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威大學的雙語教學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近年來北歐大學有意識地透過增加外籍生錄取及聘雇外籍教職

人員等來增加大學國際化，並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這意味大學要導

入並創造除北歐語言外的新語言環境，也就是要提高英語授課課程比

例來吸引國際優秀學生及人才。 

挪威自 2003 年遵循《波隆那宣言》起，為能和歐洲接軌，挪威

大學陸續將英語納入教學語言（English Medium Insturction, EMI）。除

提高挪威大學英語授課加強學生雙語能力外，並設定 2020 年達到

20%的挪威大學生至少有一學期在國外學習機會的目標。更在 2020年

更新的高等教育白皮書，將長期目標設定在 2027 年前大學生透過交

換計劃在完成學業前有機會前往外國做交換人數達 50%。 

隨著挪威大學交換計劃及外籍生人數的提升，挪威大學開設英語

授課課程數量也日益增加。根據 2020 年統計數據，挪威接觸英語的

大學生比例自 2008 年的 31% 增加到 2018 年的 65%。這也實際反

應在挪威大學英語授課比例提升的結果上，英語授課課程自 2009 年

占總數的 13.3%提升至 2019 年的 24.5%。 

2009 年挪威政府為因應日益提高的全球化挑戰對本國語言的衝

擊，挪威議會討論通過國家語言政策白皮書，概述國家語言政策。與

此同時政府也通過挪威《大學法》修正案加強大學國際化及發展挪威

語，更於 2020 年更新第 1-7 節規定大學深化國際化的同時仍需負起

維護和進一步發展挪威語言責任，確保學生能在學習階段掌握挪威語

及英語作為專業語言以確保學生的雙語能力，將學術語言的責任交給

大學，實施挪威大學雙語教學。各大學依據政府語言政策方向制定並

調整適合自校的語言政策。因此，基本上大學行政及教學語言仍以挪

威語為主，尤其是在學士課程的教學上。英語及其他外語則依各系及

學程（例碩博士）方便性做適度調整使用。各大學並依要求提供外籍

博士生修習挪威語課程機會。 

以下根據卑爾根大學挪威語言學家、語音學家傑特·克里斯托佛

森教授 (Gjert Kristoffersen) 及奧斯陸大學瑪麗塔·克里斯蒂安森



 

 

(Marita Kristiansen)於 2014 年北歐大學雙語教學（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上發表挪威大學的雙語教學研究（Parallel Language Use 

at Universities in Norway），以及克里斯托佛森教授於 2020 年更新的

挪威高等教育雙語教學及語言政策 (Parallel language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Status and views)為基礎做整理並

依據挪威相關機構數據更新。  

2006 年北歐教育部長提出「北歐語言政策宣言」( Declaration on 

a Nordic Language Policy from 2006 (ANP 2007:746))。該宣言提出大學

學術語言的雙語併行使用，「在一個或多個領域內同時使用多種語言」，

作為挪威及其他北歐民族的重要語言政策目標。目標明確地指向英語

在研究及高等教育增廣使用範圍及提昇大學國際化層級。該宣言不僅

討論北歐大學的語言政策和國際化，並點明英語授課及北歐語言雙語

使用(parallel use of language)，並點出雙語在出版語言(Language of 

publishing) 、人員流動性 (Mobility)和大學授課語言 ( language of 

instruction)、大學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documents)的四個重點。 

挪威大學的雙語政策，例如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及

挪威科技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明定教

學以挪威語為主要授課及課程文獻語言，同時將瑞典語和丹麥語在教

學上視為和挪威語言平等使用的語言；博士研究論文用語摘要為挪威

語及英語雙軌，而研究語言則視不同科學領域主導發表研究語言。 

挪威國家語言政策雖要求大學以挪威語為主，但同時期許大學推

動國際化。挪威大學為推展國際化以吸引優秀外籍生，因此英語授課

課程在近 20 年越來越多。英語授課比例以學士學程來說，自 2008 年

的 9%到 2017 年的 13%; 而碩士學程則自 2008 的 18.7%到 2017 年

56%。英語授課最多碩士學程是經濟與管理，自 2008 年的 40%到 2017

年達 69%。 

挪威大學學術研究的語言選擇是以期刊本身及閱讀群組為主，若

為國際刊物則以英語居多。博士論文研究及學術研究登錄於全國學術

研究資訊平台 Cristin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in Norway)，

依領域及發表內容重要性分兩級別。政府根據該平台綜合各校研究發

表總分做為核撥大學經費依據之一。其中級別 2 分數較高，以國際性



 

 

期刊為主，研究發表以英語為主，因此挪威大學不僅注重學術作品能

在國內外發表，更針對分數較高的級別 2 以英語做為研究發表。數據

表明，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期刊偏向以挪威語發表，呈逐年下漸趨勢，

自 2005 年兩項領域分別為 65%及 55%下降至 2010 年兩領域僅為 50%。

社會科學領中以經濟的英語研究發表比例占最高，達 80%；而自然科

學與技術自 2005 年起即超過 90%以上的學術研究是以英語出刊，截

至 2010 更達 95%以英語作為主要研究發表語言。值得注意的是，雖

然挪威語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表逐年減少，但每年總產量是增加

的，例如人文領域挪威語的發表數量自 2005 年的少於 800 篇到 2010

年的超過 1,400 篇。另外，健康與社會科學及法律等領域的研究也偏

向以挪威語發表，分別於 2010 年各占 60%及 70%以上。 

以博士論文發表的語言趨勢來看，以英語發表的博士論文篇數自

2012 年的 1323 篇增至 2017 年的 7966 篇。以下圖示可看出 2017 年

以英語發表的博士論文比例已占總博士論文的 90.8%。 

挪威大學英語授課環境及公立大學免學費制度是吸引外籍生的

重要因素。以博士生數來看，2018 年共 1564 名博士生畢業，其中外

籍生占 42%，共 658 名。和上一年度相較提高 3%;與 10 年年相較，

外籍博士生畢業人數則成長 1 倍以上，如圖示。 

挪威籍博士生    外籍博士生 



 

 

如前所述，挪威政府目標是 2027 年至少 50% 的挪威學生有在

國外學習的機會。 根據挪威統計局的數據，目前挪威大學十分之九

的學生是國內學生，但與此同時，各大學交換生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如下圖所示 2009 年至 2018 年外籍交換生人數的成長。 

根據挪威研究，有近 9 成的大學畢業留在挪威工作，因此挪威大

學仍有持續推動及發展挪威語的必要。但於全球競爭角度來看，大學

也需同時進行國際化並加強其語言政策，以強化教學質量和效率，因

此，從戰略角度出發，鼓勵挪威大學實施雙語教學是視為國際化需求

與保護本國專業語言的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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