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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院於107年通過「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2030年

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為目標。因此，在學校端實施雙語教育以

接軌國際與厚植國際競爭力。Baker (2001) 指出雙語教育是使用

超過一種語言甚至是包括兩種語言以上的教育形式。

在雙語國家政策的推動之下，目前研究大多注重於教師教學層

面，而在教育的層層堆疊之下，學習者的聲音往往被埋沒在最底

層。倘若能重視學生聲音，透過瞭解學生對於事件之主觀詮釋 (連

婉珍、掌慶維，2013) 將有助於政策、教學的推動。體育教師應注

重學生知覺的重要性，透過體會學生感受、讓學生知覺學習的歷

程，以瞭解學生是否有達到真正的學習 (林彥伶、闕月清，2010)。

因此本研究欲瞭解學生對雙語體育課之知覺，希望透過聆聽學生

聲音使其成為學習的主體以符合學習需求、善誘學習動機。

訪綱編制

焦點團體訪談
刺激回憶訪談

逐字稿編碼

資料分析

依照性別、運動能力、英文能力選取研究對象，
授課教師為臺北市雙語體育代理教師專班之教
師，學生於國一入學即全面實行雙語體育課。

訪談日期
• 2022/03/17
• 2022/03/18
• 2022/03/21

每次訪談時間約30-35分鐘

317-6-A為3月17日
第6個問題，第A位國中生回答。

研究對象 國一男生：三位
國一女生：三位

觀課錄影
• 2022/03/08
• 2022/03/10
• 2022/03/15
• 2022/03/17

立意取樣

結論
• 雙語體育課的身體活動時間減少來自於教師的講述
式、翻譯式教學而讓學生產生負向感受。

• 多次、重複出現的學科內容有助於增進學生對語言
學習的印象。

• 體育教師在實施雙語教學須留意學生的語言程度以及語言

使用的比例，以降低學生對語言學習的認知負荷。林子斌

(2021) 提及建議從課室英語建置雙語的學習環境。

• Ellis (2002) 指出，語言輸入與環境共同出現的特徵，若能

相輔相成、增加出現的頻率將有助於語言的習得，因此學

校在體育課程的節數分配應適度調整，以利學生建構深度

的學科、語言學習。

• 有效的體育教學包含：避免過多的口說課程介紹以及當重

要語言嵌入活動中應避免減慢遊戲速度以及減少活動量 (蒲

逸悧、吳國誠，2020) 。因此雙語體育教學不宜因為語言的

融入，而減少學生操作、小組討論以及比賽的機會。

• 王金國 (2017) 提及教師共備有助於發展良好的教學活動和

提升學習成效。健體教師宜透過共同備課，於教學中出現

重疊的學習內容以刺激學習記憶。

建議
• 體育教師可利用多模態教學透過視覺、聽覺等輔助性教材以
及與健康教育教師共同備課以利學生在雙語體育課的學習。

•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學生在雙語體育課的身體活動時間做
進一步探究。

將資料作主題性的歸納得出研究結果。

一、語言使用比例前後差異大
學生知覺教師使用英語口述、英語教材的比例很高，
與尚未上過雙語體育課時認為中、英比例各半的想像有所差異。
雙語代表兩種語言所以我覺得老師會用一半中文和一半英文而且是講非常簡單的英文。
（ 317-13-Ａ、317-13-Ｂ）但是現在雙語體育課的英文比例很高，老師寫在白板上的東西也很
多、口述也很多，幾乎沒什麼中文。（318-12-B、321-21-A）

二、課程節數分配影響學習記憶
學生知覺學校安排的運動項目節數會影響學習的吸收成效
重複說過的課室用語，例如集合、安靜等，已經聽得懂。（321-22- A）但像是桌球、排球，因
為每兩週更換運動項目所以老師只講一次就不會記得（321-22-C）

三、翻譯式教學影響身體活動時間
學生知覺教師將教學內容以
中、英翻譯的方式導致身體活動時間降低
老師會先用英文說一次，再用中文重新翻譯剛剛講的英文內容。（321-1-1Ａ）因為老師講完英
文還會解釋，加上又都是練習基本功的動作，所以少掉很多運動、比賽的機會和時間。（321-
17-Ｂ）

四、同領域的雙語教學助於學習遷移
學生知覺健體教師於課堂中出現
重複的學科內容有助於學習上的連結
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因為像是健教課老師教的內容是和體育老師教的內容有重疊就可以加深印
象。（317-12-Ａ）

壹、緒論

貳、研究方法

肆、結論與建議

參、結果與討論

討論

由於研究參與者為未成年，於訪談前
研究者事先說明研究目的、進行流程
及保密倫理，待研究參與者同意並於
訪談同意書簽名，才開始進行訪談。

• 經由運動教育學專家審定。
• 訪綱以學生在知覺雙語體育課之後，依照個人的
價值觀和主觀認知，所形成的內在感受以及在雙
語、學科學習上的想法進行編制。

本研究將聚焦於學生對雙語體育課之知覺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