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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教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遵循行政院指示，提升國人英語力為策略主軸，

經跨部會研商後，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行政院，2018)，以

教育面向而言，2019 年教育部隨即召集各師培大學院校，各縣市政府亦積極

投入雙語教學，提升國際素養力。然而以教學現場而言，108 新課綱的適應、

教師語言能力不足、英語科任教師在學科教學能力未成熟之際，轉而擔任雙語

學科教師。以雙語體育教學而言，學生有可能因為雙語課程的實施，而降低在

體育課程中應該學會的動作技能與知識，也可能造成身體活動量降低而減少健

康效益，更有家長投書雙語政策會讓學生學科能力降低、英語比率過高的教學

讓學生聽不懂課程內容、中英夾雜式的語句讓教學品質降低，應該學習的動

作技能，雙語體育課中卻把重點放在英語口說，讓學生覺得不是在上原本學

生喜愛的體育課，而像是在上英語課。教育部先前於 5 月 19 日發函地方政府

各級學校說明「教師運用英語文教授領域 / 科目知識時，英語文用法應正確及

雙語體育課程教材資源選用與語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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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避免同一句子同時夾雜國語文 / 英語文，以建立學生正確的英語溝通句

型，北市府教育局亦於 9 月 7 日發函北市雙語推動學校中說明，「授課前應掌

握各年段與不同班級學生英語文能力，並據以設計適宜語言鷹架；且教學內容

應服膺各領域 / 科目之核心素養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現場雙語教學現象

及政令宣達皆呈現教學現場教師對雙語教學概念與方法的不足，政令雖強調學

科核心概念以國語文說明為主，但雙語教學以學科為導向經時間的累積與經驗

的堆疊後，勢必會使用到學科單字與用語 EAL(English as Academic language 

vocabulary)，依此情況，學科語言單字會超出教育部英語文參考詞彙表以及歐

洲共同語文參考詞彙表 CEFR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所列的語言單字，不同學科中亦有各式的學科專業用語，學生在語言上的認知

負荷如沒有適切的引導，不難想像學生的學科能力降低，教師的教學進度亦很

難跟上既定的課程計畫。

本文即透過語言學習方法及提供體育課程中的教學特性，以現有的雙語教

材資源與人工智慧分析系統，讓雙語體育課程能搭載新課綱，以任務導向來設

定目標語言來深化語言學習，運用學科提升語言能力，達到學生更有國際素養

力的願景。

雙語體育教材資源選用

一、 雙語體育教材資源

自國家發展宣布於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的目標，各校師培大學經由教育

部補助成立雙語教學研究中，各校雙語中心皆積極戮力討論及研發以學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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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之雙語體育教學資源，在健體領域中，體育科亦有諸位先進學者相繼完成雙

語教學專書，提供雙語體育教學策略，其包含「運動百靈果」作者陳錦芬與楊

啟文 (2022)、「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 Painless Bilingual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作者程峻 (2021)、「雙語體育教學參考指南 Teaching Guidelin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作者孫佳婷 (2020) 等 ......，雙語體育相關教學資源內容由

臺師大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 運動應用英語 ( 學生手冊 )、運動應用英語 ( 教師手

冊 ) 整理彙編；北市大雙語中心亦刻正召集雙語健體領域現場教師、專家學者，

以主題式體育教學，編撰雙語教學資源手冊，以提供現場教學資源與教學材料，

亦藉由教學資源手冊，培育職前雙語教師，具備雙語教學能力。關於課室語言

與情境教學英語文的使用，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出版國中小常用課室英

語參考手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發行的國中小校園情境化資源手冊，都是在

進行與教學時提供雙語教師參考的實用工具書，各縣市亦積極發展在地化雙語

特色課程，如新北市政府亦推行「偏鄉特色雙語實驗課程計畫」，與國際接軌

的同時能認識本土文化，更能使用語言接軌國際，提高在地文化的國際能見度，

為既有在地民情與風土特色注入新的契機 ( 吳國誠、劉述懿，2021)。

二、臺北市自編 CLIL 雙語體育教材資源

為發展符合在地情境的教學方法與教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於 2019 年

委託臺北市立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研發雙語教材，並以學科導向，考量學科

與語言整合學習 (CLIL) 取向，以學生為中心設計教學活動的在地文化情境脈

絡教材，並連結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搭建素養導向雙語教材，結合第二語

言學習與學科內容，培育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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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材以 109 新課綱學習重點發展之面向從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七年

級，共計 20 冊的體育單元主題式教學，其教材內容規劃皆考量新課綱不同學

習階段的學習重點來進行，亦是選取中小學體育課程中常見的教學主題，如

基礎性動作能力 (fundamental movement)、跑、跳、擲技能、接力、體適能，

陣地攻守中的躲避球、樂樂棒球、持拍類運動的網球，操作性 (manipulated) 

持拍運動、民俗體育中的跳繩、竹竿舞、扯鈴等…，涵蓋健體領域第一～四

學習階段的中小學體育主題學習重點課程，並以節次呈現方式的雙語教材在

各校發展雙語課程於課程設計與共備時，是非常好的輔助參考資源。教材中

提供課室語言、學科語言，動作技術指導語，語言學習策略中亦提供如多模

態 (multimodality)、鷹架 (Scaffolding)、教學步驟語 (procedural text)、學習單 

(working sheet) 等…，都能在進行體育主題課程教學前或教學中做為參考，搭

配學生能力來調配語言使用比率，透過肢體動作、器械操作、情感與情緒來連

結語言學習，利用生活情境，深化語言學習效益。北市雙語教材採用學科與語

言整合學習 (CLIL) 取向，考量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各階段學習重點、 

跨領域教育議題以及素養導向精神，連結在地文化情境脈絡，思考學習歷程運

用實作探究知識，將知識化為能力。從英語為科學與邏輯實驗設計的主要使用

語言的面相來說，藉由英語能讓學科的學習與成就向外擴展，透過語言的運用

與轉換更進一步認識自已所擁有的文化特色，從在地化雙語課程，向外國人士

介紹臺灣特有種的生物多樣性、表演民俗體育運動以及藝術創作 ( 劉述懿、吳

國誠，2021；吳國誠、劉述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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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體育目標學習語言設定

一、教育部英文參考詞彙表與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EFR

在語文領域 - 英語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說明了國小畢業生

要能聽、說、讀 300 個字詞，並拼寫 180 個字詞；國民中學畢業時，學生應

學會 1200 個字詞，並應用於聽、說、讀、寫的日常溝通中。本文利用中華民

國師資培育與教育學會與冠呈文教機構所開發的「博學網 AI 學習系統」分析

字詞，在這 1200 個字詞中，接近百分之 78％ 的單字落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標準 CEFR 中的 A1 及 A2 的基本範圍中，接近百分之 15％ 的單字落於 B1 及 

B2 的基本範圍中，不到 1％ 的單字落於的 C1 及 C2 範圍 ( 其餘有 7％ 的未列

於教育部及 CEFR 的單字 )，由此可見在 CEFR 中，A1 到 A2 間的單字程度，

較符合目前臺灣國中、小的學生 ( 圖 1)

體育科五年級下學期的教材分析 ( 圖 2)，總數 498 個字詞中，接近百分之 

64％的單字落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CEFR 中的 A1 及 A2 的基本範圍中，

接近百分之 28％ 的單字落於的 B1 及 B2 的範圍中，接近 3％ 的單字落於的 

C1 及 C2 範圍 ( 其餘有接近 7％ 的未列表單字 )。相較於英語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所提供的單字，B1 及 B2 範圍中的字彙明顯高出不少。

從分析結果發現，體育科五年級下學期的教材，教學內容雖符合健體 12

年國教的內容，但以學科導向為主的雙語教學，在語言學習內容超過了國中、

小英語學習程度，尤以學科為主的單字字詞。然而，此結果並不同等於課堂中

學生會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而是執行雙語體育的老師需留意，在以學科導向

的雙語教學過程中，可能會有程度太高的艱澀字詞出現，因此，在選擇語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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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英語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 1200 字詞分析在 CEFR 所佔比率

註：圖中所分析單字總數 1172 個字，原應為 1200 個單字但未滿原因為複合單字如 post 

office, senior high schoo⋯等複合單字被單一拆解分析，故分析單字少於 1200 個字

圖 2　臺北市自編雙語體育科五下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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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型中應注意並考量學生英語程度，避免加重其學習認知負荷 (cognitive 

load)，亦可思考本文中所提出的語言與身體活動連結的策略來引導與強化語言

學習，讓學生在學科導向的雙語課程中，不受英語學習的設定範圍所限制，學

到面向更廣的單字，同時搭配體育的課堂情境以及表現任務 (performance task) 

操作，讓學生成功學習到學科及語言的整合知識絕非難事。

而雙語教師在挑選目標單字及句型的過程中，亦可考量單字三層模型 

(Three tier model) (Beck、McKeown and Kucan, 2002) 的方法來篩選適合學生

使用的字詞，在三層模型中， Beck 等人針對不同類型的專業詞彙進行了區分。

第一層為基本字詞且通常沒有多重含義，第二層為高使用頻率字詞，且常在不

同領域出現，第三層為低使用頻率且領域明確之字詞。由此看來，雙語課堂教

授的單字如果能符合高使用頻率，且常在不同的領域出現、使用，那這樣的字

詞便符合三層模型中的第二層級。第二層單字是高頻且實用的跨領域 ( 課程 ) 

字詞，可以與第一級基本單字併入，它們的使用有助於降低認知需求並促進不

同教育環境中的語言遷移 (Claney & Hruska，2005)。建議老師們可以從這個

角度去思考，並選出搭配學科內容又搭配生活情境的字詞。

二、學群共備：學科教師與英語教師 / 外師共備

為推動 2030 雙語國家政策，教育部自 110 年起擴增外籍英語教學人力，

補助各地方政府所轄國民中小學校引進 300 名外籍英語教學人員，除協助營

造孩子英語口說環境，更提升中師英語教學知能 ( 教育部，2020)。這能看出

政府推動雙語的努力以及決心，但第一線的教師如何與其配合，為最重要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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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外師的情況下，雙語備課常借用英語老師的專業。雙語課程剛開

始，尚未精準拿捏學生的英語程度，為避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英文老師常會

參與課前的共備、討論，借用其對英語學習階段的了解，協助雙語老師選擇合

適的字詞，減少雙語老師的盲點。但英語老師也非萬能，必須和學科老師討論，

甚至實際學習、理解該學科的教學目標，才能真正給予協助。這樣的過程也大

大的增加了英語老師的負荷，除了自己的備課教學、學校事務協助，現在再加

上雙語共備，需注意英語老師在教學上的承載是否過大。

而外師最大的優點為其語言能力，就算不是自身專業，外師也較能夠從茫

茫的海量資訊中，篩選出正確屬於該學科的用語。與外師共備的方式，建議應

不同於本國英語老師，在外師對於我國文化、學習習慣都還不了解的情況下，

建議雙語老師直接設定該課堂的學習目標、教學步驟，讓外師可以直接從語言

下手，達到最有效的共備，時間久了彼此慢慢有默契，外師也了解教學現場情

況後，便可進一步加入討論進而協同教學。這樣的步調或許看起來過於保守，

但在以學科為導向的雙語學習中，應以學科老師主、語言老師為輔，學科老師

經年累月的專業背景，教學過程能夠引導學生的深度以及廣度，絕非他領域師

資可輕易提供的。因此，為保障學生學科本質的學習， 切勿隨意讓外師直接

領導課程，應將外師定位於語言協助而非課堂領導之主要教師。

三、AI 智能人工智能語言教學與學習輔助系統

從 2019 年年底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推動了臺灣線上學習，並利用電子

裝置作為學習媒介，老師除了使用電子設備作為教學的工具之外，更能善用多

元媒體以及軟體做課前備課；學生也使用電腦錄影錄音、剪輯影片、繳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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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只要透過網路與運算系統就能不受時空限制與世界接軌學習，線上

教學與學習快速便利，不管對於學生或是老師來說 ，都提升了教與學的便捷

性，讓兩者都更能掌握自己的步調。

目前的雙語教學，許多學校操作方式皆由學科老師以及英語老師共備課

程，甚至組成跨域社團共備小組，確保課堂中的學科及語言兩者兼顧。但作為

主科之一的英語，可能會越來越吃不消。其實執行過雙語教學的雙語教師，已

有基本概念，也在教學相長的過程當中，除了交給了孩子學科知識、語言溝通

技巧之外，在共備過程當中自己也一定收穫了不少，這時，便可將繁重的挑選

合適字詞任務，交由 AI 來分擔。

博學網 AI 智能語言教學與學習輔助系統 (http://www.superteacher.com.

tw)，系統中除了提供不同學習階段的字彙及閱讀的練習之外，更提供了文章

分析功能。學習者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學習，內容可以從報紙、雜誌甚

至明星發文，都能拿來翻譯學習，讓學習跳脫課本更連接時下。其中，分析系

統還可以檢視英語文本的難易度，此功能可提供雙語教師自我檢核語言難易

度，如果預設字彙難度太高，系統會提供同義字的選擇，協助教師下修英語字

彙難易度，同時不偏離教學目標。 

除了翻譯自學、文本分析之外，博學網也提供口說練習，能幫助使用者達

成口說技能的精進，避免紙上談兵、缺乏溝通的實戰能力。這樣的口說練習平

台，對於現今面臨雙語教育的學科老師來說可以說是一大助力， 除了可以練

習自己的發音之外，更能在無形中增加教學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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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體育課程的連結 - 任務導向 task-based oriented 
approach 設計

前開內容介紹以學科導向為主的新課綱課程架構，並且經由教師學群共

備、AI 智能系統的語言分析與萃取後，接著希望學生能深化語言學習，在雙

語體育課程中，雙語體育教師可運用身體活動特性，在操作動作當中，同時學

會語言意涵，以任務導向為主，考量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得以讓學生

做中學，透過用語與身體操作情境，深化語言與技能知識學習。

一、任務取向的語言與身體活動教學設計

教學活動設計中，給予任務 (task) 之目的在於有意義、真實情境連結，且

有一個目標需要完成、最後評估活動的結果 (Skehan, 1998); 在雙語體育課程

的任務取向 (task-based approach) 即是一種深化提取的有效方法，透過互動交

流的語言使用，能幫助學科內容理解和習得語言 (Fazio et al., 2018)。

雙語體育教學中，教師可以透過模仿取向 (imitative approach) 搭建語

言學習目標， 如同 Clements and Schneider (2017) 所言，當學生開始模仿 

(immitative) 時，亦即學生開始理解 , 因此建立具體事務與語言符號的連結，

來強化第二語言的學習，在身體活動的課程中是實際可行且有效的應用與教

學策略。學習中的提取 (study-phase retrieval) 使學生回憶過程中信息的相關

性與連結性，增強學習者的記憶，幫助學習者好的長期保留效益 (long-term 

retention) (Goossens et al., 2014; Lee et al., 2012) 。而模仿過程中，即是一種

有效的深化提取 (elaborated retrieval) 方式之一，深化提取能幫助孩童語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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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學習 (Goossens et al., 2014)，模仿的教學能活化認知系統中工作記憶的訊

息內容，來內化語言訊息，所設定的語言目標與真實情境與舊經驗連結，降低

語言學習的認知負荷，進而發展第二語言。因此，發展雙語體育課程，可以任

務取向 (task-based approach) 為導向，透過小組互動與動作操作的語言交流使

用，透過情境任務，語言學習不僅僅是把語言當作單純的符號，而是使其產生

交流互動的意義，當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進行協作式問題解決或發現式學習時，

語言技能、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會得到同步發展 (Thomas & Collier, 2002)。

雙語體育課程中，讓語言學習透過任務取向中的動作操作與技術練習而習

得，以表現任務 (performance task) 來進行實際操作，教師可建立情境化的互

動環境來搭配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學習，例如傳球 pass the ball，傳遞接

力棒 pass the baton，來理解 pass 的動作意涵，藉由實作讓語言與動作產生連

結，接著進一步讓將所設定的單字延伸至可用的句子，例如體育課程中常使用

的語體 (genre) 為祈使句 (imperative sentence)，也就是體育課程中教師及學生

經常使用動詞 (V) 開頭的祈使句或命令句來進行動作操作，如 pass  the ball，

pass the ball faster，pass the ball forward/upward，透過 V+ Noun/Adv/Adj 的

簡短目標句型方式來進行動作操作與語言理解與學習，當選定目標字詞 (key 

words) 與目標句型 (key sentence patterns) 時，單元活動教學內容中，透過教

學流程的設定、動作的引導、加深印象、分組反覆操作練習，協助學生在母語

及英文之間的轉換，使學生在每一個體育教學主題下，成為語言的使用者，從

操作過程中，發展第二語言能力及動作技能知識，達到 dual-focused 的教學目

標。再者，學生對於第二語言的應用可延伸到真實生活情境，如給與智能手機

或電腦簡單的指令 play a song、change the color 等指令式的祈使句，讓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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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在生活中應用。

二、以學習者中心 (student-center) 讓學生有產出式口說練習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雙語體育課程是一種在課程中學生有更多自主決定

的機會來進行自我設計 (learner-designed individual program style) 與自發性

(learner-initiated style) 或自我教學 (self- teaching style) 的課程進行方式，透

過教師的任務取向設定，教學過程中，學生主動參與，教師居次引導，讓學

生有充分的自主權來探索動作的精熟與發展 (Tomporowski et al., 2015; 吳國

誠 & 鄭子翊 , 2022)，而第二語言的學習，可以藉由情境化的合作環境，透過

Mosston and Ashworth (2008) 在體育教學中所提，動作的探索可以利用間接引

導 (non-directive) 與探索 (discovery) 方式，讓學生在體育課程中提供時間與空

間給學生探究新點子、遊戲規則及動作形式 (movement pattern)，來執行動作

技能，也搭配目標語言來操作 (Coral, 2013)，讓第二語言的學習，有真實情境

的連結。

例如，在進行籃球傳球動作技能時，教師引導胸前傳球 (chest pass)、過頂

傳球 (overhead pass) 與地板傳球 (bounce pass) 動作要領後，教師給與學生小

組任務操作動作，並且指定一位同學進行第二語言的動作指令的口說產出，以

學習者中心的方式，讓學生有自主決定的機會，選擇其中一個動作指令 chest 

pass、overhead pass 或 bounce pass 來進行口說練習，而另外兩位或三位同學

則聽聞動作指令，來進行動作的操作練習，語言的學習，如能在學習過程中提

供相關性的連結，學習過程中的提取 (study-phase retrieval) 可增強時序記憶，

幫助保留效益 (long-term retention) (Goossens et al., 2014; Lee et al., 2012)。



023學校體育　2023‧08

任務取向 (task-based approach) 在雙語體育是施行身體活動課程與學習語

言的一種深化提取，體育課的情境，能夠有學生交流的語言使用，透過身體肢

段語、動作操作，來理解抽象語言與語句時態，幫助學生語言習得。

三、透過多語言刺激與身體活動發展素養能力

多語言的學習不僅止於文化交流與國際溝通，也幫助認知執行功能中負

責創意表現的認知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以臺灣學童為研究對象，針

對多元文化家庭中的新住民與單一文化家庭在認知能力表現中的相關研究表

示，多元文化家庭 (mulita culture family) 的孩童在認知能力測驗中創意表

現 (creativity) 與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表現優於單一文化 (mono culture 

family) 語言刺激的學童 (Chang et al., 2014)；一樣探討第二語言學習，比較

在國外學習、同樣有外語刺激的研究中發現，有外語刺激的學生顯示在認知

執行功能中認知彈性的創意思考 (creative thinking) 表現優於單一語言環境的

學生 (Lee et al., 2012)。如同身體活動能帶給成長發展中學生認知發展能力 

(Marchetti et al., 2015; Pesce et al., 2019; Tomporowski et al., 2015)，多語言環

境的刺激同樣能帶給學生認知執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的益處，透過第二

語言學習與身體活動是提升學生素養能力的教學策略，雖第二語言的環境建置

與使用環境尚未成熟，但雙語體育教師可以創建學生使用情境與環境，也幫助

學生素養能力發展，適應瞬息萬變的未來。

結語

雙語體育教材教學資源與網路 AI 技術的輔助，在雙語體育教學與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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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相對充分，而透過適切搭載教學策略，能強化學生第二語言學習。雙

語體育教師於執行雙語體育教學時，可參考現有的教學資源與教材，搜尋適切

主題來設置符合學生語言能力程度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在體育課程中增加語用

情境，使活動中有語言的交流和互動，並且透過體育課程的特性與體育用語的

結合，可以縮減抽象語言符號上的距離，深化語言學習，進而透過雙語課程的

建置與積累，提升次世代教師與學生的國際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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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體育科五下教材分析後舉例說明 

編號 單字 中譯 CEFR 學習單元 

1 balance 平衡，均衡 B2 武術 

2 muscle 肌肉 B2 拳擊有氧 

3 bounce 彈起 B2 拳擊有氧 

4 splash 潑水 B2 游泳 

5 paddle 船槳 Unlisted 游泳 

6 extension 擴大；延長；分機 B2 游泳 

7 strengthen 增強；使鞏固 B2 武術 

8 rhythm 韻律；節奏 B2 游泳 

9 horizontal 水平的 C1 武術 

10 coordination 協調性 unlisted 拳擊有氧 

註：編號一到五為學生能理解，面向更廣可學習之單字範例；編號六到十為較難理解，難度

高、需調整之單字範例。資料來源：臺北市雙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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