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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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