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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幼保系學生莢之能力以因應兒童美語與全民英檢潮流 

摘要 

為因應全球化挑戰，提升全民英語能力已成國家之目標，再加上對幼兒語言

關鍵期的迷思，幼兒學習英語和參加英文檢定而蔚為風潮。然而此舉，已使兒童

的本國語及鄉土語言的學習和傳承受到極大的衡擊，在兒童精神和心理上所造成

的傷害和恐懼，已引起教育學者的擔憂。在認知、肌能、社會心理三方面發展上，

幼教老師扮演重要角色，在語言發展上更是如此。因此於提昇美語能力和雙語教

學中，幼保系應就兒童美語與英檢潮流來提昇其學生之英文能力。本研究目的是

為了瞭解臺南縣、市幼兒園所園長及幼教師，在面臨目前兒童美語及英檢的潮流

時，對兒童美語師資的看法，冀望他們對台灣兒童美語的學習提供重要資訊同時，

也瞭解他們對高等教育幼保系學生的相關英文課程的期望。希望能從系上規劃和

教學上幫助幼保系學生提昇其英文能力，使其更能適應這一波兒童美語及檢定的

風潮，以因應時代潮流及社會市場需求。 

參與本研究的園所，是以本校幼保系學生 91 學年度於台南縣市暑期實習園所

為樣本，對象為園所長及幼教師。於 92年暑假期間，共發至 37 所園所，回收 27

所，共 241 份的問卷。本研究問卷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問題，為了解

目前園所實施兒童美語教學現況，包含：兒童美語教學上課時數、天數、方法、

師資來源、美語教師人數、教育背景、教材以及教學實施。第二部分為他們對如

何改善兒童美語教學的看法。 

 
關鍵詞：語言關鍵期、側化、跨科系教學 

 

前言 

為因應全球化的挑戰，行政院認為提升國人英語能力與國家競爭力的計畫間似乎有相

交之處。因此，行政院在挑戰 2008的國家發展的重點計畫中，就是以「營造國際化生活，提
升全民英語能力」為目標，將「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建設計畫」列為國家發展重點工作，學習

英語和全民英檢的熱潮如無國界地限制般席捲台灣社會，蔚為一股教育時尚（幼教希望論壇，

民 92）。英語除了是一種工具外，也是目前全球最有權力的語言，因為英文不僅在國際溝通、

貿易、經濟以及科技發展上具有重要性（林淨儀，民 87; Ho, 1992; Moley, 1995; Sowers, 1996），
在國內的許多重要考試以及企業錄取和晉升，英文能力也都被納入錄取的條件之一。然而，

若台灣人民不能建立語言平權的心態，則其他語言必會遭受到排擠而逐漸邊緣化。而且，目

前學校正規教育中的中文學習時間仍然比英文多，但因家長迷信英語，不少課後安親都是以

此為訴求，如果把課後英語學習時間算進去，學童學習英語的時間已經超過中文了（幼教希

望論壇，民 92），孩童的國語和鄉土語言的學習和保留也將會受到極大的衡擊。 
雖然，教育部於 90學年度將英語教學納入國小五年級的課程（教育部，民 89），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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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政令公佈之前，97％以上的私立幼兒園已有英語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了（幼教希望論

壇，民 92；Shen, 2001）。如今，將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小三年級的課程中，以及在面對九

年一貫課程和國教向下延伸政策的影響下，教育部雖明文規定幼兒園不得教授英文，而且學

者們基本上也不贊成在幼稚教育中教授英語課程，但是家長握有幼兒教育的選擇權（李斯毅，

民 87；林淨儀，民 87；陳芊茉，民 84；Wu, 1998）。幼兒園所的英語教學課程早已行之有年，

兒童英語教學中最核心的師資問題，也一直都沒有獲得解決。所以，英語學習教育不單是國

小校方頭痛的問題，也是各幼兒園所目前所面對的窘境。李宜娟在民 90 年於朝陽科技大學有

關幼教希望論壇的研討會中提出：「一個合格的幼教老師未必要負擔英語的教導，但是具備英

語的基礎能力卻是必備的條件。」（幼教希望論壇，民 92）。同時，研討會中也有立法委員表

示在未來幼教老師也有可能走向分科分業，所以，政府應該盡快制定一套有效的認證方式加

以因應兒童美語學習和英檢熱潮。 
因此，政府為管控國小英語教學品質，教育部也宣布國小英語師資國家標準草案，條

件為通過教育部檢核並完成培訓及教育學程、大學英語科系畢業、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

測驗、具有中等學校英語教師檢定證書、電腦化托福成績達二百一十三分以上等項（中央日

報，民 92）。為解決英語師資荒，師院體系紛紛在師資培訓課程上作一些變更，或開設相關

選修課程、或增設英語組、或開設英語教學第二專長班、或增設英語教育系所，例如：國內

五所師範院校，國北師、北師、嘉師、屏師、花師，已設立兒童英語教育學系。此外，就外

籍教師的聘請，向銳蓉（民 91）認為，依法公立學校不得聘請外籍教師，教育部亦不贊成學

校聘請外籍人士，「畢竟他們都沒修過兒童心理或教育，教學技巧有待商權。」（p. 4 ）。此外，
教育部亦鼓勵地方政府培養英語師資。學者張湘君認同政府廣開師資來源的做法，但強調一

定要做好把關工作，一定要符合以下三要件：具備國小教師資格、通過國家舉辦之英語檢定

考試及修習英語教學專業課程（中央日報，民 92）。 
孩童語言能力的發展與提昇與最接近他們的照料者有極大的關係。然而許多幼兒英語

課程以任用外籍老師就等於｀營造外語環環境，讓孩童自然的學習＇來做為招生策略。除了

強調外國師資及外文本科系、或發音較好的大專生師資外，特別是學齡前機構中的美語老師，

「不管是中籍美語老師或外籍老師，在任用上毫無統一檢測的標準，更無所謂培訓計劃，師

資來源上非常紊亂，教學品質實在令人堪憂！」（林婉綺，民 90，p. 45）。金髮碧眼或白皮膚

的外籍人士並非一定來自英語語系國家，孩童所學的發音標準與否的問題還算其次，但由一

群不懂兒童發展的的人來教導幼童，其對兒童精神或心理上所造成的傷害和恐懼才是最令人

擔憂（台中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民 91）。長久以來，幼教老師和美語教師在任用資格、上

班時間、和薪水等方面就有極大的差別。在提昇美語能力和雙語教學中，幼教老師扮演幫助

孩童在認知、肌能、社會心理三方面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角色，在語言發展上更是如此。

因此，幼教老師在美語教學方面的進修是應被鼓勵與讚賞的。林婉綺（民 90）認為「幼兒美
語教學是涉及幼兒教育與美語教育兩種背景，所以期勉教師修習第二專長，因應世界教育潮

流⋯」（p. 48）。高等教育在培訓其種子師資也應體認到讓不同需求及背景的種子師資接受適

性的課程安排，如英文系與幼兒保育系的跨系教學（interdisciplinary）對幼兒美語課程會有所
幫助。 

故在時下的幼兒英語學習和英文檢定的風潮下，如朝楊科技大學探討「幼保系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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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力有助於兒童美語的發展和應被視為基礎能力」，也開始引起一股英語學習潮流下的另

類省思。在師資培訓多元化的形勢下，各大專院校幼教系所應該以意識到其培育英語教育人

才的責任，除了為學校開拓學生來源，並也為幼保系的學生提昇其職場競爭及能力。 
 

研究方法及問題 

本研究目的是為了瞭解幼兒園所園長及幼教師，在面臨目前兒童美語及英檢的潮流

時，對兒童美語師資的看法，冀望能對台灣兒童美語的學習提供重要資訊，並在高等教育幼

保系的課程規劃和教學上幫助技職大學之幼保系在課程上作適度調整，讓學生更能適應這一

波兒童美語及檢定的風潮，以因應時代潮流及社會市場需求。 

參與本研究的園所，是以本校幼保系學生 91 學年度於台南縣市暑期實習園所為樣本，

對象為園所長及幼教師，先於 7月 14 日至 7月 15 日以電話訪問各園所長，確定該園所有安

排幼兒英語學習課程，以及填寫問卷的意願和份數，然後於 7月 16 日至 8月 4 日寄發問卷，

共發至 37 所園所，回收 27 所共 241 份的問卷。本研究問卷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

問題，為了解目前園所實施兒童美語教學現況，包含：兒童美語教學上課時數、天數、方法、

師資來源、美語教師人數、教育背景、教材以及教學實施。第二部分為他們對如何改善兒童

美語教學的看法。 

本研究將試著去回答下列幾個問題： 

（一）現今兒童美語在園所的實施現況，包含：兒童美語教學上課時數、天數、方法、

師資來源、美語教師人數、教育背景、教材以及教學實施。 

（二）專業幼教師在幼兒園所的兒童美語參與情形。 

（三）專業幼教師在幼兒園所參與兒童美語教學應具備之能力。 

（四）是否在技職高等教育的課程規劃上加強幼保系學生的英文能力，能有助於提升

兒童的美語及應檢能力。 

研究結果探討 
研究問題一：英語教學的現況 

就英語教學的實施時數、天數、教材、分班，英語教師人數師資來源、教育背景，27

所園所的回答是： 

1.  園所英語教師數以 1位（44.4％）居多，其次為 2位以上（40.7％），最後為 2位（14.9

％）。 

2.  一週授課天數以三至四天佔 51.9％最多，其次為兩天佔 29.6％，再其次分別為一天

的 11.1％和五天的 7.4％。 

3.  上課時數一堂課以 40 分鐘為單位（74.1％）的時數最多，一小時為一個單位（22.2

％）的時數次之，其次為一至兩小時（3.7％）為一個單位的時數。 

4.  分班依據以分齡制佔 74.1％最多，混齡制佔 18.5％次之，再其次分別為程度制、和

混齡、分齡制混合各佔 3.71％。 

5.  園所使用之教材來源以廠商提供（77.8％）佔最多，「自編教材」次之（22.2％）。 

6.  英語教師師資來源以園所自我招募佔 51.9％為最多，接受教材書商所培訓/提供師資

佔 37.1％次之，另有 11.1％的比例是園所招募並自行予以培訓（7.4％）和園所招募



 
 
 
 
 
 
 
 
 
 
 
 

     

 5

及教材書商所培訓/提供（3.7％）。 

7.  英語教師籍別以本國籍佔 55.6％為最多，同時有外籍教師和本國籍英語教師為 37

％，外籍教師佔 

7.4％。 

8. 英語老師之學歷大學畢業佔 81.5％。 

 

園所的英語師資除了反應園所規模的大小，如有些園所會特別設立全美語班，以及美

語教師的來源和學歷專才，也更突顯了在台南縣市少有園所會去做教材研發以及對外藉、本

藉美語教師和幼教師之間做溝通與配合。就 241 份回收的問卷中對在園所擔任英語教師的學

經歷背景，如畢業系別和所受訓練、以及學歷就分別有高達 20%和 10%的受訪者沒有作答；

也有一些受訪者也對大學和二專學歷做出模糊的回答，另有受訪者也明白回應「園所任用，

不清楚」等等。再則，園所有特別設立全美語班和有兩位以上美語教師的受訪者除了對於英

語教師的學經歷背景較常有分歧的回答外，對美語教學的頻率和長度、以及教材來源也常出

現同一所園的受訪老師出現差異極大的回答。 

多數的園所一週內進行三至四天的美語教學和每次教學時間約 40 分鐘，由此猜測，

語言學習應是每日、日積月累的歷程已是多數園所所接受的觀念。只是在某些幼稚園似乎存

在著「一國兩制」─普通班和全美語班、以及廠商提供/培訓的師資和自我招募美語教師等等

─受訪教師似乎對自身園所的教材選用和編製並不是很熟悉，在這種情形下，幼教師除了要

準備自己的專業教材和教學外，還要另花心思去配合美語複習，或甚至是美語情境佈置和美

語教學配合，是一大負荷。教材的來源方面以廠商提供為大宗，而教材提供廠商的來源繁多，

有些是出版書局，如敦煌書局、世一出版社、和信誼出版⋯⋯等，有些是直營或加盟的補習

教學機構，如凱薩琳、美樂蒂何嘉仁、和芝麻街⋯⋯等等，另有些是授課英語教師自行挑選

教材，還有少數用國外訂講的原文教材⋯等不勝枚舉。這也無怪乎，我們的孩童對漢堡、炸

雞、薯條、冰淇淋等趨之若騖而當前陣子當有兒美教材放進水餃（dumpling）和蛋餅（egg omelet）

卻慘噠伐。 

而班級多在先前採分齡制的方式分別授課，目前幼兒園所大多分成大、中、小班，不

難聯想在分齡授課的方式下，不少 3歲和 3歲以下之幼兒已經開始進行英語的學習。政府明

令規定國小三年級嚴禁學校美語教學似乎抵不過中國父母「望子成龍和望女成鳳」和「有補

有固身」的觀念，而在一片提高師資的口號下，大批的外藉師資在重金禮遇下被引進。研究

結果顯示多數園所內的美語教師以聘請本國籍和外籍美語教師居多，園所會就其本國籍美語

教師的學經歷特別說明，如外文系且受過幼教訓練、由國外語言機構結訓和取得證明、和碩

士等等，卻鮮少對外籍美語教師提出如此的說明。再者，若就老師和學生比來說，即使園內

有兩位或兩位以上美語教師，師生比例仍是太高。而且有受訪幼教師指出美語教師只是兼任，

對幫助幼兒第二語言的發展畢竟有限，對幼兒心理層面的影響更不可忍視。 

在此，我們必須思考任教的外籍老師的教學品質究竟如何，除了會說英文外，他們的

學識、經驗和人格特質到底適不適合教學齡前的幼兒？至於英文教師之教育背景和學歷，以

外文系和大學畢業者為多數，雖然資料中顯示有 24％是外文系且受過幼教訓練者，但是受訪

者對於「受過幼教訓練」的定義可能是不統一的，據私下了解，有些人對此定義為「修過相



 
 
 
 
 
 
 
 
 
 
 
 

     

 6

關學分」或「修過幼教學程班」或「曾經參與過研習、講座」⋯等，若是以上的情況，令人

費解的是，這樣的幼教訓練是否足夠兼俱幼兒教育和保育。另外，有趣的是在「英語教師的

教育背景和學歷」的問題中，未作答者佔有不少比例，顯示有一部份受訪的幼教老師，並不

知道聘來的英語老師具有怎麼樣的教育背景。 

 
研究問題二：專業幼教老師在幼兒園所的參與兒童英語教學情形。 

241受訪的幼教從事人員在被詢問到專業幼教老師應在幼兒園所的兒童美語教學中擔

任何種角色時，有三人沒有作答。認為協助教師秩序控制「非常重要」的比例佔 68.9％，覺

得負責複習幼童的美語課程內容和協助情形佈置「非常重要」的比例分別佔 58.1％和 43.2，

認為擔任英語教學「非常重要」的比例佔 24.9％。目前幼教老師在兒童英語教學的課堂上主

要扮演教室秩序控制者，加上之前對英文教師師資來源的分析，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情況是因

為師資來源多是園所招募或接受書商培訓的鐘點教師，這些教室與幼兒相處的時間不如幼教

師來的長久，加上若園所經常更替新的英語教師，那麼這些不了解幼兒的兒童英語教學想要

一邊做好教室控制，一邊進行英文教學是不容易的，所以得依靠幼教師來得到協助。 

241 受訪的幼教從事人員，除了 7 人沒有回答，有 82.6%的專業幼教師是期望能參與

英語教學的。回答「是」的幼教從事人員在開放式問題的回答中，有人認為「可使其融入而

非單堂課程」、「平常知道如何將生活情境中融入美語，做到生活美語，不是個別獨立美語課

程」、「因為較熟悉幼兒的各項發展狀態」、「因幼兒與幼教師交處時間較久，如果老師也有這

一方面的專長，幼兒學習上較有成效」、「可隨時幫幼兒複習，也可自我成長」、「增加教師另

一項的技能」、「更加落實現在的趨勢，全美語教學化」⋯等，而在回答「否」的開放式回應

中，有人認為「在發音上非專業標準」、「不夠專業」、「美語能力非短期可以學成」、「發音及

受訓內容不同」、「不是專業領域」、「自認英文能力不足，影響美語教學品質」…等。 
綜觀以上之回應，幼教老師對於參與兒童英語教學有兩種意見，一方面是期待參與兒

童英語教學，「期望能將英語融入幼兒日常的生活與學習中，讓幼兒輕鬆且自在的學習語言，

而不是將英語視為單一科目的學習」，這樣的觀點很接近全語言學習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不

期望參與兒童英語教學，「認為幼教老師自己在發音能力和受訓不足，而不夠符合專業標準而

誤人子弟，影響美語教學品質，且認為英語教學不是專業領域」。其實發音能力和兒童英語教

學訓練都是可以靠學習補足，研究者認為這些幼教師在參與兒童英語教學之前，已經先給自

己設限太多了。 

研究問題三：專業幼教師在幼兒園所參與兒童美語教學應具備之能力 

就從事兒童美語老師在幼教方面的專業能力的問題，在 3人沒有回答，238 位受訪的

專業教師認為受過幼教相關課程「非常重要」的佔 90.9%，認為書面資料和試教「非常重要」

的佔 40.7%，認為有研習証和時數証明「非常重要」的佔 33.2%，而有褓母證照和其它如「實

際經驗」、「放下身段」、「優良的專業知識及對幼教的喜好熱忱」、「進修學習」⋯等分別為 4.1%

和 3.3%。就一位專業的幼教老師的美語教學能力的問題，236 有回應的專業教師覺得受過坊

間美語機構的訓練「很重要」的有 57.3%，55.6％認為修過相關英語課程「非常重要」，的比

例佔 55.8％為最多數，只有 7.1％者認為托易克 400 分以上認證「很重要」；而 10.4％的受訪者

認為其他「很重要」，在開放式問題的回答中，有「了解美語教材內容」、「有自信並發音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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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聽、說的會話能力」、「和孩子一起學習」、「符合幼兒學習的美語教學」⋯等。237 位

在回答幼教老師參與兒童英語教學在英語學識應具備的學識時，認為發音「非常重要」的有

80.9％，66.8％的受訪者覺得兒童美語教學法和技巧「非常重要」，而認為文法和英語語言學

「非常重要」的分別為 22％和 20.7％。 

根據陳錦瑤（民 90）的「兒童英語教學不是幼教師的專業領域」研究顯示，兒童英

語教師需再增強之專業能力，在 28 項專業能力項目中有十六項專業能力是兒童英語教師認為

「重要但不專精」之能力。前五項順序如下了解幼兒心理發展及語言學習特性，了解現階段

兒童英語教學的教育政策與制度，了解我國目前的英語教育現況與問題，英語發音的流利清

楚，和英語聽、說、讀、寫運用自如。兒童英語教師認為幼兒心理發展及語言學習特性很重

要但卻不專精，這在此研究中也可看出端倪。在教材供應商的培訓過程中，幼兒心理發展及

語言學習特性是很難深入的。如之前提到，師範學院體系目前因應國小英語師資需求的應變

措施中，有「增設英語教育系所」一項措施。研究者將五所增設英語教育系或兒童美語教育

系之系所課程作比較，發現僅有國北師的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將「發展心理學」放入大二課

程中供學生自由選修，其他師院則無。因此在強調發音、教材與教法、和童謠童歌教唱之下，

雖然這些系所是爲因應兒童英語教師師資不足而成立，卻沒有將了解兒童心理發展與語言學

習特性，列為首要學習重點。另外陳錦瑤（民 90）的的研究也指出兒童英語教師在英語發音

的流利清楚和英語聽、說、讀、寫運用自如並不如外界想像中的那麼專精。幼教老師對幼兒

心理發展及語言學習特性，現階段兒童英語教學的教育政策與制度，以及解我國目前的英語

教育現況與問題都有深固的學識基礎，只要在英語能力和兒童英語教學中增加自身的能力並

不一定處於下風。 

 

研究問題四：是否在技職高等教育的課程規劃上加強幼保系學生的英文能力，能有助於幼兒

的英文及應檢能力。 

就大學幼保系的課程是否應包含兒童英語教學的相關課程的問題，232 有回答的受訪

者中，回應「是」的比例佔 88％，答「否」佔 8.3％次之，沒做答照佔 3.7％。在回答「是」

的開放試回應中，原因有「順應社會潮流」、「對自我語言能力的提升」、「在學前教育機構的

轉型中較易找到理想工作」、「多元教學」、「將幼教領域課程與幼兒美與教學作結合，孩子可

得到叫好的學習」、「可以在與英語教師互動中，建立適合幼兒的活動及學習情境」、「班級經

營」⋯等。回答「否」的回應中，有人認為「可能是不好 PASS 的一科」、「不喜歡半路出師

的感覺，應專攻」、「並非每所幼稚園都有美語教學」、「不需硬性規定，可視個人需求安排進

修」、「自己的母語也不容忽視」⋯等。 

241 位受訪者在回答大學幼保系是否應與應用外語系作相當課程的配合時，沒做答照

佔 5％，回答「是」者佔 70.1％為最多，答「否」者佔 24.9％。回答「是」者在開放式回應中，

有人認為「可提高幼保系學生的英語程度，以及讓應用外語系的學生有另一項職業的選擇」、

「對幼保系學生的外語能力可提昇」、「能充分利用資源」、「幼保與美語配合，可提升幼兒美

語老師之專業素質」⋯等。回答「否」者認為、「所學不同，則不易了解吸收」、「程度不同，

不同系，怕配合有困難」、「不需要」、「因幼保系所要學習的東西已很廣泛了」、「儘可能設專

門科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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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的幼教從事人員普遍是樂於接受能提昇自己英語能力和教學，而高等教育幼保系

或應外系應審思不贊成的受試者的意見，才能規劃出一套能增加學生信心且適性的合宜課程

─滴足兩系學生的不同需求。 

結語 
綜觀此研究，在受訪中的園所長及幼教師對於兒童英語教學在幼教能力方面，期待能

修過幼教相關課程為居多，並且期望幼保系所的課程安排能含有兒童英語教學的相關課程，

以及能與應用外語系作相關課程的配合，藉此加強幼保系學生的英文能力，提昇兒童英語教

學之專業素質，希冀能有助於提升老師在英語學習及教學的能力、順應社會需求。再者高等

教育強調的是兼具專業和通才教育，跨科系、學院的教育支援和資源才能促進此目標的達到。

另外高等教育也扮演著教育一般民眾的責任，高等學府應讓社會大眾了解在幼兒階段重要的

是讓小孩快樂而無排斥的接受英語，「最佳學習年齡」並非關鍵，「最佳配套措施」才是最重

要的，故任何時期學習英語都不嫌晚，不能肯定哪個時期學，成果最好，也不能肯定錯過哪

一個時期，成果最差，所以家長不需焦慮，不要以為早學就是好，也有些孩子很早接觸英語，

因為遇到錯折而對英語反感，最後完全放棄的，一定要有配套措施、有恰當教材以及完善的

師資，才不會徒勞無功或甚至得到反效果，因為幼兒英語教學的目的原本就不是要培養一個

英語小專家。所以，在這一股學習英語為第二語言的風潮下，保護幼兒在學習中有健全人格

的發展、提升專業幼兒教師的英語能力、及提升英文專業教師對幼兒發展的認識與瞭解，都

是不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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