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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藍圖

雙語教育白皮書
柯文哲宣布2026北市國中小100％全雙語
台北市長柯文哲任期最後一年，柯文哲今天宣布「台北
市雙語教育白皮書」，預計至2026年，台北市所有公立
國中小學、完全中學210校，將全轉型為雙語課程學校。
柯表示，台北市今年雙語學校將達79校占學校總數的38
％，預計未來4年將可推動到百分之百，除師資繼續引進、
培訓，教材也要編列，預計將花費15億元推動雙語教育。

2022-01-10 13:58 聯合報 / 記者林麗玉／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C%97%E5%B8%8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F%AF%E6%96%87%E5%93%B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B%99%E8%AA%9E%E6%95%99%E8%82%B2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4MzI=


攜手邁向雙語課程學校

★依師資條件辦理模式：單科全英語教學、中英
協同教學、主題式課程

★對象：全校、全年級、班群協同、單班單科。

★每周至少1節以英語教授融入領域之課程。國中融入課程

綜合、藝術

健體、數學

自然、社會

科技、主題式

國小融入課程

生活、綜合

健康、體育

美術、自然

社會、音樂



攜手邁向雙語課程學校

2校

•106學年度

6校

•107學年度

13校

•108學年度

28校

•109學年度

51校

•110學年度

79
校

南港區玉成國小
中山區中正國小
中正區忠孝國小
文山區興德國小
北投區文化國小
北投區清江國小
大同區延平國小
信義區永春國小
中山區北安國中
內湖區西湖國中
士林區至善國中
內湖區三民國中
大安區懷生國中
南港區誠正國中
中山區長安國中

士林區文昌國小
南港區東新國小
信義區永吉國小
文山區明道國小
中山區懷生國小
士林區格致國中
萬華區西門國小
松山區三民國小
大安區銘傳國小
內湖區潭美國小
中正區螢橋國小
中山區長安國小
中山區大佳國小

松山區民族國小、中山區濱江國小
中山區大直國小、中正區忠義國小
萬華區華江國小、萬華區老松國小
大同區雙蓮國小、大同區大同國小
大同區大龍國小、內湖區麗湖國小
文山區辛亥國小、文山區溪口國小
文山區萬福國小、士林區芝山國小
士林區雨農國小、士林區富安國小
信義區瑠公國中、內湖區內湖國中
文山區景興國中、文山區興福國中
士林區蘭雅國中、信義區信義國中
士林區福安國中

北投區逸仙國小、北投區北投國小
士林區劍潭國小、士林區平等國小
內湖區內湖國小、大同區太平國小
萬華區福星國小、萬華區雙園國小
大安區古亭國小、大安區公館國小
信義區興雅國小、南港區修德國小
南港區成德國小、南港區舊莊國小
文山區景興國小、文山區實踐國小
北投區新民國中、中山區新興國中
中山區五常國中、松山區民生國中
萬華區雙園國中、信義區永吉國中
松山區介壽國中、南港區成德國中
中山區大直高中（國中部）、
萬華區大理高中（國中部）、
南港區南港高中(國中部)
文山區實踐國中

國小52校
國中27校

111學年度

雙語學校達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xWU8m33s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xWU8m33sQ


報告大綱

一、雙語課程學校計畫的規劃

二、109學年度試辦外師入班成果

三、110-1正式實施雙語課程運作情形

四、雙語校園情境營造

五、議題/主題探究與雙語

六、結語（心得）



實施源起

一、國際教育亮點學校-國際教育課程發展與國際交流

二、自106學年度開始規劃外師入班與五國語言課後班

三、因應108新課綱規劃彈性學習課程「英繪國際」
「翻閱世界」「跨界閱讀」等跨域整合議題/主題/專題
探究課程。

四、承辦「國中小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畫」等方案。

五、社區家長支持 -- 實現英語學習生活化，提昇學生面對
未來所需的全球素養。



雙語實驗●暢行國際

為培養蘭雅學子擁有與世界接軌的國際素養與溝通能力，108學
年度我們成立雙語教師專業社群，並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到校指導，110學年度我們擴大雙語教師專業社群，邀請藝術、
健體、綜合、科技所有領域教師加入，逐步規劃雙語師資之增
能培訓，建置雙語學習情境。

期以參與雙語課程學校計畫，爭取更多的雙語資源挹注，發展
雙語特色教學，為未來雙語城市、雙語國家的發展盡我們最大
的努力！



實施目標
培養具備國際素養與國際移動力的未來公民

一、充實雙語師資人力與雙語學習資源

二、提升學生運用英語與自主學習能力

三、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文化理解尊重

四、增進學生國際素養與國際移動力



雙語課程理念與學校願景圖像



雙語課程教學模式與推動期程

雙語課程型態與教學模式
➢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雙語教學模式

➢ 分學年分年級從七年級開始規劃每週至少1/3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
課程進行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雙語教學模式，並輔以與英語教師共備
及外師協同教學，以兼顧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

推動期程
➢ 第一階段自110學年度起由7年級開始實施，逐年推展至112學年度達到三

個年級全面實施。



雙語實驗課程發展委員會架構

召集人

行政代表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家長會代表 外師社群 雙語承辦

雙語小組長社群

雙語教師社群

雙語課教學教師

教師會代表

專家顧問

執行秘書

校長

教授

教務主任

家長會長 教師會長雙語組長



執行規劃與社群發展(一)

【宣導試辦】：109年10月至110年8月
➢ 依據學校發展願景，擬定雙語課程發展計畫。

➢ 進行各領域教師意見交流溝通，建立雙語課程之推展共識。

➢ 確認試辦計畫方向並初擬雙語課程節數。

➢ 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計畫指導。

➢ 學校雙語情境規劃與建置。

試辦外師入班～



執行規劃與社群發展(二)

【課程教學滾動修正】：110年9月至111年7月
➢ 學期初辦理雙語課程家長說明會。

➢ 雙語教學教師社群對英語融入課程進行共同備課。

➢ 辦理雙語教學公開觀課。

➢ 辦理教師雙語教學增能研習，提升教師雙語教學與教材編輯的能力。
➢ 每學期定期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

➢ 辦理系列雙語教師增能工作坊



執行規劃與社群發展(三)

【標竿學習與分享精進】：110年11月至111年7月
➢ 規劃標竿學習參訪，汲取他校雙語教學規劃之亮點與經驗。

➢ 辦理跨校雙語教學座談，與其他雙語學校進行經驗分享交流。

➢ 針對實施雙語課程之班級親師生回饋調查，反思與檢討雙語教學策略。



教師專業社群增能培訓
九月 十一月

十月 十二月

成立雙語社群

擬定雙語課程發展方針

確認本校教師雙語增能研習內容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CLIL教案設計

多益英語測驗(聽力與閱讀)

一月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雙語教學共備、觀議課

多益英語測驗(口說)

雙語教學公開觀課

確認本學期工作坊時程 討論
第2學期規劃方向

第一學期

進行
第1學期執行檢討

CLIL教案設計

多益英語測驗(聽力與閱讀)

雙語教學公開觀課



教師專業社群增能培訓
二月 四月

三月 五月

雙語教學公開觀課

討論本學期
標竿學習地點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Ⅱ 

多益英語測驗(聽力與閱讀)

六月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Ⅲ 

多益英語測驗(口說)

辦理教師
雙語增能工作坊

雙語教學活動設計Ⅰ

多益英語測驗(口說)

雙語教學公開觀課

確認本學期
工作坊時程

進行
第2學期執行檢討

第二學期

七月

進行
雙語教學成果分享

辦理英語夏令營標竿學習參訪



預期效益

教師將英語融入領域教學，發展雙語教學校本特色課程與教學，打造
蘭雅雙語教學環境與氛圍，提升學科教學品質與成效。

提升學生雙語運用及溝通能力，透過學習遷移，發展多元智能，養成
自主學習力，拓展視野，增進國際素養與國際移動力。

整合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結合英語情境學習及國際教育，兼顧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學科學習成效，期能穩健轉型雙語課程學校。



實施成效評估

每學期末辦理雙語課程之班級學生問卷調查進行回饋意見整理與分析，
反思與檢討雙語教學之策略，提升學科教學與英語教學品質與成效。

將學生運用英語溝通與自主學習之成果落實於國際交流活動或國際教
育成果展，展現學生雙語學習成果。

每學期末實施雙語課程評鑑，兼顧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學科學習
成效，期能穩健轉型雙語課程學校。



109學年度-
試辦外師入班成果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召開
七年級家長代表說明會-
試辦外師入班協同教學

109/11/2、109/11/13
召開七年級家長說明會

參照家長建議編製雙語學習輔助教材

中師選定單元主題
外師編製輔助教材

學生使用學習輔助教材



外師入班共備

學科教師、英師和外師進行課程共備

學科教師、英師和外師
進行課程共備



編製雙語學習輔助教材

中師選定單元主題 外師編製輔助教材



編製雙語學習輔助教材

中師選定單元主題 外師編製輔助教材



編製雙語學習輔助教材

中師選定單元主題 外師編製輔助教材



外師入班協同雙語教學

童軍課 體育課 輔導活動課

聘請外師入班，於藝能科（非會考考科）實施外師入班協同雙語教學，
上課仍以中師為主，外師為輔，在課堂上增加學生聽、說英語的機會及
與外師互動的經驗，以兼顧學科學習及語言學習目標。



成立雙語課程核心小組

分小組進行雙語推動：
雙語情境組
雙語閱讀組
雙語觀課組
數位雙語組

各小組進行
討論交流



雙語教師持續增能

1.課室英語用書共備：「超過1000句實用教室英語之全英語教室」

2.外師入班協同教學課程：中師英師外師進行課程共備

3.各領域邀請外師於領域時間進行雙語增能研習

4.申請「110年雙語校園情境建置」、「110年度雙語課程推
動計畫」教師增能經費，營造數位雙語校園及雙語課堂。



邀請講師進行雙語教師增能

課室用語共備

講師指導體育課教學相關術語

講師和教師熱烈討論



營造雙語樂學的情境

家長會贊助禮物支持
聖誕節外師同樂活動

班級自主申請外
師介紹校犬小黑
皮(Little Happy)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召開
八年級家長代表說明會-擴大試辦

110/2/23召開八年級
試辦外師入班協同教學家長說明會

外師基本資料介紹



雙語教師增能培訓

中英師與外師
雙語增能共備

校園AR雙語
生態介紹



國際視訊交流

寒假(2/4)和日本須磨
學園進行視訊交流

分小組利用平
板電腦以英語
進行文化交流

蘭雅學生代表45人
須磨學生代表150人



110-1
正式實施雙語課程情形



110學年度雙語課程發展架構

學年度 110學年度

年級
課程

7年級

部定課程

英語 3

音樂 1

視藝 1

表藝 1

體育 2

健教 1

輔導 1

童軍 1

家政 1

生科 1

彈性學習課程 英繪國際 1

雙語總節數 14

學年
雙語課程

科目
節數 師資盤點

110
學年度

英語
英繪國際

4x14=56節

音樂
視藝
表藝

3x14=42節

體育
健教

3x14=42節

輔導
童軍
家政

3x14=42節

生科 1x14=14節

成立中英
外三師學
習社群，
持續精進
雙語課程
教學，提
升學生學
習學科與
英語的興
趣及成效。

七年級全年級實施雙語師資結構與規劃



110學年度雙語教師增能規劃

學年度 課程內容 時數

雙語教師增
能工作坊

課室常用英語 2小時

英語聽說增能 22小時

雙語教學策略 4小時

中外師共備 2節/週

公開授課 1次/人

CLIL教案設計 8小時

社群成果分享 8小時

總經費 上、下學期共40萬

110年校園雙語情境建置

經費規劃

校園標示雙語化 40000元

講座鐘點費等業務費 180000元

雙語情境佈置 60000元

雙語互動觸控大屏 460000元

總計 680000元

110學年度自聘外師-教學助理規劃

營造雙語
情境中心
（示意圖）

經費規劃
獎助津貼 交通

住宿 保險

其他 教材審查

總計 95萬元



英語能力增能

外聘Rebecca、Stephanie講師固定於周一16:00-18:00進行英語課程。



雙語教學概念增能

聘請臺師大羅美蘭教授進行雙語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講座



雙語教學課堂分享

由校內雙語教師分享實施雙語輔導的課堂心得



教師社群增能

由校內教師提出領域雙語教學需求進行增能 小組長會議



教師社群增能規劃



家長會辦理外師增聘說明會



外師基本資料介紹

進行共備會議討論



中英師與外師共備與課堂風景

外師、中師、英師共備

中師、外師合作教學



協同教學實施現況

音樂課

表演藝術課

視覺藝術課



協同教學實施現況

健康教育課

輔導課

童軍課



辦理雙語公開觀課

童軍科公開觀課



辦理雙語公開觀課

視覺藝術公開觀課



雙語補充教材編撰

Series 1

Series 2 Series 3



辦理雙語活動

臺北大縱走

金門金城國中交流



辦理雙語活動

聖誕節Christmas Greeting
聖誕節網美打卡牆



辦理雙語活動

聖誕節窗-體驗stencil spray

聖誕節答題抽抽樂



雙語校園情境營造
雙語推動必須環境建置為主

-林子斌教授



成立雙語推動小組

學校大門銜牌
標示雙語化

雙語校園情境建置

學校內部各單位
標示雙語化

公共服務場所
標示雙語化

校園雙語情境佈置

員工識別證、名片、職名牌、
臨時識別證雙語化

逐年編製各項
雙語化資訊

運用資訊科技，
提供導覽雙語化服務

廣播、告示、
電話語音說明雙語化

學校網站雙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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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各單位標示雙語化

各處室 辦公室



學校內部各單位標示雙語化

專科教室 各班班級牌



公共服務場所標示雙語化



公共服務場所標示雙語化



校園雙語情境佈置

教室廊柱雙語情境佈置



校園雙語情境佈置

國際交流藝文櫥窗 校園交通標誌雙語化



學校網站雙語化



學校網站雙語化



雙語情境布置
階梯英語

電影金句海報
英語諺語海報

大門牆面



雙語情境布置

雙語廊道-校犬雙語介紹 雙語專欄－雙語減塑課程



雙語情境布置

校內刊物建置雙語專
欄－課室英語介紹

校內刊物建置雙語專欄-
雙語填字遊戲



校園AR雙語情境建置

校園AR雙語生態介紹
(建置中)

蘭雅寶可夢展示片段



運用資訊科技，提供導覽雙語化服務

• 組訓雙語服務人員提供雙語導覽、諮詢服務。
校園導覽由同學組成雙語大使，負責接待外賓
並作雙語導覽。

• 建置數位雙語校園，增加親師生互動。透過大
屏相關設備(觸控型電子看板、大型互動觸控顯
示器)，不定時更換雙語數位學習內容，讓學生
學習更多不同的新知，並透過觸控功能進行互
動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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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主題探究與雙語
PART1

（雙語冬令營）



雙語冬令營-草山水道系統



雙語冬令營-草山水道的科學



雙語冬令營-草山水道的生態



雙語冬令營頒獎



議題/主題探究與雙語
PART2

（蘭雅國中vs日本須磨學園ONLINE）



須磨交流前課程培訓



日期:111年03月30日 線上視訊軟體：Zoom
參與學生人數：約150人
當天規劃日程表：

須磨學園 蘭雅國中

雙方校長致歡迎詞

分組主題介紹

日本學生介紹須磨學園 臺灣學生介紹蘭雅國中

日本學生介紹
兩位臺灣有名的人物

臺灣學生介紹
草山水道的文史、生態及科學

雙方學生分組視訊交流

須磨交流計畫



專題介紹培訓-校園介紹



草山水道生態草山水道科學 草山水道人文歷史

專題介紹培訓



111.03.30國際線上視訊交流



學生專題介紹



70組學生分組交流



國際交流合影

發表學生合影留念



結語（心得）
邁向雙語課程學校 教師是關鍵



雙語教育的模式-沃土（FERTILE）模式

• 全文刊載於中等教育季刊721期。

• 林子斌（2021）。建構臺灣「沃土」雙語模式：中等教育階
段的現狀與未來發展。中等教育季刊，721。

一、雙語教育推動需有彈性（Flexibility）

二、雙語推動必須以環境建置為主（Environment）

三、學校內的「角色典範（Role modeling）」效應

四、給予雙語教育的推動有充分之時間（Time）

五、課室教學的原則（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六、雙語教學時對學生學習之關照
（Learning needs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edinstruction）

七、雙語需要所有人的投入（Engaging stakeholders）

子斌老師
說前四點
是學校推
動時必須
把握的原
則與精神！

雙語課堂
中的策略
與技巧！

利益關係
人皆需投
入！



雙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色

◆ 雖然雙語教育的實踐主力落在學科教師

身上，但是雙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組成須有至少一位英語教師。

◆ 雙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學校教師專長

人數許可之情況下，最好是由領域相近

之學科教師組成。

◆ 外師、英師與中師的角色與定位。



雙語課堂實施成果分享

◆ 跟外師合作能給老師帶來許多成長，即使只是短短

的下課10分鐘，外師也很樂於共備並協助修正雙語

課程內容。

◆ 外師在輔助學習教材的編輯上，可以加入家鄉文化，

符合CLIL 4C中的文化（culture）

◆ 組員跟外師共備都很認真，會先將課程設計好，製

作英文版投影片，外師在入班上課時就會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

◆ 在課室英語的部分還是要努力加強，並持續建立開

口說英語的能力，外師在課程上也會分享他的專長，

例如：塗鴉設計。



How to Use a Foreign Teacher in Your Class
The “I go, you go” Method

The local teacher presents their material, and then asks the foreign teacher to 
present their material. After presenting, the foreign teacher hands the class back to 
the local teacher.

The “Cooperation” Method
The local teacher work side by side, and work together presenting the material, 
usually a PowerPoin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I present my material, you speak to the students individually or in 
groups while they work” Method

The local teacher presents their material and then will have students work 
individually or in groups. While the students are working, the foreign teacher will 
speak to the students one on one, or in groups.



Key Takeaways
Working with a foreign teacher will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t’s easy to work with a foreign teacher, even if you have little or no English 
ability yourself.

It’s a fun way to learn and practice English.

Having a foreign teacher in the classroom is great for cultural exchanges.



Partnership

⚫Local Teachers and Foreign Teachers are partners

⚫They share the same educational goals for their students

⚫They will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the bes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分享完畢
敬請指教

雙語國際幸福學校
蘭雅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