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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國際之間溝通距離縮短，世界幾乎就像是村莊一樣緊密，

地球村這個詞在現代可以說是非常貼切。因此，第一大通用語言—英語已成為國

際之間對話的橋樑。行政院自 2018 年起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並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擬定推動雙語國家計畫，徵求具意願及條件之學校推動英語課以全英語授課，

以 10 年為期，至 2030 年達到超過 90%高中以下學校落實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

之目標（國發會、教育部，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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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目前已成為外界關注的重要政策（教育部，

2018）。 

然而，全英語教學是否就可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實施全英語教學的主要

目的是要讓學生可以有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童英語交談能力，可是其功

效是否真的如大眾期待？看來還需要再多方研究與探討。全英語教學依目前國情

是否可行？本文將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全英語教學之優點與缺點以及實施

全英語教學會面臨的挑戰與困境來做探討。 

二、 全英語教學之理念與觀點 

實施全英語教學，重點應放在語言的溝通能力使同學之間自然互動，戚居清

（2018）表示全英語教學都是在營造學生使用英語及接觸英語的機會，教師應改

變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模式，不能只偏重教師講述，應儘量同儕與師生雙向

互動練習，讓學生在自然的情境下將英語學好。而在臺灣的學校英語教育長期以

來似乎只把英語當成知識性課程教導，陳超明（2019）指出從國小階段乃至大學，

學生都背了很多單字及學了許多有關英語的文法，但仍然無法使用流利的英語與

人交談。實施全英教學的主軸是培養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為了提升學習的動機，

不但要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也要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並適時運用多樣的教學

方法，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用語言或文字來表達，在這種情境當中，使學生長期

受到薰陶，培養學生隨口說英語的能力與習慣，提升表達語意的能力及接收外來

的訊息，這才是全英語教學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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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英語教學之優缺點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英語在各地普遍使用，雖然面對各國不同的語言，英

語在國與國之間文化的交流中，其重要性越來越增強。因此提升英語能力廣受大

家的重視，進而提倡實施全英語教學政策，但是究竟國小是否適合實施全英語教

學，以下歸納其優點與缺點來探討： 

(一) 全英語教學的優點 

要提升英語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營造一個可實際運用英語的環境，增加接

觸英語的機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全英語教學即具備這些優點，以下將文獻

探討結果彙整說明： 

1. 全英語教學可營造類似學習母語的環境 

謝一謙（2002）研究指出每個家庭文化環境背景不一樣，在家比較有英語互

動機會的學生比在家很少使用英語交談的學生，英語程度高低落差很大。戚居清

（2018）也表示全英語教學是打造一個學習英語的環境，就像學習母語一樣自然，

可使同學之間自然互動，讓學生處於各種情境，養成開口說英語的習慣。 

2. 全英語教學大部分學生感到有趣 

盧秀鳳（1995）研究指出大多數學過兒童英語的學生對全英語教學感到很有

興趣，國民小學就可以實施英語課程。戚居清（2018）也表示全英語教學可激發

學生語言學習的動機，尤其在國小階段學習外語時特別明顯，不但能增進對世界

的認識，也可以產生較高的學習興趣。 

3. 全英語教學可提升語言溝通能力 

吳炎鈴（2018）表示實施全英語教學可縮短授課適應期，增加活動參與度，

對於提升國小低分組學生英語口說能力整體表現較具有成效。莊坤良（2019）也

指出全英語教學通常使資優的同學受益，程度較好的學生，增加許多學習的機會，

英語越來越好，互動溝通的能力也明顯進步。 

4. 全英語教學可提升競爭力並增進國際文化視野 

莊坤良（2019）指出隨著校園越來越國際化，理想中的全英語教學具有提升

國家和個人就業的競爭力、增強全球意識、改善跨文化溝通。廖慶榮（2020）也

表示全英語授課創造英語的學習環境，不但英語能力提升，而且可以增加出國留

學、跨國學習機會，國際觀與世界觀躍升，進而提高就業力以及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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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英語教學的缺點 

1. 全英語教學對程度差的學生不利 

主要是因為學生聽不懂老師講課的內容，整堂課呆坐在那裡，讓程度與教育

資源本來就不足的學生之學習成效更加惡化，對英文越來越沒興趣，甚至到後來

乾脆放棄（莊坤良，2019）。李秀錦（2014）表示全英語教學通常學生之間的程

度會有所差異，在發音及字義的聯結上較有問題，若是抽象的單字或句子，教師

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解說及示範，如此一來，便造成教學時間難以掌控，課

堂秩序也可能不理想。 

2. 實施全英語教學忽略母語輔助反而會影響英語學習成效 

廖柏森（2005）認為要求學生在課堂上捨棄母語只用英語是不切實際又缺乏

效率的作法，全英語教學並不是學好英語的保證，在課堂使用母語輔助教學反而

可以讓學生在理解上更正確快速，在心理上更有安全感。戚居清（2018）也表示

課堂上堅持不出現中文，可能會影響到學生英語學習的效果，造成對學習英語的

焦慮。 

3. 全英語教學會影響學生的理解能力 

陳超明（2019）認為有些事物邏輯和抽象概念學生尚未建立，使用母語都很

難理解，何況是用英語，學生在學習上更加困難，母語是一種可貴的資源，並非

學習英語的障礙，學生能以學習母語的經驗和知識為基礎，發展使用英語溝通的

知識和技巧（廖柏森，2005）。 

4. 全英語教學會影響自我文化的認同感 

胡全威（2013）研究表示全英語教學對我們學習英語和世界的文化、價值觀

時，卻總是像在模仿，而且還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畢竟處於不一樣的文化體系

之中，也就如同淪於文化殖民地的角色自我矮化。陳超明（2019）也提到因為學

習英語的關係，會嚴重加深學生跟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產生不同的意見，甚至造成

學生學習成就的低落感。 

因此，全英語教學並不是全然只有優點，執意課堂上全程說英語，忽略母語

輔助，遇到程度較差的學生，會影響理解能力，使學習缺乏興趣，成效低落，而

造成教育的不平等。 

綜合以上多位學者專家的意見，全英語教學總是有優點與缺點兩方面的論

述，而且影響優缺點的層面很廣，還會造成程度好的學生學習效果越好，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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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學生學習效果低落的兩極化情形，目前教育部規定，國中小就是屬於常態編

班，在同一年級內，以隨機原則將學生安排於班級就讀，自然就會有學生程度的

差異，因此英語教師要如何實施教學，才能兼顧所有的學生，值得進一步探討。 

四、 國小實施全英語教學之困境 

臺灣不是英語系國家，長期以來英語教學都以升學為導向，不重視語言的溝

通能力，因此如何提升英語學習成效的教學方法，是英語教師們要面對的重要課

題，其中全英語教學是大家所期待的教學模式，但搜集教師學者的教學經驗，發

現目前臺灣要實施全英語教學還有一些困境值得我們來思索。經研究歸納後國小

實施全英語教學之困境主要有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使用教材及學校行政等四方

面，以下依這四方面來進行探討： 

(一) 教師教學方面 

進行全英語教學會讓教師感到困擾的有師資及教學時數兩方面問題，謝淑娟

（2001）指出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在上課教學時，遇到困難的主要問題有教師本身

的能力不足、研習活動的舉辦緩不濟急，學生每週上課時數太少，學生缺乏互動

機會；陳靜宜（2007）認為教師教學的知識和經驗不足，會導致學生缺乏學習的

興趣等問題。 

(二) 學生程度方面 

學生本身的素質，家庭的環境或城鄉之間的差距，會造成學生英語程度有高

低落差的現象，學生英語程度的落差大，也是教師在教學過程當中的困擾，如果

再加上有些學生缺乏學習英語的興趣，學習態度不佳，或是秩序掌控的問題，也

會造成教師教學上的困難（陳靜宜，2007）。 

(三) 使用教材方面 

陳靜宜（2007）指出目前使用教材是「一綱多本」的政策，每個學校所使用

的教科書版本經常不相同，甚至同一所學校各年級教材會有不一樣的情況亦或是

同一位學生前後學習的教材版本不一致的情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學生的學習

脈絡無法銜接，導致小學升國中階段的新生之學習銜接產生很大的問題。 

(四) 學校行政方面 

要提升全英語的教學成效，打造教學環境也很重要，謝淑娟（2001）指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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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設備環境因素也會影響教學成效，但目前教學資源與設備不足，缺乏相關教學

媒體的配合，如電腦、電子白板或投影機等，學校內部的運作會影響到課程與實

際教學。 

目前臺灣要實施全英語教學確實存在一些困境，但是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是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也是未來的趨勢，因此儘管有各種困難，做為英語教師

也必須不斷學習，研究探討教學方法與技巧，克服各種困境。 

五、 建議（代結語） 

提倡全英語教學是正在進行的趨勢，但如何讓國小學生有效學習，提升英語

能力，以下針對學校行政、課程時數、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四方面提出建議： 

(一) 學校行政方面 

學校可利用各項資源，優化學校環境，打造日常英語的生活館，在這種情境

當中，讓學生在校除了上英語課以外，還有更多的時間接觸到聽英語及說英語的

機會。此外，在英語教學過程中，發現即使在同一所學校中，各年級使用不同的

教材版本，造成老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困擾，如果能夠整合使用同一種版本，將

不會有此問題。 

(二) 課程時數方面 

目前國小三年級以上的學生一星期只有兩堂課英語課，一、二年級甚至一星

期只有一堂，經常這堂課上完，下一堂課還要再等兩到三天，低年級就要再等一

個星期，學生可能在上一堂課所學的都忘記了，教師還要先複習一下再上新進度。

每星期學生授課的時數實在太少，如果能將授課時數增加至每週三到四堂課，這

樣對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將會有幫助。 

(三) 教師教學方面 

對程度較好的學生來說，突然改成全英語教學可能比較沒有困擾，容易銜接，

但對程度較低的學生，可能整堂課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難以適應，進而讓學

童對英語沒興趣甚至變成放棄，但在常態編班的方式之下，每一班都會有程度高

和程度低的學生，所以建議除了聽力及口說訓練外，要進入全英語教學應採用「循

序漸進」的方式，這樣對所有的學生都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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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方面 

要提升學習英語的成效，培養學生的興趣是相當重要的，但實施全英語教學

時，要特別注意學生是否有情緒低落的現象，千萬別為了達到全英語教學而勉強

學生一定要全程說英語，反而應該適時的給予關心與提示，增加其信心，讓學生

也有參與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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