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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 

高等教育雙語化之發展與展望

古耘睿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文獻計量分析，梳理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在國際學

術舞臺的發展軌跡，並縷析其潛在的智識結構，研究結果將有助於

國內尋繹未來高等教育雙語化之研究議題以及擬定相關政策之可行

性。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以收錄於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的期刊文章為範

圍，以文獻計量方法歸納並分析歷年高等教育雙語化之研究，進一步

剖析國際相關研究之概況，提供國內教研人士參考。本研究針對共

計 2,063篇英語期刊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共被引以及共引用分析，

建構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領域之發展趨勢、智識結構及互動關係。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研究歸納下列研究結果：

一、國際間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呈現成長趨勢，主要以美國、英國、

西班牙及中國大陸為首，不但累積龐大研究文獻，同時也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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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元的研究主題。

二、文獻共被引網絡圖顯示，國際上重要的學者和文獻發表多集中

在英美兩國，推測因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和文化遺緒，使雙語化

教育無法和族裔議題脫鉤。

三、關鍵字共現分析結果顯示，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主題雖涵蓋範

圍廣，但彼此間的智識結構均有緊密的連結，顯示雙語化教育

研究領域內的相關議題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研究原創性／價值

目前國內關於雙語化、雙語教育及全英語授課的學術文獻，多

以個案分析、問卷調查結合質性訪談研究為主；相關實徵性研究相

對匱乏。本研究透過文獻計量分析方法，系統性梳理相關研究發展

軌跡，描繪國際雙語化教育研究的樣貌，作為國內未來相關研究之

基礎。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自本研究勾勒雙語化教育研究的發展樣貌發現，國內在該領域

的實徵研究相當匱乏且單一；國外研究文獻涵蓋多元的議題和研究

方法，實為借鏡。有鑑於此，建議國內在雙語化教育研究增加多元

研究方法的運用，並進行更多嚴謹的縱貫性和實徵性研究，以豐富

具有臺灣本地特色的雙語化教育研究資源，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2030雙語政策、高等教育、國際教育、雙語化、EMI、
雙重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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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THE GLOBE: DEVELOPMENT OF 
AND PROSPECTS FOR BILINGU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Yun-Ruei Ku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us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bilingual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tage and analyze its potential intellectu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bilingual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feasible 
policie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journal articles includ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research on bilingual higher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years.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overall status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domestic  educat ional 
researchers. This study involve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co-citation analysis, and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for a 
total of 2,063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Its goal is to construct 
development trends, analyze intellectual structures, and identif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Findings/results

 This study’s main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bilingual higher education shows a growing 

tre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Spa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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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 leading the way. A vast amount of literature has been 
accumulated and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topics have been covered.

2.The literature co-citation network diagram shows that important 
scholars and public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uggesting that bilingual education cannot 
be disconnected from ethnic issues due to these countries’ unique 
geopolit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3.The results of a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further show that 
although the research topics in bilingual higher education cover 
a wide range,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s are closely link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evant issues within the research field are 
inseparable.

Originality/value

The literature in Taiwan on bilingualism,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mainly consists of case studies 
and surveys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Relatively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his study us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research, to depict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Based on the trend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outlined in 
this study,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Taiwan is significantly 
lacking. Furthermore, existing research tends to be narrow in scope. 
In contrast, the foreign literatur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aiwan.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aiwan’s bilingual education research incorporate 
more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duct more longitudin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to enrich local research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2030 Bilingual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ilingualism, EMI, du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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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全球化趨勢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教育上的變革，並且讓全世界可以使

用共同的語言（lingua franca）分享資訊和想法。國際化、全球化、雙語化

和其他市場化趨勢已經在全球推動了實施雙語、多語或多元文化課程，其

中當然包括高等教育階段。此現象亦促進了英語作為授課語言（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或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在主要官方語

言為非英語的國家或地區迅速擴展。一般而言，不論是在亞洲地區或是歐

美地區，大學階段課程導入 EMI已成為常態。EMI的支持者表示，大專

校院學生預期可以從 EMI課程中獲益，包括在學科內容方面和學習英語方

面的額外機會（Pun & Jin, 2021）。支持者亦認為，透過大量接觸英語，

學生的語言能力和專業技能獲得提升、增強未來就業競爭力。對於大學經

營管理者來說，EMI課程是提升學校全球排名的途徑之一，以便吸引更多

國外菁英來到學校就職或就讀。然而，成功實施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的教

育始終存在著爭議和矛盾。

尤其是在非英語為母語的國家，高等教育機構中使用英語作為教學語

言的趨勢日益增加。EMI可以被視為雙語（bilingual education）或多語教

育（multilingual education）範疇下的一種特定教學模式，其特點是由教師

或學生在學校裡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以達到各種社交和教學目的（Tsou 

& Kao, 2017）。EMI與其他雙語教育模式的區別在於其選擇以英語作為

教學媒介。過去的雙語教育經常使用主流語言、學生的母語或欲學習的第

二語言或外語作為教學媒介，以幫助學生適應主流社會、保留少數族裔的

文化或有效地學習外語。在許多 EMI的情境當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機

構裡，英語可能並非學生的母語，也不是課堂外的主流語言。雖然有些人

認為採用多語教學方法能夠提升學生的學術表現（Yuksel et al., 2021），

然而在高等教育中，特別是亞洲，英語被選為主要的教學媒介，主要因為

它是最廣泛教授的外語之一，並在各個專業領域中扮演關鍵角色（Tsou & 

Kao, 2017）。

需要注意的是，發展至今，雙語教育已演變成為一個極為複雜且多元

的概念。許多由雙語教育範疇所衍生出來的教學法被賦予了各式各樣的名

稱。例如，印尼普遍將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Content a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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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Learning, CLIL）視為等同於 EMI，作為以英語教授其他學科內

容的統稱（Floris, 2014）。此外，教育部所發布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

學習計畫」和國家發展委員會所發布的「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亦將全

英語授課（EMI）納入雙語教育的範疇內（教育部，2021）。換句話說，

雖然 EMI和傳統的雙語教育在發展脈絡和實施方法上存在差異，本研究

在論述全球趨勢時，將以「雙語化」、「雙語教育」或「雙語化教育」稱

之，而在論述以非英語為母語國家在實施雙語化政策等相關議題時，則多

以 EMI稱之。

以臺灣來說，為強化臺灣年輕世代的競爭力，因應全球化和數位科

技帶來的挑戰，政府近來積極推動 2030雙語國家政策，以推動高等教育

雙語化、完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數位學習、英檢量能擴充、

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及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相關政策。縱然國內的高

等教育雙語化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相關的實徵研究尚待開展。此外，國

內高等教育雙語化的推動，似乎著重在獨尊英語作為授課語言（exclusive 

use of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而非外語和母語的均衡使用，

特別是亞洲地區的已開發國家為主，如臺灣、新加坡、日本及南韓等。多

篇針對相關實徵研究的後設分析文章顯示，適時利用母語作為教學輔助來

教授英語及其他學科內容的學習者，在英語閱讀理解和其他領域的標準

化測驗中，表現顯著優於僅接受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學習者（e.g., Riches & 

Genesee, 2006; Slavin & Cheung, 2005）。

近年來，許多研究強調，EMI課程的成功必須基於以下條件：第一，

學生的英語能力達到一定程度、能夠理解 EMI課程內容；第二，EMI 教

師必須具備流利的英語溝通能力、專業領域和教學技能，以有效提供學

生在學科內容和語言上的支援；最後，學校須能提供足夠的教學資源和

支援，使 EMI教師得以專業成長（e.g., Pun & Jin, 2021; Wingate & Hakim, 

2022）。希冀臺灣年輕世代能夠具備更先進的全球視野，欣賞並理解國際

上的不同文化，並且有能力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互動。全英語教

學被視為達成上述目標的主要途徑，面對嚴峻的少子化帶來的挑戰，各大

學加速雙語化課程規劃和師資培訓，以期能有更好的條件擴大招收國際學

生、延攬國際優秀教研人才。事實上，臺灣在歷經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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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實施計畫等獎助計畫期間，便針對國內高

等教育國際化挹注龐大資源，欲於全國大專校院進一步擴大全英語授課課

程，已然具備相當基礎；惟須思考相關配套措施，於執行時給予有力支援

（周宛青，2018）。

有鑑於此，為瞭解目前國際針對高等教育雙語化的研究概況，以提

供國內雙語化教育和 EMI施行參考，本研究運用文獻計量方法中的共引

用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及關鍵詞共現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

等方法，探索相關研究文獻中潛在的研究集群和智識結構（intellectual 

structure）。研究問題臚列如下：

一、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的成長趨勢及區域分布為何？

二、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領域中具影響力的作者及文獻為何？  

三、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的主題分布情形及其智識結構為何？

貳、文獻探討

臺灣自 2006年將英語納入國民小學課程之後，對英語教育的關注和

投入有目共睹。近年來，高等教育對於全英語授課的課程規劃和推廣更不

遺餘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 2021年所推動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

習計畫」中指出，教育部為配合 2030國家雙語政策藍圖，「在高等教育

階段將以強化學生英語能力為目標，優先建立學生英語學習之鷹架，在具

備一定之英語能力基礎上，協助大專校院逐步透過推動「全英語授課」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以英語為知識傳遞的媒介，

教授各專業領域知識，包括經濟、工程、醫學、商學、人文等專業科目課

程，建構大專校院雙語化教學與學習環境，從而提升我國大專校院學生之

英語能力及大學之國際競爭力」。由此可知，臺灣的高等教育雙語政策，

等同於 EMI的全面實施，此發現在前述計畫於「願景與政策目標」中更明

確指出：「本部依據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高等教育階

段將以『強化學生英語力，推動全英語授課（EMI），整體提升高教國際

競爭力』為願景，透過『重點培育』及『普及提升』兩大策略並輔以『增

聘雙語人力』及『資源共享與校際合作』落實雙語教育」。有鑑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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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論及高等教育雙語化時，將同時納入國外相關研究中的「bilingual 

education」、「multilingual education」及「EMI」等概念。

近十年來，EMI相關研究相應而生，舉例而言，Wu和 Tsai（2022）

透過文獻計量分析回顧 2005年至 2021年間，國際上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

言（EMI）的相關研究共計 105篇。分析指出，在相關研究上最具影響力

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瑞典、英國、美國、阿聯酋、西

班牙、新加坡、丹麥、日本和南非等 11國。研究前沿更涵蓋了多元且廣

泛的研究主題，包括探討如何透過 EMI政策實現高等教育的國際化、EMI

課程實踐、EMI的跨語言／雙語／多語教育、EMI的實施成效，以及 EMI

所面臨的挑戰，例如 「本土化」和「民族認同」。此外，眾多研究顯示，

在非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或地區，EMI課程快速增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

當中，即有超過 25%的研究所課程正以英語授課。想當然爾，迅速擴張的

國際化和雙語化政策，亟需教學現場的配合和調整，以因應 EMI教學所面

臨的挑戰，並充分評估 EMI的實施成效。其中包括探討如何在 EMI課程

中平衡英語教學和母語教學的比例，以及如何提高學生和教師對於 EMI的

適應力（Baker & Hüttner, 2017）。此外，更需要關注本土化和民族認同等

議題，以確保 EMI課程能夠真正符合臺灣本地文化和社會背景。

資料檢索過程中，本研究發現，雖然臺灣許多大學已開設並推行 EMI

課程行之有年，於華藝線上圖書館所收錄之高等教育 EMI相關研究卻低

於 20篇，與國際文獻資料庫的文獻數量形成明顯落差。以下就數篇 EMI

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討論和省思。根據國際文獻資料庫，Jim Cummins為

早期雙語教育研究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學者之一。作為當代最具有代表性

和影響力的雙語教育學者，加拿大雙語教育學者 Jim Cummins（1980）提

出，學生的語文能力可分為兩類：基礎人際互動溝通（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ISC）與認知及學科語言能力（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前者係指日常生活的語言溝通，此一語

言能力建立在人際互動的過程當中。後者則牽涉複雜的語言層次架構，

此類語言能力通常透過學校教育培養，並於日後延伸至專業領域。Jim 

Cummins強調，以 CALP而言，母語是此類語言能力發展的基礎，亦即，

實施雙語教育應先扎穩母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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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g（1985）分析比較了不同程度和形式的雙語教育方案對學習者

的效益，後設分析結果顯示，對於雙語學習者來說，接受雙語教育對其語

言能力和學術成就產生正向積極的影響，此結論正呼應 Cummins（1980）

所強調的理念：對於母語為非英語的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固然重要，但

單純的英語教學對母語為非英語的學生學術成就幫助有限。相反地，同時

應用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外語，將可提高學生的語言技能，協助其更加理

解與應用學術知識。近期對於非英語系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僅使用英語作

為授課語言，許多學者仍提出相同的質疑。針對 EMI教學進行後設分析研

究的文獻也提醒 （e.g., Macaro et al., 2018），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

以英語作為授課媒介的教學情況確實能夠對於學習者的英語能力有助益，

同時又不會對學科內容產生過多的負擔。當然，善用 EMI可能提高學科

內容學習的效果，使學科學習和英語能力獲得雙贏的局面。Macaro等人

（2018）主張，若要深入了解 EMI教學的成效，研究者應關注 EMI研究

領域中的幾項關鍵要素：1. 學科教師是否具備以第二外語作為授課語言的

能力，以及其在一般英語和學科英語的語言能力是否存在差異。2. 我們需

要進一步了解 EMI課堂的學生所需的或是預期達到的英語能力水平，並考

量到同一班的學生是否在英語能力或是對於不同語言的知識及能力存在過

大的差異，因而影響學生的課堂表現和學習成效。3. 我們需要了解學生的

語言能力差異是否會導致機會不平等，特別是在各求學階段的關鍵過渡期

（如高中升大學），在這些時期，基於語言能力的選拔過程可能會對這些

學生產生負面的影響（例如潛在的未來工程師、醫師及特定領域的科學家

等）。4. 我們需要了解學生因應 EMI課程所做出的調適，相較於以學生母

語作為授課語言的課程，EMI課堂的學生是否需要額外的時間或支持以順

利完成 EMI課程的要求，學校是否有英語語言的專家來協助學科教師教授

EMI課程。5. 最後，國內外應達成關於EMI融入高等教育課程的相關共識，

例如，EMI課程應該使用英式、澳式又或是美式英語，其他國家或城市當

地所普遍使用的英語變體是否該被認可呢？這些舉措對於以英語為母語和

以英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學習的影響又是什麼？綜上所述，EMI教學或許可

以為學習者提供更多以英語為基礎的學習機會，並有助於加強他們的語言

能力、學科知識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然而，由於 EMI教學在不同學科領

域、不同學習者中的效果不同，國內外針對 EMI教學的內涵和實踐還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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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歐美地區因地緣政治與歷史遺緒，教育各層面的細部探究多牽涉移民

議題。廣納移民的西方國家，當前的語言教育政策皆以並重本國學習者的

外語學習和移民學習者的母語為方針，展現兼容並蓄的多元樣貌（陳昀萱，

2019）。即使目前成果豐碩；過去這些國家或地區也曾經歷過獨尊主要官

方語言或強勢語言（dominant language）的時期，此舉即為沉浸式教學（dual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最早的樣貌，亦為呼應 EMI核心精神的途徑

之一。Valdés（1997）分析了墨西哥裔學童接受沉浸式教學對其產生的影

響後指出，雖然沉浸式教學對於英語為母語的學生有利，但對於弱勢語言

為母語的學生來說，可能導致語言和文化上的適應困難，進而影響其學業

成就。另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則是 Zhou（1997）立基於移民社會學並探

討新移民二代（new second generation）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移民

是美國人口的重要組成成分，除了語言學習方面的困難，新移民二代尚需

處理種族歧視、文化衝突和身份認同等問題，尤其當面對學校授課和交流

語言以及父母在家所使用的母語之間的轉換和衝突。透過相關文獻的系統

性回顧，研究者進一步探討新移民二代的語言與文化的適應性。Slavin和

Cheung（2005）回顧並比較使用雙語和僅用英語授課的閱讀課程對於英語

學習者的效益後指出，現有證據支持雙語教學法的施行，尤其是平行雙語

策略（paired bilingual strategies），即在每天不同時間點分別使用母語和英

語進行閱讀教學；該研究亦強調了縱貫性實徵研究對於追蹤外語學習成效

的重要性。

近來，與臺灣文化和民情較相近的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亦極力推廣

各階段學校課程使用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Guo等人（2018）透過準實驗

方法，比較分析中國大學生在分別以英語授課和中文授課課程中的學習動

機、學科內容知識、英語能力及教師的教學實踐。研究結果顯示，EMI課

程有助於增強學習者在學科領域的學習動機。具體而言，EMI課程的學習

者有著更強的目標導向。實驗開始一個學期後，實驗組（以英語授課）和

對照組（以中文授課）的學習者在期末表現相當，研究者主張 EMI對於中

國大學生的學科領域學習沒有顯著的不良影響。最後，研究也提到，EMI

課堂教學集中在高階認知歷程，學習者更加投入學習。然而，研究也指出

其研究結果的限制。例如，研究採用準實驗方法，亦即，研究對象沒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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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隨機的分組和嚴格的實驗控制；再者，此研究屬於橫斷式研究而非縱貫

性研究，因此，研究無法觀察長時間的實驗效應，亦即，使用不同的授課

語言對於學習者學習歷程和學習成效的長期影響，爰此，高等教育實施

EMI的利與弊仍然不明（Guo et al., 2018）。需要注意的是，EMI課程所

帶來的效益和困難會因各種因素而異，例如語言能力、文化背景、課程內

容和授課方式等。因此，在高等教育機構實施 EMI時，應針對學習者的語

言能力水平進行評估，並提供相應的語言學習支援和協助。同時，教師可

以透過了解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和學習風格，更好地規劃 EMI課程內容。綜

上所述，高等教育實施 EMI教學存在著利弊雙方的影響，需要吾人進一步

的研究和討論，才能在確保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前提下，真正實現全球化教

育的目標。

反觀臺灣，相關研究近幾年才陸續出現，並僅著重於教學法和教材探

究。以教學法來說，前述國內研究仍受西方國家行之有年的雙語政策影響，

研究對象亦聚焦在單一學校（鄒文莉等人，2016）。舉例而言，陳玉蒼、

楊政郎（2021）探究在歐洲行之有年的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CLIL）

對於商學院學生在專業知識上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CLIL教學法對於

學生增進其專業英語能力有顯著的正面效果，若是學生本身的英語能力

佳，其效果會更加明顯。黃琇屏（2022）利用半結構式訪談，瞭解大學生

對於全英語授課課程的學習動機和期待。研究發現，學生選修全英語授課

的課程源自於下列其中之一：1. 對英語的興趣；2. 維持英語程度和語感；3. 

為雙語師資生涯做準備；4. 增加英語專業知識；5. 學分需要。研究者亦建

議，各校應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各系所的 EMI專業課程，也確保學校開設足

夠且多元的 EMI課程供學生修讀。

綜上所述，臺灣在 EMI教育和國際教育方面雖已累積執行實績並取得

不少進展，但仍缺乏相關研究對執行現況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取得更

多實徵研究做為基礎，將會是臺灣推行 EMI教育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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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透過文獻計量分析方法，本研究旨在瞭解高等教育雙語化相關研究

主題之開展和趨勢。除了以 Excel軟體進行描述統計外，本研究亦利用常

見的文獻計量分析工具，VOSviewer（v.1.6.19）進行文獻的可視化。由荷

蘭 Leiden University所發展的文獻網絡視覺化軟體 VOSviewer可圖像化文

獻間的距離和密度以呈現共現詞的聚類關係，並且可用來展現特定研究

領域的發展趨勢和熱點；進一步以節點大小來表示研究頻率，以連線粗

細來表示主題間的強弱關係。透過「分解分析」（breakdown analysis），

如「共現詞」（co-word analysis）或成對的書目等概念（bibliographic 

coupling），計算兩文章的相似度，進而將其歸類（clustering），以便瞭

解待分析文章中所包含的各種概念，並針對各種資訊（例如作者、機構、

國家、類別、出處、年代、被引用情況等）進行多樣的分析，從中擷取豐

富的素材（曾元顯，2011）。符應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文獻計量分析所使

用的學術文獻取自於WoS，該資料庫提供健全的文獻資訊，亦涵蓋廣泛的

國際同儕審閱期刊，為相當合適的資料來源。

為客觀呈現高等教育雙語化之研究發展進程，本研究於 2023年 2月

14日自WoS檢索具匿名雙審制度（peer-reviewed）的學術期刊文章（包

含 article、proceeding paper及 review）且不限制期刊發表時間，並以關

鍵字進行資料檢索，以 “higher education＂ AND “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EMI）OR “bilingual education＂作為檢索關鍵字，並

將文獻性質限定於期刊文章（article）、書籍（book）、書籍篇章（book 

chapter）以及文獻回顧（review），共獲致 2,143筆符合條件的文獻，透過

進一步檢查文章名稱、關鍵詞與摘要，確認 2,063筆文獻資料符合本研究

需求，並納入後續文獻分析。本研究首先將WOS核心合輯引文資料庫的

參考文獻資料匯入，測量文獻間關聯性的強度，同時比較聚類的可視化網

絡、覆蓋可視化及密度可視化之知識圖譜（Van Eck & Waltman, 2009）。

其次，將需要分析的項目（包括文獻、作者、關鍵字等），以出現次數之

多寡，依據可視化圖譜的可讀性與分析性，設定合適的閾值以呈現該主題

較相關的關鍵字或節點，並排除出現頻率較低或不相關的詞彙，以更清晰

地呈現主題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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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關鍵字的集群類別和命名係由研究者決定，因此難免

帶有主觀判斷。此外，儘管 VOSviewer顯示了主要的關鍵字集群之分析結

果，但大多數集群因參照點的稀缺而難以在圖上清楚辨識。換句話說，這

些關鍵字或關鍵字集群可能是可以忽略的（negligible），而這也反映了文

獻計量分析的限制。不過，VOSviewer依舊是目前較為客觀的文獻計量分

析軟體。其依據研究者從資料庫下載的完整書目資料（例如作者、機構、

發表時間及參考書目等），利用特殊的演算法來計算文獻間的距離和密度

以呈現共現詞的聚類關係，並且揭示特定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和研究熱點；

進一步以節點大小來表示研究頻率，以連線粗細來表示主題間的強弱關係

（Van Eck & Waltman, 2009）。

本研究採用了由 Page等人於 2021年所發表的後設分析報告指南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is）

（Page et al., 2021），以確保文獻資料檢索、篩選及分析過程的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PRISMA流程包括以下階段：（一）針對研究問題，

於Web of Science核心合輯進行初步檢索；（二）針對論文摘要和標題進

行初步檢查，排除與研究主題無關的文章；（三）根據特定的檢索標準排

除相應的文章；（四）排除重複的文章；（五）針對每篇文章進行深入檢視。

最後，共計有 2,063筆文獻資料納入本研究的後續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由國際文獻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可知，臺灣發表在國際期刊的高等教育

雙語化研究相當匱乏。就研究國家或地區而言，美國在高等教育雙語化方

面的研究數量最多、中國大陸次之，西班牙位居第三，英國則位居第四（見

圖 1）。此外，覆蓋圖右下方的色條顯示了每個項目分數如何反映到不同

的顏色上。例如，圖 1的顏色表示各國相關文獻的發表年代，美國和加拿

大相較於其他國家在雙語化的相關研究上起步較早，且其中美國的發表量

最多，因此其圓形標籤越大。

不難發現，前述國家在本國境內有著多元的族群和語系，例如：在美

國，除了英語之外，西班牙語是常見語言。為了滿足大量拉丁裔學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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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許多學校提供大量且豐富的西班牙語教育資源。同樣地，在中國大陸，

漢語雖是主要的官方語言，但在部分地區，如廣東、福建等地，粵語和閩

南語也被廣泛使用，當地學校因而考慮提供這些語言的教育資源。東亞、

東南亞、中東及非洲部分國家的相關研究近幾年大量出現（e.g., Ntombela, 

2023; R’boul, 2022; Sahan et al., 2022），臺灣的相關研究則集中在 2020年

左右。此外，臺灣當前有關 EMI或高等教育雙語化等研究主題較發散，研

究場域及研究對象多侷限在單一學校或機構，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研究

發現以作為 EMI課程成效的評估依據。

圖 1

高等教育 EMI研究之國家覆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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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獻引用率之可視網絡圖

透過文獻的直接引用次數可大略掌握特定研究領域或主題的思想流

派及研究熱度。由圖 2可知，引用率最高的文獻來自 Zhou（1997），

Ricento 和 Hornberger（1996）次之，Valdés （1997）在後。如同文獻探

討所述，Zhou （1997）針對新二代移民的探討與當時美國的時空背景息

息相關，Valdés （1997）亦然。不過，相較 Zhou（1997）著重在新移民

語言與文化的適應性，Valdés （1997）則聚焦在當時的國家語言政策。無

獨有偶，Ricento 和 Hornberger（1996）探究語言規劃和政策（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LPP）對於社會中語言使用的影響。他們認為，語言

規劃和政策可被視為是對社會中語言使用的干預和管理，其目的是為了解

決社會中語言使用方面的問題和挑戰。語言規劃和政策可以對個人和社會

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語言認同（linguistic identity）、社會經濟機會

（socioeconomic opportunities）及文化表達（cultur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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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為依照作者的共被引次數繪製的可視網絡圖。其中，網絡中的每

個節點代表一位作者，節點的大小則表示共被引次數多寡，節點的距離則

反映了不同作者之間智識上的親近程度（intellectual affinity）。由圖3可知，

藍色集群內共被引次數最高的學者為 Jim Cummins。Jim Cummins是雙語

教育研究的領航者，他的研究主題涵蓋範圍廣泛，研究多著重在學習者的

語言認知能力發展及學習者本身的語言優勢（即母語）輔助第二語言或外

語學習（e.g., Cummins, 2014）。同樣地，藍色集群內共被引次數次高的

學者為 Ellen Bialystok。她多年來致力於雙語（bilingualism）方面的認知

神經科學研究，藉由神經造影（neuroimaging）等新興神經科學工具以探

究雙語學習經驗所帶來的認知效益（cognitive benefits）（e.g., Bialystok & 

DePape, 2009; Bialystok et al., 2012; Luk et al., 2011）。綠色集群內的研究

文獻多聚焦在語言教育相關政策，其中，共被引次數最高的學者為 Ofelia 

García。她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多語言教育（multilingual education）、語

言政策和跨語言（translanguaging）教學等領域。她認為，多語言教育能

夠提高學生的語言意識和文化意識，有助於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

求。除此之外，她關注語言政策，特別是在移民社會中如何平衡主流語

言和少數族裔語言的地位和權利（e.g., García & Otheguy, 2020）。她亦強

調，語言學習者可以根據自身特質或優勢，使用不同語言資源來幫助學

習（e.g., García, 2021）。黃色集群內共被引次數最高的學者為英國學者

Colin Baker。他的研究多聚焦在何謂雙語和雙語學習者？不同的語言教學

法有著什麼不同的效益？其中，他亦強調，美國在雙語（雙向沉浸，two-

way immersion）課程的研究已有長時間的累積。針對雙語、沉浸式及族裔

語教育的研究顯示，上述教學法在雙語能力、雙語識字及跨學科的成就方

面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果。最後，紅色集群內共被引次數最高的學者為 Do 

Coyle。他的研究多聚焦在西方雙語教育常見的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法，強調學科知識和語言學習的融合與雙贏，此種學習法給予教師更大的

自由度，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和學科的特點來選擇最適合的教學模式（e.g., 

Coyle, 2006, 2013）。然而，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的提出是在西方

多元文化和語言環境下的產物，此外，大部分國際上的 CLIL研究是以政

策為導向的研究，所以在國內運用時需要考量其時空背景與適用性，應根

據國內學生的語言環境、學科領域特點及教學場域需求來選擇最適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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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模式，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Coyle, 2006）。

 
圖 3

文獻共被引用率之可視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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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關鍵字共現分析之可視網絡圖

圖 4詳載了 2,063篇研究文獻中，出現次數大於閾值 4的 229個關鍵

字。其中，不難發現，高等教育雙語化相關的研究主題繁多且分散（共計

16個集群 ; 例如淺黃色所標記的關鍵字可大略歸納為「國際化」集群，紫

色所標記的關鍵字可大略歸納為「語言與文化」集群，以及咖啡色所標記

的關鍵字可大略歸納為「語言教育」集群），且彼此間有緊密的連結，相

較於同樣使用文獻計量分析法的其他研究主題關鍵字共現分析網絡圖，本

研究的關鍵字共現分析網絡圖著實顯得更加繁雜且緻密。換句話說，從集

群的發散性和缺乏清晰可見的聚類可知，雙語教育相關的研究主題極具延

伸性。研究主題的發散性充分顯示了雙語教育、EMI及雙語化等相關研究

領域十分複雜且充滿了不同的相互關聯的子領域。由圖 4歸納後可知，粉

紅色所標記的關鍵字可大略歸納為「雙語教育」集群，集群內的雙語教育

（bilingual education）作為該研究領域的核心被廣泛探討，與其相鄰的核

心概念還有雙語（bilingualism）、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學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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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CLIL）、英語學習者（English learners）、雙語讀

寫（biliteracy）、跨文化雙語教育（intercultural bilingual education）、師

資培育（teacher education）、教師能動性（teacher agency）、母語（mother 

tongue 或 native language）等。其次是藍色所標記的「語言政策」集群，

集群內涵蓋了語言政策、種族語言學（raciolinguistics）與評價（evaluation）

等關鍵字。由黃色所標記的「雙語教學」集群內涵蓋了跨文化語言教育、

雙語教學及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法，最後是綠色所標記的「語言認知」

集群內，涵蓋了關於學習者語言技能、語言發展及認知方面的關鍵字，例

如雙語讀寫（biliteracy）、語言發展及認知。其他像是橘色所標記的「語

言認同」集群內的研究主題，則大多著重在語言使用、語言轉換、少數語

言、特定語言及語言傳承則受到較少關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領域應持續

開展和深化，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語言使用、語言轉換、少數語言、特定語

言和語言傳承等議題的內涵和與 EMI課程的揉合。例如，少數語言和特定

語言在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元化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關研究可

以幫助我們理解如何平衡語言傳承和以單一強勢語言作為授課或溝通交流

的媒介。

最後，雖然第二語言和外語學習相關研究在探討學習者的個別差異已

累積了大量的研究文獻，但直至最近，才逐漸有研究開始關注在 EMI、

雙語及多語言課堂上具有特殊需求的學習者（e.g., Bhowmik & Kennedy, 

2022）。其中一部分的學習者可能有特定的語言學習困難，需要額外的教

育支援來輔助學習，這方面的研究在國內仍亟待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對於

增進特殊需求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在 EMI、雙語及多語言課堂中的學習成

效及創造一個富包容性的高等教育學習環境至關重要，因此，相關研究的

迫切性應受到重視。

總的來說，國際上針對高等教育雙語化的研究風潮行之有年，尤其是

歐美國家或地區因其地緣政治因素，長期以來社會各層面均關注高等教育

雙語化之發展，並且積極進行相關研究。近年來，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相

關教育政策及實踐逐漸聚焦在欣賞弱勢語言和文化為本國帶來的價值。透

過保護和推廣這些語言和文化，也許可以增進社會凝聚力、文化多樣性和

全球競爭力。換言之，相較於過去獨尊主流語言、以母語為輔的課堂教學

模式，相關研究已經開始認識到學習者母語的價值和重要性，並且視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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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寶貴的教學資源（e.g., Cayado & Chan, 2022; Curle et al., 2020; Inbar-

Lourie & Donitsa-Schmidt, 2020; Keating, 2022）。然而，反觀臺灣，這方

面的研究仍非常有限。雖然政府極力推行少數族群語言的教學，但在政策

制定層面和教育場域中，仍缺乏具體的配套措施。臺灣擁有豐富的文化和

語言資源，包括原住民語言、閩南語和客家話等等，如何妥善運用學習者

的母語來促進他們在 EMI課程中所收之效益，為當前亟需要研究的課題之

一。

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文獻計量分析引用次數、重要研究主題和學者

及關鍵字可知，高等教育雙語化或雙語教育的相關研究主題廣泛且豐富，

大至社會、經濟、政治、歷史及文化層面，再到課程規劃、教材教法、專

業師資培育及學習成效評估，小至學習者的個人語言能力和學習動機等微

觀層面，研究主題可說是包羅萬象。此外，該領域研究以美國、英國、西

班牙及中國大陸為首，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文獻。總的來說，隨著全球化的

發展，高等教育雙語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各國的學者們從多元角度探

討相關議題，研究文獻也展示了各國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研究有助於我

們深入了解高等教育雙語化的影響和效果，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升學生

的語言能力和專業競爭力。

以下就納入本文分析且具代表性的文章做進一步的討論，以深入探究

高等教育雙語化或 EMI的相關議題、方法和成果。透過對這些文章的討

論，我們可以瞭解不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的差異，以及這些

研究對於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的貢獻。同時，這些研究也能揭示出在特定

國家或地區背景下的雙語化教育挑戰和成功案例，進一步拓展吾人對於高

等教育雙語化之理解和應用。

舉例來說，Rubio-Alcalá等人就高等教育雙語和多語化相關研究進行

了嚴謹的系統性文獻回顧。納入文獻分析的研究來自 21個國家，包含了

西班牙、土耳其、臺灣、韓國、中國、瑞典、孟加拉國、希臘、博茨瓦納、

保加利亞、德國、意大利、日本、立陶宛、卡塔爾、盧安達、塞爾維亞、

瑞士、烏克蘭、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西班牙和比利時、西班牙及日本。這

些研究大多以英語撰寫，根據其作者提供的資訊，30篇文章是以 EMI為

主題，23篇文章以 CLIL為主題，3篇文章以多語言教學為主題，3篇文

章以複語言（plurilingualism）為主題，3篇文章以CLIL和專業英語（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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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pecific Purpose, ESP），1篇文章以英語作為第二外語為主題，1篇文

章是以 EMI和專業英語為主題，1篇文章則是以英語媒介教育為主題。

Rubio-Alcalá等人建議，如果增進語言能力水平是實施 EMI、雙語或多語

言教學所期望達到的目標，那麼結合學科內容和特定的語言教學法會比單

以學科內容為基礎的EMI模式更有效益（Rubio-Alcalá et al., 2019）。最後，

Rubio-Alcalá等人亦發現，當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水平透過客觀方法（如標

準化測驗）進行測量評估時，他們的實際得分只有自我評量（self-report）

得分的一半，顯示學習者可能在這類型的課程中高估自身的語言能力。

Rubio-Alcalá等人主張，既有的雙語化研究文獻質量參差不齊，無論是在

研究設計、取樣及研究結果推論皆不夠嚴謹，因此 Rubio-Alcalá等人建議

相關研究應制定標準，嚴格遵循各研究方法的流程和規定，以獲致更值得

信賴的實徵研究結果。最後，無論利用質性或量化的研究方法都應有一致

性，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同教學法和不同的外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進而影

響雙語、多語或跨語言能力的發展。

除此之外，近年高等教育雙語化多以 EMI的方式呈現，相關研究重

心似乎由西轉東，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國家或地區逐漸開始重視 EMI教學的

重要性，並致力於提高相關的教育水平和品質，增加國際競爭力。特別是

在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臺

灣等國（e.g., Ahmed & Roche, 2021; Gu & Lee, 2019; Hu et al., 2014; Irham 

& Wahyudi, 2023; Lei & Hu, 2014; Yao et al., 2021），越來越多的高教或研

究機構開始設立 EMI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積極引進國際先進的 EMI教

學理念和方法，並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和民情，發展相應的教學實踐和應用

研究。臺灣 EMI相關研究議題雖待開展，近來已有中文的研究探討大學

EMI課程實施情形、影響成效之因素、學生及教師的看法和經驗等，並且

這些研究也為未來進一步探討臺灣 EMI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提供了重要

的參考。

另一篇近期由兩位臺灣學者以「The role of 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strategies in reducing their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avoidanc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language anxiety」 為 名 發 表 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的研究，探討研究生在英語授課的情況下所使用的學習策略對其

英語焦慮和 EMI迴避行為的影響，該研究亦是國內施行 EMI課程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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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照。英語焦慮，是一個長久以來在非英語為母語國家施行 EMI的熱門議

題。研究者採用了學習策略問卷和英語焦慮問卷來評估 208位研究生的學

習策略和英語焦慮程度，並使用 EMI迴避行為問卷評估他們對於迴避以

英語授課的課程之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使用的學習策略（尤其是

批判性思維）與較低程度的英語焦慮和較少的 EMI迴避行為有關，除此之

外，研究還發現，英語焦慮在學習策略和 EMI迴避行為之間起到中介的作

用。具體來說，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英語的學習焦慮和 EMI迴避行為之

間存在正向關係；批判性思維與英語焦慮則存在負向關係並調節著與 EMI

迴避行為的負向關係，亦即，適時的運用特定的學習策略可能降低學習者

的英語學習焦慮，進而減少他們對於 EMI課程的迴避行為（Tai & Tang, 

2021）。在此一個重要的概念名為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可能是來

自於學習者必須同時以英文邏輯思考並以英文表達而感到困難。研究者也

建議 EMI教師應盡可能引導學生運用和持續練習批判性思維等學習策略，

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課堂外，藉此學生能夠減少其認知負荷和英語焦慮。

例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進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小組活動，使學生熟悉

如何運用批判性思考。在課堂外，教師可以給予學習者需要應用英語相關

知識或要求學生用英語搜尋相關證據來支持其論點的課後作業。當然，教

師也必須做好能夠隨時回應學習者在 EMI課堂上所遭遇的問題或困難，

適時給予必要的協助。由這篇研究可知，EMI的相關研究文獻越來越關注

教師教學法在減少學習者對於 EMI課程產生負面效應方面的成效（Le & 

Nguyen, 2022; Mao & Peng, 2023; Pun & Jin, 2021; Tai & Tang, 2021）。

從近兩年的研究文獻可知，有關高等教育雙語化或是 EMI教學的相關

研究，逐漸由關注外在環境因素轉向聚焦如何提升學習者內在學習動機、

培養學習者運用多元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習者認知發展的教學或學習技巧

等。過去，相關的研究主題主要著眼於外在環境因素，例如政策制定、課

程設計、軟硬體設備跟進等，然而，近期越來越多的研究文獻指出，這些

外在環境因素雖然重要，但更需要關注的是學習者的內在認知歷程。許多

研究顯示，學習者的內在學習動機是優化學習成效的關鍵之一，因此，教

育機構需要將學習者的動機納入課程的規劃之中。例如，採用多樣化的學

習活動，讓學生參與主動自主的學習，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e.g., Jiang & Zhang, 2019; Ma et al., 2021; Yuan et al., 2022）。而此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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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呼應了本研究所歸納出的高等教育雙語化之研究前沿和熱點。

伍、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國際上針對高等教育 EMI相關的研究主題多元且

豐富。不難發現非英語系各國為了增加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皆致力於改

善其國內的雙語教育政策。綜觀本研究文獻計量分析之結果，下面針對研

究問題總結並提出建議。

一、結論

（一）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的成長趨勢及區域分布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1980年代相關研究前期係由美國、加拿大及西

班牙等國家位居領先地位，東亞、東南亞、歐洲和中東部分國家則在 2020

年左右開始逐漸累積更多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了解

不同地區在高等教育雙語化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和獨特挑戰，並為其他國

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啟示。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加強國際間的

合作，促進知識交流和共享，以共同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領域的發展。

（二）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領域中具影響力的作者及文獻

透過不同的引用次數指標可大致掌握某個研究領域或主題的研究熱度

和方向。分析結果顯示直接引用率最高的文獻為 Zhou（1997），Ricento

和 Hornberger（1996）次之，Valdés（1997）在後。此研究結果呼應了美

國當時的時空背景：民族融合過程中，國家語言政策的檢討和調整。此外，

作者的共被引次數亦反映了不同作者和文獻之間智識上的關係遠近：Jim 

Cummins在雙語教育領域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且提出的相關理論仍影響

深遠（如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Ellen Bialystok致力於探究雙語學

習對認知發展的影響；Ofelia García聚焦於語言政策和多語教育方面的研

究，為推廣多語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Colin Baker在語言教育和多

語教育具有卓越的研究成果，其出版的著作對多語教育實務工作者而言是

相當實用的指引。Do Coyle則專注於語言教育技術和教學法的研究，致力

於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促進跨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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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雙語化研究的主題分布情形及其智識結構

本研究運用關鍵詞共現分析及文獻引用分析，勾勒高等教育雙語化之

研究所立基的智識結構。研究結果揭示了歷來在高等教育雙語化的相關研

究主題涵蓋了全球公民意識、跨學科學習、社會正義、國際教育、語言政

策、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師資培育、語言認知、語言轉換、語言多

樣性、少數語言、語言認同、以及教師效能和態度等議題。此外，臺灣的

相關研究也與國際趨勢相呼應，但像是人類福祉、平等、權利和資源公平

分配等議題則待開展。該領域研究的思想流派也由最初關注語言政策和教

學方法，逐漸轉移到關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成效等內在因素。隨著高等

教育雙語化的推動和全球化的影響，研究者們逐漸重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力，以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成果和心理因素。

二、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供未來研究和實務工作之參考：

（一）持續優化政策配套措施

雙語或多語環境隨著時代推進已成為全球化趨勢，愈來愈多研究聚焦

在國家語言政策、多語社會及多元環境中的語言教學法等議題探討。因應

臺灣日新月異的教育環境和多元的學習者需求，相關單位針對高等教育雙

語化的教育策略擬定、課程設計及教學法的建議、雙語教學環境的規劃等

各面向的支持刻不容緩。明確的實施方式如：建立謹慎的師資遴選制度與

配套措施，抑或是在行政、師資及學生面向皆準備充足的量能來持續地推

動高等教育雙語化之課程，使高等教育雙語化臻於完善。

（二）相關實徵研究待開展

即使國外已累積多元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多元文化並存的臺灣目前在

高等教育雙語化領域之相關研究仍非常缺乏。有鑑於有效的教學方法應該

以實徵研究結果和證據為基礎，研究者應檢視其研究設計和實驗流程的準

確性，以更全面、客觀及嚴謹的研究方法來探討不同的雙語化課程如何影

響學生的學科內容和語言能力的發展和學習成效，進一步提出更具體的教

學建議。因此，建立臺灣高等教育雙語化實徵研究資料，縷析臺灣現階段

實施高等教育雙語化所面臨的狀況及困境，並提出因時、因地制宜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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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為多元文化共融的臺灣建立穩定且在地的語文發展基礎。

（三）提供充分資源和支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較近期的研究文獻可知，越來越多的研

究開始關注教師和學習者對於國家推行的高等教育雙語化或多語言教學政

策的看法。一項政策的頒布和推行必須具備充分的前期準備與集結眾人的

努力，換句話說，每位參與者的態度和作為都不容忽視，而政策的制定者

不僅應在各方面提供充足的資源和支持，也應給予參與者（如教師、行政

人員、學生等）更多的能動性，藉以提升他們實施高等教育雙語化教學和

學習的能力和意願。高等教育雙語化教育仍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非

英語系國家更是如此，吾人應持續評估其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何種效

應，同時根據不同的教學環境和條件進行調整和優化教學內容、方法和策

略，方能收最大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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