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9-21 

 

雙語教育 主題評論 

 

第 19 頁 

淺談 2030 雙語國家政策 
張玉芳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英語為世界的共通語，「英語力」也因此成為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指標之一。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12 月，正式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呂雪彗、郭佩凌，2018），其中一個面相是規劃從教育

面著手，藉著【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執行，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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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

法規建立彈性機制」（教育部，無日期）等策略措施，強化國人的英語能力。 

二、英語能力提升策略評估 

上述的策略措施中，鬆綁法規以賦予設立雙語學校的法源應是最能立竿見影

的培養雙語人才方式。過去 20 年來，就讀私立雙語學校是許多關心孩子英語力

之家長的首選。多數國內的私立雙語學校，採沉浸式英語教育模式（immersion 
education），自小一開始則全天上課。一天當中，分配一定比例的時間以英語學

習數學、科學、社會、英文閱讀等學科科目，另一部分的時間則以中文學習數學、

生活、國語等一般傳統小學教授的學科（黃春騰、劉凌嫻，2010）。多數學童經

歷六年的雙語教育洗禮對英語的聽、說、讀、寫都能有不錯的掌握。但因為學費

昂貴，能循此管道培養雙語能力的學童人數很有限。政府若能鬆綁法規，廣設公

立的雙語學校，提供更多的學子一個優良的雙語學習環境，定能有效地提升國人

的英語力。 

在雙語學校尚未普及前，「結合學科內之英語教學法」（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是值得推動的。一直以來英語都被視為學科來教。「結

合學科內之英語教學法」則是將英文當作學習學科的工具，整合學科內容學習和

英文學習，讓語文和學科內容、同步精進。該教學法提供學生很好的英語沉浸環

境。學校可以選擇某些學科設計以英語授課。例如小學階段可以偕同英語老師和

其他學科老師一起合作，採用 CLIL 教學法上社會、數學或音樂課。國、高中生

升學課業壓力大，教師較難有彈性時間採 CLIL 教學法。這個困境也顯示出雙語

教育的推動除了教學面的改革，也需要搭配升學考試模式的變化才能有成果。臺

灣學生升學考試的科目繁多，包含：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社

會科）、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自然科）。如此繁重的課業壓力下，老師

無暇發展創新教學。另外，一直以來以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潮下，除了英文科之外，

所有的考科都是中文出題。學生和老師以英文學習其他學科的意願自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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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鬆綁法規賦予設立公立雙語學校的法源之外，現行國、高中齊頭式英語

教學課程的改造也是刻不容緩的。臺灣家長認同英語力等於競爭力的比例很高。

因此許多家長選擇讓孩子就讀私立雙語幼稚園、私立雙語小學。就讀一般公立小

學的學童，家長則會安排課後的英語課。但也有許多學童只能上校內提供的 2
小時英語課。這些不同學習背景、不同英語程度的孩子進到國中、高中接受著齊

頭式的英語課程。程度好的孩子停止了學習、失去了興趣。程度較低的學生則跟

不上進度，上起課也索然無味。提供齊頭式的英語課程給不同英語程度的孩子是

教育資源的浪費、學習成效也不彰。因此，若要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國、

高中英語課程採能力分班上課勢在必行。英語程度好的學生有進階課程學習才能

持續其學習熱忱；英語程度低落的學生有輔導課程的協助才能強化其動機。 

現今各大學強調國際化，積極增設全英語課程。大學端在推動雙語教育時，

更面臨了如何強化學生學術專業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的挑戰。大學生的英語

學習背景迥異，英語程度懸殊。有從國小至高中接受一貫雙語教育的學生。這些

學生對於以英文學習學科的環境非常熟悉，駕輕就熟。但更多的學生其英文學習

經歷主要是將英語當學科來學，進到大學，要以無法精熟掌握的英文能力去學習

全新的專業學科知識，恐怕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因此，在大學端的英語課程設計，

除了提供一般性的英語課程之外，更需要朝學術性及專業性的英文課程規劃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輔導性的英語課程

規劃對協助英語程度低落的學生學習學科知識也極為迫切。 

三、結語 

從早期教育部推動「國民小學開始實施英語教學」（楊愛嬋、楊愛施，2010）
到近期規畫推動「2030 雙語國家」計畫（賴于榛，2018），在在顯示出政府為提

升國人的英語力和國家的競爭力不遺餘力的努力。雖然期程上距離政府規劃的

「2030 雙語國家」僅餘不到 10 年，頗為緊迫。但只要方向對了，方法對了，提

升國人英語力的成效定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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