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潛力：小學實習教師作為語言沉浸式教學學習者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儘管語言沉浸式教學被證明是有效的，對愛爾蘭語沉浸(Irish-

medium Immersion)教學的相關研究仍然偏少。本研究顯示小學實習

教師如何在愛爾蘭語沉浸式教學情境下，透過教數學連結語言與學

科內容。本研究使用日本單元教學研究(Lesson Study)作為設計與實

施，研究者透過多種管道收集質性資料。 

愛爾蘭語是愛爾蘭共和國(或北愛爾蘭)的主要本土語言。然而

自 1922 年愛爾蘭自由聯邦成立後，愛爾蘭語的使用情況仍受威脅。

有鑑於「學校在影響對語言的反思、行動、及愛爾蘭文化價值上的

重要性，教師發展被視為這個更新過程中的重要基石」。因此愛爾蘭

語沉浸式教學扮演著扭轉語言使用的重要角色。通常愛爾蘭語沉浸

式教學是使用於非愛爾蘭地區、愛爾蘭語非第一母語的學生上，並

與英語教學並進。愛爾蘭語沉浸式教學的教師通常在兩種語言上都

非常流利、而通常學生則在教室環境外則沒有使用愛爾蘭語的情境。

與美國沉浸式教學不同，通常愛爾蘭語沉浸式教學整個學校中除了

英文課外，所有學科都使用愛爾蘭語，並一路實施至 6 年級。語言

沉浸式的教師除了一般學科內容知識外，更需具備文化與語言教學

法知識，因此教師培育在延續與擴展語言沉浸式教學學程上格外重

要。 

本研究作者曾為語言沉浸式學校的教師與校長，深感在此情境

下身為教師的複雜性，因此與其在數學領域的教育者同事(亦為本研

究作者之一)，期欲共同理解在準備語言沉浸式中數學領域實習教師

發展的相關議題。本研究使用日本單元教學研究(Lesson Study)作為

研究框架，由此理解課程目標發展、準備研究計畫、實施研究課程、

及反思報告課程內容(見原文圖 3)等過程。 

參與者包括 7 名對愛爾蘭與沉浸教學有興趣、並在他們三年期

實習最後一年的實習教師。其中兩名為數學教師、一名愛爾蘭語教

師，皆在他們的愛爾蘭語沉浸式教學中使用單元教學法。主要研究

活動為此三名教師的參與式觀察。根據單元教學法的三個階段(準備、



 

 

實施、反思)，資料分別包含現場筆記、相關教學文件、紀錄教案與

實際教學差異、現場錄音、期末展演錄影及個人反思等。 

研究結果顯示四個主題：重新概念化、成為關注語言的教師、

發展整合學科教學知識(Integration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I 

– PCK)、及反思提供的協助系統。首先，所有參與者皆表示他們曾

經修習過的教師準備課程並未能使他們準備好進入語言沉浸式教學

情境，因此他們認為單元教學法在引導他們意識到學科內容與語言

教學之間的連結上，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在教學過程中，

所有的參與者都逐漸有意識地尋求語言教學內容與學科內容上的平

衡。例如在使用單元教學法前，有參與者反思他們通常會在課程一

開始，教與課程專有名詞相關的字彙；但現在，他們逐漸平衡學科

教學與語言教學的比重。再者，在研究過程中及之後，使用單元教

學法的參與者也漸漸對自己的各類知識及其如何影響他們的教學設

計、實施更有意識。例如有參與者反思自己的愛爾蘭語不夠標準，

會的字彙不夠多，因此會影響他的教學計畫。最後，參與者報告自

己在以往的學習歷程中，很少有機會能反思自己的教學，因此他們

認可能夠支持反思學科教學知識的系統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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