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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提出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為配合此

政策，教育部於2023年修訂《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這一修訂刪除了

「不得採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的規定，改為允許在特定條件下進行部

分時間的外語教學。此舉引發了幼教學者和民間團體的極大反彈，但教育部期望

在雙語國家政策下，這些規定能確保幼兒在學習外語的同時，不會忽略其他重要

的發展需求，如情緒教育、品格教育和生活自理能力（宋明君，2021；黃怡菁，

2021、2023）。 

二、學齡前雙語教學範疇 

學齡前雙語教學目標是讓孩子在自然的環境中接觸兩種語言，雙語教育不僅

涉及語言學習，還包括對兩種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故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提供

資金和資源支持雙語教育計劃，因此學齡前雙語教學範疇需透過全面考量，才能

有效助於學齡前雙語教育的成功和可持續發展。根據教育部（2023）《幼兒教保

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修訂版，幼兒園在進行外語教學時需遵循以下主要規定： 

1. 統整方式進行教保活動課程：幼兒園實施教保活動課程必須以統整方式進行，

不得採分科方式。 

2. 基於生活經驗和在地環境：課程內容應基於幼兒的生活經驗和在地生活環境。 

3. 保障國家語言學習：必須保障幼兒學習國家語言的機會，並讓幼兒認同本土

文化，認識並欣賞社會多元文化及語言。 

4. 部分時間融入外語教學：如有進行外語教學的必要，應以部分時間融入教保

活動課程，不得以全部時間進行外語教學，或採用非融入方式進行。 

5. 多元教育內容：課程中必須包含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品德教育

及性別平等教育。 

三、雙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在實施雙語教育時，尤其是針對學齡前幼兒，存在多種挑戰。故以下針對一

些挑戰及其應對策略進行分述（黃琇屏，2021；葉若蘭、翁福元，2021；楊怡婷，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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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語教育的挑戰 

1. 師資短缺：具有雙語能力和專業背景的教師不足。 

2. 教學資源不足：適合學齡前雙語教育的教材和教具有限。 

3. 家長的參與和支持：一些家長對雙語教育的重要性和方法缺乏了解，可能會

有抵觸情緒。 

4. 語言平衡的維持：孩子可能更偏向於使用一種語言，導致另一種語言的發展

不足。 

5. 文化理解的融合：在雙語教育中，如何平衡並融合兩種文化的教育內容。 

6. 評估和跟進：有效評估孩子的雙語能力並根據評估結果調整教學策略。 

7. 經費和資源的獲取：雙語教育需要額外的資金和資源支持。 

8. 政策和法規的支持：缺乏明確的政策和法規支持雙語教育的推廣和實施。 

解決這些挑戰需要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建

立一個有效和可持續的雙語教育體系。 

(二) 雙語教育的應對策略 

1. 師資培訓與提升： 對幼教老師的雙語教學專業發展計畫，包括語言能力提升

和雙語教學法培訓。或是合作培訓及在職培訓，與國內外教育機構和大學合

作，提供進修機會和國際交流計劃，以提升教師的語言能力和教學水平。設

立定期在職培訓課程，涵蓋語言技能、教學法和文化認知，確保教師持續提

升自身能力。 

2. 教材開發與選用：開發適合本地幼兒的雙語教材，確保內容符合幼兒的生活

經驗和文化背景。進行現有教育資源的整合，選取優質的雙語教學材料，並

根據幼兒的需求和特性進行調整和補充。推動數位教材和教學資源的開發和

使用，提供豐富多樣的教學材料，方便教師靈活運用。 

3. 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政府應提供資金和政策支持，鼓勵和扶持幼兒園雙語

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在師資培訓和教材開發方面。增加對幼兒園的資源投入，

確保有足夠的經費用於聘請優秀的雙語教師和購買高質量的教學材料。 

4. 社區與家長參與：開展家長教育活動，提升家長對雙語教育的認識，鼓勵家

長在家庭中創造雙語學習環境。利用社區資源，如圖書館、文化中心等，提

供雙語學習的場地和活動，增強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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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與反饋機制：建立雙語教學評估機制，定期評估教師的教學效果和幼兒

的學習進展，根據評估結果進行調整和改進。設立反饋機制，讓教師、家長

和專家共同參與，收集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雙語教學的方式和內容。 

6. 建立合作網絡：促進公立與私立幼兒園之間的合作，共享資源和經驗，共同

提升雙語教育的質量。加強與國際幼兒教育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借鑒國外成

功的雙語教育經驗和做法，提升本地雙語教育的水平。 

透過上述多管齊下的方法，逐步解決幼兒園雙語教育中師資和教材、社區家

長參與支持、評做反饋機制、網路合作等的問題，進而推動雙語教育的健康發展。 

四、結語 

在學前教育階段推動雙語教育，除須平衡外語學習和幼兒其他發展需求外，

以下給予一些具體建議，供參考與實施，如可開發適合幼兒的雙語教材，其教材

應涵蓋多種教學方法，並與幼兒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使學習過程既有趣又具挑

戰性，以提升幼兒自然接觸外語，提升語言學習的興趣和好感。政府也應制定和

推動相關政策，提供資金和資源的保障，制定清晰的雙語教育政策，明確雙語教

育的目標、實施步驟和評估標準，以確保質量和持續發展，故政府、社區、家長

和學校需共同合作，透過多方努力，逐步解決雙語教育中的挑戰，確保師資和教

材的充足與質量，並透過雙語教育的成功案例，通過經驗分享和交流，促進各地

學校和幼兒園相互學習，提升整體雙語教育水平。 

總結來說，推動學前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需要多方協作和共同努力，通過政

策支持、資源投入、師資培訓、家校合作和社區支持等多種措施，逐步解決雙語

教育中的挑戰，確保其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為幼兒創造一個良好的雙語學習環境，

促進其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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