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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年國教英語領綱淺談雙語教育的可能性 
許家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一、 前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世界各地有如地球村一般，這一點除了拜科技所賜，

「英語」的力量更是功不可沒，多虧了這項共通的語言，讓身在世界各地的我們

能夠互通有無。基於上述的因素，「英語」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這也讓愈來愈多

國家開始重視境內的英語教育，希冀能提升國民的競爭力，而身為地球村的一員，

臺灣當然也不能缺席。 

近年來，臺灣在英語教育的改革上作了許多的努力，不但向下延伸英語教育

實施的起始年限、大量培育英語教育人才（張武昌，2006），更積極研修課綱，

以期讓臺灣的英語教育發展有更為明確的方向，這一點從九年一貫到即將實行的

十二年國教英語領綱中皆可以發現。但經過上述的改革之後，全民的英語能力真

的有因此而提升嗎?這一點，相信有很多人都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 

除了改革英語教育之外，近年來出現一股推行「雙語教育」的聲音。政府更

宣布臺灣將於 2030 年全面性的實行雙語教育（行政院，2018），但臺灣並不具備

充分的英語情境，英語在臺灣僅能被歸類為「外語」，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臺灣

是否真的能夠成功的推行雙語教育呢？ 

本文將從實行在即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領綱出發，以其為基礎，探究

臺灣發展雙語教育的可能性。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領綱 

(一)  基本理念 

過去在九年一貫的課綱中強調，英語教育的旨在提供學習者自然的情境，以

培養學習者的英語溝通能力（教育部，2011），主要強調的是聽、說、讀、寫這四

項技能的養成。然而，在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領綱中，除了強調語言技能的養

成，更重視英語的實用性，期望學習者能夠以英語為媒介，進一步地探究更廣泛

的知識（教育部，2018）。 

從課綱的變化中即可發現，十二年國教相較於九年一貫明顯地更為強調英語

的工具性，簡言之，學習者學習英語的目的並不僅止於和他人溝通而已，而是讓

英語成為學習者探索世界的一項工具，幫助學習者探索世界，進而提升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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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溝通能力。 

(二)  五大目標 

基於上述的基本理念，十二年國教下的英語教育發展出以下五大目標（教育

部，2018）: 

1. 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2. 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 

3. 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 

4. 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5. 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 

    從這五大目標中可以發現，十二年國教的英語教育所欲達到的目標主要可以

再歸類為三大面向，分別為培養學習者具備語言溝通的能力、促使學習者以英語

為工具進行深入的學習及培養學習者的多元文化及國際觀，以下將就這三大面向

做說明。 

1. 培養學習者具備語言溝通的能力 

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各地變的無遠弗屆，這讓英語成為跨界溝通最重要的

工具，因此，在十二年國教的英語教育中，首要的目標便是培養學習者具備英語

的溝通能力。這一點也是過去在九年一貫中相當強調的一個目標，不過在九年一

貫中，強調的是教學者應營造自然的情境、給予學習者使用語言的機會（教育部，

2011）。 

但是就過去的實行經驗來看，可以發現，這樣的方式到最後還是淪落在機械

式的語言練習，對於提升學習者的溝通能力，其助益確實有限。因此，未來在十

二年國教中可以透過更貼近真實情境的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讓學習者能夠學習

真正的應用英語，進而具備以英語溝通的能力（王勝忠，2016）。 

2. 以英語為工具做更深入的探究學習 

在九年一貫的階段，英語教育主要著重在培養學習者的溝通能力和學習興

趣，十二年國教當然也是如此。只不過，相較於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更希望學

習者能夠以英語為工具，藉此探究不同領域的知識或是做更廣泛的學習。因此，

在教學中，不能僅是停留在語言知識的學習，而是應提供學習者多元的學習方法

及學習策略，培養學習者具備自主學習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3. 培養學習者的多元文化及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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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必定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種族和文化而這些文化，彼此

之間一定都會有極大的差異。當學習者面對這些與自身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時，

能否以適切的態度去尊重和面對，抑或是面對國際事務時，學習者能否學習以不

同的立場去看待，這些都是未來十二年國教所期望學習者能夠達到的目標。 

三、 臺灣的雙語教育政策 

(一) 雙語教育的意義 

   「雙語教育」指的是同時應用兩種語言於教育中，透過這樣的方式，逐步建

構學習者對這兩種語言的精熟度，進而培養學習者具備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呂

美慧，2012）。 

    此一詞最早是源自於美國地區，因為當地的族群組成較為複雜，為了因應這

樣多元文化的社會，便實行以英語和各組群語言為主的雙語教育，如此一來，可

以方便政府統一傳達政令，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存各族群原先存在的語言，促進族

群之間的平等（王斌華，2003；呂美慧，2012）。 

上述的現象同樣地也出現在歐洲及亞洲地區，以新加坡為例，當地含括馬來

人、華人和印度人等三大族群，該地區又曾為英國的殖民地，為了因應這樣的多

元民族，新加坡便開始實行雙語教育，各個族群都必須學習英語和該族群的語言，

如此一來，不但有助於政府統一宣達政令，各族群間還是能夠保有各自的獨特語

言（吳英成，2010）。 

(二) 臺灣的雙語教育 

    由美國和新加坡的案例可見，國外實施雙語教育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弭平多元

文化社會的紛爭，因此，實施的主要都是以英語和各族群的語言為主的雙語教育。

而若將視角拉回臺灣，我們所推行的雙語教育主要是以「英語」和「中文」為主

的雙語教育，並非以「英語」和各族群特有語言為主，這一點和國外的經驗有相

當大的差異。 

    從行政院於 2018 年所公佈的「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中可以發現，

臺灣推行雙語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二，分別為增進國民的英語能力和培育社會所需

人才以提升競爭力，以下將進一步針對這兩個目的做說明。 

    首先，在增進英語能力的部分，政府主要希望透過此政策，改革現行英語教

育，讓英語教育不再是停留在不符真實情境的機械式練習，而是讓英語教育更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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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習者的生活情境，一方面增進國民對英語知識的理解，另一方面則是要真正

提升國民對於英語的應用能力。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語言能力將會成為該國能否與世界接軌的一

項重要能力，誠如英國語言學家 Graddol（2006）所言，「英語」在未來必定會成

為世界共通的語言，甚至會如資訊能力一般，為世界公民必備的基本能力。而這

也成為臺灣推行雙語教育的另一個目的，希望能夠培育未來世界所需的人才，讓

國民能夠具備充足的語言能力，以面對未來快速變化的社會，藉此也提升臺灣於

世界經濟上的影響力。 

四、 臺灣現行實施雙語教育的困難 

    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在即，而政府也積極的推動各項改革，以期能達成雙

語教育的目標，就現況而言，若確定以雙語教育為未來發展的方向，筆者認為，

還有以下幾個面向需要思考。 

(一) 師資的問題 

    以目前國外的經驗而言，雙語教育主要是以兩種不同的語言教授新知，即雙

語課程的授課教師必須同時具備語言能力和專業領域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教學專

業知能。但若以臺灣目前國小的師資培育系統來看，大多還是以專業領域和教學

專業知能為培育重點，也就是說，就臺灣的現況而言，具有專業知能的師資不見

得具備足夠的英語授課能力；而具有英語能力的師資對其他領域的了解可能又不

夠深刻。 

    因此，未來政府在培育師資時必須要思考，到底臺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雙語

師資?是要加強各領域師資的語言能力，還是要以英語系的師培生為主，加強其

在各專業領域的知能，這一點是在實施雙語教育前必須要先釐清的，培育出的師

資才能夠真正回應到雙語教育的需求。 

(二) 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問題 

    在雙語教育的概念中，語言的學習主要是建立在有意義的情境之中，學習者

透過學習知識性的內容，逐步的建構對語言的理解，這一點，與十二年國教「以

英語為工具」的概念不謀而合，但是這樣的概念對許多教師而言是一項新的嘗試。     

    首先，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教師必須先擺脫過去以語言結構為主的教學思維，

轉向思考該如何讓語言的學習融合在有意義的內容之中，讓整體的課程設計更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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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真實的生活情境。再者，在教學時，教師則必須跳脫過去機械化的語言練習框

架，提供學習者能真正「應用」英語的機會，讓學習者能真正地以英語為工具，

進一步進行更廣泛的探索。 

(三) 學習時數安排的問題 

    在臺灣，我們並不具備英語的環境，英語僅能被歸類為外語，而語言的學習

必須仰賴長時間的潛移默化，並非一蹴可躋，若以目前十二年國教英語領綱的教

學時數安排來看，在國小階段，低年級並無英語課，到了中高年段才分別給予一

週一次和一週兩次的英語課，但若是以雙語教育為最終目標，這樣的時數很明顯

地是不足的。 

    再者，雙語教育強調語言的學習必須建立在有意義的情境之中，但在低年段

並無任何的英語課，學習者並無機會能夠接觸英語，在這樣完全不具任何語言基

礎的狀況下，待學習者進入中高年段之後，該如何真正以英語為工具，應用其進

行更深入地探索學習? 

    除此之外，未來若真正進入雙語教育的階段，誠如前述，勢必得增加英語學

習的時數，如此一來，必定會壓縮其他領域的學習時間，關於這一點，又該如何

應對?是要調整其他領域的學習時數?還是要直接將英語視為工具，直接融入各領

域的學習之中?這些都是實施雙語教育之前必須要再思考的。 

五、 結語 

    從即將實行的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即可發現，臺灣整體語言教育的趨勢已經開

始改變，不再是聚焦在語言形式的訓練，而是讓語言的學習變的有意義，無論是

在教學方式或是教學取材上都比先前更加的有彈性，這樣的想法也和雙語教育的

精神十分相近。 

    雖然臺灣和國外實行真正雙語教育的背景相差甚遠，但臺灣推行雙語教育的

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提升國民的英語能力，若從目前課綱的轉變來看，筆者認為，

無論最終雙語教育的政策是否如期實行，雙語教育的概念確實可以為臺灣現行的

英語教育注入一些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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