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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行政院擘劃「2030 雙語國家發展藍圖」作為指導方針，期能以2030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

雙語國家，以提升國人英語力、增加國際競爭力（行政院，2018）。國內博物館從2001年政府推動「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建設計

畫」以來，至今一路累積之雙語展示的環境、內容、導覽，以及教育人力的軟、硬體資源，在搭配學校課程並與學校教師合作

的情況下，運用適當的雙語教學方法，可提供在學學生課堂之外，一種真實、自然的情境下，使用英語學習的機會。

因應全球化趨勢所形成的多元化、多語言社會，語言教學法也不斷更新，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法（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以下稱CLIL）是延續英語教學在過去為因應不同情境，所發展出的新教學觀念（鄒文莉、

高實玫、陳慧琴，2018），具有學科內容和語言學習的雙重目標。本文即是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例（以下簡稱為科工館），

介紹如何結合博物館展示資源與學校教師合作，運用CLIL教學法、設計博物館CLIL活動，並在活動後以問卷及學生心得報告

來了解活動成效，以及參與活動學生對於博物館CLIL活動的態度，並比較國外相關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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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CLIL是一種雙重關注的教育方法，以一種額外的語言用於教材內容和語言的學習和教學（Coyle, Hood, & Marsh, 2010）。

自 1990年代開始，由歐盟在會員國內推動，主要動機在於鼓勵歐盟各國學生運用多種語言學習及溝通，至今已成為歐洲國中

小學教育體系普遍的教學法，亦已逐漸為美國、非洲與亞洲國家所重視及接受，臺灣也不例外（鄒文莉等人，2018）。

由於CLIL教學並沒有單一教學模式，可以彈性地依據各種教學現場需求進行調整規劃，以將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整合

起來，所以CLIL也可以應用在如博物館之非正規學習場域，如英國、義大利等國家，都有博物館以CLIL進行雙語學習的案

例。舉例而言，Charalampidi, Hammond, Hadjipavlou和Lophitis（2017）在英國某個補校施行一個CLIL計畫，以希臘語為目

標語、環境保護與氣候變遷為主題，活動包括學校課程和英國科學博物館參觀。該研究探討學生在教材內容和語言學習的成

果，以及其對該計畫的評價與態度的改變。結果發現，學生在語言和教材內容學習、認知和態度方面都有收穫。另外，Fazzi

和Lasagabaster（2021）在義大利某中學進行CLIL計畫，以英語為目標語、動物分類為主題，活動包括學校課程和威尼斯自然

史博物館活動，該研究主要探討學生對於學校課程整合博物館CLIL活動態度，結果發現學生對於加入博物館物品、課外使用

英語、活動方法，以及學生的興趣、自我概念、職業規劃等，皆表現出積極態度。

為了表達CLIL的核心精神，Coyle（1999）提出CLIL的4C框架，將4個獨立、同時也互相關聯的概念成分⸺教材內容

（content）、認知（cognition）、溝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整合為一個概念。而為具體實施4C框架，Meyer

（2013）發展了CLIL金字塔，作為教師發展CLIL教材的實用工具。另外，由於CLIL的實施方式可依實際教學環境彈性地調整設

計，在CLIL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運用多種支援策略以助達成教學目標。關於CLIL的4C框架、CLIL金字塔，以及教學過程中

策略之運用等理論，概述如下：

（一）4C

  Coyle（1999）提出CLIL的 4C框架，試圖將 CLIL 的 4個主要成分⸺教材內容（content）、認知（cognition）、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整合為一個整體概念，4C的意義如下（Coyle, et. al., 2010）：

(1) 教材內容⸺在新的知識、技能和理解方面取得進展。

(2) 認知⸺參與高層次的思考和理解，解決問題、接受挑戰並對其進行反思。

(3) 溝通⸺互動，在語言使用和學習取得進展。

(4) 文化⸺自我和他人的意識、身分、公民身分，以及對多元文化理解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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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LIL金字塔（CLIL-Pyramid）
儘管4C框架有助於教師在教學情境的脈絡下達成CLIL語言與學科內容的雙重關注，要真正將這種概念認知轉化為實際教

材和課程還是困難重重。為視覺化呈現CLIL 4C框架，Meyer（2013）設計了CLIL金字塔，作為教師備課、教材建構或改編的工

具。CLIL金字塔以「單元」（關於一個主題的課程序列）作為教師和教材編寫者的焦點，提出了一個系統的、經過測試的、用於

規劃CLIL單元和教材的順序：從選擇主題開始，到複習關鍵內容和語言要素的CLIL訓練作為結束（如圖 1），透過關注學習技

能和讀寫能力，為建立和加強不同科目、主題、單元之間的聯繫提供支援（Meyer, 2013）。CLIL金字塔在歐盟（Vati, 2019）、

哈薩克（San Isidro & Coyle, 2020）、日本（Griffiths, 2018）等國，皆有學者當作實用的4C教材設計工具推廣。

Meyer（2013）提出之CLIL金字塔六大品質原則，簡敘如下：

(1) 豐富的輸入（Rich Input）：「有意義的」、「有挑戰性的」、「真實的」應是選擇適當教材的主要標準，而「多模態輸入」

是選擇教材的關鍵概念之一，將訊息從一種呈現方式轉換成另一種呈現方式、或從母語（L1）轉換成第二語言（L2），

可以促進教材內容與語言的學習。

(2) 鷹架學習（Scaffolding Learning）：為協助學生處理真實的教材輸入並使他們盡可能地吸收，提供學生鷹架便十分

重要，「為了促進技能學習，教學活動應該設置一些可展示、監測這些技能的情境，及獲得學生學得的技能之回饋」

（Meyer, 2013, p. 300）。

(3)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Rich Interaction and Pushed Output）：從過往學者研究中發現在有意義和重要的社交環境

中，以溝通為目的的語言學習最為有效。而使用第二語言進行互動有助語言學習，且學習者在被迫使用其所有資源

與語言能力，經過思考而做出的輸出，有利於第二語言的發展。Meyer（2013）歸納出，運用任務型語言教學（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以完成激勵性和挑戰性的任務為核心，將不同合作形式的真實交流帶入課堂，能使教材內

容學習有更大的深度與廣度。

(4) 加入（跨）文化面向（Adding the（Inter-）cultural Dimension）：為跟上全球化的腳步，學生需要具備跨文化交流能

力，除了對於其他文化的認知及外語技能外，還需具備對於自我與時間跨度的認知，以及運用語言和非語言交流策

略的能力。CLIL可幫助學生從不同文化角度看待主題，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及信仰，在不冒犯他人的前提下，運

用語言和非語言方式與人順暢溝通。

(5) 高階思維（Make It H.O.T.）：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 HOT）能力是資訊時代成功要素，需要以輸入→任務

→輸出的流程，並輔以鷹架方式觸發學生各種認知活動。本文依據Meyer（2013）建議，參考Anderson等人（2001）

修訂的布盧姆分類法（Bloom’s Taxonomy），採用其中認知領域教學目標之認知歷程層面（The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所訂定之高階處理（Higher-order processing）項目⸺分析、評量、創造，作為學生在活動中須進行之

認知需求項目。

(6) 永續學習（Sustainable Learning）：為確保課堂上教授的知識在學生長期記憶中生根，教師應：[1]創造與學生態度經

驗及知識的連結、 [2]使學習過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 [3]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有學生分享、 [4]採用跨語

言實踐、 [5]促進自主學習及引入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6]使用詞彙法（lexical approach）、 [7]使用螺旋式學習。由於

這次博物館CLIL活動僅有6個小時，不便實施需要長期進行的教學策略，因此僅採用上述前4項永續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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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LIL教學過程運用策略
在CLIL教學過程中，為達學科內容學習與語言學習雙重目標，教師可以使用支援策略幫助學生理解與表達，使課程順利

進行；如「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允許在課堂上使用不同語言達到溝通理解目的，而學習「鷹架」則可以結構性地引

導、支援學生學習。尤其，在臺灣因實施分科教學，使英語科與一般學科教學方式、學習目標，乃至評量方式都有差異，透

過「跨領域教師協作」教學，可以透過兩者的整合，兼顧學科內容理解及外語溝通表達。

(1) 跨語言實踐：跨語言實踐是指CLIL情境中，教師及學生可能會用到母語以及其他表意方式的時機（鄒文莉，2018），

亦即學生可交替使用不同語言以達到溝通或理解的目的，教師可依學生的英語程度設定雙方使用母語的時機。其在

教育領域中有「提升學生對於學科知識的全面性理解」、「幫助相較於母語相對弱勢語言（如：第二外語）的學習」，及

「提倡不同語言程度學習者共學的優點」（高郁婷，2018，頁59）。

(2) 鷹架：鷹架原本是工地臨時搭蓋以協助施工的設備，「教學現場的鷹架理論透過支援學習者的認知、動機、情緒來引

導學生，進而發展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及思考能力。等到學生的能力逐漸成長，教師也隨著降低協助，最後完全放

手」（陳慧琴，2018，頁 39）。鷹架的使用可減少教材內容輸入的認知和語言的負擔，有助於學生理解教材的內容和

語言，並能夠透過適當的、支援性的結構，如提供例句、詞彙等協助，來完成特定的任務（Meyer, 2013）。

(3) 跨領域教師協作：在學校正式教學體制，學科領域教師通常負責該學科知識的教授傳遞，而外語老師則負責語言

聽、說、讀、寫等的教學，兩者間通常無交集。由於CLIL兼具語言與學科內容的學習，跨領域教師協作顯得重要。

「領域教師的教學重點傾向於理解內容，而英語科教師的授課內容則以溝通能力的培養為主」（鄒文莉，2018，頁22）。

另外，在博物館背景下實施CLIL時，Fazzi（2014）研究發現，學校教師和博物館教育者在目標、教材內容，甚至對學

生的外語和特定學科的認識方面都不同，加上博物館非正式教育的環境，博物館CLIL活動若想成功，必須與學校課

程連結。

1
CLIL金字塔模型（Meyer, 2013）

CLIL訓練

任務設計
認知＋溝通
輸出鷹架

學習技能＋
輸入鷹架

媒體選擇

主題選擇

打造品質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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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學校與博物館的CLIL雙語
學習活動

本文嘗試將CLIL金字塔應用於設計博物館CLIL活動教

材，以了解活動成效、參與活動學生對於博物館CLIL活動的

態度。

（一）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針對高雄某高職二年級觀光科學生共 16人，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稱科工館）「烹調與科學」展示廳

為主題。整體活動包括教材開發、學校授課、博物館現場活

動以及後續駐廳導覽實習。在活動教材發展初期，即進行校

方及館方分工。博物館負責提供「烹調的科學」展示廳之展示

內容相關資訊、博物館現場活動設計執行，以及後續學生導

覽實習之管理。

校方以培養學生「烹調的科學」展示廳雙語導覽能力為目

標，負責教授學生該廳內容先備知識、考核，以及活動後的

導覽實習準備。這次參與活動學生為同班同學，英語程度同

一般高職 2年級生，學校老師在活動前依據學生英語程度將

展廳資訊製作講義，在學校導覽課及餐旅英語會話課程時提

早教授；上課時先分組並練寫相關句子，其成果做為作業驗

收，以便學生實際到博物館參與活動時，已有先備知識。另

外，老師亦事先拍攝展示廳環境，在課堂上以虛擬實境方式

進行導覽，讓學生熟悉博物館環境。博物館雙語活動後，老

師也會在學校進行相關活動，如剪輯學生英語導覽影片放在

YouTube供全校師生票選，提升學生士氣。此外，也進行雷

射筆和麥克風使用演練及製作導覽道具，以加強學生導覽能

力，以利後續安排學生到博物館導覽實習活動。為提升學生

參與動機，學生所有的活動表現，皆納入該課程的學期成績

評量範圍。

2
展示內容簡報時安排小組討論搶答環節，以
提升學生動機並檢視學生是否吸收

3
展示內容簡報中，學生分組討論後上臺發表

4
博物館教育人員以英語說明闖關規則

5
闖關活動分組進行，學生需應用內容簡報所學（左）、運用認知能力加上團體合作，才能完成任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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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闖關活動學習單示意圖

7 
闖關活動之闖關卡，需搭配學習單使用

博物館現場活動分為兩次，每次時間長度為180分鐘，執

行時間分別為2021年10月30及31日，連續兩天上午09:00-12:00

在科工館「烹調的科學」展示廳進行。第一次活動（10月30日）

分為三個部分，活動實錄及闖關單資訊詳見圖2至圖 7。第

一部分以簡報和提問方式進行，內容包括「烹調的科學」5個

子題（火的起源與烹調簡史、熱能傳遞與烹調技法、烹調衛

生、全球廚房、烹調工具）；在簡報中穿插小組英語詞彙測試

及句型練習，以檢視學生對基本專有名詞及文法的了解，活

動中所有測試皆以遊戲競賽方式進行，若搶答正確，小組可

集點。第二部分以簡報內容為基礎，設計英文版闖關遊戲。

闖關活動進行時，需應用認知能力加上團體合作精神，才能

完成，並依據闖關時間及過關數量計分。第三部分由博物館

解說員提供該廳中文導覽示範後，由學生自行分組練習。第

一、二部分活動設計皆對應CLIL金字塔六大品質原則，第三

部分導覽示範則對應其中 5項原則：豐富的輸入、豐富的互

動與強制輸出、加入跨文化面向、高階思維及永續學習；活

動設計對應CLIL金字塔品質原則情形，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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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CLIL金字塔品質原則對應項目

第
一
次
活
動

「烹調的科學」簡報課程
▷火的起源與烹調簡史（各國文化⸺火的小故事）
▷熱能傳遞與烹調技法（最愛的臺灣菜餚有哪些材
料？是哪種烹調技法呢？）
▷烹調衛生（記憶卡牌）
▷全球廚房（全球廚房連連看）
▷烹調工具（現代與古早烹調工具的用途？）

45分鐘教學
15分鐘學生
提問

豐富的輸入：多模式輸入（視覺、聽覺輸入），有意義的、
有挑戰性的、真實的
鷹架：主題相關的研讀技巧與策略、設置情境以求回饋
（設計遊戲測試吸收程度）、（提供句型與講義範例幫助學
生）製造語言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學生間口語互
動、學生間非口語互動、學生口語成果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分析、評量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
有學生分享、採用跨語言實踐

闖關活動
▷各國料理跳跳OX

▷烹調知識Yes or No

▷烹調工具大挑戰
▷智慧App遠端遙控廚房
▷科工神廚蔥油餅步驟大公開
▷智慧App調理桌
▷加分題問答

80分鐘

豐富的輸入：多模式輸入（視覺、聽覺、動態輸入），有
意義的、有挑戰性的、真實的
鷹架：主題相關的研讀技巧與策略、設置情境以求回饋
（設計關卡測試吸收程度）、（提供句型範例幫助學生）製造
語言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師生間非口語
互動、學生間口語互動、學生間非口語互動、學生口語成
果、學生非口語成果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分析、評量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
有學生分享、採用跨語言實踐

館方中文導覽示範 40分鐘

豐富的輸入：多模式輸入（視覺、聽覺輸入），有意義的、
真實的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分析、評量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

表 1 活動流程及與 CLIL金字塔品質原則對應項目

第二次活動（10月31日）分為兩部分，活動實錄請詳圖8至圖11。第一部分以簡報方式介紹導覽技巧，以及英語導覽時會使

用到的基本例句介紹及練習；簡報設計不同導覽情境與學生互動問答，學生之回應狀況同樣計分。活動後半由博物館解說員

進行展廳英語導覽示範後，由學生進行英語導覽驗收並加以錄影，驗收後由博物館解說員提供個別指導、講評。博物館活動

結束後，由學校老師審視活動成果，以作後續課程的補強，並安排學生至博物館擔任該廳之雙語解說員。第一部分對應CLIL

金字塔之豐富的輸入、鷹架、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高階思維及永續學習5個品質原則；第二部分英語導覽示範對應了CLIL

金字塔之豐富的輸入、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加入跨文化面向、高階思維及永續學習此5項品質原則；而最後的英語導覽驗

收及導覽實習階段則對應CLIL金字塔其中4項品質原則：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加入跨文化面向、高階思維及永續學習。整

體活動之流程及活動設計對應CLIL金字塔之品質原則，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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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CLIL金字塔品質原則對應項目

第
二
次
活
動

導覽技巧課程
▷資料準備（閱讀說明文及補充資料）
▷現場了解（導覽項目挑選及安排動線）
▷撰寫大綱及事前演練
▷如何上場（裝備齊全、儀容、了解觀眾等）
▷導覽進行式（勿背對觀眾、注意觀眾反應等）
▷導覽方式（雙向、比較、講故事等）
▷解說技巧⸺基本（時間分配、組織性等）與進階
（結合時事、自製道具等）

45分鐘教學
15分鐘學生
提問

豐富的輸入：多模式輸入（視覺、聽覺輸入），有意義的、
有挑戰性的、真實的
鷹架：主題相關的研讀技巧與策略、設置情境以求回饋
（設計導覽情境測試吸收程度）、（提供導覽範例幫助學生）
製造語言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學生間口語互
動、學生間非口語互動、學生口語成果
高階思維：分析、評量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
有學生分享、採用跨語言實踐英語導覽基本例句介紹及練習 30分鐘

館方英語導覽示範 30分鐘

豐富的輸入：多模式輸入（視覺、聽覺輸入），有意義的、
有挑戰性的、真實的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分析、評量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

英語導覽驗收 60分鐘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師生間口語互動、師生間非口語
互動、學生間口語互動、學生間非口語互動、學生口語成
果、學生非口語成果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創造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
有學生分享

博物館雙語導覽實習 11月至 1月 *

豐富的互動與強制輸出：學生間口語互動、學生間非口語
成果、學生非口語成果
加入跨文化面向：跨文化元素（各國烹調文化）
高階思維：創造
永續學習：創造與學生態度經驗及知識的連結、使學習過
程透明化並提供清晰的結構、確認小組活動成果與班上所
有學生分享、採用跨語言實踐

*註：因新冠疫情關係，當年 12月中起暫停學生到博物館實習。

8
導覽技巧課
程設計不同
情境與學生
互動問答

9
博物館解說
員進行英語
導覽示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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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原則 對應項目 應用方式

豐富的
輸入

多模式輸入
1.視覺輸入：圖片、影片、動畫與簡報、解說員及學生英文導覽。
2.聽覺輸入：影片、解說員及學生英文導覽。
3.動態輸入：展示廳App及互動式展品操作。

有意義的、有挑戰
性的、真實的

1.簡報課程內容體現現實生活中烹調知識，穿插之問答活動考驗學生是否吸收課程內容。
2.闖關活動與課程內容連結，小組需運用課堂所學及高階思考才能過關。
3.導覽技巧課程以展示廳實際情況為例，中、英語導覽示範亦實際在展示廳中進行。

鷹架

主題相關的研讀技
巧與策略

烹調技法、各國料理、烹調歷史及工具之動詞變化的表格以及例句，協助學生理解文法句型、烹
調知識。

設置一些可展示、
監測這些技能的情
境，及獲得學生學
得的技能之回饋

1.簡報設計翻翻板、連連看、記憶遊戲等，測試學生是否吸收。
2.闖關活動運用展示廳App、現場展品及設備，並另外設計遊戲，以過關與否測試學生是否吸收
3.提供學生指定區域之英語導覽字彙、句型、例句及運用現場展品技巧，並在學生實地導覽時驗
收成果。

幫助學生製造語言 提供句型與講義範例，協助學生在活動中回答問題並應用在最後導覽驗收上。

豐富的
互動與
強制輸出

師生間口語互動
展示內容簡報、導覽技巧課程、導覽示範及闖關活動中教育人員與學生互動問答：
1.老師發問，學生回答。
2.開放學生發問。

師生間非口語互動
闖關活動設計動態關卡：
1.古食器用途挑戰⸺拍照。
2.科工神廚蔥油餅步驟大公開⸺排序。

學生間口語互動
1.展示內容簡報分組討論後上臺發表。
2.展示內容簡報設計小遊戲分組搶答。
3.闖關活動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

學生間非口語互動

1.可上網際網路查詢資料。
2.闖關活動設計動態關卡：

（1）各國料理跳跳OX⸺跳躍。（各國料理判斷，如題目為判斷日本料理，壽司跳至O，炒米粉跳至X）
（2）智慧App遠端遙控廚房、智慧App調理桌⸺動手操作。

學生口語成果

1.口頭報告。
2.搶答。
3.將英語導覽成果錄影。
4.到館定點導覽執勤，為觀眾導覽解說烹調的科學展廳內容。

學生非口語成果

1.了解展品操作方式。
2.會正確使用導覽器材，如麥克風、雷射筆。
3.製作導覽輔助道具。
4.執行導覽任務時，會技巧性運用現場展品及說明文。
5.完成闖關單任務。

表 2 CLIL金字塔品質原則、對應項目及應用方式⸺「烹調的科學」展示及導覽技巧

（二）教材設計
整體活動以「烹調的科學」展示為主題，並以CLIL模式之4C框架⸺教材內容、認知、溝通、文化⸺為原則，運用

Meyer（2013）提出之CLIL金字塔架構編寫教材 （即以CLIL金字塔6個品質原則為基礎，在每個品質原則的對應項目下，設計

符合的應用方式，以達成對應項目的要求），詳如表2；並運用設計模板進行單元設計，詳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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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原則 對應項目 應用方式

加入（跨）
文化面向

跨文化元素 東、西方烹調簡史、各國料理特色及飲食文化。

高階思維

分析

依據課程所給整體資訊分析個別特色，如：
1.了解東、西方烹調法的不同後，分析各國各種料理特色。
2.了解熱能傳遞原理後分析烹調技法特色及利弊。
3.了解導覽技巧後，分析自己能力及特色挑選適合自己使用之項目

評量 學生檢視自己、組員的活動及導覽成果，並尋求改善或訂定攻略。

創造 導覽內容、呈現方式、輔助道具由學生自行撰稿及發揮。

永續學習

創造與學生態度經
驗及知識的連結

1.將日常常見的臺灣（各國）料理與食材，以推廣臺灣（各國）料理的特色為題、設計句型，連結學
生們自身經驗與英文學習目的。
2.解釋各種鍋具熱傳導原理、特色及使用限制後，讓學生思考平常該如何判斷鍋具的選用，如電
磁爐、微波爐。
3.將烹調衛生概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使學習過程透明
化，並提供清晰的
結構

1.先講解句型架構、認識詞彙，舉例並提供練習機會，學生分組討論後，再進行口頭發表。
2.提供英語導覽時常用的片語、句型，讓學生們實際運用在導覽上。
3.提供導覽示範讓學生了解真實導覽架構。

確認小組活動成果
並與班上所有學生
分享

1.展示內容簡報時每位學生都要上臺發表。
2.導覽驗收時，每位學生都在全班學生面前實際導覽。

採用跨語言實踐
課程簡報雙語並行；導覽技巧簡報以中文為主；導覽示範中文、英語各安排一場次；遊戲關卡以
英文呈現，允許學生以中文進行闖關；師生間問答討論則雙語並用。

10
 學生分組進行英語導覽驗收並加以錄影

11 
學生英語導覽後，由博物館解說員提供指導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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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烹調的科學展示內容之CLIL-Pyramid單元設計模板

主題：熱能傳
遞與烹調技法
媒介：熱能傳遞與烹調

技法（圖片、文字、遊戲）
學習技術：聽、說、讀、寫
任務：臺灣小吃與烹調技法配對、
烹調知識Yes or No

高階思考：分析、評量

主題：烹調工具
媒介：烹調工具（圖片、文字、影片、
新聞報導）
學習技術：聽、說、讀
任務：古食器用途挑戰
高階思考：分析

主題：烹調衛生
媒介：烹調衛生要素（圖片、文字、
遊戲）
學習技術：聽、說、讀
任務：烹調衛生分類記憶
卡牌
高階思考：分析

主題：火的起源與烹調簡史
媒介：烹調歷史故事（圖片、文字、
例句、表格）
學習技術：說、讀
任務：使用被動句型與過
去分詞 

高階思考：分析

主題：
全球廚房
媒介：各國料理

（圖片、文字、表格）、
智慧製造App

學習技術： 聽、說、讀
任務：國家與料理配對、造句介
紹臺灣料理、智慧App菜餚調理
高階思考：分析、創造

CLIL訓練：
複習關鍵內容和語言
要素（學習教材內容相關
的關鍵單詞和片語，及學生
執行任務所需的語言）

烹調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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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結果

這次活動參與對象為高雄某高職二年級觀光科 16位學生，在活動過程中，我們收集了所有使用的材料（闖關單、學習單、

集點卡、導覽錄影），並在活動結束後進行問卷調查，活動結束後安排學生到博物館實際執行雙語導覽服務。其中，問卷調查

是以參加 10月 31日活動的學生為對象，當天共有 16人參加，共收集 16張問卷，扣除 1張填答不完整的問卷，共有 15份有效問

卷（93.75%），在性別方面，男性有6人（40％），女性9人（60％）。

所擬定之問卷為學生對於參與活動的感想與意見，內容涉及活動前、後對活動的期望與結果、活動最困難、幫助最大、

最喜歡與最不喜歡項目與滿意度，以了解學生對於博物館CLIL學習經驗之態度。在活動後，學校老師也請學生繳交活動心得

報告，共有 16位學生提交，以下學生心得報告使用編碼：以 st為代號、2位阿拉伯數字編碼。

（一）活動成果
參與活動的學生分為4組進行闖關，每一組皆完成了所有關卡，顯示學生皆有能力將簡報所學應用在闖關活動上，且每組

的集點卡也都有5點以上積分，顯示學生皆踴躍答題、積極參與活動，最後的分組指定區域英語導覽，也都順利完成拍攝。11

月下旬開始，學生們也分4組在週末輪流至科工館「烹調與科學」展示廳進行雙語導覽實習，不過12月中起受新冠疫情影響停止

導覽實習。

（二）學生對博物館CLIL活動之態度
(1) 對博物館CLIL活動整體成效的看法及活動滿意度

在問卷方面，活動前認為「會弄得一團糟」的學生有26.7%，活動後下降為0，表示所有學生皆認為自己在活動後有所收穫。

活動後認為「可以提升英語能力及對烹調科技議題了解」的有53.3%，表示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在活動結束後都認為本活動可以

同時提升語言能力與知識的吸收；認為「可以提升英語能力」的有26.7%、「可以提升對烹調科技議題了解」的有20%，詳如表

3。與其他研究相較，本文關於學生認知之活動整體成效的比例要較Charalampidi等人（2017）研究為低，在Charalampidi等

人（2017）研究中，所有學生皆認為結合博物館的CLIL活動對於自己的語言及學科內容學習有幫助，顯示國內在這類型活動設

計執行上還有成長空間。

活動前 活動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可以提升英語能力 2 13.3 4 26.7

可以提升烹調科技議題的了解 0 0 3 20.0

可以提升英語能力及對烹調科技議題了解 9 60.0 8 53.3

會弄得一團糟 4 26.7 0 0

總計 15 100.0 15 100.0

表 3 活動前、後學生對博物館 CLIL活動成效之看法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活動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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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的心得中，比較強調的是活動對於學生英語能力及導覽技巧的提升，在 16份心得中，共有 12位學生（75%）提

到在英語能力及導覽技巧的收穫，摘錄4位學生意見如下：

「大家的英文能力確實有加強到了。」 （st01）

「這次的學習機會讓我成長不少，上台的台風更好更加有自信，英文的口說方面也更順了。」（st14）

「這次是一個難得的職場體驗實習。」（st09）

「導覽技巧實用，譬如說與觀眾問答或眼神交流。」（st06）

而學生對活動的滿意度以李克特氏五點量表（Likert scale） 衡量，平均值達4.25（標準差0.683），顯示參與學生對於活動

滿意度高。

(2) 對於學習的幫助

進一步探討這次活動對於學生雙語學習的實質幫助，學生認為在活動中「幫助最大」的是「解說員解說方式」（42.9%），其

次的「雙語教材」及「與夥伴工作」各占21.4%，詳如表4。學生的心得報告也同樣反映出上述三點，學生認為教師與博物館人員

在所有提供的協助中，最有幫助的是事先準備的導覽教材（8人）、團隊合作的美好經驗（7人），以及導覽技巧（6人），摘錄幾

位學生意見如下：

「這次很棒的是老師幫我們印好了導覽內容稿。」（st14）

「專業人員的ppt設計很棒，真的很用心，很喜歡。」（st10）

「雖然活動中有很多地方是我聽不懂的，但還好組員都很給力，會給予我正確答案。」（st02）

「導覽老師可以運用淺顯易懂的英文詞語讓我們都能理解」（st11）

「經過科工館的專業老師的帶領，我們從只會念稿的機器，變成了有感情的解說員。」 （st05）

次數分配 百分比

雙語教材 3 21.4

與伙伴工作 3 21.4

解說員解說方式 6 42.9

闖關活動 2 14.3

總計 14 100.0

表 4 活動中學生認為幫助最大的部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活動問卷調查。

綜上可知，雙語教材、團隊合作與導覽解說技巧為成功協助學生雙語學習的最重要因素，其中雙語教材代表的是學校方

與博物館方緊密分工合作的結果；在博物館進行的團隊合作與在學校分組完成一個作業或報告不同之處，在於博物館自由學

習、豐富互動的特殊環境中產生的動態學習方式；導覽技巧則是真實職場才能習得的職業技能。三者皆涉及精心安排的教學

鷹架，協助學生按部就班進行，這方面與Charalampidi等人（2017）與Fazzi和Lasagabaster（2021）研究相似，Charalampidi

等人（2017）以明確的語言和教材內容教學重點來滿足學生的需要，Fazzi與Lasagabaster（2021）則建構一個結構化指導性的學

習環境，安排適當的指導以幫助學生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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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活動方法的態度

從學生課後繳交的心得來看，大多認為博物館CLIL活動進行方式與一般上課不同，共有 12人表示喜歡或受惠於博物館活

動時，提到以遊戲任務、運用展示廳展品、實地利用英語導覽等方式進行教學，也反映出學生很能接受博物館這種與正式學

校教育不同的英語學習方式：

「一邊教文法，一邊玩遊戲來了解，比全程教科書的教學，老師們的教法讓我反而印象深刻。」（st04）

「最有趣的是精心安排的遊戲，還可以闖關。」（st10）

「我一直都覺得英文口說是我最弱的地方，但都找不到對象可以練習，剛好這次有這個榮幸能夠來到科工館擔任解說志工的工

作。」（st14）

另外關於學生在活動中最喜歡的部分，最多人在問卷中提到的是能在課堂之外實際使用英語（6人），如科工館解說員以全

英語導覽示範及進行活動、學生自己也以英語進行導覽；以及與博物館展品的互動（6人），如機器人主廚、現場的闖關活動。

也有學生喜歡活動中由解說員提供的實用導覽小技巧（1人）、或可以和組員一起活動（1人），以及在活動中提升自己的英語能

力（1人），皆呼應了學生心得中對於博物館CLIL活動方法的正面看法。如同Fazzi與Lasagabaster（2021）的博物館CLIL參觀研

究發現，學生認為博物館CLIL參觀活動給了他們使用英語進行真實溝通的機會，博物館實際的物品使得學習經驗變得真實而

特別。至於活動中最不喜歡的部分，回答的學生較少（8人），其中最多的是因為博物館離家太遠，要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5

人），顯示學生對於活動本身持正面態度，仍呼應了問卷對於整體活動的高滿意度。 

(4) 活動挑戰性

在這次博物館CLIL活動中，學生認為英語部分最困難的是「以英語回答問題」（40%）和「用英文書面回答」（33.3%），表示

學生們在英文「說」及「寫」遇到較多困難；未來可在活動中增加口頭及書寫英文的練習機會，並安排複習環節以強化學生表達

與敘述之能力。另外，學生表示在「閱讀和理解教材」（6.7%）和「團隊合作」（6.7%）的困難度最低，可能是因為學校老師在此

活動前，已先將學生進行分組，並提供相對應的說明教材，給學生們預習及參考，在輸入鷹架基礎下，學生們在閱讀理解及

團隊表現皆佳，也凸顯出在學校培養學生先備知識的重要性，詳如表5。

次數 百分比

聽懂英語導覽 2 13.3

閱讀和理解教材 1 6.7

英語回答問題 6 40.0

團隊合作 1 6.7

英文書面回答 5 33.3

總計 15 100.0

表 5 活動中學生認為英語使用最困難的部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活動問卷調查。



▣ 博物館研究

2023 臺灣博物季刊 157　42卷．第 1期 106

為進一步了解活動帶給學生的挑戰，從學生心得中挖掘

參加活動壓力的來源，發現多來自於實際英語導覽環節（10

人），包括了導覽時的緊張心情（8人），以及使用導覽器材的

生疏與不自在（2人），例如：

「稿子念起來就怪怪的，我不知道要如何改正的時候，我就

會很緊張就會念錯。」（st01）

「正式來的時候我發現我真的對自己很沒有自信，因為緊張

一直卡詞。」（st03）

「前兩天我覺得我表現得不太好，念都卡卡的，而且每段字

句都會自己亂組。」（st11）

「今天比以往要緊張許多，因為今天要戴著麥克風和雷射筆

作導覽。」（st08）

「有可能是太緊張，所以在真正使用麥克風的時候，原本能

說出的內容，變成要不斷去看圖板上的介紹，才能說得出

來。」（st04）

實際英語導覽環節正是活動安排的最後產出，學生必須

要消化、吸收所有關於展示內容的知識，結合導覽的技巧，

創造屬於自己的導覽風格，還要經過不斷地練習才能流利地

表達，是需要高階認知能力才能完成的任務。但從學生活動

所有成果、滿意度以及對活動的態度來看，還是能在課程安

排的各項鷹架協助下順利完成任務。這與Charalampidi等人

（2017）研究相似，Charalampidi等人（2017）研究亦發現博物

館CLIL活動對學生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活動對於學生「認知」能

力的要求，但即使是概念理解上有困難的學生，也對活動的

認知挑戰抱持積極態度。

綜合以上學生對活動的態度來看，顯示此次活動先由老

師在學校教授相關先備知識，於博物館活動時則運用圖像及

問答的方式設計之簡報、遊戲等教材與實際導覽經驗，並以

分組競賽方式進行，對於培養學生對烹調知識與英語導覽解

說相關專業之認知，具有挑戰性且有正面效果。如同Fazzi與

Lasagabaster（2021）的博物館CLIL參觀研究發現，學生們認

為與傳統以導覽方式進行的博物館參觀相比，博物館CLIL活

動以小組形式工作、尋找資訊，並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相互

挑戰的方式，更加有趣。說明這種整合學校與博物館的雙語

教學模式，對於博物館是可行的方式，未來可繼續推動。

五、結語

這次活動並非單純安排學生到博物館參加一個雙語的活

動、或是聽一個英語導覽那麼簡單，而是學校與博物館非常

緊密合作，以博物館正式執行的展示廳導覽業務為目標的案

例。學校在博物館活動前的課程教學，使學生在語言及教材

內容方面都有先備知識，因此學生在博物館雙語活動時可順

利進入狀況，享受活動過程中遊戲、導覽的團隊合作成果。

活動後回學校加以複習補強，再到博物館實習，且整個過程

都納入學生成績評量範圍，使學生更加投入。從學生的反應

也可看出，此次以CLIL金字塔原則設計的CLIL課程教材，以

及團隊合作的方式，可在博物館的學習環境中達成學科內容

與語言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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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實際操作上，博物館CLIL活動最大限制亦為

需要學校教師投入大量心力，若無學校教師投入，學生無足

夠的先備知識，在博物館活動時學生會聽不懂，此時，使用

中文的份量勢必增加，使用英文部分相較減少。而且，博物

館對於學生學習毫無強制性，若學生無學習評量壓力，極有

可能不把這種博物館活動當一回事，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果勢

必大打折扣。另外，在博物館進行CLIL活動的時數也不能太

少，否則，練習和活動的時間不足，無法完整表達一個展示

欲傳達的訊息。因此，博物館CLIL活動較適合與學校合作，

很難複製到一般短時參觀的民眾身上。

對博物館來說，由於博物館是一個不同於學校環境，較

為活潑、多樣性的教育場所，由現職外語解說員的實際示範

及指導，並提供學生實際使用外語的機會，提供學生實務上

的協助與經驗的傳承，才是對學生最佳的幫助。這次博物館

CLIL活動在國內算新開發的科教活動類型，文獻中發現整體

成效稍遜於國外相關案例，建議可從學生感到困難的「說」與

「寫」的方面，尤其是實際雙語導覽上，提供學生更精準的鷹

架協助。

另外，由於在學校的先備知識學習與博物館現場教學活

動同樣重要，也建議博物館事前與學校教師充分溝通，才能

清楚分工不致遺漏，執行時也需要對學生有一定程度且明確

的要求，博物館CLIL活動才能順利進行，以促使學生在活動

參與的過程中，能有充分習得展示內容與增進外語能力的雙

重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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