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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英語學習扶助之問題與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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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學習扶助」源自於「補救教學」政策，我國教育部（2019）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7 日正式將補救教學更名為「學習扶助」，係指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給

予其額外的學習機會和資源，及符合學生個別需求的學習內容與方法，增進學生

的學習效果，以提升其學習成效（吳清山，2020）。為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的推動，鞏固中小學生的基本學力，教育部近年來更加積極辦理學習扶助，舉凡

政策的宣導及訪視、訂定基本的學習內容並據以研發教材及發展教學方法、學習

成效之診斷工具-科技化評量系統、填報系統的教育訓練、培訓種子講師並辦理

教師專業增能研習等，亦有民間團體主動投入學習扶助的行列，「學習扶助」已

成為當今教育的顯學。 

    英語是地球村時代的國際通用語言，亦是國家經濟競爭力和前景的晴雨錶，

EF 國際文教機構（Education First）發布第九版（2019）EF 英語能力指標（EF 
Education Proficiency Index, EPI）報告中指出：遍佈全球 100 個國家裡，臺灣在

全球的排名為第 38 名，亞洲僅排行第七，在 EF 英語能力指標的評等中，被歸

類為中級程度而已，顯示有待高度的努力，因此，我國政府更重視英語的重要性，

行政院（2018）宣示自 2019 年起，正式推動雙語教育，希冀能藉由「雙語國家」

的政策，提升臺灣的國際溝通能力與視野，並以「2030 雙語國家發展藍圖」作

為指導方針，期望能以 2030 年為目標，將臺灣打造為雙語國家。 

    深知英語教育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亞洲國家在國小階段就已開始實施

英語教育，而臺灣也不例外。為了符合社會民眾的期盼與需求，教育部遂規劃從

2005 年（94 學年度）將英語教學提前至國小三年級實施（每週有一或兩節課），

而部分縣市政府或學校更是自一年級就開始，然而，這項措施引發學生學習成效

的高落差，同時也導致學業成就落後學生的自信心低落，產生習得無助感而失去

學習動力，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因學生英語學習之先備經驗的差異，已日漸產生英語能力的學習雙峰現象，

然而，英語教師在一般大班教學無法兼顧所有學生的個別需求，便須利用額外時

間，幫落後的學生補救，且王詩涵（2017）研究指出：「英語學習扶助」對學習

成效之立即效果為小至中程度的正向效果，可見「英語學習扶助」有其必要性，

而該如何有效進行並帶起這些落後的孩子，實踐「適性教學」、「帶好每一位學生」

的教育改革理念，相當值得我們重視、思考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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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關心教育的人近來常發表對國中小學生學力低落的憂慮，教育部每年挹

注新臺幣約十五億元在「學習扶助」（中國時報，2013），加上民間的課輔機構也

投入資源，但執行多年，整體的成效仍然有限，顯示在一些執行的環節上出現問

題，需調整且做更為長遠的規劃。筆者曾擔任過國小英語學習扶助課程的教師，

在此以自身的教學經驗作為反思的起點，略論「英語學習扶助」的問題與可行的

改進方向及策略，期供教育工作者參考。 

二、英語學習扶助之問題 

    理想的情況下，「英語學習扶助」整套的規劃，從願景目標、學生起點行為

的診斷與篩選、教學人員、課程和教學、教材教法到學生學習成效的檢核是環環

相扣且能發揮相應效果的，但依據筆者實際的經驗來看，卻似乎不是如此，其中

有不少問題有待改善，以下就教師、學生、家長三個面向提出問題。 

(一) 教師面向 

1. 教學人員專業知能不足：英語學習扶助是相當專業且有難度的工作，教學者

必須具備對學習扶助的熱忱、概念、教學策略與方法，在進行教學時，診斷

學生的學習困難、設計適合學生的課程、教學及評估學習的成果……等等，

都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能。不論是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退休教師、

大專生或社會人士，僅接受英語學習扶助師資培訓 8 小時或 18 小時的研習，

未必能勝任學習扶助一職，更遑論連研習都沒參加過的教師，教學品質堪憂。 

2. 教學策略不夠多元有效：教師知覺學習扶助的實施成效以「教學策略」最高

（曾琪雯，2016），顯示教學策略亦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但教師

的教學策略不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2016），使其在英語學習扶助課堂中，

常會碰到難題，教師進行扶助教學之策略與方式有待再提升。 

3. 傳統教學法已無法滿足 E 世代學生的需求：數位線上學習方式（如：磨課師、

Cool English、均一教育平臺）蔚為風潮，而部分英語教師在運用平板及數位

學習平臺的能力還不熟練。 

4. 對科技化評量系統的操作不熟悉、功能不清楚：教師沒有善用個案學生們的

診斷結果報告，以了解學生英語學習起點行為並掌握學生的學習成長曲線。 

5. 校內現職教師擔任英語學習扶助授課教師的意願不高：因現今學校執行學習

扶助的時段大部分以放學後為主，多數教師表示體力負荷不了、疲勞或家庭

因素影響，所以有熱情、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不一定有時間或心力去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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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語學習扶助的課程與一般正課英語教學並無不同：教學者沿用相同的教學

模式、教材教法，使學生覺得枯燥乏味且仍然學不會，師生因此感到疲乏，

學習效果更差。 

(二) 學生面向 

1. 受教者缺乏對英語的興趣與學習動機：長期的弱勢使他們不相信努力、用心

學習會有用處，因而看輕自己的能力，甚至表現出不在乎的態度，就常衍生

行為偏差問題並成為老師班級經營的困擾。英語學習扶助之教學時間與次數

已不足夠，教師若還要花時間處理教學以外的事情，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

成效勢必大打折扣。 

2. 單憑英語的學科測驗成績來診斷篩選，無法找出真實的原因：造成學生學習

成就低落的原因有很多，像是先天資質或後天環境，許多學生學業表現落後，

並非是認知發展的問題，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刻的原因（心理層面、社會情緒、

家庭功能等）需優先協助解決，以重新啟動受輔學生在學科方面的學習意願。 

3. 學校時常將英語學習扶助課程安排在課後，容易引起學生的反彈：多數學生

表示：「已在學校上了一整天的課，我寧願到安親班上課，也不要留在學校」。

學生沒有參與的意願及熱情，學習扶助沒辦法產生良好的效果。 

(三) 家長面向 

1. 對英語學習扶助政策不了解：家長的觀念不正確，認為其孩子參加學習扶助

會有標籤作用而不同意孩子接受輔導。 

2. 家長希望教師能在課後之課程協助指導學生完成英語作業，減輕家長及學生

的負擔（時間和能力問題）：學習扶助的原則著重「個別輔導」，並非另一個

課後照顧服務，個別化的計畫與教學是必要的（鄭筱燕、潘欣蓉，2014），此

原則與家長的需求相悖離，減低了家長的意願。 

3. 接送困難：因教學節數的規定，每週放學後只能上一或兩次，造成家長接送

困難，許多家長被迫選擇送安親班，降低參與意願。 

4. 家庭無法配合：多數家庭經濟弱勢，家長忙於生計，未能給予孩子充分時間

的陪伴、關心而疏於管教，亦無法提供合宜的學習環境或額外的教育資源，

協助、支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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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語學習扶助之改進策略 

    教育部要推動有效的學習扶助，涉及的層面相當多且廣泛，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情。前文提到的種種問題，是筆者以自己的經驗為出發點以及閱讀相關文獻，

相互應證後，所歸納、分析出導致英語學習扶助成效不彰的重要因素。對於如何

改進英語學習扶助的問題，以下提出一些因應策略與建議，作為提升成效的改善

途徑。 

(一) 教師面向 

1. 師資培育階段，教育學程即開設英語學習扶助之專門課程：學習扶助師資的

培訓不可以一直停留在短期的研習上，應有長遠的師資養成計畫。此外，在

師資不穩定、短缺方面，可推動輔導既有師資轉任方案或像雙語師資一樣，

開設學分班，也要注重相關證照的考核且照學校規模設置符應的師資員額。

筆者認為這才是解決教學人員、專業知能不足問題的治本方法。 

2. 強化英語學習扶助師資的專業素養，策進有效教學：教師可建立專業社群，

經常揪團共學，所謂團結力量大，大家一起腦力激盪、討論、分享，能激發

具創意的點子或找到有效的解決方式，也可彼此觀課、議課，發現教學上的

盲點並省思改進，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能，達到自我成長。 

3. 教學人員靈活運用教學策略且及時補救：教師若能於英語學習扶助的過程，

針對學生個別的學習問題，妥善使用多元且有效的教學策略和方法，例如：

以學生為中心教學、適度利用遊戲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建立獎勵制度、

充分演練操作、鼓勵合作學習等等，也能在一般班級教學中落實差異化教學

與及時進行補救，促使學生的學習腳步不再延遲，學生的學習成效才能更加

提升。 

4. 增進英語教師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及平板的能力：根據筆者對學生的訪談經驗

指出，學生非常樂意接受數位線上學習課程的學習方式，例：利用 Cool English

作個別化的學習，再輔以英語學習扶助教師的講解及指導。從訪談中可感受

到學生強烈期盼教學的改變，在數位潮流中，也許會成為最有效的英語學習

扶助教學方式之一。 

5. 主動了解科技化評量系統的使用方式：教學者務必使自己能熟悉並善用診斷

結果報告，督導單位也應該要想辦法採取全面性但逐漸性地要求每一所學校

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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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應重視績效責任：給予平時教學成效良好的鼓勵措施（嘉獎、公開表揚、

獎金、減授課），對成效不彰者，要求接受輔導改善和增加義務（公開觀議課、

參加增能研習、義務教授英語學習扶助課程），並給予行政人員獎懲的權力，

對於推展此政策會有助益。 

7. 偏遠地區培養在地師資：與永齡希望小學、均一教育平臺、大孩子老師教育

協會、婦幼學會、博幼課輔……等教育公益機構合作，培育授課教師，運用

線上的課輔，進行英語學習扶助教學。 

(二) 學生面向 

1. 教師重視學生的學習動機，創造學生的成功經驗：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宜先從學生的內在動機及信心著手。成功經驗，是激發學習動機相當重要的

元素。教師需依據英語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表現，逐步給予提示或線索，抑或

透過解說及親自示範等方式，為學生搭建鷹架，引導其學習，使其最終能夠

感受到成功的喜悅。同時，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設定目標，當學生的內在

學習動力增強時，英語學習扶助才會更有成效。 

2. 落實多元評量及增進教師的輔導知能：紙筆測驗並不是檢驗學生學習成效的

唯一方式，更不是判定學習是否成功的單一標準，應授權教學現場專業教師，

以多元評量的精神去協助待補救學生的學習。此外，教師也須提升相關輔導

知能，時常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行為問題、心理情緒及家庭方面的問題。 

3. 就學習扶助的實施時間，以寒、暑假較佳：一方面可使受輔學生在寒、暑假

能持續有規律且正當的課業活動，不致因長假中斷學習且在教學主題的選用

上較能系統規劃，段落較清晰，另一方面亦較容易聘請到有意願授課之師資；

而在平日，建議可運用學校彈性的時間規劃介入，如資源班的教學模式，或

以班群分組方式，配合學校的彈性課程時間，如此的安排，會較符合學生的

期待，且有適當的師資能夠配合。 

(三) 家長面向 

1. 學校與教師利用學校日、親師座談會、家長日等相關親職教育的活動，宣導

學習扶助的精神與理念，免除標籤化學生的疑慮。 

2. 家長須理解英語學習扶助的精神與原則，配合老師進行課程，勿要求其協助

指導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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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學校可結合校內社團活動和課後照顧班，使家長不致因為接送的問題而

無法讓其孩子參加英語學習扶助課程。 

4. 經常撥出時間關心孩子，營造溫馨與支持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可以在一個被

關愛、被支持、被肯定的正向環境裡學習，進而強化其自我概念。 

四、結語 

    老師教書最大的成就並非是自己的教學有多麼精彩、厲害，真正使老師欣悅

的是：能夠看見孩子們正向積極的態度以及在學習上各方面的進步與蛻變。這是

一件相當不容易卻值得老師付出心血的事情，整個過程需要經過時間漫長的淬鍊

和「教與學」雙方的磨合：學生願意敞開心房信任老師並按部就班跟隨老師安排

的課程，認真學習；教師需具有同理心，站在學生的角度看待學習的大小事，才

能夠更加清楚瞭解學生的真正需要、將教學與評量「量身訂做」化，才能夠達成

「英語學習扶助」之有效教學的終極目標：使學生品嚐到成功的滋味並有所成就。 

    教育雖然不是萬能，卻可以創造無限可能。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面臨全球化的趨勢、競爭及少子化的壓力，教育夥伴們必須

重視且認真地面對教育改革「成就每一個孩子」的任務與使命。唯有在教育當局

持續的投入和支持、學校及教師持續的自我要求和執行、家長及公眾持續的監督

與關心，才能使學習扶助方案不斷改進提升。任何一項教育政策在執行上難免會

遇到困境，如何排除這些問題，有賴大家通力合作、互相協助以達成把每個孩子

都帶上來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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