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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國際人才因政商經貿關係頻繁交流。為了讓臺灣更全面

與國際接軌，將人才的專業與國際溝通能力結合，臺灣政府提出「2030 雙語教育

政策」。冀望在不久的將來臺灣優秀人才在發展自己本身的專業能力同時，具備

流利英語溝通能力為其國際職場就業力加值，也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讓臺灣

的下一代有更寬廣的國際舞臺可以揮灑。「2030 雙語教育政策」的實施對現行教

育體制造成全面性的影響。因應雙語教育的實施。從高中（含）以降的學校採取

「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策略」（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在大學則是採用「英語為媒介教學法」（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CLIL 與 EMI 相同之處是將目標語（target language）英語作為課室溝通及授

課語言。CLIL 課程中母語與目標語並用；EMI 課程則以英語為唯一溝通語言。

兩者不同之處則在於學習目標的設定。Coyle, Hood 和 Marsh（2010）對 CLIL 教

學法的定義為 CLIL 具有雙重學習目標的課程設計，包括學科內容與目標語言的

學習。而大學實施的 EMI 教學法是著重學科內容知識學習。以英文為授課語言，

讓學生得以用英語為媒介學習專業知識（González & Andrés, 2018）。臺灣雙語教

育欲以 CLIL 加 EMI 來提升學生英語力及專業力。此設計旨在讓學生從國小到

高中皆以英語結合學科的方式學習。經過多年的養成，學生除了能奠定良好的學

科基礎，也將習慣用英語溝通與學習。到大學階段培養專業能力時自然能以英語

為媒介學習專業知識及進行課堂溝通與討論，成為兼具專業力與英語溝通能力的

人才。 

然而，上述雙語政策規劃成功與否還須考慮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時

間。好酒需經過長時間的釀造與淬練方能溫潤香醇；教育亦是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CLIL 與 EMI 欲在臺灣教育體制無縫接軌，進而達到預期的成效實需一定時

間的發展。目前臺灣自國小到大學全面同步開始實施雙語教學的狀況下，在高等

教育階段著實產生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大學雙語教育現況探討 

在「2030 雙語教育政策」公布後，大學因應政策而開始推行 EMI 課程。但

現階段的大學生並未經歷國小到高中的 CLIL 養成階段，其英語能力不僅落差極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2），頁 04-09 

 

大學英語授課及雙語授課 主題評論 

 

第 5 頁 

大，多數學生英語能力亦無法應付以英語學習學科內容的要求。加上多數學生就

讀大學前亦未有英語結合學科的學習經驗，因此在高等教育推動 EMI 課程時出

現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因應英語授課政策的實施，各大學開始規定各院系每學期都要有一至

三門不等的英語授課課程供學生選讀。先求英語授課的課程數量，這個規定導致

不論該科系課程及學習目標是否適合以英語進行授課，都需開設一定數量的課

程。故，造成新聞報導中文系教師被要求以英語授課，引起爭議（李侑珊，2022）。 

第二，多數大學生英語能力尚不足以修習全英課程，英語授課反導致學生理

解力下降，降低學習成效，同時也引發學者對於雙語教育的質疑。根據 González

和 Andrés（2018）的研究，學生語言能力須達到 CEFR B2 級（相當於多益測驗

785 分或全民英檢中高級）方能於英文學習環境游刃有餘。顯然目前許大學生都

尚未達到此程度。從教育部與英國文化交流協會 2020-2021 的調查顯示（教育部，

2021），僅有 1/5 的高中生具有以全英學習的能力，更遑論技職體系的學生英語

程度相較高中生更有待提升。因此，到了大學階段驟然要學生以英語學習學科內

容反增加其學習負荷。顯然 EMI 教學法無法於現階段達到同時提升學生的英語

力與專業力的目標。雖然，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時因學科知識較容易理解，或進行

低階思維任務（lower-order thinking tasks）時，學生語言能力雖未達 CEFR B2 級

仍可在英語授課的課程獲得部分知識，但若是要達到臺灣雙語教育所設定的目

標，以現行的情況下許多學生皆須先提升其英語能力。 

第三，以英語為課堂語言導致學生與教師跟同儕之間的互動及討論減少。長

期以來非英語母語學習者對於使用英語時怕犯錯，當自覺使用不正確用法時會覺

得困窘，以及認為自身英語口音不達母語人士的標準就是英文不夠好。這樣追求

完美英文觀念實難在短期間翻轉。雖有學者提倡以英語做為國際通用語（English 

as a Lingual franca）（Seidlhofer, 2011）的概念來降低師生說英語時的焦慮感，但

仍難在短期內改變臺灣師生對於完美英語追求之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也造成師生

或學生彼此間難以自在地用英語溝通，更造成英語能力較弱或本就內向的學生在

課堂上更加沉默寡言。 

不僅學生使用英語時感到有口難言，在 EMI 的師訓或相關雙語研習場合也

常聽到大學第一線教師們坦承雖然他們是在英美或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求

學並完成學位，教師仍自覺英語並非其母語有時仍無法以英語完整表達其意。因

此教師對於自身的英語授課能力也相對中文授課時缺乏自信。加上長期以往學生

對教師的專業形象多採取高標準看待，許多學生認為教師說英文時正確度、流利

度及口音亦應和母語人士相近。這也讓教師以英語授課時倍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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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英語授課時學生因擔心其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不足，產生焦慮因而較少討

論或問問題。為了讓課程繼續進行，導致教學反而變得更傾向以教師為中心的授

課方式。而這很明顯的與教育部近年來極力推動的大學教學實踐計畫精神（教育

部，2022）所提倡的希望大學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改變傳統教學現場，深化

教學成效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率的方向有所出入。 

第四，大專教師英語授課技巧訓練未竟完善。雖然大學教師已具有相當良好

的英語能力，但是會說英語不等同於具備以英語授課的能力。以英語進行教學實

須更多樣化的課程活動設計，亦即多模態教學（multimodalities）以及調整教學步

驟，如課堂討論、影音或實作任務以利學生學習。許多執行 EMI 課程的大學教

師亦在不同場合反映各種教學現場遭遇到的問題。如為了實施英語授課，須刪減

部分學期授課內容，導致學生無法完整學習學科知識。因為以英文為課堂主要用

語的狀況下，某些概念需要花費更多時間闡釋才能達到跟中文授課一樣的效果；

又如學生的考試成績不理想究竟是因為學生努力不足，對學科內容的不精熟，或

因其英文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學習成效評估方式也須隨教學目標及方式不

同而調整，但要如何做？上述的大學教學現場問題都亟需解方。 

三、如何落實大學雙語教育 

一個新的教育政策實施初期定會遇到許多的困難與挑戰。不同於歐洲或其他

國家的多語系背景，臺灣雖有不同的方言，但仍為單一語言的國家。多數教師與

學生的母語都是中文。要克服師生及學生間以母語溝通的習慣，改以外語－英語

為課室語言則要有強而明確的學習目的及實施方法。同時也應當思考如何能更務

實地面對問題以找到更適合臺灣的教育環境、符合雙語課程的精神與目標的方

法。以下針對現行大學雙語教育困難提出淺見。 

第一，破除特定教育理論名詞的迷思與框架，改以更務實的態度面對及處理

英語授課的問題。EMI 是以英文為授課語言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Dearden, 

2014）。大學教師英文能力是無庸置疑，但在全英語的授課下學生對課程的吸收

與理解有多少才是最重要的。語言能力強弱與學科學習力密不可分。因此，若是

能跳脫大學只能實施 EMI 的框架，在現階段學生尚不具備以英語學習學科之能

力時，先採用 CLIL 教學法來輔助學生學習或許能更實際及有效提升學生英語及

學科能力。 

CLIL 教學法優點在於保留課室語言使用彈性，將中英文並列為課室用語，

而非堅持全英語授課。透過中文與英文語碼轉換跨的語言實踐（translanguage）

策略運用更有效率地傳達學科知識。循序漸進地根據學生學習情況逐步增加英語

比例。教學時，除了專業知識教學，課程亦強調重要學科的英文單字及常見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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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及句型。再設計結合部分須以英語進行的作業及口語報告讓學生逐漸習慣英

文與學科整合。以達到提高學生的英語及專業知識能力的雙語學習目標。假以時

日，當臺灣學生自國小浸潤在 CLIL 的雙語學習環境，未來大學的專業授課自然

可以朝向真正的以英語為工具學習專業的目標。但這需要逐步實踐，無法一步到

位。 

因此，雖然大學教師的教學主要是傳遞專業知識，而非教授英語。但是現行

臺灣學生的英語能力尚未準備好的情形下，若是學科教師堅持只以英語教授學科

知識。教學法不變，僅將授課語言轉為英語，則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勢必

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過渡時期若是大學教師也願意學習一些以英語授課的技

巧，相信亦會相當有助於自身的 EMI 課程進行。換言之，若是學科教師願意學

習將部分 CLIL 的概念，如語言教學技巧及多模態課程活動設計融合在大學雙語

課程中，相信會相當有助於學生學科知識及英語能力的提升。而這也正是雙語教

育的目標。 

第二，完善的大學教師的雙語教學專業發展規劃。再好的政策都需要執行者

有效的落實方能成功。教學專業牽涉到的知識範圍極廣。雙語教師所需要的除了

學科知識、教學知識（Gudmundsdottir & Shulman, 1987）之外，還有以英語進行

教學的知識。學生的學習需要鷹架，而教師的雙語教學專業發展亦然。教師英語

能力並不等同其以英語授課之能力。大專教師在擔任教師之前大多未經專業教學

能力培訓，而是以其自身的專業知識應聘。當然大學教師在擔任教職之後，其教

學能力會隨著自行摸索及教學經驗累積，或因積極參與相關研習而有所精進。但

是這畢竟需要多年的養成與調整。若是要全面實施大學雙語教育，在教師專業培

訓上應結合學科知識及教學知識、及英語教學知識等三方面的訓練，提供教師更

系統化的英語授課能力培養，提升教學成效。 

第三，大學亦應投入更多教學資源。除了舉辦教師專業研習與提供教師英語

授課鐘點的獎勵，更重要是整體課程規劃及教學配套措施。整合院系、師培中心、

創新教學中心及語言中心等單位，在課程規劃上打破院系的本位主義，以全面且

宏觀的課程設計角度來規劃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大學教師一向習慣個人研究或

帶領自己的團隊。較少有機會能與其他同系或不同領域的教師合作。因此，學校

角色在於提供校內跨領域合作平臺，鼓勵同校的教師進行系所內小組或校內跨領

域教師社群，建立共同備課風氣及共享資源的氛圍。如學科教師與語言教師進行

跨領域合作。由學科專業教師及語言教學專業教師共同發展雙語教學課程，如協

同設計學科內容及語言整合教材以有效地幫助學生以英語為工具學習學科內容。

此外，亦可鼓勵教師跨校切磋交流，如組成跨校教師社群一起合作設計課程，建

立大學英語授課教案資料庫，共享資源。如此從多方著手營造良好的大學雙語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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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若培育具專業能力及良好英語力的下一代是既

定的國家教育政策，則可師法同為亞洲其他國家的雙語教育。臺灣並非第一個亞

洲單一語系國家全面推動英語教育。中國香港及日本皆有類似的計畫（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7；余懿珊，2022）。或是參考同為亞洲國家的新加坡，雖然其為多

元背景的社會，但新加坡的英語教育仍可作為我國學習的對象。他國好的措施，

可供我國參考。他國失敗原因更值得我國學習，避免重蹈覆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能成功推動雙語教育的關鍵在於建立共識。自雙語政

策宣布以來，教育界的反應莫衷一是。深究其原因便是因為各界缺乏對雙語教育

的共識以及建立共同的願景。有了共識及共同的願景，剩下的便是要如何集合眾

人之力一起面對困難與解決問題。反之，若是沒有共識，則只可能不斷地消耗資

源，阻力重重，而事倍功半。 

四、結語 

在國內建立共識，營造好的學習環境，建立資源共享平臺；對外，學習他國

成功的經驗，盡可能事先預防會出現問題。最後，擬定務實可行的計畫，不拘泥

於特定理論框架，讓雙語教育有足夠的時間成長茁壯，不宜躁進，否則反成揠苗

助長。推動過程眾人齊心盡力，然後耐心等待花開。如此，方能走出屬於臺灣的

雙語教育的一條路。讓下一代既保有自身的中文能力及中華文化優勢的同時，讓

英語成為其專業能力的加值，而非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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