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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自從 2018 年 12 月，行政院公布「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後，從國小

到大學各級學校，為配合此項新語言政策，開始以各類外語教學方法，實驗於英

語或其相關課程中，外語教學方法如英語學科整合課程（CLIL）、全英語浸淫課

程（ Immersion Program）、英語為課程媒介語言（English as an Medium of 
Instruction），來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能力。但各級教師與行政人

員是否真正了解雙語教育實施的目的與其不同教學模式，進而能夠選擇適合臺灣

環境的雙語教學方法呢？並且教師是否能夠因應不同的學生組成結構，而實施有

效的雙語教學？ 這是目前急需了解並解決的英語教學問題。為闡明雙語教育的

內涵與歐美現行的雙語教學方法，本文擬就雙語教學目的、雙語教學模式、雙語

教師應備能力、學生族群理想組合、與教學語言媒介，進行簡短討論。論文格式

說明 

二、雙語教育本質 

早期雙語教育在臺灣教育體系的應用，多屬於幼兒英語教學的範疇，但在雙

語教育行之有年的歐美國家，雙語教育之原始用意，不單單在提高某一語言的官

方地位，或造就富裕家庭子女外語能力上的優勢，卻在於減少多元社會因為主要

語言與弱勢語言之差異，所產生的語言異質性（language heterogenetiy）問題。 

根據 Merino, Trueba, & Samaniego（1993）的論點，造成一個國家的動亂可

能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 長期或短期的社會剝削 
(二) 缺乏中央主權 
(三) 出現一群組織良好的非法之徒 

而主要語言與弱勢語言間的異質性，同是這三種現象的起因之一。雙語教育

原本即是為主流語言和弱勢語言族群間，提供一個銜接的橋樑教育，使得原本文

化差異性極大的兩個或數個語言族群，得以相互溝通了解，進而彼此尊重、和平

共存。 

再者，雙語教育在增進移民或少數族裔學生學習成就上，也有實際成效。根

據美國少數族裔研究學者 Valencia（1997 & 2002）在其研究中指出，接受雙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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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少數族裔學生，雖在紙筆考試的量化成績上，無短期明顯進步，但在其他長

期的質化研究卻發現，接受「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的

學童，較接受單一語言教育的學童，有較佳的認知能力與創造性思考。Valencia
在他的的研究中也同時指出，「加式雙語教育」並無害於美國少數族裔學童學習

之英語發展，且使其有機會維持母語發展，而學生最終能雙語流利並自由轉換於

雙文化中間。 

經由以上雙語教育目的闡述，並以臺灣的語言環境來考量，可以得知雙語教

育在臺灣不應該等同於全英語教育，也不等同於去華語化，若背離此雙語教育的

原始精神，並逕而普遍實施全英語教育，則可能在教育政策實施數年後，發現雙

語成果令人大失所望，以至於無法達到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的政治期待

了。 

但若是為提升臺灣學生的英語競爭力，倒是可以師法歐美雙語教育中有效的

教育模式，選擇較適合臺灣語言環境的教學方式，以推廣英語有效教學。以下將

敘述雙語教學成效的數個影響因素：教學模式、教師語言能力、學生組成結構、

教學語言媒介。 

(一) 雙語教學模式 

歐美的雙語課程常是因地制宜的，因著各地不同的人口組成以及需要，而發

展出不同的教學模式。 

美國的雙語教育模式主要分成兩種（Freeman, Freeman, & Mercuri, 2005）：
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與減式雙語教育（Subtractive 
Bilingual Education），其二者的差別在於是否強調並維持學童原本已具有的母語

發展，並幫助學童學會尊重不同文化的態度。加式雙語教育不僅強調學童須習得

主流語言（英語），更強調維持原本已有的母語語言文化，最終目的是使得學生

可在兩個語言文化中間自由轉換。減式雙語教育則只看重主流語言的學習成效，

也盡量減少使用母語的機會，學習者通常最終會在減式雙語教育過程中，會自然

失去母語，全英語浸淫式教學就是屬於減式雙語教育。許多的研究結果（Collier 
& Thomas, 2004; Valencia, 2002）顯示加式雙語教育不但使得學生語言學習成效

較佳，且認知能力、自我認同等發展都較好。 

(二) 雙語教師應備能力 

最理想的雙語教育教師是能夠兼備兩種語言的學科知識，且能以雙語溝通，

但甚少教師可以達到此理想境界。然而，根據 Freeman 等學者（2005），如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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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雙語溝通的基本能力，以及受過其中一個語言專業訓練的學科教師。若環境能

給這些單一語言學科訓練的老師足夠的支援與訓練，則這些教師將較易在雙語課

程教學中成功。所需資環境源包含較弱語言的語言協助、第二語言習得知識訓練、

跨文化知識與文化敏感度訓練、兒童教育知識、以及親師溝通或教師合作能力訓

練。 

(三) 雙語教育的學生組成結構 

雙語教育學生的組成結構在不同地區都有差異，視當地人口結構而有變異，

美國雙語教育大部分包含三類學生：母語為主流語言（英語）的學童、母語為當

地主要少數族裔語言（如西語）的學童、以及母語為第三種語言（例如中文在德

州為第三語言）的學童（Freeman et al., 2005）。語言學習不僅僅發生在教師授課

的時間裡，同儕互動也是增進第二語言發展的必要因素。根據 Gomez, Freeman & 
Freeman（2005）的研究，對於主流語言教弱的雙語學習者，所接受的雙語課程

需要由足夠的同儕（至少同學中的 1/3）是以母語為主流語言的學童所組成，則

雙語發展較易成功。若單以學生組成結構而言，臺灣的雙語教育若要有產生明顯

效果，學生結構中最好有 1/3 的母語為英語的學生，而臺灣的各級學校，目前大

部分都無此項優勢。 

(四) 教學語言媒介 

大部分的歐美雙語教育都是雙語並行的，但語言比例因年級與學生語言發展

而調整、可由初始 90/10（使用母語 90%，第二語言 10%）漸漸增加到 50/50（使

用母語 50%，第二語言 50%）。如此，可確保學童母語健全發展，並且熟練第二

語言（Collier & Thomas, 2004）。 

三、結語 

臺灣因為從未有被英語系國家殖民的歷史，實施中英為主的雙語教育，在教

師能力與學生組成已無先天優勢，若貿然以全英語方式實施學科教學，必定影響

學生的學科知識吸收與學業成就。如果能以加式雙語教育，輔以英語為教學媒介

漸進方式（90/10  50/50），兼以考量學校所能提供的教師支援以及學生組合成

員，謹慎實驗改進，也許會發展出適合當地所需，而且有效的雙語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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