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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雙語政策師資問題之分析 
徐希汶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研究生 

 

一、前言 

自民國 109 年起，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裡提到，希望能提升國人雙語及數

位能力，能夠和國際更進一步，以及提升我國人才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Tsai, 

2020）。及後帶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8）。相信是近年來臺灣密切關注的議題之一。然而，能成為人聲鼎沸的議題，

反對的聲音定是不計其數。 

各地學者眾說紛紜，表示國家對於英語定位不明，有意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

語，引發法制上的爭議。而「官方語言」即代表法制，以臺灣目前情況來說，只

有原住民族語及客家語是受法保護的國家語言（Law & Regulations Datab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19）。嚴格來說，臺灣其實並沒有官方語言，若

無第一，何談第二（何萬順，2018）？甚至有學者指出英語非界定語言之一，認

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是想潛移默化的形塑英語的重要，勝過其他語

言的價值觀念（許逸如，2019），利用雙語教育之政策去呈現英語在國際化中佔

有優越地位。種種爭議、各抒己見，各執一詞。還是政府錯把英語學習，定義成

發展雙語國家？ 

二、雙語實施問題與挑戰 

當各專家學者為此議論紛紛之際，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正式將「2030 雙語國家」政策更正，名為「2030 雙語政策」。「2030 雙語政策」

願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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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8）。臺灣的

華語實力在國際上無容置疑，極具優勢，唯英語水平有待提升。政府利用「2030

雙語政策」，藉此提高全臺英語水平，為年輕一代的增加競爭力。除了運用數位

學習來縮短偏鄉的資源差距，也希望能幫助資源匱乏的小孩獲得語言技能。栽培

更多本土雙語專業人才，若具有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並加以善用原有的華語優

勢，下一代在爭取優質的工作機會將大幅增加，擁有更好的未來。在改名為「2030

雙語政策」後，雖暫時平息了外界的爭議，但學校的雙語教育實況仍五里雲霧，

前線教師有苦難言。本文認為有三大的困境。 

(一) 雙語師資嚴重不足 

推動雙語教育其一困難是雙語教師嚴重不足。在以往的師培課程裡，只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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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專業的學生才會接受英語教學訓練，及後成為英語教師。至於任教其他科目的

老師均沒有任何英語教學實踐經驗和能力。因此，現階段比較資深的老師，也沒

有用英語任教其他科目的經驗，只有單一語言的授課能力，缺乏雙語能力。再者，

我國本就欠缺英語使用環境，教育部自 106 學年度起用補助方式鼓勵學校試辦以

英語教授體育、藝術等科目，但至今申辦學校的比率只有大概 6.3%（國發會，

2020）。可見，前線雙語教師不足，教師英語能力薄弱，缺乏雙語教育人才及資

源，學校不能成功營造雙語氛圍，成為雙語教育一大障礙。 

(二) 雙語師資未有專業認證、無具體的考核  

實施雙語教學，需具備更多語言水平能力高的教師投入。進行教學時，教師

應具備教學法訓練、準備教材及語言專業知識，才能把課程教好（劉述懿、吳國

誠，2021）。雙語教學是未來教學發展趨勢，該具備相關配套措施。如：教師專

業認證、相關檢定審查機制，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雙語是一種專業。惟臺灣目

前並沒有雙語教師專業認證機制，以及認證相關檢定、實習等配套措施。如果缺

乏上述等專業認證和檢核，有機會影響學生學習的品質，教師的語言能力和課程

能力也會被受質疑。那是否該具有相關教學能力專業檢測認證？因此，本文認為

雙語師資需有完善的檢核機制，學生的雙語學習成效才得以保障。 

(三) 雙語授課壓力大 

根據 2018 OECD「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顯示，臺灣國中教師有 25%在工作中感到有壓力，其中資歷較淺

的教師甚至達 42%在工作中感到壓力（OECD, 2018）。對於雙語教師的看法，有

學者認為必須具備運用兩種語言及傳遞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能力（張武昌，

2018）。然而，目前臺灣大多在職教師並沒有接受過英語教學培訓，也沒擁有豐

富的雙語教學經驗。在職教師有機會面對英語水平較好之學生，或會質疑教師的

英語發音準確與流暢度，同時也小心處理一些因英語能力不佳，而不理解課程內

容的學生。這些問題難免會導致教師失去自信心，對於用雙語授課的壓力培增。 

三、建議方向 

有見及此，本文將作以下建議： 

1. 大學部分通識課改為英語授課，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大學生習慣用英語上

課，耳濡目染，讓英語慢慢融入生活當中。我國普遍缺乏英語使用環境，教

育部自 103 年度起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職場英語能力體驗課程計劃，有申

請的學校比率只有大約 18%，現行大專院校全英語課程比率偏低，約 1%（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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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會，2020）。而大學通識課是必修課之一，所有大學生都一定要修，如此一

來所有大學生都必定會接觸，大大減少因為全英授課而不修課的學生。大學

生長期與英語共存，習慣處於英語環境裡，即便將來想投身教育行業或對原

是師資生的學生來講也是百利而無一害。將來在工作單位運用雙語也相對自

然，減少心裡壓力和負擔。若再加以進修及培訓，日後採用雙語教課更上一

層樓。 

2. 增加在職老師多元在職培訓與相關學位進修，鼓勵師培學生修 EMI 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學校可以提供一些誘因，如提供培訓資助、晉升機會、薪資等去

吸引老師參加課後培訓，在未來把通識課程改為英語授課。此外，本文建議

大學鼓勵非英語專業的師培學生修讀 EMI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是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裡提供學習課程。

課程裡的內容、互動、教材和成果展示及評量方式都會以全英語的方式進行

（Su, Cheung, &Wu, 2021）。學生可以透過 EMI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來增值自

己。例如：由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研發的 The 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 

Online Course、英國文化協會辦理的 Academic Teaching Excellence（ATE）等

來提高師培學生的英語水平，增強成為優質雙語老師的信心。無論學生將來

是否投身教育行業或是對於在職老師來說，雙語並用是未來社會趨勢，強化

自身雙語言實力以加值專業力，提高競爭優勢。具備臺灣產業布局在全球市

場中移動就業的能力，以提升臺灣國際地位。 

3. 建議增加公費生名額，規定公費生必修 EMI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必考英檢，

將來就算到偏鄉任教也不是問題。首先，增加公費生名額是個誘因，可以吸

引更多菁英去投身教師行列，將來能有更多社會棟樑去偏鄉服務，舒緩雙語

師資嚴重不足的問題，也減少偏鄉缺乏教師之問題。其次，規定公費生必修

EMI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能夠讓他們在過程中學習如何運用英語去進行互動

教學和報告。加上考取英語檢定，例如：IELTS/TOEFL/TOEIC，證明他們在

英語知識上有一定的水平。政府便能確保在臺灣修讀 EMI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的學生具一定數量，也能透過英語檢定確保未來教師具備良好英文能力。在

未來有相對應的能力，有信心應付偏鄉兒童的英語學習問題。 

四、結論 

要成功邁向「2030 雙語政策」，實行雙語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環，除了保持華

語實力之外，也冀望我國新一代的英語能力有所提升，讓我國整體的語言水平與

日俱增。由是觀之，本文認為改善雙語教育師資問題可從大學部分通識課授課語

言、增加在職老師多元在職培訓與相關學位進修及公費生名額上在作調整，及鼓

勵他們修讀專業課程來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上述提及一些雙語教育師資現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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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亦略抒己見。現今雙語教育師資問題，其實仍有許多問題值得反思和探討。 

孫子兵法裡有一句話「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

已。」（孫子，2004）用兵之道，貴精不貴多。單純的兵力數量絕不是致勝因素，

我方並非具備可與敵軍匹敵的兵力數量，便能取勝。若以現今社會作例，教師的

數量並非重點，非多即可，而是着重質量。有鑑於此，教師具有良好的雙語言能

力，是雙語教育的關鍵條件。因此師資培育必須重新審視。此外，孫子兵法裡的

五事七計，其中一事「道」。「道」是國家的政治基礎，看重的是君主是否會與人

民、將領上下同心同欲。若要打勝仗，前提是人民願意打仗，願意為了國家置自

己生死於身外。若要成功實行，政府的努力是必然的，但在過程中也必須得到我

國民眾和教育的各個單位成員支持，共同進退，才能共創雙語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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