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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都會區國中英語教師對於EIL之認知與態度，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包含蒐集文件資料、在教學現場進行

參與觀察、並且深入訪談三位教師。 研究發現教師對於EIL教學觀的認知概念：一、重新建構英語教師的角色，善用多語

背景的教學優勢，適當運用教學自主權。二、設定實用的教學目標，擺脫標準英語的束縛，培養國際語言文化溝通能力。

三、重視平等對待、溝通與互動的教學，幫助學生克服英語學習的心理障礙。四、設計融入生活情境的教材，兼顧在地與

多元文化內容的教學。五、採用多元評量方式，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以及反省批判能力的教學。 教師對於EIL理念融入國中

英語教學的實踐可能，多持正面與肯定的態度：強調雙語言認同的平衡發展，具有正面積極的教學意義，能增強學生的學

習動機；運用實際生活情境的跨文化溝通教學，具有潛移默化的功能，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對於

國中ELT領域相關人員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 : 全球在地化、以英語為外語、以英語為國際語、語言認同、跨文化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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