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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民中學雙語教育 
穆柏安 

臺北市立大直高中國中部教師 

 

一、前言 

近幾年來，臺灣積極推動雙語教育，行政院於 2021 年 9 月通過國家發展委

員會所提出的《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以 2030 年為目標，「培育臺灣人

才接軌國際」及「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打造優質就業

機會」為二大願景，希望讓臺灣的下一代有更好的競爭力與雙語力，提供下一代

更富足的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目前臺灣公立中小學已有超過千所採用

雙語教學，也就是說全臺有三分之一公校生在接受雙語教學，有些學校的雙語節

數更高達每週三分之一。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在試辦 5 年的雙語課程後，推出

「臺北市雙語白皮書」，臺北市長柯文哲宣示，將再投入 11 億元預算推動北市雙

語教育，目標是在 2026 年達成所有臺北市立公立中小學皆轉型為每週有三分之

一課程用中、英語上課的雙語課程學校（陳育晟，2022）。政府基於臺灣已掌握

華語使用的優勢，期盼透過政策的推動，用雙語力加值專業力，強化臺灣年輕世

代的競爭力及國際移動力。為了達成這個理想，蔡英文總統於 2020 年連任後就

將雙語教育的推動列為其未來 4 年的施政重點（林朝億，2020）。而教育部潘文

忠部長更是明確宣示教育部將於 2021 年把雙語教育之預算提升 10 倍，預計投

入 20 億新臺幣（潘乃欣，2020）。這些政策宣示在在證明臺灣的雙語教育之路將

會持續前行。 

二、何謂雙語教學 

雙語教育最簡潔的定義就是在教育的過程中採用兩種語言來進行（林子斌，

2021）。以我國而言是指，教育的過程中採用國語及英語來進行。學校在推動雙

語教育時，要知道雙語教育不是英語教學，不是要去教單字、文法、句型，而是

在授課的過程中，不管哪個學科領域都可以使用兩種語言進行教學，提供雙語環

境，讓學生可以習慣兩種語言。並非要英語教師去教別的學科，英語教師所受的

專業訓練是教授英語這個學科的知識與技能，如果你叫英語教師去教理化的阿基

米德原理，即使他可以用英語說相關名詞但他自己對浮力的概念可能都不確切明

瞭，如何能教會學生？千萬不能以為英語教師什麼都能教。因為在缺乏厚實學科

基礎的專業訓練下，很容易把各學科教學變成英語教學，根本無法使學生習得原

學科的應有知識與素養。而且，學校一開始進行雙語教學也不應綁定英語使用比

例，才不會使以雙語授課的教師感覺綁手綁腳，實施意願降低，那會不利於雙語

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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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雙語教學目前的困境 

(一) 國中學生英語力雙峰現象嚴重 

國中生英語能力的 M 型化現象是不分城鄉的，一個班級中，有連 26 個字母

都背不起來的學生；也有某些學生英語對答如流，就像外國人一樣，這可能有些

是父母有特意栽培，也可能少數是從小在國外長大；當然大部分學生英語力符合

一般程度，學生英語能力與父母的社經背景，或學生的成長環境有關，英語能力

的差距從小就十分明顯。 

在常態分班的情形下實施雙語教學，對英語程度中上的學生來說，少數駕輕

就熟，大多數可勉力跟上進度，然而，對英語程度差的學生而言，學科再實施雙

語教學，那可說是雪上加霜，難上加難了。有些學科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他的

強項是藝能科，但自藝能科採雙語教學後，可以感覺到他上課時，總充滿疑惑眼

神，又不敢提問，這種情形在教學現場並不少見。因此，學校必須在實施雙語教

學時，注意補救教學的落實，或是從能力分組差異化教學著手因材施教，幫助英

語弱勢的學生減低其挫敗感，能循序漸進融入雙語學習環境。 

(二) 缺乏使用情境 

孟子曾以「一傅眾咻」的例子來強調環境對語言學習的影響。在臺灣，除了

學校，學生很少有使用英語的生活情境，而學生一天中在校約 8 至 9 個小時，所

以打造雙語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學校能否真正轉形成雙語環境，讓學生了解英語

和國語一樣，都是校內溝通工具，而非只是考試科目。所以，雙語教育不只要靠

每星期幾節雙語課程，或少數幾位教雙語課程的教師就可成功，而必須由校長、

主任與教師們帶頭，比如用英語和學生打招呼與廣播，在學校所有活動都落實使

用雙語，創造一個有互動，以溝通為主，活的雙語環境（林子斌，2021）。唯有

學校團隊提供良好的角色典範給學生，以身作則成為雙語者，學生才有真正良好

的雙語環境，也更能成為一個可以使用雙語的溝通者。 

(三) 雙語師資不足 

臺灣的雙語教育政策先行於師資培育，導致目前最急迫性的困境是教學現場

雙語教師嚴重不足。有立委表示全國 3600 多所中小學，目前才 2300 多名雙語教

師，平均每校還不到 1 人（潘乃欣，2021）。未來國中小階段若要普及雙語教學，

依照政策 10 年長期的規劃，至少需要三萬名具有雙語能力授課的學科教師，才

有可能基本維持雙語學校中每校至少一個學科領域以雙語進行教學。若要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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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領域，雙語教師數量勢必要往上增加。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許多縣市代表

反應，目前雙語教師不足，盼從在職教師培訓和大專院校師資培育雙管齊下，加

快師資培育（潘乃欣，2020）。如今政府想透過師培大學培養雙語教師，方向是

對的，但有些緩不濟急。各教育階段都有校長反應，目前缺乏鼓勵在職教師進修

雙語教學的誘因，建議未來開放教師公費進修，修畢雙語教學專長的教師能取得

雙語教師證，應該給予較高待遇，或減少授課時數（潘乃欣，2021）。而學校引

進外師協同教學，或可投入編寫教材也是可行之道。過去符合教育部外師聘用標

準政策引進的外師，數量大約每年維持 60 到 80 人，而受到臺灣給外師薪水不如

日、韓、港等地的條件影響，流動率偏高。2020 年教育部長宣示將外師數量提高

至 300 位（許展溢，2020），以利雙語教育的推動，可以預見臺灣的外師數量會

越來越多。 

(四) 應速建構完整的各學科雙語教材 

雙語教學實施初始，在教學現場的教師要跨出第一步嘗試，需要許多自我心

理建設及自我增能，若又需同時兼顧教材、教案、教具的編製，著實心力交瘁。

如果教育部能提供一套符合各學科單元，而其中的英文詞彙與句型都經過挑選及

編排，能聚焦在該單元內容的教材及教案（教師手冊），或是開放各書商，如:南

一、翰林、康軒等，投入建構完整的各科雙語教材，以利教學現場更精準使用，

那各科教師的壓力會減輕許多，實施雙語教學的意願也能提高，待現場教師熟悉

雙語教學模式後，再由教師加上自編的雙語教材或講義來實施教學。有好的教材，

雙語教學才容易上軌道。 

四、結語 

臺灣在推動雙語教育時 需要保持彈性，讓各校有自主調整的空間，例如許

多偏鄉學校連英語合格師資都聘不足，對這類學校來說，當務之急應是先補足英

語師資，打好根基，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再來談雙語教學。而如何建置整體雙

語環境將是推動雙語教育初期必須嚴肅面對的，要讓學生一進校園就接觸國語、

英語並存的雙語環境，從校長、行政人員到各科教師都應成為雙語使用者，根據

自己扮演的角色盡量多說英語，營造活的雙語互動環境，雙語教育才有成功的機

會。再來，為了提高在職教師參與雙語教學課程，建議教育部比照臺北市，推動

雙語教師申請「雙語教學專長證明書」，教師若持此證明書教授雙語課，每週可

以減少上課 2 到 4 節，還能申請雙語績優教師評選和獎勵金（陳育晟，2022），

如此當使教師使用雙語教學的意願提高。而建構完整的各學科雙語教材，在推動

雙語教育初期，方便一般在職教師進行雙語教學也是刻不容緩的。 

雙語教育是臺灣教育必走的一條路。所以所有教師應該要有使命感，不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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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限，可多參與英語知能與雙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的相關課程和研習，多練習課

堂英語的口說與表達，以提升自己雙語授課的信心。另外，對於低英語能力的學

生也應保持不放棄的態度，多運用補救教學與不同溝通方式，如肢體語言，協助

學生理解學科內容。讓自己成為雙語教育的推手與助力，是所有國中教師可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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