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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經貿蓬勃發展，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重要地位，吸引了越來越多跨國企

業來臺投資，對本地雙語專業人才需求有大幅增加之趨勢。同時，我國企業為了

應對全球供應鏈的佈局，需要大量具備專業知識、英文溝通能力，以及國際移動

競爭力的人才（王昭傑，2022）。為了提升臺灣年輕一代的競爭力，並讓他們獲

得更好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收入，政府推動了 2030 雙語政策。該政策旨在基於臺

灣已有的華語優勢，進一步強化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英文溝通能力，以提升

其全球競爭力（胡依嘉，2023）。 

從特殊教育角度來探討雙語教育議題，可更深入洞察和理解雙語教育對特殊

教育的影響，可幫助教師和學者專家們理解特殊教育學生的實際需求和困境。 

二、我國特殊育學生國小教育階段之雙語教育 

理想上，我國特殊教育學生在國小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旨在確保這些學生也

能夠享受到雙語教育的好處，透過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來和普通生一同競爭，這

個理想在資賦優異學生上確實是有憧憬的（吳巧雯、顏瓊雯、潘裕豐，2021）。

但相對的，對身心障礙學生而言，現行的雙語政策可能嚴重影響特殊生的受教權，

甚至可以說雙語教育在融合教育中築起了一座阻礙的高牆。 

融合教育一直是國內特殊教育推展的核心目標。作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的締約國，教育部近年來不斷加強對融合教育的支持。2023 年新修訂

通過的《特殊教育法》，除了持續強調「最少限制」和「無障礙環境」的概念外，

還進一步納入了 CRPD 所強調的「通用設計原則」。這些修訂旨在確保特殊生在

獲得充分支持與尊重的情況下，能夠與普通學生在同一教育環境中共同學習和成

長，實現融合教育的理想，而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中努力學習，卻可

能因為雙語政策而讓學習成效大幅降低，更可能嚴重影響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權

益。 

身心障礙學生因其在感官知覺、神經心理功能、認知能力、肢體動作及情緒

行為等方面的困難，致使其與普通學生無法適用同樣的教學方式、教材教法。在

雙語政策的推行下，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得過程中，勢必面臨了更多挑戰，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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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這些挑戰，學校與教師應提供他們更適合的學習環境、教學方法、支持服務

以及學習輔具（劉益嘉、閔柏惠，2021）。 

三、特殊教育學生在雙語教育模式下之隱憂 

儘管雙語教育在教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它可以提供學生更多元的溝

通能力，亦增強了我國學生在就業後的全球競爭力（林子斌、吳巧雯，2021）。

但這些僅僅適用於普通學生以及部分的資賦優異學生，在特殊教育中雙語教育是

否能夠帶給身心障礙學生完全正面的幫助，身心障礙學生在雙語教育模式下到底

衍伸出哪些隱憂，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一) 語言障礙加劇 

我們原本最熟悉的語言，對許多身心障礙學生而言，就已經在學習上有很大

的負擔了。在雙語政策推行下，身心障礙學生被迫在原本知識理解的困難外，還

要新增第二外語的理解困難，如此不僅無法提升特殊生的理解程度，反而有可能

因為學習挫折，進而造成情緒行為問題。 

(二) 學習進度落後 

對身心障礙學生而言，原有的課程進度就已經是沉重的負擔，為了掌握雙語

的過程中讓這些課程的學習壓力變得更加喘不過氣來。在雙語環境的學習上有可

能會變得緩慢，進而導致他們的學習進度相對落後，影響其他學科的學習，甚至

比原先僅針對國語學習的成效來得低落。 

(三) 教學資源不足 

雖然政府在推動雙語政策實有考慮到英語專長教師的聘用，但在特殊教育中

的考量卻沒同步納入，學校缺乏專門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雙語教學資源和專業教

師，難以提供適當的支持和輔助。 

(四) 習得無助感 

在雙語教育環境中，特殊教育學生可能感到挫折和孤立，這可能影響他們在

學習上的成就，使他們需要面對更多挫折，進而產生習得無助感，摧毀好不容易

建立的自信心和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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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個別化需求難以滿足 

特殊教育十分強調個別化，而雙語教育模式因未能充分考慮到每個特殊教育

學生的個別需求，難以提供個別化的教學方法和支持，原本好意要帶給身心障礙

學生的支持與幫助，終將成為羈絆與阻礙。 

為克服這些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隱憂，政府部門需要盡快制定適切和包容的雙

語教育政策，以確保特殊教育學生獲得充分支持和尊重的前提下，能夠在雙語學

習中受益。 

四、解決隱憂之建議 

根據以上敘述可知，要實現特殊教育與雙語教育的相互共好共存，勢必還需

要下點功夫，以下是筆者的幾個建議： 

(一) 落實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和執行 

根據每個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特殊教育教師與學生本人、家長、普通班導

師、英語科任教師、專業團體人員、相關行政人員需於個別化教育計畫開會時提

出討論，以制定個別化的雙語學習計畫，確保他們在適當的評估與支持下學習兩

種語言。 

(二) 增加職前特殊教育師資雙語的課程 

現行的國小特殊教育教師對於雙語的教學相對陌生，若想改善身心障礙學生

在雙語教育中的學習情況，需先加強特殊教育及雙語教育雙專長之師資培育，使

其具備特殊教育和雙語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能夠有效應對特殊教育學生的需

求。 

(三) 善用輔助科技與資源 

提供相關輔助科技和教學資源，例如：語音輔助設備、視覺輔助材料及適應

性學習軟體，以支持特殊教育學生的雙語學習。 

(四) 運用多感官教學法 

採用多感官教學法（視覺、聽覺、觸覺），幫助特殊教育學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雙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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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家長與社區參與雙語教學 

鼓勵家長和社區參與，提供家庭和社區支持，創造一個全面的支持系統，幫

助學生在學校以外的環境中練習和應用所學的語言。 

(六) 持續的評估與改進 

透過教師與相關行政人員定期評估雙語教育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影響，收集反

饋並持續改進教學方法，確保教育模式能夠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根據上述

策略，我們可以在雙語教育中更充分考慮到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確保他們

在雙語學習中獲得最大的支持和益處。 

五、結語 

雖然雙語教育政策對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和全球競爭力有著積極作用，但對

於特殊教育學生而言，這一模式存在諸多隱憂，身心障礙學生因為自身的內在困

難，在雙語學習中面臨額外的挑戰和壓力。 

雙語教育政策對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和全球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但在推行

過程中需充分考慮特殊教育和資優教育的不同需求。對於身心障礙學生，需提供

個別化的支持和資源，確保他們在雙語學習中的權益和成就。對於資優學生，則

應關注其全面發展需求，提供靈活的課程安排和多元的學習資源，平衡語言學習

與其他學科的發展。透過這些努力，希冀在雙語教育中實現真正的公平與共榮，

為每一位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因此，乃需政府與相關部門共同努力，

創造一個真正無障礙的雙語學習環境，使每一位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教育體系

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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