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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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