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雙語教育的意涵與目的

一、雙語教育的意涵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近

幾年來臺灣新興的教學概念，但事實上在20世紀之前

，已有學者針對雙語教育進行相關的討論（Mackey, 

，而隨著全球化時代，冀期學生能夠從生活中學習語

言，並且能夠運用到生活裡，更能不斷隨著生活經驗

的擴展去認識更廣闊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學會尊重

與欣賞不同的文化與民族，提升國際參與的能力並培

養國際觀，爰此，企盼以教育為支點，全力推動雙語

教育，從小培養學生與世界做朋友的能力，讓學生在

強化英語能力後，能在生活及職場中持續運用，進而

讓臺灣走向世界（教育部，2018）。

盱衡實際，發展雙語教育，需要雙語師資（如具

備英語教學專長的教師，能以英語教授生活領域課程

），而隨著擴大舉辦，雙語師資的需求將與日俱增，

目前的師資培育足敷需求嗎？又師資良窳攸關雙語教

學的成敗，國內的師資能肩負此重任嗎？臺灣學校的

雙語教育環境能發揮潛在學習的效益嗎？資源足夠嗎

？凡此皆是本文關心的焦點，旨在藉由瞭解目前臺灣

雙語教育的現況與實施雙語教育所遭遇的問題與困境

，進而提出具體的策略，作為落實臺灣未來推動雙語

教學的參考。

施又瑀：大葉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指出：隨著全球化的進展，「

移動力」（mobility）已成為國家競爭力最重要的

一環。若要能移動迅捷且通行無阻，則必須具備外放

能力、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的涵養。這三種能力必須

植基於優越的英語能力，因此英語力被視為「未來關

鍵的能力」（Ohmae, 2006/2007），亦誠如英國語

言學家Graddol（2006）所指，「英語」在未來必定

會成全球共通的語言，甚且會猶如資訊能力般，成為

世界公民必備的基本能力。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飛躍成

長與13億龐大消費人口的吸引力，在國際舞台的影響

力與日俱增，衍生一股學習中文的熱潮，中文能力無

異是21世紀最重要的工作能力（吳凱琳，2006），

爰此，擁有優越的中、英雙語溝通能力，儼然已成為

21世紀掌握國際競爭力與成就的「雙翼」。

邇來，臺灣興起一股就讀雙語學校的風潮，擔心

子女輸在起跑點的家長，或企盼子女邁向菁英階層的

父母，處心積慮為子女尋求進入雙語培養管道。臺灣

目前有公立和私立雙語學校，其學習及語言環境大同

小異，但源於班級數稀少或私校收費昂貴，所以僧多

粥少、窄門難進。爰此，不論為符應全球化趨勢、為

掌握世界經濟脈動、為提升競爭力，擁有中／英雙語

能力已是國際時勢所趨。

行政院有鑑於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擁有國

際溝通能力與國際化視野，係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重要

一環，揭示「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藍圖」計畫，希

冀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行政院，2018）。教育

部懍於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調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旨

在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英語文的能力與習慣

施又瑀

壹、前言

打造未來人才的國際力－

臺灣雙語教育之探討臺灣雙語教育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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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而「雙語教育」一詞最早是源自於美國，

1960年代，由於大量的移民潮，使美國成為一個多

元族群的國家，為了因應多元文化的社會，遂實施以

英語和各族群語言為主的雙語教育，讓各種文化多元

並存共容，使大批非英語移民減少了語言隔閡所衍生

的學習落差，也造就了較為平等的教育機會（呂美慧

，2012）。

目前全球實施雙語教育的國家，除了美國和加拿

大外，以多語言民族的歐洲國家：如荷蘭、比利時、

瑞士，以及非洲的奈及利亞等地（王斌華，2003；

蘇復興，1998）為主。此外，亞洲地區的新加坡也

實施雙語教育，由於新加坡境內至少存在英語、華語

、馬來語及淡米爾語等四種語言，面對多元的民族及

文化，為了裨益政府管理及推行政策，毅然推行「雙

語教育」，驅動不同族群的學習者修習兩種課程，一

種是以英語為主的課程，另一種則是以自身族群之母

語為主的課程，如此也保留了原族群的文化及對族群

的認同感（吳英成，2010）。

根據國際教育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的解釋，雙語教育

是指，因教授課程的需要導致在教育期間內使用兩種

或兩種以上語言的教學，而兩種語言的教學，不必同

時使用，也不必在同一學期內使用，它可在數個學年

內間隔的教授。學生參與此課程之前不一定要熟知或

使用其中任一種語言（王斌華，2003）。謝國平（

1995）指出，雙語教育是指在教育過程中，有規劃

、有系統的使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體，使學生在整

體學識、兩種語言能力，以及這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文

化學習及成長上，均能達到順利而自然的發展。

葉德明（2009）認為雙語教育是在全部或部分

課程裡使用兩種語言教學，並教授學生與母語相關的

歷史與文化，且一個完善的計畫應致力於發展並維持

學生在兩種文化中的自尊心。呂美慧（2012）界定

雙語教育，是指以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的教育系統

，其實施旨在維繫既有的語言能力，並促進新語言的

學習，最終鵠的是使學生精熟這兩種語言，進而培養

對不同語言文化的尊重與包容。

綜觀上述，雙語教育大致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

強調教育機會均等，著重在教學中使用兩種教學語言

教導學生的補救性教學，目的在協助學生維繫母語並

熟練目標語，自然融入於主流社會、學習兩種文化，

以確保學習效果而具備適應生活和競爭能力；另一種

雙語教育並不特別著力於教育機會均等意涵，而關注

於使用兩種教學語言的教學方式，以使學生學識兩種

語言能力和學習兩種文化。

以目前的臺灣而言，廣義的雙語教育，並不侷限

於華語（官方語言）和英語兩種語言，而應涉及華語

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的交互使用（張學謙

，2004；陳美瑩，2005；黃宣範，1995）。但囿於

政府所推行的「雙語教育」並非是以「華語」和「族

語」為主的「雙語教育」，而是指「華語」和「英語

」， 因此，本文所指稱的臺灣雙語教育，即指著重

於使用「華語」和「英語」兩種教學語言，使學生學

習兩種語言和文化，並依循此定義進行深入的探究。

二、雙語教育之目的

雙語教育涉及語言的教導和學習，自然蘊含著動

機和目的。張欣戊（1995）指出，語言是人類手上

最銳利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具體表徵。學習語言都緣

於某種用途，亦即，學習第二種語言，本身並非目的

，它是為了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王斌華（2003）指出國外的雙語教育大多著眼

於種族同化、文化認同、政治和諧、社會穩定等的考

量而設計。賴慶安（2002）也認為雙語教學的目的

，一是語言文化的傳承；一是為能具備高度的族群認

同。Genesee（1987）將雙語教育定位成對語言劣勢

兒童施以補救，進而維持社會均衡的一種體制，以保

障其教育機會之均等。

許家菁（2020）綜合美國、加拿大以及新加坡

的例子發現，渠等推行「雙語教育」，一則「雙語教

育」可以發揮「同化」的功能，整合不同族群的文化

，方便統治者管理；再者「雙語教育」對不同族群的

文化得以保留，促成一個具備多元文化的社會。蘇復

興（1998）認為，雙語教育肩負特殊功能及角色，

絕非兩種語言的替換而已。其目標在於確保文化調適

、回歸主流文化、維持教育機會均等、力圖國家統一

於不墜。

行政院（2005）提出「挑戰2008：e世代人才培

育的策略與願景」作為國家未來培育人才的實施方針

，其中「提升全民英語能力」和「營造國際化環境」

為兩項重要的發展目標，緣起於臺灣因腹地狹小，若

期待能獲得更廣泛的發展，勢必無法「閉門造車」，

必定得跨出自家大門、迎向世界，這時，「跨國」和

「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就顯得更為重要。再者，從行

政院於前年所公佈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中可以發現，臺灣推行雙語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二，

分別為增進國民的英語能力和培育社會所需人才以提

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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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邇來的研究結果發現，在相同文化、年齡、性別

、社經背景的樣本中，雙語者在智力等方面的表現明

顯優於單語者；然而要達到此種優勢，雙語者的兩種

語言在該相對年齡的語言發展階段須達成平衡狀態，

若此兩種語言皆發展的不好，就會影響認知發展，甚

至會低於只懂單語者，這就是所謂的「臨界點理論（

Thresholds Theory）」（張麗君，2004）。

Barker（2001）研究亦指出，若兩種語言學習

是平等的，則認知的表現較佳，這一理論已經獲得許

多研究支持。雙語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設若

第一語言未達某一程度，緣於根基欠扎實，無法藉其

輔助第二語言的學習，甚至影響第一語言的持續發展

（黃宣範，1995）。此乃Cummins所強調的母語是第

二語言學習發展的基礎，也就是實施雙語教育一定要

扎穩母語的根基。

（二）單一容器vs.多容器語言學習理論

這兩種理論就是「削減式法」（Subtractive）

和「添加式法」（Additive）。單一容器的學習理

論認為語言學習的認知容量是有限的，學習第二語言

以替代尚未發展完全的第一語言，避免母語的干擾，

則有助於第二語言的學習成效。多容器語言學習理論

認為語言的學習是相輔相成的，發展添加式雙語教育

藉由第一語言所習得的認知技能，可增進思考能力，

裨益於第二語言的學習（Tabors, 1997/2003; 蕭

芳華，2010）。

弱勢語言者置身於較大的社會壓力時，往往隱身

為削減式的雙語者，消除自己的母語以融入主流社會

，在持續的社會心理壓力下漸次喪失母語的能力，且

囿於欠缺牢固的認知基礎，其強勢語言表現能力可能

也不甚理想，這是弱勢族群在學業或工作表現上較劣

揆諸實際，臺灣的家長鼓勵孩子接受雙語教育，

肇因於以中文為母語的使用人口居全球之冠，英語為

國際共通語言，若能夠同時學會中、英兩種語言，不

論往後的目標為何，多學習一種外語會更具競爭力，

相對的就多一分成功的機會。誠如，王斌華（2003

）與高櫻芳（2012）所指，臺灣雙語教育是在全球

化浪潮下所產生的新興教育思維，主要冀期提升國民

的英語水平以及語言溝通能力，滿足國家發展的需求

，冀求國民在全球化的時代之下能夠擁有更多的競爭

力。

由上觀之，學習雙語大致上可區分為國家目標與

社會性目標、語言目標和教育目標（Roberts, 1995

）。在國家目標與社會性目標而言，又分為主張社會

同化論者和主張社會多元論者（Baker, 2011）。社

會同化論者希望幫助少數語族群融入多數語社會，早

日被多數民族群體的價值觀念和生活型式所取代;而

社會多元論者主張人生而平等、享有同等地位，可以

公平的在社會上競爭，只要努力就可以跟主流群體一

樣有所成就，所以贊成個體和族群的語言應該多方面

發展。語言目標意指選擇何種學習模式來教學，而教

育目標如為了自我充實、蓄積競爭能量、出國旅遊、

獲取較佳工作機會等等，而接受雙語教育。

學習英語主要為提升英語能力，並且能熟稔運用

英語聽、說、讀、寫的知能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情感

，與週遭的人互動溝通，或吸收資訊累積知識等。而

專家學者對語言習得的觀點和看法，各有不同的觀點

；又緣於不同的語言政策，衍生發展出各異其趣的雙

語教育模式，茲摘述幾位學者

對於雙語教學理論的研究和各

式的雙語教學模式如下：

一、雙語教育的理論基礎

（一）臨界點理論（Thresh-

olds Theory）

Cummins（1979）提出臨

界點理論闡明雙語者的語文能

力發展，指出雙語學習者可以

利用跨語言的資源，促進語言

能力及學習能力的發展。亦即

，雙語有共同的語文能力基礎

，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不僅

催化第二語言的學習，並且對

共同的語文基礎能產生增益作

用。誠如，Monhanty與

Perregaux（1997）的報告顯

參、雙語教育理論與模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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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原因之一。強勢語言者除了精通母語，也熟稔另

一種語言，能自信開朗的昂首闊步，迎向挑戰，展現

雙語能力帶來的效益。爰此，堅持社會公義的社會應

活絡添加式的雙語，一則鼓勵維護母語、倡導使用母

語，另一則鼓勵強勢語言者學習弱勢語言，藉以瞭解

各種文化，豐盈自己的思維，也促進整體社會的語言

生態驅於平衡、健康，各種語言文化並存共榮，反而

會使社會更好（謝國平，1995），也才能展現活絡

雙語是社會的寶貴資產。

（三）Vygotsky理論

Vygotsky指出認知發展是受外部影響而產生的

，經由互動的經驗發展出自己的認知。他認為語言發

展是影響思考的關鍵因素，能協助孩童發展思考能力

，並且強調鷹架作用（Scaffoding）及近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重要

性，因此藉由與外界的互動及協助等的支持，對學習

者本身有很大的幫助作用（張春興，2001），可以

讓學習者有更容易的起始點。爰此，他提出「鷹架作

用」的教學法，讓老師瞭解透過環境或媒介的支持，

可以促進孩童在認知上的正向發展。所以，將

Vygotsky的觀點運用在語言學習上，則英語課程不

僅是為了學習某些教材，更是引導學生精煉語言和思

想，提供一個能廣泛接觸到語言和實際運用該語言的

社會化學習環境，讓學習者獲得最有效的學習（

Bodrova & Leong, 2007/2009）。

因此在英語課程中，不刻意限制孩童母語表達時

，他們變得有能力思考，可以更開放的說出自己的想

法，催化創意的思考;而當孩子們能夠自在的以母語

和同儕交談時，渠等的語言支持了學習，且自然的語

言互動也幫助幼兒在學習英語時的思考。

二、雙語教育的教學模式

雙語教育源自國家語言政策的教學

需要，它或傾向於尊重多元文化，成為

兼顧兩種語言發展的雙語教學方式；抑

或偏向藉由優勢語言與勢力，強力主導

少數語言族群同化於主流，以使用兩種

教學語言為憑藉，目標為培養單一語言

。又源於語言政策的不同，衍生培養雙

語或單語的不同目標，產生各式各樣的

雙語教育模式，茲摘要敘述如下：

（一）「沉浸式」雙語教育模式（

submersion model）

此種教學模式不考慮兒童的家庭背

景如何，全部參加全英語的課程，旨在

讓外語學習者和主流學生相聚學習，即

刻融入到目標語的學習環境中，漠視學

生的理解和語言知識，猶如Cummins（

1981）所指的削減法教學模式。渠等認

為只要跟主流學童互動，假以時日自然能學會主流語

言，它沒有特殊的教育方法，就行政而言是最簡易、

最經濟、最省事的，既不需特別的師資、也不需特別

的教材，表面上似乎很公平，但對於主流語言不足的

學生來說，其實反而是不平等，誠如黃宣範（1995

）指出，此種表徵讓弱勢學生接受同等教育機會的沉

浸式課程模式，實質上是有歧視作用（discrimina-

tory impact）的。

（二）CLIL雙語教育模式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雙語教育模式，是一種整合型的課程概

念，係指知識內容和語言整合的學習，CLIL主要包

含兩個核心要素：Content與Language，Content是

屬所學的知識內容，亦即如歷史、地理、科學等「非

屬於語言類」的知識。而Language即「母語之外的

語言」，之於學習者就是所謂的外國語言（Addi-

tional Language/Foreign Language）。這種教

學模式是將外語視作工具，它掙脫機械化語言練習框

架的樊籠，藉以應用在知識性內容和語言的學習上，

將語言學習自然融入於知識學習的歷程中，讓學生兼

收知識及語言的雙重學習效益。Coyle（2008）指出

，此種模式之課程包含四大要素：知識內涵（

Content）、溝通（Communication）、認知（

Cognition）和文化（Culture），它沒有一定的樣

態或模式，重要的是教師在設計課程或教學時，若能

以上述4Cs架構為基礎，將能獲致更好的學習成效。

CLIL的教學模式有兩種，即硬式CLIL模式（

Hard CLIL）與軟式CLIL模式（Soft CLIL）。硬式

CLIL模式以領域內容為教學主體，軟式則聚焦於語

言教學（鄒文莉與高實玫，2018）。雙語教學要做

的是硬式CLIL模式，但部分英文教師容易教成軟式

CLIL模式（田耐青，2020）。Coyle等人（2010）

也指出，CLIL能夠輕易的轉化並廣泛的被應用在不

同的外語學習環境中，透過此模式，能讓學習者獲取

更貼近真實情境的語言學習經驗。

（三）過渡雙語教育模式（transitional model）

此種模式是希冀透過彌補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語言

差距，使學生儘早學習到第二語言技巧，亦即使學生

藉由母語而習得目標語，俾順利融入以目標語為主流

的社會中，使自己儘快適應課業挑戰，回歸自在的課

堂生活，這類雙語教育模式，學生的母語只是過渡性

質。而過渡模式又區分為兩類型：早期退出（early 

exit）及晚期退出（late exit）。早期退出係指學

童至多使用母語兩年；晚期退出一般而言可讓學童在

上課使用百分之四十的母語至小學六年級（Ramirez 

& Merino，1990），比如在美國實施的美語／西班

牙語雙語教育，學生在母語的使用僅是過渡性質，到

了小學階段三、四年的雙語教育課程，幾乎都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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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雙語教育的相關研究

習者要經過「時間」的磨練，才能逐漸體會與理解相

關的文法規則、或精準字彙意義的使用。因此，在

ESL教學中學習者要以英語做「有意義」的交流，專

注於想表達的內容或傳達的訊息，而不糾結於文法形

式，所以ESL的教學成果必須經過長時間沉浸後才能

見效，費時較久。

在這種雙語學習模式下，其課程內容區分兩類：

以文法教學為主的課程（grammar-based ESL），

與強調語言結構和以內容教學（content-based 

ESL）為主的課程。另一種則稱為庇護式模式（

sheltered model），是將ESL課程和目標語的科目

課程相結合的教學方式，大多委由ESL的任課老師或

專門小組來授課。這種學習模式會有較多的雙語教材

來輔助學習，亦即將目標語的課程內容調整到ESL的

程度，俾讓學生可以兼顧英語學習和吸收課堂知識。

雙語教育的實施已逾半世紀，然其是否持續實施

卻素有爭議，到底學習兩種語言是學生的優勢還是負

擔，其正負面的影響如何，也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點

。在正反兩方意見都有研究支持的情況下，雙語教育

在臺灣的教學環境中是否能發揮預期的學習成效，頗

值得我們關注。

一、雙語教育的正面意見

徐貞美（1999）認為，正確及良好的雙語教學

方法，有助於提升學童的認知發展、語言分析、人際

互動與自我肯定等能力，母語能力的提升也有助於第

二語言的學習，能夠產生學習的遷移作用。此外，雙

語雙文化教育也能增進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尊重與包

容，更能保存原有語言和文化的內涵。美國少數族裔

研究學者Valencia（2002）指出，在其長期的質化

研究結果中顯示，接受「加式雙語教育」（Addi-

tive Bilingual Education）的少數族裔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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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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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珮（

2003）的研究發現，就讀全英語沉浸式幼兒園的幼

童可以發展出中英皆優的雙語能力。其在英文發音與

腔調的表現接近美國同齡說母語者，且在中文口語能

力測驗的表現，也與在臺灣非就讀全英語班的幼童無

異。此外，這些幼童們不但對英文及西方的文化持正

面的態度，且對自己原生的語言與文化也沒有出現貶

抑的現象。丁怡文（2004）針對學前及國小低年級

學童家長對雙語教育認知及意見調查之研究發現，家

長對雙語教育有強烈需求，支持教育行政機關推動國

英雙語教育；且多數家長對雙語教育具有正向認知，

以主流語言為教學語言的教學。

（四）「多元化」雙語教育模式（pluralistic 

model）

多元化雙語教育模式倡導多語主義，肯定少數語

言的價值，冀期不同語言與文化能共存共榮，不僅是

消極的保護母語與母語文化，尚且都能讓母語與主流

語言擁有各自成長與發展的空間，對兩種文化的學習

及成長發展亦然，使學生不論在主流語言或母語學習

兩者都能順利成長發展，使少數族群語言與文化不致

淹沒於主流語言的社會，真正達成一個多元化社會。

在此類型的社會中，所有的語言和文化不只被保存，

而且還能積極的成長與發展，共存共榮（蘇以文，

2003）。

（五）雙向模式（two-way model）雙語教育

雙向式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冀求學生不論在母

語或目標語兩方面，都能順利學習發展，此兩種教育

模式都肯定語言是一種可貴的資源，對主流族群或弱

勢族群都有裨益，也有助於雙方文化的學習與保存。

此模式亦是屬於充實性的教育模式，做法是把主流語

言和弱勢語言的學生放在同一教室，所有課程統合使

用二種語言，視學童語言程度而調整教學狀況，每段

教學只使用一種語言，目的是使這些學生同時學會兩

種語言。此種教育模式主要見諸於多語的社區，而前

提是家長支持多語的存在。

（六）浸淫式（immersion model）雙語教育模式

浸淫式（immersion）模式首創於加拿大蒙特婁

，當時的學生主要來自中等社經背景的家庭，在家中

以英語為母語，卻以法語作為課堂使用的語言，其目

的在於讓學童在不喪失成就的情況下，成為雙語言及

雙文化的使用者。此種雙語教育有不同的課程模式，

如Swain與Johnson（1997）所提出的三種模式：1. 

早期全浸淫式－入學第一、二年全採用第二語言教學

，以後再漸次加入第一語言教授的科目；2. 早期部

分浸淫式－從入學後開始，每天有一半時間採取第一

語言教學，另一半時間則採第二語言；3. 後期浸淫

式－學生到較大年紀才以第二語言做為大部分學科的

教學語言。由於學童的母語是強勢語言，若精熟自己

的母語，又擅長另一種外語，能自在享受雙語能力帶

來的正面效益，自信昂揚迎向未來，自然成為一位增

益性雙語者（additive bilingualist）。

（七）將英語視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簡稱ESL）

王淑儀（2008）指出：ESL教學目標除了將英語

文視為溝通工具外，也將其當作「學習媒介」，教學

時在課堂上大多以英語進行，隨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

而漸次加重讀寫課程，藉助英語來學習各種知識和技

能。Krashen（1988）認為，在ESL學習過程中，學

南投文教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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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雙語教育；且多數家長對雙語教育具有正向認知，

對雙語教育課程之內容高度認同，也肯定雙語教育的

功能。

張玉芳（2011）研究雙語學童中、英文閱讀理

解與寫作能力之相關性，結果發現，學生的中、英文

閱讀與寫作能力有顯著相關，支持Cummins（1979）

的「語言相互依賴假說」，發現兩種語言能夠互相依

賴發展，因此透過學習雙語可以同時提高兩種語言知

識的學習。胡瑜庭（2014）研究發現個案學校的雙

語學習成效結果是「加乘法」，意即在學習雙語的同

時，學生的母語能力沒有被削弱，兩種語言並行學習

，且接受雙語教育的學生對於此教學模式有正面積極

的態度。王蓓菁（2020）以「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

教學」的雙語教育模式融入低年級數學教學，探究學

習者數學能力以及學習態度上之變化情形。研究發現

，學習者在CLIL數學雙語課程的學習，隨著時間的

演進，對於數學認知以及數學素養的雙語學習模式，

會由最初的抗拒到最後是願意接受挑戰的。而合宜、

有趣的英語教學影片以及具體的操作性、動態性學習

活動對於CLIL數學雙語課程的推展，還有學生之數

學和語言整合學習有加乘效果。此外，CLIL的雙語

教育模式，不僅不妨礙學習者數學學科之學習，還會

增進學習者目標語言（英語）學習之進展。

二、雙語教育的反面意見

張靖筠（2006）以臺中市一所私立雙語小學學

生、家長、主任為研究對象，發現標榜全球化教育的

雙語學校卻對本土教育產生不當排擠作用，學童不但

沒有展現出應有的宏觀的、批判的國際觀，反而產生

貶抑本土語言價值與文化的態度，淺藏認同危機。陳

幸榕（2007）針對臺灣中部私立雙語學校222位五、

六年級學生參與此研究發現，學生的焦慮和成就測驗

成績有負面相關，亦即焦慮越多成績越不好，爰此太

早學習兩種語言對學生可能會是個負擔。邱錦華（

2007）在探討家長對兒童就讀雙語班之教育期望及

其滿意度的研究指出，在子女就讀雙語班之前，其整

體期望呈中上程度，但在就讀後其實際滿意呈中下程

度，而前後之期望差異以對「教師能力與課程規劃」

最大。由此可見，家長對學校規劃的課程和教學品質

，認為不如預期般的優秀。

范莎惠（2020）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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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改以漸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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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可以發展出真正適合臺灣所需，而且有效的雙語教

學模式。宋明娟（2020）也指出，臺灣將英語課程

列入國小正式課程至今已20多年，然而學生的英語能

力表現並未顯著提昇。而坊間辦學品質不一的雙語幼

兒園和全美語幼兒園早已大行其道，吸引害怕孩子不

夠國際化、輸在起跑點的家長，卻不時傳出有小孩在

英文的環境裡壓力太大，或過早學習英語卻沒有使用

環境，而折損了學習的興趣（田孟心，2018）。

黃彥文（2021）也認為，臺灣目前的雙語課程

顯然偏重於嚮往全球化的「外國語言化」，甚至是甚

至是「美英語言化」的學習內容，欠缺了在地本土化

思維與國際間交流互動的元素；如此一來，不僅容易

步入全球化同質性的侷限，也將缺少了「立基本土，

展望寰宇」的多元創生可能。

綜觀上述雙語教育正反意見的研究，見仁見智各

有相似或完全迥異的呈現，頗值得玩味與進一步深入

探究的空間，尤值得政府或學術單位延聘專家學者做

更周延而深入的研究，以蒐集更實際可靠的數據，做

政策推動的依循，裨益整體雙語教育的實施與績效的

彰顯。而各級學校也應以行動研究，從微觀角度審視

實際狀況，再做全面性的彙整梳理，藉以提供結論或

建議，做為今後努力的參考。

行政院宣示台灣將在2030成為雙語國家，這是

一個前瞻思維，也是我們所殷盼達成的目標。但臺灣

缺乏理想的英語情境，所呈現的英語教育成效也屢遭

詬病，如何正視以對，衡酌雙語教育的現況與遭遇的

困境等，妥適綢繆對策，以有效因應，才能讓大眾窺

見雙語教育的曙光。

許家菁（2019）的研究發現，臺灣實施雙語教

育潛藏一些困難，包括有：1.師資問題：具備專業知

能的師資不見得能勝任英語授課；而具有英語能力的

師資對其他領域的瞭解可能不夠熟稔。2. 課程與教

伍、臺灣雙語教育遭遇的問題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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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升臺灣雙語教育成效的具體策略

教師都應該扮演學生

的模範，學校內的雙

語環境建置不能只靠

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

，校長與行政也應該

積極使用雙語，讓學

生瞭解在學校內國語

及英語都是溝通的工

具。宋明君（2020）

則認為目前雙語教育

的相關研究，多數仍

是以移民者為對象所

進行的第二語言研究

。而我們則需要更多

有關在母語及本土文

化下採用外國語言進

行雙語教育的實徵研

究，尤其是透過英語

進行各種專業學科教

學的實徵研究，而非直接採用第二外語模式的研究結

果。如此才能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調整成為最適宜

我國雙語教育政策之方針。

雙語教育的立意良善、思維前瞻，但若沒有審慎

衡酌臺灣的現況與正視橫梗於前的困境，從教育環境

的建置、雙語師資的培育等，經由縝密思考與週詳而

細緻的規劃，是難以克盡其功的，不能等閒視之。

一、完善的統整規劃與多元化宣導，建立正

確的認知

為數不少的家長，自認對雙語教育認知不夠，而

從問卷調查得知，家長期盼政府及教育行政機構推動

雙語教育時，應著力於完善的統整規劃，包括：符應

學童及家長的需求、活絡師資來源、適切規劃課程、

審慎選擇設計教材、活化教學等（丁怡文，2005）

，以利順利推展。

揆諸實際，語言的習得需要良好語言環境之建構

與搭配，也需整體社會環境與體制的配合，才能相輔

相成。建議政府應細緻而縝密的再三思考，按部就班

提出適切可行的長遠規劃，避免淪為政策語言（林子

斌，2019）。此外，政府應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

，而學校更可以藉助成果發表會、雙語教育座談或專

題報告等方式，廣為週知，以提升民眾對雙語教育的

正確認知，並避免對本土教育產生不當排擠作用。

二、落實雙語師資多元培育，擴增人力資源

以符應需求

學設計的問題:雙語教育的概念與十二年國教「以英

語為工具」的概念不謀而合，但這樣的概念對許多教

師而言是一項新的嘗試。教師必須能跳脫以往機械化

的語言練習框架，提供學生真正「應用」英語的機會

，讓學生以英語為工具，進行更廣泛的探索才有意義

。3. 學習時數安排的問題:以目前十二年國教英語

領綱的教學時數安排來看，在國小階段，低年級並無

英語課，到了中高年段才分別給予一週一次和一週兩

次的英語課，若以雙語教育為最終目標，這樣的時數

無法讓學生以英語為工具，應用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學習。王姳媁（2019）的研究則指出，CLIL（跨學

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教學可塑性高但方向掌握

不易，需要建構校內完整團隊合作支持系統；教學現

場迫切需要具備CLIL教學專業的師資也需要參考模

組；此外，以CLIL推動雙語實驗課程之推廣性仍需

時間驗證。

吳彥慶與黃文定（2020）認為目前政府對於雙

語教育內涵、政策目標與因果理論的論述與宣導明顯

不足，因為雙語教育有許多不同的教學模式，在各種

模式中，雙語教育的具體意義與內涵也就不同。若政

府對雙語教育的具體內涵未先給予清楚界定，則雙語

教育的政策目標也就不易具體明確，再加上宣傳不足

，教師們對此政策的概念與目標也就容易產生疑問。

林子斌（2020）也指出，目前許多討論糾結的點多

在於課室內的教學，但這只是整個雙語國家與雙語教

育建置的一個環節。雙語教學節數的多少只是雙語環

境中的一部分，學校（或者全國）雙語環境之建置才

是重點。如何在學校內外都建構雙語環境，這絕對是

雙語國家能否成真的首要任務。此外，家長、校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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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師資的質與量，攸關學生學習的成效與雙語

教育的成敗，尤其如何弭平城鄉差距，更是未來必須

考量的重點（洪榮昌，2019）。盱衡實際，雙語課

程的授課教師應兼具語言能力、專業領域與相關的教

學專業知能。然而，以臺灣的現況而言，擁有專業知

能的師資未必具備扎實的英語授課能力；而具備英語

專業能力的師資又可能不熟諳一般領域的精髓。職是

，政府應審慎考量，未來的雙語師資要以英語系的師

培生為主，再強化渠等在各專業領域的知能，抑或加

強各領域師資的語言能力？如此，才能真正培育出符

應雙語教育需求的師資。

而地方政府與學校應多舉辦進修或研討活動，以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各大專教育學院系、所也可以提

供教師修習學分或賦予學位，以彌補自己之不足和吸

收新知改進教學，也應著力於CLIL、TEIE等課程教

學參考模組的研究及師資培育。教師更可以從期刊及

網路資訊，汲取他人經驗，提升教學能力。再者，政

府也應依循大數據資料，充實雙語師資的員額，才能

展現應有的效益。

三、以行政支持為鷹架，厚實資源與構築堅

實輔導系統

現階段臺灣雙語教育的相關資源不夠豐厚，而囿

於資源短缺，縱使教師有心耕耘，也苦無工具和對策

（吳俊憲與羅詩意，2017）；而一般學校缺乏完整

團隊合作支持系統，輔導體系又不健全，影響教師教

學投入意願，肇致教師教學成就感低落。匡救之道，

貴在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環境，有效整合學校內外資源

，廣泛匯聚人力、物力、財力等協助教師，並且充實

行政人員的輔導知能，引進外部專業諮詢團隊提供支

持的鷹架與資源，漸次發展雙語教學所需的教學概念

與知能（葉珍玲與許添明，2014），做為雙語教育

的堅實後盾。

此外，學校行政應設置雙語教育平臺，廣泛蒐集

國內外相關資料，或設計線上學習課程供教師參考，

並藉此平臺互動交流，增益教學知能;也可以運用輔

導團教師或外語教師加強校園教學巡迴輔導課程，同

時在各學校聯盟規畫相關雙語教育研習中心，協助教

師提升教學並提供全校學生更多學習啟發（李義，

2018）。

四、落實同儕教師的合作與共備，加速教學

活化及生活化

稱職的雙語教師應熟諳英語教學與領域課程所欲

傳達的精神和課程目標，因此，應適時邀集其他領域

教師進行跨領域備課與教學，共同發展兼重領域內容

和語言整合學習的課程方案（許家菁，2019），以

兼顧認知、技能和態度等的培養。

此外，興趣是激發學習的關鍵。興趣滋生後，自

然能產生積極的、愉悅的情緒，而驅動更頻繁的接觸

，所以教師應設計多元教材，貼近學生的生活與身心

需求，並靈活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帶給學生新奇的

體驗，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再者，教師應善用新興

科技媒體、同儕互動、文本閱讀與舊經驗等搭築學習

鷹架，逐步漸進引導其理解知識內容；而在語言的部

分，除了輔以多媒體、字卡和語言架構等的協助，更

進而以螺旋式課程的概念，讓目標語言在課程中不斷

出現，增加學童使用語言的頻率，以增益學習成效。

五、形塑優質雙語化校園，提供學生雙語多

元展能舞台

優質理想的雙語學習環境，能讓雙語學習成為生

活化、意義化的溝通工具，是驅動雙語學習的利器。

學校應積極營造雙語學習情境，如校內設施標示雙語

化，設置英語佈告欄、英語社團、英語廣播及歌曲的

播放，也可以添購英語雜誌、書報、視聽媒材等，並

規劃雙語學習角、雙語主題展演週活動，提供學生更

多運用英語的機會，給予具體實踐、多元展能的雙語

舞臺。

學校也可以訂定英語日（週），鼓勵師生多說英

語，除了課堂中增加英文溝通，日積月累彙集學生的

語彙與提升對話能力；下課後也應鼓勵學生嘗試以英

文和同學互動，以增加學生英聽接觸密度。而各班教

室內外也應適切以雙語呈現學校標語、班規，以及各

領域的海報，讓學生隨時親近、學習，漸次提升學生

雙語能力。

六、齊心戮力雙語研究，輔以相關配套以落

實推展

無論是為教育國際化、促進國際移動力或提升競

爭力，臺灣潛藏許多值得思索正視的問題，如是否全

臺灣人都要成為雙語的使用者？所有學生都學習同樣

的雙語教育內容嗎？臺灣在推動時，是否該考量循序

漸進且以學習者能力進行分組（林子斌，2019）？

這些攸關未來雙語教育的走向，必須及早確立並妥善

謀求對策，才有利於日後的推展。因此，政府應強化

雙語教育相關課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從理論與實

務等面向，透過國內外研究的彙整梳理，洞徹雙語教

育的底蘊；更藉由探討台灣雙語教育的實施現況，蒐

集大數據資料，以為因應綢繆。

再者，政府或學校應致力於雙語教育的行動研究

，或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投入各種雙語教學模式的

教學，梳理出各式教學的優劣，藉以擇優提供教學的

參考。此外，也應積極設計各種雙語課程教學參考模

組，研發多元教材，落實雙語教學銜接服務、縮短學

生學習落差與解決學習時數不足等問題，並嘗試不同

新興媒體的教學運用，如此多管齊下，水到渠成自然

利於落實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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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開啟國際化的鑰匙，為因應英語為全球語言的世界潮流，提升臺灣人民的英語能力，「培育E世代人才：

有競爭能力和國際視野的新世紀國民」已成為國家主要政策之一。雙語教育如何有效落實推展並展現成效，首要之務

為推出務實前瞻的雙語教育政策，積極培育優秀師資，並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系統，打造理想優質的雙語環境，厚實校

內外資源，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援與協助，發展兼具雙語教學特色的校訂課程，落實雙語教育研究並持續滾動修正

，展現各校的獨特亮點，齊心戮力邁向國際化的教育未來。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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