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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國內外的調查報告⼀致指出我國國⼈英語能⼒不佳，尤其技術型⾼中學⽣的英語學習動機低落且能⼒不

⾜。如何提升技職體系學⽣英語文能⼒，誠為技職教育的重要議題。配合108學年起⼗⼆年國教課綱的實施，本文

檢視技術型⾼中英語文課綱的特⾊與挑戰，包括：有沒有素養導向命題的四技⼆專統⼀入學測驗做配套；會不會只

是換湯不換藥的英語文適性分組教學；能不能開設到位的專業英語課程。最後，並提出對技術型⾼中課程教學的幾

點根本作法。

關鍵詞：技職教育、技術型⾼中、⼗⼆年國教英語教學、專業英語

壹、前⾔

　 　 國際文教機構EF Education First公布「2018年全球英語能⼒指標報告書
1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EPI），臺灣的英語能⼒為偏低級，於與受試的88個國家中排名第48；且近8年來在平均級與偏低級成績之

間持續擺盪（EF，2018）。「2017年多益測驗臺灣地區成績統計報告」也顯⽰，臺灣⼀般⼤學學歷的多益平均成

績為584分、科技校院者437分，普通⾼中602分、技術型⾼中為454分（ETS臺灣區總代理，2018），技術型⾼中

學⽣成績顯然相對不佳。106年全⺠英檢成績統計報告的學歷⼈數比例同樣顯⽰，考取中級或以上成績的⾼職（技

術型⾼中）參試者遠低於⾼中，甚⾄國中以下參試者（財團法⼈語⾔訓練測驗中⼼，2017）。⾄於國內的研究

「104學年度⾼⼀及專⼀學⽣調查全國描述性分析報告2」也發現，16.4％的普通⾼中⾼⼀學⽣於國中時很想放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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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學習或不學習；有6.4％的⼈其國中英文會考成績為「待加強（C）」；技術型⾼中⾼⼀學⽣則有⾼達44.9％於

國中想放棄或不學習，有46.4％的國中會考英文為「待加強（C）」（國立臺灣師範⼤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2016）。

　　歸納上述，可獲致幾個重點。⾸先，臺灣因島型地理環境與內需市場有限，為與國際接軌，英語能⼒對個⼈職

涯與國家競爭⼒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第⼆，隨著近⼗年臺灣英語教育的不斷向下扎根，國⼈的英語能⼒並未⾒明顯

提升。第三，我國技術型⾼中學⽣對英語學習，相對於後期中等教育學⽣⽽⾔，不僅動機低落，且能⼒仍有⼤幅成

⻑空間（張武昌，2006）。

　　另⼀⽅⾯，職場對英語能⼒的重視卻不容⼩覷。王品集團董事⻑戴勝益直⾔：「臺灣年輕⼈起薪低，最⼤原因

就在不會講英文，22K的元凶就是不重視英文！」，尤其是技職校院⽣普遍存在「菜英文」的問題，更多⼈甚⾄成

為「棄英族」（中時電⼦報，2013），如何提升技職體系學⽣英語文能⼒，誠為技職教育的重要議題。

貳、⼗⼆年國教技術型⾼中英語文課綱特⾊及其挑戰

　　⼗⼆年國教課程綱要即將於108學年起實施。檢視這⼀波技術型⾼中英語課綱的變⾰，主要有三⼤特⾊：⼀、

推動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因應學⽣程度差異拉⼤，國英數三科得進⾏適性分組教學；三、學校得以

校訂科⽬⽅式，依各科特⾊及學⽣需求開設專業英語課程。然⽽，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英語教育，⻑期來受制於考

試形式偏向記憶、師⽣比過⾼，加上技術型⾼中的學⽣多了專業技能的學習，學習科⽬過多排擠英語教學時間等因

素，技術型⾼中英語教育⾯臨的挑戰更為艱鉅。此三⼤特⾊的設計雖可望解決技術型⾼中英語教育問題，但也相對

有諸多疑慮，也有更⼤的挑戰。

⼀、結合素養導向的四技⼆專統⼀入學測驗命題

　　考試的初衷是檢視學⽣的學習成效，但在臺灣教育常⾒的情形是「學⽣為了考試⽽學、老師為了考試⽽教」，

「考試引導教學與學習」的現象深植臺灣。著重考試結果的同時，可能忽略了學⽣真實的學習成效，無論學⽣是否

有學會，只要考試成績達標準，即是學習成效良好。於是，學⽣努⼒練習背誦單字與文法，甚⾄鑽研答題與解題技

巧，⽽部分出題教師為了防範硬背讀書法，刻意設計語義刁鑽不明的問題應對，如此循環，本末倒置，忽略了學⽣

是否真實內化所學知識並能夠運⽤。張武昌（2014）指出，部分臺灣英語試題不僅不符合語⽤，更以考倒學⽣為⽬

標，對於學⽣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實在無正⾯效益。

　　分析國內各入學考試題型（詳⾒表1）可發現，選擇題型占⾄少七成以上比例，在國中會考，選擇題型比率甚

⾄達百分之百。且這些選擇題雖包含詞彙、對話、文意選填、篇章結構與閱讀測驗等，但內容屬性偏向單字與文

法。為能在各升學測驗取得⾼分，字彙量與文法知識具有⼀定的優勢，因此教學主要在使學⽣能夠辨識字意，並透

過文法知識判斷文意內容。⽽掌握⼤量單字與文法最常使⽤的⽅法就是記憶背誦，導致學⽣常能拼寫單字並了解字

意，但無法唸出該單字，亦無法應⽤在書寫中。畢竟考試僅要求學⽣就所提供的既定選項中選出正確的答案，即便

無法唸出該單字或應⽤在書寫中，依舊能透過背誦⽅式或答題技巧辨識問題取得⾼分。除此之外，不會多花時間進

⾏額外的學習或練習。技術型⾼中學⽣主要的升學考試─統測，英語考科依然有超過八成比重分數為選擇題型，導

致學⽣仍持續以熟習的背誦練習模式進⾏學習。

表1

臺灣升學考試之英語科題型彙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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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類型 選擇題比例 非選擇題比例

國中教育會考

100%

- 聽⼒

- 閱讀

0%

四技⼆專統⼀入學測驗

82%

- 詞彙題（22%）

- 對話題（20%）

- 綜合測驗（20%）

- 閱讀測驗（20%）

18%

- 填空（6%）

- 句⼦重組（6%）

- 中翻英（6%）

⼤學學科能⼒測驗

72%

- 詞彙題（15%）

- 綜合測驗（15%）

- 文意選填（10%）

- 閱讀測驗（32%）

28%

- 中翻英（8%）

- 寫作（20%）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財團法⼈⼤學入學考試中⼼基⾦會、

財團法⼈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基⾦會及國中教育會考歷年試題

　　⼗⼆年國教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教學」。「素養」是指⼀個⼈為適應現在⽣活及⾯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識、能力與態度。關注學習與⽣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彰顯學習者的全⼈發展。隨著 108 課綱即將上路，學校

課程與教學如何設計、調整、培養「素養」的教育⽅式，從提升興趣、⽣活化到技術需求或學術需求的分流來整體

構思，提⾼學習動機並與學⽣⽣活作連結，在在考驗著老師們的專業及智慧。其中，在英語科⽅⾯，我們更期望能

夠藉此真正提升學⽣的英語溝通表達⼒，進⽽拓展國際視野，讓英語不僅只是⼀⾨考試科⽬，對其未來學涯與職涯

真正發揮⼤助⼒。

　　由於考試成績關乎學⽣未來升學，因此考試形式對教師教學、學⽣學習⽅向有極⼤的影響。因此，「素養導向

的測驗」以及更多應⽤的英語命題，才是背後真正引導新課綱落實的關鍵，對此，未來四技⼆專統⼀入學測驗如何

配合變⾰與命題，才是真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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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程度之英語文適性分組教學設計

　　因應⾼中職社區化趨勢，各校學⽣程度差異拉⼤，配合108學年新課綱的實施，教育部發布「⾼級中等學校課

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中職必修的國、英數等3科得視學⽣學習需求及其他因素，以數個班級為⼀個班，考量學

⽣的個⼈意願及該學科及學習需求，進⾏適性分組教學（聯合報，2018）。

　　然⽽，對於適性分組教學，社會也存在部分疑慮。誠然，學⽣英語雙峰現象明顯，對學⽣來說，符合程度的教

學，才不會發⽣「鴨⼦聽雷」的學習受挫問題，學習有成就感，才能提升學習動機。分組教學較能達到適性學習⽬

的；⽽未來是否依學⽣能⼒程度、成績或個⼈意願分組，避免同班出現好壞標籤化，則將由各校⾃訂辦法。全國教

師⼯會表⽰，依學⽣程度分組學習，須注意實施「能⼒分組」是為學習，⽽非變相「能⼒分班」，實施必須精緻

化，教材和教學內容也必須真的有所區隔，才會有效（⾃由時報電⼦報，2018）。

　　換⾔之，依照學⽣英語程度分組後，教師應依學⽣學習程度調整現有教材或重新設計教材，提⾼學習動機並與

學⽣⽣活作連結，才能達成學⽣適性學習的⽬標。若對應的教材與教學⽅法未能改變，適性分組教學仍將淪為換湯

不換藥之譏。然⽽，教師要能重新準備教材或教學內容，加上分組後可能班級⼈數仍偏⾼，無法進⾏⼩班教學，適

性分組的實施仍有諸多需妥善配套之處。

三、開設到位的專業英語課程之先決條件

　　近年來國內英語教學對於特殊⽬的英語或稱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益重視。科技

⼤學與技術學院紛紛為不同專業的學⽣，依其需求開設專業英語課程，如商業英語、醫護英語、觀光英語、餐飲英

語等；⼀般⼤學則⽇益重視學術英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課程的開設。為凸顯技職教育特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對「技術型⾼中之校訂科⽬規劃原則」指出：校訂科⽬宜酌予規劃各群

科專業英語文之開設，供學⽣修習，以提升學⽣之專業英語文能力（教育部，2014）。

　　但推動技術型⾼中專業英語並不容易，課程設計與師資是困境。專業英語通常是為特定領域專業並具有基礎英

語能⼒的中階或進階的英語學習者⽽設計，意指學⽣能⼒需要先獲得⼀般英語（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能⼒做基礎後，⽅能進階學習專業英語課程。也就是說，只要英語基本能⼒佳，透過企業提供的在職訓練，

員⼯即可能在數個⽉內掌握該領域的專業英語知識。因此，周碩貴、李登慧（2017）以及游毓玲、陳柏年

（2014）即指出，專業英語的課程設計需考量兩⼤因素，⼀是學⽣的⼀般英語文能⼒，⼆是專業對應的職場需求。

由於ESP並不是只傳授某職業領域的單字和文法的教學。⽽是學習者在完成⼀般英語課程後，希望學習特殊⽬的的

英語文，以銜接其後續的學術研究或職場⼯作，故通常是為成⼈所設計，對象多為⼤學⽣或職場⼯作⼈員；且學習

者多為中級或⾼級的英語學習者；其課程內容通常需要基本英語能⼒為基礎。

　　因此，鑑於技術型⾼中學⽣的EGP能⼒尚未臻理想，有學者並不⽀持開設專業英語；反⽽認為技術型⾼中學⽣

需加強的是EGP能⼒，先具備基本英語能⼒作為基礎，⽅能進階學習專業英語課程（游毓玲、陳柏年，2014）。有

的即使贊成，也主張學校在規劃校訂專業英語文時，需充分考慮學⽣的英語文程度，做好銜接，莫為規劃⽽規劃

（周碩貴、李登慧，2017）。在職場需求因素⽅⾯，由於專業英語的課程內容須依專業內涵進⾏設計，⽽技術型⾼

中有分⼯業類、商業類、農業類、家事類、海事⽔產類、藝術與設計類等六類，共15群。衍⽣的問題是專業英語宜

以類、群、科進⾏設計編寫？若依類別，則教材過於內容寬廣，以科的專業內容編寫，則教材開發與⼈⼒幾乎不可

能。群看似可⾏，但15群下有的雖僅有2科，但其專業英語的課程內涵需求卻⼤不相同；有的群⾼達11、12個科，

各科所需的專業英語顯然無法全⾯含括（游毓玲、陳柏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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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專業英語的師資⽅⾯。專業英語屬跨領域的科⽬，應由英語老師還是各群科專業老師授課或者進⾏協同教

學？加上每個專業領域的語⾔使⽤，無論字彙、句法、語⽤、文體結構等都有可能不同，即便在聽、說、讀、寫四

種能⼒的要求上，也會因領域不同⽽有不同的教學⽬標。所以教學與評量時教師必須注意這些變化，並培養對該產

業市場供需的敏感度（周碩貴、李登慧，2017）。綜上可知，專業英語受限於課程設計與師資，專業英語的實施將

仍有其困境。建議各校將培育⼀般英語能⼒（EGP）的課程列為必修課程，依能掌握的師資與教材規劃專業英語課

程作為選修課程，以期達到循序漸進的效果。

參、結語

　 　 「2018年全球英語能⼒指標報告書 」曾指出：國⺠英語能⼒程度與國家⼈⼝規模無關，但⼩型國家因有國際

接軌與經濟需求，對英語能⼒的重視度較⾼。其中，亞洲國家於英語學習的投資龐⼤，但英語能⼒未有相對提升，

部分亞洲國家的英語教育仍偏重於死記硬背（EF，2018）。這些敘述在臺灣的英語教育獲得應證。因此，108課綱

實施後，除了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適性分組教學與⿎勵開設專業英語校訂科⽬之外，以下提出幾個作法淺⾒，

希望有助於真正提升技術型⾼中的英語教育。

　　張武昌（2006）曾指出，國⼩英語教育是透過唱歌、遊戲、說故事等各種⽣動活潑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習興

趣，以及著重於聽、說的教學，但國中階段英語教育的重要教學⽬標是幫助學⽣在基測的英文科拿⾼分。許多的⼤

⼩考試取代了國⼩的活動式或多元化的評量，英語學習不再輕鬆有趣；⽽以紙筆測驗為主的段考試題在題數與難度

上的驟然增加，也使得國中⽣遭遇到難以適應的困難。若接連幾次考試的成績皆不理想，學習的信⼼必將滑落，喪

失興趣。加上，多數選擇進入技術型⾼中的學⽣，⼤多來⾃社經背景較低、經濟能力較差的家庭，缺乏良好的英語

學習環境，整體的英語文程度⾃然普遍較弱。

　　對此，教育部國教署配合英語文提升專案之推動，積極輔導學校透過課程發展、教師創新教學以及多元體驗的

學習⽅式，改變⾼級中等學校的英語文教學現場。其中，針對技術型⾼級中等學校的特性，特別推出與產業結合的

「職場英語文體驗學習營隊」計畫，⿎勵技術型⾼中以學校發展特⾊為主軸，進⼀步能與技專校院及對應產業進⾏

對話、合作，並共同開發適合不同科別的「職場英語文體驗學習課程」，讓學⽣在貼近職場的情境中，體驗到英語

的重要性和學習的趣味性（教育部，2018）。這些學習⽅式雖佳，但畢竟是短期。建議在⽇常教學現場上，採⾏沉

浸式的學習模式，增加⼝語會話的學習情境。英語在臺灣成為⼀個學術科⽬在學習，忽略英語學習的本質是透過開

⼝練習與動⼿實作⽅能達成溝通與應⽤⽬的之⼯具。重要的是如何讓這些多元的英語學習內容與⽅式成為技術型⾼

中英語正式課程的⼀部分，讓更多技術型⾼中的學⽣愛上英語學習，才是重點。

　　此外，臺灣各升學考試中著重的選擇題型讓學⽣能夠⼤量練習「讀」，進⾏閱讀習題演練的過程有助學⽣提升

閱讀速度，在練習聽⼒相關選擇題時，學⽣也有機會進⾏聽⼒練習，但極少機會能夠運⽤「說」與「寫」，亦即表

⽰在考試引導教學與學習文化下的臺灣英語教育極度缺乏「語⾔運⽤」的概念，無法有效提升學⽣英語表達能⼒。

此情形導致眾多臺灣學⽣即便接受英語教育六年以上，能夠迅速默寫出單字，卻不確定該單字的發⾳與如何在⼝說

與寫作中使⽤，無法進⾏基本英語溝通。若能將語⾔應⽤的概念納入考試形式與內容，對於臺灣學⽣為了準備考試

⽽進⾏的練習有直接與顯著的影響。例如，考試要求學⽣進⾏英語⼝語對答，學⽣為了得到⾼分，甚⾄主動爭取練

習機會，尋求教師與同學的協助，對於語⾔學習⼀定有正⾯助益。為提升教材之多元性與實⽤性，亦可嘗試區域性

師資聯盟的教學型態，教育資源共享；組織「跨領域教學團隊」，教師與職場訓練⼈員共同備課與研發教材；外籍

教師與業界專業⼈員教學投入的可⾏性。

　　總之，臺灣的學⽣學習英語都將其視為⼀⾨學科進⾏學習，⽽忽略了英語是⼀個語⾔，是⽤來達成溝通⽬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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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如何引發學⽣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興趣，應是英語老師與英語教學專家學者必須更努⼒的課題。學⽣的特質是

喜歡動態的學習與實作，英語課程設計可重視實⽤的課程內容，實作的教學⽅式，以更活化的課程內容及教學⽅

式，重新引燃技術型⾼中英語學習的興趣，漸次提升學⽣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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