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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摘要： 

陳怡伶教授首先先介紹本篇研究之背景，並以自身思考跨語言如何實踐的

經驗來引出主題。本篇研究是在紐西蘭一名為獨木舟計畫的背景下進行，並且

是以太平洋族群中常見的獨木舟作為意象以凸顯跨語言之教學策略。1940年

代，許多太平洋島國族群開始移入至紐西蘭，而在此之後少數族群之語言也隨

著移入而消失。此後紐西蘭政府也開始注意到此現象，並同時引起語言引發身

份認同之討論。因紐西蘭為英語系國家，語言教學多採全英語教學 EMI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也因此長期忽略了少數族群的語言。此處怡

伶教授也將紐西蘭此現象連結到臺灣同樣是因為長期的主流使用華語，而導致

原民語及客語等其他少數族群語言逐漸式微。在如此的背景下，紐西蘭當局便

開始從學習的後設認知等各角度重新思考教學內容，並考慮如何讓學生能夠將

所學連結至原生生長背景，同時以既有的技能遷移到其他學習領域。 

 



 

本篇論文接著說明有關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的基礎背景，並提出

語言間五種可遷移的模式，其中包括概念性、後設認知及元語言策略、語用觀

點、特定語言元素，以及語音意識。回到此篇研究主題，紐西蘭政府在注意到

少數族群語言被忽略之現象後，便制定了計畫(MoE Project)。在此計畫中，與

台灣教師在雙語政策下必須充分了解英語使用相關內容不同，紐西蘭教師必須

去了解太平洋島國少數族群之語言使用背景等等……，以協助學習者之語言學

習。 

 

 

陳怡伶教授接著為大家導讀本研究主題獨木舟計畫之主要推行面向，並提

到本篇所討論的兩個案例皆為本計畫中關於應用多媒體及其他輔具進行教學。

本計畫執行時除了教師外，家長也為推動協助學生學習一重要因素，而教師在

過程中亦會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以多模態文本方式訴說經驗進行實踐。而本計

畫參與者之一的教師群，在計畫開始前皆接受過紐西蘭教育部之專業培育；共

有七間學校參與本計畫。而在資料蒐集上，除了透過課室觀察以錄音檔等方式

蒐集教師回饋以了解教學情況，同時也會以訪問教師進行資料蒐集。研究問題

方面有四，包括了解在進行此雙語教學時對課室教師的影響為何、進行雙語教



學時對學生的影響為何、進行此教學方式是否為有效幫助學生學習，以及教師

是如何整合跨語言能力。本篇論文接著便以兩案例進行探究。一案例為口說方

面之探討，另一案例則著重於寫作方面，而此寫作案例主要以多模態進行，也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學習者被鼓勵以數位方式進行寫作表達。在第一案例說明當

中，也節錄了計畫實施時教師與學習者的對話，以帶出教師如何用跨語言實踐

作為教學工具鼓勵學生表達以促進目標語學習。在此處陳怡伶教授也將本研究

教師與學生間對話連結至台灣的雙語教育，並強調教師透過以身作則告訴學生

自己也還在學習、學習是終身之事等概念能幫助學生共感並強化學生的學習概

念。第二案例為針對寫作為主進行教學，研究計畫在此案例中選定教材時是以

學生所熟知的故事為讀本，並讓學生以藝術視角重塑自己文化背景裡熟悉的故

事，以學習、創作、分享三階段來進行寫作教學。 

 

 

 



 

而最後本篇研究作者也總結了幾點，其中主要包含教師善用語言作為互動

工具，在多媒體環境空間中進行教學是對此計畫成功帶來深遠的影響。而教師

透過善用學生原生背景之語言及英語連結，更能夠成功讓學生從自己的文化及

身份認同出發幫助學習，並從而達到跨文化、跨語言的實踐。陳怡伶教授接著

導讀此篇研究之反思中，研究者希望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目標語英語以及自己

的族語是平行存在的，因此才會以獨木舟作為本計畫之意象呈現；陳教授將其

連結至台灣推行雙語政策之現況，透過紐西蘭此計畫幾個面向，包括關於少數

族裔身份認同、全英環境使用雙語幫助母語非英語者、雙語教師培訓、親師關

係建立、跨語言教學策略與多模態教學應用，以及尊重多元和包容弱勢族群語

言文化等，與台灣推行雙語政策現況進行比較以反思如何修正推行。 

 

 

王雅茵教授回應：雖然此研究執行的地點紐西蘭所推行的雙語和台灣的雙語為

不同面向，但仍有我們可以思考和借鏡的地方。 

周秋惠教授回應：教師其實在每堂課裡也都可以像此研究一樣去找出學生在各

方面的先備知識或是與自身生長文化背景相關的知識，以協助學生學習。若是

認知方面的需求少一些，那就可以讓學生多學一些語言知識；相反的，若是課



程需要的認知層次較高，就相對將語言知識調整為基本表面的程度，如此也才

能引發學生的高階思考。 

林佳慧教授回應：今天怡伶教授的分享讓我對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有

更深的認識。而在此計畫中將數位工具融入的做法，也可以更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