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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落差：全英教學不是人人需要、想要 

 

  另一個影響大學生英語學習動力的重要因素，是「程度落差」。如果一個班上學生英文程度落差很

大，程度較弱的學生只會自信更加喪失，程度好的也會覺得學習被拖累，大家都得不到好的學習品質。 

 

  林子斌認為，若一間學校本身學生英文程度就不夠好，進到大學的目的，是想學習專業，其實不一

定要勉強推動英文授課，學生不僅上課聽不懂，更對專業失去興趣，「唯有當學校學生都有一定英文程

度，英文授課才能確實加分」。 

 

  另外，大學專業百百種，教育部推動雙語大學時，就招來不少學生、教授提出質疑，例如中文系的

詩詞曲賦、文學、漢學等，使用英文教學是否沒有意義？抑或是韓文、法文系本身是為學習其他語種，

用英文學習是否更多此一舉？ 

 

  林伯樵認為，各科系是否推動全英文授課以及推動程度，應針對各系專業與產業需求等考量為主，

且不能將同樣標準適用於不同專業。例如中山大學尊重各系選擇，像是電機工程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化學系由於產業考量最先開始實施。 

 

  不過，林伯樵也提到，不同於一般想像，中文系其實也一直推動國際化，國際上漢學交流頻繁，不

少國際生也來台修讀漢學，像是中山也設立了漢學英文、韓國漢語學、西方漢學等課程，中文系其實也

正在走向國際化。 

 

  「教學是雙語的一環，但不是唯一！」林子斌說，雙語大學很多人都以為就是課程變成英語授課而

已，但其實還要包括整個環境建立，當國際生加入、雙語校園等配套建立，雙語人才的培育才有機會真

正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