到的對話，

記錄一日生活中可以聽到多少種語言，並確認這些語言的書面語如何在日常中使

用。 

四、語言行銷 

語言行銷是把語言當作產品進行推廣。臺語讀寫也可以作為產品在課堂推

廣，一方面是推廣臺語讀寫這個產品，一方面是透過臺語讀寫推廣產品。課程語

言行銷能夠啟發學生的語言意識和對語言的正面態度，以語言作為權利和作為資

源的觀點出發，增加雙語讀寫實踐的機會。學校教育中，增加母語使用機會和培

養讀寫能力是挽救語言流失很重要的兩大指標（Fishman, 1991, p.395；張學謙，

2011）。面對面的課堂溝通則是最有效的語言行銷方式（Jones, 1996）。課程內容

設計可結合電視節目、影音演講（如 TED Talks）、語言流失報導，讓學生在課堂

完成海報製作、廣告標語設計、訪談籌備、設計小物等等任務（Baker & Jones, 
1998）。藉由手做、動腦思考和期中、期末專題作業討論，學生以翻譯、查字典、

田野調查、線上學習或請教耆老的方式自我行銷語言使用，也完成對他人的語言

行銷規劃。 

臺華雙語授課的雙語使用比例應視課程內容調整，其中很重要的策略是，鼓

勵嘗試開始以臺語漢字讀寫，願意讀寫比寫錯重要，不應過度糾錯造成學生信心

不足。課程語言行銷作法如下︰ 

(一) 語言意識行銷 

宣傳正面、積極的語言意識是語言行銷的不二法門。行銷語言意識的手法建

議融入以下︰ 

1. 對話與討論，可以請學生事先閱讀贊成與反對臺語寫作的相關文章，撰寫讀

書筆記，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在課堂上發表，與同學對話。 

2. 臺語文使用定會涉及雙文概念，教師應保握機會教育，舉出生活上的例子，

指出日常的雙語雙文在何處。 

3. 語言推廣行銷中，自身的經驗連結相當重要，可以讓學生撰寫語言自傳，自

述從小到大的語言學習經驗，母語扮演的角色，是否曾遇到特殊、讓人印象

深刻的語言狀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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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請臺語讀寫專家名人經驗分享效果也不錯，類似產品使用見證，使用者正

向回饋產品的好處。 

5. 善用教室外的語言景觀拍攝，例如路牌/招牌，回傳課程網站分享，能讓學生

發現雙文雙語在日常的趣味性，意識到產品的定位、地點、行銷對象等等。 

(二) 雙語繪本製作 

文學類課程可以請學生改寫臺灣文學作品，製作適合不同年齡層的臺華雙語

繪本/書，錄製雙語朗誦錄音檔。雙語書對於不熟悉臺語文字的讀者尤其重要，

藉由聽錄音、讀文字的方式，參照華語版本，學會文本知識的同時，也得到了讀

寫能力。建議鼓勵學生在線上利用 YouTube、臉書、Instagram 等方式推廣自製

繪本，或是到圖書館登記時間，為小朋友說母語故事，實際見證雙語書的魅力。 

(三) 雙語動畫、微電影、桌遊製作 

動畫、微電影、桌遊屬於製作時間密度高的任務，高年級專題課程可利用一

學年時間，先讓學生學習軟體操作，坊間也有簡易操作不困難的應用軟體可提供

練習。同時，撰寫雙語故事腳本和遊戲規則。鼓勵學生以開發在地題材，深化生

命中每個有故事的人事物。藉由辦理成果展，學生可宣傳自己的數位母語文化創

意產出，既可視為畢業專題，也在長時間與母語相處磨合的過程中發現雙文雙語

微妙的異同。 

(四) 家庭錄音錄影活動 

利用連續假日家庭聚會時間或視訊，請學生以母語錄製訪談家人的影片。不

僅可以增進家庭成員的親密感，也可緩和家長糾正孩子華語化臺語的尷尬時光。

此作業頗受學生家長歡迎，學生在錄影機前面會嘗試用「好一點」、但緩慢的臺

語問問題，家長口語能力通常較佳，一連串迅速的回應讓學生不知所措，得花費

時間用雙語溝通，但家長對此項作業的反應多是正面並鼓勵，認為從沒聽過孩子

認真說這麼多母語過。 

(五) 母語產品推廣與行銷活動 

教師可配合地區年度慶典活動或是語文競賽計畫，請學生與主辦單位聯繫，

洽談母語行銷規劃合作，以母語宣傳活動，並設計量產臺語文創小物。以母語行

銷母語的概念出發，學生需事先準備練習母語宣傳文稿和小冊子、說明文創產品

設計理念和功能性，這些實作都能夠增強學生對自我任務的完成感和語文認同，

把他們所相信的推廣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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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語言意識和語言行銷觀點出發，認為在大學課堂的雙語讀寫管理首要

是啟發語言意識形態，改變母語文使用態度，並進而在課堂指派的任務中實踐母

語讀寫。融入臺語讀寫的做法可以從認識臺語的日常經驗著手，增強學生對母語

文的認同意識。有別於一般專授語文的通識中心課程，研究者將臺語文融入四門

雙語課程，分別為臺灣文學概論、臺灣電影與文化、文學專題與應用、和社會語

言學。應用語言意識啟發、語言多樣性、語言行銷等概念，將臺語文加入課堂閱

讀、作業、活動、任務和學期成果產出，學生因此對臺語在生活中的參與和讀寫

有進一步的認識。經歷語言實踐和使用的過程，學生可以感受到臺語和臺語文的

重要性。 

本文呈現大學課程融入臺語讀寫教育的理由和方法，其結果及啟示歸納如

下： 

(一) 彈性地融入臺語讀寫教育是可行的，不過需要進行課程說明，取得學生同意。 

(二) 從學生課堂回應可以看出，融入臺語讀寫的做法深受學生歡迎，學生上課動

機和學習意願都不錯。 

(三) 學生回應其學習心得，包括學會專業知識並能提升臺語口語和書面語能力。 

(四) 課程內容理論架構以語言意識、語言行銷和批判教育學的教學法進行，可以

得到不錯的教學效果。 

(五) 教師需要具備讀寫母語的能力和母語讀寫意識，也要能設計融入母語意識及

讀寫實踐的課程內容。 

(六) 母語讀寫配合語言行銷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透過動手做的方式，學生

從實踐中，提升臺語讀寫的能見度，也提升其批判意識。 

批判教育學是臺華雙語讀寫課堂實踐的教學法基礎。我們啟發學生思考母語

讀寫的意義、與學生對話並反思考學校制度中失衡的雙文讀寫，最後學生藉由讀

寫任務的完成，為批判與反思做出行動。過程中，學生歷經意識型態改變的三階

段（Freire, 1974），從一開始的沒感覺、理所當然，將問題簡化為國家語言政策

使然，到後來發現母語的主體性、意識到問題所在。我們發現，若要振興資源不

足的母語讀寫課程，以批判教育學為基礎，運用語言行銷、啟發語言意識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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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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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雙語教育 
范莎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自從 2018 年 12 月，行政院公布「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後，從國小

到大學各級學校，為配合此項新語言政策，開始以各類外語教學方法，實驗於英

語或其相關課程中，外語教學方法如英語學科整合課程（CLIL）、全英語浸淫課

程（ Immersion Program）、英語為課程媒介語言（English as an Medium of 
Instruction），來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能力。但各級教師與行政人

員是否真正了解雙語教育實施的目的與其不同教學模式，進而能夠選擇適合臺灣

環境的雙語教學方法呢？並且教師是否能夠因應不同的學生組成結構，而實施有

效的雙語教學？ 這是目前急需了解並解決的英語教學問題。為闡明雙語教育的

內涵與歐美現行的雙語教學方法，本文擬就雙語教學目的、雙語教學模式、雙語

教師應備能力、學生族群理想組合、與教學語言媒介，進行簡短討論。論文格式

說明 

二、雙語教育本質 

早期雙語教育在臺灣教育體系的應用，多屬於幼兒英語教學的範疇，但在雙

語教育行之有年的歐美國家，雙語教育之原始用意，不單單在提高某一語言的官

方地位，或造就富裕家庭子女外語能力上的優勢，卻在於減少多元社會因為主要

語言與弱勢語言之差異，所產生的語言異質性（language heterogenetiy）問題。 

根據 Merino, Trueba, & Samaniego（1993）的論點，造成一個國家的動亂可

能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 長期或短期的社會剝削 
(二) 缺乏中央主權 
(三) 出現一群組織良好的非法之徒 

而主要語言與弱勢語言間的異質性，同是這三種現象的起因之一。雙語教育

原本即是為主流語言和弱勢語言族群間，提供一個銜接的橋樑教育，使得原本文

化差異性極大的兩個或數個語言族群，得以相互溝通了解，進而彼此尊重、和平

共存。 

再者，雙語教育在增進移民或少數族裔學生學習成就上，也有實際成效。根

據美國少數族裔研究學者 Valencia（1997 & 2002）在其研究中指出，接受雙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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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少數族裔學生，雖在紙筆考試的量化成績上，無短期明顯進步，但在其他長

期的質化研究卻發現，接受「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的

學童，較接受單一語言教育的學童，有較佳的認知能力與創造性思考。Valencia
在他的的研究中也同時指出，「加式雙語教育」並無害於美國少數族裔學童學習

之英語發展，且使其有機會維持母語發展，而學生最終能雙語流利並自由轉換於

雙文化中間。 

經由以上雙語教育目的闡述，並以臺灣的語言環境來考量，可以得知雙語教

育在臺灣不應該等同於全英語教育，也不等同於去華語化，若背離此雙語教育的

原始精神，並逕而普遍實施全英語教育，則可能在教育政策實施數年後，發現雙

語成果令人大失所望，以至於無法達到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的政治期待

了。 

但若是為提升臺灣學生的英語競爭力，倒是可以師法歐美雙語教育中有效的

教育模式，選擇較適合臺灣語言環境的教學方式，以推廣英語有效教學。以下將

敘述雙語教學成效的數個影響因素：教學模式、教師語言能力、學生組成結構、

教學語言媒介。 

(一) 雙語教學模式 

歐美的雙語課程常是因地制宜的，因著各地不同的人口組成以及需要，而發

展出不同的教學模式。 

美國的雙語教育模式主要分成兩種（Freeman, Freeman, & Mercuri, 2005）：
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與減式雙語教育（Subtractive 
Bilingual Education），其二者的差別在於是否強調並維持學童原本已具有的母語

發展，並幫助學童學會尊重不同文化的態度。加式雙語教育不僅強調學童須習得

主流語言（英語），更強調維持原本已有的母語語言文化，最終目的是使得學生

可在兩個語言文化中間自由轉換。減式雙語教育則只看重主流語言的學習成效，

也盡量減少使用母語的機會，學習者通常最終會在減式雙語教育過程中，會自然

失去母語，全英語浸淫式教學就是屬於減式雙語教育。許多的研究結果（Collier 
& Thomas, 2004; Valencia, 2002）顯示加式雙語教育不但使得學生語言學習成效

較佳，且認知能力、自我認同等發展都較好。 

(二) 雙語教師應備能力 

最理想的雙語教育教師是能夠兼備兩種語言的學科知識，且能以雙語溝通，

但甚少教師可以達到此理想境界。然而，根據 Freeman 等學者（2005），如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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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雙語溝通的基本能力，以及受過其中一個語言專業訓練的學科教師。若環境能

給這些單一語言學科訓練的老師足夠的支援與訓練，則這些教師將較易在雙語課

程教學中成功。所需資環境源包含較弱語言的語言協助、第二語言習得知識訓練、

跨文化知識與文化敏感度訓練、兒童教育知識、以及親師溝通或教師合作能力訓

練。 

(三) 雙語教育的學生組成結構 

雙語教育學生的組成結構在不同地區都有差異，視當地人口結構而有變異，

美國雙語教育大部分包含三類學生：母語為主流語言（英語）的學童、母語為當

地主要少數族裔語言（如西語）的學童、以及母語為第三種語言（例如中文在德

州為第三語言）的學童（Freeman et al., 2005）。語言學習不僅僅發生在教師授課

的時間裡，同儕互動也是增進第二語言發展的必要因素。根據 Gomez, Freeman & 
Freeman（2005）的研究，對於主流語言教弱的雙語學習者，所接受的雙語課程

需要由足夠的同儕（至少同學中的 1/3）是以母語為主流語言的學童所組成，則

雙語發展較易成功。若單以學生組成結構而言，臺灣的雙語教育若要有產生明顯

效果，學生結構中最好有 1/3 的母語為英語的學生，而臺灣的各級學校，目前大

部分都無此項優勢。 

(四) 教學語言媒介 

大部分的歐美雙語教育都是雙語並行的，但語言比例因年級與學生語言發展

而調整、可由初始 90/10（使用母語 90%，第二語言 10%）漸漸增加到 50/50（使

用母語 50%，第二語言 50%）。如此，可確保學童母語健全發展，並且熟練第二

語言（Collier & Thomas, 2004）。 

三、結語 

臺灣因為從未有被英語系國家殖民的歷史，實施中英為主的雙語教育，在教

師能力與學生組成已無先天優勢，若貿然以全英語方式實施學科教學，必定影響

學生的學科知識吸收與學業成就。如果能以加式雙語教育，輔以英語為教學媒介

漸進方式（90/10  50/50），兼以考量學校所能提供的教師支援以及學生組合成

員，謹慎實驗改進，也許會發展出適合當地所需，而且有效的雙語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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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Scratch 積木程式於英文繪本製作教學— 
一個高職教師的轉化 

施懿珊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面對即將到來的雙語教育新世代，對於許多前線教師們而言，是一大挑戰。

現場教師們在課程實踐活動中的教師角色轉化，顯其必要性與重要性。除了教導

孩子們英文之外，善用科技積木程式組塊（technology block-based programming）
於英文繪本製作，豐富教學、提升以英文思考的能力。Scratch 程式大多是電腦

資訊老師們讓學生們提升運算思維的能力（呂沂蓁，2020；周俊欽，2017），此

程式簡化了難懂的電腦程式語言，以不同顏色的積木呈現程式的功能，因此在視

覺上來看，就像有著不同功能的積木，以拖拉的方式將自己的構想呈現出來，透

過跨領域學習將原本紙本靜態的英文繪本，轉化為動態。 

目前以英文為第二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臺灣，英文

的學習環境不如英文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auge, ESL）的學習環境

（如新加坡），教師們（筆者的同事們）對於雙語教育政策的推動大多仍是觀望。

尤其筆者為教學現場中的英文教師，對於雙語教育的敏感度較一般其他類科的教

師們高些。所謂的雙語教育除了提高孩子們沉浸在雙語學習情境中之外，筆者思

考到的是，讓孩子們多些機會以英文來思考，在雙管齊下的教學設計之下，期能

為雙語教育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讓由上而下（top-down）的教學模式能夠加入更

多的由下而上（bottom-up）的學習可能。透過結合科技資訊素養與英文故事的

撰寫能力，跳脫課本的限制，啟發應用所學於課程實踐活動中，以激發學習者的

好奇心與學習動機，更是啟發學習者創意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批判思考、

邏輯思辨的能力。課程的展現推演至師生在整體歷程中，共同成長、互助，並進

而能夠達到學習目標，是英文教學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塊。 

二、一位高職教師的教學階段與歷程 

教學現場裡的每個教師都有著自己的教學階段與歷程，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段

教學故事。民國 97 年正式進入教學現場，在數十年的教學經驗當中，筆者融入

另類英文學習的可能性，其中背後的故事與歷程，使教與學更為豐富，也更為充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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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源起 

邁入教學已進入第十一年，帶了兩屆的導師班，回憶起初進課室時，內心的

感動記憶猶新，是由酸甜苦辣編織而成。初任教師內心悸動，思考著：我能帶給

孩子們一些什麼？課前準備充份，讓我很有信心地進入我教學生涯中的第一節

課。我的想像是：學生們撐起雙耳努力聽講的同時，手眼協調，抄寫著我給的重

點筆記，這是非常忙碌又充實的一堂課。但，現實與理想總是不會重疊在一起，

當我說得口沫橫飛的同時，我的眼角瞄到疑似有學生在打哈欠、看著窗外發呆、

有的學生則是低著頭似，乎在認真思考並看著下一堂課要考試的書。當下，我無

法做太多反應，因為，我急著想要把事先準備好的好料，原原本本地端給我的孩

子們，希望他們能有所收獲。對我來說，從這些經驗當中，我會去反覆思考、調

整自己與學生們之間的互動。在教與學理應重疊的兩條線上，我學會去跟我的孩

子們磨合。 

(二) 教學傳承 

在大學、研究所、甚至是博士班的課程中，不斷地在探討著所謂的課程、教

學方法，標榜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主軸去發展與調整現場所呈現的狀態。呈現知

識的方法眾多，但仍脫離不了要學生們了解、記憶、背誦英文文法、英文單字的

語意與語用、英文片語、英文句子結構與句型分析、中譯英或英譯中、英文文章

的上下文脈絡架構、寫作能力的提升等，在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的歷程中學習（Bloom, 1956）。然而，令我與家長們擔憂的是升學的壓力與日

俱增，我帶領著他們跟時間賽跑，總是有幾個遠遠落後，甚至是不願意跟著班上

一起努力向前。我比學生們還要擔心，我時常告訴他們：考場如戰場；英文單字

是你的子彈、文法是遊戲規則。當你的子彈不夠時，你會被亂槍打死；你不懂遊

戲規則的話，在這場戰爭中，你注定要被 out 了！在釐清了身為這三年陪伴過程

中的角色定位與目標之後，我開始了我的傳承。我堅定認為，有了基本的能力之

後，才能夠舉一反三，並加以應用。我反思帶領他們的方式一直環繞著這些打轉

著，一直努力地往前跑，自認為是最為扎實、扎根、扎基礎的方法，然而，這樣

的方式一直侷限在 Bloom（1956）知識、理解層次，似乎應該停下腳步思考要如

何激發學生們的內在動力，進一步地讓學生們發揮所長，結合自己的思考在所學

知識中，而不是被動接受，我體會到，這似乎有可以改變的空間與機會。 

(三) 教學轉念：運用 Scratch 積木程式（block-based programming）於英文繪本製

作課程 

在幾年教學的過程中，我開始思考：我需要進修、充電。在因緣際會之下，

我參與了 Scratch 的培訓。這個課程讓我重新思考，在教學的過程中融入一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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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學習的要素，師生之間的教與學的連結才能夠更為穩固，而不再只是單向的傳

導。總培訓時間長達 40 個小時，從實作的過程當中，對於電腦能力還算不錯的

我，也是絞盡腦汁思考，更是要團結合作，發揮溝通表達的能力，才能完成任務。

我開始轉化，原來教與學是一個整體，在我與小組學員們合作的同時，我與他們

之間的討論就是一種教與學的連貫雙向過程，我除了要學之外，我還要把我的理

解，以有邏輯的方式傳達給我的小組成員們，在我們的方法有不同時，我們開始

驗證結果，我們發現，方法不是只有一種，只要能完成培訓講師所指定的任務，

都是好方法。教學與學習，不也正是如此？因此，我在課程設計當中融合了有趣

的 Scratch 積木程式組塊堆疊（block-based program piling），學生們不需要有深厚

的程式設計功力，不但能夠引發學生們創造性思考與邏輯的能力，更是融入了英

文故事的編程，以提升英文思考的能力，寫作即是一種思考，藉由實作，引發語

言學習的興趣。課程設計架構如下，共計有九週，每週兩節課： 

表 1 運用 Scratch 積木程式於英文繪本製作課程進度表。 
週次 學習目標 

第一週 

• 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Scratch 平台介紹、線上作品分享與討論。 
• 異質性分組：至多三人，提升每個成員參與度、互動與相互學習。 
• 腦力激盪：小組開始討論英文繪本製作的主題方向。 

*課程目標：學習動機、好奇心、思考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 

第二週 
• 小組合作學習法：學生們討論整個英文繪本的大架構，故事的主幹，希望傳達

貢獻給讀者些什麼？故事的特色、賣點是什麼？ 
*課程目標：思考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三週 
• 英文口語表達力：借由小組發表主題，了解各組不同的想法與構想。 
• 批判思考能力：透過各組發表，給予回饋與建議。 

*課程目標：思考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四週 
• 英文故事編程：英文單字語意與語用、英文片語的運用、句型結構、故事的脈

絡架構 
*課程目標：思考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五週 • 英文故事內容討論：小組不斷反覆檢視、修正 
*課程目標：思考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六週 

• Scratch 積木程式教學：舞台背景、角色定位/移動/說話/隱藏/出現的程式堆疊概

念 
*課程目標：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邏輯思考能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

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七週 
• 小組合作學習法：小組運用 Scratch 製作英文繪本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邏輯思考能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力、社

會責任 

第八週 
• Scratch 程式除錯：程式除錯排除 

*課程目標：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邏輯思考能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

表達力、社會責任 

第九週 
• 小組作品發表觀摩。 

*課程目標：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邏輯思考能力、判斷力、團隊合作、溝通

表達力、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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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透過上述經驗描述及反思，筆者針對結合 Scratch 程式運用於英文繪本教學

規劃所對應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總體課程目標，提出以下討論： 

啟發學習動機與好奇心—激發學習潛能：在英文繪本課程當中，學生們有著

自己各式各樣的學習目標，這些目標是自我調適系統的關鍵指標，教師要能夠並

有責任了解個別學習者帶著什麼樣子的學習目標進入到自己的課堂當中，並給予

多元學習的機會，以協助達到該目標（Boekaerts, 2002）。增進學習動機，有了學

習的動機，進而激起學習的好奇心（Berlyne, 1966）。從實作課程中，學生們樂

於討論與發表自己的想法意見，是傳統紙筆測驗所無法取代或評量出來的。 

結合公民素養於學習之中—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學生們在撰寫英文故事的

編程過程，是一種思考。他們必須要定位出一個想要傳達給讀者們的主題，這個

主題必須要有意義。例如：可以是讓讀者會心一笑、反省思考或者具有教育意義

的概念。在小組腦力激盪討論的過程中，小組成員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在經歷過

探討後，成員們接受或注意到其他人所提出的主題概念，在經過討論後，定出最

後目標方向。從過程中，學生們的價值系統內化過程當中，會去思考自己對於英

文繪本所要傳達的理念想法要如何去跟同組的同學們做出合適的溝通，在互動過

程中即形成一價值觀念，在潛移默化互動的過程中學習（Krathwohl et. al.,1964），
是這比老師單向傳達給學生們還要來得有成效，因為這是學生們歷經辛苦討論的

內容主題。同時，學生們充份運用，並且練習察覺及表達情緒的能力，展現了高

EQ 的情商於討論的過程（Salovey & Mayer, 1990）。 

做中學、學中做—實作能力的提升：Scratch 就像是啟動學習的一把鑰匙，

透過 Scratch 平台積木組塊的堆疊（Scratch platform block-based program piling），
啟發學生們邏輯思考能力的同時，讓他們了解了方法不是只有一種，達到任務的

方式有很多種。他們體會到了有各種學習的方式，要從嚐試錯誤的過程當中學

習，這樣的能力，對於面對科技發達的這個世代是至關重要的：錯誤不代表就沒

有退路，關鍵在於發現問題、搜尋解決問題的方法、解決問題，現實生活，不正

是如此（Dewey, 1944）？ 

從錯誤中學習—程式除錯：在整個課程活動的歷程中，除錯是最為辛苦，但

是卻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過程。當學生們發現自己花了時間與心力的作品，

無法如實呈現出來時，會開始去檢視所下的積木組塊指令（block-based 
programming），透過自己思考、與小組成員討論、與老師討論，甚至是上網查相

關資料，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學習：在找出與界定問題所在、尋找問題解決方法、

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生們了解到，這樣的模式，不就是日常生活中不時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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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們有沒有去正視問題、找出問題所在而已。他們學會了，在發現問題的同

時，應該檢討的面向是多元的，而不是單向或絕對的，這是一種承擔責任的能力，

是我們在一般的課本中學不到的應用面知識（Thorndike, 1927）。 

突破傳統師生關係的巢臼—建立發展正向的對等關係：Margoli（2004）指

出傳統課堂中，師生間不對等的關係位置，可能形成對立或影響教與學之間的連

結；在英文繪本的課堂中，筆者應善用多元角色引導孩子們進入學習的場域，關

係應是多元，而非昔日的學習知識的傳達者而已（McLaren, 2003）。在這個課程

實踐活動中，老師的重心放在如何運用 Scratch 呈現英文繪本的樣貌，彼此之間

的互動重視問題解決、邏輯思辨，以及最為重要的英文能力的提升。師生的關係

是正向發展，整體目標一致，學生們願意自動提出意見與想法，彼此的互動是正

向的連結，因為共同的標的是要達到雙贏、共好的願景。 

教師角色轉化—成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在課程運作的過程當中，我感受到

身為老師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學習如何為人師是我在這一門課程活動裡所學到

的一課，不因教學的年資而所有固著，而是更應學習如何去教導各種不同世代的

孩子們。每個世代的孩子來自於不同的背景環境，也有著不同的個性，我深刻體

會到：教師要做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在英文繪本課堂中，培養學生們具有批判

思維的能力之外，讓他們了解到學習的方式有很多種，除了傳統紙筆之外，還有

與同學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亦是一種學習；身為教師的筆者，也了解到學習的場

域是解放的（McLaren, 1988），意識要有所覺醒，要不斷進行反思，了解自己帶

著什麼樣的意識型態，更是要避免讓課堂成為知識的傳輸，有如銀行般的囤積知

識（banking-education），而拉大師生之間的疏離感。更應思考現行主流文化的意

義所在，而非一昧盲從，要有自我覺察的能力（Freire, 1972）。在這課程活動裡，

我與學生們學到的是課本上不會教的東西，也是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一種

正向互動關係，我們彼此成長，也了解並尊重彼此的想法，關係不再是上對下，

而是一種合諧、共好、互相尊重的關係，創造新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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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工程大師林清江傳略──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林清江先生（1940-1999）一生為我國的教育無私地奉獻與付出，被譽為「教

育社會學的泰斗」、「教改工程大師」、「終身教育之父」、「學習社會的推手」（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20），對我國的教育改革與發展實有難以磨滅的貢獻。今

適逢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特為文紀念他，並朌其言行事蹟，為教育界所學習與效

法。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在教師專業的學說，最後再評述其生平

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一）貧困、天資聰穎的童年 

葉季幸（2012）指出林清江生長於雲林縣台西鄉的濱海小鎮，排行老么，有兄姊

八人。三歲時其父林安生早逝，全靠其母林丁妹氏一人負擔家計。林清江八歲時，

其母帶其至附近國小從一年級下學期寄讀。天資聰穎的他，在困苦的生活環境下，一

邊上學，一邊幫忙家務，一路苦讀完成高中學業。在這段艱苦的求學生涯中，林清江

養成了計劃學習的習慣與感恩的心懷，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他日後貫徹「教育機會均

等」的理念與決心。 

（二）一路順暢的求學生涯 

由於天資聰穎加上刻苦勵學，在1958年，林清江以極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虎尾高

中，參加大專聯考，並以極優異的考試成績，可考上任何名校與名系，但是為了減輕

家裡負擔，他選擇了公費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從此開啟了其以教育

為職志的生涯（葉季幸，2012）。林清江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在1965年，以第一

名的成績考取了公費留學，甫三年即獲得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三）傳道授業，誨人不倦 

1968年，先生歸國後，旋即回母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曾擔任副教授、教

授及教育研究所所長兼訓導長等職務，開啟了他一生既繁忙又充實的學術與行政生

涯（治喪委員會，2000）。在教學上，先生學識豐富，思考週密，教材新穎，加上口

才流利，幽默風趣，深為學生們所尊敬與肯定（張國保，2000）。筆者有幸在臺師大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求學期間，在教育社會學上受其啟蒙，獲益良多，同班同學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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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對先生讚譽有加。 

（四）豐富的教育行政歷練與貢獻 

    由於傑出的教學與研究表現，很快地，在 1972 年，先生時年 32 歲便被拔擢為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主管全國高等教育事業（張國保，2000）。1975 年又升任教育部

常務次長，掌管國際文教等事務。1976 年轉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主任。這

些職務的歷練，不僅加深了其對國內外教育與文化交流的認識，也醖釀了其日後對

「比較教育」的興趣與奠基，開創了我國比較教育的發展（葉季幸，2012）。 

    1981 至 1983 年，先生擔任國立高雄師範學院院長。本著「一切為學生，一切

為同仁，一切為教育」的理念，積極爭取預算重劃校區、興建教室，順利獲贈第

二校區土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20）。同時提出課程改革方案，致力

於師範教育教學成效的提升。在他的領導下，任期雖不長，但創造出學校歷史嶄

新的一頁。 

    1983 年至 1987 年，先生配合國家教育發展需要，轉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任

內以落實教育機育均等為施政主軸，提出教育行政工作四項基本原則：「時時想

到學生、處處照顧教師、秉持文化理想、信守國家政策」。推行各種教育措施，

包括鄉鎮有圖書館、強化社教機構專業功能、落實學生輔導等，逐步達成教育機

會均等的理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20）。另為躍升師範教育，將全省九

所師專於 1987 年全部改制為師範學院，提升國校師資至大學本科之水準。 

    1987年，李煥任教育部長，特聘林清江回鍋擔任十年前即已當過的常務次長一

職，先生不以為忤，欣然接受，本著「只要國家有需要便去上任」的讀書人風骨，

繼續為教育大業奉獻自己的心力。這種只問做事不問名利，但求問心無愧的高風亮

節令人感佩，也是公務員的最好榜樣（張國保，20000；葉季幸，2012）。 

（五）創建國立中正大學 

    1989 年至 1996，先生任國立中正大學創校校長。連同籌備期的近九年時間，

是林清江任期最長的職務，也是先生在我國高教事業具代表性的貢獻。胡夢鯨

（2000）指出先生是一位具備人性化、理想化與效率化的好校長。他以「獨特、

卓越與前瞻」的基本理念，創建中正大學成為一個具有下列特色的綜合性大學：(1)
發展出前瞻性的建校計畫；(2)從事整體規劃；(3)全面均衡發展；(4)規劃大學城；

(5)建立科際整合學術研究制度；(6)建立綜合教學制度；(7)建立全面導師制度；(8)
先設研究所，再設大學部；(9)建立大學環境保護制度（胡夢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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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江一生耿介清廉，用人唯才。葉季幸（2012）指出在整個中正大學的建校

過程中，工程費用高達數十億，自始至終都沒有和廠商有任何糾紛，也沒有後續的工

程問題，可見得其操守廉潔。另先生至中正大學並未帶任何自己的班底，中正大

學所聘用的教職員工，從工友至教授，均依相關規定，經過作業程序辦理，合呼法理

情。筆者於1989 年公費留美回國後，曾致函先生任教中正大學的可能性，先生回信可以

面談，唯筆者收信時，由於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引薦，已答應前往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服

務，致無緣至中正大學任教，係筆者的憾事，也是深覺愧對恩師的地方。 

（六）規劃與執行教育改革的工程 

1994 年 9 月至 1996 年 12 月期間，先生以中正大學校長，兼任行政院教育改

革審議委員會委員，不但積極參與各項會議，亦且擔任《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的主筆者之一，提出教育鬆綁、帶好每個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

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作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針。 

    1998 年 2 月 至 1999 年 6 月間，先生任教育部部長。為落實《教育改革總諮

議報告書》之建議，教育部於 1998 年擬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經行政院「教

育改革推動小組」審議通過，以 5 年時程，自 1998 年 7 月至 2003 年，編列經費

新臺幣 1,570 餘億元，實施 12 項工作計畫，包含：健全國民教育、普及幼稚教育、

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緻化、追求高等教育卓

越發展、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網路教育、推展家庭教育、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暢通升學管道、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充實教育經費與加

強教育研究（教育部，2020）。其規模之宏闊、執行步驟之慎密，使臺灣的教育改

革脫離以往做做改改，以及局部性改革的做法，而進入全面性改革的階段（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20）。 

（七）為教育改革鞠躬盡瘁 

    擔任教育部長一職，林清江抱著「為教育改革鞠躬盡瘁」的決心，全力衝刺，

推動教育改革的龐大工程。日以繼夜，從不懂得休息，以致積勞成疾。1998 年 8
月先生至榮總檢查，發現左腦長有腦瘤，但先生並沒有停下教改的腳步，在珈瑪

刀治療後，不顧病魔纏身，仍在一個月期間跑遍全省各縣市，並主持 22 場教育座

談會，即使臥病在床，也不時以電話垂詢各單位業務推動情形，並在病房批示公

文（張國保，2000）。 

    先生不幸於 1999 年 12 月 29 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歲。一世聰明絶頂、精明

幹練，滿懷教育改革理想與願景的大師走了，留下一張張教育改革藍圖，留下用

心耕耘過的教育碩果，留下春風化雨的圖象，留下具豐碩又具有開創性的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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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廉潔磊落、不求官位的高風亮節，留下為國家社會鞠躬盡瘁的榜樣。一代教

育巨星殉落，誠為我國教育界的一大損失。 

三、在教師專業的學說 

    先生在教師專業上的論述，和其在教育社會學上的學說論述一樣，具有完整

性及前瞻性。林清江（1983）在〈教師專業精神的來源〉一文中，指出教師專業

精神至少包括下列三點：長期的奉獻，加上能力的充分發揮，還要有歷史性的參

與。長期的奉獻是根據豐富知識，建立於價值認同上的成熟行為表現；而長期奉

獻一定要加上能力的充分發揮，沒有能力的充分發揮，尚不能稱為具有專業精神

的教師；具有專業精神的老師，一定會注意歷史性的文化使命，集體寫下輝煌的

教育史頁。 

    林清江（1983）亦認為教師專業精神的重要性亦有三點，亦即專業精神增加

教師生活的樂趣，所謂「歡喜做，甘願受」便是這個道理。另外，教師專業精神

可以增加教師工作效率，達成教育目的與功能。其三，教師專業精神協助教師參

與教育史的創建，並對國家社會的建設，有其積極的貢獻。 

    為了培植教師的專業精神，林清江（1983）分析了四個教師專業精神的來源：

師資培育機構、任教學校、社會環境和工作條件、個人修養。在師資培育機構方

面，有三種因素影響教師的專業精神：一是教育知識體系的體認；二是教育專業

權力的運用；三是教師專業認同的形成。在任教學校方面，研究指出任教半年的

影響有時大於師資培育機構四年學習的影響力。而任教學學校的影響，可以歸納

為三類：一是教師團體中的專業意識與次級文化；二是校長的領導及參與的可能

性；三是學校文化與環境。在社會環境和工作條件方面，教師專業精神受教師職

業聲望、實際工作條件與升遷發展機會所影響。在個人修養方面，教師專業精神

亦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教師自我省察，二是教師自我觀念，三是教師職業滿足。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林清江先生的事蹟與理念，有許多值得臺灣教育界，特別是老師們學習

的地方。首先，對於師資培育機構而言，如何建構完整的教育知識體系，並將之

傳授給師資生，並鼓勵師資生在實務情境中，加以有效應用，係師資培育機構的

任務。其次，師資培育機構宜教導師資生理解與善用教育專業權力，例如專家權

與人格感召權，並協助師資生形塑對教師專業的強烈榮譽感、責任感與使命感，

這也是師資培育機構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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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校而言，對於教師專業亦負有責任。教師專業的養成，師資培育機構

固然負有責任，但是「學為良師」的關鍵期實係在教師任教之伊始，是故此時如

何選派一位資深優良教師做為初任教師的「師傅教師」或「教學輔導教師」是傳

承優良教師文化、協助初任教師解決教學問題、提升初任教師教學能力的關鍵。

當然，教師專業的發展與校長的參與式領導、學習領導、建構式領導、教師彰權

益能等息息相關。同樣的，校長透過卓越的領導，提升學校的環境與文化，亦在

在影響教師的專業精神。 

    對於教育行政機關而言，教師專業的改善宜是施政的重點。在師道日益淡薄

的今天，實有必要以實際的政策提升教師專業。首先，宜大力倡導尊師重道的傳

統美德與觀念。其次，有效提升教師的薪資待遇，激勵教師工作士氣，例如給予

教學表現優異的教師特殊待遇或獎金；給予有意願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較高的職

務津貼，以免現行「學校行政大逃亡」的亂象；給予擔任教師領導工作的教師減

免授課時數。最後，有鑑於中小學教師無生涯發展的現象，實有必要早日規劃與

實施教師自願申請式的教師生涯進階制度，例如教師任教滿五年可申請擔任教學

輔導教師，任教滿十年可申請擔任研究教師。讓教師們除了具有「青出於藍」的

成就感之外，亦有在教學上升遷發展的管道。 

    對於教師個人而言，林清江先生「一切為學生，一切為同仁，一切為教育」

的理念實在非常值得學習。「孩子第一」（kid is first）相信係為人師表的初衷。

然「初心易得，始終不易」，教師能常保這顆亦子之心，時時不忘初衷，是彌足

珍惜的。其次，教師除了獨善其身之外，亦要有為同仁服務的初心，與同仁夥伴

協作，建構一個共好的教學環境。 

    其次，林清江的名言：「人生三寶：終身運動、終身學習、終身反省。」亦

是非常值得學習的。終身運動可保持身體健康，而能為教育界做更多、更久的服

務。終身學習在當今的學習型的社會有其時代意義，因此教師必須要時時進修，

做為一位終身的學習者。終身反省更有其重要性，它是一位教師之所以能成為「德

藝雙馨」的教育家之關鍵。是故，教師實有必要處處檢討為什麼教學效能無法達

到預期的目標，是自己的因素，是學生的因素，是家庭的因素，還是學校的因素？

但無論因素為何，都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計畫性的改進，這才是專業精神的

發揮，而不是一味地將問題推給他人或外在環境。 

    最後，林清江先生「為教育改革鞠躬盡瘁」的精神，是令人尊敬與學習的。

教師並不是教育改革的旁觀者，而是教育改革的參與者。唯有廣大的教師們認同

與認真執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才能有成功的機會。是故，老師並不只是在教學

生而已，而是在從事教育歷史的參與工作。一部教育史，實是一部教師為教育犧

牲奉獻、努力奮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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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林清江先生誠為我國教育界的大師級人物。在教學上，桃李滿天下；在研究

上，係我國教育社會學與比較教育的泰斗；在服務上，對於我國中小學、高等教

育、師範教育、社會教育等皆有前瞻而卓著的貢獻。「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林清江先生的言行事蹟與學說是永遠令人景仰與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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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矽谷聖荷西大學「智慧教學、智慧學習與 
產業用人」金三角推動策略對我國之啟示 

温玲玉 
國立彰化範大學財務金融技術學系特聘教授 

楊國湘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副教授 

 
自 20 世紀中後期起，位於美國北加州灣區的矽谷崛起，成為全球新科技的

中心，不論是巨頭科技公司、網路軟體新創公司、獨角獸公司，矽谷可說是全球

創新聖地和科技中心（葉志成，2017；Silicon Valley Index, 2018）。矽谷猶如創

新引擎推動整個灣區科技與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十年來，經歷技術浪潮的多次變

革，矽谷企業所引領全球市場屹立不搖（環球調查，2017），儼然是創新與資訊

結合的智慧城市。 

本文是以「教、學、用」結合三者為一體的理念，應用於大學教育與產業連

結的實例，以美國矽谷聖荷西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為例，綜整分析

供需智慧化的原則，建構智慧教學、智慧學習與產業用人金三角模式（Golden 
Triangle Model），搭起良好的產學銜接橋梁，培育學生的知識與技能符合未來職

場所需的人才。藉由教師智慧教學、學生智慧學習與產業用人密切接軌的實務案

例，以作為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借鏡。

一、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之內涵 

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運用各種資訊技術與創新概念，整合城市的系統

和服務，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城市管理服務，改善市民生活品質（維基

百科，2020a）。智慧教育是智慧城市重要的一環，智慧教育所涵蓋的兩大主軸

是教師的智慧教學與學生的智慧學習，開創自我調整「教」與「學」新格局，全

面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體驗，並為教育管理決策提供全方位的決策資訊，以符合

產業用人之需，讓產學合一締造智慧教育的亮麗成果（平安智慧城，2018）。 

教育部（2017）應用「智慧城市」的概念於教學與學習領域，「前瞻基礎建

設校園數位建設」計畫下的「智慧學習教室」，即是促使學校更新及提升班級教

室的資訊應用環境，結合數位教學與學習策略，讓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於輔助、

互動及進階（創新）教學需求。所謂的「輔助教學」是指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利用教材展示、多媒體影像、聲音展現，抽象概念說明、實物投影呈現等，以強

化教學的應用。藉由資訊科技輔助的「互動教學」，提升課堂即時評量、回饋、

補救教學等雙向師生互動的學習模式。加上以「創新教學」利用運算思維、虛擬

實境（AR/VR）、AI、物聯網生活應用、行動學習、跨國學習、專題學習、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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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PBL、MOOCs 等創新科技融入教學應用。主要發展多元教學模式，以學

習者為中心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教育部，2018）。 

二、應用科技與創新之產學接軌四大策略 

本文以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荷西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JSU）為

例，闡述 SJSU 如何應用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創造產學密切合作的利基，培育實

用人才以符合矽谷高科技產業的需求。彙整與分析 SJSU 的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

的產學無縫接軌的四大策略，分別是：(1)整合教、學、用機制之藍圖建制面策

略；(2)落實智慧教學與學習之執行面策略；(3)檢視智慧教學與學習之績效面策

略；以及(4)改善智慧教學與學習之機制面策略，分述如下： 

(一) 整合教、學、用機制之藍圖策略 

1. 建立「教、學、用」三方鼎立的藍圖，彼此環環相扣密不可分，包括：智慧

教學、智慧學習與產業用人的互動機制，形成如圖一的金三角模式（Golden 
Triangle Model）。 

 

圖 1 智慧教學、智慧學習與產業用人的互動機制—金三角模式圖 

2. 建構成功生涯的藍圖（Blueprint for Career Success） 

SJSU 商學院（Lucas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的人才培育

目標依據矽谷產業需求，規劃大學生四年的「成功生涯藍圖」，分為四大關鍵領

域（key areas）—學術與個人成長（Academic and Personal Growth）、生涯探索與

準備（Career Exploration & Preparation）、產業接觸 （Exposure to Industries）與

專業化/職業化（Professionalism）。大一至大三每學年都有相對應的 5-7 個檢核指

標，大四聚焦於 1-3 個的就業指標，總共四年有 76 個指標。運用舉矩陣表帶領

學生朝預定的指標前進。學生大一入學就清楚認知求學過程必須達到的專業知

識、技能與態度指標（硬實力與軟實力）。讓學生參與專業社團、獲得生涯中心

的資源與協助（Handshake Program）、爭取業界實習（internship），做好畢業前

智慧教學 

產業用人 

智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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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業準備（SJSU, 2018a）。SJSU 畢業生進入矽谷工作的人數與比例，連年蟬

聯龍頭老大的寶座，而且高起薪更享譽全球（温玲玉，2019；Lucas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2018），主要是因為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精確對準產

業人才需求。 

(二)  落實創新與智慧教學以及智慧學習之執行面策略 

SJSU 的教學重視組織流程線上化，提供便捷的課程發展，規劃系統化的學

習內容，以及研發多樣化的教學策略。學生參加 Canvas 校園教學平台的線上學

習學位計畫（online learning-eCampus program）的人數，達 2,000 多人，而且 e
化課程普及化是「線上學習學位」全美最具規模的學校之一（温玲玉，2019；SJSU, 
2018b），就其具體策略說明如下。 

1. 創新與智慧教學策略 

(1) 業界高階主管參與課程規劃—聘請產業高階主管參與課程諮詢委員會

（Curriculum Committee Board），協助規劃課程，以符合產業創新實務人才

需求趨勢。 

(2) 必修課程內涵業界 20 小時實習時數—以認識職場環境與了解實際產業的工

作情境，並輔導與諮詢協助實習的學生大力鼓勵學生業界實習（internship）—
生涯中心（Career Center）主動進班宣導，提供「握手」（Handshakes Program）、

校園徵才、Internship 的諮詢謀合服務。同時在學校網站提供互動諮詢與協助

的平台。          

(3) 全面提升多元的教學設計—倡導實際互動的教學方式，強調動手做的能力

（hands on experiences），並以團隊專題製作（team project）培養學生硬實力

與軟實力，讓學生撰寫企劃書為非營利組織/弱勢組織募款（fund raising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讓學生親身體驗撰寫企畫書與募款的實務經歷。 

(4) 教材選用—教學個案分析以矽谷產業的「實際公司」為案例，藉由網站、報

表、數據與訪談等資料，培養學生彙整資料、溝通、批判分析、團隊合作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2. 智慧學習策略 

(1) 教師與學生善用學校教學平台—學校教學平台（Canvas）提供良好「教與學」

的機制，每學期都對老師與學生如何使用平台進行培訓，同時也有專人負責

提供諮詢與輔導。資訊化的系統學習、平台動態的互動交流，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 

(2) 多元的學生專業社團—商學院有 19 個學生專業社團，學生可自願參加不同

的社團。藉由社團所舉辦的演講、企業參訪、專案合作與實習活動等，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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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產業的互動關係，並協助學生建立人際網絡。社團幹部大部分每學期

更換，讓學生有機會訓練領導統御、溝通協調、解決問題與報告技巧的能力。 

(3) 圖書館為專題製作提供智慧學習設備—設置多個「專題討論區」，提供大螢

幕、圓形沙發、討論桌椅、白板等設備，便利小組討論與運作。 

(4) 提供學生創新創業的實務中心—學校有多個實務研究中心，協助學生微型創

業的機會。以「Ideas Center」為例，結合商學院研究中心與學生專業社團。

中心除了提供創投財務的資助、銀行貸款的支持、律師智慧財產權的協助，

同時還有企業顧問（mentor）提供創業指導。有別於一般創新創業課程只是

紙上談兵，「Ideas Center」是以學生積極自主創業為主，真正輔導學生實際

創業。每年舉辦全校性的「實務」創業計劃書競賽，聘請業界主管擔任評審

並提供高額獎金。參賽者的計畫書都必須具有實質運作、銷售實績與顧客意

見調查分析，將課程理論化為創業實務。 

(三) 檢視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之績效面策略 

在「教、學、用」的金三角模型中，「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是檢驗過

程績效，而「產業用人」即是結果績效，可分為三方面說明： 

1. 學校委請 LinkedIn 協助蒐集分析大數據（big data）的資料，針對不同工作

職務進行分析，將其所需的技能發展出一套「技能配對指標」（Skills Matched 
Index）。教師授課時，將此技能指標融入課程教學，讓學生可以更清楚職場

需求。以軟體工程師為例，除了資訊專業知識技能外，還有解決問題、創意

思考、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等能力。此為畢業生檢驗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績

效的重要參考指標。 

2. SJSU 的商學院通過 AACSB 認證與工學院通過 IEET 認證，意味管理教育與

工程教育品質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代表持續的教研品質保證、明確的使命目

標及長期改善的承諾（維基百科，2020b）。 

3. 每個學院都有其培育目標，以商學院為例，學院目標有六項：商業知識

（business knowledge）、溝通（communication）、道德意識（ethical awareness）、
領導統御團隊與多元性（leaderships, teams and diversity）、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與創新（innovation）。這些目標即是畢業生核心能力的檢核指標，

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更是顯現學校教學與學生學習是否符合產業的需求。                                                                                                

(四)  改善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之機制面策略 

SJSU 是以培育「實務致用」人才為主的州立大學，具有多元文化的校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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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畢業生具有創新與開闊的國際觀，檢視其智慧教學與智慧學習之機制面策略

有四： 

1. 智慧教學、智慧學習與產業用人的互動機制，所謂的金三角模式是相當務實

的理念與做法，加上有 LinkedIn 大數據為基礎的「技能配對指標」建立與

落實，實為具體可行的「教、學、用」的藍圖策略。惟因剛起步仍有調整與

修正的空間，假以時日才會有較明顯的成果差異。 

2. 提升業師的教學知能，以利教學成效。絕大部分的兼職業師擁有豐富的實務

經驗，惟教學專業素養與教學方法，以及線上多元媒體應用仍有進步的空間。

若學校能加強業師智慧教學的培訓，可讓其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專業知

能。 

3. 商學院與工學院研究所的國際學生所占比例甚高，宜多關注課堂教學的多元

文化融合。依據學生的學習背景與學習方式，正確的協助學生如何運用智慧

教學與智慧學習，加強輔導多元文化學生從校園邁向職場。 

4. 強化生涯中心（Career Center）的功能，建議參考商學院整合「教、學、用」

機制之藍圖策略的指標，自大一入學即加強宣導，協助學生能順利在畢業前

做好就業前的準備。 

三、結論 

「智慧城市」運用高科技創新來創造人類的福祉，持續創新生態以改善市民

生活品質。智慧教育即是其中重要的關鍵面向，教育人才以符合產業與社會所需，

是教育的重要目標。 

智慧教育是結合現在的科技趨勢，智慧化的教學，鼓勵 e 化、I 化的互動；

學生經由多元方式的智慧學習達到與時俱進，才能符合科技進步的業界人才需

求。「Backpack to briefcase」（從書包到公事包）是時下大學商學院的口號（School 
of Business, Villanova University, 2019），從大一就開始培育專業發展，一路到大

四畢業，即可從學校的「書包」轉換成職場的「公事包」，達到適性、適才、適

所，才能成功轉換學生身分成為企業人士。 

筆者因榮獲 2018-2019 美國「傅爾布萊特資深學人獎」（Fulbright Senior 
Scholar Grant），經歷於加州矽谷一年的質性研究，訪談超過五十位高科技產業的

中高階主管、具有豐富產學合作經驗的教授、學生、市政府官員、科技部與工研

院駐矽谷的負責人等。感受到教育必須由產業積極主動的投資人力與財力，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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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課程的研發與教學創新。相對的，學校的學術研究能量亦是引領產業的研

發的種子。產學的合作必須無縫接軌，才能供需相符，締造佳績！ 

本文結合大學教育與產業人才的供需理念，以美國矽谷聖荷西大學（SJSU）

為例，藉由訪談與資料彙整智慧化教育的供需應用，建構智慧教學、智慧學習與

產業用人金三角模式（Golden Triangle Model），搭起良好的產學銜接橋梁，培育

學生的知識與技能，以符合職場所需的人才。冀望藉由教師智慧教學與學生智慧

學習的無縫接軌的案例，作為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借鏡。 

謝誌：筆者很榮幸榮獲美國國務院 2018-2019 傅爾布萊特資深學人獎「Fulbright 
Senior Scholar Grant」，特別感謝 Fulbright Taiwan Foundation 與美國國務院

II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提供筆者此生難得的機會赴美國

矽谷一年研究高科技產業的人力資本；謝謝 host university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提供優質的研究環境與資源，以及感謝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高

科技業界的中高階主管、大學教授與行政主管、政府機構主管與學生等）

的熱情接待與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才能讓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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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緒論 

英語無庸置疑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的通用語言，網路上百分之八十的資訊都

是英文，四分之三的電子郵件是以英文往來。三分之二研究人員或專業人員透過

英文的期刊或文件獲取新知（Pimienta, Prado, & Blanco, 2009）。全世界常用的社

群軟體中，近百分之四十的人用英語溝通（Wikipedia, 2020），更不用說有七十

多個國家將英語列為官方語言（維基百科，2020），英語力儼然成為全球化下的

必備關鍵能力。而我國從 2008 年起啟動「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教育部更希望大學以英語作為畢業門檻（教育部，

2004），然提升英語力的最大障礙在於學習英語的動機，而本文擬就影響大學生

英語學習動機的相關因素進行探討。 

二、提升大學生英語力的措施 

隨者全球各種關稅貿易協定及區域聯盟的形成，具備國際溝通能力，成為人

才培育的當務之急。然從官方到民間都察覺到臺灣學子在英語能力的雙峰化趨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2002）。行政院亦就國人英語溝通運用能力偏低

與生活環境國際化與友善度不足此二項議題，責成相關部門擬定相關策略，其中

有關教育的部分包括厚植英語力專業人才並解決英語學用不足狀況，建置英語情

境以活化英語學習，強化國際化的人才培育，據此編列三年 5.2 億的經費（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足見對英語能力的憂心與重視。教育部亦設立

英語文教育行動方案，召集專家學者共同針對國內英語教育的缺失進行診斷，並

確立了八項目標，包括規劃能力指標與制定課程綱要、改進英語教學與研發英語

教材、改善評量方式與鼓勵英語檢定、培育優質師資與落實在職進修、營造英語

環境與提升學生興趣、落實補救教學與縮短城鄉差距、推展學校特色與促進國際

交流、建立評鑑制度與強化輔導策略（張武昌，2014），據此要求各大專院校提

出具體目標並陳報執行成效。教育部亦於 2005 年建議各大專院校採用「歐洲語

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CEFR）」（Council of Europe, 2001），
作為大學的畢業門檻。大多學校以通過 CEFR B1 程度的英文檢測做為畢業門

檻，有些學校訂在 CEFR B2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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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門檻與英語學習動機 

對此政策，研究指出有半數的學生持肯定及正面的態度，認為設立門檻有助

於日後的就業與升學（蘇紹雯，2005；廖熒虹，2010），然亦引起某些科系的學

生亦高度反彈。其中一位政治大學法律系學生對校方提起行政訴訟，而最高行政

法院對此做出大學以英語作為畢業門檻應屬無效之判決。此外，相關學者亦紛紛

對英語門檻策提出各種檢討與反思（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鈺萱，

2013）。有學者認為以英檢做為畢業門檻的政策是利用獎賞、懲罰及因自尊產生

的壓力激發學習（Ryan & Brown, 2005）。但獎賞與懲罰屬於外在動機，應設法將

其轉化成學習者的內在學習動機才是更好的解決之道（Cheng et al., 2014）。亦有

學者認為學生在準備測驗時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主要取決於測驗的重要性，對於

高額孤注型測驗（high-stakes testing），效益、時間、環境……等各種因素都會影

響追求成功的動機（Ryan & Weinstein, 2009），古代之癡迷科舉的范進，現代之

拒絕聯考小子的吳祥輝皆為實例。 

四、影響英語學習動機的因素 

過去相關研究大致將第二語言的學習動機分為環境因素、外在因素、內在因

素（Deci and Ryan, 1985； Dörnyei , 2001）。在環境因素方面，社會文化脈絡常

強烈影響學習第二語言的動機，例如歐盟就透過語言政策來促進歐洲各國的凝聚

力，並揭櫫五項語言政策─歐盟多語文化、語言多樣性、相互理解、公民素養、

社會凝聚力（Council of Europe, 2011）。而英、美、澳等英語使用國家也同樣鼓

勵其國民學習第二外語，美國將其國外語學習指標歸納為五大核心，即五個 C
開頭的字—溝通、文化、連結、對照和社群（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9）。澳洲則是四個 E 開頭的字為其核心—平等、經濟、豐

富、外展（Lo Bianco, 1990），讓國民了解學習第二外語之核心價值來激發其動

機。另在外在因素方面，如強制性測驗、獎學金、家長期望、工作需求…皆會影

響學習英語的動機，尤其在留學移民考試、升學考試、分班測驗…等類似一試定

終身的測驗中，外在因素的影響就相當巨大（Noels, 2005）。而就內在因素方面，

Deci 與 Ryan（1985）提出自我決定理論，認為自主性、自我效能及與自我相關

性三項因素才是個體願為達成目的而自我承諾的關鍵。Eccles 和 Wigfield（2002）
亦提出重要性、興趣、效用、成本四種工作價值觀才是決定個體努力的重要動機。 

綜觀這些從外到內的各項因素，往往都相互牽動，內在動機受到外在動機的

刺激，外在動機又源自環境因素的耳濡目染。動機往往來自每次學習的成就感及

學習後產生效用之間的互持並進，以芬蘭這個各國在教育上最欲效法的國家為

例，幾乎每個芬蘭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語與人溝通，而該國的新聞及報紙中有百分

之八十都是來自全球的動態消息與國際間的重大事件，與我國新聞網充斥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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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小盜竊……等瑣碎的街頭小道消息截然不同。芬蘭的兒童從小就培養出國

際觀，因而從環境、外在到內在都提供了學習英語的學習動機。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即使幾乎所有大學都配合教育部的政策，祭出英檢做為畢業門檻的規

範，然對許多大學生，此仍無法激勵其增加英語學習之動機。雖其背後有諸多源

自環境因素、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然透過若干教學及教材方面的措施的改善，

仍能引導與促進大學生學習英語之內在動機。就此，筆者拋磚引玉提出數項建

議。首先，建議教師多利用社群媒體與學生保持多面向之教學，並同時瞭解學生

的庭背景與性向，以進行個別化的輔導。第二，學習教材採用跨國際與跨領域的

多媒體素材，如 BBC、NPR、CNN、VOA……等，除可加強聽力訓練和口語學

習，亦可培養與外國人聊天的主題。第三、善用英語教學軟體與自主學習系統，

啟動學生個別化與主動式的學習，並建立形成性評量的機制來部分取代目前的英

檢制度。第四、降低通用英語（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EGP）的比例，增加

職場英文或專用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的數量與類型，數量如

職場的主題與活動、詢問或請求等功能性的口語；種類則如商用英文、學術英文、

科技英文、法律英文……等。 

綜合上述，欲提升大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除了營造環境動機及外在動機，

促進學習的內在動機更是重要，透過實用性與功能性的教材、教師個別化的互動

與引導、以多媒體增加學習的自主性與自我效能，從興趣、效用、成本來理解大

學生的價值觀…等，相信能夠逐步改善我國大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參考文獻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行政院 98
年 9 月 23 日院臺教字第 098093279 號函。 

 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學、陳鈺萱（2013）。我國大學英語畢業門

檻政策之檢討。教育政策論壇，16(3)，1-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2002）。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英語雙峰

現象及改進措施。教育部。引自http://rportal.k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 
74109 

 張武昌（2014），臺灣英語教育的「變」與「不變」：面對挑戰，提升英語

力。中等教育，65(3)，6-17。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11-115 

 

自由評論 

 

第 114 頁 

 教育部（2004）。教育部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取自http://www.edu.tw/ 
uwerfule/url/20121102842/a931022.doc 

 廖熒虹（2010）。技專校院學生英語畢業門檻之態度初探。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學報，29(3)，41-60。 

 維基百科（2020）。英語國家和地區列表。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
英語國家和地區列表。 

 蘇紹雯（2005）。英語畢業門檻相關規定之需求研究: 技職大學生的看法。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刊，24，47-66。 

 Cheng, L., Klinger, D., Fox, J., Doe, C., Jin, Y., & Wu, J. (2014). Motivation and 
test anxiety in test performance across three testing contexts: The CAEL, CET and 
GEPT. TESOL Quarterly, 48, 300-330. 

 Council of Europe (2001).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uncil of Europe (2011). Council of Europ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NY: Plenum.  

 Dörnyei, Z. (2001). New themes and approaches in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1, 43-59.  

 Eccles, J. S., & Wigfield, A. (2002).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109-132.  

 Lo Bianco, Joseph (1990). Making language policy: Australia’s experience in 
Baldauf, R. B. Jr. and Luke, A. (eds.)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in 
Austral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Multilingual Matters 55) Philadelphia, Cleved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ulticulturalaustralia.edu.au/doc/ lobianco_1.pdf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9). Standards for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11-115 

 

自由評論 

 

第 115 頁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Lawrence, KS: Allen Press, Inc. 

 Noels, K. A. (2005). Orientations to learning German: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and motivational substrates.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2, 
85-312.  

 Pimienta, Prado, & Blanco (2009). Twelve years of measur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e internet: balance and perspectives. Information Society Division,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tor, UNEACO. 

 Ryan, R. M., & Brown, K. W. (2005). Legislating competence: High stakes 
testing polic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A. J. 
Elliot & C. S. Dweck (Eds.),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pp. 354-372).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Ryan, R. M., & Weinstein, N. (2009). Undermining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high stakes tes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7, 224-233.  

 Wikipedia (2020).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Retrieved from http://en.wilipedia. 
org/wiki/Emblish_as_a_lingua_franca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16-120 

 

自由評論 

 

第 116 頁 

大學實施動物保育跨域課程之做法與啟示 
陳昱宏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課程與學習內容的發展是教育品質良窳的關鍵因素之一（吳清山，2005）。
現今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從國小到高中階段，無論是統整性主題課程、

專題課程、議題探究課程等，都能看到跨領域、跨學科的課程規劃與發展。而

實施跨領域課程的目的，主要希望學生能透過面對與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學

習應對未來生活與職場各種挑戰的精神與態度。高等教育已實施跨領域課程多

年，除了培育學生認識不同的專業領域，擴展學生的學術知能與專業視野，同

時也將新的元素帶入原有的單科專業領域，引發更多元的創新發展或產生新知

識。而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快速變遷、教育改革的需求，以及日漸複雜的社會議

題等，高等教育更應思考彈性調整其角色與教育內涵，培育有別於傳統單一專

業教學模式的跨領域人才，以滿足社會與產業的需求，並善盡高等教育的社會

責任。 

二、動物保育跨域課程之意涵 

跨領域課程包含專業領域與學科間的交流互動，以及各種知識和技能相互

啟發、協調、整合的活動，進而產生不同的學習內涵與型態。張嘉育、林肇基

（2019，p.33）指出跨領域的方式，可分為「多學科：學科分工的跨領域」、「跨

學科：學科交流的跨領域」、「超學科：學科轉變的跨領域」的學科合作與連結

類型。而本文所探討之課程（學習設計與實作），由「課程教學」專長與「媒材

設計」專長（本文作者）兩位教師協同跨領域授課，同時與臺北市立動物園進

行學術與產業的跨領域協同合作，以動物保育為主軸，配合動物園的主要遊客

（小家庭成員與兒童）的閱讀與學習需求，將相關知識重新整理與設計，搭配

數位與互動科技，將動物保育的觀念與相關資訊，帶入遊客平日使用的手機、

平板或電腦的應用程式中，讓遊客能更以輕鬆、有趣、互動的方式，學習動物

保育相關知識，同時達到推廣動物保育重要性的觀念。 

參與課程的大學生則需要學習與整合以下能力：學習內容設計的基礎、數

位與互動科技技術、動物保育相關知識、評估使用者需求與習慣等，並於課程

最終產出動物保育應用程式，於臺北市立動物園每年的生肖特展活動中呈現，

提供有興趣瞭解動物保育知識的學習者，能自由探索、學習的數位資源和學習

材料，進一步瞭解和動物園展示的動物、昆蟲、生態環境等有關之基礎知識及

概念，同時也架設「諾亞方舟～動物保育數位學習園地」網站，提供有興趣運

用相關資源的學習者交流互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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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學所實施的產學合作課程，多以引進業師進入校園教學，透過分享

或帶領學生實際體驗現場實務的活動與做法，加速學生整合所學之理論與實

務。本文所論述的課程，大學生在選修課程前，已在一、二年級修過基礎的教

育概論、學習心理學、學習設計、數位設計、互動科技等專業知識與技能；在

課程進度規劃以 ADDIE（Analyze, Design, Develop, Implement, and Evaluate）模

式進行學習內容的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鑑，一方面強化學生的前述多

項專業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讓學生將所學應用於實務現場，結合所學的知識、

技能與現實的情境脈絡，過程中不斷的磨合、協調、修改，有助於學生養成跨

領域整合和創新思考的能力。 

過程邀集教育、課程、數位設計、互動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協助課程

的規劃與設計，以及評鑑學生的設計成果，同時也邀請動物保育員提供動物保

育知識與現場的實務經驗，以及動物園訪客（家長和兒童）的學習需求，協助

學生的設計成果能更聚焦，並能實際應用於動物園展演活動，供訪客學習使用。

學生也能透過設計、分享、發表、評鑑與互評，從歷程中滾動式修改設計與持

續學習。因此，在課程學習內容的設計與規劃屬於「跨學科」的跨領域合作；

而在每次階段性成果發表、評鑑，以及總成果發表、展演活動規劃上則屬於「超

學科」的跨領域合作，是一種綜合不同跨領域型態的跨領域課程規劃。 

三、實施動物保育跨域課程之挑戰 

高等教育多元的專業科目，學習內容包羅萬象，進行跨領域課程的合作、

整合學習內容與教材設計，尚存許多值得探討與發展的議題和空間。根據筆者

與系上、他系教師合作，實施跨域課程多年之經驗，並參酌相關研究，思考執

行本文案例：「動物保育跨域課程」時，待解決的問題與困境。 

(一) 跨域整合多元專業領域 

Millar（2016）指出大學的課程是一種特定專業知識的教導與學習，聚焦單

一學科知識的專精與深化，協助學生奠定扎實專業知識的基礎，並為培育未來

的產業與研發人才紮根。跨領域的意義不在打破專業學科的架構，而是加深學

科間的互動與交流，藉由面對同一主題、問題、困境，進行一連串的協同探索、

研究和嘗試，綜合跨學科的知識與技能，產生有別於單一學科之新知識或創新

的解決方案。本文探討的課程，則包括將動物保育知識轉化為適合學習者的學

習內容、知識點的銜接與設計、圖文編排設計、繪圖風格與色彩、互動方式等

是否符合學習者年齡等，都是大學生整合所學知能，進行跨領域實踐與應用的

真實情境。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動物保育、課程設計、教材設計、圖文編排、數

位應用等專業知識與技能，並將之用於設計符合動物園訪客使用與學習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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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育數位教材，在跨域攜手、整合多元知能，正是課程設計、教導與學習

上需要克服的第一個關卡。 

(二) 規劃培育未來人才能力 

高等教育肩負培育高階與專業人才的責任，隨著世界快速變遷與職場多樣

化的需求，大學教育應能與時俱進，為培育具備跨領域能力、發展多元專業知

能、拓展知識視野的未來人才。Merck & Beermann（2015）指出跨領域合作是

教育永續發展的方式之一。結合當代的各種議題和問題導向與專題式學習的跨

領域合作，能讓學生親身體驗、面對實務現場或實際議題時，應該應用與具備

的知識與技術能力，並在過程中不斷分析、討論、修正、整合所學知能，直到

解決問題。而本文探討的動物保育跨域課程之目標，就是希望透過課程教導學

生設計數位教材的基本知能，結合動物保育員的專業知識，以及動物園提供的

實務環境，讓學生能從和動物保育員與動物園訪客的互動情境脈絡中，逐步引

起學習動機、發掘問題、解決問題，最終能引發自主學習，藉此培養學生整合

不同知識體系的能力。 

(三) 教導與學習成效的評估 

本文論述之動物保育跨域課程的實施是學校教育結合動物保育之實踐歷

程，需經過長時間的磨合、嘗試與施行才能觀察其效果，無法於課程結束的當

下（學期末），瞭解學生完整的學習成效或課程效能。跨領域專家學者的教學內

容、審查與評鑑方式也在課程進行過程中，不斷滾動修正調整，因此在教學的

效益不易評定，更遑論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如何建立完善且系統的機

制加以檢視，是一項重要課題。 

四、強化動物保育跨域課程之做法 

綜上論述，在規劃課程的過程，參與課程的跨領域專家、學者應透過不同

的協作方式，並由授課教師隨時提供相應支持，促其成功運作。以下茲就強化

課程運作的做法與策略提出建議： 

(一) 整合跨域專業成長 

透過跨領域整合各種專業知能的學習方式，讓學生接觸更多元的知識與學

習內容，擴展知識視野。由於廣邀多門學科與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課程，

為推展及深化跨域課程的實施成效，應能採取與已行之多年的「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類似之模式，透過群協作的方式，讓參與成員共同針對課程願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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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教學內容轉換、學習評估方式、展演成果等，進行多方討論與凝聚共識。

同時也可藉由群組的運作方式，針對彼此的專業與協同方式進行深度探討，除

聚焦提升學生的學習內涵和成果展現，也能彼此學習、對話、相互瞭解不同專

業領域的特質與思考模式，有效提升教導與學習的質量。 

(二) 跨界能力永續學習 

未來的社會與職場，存在許多議題與問題無法端賴單一領域或學科完成，

因此在心態上應能整合多元能力、廣納多方專業領域合作，在能力上應能與不

同領域的人才協同合作，才能因應變動快速的時勢發展。張嘉育、林肇基（2019）
指出創新思維、溝通力、團隊合作力，是培養跨領域的能力與特質的核心競爭

力。透過尊重不同的專業、理解彼此的差異，並尋求共通的合作、互動模式，

進而將所學應用於解決未來職場、生活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跨領域學習的一環。

因此在本課程中，學生採能力異質性分組，由具備不同知識與技能的學生協同

合作，進行數位教材設計，並於每次的設計、發表與分享後，由專家、學者進

行評鑑、回饋外，也由各小組進行組間互評，藉此理解不同領域、專業、個體

的認知與思考模式。而在數位教材發展到評鑑的階段，也讓學生帶著原型初稿

設計，進入小學教學現場，實際與國小學童、家長進行互動，以瞭解與動物園

訪客同齡的學習者之實際需求（包含閱讀理解、互動操作體驗、美術風格偏好

等），同時讓大學生進一步將理論知識與技能和現場情境產生連結，獲得親身的

體驗與認知，從而獲得將所學應用於未來多元問題與議題上的能力。 

(三) 課程實踐多元回饋 

為深化學習效果，讓學生習得跨界整合能力，課程中運用問題導向和專題

式學習，讓學生分組進行設計，透過成員間的對話、發展、設計、省思，讓學

生脫離學習單一學科的知識面向，進行多元視角、不同專業、不同方法的統整，

以創新的思維或更全面的思考解決面臨的問題。同時親身進入動物園現場、與

保育員和動物園訪客間的互動和對話，也有助於學生有機會直接參與活動、實

際創作，以及貼近學習者，並從真實情境中獲得反饋，也能加速自我的反思與

明辨性思考。在每個設計發展階段，皆安排學生小組發表階段性成果，將課程

中由專家、學者和保育員提供的知識和技能，透過自己親身的認知與學習經驗，

轉化成知識分享給同儕，加上期末的總成果發表和隔年的動物園展演發表活

動，讓學生於不同階段，都能獲得專業的建議，以及學生間小組互評的回饋，

提供參與課程學生正向、專業且實質的收穫，藉此相互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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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跨域課程之本質應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以學習者在特定場域、產業現場，

結合真實生活、解決現實問題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為起點，透過跨領域的專家、

學者，將知識、技能與應用的教材教具，轉換為系統化、結構化的學習內容，

讓學習者可以更快速地吸收理解、更簡單地連結知識與現場經驗，以切合情境

脈絡完成跨領域的統整。而跨領域課程執行的歷程，包括學校和動物園的專業

知識與技能之教導與學習、學生於學習後能整合應用於設計動物保育教材、能

與同儕分享知識和設計成果、能與參訪動物園的家長與兒童進行互動，運用教

學、提問、討論、發表、審查、指導、同儕互評等方式，讓學生對學習更有意

願，並能逐步邁向主動探索、自主學習。學校與動物園等各領域專家、學生們

在歷程中也能相互學習、支持與成長，同時更瞭解學生和動物園遊客的學習需

求，參與整個歷程的所有成員，同時身兼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角色，無時無刻都

在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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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技術型高中全方位輔導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以機械科為例 

方慶豐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兼教務主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程俊堅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長 
 

一、前言 

因應新課綱實施和四技二專統測新版的考招，技術型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未來升讀科技大學不再只看統測成績，而是要展現個人特色

和適性發展的學習軌跡，故學習歷程檔案未來在升學路上將會扮演非常重要角

色。因此技術型高中需要全方位並長期按部就班輔導學生選習專業科目、撰寫完

整實習報告、輔導取得技術士證照、取得英文檢定、撰寫小論文和參加各式各樣

的競賽並爭取好成績等等，最後在每學期期末將成果上傳至雲端資料庫。所以針

對學習歷程檔案教師首先要瞭解，才有能力逐步輔導學生完成各項不同的任務。 

學生未來的學習歷程檔案在參加科技大學甄選時，委員將依科技大學的評量

尺規給予評分，此將關係到入學。新課綱已經開始實施，教師即要配合政策輔導

學生依序完成各項任務，學生才有機會升讀心目中理想的科技大學。 

二、學習歷程檔案內涵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新課綱，但為了達成「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的願景，將以學習歷程檔案取代現行備審資料，在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下，

豐富學生個人的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教育部，2020）第 3 條規定學

校應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數位平臺，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項目： 

1. 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明號碼、擔任校級、班級、社團幹部紀錄及其他學

籍相關資料。 

2. 修課紀錄：學校報經各該主管機關備查之課程計畫所開設各科目課程之學業

成績及課程諮詢紀錄。 

3. 課程學習成果：前款課程產出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 

4. 多元表現：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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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寶華（2017）指出面對大幅提高學習歷程檔案比重之未來大學考招連動趨

勢，可藉由記錄（recording）、反思（reflection）、精煉（refinement）、加強

（reinforcement）之 4R 模式，產生知識學習正向循環以及強化學習歷程深化效

果，亦即記錄學習成長情形、反思學習努力軌跡、精煉學習自省回饋、加強學習

卓越成果。 

因此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將完整記錄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時的學習表

現。除了考試成果之外，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能更真實呈現學生的學習軌跡、

個人特質、能力發展等，補強考試之外無法呈現的學習成果。藉由定期且長時間

的紀錄，更能大大減輕學生在高三時整理備審資料的負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2020）。 

採取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亦可顧及各校因所在資源的差異，減輕 城鄉、貧

富落差等爭議，讓高中端了解大學各科系如何看待學習歷程，了解大學審查學習

歷程的重點方向，有助提供高中端進行課程諮詢、生涯進路輔導時的參考，展現

學生自己的學習歷程（黃致誠，2020）。 

三、撰寫學習歷程檔案相關問題 

108 新課綱實施要求每位學生皆要準備學習歷程檔案並於每學期末將資料

上傳至學校雲端資料庫。然而有很多技術型高中學生不清楚要準備的內容或沒有

能力準備出色的資料，西螺農工遭遇的相關問題如下所示： 

(一) 自傳與學習計畫內容乏善可陳 

學生在其自傳無法詳細說明自己的人格特質、優缺點、專長與重要經歷，並

且無法透過實例描述自己過去在群體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的表現。但審查委員期

望從自傳和學習計畫可以清楚瞭解學生的背景、是否適合就讀本系與所修習的課

程是否符合系上所需求之人才等相關資訊，以及未來進入本系之後的學習計畫暨

期望達成目標。 

(二) 學習表現尚有再努力的空間 

1. 英文程度低落 

若學生的英文程度佳可以快速瞭解並吸取國外最新的知識與技術。但技術型

高中學生的英文程度普遍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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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證照宜加強輔導 

勞動署所舉辦各職科的乙，丙級技術證照有公信力，而且技術證照可以展現

學生個人在專業上的程度。但部分學生沒有參加技術士檢定或沒有能力通過檢

定，故無技術證照。 

3. 實習報告內容不完備 

一份完善的實習報告可以瞭解學生學習態度是否務實與專業的技術能力是

否有一定的水準。但教師未強烈要求與輔導，故學生對實習報告不重視。 

(三) 多元表現無亮麗成績 

1. 實習日誌未要求 

由實習日誌可以清楚地看出學習態度、技能訓練是否有紮實。 

2. 小論文投稿率低 

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再搭配文書處理可以發展出一篇小論文。從技術型高中

即開始培養有研究精神的學生，一進入大學即可以很快進入狀況。 

3. 發明專利件數少 

創意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天馬行空的想法，教師協助將其實現並輔導申請新型

發明。但是目前的技術型高中未倡導而且教師的本職學能亦無能力輔導。 

4. 獲獎率不如預期 

學生參加各式各樣的競賽，可以累積經驗、增廣見聞對於未來進入大學其視

野將更寬廣。但多數的師生對於額外的付出皆不夠積極。 

5. 社團活動未落實 

學生每學期皆會參加社團活動，輔導學生爭取幹部並於學期末繳交一篇心

得。但部分社團教師會上課堂課，部分社團指導老師為外聘，故在點名上不確實。 

6. 服務學習擴大辦理 

校內學生組成服務團隊，一則可以為學校節省公帑再則可以給學生舞台，熟

練技能並提高自信心。 

四、輔導學習歷程檔案的方式 

學習歷程檔案分四大部分，包括學生的「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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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果」、「多元表現」。因此針對此四大部分輔導學生準備相關亮點的資料，才

有機會在眾多的競爭者之中脫穎而出。因為藉由檢視多種類資料，激勵學生適性

發展，才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的完整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教

育部，2019）。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率先在清華大學的 109 年招生規劃中納入

了「尋找，下一個世代領袖」的理念，在學習歷程檔案中的自傳與學習規劃可以

有所依據的撰寫，讓學習歷程檔案的資料審核可以更一致化與系統化。（王智弘、

卓冠維，2020）。 

西螺農工在 109 年應屆有 192 位學生考上國立大學暨國立科技大學，其中有

82 位生係經由推甄進入國立大學，然而這批學生皆是本校按部就班依下列方式

輔導他們製作學習歷程檔案，故本校執行方式值得他校模仿。 

(一) 基本資料 

班級和社團幹部紀錄，行政同仁每學期會主動將資料輸入系統之中。此外，

導師會輔導學生撰寫擔任班級幹部和參加社團之心得報告（含相片）。 

(二) 修課紀錄 

大學端教授視學生的修課紀錄即可以清楚明瞭該生的學習軌跡，採質性分析

是否符合學系選才目標，以及未來如何善用學生的專長或加強其弱點，以適應快

速變遷的社會。 

針對提升學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的有效作為有三：(1)擴大辦理晚自習（109 學

年新策略）；(2)實施第 8 節課輔；(3)進行課程諮詢。 

(三) 課程學習成果 

1. 實習報告和成品 

專業實習課程教師在學生實習一個單位完成成品之後，隨即要求學生撰寫一

份心得，此份心得內容包含：實習項目、實習內容、主要學習何種技能、感想和

相片等等。 

2. 課程產出之作品 

(1) 跨群科情境模擬 

將機械工廠可能遭遇的情況結合英文課程採用英文會話溝通，讓學生有機會

活用英文。例如，基礎版在課程剛開始時可以採用英文介紹工具和機台各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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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進階版則介紹如何操作機台並輔以解說甚至回答問題。此過程採用錄影機

錄影紀錄。 

(2) 上課的手寫筆記 

學生上課寫筆記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並利於回家複習。此外，從筆記

本亦可以看出學生在上課時是否有認真聽講、用心學習。 

(3) 實習的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是將理論課程結合實習課程，製作出實用的成品。並在校內舉辦競

賽擇優頒發證書，並推薦優秀作品參加校外的競賽，若得獎學生其多元表現將再

添光彩。 

3. 其他學習成果 

(1) 英文檢定 

202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會議手冊中提及「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度書 2.0」即是要引進國際課程，其願景是接軌國際鏈結全球。總統希望

2030 年將台灣發展為雙語國家。目前本校會利用早自習讓所有學生練習英聽、

以提升學生的英文程度。同時 109 學年度已經著手申請英語外師計畫案，讓學生

有機會多接觸外師提升英文程度。 

(2) 專業證照 

以機械科為例，高一輔導學生考綜合加工丙級技術證照、高二輔導學生考電

腦輔助機械製圖丙級技術證照、高三即可以輔導學生考數值控制銑床乙級技術證

照或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乙級技術證照，所以機械科學生若按部就班在畢業時可以

拿到二張丙級和一張乙級技術證照。 

(四) 多元表現 

黃致誠（2020）指出我國在少子化的趨勢下，需思考如何燃起學生學習的熱

忱，更要重視學生適才適性的發展，以帶起每個學生，關鍵在於回歸課程教學的

豐富與多元。 

1. 彈性學習時間 

(1) 特色課程選習 

以機械科學生為例，對機台的操作熟稔，但對於電力系統不熟悉，此時可以

考慮選修電器維修課程。如此一來，未來即具備機械與電器維修雙重技能，在工

廠將變成炙手可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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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能力培養-文書編輯 

輔導學生選修文書處理相關課程，增強學生基本文書處理能力。以因應日後

相關課程或專題報告，才有能力撰寫一份漂亮的報告。 

2. 團體活動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包括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

講座等。 

(1) 社團活動 

    學校有 34 個社團，有動態、有靜態，依學生之興趣自由選修。社團教師暨

導師會要求學生在期末時提供一篇附相片的心得寫作。 

(2) 學生自治活動 

    依教育部規定學校的校務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服裝委員會等等皆需要有

學生會會長或者代表出席會議。導師會要求學生在參加會議或者活動之後，要撰

寫心得以利傳承。 

(3)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目前校內有電機科的電機服務團隊，若各單位有簡單的燈管損壞、水管漏水

即可申請，請學生協助維修。電子科的電腦維修團隊即提供電腦組裝、裝作業系

統和軟體等等服務各單位。 

(4) 講座或研習 

   校內利用優質化計畫或均質化計畫，辦理相關的講座和實務研習。教師要求

學生在聆聽演講和實務操作研習之後繳交心得報告（含相片）。 

3. 其他表現 

(1) 實習學習日誌撰寫 

目前論者要求農工科技藝競賽選手在訓練的期間每日將訓練心得紀錄，一則

提醒自己加工時要注意的小細節，二則可以傳承給未來學弟妹。 

(2) 擔任技藝競賽選手 

選手可以參加全國農工科技藝競賽，若獲得金手獎透過特殊選才即有機會進

入國立大學就讀。以 108 年為例：畜保科歐同學榮獲金手獎第 2 名，經特殊選才

進入國立嘉義大學獸醫系就讀。最重要的是，習得的技能是未來升學或者就業的

利器。 

(3) 參加各式各樣競賽 

論者曾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專題創意競賽、全國高中職學生智慧生活創意設計

比賽以多功能吊物架榮獲佳作、指導學生以自然風力汲水器作品榮獲 2015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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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佳作等等，其對學生甄試助益良多。 

(4) 投稿中學生小論文 

撰寫小論文除了讓學生練習打字和文書排版，還可以將所學之課程內容彙整

並整理成一篇文章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5) 鼓勵學生創意發明 

    要提高學生的創意與發明學校端有效的作法有四： 

a. 行政端 

    營造有創意的校園環境並舉辦有創意的相關活動競賽，讓師生皆有機會

多思考與顯現成果的機會。 

b. 教師端 

    首先要鼓勵教師多參加研習才能增廣見聞。讓教師有相關的知識與經

驗，融入相關的課程之中，再行設計相關的活動。 

c. 教育部 

    提供相關計畫供學校申請補助。因為學校端需要設備與經費的補助，相

關活動才能運作與推動。 

d. 學生端 

    針對校內、外相關的課程要認真學習並積極參與相關活動、競賽，如海

綿般持續不斷地吸收相關知識，才能激發新思維，創意發明即可能會產生。 

(6) 帶領學生職場參訪 

每學年全校舉辦 40 多場職場參訪，讓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返校要求學

生務必要繳交一篇心得寫作（含相片）。在職場參訪過程若發現學校沒有的工具

或機台，其心得能詳細描述其功能採加分處理，藉以鼓勵學生在參訪的過程要用

心觀察所有事物增廣見聞。 

五、結論 

108 新課綱列車已經啟動，其學習歷程檔案也如火如荼在進行中，二年後大

學入學一定會採計，因為目前科技大學其入學的評量尺規陸續訂定完成，故勢在

必行。技術型高中課程諮詢教師應該輔導學生鎖定心目中的科技大學依其評量尺

規修習多元選修暨彈性學習課程，令學習軌跡符合該校系的需求。教師群再全方

位輔導學生取得英文檢定、乙丙級技術證照、撰寫實習日誌、實習報告、參加小

論文競賽和其他各式各樣的競賽豐富學習歷程檔案內容，最後再搭配四技二專統

測成績必定可以進入理想的科技大學就讀。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21-128 

 

自由評論 

 

第 128 頁 

參考文獻 

 王智弘、卓冠維（2020）。從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與檢核談自主學習力的養

成與評估。台灣教育研究期刊，2020，1(3)，69-80。 

 教育部（2019）。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11 學年度起適用）。臺北市：作者。 
潘慧玲、王如哲、葉興華、張炳煌、吳武雄、吳清鏞（2005）。普通高中課程必

選修之研究。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教育學系。 

 教育部（2020）。教育部法規查詢系統。（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70186B號）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取自https://edu.law.moe.gov.tw/Law 
Content.aspx?id=GL001916#lawmenu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0）。108課綱資訊網。取自http://12basic.edu. 
tw/edu-3.php 

 黃致誠（2020）。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與校訂課程發展之關聯。台灣教育

雙月刊，722，103-110。 

 戰寶華、侯欣彤（2017）。從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探究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之運

用模式。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3)，201-20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29-133 

 

自由評論 

 

第 129 頁 

國民小學組織氣氛與教師兼任行政意願之探討 
陳玉珊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為社會進步的推動力，與教育相關的不外乎就是教師、教學、行政、學

校等，對一所學校來說，要有良好的校務運作，是需要行政端與教學端的密切配

合，教師不只傳道、授業、解惑，還要面對家長，甚至是行政業務，其工作內容

何其複雜，角色是如此多元，是學校組織運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教師兼任

行政職，不只要處理校內的一般行政業務、活動競賽，還需面對教育局處各式各

樣的公文、教育評鑑、訪視報告等，行政業務量是多麼龐大。龐大的業務量、沉

重的壓力，已在先前造成一波「行政大逃亡」，然而隨著年金改革及新課綱的推

行，部分教師擔憂會有更多瑣碎的行政工作，因此又掀起另一波「行政離職逃亡

潮」，不難發現行政人員出走的現象是日益嚴重。甚至有校長形容，行政人員大

逃亡持續發生，已從山壁崩落變成土石流。 

影響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有諸多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包括個人的生

涯規劃、家庭因素、社會因素、校長領導風格、學校組織氣氛等，有可能是單一

因素，也有可能兼具眾多原因（羅德水，2019）。吳清山與林天祐（2005）指出

學校組織氣氛是校長與教師互動，兩者間交互作用對學校內在環境產生的持久性

改變，此一改變是由教師所知覺，並影響其對校之認同感與滿意度。組織內部環

境品質的高低會影響個人的工作意願，擁有高環境品質的組織比低環境品質的組

織來的有吸引力，因此，學校組織氣氛亦可能會是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助力之一

（鄭惟恬，2016）。教師處於學校組織中，深受組織氣氛影響，組織氣氛連帶影

響教師兼任行政之意願，什麼樣組織氣氛的學校，能留住行政人才，突破學校難

以覓得教師擔任行政的困境，為校務運作帶來正向之改變，是研究者所欲探討之

問題，亦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二、學校行政沒人當 

近年來每年暑假總是上演著「行政大逃亡」的戲碼，學校是疲於奔命地尋找

教師來擔任行政工作，在開學前夕找不到行政人員，人事無法定案、行政業務恐

開天窗等事層出不窮。即使組長或主任的職務加給比教師高，額外還有國民旅遊

卡的補助，政府還祭出加薪來鼓勵教師擔任行政，卻仍無法提高教師兼任行政的

意願。行政大逃亡的現象年年發生，此困境卻年年無法獲得改善。在過去，擔任

行政職是搶破頭也不一定輪的到的工作，象徵著榮譽與肯定；現如今，竟演變成

行政大逃亡，造成此一現象，究竟是何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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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業務量多 

兼任行政要負責的考評工作愈來愈繁重，會議也愈來愈多，再加上十二國教

新課綱的推動，業務量更是煩瑣，些許教師擔心對新課綱不熟悉，無法勝任此一

業務。另外，學校的行政績效需要評鑑、申請經費需要寫計畫等，每位行政人員

不只要不停的寫報告，還得面對這一些漫無止境的評鑑和訪視，如此一來可說是

精疲力竭，做得好只有記功嘉獎，做不好卻得面臨被主管訓斥之壓力（社論，

2019）。 

(二) 經濟利益考量 

首先，年金改革以後，教師接行政之加給不能納入退休基數；其次為就算兼

任行政職每月只有幾千元加給，寒暑假卻都要到校上班（社論，2019）。另外，

有教師認為就算有較多的職務加給，但一方面要備課，一方面要寫一堆報告，根

本是窮於應付。  

(三) 學校組織氣氛 

可以發現有些學校是大家樂意擔任行政工作，而有些學校的行政工作卻無人

要當。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氛圍與教師兼任行政意願成高度正相關，而且教師對組

織氛圍的優劣認知程度愈高，其兼任行政的意願就愈高。另外，教師兼任行政工

作意願還受學校校長的領導風格影響之大，校長愈是尊重教師之專業能力，能夠

給予教師教學上協助與支持及解決行政工作上的困難，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意願

就越高（楊莉雲，2015）。 

三、國民小學組織氣氛意涵 

學校組織氣氛為學校行為與教職員行為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學校組織氣

氛具獨特性，因此不同的學校會帶給人不同的感覺（Halpin&Croft,1966）。Hoy
與 Clover（1986）認為學校組織氣氛是校長與教師交互反應所形成，在學校環境

中是一持久性之特性，並會對組織成員產生影響。黃昆輝（2002）認為學校組織

氣氛為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為了達到學校教育之目的與滿足個人需求，彼此間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吳清山與林天祐（2005）認為學校組織氣氛是校長與教

師互動，兩者間交互作用對學校內在環境產生的持久性改變。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組織氣氛之看法，可以得知學校組織氣氛是學

校成員間長時間的交互作用，所產生具有獨特性、持久性、穩定性與整體性之結

果。以下將以 Hoy 與 Clover（1986）所提出的學校組織氣氛類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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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放型氣氛（open climate） 

開放型氣氛即校長與教師之間的行為皆為開放的，兩者互相尊重與配合。校

長會支持、關心、鼓勵教師的行為；教師之間密切往來，表現出和諧、積極、互

相支持的行為。 

(二) 投入型氣氛（engaged climate） 

投入型氣氛即校長行為是封閉的，但教師行為卻是開放的。校長表現出限

制、控制和干擾教師行為，以威權控管教師與組織，但教師之間卻能和諧相處，

彼此真誠、接納，專注一致於教學工作。 

(三) 疏離型氣氛（disengaged climate） 

疏離型氣氛即校長表現出開放性行為，而教師行為則是封閉的。校長表現出

關心、支持、鼓勵教師的行為；但教師卻不接受，彼此之間也互不相讓、彼此冷

漠，並且對工作也無責任感。 

(四) 封閉型氣氛（closed climate） 

封閉型氣氛即校長與教師行為皆是封閉的，校長表現出嚴厲、控制、非支持

性等行為，而教師對校長的要求反應冷漠，且工作熱忱不高。教師之間無法和諧

相處，互相不能容忍、疏離。 

四、國民小學組織氣氛與教師兼任行政意願之關係 

陳秀如（2018）以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探討臺中市國民小學學校組

織氣氛與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之關係，其結果顯示處於開放型氣氛及封閉型氣

氛的教師，兼任行政意願「價值觀念」上達顯著差異。 

鄭惟恬（2016）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內外控人

格與學校組織氣氛對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影響之關係。其結果顯示「校長監督面向」

對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意願具正向之預測力，表示校長若能進行課室之走查、關

心教師教學行為之表現及展現對教學計畫之重視，教師能感受到校長的用心，兼

任行政的意願將會有所提升。 

張芳綺（2015）以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探討高雄市國小教師情緒勞

務、學校組織氣氛與兼任行政工作意願關係。其結果顯示教師對於學校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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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及各分層面（校長支持行為、教師投入行為及教師親和行為）感受越高，

則對於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將愈高。 

余秋微（2014）以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探討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兼

任學校行政工作意願及其影響因素，其結果發現影響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

政意願程度以組織認同因素最高，因此營造和諧的組織氣氛，能提高教師兼任行

政的意願。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知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感到愈優良，其兼任行政工作的意

願就愈高。在良好且開放型組織氣氛的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優於組織氣

氛封閉之學校。進一步發現校長的領導方式、辦學理念若能讓教師感到認同，例

如：校長的支持（盡全力的協助教師、在教學上給予教師建設性之建議、對待每

位教師的態度一致、適時鼓勵與讚美教師等）、適度的監督（關心教師的教學表

現、進行課室走查等），會讓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較高。以教師而言，教師間

的相處融洽、彼此能互相協助、尊重同儕的專業能力、共同分享教學經驗與資源

等，會讓教師有較高的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另外，行政團隊的效率良好、行政團

隊間相處融洽亦會影響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意願。 

五、結語 

影響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的因素眾多，其中學校組織氣氛占了很重要的一

部份，和諧的組織氛圍以及讓教師感受到支持與尊重的領導者風格能誘發教師擔

任行政工作的意願，因此要提升教師兼任行政的意願可以從學校做起。建議校長

可多表現出關懷、支持教師的態度，減少給各單位臨時的工作項目；行政部分參

考教師的專業做合適的人事安排，並建立有系統、妥當的行政工作移交手續，減

少教師剛接手時不知該如何的慌張情緒；教師之間分工合作與協助、分享經驗、

平時多培養共同興趣與話題，以建立彼此間的默契。一所組織氣氛良好的學校，

會讓教師認同組織，打從心底樂於為組織服務，教師在兼任行政工作上會有較高

的意願。 

參考文獻 

 余秋微（2014）。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意願及其影響因素

之研究（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102NTNT1149008） 

 吳清山、林天祐（2005）。教育新辭書。台北：高等教育。 

 社論（2019年8月15日）。教師行政大逃亡。人間福報。取自https://www.merit-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29-133 

 

自由評論 

 

第 133 頁 

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59832 

 張芳綺（2015）。高雄市國小教師情緒勞務、學校組織氣氛與兼任行政工作

意願關係之研究（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103NKNU5332026） 

 陳秀如（2018）。臺中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之

關係（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106NCNU0631018） 

 黃昆輝（2002）。教育行政學。臺北：東華。 

 楊莉雲（2015）。學校組織氣氛、工作壓力與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之研究

－以高雄市國小為例（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103KYIT0457044） 

 鄭惟恬（2016）。國民小學教師內外控人格與學校組織氣氛對兼任行政工作

意願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104UT005778027） 

 羅德水（2019年8月12日）。年年喊「行政逃亡」卻年年找不出解方？建議相

關單位先做這些事。獨立評論＠天下。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 
266/article/8377 

 Halpin, A. & Croft, D. B. (1966).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Schools. In A. 
Halpi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administration (pp.106-151). New York: The 
Macmillam Company. 

 Hoy, W. & Clover, S. (1986). Elementary school climate：A revision of the 
OCDQ.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2(1), 93-110.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34-138 

 

自由評論 

 

第 134 頁 

幼兒園實施沉浸式閩語教學問題與解決策略 
接詩涵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孫良誠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 
 

一、前言 

語言承載了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特徵。為保護與促進世界語言多樣性，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9）提出「Yuelu Proclamation」向全世界發出倡議，號召國際社會、

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等達成共識，體現了加強語言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理念，倡導各國製定行動綱領和實施方案。根據 UNESCO 報告，臺灣部

分語言已經被列入母語滅絕或瀕臨危機的等級。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在「獨尊國

語」的語言政策下，使得各族群母語失去在公共領域流通的機會，學童也失去與

同儕使用自己族群母語交談與學習的機會（陳明珠，2013）。葉菊蘭女士曾於全

國本土教育研討會中提出警訊，並形容閩南語正如「掛號」中，客家語則已進入

「急診室」急救中，原住民語更是已經進入「加護病房」（引自黃以敬，2003）。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0）執行《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針對家庭中使用的語言

調查發現：臺灣閩南語使用情形隨著年齡遞減而減少，意味著閩南語正面臨流

失、萎縮甚至消失的情況。 

家庭是學習母語最佳地點，但使用閩語為家庭語言逐漸減少，父母親甚至不

會閩語，無法以母語跟孩子交談，使得家庭成為母語流失最嚴重的地方，因此透

過學校傳承閩語就成為主要的場域。教育部於 2006 年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開始補助幼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學經

費，2018 年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原則》，條文中具體說明補助幼兒園推廣本土語言之經費，

鼓勵本土語言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以促進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之傳承與發

展。 

族語沉浸式教學（immersive teaching）是近年推動語言教學重要的方式，教

師以族語進行教學非教導族語，將族語學習融入教學活動中，創造學生樂於溝通

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接觸族語的機會，進而鼓勵學生探索多元文化以及培養學

習本土語文的興趣。本文以閩語沉浸式教學為討論的焦點，首先指出閩語教學的

問題，再依據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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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閩語教學現場的問題 

(一) 直接教導閩語，非以閩語進行教學 

    教保服務人員不了解沉浸式教學的意含， 在教學中經常出現教導幼兒學習

閩語而非以閩語進行教學。陳靜美（2015）指出由於老師缺乏母語教學的經驗，

因此在策略使用上易走向分科教學，即教導幼兒學習閩語，此恐違反《幼兒教保

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3 條，應以統整的方式實施教保活動課程。 

(二) 學前閩語教材不足，教保服務人員需耗費心力尋找或設計 

    教材是老師教學的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媒介，選用適合的教材有助於學習

的成果。吳俊憲與吳錦慧（2014）指出針對學前階段設計的本土語言教材不足，

現行坊間教材多以國中、國小學生為主要設計對象，因此教保服務人員需花費較

多心力尋找或設計適當的教材，易造成教保服務人員額外的負擔。 

(三) 閩語用字使用失當，造成日後學習國語的困擾 

    教保服務人員常常將教過的圖卡結合文字或設計童謠海報掛在牆上或白板

上，並使用閩語的用字（如旺來、金蕉）讓幼兒會認讀閩語，而非使用漢語文字

（如鳳梨、香蕉）來教導幼兒複誦圖卡或的童謠，此可能導致幼兒進入國小後學

習國語的困擾。 

(四) 教保服務人員讓出教學主導權，由薪傳師進行教學 

    為了達成閩語沉浸式教學的目的，部分閩語能力欠佳的教保服務人員，在主

題教學時間讓出教學的主導權，由薪傳師負責執行閩語教學，若薪傳師具備教保

服務人員資格尚無問題，若不具備將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0 條的規定。

另外也出現主題課程時，教保服務人員講一句國語，薪傳師翻譯成閩語的方式進

行教學，這並非正常的教學情形。 

三、閩語教學問題的解決策略 

針對上述閩語沉浸式教學現場出現的問題，筆者嘗試提出以下的解決策略。 

(一) 強化參與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對沉浸式教學的概念 

    Genesee（1994）指出沉浸式教學定義是指：學生在一學年中至少要有 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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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時間，運用第二語言來學習其他的學科，且須強調並非教授第二語言。因

此縣（市）政府對於參與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應提供研習課程，清楚

說明沉浸式教學的概念語教學方式，或選擇正確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進

行示範教學，讓不熟悉的幼兒園能觀摩學習。 

(二) 邀請學者專家研編適合幼兒使用的閩語教材 

    好的教材資源可使教與學順利進行，也可減少教保服務人員備課時的壓力，

為解決學齡前閩語教材不足的問題，除了可以委託學者專家設計教材外，也可以

邀請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教保服務人員，將其自編的教材參與評選，拔擢好的

教案並集結成冊，供教保服務人員參考使用。 

(三) 重視對閩語聽說能力，而非認讀閩語文字 

    幼兒學習語言的焦點應放在對語言聽與說的能力，而非了解抽象的文字符

號，且認識這些閩語文字亦非幼兒感興趣的學習活動，也不符合全語文重視有意

義語文的精神。因此教保服務人員應避免閩語用字讓幼兒會學習閩語。 

(四) 堅守自己教學工作，讓薪傳師在非教學時間與幼兒互動 

    教學工作是教保服務人員主要的任務，不可因自己閩語能力不足而將教學工

作交由薪傳師負責。閩語能力不足的教保服務人員在主題教學時間仍可以國語進

行教學，薪傳師則可在例行活動時間或學習區時間，運用閩語引導幼兒進行活動

或與其互動。 

(五) 規劃閩語師資培訓制度，培養教保服務人員閩語能力 

    教保服務人員的閩語能力是執行閩語沉浸式教學的關鍵因素，目前除了華語

文學系可培育閩語師資外，縣市政府在推動閩語沉浸式教學亦需要規劃連續的系

統性的課程，讓閩語能力不足的教保服務人員循序漸進學習閩語並鼓勵參加認

證，不要如陳靜美（2015）所言辦理短期母語研習課程，讓教師產生「學完拼音，

反而不知怎麼教」的問題。另外教保服務人員也可以組成閩語學習社群彼此相互

學習。 

四、結論 

語言是文化傳承重要的資產，搶救瀕危語言是為了保護語言的多樣性以及提

供大眾另一種認是社會的方式，同時也可以保障不同族群成員的平等權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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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語沈浸式教學的重點是讓幼兒能自然的使用閩語。毛利人的語言巢計畫，除了

提升母語地位，獲得政府制度的支持外，更建立家庭及社區的母語環境（張學謙，

2015），其做法可供臺灣政府欲保存本土語言的借鑑。期望臺灣目前推動的族語

沉浸式教學，能讓幼兒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溝通表達自己的族語，進而培養其對

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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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以人為本的幼兒優質學習環境 
郭喬雯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施又瑀 

大葉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幼兒教育市場爭奇鬥豔、良莠不齊，讓人眼花撩亂，尤其緣於少子化的衝擊，

激發家長日益重視幼兒教育，因此，「優質化」、「精緻化」的幼兒教育儼然蔚為

時代之趨勢，如何為幼兒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應該是我們應深思與兢業戮

力的課題。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言：「我們塑造建築物；而建築物也塑造我們。」（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our buildings shape us.）（引自湯志民，2005）。誠然，「環

境」充滿啟示，本身就具有示範、隱喻與潛移默化的作用，可以導引人的行為內

涵及方向。戴禹心（2004）針對臺北市八所公立幼兒園進行環境觀察與幼兒社會

行為評量發現，幼兒園的個人生活照顧、社會互動、作息活動結構等個別環境安

排較佳，其幼兒較為獨立，並鮮少出現攻擊行為；幼兒園的設備安排、語言與理

解、學習活動及作息活動結構等個別環境較佳，其幼兒較少出現退縮行為；幼兒

園的社會互動個別環境較佳，其幼兒較少分心行為。 

    爰此，教學環境攸關師生的互動與教學的良窳，不能輕忽漠視，尤其對於甫

接受啟蒙的幼兒學習階段，週遭環境的薰染啟迪，教師的言行舉止聲息相通的影

響著稚嫩的心靈，左右他們的生活與學習。是以，明智的父母眼光不會只停留在

繽紛的媒體報導，抑或熠熠亮眼的園所表現，反而會將目光聚焦於涓滴成流的陶

鑄力量—環境，透過觀察、審視、省思，汲取成長的養分，作為判斷的準據，挑

選心目中理想的幼兒園。 

二、幼兒學習環境之研究與相關問題 

揆諸實際，學前教育是幼兒接受團體生活與良好學習態度的黃金時期，幼兒

經由不斷的探索、學習與周圍環境互動產生學習共鳴，是以幼兒教師承肩啟蒙幼

兒適應校園生活及引導認知思考的重任，為終身學習扎穩根基。誠如邱志鵬

（1998）所指，幼兒時期是人類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無論在生理、心理、認知、

社會、情緒等方面，均與早期所處的環境有關。 

湯志民（2004）指出，幼兒學習環境係為達成幼兒教育目標而設立的學習活

動場所。就狹義而言，係指園所做為一般學習用的活動室；就廣義而言，幼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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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是涵蓋園所內所有的空間、設施和設備，亦即含括室內外學習活動設施，

包含園舍、庭園、運動遊戲場及其附屬設施。林寶貴（2003）將學習環境分為物

理環境與心理環境，物理環境包括教室、桌子、溫度、採光及其角落或學習區、

情境布置等等。心理環境則包含人的肢體語言、角色認定、師生互動關係與設備

呈現的方式是溫馨、安全、冷硬的感覺。以物理環境而言，教師在規劃時應兼顧

生活化、彈性化、安全化、實用化、溫暖化及無障礙化等原則。而心理環境則應

重視師生互動及同儕之間的互動關係，以營造安全適性的學習環境。由上觀之，

學習環境除了硬體園舍、設備、器材、設施、溫度、採光等物理環境之外，也包

含左右幼兒學習的內在心理因素，如：教師態度、師生互動、學習氛圍、溫馨安

全等心理環境。因此，學習環境之於幼兒，除了符應個體生理、心理需求與發展

的基本條件，更有其積極的教育意義。 

而幼兒學習環境的良窳通常也是家長在為子女選擇學校時最關心的要項，其

中包括設備、教學方法、師資等，均屬於學習環境的範疇。黃慈薇（2005）研究

發現，家長選擇學前教育機構以「環境設備」、「教學方法」、「師資」為最關注的

考量因素。劉育吟（2005）研究指出，家長選擇子女就讀幼稚園主要考量因素為：

(1)設備、才藝、環境、交通、教學；(2)是否立案；(3)孩子意願、收費便宜。莊

欣怡（2006）研究顯示，新莊市幼稚園家長最重視的教育內容項目為「教學方法」、

「師資」與「環境設備」。鄭美惠、謝美慧（2009）研究發現，幼兒家長在選擇

就讀公幼時，「幼兒學習」、「教學方法」、「環境衛生」為主要的選擇內容。彭詩

瑀（2020）研究顯示，影響家長選擇幼兒園之關鍵因素依序為經濟、學習環境與

師資。 

然而，目前幼兒學習環境仍存在一些問題，亟需有識之士正視並積極匡正缺

失。例如靖娟基金會針對六都中的國小附設幼兒園，隨機各挑選十家進行調查，

發現三大安全缺失：門禁鬆散、廁所偏僻、遊具標示不當（駱慧雯，2015）。郭

春在（2007）研究指出，幼兒使用遊具會受傷的前三名依序為：玩遊具過程相撞、

玩遊具過程推擠碰撞以及遊具設計不當。藍麗子（2003）研究發現，幼兒園如廁

空間因面積較小造成設備數量受限及缺乏私密性空間；在用餐空間方面，缺乏各

班輔助教學及餐後盥洗、清潔之用水需求設施；在睡眠空間設計方面，應規劃一

區寧靜幽雅的空間，避免色彩繽紛的干擾。黃惠雯（2012）研究指出，幼兒園學

習環境顯現的問題有:空間不足且規劃待加強；戶外遊戲場配置與設計不良；戶

外遊具設施欠缺多樣化、挑戰性不足與安全問題；幼兒自發性活動的時間比例過

少，以及偏重室內忽略室外的活動時間與活動型態。 

綜觀上述研究發現，目前幼兒園在環境營造上存在設計不良、安全衛生虞

慮，以及欠缺多樣性、操作性與教育性等，亟待各園所仔細審視、評估，並籌謀

改善，以利幼兒學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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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以人為本的幼兒學習環境策略 

綜合上述幼兒學習環境之相關論述，筆者爰就物理環境與心理環境打造出以

人為本的優質幼兒學習環境提供著力的途徑供參考，希冀能藉由學習環境之形

塑，進而提升幼兒學習與生活能力，為社會培育出正向、積極、優質的未來公民。 

(一) 形塑以幼兒為本位，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的環境 

幼兒園在規畫園舍空間配置與環境佈置時，宜以激發、培育幼兒六大核心能

力為設計主軸，除了在安全性、耐久性、操作性、多樣性應詳加考量外，更應符

應幼兒身心發展的需求（周怡伶、段慧瑩，2009），各種功能室一應俱全，比如

閱讀室、科學室、美工室、遊戲室、玩具室等，才能引發幼兒喜歡幼兒園，在互

動學習中產生積極的行為。因此，規劃應以多元開放式的學習環境為考量，涉入

教學內涵，打造兼具特色、創意及教育意義的學習園地，激發幼兒察覺、探索、

理解與回應等的學習互動，有效促進幼兒身心的健全發展。 

(二) 構築安全友善的環境，提供穩定正向的情感支持 

幼兒園為了發展幼兒的感覺並使其精緻化，須營造充分支持並豐富感官知覺的

學習環境（湯志民，2004）。而營造溫馨、安全、適性的學習環境，能激發空間與

兒童的雙向互動性，引領孩子愉悅的融入空間和人群，驅動幼兒學習的欲望及興

趣，激勵幼兒勇於體驗創新、樂於迎向挑戰的學習生活。因此，園所應強化教室

內外的安全設施與維護，並隨時關注每一位幼兒活動的情形，適時予以輔導以護

衛孩子的安全。再者應形塑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力行正向管教、活絡學習氛圍、

和諧同儕互動，並適時調整課程、教材與評量方式，讓幼兒在安全適性的友善環

境下，優遊於開放的、豐富的學習環境中，健康愉悅的正向發展。  

(三) 設計多元與個性化的學習空間，鞏固學習經驗 

皮亞傑教學理論認為幼兒的認知發展是主動的，在與環境交互作用下獲得認

知概念，因此，教學情境並非僅著力於教材的安排與進行，應有特定發展功能的

學習環境規劃（黃慧貞譯，1992）。理想中的幼兒在園裡是自由的，可以自主選

擇學習、主動探索，緣此，園所應活化學習角落，依循主題改變情境，營造不同

的情境氛圍，吸引幼兒融入學習活動。基此，園所應強調學習的多樣性，善用教

室內外、前後走廊、天花板格柵等布置學習素材、教具等，讓角落充滿童趣，誘

發幼兒探索、觀察、操作、求知的慾望，藉由與環境互動感受生活的豐富及培養

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規劃學習角落在空間上要有所區劃，裨益教師督導，而

且應保有個別學習角落機能的完整性，透過老師適切的輔導以鞏固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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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機的結合園舍與戶外空間，融入永續樂活因子 

周怡伶、段慧瑩（2009）認為善用教室外的資源及延伸至社區等多元環境，

使幼兒能充分使用園內外的任一空間，從每一種空間環境，能帶來學習的育醞和

影響。盱衡實際，戶外空間可以讓幼兒在陽光、清風、鳥語、花香伴隨下，怡然

陶醉在閱讀、遊戲、繪畫、捏塑陶土等活動，享受學習的樂趣；可以在戶外勞動

場地，感受真實的生活，體驗勞動的收穫。也可以恣意的跑跳、滾爬，感染大地

給予自己的力量；也可以體能訓練，促進幼兒情緒、心智和社會等能力的發展。

爰此，園所應巧妙的結合園舍與戶外空間，規劃種植區、生態池、表演平台；適

切的連結各種要素，設計多元、創意、動態的遊戲場，引發多樣的遊戲活動，融

入永續樂活因子，符應不同發展需求的兒童。 

(五) 活絡園所師生互動，營造樂活學習園地 

劉豫鳳（2009）指出，瑞吉歐的園所透露學習環境與教育觀息息相關，它建

構了社會的互動關係。誠然，師生互動基本上是一動態的過程，是師生間認知、

情感的溝通與回饋的歷程，是班級生命的表現。爰此，園所可以利用進修時間強

化教師的溝通互動知能，或透過會議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抑或藉由教學觀

課、議課，汲取他人優質的教學互動技巧，讓教師熟稔在不同情境，面對不同文

化、社經背景下的幼兒，能靈活運用適切的互動溝通活絡教學，吸引孩子的目光

專注於學習，營造樂活學習園地，裨益教學效能的提升。 

四、結語 

學前教育是開啟幼兒心智發展的關鍵期，優質的學習環境能帶給幼兒充分的

學習機會、驅動幼兒的學習慾望，亦能提供幼兒在心理上的安全感及主動、積極

的態度。因此，教育人員應懍於職責的重大，深入瞭解幼兒教育的理念與精隨，

秉持「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重視物理環境的形塑，構築饒富創意、美感、安

全、衛生、多元、彈性的物理環境；同時教師應營造安全、和諧、互動的心理環

境，激發幼兒對學習的喜好，為未來的學習扎穩根基，豐盈國家未來的人礦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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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作用對幼兒利社會行為之助益 
陳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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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采伶 

臺南市東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保員 
 

一、前言 

Vygotsky 提到透過同儕互動的遊戲，幼兒能學習試煉社會角色和社會規則，

亦即能了解社會規範，學會分享、輪流、合作、觀點取代和考慮他人（林聖曦、

林慶仁，2006）。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也提到，幼兒在遊戲情境中，

學習與人互動及探索素材的意義，透過參與、體驗，以先前經驗為基礎，逐步建

構新知識，並學習在群體中扮演適當的角色（教育部，2017）。再者，幼兒的社

會行為、語言表達及認知能力發展會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而產生影響（陳采伶，

2020），例如：幼兒會因其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家長教育程度及城鄉差距等環

境的不同，而對其社會行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教師如何透過遊戲情境

的安排與鷹架作用的運用來發揮其專業以及搭建鷹架增進幼兒學習與發展，更為

重要。因此，為了提升幼兒的社會互動能力，如何經由鷹架作用來協助幼兒習得

利社會行為值得深思。職此，本文先討論幼兒遊戲中的鷹架作用之優點，其次分

析並指出在鷹架作用下幼兒利社會行為之習得，最後提出相關的建議。 

二、幼兒遊戲中的鷹架作用之優點  

「鷹架」主要用來比喻成人協助兒童完成超過其能力的作業歷程，一開始成

人協助超過幼兒能力的部分使其完成工作任務，之後慢慢減少幫助，讓幼兒能夠

獨自完成任務（李長燦，2003）。而鷹架作用指的是透過成人講解、相互討論及

示範教學等方式，重組學習經驗並將知識內化，然後更新所接收的新訊息即形成

學習鷹架（郭俊廷，2010）。再者，Fabiana Cristina Frigieri de Vitta et al.（2015） 
表示，遊戲對於幼兒的想像力、創造力、語言、溝通、寫作和社會行為發展是有

增強作用的，但如何透過遊戲來強化這些行為，則取決於教師如何進行與搭建鷹

架。陳敏銓（2017）也認為學生是正在成長、茁壯的建築物，而教師、成人及同

儕則是在旁支持學生學習並引導學生成長的鷹架，亦即，鷹架就像家長用語言和

遊戲來引導孩童早期語言的使用和問題的解決。因此教師透過不斷的提問與引

導，也可以作為教學策略之一，而在班級的學習區裡面適當地運用同儕鷹架，藉

由討論、分享及彼此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如此也能提升幼兒的活動參與感，促進

學習成效。再者，教師不只要考慮孩子的學習，也要支持其教學，也就是說，教

師可以在教室進行情境佈置，提供各種素材與鬆散教材，作為輔助工具，而這些

遊戲情境的玩具與材料，便是鷹架幼兒發展與教師發展的橋樑，所以建構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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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境，提供豐富多元的材料讓幼兒自行探索，才能啟發幼兒學習動機，增進

幼兒認知及社會發展。 

近年來，鷹架被廣泛地運用在教育現場，涵蓋普通教育及特殊教育，從搭建

鷹架的對象來看，舉凡幼兒、國小兒童乃至國高中生，皆有相關研究（施美菁，

2006；賴忠明，2005；謝州恩，2013），而應用的教學領域更為多樣化，包含數

學、美勞、科學與遊戲等。在眾多研究中（謝淑英，2014；簡惠美，2014）也顯

現出正向的教學成效，幼兒在幼兒園與同儕互動，透過觀察及模仿學習不同的技

能及行為，並藉由不同的鷹架策略激發潛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並有助於利

社會行為的習得。 

三、在鷹架作用下幼兒利社會行為之習得 

幼兒在建構的遊戲情境中最容易發生鷹架作用，透過不同的鷹架類型進行幫

助與引導可使鷹架作用發揮效果，以增進幼兒利社會行為的習得，以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而所謂的利社會行為，指的是對他人有利，如：助人、合作、分享等

有利於他人、獲得他人好感的行為，且這些行為都能對個人或團體產生正面的影

響及意義（蔣姿儀、林季宜，2009）。研究（郭俊廷，2010；潘世尊、張斯寧，

2007；簡惠美，2014）亦指出，同儕鷹架、語文鷹架及材料鷹架乃最能顯現出正

向的教學成效，故簡述如下。 

(一) 同儕鷹架 

    同儕鷹架在幼兒的遊戲情境中是不可或缺的，幼兒透過觀察、模仿及嘗試的

方式增進認知技能，在遊戲或創作的過程中，能力較高的幼兒會藉由提問、示範、

說明、解釋、指導與建議等方法，協助能力較弱的幼兒搭建鷹架，引導其解決問

題，幫助自我改進，達成目標，促進學習成效，並有助於利社會行為的習得（郭

俊廷，2010）。例如:幼兒運用積木進行建構，建構的過程中，幼兒經常使用提

議、討論、詢問、說明、指導與示範的行為，為同儕搭建鷹架，相互學習，激發

彼此的潛在能力，在此鷹架搭建的過程中，幼兒便能學到邀請、讚美、分享、合

作等利社會行為。 

(二) 語文鷹架 

    讀寫鷹架能幫助幼兒聚焦思考及討論，了解其意義，成為幼兒表達想法與溝

通的工具；言談鷹架則透過直接講解、討論、示範、提問、回饋、鼓勵、讚美等

方式，引導幼兒思考並解決問題，提升其認知發展（潘世尊、張斯寧，2007）。

因此，幼兒在對話的過程中，藉由分享、詢問、討論及模仿等社會技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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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合作、分享、助人、同理心等利社會行為。例如:教師透過師生對話的方式

搭建語文鷹架，引導幼兒進行思考，並藉由鼓勵與讚美的行為，增進幼兒的自信

心，讓幼兒互相討論並解決問題，習得合作的利社會行為。 

(三) 材料鷹架 

    在教室中建構豐富且有趣的遊戲情境，且教師扮演支持及鼓勵的角色，並提

供不同的素材，引導幼兒自由探索及發現，從中建構知識，增強認知發展，以強

化利社會行為的習得（簡惠美，2014）。例如:教師提供不同的材料或鬆散素材，

以提高幼兒的學習興趣，而幼兒在創作的過程中，透過詢問、提議、指導、討論

的方式來鷹架同儕的學習，並從中習得合作、助人與分享的利社會行為。 

由此可知，同儕鷹架下的遊戲情境能夠增進幼兒互動，增加幼兒助人與合作

行為利社會行為的發生。經由教師適時的加入材料與素材的材料鷹架下，幼兒透

過觀察與模仿進行遊戲或創作，並經由分享、討論、思考以習得分享、助人及合

作的利社會行為。而語文鷹架大多由教師覺察後搭建，以協助幼兒思考，想出解

決辦法，增強幼兒問題解決的能力，而幼兒在語文鷹架下，最常學習到分享和合

作的正向行為。 

四、結語與建議 

    多數幼兒在選擇學習區前會先進行觀察，進入學習區後開始模仿同儕或是加

入遊戲共同創作。在遊戲情境中，教師藉由材料或語文鷹架的方式引導幼兒進行

思考與討論，合作解決問題，能力較好的幼兒也會幫助引導能力較弱的幼兒，分

享自己的想法和作品。因此，透過不同的鷹架類型鷹架幼兒的學習，並從中習得

利社會行為是很重要的。然而，因應時代變遷，幼兒在口語能力及社會能力發展

都相當快速，利社會行為的類型似乎也能分得更細。因此提出以下建議以利教師

應用以利增強幼兒的利社會行為之產生。 

(一) 教師方面 

在幼兒園裡，少數幼兒在遊戲情境中較被動，時常讓他人決定遊戲的方向，

而這大概與幼兒的年齡及社交技巧有關。建議教師未來在教學上可以善加運用鷹

架來協助幼兒與同伴交流，並鼓勵幼兒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 室內學習區方面 

    教室內設置的學習區有限，再加上幼兒的興趣使然，因此幼兒在語文區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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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區的使用頻率很低也較少互動，故幼兒的利社會行為並未出現。建議教師未來

能夠將這兩個學習區改造得更活潑，更豐富。例如:語文區可以加入故事機、故

事扮演及說故事活動，讓幼兒有更多互動的機會，增進利社會行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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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我思 
李幸玲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立岡山高中教師 

 

一、前言 

教育，是國家進步的希望，更是提升國力的基礎。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

國與國之間的各項文化交流與經貿合作的互動頻仍，資訊的快速變遷中，培育能

適應未來變動趨勢的人才乃是一大要務。102 年 12 月發布〈教育部人才培育白

皮書〉，作為 10 年（103-112 年）人才培育藍圖，希望達成「培養優秀敬業的教

師」、「縮短學用的落差」、「強化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倍增學生未來的生產力」

等目標，實現「培育多元優質人才，共創幸福繁榮社會」之願景，並分「國民基

本教育（K-12）」、「技術職業教育」、「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3 大

主軸，擬定 16 項推動策略與 39 項行動方案予以落實。可見，教師能否有重新思

考自己的專業角色，達成優秀敬業的教師，進而培育多元優質的人才乃是國家教

育發展的重要一環。 

  教師的角色在現今多變社會中，與以往相較之下，產生更為變動及挑戰的特

性，而在教師專業發展中，強調成為專家需要經驗的累積與事實的引導，才能如

同專家一樣來思考課程設計，並以跨界及跨領域的多元觀點融入社群的範疇。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起源，皆是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立基，進

而不斷演化的學習過程，此源自於教師成長的驅力（王瑞壎，2014）。有鑑於此，

教育部於2006年起，補助學校試辦形成性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於2010年起，

推動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LC）
制度，爾後，教育部於 2014 年的優質化輔助方案中，將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與深

化教師專業發展列為部定項目，其最終目標旨在全面提升辦學品質及促進卓越提

升，以服膺未來人才之需求。教師專業發展除了法源依據外，從「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計畫」到「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並將評鑑計畫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黃琇屏，2017）。無論更改為何種名稱，最重要的目標皆是以教師專業發

展為目的。孫國華（2008）曾提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與國際教育計

畫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Planning，IIEP )於 2003 年共同發表的

促進和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宣言中，即說明教師專業發展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核心要

素。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概念 

教育改革的推行須提升教師的專業，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乃是基於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並透過教育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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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於評鑑規準、程序、工具的鑽研及立法機關的推行，才能激勵教師專業成長，

因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旨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的專業熱忱與知識，

以提升教學成效的目的，持續的進行同儕專業互動、交流、合作及自我省察教學

的專業訓練（黃琇屏，2009）。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目的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中指出：教育專業係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

進學生學習成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係為一種強調教師專業成長的形成性評鑑，

係為了讓教師了解自己教學之優缺點及原因，並從不斷的自我了解與省思中，獲

得專業成長及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2009）。由此可知，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歷程中，教師不僅是「受評者」，而是「研究者」、「行動者」與「學習者」之

角色，藉由不斷的專業學習與成長，以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發展。  

  教師評鑑方式聚焦在教師自我評鑑與同儕評鑑（顏國樑，2003），自我評鑑

是教師評鑑中最普遍的方式，且就其教師運用評鑑工具，就自己的專業知識及表

現與信念上，搜集整理資料且進行反思。在同儕評鑑上主張以教師同儕為評鑑者，

透過教學觀察與回饋，就其教學表現與資料進行專業對話，進而彼此學習與支持

（張德銳，2008）。劉乙儀和張瑞村（2014）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教師在自

我生涯階段，藉由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能主動且持續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活動，

透過學習與更新的過程，改善、增進自我教學品質，促使教師自我實現，達成教

育目標的歷程。由此可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涵一是形成性評鑑，即在促進

專業發展；一是總結性評鑑，即在做績效管理，而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以促

進專業發展為主才是其根本要義。 

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 

  教育部（2009）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中定義「專業學習社群」

是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成員基於對專業的共同信念、願景

或目標，為促進服務對象的最大福祉或專業效能的極大化，而透過協同探究的方

式，致力於精進本身的專業素養，以持續達成專業服務品質的提升與卓越。因此，

於隔年進行中小學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補助，以利於推展社群計畫（教育部，

2009）。此外，教育部特別規劃並推行「精進教學計畫」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的方案中，鼓勵學校成立「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倡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會議，並於學習社

群運作中落實課堂實踐方案，以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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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大理念（the big idea）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另一種可能

性，同時也是一種基礎建設或是共同生活的方式（孫志麟，2010）。「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所指，在學校中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基於共同的信念、目標或願景，

為求專業成長，彼此相互合作學習，幫助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所組成的學習

團體（吳清山、林天祐，2010）。孫志麟（2003）認為教師專業社群有下列層面：

(1)共同的規範與價值；(2)注重教師專業成長；(3)平等對話的學習方式；(4)專業

知識的分享；(5)民主開放的文化；(6)協同合作。 

     張新仁、王瓊珠與馮莉雅（2009）主編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手冊」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織步驟如下：(1)結合困境相同/理念一致的夥

伴。(2)邀請願意分享不藏私的夥伴。(3)鼓勵教師自動自發組成社群。(4)推動小

而美的社群規模。(5)善用成功的漣漪效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關鍵：校

長的分享領導、行政支持、營造開放校園氛圍、個人意願、召集人的領導能力、

社群成員彼此支持。教育部從三大面向：(1)整合教師專業發展計畫與資源，(2)
師資培育大學與縣市、中小學夥伴協作，(3)提供不同階段教師自主專業發展多

元型式等來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黃琇屏，2017）。以上研究可說明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然而，在 2020 年初春，全世界經歷了突如其來的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肆虐，不僅對於全球的各級產業造成巨大衝擊，

也在教育界的發展中產生巨大的改變，加速發展視訊媒體及平台的課程與教學方

式，網路學習社群（web-based learning community）的建立及發展乃應運而生，

教師的專業發展再度面臨考驗。 

四、結語 

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演變至「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乃在於教師評鑑耗

時費力，需大量的時間及人力成本，評鑑者的專業能力能否與教學現場面臨的教

學實際狀況吻合？而對外部的評鑑可能流於形式，且評鑑結果可能無法直接協助

教學現場的改善諸多問題。時至今日，運用提升及鼓勵「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設置，皆是實踐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也是多元化師資培育制度最值得關切的議

題，但由於無完整的實施方案，仍存在教師動能不足、對社群發展與經營無全盤

理解而各自發展等問題。在教師專業社群中，教師經由不同的精進學習方式並與

同儕間進行專業的對話，有效地提出教學策略，並提供將學習歷程化為思考的模

式，主動且積極地發展自我的專業生涯。在社群的共備與觀課的實施中，提升教

師的專業能力，透過教師引導並啟發學生的系統性思考，引發學生及老師建構屬

於自己的思考脈絡，進而持續性地教學改進。教師能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並靈活

運用其思考的歷程，學生將不會只學到片段且無法連結的知識，而能逐漸形成自

己獨特、有系統的思考體系。教師對於自己的角色認知，除了是專業教學者的角

色外，同時也要兼顧輔導者及引導者的角色，期望透過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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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於學科知識的進展或是對於事務的探究有強烈的好奇心，協助學生自主

學習以達最佳學習成效，學校也因應政策進行變革並促進學校發展，共同提升整

體的教育品質以達成培育優秀人才的積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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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成因與建議 
楊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和精進師資素質逐步受到重視，而

在整個教育系統中，偏遠地區學校教師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與學生學習成就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還得負責社區和家庭之功能，因此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有必

要被重視，還有應投入資源使其能持續專業成長。 

  然而偏遠地區學校面臨了師資流動率高、師資員額不足、師資素質低落的情

形，應設法解決之，為此目前有培育公費生分發至偏遠地區學校，並延長服務年

限為六年，還有地域加給制度等。本文所指的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為：教師具

備專業能力和態度來解決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學習問題，並輔導和陪伴學生成

長；還有對於該校情境（學校、社區、家長、學生等）的理解，更能因應情境有

效地實踐教師的工作。而偏遠地區學校面臨的師資問題中，當中最重要的為師資

素質低落，因為即便穩定師資的流動問題，補足師資員額，但若師資素質低落，

那麼要解決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問題也會受到限制。如果從系統思考

出發，首先得釐清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成因，再依此擬出偏遠地區學校

師資素質低落之建議。 

二、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成因 

本文關於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成因，將從一位教師自師資職前教

育、教師甄選機制，到進入學校職場，三個階段環環相扣，故依此分別介紹。 

(一) 偏遠地區學校師資職前教育不足 

現今師資培育課程偏重於理論和輕忽實務（陳易芬，2011），讓師資職前教

育和實務現場存在巨大的鴻溝。而「大學與中小學夥伴關係按協作層次來分：合

作關係、共生關係、有機關係」（孫志麟，2009，頁 159），但目前師資培育大學

與中小學的夥伴關係，較多為合作關係和共生關係，因為雙方若要演變為有機關

係，師資培育大學教授則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金錢和人力的成本，可是對於教授

升等和績效獎勵之幫助卻有限；相對地勢必增加中小學行政和教學的負擔，又未

必獲得效益；然而未發展為有機關係，導致師資培育大學與在地連結不夠，使得

師資生平常缺乏實務演練機會。另外還缺乏偏遠地區學校背景相關的師資培育課

程，造成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後，支持與陪伴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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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平常有提供師資生接觸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機會，但是大部分師資生不

願意長期投入。如果以學習扶助（補救教學）為例，雖然有提供較高的時薪，但

是至偏遠地區學校的通勤時間較長，還有因學生程度偏弱，所以需要較多備課時

間，均不利於師資生願意長期參與。若以數位學伴為例，因輔助學生程度較弱，

教學得格外花費心力，但仍有可能對於學生學習成效還是有限，而打擊到師資生

的信心，使其完成實地學習時數就離職，產生徵聘人選不易和流動率高的問題。 

(二) 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甄選機制不完善 

偏遠地區學校因為地理位置所衍生的交通和生活不便利，導致往往到第三招

（只需大學畢業即可應聘）都無法補足代理代課教師，故要招聘到素質優良的代

理代課教師，更是「難上加難」。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七條第三款指

出：「專聘教師連續任滿六年，且依前項取得第二專長，表現優良者，得一次再

聘六年或依其意願參加專任教師甄選，並予以加分優待」（教育部，2017）。此條

款某種程度上提供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流動率之誘因，然而大多考生還是以考

上正式教師為目標，而非都會地區教師甄選的正式教師沒有缺額或缺額不多，為

了增加錄取的機會，所以考生多得額外前往都會地區報考，若僅有都會地區被錄

取，則可能導致即便有加分制度，其仍無法留在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以正式教師甄選機制為例，得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歷教育實習和教

師資格檢定（新制為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再去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證書後，

通過教師甄選（公費生除外），方能成為一名正式教師，雖然有經過層層把關，

但是在制度設計上仍然不太完善，故未必能選拔出最適合教學現場的正式教師，

其中教師資格檢定（新制為教師資格考試）與教師甄選初試的教育實務情境式命

題比例仍然偏低。況且偏遠地區學校有其特殊的情境脈絡，像是：因為社區、家

長和學生的組成，偏遠地區學校教師應更具備差異化教學、混齡教學，還有如何

應對隔代教養的能力；並應通曉當地族群的語言和文化，方能與社區和家長保持

良性互動，進而促進親師溝通和教學成效等，而在教師甄選機制時，可能未必將

此部分考量進去，使得錄取的正式教師不適應職場生活。 

(三) 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進修成本較高 

針對偏遠地區學校透過各項教師進修管道和獎勵機制，提升教師課程與教學

之專業知能（教育部，2013），但因學校位處偏遠，要去市區和師資培育大學進

修不易，也影響教授和講師到校指導之意願。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大多得兼任行政

職務；此外，因為偏遠地區大多青壯年父母至外地就業，所產生的隔代教養問題；

而即便青壯年父母留在當地就業，也可能沒有時間、信心和能力教養子女，因此

教師得額外負擔社區和家庭的功能；日常繁雜的工作事項導致教師進修管道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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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進修意願不高。 

即使目前有教學訪問教師計畫和專家學者訪視意見，然而其不清楚偏遠地區

學校的情境脈絡，並難以理解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和陪伴學生之困境，所提出的建

議不太符合學校之需求；此外各縣市重視該議題程度不一，讓各縣市推動偏遠地

區學校專業成長支持系統成效不一致。 

三、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建議 

下文關於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低落之建議，將對應前文偏遠地區學校師資

素質低落之成因，來擬訂三項建議，分別進行介紹。 

(一) 完備偏遠地區學校師資職前教育 

1. 促使師資培育大學與偏遠地區中小學演變到有機關係 

為促使師資培育大學與偏遠地區中小學演變到有機關係，針對師資培育大學

教授應提供足夠的相關成本，並且搭配減少授課時數來降低工作負擔，將相關成

果列入大學教授升等一定比例的採計項目，還有頒發服務績效獎金；而偏遠地區

中小學部分除了支援成本資源之外，還要減少教師授課時數和行政減量等配套措

施，並列入教師研習時數，給予合作績效獎金。若能順利發展為有機關係，不僅

能確立偏遠地區中小學之學校發展方向、教師專業成長的機制、改善該區學生的

學習問題等效益；此外各個師資培育大學也能發展學校特色、在地深耕和實踐，

使教授和師資生更能理論兼具實務，以共同成長。 

2. 開設偏遠地區教育學分學程或特色課程 

目前僅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 PASSION 偏鄉優質教育學分學程，未來其

餘師資培育大學也可擴大辦理偏遠地區教育學分學程的認證，或是開設特色課

程，對應到王慧蘭（2017）主張若將偏遠地區教育之文化課程與相關社區體驗納

入師資培育課程，師資生透過理解以改善進入職場的適應狀況。而在開設偏遠地

區教育學分學程或特色課程前，應建立討論平台，討論成員包含：師資培育大學

教授、偏遠地區中小學行政和教師、社區代表、家長和學生，共同討論偏遠地區

學校面臨到的困境，並將需求設計為課程，而課程亦要求至偏遠地區學校實作，

方能符合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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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併類似的課後輔導措施，確立評估機制 

中央政府應整併類似的課後輔導措施，將多筆經費集中給予第一線執行人

員，或是提供充足的金額當作獎勵機制，也要說明清楚執行目標和方向，亦建立

完整的評估機制，而且並非僅評估投入多少經費和學生學習成果是否有成長而

已，更要包含第一線執行人員執行的狀況、需求、流動率等，因為第一線執行人

員與執行成效息息相關，還有將提升學習動機、支持和輔導學生的成果納入，以

避免只注重學生學習結果和線性思考，而忽略執行過程的潛在因子。 

(二) 偏遠地區教師甄選機制與實務接軌 

1. 教師甄選擴大增設偏鄉組 

目前新北市教師甄選有增設偏鄉組，而且綁定六年的服務年限。未來各縣市

教師甄選也可考慮設立偏鄉組，亦設定有一定的服務年限。而偏鄉組在考試項目

和內容融合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專業知能，並且邀請一定比例偏遠地區學校行政和

教師擔任初試命題委員及複試委員，以確保教師甄選與實務接軌。除此之外，更

能讓考生在準備教師甄選時，朝向所需的教師專業知能來努力，盡可能避免進入

職場後，適應期過長或不知道如何應對教學現場的問題。 

2. 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優秀代理代課教師於原校轉為正式教師的機會 

偏遠地區學校有長期表現表現優秀的代理代課教師，對於學校的情況熟悉，

也願意長期留下來服務；但是受限於非都會地區教師甄選的正式教師名額未開缺

或缺額不多，因此應釋放部分名額給長期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優秀代理代課教

師，當該校有缺額時，透過校內成員高比例的推薦，並且通過教師甄選程序能夠

優先轉為該校正式教師的機會。 

(三) 建構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 

1. 建構完善的網路教師進修資源 

目前雖有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各縣市教育局（處）、各師資培育大學等所

建構網路教師進修資源的平台，然而仍可努力於操作便利性和即時提供資訊的方

面，因此應撥足夠經費給相關執行單位，得以有專人管理網路教師進修資源，並

且放置操作手冊於網站上，還有影印為紙本通行至各個中小學，讓現場教師能夠

實際受惠。目前教師線上研習的總體數量上仍不算多，因此未來應針對偏遠地區

學校教師擴大辦理教師線上研習，而且承認其為教師研習時數，避免因為時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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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的限制，而影響到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的進修意願。 

2. 深化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情境的交流機制 

若要清楚偏遠地區的情境因素，並且對於實務工作有所了解，必得深化符合

偏遠地區學校情境的交流機制，建議應補助偏遠地區學校資深教學優良教師之跨

校定期交流機制，方能夠達到提升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素質的效用。 

3. 成立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之議題探究小組 

設立一位有實質領導權力的領導者，專門針對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專業成長的

支持系統，成立議題探究小組，特別一定要邀請偏遠地區學校的行政和教師要有

相當比例的參與，讓實務工作者不再只是局外人，增加其意識的覺醒，也能符應

其需求；參與成員還要有各部會的人員，方能整合各部會的力量，討論過後形成

具有實質誘因和可行性的通則，接著界定為中央負責，地方按照通則和各地情形

施行，才能確保不偏離主軸和有教育品質的實施外，地方亦能提供因地制宜的方

案，即時提供協助，而每個環節都確定有各司其職，以定期回饋，來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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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服務領導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之策略 
詹雅安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家庭是每個人出生之後第一個接受教育的處所，父母親是最早的啟蒙教師，

在孩子的知（認知）、情（情感）、藝（技能）三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潛移默化的

角色（林家興，1997），不論社會如何變遷，父母的教育方針與教養態度仍然深

受重視。然而，在出生率逐年降低，家庭人口結構與功能隨之改變的情況下，傳

統父母的角色與教養方式亦產生改變，父母需要經由教育與學習來增進父母自身

的效能，並且透過更多外部資源的支持，發揮原本可能無法順利進行的教養功能

（趙蕙鈴、林欣怡、符如玉，2010），因而親職教育顯得更為重要。 

有別於傳統學校教育重視師、生之間「教」與「學」的關係，筆者在和家長

互動的經驗中體會到親職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良好親職效能為家長及學童帶來的

助益。然而，教師在實施親職教育時，往往面臨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活動的意願不

高、親師缺乏雙向的溝通管道與良好的互助合作關係等困境。因此，教師在親職

教育上採取的策略、對家長引導、協助的服務精神，以及對家長的關懷態度，遂

成為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的重要關鍵之一。此種以教師服務為本，運用教育愛

引導家長參與親師合作、提供家長專業知識與諮詢、協助家長成長，以達到良好

親職教育目標的概念（楊雅惠、張耐、郭李宗文、孫麗卿、梁嘉惠、王淑清、沈

靜妍譯，2013），正好與服務領導（servant leadership）中，領導者以服務為優先，

秉持著奉獻、服務的精神，協助成員成長（張德銳，2013）的理念相同。是故，

本文將以服務領導的概念為核心，先行闡述服務領導的意涵與價值，接續說明教

師如何運用「服務領導」的特質，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的動機。 

二、服務領導意涵與價值 

(一) 服務領導的意義  

 國內學者將服務領導翻譯為「僕人式領導」（蔡進雄，2003）或「僕人領導」

（吳清山、林天祐，2004）。服務領導的具體概念最早是由 Robert K. Greenleaf

於 1970 年所提出，Greenleaf 受到德國小說家赫曼·赫賽（Hermann Hesse）的作

品《東方之旅》（Journey to the East）之啟發，認為服務式領導是一種實踐哲學，

以服務他人的精神為優先，並將他人的需要、抱負及利益置於個人之上（引自林

思伶，2004）。張德銳（2013）認為領導者將服務視為最重要的信念，強調「服

務為先，領導在後」的理念，以奉獻、謙卑的精神來服務成員、關懷成員，同時

以人性化的領導方式協助成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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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親師合作關係的帶領者，教師宜以奉獻服務為先的領導信念、共學的夥

伴角色，對家長發揮教師之教育熱忱，並透過自身的教育專業和對家長的關懷態

度，以及在教育工作中實際觀察到的現象，協助家長學習適切的親職技巧，並能

有效的運用在親職教育中。 

(二) 服務領導的內涵  

服務領導的內涵可以透過服務領導的行為特徵與服務領導者的角色兩個部

分來說明：  

1. 服務領導的行為特徵 

    學者 Spears（1998）提出服務領導之十項特徵分別為：傾聽（Listening）、

同理心（Empathy）、治癒（Healing）、覺察（Awareness）、說服（Persuasion）、

概念化 / 理念能力（ Conceptualization ）、遠見（ Foresight ）、服侍 / 管理 

（Stewardship）、承諾人們的成長（Commitment to the growth of people）、建立社

群（Building community）。 

筆者認為，教師在實施親職教育時，宜同理家長的角度，理解家長的想法與

感受，並且發揮教師的專業能力和影響力，帶領家長一同成長。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教師雖以帶領者的專業角色協助家長，但應和家長建立一個平等、尊重的

溝通機制，使家長有機會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一同建構適合的親職模式。 

2. 服務領導者的角色 

 Covey（2002）提出服務領導人在團體組織中應該扮演的四種角色，分別

為：(1)楷模 /典範（model/example）；(2)先導（path finding）；(3)調正 /調整 

（alignment）；(4)增能（empowerment）其中以「楷模/榜樣」最為核心（引自林

思伶，2004）。 

  學校是具有教育與服務性質的組織，身為和家長第一線接觸的教育人員，教

師宜以謙虛、真誠、奉獻、誠信的態度做為家長的表率，建立和家長之間的信任

關係，使家長和教師進行雙向的溝通、討論，達成良好的親師互動。教師亦應對

家長的親職現況做一定程度的了解，面對不同的家長，給予不同的、適宜的協助

與建議，並幫助家長發揮自身的潛能，使家長在良好與適切的親職目標中，看見

自己的成長和親職教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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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領導在親職教育上的價值 

1. 服務領導的核心價值—「服務」精神的實踐價值 

 教師因為看見家長在親職教育上的實際需求，因而發自內心，真正的想服務

家長，提供家長專業的親職知識與諮詢，以協助家長落實良好的親職功能。同時

鼓勵並實際帶領家長一同參與親師合作，使家長成為教師的「教育合夥人」，使

學童、家長及教師自身，都能在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中成長，並且從中獲益。 

2. 服務領導的核心基礎—「愛」的精神的實踐價值 

隨著家長角色的改變與親職教育需求的增加，教師不僅擔負起學生教育的責

任，同時也以「教育愛」協助家長進行親職教育，除了提供家長專業的親職知識

與技巧的學習之外，亦提供家長情感上的支持，降低家長在實踐親職教育過程中

所感受到的孤獨、焦慮與不確定，使其獲得更多的陪伴與支持感。 

三、服務領導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之策略 

筆者針對 Spears 所提出服務領導的十項特徵，綜合個人親職教育之經驗，

提出激發家長參與親職教育之四點策略如下：  

(一) 同理傾聽，提供關懷 

在親師互動的過程中，傾聽為良好溝通的第一步。透過用心的傾聽，教師可

以清楚了解家長的觀點、需求與內在思維，並做出有效的回應。教師是家長信任

的專家，當家長遇到親職教育上的困難時，教師宜同理家長的心境，以真誠的態

度表達關心與支持，使家長獲得更多的支持，減少在親職教育上產生的焦慮感與

力不從心的感受。 

(二) 服務奉獻，建立信任 

如同服務領導的核心價值，親師合作強調教師以服務家長的信念為優先，對

家長發揮教育愛與教育熱忱，並藉由教師的帶領與協助，使家長瞭解身為父母應

有的責任與義務，藉此學習良好的親職技巧。教師在扮演如同管家角色的過程

中，亦能以奉獻、服務與關懷的態度來帶領家長，建立與家長之間的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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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實專業，協助成長 

  教師在實踐親職教育時，能藉由不同的學習管道與方式來提升家長的學習經

驗與知能，分享教師的專業親職知識，並從過去處理學童事務的經驗與教師的專

業見解中，提供家長經驗、技巧的分享，使家長有機會從中學習並且成長。此外，

教師受過專業的教育訓練，家長可以經由與教師溝通、交流的過程中，傾聽、學

習、並且觀察親職教育的技巧所在，增進自身的能力。 

(四) 建立社群，發展願景 

教師在多元的親職學習管道中，以親師間的夥伴關係為主軸，發展其他的親

職教育網絡。教師在學校中亦可提供家長成長團體的學習管道，使家長在團體課

程中，能藉由教師所分享的專業知識與技巧，建構出適合自己的親職教育模式。

成長團體同時能提供家長情感分享與技巧交流的機會，幫助家長與家長之間進行

溝通、討論和意見的交換，藉以拓展自身經驗以提升親職教育的效能。因此，教

師可以經由建立團體的共同願景，使家長在互助的氛圍下，一同享有資源，朝向

良好的親職教育目標發展與前進。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服務領導的理念，在於領導者以真誠的、想要服侍他人之心，看見他人的需

求，並帶領追隨者成長，往共同的目標邁進。教師將服務領導的理念落實於親職

教育中，即是以關懷、同理的接納態度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與家長建立良好的

親師互動關係，使家長成為和教師一同努力、成長的教育夥伴。同時提供家長親

職教育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協助家長學習正確、有效的親職知能，使親、師、生

三方都能從中獲益，真正發揮親職教育的效能，進而提升親職教育的成效。 

(二) 建議 

1. 學校應營造一個友善的親職學習環境  

    在時代變遷，家庭結構與功能的改變之下，學校應提供家長友善的、多元的

親職學習管道，使家長有機會學習較佳的親子溝通技巧、兒童（青少年）教養方

法、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等專業親職知識。學校亦應定期提供教師親職教育

相關研習與訓練，使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夠與時俱進，發揮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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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應具有僕人領導的襟懷與態度 

教師應秉持著服務領導的信念，以謙虛、奉獻、正直、真誠、誠信，發自內

心想要服務他人的精神來服務、關懷家長，並且能看見家長的困難，了解家長的

需求，和家長組織共同的願景，一同努力。同時重視家長的個別需求，提供家長

適切的親職教育，以適合家長的人性化領導方式帶領家長成長。 

3. 家長應有同理關懷的信念 

    家長在班級或者成長團體中，應秉持同理關懷的信念，彼此傾訴、彼此關心，

分享在親職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難，這對於家長的壓力紓解、情感支持是十分有效

的。家長亦可以在開放式的團體中，經由傾聽、觀察或情境模擬的互動方式，表

達彼此的想法，進而建構出適合的親職教養模式，以達成良好的親職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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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什麼要合作？要怎麼合作？ 
－班群教師團隊的協同合作實例 

沈映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筆者回想過去從小到大的求學過程，再對應到自身於師培體系所學的相關教

育知能，以及在教育現場的所見所聞，都能看見許多充滿教育熱忱的教師，將「職

業」視為「志業」，認為教師不僅是「經師」同時還是「人師」，在這樣的基礎之

下，教師需要具有高度的熱忱才能避免職業倦怠，然而單靠自身的教學熱忱是很

難走得長遠，如果能跟一群教學夥伴一起走在教育這條路上，那麼就能持續保有

教學的活力同時還能擁有更全方位的教學。 

在現今的社會中，良師並非單一的教學者，而是須具備合作能力

（cooperation），與其他教師共組富有創造力、合作力、實踐力的教師團隊（教

育部，2013），並與他人共同激盪、互動、分享，才能突破教室孤立文化的藩籬，

將個人成長轉化為教學巧思，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黃富揚，2010）。在這樣的

脈絡下單靠教師個人的單打獨鬥是絕對不夠的，教師應走出自己的教室王國，透

過共同備課甚至是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來提升教學品質，發揮自身專長，

藉助他人長才，與其他教師互助合作，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體驗與刺激。 

筆者曾在臺北市 H 國小（化名）的一個以協同合作進行跨領域教學的團隊

之中進行課室觀摩，深入了解該團隊的實際運作情形與歷程，並期望能提供給欲

實施協同教學的教育夥伴一個參考範例。該團隊在組成之初也是經歷了一段時間

的摸索與磨合，才發展出現在的樣態，可以說是將我們過去在教科書上所學的「協

同教學」真真實實地運用在教學現場中。 

二、教師之間的合作樣態 

教師之間的合作可以是一起發想課程、共同解決問題，作為彼此在教育道路

上的夥伴，更甚至可以共組一個教學團隊（Teaching team）進行協同教學。 

呂美慧（2012）在《教育大辭書》中指出協同教學又被稱為團隊教學或合作

教學，是指兩位以上之教師以合作的態度共同針對課程進行教學設計、決定教學

目標和手段、準備個別教學計畫，再據以完成教學活動的實施，以及教學成效的

評鑑或學生學習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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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是兩個人以上，共同針對教學活動，在課前、課中、甚至是課後都

有密切的合作，都可稱得上是協同教學。因此到目前為止，協同教學被發展出許

多不同的合作方式，運用的範圍也極為廣泛，像是普通班教師之間的合作、普通

班與特教班老師之間的合作、結合校內教師與校外資源等方式，都是協同教學的

範疇。 

以下將透過蘇清守（1976）的協同教學分類：教階體制（團隊中設置一位領

導教師負責統籌規劃）、同仁合教、相關科目的協同教學（將內容相關的科目連

排成兩節或三節，兩班學生合班上課）、教學助手、交換教學、循環教學，針對

H 校班群教師團隊進行剖析。 

H 校班群教師團隊在教學時，運用的協同模式並不侷限於任何一種，而是依

照課程的需求與學生的學習狀況，彈性調整合作的方式，「同仁合教」與「教學

助理」為該班群最為常見，而「交換教學」與「循環教學」常應用於國語、數學、

英文等基礎學科中，其他課程亦會視課程需求而彈性使用，上述所提及的合作模

式可反映蘇清守的協同教學類型： 

(一) 同仁合教 

此模式為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教師共同負責一個大班教學。教師共同擬定教學

計畫，實施的方式有：(1)一位教師負責班群的教學，其他教師在旁協助；(2)將
班群學生拆成二到三個小組，進行分組教學。 

H 校班群的國語課在上半節課會進行大班教學，由一位導師負責主教，另外

一位導師在一旁協助或者管秩序，下半節課則會有兩位甚至是三位教師（兩位導

師＋科任）將班群學生分成三組，進行差異化教學。 

(二) 教學助手 

在協同教學活動中，由教師擔任教學的主角，並安排其他教學助理從旁協助

教學。在 H 校班群中，有些課程設計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動手操作，因此需要

較多的師資人力時，會邀請校內的行政人員、特教老師亦或是實習老師入班協

助，使課程運作更為順暢。 

(三) 交換教學 

由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教師，彼此交換教導學生自己擅長的學科。Y 班群的教

師團隊有人擅長國語、英文、數學等，因此課程的安排會在同個時段將學生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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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一組先上 X 科目，另一組上 Y 科目，之後兩組學生再交換上課。 

例如週一 A 組學生上英文課、B 組學生上國語課，到了週四則交換變成 A
組上國語課、B 組上英文課，而兩組的課程進度會是一樣的。班群透過這種方式

來降低師生比，並且可同時達到差異化的教學，顧及到每位孩童的學習。 

(四) 循環教學 

教師依照各自專精的部分，選定該領域中的若干單元進行循環教學，藉此節

省準備教材的時間，並從同一教材的多次教學中改進教學的技術。舉例來說，Y
班群在一節數學課中，會由兩位導師分別針對「50 以內的數」和「18 以內的加

法」這兩單元各自設計課程，班群內的學生會分成兩組，各自帶開授課，當學完

該單元後，兩組學生會交換跟另一位導師學習新的單元。 

在班群的形態中，教師之間比過往單獨授課有了更緊密的連結，教師協同教

學可以讓彼此的關係處於平等，有效打破孤立的狀態，同時更能敞開心胸建立合

作、溝通的連結，促進教師之間真誠的給予彼此教學上的回饋與建議（吳美嬌，

2002）。 

三、值得借鏡的合作細節 

H 校的教師團隊之所以能夠進行有效教學，原因在於教師對於團隊組織具有

高度歸屬感、彼此互相尊重、並且共享教學資源，在教學時展現教學專業、積極

投入，教學後能共同反思，在與學生相處時具有愛與熱忱，視學生如己出。Y 班

群的教師團隊能夠清楚的分工運作，同時又能共同合作，課堂上總能順利地運

行，儘管過程中有一些臨時的突發事件，教師們也能互相補位，使學生的學習能

夠順利的進行。以下將舉例說明該班群運作良好的關鍵成功因素： 

(一) 營造出高度的認同感 

團隊內的所有成員都認為協同教學能夠真正有效的幫助學生學習，多位教師

同時在班群中不但可以降低師生比，使教師人力發揮最大的效果用，同時也能進

行差異化教學，讓每位學生都能得到適切的照顧。教師因彼此的理念、目標相近

而聚在一起，當成員面臨任何問題時都能夠互相幫忙，成員間存在著正向積極的

氛圍，促使教師們都能認同團隊的運作模式。 

另外，筆者也觀察到班群教師在設計跨領域課程時，當面臨個人教學份量負

荷不堪時，其他教師願意共同分擔，協助進行教學前的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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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隊彼此地位平等 

在團隊中有年資十年以上的，亦有年資僅三年內的教師，但是彼此在設計課

程、經營班級等事務上都能感受到彼此互相尊重，教師有各自專精的領域，因此

在合作的過程中講求的是教學專業，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看到教師團隊中的成

員彼此發表自身看法的次數是差不多的，成員也都相當尊重彼此的想法，並不會

產生話語權集中於資深教師手中，在這樣的情境中，教師更能勇於發表自身的想

法，共同激盪出有創意的課程、班級經營等。而資深教師在團隊中偶爾會扮演把

關者與協助者的角色，針對班級事務、課務、親師溝通等班群事項給予新進教師

實質且有用的建議。 

(三) 熟悉班群課程與教學的內容 

H 校的教師團隊在開學前就已安排好各項班群事務的工作輪值，且會於前一

週即討論好下週的課程進度以及相關活動，並於每日的課後針對隔天的課程進行

細流的討論，所有教師都清楚了解班級各科的課程走向，所以不管是何種協同教

學模式，當遇到突發狀況時，都能及時的補位。另外，也觀察到 Y 班群臺下協

同的教師在課堂上會在適當的時機以唱雙簧或提問的方式針對臺上老師所遺漏

的部分進行引導與補充，讓教學活動更臻完善。 

(四) 教學為整個團隊的責任 

視所有學生為教學團隊的共同責任，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教師共同合作為學

生提供良好的教學，確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McLaughlin and Talbert，
2006）。Y 班群的教師團隊在開學前即將班群空間分為 A、B 兩區，兩班的學生

打散在這兩區之中，教師團隊亦會進行區域的輪值，使教師能夠熟悉整個班群的

學生，共同經營班群，因此教師在這個過程中便會將班群的學生視為自己的責任。 

整個教學團隊包含導師與科任幾乎都全時待在班上，不管是否該節課為自己

的任課時間，都會在班群內協助教學，彼此分擔教學工作，使整個教學更為順暢。

當學生有秩序上的狀況，其他協同教師會協助處理，使得臺上的教師不需要花太

多的時間管秩序，學生的學習也不會因為突發狀況而被打斷。 

(五) 教師資訊流通 

Y 班群教師團隊將教學資料與上課教材整理得井然有序，且教學資源會共享

給整個團隊成員甚至是全校老師。他們將所有資料上傳至雲端，分類依照學期、

科目、工作內容進行分類，並使用 google 文件共同編輯教案，全員隨時都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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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並隨時進行補充，因此當有教師沒有參與到備課會議時，也能清楚知道隔天的

課程走向與詳細流程，這對於協同教學者來說是一個隨時都能快速進入狀況的一

種方式。詳細的資料紀錄與整理方式，更能促使往後的教師在教授相同內容時，

能有前人所整理好的資料可以參考，如果這樣的模式持續發展下去，資料庫將集

結了眾人的知識結晶，內容會越來越豐富，而這對於學校全體教師來說是一個重

要的資產。 

除了上述的因素外，行政與家長的支持也是協同合作成功的關鍵之一，行政

扮演著協助者的角色，給予教師堅強的後盾與支援，而家長的信任更能讓教師充

分發揮教師專業，讓課程能更精彩的展現！ 

四、實施協同教學的心態與做法 

協同教學如果運作的好，必能帶給班級一個新的課室風貌，學生的學習效能

也能被大大的提升，但是如果沒有充份合作，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噱頭而已，正如

同我國多年前大力興建的「班群教室」，其立意頗為美好，如果教師們能夠了解

當初所構想的藍圖與理念並徹底執行，那這樣的教學場域一定能激盪出充滿活力

與合作的氛圍，那麼我想在那樣的環境中，教師將能夠找到自己教育的初衷，且

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前行！ 

但是，在這美好的畫面中，其實背後需要付出相當多的心力，筆者在 H 校

中看到教師每天平均都花兩到三個小時，甚至是更多的時間進行共備，在課程的

前一週就會預先構想好接下來一整週的課程，課程的前一天再沙盤推演、分配教

學任務，在這樣耗時又耗腦的環境中，如何有效率的討論又將會是協同教學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 

因此筆者認為一個協同教學能否成功，關鍵取決於教師的態度，教師如果樂

於嘗試，協同教學就容易實施；另外，學校行政的支持也很重要，只要學校充分

配合，提供教師充分的協助並給予教師自主發揮的空間，鼓勵教師多採用協同教

學，那麼合作就容易成功，其中的關鍵是需要集結眾人的心力來促成，因此教師

可以從自身出發，找到具有相同教育理念的夥伴，確認彼此都理解各自的理念

後，再進行反覆的溝通與磨合，才能使團隊合作無礙，這些過程需耗費許多的精

力，因此教師一旦決定要進行這樣的運作模式，勢必需要付出一些時間與精力在

團隊的磨合，這樣的合作樣態與過去教師在自己的班級王國單打獨鬥的模式非常

的不同，但是以班群進行協同教學的合作，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能有許多不同風

貌的變化，最終獲益的還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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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教育的旅程中，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精彩！跟夥伴

一起前行的路程中時而陽光時而風雨，但是再大的風雨總會有人陪伴你，彼此互

相扶持一起度過各種挑戰，而當抵達終點的那一刻所有的回憶都讓人刻骨銘心，

所有的經歷都將化為下趟旅程的養分，讓你能一直在教育之路旅行下去，回味無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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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與因應策略 
蔡政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生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國民小學校長 

 
一、利益團體之意義與類型 

在民主自由國家中，利益團體多具備利益表達功能，同時在政策規劃上亦扮

演決定且重要之角色（邱昌泰，2001；陳恆鈞譯，2001），誠如許朝信（2001）
所述，利益團體往往是政府之外對決策最有影響力者。然而，Lester 與 Steward
認為，透過多元主義觀點，政策往往是競爭團體彼此間討價還價與協商的結果（引

自陳恆鈞譯，2001）。為取得政策制定最有利處，利益團體往往會採取各種施壓

手段以達影響政策之目的（李秀芬，2000）。由此可知，在教育相關政策制定上，

利益團體實具不可忽略之角色。 

(一) 利益團體之意義 

就利益團體之意義而言，Truman（引自周育仁，1997）、廖峰香（1996）與

吳定（2003）皆認為利益團體乃是一群人的結合，其成員具備共同目標、利益、

態度與行動。同時，Wilson 認為利益團體為一自主性組織，免於政府或政黨控制，

並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王鐵生譯，1993）；魏鏞（1994）則認為，利益團體提出

主張的目的在於建議、維持與增進共同態度所蘊含的行為模式。依據以上論述來

看，或當如同蔡進雄（2007）所述，利益團體就是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標，而

採取共同行動的團體。 

(二) 利益團體之類型 

依據 Levine 研究可知，利益團體或為達成多項不同目標，或針對特定訴求

之單一議題而組成（引自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1999）。就廣義利益團體

類型而言，吳定（2003）指出可概分為十大類型，依序分為政治性團體、商業性

團體、工業性團體、勞工性團體、農業性團體、專業性團體、愛國性團體、宗教

性團體、道德慈善與環保團體，以及學術性團體，並將之區分為： 

1. 制度的利益團體：存在於政府中，或官僚組織本身。 

2. 非組合的利益團體：建立於階段、血緣與傳統特質關係上，有密切利害關係

之團體。 

3. 失序的利益團體：不是以正常政治程序爭取利益實現的政治組合。 

4. 組合的利益團體：一般國家合法有組織的集會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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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利益團體類型或因其組織目標與構成關係不同而有差

異。 

二、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 

教育部歷經多項資訊素養政策推動，著實已讓臺灣各級學校擁有隨手可上網

之學習環境。同時，藉由重大議題推動與落實，亦讓各級學生具備一定電腦網路

操作技能。然面對資訊教育普及化推動之際，相對立利益團體間卻也紛紛提出各

項論述，積極反應學生使用電腦網路可能產生之正向影響與負面危機，進而要求

重新檢視我國資訊教育推廣政策。綜觀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之衝突，本

研究者認為或可將之分為：產業經濟效益與家長團體之衝突、制度利益團體與網

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以及公益團體與教育主管機關之衝突。以下，即依序例

舉說明與介紹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訂之論述與衝突。 

(一) 產業經濟效益與家長團體之衝突 

就資訊科技與網路發展而言，背後隱含之龐大商機自然不言可喻。對此，在

我國資訊素養政策訂定上，亦不難發現常見其衝突所在。舉例而言，教育主管機

關或有意推動自由軟體應用，期取代每年購買商業軟體所需之龐大預算。然面對

商業軟體販售利益團體對經濟部會之施壓，教育主管機關亦多難以全面推廣或普

及化自由軟體應用。再者，諸如電子白板、電子書包或智慧教室等政策推動，亦

多涉及產業經濟效益衡量。 

其次，家長多認可電腦網路使用屬學習設備，願意在家中安裝電腦與網路。

而這，亦帶動國內相關網路服務業者龐大商機。然而，相關家長團體亦反應網路

使用隱藏收費不合理化，如網路防堵軟體（防毒或防色情）應涵蓋於網路使用基

本服務，而非另以其他名目（如防堵軟體需更多資源建置）進行收費。也因家長

團體與網路服務業者有所衝突，導致政府相關單位在網路服務使用費用政策制定

上有所延宕與模糊。 

此外，面對電腦網路使用者年輕化趨勢，為保護學童使用電腦網路安全，家

長團體多要求政府應對線上遊戲業者與網咖業者強烈規範及要求。然而，線上遊

戲業者團體多主張本身發展有助文創產業，網咖業者團體亦強調本身有助經濟發

展，進而透過利益團體組織給予政府相關單位一定壓力，同時也造成主管機關對

網咖與線上遊戲產業規範趨於保守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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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利益團體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 

除電腦網路使用可能牽涉利益團體與家長團體衝突外，就政府部門而言，本

身存在的制度規範亦可能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有所衝突。舉例而言，針對網路是

否應實施分級制度，多有正反兩面衝突論述。反對網路實施分級制度者（如網路

使用社群）多認為，網路設計初衷原本即是創造一個無拘束與無限制的溝通環

境，若強烈要求實施分級將導致網路使用社群使用意願降低，導致網路失去原本

設計理念；然要求規範網路實施當採分級制度者，則主張應防止未成年人接觸不

當資訊，並依循「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20）對兒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

應規劃分級之規範，故當要求業者原先自律之網路分級措施，改以立法方式強制

規定。 

面對網路具跨國界與去中心化特性，傳統媒體管理規範並非全然適用於網

路，目前各先進民主國家皆以法律搭配業者自律及科技方式管理網路不當資訊，

藉由網路業者訂定自律守則、組成網路監督組織、成立檢舉熱線、網路安全推廣

教育、研發過濾軟體以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等方式，塑造安全上網環境。 

相較之下，我國以強制立法作為網路內容管理方式即有其修正之必要，面對

網路使用社群團體施壓論述，制度利益團體亦不得不將其立法強制規定，更改為

強化業者自律管理網路內容。由此可見，在資訊素養政策制訂上，亦多涉及制度

團體與網路使用社群團體之衝突。 

(三) 公益團體與教育主管機關之衝突 

在資訊素養政策訂定與推廣上，教育主管機關多期望透過軟硬體普及化建

構，提供學生隨手可用之電腦網路環境，進而提升學生應用電腦網路資訊技能。

其原本規劃實屬美意，然伴隨學生電腦網路使用技能提升，卻也產生電腦網路使

用迷思與危機（如網路交友、網路交易詐騙、網路色情或網路沉迷）。對此，相

關團體紛紛透過調查數據強調使用電腦網路之危機（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

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定期皆會公布兒童 3C 產品使用與上網行為大調查），進而質

疑現有資訊素養政策推廣走向，同時透過新聞媒體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制定規範，

或提出可行措施。面對公益團體給予之衝突，亦造成教育主管機關資訊素養政策

制定上一定壓力。 

三、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制定衝突之因應策略 

面對不同利益團體間的衝突與壓力，主管機關當有其因應措施。以下，即針

對資訊素養政策可行因應措施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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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平行單位間當進行政策整合，以期有效回應家長與公益團體需求 

就資訊素養政策而言，涉及面向往往不限定於教育主管機關。對此，本研究

認為在政策訂定上理當先就各平行單位進行政策整合與論述。舉例而言，如針對

網路無法律之迷思，法務部當落實宣導與推廣網路法律認知與素養；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則可正向宣導網路自我保護及典範行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則可

強化媒體素養與認知，同時宣導學生網路使用正向行為，甚或補助媒體辦理或開

設家長輔導學童善用網路之推廣節目與專欄（如電視、廣播、報紙），同時落實

網路分級制度應用與推廣，並進一步推動家用網路過濾或防堵機制免費化；經濟

部則可鼓勵或補助遊戲軟體業者開發符合教育學習之遊戲，鼓勵與補助網咖業者

辦理親子共同學習與善用網路資源成長活動，亦可鼓勵網咖與遊戲業者自律規

範；警政署可落實宣導和推廣如何預防網路詐騙與網路犯罪。透過上述各平行單

位政策整合，相信當有助於政策規劃與提出之完整性與周延性。 

(二) 內部單位間進行政策聯繫與整合，以利有效回應家長與公益團體施壓 

除政府機關平行單位政策整合外，本研究認為就教育主管機關而言，亦當妥

善進行內部單位政策聯繫與整合。舉例而言，體育署可推廣與補助辦理樂活運

動，鼓勵親師生共同參與，同時亦可鼓勵學生每日完成定量之活動，避免學生網

路使用過度沉迷；終身教育司可辦理和推廣家長輔導學生善用電腦網路認知課

程，並針對不同縣市單位所需議題進行推廣，同時亦可辦理親子網路識讀課程與

活動；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可強化中小學國民教育資訊素養課程推廣與應用，並要

求各縣市國教輔導團成立資訊素養領域輔導員機制，期有效應用與推廣資訊素養

政策，並可強化於高中資訊素養課程之推廣與應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可強化技

職教育學生資訊素養課程，同時鼓勵技職教育學生投入優質網路素材或遊戲軟體

之開發和參與；高等教育司可針對大學生資訊素養進行關注；而資訊及科技教育

斯則當持續關注相關資訊素養議題。透過各內部單位政策彙整與合作，相信當有

助於資訊素養教育政策規劃。 

(三) 積極鼓勵官產學合作推廣與應用，以助因應產業利益團體施壓 

本研究認為，誠因相關利益團體對資訊素養政策皆有一定程度關注與期望，

故在政策規劃與擬定上，或可鼓勵官產學合作推廣與應用。在政府機關層級，可

提供一定經費計畫補助；在產業利益團體上，可協同網路服務業者或軟硬體廠商

進行公益活動推廣；在學術或公益團體上，可鼓勵相關團體（如兒福聯盟、得勝

者基金會、愛鄰協會、展翅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網路分級基金會、TWNIC 及

臺灣軟體品質協會等民間公益團體）共同合作推廣與應用。相信透過官產學合作

推廣與應用，有助於資訊素養教育政策更為不同立場之利益團體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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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E 起來：提高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策略 
游硯如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父母最看重什麼樣的學習能力呢？根據遠見雜誌（2017）的調查顯示，父母

最看重的是「閱讀能力」，比率高達 78.8%；高過第二名的語言能力（76.8%），

大幅贏過數理能力（39.7%）。而閱讀力可以透過學習以提高其能力。 

閱讀能力的重要性亦成為國際測驗的重要指標。在 2000 年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主導的「國際學生評量方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以及 2001 年「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開啟國際學術競賽後，世界各國莫不將學

生在這些國際競賽中的表現視為國力的展現（天下雜誌，2012）。提升閱讀能力

已經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教育議題。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國際測驗也逐漸調整施測方式，同樣檢測學生的閱讀

力，「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在 2016 年的測驗當中，首次加進 PIRLS
線上閱讀評量（extension of PIRLS，稱作 ePIRLS）。這是臺灣第三度參與「促進

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的測驗，更與全球 14 個國家及地區一起加入新測

驗 e-PIRLS（數位閱讀素養）評量的行列（親子天下，2017）。數位閱讀已經逐

漸取代紙本閱讀，具備數位閱讀素養能力已經是國際趨勢。 

臺灣在PIRLS 2016的評量成績在全球5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是第8名、 
e-PIRLS 則在14個國家中排名第7名，顯示臺灣孩子的紙本閱讀成績位居前段

班，但數位閱讀成績則在中段（親子天下，2017）。PIRLS計畫主持人、中央大

學柯華葳教授指出，e-PIRLS和PIRLS說明文閱讀素養成績相比較，臺灣學生竟

然是所有參與的國家中，落差最大的一個。究竟什麼是「數位閱讀素養」？傳統

的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為何？108課綱實施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被

列入九大「核心素養」之一，但科技領域課綱強調「運算思惟」及「設計思考」，

學習重點包括程式設計、演算法與資料分析，較少提到數位閱讀素養，臺灣如何

在國際的浪潮中因應趨勢，培養學生的數位閱讀素養？本文將剖析臺灣數位閱讀

素養現況，提出相關問題及解決策略，以期加強國人對於數位閱讀的重視。 

二、 「數位閱讀」與「數位閱讀素養」的意涵 

「數位閱讀」是指利用電腦或網路從事閱讀的活動，內容囊括在網路上閱讀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108%E8%AA%B2%E7%B6%B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4%A0%E9%A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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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數位化的文本，例如：多媒體、電子書、網頁內容、電子郵件、新聞討論群

等不同的形式（林巧敏，2011；林珊如，2003，2010）。換言之，「數位閱讀」為

透過不同介面進行的線上即時閱讀活動。而「數位閱讀」的興起，也使得「數位

閱讀素養」成為學習能力的重要指標。 

「數位閱讀素養」強調的不只是閱讀數位文本，而是著眼於真實世界的資訊

檢索、選擇、判斷、閱讀與整合應用的能力，這也是一直在強調的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陳昭珍，2019）。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制開跑，

課程發展以「核心素養」為主軸，而「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

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教育部，2014）。網路時代來臨，

培養「數位閱讀素養」即是希望學童可以利用科技工具作為學習的幫手，學會以

系統思考的方式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成為一個善用科技的終身學習者。 

三、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 

閱讀媒介的改變會對訊息傳播和接收模式造成全面性的改變，閱讀的本質已

然變調（葉乃靜，2000；翟本瑞，2001）。陳冠華（2002）比較紙本閱讀與數位

閱讀行為的差異在於：紙本閱讀是逐字閱讀，數位閱讀是略讀；紙本閱讀會分段

分次閱讀，數位閱讀通常會讀完一個系列才休息。在數位閱讀中，學生可以學會

評估資訊內容的品質與可信度、偵測與處理衝突，這些是傳統教學與紙本評量較

少觸及的部分。以下針對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的差異進行比較，如表1： 

表1 數位閱讀和紙本閱讀的差異 

 數位閱讀 紙本閱讀 

閱讀方式 數位化、多媒體閱讀 平面圖書資料 

閱讀行為 跳躍式的非線性心智活動 進行專注閱讀的線性心智活動 

閱讀投入 主動搜尋 被動接受 

優點 具非線性、互動性、立即性、彙集性、

匿名性、易得性 

具直線性、單向性、穩定性、可讀性、

可攜性 

缺點 容易分心、視覺疲勞、精神緊繃 缺乏互動性、占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  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策略 

(一) 有目的的搜尋 

數位閱讀素養的學習可以從「有目的的搜尋」開始（柯華葳，2018），先定

義自己需要什麼樣的材料，從中搜尋、瀏覽、連結、判斷與選擇。在一大堆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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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中，還要判斷這些資料是否符合原先訂下的搜尋目的，並考慮到資料的信實

度，最後再把資料經過摘要整理，成為自己的知識。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道，在

於不受其他資訊干擾，從網路海中撈出自己原先想要的答案。 

(二) 善用數位設備 

從 2016 年的國際閱讀素養調查中顯示臺灣的 e-PIRLS 成績落後 PIRLS，而

且差距之大，是受測國家最嚴重的。研究也發現，有 4 成的孩子在學校沒有用電

腦搜尋並閱讀資訊、近 6 成的孩子在學校沒有用電腦做報告、準備報告（黃啟菱，

2018）。缺乏練習的機會，學童在國際測驗上的表現當然不盡人意。「數位閱讀素

養」的能力是可以學習的，學生需要學習善用數位媒材。 

(三) 輔以紙本閱讀 

在 2016 年，臺灣學生 e-PIRLS 的平均分數比 PIRLS 說明文的成績少 20 幾

分（柯華葳，2018）。同樣是說明文體，數位環境卻降低了學習成效，說明學生

的紙本閱讀素養並沒有遷移到數位閱讀素養。研究顯示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

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湯雅芬，2013），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相輔相成，每

個人有不同的閱讀傾向，紙本閱讀依然有其重要性，因此在數位及紙本閱讀的學

習轉換上，可依個人的閱讀傾向尋找其平衡。 

五、 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變」，閱讀的形式改變，數位閱讀為紙本閱讀

帶來挑戰。然而對於學童來說，父母和老師其實才是決定下一代是否能夠培養閱

讀興趣，與善用網路正面力量的關鍵。數位閱讀的形式多變，如何在眾多資訊中

去蕪存菁，對科技做最好的利用，的確是網路世代的一大課題。「閱讀力即是國

力」，期待政府、教育人員以及所有的教育合夥人都能夠重視學童的數位閱讀行

為，增進臺灣學童的學習力。 

 (二) 建議 

本文從學校教育著手，提出「提升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建議，以供後續研

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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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數位閱讀課程」融入「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因應 108 課綱的實施，「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被列入九大「核心素養」之

一，其核心素養的課程目標即為「善用科技之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

運算等思考。」透過科技資訊課程，數位閱讀的讀者本身的搜尋、判斷、選擇、

分享與運用數位閱讀素材的能力也得以提升。 

2. 對學校教育機關的建議：讓科技進入教室 

    舉凡電腦、手機、電子書等載具都可以做為數位閱讀的媒材。邁入數位閱讀

的時代，利用資訊科技課程，讓資訊進入學生學習的場域，打造智慧教室，讓數

位媒材成為獲取知識的工具，藉以提升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以及國際測驗的表現。 

3. 對教師的建議：精進教學，與時俱進 

    在教育學生的同時，教師也需要有相應的數位閱讀素養，例如參加數位學習

課程、透過研習精進教學、建置適宜友善的數位學習環境、培養學童數位閱讀能

力，期能達到讓每位學童成為「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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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美學的實踐：以學校本位課程融入修建工程為例 
陳清義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臺北市國小校長協會理事長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校長 

 
一、前言 

研究百年老校校史，必須對學校附近區域發展歷程深究，而在探究過程中附

加發現的珍貴文史資料與現場踏察足跡，應該同步呈現成為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陳清義（2019）對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以下簡稱福星國小）校史考究，比對

日本統治時期各項文史資料與地區地圖地景變遷，探究出設校年代應該往前推進

到 1898 年 10 月 10 日，比起國內各論文與學校內保存的資料登載的 1915 年更早

了 17 年。考究過程中，也帶領學校教師團隊，將遷校過程與學校週邊重要機關、

歷史景點同步考究，納入設計，成為學校本位課程（陳清義編，2019）。 

然而，在教室內教導、閱讀校本課程，感覺缺乏實際臨場感，而外出踏察又

礙於天候因素與路途距離，有時不易實施。於是在思索第三個方案時，正巧學校

要進行牆面工程整修，遂帶領學校教師同仁與建築師一同討論，最後將學校本位

課程以校園美學的理念融入到整棟大樓牆面修建工程當中，打造出臺北城微地圖

（阮筱琪，2019）。王惠瑩（2019）歸納校園美學融入工程的幾個面向後，尚未

見到在校舍大樓整棟牆面融入的案例，因此本文將分享福星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與實施經驗，提供學校行政與教師共同激發校園美學可行策略之參考。 

二、校園美學情境的理念 

湯志民（2014）認為，對校園建築規劃而言，美學是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

如果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雜亂無章，學生受其影響，在身心健康和情緒發

展上，必然有所妨礙；反之，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有條不紊且賞心悅目，

則學生在身心的健康、愉快和滿足，必然會明顯的增加。王豪華（2019）指出，

從新校園運動到現今的校園永續經營，校園空間的經營與規劃，不只是建築物的

興建及維護，還需要結合教育的理念、綠色環境規劃及社區發展，讓校園成為一

個互動多元且具學習吸引力的學習空間，讓學生能藉由日常生活情境之體驗，從

學校生活中學習，使學習潛能獲得最大的發揮。足見，對於校園建築的規劃需要

在視覺感受上賞心悅目，在功能上互動多元且具學習吸引力。 

林進山（2019）更進一步指出：「布置美學情境」和「空間多重應用」最能

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學校應順應學生的好奇新鮮和探索動機，設計各種創意的學

習步道、探索步道、閱讀角落、探索空間和情境教室，並配合領域學習課程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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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學習空間，強化美感美學的情意教育布置，激勵學生學習

興趣，藉以提升學習效果。 

新建一個校園的機會不多，而在原有校園的修建機會較多，王惠瑩（2019）
研究八所案例小學，歸結出校園空間美感營造模式的幾個面向：校舍、校園圍牆

及穿堂的美化、校舍建築的美化、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的美化，不僅提升創

意美感，更結合學校特色行銷並強化與社區互動，或者融入當地特色意象與結合

學校主題課程。 

金火炬校園文化設計（2019）認為：一些學校的牆面語言存在「過度」現象，

校園裡紅紅綠綠，花里胡哨，顯得十分累贅。比如，在樓梯的每一級台階，都貼

上一句名言，不只如此，連在上一層樓梯的背面，也貼滿了很多名句。學生上下

樓時，「俯首看地」，一地名句；「抬頭望天」，一片名言，稍不留神，就會一腳踩

空，導致安全事故。此外，牆面符號太多，似「地毯式轟炸」，容易讓人迷失在

「視覺」環境中，時間長了，會產生視覺疲勞，很難說有多大的效果。所以，牆

面文化的設計一定要處理好「簡」與「豐」的關係，在表現形式上「簡約」，文

化取向上追求「豐富」。 

因此，福星國小的臺北城微地圖的理念，一方面合理地利用牆面強化美感美

學的情意教育布置，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藉以提升學習效果，另方面在表現形式

上「簡約」，文化取向上追求「豐富」，讓學生在牆面上就見到課程，課程就融入

在建築中。 

三、 福星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由於福星國小曾經遭逢中華路的祝融之災，許多資料已經中斷無法考據。後

來校內老師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查詢，提供了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總督府職員名冊

與日治時期福星國小相關的資料，續由教務主任在校內邀請幾位老師，一起成立

了學校本位課程的編輯小組。學校家長會也有幾位志工到大稻埕地區和國立臺灣

圖書館，協助訪問社區耆老和影印資料，還有在日本取得碩士學位的家長會長以

及福星國小前身末廣國民學校的校友一同協助翻譯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總督府

職員名錄……等日文資料。 

考據的結果從臺灣教育史沿革，確定當時日本政府的設校命令，以及日本時

代的工商登記地圖，在整個資料考查過程當中，舊年代學校的校名轉換都已經尋

找到軌跡，只有設校在建昌後街的台阪公司仍然找不到舊地址。位置來看可能在

大稻埕的貴德街和西寧北路的中間，由於街道已經改變原來的形狀，所以無法再

找到台阪公司的位置，就學校名稱的改變，學校地址的連續性和學校校長的派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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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考據，福星國小的校史係自 1898 年 10 月 10 日設校，名為「臺北小學校」，1900
年遷至中華路現址，數次更名至 1968 年為紀念抗日英雄更名為「臺北市城中區

福星國民小學」，2004 年與鄰近的「中興國小」合併，現名稱為「臺北市萬華區

福星國民小學」。 

現址座落位置校門口前為中華路，為古臺北城的西三缐路，附近有臺北車

站、臺北四個古城門、臺北郵政總局、清朝鐵道部遺址、撫臺街洋樓、三井舊倉

庫、中山堂和西門紅樓等歷史古蹟，都是學生校外教學的地點。附近交通除道路

外，有臺灣高鐵、臺灣鐵路、桃園機場捷運、捷運松山新店線、捷運板南線、捷

運淡水信義線及淡水河大稻程碼頭的藍色公路（陳清義編，2019）。這些校史變

遷過程和學校附近歷史遺跡都收錄於學校本位課程中。 

四、 融入牆面整修工程的策略 

湯志民（2014）指出學校建築在新建、重建或改建過程中，較著重「建築」

設計（如造型、安全、公共藝術、無障礙設施），「課程」、「教學」之需求甚少評

估。黃光雄、蔡清田（2015）認為校園做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空間，學習的

成立不單侷限在教室內的課堂教學，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是學生學習的場域。

Earthman(2009)指出學校建築的文獻探討，較聚焦於結構設計，較少實際的規劃

歷程。臺北市的優質學校指標在校園營造向度中有人文藝術項目，其中有兩個指

標是：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和設置藝術的校園空間，福星國小牆面的臺北城微地

圖就是在牆面整修工程時規劃的歷程中，設計兼顧學習拉到教室外並無需到校外

即可進行校外教學，並且達成人文藝術的校園為目標。過程的策略是： 

(一) 建築師評選時納入評分項目 

在評選建築師的招標文件評審項目，一般會有：「本案環境背景資料、現況

問題之瞭解及未來可能遭遇之問題」以及「本案規劃設計理念、建議修繕方案（包

含工法、經費、工期等）及初步監造計畫」兩個項目，在這個部分請總務主任加

入敘明本案需與學校本位課程結合，指引建築師的設計思考方向。 

(二) 建築師評選委員請學校本位課程小組參與 

在評選建築師的招標過程，建築師要到評審會場報告，學校的評選委員即聘

請部分由學校本位課程小組人員擔任評選委員，可選出在未來設計理念更加相符

的建築師，也使建築師更加清楚未來設計如何與學校本位課程結合。 

(三) 圖面設計階段與學校本位課程小組和美勞老師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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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得標後，會有圖面審查階段，大部分圖面審查就如同 Earthman(2009)
所言，較聚焦於結構設計，但本案必須結合校園美學，因此除了學校本位課程的

委員外，還需要美勞教師參與審圖。 

(四) 設計三個方案提供票選 

由於每個人的審美觀念與實用觀念會有不同，因此設計上也有不同見解，但

歸納幾個原則供建築師設計思考： 

1. 範圍以臺北城向北延伸至大稻程，兼顧原設校地點及學校現址。 

2. 年代以 121 年前遷校及 17 年前福星、中興兩校併校歷史為內涵。 

3. 場域以現在學生上學會經過的道路、鐵路及捷運動線等為標示。 

4. 歷史納入臺北城發展之大稻程船運、臺北古城門、鐵道部、郵局、撫臺街洋

樓及紅樓等歷史建物。 

5. 色彩配合原校舍建築紅磚及白牆，以簡約線條呈現。 

6. 不外掛或外加藝術品，僅以圖面呈現節省公帑。 

建築師依照原則設計出三個方案，最後由老師們票選出的方案如圖 1：校舍

正好與方位結合，最左側為西邊，最右側為東邊，水藍色是淡水河，紅色與黑色

是道路，綠色是捷運，灰色是鐵道，仿造捷運圖以圓圈標示地點結合學生生活經

驗。解說牌所在位置代表臺北城南門。 

 
圖 1 福星國小校舍牆面結合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工程完成現況及解說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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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為了符應校園美學情境「簡」與「豐」的理念，在融入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

中，有幾件事值得省思與回味： 

(一) 學校本位課程與牆面結合不增加其他設施 

在牆面上製圖有定位不易的困難，及保留紅磚、白牆建築配色的限制，但是

以不新增任何外掛物品的方式完成，避免在校園空間增加設施，減少學生活動空

間，保持學校動線不被破壞，讓校園仍保存原有的完整性。 

(二) 不外加公共藝術，減少花費又具實用價值 

通常校舍工程會外加公共藝術，有些僅具裝置品的功能，教學功能也只發揮

在公共藝術評選過程中的教學互動，完成後不再有人去看，加上藝術無價無法定

價，甄選公共藝術品通常經費很高，但本校設計此一課程結合方式，不但減少花

費也兼顧了美觀與教學的實用價值。 

(三) 引起學生動機，促進學校本位課程跨領域教學 

完工後，小朋友看到牆面上的線條和圓圈，以為是「普普風」設計；也有學

生認為，這像數學的幾何圖形，還以為要上數學課，後來才知道，這是代表周邊

的地圖，感覺很新奇（阮筱琪，2019）。此一設計，可以讓老師進行跨領域教學，

例如：色彩配色、歷史意義、交通方位、社區踏察及臺北城發展等等。學生上過

課之後也驚喜說道： 

「我終於知道我上學從哪一條路來學校了！」 

「我早上也是從大稻程走路來學校上學的，原來學校在大稻程哦！」 

「原來圈圈有意義哦！我以為是幾何圖形。」 

「原來學校離北門站比西門站要來得近！」 

(四) 達成人文藝術的優質校園指標 

為了避免教室內教學的有限性和校外教學的不便性所發展的第三方案，符合

了設備基準、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校課程及學校活動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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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臺北市優質學校指標在校園營造向度中的人文藝術項目，學生一開始最直接

的反應，讓我們知道達成了設置藝術的目標，而經過解說後，學生知道是以學校

為基準點設置的臺北市微地圖後，更是人文校園營造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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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鄙視鏈的形成要素與因應策略 
胡瓊琪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校園鄙視鏈的因應與實施，主要基於透過各種策略與方法的運用，引導學生

學習正確的價值信念與行為，透過學校教育與輔導的實施，降低校園鄙視鏈發生

的情形和可能性。有鑑於此，本文主旨在於透過修復式正義，以「人」為本的前

提下，進行校園衝突事件的化解，促進犯錯學生得以被同理與接納，針對錯誤行

為所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並願意承擔責任，努力修補傷害形成的縫隙，進而邁

向友善校園零鄙視鏈校園氛圍的理想。 

二、失序的校園、鄙視的氛圍 

原本應該安靜無聲的早自習卻亂成一團，三、四個男生正對著教室角落小娟

（化名）的課桌椅踹、踏、謾駡，同學們的制止聲，反而助長了其氣焰，導致變

本加厲的場景。此時，個性安靜沉默、身著泛黃衣裳、背著破舊書包的小娟，怯

懦弱的走進教室，男孩們猶如看到病毒似的不斷裝出作惡聲，拿著紙屑、衛生紙

丟她，甚至拿起椅子作勢要打她。最後，索性嘻笑怒駡地將其書本隨意丟棄、課

桌椅翻倒。目睹這一切的小娟，只能掩面痛哭，直到清掃鐘聲響起為止。 

鄙視鏈係指透過鄙視、輕視、羞辱等方式讓同儕排擠某人，使其被排拒在團

體之外，其目的是為了貶低對方，藉此切斷他們的社會關係連結，使其無法進入

團體之中，而感到人際的疏離與無助。換言之，鄙視鏈的現象係一種比較心態，

即因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或外團體歧視（out-group derogation）
（Hewstone, Rubin & Willis, 2002），主觀的認為自己所屬的群體更優越而貶低其

他群體的價值。在此價值觀運作下，當人們以「優越」所形成的分類自居時；當

「潛規則」不斷發酵，甚至出現了極為偏差的觀念時，「鄙視鏈」油然而生。此

種「隱形虐待」、「情緒勒索」，在班級中常見，但容易被忽略，甚至認為等孩子

成熟長大後，就會知道這些是不必要的。故常用「冷處理」或「簡單訓誡」方式

來處理偶發事件，需待這些人際排擠延伸至言語、肢體鄙視時，導致嚴重的傷害

之後，才會正視此種現象的存在。 

三、校園鄙視鏈的形成要素 

傳統以懲戒為基礎之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係建立在「痛苦」與「對

立」、「行為」與「後果」的關係之上。然而，此種形式的懲罰機制與實施，並沒

有全面處理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讓犯錯的人感覺自己也是受害人，覺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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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公平的世界之感覺。因此，校園鄙視鏈事件的處理，不能只著重在少數學生

的身上，必須透視每個事件形成要素的人格特質及內心世界，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一) 鄙視者效應 

一般而言，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負面的情緒會透過外界環境的認知而找到

各種出口。如在家得不到的價值感、難以紓解的壓力，孩子會在學校找出口（陳

鴻彬，2016）。因此，在班級中會成為鄙視者的學生，通常源自於在家中價值感

的匱乏所以向外尋求，或是不自覺複製父母對待孩子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透過成

群結隊、串聯控制其他同學，運用各種暴力型態或是鄙視鏈來證明自己的被需要

與存在價值。 

(二) 被鄙視者效應 

被鄙視者往往是弱勢的一方。故在輔導過程中發現不管在哪個環境或求學階

段，由於缺乏自信、問題解決能力不佳、或是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問題、甚至是缺

乏適當的人際互動技巧，而成為被討厭、被排擠的對象（黃宛婕，2012）。或因

種族不同、裝扮不同、陰柔特質或陽剛特質的性別身分，所造成的「差異」與班

上的主流同儕文化格格不入時，這群人就有可能因月暈效應（Hallo Effect）的影

響，導致鄙視鏈問題的產生。 

(三) 旁觀者效應 

旁觀者常會因為扭曲的正義觀而默許或協助，甚至隱藏鄙視鏈事件的發生。

其作為與不作為的理由為：(1)認為事不關己；(2)害怕幫忙後會惹來麻煩；(3)認
為受害者自己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4)認為介入對事情無幫助；(5)旁觀學生享

受觀看霸淩事件的過程（Rigby & Johnson, 2005）。惟，不論理由為何者，旁觀者

卻擁有改變事件決定性的力量。 

四、校園鄙視鏈的因應策略：修復式正義的運用 

修復式正義著重在「人」的關係重建，其所關注的焦點不在懲罰或報復，而

是如何在事件發生後，讓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關係得以修復，讓雙方能夠心甘情願

的道歉與接納。其理論基礎的運用，詳加說明如下（陳怡成、鄭若瑟、謝慧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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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恥整合論 

明恥整合論（reintegrative shame theory）係以「羞恥」為核心，強調當有人

犯錯後要能夠知道錯在哪裡且願意承擔責任。倘若校園裡願意接納並幫助鄙視者

修補其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此種因重新被接納而產生的羞恥感，反而有助於個體

重新融合到同儕之中。換言之，重新融合所產生的羞恥感必須是正向的，倘若是

負向的羞恥感，將有可能造成鄙視者在同儕間的孤立感，例如：要求學生公開道

歉，或是教師在課堂上公開評論學生犯錯的行為，亦或是教師對學生表現一種失

望的表情等。 

(二) 反抗理論 

反抗理論（definnce theory）強調處罰過程的程序正義是非常重要的。倘若

讓鄙視者感覺到不符合公平或合法性，將無助於其產生羞恥感，反而會產生一種

反抗的自豪心理，導致未來鄙視鏈事件的增加。因此，修復式正義支持、鼓勵讓

鄙視者說出他的想法，尊重他的感受，並讓他主動思考如何修補過錯，進而降低

其再犯的機率。 

(三) 羞恥羅盤理論 

羞恥羅盤理論（compass of shame）認為人的羞恥反應有四種：(1)攻擊他人，

把責任推給他人；(2)逃避和否認，為自己找藉口，合理化；(3)攻擊自己；(4)退
縮或躲藏起來。在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中，因為鄙視者是被充分同理、接納的，且

充分地支持、鼓勵表達其羞恥的情緒，所以，能夠超越上述四種有傷害性的情緒

反應，故能讓鄙視者的心靈得到自由和釋放，重新與團體、同儕融合。 

綜合上述三種理論，修復式正義能夠讓鄙視者改變以及承擔責任。當鄙視者

能夠感覺到自己被聽見、被聽懂時，他才有能力打開防衛的心，才能明恥，才有

勇氣承擔責任，產生修復的動力，補正傷害、修復人際關係，重建團體、同儕認

同、心理得以安適，未來的再犯率自然就會降低許多。 

五、校園鄙視鏈的輔導與實施成效 

校園對於鄙視鏈的輔導與實施成效，由內而外、由個別到系統，茲以個別輔

導、班級經營、系統合作等三層面策略與方法的運用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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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別輔導層面之策略與方法 

個別輔導層面最常運用的心靈對話在於透過深度晤談，引起學生的心靈共

鳴，進而瞭解自己的心靈，達到輔導的功能（林進材，2000）。因此，在輔導的

過程中，最重要的不是逼學生編出一套讓人滿意的故事，而是讓學生學習自己思

考、為自身的行為負責並教導其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故在個別輔導過程中，應先

讓犯錯的學生產生情感的連結，讓其相信教師關心他的學習、重視他的個體價

值，一旦關心的力量蔓延，就能碰觸其心靈，進而能看見其自我價值觀錯誤認知

的部分，瞭解「行為不當」背後所欲傳達的訊息密碼，一旦訊息解碼了，就能產

生同理心、「練習」同理心，重視人際間的界線。 

例如，教師願意身同此心、心同此理，從當事人的角度去瞭解其想法、感覺

與困境，並將所理解到的感受傳達給他知道，以進入其私人知覺世界，進而催化

當事人面對問題，促成當事人改變並願意為自身的行為負責。 

(二) 班級管理層面之策略與方法 

班級班級管理的重點在於教導學生「錯誤」是學習的機會。因此，每個人都

是問題的一部分，也應該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班級會議」便是實踐這個概

念最好的方式，亦即透過尊重、體諒、建立共識、找到解決方案，幫助所有當事

人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陳玫妏譯，2019）。換言之，比起責駡、說教和懲罰，

教師更應透過讓人感到較愉快且有效的班級會議，讓所有的學生在鄙視鏈情境中

不再是被動、冷漠的，而是主動且熱心的。當他們願意和教師合作時，學生會感

受到，你的要求是合理的，而他們也會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例如，教師可以在班級會議中，選擇不同的影片、社會案例，並依據所要探

討的議題主軸來設計問題，亦可透過讀書心得的分享來進行類似議題的探討等，

讓學生慢慢熟悉並根據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價值，檢討、訂定、修正班級規則，讓

學生習得自主、自治與自律，以落實遵守班級規則。 

(三) 系統合作層面之策略與方法 

在面對鄙視鏈問題時，學校會有一套處理方式，以讓教師獲得行政人員或輔

導教師的支持與協助，但在採取此行動時，建議可以試著依循即時對話、對話圈、

修復式對話、家庭團體會議、修復會議等方法，引導教師擬定行動計畫，進而幫

助學生表現更好並產生良好的感受。換言之，此過程強調一個觀念：教師的一點

改變，會對學生的行為表現產生很大的影響。其實施方法如下（教育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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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時對話策略 

即時對話是校園修復式實踐中最不具正式性的模式，主要目的是為了隨時關

心、瞭解學生的狀況。任何時間、任何校園角落，只要察覺學生有不適當的行為，

或是同學間有任何言語、肢體上的衝突，教師就可以扮演如「促進者」的角色，

立即透過修復式提問來瞭解學生的狀況。唯，對話的第一時間必須運用善意溝通

（O'Connell, Wachtel, T., & Wachtel, B., 1999）。 

例如，教師應讓雙方在衝突發生後，能夠冷靜地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或理解

對方的感受，並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真正感受；教師要避免責備與說教，以免學

生產生自我防衛，視自己為受害者，而無法注意到他人的感受；對話過程中容許

不先追究是非對錯、對事不對人並給予道歉認錯的機會。 

2. 對話圈策略 

圓圈是一種人與人亙古不變的連結方式，讓所有參與者圍著圓圈而坐，在座

位上的安排上並沒有所謂的尊卑貴賤之分。透過圓圈把每個人的立場與見解都接

納進來、包容起來，以作為未來進行修復式對話與修復會議的必要前提。 

例如，教師可以選擇適當的時間來進行對話圈，並讓當事人盡可能圍成圓圈

入座，以讓彼此感受到是被看見、聲音是被聽見。過程中，教師必須以正向的語

氣來說明對話圈的主題、目的、進行的方式與規則。倘若有學生不想說話或還沒

準備好，應給予緩衝的時間並保留其話語權；又或者有學生忍不住想要插話、反

駁、澄清或附和，教師要適時提醒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發

言，並且不對他人的發言提出批判。最後，教師再請學生針對問題提出回答，並

針對問題提出彼此可接受的處理方法。 

3. 修復式對話策略 

教師雖扮演促進者的角色，但主要的責任並不是找出犯錯的學生並加以懲

罰，而是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協助被鄙視者與鄙視者對話，讓雙方有機會表達感受

與想法，瞭解其行為如何影響到他人，以進一步思考如何彌補傷害與修復關係。 

例如，教師可以請當事人用一句話或一個詞來說明此刻的心情，並說明剛剛

發生了什麼事、當時的想法、感受為何？以及如何做才能彌補傷害，避免類似的

情況再次發生。最後，請當事人說明此刻的心情與感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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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團體會議策略 

將鄙視鏈事件所影響的當事人雙方、各自指定的支持者、家屬、親朋好友及

社區重要人士等聚在一起，共同討論該事件的解決方式。 

例如，教師邀請當事人雙方家長聚在一起，共同討論該事件的解決方式。其

重點在於彌補學生之間的力量不平衡，並訂出一個補償計畫，以防止錯誤的行為

再度發生。 

5. 修復會議策略 

修復會議為最後手段，其分為校內會議或校外促進者主持的會議，係處理較

複雜或較重大的違規行為或衝突事件，故參與對象除了衝突雙方與促進者外，包

括家長和親友、教師、行政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士。值得注意的是，修復會議所

達成的協議會做成正式的書面並簽署，以避免衝突的擴大及法院的爭訟。 

例如，由兩位以上之學校教師或校外專業調解者扮演對話促進者，且對話促

進者會在詳細調查事件經過後，進行登門拜訪並邀請參加會議並說明會議進行方

式。會議的目的在於修補事件所帶來的傷害，因此，過程中要讓所有參加者感到

友善、被尊重。此外，會議中會針對達成的協議內容進行朗讀，並做成正式的書

面並簽署，以避免衝突的擴大及法院的爭訟。 

六、結論：邁向零鄙視鏈的校園氛圍 

兒童與青少年的大腦神經纖維，在成年之前其排列都是雜亂無章，看似一堆

雜草，但所有價值觀的建立及態度的改變，仍需以大腦的認知為起點，經由不斷

的認知學習，為大腦神經建立一個新的迴路。 

因此，如何邁向零鄙視鏈的校園氛圍，建議作法為：(1)讓鄙視者產生情感

的連結，當問題消失了，就能處理其侵犯他人界線的行為；(2)透過班級會議建

立班級運作規則並一致地執行，以重視正向利他的人際行為；(3)運用修復式正

義的核心價值，例如：把犯錯的人與行為分開對待；尊重每個人，不貼標籤、不

羞辱、不汙名化；傾聽彼此之感受、需要；讓每個人都有公平說話的權利等。最

後，再將此技巧延伸至社會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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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技巧教學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陳佳君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一、前言 

國中階段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共 25,001 人，其中學習障礙學生有 11,491
人，身心障礙學生中約有 46%為學習障礙學生（特教通報網，2019）。學習障礙

學生因缺乏社會技巧而造成社會適應的問題，根據 Most、Tova、Greenbank 與

Alicia（2000）調查 60 名八年級學生社會技巧能力，其中有 30 名學習障礙學生，

30 名非學習障礙學生，發現學習障礙的青少年在社會溝通的理解上處於劣勢，

情感認知方面都皆於一般同儕。在參與此研究中的教師認為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

能力較一般同儕弱，若能經由教學讓學習障礙學生在識別情緒方面與社交場合中

適當地做出反應，以提高他們的社會技巧能力，進而增加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互

動。故本文以文獻分析方式整理國內外對於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社會技巧教學之看

法，進而瞭解社會技巧教學對學習障礙學生之重要性。 

二、學習障礙學生在人際互動上的困擾 

學習障礙雖然係指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

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

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但是間接影

響學習障礙學生表達與適應能力，造成人際互動表現不佳，例如：說話聲音不當、

詞語表達不當，或是分心難以遵守課堂規範。不適當的社會技巧，影響在普通班

中的適應及同儕認同。 

普通班教師對於他們的關注，往往著重在課業學習的問題上，期望學生轉介

至資源班後能在學習方面有所改善，卻忽略他們除了學習困難外，在人際互動及

社會適應也產生許多問題。多數研究顯示，學習障礙學生在人際適應方面困難，

在班上與同學之間互動較少，在班上社會地位較低，易受到同儕忽視或拒絕，在

社會情緒適應層面可能同時出現社會情緒適應問題（曾瓊禛、洪儷瑜，2015）。
學習障礙學生不善於察覺、解讀社會情境或他人情緒的線索，常將自己成敗歸因

於外在因素，部份學生的自尊心和自我概念低落，因長期學業和社會上的失敗，

處於焦慮和沮喪的狀態，發展出負面、抗拒學習的態度（曾尚民，2002）。胡永

崇（2000）指出學習障礙者的社會技巧特徵，包含：缺乏社會理解技巧，無法對

社會線索及他人情感或情緒做適當的理解，經常做出不符合情境的對話；缺乏角

色扮演的技巧，無法對他人的情感或情緒，做出同理心的理解；人際技巧及社會

問題的解決技巧之缺陷，缺乏建立與維持人際關係及解決人際衝突的適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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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顯示學習障礙學生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不佳、自我概念低落、社

會知覺缺乏，因此適當的社會技巧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習障礙學生社會互動的能

力，減少不當的行為發生，以增進同儕之間的互動。 

三、何謂社會技巧？ 

洪儷瑜（2002）提出的社會技巧定義：(1)社會技巧可為社會接納的行為型

態，可以幫助個人獲得社會增強、接納，或是逃避負面情境；(2)社會技巧是個

人要開始維持與他人正向人際關係所需的重要條件；(3)社會技巧的定義會因個

人需要互動的情境而異，其主要在增強個人社會行為的目錄，以在情境中獲得社

會增強或正向的結果。Gresham 與 Elliot（1987）提出社會技巧內涵包含三個向

度：同儕接納、行為和社會效度最具代表，社會技巧是可以增進同儕接納或歡迎

的行為；社會技巧行為都可以經由學習，藉由個人或社會的增強或減少懲罰學

得；社會效度為社會技巧的運用，可以改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到，社會技

巧強調學生在融合的普通教育中環境學習所需的方法或技巧。課程包含：(1)處
己：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力技巧與自我效能。(2)處人：訊息的解讀、基本溝

通技巧、人際互動技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3)處環境：學校

基本適應技巧、家庭基本適應技巧和社區基本適應技巧。 

在融合教育的推動之下，社會技巧有助於學習障礙學生融入於普通班級中，

做出適宜的行為，才能增進同儕之間的良好關係，進而提升青少年的人際關係與

生活適應。 

四、社會技巧教學的重要性 

在 Forness & Kavale（1996）根據教師、同儕和學習障礙學生自己的評估中

發現，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其中有 75％的學生社交能力水平低於同年齡的孩子。

大約 50％的學習障礙學生被同儕排斥，忽視或受害（Baumeister & Kimhi-Kind，
2008）。根據 Cartledge 與 Gwendolyn（2005）研究指出，社會技能的指導必須在

學齡前和小學階段開始，因此階段是孩子最容易接受行為改變時。若能在黃金時

期，加入良好的社會技巧指導可以大幅地減少或預防問題行為，這些行為在以後

的幾年中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或難以忍受。 

研究顯示，學習障礙學生在進行為期十週的社會技巧遊戲後，父母與教師均

表示，從治療前到治療後，他們的社交能力都有顯著提高（Milligan et al., 2016）。
根據 Kavale 與 Mostert（2004）研究調查，接受社會技巧訓練之學習礙學生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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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會技巧訓練之學習障礙學生成功率只有成長 10%，由此可知社會技巧訓練

對於增進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能力成效並不顯著，但有 60%的學習障礙學生認為

社會技巧教學是有益的，他們會從中學習解決社會問題、增加社交能力、增強自

我概念，提高對自己特徵的認識並增進自我價值感，可改善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 

然而，以臺北市為例，學習障礙學生有 75%在小六升國中的轉銜階段被篩選

出來，有 25%是進入國中才第一次被篩選出來（連文宏、洪儷瑜、闕嫣男、蔡明

蒼，2013），相較於自閉症學生從幼年時期發現，接受早療來說，學習障礙學生

在社會技巧的課程訓練較少。許多身心障礙學生都接受過社會技巧的訓練，運用

線上資料庫查詢，討論、研究自閉症社會技巧課程的相關文章不勝枚舉。以關鍵

字「社會技巧」、「學習障礙」、「學校適應」搜尋，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研

究對象的文章中發現，大多數仍以學科學習的研究為主要方向，討論有關國中學

習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學校適應、同儕關係方面相關的較為少數。雖然學習障

礙學生主要指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但許多學習障礙學

生在社會能力較一般同儕差（Most, Tova; Greenbank& Alicia，2000），所以除了

課業學習外，加強學習障礙學生的學校適應和同儕相處是非常必須的，因此社會

技巧在學習障礙學生中也是一項重要的訓練。 

良好的社會技巧能力，可以增進學習障礙學生在普通班級中，做出適合的行

為，進而增進與同儕間的友好關係。以下介紹四種常見的社會技巧教學方法。 

(一) 社會故事法 

社會故事法主要對象是自閉症和亞斯伯格症者，由家長及老師觀察，發現學

生在某些情境有認知與表達困難，依學生個別需求撰寫具結構的簡短生活情境故

事，並在此情境中尋找社會線索及做出適宜的反應（柯香如，2011）。而社會故

事固定的編寫格式，能協助學生結構化地建構社會故事所傳遞的訊息，促使其理

解複雜的社會信息。社會故事法的基本句型：描述句、觀點句、指導句、肯定句。

附加句型：控制句、合作句（梁碧明、劉芙蓉，2011）。在丁儀馨（2012）研究

中顯示，社會故事法對學障學生有一定的成效。 

(二) 影片示範教學法 

影片示範教學是學習者經由模仿影片中示範者示範的目標行為，或是依據影

片中所呈現的實際場景，進而學習特定技能或行為的一種實際操作的教學方式。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影片示範教學對很多障礙類別甚至一般發展的人均有顯著學

習成效。教師進行影示範教學，在視覺提示及刺激下，較容易引起學生興趣及專

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環境刺激因子，可重覆觀看的情況下，加深印象、重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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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不同示範者促進類化、工作分析等，並且可依學生的學習速度來模仿，實有

利於社交技巧的學習（王慧婷，2013；林智娟，2013）。 

(三) 直接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原理是教師進行直接的、明確的、結構化的主導教學，並積極的

的練習與回饋（胡永崇，2006），提升學習障礙學生之社會技巧表現。實施方式：

(1)將學習內容分為較小的步驟，每個步驟只教導一個概念；(2)確保學生每一步

驟均已精熟；(3)提供結果回饋，隨時矯正學生之錯誤；(4)逐漸褪除教師主導，

使學生獨立學習；(5)給學生充分、系統化的示範與練習；(6)讓學生複習自己學

得之新知識及技能（洪育慈，2001）。 

(四) 桌上遊戲教學 

桌上遊戲通常被簡稱為桌遊，泛指在桌子或是任何平面上進行的遊戲，且不

須網路也不需要插電，但遊戲具有規則，而結果未知的一種遊戲方式。運用不同

桌遊吸引學生注意，以桌遊為增進人際互動的媒介，在遊戲中學習遵守規則，透

過觀察他人的表情及肢體動作，猜測對方的情緒與感受。在活動過程中因想獲勝

而增加與組員的互動。藉此探究自己與同學相處的情形，並發展出良好的互動模

式（詹芯蘋等，2019）。 

五、結論 

學習障礙學生長期學業表現不佳，教師對學生的協助及輔導常常以學習或學

科加強方面為主，然而許多學習障礙學生在社會能力有顯著問題，在學業表現不

佳的情況下，同儕之間又無法獲得認同，相對影響學習障礙學生學習學科知識的

動力。由此可知，社會技巧學習對學習障礙學生的重要性，改善學習障礙學生的

社會技巧，需從教師做起，積極為學習障礙學生設計適合的社會技巧課程，結合

適合的教學策略，讓學習障礙學生能將學習到的社會技巧類化到不同的對象及情

境之中，進而改善與同儕之間的關係，並增進社會適應能力。 

教師經由功能評估，且多方收集或利用同儕曾經發生過的事件，設計不同的

情境，編授符合學習障礙學生社會技巧需求的課程內容，例如：讓學習障礙學生

利用社會故事法、影片示範教學法讓學生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課堂練習。也可

以在實際情境下，由教師或是請同儕擔任小天使進行隨機教學，以協助或直接教

導方式，幫學習障礙學生面對及處理問題。Prater, Serna 和 Nakamura（1999）研

究得知，同儕教導加速學習障礙學生學習社會技巧的技能學習，雖然在學習水平

上的技能不如教師的高。在同儕的協助下，與同儕共同參與社會活動，並學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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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準則和價值觀，對生活有實質性影響。 

教師需視學生之個別差異，設計適合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習障礙學生適應學

校生活，改善其社交能力。家長可以多與孩子溝通，瞭解其在學校所面臨到的困

難，讓教師能夠更清楚學生的需要及困境，更能有效率去幫助學生。然而，社會

技巧教學的含義取決於學生面對的問題。例如，如果成績低下會導致自我概念低

落或同儕拒絕，則針對學習障礙學生學業低落方面加以補救，而不是加強社會技

巧訓練。另一方面，如果社交能力不足導致他們在學習環境中退縮，缺乏自尊心，

最終導致社會適應困難，那麼社會技巧教學對他們來說絕對有存在的必要性。 

《親子天下》2014 年調查四年級到九年級中小學生及中小學輔導教師發

現，人際困擾與課業壓力，是中小學生最大的困擾（蘇岱崙、方翊涵，2014）。
兒童福利聯盟 2016 年的兒童心願與煩惱調查，發現孩子煩惱的第二名是「交友

問題」，而「交到好朋友」也為孩子心願的第三名（兒童福利聯明文教基金會，

2016）。這兩項調查不論是人際困擾或交友問題，皆指向學生急需一種如何與他

人互動建立正向關係的能力。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在普通班級中被孤立或排

擠並非因為自身的障礙問題，而是因為缺乏與一般同儕適切的互動方式，若能經

由教師的引導，讓一般同儕能了解身心障礙學生並提供適時的協助，且教導身心

障礙學生適當的社會技巧訓練，以加強彼些間正向互動的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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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部考量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統整性、周延性與績效性，提出因應軍訓

教官全面退出校園相關配套措施，我國實施逾五十年的教官制度將劃下休止符。

然而，大學校院軍訓人員為學生事務工作之主力，如何因應學生事務工作轉型並

提升其效能，建構具競爭力且永續經營的大學校院，成為高等教育的關鍵課題。

本研究採立意叢集抽樣選取 51 所學校進行問卷調查，以驗證公共服務動機、工

作績效、組織支持感的現況及關係，結果顯示公共服務動機與工作績效良好，但

組織支持感較低。此外，公共服務動機與組織支持感對工作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

但組織支持負向調節公共服務動機與工作績效關係的結果，進一步提出運用公共

服務動機相關知識，建構平衡功利與服務的激勵制度，吸引、選擇及留用優質學

生事務人員以符合高等教育需求與社會期待。 

關鍵詞：工作績效、公共服務動機、軍訓教官、組織支持感、學生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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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Work 
Performance — Starting from the Withdraw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from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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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posed the complementary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ete withdraw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from campu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comprehension and performance of student affair and counseling. The 
system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in campus wh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will end. However, the military instructors in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student affair and thus how to cop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 affair, promote its performance and establish a competitive and sustainable 
university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51 schools 
by purposive cluster sampl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 work performance (WP)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OS) and their current statu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good POS and WP but lower POS. Besides, PSM and POS exerted positive effects on 
WP but POS negativel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M and WP.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of PSM-related knowled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centive system 
which balances the interest and service to attract, select and retain high-quality student 
affair personnel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Keywords：work performanc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military instructor,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tudent af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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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配合立法院 2013 年《高級中等教育法》決議，

教官 2023 年全面退出校園（林曉慧、沈志明，2020），實施逾五十年的教官制度

將劃下休止符（施維長、胡醴云、張方慈、成允華、吳東牧，2016）。我國現行

大學校院訓育制度之建立，始於抗戰時期，主要依據傳統倫理道德、三民主義及

教育宗旨之理想規劃，並考量抗戰需要及參酌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創建學生軍

訓及設立導師制，形成特有之訓育制度（何進財，1988；黃玉，1996）。隨著政

治、經濟及社會結構的改變，軍訓教官的角色逐漸趨於多元，除了全民國防課程

講授之外，更兼具輔導與服務學生的功能，其工作主軸為：落實學生生活輔導、

發揮教官服務功能、建立校園防災體系及加強全民國防教育（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2011）。軍訓工作相關研究中發現，軍訓工作以「校園安全」及「學生生活輔導」

最受肯定（劉崑泉，2004），一般學生認為軍訓教官在校園主要角色為生活秩序

管理者，尤以處理突發狀況的表現最佳（林世苹，2004），顯見生活輔導為軍訓

教官工作之主力，工作成效攸關學生事務發展。然而，在朝野轉換及大學自主趨

勢影響之下，軍訓教官身份的特殊及威權性備受爭議，以致大學教官退出校園的

聲浪不斷出現，教育部考量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統整性、周延性與績效性，於

2007 年訂頒「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實施計畫」

及「推動國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實施計畫」，加強充實

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力，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品質，大學校院軍

訓室面臨轉型衝擊，其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4 年將軍訓人員併入實施「專

責導師制度」，首開國內大學之先例，積極推動學生事務專業發展，落實導師輔

導工作（師大新聞，2014）。由此可見，大學校院軍訓教官退出校園、軍訓制度

轉型勢在必行。 

大學校院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除必須在地區脈絡下尋求其角色與地位

新定義之外，更要在全球市場中取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故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市

場化作法，引用市場原則和手法來管理及營運高等教育，藉此提升行政服務之效

率及效能（莫家豪、羅浩俊，2001），意即高等教育市場化為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大學校院必須以顧客為導向，致力提升行政效能及績效，以提升競爭力。Clark
（1983）認為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高等教育的基本市場為消費者市場、學術工

作市場及教育機構市場，如何回應高等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學生、家長、社會團

體、企業雇主及各級政府對學校課程、服務及品質等績效的要求（Gayle, 
Bhoendradatt, & White, 2003），成為掌握優勢市場的重要關鍵，其中以學生為主

體的教育機構有必要將學生事務視為其工作核心重點（教育部，2013a），故如何

透過學生事務相關工作來協助學生發展與學習，為達成高等教育目標之首要任務

（黃玉，2005），換言之，從事學生事務的相關人員掌握創造安定校園環境及培

養學生健全人格的關鍵影響（教育部，2002）。再者，大學校院主要內部顧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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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事務工作則為服務學生及促進學生發展的第一線，無論是教學、服務

及學生全人發展與學習上均扮演重要角色，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工作之品

質與績效，可有效增進大學競爭力（黃玉等人，2004）。整體而言，學生事務工

作為高等教育因應全球市場化趨勢的重要關鍵，提升大學校院競爭力宜從改善學

生事務工作人員之服務品質與績效著手。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功能分別為培育人才、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故高等

教育亦可視為公共服務之一部分(吳清山，2011)。Perry 和 Buckwalter（2010）認

為提振公共服務效能必須從建立公共服務人員的良好工作動機著手，其基礎假設

就是要求公共服務人員貢獻於社會的公共服務，故激勵公共服務人員的首要任務

為激勵其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Denhardt & Denhardt, 
2011）；Robbins（2001）認為組織成員的反應為組織變革成敗的主要影響因素之

一，組織變革過程通常伴隨著不確定性、角色與職責的模糊，此種模糊情況對組

織及個人均是一種威脅。Shore、Tetrick（1991）認為員工若感受到組織的支持

與善意，會表現出有利於組織的行為以作為交換，表示組織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OS）愈高，將產生更多組織投入的情形，提升員工效能

及工作創新表現（Agho, Mueller, & Price, 1993）。因此，激勵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PSM 提升服務績效，有效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待，成為強化大學校院競

爭力之重要關鍵。時值我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轉型之際，軍訓人員退出校園，

處理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之第一線人員轉換更迭，轉換變革過程中，POS 除攸關變

革成效之外，更是穩定工作士氣及提升工作績效的關鍵要素。 

有鑑於此，本研究針對大學校院軍訓人員進行問卷調查，透過調查了解公共

服務動機、工作績效及組織支持感的關係，研究成果可做為學生事務轉型之重要

參據，據此發展激勵內在動機策略，建構高效能服務團隊，有效回應高等教育環

境變革，追求更好的表現及競爭力。 

貳、文獻探討 

一、公共服務動機的定義與內涵 

公共服務動機（PSM）係指人們執行公共服務以及想要貢獻社會的動力

（Vandenabeele, 2007），是一種超越自我利益和組織利益，擴大關心政治實體的

利益並且驅動個人採取適當行為的一種信念、價值觀和態度（Pratchett & 
Wingfield, 1996; Vandenabeele & Horton, 2008）。故 PSM 可定義為個人對公共服

務機構主要或獨特的動機反應傾向（Perry & Wise, 1990），甚至是一種以行善為

出發點去服務他人的個人取向（Perry & Hondeghem, 2008）。歐崇亞（2009）認

為行政管理者可以使公共服務動機和價值成為組織認同和組織文化的重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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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從而激勵這些動機和價值，達成實踐新公共服務的目標；Paarlberg、Perry、
Hondeghem（2008）則認為建立高效能的公共組織，管理者應採行在跨組織的管

理系統中納入公共服務價值觀的策略，因為促進共同價值觀除了有助於吸引個人

加入組織之外，也可激勵組織成員採取行動，建構共享的心智模式與互惠規範，

促進資訊分享及改進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因此，一個有效能的公共組織，其組

織成員間必然存在著高層次的公共服務動機（Rainey & Steinbauer, 1999），除了

公共服務工作將會被高 PSM 者的本質驅動之外，PSM 更能正向影響組織承諾，

影響可靠的角色行為與創新活動（Perry & Wise, 1990），PSM 與效能間確實存在

著特殊關係（Hondeghem & Perry, 2009）。 

有鑑於此，選擇投身公共服務相關工作的主要原因並非金錢，應來自於想要

透過工作而有所不同的職涯傾向，表現個人投身公共服務的勇氣與專業性

（Pattakos, 2004），也代表公共服務不僅是一項職業範疇，亦是一種態度、責任

感，甚至是公共道德（Staats, 1988）。因此，公共服務從業人員是一群動機與回

饋不僅限於考慮薪資和保障，並希望能夠對別人的生活有所影響的人員，必須聚

焦於他們如何看待本身的角色、職責與義務，並找出引導的途徑（Denhardt & 
Denhardt, 2003）。當公共服務的意義奠基於自由市場的理念時，公共行政人員更

應該展現出追求卓越的熱誠、維護利益關係人的信心及促進公共福祉的關心（李

宗勳，2006；McSwite, 2002），故以規範為基礎並由情感所引起的公共服務動機

是獨一無二的，對於體認公共組織的行為而言相當重要（Denhardt & Denhardt, 
2003）。 

二、工作績效的定義與內涵 

工作績效為組織行為研究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亦被視為組織效能的顯著指

標（Yusoff, Ali, & Khan, 2014），績效泛指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
及效力（efficacy）的綜合表現（黃培文、李亞純，2010），對員工或組織都是非

常重要的。Colquitt、Lepine 和 Wesson（2009）認為企業成功與否必須仰賴其員

工的績效表現，而教育部門的教育品質則必須依賴其員工的績效表現，故教職員

工的工作績效為改善教育制度的必備要素（Yusoff et al., 2014; Yusoff, Khan, & 
Azam, 2013）。因此，績效良好的工作行為成為組織的成功關鍵，傳統上這些行

為必須與工作核心活動有所關聯（Campbell, 1990），隨著環境的轉變，良好的工

作行為不僅必須與核心活動產生關聯，還要和核心工作以外的活動有關（Cai & 
Lin, 2006）。因此，工作績效不僅要考量核心活動，還要考量核心以外的其他活

動，才能掌握工作績效的整體概念（Motowidlo, 2003），其中核心活動包括工作

任務活動中的程序性及描述性的知識、技能、經驗及技術（Cai & Lin, 2006; Griffin, 
Neal, & Neale, 2000）；其他非關技術核心卻能支持組織及社會環境的情境活動

（Borman & Brush, 1993），則聚焦於道德、工作投入及團隊合作等因素（Cai &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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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一般而言，服務業或公部門的行政單位，在工作的行為表現上，特別重

視工作服務態度及親切感（黃英忠，2003；譚地洲，2004；Byars & Rue, 2000）。 

Borman 和 Motowidlo（1993）參酌 Campbell（1990）的研究架構，將工作

績效衡量分為「任務績效」（ task performance）與「情境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其中任務績效係指對工作中各項具體任務的熟練程度，聚焦於技

術工作的具體表現；情境績效則包含了與他人合作並維持良好工作關係的人際要

素，及面對逆境仍堅持下去、自願承擔額外工作的主動積極要素（Van Scotter & 
Motowidlo, 1996）。個人藉由良好的工作績效協助組織達成目標（Campbell, 1983），
任務績效代表員工執行組織核心活動的效能，故任務績效為客觀且容易被觀察到

的工作績效表現（俞志緯，2013）。然而，為了實現組織目標，組織希望員工從

事多種活動，其中一些活動未必與其工作任務直接相關，但這些行為卻對組織整

體發展相當重要（Katz, 1964），故情境活動對任務活動的完成具有促進作用，可

視為達成工作任務的重要催化劑（Borman & Motowidlo, 1993）。隨著全球化競爭

激烈，團隊合作與顧客服務的重要性逐漸提升，情境績效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

甚至超過了任務績效的相關研究（Arvey & Murphy, 1998），情境績效的概念擴展

了工作績效的範疇，反映出工作活動中人際互動協調的重要性（Arvey & Murphy, 
1998; Katz, 1964），對組織而言，強調團隊合作及主動承擔額外工作的情境績效

顯得格外重要（Van Scotter & Motowidlo, 1996）。 

三、組織支持感的定義與內涵 

Blau（1964）認為當員工感受到組織對其信任、重視時，會產生一種驅使員

工賣力工作來回報組織的義務感，進而達成組織目標。因此，組織支持感（POS）
係指員工基於組織給予的情感支持所發展的整體信念，藉以衡量組織對員工的重

視、貢獻及關懷員工福祉的程度（Eisenberger, Hu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員工認為組織是否支持自己的信念則源自於員工感受到組織對其所贊同

的程度。一般而言，組織普遍重視員工的奉獻與忠誠度，認為具備奉獻精神與忠

誠度的員工將有效提升組織效能、減少缺勤率及離職傾向（Mathieu & Zajac, 1990; 
Meyer & Allen, 1997;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而員工則比較在乎組織承

諾，根據組織對其所展現的認可、尊重、薪資及獎酬等相關資訊評斷組織，故平

等互惠的規範基準則有助於員工與雇主間調節上述特殊面向（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意即組織與員工付出善意與信任之際，同時也會期待對方能

夠有所回報，進而發展出對等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員工透過此交換關係的感受，

進而對組織產生一種用以衡量組織對員工貢獻的重視程度及員工福利關懷程度

的整體性信念（Eisenberger, Cotterell, & Marvel, 1987）。Eisenberger 等人（1986）
亦認為基於互惠觀點，員工感受到組織的支持行為，會提升組織承諾或致力達成

工作目標，以平衡個人在此交換關係中的感受；Etzioni（1961）認為員工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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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依附關係，主要建構於員工認為自己對組織的貢獻與組織所提供的回報是公

平的，員工透過工作付出交換組織的物質或精神上的相關回報，例如薪資福利、

讚揚、認同與肯定等；Blau（1964）進一步認為員工感受到組織對其信任與重視

並非單純經濟利益交換時，將會產生回報組織的義務感，除了會驅使員工努力目

標之外，更會展現出超越組織要求的角色外行為以回報組織的肯定，並且自發性

地從事有利組織的活動。整體而言，POS 為增進組織及員工效能的重要因素，當

員工感受組織支持的程度愈高，組織和員工的績效愈高。 

Eisenberger 等人（1986）認為組織支持理論包含了社會交換理論、心理契約、

努力-酬賞期望及社會情緒需求等心理機制，其過程將出現對組織（例如增加組

織承諾、績效及減少流動率）及員工（例如增加工作滿意度及提升積極情緒）均

有利的結果（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故其影響因素值得深入探究。Rhoades、
Eisenberger 歸納 POS 相關文獻後，發現組織獎勵與工作環境、主管支持及組織

公平為影響 POS 的三大影響因素，其中組織獎勵與工作環境部分認為組織對員

工貢獻與努力做出正面回應有助於強化員工 POS，故組織可透過薪資福利、升遷

機制、工作穩定性、自主性、認同感與教育訓練等營造出有利的工作環境，有效

提升 POS；主管支持部分提出，員工最常接觸的主管為其所屬的單位主管，其在

組織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故主管必須在職場中提供適時的資訊與回饋，透

過適時適切的支援得以增加主管與部屬間的情感關係，亦能間接提升工作績效；

組織公平則區分為程序正義及組織政治，其中程序正義代表組織公平分配資源，

因為公平的資源分配亦代表組織對員工的關心，反之組織政治則可能造成員工對

組織公平性的質疑，衍生 POS 的負面效應。 

四、公共服務動機、工作績效、組織支持感之間的關係 

Campbell 和 Pritchard（1983）認為動機可提供個體朝向組織目標前進的行為

能量，並影響工作成果，動機為工作績效的直接決定因素之一（Campbell, McCloy, 
Oppler, & Sager, 1993）。自從 Perry 和 Wise（1990）年提出 PSM 與工作績效呈正

相關之假設，認為高 PSM 個體在工作上會比其他人投入更多的努力，實現其人

生價值與信念，進而對個體表現產生積極影響。許多研究者針對 PSM 與工作績

效關係進行相關研究，部分研究證實 PSM 與工作績效呈正相關（Andersen, 
Heinesen, & Pedersen, 2014; Belle, 2013; Vandenabeele, 2009）、部分研究發現 PSM
與個人自陳績效（Naff & Crum, 1999; Vandenabeele, 2009）、績效考核（Alonso & 
Lewis, 2001）、個人績效（Leisink & Steijn, 2009）及組織績效（Brewer & Selden, 
2000; Kim, 2005）之間有正向且顯著的關係、部分研究顯示 PSM 與工作績效的

關係十分複雜和微妙，在同一研究中兩者的關係在某樣本中具顯著正相關，某樣

本的關係卻不顯著（Alonso & Lewis, 2001），或是當個體感受到社會影響潛力為

零時，PSM對工作績效呈負向影響（Van Loon, Kjeldsen, Andersen, & et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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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和劉偉民（2020）綜整近 30 年來 PSM 與工作績效相關研究進行分析，發現

PSM 與工作績效呈中等程度正相關，確認 PSM 為促進個體工作績效的有效內驅

力。一般而言，員工心理認為自己受到組織良好對待，將會表現出有利組織行為

以作為交換，此種回報或交換的心理除了會影響到員工對組織的態度外，並有可

能反應在工作或態度或工作行為上，因此，員工 POS 愈高，員工投入工作和行

動的績效愈高（Orpen, 2001），深入探究相關文獻後發現，許多實證研究均顯示

POS 與工作績效間呈顯著正相關（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Watt & Hargis, 
2010; Webster & Adams, 2010）。吳芸、董琦圓（2018）透過食品監管領導幹部的

問卷調查，發現公共服務動機與組織支持均能顯著促進工作績效，不同構面對不

同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程度。 

然而，張婷婷、陸洛、黃睦芸（2011）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中，變項本身可能

具有多重角色（功能），除可為自變項（依變項之前因）外，又可為調節變項。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針對 POS 相關文獻探討後，發現員工對組織的承諾感來自

於其對組織所給予的支持感受（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 
Hutchison & Garstka, 1996），這種感受會促成良好的交換關係（Whitener, 2001），
進而影響其內心的態度與想法。同時，部份研究顯示 POS 除了對助人行為有顯

著正向影響之外，POS 對高績效工作系統及助人行為的關係存在著仲介作用（林

武慶，2016；張志豪，2016）。故本研究推論 POS 的情感取向態度對 PSM 與工

作績效的關係有調節效果，代表 POS 會改變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究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的現況及關係，據以建構大學校院

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的關係模式，透過前述文獻探討，建

構研究假設及其研究假設圖（如圖一）： 

H1：PSM 與工作績效之間具有正向關係 
H2：POS 與工作績效之間具有正向關係 
H3：POS 對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圖 1 研究假設圖 

 

公共服務動機 

組織支持感 

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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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實施程序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橫斷式調查研究，了解我國大

學校院軍訓工作人員公共服務動機、工作績效及組織支持感的現況及關係，據以

建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的關係模式。研究實施

程序說明如下： 

(一) 研究工具發展階段 

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建構 PSM、工作績效及 POS 問卷，為確保調查問卷之

形式及內容，本研究邀集三位專家就問卷遣詞用字、構面及內容的適合度給予指

正與建議，三名專家學者分別為：國立大學軍訓室主任、具博士學位之軍訓教官

及資深校安人員，根據專家之意見進行問卷修正，完成「PSM、工作績效及 POS
問卷」，三構面題項共計 41 題。 

(二) 問卷調查階段 

本研究採立意叢集抽樣選取的 51 所大學校院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 2014
年 4 月 10-30 日），共發放 536 份問卷，扣除部分填答不完整問卷，有效回收 499
份（回收率 93.1%）。 

(三) 統計資料分析階段 

問卷調查資料回收後進行問卷編碼及登錄，使用 SPSS 及 AMOS 統計軟體

進行資料分析與假設檢定，以客觀統計分析以確認問卷模式的適配性及合用性，

其中描述性統計分析，包含樣本資料的描述，以各變項的次數分配、百分比、標

準差、平均數，了解樣本之分佈情形及特性；推論性統計分析為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及階層迴歸（Hierarchial Regression）。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大學校院軍訓人員（包含教官及校安人員）進行問卷調查，

教育部（2013b）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大學校院共計有 159 所，扣除空中大學、

軍警校院及宗教研修學院未編派軍訓人員等三類學校，本研究母群體共有 147
所大學校院。本研究採立意叢集抽樣選取 51 所學校，針對樣本學校所有軍訓人

員進行問卷調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201-226 

 

專論文章 

 

第 210 頁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選擇量表除考慮量測之構念內涵與本研究設定理論意涵之適配性外，

量表在相關研究中建立的信效度及華人文化的適用性亦一併納入考慮。 

(一) PSM 

本研究以潘瑛如和李隆盛（2014）建構「中文版公共服務動機量表」（α值

介於.76 至.87）量測個人 PSM，該量表係以嚴謹的跨文化翻譯及問卷調查程序，

所建構之適合我國文化背景的 PSM 量表，內容包含公共利益承諾、同情心及自

我犧牲三構面 20 題，以 Likert 五點量尺（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衡量，得分愈高代表 PSM 愈高。 

(二) 工作績效 

本研究以 Van Scotter 和 Motowidlo（1996）所編製的「情境績效量表」

（Contextual Performance），構面區分為人際促進（α=.89）及工作奉獻（α=.94）
合計 15 題，以 Likert 五點量尺（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衡量，總

分愈高表示軍訓人員認為其工作績效愈高。 

(三) POS 

本研究以 Eisenberger 等人（2001）發展之極短版「知覺組織支持量表」（α

=.85）六題，測量軍訓人員是否感受到組織關心並重視其福祉，Likert 五點量尺

（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中分數愈高表示軍訓人員認為組織關心

及重視其福祉的程度愈高，代表感受組織支持程度愈高。 

(四) 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整合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等變項之相關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施測

後顯示 PSM 三構面α值分別為.83、.75 與.89，整體α值.92；工作績效的二大構

面α值分別為.86 與.94，整體α值.95；POS 構面之α值則為.93（如表一），顯見

本研究問卷信度良好。再者，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均

在 0.4 以上且達顯著水準，其測量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別為：χ2=2484；df=764；
CFI=0.87；TLI=0.86；RMSEA=0.07。其中 GFI 與 TLI 雖未達 0.9 以上標準，但

依據 Cheung & Rensvold（2002）研究顯示，除了 RMSEA 之外，其他的適配度

指標可能會因為樣本大小或題目與構面數增加而使其值變小，即模式複雜度會影

響模式的適配度，代表 RMSEA 在評鑑適合度時，表現比許多其他指標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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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e & Arminger, 1995; Marsh & Balla, 1994），成為一個高訊息指標（Raykov, 
2001），當模式中含三個以上構面時，宜以 RMSEA 做為評估模式適配度之依據

（李茂能，2006）。由此可見，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雖未盡理想，但仍屬可接受

之範圍，具備一定之效度。 

表 1 各構面答題結果 

構面 平均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α值 

PSM      

公共利益承諾 3.79 0.59 1.00 5.00 0.83 

同情心 3.78 0.50 1.57 5.00 0.75 

自我犧牲 3.60 0.60 1.13 5.00 0.89 

合計 3.71 0.49 1.25 5.00 0.92 

工作績效      

人際促進 4.06 0.48 1.57 5.00 0.86 

工作奉獻 4.06 0.56 1.50 5.00 0.94 

合計 4.06 0.49 1.53 5.00 0.95 

POS 3.31 0.75 1.00 5.00 0.93 

PSM      

公共利益承諾 3.79 0.59 1.00 5.00 0.83 

同情心 3.78 0.50 1.57 5.00 0.75 

肆、結果與討論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大學校院軍訓人員（包含教官及校安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填答

者基本資料分佈如表二所示，就填答者單位而言，私立學校人數（55.5%）略高

於公立學校（44.5%），學校類別以一般大學最多（61.1%），而單位層級比例差

異不大（一級 49.1%；二級 50.9%）；就填答者個人而言，男性居多（71.2%）且

平均年齡 45.4 歲，半數以上具有研究所以上學歷（58.7%），91%者已婚，而育

有子女者高達 83%。填答者有 35%為校安人員，軍訓教官佔 65%，階級則以中

校為最大宗（61.8%），平均工作年資約 20 年（國防單位約 9 年、學校單位約 10
年、校安年資約 1 年），而同校軍訓人員平均數為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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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資料表 

  人數 百分比 

公私立 
公立 222 44.5% 
私立 277 55.5% 

學校類別 
一般大學 305 61.1% 
技職校院 194 38.9% 

單位級別 
一級單位 245 49.1% 
二級單位 254 50.9% 

性別 
男 333 71.2% 
女 135 28.8% 

學歷 
專科 21 4.3% 
大學 182 37.0% 

研究所以上 289 58.7% 

婚姻 
已婚 452 90.9% 
未婚 45 9.1% 

子女數 

0 84 16.8% 
1 96 19.2% 

2 266 53.3% 
3 個以上 53 10.6% 

身分別 
軍訓教官 324 65.2% 
校安人員 173 34.8% 

階級* 
少校 67 21.7% 
中校 191 61.8% 
上校 51 16.5% 

  平均值 標準差 
年齡  45.4 5.3 

年資 

 19.7 7.2 
國防單位 8.7 7.3 
學校單位 9.8 6.6 
校安人員 1.3 2.1 

同校軍訓人員 
 13.4 6.6 

軍訓教官 9.2 6.1 
校安人員 4.2 2.7 

二、答題結果分析 

各構面答題結果（如表一）顯示構面平均分數介於 3.31 至 4.06 之間，其中

PSM 以自我犧牲構面分數最低，整體 PSM 表現為 3.71；工作績效構面整體及子

構面得分均高達 4.06，表示軍訓人員認為自己的工作績效表現良好；POS 構面得

分為三個構面中最低，表示軍訓人員認為組織關心及重視其福祉的程度未盡理想，

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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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檢驗 

根據主要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三），PSM、POS 與工作績效之間均呈

顯著正相關，與本研究假設相同，亦即 PSM 較高的軍訓人員其工作績效也會較

高（r=.69）；POS 較高的軍訓人員，其 PSM（r=.43）與工作績效（r=.46）均有

愈高之傾向。本研究之假設 1、2 均獲得支持。 

表 3 主要構面之相關係數矩陣 

 PSM POS 

POS 0.43*  

工作績效 0.69* 0.46* 

                  *代表主構面相關係數，所有 p<.001。 

本研究採用 Kleinbaum、Kupper、Muller 和 Nizam（1998）所提之階層交互

迴歸分析法，以了解 POS 是否會調節 PSM 與工作績效間的關係，也就是分析時

僅以工作績效為依變項，自變項加入控制變項後，分別將 PSM、調節變項 POS
及兩者乘積，共同置入階層迴歸分析模式中，若交互作用項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

準，即表示 POS 對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係具有調節作用，再依迴歸係數的正負

方向與大小來判斷其調節效用以檢定假說。因此，本研究先分別檢驗 PSM 與 POS
對工作績效的關係，再同時納入控制變項與 PSM，並以 POS 為調節變項進行迴

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單變項分析中，PSM 與 POS 均與工作績效呈顯著正相關。

進一步依階層迴歸分析原則將 PSM、POS 與兩者之乘積共同納入迴歸分析中，

發現 PSM 與 POS 仍與工作績效維持顯著正相關，但兩者之交互作用係數為負值

且檢定結果顯著（p<.001）。當自變數的交乘項在階層迴歸分析中有顯著效果，

代表有明顯的交互作用存在（Aiken & West, 1991），故 POS 對 PSM 與工作績效

的關係具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果，意即 POS 較高者，其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聯比

較弱；反之，POS 較低者，其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聯則較強。綜上所述，POS
可調節 PSM 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本研究之假設 3 獲得支持。 

表 4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迴歸係數 標準差 標準化係數 p 調整後 R2 值 

單因子 0.69 0.03 0.69 <0.001 0.48 

PSM 0.31 0.03 0.46 <0.001 0.21 

POS     0.52 

多因子 0.99 0.11 0.98 <0.001  

PSM 0.57 0.13 0.87 <0.001  

POS -0.12 0.03 -0.90 <0.001  

PSM*POS 0.69 0.03 0.69 <0.00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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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討論 

(一) PSM 和工作績效表現良好，POS 則有待提升 

Perry 和 Wise（1990）認為個人的行為將會受到個人與組織特性的磁性影響，

高 PSM 的個人將尋求適合自己性格的背景，而該背景將導致他們受到滿足其利

社會及利他取向的組織所吸引。再者，Vandenabeele 和 Van de Walle（2008）針

對世界各國根據世界各國政府單位及公、私部門員工及企業雇主的 PSM 調查結

果顯示，各國 PSM 平均值為 3.66，我國 PSM 平均分數為 3.67 列入高分組，故

大學校院軍訓人員 PSM（整體平均 3.71）略高於國、內外 PSM 之平均分數，顯

見輔導與服務學生的工作內容對軍訓人員有一定的吸引力，以致吸納不少高

PSM 軍訓人員參與其中，不論是個人特質或工作內容取向，均展現出大學校院

軍訓人員的公共服務熱忱，具備為了從服務公眾所獲得的無形報酬拋棄財務報酬

的意願。 

Motowidlo、Borman 和 Schmit（1997）認為工作績效為組織目標有關的行為，

其行為可被測量亦可視為個人對組織目標貢獻程度，故不同工作職場的工作績效

內涵意有所差異，而行政管理領域中，工作績效代表組織成員達成組織預設目標

的程度（李新民，2003）。本研究結果顯示軍訓人員的自評績效良好，在人際促

進與工作奉獻構面均獲得極高的評價（平均得分均為 4.1）。雖然自評績效可能產

生高估績效的缺點（Dessler, 1994; 葉椒椒，1995)，但自評績效的效度通常可維

持中等以上，仍為大多數研究所採用（黃培文，2004）。由此可見，大學校院軍

訓人員在工作活動中能夠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並且樂於承擔額外工作，人際互動

協調良好。 

Eisenberger 等人（1986）認為員工對組織是否重視其貢獻及關注其福利的感

受為 POS 的核心要素，員工藉由受組織肯定的頻率、特殊性及真誠度來解讀組

織各項措施背後所隱含的動機，感受組織支持的程度。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校院

軍訓人員對其組織支持的感受程度不盡理想，平均得分 3.3為各構面得分最低者，

代表軍訓人員除了認為組織對其貢獻不甚重視外，對其福祉更是缺乏關注，雖未

達到不滿意的程度，卻僅能以差強人意來代表。此結果是否與學生軍訓事務工作

轉型之衝擊有關，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二) PSM、POS 與工作績效之間均呈正相關 

人們不僅是尋求自身利益的自私者，亦是想要幫助他人的社會生存者

（March & Olsen, 1984），故 Rainey 和 Steinbauer（1999）透過模式建構，發現激

勵員工為影響公共機構效能的重要因素，認為高效能的公共機構，其組織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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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存在著高層次的驅動力，顯見效能與動機之間具有特殊的關係（Hondeghem 
& Perry, 2009）。儘管本研究對象之包含公立及私立學校，但是教育可視為公共

服務之一環，提供各項服務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其機構屬性與公共服務機構相

去不遠，研究結果亦發現軍訓人員 PSM 與工作績效間存在著正向關係，顯見提

升 PSM 有助於組織效能，透過激勵 PSM 得以提升工作績效，進而促進整體組織

效能；Watt 和 Hargis（2010）和 Webster 和 Adams（2010）發現組織支持與工作

績效之間有顯著相關存在，POS 會提升超出工作職責的基本活動與行動之績效，

代表高 POS 可以讓員工保持較高的工作績效。同樣地，本研究結果發現軍訓人

員 POS 與工作績效之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POS 愈高工作績效愈高，顯見來自

組織的支持為軍訓人員工作的重要動力。 

(三) POS 在其 PSM 與工作績效之間有調節效果 

由於公共組織成員的動機包含利他與利己，其工作動機比一般工作動機更為

複雜，因此公共政策必須創造有益於服務傳遞的準市場機制來設計，且該市場機

制必須滿足所有部門成員的利他動機（Le Grand, 2006）；Deci（1972, 1975）認

為過度強調外在獎勵（例如升遷、獎金、獲得讚賞與認同等），反而會降低內在

工作動機，其中內在動機代表工作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內心對工作的認同及樂趣。

本研究結果發現 POS 對 PSM 與工作績效的關係有負調節效果，除可發現軍訓人

員工作動機的複雜性之外，亦可推論軍訓人員的 PSM 在 POS 的影響下呈現弱化

的效果，代表軍訓人員內在工作動機強烈，滿足自己 PSM 為其工作選擇的要素

之一。 

除此之外，PSM 與效能相關的研究顯示，對高 PSM 者而言，利社會動機將

會使得金錢報酬等外在獎勵的效能產生折扣（Frank & Lewis, 2004）；對公共組織

員工而言，來自組織特質或功能的內在報酬，比績效導向的外部報酬來得重要

（Wright, 2007）；個人與組織的配適程度將對 PSM 與效能間的關係產生調節效

果（Brewer, 2008）。因此，面對學生事務工作變革之際，協助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體認其工作價值及追尋服務他人的樂趣，將可有效協助同仁擺脫陰霾，建構一個

高績效團隊，故激勵學生事務工作人員內在動機（例如 PSM、利他動機及利社

會動機等）比提供金錢、升遷、讚賞等外在獎酬來得重要，創造學生事務工作人

員與組織配適的工作環境可有效強化工作績效。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歸納研究結論並提陳實務與研究相關建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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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論 

(一) PSM 和工作績效有待維持和提高，POS 則亟待提高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大學校院軍訓人員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現況，發現

軍訓人員 PSM 與工作績效表現良好，其中 PSM 平均得分與國內民眾相當，略高

於國際平均分數屬於高 PSM 族群；工作績效構面得分最高，儘管自評績效可能

出現高估的情形，卻也代表軍訓人員對自己的工作表現有信心，多數人在人際促

進及工作奉獻構面中均能展現良好績效。至於 POS 偏低之結果則有深入了解之

必要性，是否與軍訓制度變革，以致軍訓人員對政策轉換及工作環境產生消極看

法，進而對其 POS 產生負面影響，宜持續追蹤、探究其可能原因。 

除此之外，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PSM 及 POS 對工作績效均呈顯著正向關係，即

PSM、POS 愈高，工作績效表現愈好。由此可見，PSM 與 POS 為提升工作績效

的關鍵要素，值得相關單位重視，據此發展有效提升 PSM、建構高 POS 組織環

境之相關政策。 

(二) POS 偏低的情況下，高 PSM 對提升其工作績效非常重要 

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PSM、工作績效及 POS 之間的關係，發現 POS 對 PSM 與工

作績效的關係能產生調節效果，其效果為負調節作用，當 POS 偏低時，PSM 對

工作績效的影響就更加重要。因此，激勵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PSM，強化公共服

務的內在精神有助於提昇其工作績效，減少政策、工作環境及組織變革等外在因

素所衍生之問題對 POS 的衝擊。 

二、建議 

(一) 運用 PSM 相關知識，發展促進 PSM 之工作情境 

由於高 PSM 的個人將尋求適合自己性格且滿足其利社會及利他取向的組織，其

本質將會驅動公共服務精神，對組織承諾、可靠的角色行為與創新活動產生正向

影響，故 PSM 為公共組織因應不同職涯階段、人力資源管理過程及招募甄選階

段的關鍵要素，有效改善招聘、遴選及留任，並為組織開創出一番前景。有鑒於

此，本研究認為建構高 PSM 組織團隊以提升服務效能刻不容緩，建議相關單位

宜增加對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PSM 之理解，進而提出具體管理策略及設計促進

PSM 之工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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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構平衡功利與服務的激勵制度，吸引、選擇及留用優質學生事務人員 

高層次 PSM 成員所組成的組織較不依賴功利獎勵及績效管理的效果，內在報酬

為其關注重點之所在，如何在組織變革及 POS 低落的環境下，建構功利與服務

平衡的激勵制度，提振工作人員 PSM 並改善工作質量，成為相關單位當前的重

要課題。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宜進一步了解 PSM 與效能之相關因素，參

酌本研究結果與相關模式，從 PSM 著手建構一套平衡功利與服務的激勵制度，

有效吸引、選擇及留用優質學生事務工作人員。 

(三) 宜進行加深加廣的相關研究與發展 

本研究屬於橫斷性研究（cross-sectional survey），以致存有部分限制，除了可能

對內在效度構成威脅之外，亦無法從研究中得知 PSM、工作績效及 POS 的變化

趨勢。此外，本研究工作績效採自評方式，未能透過其他績效評估模式確認工作

績效。建議未來進行相關研究與發展時，可納入橫斷性及縱貫性研究資料，並運

用質性、實驗及準實驗研究方法深化研究內涵，以提升研究之效度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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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憲法》保障人民享有相同的基本權利，但學生長期因特別權力關係的

束縛而沒有爭訟之權。目前我國學生與學校之間為在學關係，透過《釋字第 382
號》賦予學生退學或類似剝奪受教權的處分時能具有爭訟之權；《釋字第 784 號》

於公布後，學生只要權利受到侵害都能進行行政救濟，但這並不表示學生或家長

能濫用訴訟，法官審理時還是會尊重學校，並以學校教育或管理的適切性來公平

審理。教師、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家長都應該一同為學生的教育權利努力以關

懷輔導代替管教，減少師生衝突、營造友善校園、家長信任協力，學生將減少反

抗與學校對立，學生爭訟情形將不會發生。 

關鍵詞：特別權力關係、特別法律關係、在學關係、行政爭訟、釋字第 382 號、

釋字第 684 號、釋字第 7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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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have lacked the rights to litigat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restrained i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of power for a long time. Current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l authorities are regarded as studentships.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382, students are granted the rights to litigate when they are 
expelled from schools or received other punishments that deprive them of rights to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784,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administrative relief as long as their rights are violated; however, this does 
not entitle students or their parents to abuse lawsuits. Judges must respect school 
authorities and hear a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ce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eachers, school authorities, education authorities, and parents should 
provide care and counseling to students in place of disciplining to safeguard students’ 
rights to education, thereby mitigating conflict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acilitating friendly campus environments, and buil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us, students’ resistance and opposition against schools 
will decrease, lowering the likelihood of student litigations. 

Keywords：special relationship of power, special relationship of law, studentship,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382,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48,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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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司法院在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布大法官《釋字第 784 號》解釋，該解釋文

公布之後，有些媒體報導：「學校記過提行政訴訟 19 歲大學生勝訴」、「大法官最

新解釋：學生不爽被記過也能提告學校」、「司法首例！高中生遭記過提訴願被駁

回；法院判教育部敗訴」、「學生叼菸、無照騎車被記過；大法官釋憲鬆綁：權利

受侵害可提行政訴訟」、「大法官釋字 784 號；教部：更能保障學生權利」等，這

樣的內容可能讓現場教師認為管教學生更加不易，甚至聽到教師朋友認為「難道

以後作業沒交也不能記警告嗎」、「以後學校任何活動學生都可以不用理會」、「以

後就都不用管了」，但事實上，這些可能是現場教師被新聞標題或新聞內容給誤

導，若查詢該號文解釋為： 

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

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

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

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予變更。 

大法官解釋之內容並非判定教育部敗訴，也不是學生在進行行政訴訟時獲得

勝訴，且該號文解釋並沒有提到教師不能進行管教，也非教師不能因為學生錯誤

而不能記過，最主要應該在更改之前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的解釋範圍，

且應該賦予學生具有行政訴訟的權利，不能剝奪學生受憲法保障的訴訟權等基本

權利。 

因此，本文試圖從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及大法官解釋中關於學生權利的改變

來說明學生行政爭訟權的轉移，從《釋字第 382 號解釋》、《釋字第 684 號解釋》

到《釋字第 784 號解釋》中權利觀點改變後，中小學教師及學校行政在面臨學生

管教上時應該具有的轉變。 

貳、從特別權力關係到在學關係 

一、特別權力關係 

我國《憲法》保障人民享有相同的基本權利，如《憲法》第 22 條規定：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 

且在《憲法》第 23 條也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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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憲法》第 23 條為法律保留原則，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權利不會受到國家行

政權的侵害，但實際上，軍人、公務員、學生、受刑人等具有某些特殊身分的人

常常被視為法律保留原則的例外，因此此類具有特殊身分的人對國家政府（附屬

組織）要有相對的服從關係，而某些基本權利就會被限縮，因此，此類特殊身份

的人就會處於這種「特別權力關係」之下。 

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主要由德國而來，吳庚（2010）提到德國學者 Otto Mayer
對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體系可歸納為三點： 

1. 比一般權力關係之人民更加之附屬性 
2. 相對人較無主張個人權利之餘地 
3. 行政權之自主性：不受法律保留之羈束，在特別權力關係範圍，行政機關「雖

無法律亦可自由及有效為各種指令」；教師若發出指示與命令，學生有接受並

服從的義務。 

因此，吳庚（2010）認為特別權力關係的特徵有五點： 

1. 當事人地位不對等。 
2. 義務不確定，隸屬別權力關係的相對人，其義務無法確定分量。 
3. 有特別規則，行政主體得訂定特別規則拘束相對人，且無須法律授權。 
4. 有懲戒罰，對違反義務者，得加以懲罰。 
5. 不得爭訟，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事項，既不得提起民事訴訟，亦不能以行政爭

訟為救濟手段。 

由此可知，特別權力關係之下，國家行政能對特定人擁有命令、懲戒的權力，

且不受法律保留的限制，而特定人對國家行政也僅能服從而無法反抗或爭訟。 

二、特別法律關係 

不管對象如何，在國家內的人民都應該是權利的主體，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

利應該被保障，因此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也引起多位學者的批評，例如公務員或

是學生許多的事項雖然無法鉅細靡遺地接受法律的授權，但是攸關於人民的基本

權利不應被排除在法律保留原則之外。 

吳庚（2010）認為應以「特別法律關係」來取代特別權利關係，不應再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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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以「權力」為其特色，傳統上的「義務不確定」也應該修正，讓那些特別身

分人民的義務也於法有據，雖然在其身上的「特別規則」無法避免，但應該符合

兩個要件：目的合理、限制權利的重要事項仍應受到法律保留原則的支配。 

政府、學校所制定的相關規範都應該於法有據，且憲法位階高於法律，因此

法律或命令都不能牴觸憲法，當然也不能限制憲法所賦予學生的權利，但在特別

法律關係之下，公立學校的學生仍然必須遵守政府、學校所制訂的事項，呂秉翰

（2012）認為雖然換了名詞，但是學生在學校內依然存在著不合理的狀態；或許，

應該從私法上的在學契約關係來討論，因為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其教育關係和

實施的教育活動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在學關係應該具

有相同的性質（周志宏，2012）。 

三、在學關係 

在學關係，開始於學校接受學生入學，結束於學生畢業離校，涵蓋了學生與

學校之間的整體法律關係（許育典，2007；謝瑞智，1992；Heckel & Avenarius, 
2000；Stein & Roell, 1998）。在學關係理論在我國的發展，深受德國特別權力關

係理論改變的影響，張源泉（2011）認為大概可分成三個時期： 

(一) 不得請求司法救濟 

學生與學校間之關係，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中之營造物利用關係，學校可在無

法律依據下，限制學生之基本權利，對於違反義務之學生，亦可施以懲戒，且學

生對於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之爭議，亦不得請求司法救濟。 

(二) 僅基礎關係得請求救濟 

特別權力關係可分成「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有關特別權力關係發生、

變更或消滅的事項稱為基礎關係，如學生的入學、轉學或退學等；若行政部門為

達成特別權力關係的目的而施行的措施則為管理關係，如學生的服儀規定、作息

時間、評定操性或學業成績等（許育典，2007）。 

在這個時期內，「基礎關係」的退學或類似處分對學生影響較大，應適用法

律保留原則及權利保護，因此其權利救濟途徑與一般人民相同，但是對於學生影

響較小的管理關係內的措施（如懲戒），則沒有法律救濟的可能，以維持行政內

部秩序與達成行政目的（張源泉，2011；許育典，2007）。 

在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是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解釋文，雖然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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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提到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但其內文揭示：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

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

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

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 

(三) 公權力措施均得請求救濟 

法律救濟的範圍從「行政處分」擴大為所有的「公權力措施」，如同德國在

1972 年刑罰執行判決後，開始揚棄「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區分理論，而對所

有的公權力措施均給予法律救濟途徑（張源泉，2011）。 

在這個階段中，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 號》解釋文內文揭示：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

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

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

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

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 

雖然《釋字第 684 號》解釋文提到「本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予變更」，

充分賦予大學生進行權利救濟的權利，但可惜的是解釋文的對象僅適用於大學

生，中小學生權利的保護與救濟卻停滯而沒有進步。 

2019 年公布的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784 號》才真的給予學生在此關係下受

到公權力措施侵害時的權利救濟，其解釋文： 

「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

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

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

別限制之必要。」 

參、大法官釋憲解除學生權利救濟之限制 

我國《憲法》賦予所有國民享有相同的權利，而且《憲法》第 22 條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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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 

《憲法》第 23 條明定： 

「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雖然中小學生尚未成年，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可能有所限制（如參政權），

但是基於《憲法》第 22 條，中小學生的基本人權應該給予保障，若真的要有所

限制，也必須符合憲法 23 條規定之相關要件，譬如，至少應有法律的依據方能

加以限制（如參政權的年齡限制）。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主要來自於便於國家管理的思惟，但學生處於特別權力關

係或是特別法律關係之下，其地位不平等、義務不明確、遭受處罰而無法進行權

利救濟，恐也違反《憲法》第 16 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以及《憲

法》第 21 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教育基本法》第 2 條「人民

為教育權之主體」的思維。 

一、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為 1995 年公布，此文的理由書認為人民有《憲

法》所保障的受教育權利，因此，當《憲法》上的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可依據

《憲法》第 16 條進行訴願及訴訟的權利，且不因其身分受到影響。 

「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

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

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

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

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

育之機會，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並已對人

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

起行政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 

雖然此解釋文賦予學生爭訟的權利，但是也敘明對於學生記過、申誡等沒有

侵害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則只能循學校內部的申訴途徑進行權利救濟，沒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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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的管道，且「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對於其中涉

及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

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銷

或變更」，因此若為特別權力關係之下的「管理關係」之行為若非違法或不當，

則學生的權益一樣無法受到保障。 

《教育基本法》第 15 條規定「…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因此，學生在學校所具有的權

利不僅具有「受教育」之權，還包括學習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等，但在

此解釋文中卻僅保障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時的權利救濟，但是對於學習權、身體自

主權或人格發展權受到侵害時，卻無法進行任何的權利救濟。 

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 號》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 號》為 2011 年公布，此解釋文主要在說明任何侵

害大學生受教育或其他基本權利，就算不是退學或類此處分，學生應該也有爭訟

之權利。 

「…惟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

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

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

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 

雖然中小學生或許心智尚未成熟，但若權利遭到侵害仍可由法定代理人代為

行使，因此在此解釋文中，也有大法官持不同意見，其解釋對象應該連同中小學

生一併處理。如李震山大法官認為： 

「若從學校公權力措施對中小學生權利侵害之諸多案例以觀，例如：留級、

曠課紀錄、懲處、髮服禁，乃至於對學生性傾向之不當處置等，若不得提請

行政爭訟機關依法考量其可救濟性，恐顯悖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

不論從人民訴願權與訴訟權保障之主體、行政爭訟權之限制、相關立法之現

況，以及應對兒童特別保障的法理言，降低保障中小學生行政爭訟權，皆難

有正當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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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兒童應受特別保障而言。若過度限制中小學生之行政爭訟權，只是為方

便學校管理或減輕司法負擔，並未考量其最大利益，應為現代社會與家長難

以接受。」 

許宗力大法官認為： 

「有論者認為中小學生的人格尚在發展當中，中小學教育是一種全人格教

育，因此不應允學生對學校的處置措施提起行政爭訟。本席不反對中小學所

謂「全人格教育」的性質，然而不能理解何以全人格教育即導出一概不得行

政爭訟的結論，民刑事訴訟則不受影響。更重要的是，「全人格教育」並非

沒有違法可能，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3 條明定學校不得因學生的性

傾向而予以獎懲，設若學校違法地公開羞辱學生的性傾向、對之加以記過、

要求轉學等等，暫不論具體個案中以何種訴訟途徑及訴之類型較為有效的技

術問題，然此時究有何理由，僅因「全人格教育」的教育特質，而認為學生

必須默默吞忍學校違法的教育示範，不能向法院尋求救濟？此外，中小學常

具強制教育性質且學生尚且稚嫩，難道不因此更有周全保護之必要？總之，

當所謂全人格教育之性質，與限制學生行政爭訟之間，無法建立起強而有力

的關聯性時，本席擔憂特別權力關係又再度藉著全人格教育一語，而死灰復

燃。」 

人權的保障應該是沒有身分的差別，也不應該被打折，或許中小學生心智較

不成熟且尚未成年，但其基本權利應仍受到憲法保障，而非當被退學或被剝奪受

教育權時，才能提出權利救濟，應該與大學生一樣只要權利受到侵害就能進行救

濟；中小學生若能進行權利救濟，政府也可制定給予中小學生權利救濟的法案，

讓其法定代理人能代為提出。 

中小學生的情況仍處於特別權力關係思維的限制而未被《釋字第 684 號》解

除，其權利的侵害仍違反了《憲法》、《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的法條，《釋

字第 684 號》解釋文為 2011 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公布，而我國剛於 2009 年通過

《兩公約施行法》，因此中小學生被特別權力關係桎梏下實也違反了兩公約的精

神。 

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84 號》 

大法官會議處理「各級學校學生之行政爭訟權案」，《釋字第 784 號》於 2019
年公布，在此解釋文公布之後對於所有具有學生身分的權利救濟限制才算解除。 

林俊益大法官在《釋字第 784 號》的協同意見書中詳列相關的三個大法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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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解釋比較表（如表 1），可知所有具有學生身分的人在《釋字第 382 號》中

若退學或類此處分的「受教育權」受到侵害，可以進行權利救濟；在《釋字第

684 號》中，若大學生受到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侵害到「受教育權或其

他其本權利」時可以進行權利救濟；而到了《釋字第 784 號》，則是所有具有學

生身分的人，只要學校對其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如學習評量、其他

管理、獎懲措施等）侵害到學生的「權利（包括憲法上權利或法律上權利）」都

可尋求權利救濟。 

表 1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2 號》、《釋字第 684 號》及《釋字第 784 號》解釋比較表 

 《釋字第 382 號解釋》 《釋字第 684 號解釋》 《釋字第 784 號解釋》 

解

釋

文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

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

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

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

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

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

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

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

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

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

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

行政訴訟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

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

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

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

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

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

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

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

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

院釋字第382號解釋應予變

更 

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

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

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

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

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

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

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

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

內，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

予變更 

規

範

對

象 

各級學校學生（包括公、私

立大學、大專院校、高中職

及國中、國小） 
公、私立大學之學生 

各級學校學生（包括公、私

立大學、大專院校、高中職

及國中、國小） 

學

校

措

施 
 

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 
為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

序，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 

學校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

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

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

措施等） 

侵

害

權

利 

受教育權 受教育權或其他其本權利 權利（包括憲法上權利或法

律上權利） 

資料來源：林大法官俊益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司法院（2019），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84 號》。 

這三個解釋文說明了學生何種的權利會受到保障，以及當學生權利受到侵害

時的權利救濟，但是，大法官也擔心在解釋文之後會有學生或家長提出無必要之

訴訟，因此解釋文中，也明列了若學生或家長提出無必要之訴訟可能時的但書，

最後都以尊重學校的作為處置： 

「…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對於其中涉及學生之

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

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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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更，併此指明。」《釋字第 382 號》 

「…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

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釋字第 684 號》 

「…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

措施（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是否侵害學生之權利，則

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

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

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

救濟，教師及學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仍有其專業判斷餘地，法院及其他行

政爭訟機關應予以較高之尊重，自不待言。」《釋字第 784 號》 

雖然解釋文賦予學生爭訟的權利，但是也擔心學生或家長藉此提出不必要的

爭訟，故在破除特別權力關係而賦予學生權利外，其對於學生在學校學習的各項

處置，仍然以尊重教師和學校的專業管理措施為原則。 

肆、輔導管教學生的觀點 

雖然在《釋字第 784 號》公布之後，現場教師有消極管教學生的聲音，但實

際上，此解釋文雖然破除了學生的特別權力關係，而被賦予了之前一直被限制的

權利救濟，但申請此釋憲案的學生並非是行政訴訟上的勝利，釋憲的結果是賦予

學生可以進行行政訴訟的權利；除此之外，大法官釋憲案也並不是訴訟，因此也

不代表是教育部敗訴。因此，釋憲的結果僅能說明若之後發生學校和學生之間的

管理衝突，學生可以提出訴願、行政訴訟等；當然，這樣或許可能打擊到教師的

士氣，但另一方面說，表示教師對學生權利的觀點應該改變，以及教師管教學生

的方法，學校行政管理的思維等都要轉變，以下提出幾項輔導管教建議： 

一、教師以正向管教的方法輔導 

早些時候，家長「不打不成器」的教育觀念常伴隨在學校教育內，因此家長

常常跟教師說「如果小孩不乖直接打沒關係」，因此常規不好、課業不好都用打

的來想要逼出效果；然而家長真的有權利可以賦予教師懲戒權嗎？在現在教育體

制中，零體罰寫入教育政策，並明訂實施體罰會影響教師的考核，教師能用的就

是校規中的警告、記過。 

依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已廢止）或是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有許多合宜的教師管教方法是被允許的，雖然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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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學習過行為改變技術，然而，教師在教學現場往往以懲戒或是負增強來處理學

生偏差行為，而較少使用正增強來獎勵學生、或以正增強來加強學生好的行為並

減少壞的行為，因此教師也常忘了以真誠的愛與關懷，讓學生與教師、學校關係

建立與連結。 

(一) 教師以正向管教取代懲罰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撰寫的「正面管教法」（李美華譯，2011)一書提到了正

向管教的七項原則：重視孩子的尊嚴；發展正面的社會行為、自律能力和人格；

鼓勵孩子盡量、主動參與；重視孩子的發展需求和生活品質；重視孩子的動機和

生活觀；確保公平（平等和零歧視）和正義；促進團結。這些原則都是希望教師

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多用傾聽、鼓勵、尊重等方法來引導學生，激發學生的學

習熱情，將能具有自律的能力。 

事實上，「管教」並非是「管理」，也並非讓所有學生都像木頭人一樣乖乖聽

話，應該是心態上的積極「教育」，協助學生有較適應的的學習態度和能掌握人

生的方向。若教師能善用正向管教的方法和心態，當學生犯錯時不是只想以處罰

學生來糾正學生的行為，或者也不要認為處罰就能改善學生的行為，而是用「同

理心的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去理解學生的特別需求，用關心與誠懇

的態度與學生對話，甚至與學生一起制定改善計畫與目標。 

當教師都以正向管教的態度去面對學生，而不是以處罰、記過來消極的處理

學生問題，學生當不會成為特別權力關係下的被宰制的對象，也不會有需要權利

救濟的情況。 

(二) 教師能調整正向情緒及轉念 

教師的情緒管理與處理學生事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若學生時常有違規行

為，教師容易會有挫折感與憤怒，因此也可能常造成師生關係的緊張；但教師是

成年人，因此更需要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不要將負面情緒歸責於學生。若教師

以負面的情緒來處罰學生，學生也會感受到教師的情緒，當情緒越強、處罰越重，

彼此之間的傷害也越大，而學生的反抗心理可能也越強。 

當《釋字第 784 號》公布後，學生具有爭訟的許多權利，若常以處罰為手段、

多以負面情緒來處理學生問題的教師，可能會較常出現師生衝突，而面臨學生爭

訟的情況，如此惡性循環，教師就可能容易產生消極的應對態度，對於學生偏差

行為可能就視而不見，也不會想要積極的去改善學生行為；因此，教師能多以樂

觀、正向的態度去面對學生問題，則必然會多以正向管教的方法來經營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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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多以輔導取代管教 

我國《教師法》第 32 條第 4 款規定「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

並培養其健全人格」及教育部（2016）發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中也敘明目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應本於教育理念，

依據教育之專業知能與素養，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達到積極

正向協助、教育、輔導學生之目的。」因此，以正向的方式輔導學生會比管教來

得好。 

「正向管教」一詞因為有管教的字眼，還是有某種程度上對下的感覺，但如

果是採用輔導的方式，則比較類似於支持者、協助者的概念；畢竟學生的問題多

元，且許多源自於內心的糾結，因此教師採用輔導的支持和改善內心想法，會比

用「教」得好。 

有時教師會將學生的反抗行為認為是惡意或故意的，然而，學生的行為反應

往往出自於原生家庭或生活環境中所仿效的成人行為模式，他們未必會覺得自己

的行為是不好的，加上家庭教育的功能不彰、青少年次文化的影響，許多學生上

了國中也是常常有不適宜的行為。因此，教師需要從多元的角度去理解學生的行

為，去思考學生行為背後的原因，或許學生的不當行為只是缺乏安全感、覺得不

被尊重，而使得他們必須用防衛、攻擊的方式應對，若教師也只用處罰或記過來

處理這類學生的問題，不僅無法改善學生行為，也更容易造成師生衝突。 

(四) 教師是學生重要的楷模學習 

在特別權力關係之下，學生僅能服從學校與教師的規範與規則，若學生犯

錯，教師都用生氣、責罵、權威的態度和手段讓學生屈服，不僅學生無法服氣，

這樣的過程無形中也讓學生以為事情的處理就是如此，當學生無法調適內心情緒

時，也會以生氣、責罵、權威的態度去訴諸於對方或發洩於無辜的一方。 

有些學生常用攻擊、暴力的言語或行為，可能是在成長過程中沒有良好的楷

模，若教師也常常用負面的方式處理，只是在學生學習經驗中再多一位錯誤的楷

模。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往往也是學生學習如何與人應對的時候，而當師

生衝突時，教師正向的態度也是引導學生以正向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機會。 

(五) 教師能與時俱進 

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輔導管教、教育法令與政策等專業的知能都要與時俱

進，唯有不斷的進修與成長，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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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除了在自己專業科目的精進外，輔導管教的專業知能也相當重要，「教

書」很容易，但「教人」就不簡單，因為書本知識是死的，但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當教師具有相當的輔導知能，就更能觀察學生的情況，運用輔導對話引導學生，

讓學生走出困境，培養學生正向態度及心理，在這樣的狀況下，教師必不需要用

處罰的方式來處理學生問題。 

教師對於教育法令與政策也要多注意，以免誤觸法律及侵害學生權利，確實

了解法令內涵，也較不會受到媒體輿論的影響。 

(六) 教師以學生為中心 

若教師用控制或處罰的方式讓學生服從規範，常常是以教師中心來思考管教

的方法時，其處理方式也往往訴諸權威與命令，學生所感受到的是負向的經驗，

而當學生都是受到外力所控制，久了就會缺乏自律；而正向管教是一種基於「學

生中心」的管教思維，而不是「秩序管控」的考量，學生也會學習到自律（曾端

真，2011）。 

我國《憲法》第 21 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及《教育基本法》

第 2 條「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因此在教育中，學生為教育基本權利的主體，

學生應該被視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教育中的工具，學校和教師應該協助學生自

我實現。學校的課程，教師的教學，這些都要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問題行為的發

生是必然的，要思考如何協助學生解決，而非是以教師或管理的觀點只是將問題

打壓。或許，教師要看見學生犯錯的價值，學生因為有錯誤才能從解決的歷程中

學習，學生犯錯也代表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學生都需要教師協助的，教師

也能從一次次的協助歷程中獲得助人的技巧，從經驗中幫助更多的學生。 

二、學校以友善校園的方式經營 

學校是學生學習與生活的主要場所，學校環境與氣氛不僅會影響學生課業的

學習，對於學生的氣質與表現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當教師都以正向管教的方法

來輔導學生，校園中的氣氛是理性、溫暖、關懷，沒有責罵、大聲斥責，校園公

佈欄中沒有一堆的記過、警告公布，當教師正向、積極，就不容易發生師生對立

與衝突，教師與行政以友善校園的方式經營學校。 

另外，《國民教育法》第 20-1 條敘明學生對於學校管教措施有認為違法或不

當而權益受到損害時，可以向學校提出申訴，若不服學校申訴決定時可以再向學

校的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而且學校班級數在 12 班以上者，學校應成立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其中家長代表不得少於五分之一，但是各級學校的申訴評議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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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校的申訴制度、教育主管機關的再申訴制度卻不盡落實，當《釋字第 784
號》公布後，學校應該儘快建立申訴制度，以免當學生要進行申訴時，無所適從

下違反程序正義而損害學生權益。 

學生各項權利的維護與確保，也是友善校園的一環，若以學生的角度去思考

校園中的「需要」，肯定會有更多改善的空間。例如筆者在擔任學校學生活動組

長時也進行學生自治會長的選舉，從各班推舉、登記參選、政見發表、選舉公報、

競選活動時間、投票、開票，一連串的過程仿照我國選舉制度，選出來的會長及

副會長也成為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的成員，如此做法也可讓學生適時表達意

見。 

三、教育主管機關以支持的觀點面對 

行政主管機關在教育法令時常更迭的情況下，應該協助學校及教師了解自己

的權利與義務，並制訂完善的相關辦法讓學校有所適從，協助學校建立輔導三級

預防的機制。 

教育主管機關應該盤點主責內相關的教育條文辦法，如果有不合宜的應隨著

法令修改，明確保障學生的各項權利，並能基於《國民教育法》第 20-1 條及《釋

字第 784 號》儘快修訂明確合宜的再申訴制度與辦法，以落實學生權益受損時權

利救濟的需要。 

四、家長以信任協力的態度處理 

家庭是學生最早接觸的環境，家長也往往是學生行為的模仿對象，因此，正

向管教應該先從家長做起。家長過度溺愛學生，會讓學生失去學習的能力，當他

們在學校生活與人際互動中遇到挫敗，往往不知如何因應，父母以正向管教的角

度與學生相處，提供機會讓學生獲得自信心（陳治緯，2018）。 

我國《教育基本法》第 2 條中除了敘明學生為教育權之主體外，在此條文最

後：「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

在《教育基本法》第 8 條中「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

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

利。」而在《國民教育法》第 20-2 條中「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為維護其子女

之權益，應相對承擔輔導子女及參與家長會之責任，並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人格

權，有參與教育事務之權利。」除此之外，我國也制定《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主要為家長、家長會參與學校的規範，其條文第 3 條「家

長、家長會及家長團體，得依法參與教育事務，並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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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同合作，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因此，對於學生的輔導與管教，家長與學

校均享有學生的管教權，但也應該共同協助學生學習；簡而言之，家長與學校、

教師之間應該是一種夥伴協力的關係。 

家長應該以協助者的角色讓學生融入於學校學習中，若發生師生衝突，應該

以信任的態度來協助教師處理學生問題，若真的是學校、教師的處置不當，再以

合理的管道爭取權益。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有時因為家長的過度保護而被苛

責，使得教師產生消極處理的態度；教師在處理學生紛爭時，往往都是用公平的

方式處理，因為如果失衡、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班級經營時的困擾，但是遇

到不容易說清楚的學生衝突時，教師想要釐清、或者依據事情的原委和輕重給予

雙方不同的處理方式時，家長只看見自己的孩子而認為教師偏袒另一方、或者要

處罰自己的小孩，這樣的質疑，就是不信任教師而完全相信自己小孩的說詞，家

長的態度反而會造成學生之後可能更嚴重的行為；因此，家長信任協力的角色是

非常重要的。 

在《釋字第 784 號》解釋後，家長面對學生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具有法律

的支持，但是如果家長並非站在信任協力的角色去面對學生的教育問題，反而認

為學校規定處處限制學生時（如考試東張西望、上課使用手機），這樣恐不是《釋

字第 784 號》會議解釋的用意。《釋字第 382 號》：「涉及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

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

決定」及《釋字第 784 號》「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

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

生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教師及學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仍有其專業判

斷餘地，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機關應予以較高之尊重」，這也是大法官們擔心行

政訴訟大門一旦對學生全面開放，可能會有家長濫用訴訟之權，而影響教師教學

及學校行政運作。 

由此可知，中小學家長在學校與教師協力的角色，在《釋字第 784 號》解釋

公布後更顯得重要。 

伍、結語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家長、學校、教師、教育主管機關都有責任讓學生處在

友善的環境中學習，教師能發掘學生的優點，以學生為中心來設計課程與教學，

學生也能積極、合作的與同學一起努力、與師長互動，家長適時鼓勵學生、解決

問題。 

學生在校園中長期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限制，可能受到權益受到侵害而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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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或者沒有管道進行權利救濟，教師若不是以威權、命令的方式來進行班級經

營，而是以正向管教的態度與方法處理學生問題，學生當受到教師的關懷與協

助，而不是遭到辱罵與責備，如此和諧的師生關係才有助於整體學校的友善氛圍。 

大法官會議《釋字 784 號》賦予了學生權利救濟，當學生或家長認為教育的

權益受到侵害，可以提出訴願和行政訴訟，但並非代表學生或家長想提出就提

出，還是要依據相關法律（如《行政訴訟法》），也並非提出就能贏，法院也會參

酌學校的處置措施依個案不同做出專業判斷；因此，家長應該以理性尊重的態度

來面對教師和學生間的互動，切勿過度保護學生。 

最後，學校與教師在管教學生時，必須更加注意管教的方法與目的，並以維

護學生權益為優先，如此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訴訟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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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工作態度、價值觀 

與自我認同感之研究 
蔡淑華 

桃園市溪海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博士生 

 

 

 

 

中文摘要 

108 學年度起，新課綱上路，語文領域增加了新住民語，與本土語並列，讓

學生自由選修。在教育政策變革之際，有關「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工作之研

究」相當缺乏，值得探究。 

本研究旨在透過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的工作甘苦談，了解其工作態度、

價值觀及自我認同感，進而探討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的發展

模型。研究者採紮根理論研究法，擬定訪談大綱，以半結構的訪談方式生成資料，

研究對象為桃園市七位不同國籍的現職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歷經開放編碼、

選擇性編碼及理論編碼三個階段。 

研究發現：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的工作態度與價值觀是促進自我認同感

的重要歷程，其中，工作態度的核心概念包含工作投入、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

價值觀的核心概念包含認知、情感、意向；教支人員的工作去留受教育政策、教

學環境及共聘制度等因素影響；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期待與自我實現是提升自我認

同感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各級學校開課及教育主管機關

訂定教育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工作態度、價值觀、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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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cademic year 108, when the new curriculum was implemented,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are added into native languages within the language arts 

domain, and students can freely choose the elective course based on their needs. At 

this time that the educational policy is just changed, the studies on support staff for 

teaching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are rare and worth explor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work attitude, values, and the sense of self-identity among 

support staff for teaching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through their work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d a development model about how 

their self-identity was enhanced.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Grounded Theory with three levels of coding – open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theoretical coding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urvey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ere seven current 

support staff for teaching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in Taoyuan City.  

Findings: The work attitude and values of support staff for teaching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s are essential process on promoting self-identity. The 

core concepts of work attitude include work engagemen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core concepts of value include cognitions, emotions, and 

choices. The leaving or staying decision from support staff is affected by Education 

policy,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co-employment system. The main elements of 

enhancing self-identity are the participants’ self-expectation and self- actuali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to schools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for reference to courses and education policies. 

Keywords: native languages of new immigrant, support staff for teaching, work 

attitude, values, self-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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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稱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的實施，是一項重大的課

程變革，不僅影響到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同時也關係到未來教育發展和人才培

育（吳清山、王令宜、林雍智，2019）。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教增加了新住民語文

課程，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課程綱要》，新住民語文

課程的開設內容以東南亞地區的新住民語文為主。為尊重多元文化及增進族群關

係，學校得聘請專長師資，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教育部，2014）。而師資來源

則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聘任辦法》之規定，須參加教育部培訓並通過

認證，領有合格證書者，始可擔任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 

研究者查閱相關研究，有關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研究甚少，而莊以樂

（2018）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效益之分析─以推動 108 年度新住民

語文課程教學為例」研究結果表示，(一)新住民語文七種語族之教學支援人員仍

有缺額，尚待繼續辦理培訓及認證工作；對偏遠地區學生人數較少之語族師資，

仍待盤點，力求供需平衡。(二)新住民參加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與認證意願高，有

任教意願者比率約 90%，唯取得資格證書後，囿於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環境因

素，能自我排除困難擔任教學支援人員的比率約僅 76.2%。此研究結果不難理

解，因為新住民從東南亞國家移入本國，對於新的環境熟悉度不高，加上個人生

活適應、家庭適應等種種問題並存之情況下，這樣的短期養成師資，願意排除萬

難加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行列之人員，其工作態度與價值觀如何呢？是本

研究動機之一。 

早期臺灣人民稱新住民為「外籍新娘」，有歧視之意，近年來後現代主義發

展，教育界重視教育機會均等、關懷弱勢，強調尊重多元文化，在各界努力下，

新住民子女在學校已較能為大家所接受，但教學支援人員指導學生新住民語文課

程，需要有足夠的自信及自我認同感，才能有自信的進行教學工作，108 課綱的

新住民語文教學，其學習內容包含語言和文化，除了語言的聽、說、讀、寫的學

習之外，更包含跨國文化的學習，讓學生理解各國文化差異並學會相互尊重與接

納。因此，教學支援人員必須有高度的自我認同及文化認同，因為，移民所處的

位置以及他人眼光都在挑戰自己的認同（邱碧珍，2009），即使拿到身分證，一

般人眼裡仍是新住民，不會因一張身分證就變成臺灣人（范綱皓，2014）。Reyes

（2011）以民族誌方式研究 1975 年以後移入的亞裔青少年，發現美國主流看待

這些大多數在美國出生長大的移民仍是外國人（forever foreigner）。有鑑於此，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的自我認同感為何呢？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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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穩定師資、提升教育品質，研究者想進一步探討如何提升新住民語文教

學支援人員的自我認同感，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1. 了解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與價值觀。 

2. 了解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 

3. 建構「提升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自我認同感」的理論模型。 

二、 待答問題 

1.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與價值觀為何？ 

2.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為何？ 

3.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之發展模型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新住民語文的意涵與發展脈絡 

(一) 新住民語文的意涵 

本研究之「新住民語文」，係指因為跨國婚姻，來自東南亞之新住民所用以

溝通之原生國語言及其所展現的跨國文化行動（教育部，2014）。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於民國 107 年訂定之《國民中小學開設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

項》第二點載明：「新住民語文」指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

及馬來西亞七國官方語文（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因此，新住民語文課程在

十二年國教具法律位階的保障。 

(二) 新住民語文的發展脈絡 

新住民語文課的前身是母語傳承課（阮梅香，2016），政府對新住民語文的

發展採漸進式方式實施，其發展脈絡如下：2004 年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的教育

輔導計畫、2005 年發展新住民文化計畫、2009 年新住民子女教育改進方案、

2012-2015 年的火炬計畫、母語傳承課於 2015 年更改為樂學計畫，持續推動母語

學習（葉郁菁、溫明麗，2013；嚴智宏，2015）。為了讓 108 課綱推展順利，教

育部持續於 2018 年二月辦理「新住民語文教材試教」、八月擴大讓全國各校申請

「新住民語文前導學校」，以便轉銜 2019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莊

以樂，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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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母語傳承課以新住民二代為主，再視情況開放給有意願的非新住民子

女，偏向繼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的學習概念（高虹，2010；張廣勇，2014）。

目的是語言和文化的認同（Feuerverger, 1997）。108 課綱新住民語文課程開放給

有意願及興趣學生，欲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理解以及「跨文化行動力」，以便呼應

2016 年八月通過的新南向政策綱領中「人才交流」裡的「教育深耕」，可想像新

住民語文納入課綱總綱展現政府注重新住民的語言權外，也有著經濟考量與政治

盤算（Tsui & Tollefson, 2007）。 

二、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培訓及聘任方式 

(一) 教學支援人員之意涵 

本研究之「教學支援人員」係指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至國民中小學擔任

新住民語文教學之教師，稱之為「教學支援人員」，為精簡文字敘述，本研究簡

稱為「教支人員」。依 108 課綱之規定，選修新住民語文之學生不限新住民子女，

且只要各校有一人選修即開班，倘聘不到符合資格之教支人員，可申請遠距教

學，因此，教支人員有到各校實體教學之人員，亦有擔任遠距教學之人員。 

(二) 教學支援人員之培訓 

教育部為因應 108 課綱新住民語文的推動，於 105 年度起即開始培訓新住民

語文教支人員，包含基礎班 36 小時、進階班 36 小時，基礎班之學員經考試合格

才可繼續申請進階班就讀，舉凡基礎班或進階班考試合格領有教育部頒發合格證

書 之 人 員 ， 教 育 部 會 公 布 名 單 於 新 住 民 子 女 教 育 資 訊 網

（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home）之人才庫，依據教育部之規定，國民中

小學聘任之教支人員必須符合人才庫名單之資格。 

(三) 教學支援人員之聘任方式 

教支人員之聘任方式，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聘任辦法》之第三條

規定，教支人員須：「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研習並經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第四條規定：「新住民

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研習對象與研習課程及認證方式，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第五條之規定「各校聘任教學支援人員，應公開甄選，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其聘任期間，每次最長為一學年；但未達一學

期者，得逕由校長聘任之」。教育部為因應 108 課綱新住民語文的推動，於 103

年度起即開始培訓新住民語文教支人員，包含基礎班 36 小時、進階班 36 小時，

基礎班之學員經考試合格才可繼續申請進階班就讀，舉凡基礎班或進階班考試合

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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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領有教育部頒發合格證書之人員，教育部會公布名單於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home）之人才庫，依據教育部之規定，國民中

小學聘任之教支人員必須符合人才庫名單之資格。 

(四) 桃園市 108 學年度新住民語文開課及聘任情形 

108 學年度全國民中小學共開設新住民語文 1,116 班，共 3,380 名學童選修，

數量不少，以桃園市為例，開設 243 班，共 1,042 名學生選修，是全國選修人數

最多的縣市（黃木姻，2020）。因應這麼多學生的學習，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 108

年 6 月辦理教支人員聯合甄選，報名資格以符合教育部人才庫名單為限，並採各

校共聘的方式，讓通過甄選之教支人員選填至各校服務，平均每人約服務四至五

個學校。 

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工作的相關研究 

新住民語文於 108 學年度才成為正式課程，因此，有關新住民語文教支人員

之工作態度與價值觀之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本研究以國內外相關「工作態度」與

「價值觀」之研究為文獻探討基礎，以作為本研究結果比較之對象。 

(一) 工作態度之相關研究 

Hodgetts 和 Altman（1979）認為，工作態度是個人對工作產生持久的感情

或評價，除主觀因素外，還包含客觀認知及行為要素等。張蘭霞、劉杰、趙海丹

和婁巍（2008）認為，工作態度是指同一系統中的每位成員對所從事的工作及在

工作過程中對周圍事物所產生的評價和行為傾向。工作態度的測量方法，經幾位

學者提出可以由「工作投入」、「組織承諾」和「工作滿意度」等三個構面表示

（Robbins,1998）。除此之外，從 Brown（1996）的整合分析發現，這三個構面是

密切相關的。 

1.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相關研究最早是在 1947 年 Allport 所提出的概念－「自我投入」，

認為以下兩種定義可用來解釋「工作投入」，分別是：一「工作投入」是個人的

心理對工作認同或自己印象中重要的程度，二是根據「工作績效」對個人尊嚴影

響的程度而定（方慈霞，2011）。 

2. 組織承諾 

Alpander（1990）認為「組織承諾」是一種對組織的正向態度，其中包括認

同組織目標，工作會使員工感到快樂，員工會認為工作是自己的一部份，以及對

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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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有種忠誠與情感的歸屬，因此願意繼續留在組織內。吳瑋雯（2017）在「新

住民語文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發展之研究」中發現新住民教師帶著傳遞母國語言文

化的信念使命、在面對教學現場震撼後，仍秉持正向思考，努力充實自我。 

3. 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來自於人們的工作滿足和個人的工作價值觀，員工對於接受或留

在哪種公司以及如何努力工作都可能取決於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取決

於工作的性質和對工作的期望（Nikic, Arandjelovic, Nikolic, & Stankovic, 2008）。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工作態度涵蓋工作投入、組織承諾及工作滿意度三個向

度，再依據深度訪談結果所萃取之核心概念，與文獻做比較，進行討論。 

(二) 價值觀之相關研究 

歐陽教（1989）主張價值觀是對人生各種生活意義之評價。楊國樞（1993）

將價值觀定義為人們對於特定的行為、事物、狀態或者目標的持久性喜好，其中

包含認知、情感以及意向三種成分。Leuty 和 Hansen（2011）依據 Super（1970）

編製的 SWVI-R（Super’s Work Values Inventory-Revised）量表為基礎，進一步歸

納出 6 個層面，分別為： 

(1) 環境因素：工作場所的物質條件。 

(2) 能力因素：晉升至具有挑戰性職務工作的能力。 

(3) 地位因素：能滿足於工作中並獲得的社會聲望。 

(4) 自治因素：能在工作中自我要求，提升工作效率。 

(5) 組織文化因素：組織能施行公正的政策以供遵循。 

(6) 關係因素：良好的同事間人際關係相處。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價值觀的測量工具，可以得知大多以 Super（1970）

的工作價值觀量表為基礎修訂而來，後來學者對於工作價值觀量表的研究隨著時

空背景、對象與研究目的之不同，量表分類層面有愈來愈簡化之趨勢，由 Super

原本的 15 層面縮減至 4-6 個層面，例如自我實現、組織福利與安全、成就聲望、

人際關係、健康與休閒、經濟與報酬等。 

本研究的價值觀指的是教支人員對新住民語文教學的工作價值觀，是個人的

主觀意識及內在的價值信念，包含認知、情感以及意向三種成分，依深度訪談結

果再與文獻做比較。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Dufq2/search?q=auc=%22%E5%90%B3%E7%91%8B%E9%9B%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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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認同感之相關研究 

Erikson（1968）在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提出了自我認同（ego identity）的概

念，他認為自我認同是一種心理社會現象，它給予個體生活一致感和連續感，是

一種自然存在的特性。他認為青少年在邁向成人階段的過程中，必須將過去向外

認同的經驗做一番重整，加以內化或排拒，形成一種內在一致的感受，他稱為「ego 

identity」。國內學者對此名詞有不同的譯法。有自我認同、自我認定、自我統整、

自我統合等。國內學者張春興（1986）將 ego identity 譯為統整。有關自我認同

之研究，大多以弱勢或少數族群為主要研究對象，諸如新住民、原住民、隨國軍

來臺的榮民、同性戀者等。 

邱碧珍（2009）以五位越南籍新移民女性為研究對象，採質性研究法，進行

新移民女性認同歷程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領有身分證不一定能影響身分認同；

工作權可提升自信、家庭地位與賦權發展；家庭關係中，先生的態度是家庭認同

最重要影響因素。陶曉萱（2004）針對居住在花蓮地區的十二位「越南新娘」為

研究對象，運用參與觀察、深入訪談以及生命史分析方式，進行跨越邊界--跨國

婚姻中越南女性的認同經驗之研究，在面對越南家鄉經濟環境的窘困、傳統性別

文化價值的利他心理，以及臺越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等情境，使得這群「越

南新娘」對於跨國婚姻產生高度認同，因而自願選擇遠嫁臺灣，藉以提升自己與

原生家庭在越南的社會位置。有些受訪者則是採取分類原則以區隔外界認知的同

鄉他者，或已不願公開承認自己的越南身份，或希望改變身份成為臺灣人。 

綜合自我認同之理論及相關研究，本研究的自我認同指的是新住民語文教學

支援人員對自己工作與身分的了解、感受與定位，自我認同的發展包含個體能夠

接納自己，了解自己的價值與獨特性，以及較為包容開放的價值觀，整體而言，

自我認同包含工作認同、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同。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從通過桃園市 108 學年度教支人員甄選的名單中挑選了七位目前正

在各國中或國小任教的人員，為了讓研究對象最大差異化，分別是越南語二位，

馬來語一位、印尼語一位、泰語一位、菲律賓語一位、緬甸語一位，共七位，皆

為已婚女性，本研究將研究對象稱呼為「研究參與者」，參見表 3-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Wjyhk/search?s=id=%22093NHLTC645005%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Wjyhk/search?s=id=%22093NHLTC645005%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Wjyhk/search?s=id=%22093NHLTC645005%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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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參與者每周上課節數 

教支人員 訪談日期 

時間 
上課方式 

學校類別

及數量 

每周 

上課節數 
備註 

語別 代碼 

越南語 A 
108.10.25 

75 分鐘 
實體教學 

國小 7 所 

國中 3 所 

13 節 

3 節 

（一）時間 

國中一節 45 分鐘 

國小一節 40 分鐘 

（二）鐘點費 

國中一節 360 元 

國小一節 320 元 

越南語 

 
B 

108.10.25 

56 分鐘 

實體教學 

遠距教學 

國小 5 所 

國小 13 所 

5 節 

8 節 

泰國語 C 
108.10.26 

82 分鐘 

實體教學 

遠距教學 

國小 5 所 

國小 20 所 
18 節課 

馬來語 D 
108.10.28 

84 分鐘 

實體教學 

遠距教學 

國中 1 所 

國小 8 所 

1 節 

9 節 

印尼語 E 
108.11.01 

86 分鐘 
實體教學 國小 3 所 5 節 

菲律賓語 F 
108.10.29 

63 分鐘 
遠距教學 國小 10 所 4 節 

緬甸語 G 
108.11.01 

92 分鐘 
實體教學 國小 3 所 3 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研究方法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簡稱 GT，是一種質性研究方法，它包括通過

系統應用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的資料，並用於發展特定領域的歸納理論（Glaser & 

Strauss, 1967）。本研究遵循「Glaser 的經典紮根理論（Glaser’s Classic GT）原則」

（Holton & Walsh, 2017; Glaser, 1998, 1992, 1978），透過半結構化訪談，以手機

APP 軟體「雅婷逐字稿」進行訪談錄音、生成資料，再加以整理成完整逐字稿。

必要時，隨時做筆記、進行研究省思。按照 GT 的歸納方法，概念沒有預先定義，

歷經開放編碼（Open coding）、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理論編碼

（Theoretical coding）三個歷程，編碼程式，只使用原始資料集（Willig, 2013）。

文獻作為另一個資料來源，只有在達到資料飽和及主題制定之後才審查文獻

（Ramalho 等人，2015）。 

三、研究工具 

研究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的工作甘苦談」，設計了訪談大綱，再

以 GT 進行編碼，從中探究教支人員之工作態度、價值觀及自我認同感；訪談大

綱如下： 

1. 請問您目前指導新住民語言的哪一國語言？ 

2. 目前擔任那些學校的教學支援人員？一周上幾節課？ 

3. 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想投入新住民語文教學工作？ 

4. 你覺得這個工作最有意義的是什麼？或最無奈的是什麼？ 

5. 擔任教學支援人員最大的成就感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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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後來怎麼解決？ 

7. 有沒有曾經想放棄的念頭？留下來繼續教的原因是什麼？ 

8. 這個工作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9. 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讓自己做得更好？ 

10. 擔任教學支援人員這個工作最快樂的是什麼？最痛苦的是什麼？ 

11. 你對這個工作有什麼期許？ 

12. 到目前為止，你到臺灣幾年了？有中華民國的身分證嗎？第幾年拿到身分證

的？這一個身分證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有放棄母國的身分證嗎？ 

四、資料蒐集 

(一) 研究倫理 

研究者遵從研究倫理，以受訪者為研究參與者，先告知參與者本研究之目的

及研究方式，在獲得參與者的知情同意後，也告知參與者所參與的研究不可欺騙，

並以匿名方式處理，避免其隱私外洩。 

(二) 有效性 

在本研究中，訪談大綱有先與指導教授討論確認，將訪談逐字稿及研究結果

寄給研究參與者檢核，請研究參與者就資料內容或實際經驗符合程度給予意見，

提高本研究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三) 可靠性 

為了提高研究的可靠性，針對研究參與者之意見，全程錄音並撰寫逐字稿，

研究結果與文獻進行比較檢驗、並進行反思修正，盡量在沒有個人偏見的情況下

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五、資料分析過程 

(一) 逐字稿編號說明 

研究者整理逐字稿時，為利於讀者了解編號所代表意義，參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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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逐字稿編號說明表 

編號 說明 

A-3-1-1 「A」受訪者代碼，「3」是第三題，「1」是第 1 個問題，「1」是第 1 個答案。 

B-4-1-1 「B」受訪者代碼，「4」是第四題，「1」是第 1 個問題，「1」是第 1 個答案。 

B-4-2-1 「B」受訪者代碼，「4」是第四題，「2」是第 2 個問題，「1」是第 1 個答案。 

B-4-2-2 「B」受訪者代碼，「4」是第四題，「2」是第 2 個問題，「2」是第 1 個答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開放編碼 

依據經典 GT 的編碼程序，採用開放編碼（Open coding）、選擇性編碼

（Selective coding）、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三個歷程來進行資料分析。 

開放編碼（Open coding）乃是將資料分解、檢視、比較、概念化和分類的

過程（Strauss & Corbin, 1998）。研究者將資料分析過程與實質性編碼，從開放編

碼（Open coding）開始。第一階段的命題都以具體的句型方式呈現，總共有 54

個概念，開放編碼結束。 

(三) 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是針對開放式編碼的概念再進一步比較的意

思，比較概念類別之間的關聯性，聚集相似的概念類別，進而產出可以涵蓋相近

概念類別的核心類別（Thornberg, & Charmaz, 2014）。研究者從開放編碼的 54 個

概念中整理出 25 個選擇性編碼的概念，從 25 個選擇性編碼的概念再向上延伸成

12 個核心概念，經查相關的文獻，此 12 個核心類別可由二個理論所包含，此二

個理論為工作態度與價值觀，選擇性編碼到此結束，進入理論編碼階段。 

(四) 理論編碼 

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準備「將核心類別和相關概念之間的關係建

構模型為完全集成的理論。這是編碼過程的最後階段」（Holton & Walsh, 2017, p. 

86）。在理論編碼過程中，收集的許多備忘錄也包含在分析中，因為它們是這個

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一步包括論文的撰寫（Glaser, 2001），在此期間，

概念的形成再與文獻進行比較，編碼範例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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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工作甘苦談的編碼程序範例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七位「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的工作甘苦談」訪談結果，再

依經典 GT 的編碼分析過程，釐清理論脈絡（如圖 1 所示），回應待答問題。 

 

 

 

 

 

 

 

 

 

 

 

 

圖 1 研究脈絡圖 

理論編碼 核心類別 選擇性編碼 開放編碼 

自

我

認

同 

工作態度 
工作投入 

【原因】 

教育熱誠（1、4） 

使命感（6） 

自我實現（2、3、5） 

1.喜歡小孩 2.求進步 3.喜歡當老

師 4.協助孩子學習 5.重新投入

社會 6.可以教母國的文化和語

言 

價值觀 
認知 

【工作意義】 

傳承母語和文化（1、2） 

追求卓越（3、4、5、6） 

1.指導原生國的母語跟文化 2.

讓學生學會臺灣以外的文化及

語言 3.再學習 4.請教有經驗者

5.努力溝通 6.改變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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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與價值觀為何？ 

(一)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 

依紮根理論研究法之研究流程，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做比較，經查閱相關文

獻，工作態度的測量方法，經幾位學者提出可以由「工作投入」、「組織承諾」

和「工作滿意度」，三個構面所表示（Robbins,1998）。 

1. 工作投入—教育熱誠、使命感、自我實現 

在工作投入方面，研究者以投入工作的原因來探討研究參與者的工作投入狀

況，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投入工作充滿「樂於服務的教育熱誠、傳承文化

的使命感及自我實現的企圖心」，與 Brown（1996）的工作投入研究結果比較，

驗證研究參與者對新住民語文教學具備工作認同感。 

我喜歡小朋友，喜歡跟小朋友互動，跟小朋友在一起覺得很開心。（A-3-1-1） 

我原本是泰語翻譯員，看小朋友從泰國來學國語都很痛苦，我希望可以幫助

這些海歸子女更快樂的學習。（C-3-1-1） 

我剛到臺灣時，不會國語也不會國字，我受到很多人的幫助，希望我也可以

去幫助需要的人，學我的母語。（G-3-1-1） 

教支人員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他們大都喜歡小孩，喜歡跟小朋友互動，

有樂於服務的「教育熱誠」。 

我想要教孩子學會馬來西亞的文化和語言，了解臺灣之外還有其他國家。

（D-3-1-2） 

我想介紹印尼的文化給其他人，給臺灣人及新住民第二代，讓他們更了解他

們母語和文化。（E-3-1-1） 

身在異鄉的他們，發現有機會可以教他人自己家鄉母語的工作，都燃起傳承

母國文化的「使命感」。 

上網看到培訓教母語的老師，所以我就報名參加希望學一點東西。（B-3-1-1） 

我想重新投入社會，看到新住民教師的培訓，我就覺得我可以。（D-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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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很喜歡教小朋友的，是，我很喜歡當老師。我小的時候就常常玩扮家

家酒，扮家家酒當老師，非常開心。（F-3-1-1） 

每個人有不同的生命故事，有人藉此「自我實現」，努力圓夢的企圖心與馬

斯洛的高層需求論不謀而合。 

2. 組織承諾—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以多元策略解決問題 

在組織承諾方面，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皆能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並以

多元策略解決問題，表示其對學校教育持正向態度，認同新住民語文教學目標與

吳瑋雯（2017）研究結果相符。 

學生程度不一時，我會採小老師制度，請厲害的同學教不會的人。（A-6-1-1） 

上課時學校沒有給我們單獨的教室，在圖書館上課而且和印尼語、泰語一起

上課，整個圖書館鬧哄哄的，學生都無法專心。雖然我跟主任說，希望給我

們分開上課，但是他說學校教室不夠，我只好想辦法製作足夠的教具和設計

遊戲，吸引孩子認真上課。（A-6-2-1） 

圖書館沒有電腦、白板或黑板等設備，我爭取了很久，學校終於給我一臺電

腦和一個活動是白板，讓我可以貼教具和寫字，也可以放我做的影片，教學

才比較正常。（A-6-2-2）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什麼教學的經驗，所以一開始就是不知道要怎麼教，請教

比較有經驗的老師、比如校長他們，就能解決。（B-6-1-1） 

學生不是自願來的，國中生可能選修沒得選了，被分到這堂課，他不想上課，

我剛開始很頭痛，後來用活化教學方式來上課，設計語文遊戲，帶學生一起

玩，有時候講印尼的傳統故事，有時候教他們做美勞，有時教她們做印尼甜

點美食，或體驗印尼服裝，他本來不喜歡上課，後來很喜歡上課。（E-6-1-1） 

緬甸語破音字比較多，這方面用國語要形容，形容不出來，解釋不出來也不

好解釋，很難上課，只好改變教學方式，用「比喻」的方式來講解。（G-6-1-1） 

研究參與者面對教學困境，會採用差異化教學、請教專家、多元評量、設計

教案、溝通協調、活化教學策略或改變自己的教學方式，都積極正向，值得肯定

與 Alpander（1990）組織承諾之理論相符。 

3. 工作滿意度—教學績效佳、認同母親身分、教師聲望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Dufq2/search?q=auc=%22%E5%90%B3%E7%91%8B%E9%9B%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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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度方面，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在新住民語文教學工作中得到了

極大的滿足，不但教學有成效，建立學生的自信外，也感受到當老師的尊嚴，產

生工作認同感與教師角色及新住民角色雙重身分的認同，對新住民語教學工作充

滿期待的狀況，與 Nikic 等人（2008）的工作滿足感研究結果相符。 

我指導學生參加錄影比賽的，他就得第一名。他得第一名之後，那個學校的

校長送我一項禮物。送到我家，寄到我家讓我收到，校長送的，我覺得是很

感動。（B-8-1-2） 

最大的成就感，看到小朋友的話，原本都不會唸，到後來聽、說、讀、寫都

會，讓我很有成就感。(G-5-1-1） 

學生學習績效良好，聽、說、讀、寫都會，是老師最大的滿足，加上比賽得

獎，更是無上榮耀。 

看到學生會講泰語，然後，他們就很有信心的在講泰語，在一塊，他們就不

用害怕。看到他們學習的很開心。這就很大的成就。（C-5-1-1） 

我看到學生會講越南語、用越南語打聲招呼，那可愛的眼神，真的令人感動。

（A-10-1-1） 

新住民語文的學習內容包含語言和文化，學生會用原生母語打招呼就是「跨

文化行動力」的展現，值得肯定。 

最大的成就是孩子學會越南語，了解越南文化，並且原本害羞內向的學生認

同他媽媽是越南人，自己也更有信心。（A-5-1-1） 

十二年國教強調要培養孩子的核心素養，除了重視知識與能力之外，還重視

學生的學習態度，而學生因為學新住民語而認同自己母親是越南人的身分，並對

自己更有信心，此乃學習態度的最佳表現。 

覺得老師這兩個字很受尊重，畢竟我們是新住民，外籍新娘很被歧視。要是

當上老師的話，別人的眼光就不一樣了。（A-4-1-2） 

我非常喜歡當老師，當老師讓我覺得很有尊嚴。（F-10-1-1） 

教學很辛苦，可是看到小朋友都非常開心，然後還說老師你可以一直教我們

嗎？心理聽到覺得好感動喔，怎麼那麼喜歡老師。（E-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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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的快樂與成就都與學生息息相關，可以說學生是支持教支人員工

作的重要他人，而早期外籍新娘備受歧視，現在學生對教師的尊重也讓他們感受

到當老師那種自我實現的快樂與滿足。研究參與者認為「教師聲望」是從事新住

民語文教學工作的成就感之一，學生對老師很尊重與（方慈霞，2011）的工作尊

嚴影響工作績效相符。 

小結：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在工作投入方面，具備教育熱誠、使

命感及自我實現的工作認同感；在組織承諾方面，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以多元

策略解決問題，在工作滿足感方面：教學績效、認同母親身分、教師聲望等成就

之滿足。 

(二)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價值觀 

學者林昭秀（2006）認為價值觀的定義可以分成兩個面向：價值觀是個人主

宰行動的意向以及評斷事務之標準，個人會依照價值觀來決定所採取的行動以及

行為；其中包含認知、情感以及意向三種成分（楊國樞，1993）。本研究依訪談

結果來回應認知、情感以及意向三種成分。 

1. 認知方面-傳承母語和文化、追求卓越 

在認知方面，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是「傳承母語和

文化、追求卓越」，可見，教支人員是多麼渴望自己原生母國的語言和文化，可

以成為大家有效溝通的工具。此與歐陽教（1989）主張價值觀是對人生各種生活

意義之評價相符，也符合 Leuty 和 Hansen（2011）歸納出的六個層面之能力因素及自

治因素。 

我覺得新住民語教學有三個意義：第一個是我可以自己講越南語，跟別人講

越南語，我的母語。第二個是我可以教我自己的小孩講越南語。第三個是我

可以教新住民子女，學他們的媽媽的母語。第四個我可以介紹越南文化及語

言給臺灣的人，我覺得很有意義、很開心的去做這些事情的。（B-4-1-1） 

母語傳承與文化規範是新住民語文教學之學習重點。 

彰化有一位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力還蠻強。我只教一次他就記起來了，而且我

覺得他進步超快，變成我要加好多額外的東西給他，要不斷設計教案，改變

我的教法，讓他更豐富的學習，才能更好。（D-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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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面對表現優異學生，須活化教學策略，協助孩子追求卓越。符合

Super（1970）價值觀研究量表的能力因素之挑戰性職務工作能力。 

2. 情感方面-師生互動良好、學生自願學習 

有關情感方面的價值觀，主要關鍵在人際關係與融洽的學習氣氛，與 Leuty

和 Hansen（2011）歸納出 6 個層面的地位因素、關係因素及組織文化因素相符。 

小朋友開心我就開心，我覺得小朋友很開心，就學習得更快，學習得更快，就更愛

學習，一直循環。（F-10-1-2） 

看到小朋友的笑容，還有他們很認真的上課，那是我覺得最快樂、最滿足的時刻。

（E-10-1-1） 

學生笑我國語講不標準，我請同學，當我的國語小老師，因為畢竟他國語比

我厲害嘛，我們可以互相學習。（A-8-1-1） 

我還沒到教室，學生已經在教室前面門口等我了，高喊著：老師~~~~我們很早就

到了。哇~~讓我真是快樂又滿足的感受。因為他們已經慢慢的了解母語對他們是

很重要的。（G-8-1-1） 

孩子喜歡上母語，在研究參與者未到時，就到教室門口等老師來，這種學生

主動學習、師生互動良好，教學成效佳的狀況，符應了 108 課綱「自發、互動、

共好」的教育理念。 

3. 意向方面-價值澄清、決定去留 

當工作條件涉及法規制度時，工作人員即使有再大的無奈，也只能謹遵辦理，

否則就是自選離開職場，以下研究參與者無法改變現狀的痛苦與無奈。 

(1) 薪資酬勞-薪資太低 

目前的薪水很少，一個禮拜只上一節課，就算我再怎麼喜歡這份工作，也要

活得下去啊。（A-4-2-1） 

我以前當翻譯的薪水比現在高。（B-4-2-1） 

只有一個學生，學生請假就沒課上，就沒有鐘點費，還花了時間和油錢。

（C-4-2-1） 

(2) 共聘制度-移動力高、時間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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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騎摩托車載著行李箱，行李箱裡面都是我自己做的教具，在大街小巷跑，

別人以為我要出國，其實我是要去上課，跑來跑去好累。（A-4-2-2） 

上完一節課就要換學校，一直在跑，停車問題，錢也不夠付交通費和停車費。

（C-10-2-1） 

大部分的時間都衝堂，你就沒辦法跑很多學校，大部分的學校都開在早自修

或第一節。（C-4-2-1） 

(3) 教學環境-教室不足、上課時段不佳 

有個學校上課時沒有單獨教室，必須到圖書館上課，越南語、印尼語和泰語，

好多種語言一起上課好吵，學生不能專心。（A-6-1-1） 

早自習上課八點到八點四十，這個時間內很多雜音，上課同學很沒辦法專心。

還有想睡的。（D-10-2-1） 

(4) 重要他人-家人不支持 

我先生嫌我薪水太少，不支持我工作。（E-4-2-1） 

(5) 教育政策-每周一節課太少 

每周一節課太少了，學生一個禮拜只上一節課，他可能學不到多少，回家也

欠缺學習環境。（G-4-2-1） 

雖然研究參與者覺得薪資酬勞太低、共聘制度造成移動力高及各校開課時間

衝堂、教學環境之教室不足及開課時段不佳、重要家人不支持、教育政策上課節

數太少等因素與 Leuty 和 Hansen（2011）歸納出 6 個層面之環境因素相符，是影響

教支人員留任意願之重要原因。 

經研究深度訪談後，研究參與者歷經矛盾掙扎之後，仍能與學生互動良好，

與 Alpander（1990）組織承諾之理論相符，願意繼續留任，其理由如表 4-2。 

 

表 4-1 研究參與者去留價值澄清表 

人員

代碼 

是否曾

想放棄 
想放棄的理由 後來留下來的原因 

A 是 

每天都在外面騎著摩托車， 

一直趕場，薪水也不高。 

（A-7-1-1） 

想到學生的笑容，改變對媽媽的態度，

決定留下來（A-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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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 
錢的問題，花很多時間準備教案和

教具。（B-7-1-1） 

想到學生的給我成就感及未來的希

望，就想繼續努力。（B-7-2-1） 

C 否 無 
沒有放棄的念頭，只想用心教泰語及文

化。（C-7-1-1） 

D 否 無 
沒有想放棄的念頭，我有信心讓大家喜

歡上馬來語。（D-7-1-1） 

E 是 
因為待遇太低了，家人不支持。

（E-7-1-1） 

學生的笑容，還有他們認真的學習，是

我繼續教的動力。（E-7-2-1） 

F 否 無 
從沒想過要放棄，我非常喜歡當老師。

（F-7-1-1） 

G 否 無 
從沒想過要放棄，我非常喜歡小孩。

（G-7-1-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價值觀包含認知、情感及意向三種成分，在認知

方面，教支人員感知最有意義的事是傳承母語和文化，並追求卓越；在情感方面，

師生互動良好、學生自動學習，建立良好的學習型組織文化；在意向方面，教支

人員面臨工作尊嚴之成就感與教育政策、共聘制度、薪資太少、學校環境不佳及

重要家人不支持等去留之兩難困境，經價值澄清後繼續留任。 

二、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為何？ 

本研究之「自我認同」是「工作態度」和「價值觀」更上層之核心範疇，可

從「工作認同、文化認同及身分認同」三的向度來說明。 

(一) 工作認同 

國內學者張春興（1986）將「認同」（ego identity）譯為統整。他指出，自

我統整乃指「個人在自己生存的環境裡，從多樣的角色中逐漸整理出一個頭緒，

而後認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希望自己能做什麼樣的人，自己實際上能做什麼樣

的事，該做什麼樣的事，然後整理混合，形成個人對己、對人、對事等各方面協

調一致的看法、想法和做法」。 

本研究從研究參與者的積極工作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充份表現出「他們知道

自己是新住民的身分，希望自己能在臺灣教新住民語言和文化，而實際上他們現

在正在學校教學生自己的母語，他們知道該如何克服困難，以完成新住民語教學

的任務」。與張春興（1986）所定義的「自我統整」觀念相符。由上可知，教支

人員對於新住民語文教學工作有工作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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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支人員雖未符合一般正式教師資格，但研究者經由深度訪談，並將訪談記

錄不斷比較之後，發現他們也有正面的價值觀，不但充分表現出教師的專業認知

及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教學成效方面也讓學生有自願學習的動機，此

與英國教育哲學家 R. S. Peters 在他《倫理學與教育》一書中所提出的教育三規

準「合價值性、合認知性、合自願性」（歐陽教，1989）之理論相契合。 

(二) 文化認同 

在文化認同方面，包含跨文化教學與學習，本研究發現，傳承母國的文化及

語言是研究參與者認為最有意義的事，而且他們視執行此任務為使命，積極正向、

突破困境的進行，因此，具有高度的文化認同感。 

(三) 身分認同 

本研究之身分認同包含教師角色認同及國籍身分認同，從研究參與者的工作

滿意度得知其認為教師很受尊重、很有威望，是他們自我實現的目標，因此，研

究者推估教師角色是研究參與者認同的角色。至於國籍認同部分，經深度訪談結

果，除尊重教支人員 B 因個人因素不便回答外，其餘統整如表 4-2 

表 4-2 有沒有臺灣身分證一覽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之身分認同包含「教師角色身分認同」與「新住民國籍身分認同」，

研究參與者 A 認為擔任教師是被尊重的、研究參與者 B、C、D、F、G 也都表示

喜歡當老師，因此他們對自己擔任教支人員的教師角色認同是無庸置疑的，而指

教支

人員 

來臺 

幾年 

來臺幾

年結婚 

取得身分證

幾年 
放棄原國籍 身分證代表的意義 

A 4.5 
結婚才

來臺 
0.5 無奈 

身分證只是證件而已，二國都是我的

家。（A-12-4-1） 

C 19 5 2 

不願放棄國

籍，所以拖很

久 

我一直認為我還是泰國人，我不會因

為有臺灣的身份證就認為我是臺灣

人。（C-12-4-1） 

D 12 
結婚才

來臺 
無 

馬來西亞還有

年金可以領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不管

是馬來西亞、或者是臺灣，都是我的

國家。（D-12-4-1） 

E 18 
結婚才

來臺 
有 是 

我覺得現在臺灣比我們印尼自己的

國家都還要照顧我們，我們覺得在臺

灣很幸福。（E-12-4-1） 

F 18 
結婚才

來臺 
1.5 是 

臺灣和菲律賓我都喜歡，但為了申請

臺灣身分證只好放棄菲律賓國籍。

（F-12-4-1） 

G 34 
結婚才

來臺 
34 是 

緬甸只有居留證。很高興拿到臺灣身

份證。（G-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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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學生因為學習母語而認同自己的母親是越南人的身分，改變對媽媽的態度，

更是研究參與者感到最有成就的事，由此顯示參與者不論是否有中華民國的身分

證，都不影響其對新住民身分的認同，此研究結果與邱碧珍（2009）領有身分證

不一定能影響身分認同相符。 

小結：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包含工作認同、文化認同及身分

認同，如圖 2 所示。 

 

 

 

 

 

 

 

 

 

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之發展模型 

經過一連串的深度訪談，感受到教支人員很重視學生的學習，一直想更上一

層當個專職、專業的新住民語老師，對未來教學工作充滿期待。 

(一) 如何做個更好的自己 

我希望跟專業的人學習，讓我更專業，我也去念大學了。（A-9-1-1) 

教支人員回流課程外，我實現自己的夢想去念大學了。（B-9-1-1) 

要不斷進修才能做更好的自己，我現在念國中補校，明年繼續考高中。

（C-9-1-1) 

我不斷進修，上很多電腦課，現在會設計電腦遊戲，想要用到教學上。

（D-9-1-1) 

我去上各種增進教學技巧的課程，想成為一位專業的老師。（E-9-1-1) 

我會將我的教學經驗寫成文章，反省我的教學歷程，希望將來能發表。

（F-9-1-1) 

圖 2 教支人員自我認同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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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要成為更好的自己必須多學、多聽、多看。（G-9-1-1) 

(二) 對未來的期待 

我想接受挑戰成為領月薪的專職老師。（A-11-1-1） 

我想成為一位專業的越南語老師。（B-11-1-1） 

我不是為了鐘點費，是為了教會學生講泰語。（C-11-1-1） 

想要讓很多人知道馬來西亞，學會馬來語。（D-11-1-1） 

我希望自己更進步，成為一個真正專業的教育者。希望薪水可以養家。

（E-11-1-1） 

期待出書，分享給想要當老師的人。（F-11-1-1） 

希望政府多幫我們推廣緬甸語。（G-11-1-1） 

訪談後發現，研究參與者目前仍積極的專業精進，努力讓自己更好，例如：

請教前輩、觀看教學影片、學會省思、檢討改進、多元管道進修（研習、工作坊、

學位進修）等；自我期待方面，他們期待成為一位領月薪的專職教師、期待薪資

可以養一個家、期待將教學經驗寫作分享、期待更進步成為真正的教育者。 

(三)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的發展模型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圖 3 提升自我認同感之發展模型圖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246-273 

 

專論文章 

 

第 268 頁 

(一)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與價值觀 

1.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工作態度，在工作投入方面，具備教育熱誠、使

命感及自我實現的工作認同感；在組織承諾方面，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以

多元策略解決問題，在工作滿足感方面：教學績效好、認同母親身分、教師

聲望等成就之滿足。 

2.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價值觀包含認知、情感及意向三種成分，在認知

方面，教支人員感知最有意義的事是傳承母語和文化，並追求卓越；在情感

方面，師生互動良好、學生自動學習，建立良好的學習型組織文化；在意向

方面，教支人員面臨工作尊嚴之成就感與教育政策、共聘制度、薪資太少、

學校環境不佳及重要家人不支持等去留之兩難困境，經價值澄清後繼續留

任。 

(二)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之自我認同感是工作態度及價值觀的更高範疇，包

含工作認同、文化認同及身分認同三個向度，在工作認同方面，教支人員工作態

度積極，具備教育熱誠及問題解決能力；其教學樣態符合教育三規準之合價值性、

合認知性、合自願性，因此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具高度工作認同感。文化認

同方面，教支人員積極傳承原生母國之語言和文化並不斷學習本國之語言和文化，

有充分文化認同感。在身分認同方面，教支人員體認教師角色備受尊重，且不論

是否有中華民國的身分證，都不影響其對新住民身分的認同。 

(三)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之發展模型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提升自我認同感之發展模型乃是以工作認同、文化

認同及身分認同為基礎，繼續自我精進與自我期待所建立之發展模型。 

二、建議 

(一) 給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1. 督導新住民語文備課、觀課、議課，審視教支人員的工作態度與價值觀 

招募教學卓越的校長或教師團隊成立新住民語文專業社群，安排和教支人員

共同備課、並入班觀課及議課，審查其實際教學狀況、工作態度、對教材的掌握

程度及價值觀，是否與訪談結果一致？必要時，提供具體建議並給予協助，增進

其教學及課程設計能力，以提升學童的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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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教案設計比賽，了解教支人員自我認同的實際狀況 

教案設計可以看出教支人員的教學理念、教學目標及教學方式，本研究發現

教支人員有沒有臺灣身分證，都不影響其對原生國母語及文化的認同；但十二年

國教的新住民語文教學強調跨文化教學及差異化教學，也就是說，教支人員除了

指導學生認同原生國文化外，同時也必須設計我族文化認同及二國文化差異的學

習課程，因此，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教案設計比賽，可以從中了解新住民語文教

支人員的自我認同與我族文化認同的程度，並掌握其是否進行差異化的教學。 

3. 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學分班或教育學程，以提升教支人員的自我認同感 

本研究發現教支人員工作態度積極正向，期待自己能成為專業領月薪的教育

人員，唯目前中等教育及國小教育師資培育方面，僅以少數語種進行試辦，建議

國教署擴大新住民語文師資培育方式，鼓勵各大學開辦新住民語文學分班或教育

學程，提供教支人員專業進修，並能依法實習及參加正式教師甄選的機會，成為

「新住民語文專長」的教師。 

4. 修正法規，訂定教學支援人員共聘制度的基準 

隨著新課綱逐年實施，新住民語文教支人員需求量將逐年攀升，目前教支人

員採鐘點計費，本研究發現，教支人員為了增加收入，排課時未考量校際之間的

距離或上課時間的間距，容易造成移動時的交通危險，進而影響上課品質，建議

主管機關，修正教支人員聘任辦法，訂定共聘制度的基準，以維護師生之權益及

上課品質。 

(二) 給開課學校之建議 

1. 提供適宜之教學空間及教學設備，以提升教支人員留任意願 

本研究發現，有些學校採取多種語言課程在圖書館或同一間教室上課，產生

互相干擾之窘境，如果學校提供適宜之教學空間及教學設備，應可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及教支人員留任意願。 

2. 安排指導教師協助教支人員排除困境，以提升其工作認同感及自我認同感 

本研究發現，教支人員到各校上課，常遇到各種不同的困境，有時非其一人

可獨立解決，倘校方有安排指導教師，則可協助教支人員排除教學困境，不但有

利於學生學習，更能提升其工作認同感及自我認同感。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傳承母國文化與語言」的使命感與「薪水過低」之兩難抉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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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矛盾與期待，雖然參與研究的七位受訪者皆選擇留下來繼續教學工作，但無

法類推其他教支人員是否做一樣的選擇，因為教育政策、教學環境、共聘限制、

薪資酬勞及重要他人所形成的中介條件，仍是影響教支人員的工作態度與價值觀

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本研究的一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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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5 年 03 月 16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9 月 5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 年 4 月 26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

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

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一篇

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敬請各位教

育先進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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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字

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4,500 字

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0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

以下每篇 1,0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含

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及實質

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

費 2,000 元。 

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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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華郵

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黃政傑」。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匯

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註

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本會將於

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如需以投稿

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北

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收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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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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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美感素養的培育」（包括藝術與科技的跨領域教學等）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十一期將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9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

及「共好」為理念，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為「溝通互動」面向當中的一項核心素養，透過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培育，

幫助學生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

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

力。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啟動，臺灣教育改革走向新的里程碑，無論在課程開

發、師生的教與學，都將配合時代的趨勢，邁向創新的教育。近年來，積極推展

美感教育，提升學生美感素養，提供未來公民必備的創新素養。符應未來社會對

新世代跨領域素養的需求，朝向國際教育趨勢「STEAM」（S=Science，
T=Technology，E=Engineering，A=Art，M=Mathematics），強調未來的學生應培

養跨領域素養和能力。藉由跨領域美感教育，落實全民美育，厚植核心素養，培

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能。以美感經驗而言，

透過藝術的引導，啟發學生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產生審美知覺、意義、情感、

意象等，以作為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媒介。自民國 103 年起，教育部與文化部啟動

美感教育相關計畫，各計畫在學校與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與遭遇困難？透過美感

教育的學習，我們如何提升學生的藝術涵養？學生能應用於生活？如何提升學生

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各學習領域的教師嘗試融入藝術與美感的元素？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美感素養的培育之教育理論與實踐、跨領域美感教育

的實踐，進行分析與檢討，探討學校中實際運作情形與問題，提出未來可以改善

的方向與具體作法。 

                                              第九卷第十一期 輪值主編 

        莊敏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魏炎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279 第九卷第 12 期  主題背景 

 

第  279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十二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大學校外實習」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十二期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10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實習」並非是一個新的觀念，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歐洲中古世紀行會的

學徒制度；甚至可以遠溯到亞理士多德與孔子的教學方法。長久以來，「學以致

用」，一直是一個深植於國人心中的教育信念。然而，因為受到近千年科舉制度

的影響，加上近現代文憑主義、知識主義、以及形式主義的作用，導致為數不少

的家長只重文憑知識的追求，視藝能技術的養成為末流。更有甚者，以培養技術

能力為主要任務的科技大學，竟也追逐起一般傳統大學的學術研究光環。這些種

種不僅使得我國專業技術人力資源素質無法進一步提升，更導致我國教育面臨了

嚴重的「學用落差現象」。教育部近幾年頒布的《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技

術及職業教育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

程作業參考手冊》與《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等相關文

件，除了希望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更希望藉此，在全球性激烈競爭，以及

工業 4.0 科技迅速發展創新的時代 ，能建立完整的實習制度與實習課程機制，讓

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縮短職涯探索，建立正確工作態度與職場倫理，裨使學生能

順利就業。然而，校外實習的安排與規畫，有諸多問題須慎重思考及解決，例如：

與雇主觀念溝通的問題？對實習學生的要求與待遇問題？實習與學生生涯規畫

的問題？校外實習安全的問題？校外實習機構選擇的問題？等等，都是在規畫校

外實習時，須要考慮清楚或加以解決的。本期的評論主題「大學校外實習」，主

要期待教育界及相關領域之組織團體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角度，針對高等教育機構辦理校外實習的性質、條件、制度和實況進行探討分

析，檢討評論當前大學辦理校外實習的相關議題，以及面臨的挑戰，提出未來可

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期能制定周備的校外實習政策，發展健全的校外實習

機制，以及建構更為安全和良善的校外實習機構與環境。 

                                              第九卷第十二期 輪值主編 

        翁福元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陳易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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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各期主題 
 

第九卷第一期：中小學課綱研修與審議 

出版日期：2020 年 0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出版日期：2020 年 02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三期：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3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四期：校長遴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4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五期：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 

出版日期：2020 年 05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六期：國家資歷架構 

出版日期：2020 年 06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七期：新住民語文教學與師資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 

 出版日期：2020 年 08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出版日期：2020 年 09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期：雙語教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一期：美感素養的培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二期：大學校外實習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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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

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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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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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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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者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出第一作者，六

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1.(1)、2.(1)和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八)實例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八) 

     實例3.(2)和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實例4、5、6、7、 

      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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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和A. J. Shinkfield原著，1985年出版）。 

    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清江（無日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報告。取自http://www.mihjh.cyc.edu.tw/ww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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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

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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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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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

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黃政傑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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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 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黃政傑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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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結論與建議
	(一) 彈性地融入臺語讀寫教育是可行的，不過需要進行課程說明，取得學生同意。
	(二) 從學生課堂回應可以看出，融入臺語讀寫的做法深受學生歡迎，學生上課動機和學習意願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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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18年12月，行政院公布「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後，從國小到大學各級學校，為配合此項新語言政策，開始以各類外語教學方法，實驗於英語或其相關課程中，外語教學方法如英語學科整合課程（CLIL）、全英語浸淫課程（Immersion Program）、英語為課程媒介語言（English as an Medium of Instruction），來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能力。但各級教師與行政人員是否真正了解雙語教育實施的目的與其不同教學模式，進而能夠選擇適合臺灣環境的雙語教學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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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即將到來的雙語教育新世代，對於許多前線教師們而言，是一大挑戰。現場教師們在課程實踐活動中的教師角色轉化，顯其必要性與重要性。除了教導孩子們英文之外，善用科技積木程式組塊（technology block-based programming）於英文繪本製作，豐富教學、提升以英文思考的能力。Scratch程式大多是電腦資訊老師們讓學生們提升運算思維的能力（呂沂蓁，2020；周俊欽，2017），此程式簡化了難懂的電腦程式語言，以不同顏色的積木呈現程式的功能，因此在視覺上來看，就像有著不同功能的積木，...
	目前以英文為第二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臺灣，英文的學習環境不如英文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auge, ESL）的學習環境（如新加坡），教師們（筆者的同事們）對於雙語教育政策的推動大多仍是觀望。尤其筆者為教學現場中的英文教師，對於雙語教育的敏感度較一般其他類科的教師們高些。所謂的雙語教育除了提高孩子們沉浸在雙語學習情境中之外，筆者思考到的是，讓孩子們多些機會以英文來思考，在雙管齊下的教學設計之下，期能為雙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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