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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推行之探討：以臺北市一所雙語實驗課程國中為例

劉堯馨 *　林子斌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雙語教育政策的影響之下，雙語實驗學校如何透過雙語教師專業發

展社群以及雙語教師增能來發展並培育雙語教學團隊。本研究以質性個案研究作為研究

架構，以深入了解個案學校具體如何推行雙語教育，並以「沃土」雙語模式為分析架構

探討影響國中階段推行雙語教育的因素，以及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與雙語教師增能如

何影響校內推動雙語教育。研究結果發現，雙語教師增能幫助教師提升自我效能感並精

進教師的雙語教學技巧，而在內容與管道上必須多元化並賦予更多彈性空間。此外，雙

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協助雙語教師精進雙語教學，其組成需為本國籍英語教師搭配學科

教師。最後，透過個案學校的經驗提出對於臺灣國中階段實施雙語教育之省思與建議，

並作為臺灣推動雙語教育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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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with a Bilingual 

Curriculum in Taipei City of Taiwan

 Yao-Hsin Liu ＊　Tzu-Bin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a bilingual teaching team is formed and cultivated through 
a professional bilingual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This study chose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s its research framework to deep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t selected a bilingual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school in Taipei and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its bilingual educa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fertile” 
bilingual model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ose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bilingual teachers could 
benefit from attending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workshop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aspect of their 
self-efficacy and to increase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Second, the contexts and accesses of bilingual 
teacher training should be verified, diversified and given more flexibility. Third, a bilingual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munity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maintaining bilingual teachers’ instruction strategi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Four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be 
local English teacher and bilingual subject teachers. Lastly, this study put forward some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to promote bilingual education nationwide.

Keywords: Case Study, Bilingual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Bilingual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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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個案學校師培與社群之研究

壹、前言

藉交通與網路興起讓全球化加劇，

其中英語已成為人與人交流最具代表性

的共同語言，被當成是世界上的通用語

（Engl ish as a Lingua Franca ,  ELF）
（Mauranen, 2018）。因此，培育擅於以

英語溝通，具國際移動力和職場競爭力

的人才，已成為各國當務之急（李旻珊，

2021），也讓英語成為各國制定教育政策

方針之重點。對於以出口貿易為經濟主軸

的臺灣來說，英語教育的成效更是教育改

革中重要議題之一。

然而，臺灣英語教育所面對的問題，

正如張武昌（2014）指出，學生花太多時間

學習語言知識（language knowledge），
輕忽語言應用（language use）層面，其次

學生並無額外情境可以使用所學的英語，

而最後學生對日常生活中使用之英語較少

關注，多將學習重點置於考題出處之教科

書及參考書。為了培植國民英語能力以及

提升國家競爭力，2018 年前行政院長賴清

德宣布「2030 年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政策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期望實施雙語

教育能夠與英語教學互為表裡，將一般學

科以英語、中文兩種語言進行教學，使學

生感受學習語言的目的是進行溝通並增進

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林子斌，2021b）。以目

前台灣學校的現況來看，雙語教學之落實

需學校教師來推動，而能夠以兩種語言進

行學科教學的師資，必須透過各種師資培

育方法來養成。

近年來，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逐漸成為

在職師資培育的熱門管道，用以落實課堂

實踐方案，以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吳俊憲，2013）。
因此，正如林子斌（2021c）提到透過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培育雙語師資，是快速累積

雙語師資的關鍵管道之一。然而，雙語教

育並非一聲令下便能夠蓬勃發展，需賴政

府與民間的實際作為。因此，研究者期望

透過本研究，理解一所自普通學校轉為雙

語學校的國中，其雙語教育如何成長，並

將 2030 國家雙語政策文本化為教學現場

之實際行動。

本研究目的為：雙語實驗課程學校如

何透過良好的教師專業社群運作，在以現

職教師轉型的前提下，建置具有該校特色

的雙語教學。而在教師社群的部分，將包

含教師增能、社群運作進行相關面向之

探討；其中，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之「教師

增能」所涵蓋的內容為培育雙語學科領域

教師之雙語教學知識與技能，「社群運作」

則是指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成立、社群

運作模式及社群活動對學校雙語教學的

影響。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

如下：

一、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之教師在決定實施雙

語教育時，如何進行增能與自我專業成

長？

二、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如

何成立、運作，以及社群對於雙語教學的

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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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雙語教育的定義、背景與教學

取向

（一）雙語教育定義

Costa（2020）提出，雙語所代表之意涵

為個人能掌握兩種語言，對其中一語言掌握

度較高，但能夠將兩種語言運用自如。而呂

美慧（2012）提到，「雙語教育」指的是同時

應用兩種語言於教育中，逐步建構學生對這

兩種語言的精熟度，進而培養學生具備尊重

多元文化的精神。此外，鄒文莉（2020）亦提

到，雙語教育提供全時或部分時間進行知

識、語言及跨文化上的學習。綜上所述，本

研究中將雙語教育定義為：教師在教學時同

時使用兩種語言進行，學生透過兩種語言接

收課堂知識、習得學科內容，也學到兩種語

言的語言知識及應用情境，進而發展對於兩

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價值之理解與尊重。

（二）雙語教育的興起背景

雙語教育原始用意是在於減少多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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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就國家、社會之穩定（范莎惠，

2020）。世界上多數實施雙語教育，成為雙

語國家的前提為被殖民的歷史、多種族文

化的社會背景等二種特色。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以英語與母語為推動雙語教育的兩

大核心，源於其曾被英國當做殖民地，來往

於新加坡上的各個族群便開始以英語作為

共同語言及教學媒介語（林子斌，2019）。

其次，國家為促進各種族和平共存，甚至進

一步以多元文化的特色為發展國家競爭力

之奠基，吸引國際人才聚居，國家往往會選

擇實施雙語或是多語政策。以美國加州為

例，2019 年，該州 81 % 的 ELL 學生（母

語非英語的英語學生，English Language 
Learner，簡稱 ELL 學生）說西班牙語；移

民對於主流語言：英語以及保留母語能力以

維持自我認同與文化傳承的需求，成為該州

雙語教育政策興起的主要原因。第三，根據

Valencia（1997）在其研究中指出，接受雙

語教育的學生不僅具有流利的雙語能力，並

且在兩種語言與文化的刺激之下，具較佳的

認知能力與創造性思考。換言之，一個國家

推行雙語教育的可能背景，便是雙語教育

提升語言學習的成效，使國民掌握母語以

外的另一語言，成就國民優越的語言能力。

（三）常見雙語教學取向：沈浸式與

CLIL

雙語教育因時空變化、社會政治差異

及地理因素，呈現出多種樣貌，也發展出

不同的實踐方法（鄒文莉，2020）。其中，

「語言與學科內容整合式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是北市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提倡的雙

語教學法。而沉浸式教學法，為 CLIL 教學

法之起源，且在加拿大、美國等地已行之有

年，因此以下將集中探討此二教學法。

1. 沈浸式（immersion） 

（Gensess, 1984，引自王俞蓓、林子

斌，2021，頁 25）定義沈浸式課程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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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一定程度的時間、學科比例，分配於

「使用母語」與「使用目標語」學習各種

學科；其概念源自於 1960 年代的加拿大

魁北克辦理的法語沉浸式課程（Genesee, 
1983，引自王俞蓓、林子斌，2021，頁 26），
針對以母語為英語的學生，透過法語來學習

其他學科，同時增進學生使用法語在學校內

進行溝通的機會，並培養對於法語文化的理

解。在臺灣，根據王俊成（2021）對體育領

域沉浸式教學所進行的研究顯示，臺灣的

沉浸式教學選定數個學科進行英語融入，以

2 至 3 位中文母語人士進行沉浸式教學，與

上述沈浸式教學之定義不符，這源自於臺灣

目前缺乏相關沈浸式教學專業師資。此外，

師生所處的校園環境，以及日常生活環境中

依然以中文為主要語言進行溝通與對話，亦

不足以構成上述之目標語言沉浸式環境。

2.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為「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

「內容」指的是學生所學的知識內容，而

「語言」則是代表母語之外的語言（李振

清，2021），因此 Marsh（2009）將 CLIL 定

義為「教學者和學生皆視目標語言為工具，

將其應用在知識性內容和語言的教學與學

習」。臺灣目前已實施 CLIL 的領域多為藝

文、綜合或是健體，教師擁有較多課程設計

彈性。但是，CLIL 教學法認為語言和學科

能力培養同等重要，勢必壓縮課堂教授學

科內容之時間，因此是否能夠推動至國高中

課程有待商榷（鄒文莉、高實枚、陳慧琴、

蔡美玲，2016）。而另一大問題便是臺灣的

CLIL 教學師資：臺灣大多採用學科教師與

英語教師協同授課為主要雙語教學方式；然

而，CLIL 對教師的要求是一位教師必須兼

有語言教學以及學科教學兩種專長（許家

菁，2020）。若回到臺灣的脈絡來看，臺灣

雙語教育並不適合直接套用教學法的定義

並純粹移植其作法，而應積極理解各種教學

法，發展出適合臺灣教育現場的雙語教學模

式。而目前提出屬於臺灣本土模式的雙語教

育推動取向有限，以下將就林子斌（2021a）
的沃土（FERTILE）模式進行說明。

二、 「沃土」模式的內涵與實踐

林子斌（2021a）提出雙語教育若要讓學

生成為雙語者，不能僅關注教室內發生的雙

語教學，反而應以學校整體高度為出發點來

探討雙語教育的推動。因此，可以了解沃土

模式與前述國外之沈浸式與 CLIL 不同，不

僅是雙語教學的取向而已。

在臺灣不同學校脈絡與需求之下，林

子斌（2021d）主張學校必須操作「教師教

的來，學生聽得懂」之雙語教育。因此提出

臺灣雙語教育的沃土模式，其中包含以學校

而非教室為推動主力的七大原則（林子斌，

2021a，2021b）

（一）雙語教育推動需有彈性（flexibility） 

（二）雙語推動必須以環境建置為主 
（environment） 

（三）學 校 內 的「 角 色 典 範（role 
modeling）」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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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給予雙語教育的推動有充分之時間

（time） 

（五）課 室 教 學 的 原 則（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六）雙語教學時對學生學習之關照

（lea r n i ng needs  ana lysis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七）雙語需要所有人的投入（engaging 
stakeholders）

綜合這七大原則的英文字首，合起來

就是 FERTILE 一字，因此稱為「沃土」模

式。而這七個原則的說明，敘述如下：在國

民教育體系中推動雙語教育，若只專注在

少數幾節雙語教學課堂，是無法提供學生

良好的雙語環境。因此，學校推動雙語教

育時須以學校整體為單位考量，使學生進

入學校後就是國語、英語的雙語環境。此

雙語環境包含互動雙語溝通情境與雙語環

境建置，而重點在於提供「活」的雙語溝通

情境（林子斌，2021b）。以學校為例，除雙

語授課的教師外，校長、行政同仁等在校

內也須使用雙語，讓學生在學校中體驗到

雙語溝通的環境，自然地使用兩種語言在

校內進行溝通。簡言之，雙語學科教學的目

的在於回歸到語言溝通的本質，讓學生在

接受雙語學科教學後比較能在自然的情境

中，以目標語（英語）開始與他人溝通。

在教學面上，學校對於雙語教育的取

向應保留彈性，把握「教師教的來，學生聽

得懂」之最高原則，以學科的知識技能與

態度的傳遞為主，在授課過程中以雙語進

行，形塑學生在教室內的互動雙語環境（林

子斌，2021a）。此外，不該為雙語而雙語，

把學科課程當成英語課程來教授。雙語教

師在理解學生的英語程度基礎上，設計雙

語學科教學，並依照學生理解程度來適度

調整兩種語言使用之比例。同時，把握核心

概念可以用國語說明清楚，而指導語、延伸

活動、學習單可以改由英語或雙語進行操

作之原則（林子斌，2021a）。再者，教師在

兩種語言使用上，應該盡力提供完整之國

語、英語輸入，盡量避免同一句子裡中英夾

雜太過嚴重。簡言之，教師應避免使用「晶

晶體」。此外，雙語學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必須讓學生理解，兩種語言都是重要的，不

可限制學生在課堂中只能使用目標語。

在教學支援上，雙語學科教師的社群

需要有校內英語教師之協助，英語教師扮

演經驗分享者、專業發展者與陪伴者之角

色（林子斌，2021c），一方面提供雙語學

科教師語言增能，另一方面對於雙語學科

教師撰寫之雙語教案提供語言方面之專

業意見，而行政團隊應該要協助雙語學科

教師找英語教師當作社群夥伴。根據林子

斌、吳巧雯（2021）對英語教師於雙語教

育中角色之歸納，英語教師可扮演以下三

種角色：經驗分享者、專業發展者與專業

陪伴者。由前述說明可見，沃土模式一方

面強調全校雙語環境之建置，另一方面在

教學上則是以教師專業社群為基礎，透過

學科教師與英語教師的社群運作，讓學科

教師具備雙語學科教學之知能。這樣的取

向與教育部近年來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寄望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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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團隊成員共同探究學習、彼此討論以精

進教學（吳俊憲，2013）的想法相契合。綜

上所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雙語教育

的推動，可作為學校的正向調節環路。

三、 臺灣雙語教育政策實施現況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的「2030 雙

語國家計畫藍圖（後已更名為 2030 雙語政

策）」明確指出，臺灣將自雙語師資培育、

雙語教學法、雙語生活環境等大方向著手

發展雙語化的國家願景。而以雙語教育師

資培育面向，在「2030 雙語國家政策各部

會 2019 年推動亮點成果」簡報（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9）中，其內涵為啟動全英語語

言教學師資培育，例如責成大學辦理全英

語語言教學師培課程，以及設置全英語語

言教學研究中心進行資源推廣。2019 年補

助 8 所師資培育大學設置「全英語語言教

學研究中心」（109 年配合雙語教育政策，

修正為「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2020
年共 10 所師資培育大學申請開設「雙語教

學師資培育課程」，國立成功大學並受委託

執行「在職教師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實踐

計畫」，期望能夠提升在職教師的雙語教學

知能，落實於教學現場（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然而比起中央政府，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更早就已正式推動國中小雙語實驗課

程學校，把英語融入教學領域，部分科目用

英語進行教學，至 2021 年已有 3 年的時間

（楊瑞濱，2021），其累積之經驗更為豐富，

以下將聚焦於臺北市雙語教育於中小學推

廣之探討。

臺北市在行政院正式宣布雙語國家願

景之前，就已經開始於所轄學校中推動雙

語教學（林子斌、吳巧雯，2021）。2016 年

臺北市開始試辦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

畫，以 CLIL 教學法為主，學校將英語課以

外之部分學科課程轉為英語授課，每週增

加 1 至 2 節英語學習的機會（侯雅文、林

政逸，2021），並在 2017 年選擇東新、文

昌兩所小學優先試辦雙語教學（柯文哲，

2019）。而國中雙語教育部分，根據劉述

懿、吳國誠（2021）指出，臺北市教育局自

2017 年起推動雙語實驗課程，規劃 1/3 課

程進行雙語教學，接著擇定學校實施雙語

實驗課程：從七年級開始實施一學期時數

1/3 的雙語課程，包含領域學科課程、彈性

課程或主題式跨領域課程等，這些課程由

學科教師自己、學科教師加英語教師協同

或學科教師加外師協同進行雙語教學。而

在 2022 年「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當中，

直接敘明至 2026 年，臺北市 210 所國中

小將全轉型為雙語課程學校。簡言之，臺

北市起步得比其他縣市，甚至於中央還早。

臺北市一直尋求雙語教育專家學者之專業

陪伴，加上臺北市家長對雙語教育的關注，

也促使臺北市教育局在雙語教育的路上不

斷精進（陳貴馨，2021）。這也成為本研究

中，挑選個案學校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 臺灣雙語教育主要挑戰：師資

議題

為發展雙語師培，2018 年教育部發布

「雙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規劃以職

前培育與在職進修培育以英語教授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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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師資。然而目前則面臨大學培育之雙語

師資不足的問題：2019 年 9 所大學開設全

英語語言教學師培課程，267 名師資生通過

甄選，可是跟原訂 2000人的目標人數相比

有嚴重落差。師資不足，是雙語教育推動的

最大挑戰（王力億，2020）。黃家凱、林子斌

（2022）亦提到，雙語師資培育的大問題在

於培訓課程缺乏共同語言的建構，意即對於

雙語教育的定義不清，造成職前與在職的師

培各行其是。而雙語師資須具備哪些特質？

根據鄒文莉（2020）提到，雙語教師需理解

雙語教學、英語語言教學等理論，具備流利

雙語能力，能常反思、團體共備、聽取專家

建議。這樣的內涵如何轉化成師資培育的

實踐，是一項挑戰。

若進一步將雙語教學師資不足的挑戰

聚焦於臺北市；在師資培育面向，北市委託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進行師資培育，培育學

生於公費分發前須取得雙專長證明，目前

已與北市大、北教大、中教大、嘉大、臺師

大、政大及高師大等師資培育單位進行合

作，挹注經費積極培養雙語公費生，而其中

最早培育的雙語公費生於 2019 年分發，至

2025 年共分發 95 位（諶亦聰，2021）。在

上述 7 所大學師培機構當中，便有 4 所位

於臺北市，足見北市匯聚大部分的雙語師培

資源，及北市欲培育轄區內雙語師資之決

心。但北市也面臨雙語師資不足的問題。因

此在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與外師引進政策均

因人數稀少，緩不濟急的情況下，培育在職

教師的校內教學團隊，校內自主的增能培

訓，是雙語實驗課程學校的當務之急（林子

斌，2019）。根據上述，作為雙語師培首善

之都臺北市，如何以學校為單位，透過內外

進修與參與社群的方式培育在職雙語教師

校內教學團隊增加雙語教學知能，而語言

教師又如何與學科教師進行專業合作，一

起共備雙語課程甚至協同授課，於現有的

研究中鮮少被提及。

由上述可知，雙語師資在臺灣仍是雙

語教育無法快速發展的主因之一。雙語教

師須擁有語言教學、雙語教學理論基礎與

實務經驗及精湛的雙語能力。臺灣自職前

與在職教師開始培養的作法，從上述數據

上來看並不夠；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作

為充實雙語師資方法之一，但是有關於雙

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如何組成、運作以及

其對於培育雙語師資，推展雙語教育之效

果的國內外相關研究依然寥寥可數。因此，

各級校內基層教師與行政人員，如何展開

雙語師資培育以提供現場教師的需求，以

及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如何讓不同學科

專長的校內教師合作補足兩者之教學知能

差異，成功推行雙語教學，是現行研究中

尚缺少的部分。

綜整上述討論結果，整理出本研究欲

向下探尋之研究方向：以「北市國中雙語實

驗教育」為對象，由雙語實驗課程國中內部

探究雙語學科教師如何進行增能，加強雙

語教學概念理解並累積教學經驗；雙語教

師專業發展社群如何透過語言與學科教師

的相互合作，兼顧學科與語言的學習，並且

以沃土模式，分析雙語教育在學校內的實

際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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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對象與設計

本研究選取臺北市一所公立國中為個

案學校。個案國中於 2018 年參與開辦公立

國民中小學設置轉銜課程「海外攬才班」，

招收海外專業人士、歸國學人子女於國內

居留期間就讀。此外，2018 年，個案學校實

施「沉浸式英語語言教學」計畫，並於 2019
年參與臺北市教育局「英語融入領域教學

計畫」。個案學校以八年級的表演藝術課開

始，建立備課社群，融入英語，學生參與英

語廣播劇、故事劇場，更與國文科結合，演

出英語版花木蘭。因上述成效卓著，2019
年個案學校推動九年級表藝課雙語教學，

七年級試行雙語音樂課，獲評「沉浸式英

語語言教學特色績優學校」。接著，該校於

2020 年起成功轉型為「雙語實驗課程學

校」，七年級生每周共有 11 堂雙語課，占每

周課時三分之一。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為研究架構，研究

者在本研究中將以參與觀察、半結構式訪

談、文件分析等三種面向來蒐集資料。以下

將分項說明：

首先，研究者在徵得該個案學校的同意

後，即進入到個案學校進行參與觀察：研究

者將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聚會、學校

領域會議，以及在徵得教師同意後，實際進

入雙語教學現場進行觀察，所觀察的重點

為二：

一、 領域教師及語言教師如何透過社群進行

共同備課，設計雙語教育課程。

二、 領域教師的課堂呈現，包含師生互動及

教學策略；研究者以局外人角色從旁觀

察，不干涉會議及課堂進行，以求受試者

真實反應及表現。

研究者撰寫田野札記為本研究主要的

觀察記錄工具，田野札記所記錄的版本分

為兩種，其一為入班觀課之紀錄，其二為學

校會議觀察紀錄，是參與學校相關教師專

業社群共備會議、行政與雙語教師會議等

之觀察紀錄。研究者選用國教署委辦之「本

土雙語教育模式之建構與推廣：以臺灣國

中小為現場之實踐」計畫之觀課紀錄表 a
版與 b 版作為觀課紀錄格式，以 a 版本來

記錄教學現場中發生的事件、事件發生的

時間、師生互動狀況、班級氣氛等；將上課

情況及互動、收集之資料和文獻探討間的

脈絡加以反思；並且在觀課結束後 24 小時

以內根據觀課內容填完 b 版本，記錄下觀

察的備忘要點及研究者本身的反省摘要。

研究者於 110 學年度上學期，共參與 14 次

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聚會，以及 5 門雙

語課程，一共 13 堂之雙語課程觀課。

其 次，研 究 者 使 用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邀請五位 
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校長、教務主任、課

務組長、前教務主任、前教學組長）以及四

位來自同一或是不同領域之雙語學科教

師，分別為健康教育、表演藝術、家政，以

及童軍，其中三位教師亦同時參與研究者

所觀察的兩個社群，共九位受訪者，亦爲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每一次訪談時間長度

為 50 分鐘至 1 小時 30 分鐘不等，每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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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者皆為面對面、一對一獨立訪談，訪談

之前以書面或當面詢問訪談者意願，確定

得到訪談者同意後才著手進行訪談安排。

訪談開始之前，即告知受訪者訪談期間全

程錄音，並邀請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

訪談問題類型包含訪談者的科目、年資、

先前擔任過的職位等背景資料，之後便進

入受訪者對雙語教學的看法，並依據教師

與行政人員等不同的身份，分別設計相對

應的訪談問題。例如，詢問教師如何將雙

語教學理論於教學當中實踐；又例如，詢

問行政人員如何發現雙語教師的需求並

安排增能活動等等。

此九位受訪者除了是個案學校雙語教

育的核心人物以外，四位教師亦為該校率

先實施雙語教育的老師，其中三位曾在師

大修習雙語教學增能課程，一邊將所學應

用至自己的課程設計、教學活動，甚至教室

設計當中，並作為校內種子教師，辦理公開

觀課與教學活動分享會等等，將所學推廣

予校內其他教師。而五位行政人員在校內

辦理雙語教育增能研習，成立雙語教師社

群等等，亦是個案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關

鍵因素。文件分析法之文件來源，亦源自於

上述九位訪談者：例如，行政人員提供之會

議紀錄、雙語教學研習講義，以及雙語教

師提供之教案、教學講義、教室佈置等等。

在研究者所參與之 13 堂雙語教學觀課當

中，其中一共有 12 堂課程是由上述四位教

師設計、教授。

關於文件分析法，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

資料包括個案學校雙語教育相關校園活動

之簡章、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會議紀錄、

雙語教師製作之教案、教學簡報、學習單，

以及學生回饋單等。研究者在取得個案學校

的同意後，將上述的文件資料分別予以編碼

整理，以作為補充其他資料來源的參考依

據，亦能與研究者的訪談資料與觀察紀錄

互相比對，以深入探究研究主題。

在個案學校當中，雙語教學社群根據

不同的學科科目來區分，一共有六個雙語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而在這六個社群當

中，研究者選擇健體領域當中的健康教

育，以及綜合領域當中的童軍科兩個雙語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進入觀察。研究者選擇

這兩個社群的原因如下：首先這兩個社群

均有該個案學校初代推廣雙語教學的種

子教師，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雙語教學意

涵之理解以及實施經驗；此外，兩個社群

的學科性質不相同健教科偏向理論知識層

面，童軍科偏向實務操作，因此研究者可

根據不同學科性質來觀察相對應的共備內

容以及實施效果。

關於本研究之社群，研究者在 110 學

年度上學期間共參與 14 次雙語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聚會，並在 110 學年度上學期間

實際參與個案學校兩個雙語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的備課聚會，詳實記錄現場所觀察到

的教師備課情況。研究者會於每次聚會結

束之後，整理研究者自身的觀察紀錄表，綜

合分析、歸納所觀察的相關內容，並與文獻

探討的結果作比對，並納入後續的研究分

析。透過觀察記錄以補充教師在訪談中可

能忽略或因時間不足而未提及的細節，進

而使本研究更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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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學校雙語教師增能

本部分將回應研究面向一：雙語實驗

課程學校之「教師增能」培育雙語學科領域

教師之雙語教學知識與技能，以及研究待答

問題一：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之教師在決定實

施雙語教育時，如何進行增能與自我專業成

長。以下內容將自雙語教師需要增能之原因

出發，接著分述教師的增能管道，增能活動

與精進雙語教學之相關成果探討，最後以增

能活動在未來可改進之方向作結。

（一）雙語教師進行增能的原因

進行雙語教學之前，教師們普遍認為

一位雙語教師必須增進個人語言能力，

間接提升個人自信，幫助教師成功丟棄偶

包。個案學校的雙語表藝老師在會議當中

分享自己在雙語課堂中成功應用在校外

英語線上課程所學的內容，並提及自己時

常與英語母語者對話，讓英語口說更加流

利。此外，雙語教師也會將「把自己英文

變好」變成投入雙語教育的動機，希望讓

英語程度有所提升。綜上所述，教師們普

遍認可「投入雙語教學」與「英語能力提

升」兩者互為因果的關係。

在文件 06 雙語共備會議紀錄當中，個

案學校的雙語表藝老師在會議當中分享自

己在雙語課堂中成功應用在校外英語線上

課程所學的內容，並提及自己時常與英語

母語者在課程當中對話，讓自己的英語口

說更加流利也更有信心。而上述內容也在

觀課紀錄 P-1 當中得到證實，教師將線上

增能課程當中外師所教的有關於羅密歐與

茱麗葉戲劇的相關英文應用於課堂當中，

教學生如何詮釋劇本當中的台詞。

學語言要有動力，我自己英文差，

我一定要有目標才有辦法鎖定，

就利用培訓為起始，強迫自己必須

要把英文學好；投入雙語教學就

要強迫自己吸收不同的東西。（訪

談 -HT-20211202）

教師分享時提到自己購買了線上

英語學習平台的口說課程當作雙

語教師的增能，而線上的外師也

確實幫助自己在雙語教學更加順

暢。（文件 06）

教師在說課時提到自己如何挑選

讓學生翻譯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

台詞，是在增能課程當中和外師討

論得到的靈感。（觀課紀錄 P-1）

（二）雙語教師自我增能的管道

雙語學科教師會自行利用課餘時間

尋找身邊可用的資源用以加強自身的英語

程度，例如社群網站上面的英語學習粉絲

專頁 80、利用大型英語學習網站看英語影

片、智慧型手機的英語學習應用程式，或

是報名線上英語口說課程補習班，甚至在

影音串流平台觀看臺灣各校雙語教師之雙

語教學公開觀課影片。

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我會去 ig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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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一些英文的補習班或線上教

學平台會打廣告，生活化的台詞。

線上課程就是巨匠美語，AI設
計的一套學習流程，聽文章練聽

力，學文法做題目練拼字。（訪

談 -PAT-20211202）    

國中端教育部拍很多公開觀課影

片，去網路上找我就想怎麼樣可以

看到雙語觀課，果然很多教授就分

享雙語怎麼上，公開觀課前再看一

次。（訪談 -HT-20211214）    

duolingo還蠻好玩，去年五月線上
的空中美語課程教口說，一對一

糾正。然後每次是不同的老師你

就發現你就可以慢慢地去說。（訪

談 -ST-20211202）   

教師也認為課室英語的增能是當務之

急，因為在課堂當中需要即時用口語英文

表達的內容便是課室英文，且每一種學科

不論其學科性質或是內容，都會使用到課

室英語，因此課室英語對於加入雙語教育

不久的教師來說，實為必須立刻進行增能

的部分。上述和沃土模式當中強調的「自課

室英語開始入手可以是剛開始推動雙語教

學之教師的入門選項」互相符合；而根據

共備紀錄 H-1 與 H-4，健教教師彼此討論

到如何讓自己快速上手課室英文，也讓學

生能夠理解老師使用的課室英語之涵義，

例如說，有位教師會將常用的課室英語與

其中文翻譯寫在白板上讓學生可以相互對

照；有位健教教師會在課堂中搭配手勢使

用課室英文等等。從中也可以發現，雙語

學科教師會從課室英語開始著手，先讓自

己熟悉課室英文的內涵與發音，再利用相

關教學策略讓學生理解並學習課室英文。

此外，雙語教師也認為，快速增加個人課

室英語能力的途徑之一，便是參加個案學

校舉辦的課室英語口說研習。

課室英語就是讓老師先從很簡單

的開始，讓學生聽得懂，有回應，

我覺得今年多益老師講的就是怎

麼去講課室英文，這對我來說是真

的有幫助。（訪談 -HT-20211214） 

一位健教老師說把課室英語寫在

白板上，搭配中文翻譯，上課時只

要講到哪一條課室英語，用手指白

板的字就可以讓學生了解。（共備

紀錄 H-1）

一健教老師說上課時會利用手勢

讓學生了解課室英語，比如說豎

起一根手指在嘴唇前，說 be quiet.
教師利用動作讓學生理解該英語

的含義。（共備紀錄 H-4）

（三）雙語教師增能的成果以及改進空間

在個人增能以及參與學校的雙語增能

以後，雙語學科老師認為自己的英文觀念變

的更好；例如說，雙語教師能夠使用學生所

能夠理解的字彙，便可以表達同樣的意思，

而不需使用艱澀的單字或是困難的文法。

對自己英文能力有幫助，慢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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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討論之後會回復一點記憶，而

進步最多的是課室英文，去互動，

學生有回應你，口說比較敢講。

（訪談 -HT-20211214） 

相關增能也有需要改進的空間；校內

雙語教師普遍認為增能活動必須以學科專

業之雙語教學內容為主，以符合不同科目性

質、不同專業內容各自的雙語教學需求，讓

持有不同學科專長以及英文程度不一的教

師們都自教師增能活動當中受惠。

我們收到的回饋是除了分領域以

外要分科目。大家沒那麼多時間或

精力再做教學策略轉換；希望今

天看到明天就可以用。所以增能

培訓要針對科目，很多老師說我

是健康教育，如果是雙語數學課，

我可能就不會去看。（訪談 -HT-
20211119）

再來，雙語學科教師普遍均認同且肯

定學校舉辦的雙語相關增能活動。有趣的

是，對於雙語學科教師來說，參與學校舉

辦的雙語增能內容會佔用教師在學校的空

堂，減少可以備課的時間，因而降低參與意

願；例如說，雙語學科教師可以自己購買語

言線上課程進行自我增能。根據文件 06 雙

語共備會議紀錄，教師們在會議中共同提

到希望學校可以給予老師們經費與相關支

持，讓老師可以自己去選擇適合的、有興趣

的雙語增能課程與研習。此外，在共備紀錄

H-3 以及 S-1 當中觀察到，教師對於 110
學年度的課室英語研習之時間安排，認為

其通知過於臨時，難以預先排出時間參與

研習；且課堂數量過少，雖然對於課室英語

的加強有所幫助，但是希望能有更多堂相

關課程讓老師可以參與。上述內容與沃土

模式當中，給予雙語學科教師在推動雙語

教學的路途中擁有足夠的時間與彈性可以

調整自己的步調相符合。

工作太忙會疏於加強，所以學校

提供增能幫老師很重要，但空堂

時間是要用來做教學規劃，去上

增能課我就少了規劃教學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彈性跟自由，

例如讓我們購買線上課程，在下

班後一個舒服的地方好好學。（訪

談 -PAT-20211202）    

表演藝術老師說希望學校給老師

經費就好，讓老師可以自己去買適

合的增能課程，這樣就不用讓老師

花上班時間參加增能活動，也讓老

師比較有彈性。（文件 06）

健教老師彼此抱怨增能活動臨時

宣布，難以調整個人空堂時間且時

程過短，雖然內容有幫助但是老師

們依然覺得口說增能應該是整學

期的課程而非短期。（共備紀錄

H-3）

童軍老師提到，增能課程的內容對

於雙語教學很有幫助而且增能活

動請的講師，上課很有趣，讓老師

比較不害怕講英文，可是時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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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臨時也太短，有點可惜。（共備

紀錄 S-1）

總結來看，關於研究待答問題一：「雙

語教師如何增能並進行自我專業成長」，

從上敘結果可以發現，學科教師們學習英

語的動機和「自我效能提升」以及「實施

雙語教學」有關。此外，雙語學科教師相

關增能包含個人自我語言精進，以及學校

舉辦的雙語相關增能研習；前者可以幫助

教師個人累積語言輸入，在利用中文與英

文兩種語言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更加有自信；

而後者可以讓教師學習雙語教學的相關課

堂技巧與常用語句，且降低教師必須自行

去尋找相關增能資源的時間與壓力。而參

與雙語相關增能活動與教師在雙語課堂

上的教學精進有所相關，除了更熟悉相關

課室用語以外，教師也明顯感受到自己對

英語擁有更多掌握。最後，在增能活動的

辦理上，建議可以讓增能活動的形式與內

容多元化，以符合不同學科教師的需求；

教師相關增能活動在規劃與安排上應給

予教師更充裕的彈性空間以及時間，盡量

避免增能活動成為教師的工作負擔。

二、 個案學校內部的雙語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

本部分將回應研究面向二：雙語實驗

課程學校之「社群運作」雙語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成立、社群運作模式及社群活動對學

校雙語教學的影響，並且對應研究待答問

題二：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社

群如何成立、運作，以及社群對於雙語教學

的影響。首先自社群組成方式開啟，並分述

其運作模式，最後探討英語教師、行政人員

對於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影響。

（一）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組成

我們讓英文老師自己決定想幫助

哪些老師。之後就去協調想跟哪些

科目的老師共備，確認組別。如

果把社群二十三位老師都排在共

同時間，課表很難排。（訪談 -A-
20211123）

學校在組成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的考量為以教師本身為主，考量到教師之

間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學科與語言教師的

搭配以及教師的課堂時間安排。每個月的

雙語社群共備會議，討論內容以每個學科

社群所遇到的問題以及現行狀況之討論為

主，因此可以說雙語共備會議的大型社群

是以學科教師組成的小型社群為主要運作

單位。

（二）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

社群組成為一位英語教師搭配數位學

科教師，學科教師數量不超過三位以保持

社群運作品質。此外，行政團隊都予以社群

教師每周減兩節課，因此社群的雙語共備

時間每周不超過兩堂課。

在每周的共備會議之前，學科教師們

會先將自己要教學的課程材料設計完成。

根據研究者參與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

共備記錄 H-1 至 H-7 以及 S-1 至 S-7，每

一次共備聚會以前，雙語學科教師均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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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週的課程簡報，課程學習單等內容預先

放置在電腦上以便投影給在場的每一個教

師觀看。雙語教師們普遍認為，學科教師

應該根據自身對於學科性質與內容的專業，

承擔設計雙語課程以及教學媒材的義務，

而非等待英語教師協助。

雙語社群在進行共備會議的時候，首

先會由學科教師們輪流分享上一周雙語課

程在各班實施的成果：在班級方面，教師

會提出每班的特性、語言程度以及課堂反

映；在教學方面，教師會討論到教學的流

暢度、學生是否有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在

語言使用方面，教師會分享學生的接受程

度。雙語社群成為成員們檢視、修正教學

的所在，幫助教師利用分享、討論以及回饋

的方式，回頭檢討自己的教學設計並參考

他人的意見，有利於教師在後續的班級針

對疑點進行轉化。

健教老師在共備聚會開始之前會

提早到共備聚會地點，將自己的教

學簡報以及學習單字雲端下載下

來，放在投影電腦當中。（共備紀

錄 H-1至 H-7）

童軍老師共備地點為綜合領域辦

公室，教師們在聚會之前便在筆電

上將教學簡報以及學習單檔案視

窗打開。（共備紀錄 S-1至 S-7）

我參加共備發現他們先討論上個

禮拜的課程有沒有問題，下禮拜要

進行什麼，哪幾個班的狀況。所以

他們一直在做滾動修正，也累積

了很好的學習經驗。（訪談 -EA-
20211118）

接著，學科教師會輪流分享本周課程

內容，一步步說明課程進行的流程、採用

的教學方法以及預期出現的學生反應，例

如，某環節使用中文或是英文的原因，以

及其選擇與課程核心概念的關聯。雙語學

科教師提到，分享可以跳脫個人思考路徑，

讓課程核心架構以及教學設計理念更加清

晰。此外，其他學科教師也可以透過觀摩，

為自己的教學注入更多新穎的想法以精進

其課程設計。

我們三個會提供一些學科教學不

同的想法，發現原來也可以這麼

做。（訪談 -HT-20211202）

（三）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英語教師

1. 英語教師在社群當中的角色

接下來，參與共備的英文老師會針對

學科老師的課程內容，給予語言使用上的

建議，主要分成三種：首先，符合國中學生

程度的單字與文法使用，例如，根據共備紀

錄 H-4，英語教師建議健教老師將約會注

意事項的角色扮演學習活動當中，scenario
這個字詞改為 plot，較為符合國中學生的

程度；接著，英文教師也會提供正確的文法

使用方式；有時，英語教師也會建議較為簡

潔的使用方法，降低學生在課堂中的語言負

載量。

最後，英文教師會針對學科教師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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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講義、甚至講課中所使用的中、英文使

用的時機與份量給予相關建議，不僅要斟

酌兩種語言使用在不同內容的效果以外，

也必須考量到學科教師本身的英語程度以

及學生是否會因為過多英語的曝光度而對

課程本身產生厭惡感。例如說，在共備紀錄

S-2 當中，英語教師建議童軍教師將全英語

的露營裝備學習單指導語改為中英並陳，以

縮減學生閱讀的時間並降低難度。此外，有

時學科教師也會詢問英語教師英文單字的

正確發音，以及教師自身增進英語能力的

方法。

英語教師建議健教老師，將「約會

注意事項」單元當中，角色扮演

學習活動的情境設計的簡報標題

scenario改為 plot，比較符合國中
學生的程度。（共備紀錄 H-4）

英語教師建議童軍教師將「認識露

營裝備」單元的全英語學習單指導

語加上中文翻譯，減少學生閱讀的

時間也避免讓學生覺得不耐煩而

失去學習興趣。（共備紀錄 S-2）

綜合上述內容，英語教師透過分享自

身以雙語教學的經驗、對英語學科的專業

知識，以及對中學生英語程度的認識來幫

助雙語教師，讓雙語教師透過英語教師在

社群當中的協助，增加英語使用之信心。

2. 英語教師對於雙語教師社群的幫助

學科教師提到每周固定雙語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聚會，在分享與交流的過程中，降

低單一教師因長年處於同一個學科領域所

看不見的課程設計盲點。而這樣的和諧與

正向的氣氛，也建立於教師們尊重彼此的

專業自主性，以開放的心態分享自己的教學

並接受別人的建議與回饋，並呼應前述對

於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之討論，成員彼此信

任、互相激勵及共享知識帶動個人成長並

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例如說，根據共備紀

錄 H-5，英語教師詢問健教教師性病單元

的教學相關問題，包含該性病的特徵以及

所導致的後果等等，以提供更加貼切學生

程度的英語用字建議。

單獨學科就會有盲點、就像我們

就會用 how to，英文老師一抓就
說要用 how do you。（訪談 -HT-
20211202）

英文老師問健教老師菜花與梅毒

兩種性病的差別，以及兩種性病的

傳染途徑，以確認健教教師使用的

單字是否正確。（共備紀錄 H-5）

健教教師問英文教師牙齒的英文是

teeth 還是 tooth，哪一個是單數哪
一個是複數，應該怎麼發音；英語

教師寫下牙齒的 kk音標並且指出
發音會使用的舌頭以及嘴唇位置。

（共備紀錄 H-6）

從中可以發現，參與雙語社群之英語教

師也可以在共備時，根據學科知識內容的難

易度，以及教學活動的異質性給予更加貼切

的語言使用相關建議，不僅符合表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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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貼近於教師課程目標。

3. 本土英語教師優於外籍英語教師

學科教師們認為，本國英語教師對於

本國英語科課綱、本土學生所適合的語言學

習、教學法以及本土學生的英語程度、英語

學習盲點，普遍能夠給予雙語學科教師在

課堂英語使用上更為貼切且實用的建議。

跟本國老師共備，還有跟外師共備

英文差很多，我跟外師講應該會語

塞，要討論課程，解釋會很緊張害

怕。（訪談 -HT-20211214）

雙語學科教師認為自身英語程度並不

足夠，本身要以全英語和外師溝通對教師來

說就具有相當的難度；學科教師不僅需要以

全英語溝通，更需要和外師解釋學科與教學

法的專業內容，而相關解釋所使用的英語，

和日常溝通與交流所使用的語言層次並不

相同，對於學科教師來說更加困難。

4. 英語教師是否需要入班進行雙語協同教學

學科教師普遍不認為有必要讓英語教

師進入課堂隨班進行協同教學，原因有以下

數項：首先，學科教師認為應由自己去掌控

整個教師的教學步調與學習氛圍；另外，學

科教師認為英語教師會傾向以英語為教學

媒介語。而林子斌（2021a）也提到，並非要

求英語教師進行其他學科之教學，學科之雙

語教學還是必須由學科教師擔任主力。

但是行政團隊卻認為，英語教師協同

教學能促進雙語教學的效果，也可以讓學科

教師較有信心，減輕負擔。

比起協同教學，會覺得單純共備比

較好，因為如果英文老師用英文教

表藝，很容易會因為老師一直講英

文，很難 double check學生有沒
有聽懂。（訪談 -PAT-20211202）

當時是表藝教師和英語教師協同

教學，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做對表藝

老師來講相對建立他的自信，尤

其是一開始老師最怕的就是講錯，

英文老師在這部分可以給予協助。

（訪談 -EA-20211118）

深究其原因，源自於行政團隊和教師兩

者角色不同：行政認為英語教師與學科教

師一同教學是支持雙語教學；而教師卻更加

著重於學科知識的傳達以及學科專業的正

確性。

（四）行政人員與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在行政人員進入社群這一部分，行政

人員手上有每個社群的名單以及共備時間、

地點等資料，因此行政人員會趁著公務空

檔，去拜訪每個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關心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情形並

表達關切。教務主任在健教社群進行共備

時關心健教共備情形並詢問是否有需要行

政人員幫助的地方。

而對於是否需要固定行政人員每周

加入特定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聚會，

教師並不認為有其必要性；而行政人員則

認為若有行政人員能夠加入共備，可以協

調教師之間對於教學的認知差異。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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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行政人員和教師對於社群運作的特

性認知不同：教師認為能夠透過與其他教

師交流分享裨益教學是參與社群最重要

的目的；而行政人員則期望能夠和教學端

有更多互動，傾聽教學端的想法並提供支

持，參與共備的行政人員，之後也可以協

助建立其他科目的社群。

從上述行政人員的種種措施當中，可

以看到符合文獻探討當中，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之成功因素之討論：Hord 與 Sommers
（2008）提出之社群外部實際支持條件以

及資源；此外，Hord（2009）認為一個成功

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須有例行性會議，

藉此訂定社群老師們共同學習時間，並且

給予經費、聚會空間、資訊設備、圖書與網

路資源及社群溝通的網路平臺等相關資源

和設備；最後，還需要定期關懷、支持並肯

定社群的成果。

就是陪伴，之前沉浸式教學的共備

都有專案教師在現場做紀錄、拍

照，提供意見。老師在共備時會發

生歧異。如果意見相左，行政就要

介入，從學生學習的需求出發，就

容易再拉回共同點。（訪談 -EA-
20211118）

（五）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情感支持

最後，在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當中，

雙語教師可以藉由社群的聚會，尋求學科

知識或是教學法上的的認可，或是向社群

夥伴尋求慰藉或是同理。對於行政團隊來

說，教師社群的夥伴情誼可以增加跳入雙

語教學的教師人力，對於學校整體具有正

向的影響。

發展社群是老師期待的。因為老師

單槍匹馬壓力太大了。所以形成一

個 team一起共備，他比較放心。
所以專業社群其實已經建立老師

的自信。先有團隊社群，才來發展

計畫。（訪談 -EA-20211118）

根據研究待答問題二，雙語教師專業發

展社群如何成立、運作並影響雙語教學，自

本節的敘述當中可以發現到，個案學校的專

業學習社群若以教育部對於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七項特徵來分析，可以發現其在運作

過程中不僅具有共同的價值與目標：以推進

雙語教育與教學知能並裨益學生學習成果

為主軸，且能夠藉由雙語教學實務設計等等

分享，檢視成果並進行專業對話，建立共同

語言，進而促成教學專業之成長，共同探究

並學習如何讓雙語教學更純熟，更有益於學

生的學習；最後，能將社群內討論的成果應

用於各自的教學實務當中，例如：精進教學

教材、修正英語用詞、改變教學方式、增加

教學活動等等，讓社群成員達到從做中學、

持續改進的效果。

此外，從社群的行政、資源支持的角度

來看，個案學校行政人員透過社群聚會定

期探訪、雙語共備會議等等場合，試圖和社

群保持合作和緊密的關係。只是，校長作為

社群的領導與陪伴角色並不明顯，個案學

校可以思考行政團隊如何透過社群聚會的

場合，和教師共同合作雙語環境建置的討

論與營造。此外，校內有一些社群以英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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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優秀的人力作為英語教師角色，但是如

前所述，這樣的安排無法達成社群當中安

置英語教師的相關效果。

最後，根據本節的敘述，發現本國英語

教師對於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幫助，

相較於外籍教師更加顯著。此外，教師與行

政人員對於英語教師的角色，以及行政人員

是否需要進入社群參與並陪伴的看法有所

落差，其源自於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對於這兩

種觀點的認知差異。

三、  以「沃土」雙語模式探究個案

學校如何落實雙語教育

透過「沃土」模式，以整個學校為主體

來分析個案學校如何在雙語國家之政策脈

絡下落實雙語教育，並根據上述，擷取與個

案學校切身相關之原則加以分析，並探討沃

土模式如何實現於雙語實驗國中教育現場。

（一）學校推動雙語教育的原則

1. 雙語教育推動需有彈性

培養雙語教師的管道應保有彈性，累積

雙語教師人才庫，處於不同職涯階段的教師

們，也應可以依照自己的狀態以及程度，選

擇適合自身的培育方式。

比如說代理專班在授課時，教老師

雙語教學策略，課室英語。經過一

年培訓，代理專班好在於不僅可

以觀察到老師的品行，教學態度、

教學能力，還有看到這個老師是不

是可以進步，配合。（訪談 -HT-
20211119）

2. 給予足夠的時間

個案學校的教師提到，雙語教學是一

門專業，因此透過時間累積實力是必不可缺

的。充足的時間對於雙語學科教師來說是

不可或缺的資源；而教師在參與增能、實施

雙語教學的過程當中，個人英語能力提升所

帶來的自我效能感，也可以維持雙語教學之

內在熱情與動機。

我之前在教育局辦雙語增能研習

時，發現有時要先看實體教學，再

講理論會更清楚。另外老師個人英

文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為就算認

同了，不代表能做。（訪談 -HT-
20211119）

（二）雙語教師在教室內的教學元素

個案學校教師認為，如何將學科專業

領域的英文，或是用英文傳達給學生，是學

科教師在一開始踏入雙語教學領域最擔心

的事情之一。

如果學生沒有回應的話我會用中

文直接解釋，但是我不會用英文去

講，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我真

的沒有辦法臨場反應去解釋。（訪

談 -HT-20211214）

 因此，學科教師可以從各個學科均能

夠通用的課室英語慢慢練習，有效地在一次

次練習當中逐漸建立自信心。此外，課室英

語在其他學科教師的課堂上也同時被大量

使用，因此教師也不擔心學生聽不懂，久而

久之便可以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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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開始習慣，聽久了他的惶恐

和焦慮會消失。所以一年下來，學

生反而會習慣；我們沒有期待他英

文大躍進，而是能習慣聽懂英文。

（訪談 -EA-20211118）

（三）雙語教學需要所有人的投入

 推行雙語教育需要行政端致力於找

尋資源以及爭取福利以減輕雙語教師的負

擔，例如說邀請校外雙語教學相關專家學

者入校指導，給予教師信心作為推動雙語

教育的後盾。

雙語教師需要承擔更多的備課量，但

是相對地在其他沒有投入雙語教育的教師

眼中，也享有了許多特權，例如不需要接行

政職或者是有減課措施。因此，雙語教師能

夠得到同儕教師的支持與認同是重要的一

件事情。

有時候有些老師會覺得心裡不舒

服。想說校長只重視某些部分。人

都是需要被關愛的，當下他沒被肯

定，會有不滿的情緒出現。我常跟

老師們講說，不想做沒關係，你不

要阻擋。（訪談 -P-20211124）

對於教學端來說，教師希望行政人員能

夠給予教師師彈性發展課程的空間，足夠的

時間進行專業成長，以及實際資源與心靈上

的支持；而對於行政端來說，教師對行政端

的運作能表示理解並且盡量配合，校內形成

互相的關係，才能在推動雙語教學這條路上

走得長遠。

我覺得行政能做的就是給予老師

自由、彈性，還有支持。老師們對

我們行政的諒解也很重要，這是

互相的關係。學校團體凝聚力夠，

氛圍好，學生也會被影響。（訪

談 -HT-20211119）

很多人都會覺得年輕老師去做就

好。我覺得這不公平，因為年輕老

師本科內容都不熟悉，她可能都不

曉得未來要怎麼延續，怎麼綜合應

用。（訪談 -ST-20211202）

每天中午我認真是我真的聽聽不

太懂欸。我只會提到某些很熟悉，

的字每天會出現…阿更不用說學

生啊，根本聽不懂也不會聽。（訪

談 -HT-20211214）

學生根本就不會用心去聽那個

ICRT，我們也沒有讓老師去做這
樣的引導教學，所以純粹就是有聽

到英文，但好像沒有看出那個成

果。（訪談 -A-20211123）

有趣的是，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

結果部分可以被放入沃土模式的原則當中

進行歸納與分析；例如，雙語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的組建以及運作與彈性原則有關；而

社群成員的彼此適應與發展出固定的聚會

模式與合作過程，需要耐心並花費一定的

時間；最後，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兩者在社群

運作效果的維持，與所有利益人投入之原

則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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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師增能的研究結果部分也可

以被放入沃土模式的原則當中進行歸納

與分析；例如，參與增能活動與教師雙語

教學精進有關；而增能活動的形式與內容

多元化，需要教育主管機關以及教師溝通

彼此需求，需耐心並花費一定的時間；最

後，增能活動應給予教師更充裕的彈性及

時間，符合沃土模式強調的彈性原則。綜

上所述，研究者建議沃土模式可以針對教

師增能與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做更多

的說明。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論分為以下數點。雙語教

師增能幫助教師提升自我效能感並精進

教師的雙語教學技巧。雙語學科教師在參

與增能活動的過程當中，個人英語能力提

升帶來的自我效能感可維持內在熱情。此

外，相關增能包含個人語言精進，及學校

雙語相關增能研習，幫助教師個人累積語

言輸入，教師也學習雙語教學的相關課堂

技巧。

其二，雙語教學之教師增能在內容與

管道上必須多元化並賦予更多彈性空間。

雙語教學師資增能活動在內容上不僅應

針對不同科目性質以及不同教學內容進行

客製化設計，在規劃與辦理教師增能活動

上應積極思考如何不增加雙語學科教師

負擔。

其三，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協助雙

語教師維持教學動能，並作為行政與教學之

間合作與溝通的平台。校內的雙語共備專業

社群讓校內雙語師資逐漸累積教師的雙語

教學經驗與自身信心，也讓教師找到一群志

同道合的夥伴。此外，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

群擁有固定頻率的會議，成為行政端與教

學端彼此溝通及表達需求的機會。

其四，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組成需

為本國籍英語教師搭配學科教師。雙語教

師專業發展社群能夠順利運作並達到效果

的前提為：本土籍英語教師提供所需資訊，

也可以用中文與學科教師和校內行政人員

討論課程發展，這些是外籍英語教師無法

達成，卻又緊扣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能否

順利運作的關鍵。

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對於學校、教育主管

機關及後續研究共三方面進行建議。首先，

雙語實驗學校在雙語教師增能活動辦理方

面，宜包含英語語言能力增強，並推動雙語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協助媒合並維持其運

作，給予每一個社群一位本國籍英語教師。

此外，教育主管機關應給予雙語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相關經費和補助；教育部宜考

慮增加雙語學科教師以及陪伴雙語學科教

師之英語教師之減課時數，而國內「沃土」

雙語教育模式可針對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社

群之成員組成、運作模式及其於雙語教學

之應用，以及雙語教師增能活動類型、活動

內容做更多的說明，增加該模式之實用性，

以使沃土模式更貼近於臺灣教育現場之真

實情況。

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改寫之碩士論

文篇名為：雙語教育推行之探討：以臺北市

一所雙語實驗課程國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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