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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的議題：國際化、語言與價值、教育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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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這個詞彙容易引起迷思或誤解，因為它可以

指涉許多種類的雙語教育方案；對雙語教育的界定，會隨著不同的國情、區域與

民族文化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Freeman, 2007）。本文所討論的雙語教育，範

圍界定為臺灣的中英雙語教育，旨在論述中英雙語教育的幾個議題，並試圖在每

個討論的議題中，提出解難的思考點。 

二、國際化的相關論述偏重雙語中的英語 

亞洲推行雙語教育的國家或地區當中，英語能力名列前茅者依序有新加坡、

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以及印度（侯彥伶，2019），臺灣則有待後來居上。

關於臺灣雙語教育的實務，論者有從華人地區雙語教育卓然有成的國家新加坡取

得借鏡。如林子斌、黃家凱（2020）談到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議題是國際化與

文化認同；以英語作為各族群的共通語言，是為促進國家發展國際化，提升國家

的競爭力，而各族群母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的學習，是為各

族群傳承族群文化、形塑族群認同，有助於國家各族群的穩定和諧；不過這樣原

先預期能兼顧以英語促進國際化、以各族群母語促進文化認同的雙語教育作法，

在實踐上也面臨到挑戰：具備雙語的優異能力才有機會成為社會菁英，而在英語

成為優勢語言的情況下，許多華人家庭陸續放棄華語，轉而以英語作為家庭主要

用語，而華語能力的發展就顯得相對落後。這樣的難題，顯示在強調英語學習的

國際化論述中，為的是追求卓越，提昇國際競爭力，然而於此同時，可能難以兼

顧發展立基於自身傳統的語言文化。 

在思考雙語教育的目的與定位時，需留意論述中所指的「雙語」教育是雙語

並重？孰輕孰重？或在何時何地孰輕孰重？雙語教育可能難以強求雙語同等並

重。新加坡前任總理李光耀（2015）總結新加坡五十年發展雙語教育的經驗，指

出「英文多用，華文就弱。華語多說，英語就沒那麼好」（李光耀，2015，頁 12），
他以自身經歷指出其三位子女雖就讀傳統華校，但工作以後主要使用英語，華語

就成為第二語言；並提到就其觀察而言，「一個人可以通曉多種語言，卻只有一

種主導語言，就算以語言為專業的專家也不能例外」（李光耀，2015，頁 16），
他舉例在中國最好的中英翻譯員，英譯中的能力就比中譯英的能力還強。推展雙

語教育，需留意在強調英語並欲藉此提昇國際化水平、國家競爭力的同時，會否

相對弱化了「雙語」當中另一種語言的教育。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4-18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15 頁 

行政院（2018）公布了「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希望帶動全民學習

英語的風氣，其推動雙語國家政策的出發點良好，而政策文本中提到的兩大目標

「提升國家競爭力」、「厚植國人英語力」之主軸，關注發展「雙語」中的「英語」，

相對來說缺乏「另一語」以及二語之關聯的論述。依據上述藍圖，教育部（2019）
發布「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以「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

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目標，並指出五項推動策略，包括加速教學活化及生

活化、擴增英語人力資源、善用科技普及個別化學習、促進教育體系國際化，以

及鬆綁法規以建立彈性機制；而由這五項策略的相關措施來看，亦皆為發展雙語

中的「英語」而言。誠如林子斌、黃家凱（2020）指出，臺灣對於雙語教育政策

的討論，欠缺關注語言變遷對於社會、文化和認同造成的影響；然而這些層面的

影響，是語言變遷過程中所無法迴避的。以上述「國際化」和「文化認同」的思

考點而言，臺灣推動雙語政策的論述偏向國際化，強調英語促進國際競爭力的考

量；未來在政策論述和教育實務的層面，應更加嚴肅思考：若推動雙語教育是僅

關注英語能力的提升，在主客觀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會否弱化優良文化傳統和價

值觀的維繫？雙語教育中的「雙語」如何定位？二種語言之間的關聯如何？隨著

時間的遞移，雙語之間的定位與關聯需不需要調整？ 

國家競爭力、國際化程度的提升，未能僅仰賴國民素質的提升，而國民素質

的國際化水平，除了衡量溝通上的共通語言（英語）之外，實質上能立足於國際

的專業能力、一般素養和文化底蘊亦甚為重要。 

三、語言的工具意義及其所反映的價值體系 

過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及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為：「培

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俾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

趣與方法，俾能自發有效地學習」，以及「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

識，俾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異」（教育部，2011，頁 1）。而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提到英語課程應該涵蓋的目標有：「培養英語文聽、說、讀、

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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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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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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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教育部，

2018，頁 3）。相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新課綱的英語課程目標除了提及培養人

際溝通能力，還強調由英語獲取各個領域的新知、自學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以

及尊重多元與永續發展的價值觀（教育部，2018，頁 3），可見新課綱在關注語

言作為溝通工具的基礎之餘，也注重以英語作為媒介工具，藉以探究其他領域的

知識、拓展自學和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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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課綱和九年一貫課綱中的目標可見，二者亦皆有提及對英語態度和價值

觀的關注，例如上述新課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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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綱的「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的認識，俾

能加以比較，並尊重文化差異」。然而，對於語言所能直接反映的價值體系，在

止於尊重悅納多元與差異之餘，似乎尚待時機能融入更多主動與創造的可能。 

英語廣佈全球，成為全世界的溝通媒介，是帶有語言的霸權特質（嚴嘉琪、

蘇若水，2008）。Paulo Freire（2006）提及，識字教育不僅是學會聽說讀寫的技

能，而是要促發學習者提昇意識，為自身發聲，擁有為世界命名（name the word）
的能力、持續創造世界的能力。對於這點，談到「雙語教育」關注雙語的學習，

雙語之間可有更多相互參照和關聯的討論。例如，教育者可思考對於身處臺灣文

化情境的學生，如何以雙語「說出自己」，發揚自身的文化、為所關切的事物命

名。此處也回應前述之雙語教育應同時關注我們身處華語文化圈的背景；學生需

能了解自己從何而來、帶有怎樣的文化資產，也才能找到文化認同的根基、有能

力在國際上用英語說出能引以為榮的文化、創發能代表自身特色的語言，並且能

體察自身的處境。 

四、兒童雙語教育：輸或贏在起跑點上 

臺灣將英語課程列入國小正式課程至今已二十多年，然而學生的英語能力表

現並未顯著提昇（林子斌、黃家凱，2020；侯彥伶，2019）。在「2030 雙語國家

政策發展藍圖」中，有主張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當中提及將雙語教學

延伸至幼兒園的規劃（行政院，2018）。而坊間辦學品質不一的雙語幼兒園和全

美語幼兒園早已大行其道，吸引害怕孩子不夠國際化、輸在起跑點的家長，卻不

時傳出有小孩在英文的環境裡壓力太大，或過早學習英語卻沒有使用環境，而折

損了學習的興趣（田孟心，2018）。 

對於學習外語，在學術研究結果方面並沒有指出愈早學習愈好的共識（吳信

鳳、張鑑如，2002）。此外，援用 Pierre Bourdieu 將識讀能力視為一種「文化資

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Bourdieu & Passeron, 1977），若兒童雙語教育的起

點年齡往下延伸，則需更關注教育資源不足、家庭社經地位居於弱勢的兒童，可

能更早經歷與其他同齡學童相較之下的文化資本落差，因而提早輸在起跑點上。

英語學習年齡往下延伸，需能思考尋求適切的辦學方式，並關注教育的公平與正

義。 

此外，不論雙語教育的年齡起點為何，雙語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應把握實質

的起點：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 John Dewey 曾在芝加哥

大學辦理實驗學校，其實驗學校立基的哲學，也即透過辦學經驗而驗證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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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學習都來自經驗」（Dewey, 1936, p.476）。雙語教育參照這個原則的重要

啟示，是教育人員應思考如何創造增進互動的雙語學習環境，以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尤其對於年紀較小的兒童而言，更需加強學校經驗與家庭、社會生活經驗

的連結。 

教育部（2019）發布的「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中，第一個策略提及「加

速教學活化及生活化，激發學習動機」，其短期措施，在幼兒園階段即包括「發

展幼兒園採英語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模式」、「鼓勵幼兒園進行英語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之教學」，然而承上所述，在幼兒園階段推行英語教學需留意可能的負面結

果，並且實務上需關注孩子們在學校中所接觸的英語，在家庭和社會生活經驗中

能否連結和運用，如此學校中的雙語學習才能發揮真實的意義與價值。 

五、結語 

本文探討了關於國際化、語言反映的價值，以及教育的起點等幾個雙語教育

的議題。對於追求國際化、提昇國際競爭力的論述偏向關注英語的情況，吾人需

警惕自身所屬的文化底蘊若日漸流失，將對個人文化認同造成負面影響。而雙語

教育或能使學生覺察並積極運用語言所反映的價值體系，而不致於在從小在累積

英語能力之餘，僅偏頗地養成崇洋的心態。此外，關於雙語教育的起點，無論是

什麼年齡的雙語學習，皆需把握學習來自經驗的原則；學習不能與經驗脫節，這

是教育人員尤應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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