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2），頁 175-181 

 

自由評論 

 

第 175 頁 

全球化與越南英語教育政策的演變與發展 
Vu Le Toan Khoa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一、前言 

在現代世界，英語已成為推動國際交流的主要語言。殖民主義、工業革命、

美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的力量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英語在國際

溝通的重要性（Phillipson, 1992；Pennycook, 1998）。英語不僅是全球商業、科

技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也是國際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的通用語言。隨著全球

化進程的加速，英語的地位日益鞏固，成為跨國合作、國際貿易和全球信息傳播

的重要工具。這些歷史和現代因素的交織，使英語在國際交流中的主導地位無可

替代，進一步促進了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和合作共贏。 

越南自 1986 年實施「革新開放」政策，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George, 2010），

並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許多外國公司湧入越南投資（武黎全科，2020）。1995 年，

越南加入東南亞協會國家（ASEAN）；1998 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2007 年 11 月 1 日，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武黎全科，2020）。此

一時期的越南經濟逐步開放，對外交流日益增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與商務旅

客絡繹不絕，因此英語的重要性開始顯現，不僅成為越南人與外國人交流的工具，

也在越南人之間廣泛使用（Denham, 1992）。 

截至 2015 年，越南已與 185 個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與 220 個國家

開展了貿易合作，是 70 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的正式成員（Tap chi cua Ban Tuyen 

Giao Trung Uong, 2020）。這一系列國際合作的深化，顯示出越南在全球經濟體

系中的積極參與和重要地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越南對具備外語能力

的專業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英語，已成為越南對外交流和國內各領域的重

要語言。因此，加強外語教育、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和多語能力的人才，特別是英

語人才，成為越南政府和教育機構的重要戰略目標。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詳細分析 1986 年至 2020 年的期間，越南英語政策

的演變、實施效果及面臨挑戰。通過系統性回顧相關政策文件、學術研究和政府

報告，本文旨在揭示政策變遷的背景、實施過程中的成效和問題，以及政策對教

育和社會的影響。這一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越南英語教育的歷史軌跡，還能為未

來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促進英語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和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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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與 1986年「革新開放」後的英語教育政策 

全球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過程，指的是跨越國界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聯

繫的加強（London, 2010）。全球化對各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全球化進

程中，英文已成為全球通用語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隨著各國之間經濟、

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加深，英文成為國際貿易、外交和科學研究的主要交流工具。

根據 Crystal（2012）的估計，大約有 4 億人在「內圈」國家和地區將英語作為官

方語言（母語/第一語言）使用；有 3 億到 5 億人在「外圈」國家和地區將英語作

為共同官方語言（第二語言）使用；另外在「擴展圈」國家和地區，有 5 億到 10

億人學習或使用某些英語作為外語。總體而言，目前世界上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

第二語言和外語的人數不少於 20 億，佔世界人口的約四分之一。 

自 1986 年越南開始進行「革新開放」以來，越南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國，並與多個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英語在越

南的外交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越南政府通過英語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和多邊

談判，簽署了眾多國際協定和條約，這些協定涵蓋了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

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此外，英語已成為越南教育系統中最主要的外語。據估計，

大約 90%的外語學習者學習了英語（Do, 2006）。爲了提升國民的外語能力，越

南總理於 1994 年 8 月 15 日簽署之第 422-TTg 號指令，該指令指出在國際化的

工作環境中，幹部、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除了要達到相應的知識和專業技能標

準外，還需要定期接受外語能力的培訓和提升，同時要求各個政府單位和機構必

須進行培訓提高行政人員和官員外語能力，特別是英語能力。 

1996 年，越南教育與培訓部發佈第 662/TH 號決定，提供了英文發展政令的

指導，允許在有條件和有需求的學校將英語作為選修課，從三年級第二學期開始

對小學生進行教學（Ai, 2019）。2003 年，教育與培訓部發佈了第 50/2003 號決

定，正式將小學英語課程引入作為選修科目。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包括：幫助小

學生在家庭和學校範圍內發展基本且簡單的英語交流技能，重點強調聽說技能；

向小學生提供關於英語語言的基本知識，以及英語國家的國情、人民和文化（Ai, 

2019）。 

2008 年 9 月 30 日，越南總理發布第 1400/QD-TTg 號決定，批准了「2008- 

2020 年階段國民教育系統中外語教學」提案，其目標為推動越南國民教育體系

中外語教學的全面發展和提升，以培養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該提案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2008 年到 2010 年；第二階段從 2011 年到 2015 年；第三

階段從 2016 年到 2020 年。在第一階段，其重點為開發和完善 10 年外語課程，

尤以英語課程為首要任務，為推廣實施 10 年外語（英語）試點課程（自小學三

年級開始）做好暖身準備。在第二階段，其重點為將 10 年外語課程編納於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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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系統中。在第三階段，其目標為完善整個普通教育系統中的 10 年外語

課程，並輔導職業學校、學院和大學開發強化外語課程（Thu Tuong Chinh Phu, 

2008）。 

此外，根據該提案，在越南教育體系中，外語成爲必修科目，2018-2019 年

期間，所有的高中生、大專生和大學生皆能夠學習外語。據越南教育培訓部頒布

「小學英語課程」規定，從 2018 年，小學三年級至五年級，英語選修時數提升

為每週 4 節（武黎全科，2020）。該提案獲准後，各部委、部級機關以及教育與

培訓機構皆卯足全力積極推動外語教學改革，並取得了初步成果。根據統計數據，

自 2017-2018 學年起，參加 10 年英語課程的普通教育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該學

年的參加人數達到 490 萬，佔小學生總體人數的 36%，到 2020-2021 學年已超過

950 萬，佔小學生總體人數的 49%（Giao Duc Thu Do Newspaper, 2022）。在 2020-

2021 學年，約 99%的小學三年級學生參加了 10 年英語課程。同時，越南教育與

培訓部持續推動以外語教授其他學科，以及通過其他學科教授外語的方法（Giao 

Duc Thu Do Newspaper, 2022）。 

2016 年起，越南政府進一步加強外語教育政策的實施，注重外語教學品質

和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隨後，越南總理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發布了第 2080/QD-

TTg 號決定，批准並調整和補充了「2017-2025 年國民教育系統外語教學」計劃。

根據第 2080/QD-TTg 號決定，新計劃不僅繼承了先前計劃中的成功經驗，還針

對現階段存在的挑戰進行了調整和優化。首先，該計劃強調了對英語教學方法的

改進，包括引入先進的教學技術和工具，以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實力。其次，計

劃擴大了外語課程的覆蓋面，不僅在普通教育中推廣，還進一步深化在職業教育

和高等教育中的應用（Thu Tuong Chinh Phu, 2017）。此外，2024 年，越南總理范

明政要求逐步將英語成為學校的第二語言（Tien Phong Newspaper, 2024）。 

從上述政策中可以看出，越南政府高度重視提高國民的英語能力，並採取了

多項措施以推動外語教育的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分階段推行 10 年英語課程、改

進教學方法、擴大課程覆蓋面以及強化師資培訓等。通過這些舉措，越南致力於

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以適應全球化市場的需求，並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

力。 

三、越南英語教學的現況與挑戰 

越南普通教育包括三個階段，共 12 個年級：小學階段（1 至 5 年級，從 6 至

11 歲的學生）；初中階段（6 至 9 年級，從 11 至 15 歲的學生）；高中階段（10

至 12 年級，從 15 至 18 歲的學生）。英語在越南的普通教育課程中一直占據著

重要地位。從 1982 年到 2002 年的期間，英語在越南教育系統中被引入為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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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並作為高中的必修科目，且分配給英語科目的時數逐步增加，（Van, 

2020）。接著，爲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越南教育部提出新規定，英語在初中

和高中階段列為必修科目，在小學階段則是選修科目的範疇。在小學階段，英語

從三年級到五年級開始，每週兩節課，每年 35 週，共計 210 節課。在初中階段，

六、七、八年級每週三節課，九年級每週兩節課，共計 385 節課。在高中階段，

英語每週三節課，每年 35 週，共計 315 節課（Van, 2010）。 

2018 年，根據越南教育部的新規定，學生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的階段都必

須學習英語作為外語（Mai & Thao, 2022）。小學階段每週 4 節課，初中階段每

週 3 節課，高中階段每週 3 節課，總共 1,155 節課。英語在越南所有普通學校教

育科目中所占時間超過 10%（Van, 2020）。在小學階段（三到五年級），英語教

學旨在初步語言形成和發展的交流能力，包括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特別注

重聽和說這兩項技能。在初中階段，繼續幫助學生形成和發展交流能力，同時培

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增強他們對世界各國文化和社會的瞭解，並加深對本民族文

化和社會的理解。在高中階段，深入的英語交流及閱讀能力，培養終身學習的技

能，使學生能夠不斷學習和提升未來的工作能力（Bo Giao Duc va Dao Tao, 2018）。 

完成小學英語課程後，學生可以用簡單的英語交流，其中強調聽和說兩項技

能；具備英語的基本的知識，包括語音、詞彙和語法；對英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國

家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有初步瞭解。完成初中英語課程後，學生可以使用英語作為

交流工具，以滿足基本的交流需求和日常情境中的交流。具備英語的基本知識，

包括語音、詞彙和語法；對英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有概括性

的瞭解，同時對本民族文化的價值有瞭解和自豪感；初步學會使用英語來學習其

他普通課程。完成高中英語課程後，學生可以使用英語作為交流工具，以滿足關

於學校、娛樂、職業等熟悉主題的基本交流需求；累積更多英語相關知識，包括

語音、詞彙和語法；通過英語，對英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有

更深入的瞭解，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能使用英語學習其他課程、追求更高的學

習目標，或在完成高中教育後立即就業（Bo Giao Duc va Dao Tao, 2018）。 

儘管越南整體外語教育水準有了顯著提升，但國內區域間的水平發展仍然存

在嚴重落差。城市地區由於經濟條件較好，外語教育資源豐富，學生外語水準普

遍較高。而農村和偏遠地區則由於資源匱乏，外語教育水準相對較低。除此之外，

教師的整體素質、英語能力、教學能力仍有落差。一些地區的教師缺乏系統的培

訓，教學方法和理念相對落後，影響了外語教學的效果（Tham & Sy, 2019）。另

外，Tham 與 Sy（2019）也指出越南的教育政策並未完全系統化，並不完全符合

國家利益。最後，Hoa 與 Mai（2016）的研究也指出越南英語教育面臨諸多挑戰，

例如：大學生普遍缺乏英語基礎和專業英語能力，導致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專業

英語教材內容不足，主要聚焦於語法和詞彙，缺乏當地語系化的實際應用以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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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教師缺乏英語專業知識，教學品質也受到影響。 

四、結語 

全球化進程中的越南，深刻認識到英語在國家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性。英語

作為國際交流的主要語言，對越南的經濟發展、教育體系、文化交流和國際合作

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越南政府和社會各界通過加強英語教育和推動英語應

用，提升國民的英語水平，從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進程，實現國家現代化和國際

化的目標。不過，越南政府在制定具體的英語發展實施計劃時，必須適時調整英

語教育政策，以確保所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同時，應確保教育政策的連續性，

避免因政策變動而影響教育效果。此外，還應建立全面的評估機制，定期評估教

育政策的實施效果，根據評估結果及時調整政策，確保教育質量的穩步提升。最

後，越南政府需要增加設立了多種教師培訓專案，與國外教育機構合作，提升教

師的教學能力和外語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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