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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逼不出的英語能力: 從小培養實務需求 
才能帶動自發性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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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英語」嚴然成為了國際語言。為增進國人英語能力，

教育部先是在 2001 年時將英語納入小學課綱當中，讓國人從小學時即開始學習

英語。又在 2004 年頒定之「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中」闡明鼓勵大學設立

英語畢業門檻之政策。此外，教育部亦將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當作是評鑑各校的指

標之一，評鑑的結果最終將影響到各大學補助款之取得；許多大學因此設立了不

同的英語能力畢業條件要求學生在畢業前要通過英語能力檢定。雖然教育部用各

種政策或方式鼓勵國人提升英語能力之立意良好，但表 1 顯示在 2015-2018 年間

國人的多益英語平均僅介於 537 至 564 之間，四年的平均分數顯著地低於亞洲鄰

近地區國家之平均分數（ETS TOEIC，2019a）；換句話說自 2001 年起國人即可

從國民教育中學習英語，但在這將近 20 年各界的努力下之下臺灣近幾年英語教

育之成效仍趕不上亞洲地區之平均水準。 

表 1 2015-2018 臺灣多益平均 vs 亞洲地區平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四年平均 

亞洲平均 571 575 567 572 571 分 

臺灣平均 537 545 552 564 549 分 

   資料來源：ETS TOEIC 網站，作者整理    

二、英語為外語學習環境下的語言學習 

(一)  學習英語是因為考試需求？ 

臺灣雖然打著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的名號在

進行英語教育，但英語在臺灣人的生活當中並不是必要使用的語言。換句話說臺

灣是一個英語為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環境，許多學生平時

跟本不會使用到英文，因此無法理解必需學習英文的理由，也無法感受到學好英

文可能的優勢有哪些，造成學習動機低落。此外，在臺灣考試升學的制度下，雖

然教育部以溝通式教學法規劃國民教育中的英語課程綱要，主張英語課程是培養

溝通能力；但學生最終都得參加以紙筆測驗為主的升學考試，英語教學的重點最

終又會回到以文法和閱讀為主的知識教學。在教學活動中又可能以背誦文法規

則、諧音記憶法、片語組合以及成語的方式要求學生學會一些「答題的技巧」

（Wang, 2016）。長久下來，學生對於英語的認知就停留在「考試要考、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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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一門學科，另外，為了考試透過「背多分」的學習，除了無法引起自主學

習動機之外，學生可能無法運用在學校裡學到的英語知識於實際溝通之中。這樣

的循環只是增加臺灣大學生普遍討厭英語的現象（張玉萍、吳青蓉，2009），對

於英語畢業門檻的設置也多持有負面的看法（廖熒虹，2008）。 

(二)  英語畢業門檻之設置缺乏正當性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存廢，在 2017 年時曾引起媒體的討論（高詩琴，2017； 
馮靖惠，2017；賴佩璇，2017）。一名政大法律系的學生控告校方將大學英語檢

測外包給其他校外單位，違返大學自治精神。雖然法院最終判決校方勝訴，但英

語能力門檻綁畢業條件的政策又再次被檢示。國立臺灣大學（2017）開始自行研

發並採認校內英語能力檢測，以校外英檢與校內測驗併行的方式讓學生選擇適合

其滿足畢業條件之方式，以符合大學自治。有些學校乾脆就取消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的規定，改修習額外的英語學分替代。何萬順等人（2013）指出，教育部利用

法規、評鑑綁定經費補助款等手段影響大學之自主性，且獨尊英語的語言能力畢

業門檻政策需消耗龐大的預算又無法達到正面的效應。另，要求學生考取相當等

級之英語能力證照當作是畢業條件之一，無疑是將考核學生之權責交由校外機

構，辜負了大學自治的精神；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政策需重新檢討其必要性。更

有學生表示，學校裡所提供的英語學習資源不足或者是英語輔導機制無法達到效

果（蘇怡熏，2017），因此大學端應思考的是如何提供完善的英語資源與如何提

升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以培養大學生國際溝通之能力，而非告知學生畢業規定讓

其自行摸索。 

(三)  英文能力＝基本就業技能 

儘管部份人士主張大學應廢除英語能力門檻的畢業條件，但人力銀行與企業

仍然表示英語為職場中必備之能力；臺塑集團就要求員工最基本需具備等同多益

450 分之語英語能力，許多跨國企業甚至要求高達多益 900 分之英語程度（高詩

琴，2017；馮靖惠，2017）。然而，表 1 中指出 2015-2018 年臺灣大學生的多益

英語平均為 549 分，除了低於亞洲地區的平均 571 分之外，也比企業要求新進人

員的平均 582 分來得低（ETS TOEIC，2019a、2019b）。該結果反應了臺灣大學

生平均英語程度無法符合業界要求，英語畢業門檻的設置並無法培育業界所需之

英語人才。有教授表示，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大學生一踏出校門即面臨國際競

爭；就算是廢除了大學中的英語畢業門檻，在就業時還是得面對英語，若不在乎

英語能力就不要抱怨薪資低。因此大學生不應該僅是符合了校內設置的英語畢業

門檻就止步，更應多方加強個人的外語溝通能力，為即將面對的職場挑戰進行準

備，增加國際競爭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9），頁 13-17 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主題評論 

 

第 15 頁 

(四)  英語將比以往更受重視 

為持續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及厚植國人英語力，行政院在 2018 年時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逐步朝向將英語訂立為國家官方語言為目標並致力在

2030 年時讓國民教育改採雙語進行，希望能一改以往考試帶領教學的現象，提

升個人英語能力。教育部（2019）針對行政院的構想提出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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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化英語教育及教

學內容生活化、增加英語教學人員、善加運用科技並普及教學、促進教育體系國

際化、鬆綁規範並增加法規彈性機制等，強化國人在生活中運用英語的能力及未

來的職場競爭力。由此可知，英語在臺灣的重要性日與俱增，職場上對於外語人

才的需求也將會大幅增加。大學生若能將英語能力提升將更有機會能投入未來需

要大量英語人才之就業巿場；英語主修的學生也可在大學時期朝「英語文教」走

向發展，以期能投入雙語教學的行列。 

三、結語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設置與學生英語能力並沒有明顯的直接關係。國家語言

教育政策和學校應朝培養國人從小即有「英語為必要能力」之認知，讓其深知英

語的重要性，激發自我學習需求，方能讓「增強英語能力」成為自發性的學習目

標。國家應規畫人民學習英語時應達成之階段性目標，持續生活化的英語學習、

降低考試引導教學的影響、增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的機會，讓人民有實際使

用英語溝通的需求，方能相輔相成深化學習成果。英語能力是長時間積累的學習

成果，若從小沒有養成自主學習的動機與習慣，僅想依賴大學四年的學習效果有

限。設置英語畢業門檻只是一個讓學生被動學習的手段，如何讓學生有學習英語

的需求才是政府與各級學校應該思考的問題。在這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學生也應

離開舒適圈，透過政府、學校或民間機構所提供之海外交流機會吸取國際經驗，

使用外語與他人交流、學習異國文化並體認英語的重要性。在視英語為「外國語

言」的學習環境之下，只有持續不斷地精進自身英語能力才能跟上國際化的腳步

與世界接軌。學習英語絕對不是為了通過各項考試而已；學習英語除了可增加自

身的見聞及國際移動力，也可隨時獲得世界上第一手的最新資訊；與時俱進，培

養個人英語能力，同時促進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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