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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2 日期：108年10月21日~10月25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本週新聞剪報摘要 

1. 雙語教育的想像和現實-A1(中時電子報)-108-10-22 

2. 大學轉型 變青創及AI育才基地-A5、A8(聯合新聞網)-108-10-21 



中原大學教與學新知剪報資訊 

 

2 

媒體名稱：中時電子報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雙語教育的想像和現實 

2019-10-22．文 /李萬吉 

自 2011年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行政院也提出雙語國家的發展目標，國際教育和雙語

教育成了這幾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教育政策，從政府、學校到坊間教育機構，的確形成一股國際教育

熱潮。 

過往政府為了推動雙語教育，因著重在英語學習的層面，除了增加英語課程節數，也開放中小學聘用合格

外籍教師，以期能創造「用英語學習英語」的環境。如今政府也意識到雙語教育的精神，不該只是學英文，

還要能將英文當做學習的語言，因此在政策上推出希望中小學部分學科也能採用英語教學。 

然而，以過去台灣的英語師資培育來看，現有的英文師資或者其他學科師資，是明顯不足以因應這樣的政

策理想。雖然現在年輕教師的基本英文溝通能力不差，但要能夠「流利的」使用英文教學，卻完全是另一

回事。即便透過在職培訓，短時間要提升到足夠的英語授課能力也非易事。最快的方法，就是引進可以使

用英文任教學科的外籍教師，只不過目前法規對此有所限制，必須先修法才能突破。 

其次，依據多年的雙語教育的辦學經驗，學生要能使用英語學習學科知識，本身必須具備足夠的英語能力，

否則在全英文的情境下，容易產生學習挫折，結果該學的知識內容沒學到，還可能因此對英文產生排斥或

恐懼。而常態編班機制下，學生英文程度參差不齊，更增加用英文教授學科的難度。也就是說，若無法先

採英文分級授課，用英文教授學科恐會淪為「體驗式」的課程。 

今年底教育部又將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我們很樂見政府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和雙語教學，

但需要對教學現場有更確實的理解，才能更務實的制定政策，並且有效解決問題。（作者為康軒文教集團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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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轉型 變青創及 AI育才基地 

2019-10-21．文 /張雅婷 

大學除了招生作育英才，近年也逐漸轉型成為協助在校生創業、培養 AI 等人才的基地；去年敏實集團入

主大華科技大學，除重整科系，也將圖書館二樓整修，改建成汽車展示中心的「未來汽車館」，致力發展

成智慧汽車基地，專注培養相關人才。 

協助青年創業也是大學熱門話題，除了縣市府相繼成立青年事務單位，各大專院校也積極發展青創中心，

鼓勵學生創業。例如清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除結合學校資源，也提供租金便宜的培育空間讓青年學子創新

創業，並且新增 AI人工智慧組及區塊鏈組。 

清大電機系大一學生陳唯中、馬禹平及蔡惠芸就創業「青椒快送」，已實際營運，解決清、交大住宿生外

出用餐不便的問題，每天約有 130至 150人次點餐。 

交大則有學府、矽導、光復、博愛培育區，提供免費場域及創業輔導資源，鼓勵青年學子潛力團隊進行技

術商業化，帶動產業創新發展。 

2011 年 11 月起，鴻海也與交大合作，建立「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由鴻海免費提供設備與

場地，交大則負責軟體與師資，用以育成新創公司。 

敏實集團是世界百大汽車零組件供應商，背後的老闆是坐擁為全球最大汽車零件廠的秦榮華，宣稱全球每

9輛車，就有 4輛上面有他們的零件，近年敏實集團跨足生產電動車，也是在大陸 5家無人車廠商中的唯

一一家台商，因此秦榮華預計將集團的資源投入大華科大，由大華培養相關人才，未來畢業後還可直接到

敏實集團全球 43個據點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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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AI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青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青創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