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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究指在了解、探討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研究：以南投縣為例。

未達研究目的，本論文先搜集並閱讀相關的資料及文獻，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

架構，接著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等質性方式進行研究，並針對南投縣

內城市、鄉鎮及偏遠地區的國小英語教師的實際教學所面臨到的情況及其差距，

歸納出期問題的所在，並給予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單位推行國小英語課程

規劃與決策、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及後續學術研究之參考。 

根據訪談分析結果，本研究主要獲得以下結論： 

一、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學校教育條件、教育資源 

南投縣不同國小的地域位置會有不同的社區文化，家長們的社經地位也會

有所不同，對於英語學習的重視度就會不同，學生本身會因為學校整體的教育

條件產生不同的學習英語風氣，進而造成不同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然而大部

分學校提供給予學生的英語教育資源都是平等的，各鄉鎮的英語師資也都盡其

所能提供學生英語知識與資源，因此「學校」在南投縣內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

距之因素，影響是不大的。 

二、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家庭教育投資、教育條件 

南投縣不同國小的地域位置會有不同的社區文化，家長們的社經地位也會

有所不同，對於英語學習的重視度就會不同，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以及

接受到額外的英語教學資源也會有所不同。位於較市區的國小，家長的社經水

準組成會比較高，對於英語學習的重視度高，學生課後接觸英語的比例相對的

也高，學生們知道英語的重要性，因此英語學習風氣好，英語學習表現就好。

然而愈靠近偏鄉的國小，因地理環境因素，家長職業別偏向第一級產業，平日

忙於工作，對於英語重要性的認知度就偏低，自然地不會重視英語學習，學生

在無父母期望的壓力下學習英語，英語動機少、學習風氣低，那麼英語學習表

現就會低。 

 

 

關鍵字：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英語學習成就、英語師資、家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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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English 

teach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lementary schools in Nantou County.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 it collects and reads the relevant data and literature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Then the autho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Nantou County, 

this study sums up the problems. It also give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units to carry out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eaching and follow-up academic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School edu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of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Nantou County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in Nantou County have different community cultur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parents have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y attach different importance to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will have different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because of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school, 

resulting in different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However, most schools provide 

students with equal English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nglish teachers in all villages 

and towns try their best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English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factors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Nantou County have little influence. 

2.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condition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Nantou County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in Nantou County have different community cultures, 

parents have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ttach different importance to 

English learning, and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learning and 

receive ad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resources. Elementary schools located in the urban 

areas have higher social and economic standards. The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nglish learning.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English after 

class is relatively high. Students know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Therefor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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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will lead to good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more rural primary schools are, due to geographical factors, parents' occupations 

are not inclined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work, so their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s low. Naturally, they will not pay attention to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learn English under the pressure of no 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their English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are low, so their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will be low.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urban and rural,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English teachers, parents’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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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在探討南投縣內各鄉鎮市地區國小英語教學之相關問題，關於緒論的

部分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名詞釋義、第三節：文

獻回顧、第四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五節：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語言不只是文化主要成分之一，也是構成人類身份認同的部分，更是連繫

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橋樑。現在屬於全球化的社會，台灣在國際上也與各國保持

密切的貿易來往，因此英語已成為台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在台灣，

英文能力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指標，無論是從政府機關甄考公務人員，至家庭中

父母們從小對小孩的英語能力栽培，這些都足以證明台灣對英語學習的重要性。 

2013 年，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一職時，打算推廣英語成為台南是的第二官

方語言，不僅在市府內推行雙語化，更將雙語化政策推行至小學端，除了每週

一節英語課以全英語授課以外，每年度的教師甄試也加重英語能力計分。另外，

音樂、體育及美術教師除了需要中文試教，還須以英文試教五分鐘。賴清德更

於 2018 年擔任行政院長時提出，在 2030 年要讓台灣成為雙語國家。 

賴清德院長於 2018 年指示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為主政機關，

收集各界意見後，統整出藍圖。此次方案目標是為了要讓國人整體的競爭力提

升，帶動全民說英語，而非只有針對學生。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同時

配合 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 108 學年度開始「全英語師資培育」，培育出具備

全英語教學能力的師資，目前已經有 18 所培育師資大學願意加入此計劃，打算

希望能在 4年內培育出 2000名能以全英語教學的師資，更希望能在 12年間將全

英語師資培育到 5000 人（郭曜榮，2018）。 

國發會根據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除了一年內政府招標文件內重要

名詞標準化英譯 100%以外，還制定了以下八大共同策略： 

1. 各部會的官網全面雙語化（1 年內達 70%） 

2. 與外國人的相關文書雙語化（1 年內達 50%） 

3. 公共服務場域實施第一線服務雙語化（1 年內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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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實政府公開資訊雙語化（建立英語資料庫平台，3個月內完成網站建置） 

5. 與外國人的相關法規雙語化（1 年內達 70%） 

6. 提升文教場館的雙語服務 

7. 培育公務人員英語溝通力 

8.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及證照雙語化（羊正鈺，2018） 

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表示，教育部在日前提供了教育的五大方案，第一

個方案希望能將教學的環境生活化，目前教育部已經補助了 59 所學校做「沈浸

式教學」，不僅最基本的英文課，使用了英語示範教學，連以下三個科目也使

用了英語示範教學：人文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以及健康體育領域。第二方

案為全台灣已經有 8 個縣市政府，將部定國小三年級開始學習英語提前延伸於

一年級開始教授；第三方案則是提高英語人力的資源，政府和民間合作，豐富

更多的英語教學資源，加入人工智慧類型的新科技，設計許多個別化的學習， 

希望藉此能夠縮小城鄉差距之落差，透過網路直播與現場老師教學，推動「雙

教師」學習；另外「數位學伴」也是目前教育部的趨勢，偏遠地區的小學生能

夠有大學及高中大哥哥們及大姐姐們的陪伴，透過每星期就由網路對話能學習

英文。第四方案是讓目前台灣的教育體系能夠快速的國際化，尤其希望中學、

小學的英語課程教學能夠國際化。第五方案則是鬆綁法規，於三個月內修正三

大法：《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與《私立學校法》，如設置雙語

學校法的淵源，私立的外僑學校未來不僅能讓外籍生就讀，本國的學生也能在

一定的條件下就讀（郭曜榮，2018）。 

除此之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致力於推動英語學習走出教室與課本

框架，希望以日常生活中的英文實際使用情境作為銜接，未來我國中小學的學

生能增加國際視野及具備多元文化的專業知能。因此委託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

台 ICRT辦理 109學年度的「英語廣播互動學習計畫」。鼓勵國中小各學校於中

午時段播放英語學習廣播節目 ICRT News LunchBox，透過英文播放國內外重大

新聞及時事議題，提升學生對於生活英語的相關連結性。 

不僅行政院推動雙語國家政策，考試院也積極落實雙語國家政策，並全面

實施文官雙語訓練。考試院試委吳新興建議課程規劃上，應以英語程度分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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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提升英語學習成效；國家文官學院開辦訓練課程時，可邀請大專院校外籍

學生相互交流，增加公務人員英語實境學習機會（陳俊華，2020）。 

各縣市對於英語教學也是頗有用心，各縣市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開

始招聘具有英語專長的教師，但卻存在著城鄉差距的問題，都市的小孩，不僅

在校有專業的英語教師能提供足夠且豐富的英語資源，課後更參加許多增能的

英語補習班；反之，鄉下的小孩，時常面臨到缺乏合格教師證的教師，更別說

具有英語專長的教師。 

根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文暨彈性學習教學綱要，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教

學實施計畫，86 學年試辦，87 學年正式自小學三年級實施每週 2 節課的英語教

學，91 學年度更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1；新北市國民小學英語領域課程綱要，

新北市為配合國家英語教育政策，除教育部訂定之英語課程外，另規劃於彈性

學習課程中，自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以「閱讀素養教育」議題為主軸之英語轉

化課程，希望能提升學生英語文溝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幫助學生探索及了解

不同文化與價值觀，並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包容，藉以涵養本市學生具備新課

綱精神之英語文核心素養2；桃園市的「桃園國際航空城教育計畫」，為了跟上

世界的潮流以及國際化的趨勢，於 2002 年訂定「桃園市國民小學英語教育深耕

計畫」，同時搭配教育部政策，將英語教學從 94 學年度起從三年級開始實施，

不僅如此，桃園政府為一、二年級設計了「認識世界」的課程。另外桃園市也

從以下三方面著手英語深耕： 

（一）專業英語師資：不僅和各大學的師資培育班一起合作開了「英語教學 20

學分班」、國中小英語教師若想要出國進行短期的進修也給予補助、還規畫了

許多的進修課程讓英語教師進修、甚至辦理了「合格師資認證」，讓縣內的中

小學英語教師素質能夠有效的提升。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8，《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文暨彈性學習教學綱要》。

https://www.do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88A8633D469F97E&s=2AD142187B01E3EC 
2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2019，《新北市國小英語領域課程綱要暨補充規定》。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GZVnEOa1961/5e265e782cf7

2d05b1c8b676?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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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課程：每年實施小六學生英語基本能力檢定，用以評鑑聽力能力及

讀寫表現教學。在一、二年級的「導入階段」也因「認識世界」奠定良好的基

礎。 

（三）教學情境：不僅中小學的教育環境都達到雙語環境外，連 67%以上的學

校都有一間以上英語專科教室。此外，於桃園市內有三所學校校內設有英語村，

讓本縣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能創造另外一個重要的里程碑3。 

新竹市更自 2001 年起引進外師，國小英語課班班配有外師，學生每週固定

一節由中、外師協同教學，提供英語沉浸（immersion）環境。另自 101 學年起。

國小高年級每週一節國際化課程，由外籍教師獨立授課，讓學生不用出國，也

能有全英語的學習環境，藉由多元化學習，幫助學生多元化學習英語。甚至在

每年 4 月，美國姊妹市 Cupertino 派師生到新竹市文教參訪，10 月底新竹市派師

生 28 人至 Cupertino 參訪交流4。 

既然政府如此注重英語，也投入了許多師資，但城鄉差距及每個人所能收

到的資源有沒有一樣多，這是值得我們去好好探討的問題。南投縣內各城鄉中

卻有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距，不論是醫療普及丶國內生產毛額（GDP）差異丶

人口數的分佈、家長收入所得差距、家長教育重視程度落差丶當地英語補習班

分佈情形丶教學的教室環境，以及南投縣英語師資充足與否……等，南投縣內

各城鄉間皆有顯著的差異。也希望透過此次的研究機會，能充份地瞭解南投縣

內各城鄉間小學的英文程度落差甚大的原因是否學校內專業英語師資及英語教

學時數的供給量，依目前的需求量是否不足，或是家長重視教育程度是否和家

長職業收入所得息息相關；當地英語補習班的密集程度，以及補教老師的師資

培訓是否也是造成英語程度落差之原因，而因為以上總總原因造成南投縣內國

小英語城鄉差距之問題。 

第二節 名詞釋義 

                                                
3
 桃園市教育局，2002，《加強推動國民中小學英語教育四年計畫》。

http://163.30.76.49/~eng/to12.php 
4
 新竹市國民教育輔導團，2005，《本市重大國際教育政策》。

http://www.fdt.hc.edu.tw/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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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主要的相關名詞有「國小英語教學」、「英語教學城鄉差

距」、「南投縣內鄉鎮市國小」、「教學實際情況」及「父母態度」，分別詳

述如下： 

一、 國小英語教學 

在本研究內所提到的國小英語教學為十二年國民教育體制內的國民小學階

段實施的英語教學。目前在台灣，英語屬於外國語言（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簡稱 EFL），但在 2030 年，賴清德院長有意願將台灣塑造成「雙語

國家」，也意味著英文即將變成台灣的第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簡稱 ESL）（郭曜榮，2018）。未來國民小學的英語教學不僅僅指教授予「英

語科目」也會以英文方式教授其他科目，也就是目前所推行的「學科內容與語

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 

二、 英語教學城鄉差距 

在本研究內提到的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為南投縣內的鄉、鎮及市國小的英語

教師在英語教學時的準備所需注意的具體概況（包括教師教學相關背景、學生

生長學習背景、英語的教學信念、課程設計、教學的活動安排、評量方式及家

長態度）以及實際教學時的課堂情況（學生課堂參與度、學生課後複習態度及

教師教學策略）之間的差距。 

三、 南投縣內鄉鎮市國小 

在本研究內提到的南投縣內鄉鎮市體制內國小根據行政區域可劃分為 1 市

（南投市 16 所）、4 鎮（竹山鎮 13 所、草屯鎮 14 所、集集鎮 4 所及埔里鎮 13

所）以及 8 鄉（水里鄉 6 所、名間鄉 8 所、中寮鄉 8 所、國姓鄉 10 所、鹿谷鄉

8 所、魚池鄉 8 所、信義鄉 14 所及仁愛鄉 15 所）共計 147 所國民小學（教育部

統計處，2020）。 

四、 教學實際情況 

本研究透過訪談的方式來瞭解南投縣內國小英語教師教學的情況。其中包

含了英語教師教學的背景、教學理念、課程規劃、活動設計、學生學習態度及

家長的態度。 

五、 父母態度 



 
 
 
 
 
 
 
 
 
 
 
 

 

6 

 

在本研究中，父母態度是指父母親的教育水平及薪資收入高低影響期望的

態度（指父母親對於孩子在英文領域成就之高低）。給予兒童學習英語是鼓勵

與支持；亦或是冷漠與無視，會直接影響孩子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再間接影響

到孩子的英語成績（張湘翎，2017）。對孩子英語學習的期望和父母在家裡參

與孩子英語學習程度多寡之間的差距（王信惠，2019）。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節旨在探討英語教學在國小教育階段之相關研究，藉此了解目前文獻研

究之趨勢，並透過相關的文獻分析，作為本文獻的研究根基及參考依據。本節

一共分成三部份進行探討：壹、城鄉差距為主題的相關研究；貳、國小英語教

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參、父母對於小孩的學習態度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分別

陳述如下： 

 

壹、 城鄉差距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筆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網以關鍵字「城鄉差距」搜尋，共搜尋到 132 筆相

關的文獻，但大多與醫學及社會行為科學有關，接下來以「教學」的關鍵字，

相關文獻數量為 61 筆，再以「國小」的關鍵字搜尋，搜尋資料數量為 51 筆，

最後再以「英文」為關鍵字搜尋，則可查詢到 44 筆資料，以下將城鄉差距以

國小英文相關研究進行彙整與說明，如表 1-2-1，並進一步歸納與分析。 

 

表 1-2-1 城鄉差距以國小英文為主題的研究彙整表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林筱茜

／2010 

國小英語老

師對九年一

貫英語課程

實施認知之

研究 

研究方法： 

1. 研究者即是

工 具 （ The 

Researcher 

as an 

Instrument） 

2. 半結構式訪

談 （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1. 大多英語教師對於九年一貫

課程理解有限。 

2. 英語教師對於多版本的教材

與教育政策之間持有相反立

場。 

3. 英語教師都積極使用「溝通

式教學」彌補學生間英語水

準，學校也提供「英語課後

輔導」但「英語補習」仍然

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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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索性研究

（ Pilot 

Study） 

 

研究對象： 

台 灣 北 區 、 中

區、南區、東區

的國小英語教師 

4. 在偏鄉地區，英語教學時數

不足以實施多元評量。 

胡伯維

／2015 

群聚效應：

教育城鄉差

距的根源、

變遷與軌跡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各縣市 15歲以上

高等教育人口 

1. 因教育階層化以及都市社會

學與教育分流缺乏彼此的交

集而造成教育城鄉差距之問

題。 

2. 在高教的擴張過程中，城鄉

之間一般高級中學學生上大

學的機率差距持續穩定地鞏

固，並沒有擴張的趨勢。 

3. 個人居住地區的人口密度高

低，才是影響上大學城鄉差

距的根源，而非高教人口比

例多寡。 

4. 高職生成長於高教人口比例

越高的地區，越能改善本身

上大學的弱勢情況。 

楊舜皓

／2013 

數位學習環

境對學習成

效之探討－

以台中市某

國小與雲林

縣某國小六

年級為例 

研究方法： 

1. 事後回溯法 

2. 問卷調查表 

 

 

研究對象： 

雲林縣鄉村地區

六年級學生、台

中市都會區六年

級學生 

1. 城鄉差距在各科、各年級間

的學習成就沒有明顯差異。 

2. 學童在一年級時，國數的學

習成就沒有明顯的落差。 

3. 學童從二年級開始，學習成

就的落差可由國、數兩顆觀

察到。 

4. 自然科及社會科在三年級後

有顯著的學習差異。 

5. 學生在四年級下學期後的社

會科有顯著的學習成就差

異。 

6. 學生在三年級開始英文科的

學習有顯著的差異。 

謝敏鈴

／2002 

台灣偏遠地

區教育發展

─從基層教

師的觀點談

起 

研究方法： 

1. 行動理論 

（1） 使用理論 

（2） 學習路徑 

 

 

研究對象： 

1. 教師及社區家長的生活哲學

成了對比，兩者的經驗視野

再加上當前教育政策，對於

偏遠地區思考邏輯的不一

致，形成矛盾張力。 

2. 教師面臨許多令人感到無力

的狀況，卻沒有教師集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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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野柳地區的

「代課老師」、

「原住民教育工

作者」及「教師

協同工作者」 

結的力量與協同合作的機

會。 

3. 縮短城鄉差距、照顧弱勢族

群及平衡資源分配不能只靠

教育單位，更不應該指望老

師扛起責任，應由跨部會整

體規劃以及納入不同的專業

的人員，一起協同合作才有

可能。 

4. 目前的申請與審查制度，無

法讓基層教師完整地反映文

化不利，也難以真正協助教

師解決偏遠地區的困境。因

此經費的使用上應給予學校

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資料來源：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表格。 

 

有關「城鄉差距」之教育相關研究結果，分別由研究對象及研究方式進行

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 研究對象 

筆者發現許多與城鄉差距相關的文獻中，研究對象可大致分成以下四類： 

1. 以國小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林筱茜，2010；謝敏鈴，2002） 

2. 以代課老師及教師協同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謝敏鈴，2002） 

3. 以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謝敏鈴，2002） 

4. 以學生為研究對象（胡伯維，2015；楊舜皓，2013） 

二、 研究方法 

筆者發現許多與城鄉差距相關的文獻中，研究方法可大致分成以下六類： 

1. 以研究者即是工具為研究方法（林筱茜，2010） 

2. 以半結構訪談法為研究方法（林筱茜，2010） 

3. 以探索性研究為研究方法（林筱茜，2010） 

4. 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胡伯維，2015；楊舜皓，2013） 

5. 以事後回溯法為研究方法（楊舜皓，2013） 

6. 以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謝敏鈴，2002） 

三、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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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關於回顧城鄉差距之教育相關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若以研究

對象作為區分，可分為「國小英語教師」、「教育工作者」以及「學生」，再

以「國小英語教師」之研究加以探討，該研究著重於九年一貫的英語教師，且

是針對全台分區的英語教師，幾乎較沒有以同一縣市內各地區的英語程度作為

主要研究之目的。 

 

貳、 國小英語教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筆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網以關鍵字「英語教學」搜尋，共搜尋到 649 筆相

關的文獻，再以「國小」查詢，搜尋資料有 453 筆，最後使用「偏鄉」之關鍵

字查詢，搜尋結果為20筆相關資料，以下將國小英語教學的相關研究進行彙整

與說明，如表 1-2-2，並進一步歸納與分析。 

 

表 1-2-2 國小英語教學為主題的研究彙整表 

作 者 ／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白 依 芳

／2009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語 言

行 為 研

究 ： 教 科

書 與 教 師

訪談調查 

研究方法： 

半結構式訪談 

 

研究對象： 

台中市的國小英

文老師、彰化縣

的國小英文老師 

1. 讚美/讚美回應、要求/要求

回應兩組語言行為在國小英

語課本中的呈現並不適切。 

2. 中英文化間語言可用來幫助

了解不同場合中語言行為隱

意的情境資訊，在國小英語

教科書中也未見重視。 

3. 國小英文老師對於跨文化語

用與語言行為方面的認知明

顯不足，對學生的英語學習

成效有所影響。 

李 月 娟

／2011 

國 小 五 年

級 英 語 低

成 就 學 生

補 救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之研究 

研究方法： 

1. 行動研究 

2. 文獻回顧 

3. 半結構式訪

談 

 

研究對象： 

台灣東部的國小

五年級低成就學

生六位 

1. 國小英語補救教學以系統化

教學設計模式，確實能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2. 以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並

以資訊融入教學方式能激發

學生學習興趣，並且提高教

學效能。 

3. 校內行政人員與導師的態

度，是補救教學成功的重要

因素。 

何 福 生

／2003 

澎 湖 縣 國

小 英 語 教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 

1. 澎湖縣的國小英語合格教師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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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實 施 現

況 調 查 與

需求評估 

2. 文獻探討 

3. 問卷調查 

 

研究對象： 

澎湖縣國民小學

國小英語教師 

2. 澎湖縣的國小英語教師進行

英語教學時，大多使用中

文，比較少用英文上課。 

3. 澎湖縣的國小英語教師之教

學困境及需求，大多數和研

習進修有關。 

吳 嚴 雪

虹 ／
2006 

桃 園 縣 國

民 小 學 英

語 教 育 計

畫 之 實 施

及 其 對 英

語 教 學 的

影響 

研究方法： 

1. 文件分析法 

2. 訪談法 

3.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桃園縣國小行政

人員及英語教師 

1. 桃園縣提供了一系列的教學

培訓及補助，並給予偏遠地

區學校各種的支援及補助

等，有助於平衡城鄉差距的

差距，也確保了桃園縣的英

語教學，有了整體、一致化

的均衡發展。 

2.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對於英

語教學較無幫助，因政府提

供的英語教學設備不足。但

大多數的英語教師，認同輔

導訪視的成效，也肯定英語

輔導團員們的努力以及付

出。 

3. 影響學校英語教學的重要因

素為「良好的英語師資」、

「家長的配合」，以及「行

政的配合」。 

4. 偏遠地區極度缺乏合格英語

師資且英語老師工作壓力

大，教學的負擔沉重。無時

間與其他學群老師做專業對

話。 

5. 學生程度落差形成「雙峰現

象」，補救教學實施有困

難。 

陳 淑 玲

／2011 

新 竹 縣 原

住 民 地 區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實 施

現 況 之 研

究--以尖石

鄉 與 五 峰

鄉為例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2. 半結構訪談

法 

 

研究對象： 

新竹縣原住民區

的國小行政人

員、英語教師以

及中高年級學生 

1. 新竹縣原住民的國小教師與

行政人員對於國小英語教學

的認同度較低。 

2. 缺乏具有英語教學能力的師

資，希望讓原住民地區國小

有英語教師的編制。 

楊 愛 嬋

／2009 

雲 林 縣 國

民 小 學 英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1. 英語師資的數量與品質區確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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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教 學 實

施 現 況 之

調查研究 

 

研究對象： 

雲林縣國小教務

主任及英語教師 

2. 希望降低班級的人數或減少

英語教師授課的時數。 

馮 錦 寶

／2015 

臺 南 市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現 況 之

調查研究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台南市國小英語

教師 

臺南市國小英語教學學生程度差

異大、班級的學生數量過多、英

語教學時數不足且任教的班級數

過多等因素，導致英語教學在學

校無法順利進行。 

蔣 貴 蘭

／2013 

從 國 小 級

任 老 師 的

觀 點 探 討

國 小 一 年

級 實 施 英

語 教 學 之

研究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 

2. 行動研究 

 

研究對象： 

國小級任教師 

 

1. 英語教育政策整體籌備性不

周，教育經費及資源分配不

均，導致城鄉差距、英語雙

峰現象加劇。 

2. 英語師資明顯缺乏，不合格

師資比例也偏高，造成英語

的授課節數無法增加，學童

學習機會減少，影響英語學

習成效。 

3. 字母發音拼讀法不受重視，

缺乏輔助的教材。 

4. 英語級任老師輔助學童學習

英語有許多限制。 

戴 邑 玲

／2010 

桃 園 縣 偏

遠 地 區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實 施 現

況 與 問 題

之研究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2. 訪談法 

 

研究對象： 

桃園縣偏遠地區

國小行政人員、

英語教師及學生 

1. 學校的英語師資主要由導師

兼任，且未具備英語任教資

格。 

2. 希望英語教學從一年級開始

實施，但實施前的相關配套

措施必須要完善。 

3. 學生程度差異太大。 

4. 學生喜歡以遊戲及競賽的方

式上課。 

鄭 向 峰

／2007 

我 國 實 施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的 社

會 意 義 之

研究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 

 

 

 

1. 在台灣，英語能力已成為轉

化權力關係的符號。 

2. 實施國小的英語教學可能會

強化台灣英語的雙峰現象，

並且擴大階層差距。 

3. 國小英語教學的實施造成家

長們的恐慌，兒童英語的學

習風潮崛起，兒童恐怕會成

為政策下的犧牲品。 

鄭 楓 琳

／2000 

台 南 市 國

小 英 語 教

學 實 施 現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 

2. 訪談法 

1. 大多數的學生都有在外補習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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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與 意 見

調 查 之 研

究 

3. 觀察法 

 

 

研究對象： 

台南市二所國小

二年級全體學生 

2. 英語教材多數提供外國的文

化內容，卻缺少了台灣在地

文化內容。 

3. 六成的英語教師以全英文方

式授課。 

4. 學生程度不一、任教班級過

多、班級人數多，以及教學

資源不足。 

5. 缺乏英語師資、家長支持

度、行政支持度，以及校內

其他教師的支持度。 

蘇 清 泉

／2005 

偏 遠 地 區

文 化 不 利

因 素 對 國

小 學 實 施

英 語 教 學

之 影 響 －

以 中 部 三

所 學 校 為

例 

研究方法： 

半結構深度訪談 

 

研究對象： 

國小教導主任、

高中校長、偏遠

地區教師、英語

教師、五六年級

學生、國小校

長、總務主任以

及家長 

 

 

1. 英語師資流動率高，且再職

英語教學意願低 

2. 交通、生活不便，造成師資

短缺 

3. 外籍的師資政策因申請條件

嚴格，且幫助不大，多數學

校抱持著負面評價。 

4. 目前英語教材內容多以說故

事、玩遊戲及唱歌的方式，

導致學生學習都以遊戲式的

心態學習，學習效果不佳。 

5. 偏遠地區除了學校每週兩節

課外，無法再接觸英文，學

習效果差。 

6. 師資缺乏，以代課教師支

援，因方便排課，常將英語

科目集中，引起學生厭煩，

效果不佳。 

7. 偏遠地區學生程度呈現雙峰

現象，與家長的社經地位有

關。 

8. 學生程度與家長的財務、教

育程度、關注力程度以及期

望程度有關。 

資料來源：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表格。 

 

有關「英語教學」之教育相關研究結果，分別由研究對象及研究方式進行

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 研究對象 

筆者發現許多與英語教學相關的文獻中，研究對象可大致分成以下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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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國小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白依芳，2009；何福生，2003；吳嚴雪虹，

2006；楊愛嬋，2009；馮錦寶，2015；戴邑玲，2010；蘇清泉，2005） 

2. 以學生為研究對象（李月娟，2011；戴邑玲，2010；鄭楓琳，2000；蘇清

泉，2005） 

3. 以國小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吳嚴雪虹，2006；戴邑玲，2010） 

4. 以校長為研究對象（蘇清泉，2005） 

5. 以教導主任、總務主任為研究對象（蘇清泉，2005；楊愛嬋，2009） 

6. 以國小級任教師為研究對象（蔣貴蘭，2013） 

7. 以家長為研究對象（蘇清泉，2005） 

8. 以原住民區國小英文教師為研究對象（陳淑玲，2011） 

9. 以原住民區國小行政人員（陳淑玲，2011） 

10. 以原住民區學生（陳淑玲，2011） 

二、 研究方法 

筆者發現許多與英語教學相關的文獻中，研究方法可大致分成以下七類： 

1. 以半結構訪談法為研究方法（白依芳，2009；李月娟，2011；陳淑玲，

2011；蘇清泉，2005） 

2. 以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李月娟，2011；蔣貴蘭，2013） 

3. 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何福生，2003；吳嚴雪虹，2006；陳淑玲，

2011；楊愛嬋，2009；馮錦寶，2015；戴邑玲，2010；鄭楓琳，2000） 

4. 以文獻回顧為研究方法（李月娟，2011；李月娟，2011） 

5. 以文獻分析為研究方法（何福生，2003；吳嚴雪虹，2006；蔣貴蘭，

2013；鄭楓琳，2000） 

6. 以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吳嚴雪虹，2006；戴邑玲，2010；鄭楓琳，2000） 

7. 以觀察法為研究方法（謝敏鈴，2002） 

三、 研究發現 

以上有關於回顧英語教師之相關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若以研究對象

作為區分，大致上可分為「國小英語教師」、「國小行政人員」、「國小教導

主任」以及「學生」，雖然研究重點都是著重於國小英語教學成效，但都沒有

集中探討南投縣英語成效之研究。另外，以上所列舉出來的文獻，大多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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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為研究方法。因此筆者將以半結構訪談方式探討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

之問題。 

 

參、 父母對於小孩的學習態度的相關研究 

依蘇清泉（2005）提及偏遠地區的學生程度呈現雙峰化現象，與家長的社

經地位有關，以及學生學習英語程度與家長的財務、教育程度、關注力程度和

期望程度有關。因此筆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網以「父母」為關鍵字查詢，可搜

尋到 2213筆相關文件，再以「學習態度」查詢，搜尋資料有 273筆，最後再以

「英文學習」之關鍵字查詢，搜尋範圍可縮小至14筆，以下將學生英文學習態

度之父母的管教態度的相關研究進行彙整與說明，如表 1-2-3，並進一步歸納

與分析。 

 

表 1-2-3 學生英文學習態度之父母教養態度為主題的研究彙整表 

作 者 ／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沈 珮 文

／2001 

宜 蘭 縣 國

中 生 父 母

管 教 態

度 、 英 語

焦 慮 與 英

語 學 習 動

機 之 關 係

研究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宜蘭縣的國中學

生 

1. 父母採寬容型管教態度，學

生英語焦慮程度不高，英語

學習動機算良好。 

2. 學生英語焦慮程度會因父母

管教態度 （關懷取向、權

威取向）、早期學習英語，

以及年級而有差異。 

3.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會因早期

接觸英語時間、出國次數、

性別，以及英語焦慮程度有

所不同。 

陳 緻 蓉

／2012 

父 母 社 經

地 位 、 英

文 學 習 態

度 對 大 一

學 生 英 語

成 就 及 自

我 概 念 之

影響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2. 探索性研究 

 

研究對象： 

台南市的大學一

年級學生 

1. 父母的社經地位對於學生提

早學習英語有顯著的影響。 

2. 父母社經地位和父母參與學

生英文的學習期間有正相關

關係。 

3. 父母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和

學生英語成就有顯著影響。 

4. 父母社經地位若越高，學生

的英文能力表現就會越好。 

5. 父母社經地位若越高，學生

的自我概念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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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奕 佩

／2006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 父

母 參 與 、

父 母 期 望

與 國 小 六

年 級 學 生

英 語 學 習

成 就 之 相

關研究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桃園縣的國小六

年級學生 

父母社經地位以及期望值會影響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 

 

謝 昀 ／
2017 

學 生 性

別 、 父 母

的 教 養 態

度 與 國 中

生 英 語 學

習 動 機 關

係之研究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林內鄉的 334 名

國中生 

1. 女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比男

學生的學習動機高。 

2. 父母教養態度影響學生英語

學習的動機。 

蕭 鈺 貞

／2007 

父 母 教 養

方 式 、 英

語 學 習 策

略 與 英 語

焦 慮 之 研

究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對象： 

台中縣國小五、

六年級 

1. 父母採開明權威的教養方

式，孩子英語焦慮程度不

高。 

2. 父母不同的教養方法在英語

學習策略上有差異。 

資料來源：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表格。 

 

有關「父母教養態度」之教育相關研究結果，分別由研究對象及研究方式

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 研究對象 

筆者發現以上與父母對於英語教學的教養態度相關的文獻中，研究對象可

分成以下一類： 

1. 以學生為研究對象（沈珮文，2001；陳緻蓉，2012；劉奕佩，2006；謝

昀，2017；蕭鈺貞，2007） 

二、 研究方法 

筆者發現許多與英語教學相關的文獻中，研究方法可大致分成以下二類： 

1. 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沈珮文，2001；陳緻蓉，2012；劉奕佩，

2006；謝昀，2017；蕭鈺貞，2007） 

2. 以探索性研究為研究方法（陳緻蓉，2012） 

三、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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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關於回顧父母對於英語教學的教養態度之相關研究發現大部分的研

究發現研究對象皆為訪問學生或國中以上的學生，沒有以教師為中心的研究對

象，且大多以問卷調查為研究方法。因此筆者將以半結構訪談國小英語教師並

探討南投縣國小學生的父母社經地位對於英語教學的城鄉差距之問題。 

綜合以上統整之內容，研究主題中皆沒有與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

的相關研究，眾數的研究方式也皆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故本研究探討南投縣國

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有其價值性以及重要性，研究的方式採取半結構訪談，不

僅可以了解南投縣內城鄉市間英語教學成效因素，也可從訪談過程中吸收不同

英語教師的經驗作為未來教學養分。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流程以及研究章節安排分述如

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南投縣內鄉鎮市國小英語教師的教學情況、了解鄉鎮市國

小所提供的英文教育環境條件與其家長的教育條件、教育投資是否有所差異而

導致城鄉間學生英語的聽、說、讀、寫以及綜合能力差距極大。為了讓研究對

象能充分且完整地表達其觀點和想法，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對南投縣內的

國小英語教師進行深度訪談，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整理分析各類文獻資料，

再設計訪談內容作為研究工具，從中了解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之緣故。並

透過此研究更能清楚國小英語教學情形，以供政府作為未來推動「雙語教學」

政策之參考。依據本研究相關文獻之探討，擬定本研究架構圖作為研究藍本，

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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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1. 張繼寧，2009：41                  2. 作者改編 

 

研究者探討許多文獻研究以及根據自身教學經驗認為，造成南投縣內城鄉

鎮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大致上可分為四大因素，分別為學校給予的教育條

件、學校對於教育的投資、家庭本身的相關教育條件，以及家庭對於教育的投

資。其中學校給予的教育條件著重於學校的地域性位置、學生集體學習風氣、

英語配課的時數、教學的環境與設備，以及英語教師留任意願；學校對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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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著重於英語教師的教學方式、課後的英語輔導、英語教育經費之運用，

以及英語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模式；家庭本身的相關教育條件可分為家庭父

母的收入、家長的教育地位，以及家長職業地位；家庭對於教育的投資重於家

長對於小孩學習英語的期望、家長參與小孩學習英文的方式，以及校外是否補

習英語。 

學校的教育條件會影響到學校對與英語教育的投資，接著再影響到學生學

習英語的聽、說、讀、寫以及綜合應用之成就；家庭本身的教育條件，會影響

到家庭對於英語的重視度，而較重視的家長會讓小孩從小就有接觸英語的機

會，因此鄉鎮市的小孩英語學習成就也因此有了差距。此外，透過訪問國小英

語教師，更能了解不同英語教師遇到不同情況的因應方式，再將訪談內容整

理、分析後歸納出城鄉英語教學差異的原因。 

 

貳、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內容總共分為五個章節，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名詞釋義、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與

章節安排，以及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等。文獻回顧主要針對以國小英語教學、

城鄉差距，以及父母態度的三大面向進行初步的研究文獻探討與分析。 

第二章：理論探討，探討造成國小英語學習成就差距之原因，內容包含我

國國小英文推行的過程、英語師資的培育、英語教師聘用的情形、學校提供的

教育條件及投資方式、家長們本身教育對於英語學習的影響、形成英語教學之

原因、造成英語城鄉差距之原因。 

第三章：探討國內各縣市推行英語教學的現況及研究，並根據縣市的師資

聘用情形、教學資源、教育經費以及教育設備的概況搜集資料並分析。 

第四章：研究資料與分析，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利用探討相關研究與

分析，設計出一系列的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問題進行訪談，並將訪談內容統整

後進行結果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依據第四章的英語城鄉教學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探

究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原因，並提出建議，供教育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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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壹、 研究方法 

為了深入瞭解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是否因城鄉差距而有明顯的不同，因此本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下將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

「訪談研究法」收集研究所需的資料，再透過收集、統整後的資料，選出適合

本研究架構的概念，再加以分析獲得本研究的結果。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的文獻分析可分為文獻回顧以及文獻分析，研究者在著手研究前需

要透過廣泛收集並分類、統整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相關的研究文獻，再進行

分析符合該議題的相關論點，進而成為研究當下可參考的研究文獻（林淑馨，

2010）。 

本研究先以「國小英文」為關鍵字，蒐集與本研究相關性較高的國小英語

教學論文、期刊，再統整成為適合本研究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理論。 

另外也收集了有關城鄉差距及父母態度之文獻，透過同主題不同的研究面

向的收集，更能準確瞭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的因素。 

二、 訪談研究法 

訪談法為質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蒐集資料的方式，研究者可透過一定

目的與研究對象的談話互動，從中可獲得特定論點的想法。「一對一個別訪

談」及「集體訪談」皆屬於訪談法的一種的形式，而訪談法的實施流程為依研

究主題尋找受訪者，研究者依主題設計訪談大綱，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並

向受訪者徵詢錄音意願（葉乃靜，2012）。 

 經由訪談的方式，研究者可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得到許多資訊，但研究者

需經過抽絲剝繭，才能得到最符合研究主題的相關內容。 

 

貳、 研究設計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力圖客觀和嚴謹，仍無法避免以下之限制： 

1. 研究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無法長時間的深入觀察與了解受訪者。 

2. 研究客觀上的限制：研究者可能多少會受個人經驗及主觀意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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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區域上的限制：只限於南投縣鄉鎮市的英語教師，並無進行全國性的

調查。 

4. 研究對象上的限制：只限於訪問英語教師，以英語教師的角度探討城鄉差

距之原因。 

 

參、 研究對象限制 

用質性研究時，研究者即是研究的工具，但礙於南投縣鄉鎮市內有太多所

國民小學及國小英語教師，因此研究對象（國小英語教師）會依據南投縣 2021

年 1 月的性別年齡層人口數的 5 到 14 歲學生年齡層5分為三大類：小型班級（約

10 人以下）、中型班級（約 11 至 20 人）、大型班級（約 20 人以上）。除了依

性別年齡層人口數可分為這三類以外，依照鄉鎮里鄰人口數分類，也可分成這

三類，人口數較多的地方，代表當地環境的工作機會多、補習班數量也多、讀

書競爭力高，甚至當地有大學的地區，相對造成城鄉差距的原因也會依此拉開

差距。因此會根據這三大類型分類國小英語教師並訪問國小英語教學相關問

題，並加以統整、分析，以及比較。 

南投縣大中小的班級學校中，會找四所大型班級學校的一位英語教師，以

及四所小型班級學校的一位教師，共計 8 位國小英語教師，分類如下：大型班

級學校預計訪問「南投市」的 2 位國小英語教師、及「草屯鎮」的 2 位國小英

語教師；小型班級學校預計訪問「鹿谷鄉」的 2 位國小英語教師、「信義鄉」

的 2 位國小英語教師，總計 8 位國小英語教師。 

大、中、小型班級的分類中，以訪問大型班級及小型班級的八校的老師，

希望透過這八名國小英語教師的訪問，可以了解該地區英語學習的狀態，再透

過統整就可以比較出南投縣內城鄉鎮國小英語學習的情形，也可以分析出為何

會有英語學習的城鄉差距了。 

  

                                                
5
 南投縣政府觀光首都，2021，《人口統計資訊管理平台》，

http://household2.nantou.gov.tw/05sexage/ 

 

http://household2.nantou.gov.tw/05sex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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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校、家庭的教育條件與資源對英語教學

影響的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國小英語教學以及城鄉差距的相關教育文獻資料，作為本研

究之研究根基與參考依據。本章節總共可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學校教育條件

及資源；第二節為家庭教育條件及資源；第三節為小節，透過以上三節的文獻

回顧資料，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進而作為本研究訪談問題設計之依據。 

 

第一節 學校教育條件及資源 

本節將分為三部分談論目前我國英語教學的實際情形：國小英語教學的教

育行政政策、國小英語教師的師資培訓，以及國小英語學習與資源。分別敘述

關於國家、學校端英語教育政策之擬定與執行、國小英語教師資格培育之方

式，以及英語在校學習的環境資源與學習狀況。 

 

壹、 國小英語教學的教育行政政策 

一、 英語教學延伸至國小三年級實施 

我國於 2001 年國小高年級全面推動英語教學，並於 2004 年開始國小三年

級開始正式實施英語教學，但各縣市開始實施英語教學的年級卻並不一致。以

語言發展學的觀點，Penfield & Roberts 於 1959 年提出孩童習得語言的能力和他

們大腦的發育程度有關，最佳的語言學習期間為 4 到 10 歲，在這段時間，大腦

可塑性高，而過了這段黃金學習時間後，大腦的可塑性則開始逐漸消失（未來

Family 編輯群，2019）。Lenneberg（1967）認為人的大腦從 2 歲時開始進行邊

化（Lateralization），而在大約 11 歲至 19 歲時大腦會完成邊化，在這期間會以

全腦的方式學習語言，爾後則會以左腦負責語言學習，因此以全腦的方式學習

語言的效果會比以左腦學習的方式更好，因此，這也就是此學者提出的「語言

學習關鍵期」(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Johnson 和 Newport (1991)指出語言屬

性(Property of Language)與普遍文法(Universal Grammer)會按照年齡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表現。第二語言於 14 歲到 16 歲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語言習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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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現會穩定地下降，因此，兒童的第二語言學習的最後關鍵期是在國小三年

級（石素錦，1998）。 

 

二、 英語文領域節數 

於2008年教育部公告九年一貫英語課程綱要，將英語課程分為兩個階段6：

第一階段為國小三、四、五、六年級；第二階段為國中一、二、三年級。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得知，語文學習領域佔總學習領域的 20%至

30%，而英語課程節數通常會分配到一節課，但通常會再由彈性學習領域課程

中，規劃一節英語課7。許多縣市也會將英語學習提早向下延伸至小學一、二年

級，利用彈性課程，規劃一堂英語課，提早讓孩子接觸英文，奠定英語的基礎

（李佳穎，2019）。 

於 2019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的 108課綱，將英語分為四個學習階段8：第

一個英語學習階段為國小三、四年級；第二個英語學習階段為國小五、六年

級；第三個英語學習階段為國中七、八、九年級；第四個英語學習階段為高中

十、十一、十二年級。依據「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民教育個學習階段之領域課

程規劃」得知，語言學習領域不再以總領域範圍的比例數規劃，而是規定該科

目的節數，由下表 2-1-1 得知在國小階段，國小三、四年級部定領域學習課程規

劃英語文課程一節；國小五、六年級部定領域學習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兩節。

除此之外，有些學校會利用校訂的彈性課程規劃一節課給國小三、四年級，以

及國小一、二年級實施英語文課程9。 

 

  

                                                
6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9&mid=233 
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總綱》。

https://www.k12ea.gov.tw/Tw/Common/SinglePage?filter=F34E9417-8374-4A02-97CC-0DEDFD13514F 
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8 課綱資訊網》。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2.php 
9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1，《常見問題》。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BA5E856472F10901&sms=5588FE86FEB94225&s=8636E453E

A907A58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9&mid=233
https://www.k12ea.gov.tw/Tw/Common/SinglePage?filter=F34E9417-8374-4A02-97CC-0DEDFD13514F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2.php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BA5E856472F10901&sms=5588FE86FEB94225&s=8636E453EA907A58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BA5E856472F10901&sms=5588FE86FEB94225&s=8636E453EA907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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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民小學各學習階段之課程規劃 

領域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部

定

課

程 

領域

學習

課程 

語文 

國語文(6) 國語文(5) 國語文(5) 

本土語文 / 新

住民語文(1) 

本土語文 / 新

住民語文(1) 

本土語文 / 新

住民語文(1) 

- 英語文(1) 英語文(2) 

數學 數學(4) 數學(4) 數學(4) 

社會 

生活課程(6) 

社會(3) 社會(3)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藝術 藝術(3) 藝術(3)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2) 綜合活動(2)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領域學習節數 20 節 25 節 26 節 

校

訂

課

程 

彈性

學習

課程 

統整性主題/ 

專題/ 

議題探究課

程 

2-4 節 

3-6 節 

4-7 節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學習總節數 22-24 節 28-31 節 30-33 節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課綱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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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小英語教師的師資培訓 

一、 英語教師來源 

「英語」不僅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語言之一，我國對於英語的重要性也逐

漸增長，預計在 2030 年成為台灣的第二語言，因此英語教育更是不可小覷。在

國小，英語學習的開拓者為國小的英語教師，國小英語教師為奠定英語基礎的

重要靈魂人物，然而因倉促推動英語，欠缺遠程計畫，且各縣市所需的英語師

資供不應求，以及教師私人因素考量而調動，造成合格的英語教師極為不足

（詹餘靜，2006；張湘芬，2010）。 

在台灣，目前國小英語由以下五種資格的英語教師教授：本籍英語一般教

師、本籍英語共聘教師、本籍英語巡迴教師、外籍英語教師，以及雙語教師，

將透過以上五種分類分別敘述。 

1. 本籍英語一般教師 

在國小階段，本籍英語一般教師可再分成為三個類型：英語正式教

師、英語代理教師，以及英語代課教師。 

（1） 英語正式教師：具有合格教師證，且由各縣市的國小委託各縣市政府

辦理聯合教師甄試，並通過英語科第一階段筆試和第二階段面試與試

教的英語教師。 

（2） 英語代理教師：不一定具有合格教師證或完成教育學分，由各學校自

行甄選聘任，或委託各縣市政府辦理分派的代理英語教師。聘期皆為

一年一聘，將以全部的時間擔任學校英語教師，而其職位是因編制內

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產生而出的。 

（3） 英語代課教師（或兼任教師）：不一定具有合格教師證或完成教育學

分，由各學校自行甄選聘任，而代課教師無聘期問題，有些會以學期

聘任，而有些則是短期代課。代課老師不像正式教師、代理教師一樣

需整天待在學校，只需有課再來，沒課就可離開學校（全國法規資料

庫，2020）。 

2. 本籍英語共聘教師 

於國小階段，經由與正式教師一樣的甄選聘任方式得到正式英語教師

資格，但此類型的教師並非單獨任職於單一學校，共聘教師會有主聘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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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及從聘學校。偏遠地區的學校會因各校的英文學習節數不足而無法招

聘英語教師，因此該偏遠地區學校會與鄰近的一、兩所學校合作共聘英語

教師（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18；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2017）。 

3. 本籍英語巡迴教師 

於國小階段，經由與正式教師一樣的甄選聘任方式得到正式英語教師

資格。部分縣市設有英文巡迴教師中心，此類型教師所專任的學校稱為中

心學校，則去其他學校巡迴服務的稱為從屬學校。巡迴教師的各該主管機

關會依據從屬學校的實際需求進行短期課程調整或員額異動的配合異動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18；植根法律網，2018）。 

4. 外籍英語教師 

2002 年行政院長游錫堃不僅指示國小英語教學年齡層要向下延伸外，

還引進了外籍教師。外籍英語教師可由教育部協助引進或著由各縣市政府

自行辦理10。外籍英語教師必需是來自英語系國家，且英語必須為母語；

外籍英語教師須具備大學以上的學歷，也要具備國中或國小的教師資格；

外籍英語教師要出示相關身心健康檢查合格之文件；外籍英語教師須在該

國家先向主管機關申請無犯罪紀錄的相關證明文件11。除了引進外籍英語

教師以外，教育部還會每年安排職前以及在職的專業研習，不僅可以幫助

外籍教師們了解台灣的英語教育政策外，還可以加速外籍英語教師適應台

灣的生活。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至台，甚至到偏遠的地區國中小學服務，對

於學生英語的聽、說能力會有明顯的幫助，也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機會

與動機，學生也可以透過與外師的互動，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提升英語

學習的興趣，更能增廣國際視野12。 

 

                                                
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計畫》。https://www.k12ea.gov.tw/Tw/Station/AffairDetail?filter=63F293A9-0155-

41A3-97B7-46E43E4685FE&id=f943c82d-4372-4696-8b7b-fa2ad58fbb6d 
11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17，《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設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要點》。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222 
1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0，《外籍英語教師在職研習提高教學成效》。

https://www.k12ea.gov.tw/Tw/News/K12eaNewsDetail?filter=9F92BBB7-0251-4CB7-BF06-

82385FD996A0&id=630bd0ff-604b-4d83-9665-9fa0fc0031ba 

https://www.k12ea.gov.tw/Tw/Station/AffairDetail?filter=63F293A9-0155-41A3-97B7-46E43E4685FE&id=f943c82d-4372-4696-8b7b-fa2ad58fbb6d
https://www.k12ea.gov.tw/Tw/Station/AffairDetail?filter=63F293A9-0155-41A3-97B7-46E43E4685FE&id=f943c82d-4372-4696-8b7b-fa2ad58fbb6d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222
https://www.k12ea.gov.tw/Tw/News/K12eaNewsDetail?filter=9F92BBB7-0251-4CB7-BF06-82385FD996A0&id=630bd0ff-604b-4d83-9665-9fa0fc0031ba
https://www.k12ea.gov.tw/Tw/News/K12eaNewsDetail?filter=9F92BBB7-0251-4CB7-BF06-82385FD996A0&id=630bd0ff-604b-4d83-9665-9fa0fc003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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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雙語教師 

此部分提到的雙語教師指的是能使用英語教授其他領域科目的教師，

目前政府正在推行雙語教學（全英語教學），以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為教學取向，希望雙語

教師能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教授英文科以外的各領域科目（田耐青，

2020）。 

 

二、 英語教師資格培訓 

國小英語教師對於國小才學習英語的學生是奠定他們英語基礎的第一先鋒

者，學生英語學習成效的好壞以及對於學習英語的興趣都是靠著國小英語教

師，因此國小英語教師的師資培訓更是不可或缺的。在 2005 年國小實施英語教

學前，不只現職教師或著師資培訓機構都沒有相關英語課程的訓練或研習，導

致當教育部開放英語教師考取教師甄選時，報名英語教師的考生中大都分散於

大都市，只有零星的英語考生在非都會區；2005 年後國小英語教學向下延伸到

三年級實施時，英語的師資問題更為迫切與需要了。教育部請各校的師資培育

機構開設英語教學職前培育的機會，而具有合格教師證的教師，也可參加各縣

市政府的培育（陳淑玲，2000），經由師資培育機構開設的英語教育學系培育

人才，有 109 位畢業生於 2004 年的 8 月份分派至不同個國小擔任英語教學的工

作（蘇清泉，2004）。教育部於 2011 年推動國小教師證加註專長，在校的師資

培育生於 2011 年開始實施加註英語專長；2012 年鼓勵現職的一般教師加註英語

專長；2013 年鼓勵現職合格的英語教師可自由的加註（林宜真，2011）。根據

教育部的公告實施要點，師資生及一般教師只要達成以下兩點條件，就可取得

加註英語專長：具備 CEF-B2 級以上的英語能力、至少修完 26 個英語專長學分

（林思宇，2011）。 

2018 年行政院欲將台灣推動成為雙語國家，預計在 2022 年培育 2000 名全

英語教學的雙語師資，並在 2030 年可以全面於國小教育階段實施全英語教學。

教育部於 2018 年開始執行「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於 2019 年在 19 所

的師資培育大學開設全英語教學師資職前的培育課程。全英語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就是將學科的知識內容與外語學習相結

合，也就是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方式，教授其他學科專業的知識，期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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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依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也能增進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馮靖惠，2020）。 

 

參、 國小英語學習與資源 

從 2002年的九年一貫英語課程至 2018年的十二年國教英語課程執行階段，

雖有許多的配套流程，但許多問題依舊存在，例如：師資問題、課程設計與教

學問題、學習時數安排的問題⋯⋯等。教師們本身準備好教學與否，會影響到

學生學習的態度與動機，進而再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許家菁，

2019）。學校也是提供教育的主要環境，學生學習的成效不僅和學生成長背景

息息相關，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環境，以及整體學校學習風氣和英語教師分

配到的英語教學課堂數也是影響英語學習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學校地域背景 

「教育地理學」為透過學校地理位置的視角探討教育的成效（L. Bondi, & 

M. H. Matthews，1988）。學校的地理位置、區域環境都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學

生學習的意願。Taylor（2009）以地理學中的「尺度」（scale）作為解釋地理

和教育間的相互關係。Taylor 以不同空間規模進行教育地理學，以下可分為六

種教育：教育主體（Learner - Child/ Adult/ Employee）、鄰里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 - Neighborhood）、學習空間（Site of Learning – School or College/ 

Workplace/ Household）、區域（Local Authority - Region）、國家（Central 

Government - Nation），和國際（International）（謝雨潔，2004）。 

「教育主體」的研究可分為兒童及青少年、大學生，和教職人員。對於兒

童及青少年，Reay（2007）認為學生們的主體聲音與經驗是非常重要的，Reay

曾以居住在美國內層的低收入地區的學生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學生當他們從小

學階段畢業後，要升學、分發至中學時，有以不同的方式反應他們想自主選擇

就讀的中學，學生們雖然在一開始反對就讀風評不好的中學，但礙於沒太多的

選擇權，只能就讀這些風評不好的中學，但在他們就讀後，對於學校的既有認

知卻產生了變化。van Igen and Halas（2006）研究加拿大的四所高中的原住民學

生，發現這四所學校的原住民學生會透過在戶外抽菸的空間，創造屬於自己的

空間，這些空間會讓他們互相強化族群間的意識形態，以及他們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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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Ansell（2002）在研究中假設部分的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不論

是在學校還是生活環境中，不是順應主流論述，就是與當時的主流抵抗到底，

也就是因為如此，進而塑造出屬於他們的教育環境，以及社會關係；對於大學

生來說，Roy（2009）於研究中顯示對於大學生來說，會因應不同身份的學生

而有了不同的生活風格；以教職人員的方面，也是深深影響到教育空間是如何

形成的，以及學生學習成長上主體的經驗。Holloway and Pimlott-Wilson

（2011）的研究清楚的表明學生對於學習成就的期望，對於居住環境中屬於低

收入地區的家長們，他們對於小孩子們的學習成就期許是不太適切的。因此對

於能否成功執行由上層到下層的教育政策，不論是學校的行政人員，亦或是學

校的教師，他們對於教育的態度以及做法都是非常關鍵的！ 

「學習空間」著重於學校，尤其是以下兩個面向：「時、空」。學生們日

常中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待在學校，而學校也是可以將學童的空間與成人社會的

空間暫時隔離出來（Collins and Coleman，2008；Holloway and Valentine，

2000）。Kraftl（2006）認為學校內的日常環境物件、佈置，對於學生於童年時

期建構基本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學習環境的學習空間，不僅會影響到學

生學習的日常生活經驗，也會進而塑造出學生個人的特定認同。 

 

二、 學習節數與教師的教學與評量 

現今在線上的國小英語教師，大約有一半的老師在上英文課時，中英文的

語文使用比例為各半，國小英語教學階段的重點較著重於聽力、口說，對於國

小英語來說，能在日常生活中能理解他人的語意，以及能清楚、明白地表達出

自己的意思為主。而閱讀、寫作的教學重點比例較少，只需多利用簡短、有趣

的故事或短文，在有意義的環境下認識新的英文單字、句子及文章結構，也只

需提供抄寫活動與字詞填寫，培養造句的寫作能力（教育部，2019）。台師大

外語學院前院長張武昌曾經說過，英語教學的聽、說、讀、寫比例分配，會因

年段而不同，著重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低年級的聽、說佔七成，而讀寫只佔三

成；中年級聽、說佔了六成，讀、寫佔了四成；而高年級準備銜接國中，因此

聽說與讀寫各自佔了五成（阮筱琪，2018）。因此英語教師多採用多元化的教

學評量模式，國小階段多採形成性評量，可根據學生的起始學習狀態，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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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個別進步情況，與學習態度納入評量範圍，作為評量的參考。另外，課

堂上觀察的口語練習或角色扮演亦是多元化評量的一種（陳靜怡，2007）。 

謝淑娟（2001）以桃園縣的國小英語教師為對象研究其上課方式，調查出

英語教師使用的評量方式是以口語問答、聽力測驗以及課堂遊戲檢視學生學習

狀況；李漢文（2003）以台東縣教授國小六年級英語的老師為對象，發現大多

教師的評量都有相對的指標可用來評分，而評分的項目有學生們的自我評量、

課堂參與活動的表現，以及平常成績：習本的表現與口語表達能力；何福生

（2003）則以澎湖縣的國小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他們評量方式也是以多元的

方式評估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聽力、課堂表現、口語表達、作業用心程度、參

與遊戲態度及角色扮演成效。 

雖然目前的英語課程評量方式多為「形成性評量」，可以從學生日常中的

學習態度，以及進步程度做為評分的一句，但大部分還是會以紙筆考試、課堂

表現的評量方式作為學生英語學期成績的主要依據。 

 

三、 英語教學起始年級 

2001 年時，開始實施九年一貫的課程，在國小五年級、六年級開始有英語

課程，也因英語在全球的重要性，與需求性，部分的縣市政府提早英語學習的

年段也增加了英語教學的節數，而在 2005 年政府將英語學習提早向下延伸至國

小三年級、四年級（何福生，2003；李漢文，2003）。但在九年一貫課綱內，

國小英語學習的節數並沒有文明規定，而是用該語文領域的比例去分配的，因

而才造成國民小學英語教學所實施的年級或是英語教學的節數在各個縣市有不

一致的情形（楊愛嬋、楊愛施，2010）。 

2019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已不再以領域的比例數模糊規範英語

節數，現已明確訂定在國小中年級階段三、四年級的英文課程為一節、國小高

年級階段五、六年級的英文課程為二節。另有學校會將額外的校本課程規劃為

國小三、四年級和國小一、二年級英語相關的國際教育課程（教育部，

2021）。 

 

四、 學生學習動機 



 
 
 
 
 
 
 
 
 
 
 
 

 

30 

 

英語學習的學習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內在動機為學生在學習

英文的過程中，以愉悅的心情獲得滿足，而此正向的情緒會促使學生想要繼續

學習英文，產生內在動力，布魯納（J.S. Bruner）強調內在動機對於學生學習的

影響，好奇心、成就感、認同感及互惠感皆為學習的內在動機因素（陳李綢，

2000）；外在動機為學生學習英文是為了獲得他人的獎賞，或著是避免被他人

處罰，即可稱為外在動機（張景媛，2000）。 

內在的學習動機是學生在學習英語時最重要的關鍵，進而在影響到英語學

習成就的因素。若學習英語不是為了特定目的的學習動機，那麼學生的英語能

力也有可能慢慢的低落，造成英語習得無助感（施宥廷，2016）。因此在國小

英語學習階段，多數英語老師會以遊戲的方式，引起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興

趣，透過小組、個人遊戲競賽之方式，激起學生的好奇心與好勝心。 

外在的學習動機通常是藉由外力的方式，英語教師通常會使用隨機點名的

方式請學生回答問題，此時學生會害怕被點名，就會加強英文的能力；英語也

時常會有形成性的評量，會督促小孩子學習英語；有些英語教師會使用社會性

增強的方式，讓學生收集點數，換成自己喜歡的獎品。以上使用外力的方式可

以刻意的督促學生練習英文、使用英文，以及複習英文（張琬喬，2011）。 

 

五、 教學環境、教材與設備 

於九年一貫的語言科課程修訂綱要中，為了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的

四種語言技能，英語教學應盡量運用平面教材、教具和網路及硬體設備資源。

教學時，英語教師可多設計情境化的活動，利用情境畫的教學，讓學生盡量可

身歷其境，在未來相似的場合可應用，並多設計同儕間與師生間雙向的互動練

習，讓學生可以在活動中學習，達到做中學的效果。在英語教學時，較著重於

建構式的方法出發，讓學生先理解情境，再練習局部語言，後應用語言，對於

學生來講，會較有概念。而英語教師再增強學生口語表達能力時，可使用圖卡

或肢體動作的方式，增加學生對於語意的認識；增加閱讀能力時，可使用簡單

有趣的故事環境中認識新詞、句子，學生也可嘗試透過字母拼讀法的規則，練

習拼讀以及認字。在書寫的增能上，英語教師可多提供學生一些臨摹、抄寫的

練習，以及字詞填空和造句練習，培養學生基本的寫作能力。最後再將四個能

力整合，提供一些情境化的整合能力訓練，例如：點餐、規劃行程、安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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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規劃路徑，以及閱讀報章雜誌等方式，不僅貼切實際的生活，又可以利用

統整通、說、讀、寫的能力，學習到不同主題的單字，進而達到提升學生閱讀

興趣（教育部，2003）。 

在十二年國教的 108 課綱當中，希望英語的課程能夠符合生活化的原則，

透過趣味及實用的活動設計，納入一些台灣在地的本土教材，使得主題有多元

層面，不僅能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也能和世界接軌，培養學生的溝通互動能

力、現代的公民素養，進而成為能夠參與未來社會與世界的優秀公民。在教材

與活動設計方面，新課綱著重設計的多元、多樣化，以各式各樣的主題融入教

學活動中。在國小階段，英語教師應要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四種語言能

力，需以學生為中心，並融合聽說讀寫，循序漸進的方式，適時複習與加深加

廣，培養學生的英語能力。此外英語學習的內容，需因應不同學生的語文能力

而作差異化的教學，另英語教師應培養學生基本的溝通能力，學生能與一般人

進行簡單的日常交談，因此建議課堂中的英語教學，應設計較多元的溝通式活

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培養基本的溝通能力。沈浸式教學可讓學生有置身其

中的感覺，學生可透過平面及視聽教材，以及童謠、歌曲⋯⋯等方式增加英語

使用的機會，也透過情境化的活動設計，同儕間與師生間雙向互動練習，讓學

生可以在活動中學習英語（教育部，2019）。 

 

第二節 家庭教育條件及資源 

我國政府規定英語教學實施皆從國小三年級，但各地皆有學習成效落差的

現象，而造成英語學習的城鄉差距之因素，其說明如下： 

壹、 家庭教育環境 

一、 家庭背景 

在台灣，英文從先前的國際化語言，到未來可能從為第二語言，不管對於

家長或是學生都是極為重要的。許多家長認為孩子如果能越早學習英文，越能

在英語學習這路上站穩腳步，因為在目前的社會觀念中，大部分的家長都希望

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因此都市的家長，或是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會盡量讓

小孩從小就讀雙語幼兒園以及英語補習班。然而以上兩點的學費都偏高，對於

都市父母或社經地位教高的父母有時都是一種龐大的經濟負擔，更何況對於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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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父母來說，為了讓一家子能夠吃得飽、穿得暖，都花了極大的力氣，更何

況對於提早讓孩子接觸英語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 

不論是何種語言的學習，皆須有人陪伴、成長，英語學習也亦是如此，因

此家長參與學生英語學習的方式、態度，也是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再進

而影響到英語學習城鄉差距之緣故。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們會盡全力參與孩子的

學習，並全力的協助孩子；低社經地位的家長們則是認為小孩子只要能養得

活，甚至健健康康即可（李宜靜，2010）。父母對於孩子英語教育程度的重視

度取決於父母自己本身的教育知識水平高低，因高知識水平或社經地位高的父

母本身知道英語的重要性，英語對於就學階段或者是求職階段皆是重要不可或

缺的必要條件，所以這些高社經地位父母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日常生活環境中

就已接觸英語了。相對於家庭社經背景較低的父母來說，有穩定工作，孩子能

夠健康的長大，且有去學校上基本的教育，已是最好的狀態。並且因父母的知

識程度也較低，接觸英語的機會更是少，因此也無法有較多的方式與能力陪伴

孩子學習或是讓孩子有接觸英語的機會（李仰曼，2017）。 

Robert Plomin 和 Emily Smith-Woolley（2018）提及在研究學習成就是否被

學校型態或家庭背景影響時，發現英國私校學生的平均成績會比英國公校學生

學習平均成績高出 0.5%，在英國的私立學校，並不是因為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

好就可以就讀，而是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私立學校的校方會以篩選家長們的

家庭背景與收入再考慮是否讓他們入學。在此研究中，還研究出小孩來自高社

經背景家庭的學習平均成績會比小孩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習平均成績高 8%，因此

家庭的背景因素影響會比學校環境影響還要大許多。另外，此研究更有一個顯

著的發現，「基因」對於學習成就上也是影響非常大的因素之一（曾多聞，

2018）。 

 

二、 家庭基因 

學生的學習表現與遺傳基因息息相關，基因的影響性極大，基因可決定一

個人的個性、一個人的行為、一個人的自信度、一個人做事的穩定度、一個人

面對環境的能力，更能決定一個人的智商，這些因為基因產生的因素，都會直

接的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就（李昀澔，2014）。雖然智商影響到學習成就，但

主要的影響源頭還是來自基因，很多時候，基因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因素往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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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料之外，舉例來說：學習階段需保持極高的專注力，而膀胱較虛弱、無力

的小孩，常常需要解決生理上的需求，因此課堂、讀書或考試都會被打斷；有

些 小 孩 有 注 意力 不足 過 動 症 （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基因也是造成這症狀的其中因素之一，ADHD 會影響到小孩的專注

力，也會影響到小孩學習和活動的參與，更會影響到他們與其他同儕間的社交

行為（王亭之、陳麗秋，2017）；有些聽力能力較弱的小孩，會因為需要花多

一些時間聽取教師所說的資訊，而無法跟上教師講課的速度，造成許多課堂資

訊會遺漏，再導致課業學習上造成落差（李昀澔，2014）。 

 

貳、 家長教育方式 

社會中最小單位的組織是「家庭」，家庭環境也是小孩們於出生後第一個

接觸到的社會環境，而家長的行為模式對於小孩的成長過程中，是影響最直

接，也是影響最多的。Bandura（1969）在他的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到人的行為主

要是靠後天習得的，小孩們在成長過程中會尋找榜樣去觀察學習、模仿學習，

因此小孩在形成人格的過程中，會於無形當中受到家長的人格特質，以及教

養、行為方式所影響。 

一、 父母教養方式的意義 

不同父母的教養方式會對於小孩的學習會有不同的影響，國內也有許多學

者針對教養方式有不同的解釋定義。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對於孩子們生活規矩

與作息的管教行為與策略（王鍾和，1993）；父母的教養信念以及行為的特性

會從父母教育子女時觀察（劉淑媛，2004）；父母對於小孩正常人格及合理行

為與態度會透過自己本身的價值觀、認知、信念，以及情意去塑造及教導（李

雅芳，2005）；孩子們的認知發展以及他們行為上的表現可透過父母的個人價

值觀教導方始觀察到家長們的教養信念（林維彬，2007） 

 

二、 父母教養方式的類型 

目前在國內學者對於教養方式的分類看法是相當多的，但依據分類數量的

不同可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單向度、雙向度、多向度。 

單向度的區分方式中每個類別都是清楚、明瞭，且獨立的。Elder（1962）

提出了七種父母的教養方式，這七種方式都是根據父母支配性進行分類，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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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忽視、放任、溺愛、放任、平等、民主、威權，以及專制；Pumroy

（1966）提出了五種類型的父母教養方式，其分類方式為：保護型、拒絕型、

嚴厲型、放任型以及忽視型；Baumrind（1967、1971）提出了以下三種類型的

教養方式：放任、民主，與接納。 

雙向度在國外可分為四種分類，這四種分類是由兩種不同特質中再分為高

低組合，就可產生四個現象的分類。Maccoby 和 Martin（1983）將兩向度的

「要求」和「回應」組合中，再各自細分為高與低的組合，形成以下四種組

合：高要求、低要求、高回應、低回應，參考下圖 2-1；Williams（1958）以

「權威」及「關懷」這兩個向度中再以高、低組合分類，得到以下四種教養的

方式：「高關懷、高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高權威」、

「低關懷、低權威」，參考下圖 2-2。Bronfenbrenner（1961）將「控制」、

「支持」的組合再分為以下四種：「低控制、低支持」、「低控制、高支

持」、「高控制、低支持」、「高控制、高支持」，參考下圖 2-3。在國內的研

究中也可找到相關的雙向度教養方式，其中可分為四種類型，簡述如下：袖手

旁觀型屬於低要求低回應、寬鬆放任型屬於低要求高回應、開明權威型屬於高

要求高回應、專制權威屬於高要求低回應（吳佩玲，2010；吳怡瑱，2010；楊

騏嘉，2008）。 

 
圖 2-1 Maccoby與 Martin 的父母教養方式圖。 資料來源：幼教資訊期刊 24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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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Williams 的父母教養方式圖。資料來源：幼教資訊期刊 246 期 

 

 

 
圖 2-3 Bronfenbreener 的父母教養方式圖。資料來源：幼教資訊期刊 246 期 

 

多向度是以三度空間的探討方式，以多向度的方式描述教育，能更恰當的

展現其型態，但由於此分類的方式相對於單向度、雙向度來講，實在過於複

雜，所以較少研究者使用多向度的研究方式，因此多向度的實用性也較低（楊

國樞，1986）。Becker（1964）將父母教育方式以三個向度區分：限制—溺

愛、敵意—溫暖、焦慮—冷靜，再以這三向度進而區分得出了八種類型的教養

方式：過度保護、有組織的效率、嚴格控管、權威性、焦慮的神經質、忽視、

縱容，以及民主（傅清雪，2011）。 

 

參、 學生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對學生學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生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效是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美國前教育部長 Bell 曾說過在教育的這條路上有三件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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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牢記在心：第一件事是動機；第二件事是動機；第三件事還是動機（單文

經，1998）由此可見動機對於學習的重要性是極為重要的。 

一、 學習動機的涵義 

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是可以引起學生專心學習原動力的因素，

在教學流程中更是重要的第一項教學活動。Brophy（1987）將學生學習的動機

分成兩類：第一類型的學生對於任何關於學習的活動都具有興趣，且有學習動

機的「普遍行學習動機」；第二類型的學生只對特定的學習科目有興趣，會想

要認真學習的「偏重型學習動機」，往往會學生屬於偏重行學習動機的，都是

在學習過程中受到與教師相處間關係或者自己學習成效好壞而造成的。Slavin

（1997）將學習動機分成了兩個類型，第一個是內在動機、第二個是外在動

機，內在動機為學生本身對於該事件就非常有興趣，事件的本身具有極高的激

勵價值；而外在動機可以以教師透過社會性互動方式（讚美、鼓掌，或擁

抱）、活動性增強（玩遊戲、競爭活動），或是代幣增強方式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進而願意學習（賴香如，2004）。 

 

二、 學習動機的理論背景 

教育學理論當中，從古至今有許多不同學派的學者對於學習動機的定義與

分析解釋有所不同。以認知心理學派的學家覺得學習動機是個體對於求知所產

生的需求；以人本主義學派來說，個體對於事情的動機原本就存在於成長階段

中，它是屬於發展階段中基本的內在原動力；對於行為主義學派的心理學家而

言，會將學習當作是一個外在因素在控制的歷程，外在因素控制著學習的產生

歷程（張春興，2003）。以下為關於學習動機相關的理論，整理如下： 

1. 期望—價值理論 

Eccles 和 Wigfield（2000）曾透過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提出動機中關於

期望與價值理論，學習者本身對於成就行為所做出的選擇或表現，是來自

自身對於任務的期望，以及對於任務的價值。對於學習而言，若任務是能

夠成功就是有價值，那麼學習者就會主動努力學習。本理論可分為兩部

分：期望、價值。「期望」為若是學習者本身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越高信心

的預期想法，那麼工作任務的完成度也越高。「價值」又可分為四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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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別為學習者對於能否成功完成任務之重要性的「成就價值」；學習

者是否能從中獲取樂趣的「內在價值」；學習者將評估任務對於自身利益

關聯程度的「效用價值」；學習者對於任務失敗、符合他人期望，或是其

他較負面想法若失敗所要付出的相關「代價」。 

2. 歸因理論 

溫納（Weiner）於 1979 年提出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此歸

因理論將重點著重於人們對於行為結果的成功或失敗，因此歸因理論又可

稱為「成敗歸因」。溫納將人們對於行為成果成敗因素分成了六個因素，

分別為：行為者評估自己是否能勝任任務的「能力」、行為者在任務過程

中的「努力」、行為者認知中任務的「工作難度」、行為者認為任務是否

能順利完成與「運氣」有所關聯、行為者在執行任務的工作效能會被當下

的「身心狀況」影響，以及「其他」人事物的因素影響。而以上六個因素

又可分為三個向度：內外控因素來源、穩定性、能控制性。成敗因素來源

可由個人內控條件的個人能力、努力和身心狀況，與環境的外控因素組

成；在以上的六個成敗因素中又可分為穩定不隨環境改變的能力、工作難

度，和不穩定性組成；成敗歸因的六個因素中，行為者只有努力這個因素

可以自己控制以外，其餘的五項因素行為者都是不可控制性的。 

因此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對於成就會有高低不同，以及對

於詮釋學習成果的成功或者是失敗方式不同的學生。學習表現就好的學生

會將成功歸因於學習者自己的能力以及努力，相對地，若學習成就表現較

好的學生則會把失敗的結果歸咎於他們自己不夠努力，因此在未來的學習

當中，他們會以更努力的方式加強自己學習上的不足。反之，成就表現較

差、成就需求低的學習者則會把失敗的成果歸因於他們自己本身能力就不

足，而他們處理失敗的方式，就是選擇停止學習，避免繼續失敗。總結來

說，高成就學生將成功結果歸因於能力，失敗成果歸因於努力不夠；低成

就學生將成功歸因於運氣及任務難易度，失敗成果歸因於能力不足（張春

興、林清山，1993） 

3. 自我效能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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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杜拉（A. Bandura）為社會學習論的創始學家提出了自我效能論

（Self-Efficacy Theory）。此理論在指學習者在追求特殊任務時的動機強

弱，會受到學習者對於自己本身工作效能的評估。自我效能可透過以下四

個方面的學習學到正確的自我評估：由同類型的任務獲得的「直接經

驗」；由觀察他人的學習或是替代的學習過程中，相互推論後的「間接經

驗」；由各式各樣不同類型但相關領域的書籍獲得的「書本知識」；透過

相關的體能訓練了解是否能勝任困難任務的「體能訓練」。自我評估完

後，學習者須有能力再將任務的難度排列，稱為「廣度」；學習者也因為

任務完成信念的「強度」高低，而有不同的學習經驗；學習者的學習經驗

中，可以將一些相同的經驗「類化」至不同的情境中學習新知識。因此，

自我效能論對於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學習者成就的高低、學習者決定

事情的策略、學習者努力的程度，或者是遇到困難時的堅持度，以及遇到

挫折時的應對能力，都是深深的受到自我效能的影響（程炳林，2000）。 

4. 成就動機理論 

McClelland 和 Atkinson 將人類內心想要達成成就的行為稱為成就動

機，而這是由成就需求，以及避免失敗需求相互作用後產生的結果。若是

成就需求度多於另一項需求，那麼學習者就會達成想要追求的成就，那麼

學習者也會主動參與活動，達成目標（張春興，2003）。 

 

三、 學生學習動機 

當英語不僅在全球或著在台灣有著逐漸重要的趨勢時，許多家長會讓孩子

於學齡前就接觸英語，並讓孩子就讀雙語幼兒園，為的就是讓孩子提早接觸英

語，贏在起跑點。但這也造就了部分孩子的英語程度已遠遠超過一般小學生的

英語程度，因此這就是為何在同一班級裡存在著學生英語程度兩極化的現象。

而這些現象不僅存在於同一班級裡，也存在於同一縣市內和不同縣市間。不過

這也造成社經背景低的學生和偏鄉的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無助感，因孩子在學

習英語的過程中，容易互相比較，會覺得他人都會而他不會的自卑感，這就容

易造成英語習得無助感以及開始害怕學習英語，等日子漸漸拉長後，英語程度

也就跟著拉大，到最後也就失去學習動機並放棄學習英語。 

而家長對於孩童學習的態度，與孩子對於學習的動機有著非常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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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民瑜，2006），當家長越重視孩子的英語學習狀況，甚至陪伴孩子學習英

語，孩子對於英語學習越是重視，也會相信學好英語對於自己的未來是一種助

力；當家長越不重視孩子的英語學習狀況，或是為了工作、養家活口，孩子會

仿效父母，認為在未來的日常生活中，並不會使用到英文，不學英語也不會影

響到生活，有些則是會認為父母親工作辛苦，若想要額外進修英語，會造成父

母經濟上的負擔，漸漸地，英語學習動機也逐漸缺乏了（林婉惠、朱玉娓，

2013）。 

 

肆、 補習增能影響 

目前補習的行為在台灣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街道上無論是學科或是術

科的補習班都比比皆是，由於現在的教育趨勢偏向於考試升學，導致許多的家

長會讓小孩下課後繼續去補習班加強課業，甚至在就學前提早送去補習班先修

未來學校的學科，為的就是不讓孩子輸於起跑點，當然，有些家長送小孩去補

習班的原因是自己本身無時間或無能力教導小孩。但無論是哪一種因素，補習

已成現今社會的一個現象。 

一、 補習對社會的影響 

台灣現今的社會，因普遍知識教育水平提升，無論是家長或是學生都非常

注重課業，又因就讀的學校或學習環境會影響學生日後的生活，學歷更會影響

到未來薪水的高低，因此升學非常重要。但也因為選校的重要性，導致了台灣

社會變成了升學導向主義，以及文憑主義的現象，因此考試的競爭文化造成目

前盛行的補習風氣。然而盛行的補習風氣，雖然可增加學生的學習成就，但卻

造成部份學生課業上的壓力，也造成一些家庭經濟上的負擔。 

二、 師資結構不足 

近年來，因應英語在台的重要性，英語教育顯得不可或缺。但無論是學校

環境或是坊間的補習班，英語師資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在台的學生學習

英語的年齡層逐漸下降，然而英語學習需求增加，英語師資也缺乏，且許多英

語師資能力參差不齊，因此這也是造成英語成效城鄉差距的原因之一。 

於學校方面，許多偏遠地區的學校教師會因為許多因素而調動，造成教師

流動率高。偏鄉地區的英語教師大多藉由非當地的英語教師透過教師甄試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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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至少留任三年；公費生也會在服務期滿後調離所在的學校。若是偏鄉地區的

學校常常更換新的英語教師，對於學生，不僅學習上會無法長期推動與協助英

文，對學生心靈上的學習依附也會造成頗大的影響。再來，台灣在未來的幾

年，打算將英語變成台灣的第二語言，也預計在 2030 年全面執行雙語教學，而

雙語教學師資雖然目前已有些許師培中心開始培育師資人才，但是否有足夠的

師資能應付全台的學校，這也說政府需解決的問題。 

對於坊間的英語補習班方面，因種類繁多，師資參差不齊，父母就必須要

有能力判斷與尋找適合自己小孩的英語補習班，而且多數的英語補習班為了能

讓家長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看見小孩學習英語的成效，反而會過於重視學生的英

語成績，讓學生失去了學習英語的興趣，並覺得英語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

對於日常生活是沒有幫助的（李仰曼，2017）。 

第三節 小結 

歸納上述幾點，有以下幾項發現：首先，無論是學生的家庭背景，或是家

長的社經地位高低，都會影響到學生接觸英語的時間點，以及影響到孩子學習

英文的動機。父母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也會直接影響孩子對於學習英語的動

機，再間接影響到孩子的英語成績（張湘翎，2017）。再來，學生學習英語的

動機會隨著同儕間英語學習成效差異而有所影響，父母目前的日常生活模式，

也會影響到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動機。英語在台雖然極為重要，但英語師資的

不足，以及坊間英語補習班甚多，也皆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與成效。

而學生對於學習英語的動機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綜合以上論點，無論

在哪一學派所研究出來的學習動機理論，不外乎都是希望學生能對於學習是有

興趣的、有把握的，以及可以感到自我成就的。教師可以透過許多方式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不管是利用獎賞制度（口頭讚美、代幣制、獎狀獎勵），或是

透過課程中設計遊戲學習、任務挑戰、同儕競爭都是可引起學生學習興趣，進

而達到教學成效。學生在家可以透過父母給的良好學習環境，或是給予學生足

夠的心理、生理需求，以及讓學生了解、體會學習英語的奧妙，和英語學習的

重要性，那麼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也較有思考方向，與英語學習的意願，如此一

來，英語學習成效勢必會有所成長。另外，現今坊間的英語補習班林林總總

的，無非就是因為現今社會的升學、文憑現象，使得有能力的、較高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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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而提早讓小孩從小就就讀雙語幼兒園，接

下來小學就學後，會提前讓小朋友於一年級就在外補習英語。但也因為每個家

庭的家長對於教育有著不同的想法，而造就了在小學端的班級裡，形成了英語

雙峰現象，英語成就高的小孩會覺得在校參與英語課程非常無聊，或是顯得非

常驕傲，而本身無機會提前接觸英語的孩子，在追其他已學過英語孩子的程度

時，會顯得非常辛苦，若此時教師沒顧及這些孩子的心理，就有可能造成學生

的自我放棄，久而久之，英語程度落差又更加拉鋸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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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各縣市國小英語教學現況 

我國於 2001 年在國小高年級全面推動英語教學，並於 2004 年開始在國小

三年級開始正式實施英語教學，但各縣市開始實施英語教學的年級卻並不一

致。各縣市之間開始實施美語教學的年級不一樣之外，就連縣市內的各所國小

開始實施的年級也有所不同。有些縣市在實施新學年課程計畫時，會將低年級

的英語教學計畫在縣內規定的彈性課程之中，那麼該縣市內各個國小也必須依

規定辦理。然而，有一些縣市未將英語課程納入低年級的彈性課程中，那麼該

縣市內的學校，英語課程實施計畫也就會有不同。以下，將針對台灣各縣市依

照地區性做分類，研究目前國小英語教學現況。 

台灣依照行政區域劃分可分為北部區域、中部區域、南部區域、東部區

域，以及福建省，本研究在此第三章，將把東部及福建省分在同一節一並探

討，探討如下。 

第一節 北部英語實施現況 

台灣依照行政區域劃分北部區域可分為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

市、桃園市、新竹縣，以及宜蘭縣。 

一、 臺北市 

臺北市的教育局於 85 學年度開始撰寫國小英語教學計畫，86 學年度嘗試在

國小實施英語教學，87 學年度年正式在國民小學三年級實施每週二節的英語

課，91 學年度將小學英語學習往下延伸到國小一年級，於 100 學年度時，台北

市的國小中、高年級為因應臺北市國小英語課綱需求，將每週二節英語課增加

至每週三節，為此希望能增加學生英語在閱讀以及聽說方面的技能。 

臺北市在「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文暨彈性學習課程教學綱要」中明確記載

國小各個年段英語學習該有的建議節數：國小一、二年級每週英語二節課；國

小三、四年級每週英語三節課；國小五、六年級每週英語三節課，以上節數是

由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中安排出來的英語節數13（如下表 3-1-1）。 

  

                                                
13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9，《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文暨彈性學習課程教學綱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gfmPHheLXDzbYrPW3KVWIT2ZcFCqTAg/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gfmPHheLXDzbYrPW3KVWIT2ZcFCqTAg/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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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節數表 

教育階段 

階段年級 

領域 

科目/節數 

臺北市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新綱要 英語文 0 1 2 

彈性學習

課程 
0-2 3-6 4-7 

臺北市教

育政策 

英語文 
2 2 1 

合 計 2 3 3 

資料來源：台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文暨彈性學習課程教學綱要。 

 

臺北市也從 106 學年度開始與有師資培育機構的大學合作，提前培養具有

雙語教學資格的公費生，在 109 學年度，開始將雙語公費生分發到臺北市各個

國民中小學（陳怡璇，2021）。此外，臺北市也於 108 學年度在 13 所的國民

中、小學推動雙語課程，並於 109 學年度於 28 所國民中小學正式實施雙語實驗

課程學校，學校會以每週三分之一的授課時數用 CLIL的教學法教學，讓學生習

慣在日常中使用英文，讓使用英語變成一個習慣，未來更能學以致用，將英文

變成一個很好與他人溝通或向他人學習的工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 

二、 新北市 

新北市於 1999年（當時的臺北縣）編列預算成立英語教學推動小組，於 88

學年度於台北縣各個國小三年級安排每週一節的英語課程，在 89 學年度國小英

語學習於三、四年級實施，於 90 年度時，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都實施英語教

學。臺北縣政府為了縮短城鄉差距，增加每個人的英語受教權益，在 90 學年度

到 92 學年度之間，臺北縣政府實施了國民小學的英語教學扎根計畫，讓英語的

教學可以更加的落實，及普遍化，因此英語教學也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並

利用彈性的學習節數教授英語14。 

新北市在 102 學年度實施多元活化的課程轉型，因此在新北市的國小辦理

教育實驗課程，和英語教學課程增加一節課程的計畫。新北市從國小一年級實

施英語教學，將教學重點著重於「閱讀素養教育」，希望藉由大量的閱讀，提

                                                
14
 新北市英語教學中心，2019，《新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國小校定課程規劃建議

措施》，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uploads/1579572888969jQZiQsqJ.pdf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uploads/1579572888969jQZiQsq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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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對於英語溝通以及判斷的知能，同時，學生也可以藉由閱讀了解到不同

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增長學生的世界觀，讓學生們可以尊重及包容不

同的族群，並促進不同族群間的互動。 

新北市在「新北市國小英語領域課程綱要既補充規定」中明確指出國小各

年段學生每週需學習英語的時數：國小一、二年級英語學習總節數由彈性課程

規劃出每週二節；國小三、四年級由部定每週一節、彈性課程每週二節規劃出

每週三節英語課；國小五、六年級由部定每週二節、彈性課程每週一節規劃出

每週三節英語課15（如下表 3-1-2）。 

表 3-1-2 新北市國民小學英語節數表 

教育階段 

學習階段 

年級 

類別 

新北市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英語文必修 0 節/週 1 節/週 2 節/週 

彈性學習課程 

（英語轉化校定課程） 
2 節/週 2 節/週 1 節/週 

學習總節數 2 節/週 3 節/週 3 節/週 

資料來源：新北市國小英語領鋼課程綱要既補充規定 

 

新北市在 105 學年度時，以「學科內容語言與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的教學法在部分國小實施國小雙語的

實驗課程。107學年度新北市實施雙語實驗課程的國小可以依照區域性申請「中

師協同」或著是「配置外師」，讓各校能更佳靈活運用該市的英語教育資源，

並能有效地發展雙語教學。110 學年度，雙語實驗課程的學校數也已增加至 70

所，另外也規劃「雙語亮點課程學校」以及「偏鄉特色雙語實驗課程」等計

畫，成為新北市的英語學習特色。 

三、 基隆市 

基隆市於 106 學年度開始從國小一年級實施英語教學，除了可以符合基隆

市想成為國際城市的目標、達成家長的期待外，也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的競爭

力，希望學生在學習英語的期間，能夠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求知能力，在未

                                                
15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2019，《新北市國小英語領鋼課程綱要暨補充規定》，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uploads/1579572856585zG2FNNvI.pdf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uploads/1579572856585zG2FNNv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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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道路上，能夠有良好的溝通與表達能力，並能更欣賞及閱讀文學。 

依照基隆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的英語課程綱要，基隆市國

小一、二年級英語建議授課時間為每週二節課；國小三、四年級英語建議授課

時間為每週二節課；國小五、六年級英語建議授課為每週二至三節課。除了規

定的正式課程外，基隆市內的各個國小可以運用其他時間進行英語文的活動以

及英語補救教學課程。 

基隆市政府也規劃出國民小學各年段英語學習需學會極需著重的學習重

點，低年段的學生主要將 26 個字母學仔細、學扎實，其他的應用字詞、生活用

語，以及簡易句型則是以日常生活的班級語言搭配學習，在國小階段的中、高

年級學習重點就不著重於字母學習，而是著重於較常使用的字詞、生活用語，

以及簡易句型16，如下表 3-1-3： 

表 3-1-3  新北市各年段學習參考指標 

各年段 字母 應用字詞 生活用語 簡易句型 

低 26 個字母 35 22 3 

中  130（共計 165） 23（共計 45） 15（共計 18） 

高  155（共計 320） 24（共計 69） 12（共計 30） 

資料來源：2016 年基隆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 

 

基隆市於 110 至 111 學年度，預計將基隆市內所有的行政區都安排一間國

民小學轉型成為雙語學校，創造在基隆市內「區區都有雙語學校」，讓基隆市

成為被英語浸潤的學習環境。在雙語學校，國小一年級就開始使用英語授課，

且每週會有三分之一的課程會使用全英語授課。不僅如此，基隆市還聘用外籍

的英語教師，讓孩子可以透過有趣的方式，有不一樣的學習經驗，在外籍教師

教授英文的時候，本國籍的老師也會協同教學，讓孩子不會害怕學習英文（俞

肇福，2021）。另外，基隆市於 100 學年度統計該市約有 153 位英語教師，通

過英語檢測 CEF 架構 B2 級的國小英語教師有 30 人，通過比例佔英語教師人數

的 19％17。 

 

                                                
16
 基隆市英語資源中心，2016，《基隆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 

17
 基隆市英語教學中心，2012，《英語師資現況》，https://englishcenter.kl.edu.tw/28 

https://englishcenter.kl.edu.tw/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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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桃園市 

桃園市在 94 學年度根據教育部的英語政策在三年級實施英語教學，在 100

學年度，更將英語教學年度往下延伸到國小一年級，希望從一年級的每週一堂

英語課，縮小英語學習的雙峰現象。桃園市規劃國小一、二年級英語課程每週

安排一節課；國小三、四年級英語課程每週安排二節課；國小五、六年級英語

課程每週安排二至三節課（如表 3-1-4）。桃園市希望藉由從低年級的英語教

學，可以確實地扎根英語基礎，進而提高桃園市學生的英語能力。另外，除了

桃園市訂定的英語課綱外，更鼓勵該市的各個國民小學可以根據學校的特色，

發展不同的雙語課程，讓英語學習更加的彈性化、適性化，學生在學習英語的

過程中，更能提升興趣，也可以奠定良好的學習態度18。 

表 3-1-4  桃園市各年段學習參考指標 

教育階段 

領域 

階段年段 

科目／節數 

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新課綱英語文課程 0 1 2 

桃園市英語文 

彈性學習課程 

1-2 1-2 0-1 

合 計 1-2 2-3 2-3 

資料來源：2019 年桃園市國小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實施建議 

 

桃園市為了配合 108 課綱，以及符合全球化英語，希望學生能活用英語，

將英語生活化，因此桃園市將桃園市內六所公立國小轉型成為雙語學校。在雙

語學校，會使用英語教授術科的科目，例如：體育、美術、音樂等。藉由「用

英語教」其他課程，提升學生對於英語的興趣，降低對英語的恐懼，讓英語生

活化。桃園市也明確將雙語學校的國小階段訂定了一項英語能力檢核指標：第

一學習階段（國小一、二年級）若能在 30 秒至一分鐘內以口語自我介紹，以及

填寫簡易表格即可過關；第二學習階段（國小三、四年級）能在一分鐘內描述

自己個人的日常生活、想法，及以簡短寫作方式向他人提問或回答他人問題即

可過關；第三學習階段（國小五、六年級）在三至五分鐘內，以口說方式發表

                                                
18
 桃園是英語教學資源網，2019，《桃園市國小語文領域應語文課程實施建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QAt9YL9vtnHsUWiMgyC1js86jhjXu9L/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QAt9YL9vtnHsUWiMgyC1js86jhjXu9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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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主題，以及以寫作方式寫出信件、筆記，則即可過關；畢業時，學生可針

對自己熟悉的主題，以英語方式發表三至五分鐘的演說，和用英語寫出簡短的

書信，與達成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EFR）A2 的能力即可過關。而桃園市

的教育局為了希望桃園市那個區域的英語教育平衡，在 108 年度徵聘外籍英語

教師，希望透過外籍教師的教學，讓學生可以沈浸在學習的情境中，學生可以

勇於開口說英語（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2020）。 

五、 新竹市 

新竹市從 90 學年度，開始實施國小英語教育，不僅如此，還引進外籍英語

教師，為此希望能提供學生有個卓越的英語學習環境；101學年度，新竹市國小

高年級的英語課程會增加一節專門由外籍教師獨立授課，希望透過此教學的方

式及教育環境，讓新竹的學生對於英語更有學習動機，而英語的使用也更有臨

場感。當教育部規定國小三年級實施英語教學時，新竹市教育局則規劃從國小

一年級就開始實施英語教學19。 

新竹市從 107 學年度有五間公立國小與清華大學的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共

同合作，以英文方式教授不同的學科課程，也就是目前拖行的全英語 CLIL教學

法，目前嘗試以英語教授的科目有自然、音樂、數學、社會、藝文，以及體育

領域等，讓學生有別於以往對英語的印象，從前是在英語課「學」英語，而在

此計畫課程中，則是「用」英語學習其他科目。學生會因為新鮮感，而提升學

習英語的動機（新竹市政府教育處，2019）。 

六、 新竹縣 

新竹縣因應 12 年國教的課程綱要，新竹縣縣長楊文科表示，新竹縣全部的

國小 110 學年度起，全面從小一開始實施英語教育。新竹縣的國小一年級課程

規劃中，需要從彈性的課程規劃英語的國際教育及課程，新竹縣也會增聘外籍

英語師資，在新竹縣內的 13 個鄉鎮都至少會有一名的外籍教師。另外，新竹縣

也預計以閱讀英語繪本，提升英語的學習興趣，以及推動全英語教學的計畫，

讓英語學習更扎實。 

新竹縣因為涵蓋了 13 個鄉鎮，區域遼闊，造成鄉鎮間的交通和產業的經濟

                                                
19
 新竹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2015，《2015 新竹市國民小學英語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微調修訂

版）》，https://sites.google.com/a/fdt.hc.edu.tw/etlrc/home 

https://sites.google.com/a/fdt.hc.edu.tw/etlr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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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有著明顯的落差，因此也造成了英語學習的差異化，在學生的英語學習能

力表現上形成了Ｍ型化的現象，這也就是國小英語需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實

施的原因之一，希望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能減少英語表現雙峰現象。

此外，為了提升學生對於英語的學習動機，新竹縣的英語教師們在課程設計

時，會運用許多技巧，將英語融入生活情境、設計有趣的體驗操作活動，激發

孩子學習英語的動機，以及不再害怕學習英語（莊旻靜，2019）。 

第二節 中部英語實施現況 

台灣依照行政區域劃分中部區域可分為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

縣，以及雲林縣。 

一、 台中市 

台中市在先前尚未與台中縣合併之前，前台中縣在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實施

英語教學，在國小低年段以每週一節教授英語，而國小中、高年段則是每週二

節教授英語；原台中市先前依照教育部頒發的九年一貫課綱，在國小的低年段

並無教授任何的英語課，在國小中年段以每週一節教授英語課、國小高年段則

是以每週二節教授英語課。然而在原台中縣及原台中市合併為「台中市」時，

英語教學政策需要一致化，才不會造成一市兩制，因此決定英語課程節數的安

排，由各校自行斟酌衡量，各校可自行決定英語課程由一或二年級開始實施

（錢得龍，2011）。 

台中市為台灣的六都之一，但卻在 108 學年度時，台中市外籍英語教師的

人數竟然為六都的倒數第二，推動英語教學成效不彰。台中市議員何敏誠認為

應增加外師的數量，如此一來，台中市內的國小都可以有機會與外師互動、學

習，營造一個活用英語，可以對話的教學環境，學生也有較多的機會可以運用

所學，增進英文的使用次數，也能增加學生勇敢使用英語對話及英語聽力的能

力。 

此外，雖然台中市的外籍英語師資極為不足，不過台中市於 107 學年委託

具有師資培育的大學培育全英語教學的公費生，也於 108 學年度的國小教師甄

試甄選出六名的雙語教師，在台中市的國小端進行雙語的教學（陳秋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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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因應雙語教育的潮流，計畫培養雙語的人才，想要提升學生在

國際的競爭力，因此開始辦理雙語教學的創新特色課程，苗栗縣的僑育國小成

為苗栗縣雙語教育的先鋒者，率先響應此政策。僑育國小在 108 學年申請計

畫，因此申請了一位外籍英語教師到校服務，此教師與不同領域、不同年級的

教師一同合作進行協同教學。低年級利用每週一堂的生活課結合英語，達到沈

浸式的英語學習課程，透過真實的生活場域，以及真實生活情境，讓孩子使用

做中學的方式，以英語學習領域的知識；三年級利用每週一堂的綜合課，以英

文結合旅遊，提升英語學習興趣；四、五年級藉由每週一堂的自然課，以英文

的授課方式，學習實驗課程中的演繹歸納；六年級則利用每週各一堂的綜合課

和體育課，以英語授課方式學習，可獲得更多不同的學習經驗（苗栗縣政府媒

體事務中心，2020）。 

三、 彰化縣 

彰化縣在 2020 年為了因應目前的英語潮流，彰化縣的教育處努力的發展數

位雙語教育，希望在這個科技世代，學生能透過科技在家自主學習英語。數位

雙語教育有六位的外籍英語教師會在線上教導英語，也會到各校巡迴服務推動

英語的走動計畫，此外，彰化縣還會再引進美籍的英語教學助理協助英語相關

教育。不僅如此，彰化縣還與美國的大學以及和麥克爺爺共同合作，計畫了讓

學生可以透過科技與另一頭的美國志工進行國際視訊互動英語教學，藉由此計

劃，學生能不畏懼的自然說出英語，也能訓練英語聽力。在培養學生英語能力

的同時，彰化縣也有許多的傳統技藝文化，學生可以了解當地傳統文化，並配

合英語教學，與美國的教學志工分享，達到國際教育及國際交流的國際觀（彰

化縣教育處學物管理及課程發展科，2020）。 

彰化縣政府向各界募集英語的童書，並成立英語愛的書庫，希望藉由閱讀

推廣英語教育，讓學生藉由閱讀與國際接軌。彰化縣為此計劃聘任外籍教師巡

迴到彰化縣的各校，以活潑且新穎的方式分享英語讀本，讓學生可以透過此資

源，激發學習語言的興趣，培養自主學習，並拓展視野，減少教育的城鄉差

距，增加英語學習的能力（簡慧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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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彰化縣國中小首頁代管20連結至彰化縣各個國小的網頁，以及彰化縣國

中小學課程計畫審查系統21中查看各國小 109 學年度的課程計畫，發現彰化縣各

國小英語部定節數實施都遵循著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規定，普遍都

從三年級才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但也有部分的國小利用低年級的彈性課程規劃

國際教育，讓學生提早接觸、學習英語。 

四、 南投縣 

南投縣政府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不僅遵循教育部定三年級學習英語

外，還將英語學習的年齡層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但由於南投縣不比其他都

會區，較缺乏英語教師，尤其是南投有許多偏遠的山區，這些山區存在著許多

迷你的小校，造成許多的英語師資更不願意投入教學，只好將縣內鄉鎮間較鄰

近的國小小校共同聘用一位英語師資，解決英語師資的問題。雖然南投縣當時

相對於其他縣市屬於教育經費較不優渥的縣市，但英語在南投縣內卻相當被看

重，全南投縣的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實施英語教育，南投縣還因此成立了「英語

教學輔導團」，英語教學輔導團內的輔導員教師會巡迴南投縣內各國小，觀

摩、指導，並協助各國小內的英語教師問題（地方新聞中心，2002）。 

南投縣於 106 學年度的十二年國教英語輔導團的教學計畫22中提及，雖然南

投縣內國小專任的英語教師比例高於英語代理教師，但是南投縣因偏鄉小校較

多，導致偏鄉小校的師資流動率高，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無法延續，會經常面

臨重新適應英語教師，進而導致英語成績低弱。此外，因為南投縣內城鄉間的

差距甚大，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成效差異也大，造成明顯的雙峰現象，因此縣

府規劃了補救教學、提供英語輔導團協助，希望能將英語雙峰現象縮短。 

五、 雲林縣 

雲林縣在 2009 年時，雖然有按照著教育部明文的規定三年級才可使開始實

施英語教學，但卻有許多的學校提前英語教學年段至低年級。在雲林縣內的各

個國小實施英語教學的年段各有不同，有一年級就開始實施的學校、有二年級

開始實施的，更有因為合格英語師資數量不夠的學校在四年級才開始實施英語

                                                
20
 彰化縣國中小學校首頁連結，2021，《國中小學要首頁代管》，http://xn--

cjry5gc8e13dbvypqvin3b.tw/pages/index.php 
21
 彰化縣國中小課程計畫審查系統，2021，《課程計畫》，https://course108.chc.edu.tw/share 

22
 南投縣英語輔導團，2017，《南投縣 106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計畫》，http://163.22.77.147/web/upload/201703090854071.pdf 

http://彰化縣湳雅國小.tw/pages/index.php
http://彰化縣湳雅國小.tw/pages/index.php
https://course108.chc.edu.tw/share
http://163.22.77.147/web/upload/201703090854071.pdf


 
 
 
 
 
 
 
 
 
 
 
 

 

52 

 

教學，但大多數雲林縣內的國小都按照教育部規定的三年級實施運作。大多數

雲林縣內有在低年段實施英語教學的學校，都使用彈性的校定課程實施每週一

節課的英語教學；國小三至六年級大致上都是實施一週兩節的英語課，希望藉

由較多堂數的英語課，可以讓孩子的英語能力提升。雲林縣雖然有一部分的學

校提早實施英語教學，但也是有一部分是三年級才開始實施英語教學，雲林縣

合格英語教師的數量確實短缺，極為不足夠（楊愛嬋，2009）。 

雲林縣在雲林國小設置了一個全雲林縣內的國小可以共用的英語村，在雲

林國小的英語推動是藉由英語融入美術課，讓學生以做中學的方式沉浸在英語

學習情境中。不僅如此，因為英語村的緣故，學校內常有外籍英語教師，學生

在校內遇到外師時，便有更多機會嘗試與外師互動、溝通（周麗蘭，2018）。 

雲林縣政府為了因應雙語趨勢，於 108 學年度古坑國中小為首間雙語教育

的公立學校，陸續又有兩所鄰近的國小當作雙語教育的示範學校，在雲林縣的

雙語學校外籍英語教師以及本籍教師會利用總課程的三分之一進行協同教學，

通常教授的科目為非主科，讓學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學到英語，增加學生學習

英文的動機，也希望藉由雙語學校，可減少城鄉差距，讓學生不畏懼英語（張

朝欣，2020）。 

 

第三節 南部英語實施現況 

台灣依照行政區域劃分南部區域可分為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以及澎湖縣。 

一、 嘉義市 

嘉義市於 2010 年時於興嘉國小啟用了嘉義市的第一所國際英語村（朝基

仔，2010），接下來於 2014 年民族國小也成為第二村有英語村的學校。在英語

村內會使用全英語教學，學生可以無壓力、自然地說出英語，學生也可以透過

不同的教室，體驗不同情境，讓學生學習英語時，更能有真實感（嘉義市政府

教育處，2014）。 

嘉義市預計從 108 學年度開始，將嘉義市全部的國小開始試著辦理英語的

融入課程，並將英語學習的年段向下延伸至國小的低年段，讓英語以有趣的主

題式課程或遊戲等方式，讓師生進行雙向互動教學，更能培養學生使用英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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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並在 109 學年第開始編列預算，讓嘉義市內的每一間國小都有英語

巡迴教師，讓每一間國小的六年級學生，每週都有一次可以和外籍教師教學溝

通的機會（卜敏正，2019） 

嘉義市在 2020 年時成為全國第一個推動國際教育 2.0 的縣市，嘉義市將培

育孩子運用所學，接軌國際事務，並培養孩子未來需要的能力。嘉義市邀請來

自各國的外籍教師，讓嘉義市內的每間國中、國小都能配給到一位外籍教師，

希望藉由這些外籍教師的教學，學生可以藉由英語的學習，透過不同的課程，

培養學生多元發展的能力，讓國際教育可以普及化，讓不論家境好的，或是家

境較需要幫助的學生，都可以有機會以有趣的方式學習英語、增加國際交流的

機會，以及可以營造出具國際化的友善環境（蕭碧月，2020）。 

 

二、 臺南市 

教育部雖然在 90 學年度才實施國小英語教學的九年一貫課程，但台南市於

87 學年度，將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小二年級，並於 1999 年頒布屬於臺南市國

民小學的英語課綱草案，更於 2000 年將國小二年級到國中三年級的英語課程架

構化，將草案修訂為臺南市國民中小學英語科課程綱要23。 

臺南市於 105 學年，英語教學更向下延伸到國小一年級，利用每週一節的

彈性課程教學，而國小二年級的全英語教學一樣由彈性課程實施，但節數從原

本的每週一節，增加到每週二節的全英語課。國小三年級到國中三年級則每週

一節全英語授課；106學年度，國小二、三年級變成每週二節的全英語課，國小

四年級到國中三年級每週一節的全英語課；107學年度，將國小低年級、中年級

的全英語課程變成每週二節，國小高年級到國中三年級則維持每週一節的全英

語課。 

臺南市在 108 學年度為符合新課綱的英語教育，將英語課程向下延伸至國

小一年級實施。國小一年級每週一節以彈性節數上的全英語課；國小二年級每

週二節以彈性節數上的全英語課；國小三、四年級每週三節全英語課，分別由

一節部定課程以及二節彈性節數規劃而成；國小五、六年級每週三節全英語

                                                
23
 臺南市海佃國小，2000，《臺南市國民中小學英語科課程綱要暨能力指標》，

http://120.115.18.2/beauty/a53-1.htm 

http://120.115.18.2/beauty/a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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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分別由二節部定課程以及一節彈性節數規劃而成24，如下表 3-3-1。 

 

表 3-3-1  台南市各年段學習參考指標 

教育階段 

領域 

階段年段 

科目／節數 

國民小學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新課綱英語文課程 0 0 1 2 

台南市英語文 

彈性學習課程 

1 2 2 1 

合 計 1 2 3 3 

資料來源：1. 2019 年台南市國小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實施建議。 2. 作者改編 

 

三、 高雄市 

高雄市在 104 年的議會公報中提及 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小的英語學習節

數將向下延伸到一、二年級以彈性節數辦理，國小中年級的英語安排部定課程

一節，以及彈性課程二節，國小高年級的英語課程每週至少二節部定課程，以

及二節彈性課程（范巽綠，2015）。107學年度時，高雄市的英語教學除了實驗

教育的學校之外，所有的小學皆從低年級階段實施英語教學。高雄市更在 108

學年度按照 12 年國教課綱規定從國小中年段（第二學習階段）開始實施每週一

節的英語課外，另以校訂課程中規劃彈性學習課程融入英語教學，達到英語向

下延伸之模式（高雄市教育局，2019）。 

高雄市為了推動英語學習，設置了「全球村—英語世界」，希望藉由實境

的英語學習體驗環境，提高學生與外國人對話的機會，也可以引起學生學習英

語的動機。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與外國人對話，高雄市招聘外籍英語教師，以及

設置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的英語教學網站。另外為了鼓勵偏遠地區的學生對英

語學習產生興趣，並且能勇敢說英語，高雄市舉辦了英語文化的體驗營，讓學

生可以以英語的方式體驗到不同國家的文化。高雄市也積極辦理許多國際的交

流活動，透過這些與國外的交流活動，學生可以增加許多國際視野，以及親身

至異地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如此一來，學生對於英語學習能更加的有感，英

                                                
24
 臺南市教育處，2019，《臺南市國民小學第一學習階英語文融入彈性學習課程設計參考指

引》，https://reurl.cc/ynp42O 

https://reurl.cc/ynp4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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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學習動機也會提升不少（范巽綠，2015）。 

高雄市為了 2030 雙語的國家政策，在 110 學年度預計提高高雄市內學校的

雙語教育資源，讓高雄市內的學校，校校都有雙語，讓國中、國小的校園內有

個口說英語的環境。此外，高雄市也與高雄市具有師資培育的大學合作，設置

了培育雙語教育人才的基地。雙語教學的教師培育固然重要，英語學習的友善

環境也非常重要，因此高雄市推動沉浸式教學，希望藉由與外國學生合作交

流，或是雙語的社團可以讓學生以無壓力的方式，快樂學習英語（徐如宜，

2021）。 

四、 嘉義縣 

嘉義縣跟著教育部規定的英語課程實施，但由於認知到英語的重要性，因

此在 2016 年時於較靠海邊區域的偏鄉學校舉辦週三下午課外的英語共學營隊課

程。許多偏鄉的學生由於家庭因素，導致較沒什麼機會可以額外接觸到英語，

甚至參與英語補習教育，而造成英語學習的城鄉差距逐漸拉大，所以嘉義縣規

劃了跨校合作的週三英語課程，並且招聘本籍英語師資與外籍英語教師一同上

課，希望藉此能幫助到偏鄉小孩的英語（蔡上海，2016）。 

嘉義縣雖然非全縣規定英語教學須向下延伸至國小低年級實施，但嘉義縣

內的中埔鄉公所意識到英語的重要性，希望可以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因此編

列預算給中埔鄉內的國民中小學聘請外籍英語教師，讓國中、國小每週可以有

額外的一堂英語課，不論是以外師巡迴教學方式或是以選上的遠距教學課程方

式，都可以增加學生說英語的機會，也可因為這課程，拓展學生的國際觀（陳

逸群，2021） 

五、 屏東縣 

屏東縣為因應目前雙語的趨勢，於 2020 年向五個國家選聘具有教師證的外

籍英語師資，這些師資會分別到屏東縣內的國小進行英語教學活動，希望藉由

外師入班的模式，讓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習英語，在國內拓展世界觀。屏東縣

所招募的外籍英語師資，會以全英語的方式授課，讓學生可以透過科技課程、

體育課程自然而然地學習英語，並在這些課程使用大量的英語，創造一個雙語

的友善校園環境（劉星君，2020）。 

六、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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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在 2021 年的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的實施計畫中提到，目前

英語教學須於三年級開始實施，各校應該要遵循教育部訂定的英語課綱，非必

要，請勿自行向下延伸。但澎湖縣也在該計畫中提及，若有需要於低年級就開

始實施英語教學，那麼各校需要將英語教師的資格，以及自行編輯的英語教材

送到教育部審定，才能於低年級實施英語教學（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21）。 

澎湖縣在 109 學年度時，將澎湖縣的合橫國小轉型成為實驗國小，在此實

驗國小，將以海洋課程領域融合在地化以及國際化，並藉由外籍教師結合雙語

教學，讓該學校的學生以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語（高穎婕，2020） 

 

第四節 東部及福建省英語實施現況 

台灣依照行政區域劃分東部區域以及福建省的縣市可分為花蓮縣、台東

縣、金門縣，以及連江縣。 

一、 花蓮縣 

花蓮縣為配合目前的 108 課綱，以及因應國家 2030 的雙語政策，花蓮縣政

府設立了智慧英語學習村的體驗室，此英語體驗室結合了科技，學生可以隨

時、隨地接觸英語、學習英語，如此一來學生不僅可以提高學習英語的次數，

還可以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在這英語體驗室裡面具有 VR 的實境體驗，

學生可以藉由科技，享受到浸潤式的英語環境，並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花蓮

縣全球資訊服務網，2020）。 

花蓮縣與東華大學合作，培訓東華大學的各國國際學生，讓這些國際學生

於 109 學年度開始至花蓮縣的各國小進行英語教學，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流課

程。這些國際學生將會參與花蓮縣那個國小的生活英語社團，利用分享自己國

家的文化，訓練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提供有趣的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興趣，讓學生不畏懼開口說英語，學生也能藉此課程增加國際文化

交流的機會（東華大學，2020）。 

花蓮縣於 108 學年度推行雙語教育，到未來的 110 學年度預計會有 32 所學

校開始推動雙語教育，希望逐年漸漸提高使用雙語的次數，並邁向全雙語的學

校，也預計能在 2030年時，花蓮縣內的各個國民小學都可以達成每堂課有 30％

的時間使用英語來教學（花蓮縣全球資訊服務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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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東縣 

臺東縣預計從 100 學年度到 103 學年度間，提高國中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

效計畫，希望以新思維代替舊思維，教師教導學生英語時，「教會」學生理解

英文比起「教完」課本進度還要重要，藉由此適性教學的方法，願每一個孩子

不輸在起跑點上。臺東縣的英語教學非像傳統式分年級的教法，而是以混齡是

編班法，將國小三到六年級的學生依照英語學習的程度進行分組上課，如此一

來，英語學習成效會更加的有效果（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2012） 

臺東縣在 2014 年為了改善英語教學環境，臺東縣教育局聘請美籍英語教師

與本籍的學校英語教師共同合作進行英語教學，營造一個浸潤式的英語教學環

境，希望藉由外籍教師及本籍教師的共同教學，讓學生有個安全、安心的學習

環境，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升學生英語的能力。臺東縣也派一些外籍

英語教師到台東的偏鄉教學一個月後，再分派到縣內的國小教學。學生能藉由

與外籍英語教師互動，互相交流不同的文化，增加國際觀，練習說英語的膽

量，發揮英語教育的多元化成果（臺東縣政府教育處，2014）。 

三、 金門縣 

金門縣在 2003 時學生提早學習英語的比率相較於全國是最低的，當初的政

策雖然規定由國小五年級開始教授英語，但許多縣市都自行將英語教育向下延

伸，導致許多縣市英語起跑點都早於金門縣，希望金門縣能藉由提早英語教學

起步、增加優良師資、增加英語授課時數，以及活化英語教學的方式，拉回英

語城鄉差距（金門日報，2003）。 

金門縣於 2006 年時國小三年級以上之年級全面實施英語教學，95 學年度，

國小中年級除了部定的每週一節英語課外，再額外以彈性課程增加一節英語

課，由外籍英語教師教學，另外在金門縣的三所國小開始辦理雙語的實驗班教

學，藉由多次數的英語學習，能拉升學生的英語能力，達到英語教學的目標

（李增汪，2007）。 

金門縣於 110 學年度，全金門縣的學生從五年級開始，每位學生每年都要

參加英語檢定測驗，評估學生學習英語，以及英語教師的教學成效。於 108 課

綱開始後，學生應須具備能應用知識與技能，應用於生活日常中（蔡家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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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的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每年主辦帶學生出國，去國外做國際交流，金

門縣政府會補助一半的旅費。金門縣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也設置了英語村，並打

造沈浸式的英語學習環境，讓金門縣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參與，讓學生不怕

與外國人互動，以及不畏懼開口說英語（馮紹恩，2021）。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整理出台灣各縣市為了因應政府目前十二年國教的 108 課綱，和未

來 2030 年雙語國家的政策，規劃並執行許多能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方案，而每

個縣市的執行方案、方向各不同，一般民眾能查到的英語教育相關資訊差異也

頗大。雖然教育部有發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英語

文」，各縣市須遵循此課綱安排課程、規劃課程，但各縣市對於提升英語能力

的方式與重點有所不同，應再提供屬於各縣市英語課程規劃的方針，不僅能讓

學習者和其家人了解該縣市所推行的英語重點之外，更能讓該縣市的英語教師

們對於所在縣市的英語推行政策更了解，並且有更完善的英語規劃。 

目前臺灣內的各縣市城鄉差距造成英語學習落差大之外，各縣市內的鄉鎮

市英語學習成效落差也很大。有些縣市因為位於都市，得到的英語資源多，英

語師資也就較充沛，學生對於英語重要度的認知也就強，反之，位於非都會區

的縣市，能得到的英語資源就少，對於英語的重要程度認知也就弱。學校附近

的地緣關係、位置也很重要，就算中央、地方努力提供經費支援英語推動，但

沒有一個良好的系統性規劃，或者是方便的通勤，英語師資的續留意願都不

大，造成師資流動率大，導致英語的推動都無法延續，學生英語學習容易受到

中斷，更無法確保英語學習的品質。 

雖然許多縣市英語推行的資訊看似非常豐富，但是政策面以及實體操作面

是否有達成平均的預期目標就另當別論了。如各縣市都有推行各自的英語學習

特色活動，但真正能享受到資源的不外乎就是特定地區周遭的學校，或是本身

家庭社經地位就好的學生，許多英語學習、英語活動都是需要有一定英語能力

基礎的小孩才能夠享受到資源，有相對英語能力的小孩在學校給予英語學習機

會時，也比較有英語學習動機，如此一來，各政府推行的英語學習活動才會真

正達到教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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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雖然推出許多英語提升的方案，但卻沒有好好的提升該縣市內的英

語教師的能力，或者是沒有清楚、明白的傳達該縣府想推行的英語方案給該縣

市的英語教師，導致該縣市的英語教學少了一致性、連貫性、系統性，因此學

生英語學習程度落差大、縣市差距大、城鄉差距也大，因此許多英語教師長期

都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教學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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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研究之分析 

本研究目的為了瞭解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研究，因此在本章節

主要依據研究者與擔任學校英語教師面對面訪談，訪談前研究者會先徵求同意

後才進行錄音，並在整理受訪的資料時，會呈現受訪者的經驗與真實想法，再

將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分析。透過訪談了解目前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學

校條件因素、學校資源因素、家庭教育投資因素、家庭教育環境因素之情形。 

 

第一節 受訪者資料與訪談題目設計 

壹、 受訪者資料 

本研究的對象是南投縣各國小的教師，其教師為在各校擔任英語教學的老

師，主要訪談的對象設定在南投縣的各個國小中至少教授一個班以上的英文教

師。受訪者共有八位，皆透過口頭、電話，或請友人協助等方式邀約，訪談的

時間大約 50 分鐘左右。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表 4-1-1： 

表 4-1-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職務 訪談日期 

A 草屯鎮 27 人 英語正式教師、輔導資料組長 2021/5/31 

B 南投市 27 人 
英語正式教師（純科任、無兼

職） 
2021/5/31 

C 草屯鎮 20 人 英語正式教師、體育衛生組長 2021/5/31 

D 信義鄉 10 人 英語正式教師、導師、教學組長 2021/6/1 

E 信義鄉 4 人 英語正式教師、教學組長 2021/6/2 

F 鹿谷鄉 10 人 英語代理教師、其他科任、文書 2021/6/3 

G 南投市 28 人 
英語正式教師（純科任、無兼

職） 
2021/6/4 

H 鹿谷鄉 10 人 英語正式教師、導師、訓導組長 2021/6/4 

 

貳、 訪談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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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文獻探討，完成訪談大綱，並分析

各學者的相關研究，將國小英語教學的城鄉差距之原因分成了兩大面向，分別

為：學校條件及資源，以及家庭教育投資及條件。受訪題目大綱如下表 4-1-2： 

 

表 4-1-2 訪談大綱 

題

號 

題目 配對內容 

1 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

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

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兒

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學校教育資源 

 

 

2 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例：培養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溝通能力、對國

際文化的了解、為國中英語學習準備） 

學校教育資源 

 

 

3 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

別是幾年級？對您來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

大嗎？為什麼？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4 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

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

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

級？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學校教育條件 

 

5 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對於英語學習有什麼影響？ 

（社區環境意識對於教育的態度如何？社區環境對

英語是否重視？是支持、無意見，還是不支持？） 

學校教育條件 

家庭教育投資 

家庭教育條件 

6 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

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

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學校教育條件 

 

7 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

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

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8 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

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

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

數分別是幾節課？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9 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

式？除了課程內容外，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

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62 

 

10 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

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

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您

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11 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

問題？你通常都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

困擾？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12 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

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

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於

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家庭教育條件 

13 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

麼？您認為貴校對英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

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麼

樣的想法及方法？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14 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

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

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

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家庭教育條件 

15 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

易度為何？每班裡，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

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

造成的？ 

學校教育條件 

學校教育資源 

家庭教育投資 

家庭教育條件 

16 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

為什麼？ 

學校教育條件 

 

 

在南投縣內各學校的學校規模大小不同、班級人數也不同，因此要有客觀

的衡量指標本就不易，再來這一年因為疫情關係的影響，無法舉辦國小學生學

習能力測驗，以至於只能用權衡的在校英語測驗做衡量標準。以問卷第 15 題的

90 分以上為高成就、79 分以下為低成就，將以各校英語教師所出的英語測驗作

為英語教師評量之標準。 

 

第二節 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學校教育條件、

教育資源因素 

研究者在與 8 位受訪者訪談過後，將資料分析，並統整出因為學校條件，

或學校資源，而導致國小英語教學之城鄉差距之造成的因素。在受訪者訪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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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訪談及錄音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才進行錄音。在整理訪談資料時，為

了避免受訪者因所屬工作環境不敢透露真實想法，便告知受訪者此研究採取代

號 A~H 方式呈現受訪者部分個人背景資料。 

壹、 學校教育條件 

透過訪談的結果歸納後得知「學校教育條件」造成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可分

為以下五種因素，分別為：學校地域背景、學生集體期望、英語配課時數、教

學環境設備，以及英語教師留任意願等方面來進行歸納、分析。 

一、 學校地域背景 

在受訪的英語教師看法中，學校位置所在的地域位置附近的社區文化意識

對於英語學習是很重要的，社區所營造出對英語學習的重視度，會影響整體的

學習氣氛，學校若是位於較市區，補習班多一點，附近職業別愈是偏向三級產

業，相對的家庭就越重視英語教育，越會送孩子去英語補習班，甚至從小就讀

雙語幼兒園，如教師 A、B、G 的學校。 

我們學校附近社區的文化算是蠻一般的，不過在我們學校，有很多學生在

幼兒園的時候，家長就已經讓小孩子就讀雙語幼兒園了，因此，居住在我

們學校附近的家庭所營造出來的社區文化其實對於教育方面是蠻重視的，

尤其對於英語教育，也極為重視，才會讓小孩提早在幼兒園時就接觸英

語，就讀雙語幼兒園，或是全美語的幼兒園。（A 英師） 

 

我們學校因為在市中心，而且我們學校「越區就讀」的學生就佔了六到七

成，所以我們學生家長的社經地位普遍都比較好，那他們會選擇要來我們

學校，通常是因為認定學校的競爭力，以及學校的學習成效比較好，所以

他們才會跨區就讀。因為家長的社經地位比較好，而且學生本身的先備知

識大部分也比較好，所以對於英語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的。（B英師）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社區文化刺激我覺得還好，沒有太特色的。對於學習的

話，英文就會比較重視，因為是主科，就是國、英、數重視，因為補習的

比較多，安親班比較多。（G 英師） 

 

學校位置若偏向郊區、山區的，附近補習班資源相對趨近於零，家長職業

別也多半屬於一級產業，較忙於農務工作，無心陪伴孩子學習，以及對小孩的

重視度，相對也較低，如教師 D、E、F、H 的學校。 

其實這邊就是布農族，所以這邊的文化是沒問題的。但是在於學科方面，

大概就要靠老師們很大的力量去拉拔學生，要靠老師的資源多一點。（D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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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這邊是除了學校的英文教學以外，在距離學校車程 10分鐘的地

方有一間補習班，但我們學校的家長對教育好像不是太重視。（E 英師） 

 

我覺得我們附近的社區文化刺激應該算是不夠的，如果就單就英文方面的

刺激，一定是不夠的。還有有一些孩子的家庭很少出去遊歷，或是說帶他

們出去走一走，普遍來講只有三分之一的家長會帶小孩子出去走一走，其

他的三分之二都是一直待在家裡。如果很少出去走一走、拓展視野的話，

對英語學習的影響可能比較小，但對於其他科目來講，那些眼界，你平常

要再加強一些與國際的連結的話，那應該就會有影響了。（F英師） 

 

我們這邊算是鄉下地方，又是山上地方，所以相較於市區到處都有補習

班，雖然這邊大概都有手機，不過他們大部分不會讓小朋友就是做網路上

的課程。我覺得我們這邊都是採茶比較多，都是務農家族，爸媽都會去工

作，回來就休息，回來就不太會再給小孩額外的刺激，所以文化刺激比較

少。（H 英師） 

 

很多時候在市區的大校，因為不需要申請太多計劃，或是不太需要發展太

多自己的特色去招生，只需要單純地將英語課程扎實的上完即可，例如教師

A、B、C、G 的學校。 

只需要花一堂課一點點的時間拍個照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訓練

學生，或是花時間呈現成果，所以不太會影響到我授課的時間，以及授課

的進度。（A 英師） 

 

我們學校的校長並不會要求學生一定要有什麼樣的學生成果，因為他不會

想要上媒體，或者是希望要在教育處爭取任何的東西，我們只是回歸把英

語教好，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影響到英語的教學授課，我們著重在真正的

把每次的英語課上好、上滿，把學生的程度拉起來。（B英師） 

 

我們學生蠻多需要學生成果的活動，但都是宣導的活動，利用晨會、朝會

的時間，不會用到英語的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不會受到影響。（C 英師） 

 

我們學校需要學生成果的活動其實量是還好的，我們學校比較在乎升學

率，以及成績，所以不會去影響到教學。（G 英師） 

 

然而在郊區、山區的小校，卻因為要招生，會多發展自己的特色，申請許

多計畫，導致英語課堂時間被佔據，需要犧牲學生的上課時間做練習，例如教

師 D、E、F、H 的的學校。 

其實還是難免會用到，會有影響，那就是老師還是要自己趕快調整，或是

借個其他課程稍微趕快補一下瞜！（D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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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目前學校一些英語計劃不用特別去申請，因為我覺得對於英語教學

的提升，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英語正常化，那英語正常化就是說我英語課

的時間不能被其他活動吃掉。（E 英師） 

 

那平常需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算蠻多的，有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到

英文授課，就像說我們學校有在推廣足球比賽，有時候中、高年級的學生

一出去的話，就都沒有辦法上課，有時候會出去一、兩天的全天，就只能

想辦法多加緊進度了。（F英師） 

 

我們學校辦理需要學生成果的比較多，我就覺得小朋友感覺比較浮動，太

活潑了，活動多，有時候會壓縮到英語授課時間，會影響到小朋友的心

情，如果真的影響到，就只能課程上比較急，該學的，就會學，如果是補

充的就會補充少一點內容給學生學習。（H 英師） 

由上數可知，學校位置的區域，附近的社區文化，不論是環境文化、人文

文化、產業文化，或是整體環境的教育風氣，家長，以及學生對於教育的認

知，以及對教育的態度會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會進而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成

效。 

 

二、 英語配課時數 

在國小，各種科別的教師所配到的課程時數是不同的，原則上科任教師每

週 20 節課；級任教師每週 16 節課；級任或科任教師只要有兼行政都是每週 14

堂課。然而這些配課時數對於不同教師有者不同的感想，以及接受度。 

有些老師覺得他目前的配課時數對於他來說，負擔並不大，因為這些老師

有的很資深，已經教學很多年了，所以對於他來說，負擔並不大。而有的教師

則是因為兼任行政，教學節數少，那麼對他來說，教學負擔就不會如此得重，

自然教學品質就會好，如教師 A、B、D 的學校。 

目前因為我有兼任行政，所以我只教了五個班級的英語，一個班級每週上

兩節課，總共有 10節課，全部都是四年級的，沒有其他的科目的科任課。

不過也是因為有兼行政，所以有減課，如果純科任的話，需要上到 20 節

課，那所要接觸的班級較多，孩子也會變多，那麼教學負擔一定也相對的

會高很多。而且因為教學年資已經夠久了，所以英語教學這部分已經很有

經驗，也有自己一套的教學流程，以及教學方法，因此也不需要花太多的

時間重新備課，所以目前英語科任兼行政所要教學的節數負擔是剛好，能

夠接受的。（A 英師） 

 

我目前擔任八個班的英語教學，分別是三、四、五年級，總共授課時數為

16 節課。我覺得目前授課節數的負擔感覺還好，因為我剛剛說我沒有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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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職是因為我還擔任了南投縣的英語輔導員，所以有一個星期的星期五那

一天是沒有排課的，也主要是因為我教學經歷已經很久了，還沒上課大概

就可以知道這節課要怎麽控制上課進度，以及怎麼樣去掌握學生的學習狀

況和成效。不過有些老師兼行政又帶班，那他的加給就會比較高。然後他

這個十二節課只要顧的來，就有很多時間可以準備課程。（B英師） 

 

我目前授課節數為 12節課，國語有 5節、數學有 4節，其他的 3節課都是

英語課，然後我是五年級班導師，目前的授課節數，對我來說負擔不會太

大，因為我在這間學校已經六年了，每一年都是教授國、英、數，所以已

經很習慣，也有一定的經驗了。（D 英師） 

 

而有些老師覺得他們目前的配課時數對於他們來說，負擔太大了，因為這

些老師需要兼任行政，有的還需要額外再教許多不同的科目，就備課來說，能

用的時間非常的少，品質也不會好，而且常常會造成這些老師覺得蠟燭兩頭

燒，如教師 E、F、H 的學校。 

我目前擔任三個班級的英語老師，因為我還有兼組長，所以我一週總共有

15節課，除了英文的 7節以外，我還額外教了 2節資訊課、2節閩南語課，

以及 4 節綜合課，然後我的英語分別是教三、四、五年級。我覺得我的授

課節數負擔會大是因為，我還有兼行政工作，而且我還有其他科目要教

學，所以會讓我在四點前的上班時間是沒有辦法好好準備課程的，因為我

上課時間外，我都拿去做我的行政工作，所以我的時間都被分走，對我來

講負擔太大了。（E 英師） 

 

我目前在國小擔任六個班的英語教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我教的，然後

我目前教學節數總共一週 20 堂，英文課佔了 10 堂，其他科目（體育、健

康、綜合）加起來的節數也 10 堂。目前的授課時數對我來說有時候會，因

為我的空堂數變得比較少，如果說要用空堂的時間多一些教材，而且我又

兼行政，所以會有一點覺得空堂少了一點，要做的東西多了一點。（F 英

師） 

 

我目前只有擔任一班的英語教學，就是我自己三年級的班導班，我目前課

表上有十四節，我有兼任訓導組長，然後我國語有五節、數學有四節、英

語有二節，我另外還有兩節彈性課程，還有一堂校本課程。對我來說我目

前的教學節數，就純導師的話，節數還好，但因為我有兼訓導，所以對我

來說真的會負擔有點大，會有點累，而且我還有三個主科。（H 英師） 

 

不過也是有兩位老師，在一開始覺得很辛苦，到後來覺得習慣了，負擔不

那麼大的也是有。有從原本行政轉成純英語科任，教學節數從 14 節一下到 20

節，一開始沒有辦法好好地在課間休息，到經過一年後，因為習慣，而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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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大的老師。也有從一開始就擔任英語教師兼業務中的行政工作，雖然兼行

政工作只有 14 堂課，但負擔很大，一直到做習慣這個行政工作，以及因為先前

已備過課，也習慣這個忙碌感的老師，覺得負擔不那麼大了，如教師 C、G 的

學校。 

我目前擔任七個班的英語教學，因為我還有兼任行政的組長位置，所以我

的授課節數為 14 節，這 14 節分別是四、五、六年級，目前授課的節數對

我來說不會負擔太大，因為五、六年級去年有教過，也已經備過課了，今

年就只需要多準備四年級課程就好了。而且至少我的是十四節課，不是二

十節課，因為二十節課實在太累了，中間都沒有下課的休息時間。（C 英

師） 

 

我目前擔任了九個班的英語老師，分別有三個三年級的班級，以及六個六

年級的班級，所以總共時數是 20節，18節的英語課，以及 2節的英語社團

歌謠課。我覺得目前的授課節數負擔問題，其實已經習慣了，習慣就好。

因為先前是當導師，只有 16 節課，但因為當了五、六年的導師，想要轉當

科任，科任就是 20堂課，一開始有點不習慣，之後習慣就好。（G 英師） 

 

由上面敘述可得知，雖然對於教學負擔重不重可以分成兩派的論點，對於

覺得負擔大的老師來說，無論是現在因為節數多，或是因為行政壓力大，更或

是因為需要教授的科目多，對於老師們在備課，一定會造成影響，能教給學生

的品質也一定會造成影響。而覺得負擔不會那麼大的老師來說，他們在習慣之

前，一定也是覺得負擔很大，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適應無法好好備課的過程，

那麼也是加減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三、 英語教師留任意願 

英語師資留任意願對於一個學校學生英語程度是非常大的影響，大部分以

大型學校，或是學校區域位置在市區的來說，教師流動率小，學生就不用一直

重新適應新的老師，老師們也較能將學習做一個系統化，長久的教下去，如教

師 A、B、C、G 的學校。 

我們學校附近我們學校的英語教師的流動率很小，因為這些英語教師都屬

於住在學校附近的在地人，在這間學校也任職很久的資深教師，所以幾乎

不太會調動，所以學生學習狀態也比較穩定。（A 英師） 

 

我們學校的師資流動不會很大，因為我們學校是在市中心，我們學校的英

語教師是很強的。（B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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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的英語師資流動我覺得屬於小，其他兩位都是資深老師，學生不

用常重新適應新的老師。（C 英師） 

 

我覺得我們學校英語師資流動蠻小的，在我位置前一個的師資是英語代課

教師，也是待了十幾年。（G 英師） 

 

而如何減少教師流動率高，除了學校位置以外，在該學校的團隊氣氛好，

會讓英語教師也較想要繼續任職，不會想要調到其他學校，如此一來，英語的

教學品質也必能穩固，如教師 B、G 的學校。 

主要是因為我們學校的行政團隊合作、氣氛融洽，而且也較熟悉英語的教

學工作，英語師資也需要人，所以我會願意繼續擔任。（B英師） 

 

未來我還有意願繼續擔任本校的英語教師，因為我覺得已經具有熟悉的英

語工作及經驗，而且我們教學團隊合作融洽，而且備課一次就可以用在很

多班，當英語科任也不需要帶班，所以我願意繼續教英語。（G 英師） 

 

一個學校，如果英語師資不能穩固，師資流動率大，代表這間學校的學生

教學品質定會受影響，而造成英語師資不能穩固的原因，除了英語師資非在地

人以外，若學校風氣不好，或是學校的經營狀況不好，也就造成英語師資一直

想外流，此時，學校經營需加強時，英語師資又外流，那英語教學的品質，與

成效就更差了，如教師 D、E 的學校。 

我們目前編制內共有二位英語教師，就是一位正式老師，以及一位的代理

老師。目前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師資流動還好不算太大，教學品質穩定。不

過我今年要調校，因為我剛好要回台南了，剛好人生規劃改變了，要回台

南了，所以本校就會少了一個穩定師資，因為這樣無法繼續擔任本校的英

語教師。（D 英師） 

 

我覺得我們學校師資流動蠻大的，因為第一，我們這邊英語老師要找到英

語本科系畢業的或是英檢有中高級程度以上的師資並不多，那又因為我們

這邊是極偏地區，所以一般來說在正式老師服務年限到了就會調走，所以

英語師資流動是蠻大的，學校狀況、學校風氣也都是有影響。（E 英師） 

 

師資流動率大，容易造成學生學習中斷，而且不容易與英文老師建立一個

良好的學習關係，學生需要常常適應新老師，就會對英文老師產生不信任感，

然後會在間接影響到學習英語的興趣。若沒有從基礎將英文底子扎根好，那未

來對於英語學習自然也就困難。對於新的英語教師，也需要重新適應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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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低、中年級適應度較高，可是對於高年級，新的英語老師沒有辦法一下就了

解學生需要加強的點，如教師 A、B、C、D、E、F、G、H 的學校。 

影響比較大的就會是「班級經營」，一旦一個班級的英語教師常常更換，

這班的學生就會對老師產生一個不安全感，也就會比較容易失去對老師的

尊重，有時更會不理會老師，如此一來，學生對於這科目的重視度也會降

低。（A 英師） 

 

如果英語教師更換得太頻繁，會造成師生之間的關係很難建立。（B 英

師） 

 

如果真的英語師資不足的話，英語活動上的推動會連帶受到影響，而且學

生要常適應新老師的教學。（C 英師） 

 

第一個是英語教學的品質不穩定，而且小朋友們會常常換老師，當然對於

英語教學一定會有影響的，無論是心態，或學習上都會影響到。（D 英

師） 

 

如果流動率大的話，如果我們學生上去的話，一定會有什麼樣的問題，但

如果流動率大的話，他可能又要一直適應英語老師的教法，著重的點又會

不一樣。（E 英師） 

 

要重新面對孩子的情況，那又要一直從頭開始，在學習上面，雙方面都要

一直從頭適應，教學上因為流動性太高、又短缺，長期上沒辦法好好耕

耘，在成績上當然多多少少會有影響。（F英師） 

 

會造成課程沒有連貫性，會這個學期學這個活動，但下學期這個活動就沒

有延續，因為換老師了是學生需要適應新的老師。（G 英師） 

 

我覺得英語這科目算是蠻專業的，有些老師雖然可以教，可是可能對英語

教學沒那麼的在行，在課程設計，或帶領小朋友上面比較困難一點，就現

實面，老師的發音，或者是教授方式，那如果不是專業，就是學英語本

科，或是修過相關課程，對於小朋友來說，他的學習就不會那麼道地，就

是同樣都可以教，可以就是一個有一個受過訓練的老師，他們進入學習的

狀況會比較好，也會知道小朋友的困難點在哪裡。（H 英師） 

由上面得知，學校的英語師資留任與否，有可能是因為整體的學校位置、

學校經營狀況，或是學校的團體氣氛造成而成的，而師資的流動率會影響到學

生學習英語的延續性，也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態度。 

 

貳、 學校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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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的結果歸納後得知「學校教育資源」造成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可分

為以下四種因素，分別為：英語教學方式、英語課後輔導、英語經費運用，以

及師生教學互動等方面來進行歸納、分析。 

一、 英師教學方法 

英語教師對於本身的英語教學方法，會反應在他們對於英語教學的信念，

普遍來說，國小英語算是英語的入行而已，就會有教師希望學生在國小階段是

以培養興趣為主，那這些學校通常會屬於較偏鄉的學校，因為小孩對於英語的

刺激是不夠的，也都是在小學，有強烈自我意識，以及喜好選擇能力時，接觸

英語，因此這些學校的英語教師都較偏向學生學習英語以培養興趣為主，如此

一來，英語扎根的程度，給予的內容，相對就會偏向培養英語興趣為主，如教

師 D、E、F、H 的學校。 

最重要的目標是讓他們喜歡英文，培養英語學習的興趣，最好是讓學生知

道一些關聯性。（D 英師） 

 

我覺得英語的最終目標是可以與人溝通，那如果要再細分一點的話，就是

在國小以前他們基本的字母認讀、以及發音能力要培養起來。然後英語學

習興趣也是要在國小教學培養起來。（E 英師）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第一個是讓學生有興趣的接觸英

文。（F英師）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可以讓小朋友可以放輕鬆學英

語，不要害怕講英語。（H 英師） 

大部分的老師教授英語，都會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對於英語學習

保有興趣，也會針對不同的課程內容，轉換不同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可以更加

學習到該堂課的學習目標，如教師 B、G、H 的學校。 

各 種 教 學 法 混 合 ， 就 是 比 如 說 「 溝 通 教 學 法 （ Communicative 

Approach ） 」 、 「 完 全 肢 體 反 應 教 學 法 TPR （ Total Physical 

Response）」，或者是「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就是各種教學法

會混合在一起教，看今天課程適合什麼樣的教學法，就會用什麼樣的教學

法教。（B英師） 

 

三年級就會用到完全肢體教學法（TPR），或是溝通式教學法（CLT）。

（G 英師） 

 

我通常比較常使用完全肢體教學法（TPR），遊戲帶入的方式也會，有時

候也會用電子書附贈的小遊戲，讓他們去做互動。我覺得 TPR 可以讓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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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小朋友可以透過聽，和動作加深他們印象，順便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H 英師） 

 

有一些教師認為英文學習中的聽、說是最重要的，所以會將教學方法著重

在於學生有機會說、有機會聽，更有老師會使用分組方式，讓高成就學生練習

教低成就的學生。有老師會使用角色扮演，讓學生藉由演戲，學習到英語的聲

調，語言與張力。有老師則是認為以兩人分組的方式，學生可以練到的機會比

較多，較沒有空白等待的時間，如教師 A、B、C、D、E、F、G、H 的學校。 

希望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不僅能夠訓練學生的聽力能力，也能讓學生有

機會可以說英語、表達英語，並不害怕的展現自己。（A 英師） 

 

倆倆對話練習是最有效的教學活動，因為他們必須要兩個人、兩個人去呈

現學習成效，所以他們的學習效果就是最直接最好，空白時間會減少。

（B英師） 

 

我比較常使用的教學活動是換小老師上來講課，就是教學交換角色，我現

在去當學生聽別人講課，然後等等換上去當老師講課給別人聽。（C 英

師） 

 

使用角色扮演，或是對話練習，讓他們互相詢問，練習句型。有時也會英

語的表演，像用讀者劇場的方式讓他們練習，我們會適度地讓他們發表，

所以就會用讀者劇場。（D 英師） 
 

首先會先聽，再跟讀，最後全班輪流，用接龍方式完成課文朗讀。（E 英

師） 

 

我比較常用分組教學授課，因為我希望程度好的學生可以稍微去帶領那些

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F英師） 

 

我上課常使用讓小朋友輪流唸，然後就是問答或者是遊戲。（H 英師） 

 

然而也是有部分教師認為因為學生程度，很多都已經蠻高成就的了，也不

需要做太多不同的教學，直接直述是把課程教完即可，也有教師認為，因為學

人數多，以大多課堂時間以直述的方式教學，學生比較好掌控，如教師 A、C

的學校。 

我通常會使用「直述教學法」，因為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在外面學過英

語，他們的英語程度也都足以應付學校考試，所以我就沒有在用，因爲他

們已經會了，所以我都使用直述教學法。（A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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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學法，就是我講，他們聽，因為這種方式指令明確，我要他們做什

麼，他們就做什麼，就不會有搞不清楚狀況的情形發生，掌控度比較高。

（C 英師） 

 

由上面得知，不管是市區的學校，或是較偏鄉的學校，英語教師的教法，

以及理念大多相似，英語教學的方法老師們都透過專業評估選一個最合適課堂

的方式，也會帶不同的英語練習，希望可以讓小孩子多增加英語練習機會，因

此在英語教師教學方式，其實城鄉的落差，不會差到太多。 

 

二、 英師課後輔導 

現在英語雙峰現象嚴重，高成就的小孩老師一講就通，低成就的小孩，老

師怎麼講，對於他們來說英文都是非常難以理解的，在課堂上，老師較無法同

時分身乏術同時顧到高峰群、中等群、低分群的學生，老師只能夠以統一化的

教學，偶爾補充些課外英語相關知識給高分群，那麽低分群的學生，勢必需要

額外的協助。 

在偏鄉小校的教師們認為，學校附近所擁有的英語相關補習資源少之又

少，學生只能透過學校的學習才有辦法提升英語學習成效，因此就算時間再怎

麼得少，偏鄉小校的老師會比較常將學生強制留下來，透過下課時間補救，或

是以放學的時間補救，透過額外的教學，再增加學生的英語能力，如教師 D、

E、F、H 的學校。 

班上有比較緩慢的學生，就是私底下找他來，讓他多做一些背誦，知識多

補一些，盡量教他怎麼去增進能力，然後運用一些早自習、下課、午休時

間，或是一些非主科的科目來加強。（D 英師） 

 

如果班上有比較緩慢的學生，我會使用放學時間，因為這種比較緩慢的學

生有幾個特質，就是他的作業常遲交或缺交，盯他的同時，我就會請他

讀、唸給我聽，這邊家長覺得老師如果願意把學生留下來加強，家長都會

很願意配合老師。（E 英師） 

 

我班上若有學習緩慢的學生，我可能會找小老師幫他們，第一個我會徵求

班上小朋友願意幫忙的。第二個在課堂上如果真的覺得不行的話，我就會

下課把他留下來，或是把他拉進學習扶助的課程。因為我本身也有上放學

後的學習輔助課程。（F英師） 

 



 
 
 
 
 
 
 
 
 
 
 
 

 

73 

 

班級內學習較緩慢的學生，若要做補救教學，真的是一個困擾，因為他就

是練習時間都不夠，我自己本身時間也不夠，我就是只能利用下課時間。

（H 英師） 

 

在偏市區中、大學校的老師認為，因學校附近補習資源多，大部分的學生

都是有補習的，程度都算是可以應付學校課業，且因為學校人數比較多，比較

無法給予太多的個別資源，頂多將小孩叫過來寫寫功課，比較無法再進行多餘

的教學，甚至有教師就不做補救教學了，如教師 A、B、C、G 的學校。 

雙峰現象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因為高成就的學生，永遠都不會是你教的；

低成就的小孩，老師們永遠教不會他們，因為這些低成就的小孩，通常不

會只有英語這一科目學習能力差，而是伴隨著很多科目都屬於低成就，所

以在國小有限的時間內，不太可能教會他們。班上若有比較低成就的小

孩，我是沒有在幫他做補救的，因為自己本身兼行政，也沒有時間，再來

學生其他科目也不好，已經對學習這件事就是一個放棄的狀態，因此，我

也就不會再多花時間做補救了。（A 英師） 

 

通常學習緩慢的學生我不會做補救教學，我都是中午的時候帶去英語教室

寫功課，那一旦他寫功課的部分速度變快，學習速度變快，他只要願意寫

出一個標準、漂亮的功課，那之後他在上課的時候就會想要自己跟上大家

的速度，因為國小的課程根本不能，不用補救到什麼樣的地步，所以只要

讓他可以跟上課程，只要功課有跟上，通常上課都會願意配合。從聽說讀

寫中，從讀寫的成就感中，去增加聽說的成就感，是可以的。（B英師） 

 

如果班上有學習緩慢的學生，我會利用各個空餘時間，像是利用早自修、

午休，或是下課時間找他們過來，但我主要是看作業啦，如果有沒交，也

寫不出來的，我就會叫過來在我旁邊完成。（C 英師） 

 

我們學校比較緩慢的學生，那就看看他們想不想學，有些是會想學的，這

種會的我就會找時間讓他們過來，讓他們從基礎學，因為他們連字母都不

太認得。（G 英師） 

 

由上面得知，雖然較偏鄉的孩子受到的學校英語補救資源會比較多，但除

了學校以外，又幾乎沒有其他補習資源可以學習英語，且依比例算起，偏鄉需

要補救的人數高於市區需要補救的人數。 

 

第三節 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家庭教育投資、教

育條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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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英語教學在學校學習，因學校英語教師給予的教學是一致性、統一

性，雖然有可能因為地區而造成不同的學習成效。那英語學習是屬於環境性、

延續性，那家庭的教育，家長的重視度、家長的支持度也都會是學生英語成效

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下開始探討、分析家庭教育投資、家庭教育條件所帶

來的英語成效影響。 

壹、 家庭教育投資 

透過訪談的結果歸納後得知「家庭教育投資」造成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可分

為以下三種因素，分別為：家長對於學生英語的期望、家長參與英語學習，以

及學生校外補習英語等方面來進行歸納、分析。 

一、 家長對於學生英語的期望 

家長對於孩子學習英語的態度，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成效，當

家中的家長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有重視的話，大部分會陪伴小孩英語，或若家

長自己本身無法教孩子，則會讓孩子參與英語補習班，期望孩子的英語成效

好、成績好，如教師 A、B、C、D、E、F、G、H 的學生家長。 

我們學校的家長比較重視成績，但幾乎不太陪伴孩子學習英語，更不用說

親自教導孩子英語了，大多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孩子就讀，所以我們學校

附近有許許多多的英語補習班，我們學校很少有不補習，可以靠自己，讓

英語程度很好的學生。因為家長看成績，所以要讓父母親看到自己花的錢

是值得的。（A 英師） 

學生家長會選擇要來我們學校，通常是因為認定學校的競爭力，以及學校

的學習成效比較好，所以他們才會跨區就讀。我們學校的家長有部分的會

陪伴學生學習英語，但比較少可以教導自己小孩學習英語，大部分都是去

安親班、補習班，因為他們很重視學生的學習的成績。我們學生家長社經

地位比較高，他們相對對自己孩子的前途或是學習成效要求比較高，所以

他的成績會一直被壓在高分群，所以學生學習成效跟家長的態度、社經地

位最有關係。（B英師） 

 

我們學校的家長對小孩的英語課業其實蠻重視的，因為這兩年的班親會，

都有家長問我英語課怎麼上課的啊？考試怎麼考的啊？然後我小孩英語學

得怎麼樣啊？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找補習班讓小孩去補習。高分群學生能有

這分數可能是因為先前有考過好成績，或者是家長有在乎到學生的這一部

分，家長有因為成績給他們獎勵，（C 英師） 

 

本身就很重視教育的家長，才會送他們去補習，家長的職業別對於學生的

學習很有關係。有一位家長會花四十分鐘將學生從信義鄉到水里補習英

語，有些家長因為都比較重視教育，所以有在盯小孩，小孩的個性也就比

較積極、上進，英語成績也比較好。（D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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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少數家長蠻重視學生的課業，他們會跟學生說英文很重要，要認真

學，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現在是在做茶，可是在若干年前是在我們學校當

代理主任的，就是說他有一點教師背景，所以會在意學生的表現。我覺得

家長重視課業，家長越重視的，小孩表現就會越好，至於學校，我是覺得

學校給每個小孩的東西是一樣的，那學生會有高低的差別，就是個人努

力，以及家庭支持的程度。（E 英師） 

 

少部份家長會來跟我討論他小孩的英語學習狀況，如果小孩的學習狀況真

的不好的話，家長會再來跟我討論要怎麼改善，我就會跟他討論，相對成

績就不會太差。（F英師） 

 

我覺得我們家長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課業算是重視的，因為功課回去簽

名，要背的，家長都會幫忙簽名。高分群的都是爸媽會教的，通常都是家

長社經地位水準比較高、教育水準高，比較會盯著學生。（G 英師） 

 

小部分高分群家長，他們會重視英語，因為覺得英語很重要，家長的教育

程度會影響小朋友，對小朋友的期望會比較不一樣。（H 英師） 

 

當家長對於英語教育的重視度沒有那麼多時，小孩對於英語的態度也就沒

有那麼重視，有的家長會覺得，國、數比較重要，相對英語就不重視，有的家

長會覺得小孩考得差沒關係，那麼小孩也就覺得家長都不在乎了，自己幹嘛要

在乎英文，也覺得老師不該要求這麼多。也有的家長因為自己本身不會用到英

語，也不了解英語，所以給予小孩對英語的觀念也較負面，會合理化英語在日

常用不到的觀念。甚至有家長雖然送學小孩去補習英語，但完全沒有在關心學

習成效，只是送出去補習而已，那麼孩子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就是，我有去就

好，成績不重要。如教師 C、F、G、H 的學生家長。 

這個學生是屬於容易恍神型的，而且家長也沒有關心他的學習狀況，只有

花錢送小孩子去補英語，這個樣子其實是沒有甚麼用的。這些低成就的主

要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提供，再加

上家長本身也不了解英語，並合理化英語在他們身上也用不到的觀念。

（C 英師） 

我們的地區家長若是不走出去的話，他們可能就真的會覺得英文沒有那麼

重要。說真的我們這邊的家長對於學業真的比較沒有那麼重視，通常都是

老師說什麼就什麼，也不會再去額外的說要去再多提升什麼的。有些孩子

自己覺得這樣子就夠了，有些孩子不想更提升，也覺得我們家裡人覺得我

這樣子就夠啦！（F英師） 

 

他們的家庭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態度因為他們家長不會要求，導致於他們

功課寫得完、寫不完，或是考試考得好、考得不好，他們都不會在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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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覺得回家不會被罵，那就沒關係，所以主要影響的原因是因為家長態

度，以及他們的社經地位。（G 英師） 

 

有些務農的家長、種茶的家長，就覺得還好，小朋友只要 OK，過得去，開

開心心、三餐溫飽就 OK了。家長其實工作都太忙了，沒時間顧小朋友的學

習，或不會重視教育，所以造成這些問題。（H 英師） 

 

由上面得知，不管市區、偏鄉的學校，只要家長有在重視小孩的英語學

習，有在期望小孩的英語學習要有一個程度，大多學生的英語成效會有成果，

學生自己對於英語學習也比較會有動機，更能獲得學習成就感，那麼英語學習

成效就會好。但其實大多的重視的英語教育的家長，都市的量會多於偏鄉的

量，也因此城鄉孩子的英語成效會差距比較大。 

 

二、 家長參與英語學習 

家長只要有參與小孩的英語學習，無論是以陪伴讀書的方式、以親自教導

英語的方式，或是尋找其他相關英語補充資源，像是線上英語，或是實體補習

班，這些方式，只要家長是有明顯意願，有明顯陪伴，那麼小孩子的英語學習

一定會有所成效的，如教師 A、B、C、D、F、G、H 的學生家長。 

我們學校的家長比較重視成績，但幾乎不太陪伴孩子學習英語，更不用說

親自教導孩子英語了，大多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孩子就讀，所以我們學校

附近有許許多多的英語補習班。但至於送去英語補習班有多少幫助，也就

是能夠應付應付學校的英語考試而已。（A 英師） 

 

只要有去補習的學生，他們通常追求的是學習的成績，所以都有幫助，補

習班老師都會想拉高他們的成績，所以會幫他們複習，就足以應付學校課

業的那種。我們學生家長對自己孩子的前途或是學習成效要求比較高，所

以學生的成績會一直被壓在高分群。（B英師） 

 

我們學校的家長對小孩的英語課業其實蠻重視的，因為這兩年的班親會，

都有家長問我英語課怎麼上課的啊？考試怎麼考的啊？然後我小孩英語學

得怎麼樣啊？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找補習班讓小孩去補習。通常小孩子都是

在安親班順便補英文，考 90 分以上的這些學生能有這分數可能是因為先前

有考過好成績，所以他們覺得我可以再更好，或是覺得自己的英語很好，

覺得自己有成就感。或者是家長有在乎到學生的這一部分，家長有因為成

績給他們獎勵。（C 英師） 

 

家長重視的方式就是會稍微要求學生，少數的學生有在外面補習英語，或

是英語視訊學習課程，本身就很重視教育的家長，才會送他們去補習。有

家長會花四十分鐘將學生從信義鄉到水里補習英語。我覺得有補習英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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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語成效還是多少有幫助，但真的很認真的，其實補起來，程度真的也

算是蠻不錯的。家長因為都比較重視教育，所以有在盯小孩，小孩的個性

也就比較積極、上進。（D 英師） 

 

我目前有遇到家長會來跟我討論他小孩的英語學習狀況，如果小孩的學習

狀況真的不好的話，家長會再來跟我討論要怎麼改善，我就會跟他討論，

這樣的小孩相對成績就不會太差。（F 英師） 

 

我們學校也是有家長親自教學生英語，像我們學校會辦英語校內競賽，就

有選手的家長會陪他親自練習，疫情停課後的狀況，低年級的家長就會陪

小孩一起上線上英文課，不過這種都是少數，大多的家長都是找安親班、

補習班的資源。主要都是爸媽都會教的，通常都是家長社經地位水準比較

高、教育水準高，比較會盯著學生。（G 英師） 

 

我們班都是有英語補習班的，也有線上的課程，有一個大陸的家長，也是

找線上課程的，就是可以跟外國老師對話的課程。（H 英師） 

 

然而家長若較沒時間陪伴小孩學習英語，或者也沒心力、金錢送小孩去補

習英語的，很多時候，小孩英語程度就會偏弱，如教師 B、C、D、E、H 的學

生家長。 

英語學習成就低的學生，通常都是因為他的家庭因素，比如說他回家後都

沒有人可以管，或者是他本來就是單親、隔代，或是特殊學習障礙，而且

這種通常其他科目都很差，學校無論再怎麼樣輔導他，都沒有什麼用，幫

助都不大。（B英師） 

  

這些低成就的主要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資源

可以提供，再加上家長本身也不了解英語，並合理化英語在他們身上也用

不到的觀念。（C 英師） 

 

比較低成就的小朋友，我們班有一個真的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另

一個是因為家長盯的關係比較少一點，所以比較不夠認真、不夠積極，學

習態度是導致這些低成就的原因。（D 英師） 

 

學校附近只有一家私人的補習班，車程需要十分鐘的路途，所以可能家長

會覺得要特地載去補習，就不太願意。（E 英師） 

 

家長其實工作都太忙了，沒時間顧小朋友的學習，或不會重視教育，所以

造成這些問題。（H 英師） 

 

三、 學生校外補習英語 

學生學習英語，若只有在學校，一週最多兩節課，四十分鐘，假如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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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沒有再繼續接觸英語，那麼在學校學的兩節課，其實效果會等於幾乎歸

零，因為語言是需要一個環境，多點練習，才會習得的，若沒有語言、沒有環

境，那學習語言會變得非常痛苦。 

在屬於市區的學校，附近的補習班數量不勝枚舉，家長相對的經濟狀況也

好，也希望、願意送小孩去補英語補習班，所以造成英語補習班這麼多的緣

故，而有送去補英文的學生，大多數英文成效都不錯，也能足以應付學校英語

考試。而也去補習的，也能多接觸英語，接觸時間長了，英語的語感也會比較

有，英語能力也加減會提升不少，如教師 A、B、C、G 的學生家長。 

我們學校的家長比較重視成績，大多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孩子就讀，所以

我們學校附近有許許多多的英語補習班。但至於送去英語補習班有多少幫

助，也就是能夠應付應付學校的英語考試而已。我們學校很少有不補習，

可以靠自己，讓英語程度很好的學生。（A 英師） 

 

我們一個班級差不多超過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學生都有補習英語，我們學校

附近開了很多的美語補習班。學校的課程因為真的很簡單的基本面來講，

只要有去補習的學生，他們通常追求的是學習的成績，所以都有幫助，補

習班老師都會想拉高他們的成績，所以會幫他們複習，就足以應付學校課

業的那種。（B英師） 

 

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找補習班讓小孩去補習。通常小孩子都是在安親班順便

補英文，安親班內就有開設英語班，比較多都是這種英語安親班的，如果

是純英語的話，就比較少。小孩如果課外花一、二個小時去補習，那影響

其實蠻大的，學校考試其實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是小菜一碟。（C 英師） 

 

我們學校大概三分之一到快要到三分之二都有補習英語，我們學校附近的

英語補習班數量還不錯，還蠻多間的。（G 英師） 

 

在屬於偏遠地區的學校，附近的補習班數量少之又少，甚至附近沒有一間

英語補習班，可能原因是因為附近的工作型態、環境因素造成補習班稀少或沒

有之緣故，也有因為該校家長的經濟水平，無法承擔英語補習班的費用，久而

久之，就沒了英語補習班。在偏鄉的小孩，本身因為家長，文化刺激就少了，

能接收到的英語相關能力也少，就僅僅學校一週兩堂的英語課，其實是不足夠

的，再加上家長忙於工作，或無力指導英語學習，學生本身無英語學習動機及

英語學習成就感，導致離開學校後，所有在校學的英語全數歸零，而造成學習

成效越來越差，如教師 D、E、F、H 的學生家長。 



 
 
 
 
 
 
 
 
 
 
 
 

 

79 

 

目前有四個有補習英語，但我們學校附近沒有英語補習班，有家長會花四

十分鐘將學生從信義鄉到水里補習英語。我覺得有補習英語對於英語成效

還是多少有幫助，但真的很認真的，其實補起來，程度真的也算是蠻不錯

的，但也還是有的很勉強，就是要用鼓勵的方式，然後請他硬撐一下。我

班的有一個，我看他比較沒興趣，所以我就勉強的鼓勵他，另一個也有

補，這一個是因為媽媽也很重視英語教育。那其他班的，我看補起來也是

不錯，程度都上到國中的部分了，都可以應付學校的考試。（D 英師） 

 

家長會送小朋友去補習的是少數，全校只有四位而已，可能因為學校附近

只有一家私人的補習班，路途需要十分鐘的車程，所以可能家長會覺得要

特地載去補習，就不太願意。我覺得有去補習的，英語都特別的好，是高

峰的那幾個，因為他們都超前了，都已經五年級學到國中的東西了。（E

英師） 

會有幾個送小孩子去安親班學英語，大概會有全校的四分之一的學生是有

去補習的。然後學校附近的英語補習班只有二、三間而已。（F 英師） 

 

我們大部分的家長有一些會讓學生補習，我們學校附近沒有英語補習班，

要到鹿谷鄉的中心才有，大概從我們學校要大概十分鐘的車程，有一間英

語補習班，似乎還有一間私人的英語家教班。我覺得有補習加減對英語程

度有幫助，因為接觸英語的時間變多了。（H 英師） 

 
由上面得知，不論學校是位於何者地區，若家長有參與學生英語學習，關

心學生學習英語的狀態，那麼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一定會有。然後，如果家長

是沒在關心孩子的英語學習，或是沒有花心力的陪伴他學習英語的過程，那麼

很少會有成績好的學生。就像前述，在市區的家長，雖然忙碌，但有能力、願

意送小孩去補習班，也會注重成績，這樣的家長量比較多。相反的，在偏鄉的

家長，雖然也忙碌，但地勢不允許送去補習班，或是家中經濟也不方便送小孩

去補習班，那麼學生學習的狀況就差，這樣的量雖然跟大校比起來不多，可時

依照比例原則，就很多了。 

 

貳、 家庭教育條件 

透過訪談的結果歸納後得知「家庭教育條件」造成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可分

為以下三種因素，分別為：家長薪資收入、家長教育程度，以及家長職業地位

等方面來進行歸納、分析。 

一、 家庭薪資收入 

家長薪資收入會與家庭居住的環境有關、社區氛圍有關、以及家長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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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別有關。就薪資收入，簡單的分類可以分為富裕、小康，

以及中、低收入戶。家長的薪資收入會影響到學生學習的成效。 

當家長薪資收入類別屬於較富裕，或是屬於小康型的家庭，家長的社經水

準會有一定的程度，對於小孩的英語學習，一定會注重，讓他參加英語補習

班，或是陪伴他學習英語，有的家長經濟收入更是足夠讓小孩從小就讀雙語幼

兒園，在小孩子小的時候就讓他提早接觸英語，如教師 A、B、C、D、E、F、

G、H 的學生家長。 

我們學校其實各個層面、各個職業別的都有，因此家長們的經濟大多處於

中間，或小康。我們學校的家長比較重視成績，大多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

孩子就讀，所以我們學校附近有許許多多的英語補習班。我們學校，有很

多學生在幼兒園的時候，家長就已經讓小孩子就讀雙語幼兒園了，對於英

語教育，極為重視，才會讓小孩提早在幼兒園時就接觸英語，就讀雙語幼

兒園，或是全美語的幼兒園。（A 英師） 

 

我們學校因為在市中心，而且我們學校「越區就讀」的學生就佔了六到七

成，所以我們學生家長的社經地位普遍都比較好，那他們會選擇要來我們

學校，通常是因為認定學校的競爭力，以及學校的學習成效比較好，所以

他們才會跨區就讀。因為家長的社經地位比較好，而且學生本身的先備知

識大部分也比較好，所以對於英語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學生家庭背景

的社經地位都算是小康以上。那原本在學校的區域裡面的家長，狀況也都

不錯，差不多超過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學生都有補習英語，我們學校附近開

了很多的美語補習班只要有去補習的學生，都有幫助，因為我們學生家長

社經地位比較高，他們相對對自己孩子的前途或是學習成效要求比較高，

所以他的成績會一直被壓在高分群，所以學生學習成效跟家長的態度、社

經地位最有關係。（B 英師） 

 

學生的家庭經濟比較屬於小康居多，不過很有錢的那種感覺就是會長、副

會長那種，也是有的。我覺得家長是從商的，以及家長是從事農業的好一

點，因為從商的，大都有金錢上的能力送去安親班。（C 英師） 

 

我覺得家長經濟分布狀況大概小康的有兩成，中間等級的有五成，整體的

經濟狀況其實還好，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大多都是公務員，或是本身就很

重視教育的家長，才會送他們去補習，家長的職業別對於學生的學習很有

關係。（D 英師） 

 

我們學校的家長經濟狀況其實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小康的，有些學生是沒

有補習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的家庭狀態都是很穩定的，爸媽都是

正常工作、穩定收入、正常回家、對孩子課業會關心、供餐正常、睡眠正

常，就是正常的家庭，而且他們對於課業都有一定的要求。（E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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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家長的經濟分布大部分是小康，會考 90 分以上的家庭社經背景都

還不錯，學校這部分提供的，只要上課有認真聽講，回去有複習，要拿到

90分以上是沒有難度的，但都一直維持在 90分以上的家庭社經地位真的都

還不錯。（F英師） 

 

我們學校大概三分之二是有錢人，我們有縣長的兒子、有議員的小孩，還

有店長的小孩之類的，因為我們位於南投市的市中心，生活機能較方便一

點，通常都是家長社經地位水準比較高、教育水準高，比較會盯著學生。

（G 英師） 

 

經濟比較 OK 的家長，就會送小孩到補習班，那有的就會到鹿谷的唯一的一

間補習班補習英語，有的就會送到竹山鎮去補習英語，那他們成績就是會

OK。我覺得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學生影響的因素比較多一點，因為有在外面

補習。（H 英師） 

 

相對的，有些家長因為職業關係是屬於第一級產業，經濟狀況較沒有那麼

好的，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可以提供小朋友補習英語，增加英語接觸的時間，

或是因為經濟不允許之下，會花很多時間在工作，沒有辦法長時間陪伴孩子學

習，或是盯著孩子課業時，那麼孩子的英語程度相較於其他同學、相較於其他

鄉鎮市的學生，就又明顯落差了許多了，如教師 D、E、G、H 的學生家長。 

比較低成就的小朋友，我們班有一個真的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再

另一個是因為家長盯的關係比較少一點，所以比較不夠認真、不夠積極，

家長的態度，以及學生本身的智力或學習態度是導致這些低成就的原因。

（D 英師） 

 

家長職業別其實對各科都會有影響，務農跟商的他們家庭會比較忙，比較

少在家，很難常常去監控或是協助學生的課業。（E 英師） 

 

低分群學生，通常都是家長社經地位水準比較低、教育水準低，比較沒時

間盯著學生學習，所以主要影響的原因是因為家長態度，以及他們的社經

地位、經濟水平。（G 英師） 

 

也有中、低收入戶的，可能家裡只有單一來源，不是雙薪家庭。或者是家

裡是雙薪家庭，但收入比較不穩定的，因為有時候採茶，或是採筍子那種

都是看季節的，就會有一段時間他們很忙、很忙、很忙，然後有一段他們

就都在家裡休息。家長其實工作都太忙了，沒時間顧小朋友的學習，或不

會重視教育，所以造成這些問題。家長其實工作都太忙了，沒時間顧小朋

友的學習，或不會重視教育，所以造成這些問題。（H 英師） 

 

由上面得知，如果家長經濟水準是屬於中等以上的，對於英語教育的重視

度會有一定的影響，若自己沒辦法陪伴或教導，一定會送去英語補習班學習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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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相對家長經濟水準屬於中偏下的，家長心力通常都在工作上，實在沒什麼

心思與心力在盯著孩子課業，那麼小孩在家的英語學習時間一定會變短，英語

學習就無法繼續延宕學習，導致英語的學習成效差，造成班級內的程度落差，

以及城鄉是學生之間的大落差。 

 

二、 家長教育程度 

學生學習的狀況，與家長的教育程度息息相關，通常家長自己有一定的教

育程度時，也會期許小孩有一定水準的英語教育程度。除此之外，當家長的教

育程度好的時候，相對他們也知道英語在未來的重要性，也就會多留意學生的

英語教育成效，可以親自教導小孩英語，或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小孩去補習。

當然只有少數幾個家長教育程度沒有那麼好，但是還是可以意識到英語在未來

是不可或缺的語言，而家長的教育程度，也會影響到家長的職業，所有的因素

都是環環相關的，如教師 A、B、D、E、G、H 的學生家長。 

父母的職業對於學生學習英語的重視度是有差別的，屬於軍公教，以及從

商的家長比起其他職業別的，比較重視學生的課業。有很多學生在幼兒園

的時候，家長就已經讓小孩子就讀雙語幼兒園了。（A 英師） 

 

有成績不錯的小朋友從小沒補習，但這種孩子都是因為他們家長有自己的

規劃，或是有能力可以管教、輔導自己的小孩，所以主要還是因為家長在

家裡可以幫忙協助小孩的課業。（B英師） 

 

我們學校務農的家長和工人蠻多的，父母親都是公務員的有少部分。我覺

得家長的職業別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因為透過這些家

長對於小朋友功課的重視度。有在外面補習英語，或是英語視訊學習課

程，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大多都是公務員，或是本身就很重視教育的家

長，才會送他們去補習，家長的職業別對於學生的學習很有關係。（D 英

師） 

 

我們有幾位家長蠻重視學生的課業，他們會跟學生說英文很重要，要認真

學，他們會這樣跟他們講，雖然家長沒有辦法幫助小孩的英語科目，但是

他們會跟小孩說英語很重要。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現在是在做茶，可是在

若干年前是在我們學校當代理主任的，就是說他有一點教師背景，所以會

在意學生的表現，學生程度還是和家長教育水平是有關係的。 

（E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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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也是有家長親自教學生英語，像我們學校會辦英語校內競賽，就

有選手的家長會陪他親自練習，這位家長是大學畢業的。不過這種都是少

數，大多的家長都是找安親班、補習班的資源。（G 英師） 

 

如果家長的教育程度比較高，就會比較重視小朋友的課業，家長會比較著

重成績，讓他們去補習。有一個大陸的家長，大概學歷有大學畢業，也是

找線上課程的，就是可以跟外國老師對話的課程。高成就的孩子，這種類

型的學生家長有的是廚師、有的是在別人公司上班的那種，也有的是在醫

院上班的，所以家長的教育程度還是會有影響。（H 英師） 

 

教育水平較低的家長，對於教育本身沒有太多想法，生活及工作佔據了幾

乎整天的日子，更不用說對於英語教育有多大的認知，及國際觀，因此這類的

家長，比較不會注重學生的英語學習狀況，或是讓學生去外補習英語，如教師

C、G、H 的學生家長。 

低成就的主要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

提供，再加上家長本身也不了解英語，並合理化英語在他們身上也用不到

的觀念。低成就的主要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

資源可以提供，再加上家長本身也不了解英語，並合理化英語在他們身上

也用不到的觀念。（C 英師） 

 

低分群的學生，因為沒有補習，家中家長教育水準也沒有那麼高，又忙於

工作，因此無法讓學生補習，更無法指導小孩學習英語。（G 英師） 

 

家長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小朋友，對小朋友的期望會比較不一樣。（H英師） 

 

由上面得知，家長本身的知識水準，教育水平高、低會影響到自身對於教

育的重視度，再間接影響到小孩對於英語教育的態度與積極性，家長對於英語

教育的視野高低，也就會關係到他對待小孩的學習態度，會決定到他是否要讓

小孩補習英語，或者是陪伴小孩學習英語，又或者是選擇將時間都用於工作

上，疏忽了孩子英語教育的重要性。而這些總總原因，也是造成學生學習英語

成效城鄉差距的原因。 

 

三、 家長職業地位 

家長的教育水準影響到家長職業地位，職業別可大致上分成第一級產類：

農業；第二級產業：工業；第三級產業：服務業；軍公教類。這些產業關係到

家長工作的忙碌度，以及能夠給予孩子資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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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二、三級產業，以及軍公教職業類型的家長，由於知識有一定的水

準，經濟狀況也能維持在中等以上，再加上自己本身對於英語教育有一定的想

法或認知，因此會知道英語是一個很重要的科目，於是會陪伴小孩學習英語，

或者是盯著小孩學習，不然就是送到英語補習班，可以獲得更多的英語教教育

資源，如教師 A、B、C、D、E、G、H 的學生家長。。 

我們學校家長的職業從事自營商的家長較多，工業也算多，不過教職的就

不算多。但父母的職業對於學生學習英語的重視度是有差別的，屬於軍公

教，以及從商的家長比起其他職業別的，比較重視學生的課業。（A 英

師） 

 

我們學校的狀況比較特別，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有正式職業的很多，尤其是

軍公教、公職人員。除了公職人員，還有醫護人員，因為我們學校旁邊就

是醫院，這兩個職業別加起來，可能都已經要佔一半以上了。家長從事商

職的也有，因為我們學校旁邊就是市場，所以商職的也有，那另外有一些

就是私人機構，或是家管了，剩下的就比較不明，但可以確認的是，公職

人員就佔了一半了。而這些職業的家長，對於小朋友的英語程度、英語態

度還是會有影響。（B 英師） 

 

我知道的家長職業別是商業比較多，再來是農業。我覺得家長的職業類別

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也不只有英語，其他科目的成效也會影響

到，因為我覺得跟職業別有關係，我覺得家長是從商的，大都有金錢上的

能力送去安親班。（C 英師） 

 

不過少數的學生可能有三、四個，有在外面補習英語，或是英語視訊學習

課程，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大多都是公務員，或是本身就很重視教育的家

長，才會送他們去補習，家長的職業別對於學生的學習很有關係。有三個

男生，這些人一方面是頭腦好、反應不錯、學習速度快、語感也好，然後

對英語也有興趣，會主動學習。然後這三位的家長有老師的、有工人的，

另一個是爸爸在漢陽工作，這三位家長因為都比較重視教育，所以有在盯

小孩，小孩的個性也就比較積極、上進。（D 英師） 

 

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現在是在做茶，可是在若干年前是在我們學校當代理

主任的，就是說他有一點教師背景，所以會在意學生的表現，學生程度還

是和家長教育水平是有關係的。有 90 分以上的學生都沒有補習，有一個共

同點就是，這三位小孩的家庭狀態都是很穩定的，爸媽都是正常工作、穩

定收入、正常回家、對孩子課業會關心、供餐正常、睡眠正常，就是正常

的家庭，而且他們對於課業都有一定的要求。（E 英師） 

 

比較制式化的家長，像是老師、公務員，小孩做事就比較謹慎。我覺得我

們家長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課業算是重視的，因為功課回去簽名，要背

的，家長都會幫忙簽名。（G 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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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從事工、商行業，至於軍公教的家長不多，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對於小

孩英語會有影響，他們會重視英語，因為覺得英語很重要。（H 英師） 

 

家長職業別若比較偏向第一級產業的工作，那農耕時期一定非常的忙，會

較忙，沒有心力去教導孩子學習英語，自己本身對於英語也比較沒有重視感，

也覺得較用不到，因此傳遞給小孩子的教育也就會讓小孩子覺得英語這一個科

目不那麼重要。另外，有些非第一級產業的工作也很忙，有時需要早出、晚

歸，也無法花太多心力在小孩身上，因此小孩學習英語的成效，家長也無心

管，就造成的英語學習低弱的現象，如教師 C、D、E、F、G、H 的學生家長。 

我覺得跟職業別有關係，像是家長回來的晚，學生若是沒有自制力的話，

他就不會想要自己學習，而現在小孩子的自制力其實是不夠的，像是從事

農業的很忙。（C 英師） 

 

至於比較低成就的小朋友，我們班有一個真的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

係，再另一個是因為家長盯的關係比較少一點，所以比較不夠認真、不夠

積極，家長的態度，以及學生本身的智力或學習態度是導致這些低成就的

原因。（D 英師） 

 

務農跟商的他們家庭會比較忙，比較少在家，很難常常去監控或是協助學

生的課業。（E 英師） 

 

我們學校家長的經濟分布大部分是小康，中低收大概佔了三分之一左右。

我們家長的職業別大部分都是種茶務農的，在鹿谷鄉相關單位上班，或是

服務業。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別對學生英語學習其實多少有影響，我們的地

區家長若是不走出去的話，他們可能就真的會覺得英文沒有那麼重要。（F

英師） 

 

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對於英語學習有影響，絕對有影響。因為我聽到很多同

事在跟我抱怨說他們班的小朋友的家長是服務業的，因為都在工作，所以

小孩態度比較沒有那麼好，講話方式跟爸媽的口氣一模一樣。（G 英師） 

 

務農的家長、種茶的家長，就覺得還好，小朋友只要 OK，過得去，開開心

心、三餐溫飽就 OK了。（H 英師） 

 

由上面得知，家長的職業地位、職業類別是影響到自己對於教育、對於小

孩教育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類型越往第三級產業，或軍公教的家長，會越知

道英語的重要性、國際性，所以對於小孩的英語教學成效也會越重視，希望小

孩能學好英語，未來有機會用英語的時候，能不畏懼的使用英語。相對於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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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型屬於第一級產業的，因為本身用不到英語，工作也忙碌，無法時時刻

刻盯著孩子學習英語，或是提醒小孩英語的重要性，因此會造成小孩對英語沒

那麼重視，而英語學習成效不好。 

 

參、 小結 

在受訪的八位英語教師中，在學校相關教育方面，有四位老師的學校位於

較市區，學校活動不太會干擾到英語教學課程，而另外四位老師的學校位於較

偏鄉地區，為了學生就學率，所以常要辦特色活動，影響到教學。就英語配課

時數，有五位英語教師覺得因為自己本身對於英語科目有經驗了、習慣了，所

以覺得目前負擔不會太重，但有另外三位英語教師認為，除了英語課外，還需

要兼任行政工作、兼導師，或是教授其他不熟悉科目，所以負擔很大，造成無

法好好備課，容易影響到教學品質。在家庭相關教育方面，八位的英語教師都

認為，學生是否有補習，對於英語學習成效有很大的差異。所有八位英語教師

都認為家長的對於學生英語的期望、參與學生的英語學習、家庭薪資收入、家

長教育程度，以及家長的職業地位會深深地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 

英語學習成效不僅從學校端加強，若從家庭面也要重視、加強，將會對學

生的英語學習成效有明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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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了解南投縣各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原因，藉由四所人口較

密集的市區型學校，以及四所偏鄉、極偏型之學校的英語教師進行深度訪談，

將所收集的相關文獻資料與訪談內容進行分析與整理。本章節將針對研究結

果，歸納研究發現並做出結論，以作為日後從事英語教學學生學習成效之參

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針對訪談的資料分析，並歸納出研

究結論；第二節研究建議，將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歸納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並且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架構，從二

個面向去分析，整理出以下研究結論，包含學校方面本身的教育條件，以及學

校可提供的教育資源等，並參考，以及比較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與結合研究

者本身的工作經驗和教育觀點，得出以下結論。 

壹、 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學校教育條件、教育資源因素 

在國小英語教學中，學校教育是學生學習英語的來源之一，學校教育可再

分成以下兩因素：學校教育條件、學校教育資源。 

一、 學校教育條件 

本研究將造成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的學校教育條件分為五個面向，分

別是「學校地域背景」、「學生集體期望」、「英師配課時數」、「教學環境

設備」、「英師留任意願」，以下分別敘述之。 

1. 學校地域背景 

一間學校的學校風氣與當地的風情人文息息相關，學校附近社區的文化對

於教育會形成一個潛移默化的因素。學校位置的所在地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經

濟水平，家長的職業別，以及這間學校對於教育的重視度。一個好的教育環

境，具有良性的競爭環境，會幫助人向上，而一個舒適、無競爭力的學習環

境，或是一個相對落後不進步的環境，則會讓學生缺少競爭感，並安於現況，

甚至放棄學習，或是向下沈淪，這都是學校位於的區域環境所影響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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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國時期，孟母為了讓兒子孟子學習良好的人格及品行，搬了三次家，才搬

到適合夢子居住，以及學習的最終地區，也就是目前所說的「孟母三遷」。這

就代表學生會因為周圍各種環境的影響，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就會有所不同，

當周圍環境是重視英語的，家長們就會認知英語很重要，當家長們認知到英語

很重要時，小朋友們也自然而然會覺得英語很重要，當同儕們一起奮發學習英

語，努力向上，自己本身就會想要也把英語學好，然後當同儕對於英語學習的

風氣是隨便的、無所謂的，那麼自己本身也容易被影響到。因此，一個學習環

境的位置是否位於奮發向上，或是消極安樂，都會造成英語學習差距的原因，

那也是為什麼許多家長會想要遷戶口，將自己的小孩的戶籍遷移到自己心目中

心儀的國小。 

2. 學生集體期望 

一間學校營造出來的學習風氣，會影響到學生學習的興趣，以及學生對於

學習目標的設定，另外就是在學生學習風氣中，是否有產生出一個良好的競爭

力，當學生看到同儕的英文是如此的好，可以聽得懂老師課堂中的英文，又能

與老師使用英語對話時，如果班級內的風氣是上進的，那麼此時就會激發出小

孩對於自己本身英語能力的挑戰性，希望自己的英文有朝一日也能像同儕一樣

說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反之，如果整體學生對於學習英文的態度是處於不積

極，認為學了英語，以後也無用武之地，那就會形成一個氛圍，讓整體學生都

對於英語學習興趣缺缺，當再怎麼優秀的學生在此環境中，也是會因為同儕間

集體散發出的學習態度而受到影響，原本對於英語學習無興趣的學生，就更加

不會想要學習英語，更加覺得英語在未來是用不到的語言了。 

3. 英師配課時數 

一位老師的配課時數都是固定的，但本身那位老師是否身兼多職就會影響

到配課節數的不同了。一般來說，英語科任老師都是 20 節課，如果這些節數都

是教集中同一個年級的英文，那麼老師只需要備課一個年級的課程，或是兩個

年級的課程即可教授很多班級，對於純英語科任老師來說，就只有體力較辛

苦，但對於課程內容的教學品質不會影響太大。然而許多的英文科任老師還需

要兼任行政，雖然可減節數至 14 節課，但是行政業務的量卻是排山倒海的多，

讓兼行政的英文老師分身乏術。有時，英語老師不需要兼任行政，但需要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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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科目，例如：社會課、體育課……等，補齊 20 節的時數，這些科目是英文老

師本身不擅長的科目，相對的，老師們就要用更多的時間備課，就會壓縮到準

備英語課程的時間，和體力，以及能準備的英語課程就沒那麼縝密了。在比較

偏鄉的學校，英語老師通常被指配去當級任導師，級任導師需要教授國語、數

學，那同時還要再教英文，這些科目是每天都需要備課，對於偏鄉的老師來

說，每天都需要重新備課，而且每一個科目都需要準備，因此備課的內容、教

學的品質一定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更不用說如果偏鄉老師，屬於導師兼英語

老師再兼行政，這樣的業務量對於一位想要教好英語的老師來說，負擔會是多

麼的沉重！ 

4. 教學環境設備 

現在 21 世紀是科技的世代，不論是教室內的硬體設備，或者是可提供給學

生學習的數位平板，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學校，電腦設備、投影設備、音響設

備是否能順利運作，讓老師在教學時不會因為機器老舊，器材過熱而影響教學

都是一個需要很大顧慮的一個因素。尤其在這個資訊轟炸的世代，老師不只要

提供課本內的知識，還需要結合許多國際的議題，以及讓學生聽電子書裡外籍

老師的錄音檔，讓學生可以試著與國際接軌，以及熟悉國外正常英文的速度，

這都需要靠能穩定的教學設備。 

5. 英師留任意願 

英語教師是學校中一個很重要、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為英文這一科目是專

業科目，英文老師也是經過許多語言的訓練，才有辦法教學。然而因為英語老

師不只能教英文，還可教授其他科目，或是接任班導師，或是行政，造成教學

負擔沈重，常常導致英語老師的留任意願降低。英語這一科目是需要長期培

養、長期訓練的，而且這一科目容易讓學生產生排斥感，因此英語老師的留任

意願就顯得更重要了。如果英語師資一直流動的話，容易造成學生對於英語教

師的不信任感，進而排斥英語，造成英語學習成效低弱。若能讓英語教師流動

率降低，英語教師必能好好規劃一套良好的英語系統，讓學生從基礎學起、培

養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如此一來，學生就不會因為常常換老師，需要一直重新

適應新的英語教師，而造成英語學習中斷。這種情形在屬於偏鄉一點的學校頗

為嚴重，無論是因為學校因素，或是因為英語教師本身個人因素導致而成，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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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學校的英語教師流動率都還是算高，但是卻又剛好偏鄉的孩子英語程度較需

要提升的很多，又遇到英語師資流動高，對於英語學習成效的城鄉差距影響又

會更加嚴重了。 

 

二、 學校教育資源 

本研究將造成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的學校教育資源分為三個面向，分

別是「英師教學方式」、「英師課後輔導」、「師生教學互動」，以下分別敘

述之。 

1. 英師教學方式 

英語教學中有許多不同的教學法，每一個教學法對應的教學內容都不同，

能帶給學生的學習成效也不同，所以英語教師必須在設計課程時，因應不同的

學生年紀、因應不同的課程內容，給予不同的教學方式。現在在學校的英語教

學普遍可以分成資深傳統派，以及新穎活動派。現今的小朋友在科技世代，習

慣了聲光刺激，如果課堂上再使用傳統教學，純講述的方式上課， 那小孩對於

英語學習的反感會很大，會更不喜歡英語，那也就不用期待學生會有一口流利

的好英文，也不用期待學生會英語學習的成效會很好。不過，現在已經有許多

新的一批英語教師，在成為英語師資前，已受過很嚴謹的英語師資培訓課程，

在英語教學方面，會用有趣、生動，並有效率的方式教英語，不僅可以引起學

生英語學習的樂趣，還可以讓學生從玩樂中學到英文，並且不畏懼英文，多多

開口講英文。 

2. 英師課後輔導 

現今學校生態中，英語學習成效的雙峰現象極為嚴重，又礙於英語教師無

法分身乏術，一次教授班級內不同程度的學生，常常造成很大的困擾，目前的

英語課後輔導可分成英語教師自行尋找時間進行課後輔導，或者是由學校端開

設學習輔助課程，讓孩子在放學後的時間留下來上英語補救教學的課。不過這

兩者都是有困難點的，前者，英語教師自行尋找課餘時間進行補救，例如：早

自習、下課時間、午休時間，通常英語科任教師都是需要跑班的，在課間期

間，如果將學生留下來進行補救教學，那麼有可能會導致英語教師來不及去下

一個班級上課，導致下一個班級的受教權會被侵犯到。至於後者，通常若要參

加學習輔助課程的學生，大多充斥著不同種類的問題，對於英語每一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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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完全不一樣，若將不同程度的學習落後者都放在同一個補救教學，那麼補

救教學的英語教師也會非常辛苦，反而學生的學習成效會更不好。還有另一個

問題就是，學習輔助課程其實都是屬於整天課程上完後學生再繼續留校上課，

一整天下來，其實學生的體力已經透支，學習成效也不好，這樣幫助也不大。

無論是課間補救，或者是學習輔助課程，會有機會參與這兩個的學生，不僅僅

只有英文是屬於學習低弱的，其他科目也是很有問題的，那麼其實每一位科目

的老師都在催討著這些孩子的功課，或是要幫這些孩子做補救，很難會有一個

很好的時間和機會，是真正幫助孩子、輔助孩子變更好的。 

3. 師生教學互動 

英文對於普遍學生來說，是一個會畏懼的科目，那能不能讓孩子從畏懼的

心情，到接納英文，再到喜歡英文，這是一個很漫長的路，而在學校內，最重

要的靈魂推手就是「英語老師」。英文老師在教學時能不能和學生有一個良好

的互動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位老師用傳統的方式教學，自然而然學生感受不到

英語學習的樂趣，當老師又實施打罵教育時，學生會開始不喜歡這位英語教

師，再間接討厭英語這個科目，最後就放棄學習英語，那麼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一定不會好。當一位老師能讓英文課堂變有趣，又用鼓勵的方式教導，小孩一

定會喜歡這位老師，那麼也會希望藉由成績提升得到老師的讚賞。所以老師與

小孩子的互動模式，會與小孩子的英語學習成效相輔相成的，現在普遍小孩放

棄英語的原因都是因為不喜歡英語老師，所以不用願意在英語科努力，如果英

語教師能與學生保持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讓學生開始對英語有興趣後，那麼

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也會比較容易一點。 

 

貳、 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家庭教育投資、教育條件因素 

在國小英語教學中，家庭給予學生英語的教育態度與支持是學生學習成效

很大的要素之一，在此將家庭教育再分成以下兩因素：家庭教育投資、家庭教

育條件。 

一、 家庭教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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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造成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的家庭教育投資分為三個面向，分

別是「家長對學生英語的期望」、「家長參與學習」、「學生校外補習英

語」，以下分別敘述之。 

1. 家長對學生英語的期望 

家庭是孩子們從小生長的環境，是小孩子們最親密、最信任的環境。而家

長就是小朋友從小一起生活長大的人，在小孩的世界裡，家長是他們的楷模、

是他們的全世界，那麼小朋友會希望能得到家長們的認同，也藉由家長們的認

同下學習、成長。當家長們認知到英語有多重要時，就會對小朋友產生一定程

度的期待，希望小孩的英語學習要學得好，在未來升學、工作，或旅行時才能

用得上。當小朋友知道家長對自己的英語程度是有所期待、有所要求時，那小

朋友一定會有所壓力，將英語學好。反之，當家長對英語沒有一定的認知，以

及重視度時，對於小朋友的英語成效也不會有所期待，那展現出來的態度會讓

小朋友覺得沒學好也沒關係，反正家長不在意，就算學不會，以後和家長做一

樣的工作也行，反正也用不到英語，此時，小孩對學習英語就沒有任何的學習

動機，自然地，英語學習成效也會不好。 

而對於英語有認知，也知道英語的重要性的家長，大多屬於生活在市區型

的家長，這些家長本身對於英語的就略懂一二，可能也在職場需要用到英語，

自然而然也會要求小孩在英語科上要有好表現。而對英語較沒有什麼認知，或

覺得英語的重要性不高的家長，多半都是生活在偏鄉的家長，職業別很多都是

務農的，生活周遭本身就不會用到英語，所以對於小孩學習英語的期待也就不

會高，有些甚至因為農務繁忙，無力顧及小孩成績，所以小孩的英語成效也

低。兩者相比之後，這又造成了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原因了。 

2. 家長參與學習 

國小的學生因為年紀小，自律性以及耐性都不足，對於英語學習會有惰

性，畢竟英語對於學生來說是一個新語言、新符號，若此時沒有家長可以陪

著、參與他們學習，或者鼓勵著學生學習，那麼學生容易因為疲累或是習得無

助感而放棄學習。如果家長在學生剛學習英語的時候，有多盯著孩子、有多陪

伴孩子、有多監督孩子、有多鼓勵孩子，如此一來，學生就不會覺得在辛苦的

學習道路上只有自己在努力，而是有著爸爸媽媽的陪伴、鼓勵，這樣孩子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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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願意學習新的語言—英語。從本次研究訪談中，所有受訪的英語教師都認為

家長們有沒有參與學生的英語學習，對於學生的英語成效是非常顯著的。家長

親自陪伴小孩子學英語、家長親自教導小孩英語，或是家長送小孩去英語班學

習英語，並且有在關心小孩的學習狀況，這些的小孩，英語的成就表現都比其

他沒被家長關心英語學習表現的小孩英語成就還要高。 

3. 學生校外補習英語 

在學校，一般英語課排定為一週一至二節，大部分學校將英語課排一週二

節課，無論是用一節部定節數、一節彈性節數，或是用兩節的部定節數，大致

上不會超過此節數。那麼英語是屬於一種語言，語言是需要有環境、長期的練

習，才會「習得」，在學校一週二節課其實對於語言學習來說，是很不足夠

的，因為沒有延宕性，一下課後，就不會再使用到英語了。因此許多家長會讓

學生參加外面的英語補習班，甚至會有家長會找有雙語教學的資源，讓小孩有

多一些機會可以接觸英語。大部分的家長都有認知到英語是一個很重要的科

目，因此希望小孩的英語是具備足夠的能力，所以對小孩的英語會有所期待，

然後當自己沒能力能夠教導小孩學習英語，或是本身工作忙碌沒時間陪伴孩子

學習英語時，大多數的家長都會送小孩去補習英語。有去補習英語的小孩，因

為接觸英語的時間增加了，所以英語程度也會有所成長。再者，在校外補習英

語都是有分級、分能力上課，在同一個班級內，不會有程度落差太大的學生，

因此學習英語時，學習成效也比較好。而且在校外的補習班，通常都是會有留

級制度，如果沒考好，可能會被留級，在同儕間可能就會顯得較沒面子，以及

家長會督促小孩子不準備背英文班留級，此時，小孩就會有動力想要把英語學

好，那麼小孩英語學習的成效就會出來了。補習班通常是位於比較市區的地

方，對於偏鄉來講，補習班少之又少，可能連補習班都沒有，那學生的學習資

源少、家長督促少，英語學習成效的落差也就更大了。 

 

二、 家庭教育條件 

本研究將造成南投縣國小英語城鄉差距的家庭教育條件分為三個面向，分

別是「家庭薪資收入」、「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地位」，以下分別敘

述之。 

1. 家庭薪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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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的薪資收入水平會與家長的價值觀、教育水準有關係。當家長薪

資收入屬於中上時，家長也相對有一定的教育水準，那麼對於國際化，以及英

語的視野也就比較廣闊，也就會希望小孩在英語學習上有所成就，就會不惜一

切代價，讓小孩從小多接觸英語。薪資收入高的，從小就可以買許多的英語相

關童書讓小孩看、讓小孩聽，等到就讀幼兒園時，讓小孩就讀雙語幼兒園，在

國小的時候送小孩去英語補習班，甚至還會額外再花錢，讓小孩上與外籍老師

的對話課，無非就是想要增加小孩的英語學習的環境，同時增強孩子英語學習

的成就。而比較中下薪資收入水平的家長，由於本身對於教育就不是很在行

了，更沒有什麼機會接觸英語，相對之下對英語就沒什麼太多的重視，況且平

時為了維持家計，將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努力工作，早出晚歸，實在沒有多餘

的體力可以陪伴孩子學習英語、重視孩子的英語學習，更不用說有多餘的能力

能讓小孩子補習英語，增加與英語接觸的機會了。兩者比較起來，一個從小就

大量接觸英語，不管對於英語的語感、英語的興趣都是有一定水準的，另一個

要從國小才開始接觸英語，相對於語感、英語的興趣一定是很少、很少的，那

麼，又是一個造成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的原因了。 

2. 家長教育程度 

家長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到他們對於小孩子學習英語的態度，當

家長的教育水平高的時候，代表家庭能給予小孩的文化刺激就會比較足夠，當

然，學生能從家庭得到的英語學習資源也一定會比較多。有一定教育程度下的

家長，有些在小孩還是嬰兒時期，就會不斷用英語跟孩子講話，當小孩學齡

前，就用英語和小孩子對話，此時小孩的英語能力已被培養到一定的程度，當

小孩在國小學習英語的階段，那些從小培養的語感，以及興趣，對於國小英語

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當家長的教育水平越高，那麼他們工作所帶來的薪資水

平也就相對的高，而學生更有機會可以在校外補習英語，甚至找私人家教，以

及外籍老師練習英語對話。反之，當家長教育程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工作職

別也比較多屬於可自我完成，不需與國際交流的，那麼對於英語的使用度就趨

近於零，對於英語學習的重要性也就低。因此再加上家長忙於工作，不會陪伴

孩子的課業，只希望孩子健健康康、能有個溫飽，這些家長就心滿意足，要再

增加小孩英語學習的時間就更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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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職業地位 

家長的職業地位高低會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態度，以及影響學生學習英語

的成效，當家長的職業地位越高，越偏向第三級產業以及軍公教時，那麼學生

的英語學習成效普遍也高，因為這些家長對於英語的認知很足夠，也知道英語

學得好，對於小孩未來的社會地位也會有所不同，畢竟現在是屬於國際化的社

會，語言非常的重要，對於小孩英語的成就會有一定的期望值，當職業地位較

高的家長對於英語越重視，那麼從小的英語補充資源一定相當多，從小的英語

繪本、英語環境都會被好好的規劃，當在國小學習英語的時候，也會送小孩去

補習班，增加英語學習的能力，而且會希望小孩英語學習的程度、成效要出

來，對於小孩的英語會有一定的要求。然而家長職業地位不那麼高的，由於本

身與英語的接觸就少，只希望小孩可以順利完成學業，甚至只要健健康康就

好，對小孩的英語學習並不要求，那麼小孩就會降低學習英語的動機。家長職

業地位高低，以及家長對於學業的重視度容易影響到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重視

度，這也是很明顯社會結構再製的明顯案例。因此，愈有要求英語成效的學生

偏向生活在市區中，愈缺乏自我要求英語成效的學生較多都在偏鄉，相比之

下，英語學習的差距，又因為城鄉的因故越拉越大了。 

 

參、 小結 

總述以上學校給予的英語教學相關資源，以及家庭給予的英語相關資源，

可以很清楚明瞭發現其實學校教育條件、教育資源在南投縣的城鄉市內雖有差

異，但差異性並不算大，對於英語教學成效影響也不大；但是家庭的投資、家

庭教育條件在南投縣內的城鄉市方面卻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再影響到學生

英語學習成效上也有著顯著的差異。然而，家庭薪資收入、家長教育程度、家

長職業地位這些明顯的影響，並非是城市地區專有的特徵，在鄉村地區亦有從

商、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只是數量上比較少，這也是城鄉差距所呈現

出來的特徵。因此，家庭對於英語學習的態度、給予英語學習的資源，對於學

生學習英文是最重要的關鍵，也就是造成南投縣內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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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與文獻探討的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在

南投教授英語的英語教師，以及學校、教育主管機關作為參考，並對未來研究

者提供進一步的建議。 

 

壹、 對國小英語教學的英語教師 

一、 充實專業英語教學知能 

本研究發現許多偏遠地區的英語教師因為學校的區域位置，交通不便的因

素，很少參與英語相關的研習活動，而現在網路發達，網路上有許多英語教學

的相關資源，故建議偏遠地區的英語教師可以多善用各縣市政府的英語教育平

台、英語社團平台，以及坊間的英語教學資源，多加充實自己英語的教學知

能，帶給學生更好的教學成效。 

 

二、 加強課室教學的師生互動 

本研究發現許多市區型學校的英語教師因為英語上課節數較不足，因此一

上課就開始就直接進入課程，鮮少與學生有些日常生活的互動，若英語科任教

師在課前能與學生簡單的用英語搭配中文的方式聊個兩、三句，可以與學生關

係更較密切，也能讓學生多練習聽一些課程以外的英語句子。 

 

三、 增加英語使用頻率，讓中文成為輔助工具 

本研究發現許多英語教師目前在教授英文時，課堂上使用英語、中文的比

例幾乎都 50%，很少會英語偏多一點。許多老師都認為在國小英語最主要的目

標是要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但若把使用英文的比例再增加一點，讓學生習慣

「聽英文」，那更能達到英語學習的最重要目標，聽與說的能力，讓學生試著

頭過前後文的意思，聽英文老師想要表達的意思。 

 

四、 運用不同的教學法提升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許多學校的英語教師教學多屬於問答的方式，但是學生少有機

會可以互相互動學習，現在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總目標希望達到「自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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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共好」，多設計一些分組活動，讓小組間的組員們互相幫忙，英語表

現高成就的小孩，可以去教英語表現低成就的小孩，讓組別的英語能力可以共

同提升，不僅對學生來說是非常新穎的做法，又可以利己利人，會是一個不錯

提升英語學習成效的方式。 

 

五、 增加科技輔助教學 

本研究發現目前的國小英語教師雖然都有在使用英語電子書教學，但很少

英語教師有在帶領學生使用平板學習英語，現今學生使用電子裝置自學是一個

新趨勢，且使用科技輔助教學可以引起學生對於學習英語的興趣，若英語教師

能將科技結合英語課程，必能引起不少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貳、 對學校之建議 

一、 透過各種管道資源增加補救教學機制 

現在社會因為提早接觸英語，補習英語的學生居多，還有因為 M 型化的家

長職業類別，導致許多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不好，需要提升英語學習成效。學校

應該透過各種方式，以及各種管道增加英語補救教學，可結合社區的力量、家

長的協助，或是找大專院校的資源來幫這些孩子進行個別的補救教學，讓成績

落後的孩子能有機會將英語學好。 

 

二、 透過各種方式鼓勵家長參與英語教學 

本研究發現，市區中有某部分的國小家長，以及大部分偏鄉國小的家長對

於英語認知是相當不夠的，也不知道該如何的幫助孩子學習英語，所以這些家

長隱隱約約傳達了一個英文不重要，或是英語沒考好也沒關係的訊息。因此若

學校可以透過不同方式，鼓勵家長一同陪伴孩子學習英語，也傳達英語的重要

性，並明白的告訴家長該如何配合學校的英語教學。若是能成功向家長傳達英

語的重要性，以及傳達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學校、教師，及家長的三方配合

之下，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必能提升。 

 

三、 提升英語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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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英語這科目在於學生心目中是相當困難的科目，因此在學習英

語時，非常提不起勁，缺乏學習英語的動機，尤其在偏鄉地區的學校情況更為

嚴重，因此英語教師應該多透過英語相關方面的研習，吸取不同的經驗，提升

自己的英語專業教學知能，才能幫助學生一起提高學習英語的成效。 

 

四、 建立良好的教師團隊 

本研究發現現在目前的英語教師在各校內都是極為少的專業科目教師，能

互相一起討論英語教學的老師很少，在偏鄉國小，這種情形更為嚴重，有時就

屬於單打獨鬥型，因此建議學校的行政單位，可以給予支持，建立一個良好氛

圍的教師團隊，可以幫助同領域的教師互相幫忙、教學相長外，也應該協助級

任與科任間的協調工作，讓教師與學生都能維持良好的教學效能、學習效能。 

 

五、 提供充分的教學資源 

本研究發現目前很多學校提供給英語的教學資源並不是太足夠，當英語教

師有足夠的教學資源，例如：音響、投影機、電腦軟體，才能使教學效能發揮

到最極好的狀態，目前有一些硬體設備已經年久，容易故障，造成英語教學過

程中段，若在學校能力許可的情況下，應提供更新英語教師所需的教學教具，

以及教學設備。 

 

六、 更重視英語教學的推動 

本研究發現有些比較偏鄉的學校礙於招生壓力，需要多發展自我特色，造

成學生成果活動多，影響到英語課堂進度。另外也因偏鄉學校的氛圍，造成英

語師資流動大，而英語教學無法有一套良好的系統，學生常常因為換新老師，

要適應新老師、新課堂，也造成學生對於學習英語的不信任感。因此學校宜減

少多餘的英語成果計畫，培養好的團隊分為，將英語課堂回歸於英語教師，也

要盡量維持英語師資較少流動，才能提升英語學習的成效。 

 

參、 對主管教育機關 

一、 明確訂定各縣市英語教學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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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所推行的英語教學重點不一，有的縣市有很明顯應與推行的目標與

重點，而有的縣市卻看不太到太多的該縣市要推行的英語重點目標，雖然大致

上有一個明確的大目標，但各縣府教育處應該再針對各縣市想推行的目標列清

楚後，找一個研習的機會，向各縣市的英語教師做一個統一的說明，並找一些

當地特色教師，結合英語教學，做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英語。 

 

二、 提升文化不利及縮短數位差距 

許多偏遠地區的學校因附近產業文化風氣，讓家長們對於英語教育是較無

概念的，也較沒什麼機會可以提升文化的刺激，因此若能提升偏鄉教師的數位

資訊能力，教導如何使用資訊平台教學，必能為學生增加較多的文化刺激。另

外，也因多建立良好的數位教學平台，讓偏鄉的孩子們能有機會在家也能使用

科技學習英語。 

 

三、 提供城市、鄉鎮，以及偏遠地區的國小英語教師在職進修的管道 

本研究發現許多偏遠地區的學校因為學校的地理位置，及教學人員不足，

讓許多的英語教師無法參與英語相關的研習，現今科技發達，主管機關應多加

開設網路課程，讓無法參與的英語教師，也能一同的參與研習，提升自己的英

語教學知能。 

 

四、 鼓勵優秀教師下鄉服務 

本研究發現目前偏鄉教師的英語師資流動率較大，許多都是滿三年就調動

的英語教師，或者是多為代理或代課教師，對英語教學長期的課程計畫，與推

動下，英語教學是無法做到深遠，且根基無法打的穩固，若主管機關可以多加

鼓勵良好的英語師資到偏遠學校任教，或是成立英語輔導團，讓各個輔導員能

到偏鄉指導教學，能更能加速英語學習的成效。 

 

五、 降低城市和鄉鎮地區國小班級人數 

本研究發現有一些學校英語教師認為，一班二十幾個學生，對於語言學習

來說太多人了，根本無法仔細、有效地幫助到每一位學生。若再加上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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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僅僅只有教英語，還兼了導師、行政，或是其他不擅長的科目，對於英語

老師的體力，以及備課時間都會是很大的考驗。因此建議教育的相關單位能夠

重新考量學校員額的編製，讓英語教師的工作負擔可以減少，才能提升英語教

學的成效。 

 

六、 持續推動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政策 

在目前的教育現況，為了要促進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應該要持續的討

論，並推行如何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的政策，目前因偏鄉會申請到許多的計畫，

可以改善硬體設備，但是應該要更注重英語師資的培育以及受訓。 

 

肆、 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本研究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有： 

一、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國小英語教學城鄉差距僅以南投縣的部分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所

獲得的研究目的僅限於了解該縣市內鄉鎮市的英語學習成效。因受限時間及其

他因素，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擴及至全國，以各縣市的英語學習成效互相比

較，提高研究的樣本完整性。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相關資料搜集，以及深度訪談為主，為求更深入了

解，未來可以量化研究之統計方式，廣泛地搜集相關的研究資料，讓資料更加

豐富，並具有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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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逐字稿 

訪談紀錄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A 草屯鎮 27 2021/5/31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是正式教師，我當正式老師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了，目前我是英語科任並

且我有兼任行政—輔導處資料組長。。在成為正式教師之前，有在補教業以及

學校代理、代課過，大約有十一年左右，不過任教於補教業的時間比較短，多

半都是在學校當代理英語教師，或是代課英語教師的時間比較長。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興趣。

雖然說要培養學生的英語興趣是目前最主要的目標，不過小孩子實際上有沒有

建立起學習英語的興趣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些小朋友沒有養成英語的興趣外，

還排斥學習英語，因為他們得不到學習的成就感，一而再地失敗後，就開始不

喜歡英語、排斥英語了。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目前因為我有兼任行政，所以我只教了五個班級的英語，一個班級每週上

兩節課，總共有 10 節課，全部都是四年級的，沒有其他的科目的科任課。不過

也是因為有兼行政，所以有減課，如果純科任的話，需要上到 20 節課，那所要

接觸的班級較多，孩子也會變多，那麼教學負擔一定也相對的會高很多。而且

因為教學年資已經夠久了，所以英語教學這部分已經很有經驗，也有自己一套

的教學流程，以及教學方法，因此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重新備課，所以目前

英語科任兼行政所要教學的節數負擔是剛好，能夠接受的。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

校、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

級？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學校位於南投縣的草屯鎮，學校是屬於在南投縣裡一般地區的學校，

因此算是草屯鎮內屬於較市中心的學校。我們學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四十

四個班級，平均每一個班級裡面的學生人數大約有二十七位，算是學生人數蠻

多的學校。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們學校附近社區的文化算是蠻一般的，不過在我們學校，有很多學生在

幼兒園的時候，家長就已經讓小孩子就讀雙語幼兒園了，因此，居住在我們學

校附近的家庭所營造出來的社區文化其實對於教育方面是蠻重視的，尤其對於

英語教育，也極為重視，才會讓小孩提早在幼兒園時就接觸英語，就讀雙語幼

兒園，或是全美語的幼兒園。當然也是有些家長覺得英語教育按照部定的從三

年級再開始就好，不需要提早在校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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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學校目前大約有七到八位的英語教師，屬於英語正式教師的只有四位，

其他都是屬於代理教師以及代課教師。我們學校的英語正式教師的流動率很小，

因為這些英語正式教師都屬於住在學校附近的在地人，在這間學校也任職很久

的資深教師，因此這間學校幾乎已經是教職生涯的最後一間學校，所以幾乎不

太會調動，正式師資流動率自然就小。至於英語代理教師是一年一聘的，如果

今年表現好可以每年續聘，最多續三年，目前就有一位代理老師已經在我們學

校待兩年了，明年會是第三年。而且我們學校代理、代課的老師都是草屯人，

所以不會英語代理、代課的流動也不大，所以學生學習狀態也比較穩定。 

可是我依然覺得我們學校的英語師資還是算短缺的狀態，因為代課老師實

質上還是算是不確定因素，不確定明年到底會不會留下來。我們學校大部分的

學生英語都在外面有補習，所以對於學生的英語能力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影響

比較大的就會是「班級經營」，一旦一個班級的英語教師常常更換，這班的學

生就會對老師產生一個不安全感，也就會比較容易失去對老師的尊重，有時更

會不理會老師，如此一來，學生對於這科目的重視度也會降低，這種現象在比

較市中心的小孩子會更嚴重。 

目前校內沒有外籍英語教師，不過有正在申請當中，不知道於 110 學年度

會不會有外籍英語教師。我覺得外籍英語教師對於學生英語學習的部分，聽力

以及口說會有一定的影響，學生也會有比較多的文化刺激。在閱讀方面，如果

本籍英語教師和外籍英語教師有良好的默契，制定一套有系統系的教學計畫，

對於學生的英語閱讀，會多少有影響。但其實外籍英語教師和本籍英語教師一

樣，就是要看那位老師有沒有教學魅力，老師給予學生多少的影響力，畢竟現

在小孩的心智成熟度與以前的小孩不太一樣了。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因為南投縣有辦理英語縣賽，所以我們學校有辦理英語朗讀比賽、英語單

字比賽、英語演說，以及英語講故事，在校內比完後，再推派學生出去比賽，

那這些活動都是一個學期一次，其餘之外，就是偶爾遇到節慶，像是萬聖節，

或是聖誕節，當日就會辦理英語教學活動。至於最近教育部推行 ICRT 的 Lunch 

Box 我們也只播放一次，因為沒有辦法每天燒成光碟給每班聽，學校廣播機器

也不確定是否能直接播放網頁的英文，所以這項英語教學活動是沒有實施的。 

雖然我們學校安排了許多活動都是需要學生成果的，但是那些成果幾乎都

只需要照片呈現即可，因此只需要花一堂課一點點的時間拍個照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訓練學生，或是花時間呈現成果，所以不太會影響到我授課

的時間，以及授課的進度。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英語教學節數其實是夠的，因為大部分學生的英語能力

已經算不錯，足以應付學校的考試，因此不太需要再有更多的英語教學節數。

雖然每一班裡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非常極端，對於那些低成就者，其實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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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數，其實學校的幫助還是算小。可是如果是要以現在國小生的英語能力去

讀國中，那國小的英語節數一定不夠。 

對我來講，我覺得英語教學可以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當然，家長若有能

力的話，能從幼兒園就從幼兒園。因為英語環境對於小朋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小朋友在學齡前的階段，耳朵聽力是最好的，可以大量吸收聲音的刺激，所以

營造英語的環境，最好從兩、三歲就開始了。像我們從我們還是嬰兒時期時，

我們就大量聽中文，原本「媽媽」這個聲音、意思對於小嬰兒來講是無意義的，

可是搭配成人的動作，以及反覆提及這個詞，嬰兒會自動將「媽媽」這個詞，

以及「媽媽」的意思結合，在開始可以言語表達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脫口

而出「媽媽」。因此若三年級才要開始學習英語，其實太晚了，孩子的耳朵都

不想專心聆聽了。而且這年紀的學生已經有興趣的選擇了，現在的小孩會選擇

自己喜歡事物，以及不喜歡的事物。我自己是媽媽，我從我的小孩子身上看到

許多的理論，並驗證那些理論是正確的、有道理的，小孩在小的時候就已經可

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了，更何況已經到國小階段，有自我意識的時候，更會

選擇喜歡或排斥英文這科目。 

我們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我們學校在安排英語課程的時候，

會將一、二年級的彈性課程規劃一節課為國際教育課程，希望藉由輕鬆愉快的

方式，讓低年級提早接觸英語的領域。在三到六年級，我們學校規劃了兩堂英

語課，其中的一堂是在部定的規劃時數，另一堂則是由彈性課程規劃，讓中、

高年級的學生，在每週都能有機會再多一堂英語課，增加學生使用英語的長度，

以及能使用英語的環境，讓孩子與英語之間的距離可以縮短，不會在是一個陌

生的、困難的新語言了。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我通常會使用「直述教學法」，因為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在外面學過英語，

他們的英語程度也都足以應付學校考試，所以我就沒有在用，因爲他們已經會

了，所以我都使用直述教學法。不過雖然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學過了，我也不

會讓進度太快就上完，我會隨時做一些相關的補充資料，或做一些他們可以增

加英語能力的事情。 

我在課堂中，除了課文內容以外，在教室的用語上，我比較偏向於以中文

方式和學生對話、溝通，較少使用到英語和學生溝通。 

我在英語課的授課方式較偏向直述教學法，所以課程中，學生的「聽」、

「說」的語言技能是平均的，差不多各 25％左右。那因為在課堂上，我也會要

求小孩要讀課文，練習拼音，所以「讀」這個技能差不多有 30％左右。「寫」

的這個技能，就比較不固定，有時候會上課練習寫習作，有時候則是會安排回

家功課，讓他們在家練習習寫。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平常在上課會使用問答的方式、遊戲的方式，以及平板教學。希望透過

一問一答的方式，不僅能夠訓練學生的聽力能力，也能讓學生有機會可以說英

語、表達英語，並不害怕的展現自己。而遊戲的教學活動，也能引起學生的興

趣，利用遊戲，學生能練習耕多變英語，以有趣的方式學英語。現在的社會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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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對於小孩子來說平板是他們所喜歡的，那麼就因應現在現在的潮流，結合

平板和英語，希望能達到英語教學更大的成效。 

通常我會藉由紙筆的評量測驗以及與學生一問一答時的口說評量為主。至

於學生的英語習作，我則是會從中找出一個單元來做成績。但是因為我目前手

頭上的班級數較多，各班內的學生人數也多，因此，在課堂參與度這一方面，

會比較難打成績，因此都是以紙筆測驗，以及定時成績評量為成績的依據。而

我幾乎不太會出背單字這種功課或是考試，因為大多數的學生在補習班，他們

安親班就會逼迫他們背單字，所以我比較沒有在擔心這一方面的問題。可是我

比較擔心後半段、低成就的小孩子，因為逼迫他們背單字其實是沒有任何效果

的，在其他科目也成績不好，就更不會想要在英語上更努力，所以我就少讓他

們在英語課堂上是可以提升一點英語興趣就好了。 

至於回家功課，我都是出學生要回家完成習作，或者是抄寫、習寫句子，

丵覺的這些量已足夠學生當回家功課了。因為量太多的話，對於高成就的小孩，

他們會覺得太簡單，浪費時間；對於低成就的小孩，其他科已經是負擔了，若

英語作業再更多的話，既不能完成，也會產生對英語的厭惡感。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覺得極度的雙峰現象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因為高成就的學生，永遠都不

會是你教的，不論是他們的現在的成績是來自補習班，或是學校老師英語課程，

無法給他們更多；而低成就的小孩，老師們永遠教不會他們，因為這些低成就

的小孩，通常不會只有英語這一科目學習能力差，而是伴隨著很多科目都屬於

低成就，那麼他們的學習意願就低了，所以在國小有限的時間內，不太可能教

會他們。 

當有時候遇到教學上有困擾的時候，我都會先和班級導師聯絡，詢問看看

該學生的狀況，以及協助方式。不然就是會詢問和我一樣同領域的教師，大家

集思廣益，透過自己的教學經驗，互相幫忙。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目前教的英語班級程度，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屬於學習成較高的，而真正

學習成就低的那些學生，一個班裡，大概就只有二至三位而已。可是這些高成

就的小孩，若真心要說他們的英語能力是很強的、很扎實的，很強的其實並沒

有很多，頂多就是目前那些學生的英語能力是足以應付學校的英語考試。因為

這一些的學生，都過於「提早」在外面補習英語，在補習班學的英語程度也比

學校的進度快了將近一、二年。再來我認為教育部規劃的課程，若要讓國小英

語的能力去銜接到國中去，那課程規劃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怎麼可能只用一

週兩節英語課的時間，就期望學生有能銜接國中英語的程度。即便有能銜接的

程度，但到了國中的課程會是一個很大的落差，現在小學正式的四年英語課程，

每週兩節課，要到國中一下子可以看懂那些題目。所以這邊的學校和都市的學

校就是一個很大的城鄉差距，那我們學校還算是在南投縣人口密度高的市中心，

再和南投縣比較偏遠的鄉鎮比起來，那又是另一個城鄉差距了。 

因為目前雙峰嚴重，偶爾會遇到態度較差的學生。如果在上課期間不影響

到我太多，我就不會處理，如果他要做其他事情、寫其他科目的功課，或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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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閱讀，我都是默許的。當然如果小孩直接詢問我，我當然會回說不可以，但

是如果是默默安靜的做起自己的是，不影響到課堂，我就可以接受。 

班上若有比較低成就的小孩，我是沒有在幫他做補救的，因為自己本身兼

行政，也沒有時間，再來學生其他科目也不好，已經對學習這件事就是一個放

棄的狀態，因此，我也就不會再多花時間做補救了。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覺得目前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各個班級風格的差異化，和各個班級的

班級經營不一樣。而我覺得我們學校對於英語教學應該要有的配套措施是「英

語課程能力分組」這樣子的方式是最好的，只是要把所有人排在同一節學英文，

在配課方面會很困難。 

我們學校有開設英語補救教學，以及校園環境的雙語標語話。我覺得我們

學校開設的英語補救教學多少是有幫助的，透過點點滴滴的增加，還是會有幫

助的。也要針對孩子不同狀況而決定他成長的空間。 

若可以，希望學校能透過播放英語廣播，或是情境化的佈置提升英語教學

成效。也可以是早上來學校、放學離開學校時，說一些生活英語，多多少少就

能提升一點英語能力。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其實各個層面、各個職業別的都有，因此家長們的經濟大多處於

中間，或小康。我們學校家長的職業從事自營商的家長較多，工業也算多，不

過叫職業的就不算多。但父母的職業對於學生學習英語的重視度是有差別的，

屬於軍公教，以及從商的家長比起其他職業別的，比較重視學生的課業。 

我們學校的家長比較重視成績，但幾乎不太陪伴孩子學習英語，更不用說

親自教導孩子英語了，大多是找個英語補習班讓孩子就讀，所以我們學校附近

有許許多多的英語補習班。但至於送去英語補習班有多少幫助，也就是能夠應

付應付學校的英語考試而已。我們學校很少有不補習，可以靠自己，讓英語程

度很好的學生。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的考卷都偏向中間偏易，我的考卷裡會有五分是需要細心的，因為我考

試的目的是要驗收他們的學習，但又不希望有很多個 100 分，也不是要把他們

考倒，好像他們很爛一樣，或是我只能考到九十幾分，這邊學生的想法是要考

到 95 分以上才算好，甚至要考到 98、99 分才可以，但大部分都希望要能到 100

分，我不希望他們的想法是，因為我有補習，所以我可以考到 100 分。我是希

望他們考 98、99 分會知道是因為自己不夠細心，而不是自己英語程度差。因為

家長看成績，所以要讓父母親看到自己花的錢是值得的，但又不能浮誇到一整

個班級內有十幾個學生是 100 分，頂多就是五、六個 100 分。我的每個班平均

都是 90 分左右，沒有補習的就 60、70 分左右，如果特教生的話，就是再更低

的。目前班上 90分以上的高分群有十幾個；80幾分的大約三、四個人；79分以

下大概就 6 個左右，所以雙峰現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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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小孩，都是因為有補習，與學校提供的資源多寡較

無關係，都是來自家長給他們的資源，以及家長對於教育的重視度。而 79 分以

下的低成就的小孩，撇除家庭原因，其實學校能給他們的資源是少的，因為一

週才兩節課而已，能做的事情很少，在班上也需要顧及其他成就的小孩，無法

給這些孩子太多協助，這些孩子其實挺可憐的。 

英語學習其實越早開始越好，家庭給予的資源是最重要的，就背單字這件

事來說，小孩子能不能具備英語自然發音法，單字聲音的連結因素，死背單字

對他們來說太痛苦了，又背不起來。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有，因為在這個學校一個年級有很多班，可以備課一次，適用於多班。而

且最主要是因為不用帶班，班級太難帶，現在學生的素質不好帶。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B 南投市 27 2021/5/31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是正式的英語教師，屬於純英語科任教師，以前有兼任過行政，但現在

沒有了。我在國小的正式教學年資是二十年了。我在當國小正式教師之前，我

有教過十年的兒童英語、國中英語、家教班，以及個人班的英語。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讓學生最基礎的國民教育，他應

該達到的目標聽、說、讀、寫都可以熟練。國小英語教師本身在實施英語教學，

一定會從提高學生英語學習興趣，不過若是要對於國際文化的了解，這是比較

困難的，因為學生國小程度有限，單字也少，所以這部分不完全是主要目標。

國小教學範圍、內容、單字量少，所以為了國中英語學習做準備，其實量不太

足夠。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擔任八個班的英語教學，分別是三、四、五年級，總共授課時數為

16 節課。我三年級有四個班八節英語課、四年級有三個班六節課，以及五年級

有一個班二節課。我覺得目前授課節數的負擔感覺還好，因為我剛剛說我沒有

接行政職是因為我還擔任了南投縣的英語輔導員，所以有一個星期的星期五那

一天是沒有排課的，所以我就是做部分的行政職，就是到各個學校到校服務，

或是參與英語相關的會議。也主要是因為我教學經歷已經很久了，還沒上課大

概就可以知道這節課要怎麽控制上課進度，以及怎麼樣去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和成效。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

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級？

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的學校位於南投市的一般地區，而且是市中心，所以學校學生人數算

很多。我們學校一到六年級總共有 24個班，而每一個班級的人數大概介於 27個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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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們學校因為在市中心，而且我們學校「越區就讀」的學生就佔了六到七

成，所以我們學生家長的社經地位普遍都比較好，那他們會選擇要來我們學校，

通常是因為認定學校的競爭力，以及學校的學習成效比較好，所以他們才會跨

區就讀。因為家長的社經地位比較好，而且學生本身的先備知識大部分也比較

好，所以對於英語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學校目前正式的編制至少要三位，另外兩個都是代理、代課的。不過

我們學校的師資流動不會很大，因為我們學校是在市中心，所以相對找代理、

代課教師是較容易的。而且那兩位代理、代課教師在我們這間學校已經教了好

幾年了，因為他們教學的狀況還不錯，所以學校跟那種教學不錯的代理、代課

教師，就會比較容易維持一個固定契約的關係。我們之前有開英語教甄缺，可

是那一位英語正式教師來了後反而去帶班，因為他要兼行政，他的⋯⋯，應該

是這樣講，就是說，學校裡面有一些正式的英語教師進來不會教英語，而是去

帶班，因為我們外聘英語代理、代課教師並不會很困難，所以我們如果有發現

真正很強的人，我們學校就會把他留下來，讓他代理、代課。所以其實我們應

該還有另外一位正式英語教師，只是因為他接行政，又帶班。因為他接行政、

又帶班，他就只需要上十二節課，另一個經濟層面，就是說老師兼行政又帶班，

那他的加給就會比較高。然後他這個十二節課只要顧的來，尤其是如果是中、

低年級的導師，他下午的時間，他其實是有空可以做行政的某一些業務及備課，

因此，我們學校的狀況其實有很多導師兼行政的。 

因為我們學校的所在地是屬於都會地區，所以如果把代理、代課老師的位

置算成短缺，那我們就算是英語師資短缺。可是如果代理、代課教師是可以補

足這個缺額的話，那實際上我們師資是不短缺的，因為我們要找代理、代課教

師相對是容易很多。不過如果真的有短缺的話，對於英語教學是一定會有影響

的，因為我們學校的代理、代課教師是很固定的，可是如果別的學校的話就很

難講了，因為教師英語程度能力，和認證不足的話，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把

學生教好。如果英語教師更換得太頻繁，會造成師生之間的關係很難建立，但

是我們學校是沒有這個狀況的，因為我們學校的代理、代課教師是很強的。 

以目前來說，我們學校是沒有外籍英語教師參與，不過以前南投有英語史

懷哲計畫的時候，那個算是志工的性質，也不是專業師資，但是目前都沒有外

籍英語教師。其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學校的英語師資方面真的是很強的情況下，

我們根本沒有需求一定要有外籍英語老師來幫忙。不過未來不確定會不會申請

我就無法判斷。而我們目前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就是因為今年我們的校長

要調動，所以目前的校長也不會希望現在替下一任的校長先申請任何外師，或

者是比較特殊的計畫。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在我們學校的小朋友手上，每一個人都有一本學習護照，在學習護照裡面，

它不是只有英語課，它還有包含國語、閩南語，或者是一些生活知能，配合輔

導處的活動。還有一本學習護照來讓學生認證，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每週讓學生

背兩句的英語學習內容，所以那算是全校性質的，低、中、高年段都有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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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目前沒有全校統一廣播 ICRT 的 Lunch Box，因為各班的電視機是很難

同步的，所以目前是沒有，而且如果不是以英語教師在播放，而是由回歸每個

班級導師去播放的話，就會變成自由心證，他們去協助，或是幫忙撥，所以目

前沒有。 

我們學校的校長並不會要求學生一定要有什麼樣的學生成果，因為他不會

想要上媒體，或者是希望要在教育處爭取任何的東西，我們只是回歸把英語教

好，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影響到英語的教學授課，我們著重在真正的把每次的

英語課上好、上滿，把學生的程度拉起來。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英語教學節數夠不夠，是需要看英語教師能力足不足夠。如果英語

教師的能力是夠強的，其實學生兩節課程就夠了，學生程度就可以被拉起來了。

可是英語教師本身程度不夠好，或是英語合格師資不足的話，兩節課上不了什

麼東西。 

我覺得國小英語教學當然從一年級開始是最適合的，我覺得三年級太晚了，

尤其是絕大部分都會的學校，他們都有額外的經費安排額外的時間。都會的學

校很早就從一年級上兩節課、三節課，可是我們以教育部的規定的話，我們只

有從三年級才正式上課，而且才上一節，或者是加彈性課才一共上一節或兩節

的話，這要會讓城鄉差距更嚴重。 

我們學校就是從一年級開始教授英語，我們學校在低年級安排彈性課程一

節，三、四、五、六年級是兩節，而這兩節都是部定一節，彈性一節。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我大致上比較會使用各種教學法混合，就是比如說「溝通教學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完全肢體反應教學法 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或者是「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就是各種教學法會混

合在一起教，看今天課程適合什麼樣的教學法，就會用什麼樣的教學法教。 

課程內容之外，我大部分都會把教室用語變成英語，就是逐漸取代，學生

到了四、五年級後，可以用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用英語在上課，就是正式課程之

外，就像是平常的一些生活對話，或是課堂上老師在只是學生的對話，都是使

用英語取代。 

我大概四個技能都會分配到四分之一，都是先聽說，後讀寫。然後我都是

會先讓他們練習，假設今天的課文有四頁，那就是先練習這四頁的課文聽、說，

聽說練習完後，念課文就是閱讀，或者是有補充教材就是閱讀。最後面會留大

概五到十分鐘，老師會一邊看學生的作業，讓他們抄作業，就是寫。所以聽、

說、讀、寫大概分配都有十分鐘上下不等。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比較常做的都是分組合作的活動，就是組長檢查全部人的作業，或是學

生倆倆練習對話，讓學生把學校課程內的東西，兩個兩個配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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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倆倆對話練習是最有效的教學活動，因為他們必須要兩個人、兩個

人去呈現學習成效，所以他們的學習效果就是最直接最好，空白時間會減少，

不用一直等老師在問其他同學，只要老師指令一下，他們就是倆倆對話練習。

在分組對話活動當中，學生人數不能太多，如果太多人一起做事情，那就不會

有人做事情，可是如果是倆倆的對話的話，那那個效果大概是最好的。而且我

們學校有雙峰現象，所以在分組時會有程度好的配上程度中等的，那我就會要

求說，你們兩個人要輪流問答對話；如果分組時是程度好的，配上程度差的，

那就會請程度好的帶領程度不好的學生用念的，不需要用背的，至少程度差的

學生都有一個人能夠帶她唸一遍。 

因為倆倆對話的關係，所以他們在對話練習的時候，我就可以一一地看哪

一組做的效果很好，有時也可以提示一下、提示一下，或者是看學生上課的狀

況有沒有專注，通常這樣子是屬於形成性評量，因為我也可以個別去聽學生練

習的狀況。大部分的時候我很少寫學習單，都是以聽說練習，而形成性評量，

有另外一個是他們的作業簿，因為他們必須每一節課的最後十分鐘都要抄寫功

課，或是到下一次上課前，回來的時候就會看他抄寫狀況，看他機械式的抄寫

的正確度有多高，給予個別的回應。因為國小的學生實在沒有辦法利用英語去

做什麼創造、發明，大部分能夠做的就是抄寫。至於國小的學生習作帶回家後

很容易沒帶回來，所以他們大致上的習作都會讓他們在學校寫，那他們的功課

一樣就是實作內容，要把當天的上課內容抄一遍。我覺得我派的量算是夠的，

速度快的學生，五到十分鐘是可以抄完的，那因為有一些學生，尤其是三年級

剛接手的時候，他的整體問題不是英語能力不好，而是他本來的速度就很慢，

所以剛開始抄寫的時候就是在練習他的速度，所以一段時間後，當他能夠也願

意跟上來的時候，上課整體的狀況都會是不錯的。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比較困擾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在秩序、班級經營，因為我們科任老師要跑

很多班級，每一個班級的班風不一樣，有的老師把班級顧得好，那我們教學就

很順暢，有的老師他自己對學生的掌控不是那麼的好，或是他們班上特殊生很

多，那就會造成秩序比較沒有那麼好掌控，上課的進度都會受到延遲，或者是

說，其他的學生的學習成效會受到影響。 

若遇到這些問題，剛開始的時候我會先跟老師溝通，也就是針對某些中的

點的小朋友另外下手，或者是說有幾個比較會抗拒寫功課的，或者是讓這幾個

學習上比較有障礙狀況的學生，剛開學的前幾週會個別叫過來，我會個別指導

怎麼樣抄寫功課，或怎麼樣配合學校進度。那不管在管理輔導上，或者是在他

們的速度練習上，在前幾週大概除了讓這幾個比較特殊的學生跟上來，只要讓

他速度跟上來後，之後大家在上課時，他就會跟著一起往前進。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們學校的狀況比較特殊，因為第一個我們位於市中心，第二個我們越區

就讀的學生佔了六、七成以上，那越區就讀的學生，他們的家長通常都是來自

社經地位比較好，所以他們會選學校，那我們學生的成績分布，跟家長的社經

地位真的很有關係，就是學生的成績如果以 80 分為分界線的話，甚至於 90 分

的話，一個班級以 27 名學生來算的話，大概會有三分之二以上是 9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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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二是及格的，所以一個班大概真正不及格的大概就只

有剩下九分之一。那但是每一班還是有不一樣，就像說我剛剛講過，一個班級

九分之一不及格，那就是有三個不及格。如果說有一些比較有特殊狀況，正好

他們班的組成成分是有一些人情況比較極端的，那那一個班級可能就會高達有

六個不及格的也是有的，大概都是三到六個，也當然有一些班級就只有一個，

甚至沒有人不及格。我們大概三分之二的學生都是可以達到 85 分到 90 分的。 

因為這個雙峰現象我自己本身很有感，我們小朋友大致上都是在高峰的，

但是我們的學生他們在補教業學到的聽跟說的能力，通常都沒有很強。像小朋

友剛來上課，譬如說像三、四年級剛來上課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們會覺得這個

課本很簡單。但是當我重點放在聽說練習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不簡單了，因

為他們的聽說能力並不強。通常補教業幫學生發展的都是希望提升他們的考試

成績，所以比較多都是強調讀寫，尤其是寫。可是來學校以後，我的方法比較

不一樣，就是我比較強調聽說，那所以他們在學校反而會花很多時間來練習他

們的聽說的話，那對於大部分的學生會比較有挑戰性，因此學生也比較不敢輕

忽英語科。絕大部分的學生在學校的英語學習態度普遍來講是都不錯，目前的

都還不錯，因為聽說是他的弱項，來到學校後，他反而發現他學校老師的聽說

能力很球，補教業的弱項也是聽說，應該是說南投縣有外籍老師的補教業也很

少，那大部分他們都在專注學生的學業成績，而不是學生的學習成果，所以對

我們學校的狀況來講，就是多練習聽說，反而會集中大部分的學生他對英語的

認同感，因為這就是他所學的。 

通常有一種學生無論我怎麼輔導、鼓勵，他的學習態度都很差，那這種學

生其實每一科目都很有問題，那他在其他課一樣都是這樣的問題。解決方法的

第一個就是他有輔導室的認定、證明，他是有學習障礙、情緒障礙，或者是其

他的障礙。第二個就是由導師列出來，讓輔導室列管，那可能就會去想團體活

動，或是個別輔導。第三個就是英語老師上完課的下課再輔導一下。可是通常

這種學生，他在別的學科成績跟能力也都很差。不過如果遇到一個完全不聽勸

告，一直在干擾上課的秩序時，我們目前的法令是不能驅離的，可是我們目前

有在做的是一個符合法規，但有點免強能用的，類似像處罰或輔導的方法，就

是這位學生跟著我上課，去隔壁班寫功課，因為你的成績或能力太差，然後你

的功課又沒寫完，所以你跟著我去隔壁班「再上一次」。但是又不能夠用整節

課，不管是用學習，或用任何理由處罰，是不能讓學生脫離整節課，所以會帶

去隔壁班寫半節課就會放回教室。因為一個孩子他去隔壁班，他就會覺得全身

不自在，那不是他們班，他也嗨不起來，也沒有人可以跟他一起亂，所以我們

通常都會讓這個不寫功課，或者是在亂的學生，帶去隔壁班寫半節課的功課再

放回原教室，那通常下一次他就會為了怕丟臉，或是要去隔壁班，他就會稍微

收斂。但還是有人始終都不配合的，那就不是英語老師的問題，那是輔導是列

管的，老師最後就是忽略，顧好其他的小孩就好。 

通常我有學習緩慢的學生我不會做補救教學，我都是中午的時候帶去英語

教室寫功課，那一旦他寫功課的部分速度變快，學習速度變快，他只要願意寫

出一個標準、漂亮的功課，那之後他在上課的時候就會想要自己跟上大家的速

度，因為國小的課程根本不能，不用補救到什麼樣的地步，所以只要讓他可以

跟上課程，只要功課有跟上，通常上課都會願意配合。從聽說讀寫中，從讀寫

的成就感中，去增加聽說的成就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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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比較大的問題，對於我們學校的狀況就是學生人數太多，因為語言學習實

際上，每個班級人數太多的話，管理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成效也不太能看清

楚。第一個是班級人數太多，第二個是我們的教育政策，讓我們有一些東西太

複雜。譬如說要做很多的課程計畫，其實他是不必的，因為尤其是英語科，他

是一個不需要去太特殊化設計的一個課程計畫，因為課本真的很簡單，反而寫

了很多中文字去把它做成計畫，其實到最後還是一樣，上一樣的課程。其實很

多課程計畫是反而把它複雜化，也就是說，政策使教學複雜化，他是不需要這

個步驟的。 

因為我們現行的政策，我覺得我們學校目前算是一個很好的狀況，所以是

沒有，也不用，外籍教師我們也不用，因為我們本身的英語教師就已經夠強了。

但是如果以整體的教育現況來講，別的學校都算下去的話，那我認為，第一個

要增加教學時數，不管怎樣，英語接觸的時間點高、接觸的時間點長的話，比

學生去補習更有效，因為學校教師才是真的具有教學資格的英語老師。第二個

就是可以引進外師的話，那就把增加的英語時數，不管是一節、兩節，就是讓

外師去上課，那當然學習效果會更好。那增加教學時數以及增加外師的同時，

課程內容就要增加，那不然增加時數以及外師，就沒有實際的效果了，重點就

是值、量都要增加就對了。英語課程能力分組我們學校之前做過，當然希望效

果不錯，可是相對的較低成就的那一組，一定有著各種對學習沒興趣，或這學

習態度不好的，沒有老師願意上這一個班級，反而沒有分組，教學回歸正常的

課本教學，練扎實了，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如果要提升學校整體的英語教學成效，就是增加接觸的時間點，增加整體

的質、量都要提升，教師能力也都要，如果是這樣的話，絕對會是提升學校英

語能力最快的方法。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因為大概七成以上都是跨學區就讀的學生，所以他們的這七成的

學生家庭背景的社經地位都算是小康以上。那原本在學校的區域裡面的家長，

狀況也都不錯，但是我們學校裡面，每一個學校都有一些人他們是單親弱勢的，

我們也有，也有在市場裡面長大的小孩，所以我們的學校家長的社經地位，中

上以及中下大概是八比二。 

我們學校的狀況比較特別，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有正式職業的很多，尤其是

軍公教、公職人員。除了公職人員，還有醫護人員，因為我們學校旁邊就是醫

院，這兩個職業別加起來，可能都已經要佔一半一上了。家長從事商職的也有，

因為我們學校旁邊就是市場，所以商職的也有，那另外有一些就是私人機構，

或是家管了，剩下的就比較不明，但可以確認的是，公職人員就佔了一半了。

而這些職業的家長，對於小朋友的英語程度、英語態度還是會有影響。 

我們學校的家長很重視學生的英語成績，可是沒有那麼重視英語學習的成

效。因為他們各自的家長都有自己各自的路線規劃，所以我們在扶弱上面大致

上比較能做，但拔尖的部分，我們就比較做不到，因為我們教的都是自己的課

程。有的家境還不錯的，學生學很多的，或者是他程度本來就超過課本很多的，



 
 
 
 
 
 
 
 
 
 
 
 

 

127 

 

這種拔尖的部分是我們比較做不到的。我們學校的家長有部分的會陪伴學生學

習英語，但比較少可以教導自己小孩學習英語，大部分都是去安親班、補習班，

因為他們很重視學生的學習的成績。 

我們一個班級差不多超過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學生都有補習英語，我們學校

附近開了很多的美語補習班。學校的課程因為真的很簡單的基本面來講，只要

有去補習的學生，他們通常追求的是學習的成績，所以都有幫助，補習班老師

都會想拉高他們的成績，所以會幫他們複習，就足以應付學校課業的那種。相

對的，沒有補習的學生中，也是有成績不錯的。因為有的小朋友從小沒補習，

但這種孩子都是因為他們家長有自己的規劃，或是有能力可以管教、輔導自己

的小孩，所以主要還是因為家長在家裡可以幫忙協助小孩的課業。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授課的班級，三、四、五年級都是我出英語考卷的，我覺得我出的難易

度適中等的，因為我們本身學校學生的程度就不差了，我們都只有考課本內的，

不考補充的話，我們的難度都是中等的。但因為課本內容太簡單，沒有難的東

西可以出在考卷內，能出的都出完了，比如說，這一次段考要考兩個單元，已

經出成正反兩頁的 A3的大小，把能出的都出完了，難度就是只能這樣，小學的

課程單字量、句型量就是這麼多，考卷要出到難，是沒辦法的，只能出中間偏

易，如果真的覺得太難的學生，大多都是抵抗學習的。 

大概一個班裡面，學生成績考 90 分以上的人數有七到八成，大約 18 個，

80幾分的會是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大約 4到 6個人，79分以下就是 4到 7人。 

這些能考 90 分以上的學生，考好的因素跟我們學校的區域有關，第一是因

為我們學校在市中心，第二個是因為我們學生家長社經地位比較高，他們相對

對自己孩子的前途或是學習成效要求比較高，所以他的成績會一直被壓在高分

群，所以學生學習成效跟家長的態度、社經地位最有關係。不過其實學校提供

的資源也是多少有幫助的，因為我不否認，通常能力好的老師常常都是集中在

都市裡面，因為有競爭的關係。那因為在偏鄉，學生能夠用的時間不多，或者

是學生的程度也不好，老師在教學的時候，有的時候比較沒有像都市那麼的競

爭，尤其是連老師的這一個因素也是，就像是我和另一位老師在教，也是會形

成一種互相競爭的關係，學生各班的成績出來，多少還是會比較會競爭的。而

且學生整體學習速度快的話，老師們在上課速度也會快，教的內容就會比較多，

所以還是和家庭佔了很大的一個因素。 

這些考到 79 分以下的英語學習成就低的學生，通常都是因為他的家庭因素，

比如說他回家後都沒有人可以管，或者是他本來就是單親、隔代，或是特殊學

習障礙，而且這種通常其他科目都很差，學校無論再怎麼樣輔導他，都沒有什

麼用，幫助都不大。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有啊，因為我本來就是正式教師，當然明年會繼續擔任，也沒意願調到其

他學校。主要是因為我們學校的行政團隊合作、氣氛融洽，而且也較熟悉英語

的教學工作，英語師資也需要人，所以我會願意繼續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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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Ｃ 草屯鎮 20 2021/5/31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我們學校是正式教師，然後我是英語科任兼學務處的體育衛生組長。

我目前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兩年，但我是畢業後就考上正式教師，所以我在任

教於國小之前，是沒有其他教兒童英語的經驗，如果是一般學科的話，我當課

輔導老師有教五年了，是以前在大學時期晚上去補習班打工，當課輔老師。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在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讓學生開口說英文，以及培養

溝通能力，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因為語言是工具，要讓他們能夠溝通。培養

學習英語學習的興趣也是，不過這個是一個過程，是需要很多年慢慢培養的興

趣，沒有辦法一下子就達到的。而且現在比較算是考試取向的，以考試為主的

教學，所以有時候以遊戲方式教英語，或以比較輕鬆、愉快的方式教英語，會

突然發現還是得以考試為主。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擔任七個班的英語教學，因為我還有兼任行政的組長位置，所以我

的授課節數為 14 節。這 14 節分別是四、五、六年級，四年級我教二個班，五

年級交了二個班，六年級上三個班。每一個班都是每週二節課，所以總共 14 節

課。目前授課的節數對我來說不會負擔太大，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屬於比較成熟

的學生，四、五、六年級的學生都比較能夠自我控制，知道什麼時候要繳交什

麼，以及對於規範的要求也很清楚，就不用我一再的提醒。雖然我橫跨了三個

年級，但是對我來說五、六年級因為去年有教過，也已經備過課了，今年就只

需要多準備四年級課程就好了。而且至少我的是十四節課，不是二十節課，因

為二十節課實在太累了，中間都沒有下課的休息時間。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

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級？

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學校位於南投縣的草屯鎮，然後位於草屯鎮的一般地區。我們從一到

六年局總共有十六個班，平均一個年級有二至三個班，每一班人數大約有 18 人

到 20 人的中型學校及中型人數的班級。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們附近的社區文化好像沒什麼太高端的文化刺激，因為附近很多廟宇，

但附近廟宇文化對教育卻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很少陣頭出身的小孩，家長們

幾乎都是務農的比較多，而且都還蠻理性的，文化刺激比較偏向中等的，學習

方面是老師可以控制的。但社區平時用不太到甚麼英語，所以不會知道英語在

未來生活中有什麼樣的幫助。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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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三位，都是正式的英語教師，不過只有

兩位在教英語，另外一位去帶班了。我們學校的英語師資流動我覺得屬於小，

其他兩位都是資深老師，而且明年有一位要退休了，這兩位英語老師都是在地

人，所以師資不太會流動。我覺得我們學校目前的英語師資是足夠的，但另一

位帶班的老師似乎沒有想要繼續教英語，就只有我和那位明年即將退休的老師

在教英語，不過主要的英語承辦人還是我。但如果真的英語師資不足的話，英

語活動上的推動會連帶受到影響，而且學生要常適應新老師的教學。我們目前

學校沒有外籍教師參與教學，但未來我會想要申請，雖然很複雜，因為外籍教

師的參與教學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雖然敢不敢講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

在上課時間，他們是能有興趣的就好。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我們學校都是配合節慶的方式推廣英語教學活動，我們都是全校性的辦理，

當天可能會有一些闖關活動，像是聖誕節就會分幾個關卡，讓學生分年級去闖

關，所以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訓練學生。我們學生蠻多需要學生成果的活動，

但都是宣導的活動，利用晨會、朝會的時間，不會用到英語的上課時間，上課

時間不會受到影響。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目前我們學校英語節數對於小朋友學習英語，我覺得是夠的，蠻夠

的，一個禮拜二、三節，是可以的。若真的英語節數不夠用的話，就多挪用、

安排一些彈性節數來上英語課，或是用一些英語社團課來上英文課，也是挺好

的。不過現在的社團課都回歸到班導師那邊，都拿去上國語、數學，有點可惜。

所以希望明年有機會安排一個英語社團時間，希望明年的英語代理老師能配合。 

我覺得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是最適合的，如果沒有從一年級開始，

就會有人偷跑，然後針對那些沒有偷跑的學生就很可憐，不太公平，沒有一個

齊頭式的平等，所以從國小一年級上英文，至少是一個齊頭式的平等。我們學

校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低年級每週利用一節彈性節數的課上國際教育，

中年級每週兩節，利用二節部定節數，高年級也是每週兩節，利用二節部定節

數安排。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 

我在教學的時候比較常使用直接教學法，就是我講，他們聽，因為這種方

式指令明確，我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就不會有搞不清楚狀況的情形

發生，掌控度比較高。 

我在英語課除了課程內容外，使用英語對話的比例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班

級用語、問答、指令、課文內容都是用英語的方式，另外三分之二是用來講解

比較難的規則，以及用來罵人，用中文罵、用中文心情喊話，學生比較能理解。 

通常我課程中，我聽說讀寫的分配，我會著重在聽、說，因為每個人每堂

課都一定要說到話，至於讀、寫比較常以回家功課的方式給他們，比例的話大

概，聽、說七成，讀、寫三成。因為他們的讀、寫能力已經很強了，所以我在

學校就著重他們聽、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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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的課堂中，我比較常使用的教學活動是換小老師上來講課，就是教學交

換角色，我現在去當學生聽別人講課，然後等等換上去當老師講課給別人聽。

當他們上來當老師的時候就比較知道自己在學什麼東西，然後也可以讓其他學

生知道自己的癥結點、釐清自己的觀念，然後又可以依小朋友的視野去聽別人

講什麼。而且學生上來講解的話，他會聽得比我講的還要認真，因為很有新鮮

感，且很有趣。 

我覺得遊戲化教學是最能引起小朋友學習動機的活動，因為小朋友有興趣，

他們不喜歡死板板的一直講，所以通常有帶活動，有任務性的那種教學是學生

喜歡的，但也不能每一節課都一直玩玩玩，所以還是需要死板板的講課。 

如果是遊戲的話，就會從遊戲中觀察小孩的互動，那些互動就可以當作平

時評量的依據；但讀寫這方面，就是從寫作方面去評量，平常互動比例的評量

分數佔的比例會比較多。 

我平常都是以習作，然後還有自己出的學習單當作他們的回家作業，以這

兩樣為主。我覺得對於比較用力的學生來說是夠的，然後對比較後面程度的學

生來說是不夠的，不過我也不想多出功課給後面那些學生，因為多出的話會造

成學生對於英文的反感，通常要出的話，就會出的比較有趣的。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覺得情緒障礙的學生比較困擾，去年有教的一個情緒障礙的學生真的快

要崩潰了，因為稍微對他兇一點，他就開始哭啊，哭到整條走廊，老師們都會

聽到，哭到最後就會開始叫，只要是哭鬧性的對我來說很困擾。通常是會尋求

行政協助啦，只是在我們學校比較不會這樣做，我會盡量跟班導師溝通，找找

看有沒有比較好的辦法。另外，我還會把學生找過來，與學生溝通，問學生為

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然後再問其他學生該位同學通常其他老師會怎麼處理他。

我一定會先找導師，因為出了問題，一定要跟導師講，再問其他同學，最後若

不行，再跟家長聯絡。當然有時候還會找其他有教這位小孩其他科目的老師，

問問看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雙峰現象一直都有，我覺得程度好的大概是女生偏多，男女比例下，女生

英語成績比較好，女生文科比較好，不過男生優異的也是有，只是比例上，沒

有女生優異的那麼多。我覺得家庭教育方式是造成雙峰現象的原因，像我們學

校四年級有一個小孩是南投人，家裡是隔代教養的，他就沒有一個家長可以嚴

厲的對待他，教他作業和考試怎麼處理比較好，沒有人可以指導他，所以他就

慢慢地放爛，養成壞習慣。 

班上難免都會遇到一些態度比較差的學生，但這個時候真的會影響到上課

的教學，就必須要停下來兇他，或是講道理給他聽，通常被我兇的，都會默默

地聽，不會反駁，如果真的還搞不清楚，我會講到他理虧為止直到她認錯，但

當然如果是我錯，我會先道歉。態度差的學生有程度好的，也有程度差的，像

去年就有一個是程度不錯，但就是為嗆而嗆，態度很差，他就是想要當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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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頭，不過第一年就有被我控制好，之後上課都很乖。然後有一些態度差的學

生就是一直會說：「啊我就是不會啊，我就爛啊！你為什麼要對我那麼兇？」

的那種學生，像這種態度一開始很差，就會用兇的，但一開始只是不耐煩，我

就會講道理。 

如果班上有學習緩慢的學生，我會利用各個空餘時間，像是利用早自修、

午休，或是下課時間找他們過來補救，能補則補。不過一個班級我只會找一、

二位，這樣我的七個班就可以分佈在每週的不同天來補救，但我主要是看作業

啦，如果有沒交，也寫不出來的，我就會叫過來在我旁邊完成。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覺得目前行政端的問題比較大，就像是教務主任會給我很大的壓力說，

今年的學力測驗成績不要太低喔，這樣就會導致我的教學會往考試那邊去，然

後壓抑到我的教學，我們教務主任說了一句話：「你知道什麼最重要嗎？考試

最重要。」如果要兩邊都做到的話，真的是會焦頭爛額，如果這樣的話，可能

節數就要再增加，不然會不夠，不過就是因為剛剛說的要「多一節」，所以教

務主任就把這幾個需要加強的特別拉出來，成立一個英語班，就是為了學力測

驗而成立的英語班。 

我覺得需要外面英語師資，就是外籍教師，不然就是寒、暑假營隊，以及

英語品格營，讓大學進來的那種。因為那種可以讓他們先用玩樂的性質，讓學

生學得好玩，這樣可以更實用吧！因為這種營隊常常會要求營隊期間一定要說

英語，或是有獎勵性要他們一定要說英語。 

我覺得像公開觀議課就蠻不錯的，可以互相切磋彼此的教學方法，然後納

入自己的教學使用，我覺得蠻好的，這是一種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應該是說很貧困的家庭算極少，這兩年我遇到非常貧困的只有一位，其他

學生的家庭經濟比較屬於小康居多，不過很有錢的那種感覺就是會長、副會長

那種，可是看他們感覺也算是蠻節省的。我們的家長算是蠻單純的，不太像是

炎峰國小，家長組成的類型比較多。 

我知道的家長職業別是商業比較多，再來是農業。我覺得家長的職業類別

會影響到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也不只有英語，其他科目的成效也會影響到，

因為我覺得跟職業別有關係，像是家長回來的晚，學生若是沒有自制力的話，

他就不會想要自己學習，而現在小孩子的自制力其實是不夠的。我覺得家長是

從商的，以及家長是從事農業的好一點，因為從商的，大都有金錢上的能力送

去安親班。 

我們學校的家長對小孩的英語課業其實蠻重視的，因為這兩年的班親會，

都有家長問我英語課怎麼上課的啊？考試怎麼考的啊？然後我小孩英語學得怎

麼樣啊？我覺得家長在意的是學生的能力，而成績不是重點。不過家長很少會

陪伴學生陪英文，大都是家教或英語班陪伴，因為家長自己要先有能力，才有

辦法陪伴，以及教導小孩，所以大部分的家長都是找補習班讓小孩去補習。通

常小孩子都是在安親班順便補英文，安親班內就有開設英語班，比較多都是這

種英語安親班的，如果是純英語的話，就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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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如果課外花一、二個小時去補習，那影響其實蠻大的，學校考試其實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是小菜一碟。可是也是有去補習，但是英語程度還是低弱的，

我還特地問小朋友，但這個學生是屬於容易恍神形的，而且家長也沒有關心他

的學習狀況，只有花錢送小孩子去補英語，這個樣子其實是沒有甚麼用的。而

沒有去補習的小朋友中，也是有學習成效高的小孩，這些小孩大部分的特質都

是非常的乖，而且自己本身夠自律，在下課時間會主動來問老師英語問題的學

生。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授課的段考卷都是我自己出的，難易度我會交替，這次難，那下一次就

偏簡單，這樣子的話，兩次平均分數算下來就會比較好看一點，我比較不會出

中等的考卷，因為中等的考卷對於學生太好寫了，100分的學生會太多。應該是

說，難的那份考卷我會混合中等難度的題目，較簡單的那張考卷我一樣會混合

中等難度的題目，主要是讓那些高成就的那些學生不要太容易考得太好，會容

易培養出自傲的態度。 

我班上 90 分以上的學生大概在 10 個以內；80 分到 89 分內的學生大概有 5

個到 6 個；79 分以下大概 2 個到 3 個。考 90 分以上的這些學生能有這分數可能

是因為先前有考過好成績，所以他們覺得我可以再更好，或是覺得自己的英語

很好，覺得自己有成就感。或者是家長有在乎到學生的這一部分，家長有因為

成績給他們獎勵，或是老師有給獎勵，所以才會有這個成績。然而他們的成績

好，主要是因為家庭因素，學校給予的資源真的是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學生在

家裡的時間，以及家裡父母的社經地位有影響。那至於低成就的那些與學校給

予的資源影響很小，我覺得主要是自尊心吧！那乾脆放爛，考試考不好，是因

為自己沒讀書，所以才考不好。這些低成就的主要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

因為家裡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提供，再加上家長本身也不了解英語，並合理化

英語在他們身上也用不到的觀念。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我有意願繼續擔任本校的英語教師，但不想要兼行政，因為太辛苦了。若

要兼行政，那就比較想要去當導師了。而且當英語教師只需要備課一次就可以

教很多個班級，也不需要去教其他不擅長的科目。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D 信義鄉 10 2021/6/1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這所學校擔任正式教師，我最主要是導師兼教學組長，然後英文科，

那因為我們是六班的小校，我不是這邊編制的英語老師，可是我有兼英文課，

但我本身就是英語專長的老師。我在國小的正式教學年資已經正式第六年了。

在成為正式教師之前，我有在補習班、私立國小，還有公立國小代課，已經有

大約 13 年了。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133 

 

我覺得在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讓他們喜歡英文，培養英語學

習的興趣，最好是讓學生知道一些關聯性，常常讓他們有機會去接觸外國人，

或是說，英文實例上的應用，讓他們知道現在在學的東西是為了以後奠定基礎，

讓他們有連結性，不是只有考試，現在不是在講國際教育嗎？所以最主要是要

讓他們去接軌道學這個語言的東西，未來的用途是會用在哪裡？在國小先訓練

語感，到了國中的文法，會比較喜歡英文這個科目。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擔任一個班的英語教學，就是我自己的導師班級。我目前授課節數

為 12 節課，國語有 5 節、數學有 4 節，其他的 3 節課都是英語課，然後我是教

五年級。 

目前的授課節數，對我來說負擔不會太大，因為我在這間學校已經六年了，

每一年都是教授國、英、數，所以已經很習慣，也有一定的經驗了。而且像英

語的教學本身就是我們很喜歡的科目，所以就會想要多教授學生英語教學的東

西。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

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級？

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學校位於南投縣的信義鄉，然後我們學校是屬於極偏地區的學校，我

們學校一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各有一個班，所以總共六個班。現在每一個班

平均的學生人數有十個左右。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文化刺激，其實這邊就是布農族，所以這邊的文化是沒問題的。但是在於

學科方面，大概就要靠老師們很大的力量去拉拔學生，要靠老師的資源多一點。

這邊的家長都是老師怎麼說，家長都覺得可以，不過我覺得家長的素質已經慢

慢的在提升了，而且我覺得社區環境文化對於英語這部分也有慢慢的在重視了。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目前編制內共有二位英語教師，如果把我算進去，就是一位正式老師，

以及一位的代理老師。目前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師資流動還好不算太大，因為在

我進來前的英語教師也是在他第五年後才調走的，也算是挺久的，啊我現在是

第六年，所以我覺得流動率不算大。有一位老師他也是蠻資深的，但因為裁併

校，所以調到我們學校來，可能有一點不太適應，所以他來的第一年就辦理退

休了，所以其實我覺得流動率算是還好。而我們的代理老師是信義鄉的在地老

師，所以不會從其他鄉鎮通勤，他的流動率算小的。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英語師資目前是足夠的，但如果英語師資短缺對於學生

一定會有影響，第一個是英語教學的品質不穩定，而且小朋友們會常常換老師，

當然對於英語教學一定會有影響的，無論是心態，或學習上都會影響到。我們

學校目前沒有外籍英語教師教學，而且我覺得申請有點麻煩，不過我們現在有

遠距教學視訊的外籍教師，而且已經到了第五年了，主要是三到六年級，每一

班會一節菲律賓老師的視訊課程。這是之前有一個老師介紹到，有在那個遠距

教學的聯盟，所以我們就有試試看，小朋友蠻喜歡的，所以就一直延續下來。

本來有寫策略聯盟的計畫，但我們校長有幫我們用到一個企業聯盟的方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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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寫計畫。這一種外籍教師的視訊教學，蠻適合小校推行的，每一堂課有輪

到的學生就會跟這個遠端外籍教師視訊對話，若沒有輪到的，就是在旁邊寫寫

英語功課，那對話內容就是課本內容為主去練口說。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在我來的前三年，學校有在暑假辦英文營，引進台中教育大學英教系的師

資進來，效果蠻好的，我們就辦了三次的英文營。我們平常的期末有英語拼字

比賽，那平常每週就是有英語護照的檢核，那其他的英語活動就沒什麼，主要

就是跟外籍英語老師視訊對話。那至於 Lunch Box 就只有我們班在聽，我都固

定在中午吃飯，就讓他們聽，我覺得聽那個我蠻喜歡的，可以培養語感，久而

久之，小朋友會跟著它念，成效還不錯。 

我們學校英語的部分比較還好，只有要給企業的做一下，給他們看一下而

已。有時候難免還是會碰到啦，只是還可以接受。除非有一些戶外教學，或是

一些東西會用到英語課。但其實還是難免會用到，會有影響，那就是老師還是

要自己趕快調整，或是借個其他課程稍微趕快補一下瞜！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對於英語教學節數不太夠，這件事情其實我不太知道耶！因為我們校長授

權給我的權利蠻大的，我又是教學組長，所以由我來排課，我就一、二年級的

六節生活課，把它挪二節來上國際教育的英文課。三年級又有額外的經費，所

以就會有額外的退休老師來幫他們上英文，所以他們等於又多上了兩節英文，

實際上三、四年級總共上了四節英文。 

我覺得國小英語教學還是要從一年級開始，因為坦白說，一年級開始學會

混淆，但我覺得還好，基本上應該其實他們的吸收能力不太會混淆，只要我們

把每一樣東西都教得有條理，那其實小朋友會混淆的程度不一定，不一定像我

們大人想的那個樣子，當然不管從哪一個年級開始，都是要重視他的英語學習

興趣。 

我們學校就是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一、二年級以彈性課程規劃兩

節；三、四年級從部定課程規劃一節課，彈性課程規劃一節課，總共二節課；

五、六年級以部定課程規劃二節課，再以彈性課程規劃一節課，總共三節課。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 

我平常在教學的時候，比較常使用角色扮演，或是對話練習，讓他們互相

詢問，練習句型。有時也會英語的表演，像用讀者劇場的方式讓他們練習，我

們會適度地讓他們發表，所以就會用讀者劇場。不管是什麼樣的句型，通常都

是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因為它就是一種模仿不同的語調、不同的語氣，這

樣他們可以用不同的語調，不同腳色的模式。坦白說我蠻喜歡這種方式的，因

為我自己就常常會去模仿，腳色不同的成效方式。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帶朗讀比

賽，那朗讀比賽，裡面就會有很多的角色扮演，說書者，或者是裡面的一些角

色，那裏面的學色就會有不同的語調，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學習語言的樂趣，

不管是角色、語調都會有不同的層次，男生會有男生的語調，女生會有女生的

語調，而且還可以增加表演慾和對學習語言的興趣，而且也比較敢發言。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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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讀者劇場是因為我之前在私立學校，我們會去參加好幾次讀者劇場的比賽，

所以對讀者劇場蠻有感覺的。雖然讀者劇場裡面會有一些生字有點難，但就慢

慢地多帶小朋友唸讀，以及給時間練習，若時間夠，就可以待深入一點，那如

果不夠，就只能陽春一點了，過主要是語調以及整體的肢體是我比較要求的。 

因為最近有去學中教大的那個雙語師資，所以有特別要求小朋友平常的口

語要用英文，就像是「我可以去上廁所嗎？」、「我可以去台餐桶嗎？」這些

幾乎都是要求他們要用英文說，久了他們就喜歡了。我覺得基本的口語都要用

英文說，所以平常生活中使用英語我都有要求，使用英語的比例有達到六成多。 

我的課堂上的聽、說、讀的比例一定比較多，至於寫的話就會比較少一點，

我會要求他們背課文，這樣就算是讀。寫就是平常的習作，還有我會要求他們

寫一些考卷、練習卷，所以這四種技能比例大概聽說有七成，讀有二成，寫只

有一成。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上課的教學活動，一開始我一定會多練習他們的發音，A 到 Z 的發音我

每一節課一定會拿出來複習，然後複習生活日常用語、數字，以及序數，我比

較著重在序數，因為都有教過，所以想到就會拿出來複習。接下來就是聽讀，

也會複習課文內容，再進到新的內容。因為要先複習舊的，才能進新的，就像

是單字拼音部分，一定要他們用拼的拼出來，不能只有用念的。再來是口說，

考試一定會有口說，口說部分會有單字，以及拼字部分，在拼字部分，他們一

定要結合發音拼出來，久了他們看到字，就會習慣的自然發音發出來。平常使

用遊戲的方式、直述的方式比較少，通常都是有互動的方式比較多，或是輪流

讀，甚至是小組競賽的方式。我不太敢確定哪一種真的是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英

語的活動，但我覺得主要有互動性高的，就可以了。大概十分鐘的活動，就要

做個遊戲轉換，這樣比較保持新鮮感，就比較能有學習動機。 

若平常學生願意開口、願意主動學習，我平常分派的東西有確實去做，做

錯再看狀況，參與度感很重要的，但表現也是要有，可是參與的態度真的是最

重要的。我通常書寫單字、書寫課文，課文部分就是中文加英文，以及習作後

面，有時候會再做文法的練習，再出題光碟裡面會有一些文法，我會考試。有

時候我也會教小朋友查英文字典，我還會教 KK 音標，當然他們沒有完全記得，

但是知道如何去查字典，然後把 KK 音標寫在英文的下面，並且把詞性寫在單

字旁邊。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對於遇到比較困擾的問題好像還好，只是剛來這邊的一、二年，會覺得這

邊的英文程度比較不好，會推得比較辛苦，但之後就比較上手一點，我教的部

分大概都還可以。一開始的英文基礎能力不太好，慢慢久了後，會願意背單字，

能力有慢慢地提升一點點。當我遇到面題時，就只能用正向的方式想辦法，或

和同事討論一下，找辦法。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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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英語雙峰現象我是覺得還好，就我們班目前英文，最低來講也是六十

幾分到七十幾分，最高就是九十幾，目前是慢慢拉，拉到目前的樣子，所以也

沒有說特別差，特別差還好，只有一、兩個稍微落後一點點，但就慢慢拉、慢

慢拉，但也沒有說到真的不行啦！會有這樣的現象，本身的智力一定多少會有

影響，那接下來就是學習動機，在這科目上本身就不強，還有家庭面的刺激，

我覺得應該都有，都結合了不少個原因吧！ 

我覺得小朋友他們的態度都蠻開放的，他不會覺得你不好，像我們 10 個小

朋友練習口說，一定是一輪一輪的，一個問一個接續下去，但也沒特別說歧視

別人這個樣子，頂多就是笑一笑，沒有瞧不起別人的狀態。那因為我是班導師，

我堅決一定要帶我們班的英文，其實小朋友英語程度是有差的，因為我覺得我

自己可以掌控小朋友的學習狀況，他們比較弱的，我就可以慢慢補強。但是如

果單純是科任，他們看到的點就真的比較少，導師佔了一個優勢，懂得英文教

學，又懂得學生的弱點，那就很好的去補強學生了。如果真的還是有態度很差

的小朋友，就只好先讓他，然後再慢慢地溝通，不要用硬碰硬的方式，會比較

無效，也沒有體力，但有時候還是要適度的硬起來。 

如果班上有比較緩慢的學生，就是私底下找他來，讓他多做一些背誦，知

識多補一些，盡量教他怎麼去增進能力，然後運用一些早自習、下課、午休時

間，或是一些非主科的科目來加強。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對我來說我覺得沒有，可是對於另一個代理老師他還有學力測驗的問題，

因為他今年第一年進來就遇到了六年級要學力測驗，那之前這個班的有一些學

生能力比較後面一點，因為時間不足，他就沒有去把那些小孩拉上去，現在就

被檢討，所以他就會有一點壓力。但因為他在這邊是帶第一年，這個班之前是

其他老師帶的，又要考學力測驗，他就很有壓力，而且又要被督導。但其實老

師們盡力就好，只是本身的水準要有，對於學生也是要有一點點的要求啦。 

對於學校如果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然後師資比較穩定，我是覺得學生至

少對於英語的水平都還可以保持。也需英語補救教學是可以開設的，但也要看

另一位代理導師有沒有這個需求，不然可以把幾個集合起來，然後幫他們從最

基本的慢慢帶起來。 

對於全校性的英語成效，我覺得若班級老師可以推，當然是最好的，因為

科任老師堆的力量，坦白說有限。而且導師可以協助，全校性的活動大家一起

推行，培養學生的語感，讓小朋友覺得自己所學的可以跟國際有所連結，我覺

得這個就有差。這些活動可以一年一次，大概就夠了，然後那種活動最好是長

達一整天的，然後活動是有變化性的，就像大學生帶的英語營隊那種樣子。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覺得家長經濟分布狀況大概小康的有兩成，中間等級的有五成，但中低

收收入戶的可能有一成，整體的經濟狀況其實還好。我們學校務農的家長和工

人蠻多的，父母親都是公務員的有少部分。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別和學生的學習

成效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因為透過這些家長對於小朋友功課的重視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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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出來。但是我覺得他們對於功課已經慢慢地比較有在重視，所以不管什麼

樣的行業別，他們都有在慢慢地重視小孩的課業。 

家長重視的方式就是會稍微要求學生，但他們還是釋放權力，讓老師有機

會，有全權可以去要求學生，其實若要把小朋友留下來加強，跟家長講一下，

其實他們還是會願意配合的。但這邊家長很少，幾乎沒有會親自陪伴小孩學習

英語，不過少數的學生可能有三、四個，有在外面補習英語，或是英語視訊學

習課程，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大多都是公務員，或是本身就很重視教育的家長，

才會送他們去補習，家長的職業別對於學生的學習很有關係。 

目前有四個有補習英語，但我們學校附近沒有英語補習班，有家長會花四

十分鐘將學生從信義鄉到水里補習英語。我覺得有補習英語對於英語成效還是

多少有幫助，但真的很認真的，其實補起來，程度真的也算是蠻不錯的，但也

還是有的很勉強，就是要用鼓勵的方式，然後請他硬撐一下。我班的有一個，

我看他比較沒興趣，所以我就勉強的鼓勵他，另一個也有補，這一個是因為媽

媽也很重視英語教育。那其他班的，我看補起來也是不錯，程度都上到國中的

部分了，都可以應付學校的考試。但我們學校也是有沒補習，但是程度不錯的，

蠻多個的。我們班就有三個男生，這些人一方面是頭腦好、反應不錯、學習速

度快、語感也好，然後對英語也有興趣，會主動學習。然後這三位男生的家長

有老師的、有工人的，另一個是爸爸在漢陽工作，這三位家長因為都比較重視

教育，所以有在盯小孩，小孩的個性也就比較積極、上進。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的段考卷都是我自己出的，我出的難度偏向中等，因為我覺得第一我不

想考倒學生，我覺得是要考出他學到的東西有多少，真的有把他考出來，然後

學生會的，就是這個樣子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態，因為考東西本來就不是考到

他都不會，而是要考到他會，不要抹煞掉他的興趣，至少給他一點成就感，可

能其中會出現一、兩題稍微難一點而已。每次考試 90 分以上的差不多有 3 個到

4 個，80 分到 89 分的大概 2 個到 3 個左右，79 分以下的學生大概有 3 到 4 個，

我們班的英語成績大概都是平均在 80 幾分左右。 

班上可以考到 90 分以上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對學習、對成績的要求都是一

定在的，他們是不甘於失敗的小朋友，對自我要求也高的小孩，然後學習動機

也很強。我覺得可能學校提供的資源有影響，相輔相成，但主要是學生個人是

願意接受的，曾經學習是有成就感的，影響對大。在我們班這一次段考中，90

幾分的大概有四個還五個，但就只有一個人有補習而已，其他是三個本來就程

度不錯，有一個是本身對英語就有興趣的。因為家長平常對於小孩子的課業重

視度，導致小孩子對育自己本身的課業重視度也很高，有培養起來。我覺得學

校給的資源，和家庭因素導致學生有高成就的影響大概各五成。 

至於比較低成就的小朋友，我們班有一個真的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

另一個是本身對於各方面的反應沒有那麼快，再另一個是因為家長盯的關係比

較少一點，所以比較不夠認真、不夠積極，但我覺得如果慢慢的盯，還是會進

步一些些。家長的態度，以及學生本身的智力或學習態度是導致這些低成就的

原因。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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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今年要調校，因為我剛好要回台南了，剛好人生規劃改變了，要回

台南了，所以本校就會少了一個較穩定的英語師資了，因為這樣，無法繼續擔

任本校的英語教師。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E 信義鄉 4 2021/6/2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這間學校我是屬於正式的英語教師，我在我們學校擔任英語科任

老師兼教學組長，我今年屬於第二年的正式教師，我從 108 學年正式考上

南投縣英語教師前，我沒有在其他地方教過兒童英語。不過我之前有跟著

學校的營隊教兒童英語，只是沒有在業界或是學校代課、代理過英語教

師。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英語的最終目標是可以與人溝通，那如果要再細分一點的話，就是

在國小以前他們基本的字母認讀、以及發音能力要培養起來。然後英語學習興

趣也是要在國小教學培養起來。不過我不會覺得國小學英語是為了國中英語學

習做準備，帶我會覺得說國小、國中英語學習的目標大相逕庭，其實是不太一

樣，國小的英語在生活中，應該要先去了解國中的英語目標是什麼，因為在升

上國中之後，都是以紙筆測驗，或是以英語檢測結果去當作學生的學習目標，

這樣變成說，在溝通方面、實際應用方面，於國中時期，都會著重在考試，畢

竟他是升學的課目，所以我覺得國小跟國中老師著重的目標會不一樣。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擔任三個班級的英語老師，因為我還有兼組長，所以我一週總共有

15節課，除了英文的 7節以外，我還額外教了 2節資訊課、2節閩南語課，以及

4 節綜合課，然後我的英語分別是教三、四、五年級。 

我覺得我的授課節數負擔會大是因為，我還有兼行政工作，而且我還有其

他科目要教學，所以會讓我在四點前的上班時間是沒有辦法好好準備課程的，

因為我上課時間外，我都拿去做我的行政工作，所以我的時間都被分走，對我

來講負擔太大了。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

校、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

級？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的學校位於南投縣的信義鄉，然後我們學校是屬於極偏地區的學校，我

們學校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六個班，平均下來一個班裡面有 4 點多個學生，我們

學校最少人數的班級裡有兩個學生，最多人數的班級裡有八個學生。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覺得我們這邊是除了學校的英文教學以外，在距離學校車程 10 分鐘的地

方有一間補習班，但我們學校的家長對教育好像不是太重視，而且對於家長的

英語程度，其實在家裡是沒有辦法指導小孩子的，所以變成說可能在英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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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就是小孩子遇到困難，他們沒有辦法從學校以外的地方獲得幫忙，會降

低他們的學習的興趣、動機，以及成效。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目前就是我一位正式英語教師以及另外一位代理英語教師。我覺得我們學

校師資流動蠻大的，因為第一，我們這邊英語老師要找到英語本科系畢業的或

是英檢有中高級程度以上的師資並不多，那又因為我們這邊是極偏地區，所以

一般來說在正式老師服務年限到了就會調走，所以英語師資流動是蠻大的，因

為大部分考上的正式老師都不是當地人，所以不會在那邊深根，時間到了，就

會離開，除了地區的關係，其實學校狀況、學校風氣也都是有影響。我們這邊

的代理老師待的樣子不太一定，因為這位代理老師在這邊待了三年，但不確定

明年會不會離開，所以我們不太能確定代理老師未來的去留。而代理老師都是

當地人，也沒有教師證的，所以沒有辦法很確保代理老師的留任與否。 

我覺得以 29 位學生來說，英語師資是夠的，但以六個班來說，再加上要推

行全校性的英語活動，英語師資是不夠的，不過我在想，形式上我們有兩位英

語師資，可能是因為代理老師能提供的協助真的有限。若真的有短缺的現象，

學生接受英語教學的品質會比較不穩定，如果說老師的流動率高，可能就代表

老師來的品質會比較不穩定，其實以學習語言是有一定的架構與脈絡的，有的

時候如果不是英語專業老師，只是會說英語來教的話，其實對於英語教學的扎

根影響是蠻大的，學生學習沒辦法那麼扎實。而且如果流動率大的話，如果我

們學生上去的話，一定會有什麼樣的問題，但如果流動率大的話，他可能又要

一直適應英語老師的教法，著重的點又會不一樣。 

我們學校目前沒有英語教師，我們目前有申請，但不知道會不會通過。我

覺得可能外籍教師會引起學生興趣也不一定，但如果在實質的英語教學上面，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的幫助，應該說外籍教師的性質來源，而且他又是母語者，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辦法針對我們孩子，以第二外語學習的角度去指導，這是沒

有辦法的。他來功能就只是讓孩子增進更多的好處，和吸收，他的好處對我來

說就是這樣，那可能會增進小孩子的好奇心，願意開口去跟他互動。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我們學校每一個禮拜會有一天 25 分鐘的英語日，我們英語日是我和另外一

位老師會分別去上一些單元。像是我自己，我是拿 ICRT出來上，上一些延伸的

東西。譬如果其中的一個主題，可能就跟他們介紹一些動物的遷徙，什麼動物

會遷徙，那在台灣會遷徙的動物有哪些，然後放一些影片，跟他們講些昆蟲的

蛻變的循環之類的，就當成一個主題課程去上，而另一位老師擅長的就是繪本

教學。那其他的英語活動就是節慶活動，在聖誕節、復活節、萬聖節會進行教

學。 

我們學校需要學生成果的活動雖然是主任辦理的，但我會覺得多，不過這

邊是蠻堅持按表上課，所以正課的部分幾乎不會被吃到，我們這邊會影響到正

課的計畫幾乎都不會申請，然後校長、主任也都很堅持要用課後時間，或星期

三下午的時間去執行，所以我們英文課幾乎沒有被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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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我們學校英語節數，按法規來講是沒有英文課，但我們有用彈性課

外加一節，所以一到六年級，他們在原本的英文課以外，都還有再加一節英文

課，所以我覺得我們學校做法是夠的，但原本的節數的確太少了，但我們學校

又再幫各年級額外增加一堂彈性英文課，所以其實在進度上老師們都可以很順

利的上完再加上複習，當然有些班級比較特殊，會需要個別的課後輔導，但是

整體來說，班級的授課節數是夠的。 

我覺得國小英語教學一定是要從一年級開始，因為語言這種東西有關鍵期，

所以越早接觸會越好，我真的覺得三年級才要開始學習 ABC 真的太慢了。我們

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低年級會使用彈性課程上 1 節課；中年級會

使用部定節數 1節，彈性節數 1節，共兩節；高年級會使用部定節數 2節，彈性

節數 1 節，共三節。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我通常會使用問答法、直接教學法、文法教學，以及完全肢體反應教學法

（TPR），可是你要問我比較常用應該就是這幾個平均都很常用，我還會用任

務分組的方式教學。有些東西我覺得還是要比較直接跟學生解釋英文，變成說，

當然在不同的年級會試著用不同方式交錯著用，但還是會想要試試看這班如果

用直接教學法會不會有效果，不過很明顯，如果用直接教學法，他們的能量很

明顯就比較低，比較無聊，這個時候就會穿插比較有趣或 TPR 的進去直接教學

法裡面，引起學生的動機。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課堂除了課程內容外，其它說英語的比例大概有六成以上，然後大部分

的課室英語，以及請他們回答問題，都是用英文。只有一些我可能要叫他們去

比較文法的不同時，可能會使用到中文，或是一些程度比較低的部分，我會使

用到中文，但以平均來說這三個班我平常都有用到六成以上的英文。平常講英

文的時候，會再加上動作，再加上一些高能力的，他們會猜到，然後講出中文，

所以我不用自己講出中文。 

我在上課的時候聽說讀寫這四個項目都是有做到的，但的確寫的部分我會

較少，通常會以聽說讀為主，聽、說的比例大概會有佔課堂中的各三成，讀的

話我會請他們讀完唸出來所以也會有三成，寫就差不多一成，因為我會想要兼

顧各個能力。然後因為學生很容易到了高年級變成看不懂字的人，你如果要他

去閱讀一個東西，很長的文本，他是會沒有耐心的，會直接說我不會，可是其

實他是沒有耐心，所以讀的部分是很仰賴他的拼音能力的，所以我會從三年級

就讓他們培養讀的習慣，不要單單只會老師問，學生會答、會說而已，我覺得

這個能力是我們這邊的小朋友其實很欠缺的，因為他需要長時間的耐心。 

在活動的部分，以單字來說，我首先會先用拼字去切入，我不讓他們看字

的意思，我直接給他們看字，然後用拼音的方式，全班一起把那個字拼出來，

這樣子的方法，他們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老師都沒有出聲音，我既然可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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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出來，所以我拼字的部分我會先做，之後會再配合字卡，把字跟圖分開學，

最後在合起來。接下來就是去帶課文，首先會先聽，再跟讀，最後全班輪流，

用接龍方式完成課文朗讀。句型方面，我會問學生這課是要我們學什麼，然後

從課文中找句型，然後再從文法教學的方面去講。最後活動的部分，我會在黑

板上貼字卡，我問問句，學生回答，並上黑板寫下單字。再來發音學習的部分，

會結合朗文，以及肢體的方式學習，或是寫聽到的字於白板上。 

這些活動我都有做，我覺得都蠻有用的，但真的要選一個，我覺得會是

TPR 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動起來，他們會學習起來比較沒有負擔，不用太急著

說或判斷，所以他們的學習動機會是比較高的。 

在課堂上的口說部分，學生會聽別的學生的講話，回答正確；寫的部分，

因為有小白板，所以都可以直接從小白板上判斷；在讀和說的部份，我會要求

他們輪流把課文接龍玩，所以也都能平衡他們四個技能的成果。我覺得期中、

期末評量只是學生某一個向度而已，並不能評量到整體表現，平常也是有小考，

也都會考到。 

我通常會指派單字習寫，還有要抄寫課文，以及測驗卷。我每上完一課，

我就會發 A、B 卷給他們寫，然後告訴學生下次上課考 C 卷及聽力。我覺得我

出的量對於學生的結果來說，我會覺得不夠，但如果以國小的角度來看，我覺

得這些的量是剛剛好的。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覺得目前在教高年級會困擾的是他們基本功不夠扎實，他們高年級現在

的基本能力並不夠去應付高年級的程度，他不會還是不會，看不懂的還是看不

懂，就連字母字音都還會念錯。在學習興趣方面，因為學習成就低，上課容易

失去興趣，在這部分就必須要多花心力去變化活動，或增加一些鷹架，去提升

他們的能力。然後依程度差異大的話，像八個人來說，前四個人已經學會了，

後四個人都還不會的時候，就要利用額外的時間去進行補救教學。 

解決這教學方法就是以土法煉鋼的方法，用學生課餘時間叫過來一對一教

學，這邊的小孩沒辦法上團體課，但以一對一的方法講課，他們比較聽得懂。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覺得大致上的雙峰現象還是嚴重，就像是會的我講一次他就會了，不會

的，我講幾次他都不會，就真的完全是雙峰現象沒有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

就是因為學生的基本功不好，學習方面沒有成就感，我這樣講很失禮啦，只是

他到五年級連 phonics 都還不會的話，那請問他一到四年級的時間都在幹嘛，學

校沒有一個脈絡說在低、中、高年級結束前要具備什麼能力。因為每個老師的

教學風格不一樣，有些老師會認為說低年級的小朋友只要唱唱跳跳培養英語學

習的興趣就好了，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實在培養興趣的同時，你要偷偷給他

很多東西，是要讓他學會某些東西的，不要讓他忘記。不過我覺得家庭給的支

持就是額外去補習班，或是不會念的，家長會教他與否，這就是家庭給的影響。 

我覺得面對英語，和面對英語老師是兩件事情，其實英語課學生喜歡的老

師和不喜歡的老師上起來的感覺不一樣，大部分的小孩是排斥某種教學方法，

而不是討厭英語這東西，我覺得以小朋友的心態可能是覺得英語很無聊，才會

有比較不好的態度。可是不能完全說是老師要有趣，但我自己的想法，如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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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有用心教，你即便不是一個有趣的老師，可是你的教學方法是讓學生有學到

東西，他就會願意學習，不一定要是小丑，不一定要很好笑，而是我們的方法

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他就會開始願意去學這門課。有時候學生狀況不好，多練

習個幾次，學生就會不耐煩，我就會加快速度，點人回答，以小活動方式提起

興趣。 

如果班上有比較緩慢的學生，我會使用放學時間，因為這種比較緩慢的學

生他通常有幾個特質，就是他的作業常常遲交或缺交，那在盯他的同時，我就

會請他讀給我聽、唸給我聽，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只有這樣了。這邊家長覺得老

師如果願意把學生留下來加強，家長都會很願意配合老師。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覺得目前學校英語教學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是英語有一些計劃我覺得不用

特別去申請，因為我覺得對於英語教學的提升，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英語正常

化，那英語正常化就是說我英語課的時間不能被其他活動吃掉。第二個就是英

語老師需要對自己的英語教學要有一個系統，還要知道自己對不同年級想要達

到的大目標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教學正常化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我覺得有時候

學校申請的一些計畫，要幫忙核銷成果，或是申請一些外面進來輔助的師資都

不是很重要，因為這樣子是加重英文老師的負擔，還有學生在學習的負擔。因

為我覺得在英語學習方面不是多多益善，他們平常要學習的科目這麼多，其實

時間是有限的，他們只要在英文課的時間，和晨光時間很專心投入，不需要給

他很多、很雜的東西，不然他就會覺得又來了，又要配合這個，我覺得是不需

要的。 

我自己沒有覺得需要什麼太多的配套措施，因為學校空間環境，也不允許

增加專科教室，其他的也還好，所以對這個沒有什麼想法。至於補救教學，我

覺得補救教學的難題是，我們學校人數少，那開的補救教學為了達到開班人

數，學生年級分布就會廣，這樣不同年級一起上補救教學，我覺得成效也不會

很高，因為沒有辦法一對一上課，頂多就是丟紙本東西給他們寫，所以就教學

部分只要課餘時間幫忙輔導即可。環境英語的部分其實都有放，可是如果老師

沒有帶，學生不會自己去看，所以幫助不大。 

我覺得要提升學校學生英語學習成效最重要就是教學正常化，不要弄太多

有的沒有的，讓我能好好地備課、上課就好了。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的家長經濟狀況其實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小康的，可是他們在補

助的部分卻是中、低收入戶的。我們這邊的家長職業別大部分都是務農。不過

農業的範圍蠻廣的，因為做茶的可分為種茶到包裝，再到販售，是屬於一條龍

的，所以應該這邊較多的職業別都是農家上商，至於軍公教的家長幾乎沒有。

家長職業別其實對各科都會有影響，務農跟商的他們家庭會比較忙，比較少在

家，很難常常去監控或是協助學生的課業。 

我們有幾位家長蠻重視學生的課業，他們會跟學生說英文很重要，要認真

學，他們會這樣跟他們講，雖然家長沒有辦法幫助小孩的英語科目，但是他們

會跟小孩說英語很重要。家長會送小朋友去補習的是少數，全校只有四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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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學校附近只有一家私人的補習班，車程需要十分鐘的路途，所以可能

家長會覺得要特地載去補習，就不太願意。 

我覺得有去補習的，英語都特別的好，是高峰的那幾個，因為他們都超前

了，都已經五年級學到國中的東西了。雖然他們在我的考卷都沒辦法考到 100

分，但至少都還可以考到 80分或 90分。不過也有沒補習的，程度也好的學生，

可能因為比較聰明，以及家庭狀態穩定。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現在是在做茶，

可是在若干年前是在我們學校當代理主任的，就是說他有一點教師背景，所以

會在意學生的表現，學生程度還是和家長教育水平是有關係的。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授課的英語班及考卷是我出的，我出的難度都是出簡易的。其實在評量

的部分，我在平常的評量方式面向就已經很多元了，我不希望因為段考的成績

去打擊他平常的信心。因為有一些學生他是很努力的，你要他念什麼，他就念

什麼，他完全是配合老師的上課狀態，只是他在紙筆的考試部分就是會考很差，

所以在段考的部分，我可以讓他們的聽說讀寫的面向，以及考試單元的單字、

句型都可以好好地掌握，其實我不會出太難的題目去刁難他們。其實我都覺得

很簡單啦！但是考出來的成績，每班都會有一個 100 分的，也有可能會有兩個

是不及格的。 

以我教授的五年級班級來說，在 90 分以上的有三位學生；80 分到 89 分的

有兩位學生；79 分以下的有四位學生，那這個班級的狀況是比較糟糕的班級。

在四年級的三位學生都是 90 分以上的，他們這三位都沒有補習，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這三位小孩的家庭狀態都是很穩定的，爸媽都是正常工作、穩定收入、

正常回家、對孩子課業會關心、供餐正常、睡眠正常，就是正常的家庭，而且

他們對於課業都有一定的要求。 

這些可以考到 90 分的學生，主要都是因為他們上課是專心的、配合活動、

作業定時繳交。主要的因素我覺得是家長重視課業的因素，家長越重視的，小

孩表現就會越好，至於學校，我是覺得學校給每個小孩的東西是一樣的，那學

生會有高低的差別，就是個人努力，以及家庭支持的程度。 

至於考到 79 分以下的學生，主要是因為自己個人特質，容易分心。第二個，

如果是上了高年級，他們的程度不一樣了，起跑點不一樣了，他們的起跑點在

我接他們班英語的時候就已經參差不齊了，就變成我一樣在英文課上的東西，

對某些人來說就已經聽不懂了，我給的難度對於不同人來說都不一樣了。對於

家庭的部分跟上一題是很類似的，就是家庭有沒有辦法給予支持系統，家庭對

課業的部分比較力不從心，小孩沒人盯他就容易放鬆，所以就不重視課業。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我願意繼續擔任本校的英語教師，以綜合來說，我們學校學生還是屬於孺

子可教也，所以我願意繼續教英語。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F 鹿谷鄉 10 2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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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這邊是屬於代理教師，我除了教英文，我還有教體育、健康，以及綜

合課，另外我還兼了文書的工作。我目前在國小代理已經 17、18 年了，在國小

代理以前，我有在國小的英語補習班教學，大概教了 3、4 年左右了。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第一個是讓學生有興趣的接觸英

文，第二個是打底，把英文的基礎打好，為了國中英文打好基礎，因為現在都

是要考試的，如果沒有基礎，要一下子去國中，可能就會很辛苦，現在目前的

教學就是以升學為考試的那種。如果要單純讓小孩子喜歡英文，或是只是接觸

生活英文，這個樣子其實比較難，也比較難培養成興趣。像我們來的幾個新校

長，都是看學生成績來評斷你會教還是不會教，這個樣子也是挺無奈的。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在國小擔任六個班的英語教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是我教的，然後

我目前教學節數總共一週 20 堂，英文課佔了 10 堂，其他科目（體育、健康、

綜合）加起來的節數也 10 堂。目前的授課時數對我來說有時候會，因為我的空

堂數變得比較少，如果說要用空堂的時間多一些教材，而且我又兼行政，所以

會有一點覺得空堂少了一點，要做的東西多了一點。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

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級？

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的學校位於南投縣的鹿谷鄉，然後我們是屬於偏遠地區，也算是非山

非市的學校。目前我們學校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六個班級，每一班的學生人數平

均有十位左右。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覺得我們附近的社區文化刺激應該算是不夠的，如果就單就英文方面的

刺激，一定是不夠的。還有有一些孩子的家庭很少出去遊歷，或是說帶他們出

去走一走，普遍來講只有三分之一的家長會帶小孩子出去走一走，其他的三分

之二都是一直待在家裡。如果很少出去走一走、拓展視野的話，對英語學習的

影響可能比較小，但對於其他科目來講，那些眼界，你平常要再加強一些與國

際的連結的話，那應該就會有影響了。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學校目前編制內的英文老師就我一位老師，那我在這間學校已經代理

十年了，在這十年間的英語師資很穩定，都是我，但聽其他老師講，在這十年

前的英語師資流動很大，但因為今年已經有開正式的英語缺，所以未來可能會

穩定了，至於之前為什麼會一直換，這我就不清楚了。 

師資問題，我覺得就六個班來講，以行政上的分配，應該是足夠的，但如

果是以我個人的話，我當然還是希望有夥伴可以一起，是最好的，因為可以一

起討論，比較好。至於英語師資短缺的影響，我覺得學生一直面臨著老師都不

是很固定的話，或是常常換來換去的話，當然每一個老師來，都還要重新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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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情況，那又要一直從頭開始，我覺得還是會有影響，在學習上面，雙方

面都要一直從頭適應。不過大部分的老師會想當老師，在教學上還是會有熱忱

的，教學上因為流動性太高、又短缺，長期上沒辦法好好耕耘，在成績上當然

多多少少會有影響，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我們學校目前沒有外語教師參與

教學，未來也不確定，要看上頭決定。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這學期我們目前是有推廣一個英文護照，就是額外有在背單字、句型。這

些句型大部分都是搭配課文的，然後單字的話就是說，依課本為主，然後再斟

酌的再增加幾個課外的這樣子，至於其他的英文活動就比較少了。那平常需要

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算蠻多的，有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到英文授課，就像

說我們學校有在推廣足球比賽，有時候中、高年級的學生一出去的話，就都沒

有辦法上課，有時候會出去一、兩天的全天，就只能想辦法多加緊進度了。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目前英語教學的時數當然是不夠的，覺得不夠的原因是因為孩子在

生活當中都沒有在接觸課程，那一週只上兩次課程，然後又考慮到家庭因素好

了，家裡面如果又沒有在幫他的時候，那完全就是只有兩次的上課那四十分鐘，

那一定是不夠的。然後再加上，如果說導師，他又沒有協助說每天可以幫忙，

每天接觸一點點英文，或教過的幫忙一起複習的話，那孩子基本上等於那四十

分鐘是歸零的狀態。 

我覺得國小英文真的是可以從一年級開始實施，因為在三年級英文就要開

始考試了，如果不在一、二年級就開始接觸基礎的英文，包括簡單的字母，那

三年級開始就要接觸到單字、課文，然後又要從 A 到 Z 開始教，我覺得小孩子

負擔太大。 

我們學校從一年級就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了，我們一、二年級每週各一節，

使用彈性課程安排國際教育；三、四年級每週兩節課，由部定節數 1 節，以及

彈性節數 1 節安排而成；高年級每週兩節課，都是由部定節數安排而成的。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 

我比較常用分組教學授課，因為我希望程度好的學生可以稍微去帶領那些

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而且在我教學上，我正在改變教學方式，不用都是老師

在教課，要把任務指派下去，各組程度好的要去教程度比較弱的，然後我可以

下去巡視，這是另類方式讓程度好的學生增加自信心，而且同儕之間也可以互

相學習。 

在除了教室用語外，我和小朋友使用英語的比例大概會有一半、一半。我

都會先講英文，如果真的不懂，一臉疑惑，我就會再講中文，或是當堂課的句

型有用到，我就會找機會在課堂上，讓他們多練習。課文念讀也是一樣，會讓

他們作角色扮演，或是找時間念課文給我聽。平常我也都會用課室英語，如果

真的沒拜法的話，就只好再補中文，所以我課堂中英文使用比例是一半、一半，

不然等小孩理解的時間，都會被浪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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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堂課我的聽說會佔六成、寫的部分會到二成，那讀的部分會到二成。課

堂上一定會有很多聽的機會，我也都會讓學生一定要說出來，那讀的方面是讓

他們念課文，或小篇文章之類的。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在課堂上比較常使用任務指派，然後讓學生各組完成任務的方式，比較

少使用遊戲的方式帶教學活動。因為我都是分組教學，學生必須去教同儕，那

如果是讓低成就的回答，分數就比較多；高成就回答，得到的分數就比較少，

因為他們已經會了。我覺得要讓學生自己思考的活動是最能幫助學生學習英語，

或是一些猜謎、遊戲的活動，甚至競爭的活動，也比較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我大部分會從小考、朗讀、聽力、月考成績、平常成績，以及作業成績。 

我指派的回家功課大多是課本裡面的回家功課，包括單字、句型、課文，

依課本內去出功課，我覺得我出的量算是中等的量，因為我們一週兩次，有時

候我教的班級也很多，每次我一出完，小孩就會尖叫說不要再出了，因為他們

還有其他作業，所以對我自己來講還行啦，因為過多了他們寫不完，遲交或缺

交也是沒有達到練習的效果，適切是最好的。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覺得比較困擾的問題就是學生的人格特質，懶惰，我覺得比較沒辦法，

因為他們家庭因素真的差很多，如果小孩子是肯學的都好，但家庭因素導致他

們沒有辦法去完成，或是負責完成自己的課業就很煩惱。而且我們還有家長跟

小孩子說：「沒關係，考零分也沒關係。」像是這種的，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

麼辦，想要把他留下來做加強，也沒辦法，這種家長對於其他科也覺得沒關係，

家庭因素真的是讓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遇到困擾，首先第一個我會先跟導師了解他的家庭狀況，再就我對孩

子的認知去認識他，接下來就是找時間，有時候可能不同方式對待他，用不同

的標準面對他，然後鼓勵他。如果還有時間，我們有補救教學，就把他留下來。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們學校雙峰現象有，但沒有到太嚴重，只有六年級那班比較嚴重，我覺

得家庭因素比較多，那些低落的學生第一個家庭沒有要求，第二個覺得這個英

文沒什麼用處，也不喜歡去背單字，因為不背單字，老實說要怎麼提升英語能

力很難，提升的機會是沒有的，所以採取什麼方式，小孩好像也無動於衷，給

獎勵也都無所謂的感覺。其他班級學生都還可以掌握，雙峰沒有到那麼嚴重，

如果有比較學習困難的，就比較多注意他，下課就多鼓勵他，然後必要的時候，

我會自己去找家長溝通。班上也是有只想要活動好玩，但不想要辛苦的活動，

玩過就沒有了，倒也不會上課跟你搗亂，不過就是上課上一上，玩一玩，如果

不好玩就很明顯不理了。 

我班上若有學習緩慢的學生，我可能會找小老師幫他們，第一個我會徵求

班上小朋友願意幫忙的。第二個在課堂上如果真的覺得不行的話，我就會下課

把他留下來，或是把他拉進學習扶助的課程。因為我本身也有上放學後的學習

輔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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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比較希望行政端是可以協助，因為畢竟我們科任有時候如果沒有導師協

助時，老實說其實很痛苦。無論在各方面，就是在作業，或想要讓他多練習的

時候，導師端如果沒有配合，那真的很難。再來就是，雖然行政有時候都會說

你要幫忙我們會幫忙，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為，所以會覺得自己孤軍奮戰，

長期下來會很辛苦，所以就只能想說我能做的就盡量做。其實有時候要請級任

老師協助每天讓學生唸一下單字，可能會有點困難，因為級任老師也有很多事

要做，但能幫助真的英語教學會加強。我真的希望導師可以再協助多一點點，

然後是由行政端去跟導師們協調，不然由自己科任角色去講，比較容易力不從

心，如果可以搭配級任老師每天做一點點的練習，對孩子就會有印象，有印象

他們就會比較學習上又再產生一些連結。然後我們已經有英語教室，所以不用

跑班，其實還不錯。對於提升英語教學，我覺得可以利用廣播全校性播放，然

後行政端和導師端幫忙，會多少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家長的經濟分布大部分是小康，中低收大概佔了三分之一左右。

我們家長的職業別大部分都是種茶務農的，在鹿谷鄉相關單位上班，或是服務

業。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別對學生英語學習其實多少有影響，我們的地區家長若

是不走出去的話，他們可能就真的會覺得英文沒有那麼重要。說真的我們這邊

的家長對於學業真的比較沒有那麼重視，通常都是老師說什麼就什麼，也不會

再去額外的說要去再多提升什麼的。 

家長重不重視，我目前只有遇到三、四個有重視的，家長會來跟我討論他

小孩的英語學習狀況，如果小孩的學習狀況真的不好的話，家長會再來跟我討

論要怎麼改善，我就會跟他討論，相對成績就不會太差。或是說我會自己去跟

小孩或家長講，如果他們肯配合的話，你就會看到他們的成長，但是真的不

多，像這位家長雖然是家管，但他的教育水準是大學畢業。 

這邊家長比較少陪伴小孩學習英語，會有幾個送小孩子去安親班學英語，

大概會有全校的四分之一的學生是有去補習的。然後學校附近的英語補習班只

有二、三間而已。對於這些有補習的幫助有多少，我有遇過真的幫助很大的，

但是要看學生的特質，我也有看過從低年級一直在學英文課，但從課堂上他的

表現卻沒有我想像中他應該要有的水準，結論就是有補習一定有幫助的。有補

習、又有成效的學生主要是因為看家長有沒有在要求，再來就是看這個孩子本

身有沒有從中獲得自信和動機；那些補很久，成績卻沒有起來的，第一個就是

家長可能沒有那麼要求，第二個就是孩子會覺得叫我補我就去補，那就不會用

心在學習上面。可是也有沒補習，成績也不錯的學生，可能是因為他們剛學習

英語的時候有獲得自信、動機，當我有看到這個狀況時，我有再鼓勵他，所以

更加強他更想學習這科目的動機，那這些孩子都屬於溫文儒雅的孩子，雖然積

極度沒那麼好，可是老師說什麼就會做什麼，而且家長又有幫忙的話，進步就

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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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授課班級的考卷都是我出的，那我出的難易度是屬於中等的，因為這邊

有補習，然後程度很好、很好、很好的小孩子，我們這邊可能只有二個而已，

如果出太難的話，低成就孩子就會考不好，那他們就更不想學習了。那中等的

話，一方面可以讓成績好的小孩稍微有一點挑戰性，也不會覺得考卷無聊，對

於那些低成就的小孩子，至少不會說太容易，我不用努力就可以達到，至少要

讓他知道努力才會有效果。 

在我們 90 分以上的高分群有三個；80 幾分的大概四個；79 分以下的有三

個。90 以上高分群的小孩大部分都是有在補習的，少部分沒補習也有考不錯的，

但很少。我覺得他們會考 90 分以上的家庭社經背景都還不錯，學校這部分提供

的，只要上課有認真聽講，回去有複習，要拿到 90 分以上是沒有難度的，但都

一直維持在 90 分以上的家庭社經地位真的都還不錯。而 79 分以下的低分群小

孩，我不確定是不是家長社經地位比較低，但有些孩子自己覺得這樣子就夠了，

有些孩子不想更提升，也覺得我們家裡人覺得我這樣子就夠啦！所以家裡態度

是影響很多的，因為學校教的是一個基礎，如果他會了，他就可以拓展到其他

影片的話，是可以遷移的，所以給的資源我覺得是足夠的，主要就是家庭，和

孩子態度的問題。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我應該，肯定不會繼續擔任了，因為已經開正式英語教師缺了，再來就是

我們整個教學團隊的氛圍已經不太一樣了，所以應該不會再繼續留在這所學校

擔任英教師了。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G 南投市 28 2021/6/4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這間學校是屬於正式的英語教師，然後我是純英語科任老師，目前在

國小任職正式英語教師已經第七年了。我在正式英語教師資歷之前，有代理過

一年，除了在學校代理外，我還有在英語補習班教過一年的英語。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銜接國中課程，基礎要紮穩。

至於培養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就是要看老師教的方式我覺得。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擔任了九個班的英語老師，分別有三個三年級的班級，以及六個六

年級的班級，所以總共時數是 20 節，18 節的英語課，以及 2 節的英語社團歌謠

課。我覺得目前的授課節數負擔問題，其實已經習慣了，習慣就好。因為先前

是當導師，只有 16 節課，但因為當了五、六年的導師，想要轉當科任，科任就

是 20 堂課，一開始有點不習慣，之後習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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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校、

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級？

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我們學校在南投縣的南投市，我們學校是屬於一般地區的學校。我們學校

目前一到六年級有三十六個班以上，四十個班以內，目前一個班級內的學生平

均有 28 個人左右。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社區文化刺激我覺得還好，沒有太特色的。我們學校

公、商比較多，對於學習的話，英文就會比較重視，因為是主科，就是國、

英、數重視，因為補習的比較多，安親班比較多。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 4 位，正式的英語教師有 3 位，另一位是代

理英語教師，還有一位英語教師是這一年介聘過來的，但是他是帶班，沒有接

英語教學。我覺得我們學校英語師資流動蠻小的，在我位置前一個的師資是英

語代課教師，也是待了十幾年，我考上後，他才出去的，所以我覺得蠻穩定

的。而且這些正式老師都是在地南投市的人，他們也都是屬於三十出頭的年輕

教師。 

我覺得我們學校英語師資不會短缺，但是如果英語師資短缺的話會造成課

程沒有連貫性，會這個學期學這個活動，但下學期這個活動就沒有延續，因為

換老師了，雖然這個也有優點，不同的刺激，但是就是學生需要適應新的老

師。 

我們學校目前沒有外籍教師參與教學，下學年有申請外籍教師。我之前在

偏鄉的外籍教師，是屬於史懷哲老師，就覺得他是來插花的，因為他們口語比

我們好太多了，因為是本地人，可是他們的教學經驗、教學背景沒有像我們本

地培育出來的英語師資這麼優秀，我覺得啦，他們比較雜亂無章，他們比較抓

不到技巧和活動設計，所以我們的課程給他上的話，之後還要幫他善後、收

尾。不過希望之後的外籍教師是有篩選過的，是有能力可以班級經營的，讓學

生不會失了分寸。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我們學校有推廣節慶活動，以及校本課程。校本課程就是英語社團課，像

我們之前疫情還沒開始前，我們每週都有一個時間會把所有學生招集在一個地

方一起背單字，和英語的活動。我們還會有一本簿本，專門是校本課程裡面的

單字，他們要認證，有分年級、年段，和週次。我們學校需要學生成果的活動

其實量是還好的，我們學校比較在乎升學率，以及成績，所以不會去影響到教

學。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目前英語教學節數一定是不夠的，就像我手上的六年級因為要考學

力測驗檢測，就要複習之前的、練習考古題、上課程進度，還要做校本課程、

認證，還要上新的教學進度，就變成說一堂課會刮分成很多部分去上，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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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管個秩序什麼的，然後就沒時間了，不過就是老師自己要分配時間，想辦

法上完就對了。 

我覺得國小英語教學可以從一年級開始學習，以玩票性質，從一年級就讓

他們習慣有英語的存在，有國語、數學、英語這些科目，到了三年級就會有基

本的能力，他們要會背單字、背句子再加上書寫能力，可是一年級只要會認、

會發音就可以了。 

我們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實施國際教育。低年級以彈性課程安排一節的國際

教育課程，然後中、高年級都各用一堂部定節數，以及一節彈性節數，共兩節

英語課程。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我在英語教學時，使用的教學法都蠻隨性的，不過要看年段，因為六年級

要上進度，所以偏向文法練習、直述的方式，小組合作就比較少；中年級就都

在玩，因為年段不同，上的東西就不一樣，只有課本跟校本課程就比較輕鬆，

所以三年級就會用到完全肢體教學法（TPR），或是溝通式教學法（CLT）用

會到，用比較多。 

我在教室，使用英語的比例大概 50 而已吧，因為大校的孩子兩極化會更明

顯，上面的他們會聽得懂，但是下面的聽不懂就會呈現放棄狀態，所以要讓他

們聽得懂，就只能講國語和英語二合一，不然他們就會睡給你看。 

我上課時的聽、說、讀、寫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寫主要會偏重讓他們回家

練習，主要是聽、說、讀，所以差不多聽佔了三成、說佔了三成、讀佔了三成、

寫佔了一成。另外我還有額外編一本閱讀學習手冊，裡面都有閱讀理解方面的

題目。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六年級上課比較常使用理解性的讓他們練習，那三年級就是讓他們玩遊

戲，玩很多的遊戲讓他們去練習對話，或是發卡牌讓他們畫畫，都可以，就是

比較彈性，維持他們學習興趣。 

我覺得競賽方式最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我是用班級間的互相比賽方式，

不適用班級內互相比賽方式，高年級會是用背單字以及寫學力測驗考古題的分

數和其它班比較，用班際競賽的方式，學生就會很高興，贏的就可以加分，或

是期末會有特別活動。班級內我會用個人加分，但班內競賽我不會用，因為小

朋友在班級內已經有很多小圈圈了，不要再造成對立了。 

我通常會用上課分數，上課狀況、搶答、文具，這很重要，這部分三十三

分；然後作業有是三十三分，我的作業有課本簽名、習作要寫、學習單要寫，

還有校本課程要背、簽；然後額外其他的就是三時三分；剩下的三分是小考，

小考有紙筆測驗、平板作答，我們學校有很多平板，平常上課也會有很多平板，

通常使用十到十五分鐘。 

我的回家功課，三年級會給課本、課內，或者是畫畫，一些創作的，配合

單字跟句型的作業，跳脫制式化的；六年級就比較制式化，就是習作、課本、

學習單、校本課程。我覺得這些量對於學生太多了，他們都說功課太多，因為

功課那麼多，卻會有成效出來，他們的考試成績都會上來，然後撐下去搞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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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搞死老師們，但是他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成效，他們會有成就感，就會

想要繼續寫。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目前覺得我英語科任教室的設備太老舊，因為我們是老校了，100年還是

幾年了？有些設備會比較久一點，硬體方面，在最近夏天的天氣太熱，投影機

就會當機給你看，然後就不能動，就無法開機了，就只好寫板書，回歸傳統教

學，然後要再想一些更好玩的活動，因為減少了聲光刺激。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覺得有班級性的差別，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有的班程度比較齊，沒有

很明顯的雙峰效應，八、九十分的學生會佔三分之二，然後少數會在及格和 80

分中間，只有幾個會是不及格的，這是程度比較好的班級；有些班級程度會比

較落差的大的，大概五十跟五十，是及格跟不及格的人數，就是會落差這麼大；

有些班級就是普遍的低，這個班的班平均會跟好的班平均差 15分以上，這樣 30

位學生差了 400 多分，就是落差很大，班級內，就是因為班風的原因造成這個

現象。這個班風的原因是因為上學年老師比較散漫，這個學年遇到的老師是都

蠻認真的，但是就是小孩子個性已經定型了，拉也拉不上來。 

如果是那種考三十分的學生，他們面對英語就是直接放棄，功課也不會教，

上課就是放空，有時候還會睡覺。那成績比較前面的學生，上課還會做筆記，

因為有做筆記我就會加分，就是很明顯的態度不一樣，中間群的就是偶爾寫一

下、偶爾放空這個樣子。每班都有態度很差的，這種可以分成兩種，可教導的

就是罵一罵還會回來，以後會變乖的，那無法教育的不只是英文，他每一科都

是這個樣子，就只能放生他，不要打擾上課就好了。因為這種就是會在地上爬

的學生，他是屬於家庭環境關係，而且還會打大人，主要是因為家庭環境因素

造成。 

我們學校大概一班有兩、三個學習比較緩慢的學生，那就看看他們想不想

學，有些是我沒辦法的那種會跟你耍脾氣的，有些是會想學的，這種會的我就

會找時間讓他們過來，讓他們從基礎學，因為他們連字母都不太認得。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目前是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不過我同事有遇到，因為他們導師他們下

課時間會拖到，所以上課時間會延後，這樣就會導致上課時間不夠，這就是導

師跟科任間的時間配合問題。有些是上課狀況，導師不處理、科任老師要自己

處理，導師不干涉，就要找行政幫忙處理把小孩帶走才能繼續上課。最主要就

是導師跟科任的時數方面的調整，以及學生班級方面，因為學生比較會聽導師

的話，科任比較難，當科任要跟導師尋求協助的時候，導師會覺得不關我的事。

然後行政方面，我們要什麼有什麼。 

我覺得相關配套措施目前還好，沒太多特別的，因為行政給予無限的支持。

雙語部分我們會推外師進到學校來，我們就有雙語環境了唷！還有我的英語科

任教師在三樓，下雨天很可憐會漏水，晴天又太熱，投影幕會壞掉，所以需要

設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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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提升英語方法比較沒想法，因為老師們對於課業比較不行的學生，

會課後找過來幫他們加強、補考，或是留他們下來，背完才能走，然後一半的

導師方面都會幫我們盯作業，像我的話我會請小朋友幫我收過來，我會給沒繳

交的名單，導師會幫我處理。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大概三分之二是有錢人，三分之一是比較弱勢的，我們有縣長的

兒子、有議員的小孩，還有店長的小孩之類的，因為我們位於南投市的市中心，

生活機能較方便一點。我們這邊家長的職業別你想到的都有，我們這邊從公、

從商的都有，而且比較多。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對於英語學習有影響，絕對有影

響。因為我聽到很多同事在跟我抱怨說他們班的小朋友的家長是服務業的，因

為都在工作，所以小孩態度比較沒有那麼好，講話方式跟爸媽的口氣一模一樣；

如果是比較制式化的家長，像是老師、公務員，小孩做事就比較謹慎。我覺得

我們家長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課業算是重視的，因為功課回去簽名，要背的，

家長都會幫忙簽名。因為疫情停課後的狀況，我看到的狀況，主要是看學生的

歲數，如果低年級的家長就會一起看，像我的六年級，家長不太會跟著一起上

課，可是三年級就會很多家長跟老師們聯絡。我們學校也是有家長親自教學生

英語，像我們學校會辦英語校內競賽，就有選手的家長會陪他親自練習，不過

這種都是少數，大多的家長都是找安親班、補習班的資源。 

我們學校大概三分之一到快要到三分之二都有補習英語，我們學校附近的

英語補習班數量還不錯，還蠻多間的。學生有補習的是否有幫助，要看學生態

度，有些事積極學習的，不管有沒有補他都會去積極學習。有些是去補習了，

但是擺爛，還是一樣的爛。我遇過一個學生，他們家很有錢，他也有去補習，

但是他都考二、三十分，功課也不交，字也寫得很亂。但也是有沒補習，但功

課不錯的，可是這些主要都是爸媽都會教的，通常都是家長社經地位水準比較

高、教育水準高，比較會盯著學生；反之，另一種家長主要都忙著賺錢。 

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授課班級的英語段考卷都是我出的，我覺得我的考卷難度屬於中偏難，

因為很多孩子他們的程度比較好，很快寫完就會沒事做，所以我會用很多領域

融合的方式去考他們英語的程度，至於對於低成就的，因為考試內容在上課時

都有教過，所以應該是還好的，只要上課有認真，都還是可以應付得了。 

一個班級裡面，如果是班級狀況好的，90 分以上高分群可以到十位，80 分

到 89 分的學生大概會有十五到二十個，79 分以下到不到十個人。如果班級狀況

比較不好的，90 分以上的高分群就只有個位數而已，80 分到 89 分的學生大概

10 到 15 個學生，79 分以下大概也 15 到 20 個人以內。 

考到比較好的 90 分以上的學生主要都是因為有補習，所以考的比較好。我

覺得學校方面以及家庭方面的因素都有關係。學校會要求他們背單字，回去要

簽名，學校會有老師盯學生，科任老師時不時會來抽背，所以三方面都要配合。

那我們校長是屬於比較開放式的管理方式，就是導師、科任們有好好做事就可

以了，他不會過於干涉。我覺得學校幫忙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幫忙比例是 5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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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部分的高分群學生都是學校說要考試，他們回去跟補習班講、跟家長講，

他們才會幫複習。 

考到 79 分以下的低分群學生，其實學校給的東西是一樣的，他們的家庭會

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態度因為他們家長不會要求，導致於他們功課寫得完、寫不

完，或是考試考得好、考得不好，他們都不會在意，然後也覺得回家不會被罵，

那就沒關係，所以主要影響的原因是因為家長態度，以及他們的社經地位、經

濟水平。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未來我還有意願繼續擔任本校的英語教師，因為我覺得已經具有熟悉的英

語工作及經驗，而且我們教學團隊合作融洽，我的年齡、健康體能狀態也比較

能應付，而且備課一次就可以用在很多班，當英語科任也不需要帶班，所以我

願意繼續教英語。 

 

編號 學校地區 班級人數 訪談日期 

H 鹿谷鄉 10 2021/6/4 

Ｑ1：請問您的身份是屬於正式、代理，還是代課教師？在校擔任的職別是什

麼？在國小的教學年資有多久了？除了在國小教英語外，以前是否任教於其他

兒童美語的教學，時間有多久？ 

我在這間學校是屬於正式的老師，然後我是導師兼任訓導組長，我還有再

上我們自己的英文課，我在國小的正式年資，今年邁入第四年了。在正式教師

年資之前，我有一陣子是 2688 的鐘點教師，都是接短期代課的老師，大約有

13 年都有接學校的代理代課，沒有在外教過補習班之類的。 

Ｑ2：您認為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最重要的目標，是可以讓小朋友可以放輕鬆學英

語，聽說會多一點，所以讀寫就會少一點，小朋友可以跟人家溝通不要害怕講

英語。國小也是要培養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因為如果在國小階段他不喜歡英

文的話，他直到國中就要被很多單字，加入文法，那這樣小朋友就會討厭英文，

我就覺得之後國、高中就都可以不要學了，所以興趣培養，讓他們覺得英語是

很有趣的，在國小階段是很重要的，現在除了溝通之外，就是教他們最基本的

認知，以及自然發音這個樣子。 

Ｑ3：您目前擔任幾班的英語教學？授課節數有多少？分別是幾年級？對您來

說，目前授課的節數負擔會太大嗎？為什麼？ 

我目前只有擔任一班的英語教學，就是我自己三年級的班導班，我目前課

表上有十四節，因為我有兼任訓導組長，然後我國語有五節、數學有四節、英

語有二節，我另外還有我們班的兩節彈性課程，還有一堂是額外經費的校本課

程。對我來說我目前的教學節數，就純導師的話，節數還好，但因為我有兼訓

導，所以對我來說真的會負擔有點大，會有點累，而且我還有三個主科。因為

我原本考進來的時候是英語老師，但那時候缺正式老師帶班，所以那時候我頭

兩年都是只有上國、數的導師課，到最近學校覺得我是英文老師，還是要上英

文，不要忘記英文怎麼上，所以這兩年就又開始上英文了。 

Ｑ4：貴校的所在地是在南投的什麼鄉鎮？貴校是位於南投縣內的一般地區學

校、偏遠地區學校，還是極偏地區的學校？貴校目前一到六年級總共有幾個班

級？一個班級內大約有幾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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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位於南投縣的鹿谷鄉，我們學校是屬於偏遠的學校，一到六個年

級共有六個班級，那一個班級內的學生最少六人，最多十五人，大概平均有十

幾個學生。 

Ｑ5：貴校所在的社區文化刺激狀況如何？ 

我們這邊算是鄉下地方，又是山上地方，所以相較於市區到處都有補習

班，或是具有上網的程度，雖然這邊大概都有手機，不過他們大部分不會讓小

朋友就是做網路上的課程，那經濟比較 OK 的家長，就會送小孩到補習班，那

有的就會到鹿谷的唯一的一間補習班補習英語，有的就會送到竹山鎮去補習英

語。我覺得我們這邊都是採茶比較多，都是務農家族，爸媽都會去工作，回來

就休息，回來就不太會再給小孩額外的刺激，所以文化刺激比較少。 

Q6：貴校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幾位？英語師資流動的情形是大或小，為什

麼呢？英語師資短缺對英語教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是否有外籍教師參

與英語教學？ 

我們目前編制內的英語師資有兩位，兩位都是正式的英語師資，我待的這

幾年英語師資都沒有流動，因為都是正式的，那另外一位的英語教師，他是來

第三年的，不過他之前有在外面教學的經驗。在我來之前，有英語的代理老師，

據我所知，那個老師是代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變化，因為那位老師是竹山人，

所以離我們這邊交通算蠻方便的，因此流動比較小。 

英語師資短缺如果算偏鄉的學校，像我們學校，如果老師調動的話，像我

跟另一個老師都是外地人，如果調動的話，我們學校就會面臨師資短缺，然後

又在偏鄉，就很難找到英文老師上來，除非縣府開缺給我們英語教師名額，不

然很難找到英語師資的老師。我覺得英語師資短缺對於英語學習會有影響，因

為我覺得英語這科目算是蠻專業的，有些老師雖然可以教，可是他可能對英語

教學沒那麼的在行，那在課程設計，或帶領小朋友上面比較困難一點，就現實

面上面，老師的發音，或者是教授方式，可能要看年紀，老的老師可能就比較

傳統那套，那如果不是專業，就是學英語本科，或是修過相關課程，對於小朋

友來說，他的學習就不會那麼道地，就是同樣都可以教，可以就是一個有一個

受過訓練的老師，他們進入學習的狀況會比較好，也會知道小朋友的困難點在

哪裡。 

我們學校在疫情之前有過外籍教師，不過不是縣內派的那種，但有一個老

師在南投蠻熱心的，他叫做 Cody，他就會來學校，隔兩週或是一週會過來跟小

朋友分享，上一些英文課，但不是全校性的課程，他不是固定的老師，他是自

願來參與，我們學校跟他們媒合，然後看他要來的時候，另一個老師就跟他溝

通、搭配課程，雖然我沒跟他搭配過，但因為那老師會講中文，不過那老師會

帶朋友來，那朋友就真的是 native speaker，所以小朋友就比較沒辦法，只能做

簡單的口語練習句子，目前我們學校還沒有想要申請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其實

就是營造一個環境，但小朋友就是要敢講，不然就沒有用。 

Ｑ7：貴校有沒有推廣什麼樣的英語教學活動？推行的情形如何？貴校所辦理需

要學生成果的學生活動多嗎？會影響到英語教學嗎？您會如何應對？ 

我們學校每個月有英語檢測，然後我們自己設計教材，每個小朋友每個月

都要接受認證，各年級要認證的內容不一樣，平常就是會有一些該有的節慶活

動，那些教材是有搭配課本內容的單字。 

我們學校辦理需要學生成果的例行性活動都會有，以前的校長活動接的比

較多，然後我就覺得小朋友都是感覺比較浮動，太活潑了，活動多，有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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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到英語授課時間，因為排練會用到，雖然會盡量避免、錯開，不要去影響

到正課，但我覺得還是多多少少會影響到小朋友的心情，如果真的影響到，就

只能課程上比較急，該學的，就會學，如果是補充的就會補充少一點內容給學

生學習。 

Ｑ8：多數的教師都認為英語教學節數不足，請問貴校有沒有什麼因應的策略？

您認為國小英語教學，從哪一個年級開始實施是最適合的？貴校從幾年級開始

實施英語教學？貴校目前各年段的英語教學上課時數分別是幾節課？ 

我覺得我們學校英語教學節數目前來看還好、還可以，但如果教學節數不

夠，其實就會結合導師，如果英語老師幫學生背單字沒有時間的話，那導師可

能就會利用他一點點上課時間，像我們學校如果背單字成效不好的話，導師都

會加入幫忙，導師會有比較會有一些課餘的小彈性時間，像是上課前五分鐘，

或是下課前五分鐘，他們就會開始一起全班背單字。 

我覺得國小英語應該要從一年級開始時實施，越低年級學習語言能力會比

較強一點，我們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不過我們是使用彈性的國際

課程。我們學校低年級會用彈性節數上一堂國際教育課程；中年級會用一堂部

定課程，一堂彈性課程上英文課，總共兩堂；高年級也會用一堂部定課程，一

堂彈性課程上英文課，總共兩堂。 

Ｑ9：您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課程內容外，

在教室用語，使用英語的比例有多少？您在上課時，是如何分配聽、說、讀、

寫這四種語言技能的時間分配？ 

我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我會用比較雙語，就是講英文，但那些英文就是生

活中比較常用的課是英文，然後我會盡量跟小朋友講英文，再搭配翻譯。我通

常比較常使用完全肢體教學法（TPR），遊戲帶入的方式也會，有時候也會用

電子書附贈的小遊戲，讓他們去做互動。我覺得 TPR 可以讓三年級小朋友可以

透過聽，和動作加深他們印象，順便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我在課程內容外，教室用語的中英文比例大概五十、五十，因為我覺得我

接觸這邊的小朋友他們能力沒有辦法，全部都是以英文下去，然後又沒有翻譯，

他會壓力很大，你就會看到小朋友開始鬧脾氣，不想學習，因為這邊文化刺激

比較少，如果是補習班，或是老師們都平常都有常用英文，那小朋友就可能OK，

但我們這邊的小朋友可能就沒有辦法。 

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大概都是聽說讀比較多，寫比較少，寫就是課堂上的

習作，回家偶爾出個抄寫而已，我的聽、說比較多，聽大概有三點五成、說大

概有三點五成、讀大概二成、寫大概一成。 

Ｑ10：您上課比較常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您認為什麼樣的教學活動最能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學習英語？您會如何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

您大部分都指派什麼樣的回家功課？ 

我上課比較常使用讓小朋友輪流唸，然後就是問答或者是遊戲，在檢核方

面會用遊戲的方式。我覺得大部分聽說比較重要，所以要大量讓小朋友開口說

話，所以就會讓小朋友輪流唸，那因為我的話，我就可以讓他們有個示範，然

後換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練習他們的聽力和說話。我覺得比較動態的遊戲，

或有搶答、競爭的遊戲，或角色扮演，就是不要太沉靜的、反覆的練習活動，

比較能引起小朋友的學習動機，就是我們在練習句子的時候，我們都會讓他們

兩個、兩個對談，他們還蠻喜歡這個活動的。我通常會透過紙筆、口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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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我也會酌量增減他們平常成績，我基本是看他們的認真

程度，因為平常課間的時候都會隨時檢核。 

我平常會派的功課是，抄寫的部分，譬如說單字寫幾次，或是單字、或念

句型，我比較著重說跟寫，我覺得我的英文功課量對於他們不太多，因為我們

班的學生特質是需要督促的比較多，可是一個禮拜我只出兩次功課，那就比較

少，因為我只在有英文課的當天才會出功課。我覺得多出一點，寫回來的成效

不好，因為平常在追功課的時候就已經追得很辛苦了，雖然想要讓他們多練

習，但也不是寫多一點，就是跟小朋友的自動自發有關係，因為有時候一直

抄，也沒有用，他抄了也還是不會記得啊！然後也怕他們一直抄寫，會討厭英

語。 

Ｑ11：您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比較困擾的問題？你通常都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教學上的困擾？ 

我覺得困擾的問題就是小朋友的落差比較大，小朋友有會背單字的，有額

外補習的，我們班有分程度夠不用補習，還有分成度不夠但有補習的，還有完

全不補習的，那個落差其實蠻大的，這個樣子在教的時候，有些小朋友單字就

不太會，我在講句子的時候，他就聽不太懂，但我也沒有太多額外的時間可以

幫他做加強，這樣子上起來就會覺得小朋友的參與度不是全班參與，有些人就

是分心沒有在課堂的感覺。我覺得有辦法找時間的話，我就會請這些小朋友下

課留下來練習，如果我有空的時候。 

Ｑ12：現代社會學生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請問您的班級內學生英語程度分佈情

形如何？學生在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如何？若遇到態度差的會如何處理？您對

於班上學習較緩慢的學生會如何實施補救教學呢？ 

我們班上落後的很落後，可能裡面也有他自己本身的問題，現在連 26 個字

母都沒有辦法記起來，好的小朋友就是不管說什麼，他都會記起來，甚至還會

額外多的東西，他可能突然會冒出來他可能上過的，或是在外面學過的英語這

個樣子，我覺得主要就是有沒有額外的補習，以及小朋友學生學習的狀況、態

度，有沒有很自動自發去做好老師交代的事情，就是造成班上雙峰現象的原因。 

我們班就是聽得懂得很認真，聽不懂的你就會看到他在分心玩耍，或者是

他會說我不會，這題怎麼寫，然後有時候在輔導低成就的，高成就的小朋友就

會稍顯不耐煩，不過我們班上英文課時，除了分心的狀況，其他態度很差的情

形就還好。如果真的神遊的小孩，我就會去點他，去他身邊，小孩就會有警覺

性，會把分心狀況拉回來。 

班級內學習較緩慢的學生，若要做補救教學，真的是一個困擾，因為他就

是練習時間都不夠，我自己本身時間也不夠，我就是只能利用下課時間，但我

覺得利用下課時間做補救，其實效果沒有那麼好，我們學校是有開設學習扶助

的補救教學，但因為我們三年級還沒有進去系統，沒辦法開成，就只能讓他們

多看，然後我多出一些小考試，讓他們一些印象，加多平時測驗的部分，讓他

們多加的練習題目。 

Ｑ13：您認為目前貴校的英語教學所遇到較大的問題是什麼？您認為貴校對英

語教學最需要什麼樣的相關配套措施？您對於提升學校英語教學成效，你有什

麼樣的想法及方法？ 

我覺得目前學校最大的困擾問題就是搶學生的問題，之前活動太多，導師

也需要學生訂正，那下課科任老師想要留學生下來，但其實就是沒辦法，也沒

時間，導師就會說他的東西還沒訂正好，等等還要去練習什麼東西，所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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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夠。我覺得導師跟科任的溝通協調還是需要多分配，可能可以設定某個

時段，就是讓英文老師可以理想化的留小孩下來練習，或是訂正。我們學校目

前的設備就是還不錯，有一間英語教室，也有觸碰螢幕。雙語環境，走廊是有

一些英語的標誌，只是我覺得情境佈置還是可以再多一點。我覺得環境的英語

佈置對於小孩子是加減有幫助的，就是小孩子瞄過去，不知道會不會學起來，

但如果常常看的話就會有印象，那如果老師真的特地帶小朋友走一遭校園，字

卡都帶著念過一次，那情境佈置真的有帶過，小朋友就會有印象，小朋友就會

想我在哪有看過，我每天瞄到我就會把字進入到我的腦海，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提升英語學習成效，可以跟一般的老師分享怎麼樣教小孩子英語，

因為我們每個月有英語檢測，有時候還是會發現老師請小朋友一直念、一直念，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些教學的小技巧，但其實效果就沒有太好。不過你給老師太

多建議，老師就會覺得說我又不是英語專任你叫我叫這個，我已經幫你盯很多

了。 

Ｑ14：貴校的鄉鎮區域位置，家長們的經濟狀況分佈如何？貴校的家長職業別

大概有哪些？家長職業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會不會有影響？該校的家長對於學

生英語課業重是嗎？家長會讓小孩補習英語嗎？學校附近英語補習班多嗎？ 

我們學校家長家裡有開茶園、開民宿的經濟狀況就會比較好一點，那中間

幫人家採茶的、農作的經濟就比較普通一點，也有中、低收入戶的，可能家裡

只有單一來源，不是雙薪家庭。或者是家裡是雙薪家庭，但收入比較不穩定的，

因為有時候採茶，或是採筍子那種都是看季節的，就會有一段時間他們很忙、

很忙、很忙，然後有一段他們就都在家裡休息。所以除非是家長在外地工作小

孩，不然這邊的家長大多都是種茶的，跟看護的，經濟比較好。 

我們這邊大部分家長的職業別就是務農的，或是在外地從事工、商行業，

至於軍公教的家長不多，我覺得家長的職業對於小孩英語會有影響，他們會重

視英語，因為覺得英語很重要。但是比較農婆的家長、種茶的家長，就覺得還

好，小朋友只要 OK，過得去，開開心心、三餐溫飽就 OK 了。家長的教育程度

會影響小朋友，對小朋友的期望會比較不一樣。 

我們學校的家長對學業的重視度大概一半、一半。如果家長的教育程度比

較高，就會比較重視小朋友的課業，家長會比較著重成績，讓他們去補習。我

們學校親自陪伴小朋友學英語的家長比較少，大多都是直接送去補習班比較多，

因為他們覺得跟以前學的不太一樣。我們班都是有英語補習班的，也有線上的

課程，有一個大陸的家長，也是找線上課程的，就是可以跟外國老師對話的課

程。這些家長對於學業比較重要，比較多都不是第一級產業，都偏向給人家請

的那種家長。 

我們大部分的家長有一些會讓學生補習，我們學校附近沒有英語補習班，

要道鹿谷鄉的中心才有，大概從我們學校要大概十分鐘的車程，有一間英語補

習班，似乎還有一間私人的英語家教班。我覺得有補習加減對英語程度有幫助，

因為接觸英語的時間變多了，小朋友都跟我說，老師我們現在都沒有學我們現

在在學校學的，但我覺得基本上至少都會碰英文，然後他就可以補足他在學校

不太夠的時間，就是他上課比別人多一點多接觸的時間，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有

差別。不過也是有沒補習，成績也不錯的，努力的、認真的，照著老師指令照

做的小朋友，成績就不錯，學習態度很重要，願意努力付出。這種類型的學生

家長有的是廚師、有的是在別人公司上班的那種，也有的是在醫院上班的，所

以家長的教育程度還是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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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5：請問您授課的英語班級段考卷是否都是您出的？難易度為何？每班裡，

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如何？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高成就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造

成？低於 79 分以下的低成就學生又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的？ 

我們班的英語考卷是我出的，我出的考卷難度是中等的，因為如果我出太

難，後面程度的學生不會寫。中等的考卷對於雙峰的學生都是比較 OK 的。我

們班的學生總共有 15 個人，90 分以上的高分群大概有 5 個左右；80 分到 89 分

大概有 7 個；79 分以下的學生有三個。 

能考到 90 分以上的那些學生，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上課態度，以及他們回家

複習的頻率高，還有一些是有補習的。我覺得如果學生有跟著我們課程，是有

足夠的練習，那他們成績就是會OK。我覺得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學生影響的因素

比較多一點，因為有在外面補習。 

至於 79 分以下的那些學生，因為在大班上課，對於比較弱的小朋友其實蠻

吃虧的，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額外的時間可以練習，可能學校必須開設補設教

學，老師必須用額外時間幫他們上課，因為大班上課要有一定的進度，那他們

這些回家後可能就不會再碰英文，就只有接觸學校上的這兩節課而已。家長其

實工作都太忙了，沒時間顧小朋友的學習，或不會重視教育，所以造成這些問

題。而且大部分的家長覺得國、數比較重要，英文覺得比較還好，可能是因為

家長想要教孩子英文，可是沒辦法，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也是挺困難的，其實跟

社經地位還是有關係，如果能力好一點的家長，本身可以教孩子，還可以幫孩

子複習。 

Ｑ16：請問您未來有沒有意願繼續擔任貴校英語的教師？為什麼？ 

我願意繼續待任本校的英文教師，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是本科系，我是靠

輔修的，但我希望我可以在英文上盡量可以影響小朋友，靠我自身所學影響到

小朋友，然後讓他們對英文有興趣，至少不要放棄、討厭英文，以後說不定到

哪一個時間，能力突然提升，可能都記起來老師以前講過的，希望讓他們記得

因為老師喜歡英文，讓我上英文課也很開心，讓我也喜歡英文，就不會畏懼害

怕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