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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1年 4月 26日 

支持雙語教育，但應優先弭平英語學習落差，再談以全英語授課的雙語教育 

回應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雙語課程列入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政策評估」公聽會 

雙語教育政策應該分階段實施，目前雙語教育實驗實施的方式，由外師授課或由

外師與中師共同授課，授課的科目先以體育、綜合等非學科為主，暫不以英文來教授

數學、自然或社會等學科。然而這樣的方式，是否真正符合語言學習的策略。以學生

的學習來說，或許課程本身的學習不是困難，但是英文卻可能造成為學生學習困難的

原因，就我們聽到參與實驗課程的學生聲音，上課時不斷有人小小聲的問，老師現在

到底在說些什麼？遇到好心的同學，就會小聲的簡單翻譯給同學聽。若遇到學生對於

課程本身的學習就不易理解的狀況，這時學生就會同時遭遇課程學習的困難以及學習

英文的困難，這雙重的學習障礙出現。 

我們認為要塑造雙語的情境，必須先從提升學生英文的學習力開始，待學生英文

學習有一定的基礎之後，再來考慮是否以英文做為授課的語言工具。近年我們看到更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英文學習的雙峰現象。這些年英語雙峰現象甚至超越數學。從這幾

年會考的結果及臺師大心測中心的資料顯示，103至 104年國中會考結果顯示將近 1/3

學生的英語文程度被列入待加強等級，而偏鄉學生成績從 106 至 108 學年已連續三年

超過 1/2 未達基礎等級。 

要建構雙語教育的環境應先從消弭英語學習的落差著手，當學生的英語能力落差

過大，不管是外師或是中師直接以英語授課，學生先遭遇的反而是英文學習的困難，

也將間接讓學生在學習學科產生挫折。 

學習第二種非母語語言的方式，從大學外文系所如日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系所

的課程設計可以獲得一些啟示。這些外文系所會依課程不同性質安排外師或是中師教

學，在上課人數上也會因應不同課程性質，也會有不同的設計。以會話課程來說，大

學一班班級 50-60人左右，至少會分成三組，讓一組上課人數大約在 15-20人。文法、

散文、或是寫作課程，至少會分成兩組，至於文學史的課程，則不分組。本會建議如

要投注資源在雙語教學上，依不同課程性質安排學生上課人數，比起運用外師或是使

用英語授課更為重要。本會認為目前英語教學的方式及上課人數應予以大破大立的改

變，英語雙峰現象才有可能改善，唯有英語雙峰現象逐步改善到一定程度，才有機會

談是否其他科目以英文授課這件事。 

語言學習重在環境，當學生所處的環境包括聽、說缺乏英語的情境，所學到的英

文缺乏練習與使用機會，就不容易學習，這也就是很多人的經驗，英文程度最好的時

間點在高三，一旦缺乏始用英文的機會，語文程度也會跟著下降。如果有機會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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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上一陣子，一星期或是一個月也好，英文程度也會隨之跟著提升。情境向來是語言

學習的重要關鍵。而情境的營造，必須在每一個環節不只學校，都同步跟上才有效果。 

最後提醒的是，語言的學習更是跟文化息息相關。年紀過小開始學習英文，會不

會讓我們的孩童喪失或分散了對固有文化學習的機會呢?還是應該等到我們的孩童對

於固有文化的學習建置了一定的基礎後，再來學習外來的語言及文化，這時不同的文

化對於我們未來的公民而言，就會更去理解到不同文化的差異，同時具備包容不同文

化的能力。年齡過小卻必須學習不同語言及文化，會不會造成學生學習負擔，或失去

對自己原有文化的認同，恐怕是我們必須嚴肅以對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