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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摘要： 

第二章介紹 CLIL課程內的不同，包含影響 CLIL課程的因素、規模及模組。再從臺灣

的 CLIL教學現況去作討論。簡報第一頁是章節大綱。 

 

第一節 Curricular variation in CLIL的重點如簡報所示，影響 CLIL課程的因素包含課程

準備、英語程度、課程教學時間、語言教學時機、課外學習及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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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課程準備—學科老師、英語老師及外師 

導讀者提到政府大量引進外師，並詢問身為師培老師的與會者有什麼看法？外師能與

學科老師共備雙語課程，學生對於外師的上課方式也有大大的興趣。但在準備雙語課

程時，學科老師、英語老師及外師都需要學習 CLIL的相關教學知識。 

 

討論問題：英語程度—雙語師資的英語程度需要 B2？ 

第二章作者們提到雙語師資是執行 CLIL重要的因素。導讀者也認為擔任雙語教師的意

願是臺灣推動雙語的重要因素，但是雙語師資資格反映在今年教甄報名人數上。目前

招募老師都是英語老師，會不會造成目前的老師都是英語老師為主的疑慮。學科老師

需要時間把英語能力或證照準備好，無法短時間到位。目前英語老師和學科老師共備

是發展雙語課程的可行方式。 

 

討論問題：課程教學時間—雙語課應該使用什麼課教學呢？ 

導讀者提出雙語自然課是該用自然課教學，又或者使用其他彈性課程時間教學。是教

師可以思考的問題。 

 

討論問題：評量方式—中文評量還是英語評量？ 

CLIL有學科和語言的學習雙重目標，但評量方式該以學科為主、語言為主還是該兩者

並重是需要討論的。導讀者提出兩種做法：第一，重要概念以中文評量，檔案評量以

英語為主。第二，同時使用中英文評量重要概念。 

 

第二節 Scales和第三節 Examples of curricular models 的重點如簡報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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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適合臺灣的教學模組為何？ 

此章節提到七到十二歲，也就是臺灣國小階段有三個 CLIL模式，為 A1、A2及 A3。

那適合臺灣的 CLIL教學有哪些呢？導讀者提出三種模式：中文為主英語為輔；中英皆

呈現，但中文筆試英文報告；以英文教學科，英文評量和中文評量。 

 

討論問題：學生對雙語體育課的學習態度普遍低落？ 

導讀者根據教學現場使用英語上體育課的觀察，發現學生學習態度普遍低落。與會者

也發現不少學生對於用英語上體育課興趣缺缺，但也有與會者提供正向例子，影響學

生在 CLIL學習的因素有很多，是教師需要去調整並學習的。 

 

CLIL教學實例分享： 

導讀者根據在 CLIL教學現場所觀察到的例子，提出和與會者一起討論。 

1. 英語老師用英語教導自然磁性的概念，教課前自然老師有使用中文講解。另一例

子為自然老師在雙語課程用中文引導學生做磁性實驗。英語老師和自然老師執行

CLIL課程方式有所不同。 

2. 音樂老師教授雙語音樂課程，這位音樂老師同時也是導師。但因為時間因素，無

法繼續擔任雙語老師。教學現場有許多優秀的雙語老師，但雙語師資不足仍是需

要解決的問題。 

3. 六年級學生設置不同雙語自然區域，分別教導三到五年級的學生自然概念。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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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用雙語去教導其他學生。 

 

結語：因為雙語教育在臺灣還是實驗階段，有許多不確定性。發展雙語課程同時，應

該反觀臺灣雙語政策的目標，討論出適合臺灣的教學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