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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雙語教育政策檢討 
鮑瑤鋒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小校長 
 

一、世界各國使用英語現況分析 

根據 2019 年 EF 全球非英語國家的英語程度指標報告，「超高英語精熟度」

（Very high proficiency level）的國家大多是歐洲國家，如荷蘭、瑞典、挪威、丹

麥分居前四名（李壹明，2009）。亞洲唯一進入「超高英語精熟度」的國家是新

加坡，名列第五。臺灣則是第 38 名，屬於「中等英語精熟度」（moderate proficiency 
level）的國家。 

歐洲國家除了英語程度高，人民能同時保有自己國家語言，可以依據語言使

用情境，流暢的切換語言。這樣令人羨慕的多語環境，其實有其天然條件。首先，

歐洲國家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彼此緊鄰，尤其是申根成員國之間的跨國交通暢通，

人民經濟商業、旅遊與生活互動頻繁，英語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歐洲跨國互動的共

通語言（English as a European lingua franca）。此外，大多數的歐洲國家語言和英

語同屬於日耳曼語系家族。也就是說，歐洲國家人民除了有大環境的英語使用需

求之外，學習上也比非同源語國家來得容易些（張武昌，2014）。 

對比鄰國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是由四大族群組成: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

其他少數族群，因此，英語在新加坡也是跨族群溝通的共通語言，英語在新加坡

生活上有其不可或缺的實用性。和歐洲國家不同的是，雖然英語不是當地四大母

語的同源語，但是受英國四十多年殖民的影響，英語早已是學校和政府單位使用

的官方語言。即便在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將華語、馬來語、坦米爾語和英語共同

並列為官方語言，並要求不同族群在學校需要學習母語，英語一直都被視為是新

加坡「第一語言」。 

透過上面的案例，可以推論影響國家英語程度的因素有：(1)使用英語的大環

境、(2)英語和母語屬同源語、(3)有歐美殖民歷史，但很遺憾的是臺灣並沒有以上

三個條件，要成功推動雙語教育，實屬不易。 

二、臺灣目前雙語教學的困境 

今年 9 月初行政院通過「雙語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此乃國發會與

教育部協調各部會資源推動而成，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目的是 2030 年雙語國家

的準備工作，假使立院審議順利的話，最快年底掛牌運作，成為國家推動雙語教

學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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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政院從現在開始到 2024 年，已經編列 100 億預算，其中 10 億元作

為雙語發展中心的經費，如此大手筆花在推動雙語教育，其中政策規劃內容，值

得商確。生活在臺灣的人，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多語境（Multilingualism），如果把

原住民語加進來，依照現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標準計算，共 19 種語言，證

明臺灣是多種語言的社會，而不是只有雙語。可惜的是，政府大力推動雙語國家，

只列華語和英語 2 種語言，把學英語當做全民運動，花大錢，打造全方位雙語環

境。然而問題是臺灣人從小到大，英語課早納入國民義務教育的一環，所以應該

是要檢討成效不彰的困境，而非將不是大多數人母語的英語置於獨尊地位。 

尤其像現在年輕人會講母語的越來越少，只聽不會講，或根本聽不懂，非常

可惜。因為語言蘊含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考邏輯，進一步說，當母語逐漸從我們

的生活消失，再加上老一輩凋零，代表我們和過去的歷史記憶開始斷裂，成為沒

有歷史的人。尤其像每逢選舉的競爭場合，台上政治人物總喜歡秀幾句母語（如

臺語或客語），目的為了拉近選民的距離，當中有誰會秀英文呢？因為英語不是

我們的語言，但卻代表一種高貴身份，會講英文似乎比較厲害，能力比人強（李

蜚鴻，2012）。 

雙語國家的政策，看似立益良善，實際上卻是弊病叢生，不少基層教師在教

學現場提出質疑，現今貿然施行，只會加大城鄉差距、師資培育、學習效果的問

題（李蜚鴻，2012）。其次，近年來的少子化現象讓高等教育環境日益嚴重，招

不到學生，過去教改要廣設高中、大學、鼓勵各校成立博士班，培養大批本土人

才，卻找不到工作，浪費大量教育資源。在這樣標榜雙語教育的浪潮下，本土人

才無法與外籍教師、海歸教師競爭，求職應徵時，只因無法開全英語課程，學校

不考慮聘請，反而是外籍人士吃香，聘用比率一年比一年增加，遠來和尚會念經；

雙語國家政策將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逼得本土人才不斷西進，將人才

向外推，然後再來檢討學生報考博士班意願低落，導致博士班落得關閉或合併，

如此捨本逐末的想法，使人匪夷所思（天下雜誌，2013）。 

全球這兩年因為疫情影響，臺灣人民苦哈哈，經濟衰退、疫苗短缺，實不該

在其他預算，支出龐大的經費。呼籲政府停止這樣不切實際的消耗預算，因為最

終得利的，是讓那些靠英語教學賺錢的補習機構荷包滿滿，而非真正需要幫助的

學子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本土人才，白白浪費納稅人血汗錢（吳雪綺，2008）。 

教育部 2020 國際教育白皮書雙語政策之種種挑戰，歸納言之，第一個挑戰

是傳統師範體制的反彈，第二個挑戰是雙語教育之師資不足，第三個挑戰是教育

預算已經過於龐大（教育部，2020）。要克服這 3 大挑戰，首先要巧妙轉化既得

利益者的反彈，再者要將教育預算中，有關中國的教育經費降低，和西方先進國

家的科技相互連結的教育經費要提高，基礎教育全面提升各科目授課老師用英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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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能力，中文國學教育經費全面刪除，媒體及社會教育，要全面使用雙語，

全面檢驗教育界英語師資之聽、說、讀以及寫，大量引進英美、加拿大、澳洲、

南非及菲律賓之英語師資，全面鼓勵各軍公教及企業高階主管接受英語檢測，檢

測成績高者優先升等（鍾宜興、黃碧智，2013）。 

三、如何將英語與母語畫上等號 

雙語國家的終極成果是中華民國臺灣的國民，每人男女老少，不分教育及財

富水平，中文及英文朗朗上口，生活起居，讀書育樂，樂在學英文，樂在學中文，

教育經費不僅不用增加，可以降低教育經費，因為高等教育的「全英語教學」是

最有效及最有效率的。 

英語好，通常被認為可以與世界接軌、讓個人或國家增加競爭力、可以快速

吸收世界新知。這些好處毋庸置疑，但是英語是具有高度競爭性的強勢語言，在

語言使用生態中，具有毀滅本土弱勢語言的侵略性。以新加坡為例，二十年前，

新加坡的英語頗具特色，是英語和當地語的混雜語，與標準英語使用或有差異，

因此「新加坡式英語」長期被貶低為「彆腳」、「錯誤」的英語，也被視為低教育

程度的表現。為了提升新加坡的「英語水準」，新加坡在 2000 年開始推動「講好

英語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講標準英語被視為是國際接軌、成

功與高社經地位的代表。在政府與學校強力推行下，英語彷彿如出閘的野獸，席

捲新加坡其他本土語。在 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調查揭露，超過 50%的華裔和印

度裔年輕人在家只使用英語和父母對話。大多數新加坡年輕人不會說、也沒興趣

學習他們祖父母的語言。本土母語已淪落成為學校裡的外語學科，年輕世代因為

語言隔閡，已嚴重造成新加坡文化傳承的問題。 

雙語國家政策，是國家以 2030 年為目標，將臺灣打造成雙語國家。此政策

目的是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不以考試為目的，也不僅針對學生，而是重視厚植

國人英語力、打造全民共同學英文的風氣。執行辦法包含公部門架設雙語網站、

法規與文書雙語化、銀行設置雙語分行、營造友善雙語金融服務等。而其中，教

育面的一大策略為「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 

如何全面啟動雙語教育體系呢？教育部針對高、中、小學提出的具體措施包

含兩點：「落實中小學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以及「推動中小學部分學科及高職

專業群科採英語授課」。同時針對高等教育，政府也積極推動大學雙語教育政策，

初步構想是選出四所標竿大學，目標四年達到全校 90%博班全英語授課、70%碩

班全英語授課、50%大學部全英語授課。一言蔽之，就是從國小到大學都要提高

英文授課比例（吳雪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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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教育策略，可是引起了廣大教師的反彈。大家都同意雙語教學立意良好，

但究竟學校老師是否有能力落實雙語教育？會不會演變成急救章的假雙語課程，

老師一堂課中講兩句英文就算是雙語教學？執行面（老師）遇到這樣的困難，管

理面（政府）有辦法提供最完整的支持嗎？畢竟目前看來，此政策沒有專門的負

責機構，沒有明確的經費預算，只有一些如建立英語平台、鬆綁教育政策等曖昧

不清。 

然而，政策再不明確、問題和困難再多，我們都無法否定，雙語教學確實立

意良善，期待能培養出在國際間競爭的未來棟樑、能創造出吸引外國人才的雙語

國家。雙語教育的實施，有其必要。 

四、當前臺灣雙語教育三大迷思 

我們之所以認為雙語教育執行困難，跟三大迷思有關係，而迷思之所以為迷

思，就必有其可攻破之處！當為我國推動雙語教學的借鏡。 

(一) 英文一定要很好，才能用英文教學 

其實教學，著重在達成教學目標，教師使用的語言也是為了達成教學目標。

然而，當老師們為了看起來專業、厲害而過度著重於該使用什麼單字和句型，忽

略了有時候「使用簡單的文法句型，反而更能清楚傳達旨意」的事實，如此看來，

雙語教育也變得比想像中困難許多。 

(二) 課堂中，中英授課的比例要一比一，才算是雙語教育 

根據前段定義，只要課程中使用了兩種語言，就算雙語教育，並沒有硬性規

定中英該使用多少比例。中英使用的比例，應該視學生程度和教學目標，由老師

評估後自行決定：學生程度不佳，使用太多英語授課會適得其反；學生英文能力

強，則可提高英語授課比例。 

(三) 不清楚要著重在教英文還是教學科 

一般來說，雙語教育應著重在教學科，英文只是學習的工具，而非學習的目

的。這也扣合了第一點迷思，教學是為了達成學習目標，著重在傳授學科知識、

技能時，使用簡單清楚的英文單字和句型（學習／教學工具），即可達到所希望

的教學成效。 

雙語教育的實施的確困難，資源和金費確實有限，但孩子有接受雙語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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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老師們也期盼未來的國家棟樑，具備能夠走出世界的優良英文能力。在現

階段，如何把雙語教育從「空談」變為「美談」，仰賴各位老師秉持對教學的熱

忱持續精進專業教學技能，以及學生想積極進取的心了。 

五、解決目前英語教學困境的方法 

如何有效解決目前臺灣實施雙語的困境，應該是所有教育單位共同要去面臨

思考的課題，也唯有積極面對思考對策，才能對症下藥，徹底翻轉目前的窘境。

下列方法提供給學校參考： 

(一) 能力分組 

面對這樣的困境，較好的解法是實施「英語能力分組」，讓英語老師設計適

合的教學內容和進度，每一個程度的孩子都可以被照顧到。 

(二) 差異化教學＋科技輔具＋英語助教 

差異化教學，是英語老師在同一個班裡，依學生程度分成幾個小組，設計多

元的活動，讓每個孩子都能在英語課堂上參與其中。差異化教學翻成白話，就是

累死老師，備課量暴增、課堂上帶活動，需要的體力也要加倍，才能 hold 住全

場。 

設計教案的老師都知道，課堂上短短十分鐘的教學活動，事先的備課包括發

想、找資料、學習單印製等可能要花上半小時甚至更多時間。以本校經驗為例，

在一個全校只有三間電腦教室，沒有其他行動載具、或筆電可供老師使用的教室

裡，教學活動要設計三 種程度、學習單和平時考卷要印三種版本、一對一口語

評量也是三種評分標準。每次上課都像在打仗，常常我在這邊聽 C 組同學念單

字，教室另一個角落的調皮男生們已經開始騷動了。 

如果要實施差異化教學，至少請給第一線老師『充足』、且『好用』的科技

輔具，讓老師藉由科技，槓桿出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來提供每個孩子差異化的學

習方案（莊惠如、王菀詩、吳怡，2014）。如果可以，也請配給每個英語老師，

一位英語助教。在常態編班的 30 人大班裡，這樣才有可能真的解決「臺灣英文

教育太失敗」的問題，否則只是空洞的口號罷了。 

(三) 有效的英語學習應自然沉浸在環境裡 

在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環境中的學習者，離開學校課堂後，仍處在「目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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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因此可藉由課堂上所學到有限的「目標語」聽、說、讀、寫技能來解

決生活上的問題，如：看路標、電視、報紙、廣告、聽廣播、待人接物、與陌生

人互動等，在在都提供了學習者大量的真實語料。此外，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情境

中的教師或學校，可藉由各種方法，讓學生跟英語母語者頻繁互動，有效地將英

語學習由教室延伸至學校外的整個社區或社會。 

(四) 雙語師資應大量培養本地教師為主 

除了學習環境之外，雙語教育的實施，師資是極大的問題。雙語師資從成本

及現實面考量，應以培養本土教師為主，外師為輔。外師可採遠距互動教學，大

量培養本地教師是充實師資的關鍵。雙語教育和雙語社會，是我們自己的，不是

外國人的，我們共享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生活，樂意長期耕耘，這不是來臺灣

當過客的外籍教師可以勝任的。 

教育部應該加速高教系統培育專業的雙語教師，整合利用有師資培育體系的

大學各系之強項，解決過渡時期的資源不足。另一方面，培養種子老師，成立巡

迴雙語團隊到各校做評鑑及協助，尋找及研發有效的教學教法，建立臺灣公立學

校與國際學校的交流等，皆為可採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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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世界各國使用英語現況分析
	根據2019年EF全球非英語國家的英語程度指標報告，「超高英語精熟度」（Very high proficiency level）的國家大多是歐洲國家，如荷蘭、瑞典、挪威、丹麥分居前四名（李壹明，2009）。亞洲唯一進入「超高英語精熟度」的國家是新加坡，名列第五。臺灣則是第38名，屬於「中等英語精熟度」（moderate proficiency level）的國家。
	歐洲國家除了英語程度高，人民能同時保有自己國家語言，可以依據語言使用情境，流暢的切換語言。這樣令人羨慕的多語環境，其實有其天然條件。首先，歐洲國家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彼此緊鄰，尤其是申根成員國之間的跨國交通暢通，人民經濟商業、旅遊與生活互動頻繁，英語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歐洲跨國互動的共通語言（English as a European lingua franca）。此外，大多數的歐洲國家語言和英語同屬於日耳曼語系家族。也就是說，歐洲國家人民除了有大環境的英語使用需求之外，學習上也比非同源語國家來得容易些...
	對比鄰國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是由四大族群組成: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因此，英語在新加坡也是跨族群溝通的共通語言，英語在新加坡生活上有其不可或缺的實用性。和歐洲國家不同的是，雖然英語不是當地四大母語的同源語，但是受英國四十多年殖民的影響，英語早已是學校和政府單位使用的官方語言。即便在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將華語、馬來語、坦米爾語和英語共同並列為官方語言，並要求不同族群在學校需要學習母語，英語一直都被視為是新加坡「第一語言」。
	透過上面的案例，可以推論影響國家英語程度的因素有：(1)使用英語的大環境、(2)英語和母語屬同源語、(3)有歐美殖民歷史，但很遺憾的是臺灣並沒有以上三個條件，要成功推動雙語教育，實屬不易。
	二、 臺灣目前雙語教學的困境
	今年9月初行政院通過「雙語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此乃國發會與教育部協調各部會資源推動而成，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目的是2030年雙語國家的準備工作，假使立院審議順利的話，最快年底掛牌運作，成為國家推動雙語教學的法案。
	然而，行政院從現在開始到2024年，已經編列100億預算，其中10億元作為雙語發展中心的經費，如此大手筆花在推動雙語教育，其中政策規劃內容，值得商確。生活在臺灣的人，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多語境（Multilingualism），如果把原住民語加進來，依照現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標準計算，共19種語言，證明臺灣是多種語言的社會，而不是只有雙語。可惜的是，政府大力推動雙語國家，只列華語和英語2種語言，把學英語當做全民運動，花大錢，打造全方位雙語環境。然而問題是臺灣人從小到大，英語課早納入國民義務教育的一環...
	尤其像現在年輕人會講母語的越來越少，只聽不會講，或根本聽不懂，非常可惜。因為語言蘊含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考邏輯，進一步說，當母語逐漸從我們的生活消失，再加上老一輩凋零，代表我們和過去的歷史記憶開始斷裂，成為沒有歷史的人。尤其像每逢選舉的競爭場合，台上政治人物總喜歡秀幾句母語（如臺語或客語），目的為了拉近選民的距離，當中有誰會秀英文呢？因為英語不是我們的語言，但卻代表一種高貴身份，會講英文似乎比較厲害，能力比人強（李蜚鴻，2012）。
	雙語國家的政策，看似立益良善，實際上卻是弊病叢生，不少基層教師在教學現場提出質疑，現今貿然施行，只會加大城鄉差距、師資培育、學習效果的問題（李蜚鴻，2012）。其次，近年來的少子化現象讓高等教育環境日益嚴重，招不到學生，過去教改要廣設高中、大學、鼓勵各校成立博士班，培養大批本土人才，卻找不到工作，浪費大量教育資源。在這樣標榜雙語教育的浪潮下，本土人才無法與外籍教師、海歸教師競爭，求職應徵時，只因無法開全英語課程，學校不考慮聘請，反而是外籍人士吃香，聘用比率一年比一年增加，遠來和尚會念經；雙語國家政...
	全球這兩年因為疫情影響，臺灣人民苦哈哈，經濟衰退、疫苗短缺，實不該在其他預算，支出龐大的經費。呼籲政府停止這樣不切實際的消耗預算，因為最終得利的，是讓那些靠英語教學賺錢的補習機構荷包滿滿，而非真正需要幫助的學子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本土人才，白白浪費納稅人血汗錢（吳雪綺，2008）。
	教育部2020國際教育白皮書雙語政策之種種挑戰，歸納言之，第一個挑戰是傳統師範體制的反彈，第二個挑戰是雙語教育之師資不足，第三個挑戰是教育預算已經過於龐大（教育部，2020）。要克服這3大挑戰，首先要巧妙轉化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再者要將教育預算中，有關中國的教育經費降低，和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相互連結的教育經費要提高，基礎教育全面提升各科目授課老師用英文教學之能力，中文國學教育經費全面刪除，媒體及社會教育，要全面使用雙語，全面檢驗教育界英語師資之聽、說、讀以及寫，大量引進英美、加拿大、澳洲、南非及菲律...
	三、 如何將英語與母語畫上等號
	雙語國家的終極成果是中華民國臺灣的國民，每人男女老少，不分教育及財富水平，中文及英文朗朗上口，生活起居，讀書育樂，樂在學英文，樂在學中文，教育經費不僅不用增加，可以降低教育經費，因為高等教育的「全英語教學」是最有效及最有效率的。
	英語好，通常被認為可以與世界接軌、讓個人或國家增加競爭力、可以快速吸收世界新知。這些好處毋庸置疑，但是英語是具有高度競爭性的強勢語言，在語言使用生態中，具有毀滅本土弱勢語言的侵略性。以新加坡為例，二十年前，新加坡的英語頗具特色，是英語和當地語的混雜語，與標準英語使用或有差異，因此「新加坡式英語」長期被貶低為「彆腳」、「錯誤」的英語，也被視為低教育程度的表現。為了提升新加坡的「英語水準」，新加坡在2000年開始推動「講好英語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講標準英語...
	雙語國家政策，是國家以 2030 年為目標，將臺灣打造成雙語國家。此政策目的是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不以考試為目的，也不僅針對學生，而是重視厚植國人英語力、打造全民共同學英文的風氣。執行辦法包含公部門架設雙語網站、法規與文書雙語化、銀行設置雙語分行、營造友善雙語金融服務等。而其中，教育面的一大策略為「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
	如何全面啟動雙語教育體系呢？教育部針對高、中、小學提出的具體措施包含兩點：「落實中小學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以及「推動中小學部分學科及高職專業群科採英語授課」。同時針對高等教育，政府也積極推動大學雙語教育政策，初步構想是選出四所標竿大學，目標四年達到全校90%博班全英語授課、70%碩班全英語授課、50%大學部全英語授課。一言蔽之，就是從國小到大學都要提高英文授課比例（吳雪綺，2008）。
	以上教育策略，可是引起了廣大教師的反彈。大家都同意雙語教學立意良好，但究竟學校老師是否有能力落實雙語教育？會不會演變成急救章的假雙語課程，老師一堂課中講兩句英文就算是雙語教學？執行面（老師）遇到這樣的困難，管理面（政府）有辦法提供最完整的支持嗎？畢竟目前看來，此政策沒有專門的負責機構，沒有明確的經費預算，只有一些如建立英語平台、鬆綁教育政策等曖昧不清。
	然而，政策再不明確、問題和困難再多，我們都無法否定，雙語教學確實立意良善，期待能培養出在國際間競爭的未來棟樑、能創造出吸引外國人才的雙語國家。雙語教育的實施，有其必要。
	四、 當前臺灣雙語教育三大迷思
	我們之所以認為雙語教育執行困難，跟三大迷思有關係，而迷思之所以為迷思，就必有其可攻破之處！當為我國推動雙語教學的借鏡。
	(一) 英文一定要很好，才能用英文教學
	其實教學，著重在達成教學目標，教師使用的語言也是為了達成教學目標。然而，當老師們為了看起來專業、厲害而過度著重於該使用什麼單字和句型，忽略了有時候「使用簡單的文法句型，反而更能清楚傳達旨意」的事實，如此看來，雙語教育也變得比想像中困難許多。
	(二) 課堂中，中英授課的比例要一比一，才算是雙語教育
	根據前段定義，只要課程中使用了兩種語言，就算雙語教育，並沒有硬性規定中英該使用多少比例。中英使用的比例，應該視學生程度和教學目標，由老師評估後自行決定：學生程度不佳，使用太多英語授課會適得其反；學生英文能力強，則可提高英語授課比例。
	(三) 不清楚要著重在教英文還是教學科
	一般來說，雙語教育應著重在教學科，英文只是學習的工具，而非學習的目的。這也扣合了第一點迷思，教學是為了達成學習目標，著重在傳授學科知識、技能時，使用簡單清楚的英文單字和句型（學習／教學工具），即可達到所希望的教學成效。
	雙語教育的實施的確困難，資源和金費確實有限，但孩子有接受雙語教育的權利，老師們也期盼未來的國家棟樑，具備能夠走出世界的優良英文能力。在現階段，如何把雙語教育從「空談」變為「美談」，仰賴各位老師秉持對教學的熱忱持續精進專業教學技能，以及學生想積極進取的心了。
	五、 解決目前英語教學困境的方法
	如何有效解決目前臺灣實施雙語的困境，應該是所有教育單位共同要去面臨思考的課題，也唯有積極面對思考對策，才能對症下藥，徹底翻轉目前的窘境。下列方法提供給學校參考：
	面對這樣的困境，較好的解法是實施「英語能力分組」，讓英語老師設計適合的教學內容和進度，每一個程度的孩子都可以被照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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