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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於法國國會審議的大學改革法預計放寬法國大學以英語授

課之限制。這項提案引起學界分歧。 

日前，諾貝爾醫學獎得主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物理學獎

得主Serge Haroche、費爾德玆數學獎得主Cédric Villani與巴黎笛

德羅大學校長Vincent Berger、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院長Alain

Fuchs、國家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院長Antoine Petit聯名

於世界報投書《大學：英語教學是機會與現實》一文，表達對此提案

的支持。 

 

文中表示，「公立高等教育機構的一項基本任務是發展國際合

作，特別是參與建構歐洲高教與研究空間。法國大學發展國際學術交

流並接待許多外國留學生，同時也派遣法國學生到外國完成為期一學

期或數年的學習。這類研究人員、學生的國際交流對維持法國研究與

革新的國際水準不可或缺，也可活絡法國經濟。此外，它也加強了法

國的國際形象與地位。留學生終身都將對這個陪伴它度過一部分青春

的國家保有感情。」 

文中指出，雖然法國現行法律禁止以外語授課，但實際上，許多

大學早已提供英語教學。六位學者認為，「以捍衛法語之名反對新法

者，不僅完全與當前大學實際情形脫節，也對法國與法語區的發展相

當不利。」因為，「除了少數領域外，全球科學界皆以英語交流。多

數科學文獻出版與國際研討會都選用英語。因此，博士生必須很快掌

握英語學術書寫、口語表達與理解力。」也因此，「許多非英語系國

家大學都提供以英語授課的完整碩士學程。這類課程讓他們得以吸引

來自全球，特別是法語區的學生，為他們準備專業科目的英語能力，

或更準確地說，準備了該領域的『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或

『全球語』(Globish)，讓他們在未來更能融入學術圈。」 

而在學術利益外，英語授課「將可吸引目前多前往英語系國家留

學之其他國家學生」。雖然法國目前仍為全球第五大留學目的地，但

某些國家留學生數量很少（例如韓國、印度或巴西）。文中表示，「法

國課程中的語言障礙是主要原因，以英語授課則更可說服這些國家的

學生。」而這些學生在法國生活時，也會「學習法語」。「『全球語』



 

只是推動交流的語言。全球語的使用只會增補當地語言，而非取代

它。」文中也指出「法案並未強制不想以英語授課的教授要以英語授

課。在尊重教授-研究員的獨立原則下，法案提供了更多選擇。它會

帶給研究更多動力。藉著加強法國的吸引力，它能促進法國融入世

界，並強化法國與法語圈。」 

然而，CNRS 的粒子物理學家 Jacques Maillard 隨後也在世界報

投書抨擊六位學者的意見，並表示「應該在大學中維持法語」。他表

示：「語言是一個國家存在與一民族完整性的基本元素。」他批評這

幾位「掌管法國重要學術機構的學者，當初皆受惠於由法國政府出

資、以法文母語授課的高水準教育。但如今卻參與這項對本國語言的

攻擊，並以自己的身分，為讓學生無法和他們一樣接受母語授課的提

議辯護。」他也質疑，「所謂選擇是否以法語授課的自由，在新法通

過後，若再加上歐盟的條約，將會瓦解最後防線，使所有課程都朝英

語授課進展。」 

他批評這幾位學者「假裝不知道大學的第一目標並非加入『所謂

的全球教育市場』，而是培育法國學生。而這些學生的教育經費都由

這幾位學者本身、學生家長和所有法國人納稅而來。」他也認為這些

人「忽略了許多外國學生前來法國的主要動機：法國的文化，當然也

包括法語。」。 

Maillard 認為這些人錯誤地認為「改用英語授課來模仿美國大

學可增加法國大學的名聲」，但實際上，「比起仿製品，大家還是偏好

原版」。他也批評這些學者決口不提一些大國（俄國、中國）仍以本

國語言進行教學的事實。因為「語言是思考結構的基本元素。」 

他認為幾位學者「藐視同胞」，因為英語授課將「破壞平等，把

獲取知識一事，用外國語言保留給小部分學生。」他批評：「他們的

捍衛之詞難道不是為逐漸加深的社會階級區別合理化 ?」此外，「他

們也輕視了法語區人民，他們的學術將會無助地被減低價值，而不得

不轉向英語。加入英語課程會促進法語圈發展是荒謬的謊言。」 

他表示這些學者「混淆了教學、研究、出版與口頭交流，這些不

同行為都有各自的模式與必要性。」雖然英語被用在多數學術發表

上，「但法文應該也可以是法國研究者的工作語言（這也是法國最大

研究人員工會前次大會時提出的呼籲）。改用「全英語授課」只會導

致教學與學術研究系統的瓦解與腐敗。」 



 

最後，他批評這幾位學者「列舉自己現在與以往的頭銜與職務，

卻對自己為合作的英語系國家所提供的服務隻字不提，也對他們的知

識培育與職業成就應歸功於法國機構一事保持沉默。」他表示：「在

科學界中並不存在當權者的論點。只有展示與證據有權威。在影響國

家未來的辯論中，不容許濫用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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