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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總結 

 
這篇綜述是基於多種學科關於雙重語言發展和不同的教育方法對於三至八

歲孩子的影響。在這裡面，有很多與傳統觀念不同的觀點。 

 
科學研究指出年幼的英語學習者是相當有能力去学会兩種語言的內容體

系。實際上, 他們的認知能力可能會從學習超過一種語言上受益。從長遠角

度而言，在第一種語言還未牢固之前就過渡到英語, 通常在三年級結束時, 

也許是有損害的。用家庭語言學習到的早期識字技能是可以轉移到英語

上。但是對於那些母語口語尚未流利的兒童而言，當他們被放置到僅使用

英語的教室或者轉移到完全的英語教學, 他們很難達到高水平的英語能力，

也不會像那些有機會學習兩種語言的兒童發展得那麼好。所有學習超過一

種語言的孩子能在認知上, 語言上, 和文化上受益。32 

 

在英語流暢的孩子中存在一些將

會影響他們怎樣學習英語的顯著

差異。這些差異包括家庭中使用

的語言, 家庭社會經濟狀況, 孩子

的年齡和對英語接觸的程度, 母語

的流利程度，家庭移民到美國後

面對的各種狀況, 和家庭的特殊價

值觀和風俗。 
 

這裡的每個因素都可能要求各個

教育項目加以適應，因為沒有一

個學習英語的教學模式能適合所

有的人口和情境。除了英語學習

者的不同之外,這些項目還存在以

下的區別，比如：職員專門技術, 

資源和能力, 和社區的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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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關於年幼英語學習者的普遍誤傳 
 

隨著對所有學生的責任感和高學習成績的要求的增長, 教育決策制定者越來越關注來自

非英語背景的兒童(三至八歲)。那些在家裡使用非英語語言且不俱備完全流利的英語能

力的孩子被指定為英語學習者。 

 

在過去十年裡, 英語學習者在學校系統裡的增長率相當顯著, 特別是南部的一些州，在那

裡有著百份之三百至四百的增加。在美國的一些地方,超過百份之五十的學齡前兒童是

來自非英語母語的家庭。(1)  作為一個群體, 英語學習者往往有困難達到流暢的英語, 同

時學習成績又滯後, 而且有著比那些母語是英語的兒童差不多兩倍的退學率。2 

 
所有的這些因素促成一個緊急需要：設計和實施能確保英語學習者迅速進步並達到高水

平的教育方式和學校結構。如何最好地教導我們的非英語母語的學生從而使他們英語流

暢並達到高學術標準這個問題，目前的研究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反而是被一些誤傳和迷

思覆蓋著。  

  

幸運的是, 在過去二十年里許多學科的進步，包括神經科學, 雙重語言發展, 早期兒童教

育項目評估, 和多種語言發展等等，都在如何為年幼英語學習者提供最佳政策和實施上

給予了有用的指引。 

 

仔細分析地話, 這些新研究得出的是與那些大眾所持的誤傳和迷思相反的觀點，而後者

已經影響了為三至八歲英語學習者服務的教育項目的教導, 評估, 和組織結構。   

 
新研究指出，一個有持續性和一致性，能夠為學前兒童到三年級（Pk-3）提供不斷增加

的學習機會的教育方式，將可以提供最佳的機會來改善學術表現。如果這種六年的持續

性教育有著整合標準的課程計畫，系統一致的教學方式，以及與時並進的評估體系，英

語學習兒童在 (PK-3) 的項目裡會有很大的受益 。 

 

這個Pk-3的方法能給英語學習兒童更多時間來掌握英語的根本元素和學習據挑戰性的學

科內容。在第三年級結束時的學習成績的成功將會增加英語學習兒童在未來學業上做好

的可能性。 

 
這份摘要著重強調了六個關於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兒童的成長和學習的普遍觀點，和當前

的一些研究成果用來更好地指導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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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傳一: 在兒童早期學習兩種語言會超負荷, 混淆, 並/或拖延英語的學習。 
 

當學齡前兒童把西班牙語插入英語句子，或學齡兒童與他們的同伴交往時反覆替換兩種

語言, 傳統觀念認為他們是混淆兩種語言。對於兒童，最初幾年的語言學習是一項巨大

且富挑戰性的任務, 所以有些觀點，比如在幼兒啞啞學語時就讓他們學習兩種語言會拖

延語言整體的流暢，也是有合理性的。3 

 

實際上, 恰恰相反。在全球範圍內，大多數年幼兒童能在早期成功地學會超過一種的語

言。當下一些神經科學家和語言心理家的關於嬰幼兒期間雙語學習的扣人心弦的新研究

也強調了：人腦擁有能學會多種語言的廣泛容量, 而且嬰兒是有能力區分各種語言並闡

釋語言暗示從而決定哪種語言適合用於哪種特定的情境。4 

 
科學界公認的是雙語嬰兒在第一年的生活期間能形成兩個分開的但又相互連接的語言系

統。5 現在我們還知道, 從出生開始嬰兒天生就擁有學習兩種語言的能力，而且早期的雙

重語言接觸不會延緩任何一種語言發展。  

 
最近研究還指出，兩種語言的學習會增強大腦皮層那些和語言，記憶，和注意力相關的

腦組織的密度，從而對大腦有益處。 6  學習雙語的年幼兒童的和語言相關的大腦部份還

會有更多的神經系統活動。7 這些增強的大腦活動和神經系統密度會對某些類型的認知

能力有長期的正面的影響, 譬如集中注意力在細節的任務上的能力和知道語言是怎樣建

構和使用的能力。8 

 
這些研究還顯示，懂得超過一種語言並不會拖延英語的學習或妨礙以英語為主的學校成

績。對於那些在學會家庭語言後開始學習英語的兒童（通常三歲左右），研究指出大多

數兒童能在Pk-3 期間增加第二種語言, 而且這種雙語能力在長期上會對認知, 文化, 和經

濟有好處。9, 10, 11 



 5 

挑戰關於年幼英語學習者的普遍誤傳  

第五頁 
 
 

 
 

誤傳二: 從學前至三年級完全浸透在英語里是讓年幼的英語學習者學習英語

的最佳方式。 

 

常識告訴我們：孩子在英語聽力和口語上花越多時間, 就可以越快地掌握英語的基本元

素。對於那些第一種語言已經完全形成的成人和較大的兒童, 這種說法也許是對的。而

且說孩子需要充足的語言輸入才能獲得流暢也是正確的。另外, 許多教育家顧慮如果幼

童最初不是以單一英語教導, 他們會容易混淆, 從而可能導致學習英語流暢和識字技能的

延遲。 

 
然而，一些關於早期英語浸透計劃對英語學習學生的效果的研究成果則與這種說法持相

反意見。證據指出參與這些學齡前項目的兒童會丟失他們使用第一語言溝通的能力, 開

始偏向英語語言, 出現許多與其大家庭溝通的問題, 且英語成績往往讓人沮喪。12 

 

對於那些正在活躍地學習但尚未掌握第一語言關鍵元素的幼童, 過早的把他們的第一種

語言完全轉移到一種新的不熟悉的語言，會對其在PK-3甚至更長遠上的英語流暢度和學

校成績造成負面影響。如果用英語取代家庭語言從而使孩子沒有機會繼續學習他們 

已懂的語言，英語是有可能成功地被學齡前兒童所接受的, 只是他們將來的英語的語法, 

概念, 和學術發展就可能會有風險。 

 
在兒童早期, 為其提供有系統且經過仔細設計的英語接觸, 同時不間斷地讓其學習家庭語

言的重要概念, 能讓兒童在第三年級結束時在家庭語言和英語上同時達到最好的成果。13 

 

最近研究指出在學齡前對家庭語言學習密集支持將會幫助, 而不是傷害, 長期的英語學習

能力。在成人的幫助下，幼童能用英語和家庭語言學會童謠, 歌曲, 擴展詞彙量, 以及早

期識字技能。在評估中學和高中學生時, 那些在三歲至八歲時獲得系統性的家庭語言學

習機會的英語學習者, 往往勝過那些就讀於單一英語授課的學校的學生。14, 15, 16 

 
這些學習雙語的機會可以出現在指定的課堂授課時間裡, 也可以擴展到家里由成人帶領

的用第一語言進行的活動。鼓勵英語學習兒童的家庭堅持使用家庭語言與孩子談話, 閱

讀, 和唱歌, 並且把家庭語言用在日常生活中，將會使孩子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其第一語

言仍有可持續性的發展。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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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傳三:  因為學校沒有條件對學生中的各種語言給予指導, 所以應該只提供

單一英語教學。 

 

從全國各地的早期教育項目來看，不僅英語學習兒童的人數在增加, 而且在這個群體中

代表的不同語言的種類也在增加。在洛杉機郡 2004-2005年, 超過百份之五十五的剛進入

幼稚園的五歲兒童來自主要家庭語言為非英語的家庭, 其中百份之八十八講西班牙語

的。19  在Head Start 所註冊的家庭之中, 有講超過140 種的不同語言。與其同時,不到百份

之十的老師能流利地講超過一種的語言, 而且，在那些持有早期教育執照的老師中，

只有極少數受過關於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訓練。20 

 

由於學校管理層無法滿足各種語言群體的需要, 他們主張說採取單一英語教學是合理

的。雖然從狹隘的職員配備方面來看，這是有點道理的, 但這是一個被誤導的結論。因

為從先前的討論可以清楚的看到, 如果想要英語學習兒童在學術上, 社交上, 和認知上茁

壯成長, 他們需要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得到系統性的家庭語言的支持。 

 

即使老師不能講孩子的第一語言, 他們還是可以用許多特殊的教學方法來支持兒童母語

的發展。21老師和輔助職員能在日間各種各樣的學習場合支持兒童的家庭語言; 他們也可

以訓練父母, 社區成員, 和義工來幫助英語學習兒童使用他們的家庭語言。最理想的是，

教育工作者能在整個小學階段都能提供家庭語言上的支持。 

 

所有學齡前至三年級(K-3)的老師是有可能在教英語學習兒童英語的同時，支持孩子的第

一種語言的發展 — 即使老師本身沒有在這語言上的經驗。雖然這是一個據有挑戰性的

目標, 但是在那些講許多語言的教室裡這應該被給予高度優先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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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傳四: 當母語是英語的人就讀於雙語項目中時，其學術和語言的發展可能

會出現延遲。 
 

傳統觀念指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會不願意讓母語是英語的孩子就讀於使用多種語言指導

的課室。他們擔心他們的孩子會在PK-3後不如那些僅使用單一英語教學的同齡人。而

且，因為所有重要的達標測試都是使用英語, 他們還會擔心學生會因為花時間學習第二

語言而處於劣勢 。 

 

實際上, 最近評估顯示雙語教學的方式對英語學習學生和母語是英語的學生都是有效

的。雙語教學項目教導所有孩子兩種語言。目標是幫所有學生培養其雙語和雙重文化。

在這些早期教育課堂, 所有學生都能體驗學習第二種語言以及接觸豐富的多種文化和社

會習俗的的益處和挑戰。 

 
雙語教學方式是少數能充分地拉近英語學習學生學術成就但又不影響非英語學習學生的

教學方法之一。從標準化的達標測試結果和從父母, 老師, 和管理偕層人員的正面報告來

看, 所有的學生似乎都有受益。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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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傳五: 當入讀幼稚園時, 講西班牙語的拉丁裔會有社交和學術方面的延

遲。 

 
拉丁裔的英語學習兒童在學習成績上的落差，在進入幼稚園時就很顯著，並會持續至其

整個學校生涯。一項大型的全國研究指出, 在入讀幼稚園時, 低收入家庭的拉丁裔兒童的

算術和閱讀成績, 超過一半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24 

 
與那些單一英語背景的同齡人相比, 母語非英語的兒童在成績上的落差還會延伸到其他

的學術達標項目， 包括高中畢業率和大學入学率。25, 26  

 
雖然這些學術差距已有大量的紀錄且在教育社區廣為人知，但幾乎沒有人真正注意這些

英語學習兒童的社交能力的發展。27 

 
英語學習兒童的情緒和社交能力對於他們適應學校和成績達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想要

很好地適應學校, 年輕的孩子必須學會控制情緒, 服從指示, 形成正面的社交鏈, 並適當地

表達情感。從多個家庭風險因素來看, 例如貧窮, 非法移民狀態, 英語流利程度, 以及精神

和身體健康的服務等等, 拉丁裔的英語學習兒童會比那些白人以及非拉丁裔的同齡人在

精神健康上有著更大的風險。 

 

但是, 最近研究發現來自墨西哥移民家庭中的孩子, 比起那些白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同齡人, 

他們內在和外顯的精神症狀反而比較偏低。28 老師評估那些來自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孩子

在入讀幼稚園時, 他們的社交和情緒能力比起有相似背景的同齡人較為偏高。考慮到墨

西哥移民家庭存在的多個風險因素，這個關於他們的孩子有“精神健康上的優勢”的發

現是相當值得關注的。 
 

在這個被視為處境艱難的群體中，有著未被確認的社交情感的优势。學校的教職人員應

該了解, 支持, 並加強這些潛在的能力。既然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兒童比其同齡人在內和外

的個人技能更強, 拉丁裔在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應更加促進了他們孩子控制情感和在學校

與其他人相處的能力— 這些是在學校成功所需要的兩種較高的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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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傳六:  由於他們的家庭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拉丁裔的英語學習兒童較少參

與學前教育項目。  

 
報告指出，與非裔, 歐裔, 和亞裔美國人相比, 拉丁裔家庭讓他們的孩子就讀早期教育項

目的比率要低得多。在加利福尼亞, 不計種族的話，全州差不多有一半的三至五歲的兒

童(47％)就讀於早期教育項目或托兒所, 然而在拉丁裔裡只有37%的三至五歲的孩子就讀

於類似的項目。29  如果這些拉丁裔兒童的家庭裡沒有十四歲以上的能講流利英語的人

(類似於語言隔絕)，他們的註冊率則下降到32% 。相反地, 在加州的亞裔家庭里，不管是

否有能講流利英語的十四歲以上的人, 大約有50%的亞裔兒童都就讀於早期教育項目或

托兒所。 

 

傳統觀念認為，雖然優質的早期教育有眾所周知的益處，但拉丁裔兒童的入學率仍然很

低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信仰。拉丁文化非常強調"家庭"觀念且通常都會在

經濟和其它支持尋找家庭來幫助，因此許多講西班牙語的母親會選擇把他們的孩子留在

家裡而不是讓他們就讀於早期教育項目。 

 

最近的研究開始對這個假定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拉丁裔兒童在家庭外的早期教育項

目的低入學率，並不是因為這些家庭在文化上的抵觸，而是因為其有限的經濟能力和缺

乏信息渠道和途徑。30, 31  實際上, 拉丁裔母親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優質的早期教育, 但往

往無法在他們的社區找到他們財力能承當的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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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以下的結論是基於當前的研究和實踐。 

 

1. 所有年幼的兒童都俱備學習雙語的能力。通曉雙語能使其在認知, 學術, 社交, 文

化, 和經濟上得到長期的益處。雙語能力是一項重要資產。 

2. 年輕的學習英語者需要系統性的支持來讓他們的家庭語言有持續的發展。 

3. 家庭語言的流失會在長期上，在兒童的學術, 社交, 和情緒發展, 以及家庭溝通方

面，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 
4. 即使老師僅懂會講英語, 他們和學校也是能採取有效的方式來支持家庭語言的發

展。 
5. 雙語教育項目不僅是一種能有效地改進英語學習兒童的成績達標的方法, 同時也

能讓母語是英語的學生受益。 
6. 講西班牙語的孩子在進入幼稚園時已有很多社交技能是因為正面的家庭教育。這

一點應該得到肯定和加強。 
7. 拉丁裔的父母重視優質的早期教育。他們會讓孩子就讀那些能被支付得起且容易

被找到學校項目。 

 

最後, 只有認識到三至八歲是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 我們才會在這些教育項目里強調連續

性並為他們提供足夠長的時間使其充分受益。學齡前至三年級(PK-3)是掌握語言的聲

音，結構，和功能的非常關鍵的年份，因此這也是讓孩子接觸兩種語言並由中受益的最

理想的時期。7, 22, 25  

 

通過有規律並持續地應用這些研究結果, 我們能改進英語學習兒童的教育結果, 同時改進

我們多元文化社區的社會和經濟能力。當然, 我們必須把摒棄所有過時的不正確的理

解，並持續地將當前的科學研究結果致力於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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