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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的大學設立英語畢業門檻約已有數年的歷史，在過去的幾年內，多半的

私立大學或許一開始是為了因應教育部政策，才開始設立英語畢業門檻，然而，

雖歷經數年對設立英檢畢業門檻是否合宜的辯論，與教育部態度的轉向，多數私

立大學仍始終如一地堅持保有英檢畢業門檻，而有趣的是，卻鮮有私校學生反抗

這項措施。其實，設立英檢畢業門檻適當與否可能不是最大的問題，更值得關切

的應該是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核心目標。我們認為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核心目標

應遠遠超過協助學生通過英檢畢業門檻。 

二、以校外英語檢定證照作為英語畢業門檻的發展歷程 

大學對英語檢定的重視始於臺大，然而教育部則可以說是各大學制定以校外

英檢證照為英文畢業門檻的主要推手。2003 年臺大校務會議發布，學校替新學

期入學三千七百多名新生，全數報名當時六月所舉辦的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包

下整個臺大考場進行英檢檢測，創下國內大學首例以學校規定英檢為必要執行檢

測（張錦弘，2003）。 

可是，各大學普遍制定英文畢業門檻並以英文檢定成績為評判標準卻是出於

教育部的計畫推動。教育部自 2005 年到 2008 年的教育部施政計畫，四年的施政

主軸主要包括：推動師生英語檢定，提升國民語文能力以及建構數位化學習環

境。其中一項具體實施為「輔導大專院校學生參加英文能力檢定，確保學生語言

程度及教育品質」，並且制定「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計畫。教育部為了提升大

專院校學生語言質量與數量，特別推動以英文檢定級別做為量化數據指標願景：

計畫至 2008 年有 50％以上大學生通過相當英語能力進階級（B1-Threshold）英

檢；50％技專校院學生通過相當英語能力基礎級（A2- Way Stage）英檢。當時教

育部鼓勵各大學訂定語言能力檢定作為畢業門檻，並將英文畢業門檻納入教育部

對各學校成效計劃的評估標準，項目指標涵蓋將大學校院學生英檢通過成效與相

關配套措施、英檢證照數、通過英檢比率等，其他相關成效也做為教育部經費補

助之參考數據 。可以說，當時背景是教育部先訂出相關計畫目標，並透過評鑑

及補助，誘使各大學全面地訂定出英語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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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有關英文檢定畢業門檻實施的妥當性，持正反雙方不同的觀感與立場

的意見陸續發聲（例如：何萬順，2018，2019；何萬順、周祝瑛、蘇紹雯、蔣侃

學、陳郁萱，2013；陳徵蔚，2017），政大法律系學生賴怡伶甚至就此對學校提

起行政訴訟；清華大學則於 2017 年因畢業前統計顯示有一成六的同學因未通過

英文檢定畢業門檻而無法應屆畢業，引發學生針對英外語檢定門檻的抗議（張浩

譯、林昆慶，2017），後續又有臺大、政大、清大等國立知名大專院校學生群起

反應，要求廢除英外語畢業門檻（李修慧，2017；林曉雲，2018；馮靖惠，2019）；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裡的私立學校和技職院校對此則多採以折衷辦法，將未通

過英外語檢定畢業門檻的學生，透過搭配補救教學相關措施，如：零學分課程、

英檢加強班、進階英語等，輔助達到英語畢業門檻。 

教育部的態度則於 2016 年開始轉彎，教育部是在該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二）

第 1050111306 號函與 2016 年 11 月 9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50157461 號函中表

示: 從未強制各大專院校實施英外語檢定畢業門檻，要求各大學應該衡酌英檢畢

業門檻的妥適性並要求各校若設有英檢畢業門檻應與教學輔導措施做有效結

合。最重要的是，教育部自此也將此類項目從評鑑參考數據中移除。 

三、私立大學的英檢畢業門檻與「品管」思維 

然而，即使教育部政策轉彎，同時也有某些大學（多為國立前段大學）廢除

了英語畢業門檻，多半的私立大學卻仍不改初衷地維持主要以校外英檢認證成績

為英語畢業門檻的做法。即便這已不再是教育部評鑑項目，也不打算取消（洪德

諭，2019）。私立大學這麼做，當然有私立大學的考量。恐怕很多私立大學會這

麼做是因為認為這是「品質保證」的標章，也就是將之視為學校對其「產品（畢

業生）」「品管」的一環。 

多數私大訂定的畢業門檻是一般企業基本要求的多益 550 分（ETS 臺灣區總

代理，2012）。當然，私立大學訂相當於多益 550 的英語畢業門檻是很務實的，

這個目標並不好高騖遠，做為畢業門檻，也並無不合理。然而，當私校強調「品

管」，貼心地依企業基本要求訂出英語畢業門檻，這自然也是在跟企業喊話，表

明我們的產品品質有達到你的基本要求。 

當然，鼓勵學生考業界會看的英檢證照並非罪惡，尤其擁有一張高分的英檢

證照或許真的對私立大學學生在就業上有一定程度之幫助，可是大學的英語教育

應遠遠超過對英檢證照的強調及準備。因為私校學生要具有競爭力，所需要的絕

不僅只是一張英檢證照而已，要能在職場中逆流而上，思考、創新以及同理理解

他人的能力缺一不可，這些能力絕非準備英檢考試可以取得，這些能力需要富含

人文內容的語文教育、需要小班教學、需要高度師生對談互動，這些重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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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期在具思辯精神的校園氛圍中慢慢醞釀形成。 

更何況，在多數私校生的出身背景多不如頂大學生的情況下，私校生只會比

頂大生更需要人文素養與批判能力來突破現況對自己的限制。他們更需要具有對

現行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為自己維權甚至爭權的思辨性語言能力。換言之，他們

需要的英語課程絕不應該只是日常生活層面或職場上一般溝通層面甚至專業領

域的聽說讀寫訓練而已，私大生更是需要具有富含人文內涵與批判精神的英語文

教育。許多英文經典作品都富含這樣的精神與內涵。異言之，大學英文教育所選

讀之文本內容應遠遠超過英檢層次之文本內容；大學英文教育的內涵，應遠遠超

出英檢語言訓練的層次。可惜不論是一般社會上或私立大學校園內對於這方面的

重視音量遠遠不及對英檢證照的強調。 

巴西教育哲學家 Paulo Freire 在其名著「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中指出：真正

的教育應該是要給人力量，尤其是要讓受壓迫者能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了解

自身處境，了解社會結構面問題，進而成為改變世界的力（2005）。呼應 Paulo Freire
思想的解放神學家 Richard Shaull，在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更明言：沒有所謂中

立的教育，教育只有兩種，一種是在將下一代馴化，以將之統整進入現行體系中，

另一種是成為自由的實踐（practice of freedom），在真正的自由實踐中，人批判

性的面對現實，並找到改變世界的途徑（2005）。大學的英語教育，尤其是私立

大學的英語教育，在走的是哪條教育之道？作為在私立大學任教的英語教師，何

者又是我們該抉擇的呢？ 

四、結語 

私校或有許多經營上的現實面考量，但是教師應可有意識的覺醒，我們認為

私立大學的英文教育應體現自由實踐（practice of freedom）的精神，教師除協助

學生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外，同時更應加強學生社會批判力的培養以達到教育增權

賦能（empowerment）的目標。作為私立大學的英語教師，我們希望自己不是高

等教育產業中的從業人員，而是與我們的學生並肩而行、一同奮進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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