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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的實施與問題 
王庭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所研究生 

 

一、前言 

我國為了落實「2030 雙語政策發展藍圖」，以厚植國人英語能力和提升國家

競爭力為願景目標（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教育部也積極推動相關計

畫，並於 2004 年起推動「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每年

引進外籍英語教師的數量持續上升，2022 年引進的外籍英語教師更高達 400 多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2）。教育部的擴大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當中細分為五個

細項目，不同計畫當中，申請條件也有所不同。根據外籍英語教師計畫（Foreign 

English Teacher，以下簡稱 FET）以及外籍英語教學人員前瞻計畫（Taiwan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Program，以下簡稱 TFETP）外籍英語教師必需與本國英語文教

師協同教學授課，趙宥寧（2022）指出本國英語教師的英語有一定的程度，但礙

於計畫要求卻需與外籍英語教師共同授課，相較之下在雙語課堂當中，非英語專

業領域的本國籍老師，無法像外師一樣提供英語學習環境。然而，外籍英語教師

的引進也帶來許多爭議性的問題，不禁讓人開始思考引進外師帶來的效應為何？

是否利多於弊 ?  

二、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的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自 2004 年起推動「協助公立國民

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起初計畫為一般性補助，每年引進 81 名外籍

英語教師，以偏遠地區學校為優先考量，目的是為了改善偏遠地區英語師資不足

的問題，期望透過中師與外師協同教學，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與溝通能力（教育部，

2005）。之後，為達成 2030 雙語政策目標，我國自 2021 年起辦理「擴大引進外

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目的在於提升本國教師英語教學知能、建置英語口說環

境並提供學生多元英語學習情境。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中又細分為五

個不同的項目，分別是 TFETP 一般性、計畫型補助款外師、以及全時助理、學

術交流基金會 ETF（English Teaching Fellow Scholarship Program，以下簡稱 ETF）

助理、ELTA（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Program，以下簡稱 ELTA）部

分工時助理。本研究者表 1 所示為本研究者歸納各項計畫內容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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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一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的問題 

(一) 教學人員品質落差大 

從引進外籍教學人員計畫來看，不同計畫的外籍英語教師條件也有所不同，

我國為了達成 2030 雙語政策因此大量尋求外籍教師。臺灣家長對於學英語還是

有迷思，總是覺得外國人來教才能學得好，且需要找皮膚白皙、金髮藍眼睛的（蔡

靜宜，2002）。如今，只為能夠大量引進外籍教師，卻忽略外籍英語教師的內涵

及其教育專業和英語程度。本研究者曾接觸多位來臺任教的外籍英語教師，在教

育現場當中，有許多英語教學人員認真專注於教學，表現相當優異，但也有少數

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無心於教學上，反而是以來臺觀光旅遊為目的。如此現象可能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主要工作內容 計畫申請資格 

TFETP 

外籍英語

教師 

(1) 我國教師英語教

學知能 

(2) 建置英語口說環

境 

(3) 提供多元英語學

習情境 

(1) 外籍英語教

學人員一起

加入英語教

師專業社群 

(2) 提供沈浸式

英語學習環

境 

(3) 提升英語課

程、教學、評

量品質 

(1) 持有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為

英語 

(2) 取得認可大學學士或是更高

學歷 

(3) 必須具備教師證 

(4) 國外學校一年以上英語教學

經驗或曾擔任由主關機關引

進英語課程協同教學助理 

(5) 英語或相關系所畢業修畢英

語教材教法、評量、第二語言

學習等內容達 120hr 以上 

(6) TESOL 認證證照 

(7) 無犯罪記錄 

TFETP 

全時助理 

(1) 持有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為

英語 

(2) 取得認可大學學士或是更高

學歷 

(3) 無犯罪記錄 
ETF 

美籍英語

教學人員

獎學金 

營造沈浸式英語學習

環境 

協助中師，提供

沈浸式英語學習

環境 

(1) 現職或曾經擔任 ETA 

(2) 具備 TESOL 證書 

(3) 美國聯盟大學校育相關碩士 

ELTA 

部分工時

外籍英語

教學助理 

(1) 營造校園生活化

的英語口說環境 

(2) 提升學生口說與

英語能力 

(3) 增加英語學習機

會進而達成 2030

雙語政策目標 

協助辦理寒暑假

營隊，進行主題

式課程，各項英

語活動等 

(1) 該國母語為英語 

(2) 英語能力達到歐洲共同語言

參考架構 B2 等級或以上 

(3) 在臺外籍人士優先且具備工

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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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學生學習，也有可能會給學校帶來工作上的困擾。 

(二) 教學人員流動率高 

王懿珊（2021）曾提許多外籍教師都是第一次來臺任教，他們需要在短時間

內適應不同的文化以及新的工作環境，部分外籍教師適應良好，部分外師可能因

為文化上差異以及語言帶來生活上的不便，導致合約到期時也不願意繼續任教，

甚至於合約期間就離開學校，造成人才的流失。王令宜（2017）也提到外籍英語

教師因聘僱契約為一年一聘，再加上聘僱外師作業繁雜，導致流動頻繁。我國目

前引進大量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若無法提供他們一個安定的環境，這些離鄉背景

的教學人員難免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感到不安，而造成這些外籍教師的頻繁流動與

流失，除了無法留下這些這優些優秀的外師而損失人才，學生也要不斷適應不同

外籍教師帶來的變化與衝擊。 

(三) 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薪資較本土教師高 

依據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聘僱契約內容，外籍英語教師薪資一個月大約在新臺

幣 60,000 至 100,000 元左右，薪資將會依照外籍教師的學歷、年資而有所不同。

根據薪資表，若該外籍教學人員具有合格教師證且為大學畢業，第一年來臺任教

的起薪是 65,230 元；若為碩士畢業起薪則是 72,760 元。若擔任全時助理，無需

教師證只要持有護照國家母語為英語且大學畢業資格，薪資也有 48,000 元。相

較於我國教師，以相同門檻來看，大學畢業且持有教師證起薪為 40,000 多元，碩

士畢業持有教師證起薪為 50,000 多元，本國籍老師除了需與外師共同搭配協同

教學，還需批改作業、出考卷，與外籍教師相比，工作量明顯大，但薪資卻更低，

難免讓人感到不平衡。 

四、未來引進外籍教學人員建議 

以下針對引進外籍教學人員的問題，從對政府和學校兩方面提出建議： 

(一) 對政府的建議： 

1. 強化聘僱外籍教師機制 

在臺灣若要取得正式老師資格，須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書或證明、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教育實習成績資格者得依證明報名參加

教師甄試。教師甄試分成筆試、面試、資料審查以及試教，其中又以面試和試教

占分比重為主，是一個相當艱辛過程。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若想申請來臺，符合計

畫申請資格者得參與面試，面試通過即可入臺任教，門檻不高而且稍嫌簡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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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希望我國在聘請外籍英語教學人員時可以比照臺灣教師甄選流程，建立一套完

整的聘僱機制，為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教學品質嚴格把關。 

2. 增強外師專業發展 

教師在學生學習和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辦演重要的角色，教師素質的高低

將會影響學生學習的表現（吳清山，2010）。為了要培育國家人才以提升國家競

爭力，世界各國皆致力於提升教師專業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李思儀，2022）。

可看出教師專業發展對老師的重要性，透過參與教師知能研習，來提升教師自我

的教學技巧、精進自我，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建議未來地方縣市英語教學資源

中心可定期辦理外籍英語教師相關的教學知能研習。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協助融入文化 

許多外籍英語教師都是初次來臺，甚至部分外師是第一次出國，隻身來到一

個新的環境，每逢假節日，又無親朋好友陪在身旁，難免感到孤單寂寞，加上語

言隔閡和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導致外師適應不良。若學校未來有申請外

師計畫，建議學校主動協助外師融入當地文化，例如：邀請外師一同參加學校活

動，與校內同仁和師生感情交流，亦或是和外師一同體驗異地過節，同時展開雙

向交流，除了介紹臺灣節慶文化以外，也能瞭解外師的家鄉文化。遇長假時，也

可以邀請外師一同出遊，欣賞臺灣各地美景。除此之外，目前科技通訊相當發達，

可由縣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協助建立外籍英語教師團隊，邀請所有外師入群，如

此一來，同仁之間可以互相協助幫忙，生活上也有個照應。 

2. 調配中外師薪資 

外籍英語教師因應申請計畫內容必需與本土英語教師做協同教學，在協同教

學的過程中，我國英語教師偶爾需要擔任翻譯的角色，使活動能順利進行。除了

教學工作以外，中師的工作內容又涵蓋了批改作業、命題試卷以及課室管理者。

宋棋超（2007）我國英語師資水準不雅於外籍教師，且更了解學生學習需求，可

見中師在學校相對來說扮演著較重的角色，但卻在酬勞上有著不同的待遇。因此，

建議未來有足夠的經費期望本國籍老師薪資待遇能夠比照外籍英語教師。 

五、結語 

雖然目前尚未看出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的引進對於我國雙語政策的成效為何，

但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和因應雙語政策，我國不得不擴大引

進外籍英語教師；儘管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已經執行了一段時間，在計畫

執行當中還是有許多利與弊，值得我們去深入思索外籍英語教師引進後產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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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效以及所衍生的問題。若能加以修正調整並改善問題，我國將能成功留下優

秀的外籍教師，促進本國籍教師和外籍教師充分交流，優化教學品質，進而提升

我國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和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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