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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AI 成為雙語教學助力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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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新加坡是臺灣實施雙語政策的標竿國家。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

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一書，具體說明新加坡語言政策的理想。李光耀（2015）： 

……。培養一小部分，占人口約 5%至 10%的雙語精英。另外，約 50%能

夠使用實用的雙語，能聽、說和讀華文，同時利用科技的輔助，掌握書寫

使用華文的能力。其餘的人至少也具備程度較低的雙語能力。 

為推動雙語國家，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

圖」，以「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兩大政策目標，以 2030 年為

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發會、教育部，2020）。2021 年 9 月 12 日由行

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考選部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聯合發布的「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 

為了強化臺灣年輕世代的競爭力，政府推動「2030雙語政策」，期基於臺灣已

掌握中文使用的優勢，進一步讓我們的年輕一代增強可通行國際的英語語言能

力。透過強化人才的雙語能力，提升我國人才在國際舞臺的競爭力及國際化思維。 

臺北市為全臺灣地區首善之都，厚實雙語推動模式，打造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提升國際競爭力，培養具備國際移動力的未來人才，於 2022 年 11 月訂定出版

《臺北市雙語政策白皮書》，透過「雙語課程學校」及「雙語課程前導學校」雙

軌同步，系統性穩健推動雙語教育，為長遠規劃臺北市雙語教育的實施與推動，

帶動雙語教育的創新能量，規劃 2026 年達成 100%公立國中小皆轉型為「雙語課

程學校」的目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2）。2023 年 9 月訂定「臺北市公立國

民中小學雙語教育實施計畫」，並於今年（2024 年）8 月 1 日實施。新北市 2019

年 8 月開始推動雙語教育，推動「2030 新北雙語城」目標將在 2026 年達成「校

校有雙語師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3）。短短的幾年雙北市處處可見學校冠

以有關「雙語」名稱的學校名稱。 

雙語教育/雙語教學推動的這些年，瓶頸與挑戰也浮現檯面。許多實徵研究

結果，如林子斌觀察到目前雙語教育遇的問題是「老師壓力過大」及「家長對雙

語教學認知仍停留在全英語教學」；不建議學校直接由外師教學生，應協同學校

教師專業職能，雙語教育應慢慢來，從藝能科領域著手，逐年增加師資，再觸及

學科類（劉懿萱、李定宇）。62%的民眾擔心政府推動雙語政策後，會導致學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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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M 型化，讓英語程度不好的學生壓力更大、學習效果更差（中央社，2023）。 

2023 年 5 月 27 日長風基金會「臺灣『雙語教育』的災難：面面具輸的恐龍

政策」，廖咸浩提到新加坡有殖民背景的英語需求，但臺灣沒有英語環境，可見

雙語政策有著難以調和的根本性錯誤；張武昌直指新加坡是多語國家，有曾被殖

民的背景，英語恰巧就是團結不同族群間的工具，學童自幼就是英語授課，但臺

灣沒有這樣的現實環境，沒有需要用英語在日常溝通的必要性，也缺乏友善環境，

較難引起學習動機，導致英語學習淪為知識傳授，再加上對沒有資源的學習者而

言，要學習英語基本是無感，且臺灣還有只要雙語教師、雙語教材完備，學生就

能學好英文的迷思（長風基金會，2023）。學校在實施雙語教學卻產生諸多的困

境，如觀點、情境、師資、教材等。造成雙語政策的立意良好，但是落實於學校

現場時，有著理想與實際的鴻溝。 

最近幾年來 AI 的研發與應用非常風行，在許多行業有很多的突破與成果，

AI 科技正在改變人類生活與社會型態。AI 也將能幫助我們達成許多目前無法達

成的教育理念。AI 可以讓雙語教學變得更靈活、更有效率，是雙語教師的好夥

伴、好助手。 

如上，解決問題的核心思維是如何突破與解決學校現場雙語教學的主客觀條

件與環境。在 AI 的潮流影響與便利氛圍的時代，作者提出讓 AI 成為雙語教學的

助力，試著解決雙語教學的現況困境，雙語教學若能與 AI 結合應用，對雙語教

學可能帶來無限的可能。 

二、「英孚英語水平指數」學校推動雙語教學的重要與內涵 

(一) 「英孚英語水平指數」（EF EPI 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學校推動雙語

教學的重要性 

學校推動雙語教學，除配合國家雙語政策推行外，從另一觀點，英語能力確

實是重要的國際競爭力。「英孚英語程度指數/英語熟練度指標報告」（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EF EPI）是瑞典教育機構---英孚教育所發布的年度報告。「英

孚英語水平指數」是根據全球各地成人的平均英語程度對全球每個參與的非母語

國家的英語程度和掌握能力進行排名（英孚英語水平指數，2022）。每年都會出

刊「EF EPI 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作者將 2022 年與 2023 年臺灣與其它

亞洲國家/地區的英語能力的比照，發現臺灣雖然分數略高於平均分數，如表 1，

報告書將臺灣分數計入中國大陸，但仍列出其個別評分，對照數據可知其與排名

52 名的印度同分數，僅屬於「中等」（moderate proficiency）流利程度而已。因

此，臺灣推動推動雙語政策，學校實施雙語教學，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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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2023 年臺灣與其它亞洲國家/地區的英語能力 

國家/地區 2022/2023分數 2022/2023排名 2022/2023等級 

新加坡 642/631 2/2 非常流利/非常流利 

菲律賓 578/578 22/20 流利/流利 

馬來西亞 574/568 24/25 流利/流利 

香港 561/558 31/29 流利/流利 

南韓 537/525 36/49 中等/中等 

越南 502/505 60/58 中等/中等 

臺灣 516/506 52/60 中等/中等 

印度 516/506 52/60 中等/中等 

中國大陸 498/464 62/82 不流利/不流利 

日本 475/457 80/87 不流利/不流利 

泰國 423/416 97/101 非常不流利/非常不流利 
資料來源：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2023).Global Ranking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2023.https://www.ef.com/wwen/epi/ 

註 1：EF EPI 將英語水平分為非常流利（very high proficiency）、流利（high proficiency）、中等（moderate proficiency）、

不流利（low proficiency）、非常不流利（very low proficiency）。 

註 2：2022 年共計 111 國家/地區參與；2023 年共計 113 國家/地區參與。 

(二) 雙語教學雙北市學校推動的內涵 

臺灣地區各縣市學校如火如荼的積極推動雙語教學，以雙北市學校推動內涵

說明。 

1. 臺北市學校推動內涵 

依據《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19 年成立專責單位

「雙語推動辦公室」。另自 2017 年首創 2 所雙語課程學校，2022 學年雙語學校

總數成長為 79 校，預計於 2026 年達成 100%公立國中小學皆轉型為雙語課程學

校之目標（黃喬偉等，2022）：(1)完備臺北市各級學校的雙語軟硬體環境，打造

虛實整合的雙語情境。(2)增強各級教育人員的雙語教育知能。(3)推動雙語進行

學科教學的實踐。(4)提供學生校園生活之雙語使用機會，回歸語言的溝通本質。

(5)提供雙語教學資源平臺，整合各校資源並研發符合臺灣情境之雙語教材。(6)

累積經驗發展出符合臺灣之本土雙語教育模式。 

期望透過生活化的情境脈絡、遊戲化的任務活動，讓孩子自然而然習得雙語

能力與學科知能，提供學生自然的環境下使用英語，達到適性教學之目的，讓孩

子逐步與世界接軌，成為具有移動力的未來公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3 年 9 月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

動方案》與《臺北市雙語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訂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雙

語教育實施計畫》並於 2024 年 8 月 1 日施行，摘其要點簡敘說明如下：(1)針對

「雙語教學」做出名詞釋義係指，各學科教師教學時，可以中文與英語文兩種語

言授課，且在雙語教學中，英語文使用需符合學生理解之能力。(2)教師在學科教

學時以學科為經、英語文為緯。(3)教師在學科課前應了解學生的英語文能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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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設計適宜該學科的語言鷹架。(4)「雙語教學」並非「全英語教學」；教學時

的英語使用比率不做硬性規範；為確保學生能理解並吸收學科核心知識，教學以

中文作說明。(5)教師雙語教學，允許學生自由使用中英文進行回應。(6)雙語教學

節數規定與課程配置，可參採兩種模式：模式一：依規定的雙語課程總節數，彈

性配置於各年段。以國中為例，三個年段每週各 11 節，彈性規劃至各學科；模

式二：國中 7 年級每週 11 節，8、9 年級每週合計 16 節以上。(7)擔任雙語的教

師資格須取得「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雙語教學專長證書」或「教師證

加註教育部雙語教學次專長」。(8)「單人雙語教學」或「學科教師與外師協同教

學」或「學科教師與英文老師協同教學」，採協同教學時以學科教師為主、外師

或英文教師為輔。 

如上，2024 年 8 月 1 日將實施的《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雙語教育實施計

畫》，教育局做了非常明確的規範。對於學校及教師都有規準依循，有助於學校

及教師落實雙語教學。 

2. 新北市學校推動內涵 

新北市推動雙語教育/雙語教學，支持各校在 2030 年達成「校校有雙語課

程」，在「新北市英語及雙語教育推動政策」有非常具體明確的宣示與做法。茲

將政策摘要簡敘如下：(1)以「生活連結」、「跨域整合」與「環境營造」為主軸；

透過「學習生活化」、「教學科技化」、「在地特色化」、「模式多元化」與「師資專

業化」五大策略進行推動，營造友善英語學習與使用環境。(2)培育「敢用」、「能

用」與「愛用」英語的未來雙語公民。(3)師資資格方面，非英語專長教師由局端

補助，參加 B2 級以上英檢考試；全英語教學的教師給予獎勵；雙語教育組之師

資甄選科目以考試科目為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23）。 

2019 年 8 月開始推動雙語教育，雙語課程截至 2022 年已達 190 所，目標將

在 2026 年達成「校校有雙語師資」。雙語課程採「學科內涵與語言融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以學科知識為優先，再以英

語學習為輔，透過全英語或中英語搭配，讓學生獲取知識時，也能學習英文。也

合作研發自然雙語教材，開發生活化英語佳句有聲電子書、校園運用科技，讓學

生練口說（蔡雯如，2023）。 

如上，新北市英語及雙語教育推動政策，擘劃出新北市雙語教育/雙語教學

的藍圖及其策略，2026 年先達標「校校有雙語師資」；2030 年達成「校校有雙語

課程」。 

三、AI 成為提升雙語教學助力的思維 

雙語教學勢在必行，處境遇到瓶頸，靠滾動式的修訂外，尋求適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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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半功倍。俗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論語．衛靈公》：「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台積電能製作出精緻完美的晶片；輝達（NVIDIA）能製造出 AI 優

質產品，有諸多因素，但是讓卓越認真的製程工程師產出這些「完美之物」的最

大幕後功成是來自於製造晶片的機器設備，如美國應材（Applied Materials）荷蘭

愛斯摩爾（ASML）等大廠的修量設備。 

推行雙語教學困難之處與面對的挑戰可歸納為：雙語節數增加過快造成負

擔、英文老師無法取代學科教師進行教學、校園雙語情境營造不易等（張承安，

2022）。新北市截至 112 學年度有 223 校有雙語課程，預計 113 學年度再增 24

校，外師有 213 人。雙語教育若過度仰賴外師會陷入教學窄化的胡同，且偏鄉學

校人少、科目繁雜，幾乎聘不到外師（劉懿萱、洪子凱，2024）。 

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教師們已經啟動與上場做了諸多的準備與努力，期盼這

美好的一戰能提升未來英語的真實力。AI 的軟硬實力已經在各個領域，發揮不

可逆的影響力與實質作用。 

最近幾年來 AI 的研發與應用非常風行。在許多行業有很多的突破與成果，

AI 科技正在改變人類生活與社會型態。AI 也將能幫助我們達成許多目前無法達

成的教學可能。AI 來替代教師，目前無法做到，人的心靈與情感無法複製，或許

永遠無法替代教師。AI 雖然可能不能替代教師，但可以協助教師變教學更有能

力、有效率，是老師未來的好夥伴、好助理。 

隨著 AI 科技快速發展，多樣化的數位工具可以提供多種模式的語言學習材

料及學習方式，利用 AI 工具於語言教學有助發展學生單字、文法、發音、寫作、

聽力和閱讀等語言能力（Rahimi, 2018；Cabrera-Solano et al., 2019；Haider, 

2019&Awada et al., 2020）。科技讓語言學習變得無遠弗屆，善用網路工具能創造

語言學習環境，在真實的語用情境下，增加學生使用語言的機會，提升語言技巧

（Shadiev et al., 2019）。 

AI 科技為語言教育開啟一扇門，也為教師帶來新的教學挑戰與困難。教師

習慣於生活中運用數位科技，但是轉移到教學中，有可能造成教師的困擾，出現

不知如何運用於教學情境（Kessler, 2018）。綜觀昔日語當今的資訊科技能為語言

教學帶來創新發展，相信現在與未來的 AI 科技工具更能夠有助雙語教學。讓 AI

成為提升雙語教學助力，作者提出幾則思維供參考： 

(一) 教育主管機關有系統的編列經費完善學校適切的 AI 系統與工具 

教育主管機關是引領教育願景的舵手，「雙語教學」是當今重中之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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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重點項目之一，引進 AI 系統與工具助益學校「雙語教學」的推動，需耗相

當的經費，茲事體大，況且 AI 科技日新月異。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有必要主導

編列經費完善學校適切的 AI 系統與工具。 

(二) 教育主管機關透過專家、學者、校長與教師共同腦力激盪擇選最適切協助雙

語教學的 AI 工具 

AI 發展快速，產品千變萬化，什麼樣的 AI 工具最能符合協助現階段學校雙

語教學，以及後續的升級與替代，教育主管機關實有必要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與校

長、教師共同腦力激盪，形成共識，採購最佳 AI 工具，協助雙語教學最大化。 

(三) 校長強化 AI 領導並發揮動學校雙語教學的領導力 

AI 可以個人化的學習指導、個人化的學習診斷、智慧教室、智慧語言學習

夥伴及教師（黃國禎，2021）。校長負責學校的領導，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包含

雙語教學的推動，引進 AI 科技結合雙語教學，校長需增能自身的 AI 的科技領

導，以帶領教師雙語教學時如何結合 AI 科技工具。 

(四) 教師使用雙語教學所結合的 AI 工具是便捷有效 

教師的 AI 科技能力十分重要，善用 AI 科技優化教學，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

新時代語言學習（陳貞君、楊淑晴，2022）。學校現場教學的教師，常態性的教

學、輔導管教與事務性工作，已經讓教師承受不小的負荷。引進 AI 工具要求教

師使用，切忌增加教是負荷，以及面對新事物的恐慌。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或是

學校，在辦理 AI 工具協助雙語教學時的增能研習，需讓教師寬心，並且方便教

師上手使用。 

(五) 將 ChatGPT3.5/4.0 版作為教師雙語教學的 AI 工具助教 

ChatGPT3.5/4.0 版對話式學習有助於雙語教學的學生學習使用，是 AI 助教，

目前也是教師比較知到的工具，用 AI 推動雙語學學可以借力使力，不僅英文內

容最豐富，語言模型也主要是優化英文，但 AI 需要靠訓練才能被正確使用（趙

宥寧，2023）。 

(六) AI 機器人協助雙語教學的中長程規劃 

教育需要有願景及長期的規劃，教育無極、學生無窮。AI 有像吸引人的產

物就是機器人，如黃仁勳在臺大演講時的身旁機器人。以全球 第一個機器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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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教育應用案例，2022 年底微軟 Azure OpenAI 開發的「CoolE Bot 主題情境式

英語聊天機器人」，提供情境式對話環境，深化口說能力，能理解真人口語的對

話內容，並針對多元情境及不同階段之學習者，產出自然且符合其英語程度的回

應，可以選擇美國或英國口音等多種語音（微軟新聞中心，2023）。機器人的優

勢是對於不太敢開口說的學生，可以在座位上與 AI 進行人機交談，會比到教室

前面或教師面前自在。透過這款聊天機器人，學生可以選擇許多預設的對話主題，

學生可以進行無數次的練習。神經網路和聊天機器人在包括教育在內的許多生活

領域蓬勃發展。聊天機器人能夠保持對話、回答問題、對已完成的工作發表評論。

能讓人工智慧成為助手和朋友，讓教育過程借助科技的成果，更加質化、有效且

有趣（Natalia Vorobieva,2024） 

(七) 察覺學校同仁不安因素主動提供對話機會 

AI 進入校園，校長導引教師學習時，難免會有不配合與不安的情緒與言行。

校長要做的不是責備與無奈，而是要能主動提供對話的機制，同理教師的不安與

恐懼心境，給予高關懷，在潛移默化中漸進式地接受與改變。生成人工智慧的發

展創造了無數的系統可以為教育工作者提供功能性教學工具，幫助他們建立所需

的知識庫。前提是接受該工具，而不是禁止學生使用它，以幫助他們的教育成長

（Frank Billingsley, Stephanie Gardner, 2024）。 

(八) 關注學生技術、教育方面的外在因素和心理、身體、情緒方在因素 

使用現代技術工具來幫助學習者和從業者提高和掌握交易英語非常重要

（Xiaodan Yu, 2023）。雙語教學的教育應充分考慮技術、教育方面的外在因素和

心理、身體、情緒方面的內在因素（Weiwei Zhou, 2020）。新的 AI 工具的引入教

與學，需特別考量工具的學習應用，以及學生學習過程的心理、身體、情緒方面

的變化。畢竟快樂學習與健康成長是教育的核心價值。 

(九) 融入「Brown-語言習得生態圖」於 AI 科技工具結合雙語教學 

「Brown-語言習得生態圖」認為環境中有適中的語言輸入，語言習得就會發

生，不需要刻意學習（Brown,1987），說明了學習者接觸語言和語言習得的關係。

第二語言習得（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SLA）係指人們學習第二語言的過

程。SLA 的六種觀點：成熟度觀點、認知模式、社會文化觀點、認同方式、生態

觀點與動態系統理論（林俊宏、林宜瑄譯，2021）是雙語教學所必要的，才能有

開放的態度，採取縝密折衷的態度看待 SLA，讓 AI 工具結合雙語教學時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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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AI 在雙語教學上的結合應用有「適性適才教學」、「教育機器人」及「其他教

學平台」（彭森明，2019）。AI 的結合應用對雙語教學可以有以下的助益：縮減城

鄉與貧富間的差距；協助雙語教師讓雙語教學趣味化、適性化，進而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提供線上輔助教學，讓學生可以不受時空的自學。 

本文的探究讓我們可以看出 AI 工具結合雙語教學的利基，期盼教育的 AI 工

具加速研發，以利 AI 在雙語教學上的應用與協助，讓教師與學生更能投入雙語

教學與學習活動，讓雙語教學快樂成長、師生健康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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