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政策？ 還是政治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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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揆要求檢討鬆綁幼兒園教英語政

策。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每隔一段時間，「語言」

就會成為熱議，如果遇到選

舉，更是重要的選舉話題。可

惜的是，各方帶著意識形態

看語言，在欠缺理性討論下，這麼多年過去，終究難以形成語言政策共

識，結果受苦的是孩子、受傷的是教育、受害的是國家。會有這樣的結

果，背後的原因值得省思。  

首先是語言解放與政治正確。光復初期為有效統治，執政當局厲行

國語教育，獨尊國語讓母語逐漸式微，漸漸的母語消失的焦慮感愈發嚴

重。解嚴初期，民進黨執政縣市率先呼籲並實施鄉土語言，終於在一波

波教改運動中獲得「語言解放」的契機，母語重獲新生。  

發展到了現在，母語不僅成為學術、校園、議會，甚至文化殿堂裡

的顯學，更是政治正確的表徵。於是乎母語納入九年一貫課綱、原住民

語發展法立法施行、大學廣設台文系所，未來也將進一步制定國家語言

發展法（或語言平等法）。語言解放已經二、三十年，我們有必要繼續

陷入母語政治正確的價值泥淖裡？  

其次是語言競爭力與國際化。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初期，東西方強權

大量殖民亞洲、美洲和非洲，英語、日語和西語成為強勢語言，被認為

是國際化指標，台灣自不例外，將英語列為中小學必修語言。高中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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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則是紛紛鼓吹學生報名參加全民英檢、托福、雅思或多益測驗，以

應和英語檢定國際化的指標。  

部分大學將英語檢定納為入學採計項目，更有大學列入畢業門檻。

這意味學好英語是國際化的基礎，也是個人與國家競爭力的唯一語言選

擇。然而這樣的措施非但沒有讓台灣教育更國際化，反被質疑圖利英語

檢定機構，更被認定違反大學法、大法官釋字五六三號以及相關法令，

這都是瘋狂的英語迷思在作祟。  

反觀中文的學習質量一再往下修，英語文的國際評比成績卻仍未見

起色。當中文早成為聯合國正式官方語言，大陸政治經濟崛起之時，我

們對語言國際化的立場，是到了該修正的關鍵時機。  

最後是語言教育與語言環境。不管是母語或外語學習，過去執政者

的思維都過分仰賴學校教育，更迷信考試（檢定、測驗）領導教學的成

效。於是乎母語只存在校園裡、考試中以及檢定場，而不是生活裡。最

新的政策方向是要研議鬆綁幼兒園不得教英語規定，以及升大學新增高

中英語口說測驗。先不管師資、設備、課程教學或評量方式，如果沒有

更友善的語言環境，單靠學校教育和考試，我國學生中文、母語和英語

能力仍然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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