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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 
師培社群讀書會記錄：第二場 

 
共同閱讀圖書：Beyond CLIL: Pluriliteracies Teaching for Deeper Learning 

作者： Coyle, D., & Meyer, O. (2021) 

出版社：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閱讀章節： 第二章：Problematising CLIL: Bringing the Outside In and Inside Out 

 
第二章導讀者：楊志堅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馬梓育老師  健行國小 

讀書會成員：  

北： 臺北市立大學鄭錦桂教授、清華大學周秋惠教授、簡靜雯教授、 

中： 臺中教育大學王雅茵教授、洪月女教授、范莎惠教授、陳怡安教授、胡文綺

教授、楊志堅教授、靜宜大學陳怡伶教授、丁玟瑛教授、 

文心國小高千惠老師、健行國小馬梓育老師、 

南： 南臺科技大學蘇雅珍教授、文藻外語大學周宜佳教授、 

東： 東華大學嚴愛群教授 

讀書會記錄：（計畫工讀助理）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生謝淑方 

 
讀書會摘要： 

前半段的導讀會著重在 critical reading。 

 

楊教授先解釋 problematization，因楊教授的專業知識領域不同，因此特別強調

defamiliarization of common sense，也是 Coyle 在書中強調的 critical thinking 和

pedagogical dialogue。接下來導讀會從書中的 17 頁和 18 頁來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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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學者 Lin 於 2016 的文獻中提到課程不連貫的問題，Coyle 也在書中提到如何解

決。CLIL 其中一個功能便是要解決課程不連貫的問題。 

 

Dalton-Puffer 在 2011 的文章中探討語言的本質。有些人認為英語是講文法，而沒有內

容。 

 

Halliday 在 1993 年的文章中認為過去是為了教語言而教語言，而造成所學跟現實有距

離。Coyle 也有提到這個現象，因此呼應從過去到現在的問題。Biesta 在 2015 中的文

章，黃底的部分是 Coyle 在書中引述的，楊教授根據前後文找出其重點。Biesta 發現教

育是一種控制的狀態，教育和政治有些關聯。楊教授認為紅底部分也很重要，但書中

尚未提到，他認為教育是學習者要主動學習的。若不斷將 CLIL 模組化，我們需要思考

是不是災難的開始。我們應該反思使用 CLIL 的目的，也需要注意教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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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的部分是 Coyle 在書中所摘錄 Lambert 在 2015 所提出的文章。CLIL 不會是一成不

變的，我們應注意課程設計的樣貌。 

 

這一章使用楊教授剛提到的三位學者的文章，作為探討的依據。這一章節的概念在上

一本書中已經有所介紹，這本書會有多一點的補充。 

 

這一節的最後，Coyle引述 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對話作為結尾。這個結尾統整整

個章節的重點，強調我們的教學應該如何教，要教什麼是老師在設計課程時需要注意

的重點。2.1討論 4C的重點，並做整合。回到 Lin在 2014年的文章，他找了香港有關

自然科核能的題目，卻發現教科書沒有相對應的答案。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可以根據 4C

架構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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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要是講教育的重點應放在哪裡，已不再是左邊的學科導向，而是由老師和學生共

同討論。2.3和上本書中提到的內容相似，在這邊就快速的帶過。文化的部分分為

macro和 micro，這本書也多了許多細節上的補充。 

 

Language of learning 和 for learning和前一本書的定義大致相同。重點可以放在

through learning，是學習者用來表達所學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最後則是 theories of disruptive practice，這一章節試著回應這幾個核心面向。教

學已從 this is what we do昇華到 this is what we are exploring together。CLIL

已經不是運用在第二語言的學習，也可運用在其他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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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桂教授分享：回應先前雙語和 CLIL劃上等號的問題。大部分研習會覺得 CLIL比

較適合臺灣，不論是雙語還是多語都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因此 CLIL不等同於雙語。如

同楊教授提到 CLIL是否會變得過於模組化，4C2++在初期可以提供一個初步的架構，

但也不能因此被侷限住，臺灣應走出自己的模式。臺灣應去探索並找出適合自己的方

式。 

陳怡伶教授分享：透過先前在職老師雙語學分班的培訓，也了解到老師也常在學科跟

語言的比例中做取捨。目前尚未探討到評量，老師會不太確定要檢核學科還是語言。

透過今天的分享，也更清楚學科和語言中該如何衡量。目前大家也慢慢的更清楚雙語

教育的內容，CLIL可以幫助老師在雙語教育的了解有所幫助。這也是我們目前正在探

索的，希望能找出適合臺灣的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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