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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教學行動研究 
 

楊馥榮 
臺灣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下，雙語教學模式的研發是重要議題。本研究以

CLIL 的 4Cs 教學框架，設計 CLIL 社會情緒學習教學模式，探究 CLIL 社會情

緒學習課程實施後的學習效果。本研究分別以質性及量化分析探討課程實施後

的改變，在質性分析上，實施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學生較能覺察

自己的情緒狀態，人際關係進步許多，並且學生能以簡單的英文與老師互動。

在量化分析上，學生的社會適應行為具有顯著性的進步。教學介入的效果對不

同性別的學童並無差別，學生在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具良好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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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雙語教育為國家教育政策 

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增進全民英語能力，行政院宣示於 2030 年打造臺灣

為雙語國家（行政院，2018）。雙語教育是在教學與生活中推動英語教學，增

進學生英文能力，雙語教育已然是國家政策的新趨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
教育部以「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為教學主軸，推動中小學部分學習領域以英語授課（呂

妍慧、袁媛，2020）。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教學模

式整合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材料，學生從英文與領域結合的基礎概念（language 
of learning），發展為主要的領域思維（language for learning），讓學生自我學

習展現（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學生在領域課程中結合英語學習，提升學

生的英語聽力及口說練習，增進英文溝通能力。 

臺灣推動雙語教育提升國家競爭力，立意良善，但推動雙語教學面臨一些

挑戰，例如:缺乏雙語教育的明確界定、雙語師資不足、雙語教材欠缺、雙語教

學評量不明確（臺北市教育局，2022a），這些挑戰是臺灣推行雙語教育時首先

要解決的問題。 

二、提升社會情緒智能 

一年級學生初入國小階段，除了學習領域的課程，人際間的相處也是重要

的課題。近年因少子化，許多學生為獨生子女，這些學生在家中較少與年齡相

近孩子互動的機會，因應人際衝突的能力較弱（李韋姍，2006），許多的小一

新生入學後出現人際適應、情緒表達的困擾，曾端貞（1998）指出若學生能適

切的表達、管理自己的情緒，並且正確解讀他人的情緒，做出適切的回應，有

助於在學校中建立穩定的同儕關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闡述「自

發」、「互動」及「共好」的基本理念，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三大面向又細分為九大項目，其中「身心素質與自我

精進」、「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是運用結構且完

整的情緒教育課程，提供學生在面對情緒困境之際，能夠理性的覺察、表達以

及調整知識的能力與態度，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 

美國推動社會情緒學習的機構 CASEL（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簡稱 CASEL），由 Goleman 與 Growald 於 1994 創立，

目的是提升學生的社會情緒能力，促進學習的福祉，並提供教育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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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相關的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Yang et al., 2021）。CASEL 多年來篩選有

效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簡稱 SEL）教學方案，積極推廣

並推薦給學校及教育者。SEL 課程幫助學生獲取並應用知識、理解並管理情緒、

實現個人和團體目標、感受並表現對他人的同理心、建立並維持支持性關係、

達到負責任並關懷他人的決定（CASEL, 2020）。學生在 SEL 的學習中，增進

自我認識、人際協調、以及自我決定等能力，提升學生社交行為及問題解決技

巧。目前對於 SEL 課程推行實證成效多為國外研究，而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思

維並不完全適合於臺灣的集體主義思維，令研究者深切思考，符合臺灣的 SEL
課程應如何設計?符合一年級學生發展階段的課程應如何規劃?此為本研究動機

之一。 

三、發展本土化社會情緒學習 CLIL 教學模式 

臺灣推行 CLIL 雙語教學，除了正視教師的英文能力，同樣重視學科知識，

若教師的自信不足，CLIL 教學策略不夠，學科知識不足，無法達到 CLIL 的沉

浸式教學目標（鄒文莉等人，2018），英文教師具備足夠的英文能力及自信，

但缺乏社會情緒學習的知識概念，可能使社會情緒學習成效不彰。目前臺灣並

沒有 CLIL 在社會情緒學習的教案或教材，因此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研討，設

計一套 CLIL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教學模式與流程，以此教學模式發展教案範

例，提供雙語教師在社會情緒學習教學時的參考，以降低雙語教師準備 CLIL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不確定性，此為研究動機二。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探討一年級 CLIL 雙語社會情

緒學習的行動歷程，本研究主要有下列二個目的： 

（一）探究一年級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規劃與實施歷程。 

（二）分析一年級學生 C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學習成效。 

研究目的一於「行動策略-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方案」章節探討，研究

目的二於「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實施成效」章節討論。 

 

貳、相關文獻評析 
本研究探討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並探討此歷程中

學生學習成效。以下依序探討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的意涵與相關研究，以

及課程設計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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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LIL 雙語課程發展現況與理論核心 

（一）CLIL 雙語課程實施現況 

行政院打造臺灣為「雙語國家」之政策，並研擬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言。

臺北市為培育國際化人才，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臺北市自 106 學年度起，

率全國之先推動雙語課程，雙語學校共三分之一課程進行雙語教學，109 學年

度共有 28 所雙語課程學校，110 學年共有 51 所雙語課程學校；另亦辦理雙語

課程前導學校計畫，109 學年度共計有 61 所學校參與計畫，加上外籍教師設置、

12 所英語情境中心、高中國際文憑、雙語班之學校，總計 120 所公立高國中小

推動雙語教育（臺北市教育局，2022b）。臺北市目前於國中小健體、藝文、自

然 3 領域，健康、體育、音樂、美勞、自然 5 科目設計雙語教材，此 5 科目容

易透過示範或肢體回應（total physical response）的方式連結學科教學內容，學

童比較容易理解教學內容（鄒文莉等人，2018）。 

臺灣雙語課程推動 CLIL 教學模式，由縣市政府教育主管單位辦理 CLIL 研

習課程，建立各領域教師與英語教師合作教學的機制，協助國中小領域學科教

師及英語教師瞭解 CLIL 的基礎內涵精神與教學架構，進行各地區中小學的

CLIL 實驗性質的課程（鄒文莉等人，2018）。CLIL 的教學以外語當作教學語

言及溝通工具，提供學生在課堂中的輸入及輸出外語的機會（Frigols et al., 
2007）。臺南市在 106 年和 107 年之間，邀請 13 所國小參與 CLIL 雙語實驗課

程，大多數的學校傾向於在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 CLIL 課程，實驗課程以生活

科技、綜合活動、彈性課程、健康體育及藝術音樂領域為主，實驗課程目標讓

學童熟悉雙語環境（呂妍慧、袁媛，2020）。在第二語言學習的研究中，兒童

學習第二語言幾年後，比成人更不容易出現口音，更容易了解第二語言

（Lenneberg, 1967），第二語言的學習讓個體更能融入新的文化與社會

（Nolen-Hoeksema et al., 2014/2015）。小一學生剛進入小學，許多科目均是首

次接觸，相較於中高年級學生英文能力程度，小一學生的英文能力較為一致，

若能在小一課程中實施雙語課程，則能讓學生更習慣英文情境授課。 

（二）CLIL 雙語課程理論核心 

CLIL 的雙語課程建立在 Coyle（1999）提出的 4Cs 原則上，即內容

（content）、溝通（communication）、認知（cognition）和文化（culture），

課程教學包含內容及語言整合的學習，課程設計依教學情境而有不同教學模

式，教師依據教學情境與教學目標調整教學流程與教學內容。Coyle 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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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CLIL 的 4Cs 架構，說明了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整合方向，4Cs 架構如圖

1: 

（1）內容（Content）：考量學科知識內容和語言知識內容。學生在真實語境

中，對知識、技能、理解上的學習，課程內容與語言知識具

連貫性的教學，提升學生對於學科知識及語言的理解。 

（2）溝通（Communication）：學生發展溝通技巧及論述策略，以外語當作教

學溝通及學習的橋樑。教師以外語傳達知識概念，學生用外

語表達學科內容觀點，學生學會使用外語，並成為自己的語

言。 

（3）認知（Cognition）：透過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理解力和思維力。在教學過

程中，進行發展思維技能相關的學習活動，學生在學習活動

中，將學習知識加以建構、排序和評估，提升學生的思維能

力。 

（4）文化（Culture）：透過外語教授學科內容，提升文化視角。在外語的學習

過程中，了解不同文化的觀點，讓學生在不同文化中，覺察

國家間的差異性，更深刻了解本國的文化，進而培養學生國

際化的視野。 

圖 1 
CLIL 4Cs 教學架構 

 

 

 

 

 

 

引自 Coyle, D., Hood, P., & Marsh, D. (2010).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p. 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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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教學法不是將學科內容從母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CLIL 教學法主

張學科知識和外語學習並重，其教學目標的設定，包含了語言能力目標和學科

知識目標，教師的教學內容重心是在學科主題上，而外語詞彙必須通過學科的

內容來習得，CLIL 教學模式是真實語境的學習與應用（Coyle et al., 2010）。

CLIL 教學是思維發展和語言能力同步，將語言在真實的情境中應用，透過語言

和特定學科主題內容間的連結來提高學習效率（Meyer et al., 2015）。 

二、社會情緒學習重要概念及相關研究 

社會情緒學習（SEL）協助學生覺察當下的情緒，理解自己情緒的成因，

感受和表現出對他人的同理心，建立和維持支持性的人際關係（Yang et al., 
2021）。CASEL 是美國 SEL 教育的機構，在美國已有許多州政府的教育單位，

使用 CASEL 建立學前到高中的學習標準與能力。CASEL 制定 SEL 教育之參考

依據，其目標為透過社交和情感學習，促進公平及持續精進的教育環境。CASEL
行動架構以 SEL 為核心，搭配班級、學校、家庭及社區組織，以提升 SEL 的

學習效果。整體行動架構分為內圈之五種「核心素養」（competencies），以及

外圈之四層「關鍵配置」（key settings），用以培養學生正確知識、技能與態

度，促進學生的適性學習發展。 

（一）SEL 核心素養 

CASEL 核心素養共分為 5 個向度，其包含「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社會覺察（Social awareness）」、「人

際關係技巧（ Relationship skills ）」及「負責任 的決策（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五部分彼此相互關聯，五向度內含分別描述如下（CASEL, 
2020）: 

（1）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自我覺察是了解自己的情緒、思想及價值觀的能力，並且能理解處於不同

情境，如何影響個人行為之自我覺察能力。 

（2）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自我管理為個體處於不同情況仍可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思想及行為，並

具備實現目標及願望的能力。自我管理包含延遲享樂、處理壓力、以及感受到

實現個人與群體目標動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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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覺察（Social awareness） 

社會覺察指個體能理解他人觀點及具有同理他人的能力，包含對他人有同

情心、了解更廣泛的歷史與社會規範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行為，以及識別家庭、

學校及社區資源的能力。 

（4）人際關係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 

人際關係技巧是個體建立並維持健康與支持關係的能力，在人際關係中，

能有效的與不同的個人和團體進行交流。人際關係技巧包括積極聆聽與合作、

清晰溝通，以解決問題並具建設性的解決衝突。個體能相處在不同社會、文化

的環境中，並且具有領導能力，在需要時尋求幫助或提供協助的能力。 

（5）負責任的決策（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個體在情境下，對個人行為和社交互動做出關懷及具建設性的選擇。負責

任決策包含考慮道德標準和安全問題，以及各種行動對個人、社會和群體福祉

的益處，並具後果評估的能力。 

圖 2  
CASEL 架構圖 

 

 

 

 

 

 

 

 

 

引自 https://drc.casel.org/what-is-se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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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2 中，CASEL 也將行動推廣到教室之外，包含學校、家庭及社區，增

強學生社交、情感的學習，組織完整的系統架構。 

（二）SEL 課程設計模式 

CASEL 針對不同的 SEL 課程，以課程設計的有效性與實證研究的結果，

推薦 SEL 的課程模式，不同課程設計的核心構念有些不同，本研究整理 CASEL
推薦的四個教學模式。 

1. RULER approach 

RULER approach 由美國 Yale 大學情緒智能中心所設計，課程適用年齡從

幼兒園至小學六年級，RULER approach 以情緒智能做為課程設計的依據，包含

R（recognizing）辨識情緒，學生在辨識情緒過程中承認自己有此情緒；U
（understanding）理解情緒，學生了解自己有此情緒的原因；L（labeling）標示

情緒，學生為情緒命名，在情緒命名過中產生情緒轉移作用；E（expressing）
表達情緒，學生不評價、不批評的表達自己情緒；R（regulating）情緒調節，

幫助學生產生情緒調節的策略（Cipriano et al., 2019）。在 RULER approach 的

課程模式裡，學生練習辨識自己的情緒感受，並且有足夠的情緒字彙練習表達

自己的情緒，表達的過程讓他人了解自己的情緒狀態，並獲得他人回應，以學

得情緒調節的正向策略（Rivers et al., 2013）。 

2. Second Step 

Second Step 課程由非營利組織 Committee for Children（CfC）發展設計，

課程從幼兒園至小學五年級。Second Step 課程內容重視人際溝通及自我對話，

強調直接教授學生的技能，以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同理心、管理情緒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情緒調節能力，增進正向行為及學業表現（Low et 
al., 2015）。在 Second Step 第四版（2012）中，明確指出教授學生學習技能相

關的新內容，將自我調節的三個面向在課程單元中進行討論，三個面向包含注

意力、工作記憶和抑制控制。注意力是學生排除或忽略干擾，並且能集中注意

力或轉移注意力的能力；工作記憶為學生記憶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例如記憶老

師的指示或活動的說明；抑制控制指學生停止自動但不適當的反應或動作，並

記住適當的行為，例如說話前舉手（Blair, 2002; Rennie et al., 2004; Rueda et al., 
2005），透過三面向的學習，提升學生自我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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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THS（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 

PATHS 教學模式適用於幼兒園至六年級學生，此教學模式包含五個重要

的概念:自我控制、情感理解、積極的自尊、人際關係以及人際問題解決能力，

透過五個重要概念，增加情緒的覺察與字彙，產生轉移情緒的途徑，增加社會

問題解決的策略。PATHS 的課程著重學生認知與情感理解，促進現實生活情境

之間的動態關係（Humphrey et al., 2018）。 

4. MindUP 

MindUP 由 Goldie Hawn Foundation 提倡，此課程適用於幼兒園至八年級學

生，並且能有效運用教學於四到七年級學生。MindUP 重視改善行為問題、提

升適應技巧，透過一系列的正念學習課程，指導學生練習並專注於呼吸、身體

感官的覺察，並幫助學生體驗感激的正向情緒，改變自己的負向情緒（Crooks et 
al., 2020）。Brown 等人（2013）研究指出，透過正念課程的學習，學生閱覽不

舒服的圖片腦波會比沒有學習正念課程的學生腦波更平穩，學習正念課程的正

向情緒能夠抵銷學生生活中的負向情緒，讓學生的情緒狀態更平穩。 

（三）SEL 課程相關研究 

美國的 SEL 課程從學前教育推廣至高中階段，參與的國中小學生多達 32
萬名以上（曾幼涵等人，2020），CASEL 並提供有效的社會學習方案，推薦給

學校及教師，讓教師在 SEL 教學時有依循的依據。在 SEL 課程實施成效方面，

Durlak 等人（2011）以後設分析方式，分析 213 篇研究共 270,000 名受試者，

研究參與 SEL 課程與未參與 SEL 課程的學生的表現，結果顯示，參與 SEL 課

程的學生呈現較佳的學業表現、班級正向行為，有較佳的處理負向情緒能力。

Taylor 等人（2017）研究指出，SEL 課程會影響學生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些

參加 SEL 課程的學生比沒有參加 SEL 課程的同儕，呈現更佳的學習表現，並

且更能處理情緒困擾，藥物濫用的機率也較低。Crooks 等人（2020）以實驗設

計研究 584 位學生，接受 SEL 課程與未接受 SEL 課程的差異，結果顯示實施

SEL 課程提升社會技巧、減少問題行為、降低執行功能的缺陷。 

社會情緒學習已於美國推行多年，課程的設計許多以美國的文化背景設

計，美國文化屬於個人主義，與臺灣的集體主義不同。Tsai 等人（2007）分析

美國童書和臺灣童書，結果發現美國童書強調情緒的興奮狀態，臺灣童書強調

情緒的平靜狀態，文化訊息影響兒童和成人對情緒的看法。西方的個人主義文

化，重視個人的獨特性，在人際關係中，呈現自己不同於他人的特色；華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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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視團體的和諧性，認為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呈現自己融入團體的行為（楊

國樞，2004）。西方文化的社會情緒課程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華人文化社會，

本研究以華人文化為底蘊，依據華人文化重視團體和諧的集體主義特性，設計

符合華人文化的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內容。 

三、SEL 及 CLIL 共同融入領域教學 

CLIL 雙語教師需具備的語言知能包含多面向，包含英語能力、學術語言、

學科領域專門語言、教學語言、英語為通用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的概念（洪月女，2021；Seidlhofer, 2011），雙語教育的英語教學，將英語作

為學習的工具以及跨文化溝通的媒介，課程的主體仍是學科領域知識。目前台

灣 CLIL 雙語教學的研究共 20 篇，16 篇 CLIL 雙語教育論述，4 篇 CLIL 雙語

課程設計，分別為 2 篇 CLIL 自然科教學、1 篇 CLIL 數學教學、1 篇 CLIL 體

育教學。Yang（2021）結合 CLIL STEAM 自然科教學，教學過程教導國小三

年級學生實際操作，在操作過程中運用英語讓學生自然的接觸英語，學生從操

作過程了解自然科英文的專有名詞；呂妍慧、袁媛（2020）運用 CLIL 雙語教

學於國小一年級數學科教學，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接觸英文，課程結束時，學生

能理解數學的英語單字含意，並融入 CLIL 數學科課程活動；蒲逸悧、吳國誠

（2020）運用 CLIL 體育教學，英語在體育課程的恢復及休息階段是最好的使

用時機，並且在教學過程將重要語言和單字嵌入到活動中，促進動作與語言學

習內容。 

CLIL 雙語課程，設計課程中學生需要學會的單字與句型，在課程中不斷出

現，讓學生在重複出現的過程中熟悉單字與句型。教師運用課室語言，讓學生

在課程進行過程理解教師傳達事項，並能正確配合課程的進行，讓學生在課程

中，能以英文溝通、發表自己的想法（溫郁琦、劉述義，2021）。社會情緒學

習是覺察自己、覺察他人或環境，與他人人際互動的溝通語言，學生在互動過

程中，透過社交及情感學習增進人際互動的技巧，CLIL 雙語學習提供語言學習

的環境，在情境中學習英語的溝通、互動，在社會情緒學習的教學過程運用 CLIL
雙語教學，課程內容的核心知識為社會情緒學習，學生在課程中沉浸社會情緒

學習的英文學習環境，教學活動過程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並自然接觸英語，

增進學生理解並能在生活中運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是一個可行且能

運用於一年級學生的教學方式，目前臺灣對於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

設計及研究闕如，本研究運用 CLIL 雙語教學於社會情緒學習，幫助學生自我

的覺察，提升情緒智能，增進人際關係，並作為未來 CLIL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

設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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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LIL 社會情緒學習教學行動研究 

教學行動研究是教師同時為教學者及研究者，透過計畫、行動與觀察的歷

程修正教學並再次行動（張德銳，2013）。教師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發覺教學

實務的問題，針對教學實務問題深入探究，研擬解決問題策略，並將解決策略

運用於教學情境，發展教學行動。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收集教學過程資料並分

析，再透過省思、回饋、修正等方式，改善教學，以達教學的目標（Caro- Bruce, 
2000）。本研究從教學實務現場出發，規劃 CLIL 社會情緒學習教學計畫，實

際進行教學行動，教學行動過程中收集教學資料並加以分析，透過觀察學生、

同儕回饋、自我省思，修正教學計畫，再次進行教學，為計劃、行動、觀察、

省思的動態歷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與資料收集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以社會情緒學習為課程內容，並以雙語

教學促進學生學習。研究流程如下: 

圖 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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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成閱讀文獻、設計教案的準備階段，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的行

動階段，以及觀察學生改變、教師反思、同儕回饋的整理資料階段，並且依據

資料整理的內容調整教案，再次行動教學。三個步驟行動內容如下所述： 

1.準備階段 

本階段閱讀 CLIL 雙語教學及社會情緒學習理論，了解 CLIL 雙語教學重要

意涵與教學模式，探究社會情緒學習的理論內涵。此階段雙語老師與一年級導

師共同備課，討論一年級學生的先備知識、理解能力，共同設計 CLIL 雙語教

學及社會情緒學習教案。 

2.行動階段 

本節課程配合康軒版健康「我們是好同學」單元，由老師自行設計教案。

課程第一階段，從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影片中，學習欣賞他人優點的方法，課

程內容協助學生看到他人的優點，讓學生了解看到他人優點是一件很有覺察力

的事情，學生從課程活動中了解，同學的優點表現有許多不同面向。課程第二

階段，學生閱覽生活中他人不當言語的影片，讓學生了解對他人不友善的行為

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幫助學生覺察被批評時的情緒感受。第三階段，由學生分

享自己的友愛同學行為，從互相分享的過程中，了解每個人具有不同的友愛同

學行為，從肯定自己的友愛行為及回應他人的活動中，培養自我管理及良好的

人際互動。華人文化重視團體的和諧，本課程從社會覺察出發，讓學生了解欣

賞他人優點的方法，以生活中的事件讓學生覺察自我情緒，再讓學生自我管理，

聆聽分享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OECD（2021）指出社會情緒學習衡量內容並

沒有標準答案，學校間設計不同的課程，每所學校社會情緒學習衡量的內容並

不相同（呂家愷等人，2022）。本課程設計以華人文化重視與他人和諧關係為

出發點，從觀察他人優點的社會覺察能力，再關注自己情緒的自我覺察能力，

進而培養自我管理的能力。行動階段課程設計如下表 1 所示，課程內容於「行

動策略-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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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動階段課程設計 
行動階段 社會情緒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 英語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 

階段一 

社會覺察 

1.學習目標：增進社會覺察的

能力。 

2.課程內容：引導學生觀察他

人優點並具體說出觀察的內

容。小組分享後上台發表，

學生上台發表過程，培養學

生專心聆聽並尊重他人的態

度。 

1.學習目標：能用英文說出他人

的優點。 

2.課程內容：設計他人優點的英

文單字及句型，學生能理解及

熟悉英文單字及句型。 

階段二 

自我覺察 

1.學習目標：培養自我情緒覺

察的能力。 

2.課程內容：學生思考被批評

時的不舒服感受，了解情緒

產生的原因，學習正確表達

自己的情緒。同時讓學生了

解批評他人，會讓他人不喜

歡而影響人際關係。 

1.學習目標：能用英文說出被批

評時的感受。 

2.課程內容：學生了解表達情緒

的英文單字及句型，並能運用

英文單字及句型，與同學分享

自己的感受。 

階段三 

自我管理 

1.學習目標：提升自我管理的

能力。 

2.課程內容： 學生覺察自己友

愛同學的行為並與同學分

享，分享過程仔細聆聽和回

饋他人，並完成雙語學習單。 

1.學習目標：能用英文說出友愛

同學的行為。 

2.課程內容：能理解友愛同學行

為的單字和句型，並與同學分

享。依據自己友愛同學行為，

完成雙語學習單。 

教學過程依據學生的回應，如上課反應、行為改變，以及教師反思、同儕

回饋調整教學內容，進行下一階段的教學。此教學階段達到的核心素養包含：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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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整理階段 

此階段將學生回應資料、教師省思、同儕回饋訊息，及學生填寫的社會適

應量表加以整理及分析。 

（二）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研究者自行設計教案並實際教學。課程實施前與六位

一年級導師舉行三次共備會議，討論學生在班級內的表現及人際技巧，並且確

認課程規劃依據、教學進行的日期、評估學生英文學習經驗、確認課程方案的

可行性。本研究的收集方法如下： 

（1）教案：雙語教師設計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並依

此教案實際教學，教學過程中依據學生反應、教師教學省思、同儕教師

回饋修正教案。 

（2）教學省思：雙語教師在每次教學結束後，省思教學內容與達到的教學目標，

並檢核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間的關係。 

（3）學生改變：雙語教師觀察學生的上課反應、英語的聆聽與表達，參考導師

觀察班級學生行為的改變，並以社會適應量表前後測了解學生學習的成

效。 

（4）同儕回饋：雙語教師與導師於上課前與上課後依據教學計畫、教學過程與

教學結果進行討論，導師觀察學生上課情形及平時表現，提供教材設計

意見與回饋。 

（5）網路影片：本課程實施時間為一年級上學期，考量學生英文理解能力，且

影片內容需貼近一年級學生的生活經驗，第一階段課程以 DDMTV 法鼓山

網路電視台製作的動畫「看見你的好」（法鼓山網路電視台，2014），讓

學生理解在學校情境中，如何去覺察同學的優點；第二階段課程以

DDMTV 法鼓山網路電視台製作的動畫「批評大王」（法鼓山網路電視台，

2014），讓學生從影片中理解批評別人會讓別人心裡不舒服，也會影響自

己的人際關係。 

（6）社會適應量表：本研究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盧台華等人，2003）的

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領域分量表，了解學生人際、參與團體活動及情緒

反應與穩定性，題目如「願意和別人分東西」、「會主動幫助或照顧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plKxgirM91fcO4eA-sOp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plKxgirM91fcO4eA-sOp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plKxgirM91fcO4eA-sO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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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量表共 10 題，使用 Likert 5 點量表，1 為從不這樣，5 為總是這樣，

分數越高社會適應越好。 

二、研究情境 

本研究以一年級上學期雙語健康課的學生為對象，共計 164 人，男生 86
人、女 78 人。小一學生剛入小學，雙語教師實施雙語授課前，調查班級內學前

學習英文經驗，超過 2/3 的學生未曾有英文學習經驗，英文學習程度較為一致，

許多的課室英文、指示英文均需指導學生學習。 

雙語健康教師曾任英文教師，參與 109 學年度英語融入生活課程計畫。6
位一年級導師教學年資 3~15 年，其中 2 位導師參加大學承辦的雙語教師師資

培訓班。導師觀察學生上課的反應提供健康雙語教師，做為課程調整的參考。 

 

肆、行動策略-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方案 

本研究的雙語課程設計為小學一年級，多數的學生是剛開始接觸英文，課

程設計讓學生從生活情境中自然的接觸英文，老師透過生活英語、課室英語、

指示英語，讓學生能聽懂、能表達英文。課程設計以社會情緒學習為課程重點，

培養學生覺察他人、覺察自己、自我管理的能力。 

一、行動研究第一階段 

在第一階段課程設計，研究者結合社會情緒學習與英語情境。林子斌（2020）
指出實施雙語教學，學科核心知識不能犧牲。為了讓學生在社會情緒學習概念

上，不造成學習的認知負荷，課程設計上讓學生學習社會情緒的重要概念，概

念清楚後再雙語課程設計，以英語情境幫助學生理解。雙語課程設計包含英文

句型及英文單字，促進英文的表達與溝通，實施雙語社會情緒學習的教學模式。 

在第一階段中，學生從影片「看見你的好」，了解友愛同學的行為，此影

片約 5 分鐘，符合一年級學生持續專注的時間。影片內容以學校情境為背景，

從學校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討論，了解欣賞他人優點的方法。此階段的課程，學

生從影片中學習欣賞他人的優點並與同學互相分享，從互相分享中，了解他人

所觀察到的良好行為可能與自己不同，培養仔細聆聽他人發言及尊重他人的態

度。課程設計如表 2。 

 



專論 

 

136 

表 2 
行動研究第一階段課程設計 
主題 我們是好同學 教學者 略 教學

節數 
一節 

年級 一年級 
 核心 
 素養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

的運動、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課程 
綱要 

學習表現 1a-I-1 認識基本的健康常識。 
2b-I-1 接受健康的生活規範。 
3b-I-2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易的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學習內容 Fa-I-2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社會情 
緒學習 
學習目 
標 

1.觀察他人的優點（社會覺察） 
2.陳述他人的優點（社會覺察） 
3.仔細聆聽他人發言（自我管理） 
4.互相分享自己的觀察（人際關係技巧） 

英語溝

通學習

目標 

生字: help others, polite, share 
句型: He likes to help others. 

He is polite to his classmates. 
He will share toys with others. 

教學活動摘要 雙語教學模組 
中文社

會情緒

學習 

1.引起動機：教室裡的四個情境圖片，從圖片中引導學

生思考友愛同學的行為表現有哪些。 
2.發展活動： 
（1）欣賞影片故事「看見你的好」，從影片故事中了

解，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欣賞同學的優點。 
（2）二位同學一組，分組討論欣賞同學優點的方法，

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觀察。 
3.總結活動：學生可在生活中觀察他人的優點，培養覺

察他人的能力。 

社會情緒學習概念

教學 

雙語社

會情緒

學習 

1.英語情境：實施課室英語、指示英語教學。 
2.發展活動： 
（1）結合社會情緒學習內容，以英文陳述「He likes to 

help others, He is polite to his classmates, He will 
share toys with others」的英文句型。 

（2）學生小組分享能正確唸出 help others, polite, share
單字，並了解單字的意義。 

3.總結活動：複習本節課的英文句型及單字。 

雙語概念教學 

（因篇幅限制，課程設計以摘要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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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反應 

學生在第一階段的課程，學生能具體說出友愛同學的行為以及實踐方式，

並且從影片中了解欣賞他人優點的方法。在分組討論中，學生能具體說出自己

的看法，分享過程專心聆聽他人的發言。 

（二）省思 

本課設計培養學生欣賞並陳述他人優點的「社會覺察」。第一節的課程設

計，讓學生從影片中了解欣賞他人的方法，一開始的發表，學生陳述較不具體，

需要從學生的答案中慢慢引導。下次的課程將設計更具體的問句引導學生回

答，培養學生社會覺察的能力。 

本課亦培養聆聽他人發言的「自我管理」，以及互相分享自己觀察的「人

際技巧」。此課程讓學生小組討論並發表，小一學生需要學習安靜聆聽他人發

言，在邀請學生至臺前發言之前，告訴全班學生，能安靜坐在位置上聆聽他人

發言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請全班同學表演很厲害的安靜聆聽。學生在聽完老

師的解釋後，多數學生均能安靜聆聽。下次的課程仍設計學生分享，讓學生安

靜聆聽他人發言也是本課程的重要學習目標。 

許多學生入小學後開始學習英文，為了讓學生更了解英文的意涵，授課過

程使用許多的肢體語言幫助學生理解單字與句型的意義。學生們在老師陳述第

一次的英文時，表現較多不懂的表情，但老師再次講解並使用不同的肢體動作，

多數的學生均能了解且重複老師的動作。課程結束時，老師總結本節課程，多

數學生已能理解「help others, polite, share」，少數的學生仍未能完全了解，下

次課程可以請學生陳述英文單字及英文句型的意義，幫助學生更理解英文含意。 

（三）同儕回饋 

為了讓學生更理解友愛同學的行為，讓學生欣賞符合學校生活經驗的影

片，幫助學生學習如何觀察他人。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與導師討論學生上課反

應及學習狀態，導師在課程中的觀察，影片有助於學生理解友愛同學的行為，

在學生的互相討論過程中，有些學生的陳述能力較無法完整表達，需要再加以

引導，若輔以具體的句型回答，更能讓學生回答更明確。 

學生在英文的課室用語及指示用語已能配合老師的指令，但對於課程內容

中的英文單字與英文句子，仍較不理解，導師建議可以將英文的單字與句子輔

以更多的肢體動作，幫助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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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研究第二階段 

在行動第二階段，欣賞「批評大王」影片，此影片約 5分鐘。學生從影片

中思考他人負向的評論言詞，對他人以及對自己的影響，從覺察中了解正向的

相處態度及行為，在小組分享中覺察自己與他人觀點的相同與相異處，了解自

己與他人有不一樣的觀點。 

學生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會遇到讓自己感到不舒服、不開心的事情，正

確且具體的表達有助於學生紓解情緒，讓他人更理解自己的情緒狀態。本節課

程以影片的方式，讓學生同理故事主人翁被批評的感受，專注於自己的內在狀

態，學習理解情緒字詞及表達，以讓他人正確理解自己的情緒感受。同時也讓

學生了解，批評他人會影響自己的人際關係，讓學生思考正向人際關係的合宜

互動方式。第二階段課程設計如表 3。 

表 3 

行動研究第二階段課程設計 

主題 我們是好同學 教學者 略 教 學

節數 
一節 

年級 一年級 
核心 
素養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

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課程 
綱要 

學習表現 1a-I-1 認識基本的健康常識。 
2a-I-1 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度與行為。 
3b-I-2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易的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學習內容 Fa-I-2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社 會 情

緒 學 習

學 習 目

標 

1.覺察批評他人的影響（社會覺察）（自我覺察） 
2.仔細聆聽他人發言（自我管理） 
3.互相分享自己的觀察（人際關係技巧） 

英 語 溝

通 學 習

目標 

生字: criticize, uncomfortable, share, sad 
句型: He criticized other classmates. 

Feeling uncomfortable about being criticized by others. 
Criticizing others won't make you better. 
I feel sad about being criticized b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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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摘要 雙語教學模組 
中文社

會情緒

學習 

1.引起動機：思考被他人批評時的感受會如何。 
2.發展活動： 
（1）欣賞影片故事：故事主人翁喜歡批評同學，從影片

中了解批評行為對個人情緒和人際關係的影響。 
（2）二位同學一組，分組討論被批評的感受，並回應同

學分享的內容，使用「我聽到別人批評我，我會感覺

到        」句型陳述。 
3.總結活動： 
（1）正確表達自己的情緒，能紓解情緒也能讓他人了解

自己的情緒狀態。 
（2）批評他人的行為會影響人際關係。 

社會情緒學習概

念教學 

雙語社

會情緒

學習 

1.英語情境：實施課室英語、指示英語教學。 
2.發展活動： 
（1）結合社會情緒學習內容，陳述「He criticized other 

classmates, Feeling uncomfortable about being 
criticized by others, Criticizing others won't make you 
better, I feel sad about being criticized by others」的英

文句型。 
（2）小組分享，學生能正確唸出 criticize, uncomfortable, 

share, sad 單字，並了解單字的意義。 
3.總結活動：複習本節課英文句型及英文單字。 

雙語概念教學 

（因篇幅限制，課程設計以摘要方式呈現） 

（一）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在第二階段的學習成果，能說出批評他人對自己的影響，並且透過自

我覺察說出被他人批評的感受。在小組分享中，學生能具體陳述自己的想法與

感受，並且專心聆聽同學的分享。 

（二）省思 

本課設計批評行為對自己影響的「自我覺察」，了解被批評會有不舒服、

難過、生氣的感受，幫助學生了解如何正確表達自己的感受，並讓他人理解自

己的狀態，學生分享的陳述句型「我聽到別人批評我，我會感覺到       」。

另一方面，批評他人行為也會讓同學不喜歡，而影響人際關係。此次課程，設



專論 

 

140 

計具體的問題讓學生思考，學生的回答也更為具體。本次課程設計小組分享，

學生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發表。 

本次雙語教學課程的英文單字為「criticize, uncomfortable, share, sad」，學

生較需要臉部表情的輔助理解，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教師上課仍須戴

著口罩，因此以較多的聲音輔助幫助學生理解單字含意。本次課程發覺學生需

要多次的重複，幫助學生理解、記憶，下次的課程會針對英文單字多複習。 

（三）同儕會饋 

第二階段課程讓學生思考被批評時的感受，培養學生自我覺察的能力。導

師觀察此次以較具體的句型引導學生，學生的回答較明確，也能以影片中的故

事情境，思考自己在此情境下可能的感受。多數學生一年級開始接觸英文，學

生對於英文發音仍較陌生，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重複單字，並輔以字卡與圖片幫

助學生理解英文含意。 

三、行動研究第三階段 

本課程第三階段讓學生覺察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想法

後寫在學習單內。學習單設計雙語學習單，學生以英文字母完成回答。此課程

結束前，老師總結單元並複習單元的重要概念。本階段課程針對第二階段的課

程省思，將英文字詞輔以肢體動作以及字卡與圖片，並多次重覆在課程情境中。

第三階段課程設計如表 4。 

表 4 
行動研究第三階段課程設計 

主題 我們是好同學 教學者 略 教 學

節數 

一節 

年級 一年級 

 核心 

 素養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

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上。 

課程 

綱要 

學習表現 1a-I-1 認識基本的健康常識。 

2a-I-1 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度與行為。 

3b-I-2 能於引導下，表現簡易的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學習內容 Fa-I-2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社會情 1.覺察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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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學習

學習目

標 

2.仔細聆聽他人發言（自我管理） 

3.互相分享自己的觀察（人際關係技巧） 

4.決定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負責任的決策） 

英語

溝通

學習

目標 

生字: polite, help, forgive, share toys 

句型: I am polite to my classmates. 

I will help others. 

I will forgive my classmates. 

I will share toys with my classmates. 

教學活動摘要 雙語教學模組 

中文

社會

情緒

學習 

1.引起動機：教師複習前二週課程，引導學生思考正向的

行為能增進人際關係。 

2.發展活動： 

（1）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優點，並填寫友愛同學學習單。 

（2）二人一組，小組分享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專心聆

聽同學分享，並給予回應，以「OO 友愛同學的行為

有         」句型陳述。 

3.總結活動：友愛同學的行為能提升人際關係。 

社會情緒學習概

念教學 

雙語

社會

情緒

學習 

1.英語情境：實施課室英語、指示英語教學。 

2.發展活動： 

（1）結合社會情緒學習內容，陳述，「I am polite to my 

classmates, I will help others, I will forgive my classmates, I 

will share toys with my classmates」的英文句型。 

（2）小組分享，學生能正確唸出 polite, help, forgive, share 

toys 單字，並了解單字的意義。 

3.總結活動：複習本節課英文句型及英文單字。 

雙語概念教學 

（因篇幅限制，課程設計以摘要方式呈現） 

（一）學生學習成果 

在第三階段，學生能思考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陳述自己的優點並與同學

分享，課程設計給予同學正向回應，學生回應同學友愛同學的行為，課程結束

前，學生能將自己友愛同學行為撰寫在雙語學習單。 

（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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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設計以「自我覺察」出發，讓學生覺察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並與

同學分享自己的覺察，管理自己專心聆聽的行為，培養「自我管理」能力。在

小組分享的過程中，學生聆聽他人的發言，並給予分享同學回應，增進「人際

關係」的技巧。雙語學習單自己決定並寫出友愛同學的行為，學習「負責任的

決策」能力。 

學生在分享自己的優點時有些靦腆、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友愛同學行為，

再次說明能說出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是一件勇敢的行為，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

覺察。多數的學生均能說出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並且陳述自己友愛同學的行

為，多是維持團體和諧的行為，如：和同學一起玩、分享玩具。在回應學生友

愛行為的互動上，學生回應對方的分享，讓學生以「OO 友愛同學的行為

有      」句型回應，互動的過程經過練習，學生多能完成回應句型。本課程

為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學生對於撰寫學習單仍不熟悉，老師需要花較多時間

仔細說明學習單內容以及撰寫步驟，教師說明後，學生較能理解並認真完成學

習單。 

本階段設計雙語學習單讓學生填寫友愛同學的行為，友愛同學的行為包含

「I am polite to my classmates, I will help others, I will forgive my classmates, I 
will share toys with my classmates」，講解學習單時使用較多的肢體語言幫助學

生理解，並輔以字卡和圖片，學生經過講解後能理解語句的含意，認真完成雙

語學習單。 

（三）同儕回饋 

本次課程讓學生分享自己友愛同學的行為，導師觀察學生分享時表現不好

意思的態度，經過老師引導「能觀察並說出自己的友愛行為是一件很勇敢的事

情」，孩子們較能勇敢與同學分享。一年級英文課剛學英文字母，學習單需讓

學生填寫英文字母，此部分在填寫時可以多作說明，幫助學生了解如何填寫。 

 

伍、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實施成效 

本研究設計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方案，教學過程中依據學生的學

習狀況、教師省思調整課程內容及進行方式，為瞭解課程方案上課後的實施成

效，以質性訪談分析及量化分析，了解一年級學生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的

成效。李敏瑜與鄒文莉（2022）探究中小學國際教育雙語課程規劃，了解雙語

課程規劃的困境，問卷施測 14 位雙語課程檢索平台教案的教師，這 14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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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雙語教學年資 3.4 年，其中 7 位國小雙語教師認為雙語課程的學習評量難

以標準化以及具體化。Xavier（2016）指出低年級學童雙語教學成效評估，可

從多個來源收集資料，如問卷、訪談、教室觀察，以了解雙語課程以及學科學

習的成效。本研究為一年級剛入學的學生，對於紙筆測驗的撰寫較不熟悉，雙

語表達能力尚未成熟，因此本研究質性訪談導師，由導師觀察學生雙語學習的

改變，了解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實施成效，並且以社會適應量表量化分析，

了解學科內容社會情緒學習的學習成效。 

一、質性訪談分析 

本研究質性訪談分析，先閱讀 4 位一年級導師質性訪談文本，仔細閱讀文

本並辨識分析單位，再發展出有意義的分類系統，以詮釋方式說明文本中的關

聯性（張芬芬，2010），4 位導師在教室內觀察班級學生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

程後的改變，從導師的訪談文本，分別以社會情緒課程後改變、雙語課程學習

成效分別做討論。 

（一）社會情緒課程後的整體改變 

1.合宜方式紓解情緒 

導師在教學現場中，發覺許多學生沒有正向表達情緒的方式，常以哭鬧、

反擊方式發洩情緒。實施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能紓解自己情緒，較能體諒同

學的感受。 

…很多孩子其實不知道如何表達的情緒。…（T01） 

…如果未獲得正確引導，下次當情緒一來，孩子就只能按照以前經驗，繼續

生氣或無理取鬧。…（T01） 

…社會情緒課程幫助孩子學習紓解情緒的方法，情緒激動的人數減少，……，

會反省自己也會體諒他人。（T04） 

學生以生氣方式發洩情緒，會造成同儕間關係的緊張，造成導師班級經營

的困擾，學生能夠合宜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有助於學生紓解情緒，更能體諒他

人情緒感受。 

2.增進自我覺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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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培養學生自我覺察，認識情緒的種類及成因，了解自己受到批評時

會感受到的情緒，進而同理他人，了解他人被批評時也會感受到不舒服的情緒。 

…教導孩子從認識自己的情緒開始，認識自己的情緒不但能增加自信，還能

發展出同理心。…（T01） 

…每個人都會在不同的情境，會有不同的情緒。…（T01） 

…學生在課程之前對於情緒的覺察力很低，有時連自己現在的心情如何，都

很難準確地說出來，只知道現在是快樂或不快樂！但上過課程後可以發覺班

上有的孩子能夠較細微的覺察自我情緒的不同！……. 有些孩子能覺察到自

己快樂、或是生氣或是難過。…（T02） 

學生的自我覺察力提升，導師觀察班上學生的互動，發現學生較能夠表達

自己的情緒狀態，也較能夠同理其他同學的情緒狀態，在學生自我覺察能力增

進很多。 

3.提升人際互動技巧 

社會情緒課程設計小組討論、互動，提供人際互動的機會，增進學生人際

互動的技巧，導師觀察學生在人際互動過程中進步許多。 

…在課程中讓孩子發表並練習，我觀察到這樣的情緒課對學生有正面的幫

助，他們可以學習去觀察自己的情緒，並懂得用正確的方式抒發和說出自己

的想法，也學會觀察他人的情緒，包容、尊重別人。…（T01）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幫助學生練習發表，並聆聽他人發表的內容，增進與他

人互動、溝通的技巧，提升人際關係。 

…我看到現在班上一些情緒較暴衝的孩子，現在有更好的社交技巧，人際關

係也進步很多。…（T01） 

…這樣的情緒課程很適合剛入小學的小朋友，情緒管理愈早學對孩子的身心

及社交都愈好。…（T01） 

…班上的孩子，上了情緒課程能更穩定他們正向行為… 他們會在我上課時，

主動分享健康課學到的人際互動的相互尊重。…（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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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程後，了解自己或他人需改善的地方，人際關係也慢慢改善。…

（T04） 

班級導師觀察學生課程後，學生能正確覺察自己的情緒，並合宜的表達自

己的情緒，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更能了解自己要改變的地方，提升同學間的正向

互動。 

（二）雙語課程的整體學習成效 

小一新生剛入小學，許多的學生剛接觸英文，雙語課程的設計貼近學生的

生活經驗。學生對於英文有些陌生，但透過生活經驗的結合，肢體語言的說明，

幫助一年級學生理解英文的內容。 

…在教學中自然的融入簡單的英文指令，例如：raise your hand, be 

quiet, take out your book，讓小朋友慢慢由接觸一些簡單的指令，再

到課本內一些簡單的單字…，環境的提供讓學生在課程中自然的接觸英

文。（T01） 

…在班上，我偶爾也會聽到英文能力還不錯的孩子，會用英文或中英文

夾雜的方式，回答老師的問題，我覺得這樣自然而然的融入方式很貼近

學生，至少讓學生不討厭英語，也讓他們理解，英語不只是考科，在生

活環境裡都用得到。…（T01） 

…學生對於常常聽老師說的幾個單字，會有較明顯的反應，我覺得雙語

課程在日積月累下，老師常常說的情況下有效果。…（T02） 

…有些孩子可能聽久了，或觀察老師的肢體動作或看同學的回應，也能

跟上大家的步調或老師的指令。…（T03） 

…學生在雙語課程後，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會使用一些英文單字溝通。

有學生在哭，他們會來告訴我某位同學 sad，他在哭 （T04） 

在雙語課程中，英文很自然地融入課程，英文的學習符合學生生活經驗，

教學過中增加學生互動、溝通的機會，學生覺得英文是一個很實用，可以運用

於生活中的語言。導師觀察，學生在學校會以簡單的英文溝通，對於英文表現

不害怕、不討厭的態度，對於常使用的課室英文，學生能回應並遵守老師的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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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導師觀察實施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學生的改變，導師發現學生較

能覺察自己情緒狀態，並且能以合宜方式調節自己的情緒，在人際互動上，學

生能與同學良好溝通互動，在教室中能以簡單的英文回應老師的詢問，英文融

入生活經驗較不懼怕英文的學習。 

二、量化分析 

本研究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的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領域分量表，了解

學生的改變情形。社會適應量表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方式計分（例：1 為從不

這樣，5 為總是這樣），該量表在本研究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0.72），本研究於一年級上學期實施課程並施測，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評估

一年級學生社會適應改變情形，以及使用單因子共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檢驗了解男童與女童在社會適應方面的改變是否有差異。 

（一）相依樣本 t 考驗 

本研究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了解一年級學生實施 CLIL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

後社會適應的改變，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 t 檢定摘要表（N=164）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前測 3.39 .67 8.19 ** 

(p =.00） 後測 3.82 .51 
*p <.05, **p <.01 

研究結果顯示，實施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前，學生社會適應平均數（M）

為 3.39，標準差（SD）為 0.67；實施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後，學生社會適

應平均數（M）為 3.82，標準差（SD）為 0.51，前後測檢定 t 值為 8.19（p =.00），
實施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後，學生的社會適應狀況達到統計的顯著性（p 
=.00），學生參與課程後，有效提升社會適應行為。 

（二）男童與女童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了解男童與女童在 CLIL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改變成效是

否具有性別差異，以單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檢驗男童與女童在社會適應的改變差

異，共變數結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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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共變數摘要表（N=164） 

 SS df MS F p 
前測 5.88 1 5.88 25.67 .000 
性別 .09 1 .09 .40 .526 
誤差 36.88 161 .229   
*p<.05; **p <.01 

 

由共變數摘要表（表 6）得知，在排除前測的影響效果後，教學介入的效

果對不同性別的學童並無差別。 

（三）社會適應行為改變成效 

本研究以社會適應量表進行課程實施的前後測，在整體學生的改變成效

上，達到統計的顯著性，學生參與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正向社會

適應行為能有效提升，學生更能表達自己情緒及正向的人際互動技巧，並且男

童與女童參與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後，沒有性別的差異性，本課程適

合男童與女童的社會情緒學習內涵。 

 

陸、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設計一年級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三階段課程，教學過程中依據

學生的反應、教師省思、同儕回饋調整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為了解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實施成效，訪問班級導師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實施後，

學生情緒表達、行為表現及英語學習的改變，並以社會適應量表前後測，了解

學生社會適應的改變。結果如下： 

一、結論 

（一）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有效提升一年級學生社會適應行為 

本研究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進行學科內容及語言教學，訪談班級導

師了解學生課程實施後的改變，並且在課程實施前及課程實施後進行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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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前後測。量性分析結果顯示，課程實施後學生在社會適應行為方面有顯著

的進步，而質性訪談與分析結果也顯示，課程實施後學生在紓解情緒、自我覺

察、人際互動技巧方面有所進步。學生自我覺察提升，更能理解自己的情緒狀

態，在人際互動上，能主動幫助別人、與同學分享心事、參與班級內的活動。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社會適應行為。 

（二）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三階段課程符合一年級學生學習狀態 

本研究設計 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三階段課程，從覺察他人優點的社會

覺察，了解自己情緒狀態的自我覺察，專心聆聽及分享自己優點的自我管理，

學生在三階段的課程中，習得社會情緒學習的重要向度。在教學的過程中依據

學生的反應調整課程的內容及進行方式，學生進行三週的 CLIL 雙語社會情緒

學習課程，能有效提升覺察情緒、提升人際互動能力。 

教學過程中，教師發現學生陳述自己優點時常呈現不好意思的態度，多數

的孩子會等待他人先分享，陳述自己的優點多是維持團體的和諧，維持自己與

他人和諧的關係，不凸顯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反應華人重視人際和諧的文化氛

圍。社會情緒學習已在美國推行多年，課程的設計多是以西方文化為設計主軸，

但西方文化重視自己特色的個人主義，並不一定適用於華人文化的集體主義，

未來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設計，可調整為更符合華人文化的課程內容。 

（三）CLIL 雙語課程設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 

小一學生進入一年級，對許多學生來說英文是剛開始接觸的科目，CLIL
雙語課程重視學科本質，學生學習重要概念時自然的接觸英文。本研究進行

CLIL 雙語課程，英文的設計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並使用較多的肢體語言，學

生在課程中重複聽到英文字詞，自然的熟悉英文字詞，老師在教學過中給予學

生正向的英文鼓勵（good job），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英文沒有懼怕，覺得

英文的學習是有趣，具遊戲學習的趣味因子，課程實施三週後，學生已能理解

重要的單字含義，並能主動說出英文單字，CLIL 雙語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學習英

文的成就感。 

（四）CLIL 雙語教學與社會情緒學習相結合 

本研究結合 CLIL 雙語教學與社會情緒學習，結果顯示能提升學生社會適

應、增進情緒覺察，也能促進學生學習英文的信心與興趣。本研究 CLIL 雙語

社會情緒學習設計三節課程，依據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習狀態修正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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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程中習得社會情緒學習重要概念，也能以英語聆聽、溝通。CLIL 雙語

課程，能有效實施於小一學生社會情緒學習教學。 

（五）CLIL 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符合男童與女童學習範疇 

本研究分析一年級男童與女童參與課程後的改變，結果顯示男童與女童均

正向提升社會適應行為，男童與女童並未呈現改變的差異。本課程設計符合男

童與女童的理解範圍，男童與女童均能從課程中學得情緒表達、人際互動的技

巧，學生均能在課程中獲益。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課程實施對象為一年級上學期的學生，考量學生剛接觸一年級課

程，且班級內 2/3 學生從未接觸英文，因此課程內容貼近學生生活經驗，核心

知識為社會情緒學習，設計社會情緒學習的英文學習環境。教學過程先說明社

會情緒學習概念，再設計英文情境，說明英文單字、句型，教師輔以肢體語言

幫助學生理解英文單字及英文句子的意義，中文與英文的教學需視學生的反應

做調整，讓學生理解社會情緒學習的重要概念。 

本研究結合雙語及社會情緒學習進行課程設計，結果顯示能提升學生社會

適應能力，然而缺少對照組的研究設計，不排除學生也可能是因為成長發展的

成熟因素，致使社會適應能力隨著時間而自然有所增長的緣故。 

三、未來研究方向 

雙語課程並非英文課程，雙語課程著重學科內容的理解與學習，雙語教師

在教學過程，需要依照學生的學習狀況，彈性的調整英語教學的比例及內容，

注意學生聆聽與溝通的能力。目前並無兼顧學科知識及英文能力的雙語教學評

量模式，難以了解雙語課程實施後的成效，未來研究可以發展雙語課程評量模

式，了解學生雙語課程的學習成效，作為了解學生學習及改進教師教學的依據。 

目前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教材較少，未來研究可以設計不同年級、不同

科目的雙語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在雙語教育教材更豐富多元後，課程影片設計

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英文教材，讓學生在不同領域中均能學習雙語社會情緒學

習的重要內涵。 

西方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概念學習的過程、活動的設計可能不完全適用於

華人文化的人際脈絡中，未來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設計，可以將華人文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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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和諧關係為課程底蘊，從觀察他人優點的社會覺察、關注自我情緒的自

我覺察，再討論自己與他人和諧的關係，設計適合華人文化的雙語社會情緒學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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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on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Implemented in 

Bilingua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Fu-Rung Yang 
The policy regarding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 into a bilingual nation by 2030 

has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 bilingual teaching model in Taiwan. 
On the basis of the 4Cs model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this study proposed a social emotional CLIL model. The model incorporates social 
awareness, self-awareness, and self-management into the bilingual CLIL-based 
lessons. The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contents of a lesson plan suggested for the 
model are highlighted in this study, together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analyses 
afterwards to verify its effectiveness gained for th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course.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 164 first-graders. After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1) the 
students have a higher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more fav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eers; (2) the CLIL bilingual course is relevant to the students, and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words used, and (3) the students can better interact 
with their teachers in simple English.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tudents do 
improv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skills after the course. The results do indic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LIL bilingual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course 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skills 
between genders. 

 

Keywords: CLIL bilingual,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CLIL bilingual curriculum 
desig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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