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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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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共同閱讀圖書：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作者： Coyle, D., Hood, P., Marsh, D. (2010) 

出版社：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閱讀章節： 第一章：A window on CLIL 

 

第一章導讀者：陳怡安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讀書會成員：  

北： 臺北市立大學鄭錦桂教授、臺北教育大學簡雅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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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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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大學張淑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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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是全書的概念，基本上 CLIL的概念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有些概念就很快帶過，

再從大家有興趣的主題去作討論。簡報第一頁是章節大綱。 

 

第一節 Definition of CLIL的重點如簡報所示，CLIL為兼顧學科和語言雙重目標的教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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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雙語教學現場是否有使用學科領域相關的教學法？ 

第一章作者們主張 CLIL的理念為學科和語言並重，學科和語言同等重要。但目前的教

學現場 CLIL還是偏向語言教學，跟上述理念有所出入。與會老師回覆因為目前大多數

雙語課程還是由英語相關系所所設計，現場教學看到的還是偏向英語教學為主。 

 

第二節 Development of CLIL、第三節 Driving Forces behind、第四節 CLIL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第五節 CLIL and Teaching Profession 的重點如簡報所示。 

 

 

 

導讀者根據本書所提出採用 CLIL的三大項原因（如以下簡報），來探討臺灣為何要使

用 C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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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CLIL是否可以幫助學生發展高層次的認知思考？ 

第一章作者們提到 CLIL可以發展學生高層次的認知思考。但根據導讀者在教學現場的

觀察，英語老師在學科知識方面沒有辦法深入學科教學，大多數還是注重 drill。學科

老師也因為融入英語教學，也將學科知識簡化。與會老師回覆目前現場老師還是以語

言知識為主，需慢慢導正將英語視為溝通語言，語言是用來思考、溝通以及分類。語

言需要根據學生現有基礎再往上增加。課堂中應該用生活化語言取代學術專有名詞。 

 

 

 

討論問題：CLIL是否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根據與會老師的討論，影響學生動機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授課老師角色、課程涵蓋內

容多寡、不同科目不同活動、學生原本的英語程度。 

 

討論問題：提升 CLIL教材的真實性是否能幫助學生學習？ 

作者們提到當學生學的和他們日常生活有關，學生便能更自然地習得語言。這個觀點

可幫助 CLIL老師在準備課程時，提供一些想法。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未能進一步討

論，就提供問題留待思考、未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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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目前教學現場，英語老師強調語言正確

性，學科老師強調學科知識。若要更近一

步規劃雙語課綱或課程，老師們需要拋棄

舊有的思考或教學模式，接受新的整合式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