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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行政院長提出希望教育部研議鬆綁幼兒園英語教學的相關政策，再次讓在幼

教界的熱門議題重起漣漪。事實上，從教育專業與幼兒發展的角度來說，能不能教英

語，教育部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有過一套良好的說詞「學齡前幼兒英語教育說帖」，

相關的立場筆者不在此贅述。

    從院長過去跟現在的論述都可以清楚知道，政院當前最大的希望，是將英語做為

我國的第二官方語言。這個做法在今年初提出當時，就曾被政大語言所特聘教授何萬

順建言，在法制上缺少法源依據：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制定官方語，我們目前用的只算

是約定俗成國語。一個沒有法源依據的英語，甚至連約定俗成都不算的語言，究竟該

用怎樣的立場進入教育體制內？

    再者，台灣當前英語學習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在教學，而是在整體社會中並沒有

足夠可以「使用英語的環境」。比對香港或馬來西亞等多語言的國家，他們的公部門

都是兩種語言，各種文宣、政府公開的會議、電視新聞、旅遊環境等，也都是用兩種

語言在經營，國人從小就很自然的接觸到這些語言，在學校學習的東西，生活上也能

很自然地使用，有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推行第二語言才可能成功。並非只是喊喊口

號，秀兩段英語，隨便交辦一個小小的教育部，就可以宣稱做好的「語言政策」。

    我不否認英語是當前國際的重要語言，我也認為這是國家很重要的基礎，但如果

政院真的有心要確立英語為國家政策要走的方向，該努力的是把整體社會環境打造得

讓英語有用武之地。就如同我們常談的品德教育，所有人都知道，品德的重點不在「

教學本身」，而是整個社會環境跟文化意識有沒有品德內涵，才會是成功的關鍵。若

是把「語言政策」縮小到只有「教育教學」的問題，完全是沒有國家領導人該有的格

局。

    總而言之，語言政策是攸關整體國家發展與競爭力的重大決定，如果當前政府重

視語言，國家首長應當放大格局，統籌運用、規劃整體行政部門資源，並結合相關法

制規範，為台灣營造一個能使用「英語溝通的社會環境」。就請政院率領團隊，優先

從公部門與大環境開始進行「沉浸式的語言學習」，不要拿無法發聲的弱小幼兒作為

政策的白老鼠。英語很重要，但在幼兒教育階段，隨便一件事情都比英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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