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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學生英語能力狀況與改進之道 
謝麗雪 

國立臺南大學英語系教授 
 

一、前言 

2018 年底政府積極推動「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意圖增進國民英文

能力，但是臺灣英文托福成績在亞洲國家中仍然排在後面。也就是臺灣英文能力

居於中間偏後（48/88）（張益勤，2018）。成大研究英語學習發現效果越好的是

國小低年級，尤其是聽與說，兩學期後口說進步 5%-8%，且 84%可以用正確發

音朗讀短句（羅梅英，2019），相反地偏鄉學生覺得英文像怪物一樣陌生，國中

學生會考英文成績拿 C 的人數創新高（張凱閎，2020）。鄭新輝局長認為用英語

教學的比例應和年齡層成反比，且學生在畢業時應該中英文都好（羅梅英，

2019）。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列出許多項目來培養中小學學

生的英語知能，例如聽說讀寫、綜合能力、學習興趣、邏輯思考、判斷力及創造

力（教育部，2018），這些目標可以延伸到大學階段，老師可採取多元教法去培

養學生的能力。然而英語教學法已經超過 200 多年變化，以前的老師採用古典與

實用文法翻譯法，多半用中文授課，學生學習正確語法（張善貿，2012）。文法

句型比較紮實，較少錯誤，但是聽力、口說比較不像現在的學生，在比較注重溝

通式教學法（CLT）的引導下，敢表達，但是犯下較多文法句型錯誤，所以不同

教法各有利弊。 

前幾年國小實施英語教學後提倡沉浸式（immersion）以增加學習機會，但

是可能影響學科知識了解，隨即又出現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CLIL）方式，

也就是用內容來學習英語。目前已演變成雙語的方式，在一個工作坊中，鄒文莉

（2020）指出雙語教學對臺灣教學的意義，讓臺灣更具國際競爭力，讓畢業生具

備國際競合力。因為使用容易理解的英語、有效溝通與學習，可達到大於相加

（1+1>2）的學習效果，另外應用適當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提供任務、

設計與鷹架（scaffold），培養學生多元素養、跨文化與全球溝通的能力。許家齊

（2020）認為不應盲目移植國外經驗，不能犧牲學科核心知識，必須營造環境，

大家都應接受雙語教育嗎?他懷疑這些雙語模式是否可以用在臺灣國中課堂，況

且由於核心詞語很難，是否還應如鄭局長所言，使用英文的比例依年齡高而減少

呢?另一方面根據 Albert Mebrabian 理論”7/38/55”定律，顯示報告整體表現上，

只有 7%與內容相關，38%與表達方式，55%與態度、語氣、外表有關（鄧文淵，

2020）。學生會如何呈現英文作業報告呢?  

根據筆者任教多年的（用全英＋key word 用中文解釋）經驗，來呈現學生在

大一英文四項技能訓練課程，以及理論課程英文的表現。學生對自己英文能力表

現有何覺知呢？對用英文學習有何信念呢？身為任教老師有何解釋相關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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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道。本文希望針對問卷結果分析和檢討，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 

二、不同的任教課程簡介與調查學生的表現結果 

(一) 大一英文作業的英文使用情形 

大一英文是由來自不同科系學生的唯一必修共同科目英文課，上下學期，以

能力分組教學。課本分成 ABC 三種統一教材，也有規定進度與期中期末考試範

圍，A 組老師以全英文上課，學期初與末設有模擬 GEPT 中級考試，以了解學

生是否進步，缺點為老師比較沒有自己的彈性範圍，應用不同教材與活動。優點

可以掌握大方向讓學生注意，因為考試佔了 15%分數，不同組分數也有規定。至

於準備中級（一般科系）或中高級（英語系） 畢業門檻方面，在畢業前若沒通

過，必須再自費修一門加開的英檢班，利用外控力量督促學生學習英文。 

老師可以利用教材的難易深淺來設計課程，適應不同的學生程度。本組學生

為 A 組（約 50 人），學生英文學測成績多為頂標，通常我會在上學期末告訴同

學下學期的英文報告，他們可以在寒假中收集資料、撰寫、組織、做 PPT 或修

改。本英文作業要求學生找出與特定主題有關的幾篇不同詩、散文、小說、歌詞、

圖片、卡通人物等，並編輯成一張 A3 海報，可加上圖片及一段個人反省心得，

找出 10-20 個生字並註解，在大一寒假中完成，下學期開學後，報告並展示出來。

事後作問卷，其中三題有關背景，16 題選擇題，10 題問答題。[以下（  ） 內
數字為平均分數，在五點量表上的得分情形，(1)表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普通，(4)同意，(5)是非常同意]。 

在問卷資料上，學生對於這份主題報告作業的看法，認為有趣（3.92）、有

用（3.5）、麻煩（2.42）、浪費時間（2.42）、複雜（2.25）、容易（3.17）；可改進

閱讀能力（4.25）、組織能力（4.17）、藝術能力（3.75）、學英文的興趣（4）；學

得使用英語的特點（4.17）；可了解使用英文表達自己觀點的影響力（3.92）；了

解用我的母語表達同樣的觀點（3.17）；更了解自己學習的過程（3.5）；可以投入

批判思考（3.5）；熟悉未來探索語言的資源（3.92）。可以看出學生對本作業多半

採取正面態度。 

從學生實際的作業繳交情形顯示，平均完成作業的比例為三分之一，其中最

低的是寫作反思（13.58％），最高的是有加圖片（87.65％）。幾乎一半達到加上

詩、新聞、標語、關鍵字、卡通的要求，及五分之三有做摘錄。最多人選擇且最

喜歡學習的主題是旅遊，其次為愛、音樂、環境保護、全球議題或經濟環境。喜

歡的作業形式為報告、論文、學習單、錄音、做 PPT、能顯示自己的意見、團隊

知識及學習樂趣。以下為三題學生開放性問題的綜合回答：大多數學生認為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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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優點是改進英文閱讀能力，學到如何收集、組織和綜合資料。但本作業需很多

時間完成，所以不容易堅持在同一事物太久，而且有些主題資料難找，有些人需

要做其他事。學生認為作業有太多要求，而且只有很少空間變化，他們希望改變

紙的規格大小，並且減少要求。 

(二) 理論課程（如語言學概論）的英文使用情形 

上課多以全英描述、ppt、key words 加註中文的方式。另外利用圖表或影音

資訊協助，加上生活實例介紹可以協助理解，有時必須分組討論以完成學習單、

作練習題，用以理解 key words 的概念及用法。另外採取期中期末筆試的方式，

以了解學習成效。 

我在去年針對英語系一二年級（共 81 人）已經上了一年與未上課者做一份

問卷，共二十四題選擇題、三題問答，採用五點量表。調查對於使用全英文上課

＋中文註釋 key words 的看法，背景中看出絕大多數（九成以上）學生在幼稚園

或國小的時候即接觸英文課程。到了高中的英文課，約 17.28%老師上課用中文，

關鍵字用英文，只有 10%（11.11%）主要用英文（加上一點中文解釋 key words）。
補習班的狀況比較好一些，約近十分之三（30.86%）主要用英文上課。近半數學

生（58.02%）喜歡的方式為用英文（key word 中英文）上課，近七成（67.9%）

下課偶爾使用英文。看起來學生使用英文的時機與動機算是比較積極的。 

 當被問到上理論課程（如語言學概論）的英文使用情形（共 24 題選擇題），

約八成（83.91%）同意可以聽懂語概內容，聽懂老師的英語（86.42%），讓自己

讀更好（88.89%）。約九成同意可學到語言知識（96.3%），語言學相關字詞

（93.83%），語言技巧（90.13%），讓自己的聽力更好（90.13%）。絕大多數同意

會很認真上課（98.76%）與參與學習活動（96.3%）。約 3/4（74.07%）的學生聽

不懂時會問老師。超過九成（92.59%）會問同學或自己找資料（95.16%），只有

很少同學（7.3%）同意聽不懂時就不想學了。約八成（79.01%）喜歡老師用英

語上語概；大多數同意因為老師用不同有趣例子（92.59%），或語概課程有挑戰

性（83.95%），所以喜歡上語概課。多數同意有信心可學好教材（83.95%），同

意可得到好成績（75.30%），八成同意聽得懂時（88.89%）及可以用英語回答時

（83.95%），認為自己很棒。同意老師多用一些英語（79.09%），只有 3/4（76.55%）

希望更多課程使用英文。大多數學生願意參與用英文上語概，因具有挑戰性

（87.66%）及同意喜歡用英文上課的氛圍（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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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一) 大一英文作業 

這是要求同學利用手工方式剪輯的作業，可能牽涉的層面不同，對於時間的

限制和資源的找尋結果，同學的反應兩極。因為這項作業要花許多時間做閱讀與

編輯，再加上美術插畫等，可能造成許多負擔。現今有許多網路資源可以利用，

同學只要打關鍵字，許多文章、圖片，或影片馬上出現。可以用複製貼上、組織、

編輯，即可完成作品，但必須小心 copy right 的問題。是否愈便利，愈少機會看

到自己的聲音，所以我通常要求一些字詞解釋及一段反思。正如 Albert Mebrabian 
理論，同學在表達內容與外表上的方式需要再加強練習，以表現更專業的感覺。 

從學生的背景來看，不會驚訝，因為絕大多數之前很少有類似的用英文做這

種綜合作業的經驗。另外從學生的自陳英文能力，聽說讀寫尚可或中上，以及多

數是頂標或前標；喜歡英文，而且也有強烈動機想改進各項英文能力。但是來自

不同科系的學生興趣可能不同。最重要的是在課堂上的活動都是清楚，容易了

解，足以引起學術性動機（Tucker，et al，2002），同學情緒性濾網降低，不會阻

礙，願意輕鬆、自然學習容易理解的訊息 i+1（Krashen & Terrell，1983）。願意

付出努力並維持，積極參與學習的心思會幫助獲得學習成效。陳柏軒（2018）指

出臺灣英語學習者的語言學習策略多數與焦慮成負相關，而動機、外向與英文成

就呈正相關，動機的預測力最大，其次是英文成就，最後是外向，總共可解釋

33.6%變異量，而且它們可以中介焦慮與語言學習策略使用之間的關係。可能動

機與英文成就解釋出學生對本作業的不同意見。 

教師可為作業的內容提供更明確的指示、方向、自由和靈活性，才能使學生

有興趣且積極地參與作業的學習過程。可以透過減少作業量要求並專注於語言練

習來改善作業的形式，或安排能結合學生興趣、創造力與英語學習的反思作業。

最重要的是，積極參與作業的過程和自我監控，可以使學生更有建設性的投入個

人的意義，這可能會使更多的學生感興趣，自動自發學習，以完成作業。另外，

給學生適當的監督壓力以取得成績，能促使大多數人認真看待、處理作業並依照

規定努力完成作業。這項研究表明，學生對作業的興趣取決於自選主題內容編

輯，最重要的是表達技巧。 

(二) 語言學概論 

語言習得研究發現語意學習和詞彙理解都沒有關鍵期（critical period），語概

課上學習單的使用協助學生注意，去練習，做訊息處理，在討論中讓學生有互動，

願意溝通（WTC）與協調，學生的近側發展區間（ZPD）被同伴支持的鷹架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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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理解更清楚（Lightbown & Spada, 2013）。這些策略（用英文，key words 加
註中文，加上各種輔助）協助學生了解記住語言學不同的專有名詞。洪暉鈞、楊

淑卿（2014）指出字彙能協助理解語文，而且語言與思考互相關聯，因為學習上

的不足會影響傳遞資訊與不良溝通（Li & MacGregor, 2010），楊佩玲（2013）指

出英語能力、策略運用與自我效能呈正相關，英文程度較高學習者運用更多策

略，尤其是記憶策略。應用記憶策略對於學習英語最有效（楊佩玲、王藹玲，2015）， 
Scovel （2004）提到的 PLACE （people, language, attention, cognition, emotion）
五個項目缺一不可，必須互相結合才能建立最好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對象多為英文程度較高者，可能高學習成就者比低者使用更多自我監

控、策略，並利用機會使用學習的語言（楊淑萍，2014）。陳婉青、蔡旻燁（2015）
的研究顯示，使用較多策略，多益成績愈高。要活用知識，必須學習許多字彙

（Schmitt, 2008）。教育部規定高中生只要學習 7000 字，這些根本不夠用，大學

生沒有語言習得關鍵期，字彙的學習為語言學習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因此教師可

以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有意義地獲得字彙（Hunt & Beglar, 2002）。本研究強調語概

課上課間接所使用的策略，可以協助學生理解與應用核心字彙概念。整個內容以

教授基本語詞的概念性知識為先決條件，熟悉應用變化之後，才能變成程序性知

識。如同許家齊（2020）所言，讓學生了解學科核心知識，彈性使用中英夾雜，

多沉浸在創造的聽說讀寫英文的環境中是沒有問題的，這是英語系學生學習專業

科目的理想目標。不須像鄭局長所說的對高年級使用越少英文，只是講解可以彈

性的中英夾雜，多接觸與使用英文，用有趣的方式吸引注意力，母語不會被遺忘，

不要只依賴考試，採用多元評量，要讓多數不同學習形式的學生都願意學習，所

以設計適當評量方式，如寫綜合作業都很重要。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包含兩項調查，首先與寫作業有關，寫作業牽涉到應用綜合思考的能

力，對於這些學生本作業不算容易，但有用，有趣，可增進閱讀、組織、藝術能

力，過程可投入批判思考與熟悉探索資源。但是並非所有學生的作業實際達到要

求，學生喜歡的主題多偏向對自己本身的娛樂有關。另一方面，對於全英文上理

論課能認同，多數可聽懂內容、學到相關字詞、知識、技巧，表示喜歡，認為有

趣，有挑戰性，願意接受如此上課方式，有信心學好。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建議技能科目（如大一英文），須重視讓學生自己選擇

有趣主題，適度給予挑戰，提出綜合批判組織成果的作業，利用外在力量（如成

績評量或團體合作）的約束，培養學生自主性力量，去創造最佳作業學習成效。

未來探索對大學生更有吸引力的作業類型，例如：要求學生使用網路科技資源並

透過具創造力、引發動機的主題式影音剪輯，將結果與其他人分享，呈現一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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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有意義的作業。動機強烈者可自己選擇選修通識英文，若能在大二上兩學期

必修英文課，或許可以強迫學生有另外加強英文的機會。至於理論課可以彈性製

造沉浸式學習環境，對於英文程度中上或頂標學生，理論課程用全英文上（key 
word 用中英文），學生幾乎都可以接受，表示學生聽說讀能力不差，所以老師可

以繼續採取沉浸式英文教學，並採用多元方式讓他們了解與記憶專門詞彙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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