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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實施雙語教學的探討 
黃琇屏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雙語國家政策與雙語教育，是臺灣當前重要的議題。為邁向 2030 雙語國家，

政府努力推廣雙語教學。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投入 25 億元經費，協助大學

校院優化雙語環境，希冀提升師生的英語能力，期能與國際接軌。本文首先介紹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主要策略，並提出大學目前實施雙語教育可能

面臨的困境，提供未來大學雙語教育實施的參酌。 

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主要策略 

2021 年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BEST），主要的策略如下所述（教育

部，2021）： 

1. 重點培育標竿學校或學院：110 學年度補助經費達 5 億 8,748 萬元，共補助

重點培育學校 4 所、重點培育學院共計 25 校 41 個學院。 

2. 普及提升學校教師與學生的英語能力：以國家重點產業領域雙語專業人才為

目標，獲補助學校共計 37 校，包括 24 所大學校院及 13 所科技大學，以鼓勵

各大專校院整體提升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與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為目標。 

3. 擴增雙語教學人才與發展教師全英語教學支持系統：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引

進具國外全英語教學經驗的國際教學人員，並建置全英語學習環境，協助提

升學生英語能力。 

4. 強化雙語資源共享與校際合作: 改善大專校院當前推動雙語教學之組織、教

師與學生等問題，達成雙語國家之願景。 

5. 獲得補助的學校，於 2024 年與 2030 年，需達到之目標，如表 1。 

表 1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目標一覽表 

學校類別 2024 年目標「25-20-20」 2030 年目標「50-50-50」 

重點培育學校或學院 

 

4 所大學 

 

41 個學院 

1. 至少 25%的大二學生，英文

能力在聽說讀寫達到 CEFR 

B2 以上的流利精熟等級。 

2. 至少有 20%的大二學生與碩

一學生，當年所修學分 20%

以上為全英語課程。 

1. 至少 50%大二學生聽說讀寫

精熟程度。 

2. 至少 50%大二生與碩班生當

年 50%以上學分為全英語課

程，並推動畢業證書 EMI 修

課認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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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提升學校 

 

24 所大學校院 

 

13 所科技大學 

1. 至少 20 所大專校院英語課

採全英授課比率達 30%以

上。 

2. 至少 5%大二及碩一學生修

習至少 1 門全英語授課課

程。 

1. 至少 40 所大專校院英語課，

採全英授課比率達 80%以

上。 

2. 逐步推動專 業導向 (ESP, 

EAP, EWP) 之英語教學內

涵。 

3. 至少 10%大二及碩一學生，

修習至少 2 門全英語授課課

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2021）。「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從上述「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策略，得知其願景在強化學生英

語力，大幅推動雙語、全英語授課，提升整體高教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21），

目標著重在提升學生英語程度與全英語授課比例，然而許多措施細節，僅有目標

陳述，缺乏詳細具體規劃，可能造成學校教師在實施雙語教學時，面臨困難與無

所適從的情境。 

三、大學實施雙語教學的困境 

雖然「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強調各校可以考量自身不同的特質與

需求，規劃學校的特色課程，但師生面對雙語教學的態度、教師教學方式與專業

能力、學生學習成效等，可能面臨一些衝擊。針對大學實施雙語教學的困境，提

出幾點思考，如下所述： 

(一) 大學師生對雙語教學的態度 

目前大學校院積極推動雙語教學，除教育部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外，各大學也用獎勵或額外鐘點方式鼓勵教師採用雙語授課。但雙語課程能

否成功，其中重要因素之一為教師與學生對雙語教學、全英語授課的態度和接受

程度。倘若多數師生對雙語教學持負面觀感，只是為配合國家或學校政策，不得

不接受雙語教學模式，雙語教學政策必然不易成功。大學師生對雙語教學的態度

與接受程度，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 雙語定義、目標與授課比例仍待釐清 

近年來，大學校院為邁向雙語國家政策努力，也為提升學生英語程度，大力

推動雙語授課課程的比例。然而第一線教師，甚至專家學者對雙語都有不同的解

讀，雙語教育的定義從來沒有真正被釐清，多數教師對雙語教學仍是一知半解。而

關於雙語教學的目標一直不夠明確，究竟是在教英文，或是讓學生使用英文學習知

識？都值得進一步省思。此外，大學校院對中英文授課比例也無一定規範，教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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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中，講多少句英文是雙語教學？中英文需各占多少比例，才算是雙語教學（李

高英，2021）？目前許多大學校院師生也質疑全英語授課時，講授英語的比例有

需要特別規範嗎？如果一堂課 10%用英語授課，90％用中文解釋，是否符合雙

語、全英語授課的標準，有待商榷。 

(三) 教師英語專業與雙語學科知識轉換的問題 

根據研究顯示，目前臺灣能執行雙語課程、可進行全英語授課的本國大學專

任教師，占全體專任教師約 18.62%（教育部，2021），比例並不高，教師英語專

業程度應進一步檢視。此外，執行雙語教學時，多數教師關心如何將學科知識轉

換，讓學生的學習具備效率。許多學者指出英語程度和口說英語能力佳的教師，

並非就具備專業能力，可以執行全英語授課，換言之，由於英語教學專業程度甚

高，即便教師本身英語能力佳，也並非就能將知識完整傳授給學生（黃琇屏，

2022；劉述懿、吳國誠，2021）。進行雙語教學，許多教師限於英語專業，無法

精確傳達課程知識，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四) 雙語校數、課程增加，學生的英語能力與專業知識仍須檢視 

雖然「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明訂「重點培育標竿學校、學院」和

「普及提升學校」應達成雙語的目標，但關於如何達成目標的具體作法，需更明

確，否則未來的成果可能只是一些亮麗數字的堆積。表面上，因為政府大量補助

經費作為誘因，大批學校爭相投入雙語教學，雖然實施雙語的校數、雙語課程數

量增加，但大學生英文專業能力是否提升，則有待商榷。在實際教學現場，學生

在課堂上只多聽懂一些英文單字，但可能還是無法正確表達一個英文句子，遑論

與人溝通。當學生不具備基本的口說能力，雙語教學又如何讓學生能具備進階的

求職、職場英文（English for Workplace Purpose, EWP）？這樣的雙語教育，充其

量只是學校在形式上滿足雙語政策的要求，但對於真正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並無實

際助益，遑論學生能具備專業的學科知識。 

(五) 大學各科系所性質不同，雙語授課的必要性值得商榷  

2030 雙語國家政策，使雙語成為當前高教課程的焦點，大學校院積極推動

雙語、全英語授課，但仍須考慮各科系所性質不同，並非所有的大學課程都適用

雙語與全英語授課。有些學校為為了爭取經費，規定每系至少需有一門課為全英

語授課，卻忽略個別系所的獨特性，一昧追求雙語課程數量。例如中文系所，是

否應以雙語、全英語授課為標準，仍需謹慎規劃。基於大學校院科系性質之差異，

期許大學教師仍保有系所特色、課程規劃的自主性，沒有被雙語與全英語教學、

國際化的洪流淹沒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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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多數國人認同英語的重要性，政府從小學到大專校院，投資龐大經費，實施

雙語教學。但在第一線教學現場，除了計畫、資金分配與補助外，對於政策細節、

執行層面與師資專業等層面的規劃仍不夠具體。許多大學積極推行雙語、全英語

授課之際，雖然雙語教學、全英語授課的數量成長快速，然而亮麗的成果下，學

生學科的專業知識是否提升，仍值得商榷。此外，許多學校在執行雙語教學時，

並沒有與全校教師溝通，雖然鼓勵教師雙語授課，卻由教師自主發展，沒有依循

的準則，讓教師莫衷一是。再者，有些教師使用英語授課，但卻受限於本身語文

的專業能力，不得不減少授課內容，課程缺乏深度，師生也無法進行專業的深入

討論，導致學生學習效果打折扣，將無法落實雙語教學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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