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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摘要： 

李旻珊老師先從主題切入，說明將雙語教育與探究式教學(Inquiry-based 

Learning)並列主題之原因，是因考量到現今雙語政策的推行，希望能藉此幫助

於教學現場的老師，而李旻珊老師也為大家介紹新加坡目前的英語教學現況。

新加坡目前主要推行的英語教學即著重於探究教學(Inquiry-based 

Learning)，並強調“Teach Less, Learn More”(TLLM)，同時新加坡於 2015

年開始於學校體系就不使用制式英語課本，而是讓教師針對學生需求自行設計

課程。李旻珊老師接著進一步導入臺灣雙語教學的現況觀察，說明有許多老師

在尚未進行充分雙語教學培育前即已開始獨自於現場進行教學，並且英文科正

式教師或是代理教師多為雙語教學之先驅者；再者，許多學校學科教師與英語

教師缺乏足夠的雙語課程共備時間。此外，雙語教育推動上不同計畫間因缺乏

一固定主軸，故設計課程的格式及教學法等不同也為一問題所在。而學校內行

政支援及專業增能協助缺乏，以及外師擔任英語課外雙語課的學科教師也為現

階段雙語教學推動之觀察狀況。 

 



 

李旻珊老師接著以一些問題引導，首先為「理想中的雙語教室為何？」，以及

「政策推行的政府期望教師與學生達到的目標為何？」，與臺灣之雙語政策現

況連結比較。李老師強調推展雙語教學的目的應在於在英語課外增加學生接觸

英語的時間，以及提供學生在領域學科課堂上增加英語學習情境與使用英語的

機會。第三個問題探討實行雙語教學的總體首要目標，其主軸在增加學習者之

參與度、發展學習者在不同場域中使用內容語言整合學習(CLIL)之能力、讓學

習者得以建立自己為語言的擁有者之共識。在語言溝通方面，語言三角

(Language Triptych)可以協助教師界定出學生應學習之語言，但仍會因計畫執

行內容的不同而造成所界定出的語言知識範圍不盡相同。李旻珊老師也在此處

強調儘管如此，在內容語言整合學習(CLIL)教學模式中，讓學生最終能夠使用

其學習到的語言進行溝通表達應是共同的目標。許多教師常常忽略了學習者學

到了學科知識語言，但是卻無處使用此知識語言的缺失。學生不管是透過教師

的任務帶領或是活動設計，只要能適當透過情境融入，學生就能很好的將學科

知識語言與相關情境結合，從而了解如何使用語言。而如何適當創造語言使用

情境雖會根據不同的學科，教學法也不同，大致上透過活動與任務的安排，學

生也能成功將學習到的學科知識語言進行應用。 

 

 



 

 

第四個問題李旻珊老師為大家導讀探討在雙語教室中如何增進英語使用之情

境，並強調由學者 Do Coyle所提出的內容語言整合學習(CLIL) 4C 模型中認知

思考層面發展之重要性——學科教師如何讓學生投入知識，而非透過填鴨式注

入知識應是教師需深入思考的部分。而在教室內溝通互動的過程中，在課程初

發展輸入階段時，教師會給予內容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在課程進行

過程中，會使用輔助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及自發語言(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協助學習者的學習，而李旻珊老師也強調到了輸出知識階段

時，內容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應再次強調，以免課程進行到收尾階段

時內容語言過於發散。此外，課室語言(classroom language)的適當使用也可

以創造教室中的語言情境，有助於學生發展真實語境的溝通。在運用語言使用

情境協助學生的語言學習時，也須考量情境使用之目的，以及其溝通的技巧使

用，例如澄清、說服、想法表達等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幫助學習者。針

對國中小英語教學，國教署也提供了許多相關資源，包含課室英語手冊、建制

校園雙語環境實用手冊，以及全英語授課參考手冊等等……，李旻珊老師透過

課室英語海報的展示，強調教師在不同領域皆應具備的提問力以及營造擴增全

英語環境之重要性。 

 



 

 

 

 

最後，李旻珊老師再次回到探究式教學(Inquiry-based Learning)，並導讀了

關於雙語課程設計的步驟。第一步為課程內容的考量設計，透過許多問題作為

反思點，教師更能清楚知道如何從固定且單一的課本內容拓展至更廣更深的範

圍。第二步為連結內容與認知，第三步則是從語言溝通面向定義語言學習與使

用。李老師也強調在未來雙語教學展望上，除了希望能夠協助現場教師社群的

建立以共備課程外，也希望能在教師增能方面多一些助力，舉行工作坊等活動

協助教師發展雙語課程教學。 



 

 

 

王雅茵教授回應：透過旻珊老師將兩本書的內容以及教學現場的執行狀況進行

整理與分析，讓老師們獲益良多。 

簡靜雯教授回應：針對旻珊老師提到不被單一固定的課本內容所侷限，而能夠

拓展課程內容的部分，因為自己以前執行過不使用課本上台教學，也因此非常

能共感此部分。透過不使用課本進行教學，教師更能夠深入並全面了解所要教

學的範圍內容。教師可在先界定出欲教學的概念後，再與情境連結。 

高千惠老師回應：我們學校在一二年級實施不使用課本也已經三四年，但在現

場仍是有老師認為使用教科書是較為安全的選擇。 

蘇雅珍教授回應：透過老師的分享學到很多，尤其是分享內容中提到關於可使

用於跨領域溝通面向的句型，非常受用。 

鄭錦桂教授回應：透過今天的分享收獲許多，尤其是語用部分，強調語言學習

到後要能真正做到應用，並跟學習者的生活做連結非常值得深思。另外在不使

用教科書方面，不僅學生是知識的建構者，老師也是，也因此透過“Teach 



Less, Learn More”(TLLM)這句話，讓自己能反思教學歷程，從以前的輸入非

常多知識給學生，到現在給學生多一些時間思考與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