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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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47-51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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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