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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小學雙語教學困境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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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政府為推動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於 107 年 12 月發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

展藍圖」，以「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兩大政策目標，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配合上述藍圖，

教育部（2018）以「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

才」為目標，透過加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擴增英語人力資源、善用科技普及個

別化學習、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鬆綁法規建立彈性機制等五大策略，增強學生

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力及未來職場的競爭力。 

另外，從 108 新課綱的英語課程基本綱要中提及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

介，也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及探究不同

的文化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在新課綱將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

以英語為媒介探究其他領域的新知、培養多元觀點及進行深層思考，一方面尊重

多樣性的文化，另一方面豐富個人視野，奠定終身學習基礎。 

因此，雙語教學已經是臺灣教育的趨勢，從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已全面在推

動，加以各學校家長並無反對聲浪且表達接受的情況下，社會對雙語教育政策的

共識度顯然很高。而在國際社會中以英語為國際通用語的趨勢下，交流與知識傳

遞使用英語為第二語言的族群也越來越多。綜上，在潮流、政策與家長期待下，

英語也就成為雙語教學的主軸。 

本文擬就對此雙語教學的強勢變革潮流中，探析雙語教學的意涵及偏遠地區

小學實施雙語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提出可行的因應策略。 

二、雙語教學的意涵 

「雙語教學」（bilingual instruction）是指師生在課堂中透過兩種語言作為溝

通媒介以進行教學與學習，溝通媒介的語言可以是本土語言或第二外語，教師可

依學生與環境的需求，選擇適合的模式來進行教學，其中不同語言的使用份量，

則依據課程需要而有所不同（陳俞含，2022）。 

林子斌（2020a）就政策文本中確定的是在臺灣的雙語係指國語（共通語）

及英語（目標語）。因此，雙語教學目的係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媒介，讓學

生在課堂中能理解學科知識，並增強英語溝通能力，目標在於提升自我認知並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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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運用不同語言輔助學習，以強化國際接軌，進而培養未來全球競爭力（楊怡婷，

2022）。 

另外，雙語教學並不是全英語教學（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也

不是英語教學，雙語教學與英語教學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林子斌，2020；楊怡婷，

2022）。重要的是英語教學係為學生的英語能力奠定學習基礎，當學生具備基礎

之英語能力，在課堂中實踐雙語教學才有可能。 

三、偏遠小學實施雙語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 學生之間的英語程度落差大，缺乏學習動力 

由於偏鄉學生的英語學習經驗不佳，對英語學習排斥或放棄，大部份英語能

力落後市區學生程度。加上文化刺激不足及偏遠地區學生家庭多無力負擔課後額

外補習費用等因素，又讓偏遠地區學生英語能力的城鄉差距擴大（黃芷琪，2021）。 

以學生平日生活的環境中，國語及本土語言對其實用性遠比英語更強，更造

成學生對於學習英語動機不強，英語課業的表現當然也就不好。那麼，當面對學

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授課的雙語教學時，更會讓學生放棄科目的學習。 

(二) 學生缺乏語用環境，雙語的學習環境不足 

由於臺灣為非英語系環境，平日生活中較少用英語交談，學生學習英語的效

益及期望值就更低（吳美靜，2022）。而且，偏鄉學生多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單

親及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能提供的額外學習英語的教育資源較少。加上，家長

自己也不會，根本沒辦法教。學生放學回家後，在家就更不可能會使用英語與家

人交談。因此，偏鄉學生雙語學習環境明顯不足，更缺乏語用環境。 

(三) 偏鄉學校師資缺乏，英語教師難聘 

偏遠地區學校師資招募的問題很嚴重，市區學校招募教師，通常在一招、二

招便可招滿，但偏遠地區學校常至三招以上都還招不滿（到）教師（洪榮昌，2019）。

也有許多教師把偏鄉學校當職涯跳板，服務年限期滿後便介聘至生活機能方便的

市區學校（楊智穎，2017）。在師資聘用不穩定下，偏鄉學生在學科程度上自然

會有落差大的問題。對於英語專任師資更難以招聘，只好聘用代理或兼課教師教

學，在如此不穩定的教學系統中，學生學習斷斷續續，每學期或每學年都必須重

新適應教師教學法，降低了學習動機，也造成學習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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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遠小學推動雙語教學的可行策略 

(一) 營造友善溫馨的雙語教學課堂氛圍，強化師生共學伙伴關係 

各學科教師於學科課堂中，善用雙語進行授課。在進行教學時不強調文法，

教師以身作則並鼓勵學生以英語發言（張文權、張臺隆，2022）。在學習活動中

鼓勵學生「敢說」，勇於表現自己，逐步建立自信。在教學策略上，以循序漸進

的螺旋方式，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能力。 

(二) 建立以學科本國語教學為核心，英語為輔助角色的雙語教學 

雙語教學應以各學科知識、技能及情意的培養列為優先，不應將各學科教學

轉換成英語教學。因為就學科教學來說，學生對各學科知識的學習才是核心，使

用雙語教學對學生學習有絕對的效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而教師透過

英語媒介搭建學習鷹架，以達到學科的學習目的，也讓英語成為學習的有效工具。 

(三) 成立教師雙語教學專業社群，精進專業知能 

多數第一線偏鄉教師面對雙語教學因無前例可循，教師不知所措很恐慌。因

此，由學校組織雙語教學教師社群是可行的方法。讓教師們從討論分享或備、觀、

議課的歷程中，逐步建構學科教師雙語教學的能力，以提高學科教師投入雙語教

學的意願。並透過校本增能研習及專家諮詢支持系統，協助學科教師提升雙語教

學知能（翁暄睿，2021；楊怡婷，2022）。 

(四) 建置學校雙語環境，培養學生雙語素養 

在推動雙語教學時應重視學校整體雙語環境的建置，讓學生進入校園中所聽

所看都是雙語（陳俞含，2022）。雙語環境建置包括所有指示標誌、處室廣播及

例行活動等都要進行雙語版本之編制與整理。更重要的也要營造雙語溝通情境，

不只雙語授課的教師，校長、主任、組長、非雙語教學教師及職工等都應該成為

雙語使用者，讓學生在學校中體驗到自然互動的雙語使用環境，提升英語能力（林

子斌，2020；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 

五、結語 

目前雙語教學實施現況仍有許多待努力的空間，如學生英語程度落差、缺乏

語用環境及教師難聘等問題，期待及鼓勵有更多教師投入改善。在策略上，學校

可以營造友善溫馨的雙語教學氛圍、建立以學科本國語教學為核心英語為輔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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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雙語教學、組織教師雙語社群精進專業知能及建置學校雙語環境進而培養學

生雙語素養等策略，以面對雙語教學政策對學校教育帶來的挑戰，及有效提升偏

鄉學生英語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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