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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美語廣告的語言意識形態分析 

 

研究生：許詩君 

國立台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從批判媒體識讀的角度，採論述分析法來檢視兒童美語廣告中關於

「英語」這個語言的論述，並以語言意識形態及語言帝國主義等理論為基礎，探

討兒童美語廣告媒體中可能負載的意識形態。本研究的研究結論發現台灣兒童美

語廣告多藉由「比喻」及「意像的型塑」來塑造英語的語言形象，並且其潛藏了

「英語凌駕其他語言之上」的語言意識形態。這種意識形態的權力運作保障了少

數菁英份子的社經地位及權力，而形成了「人人必須或想學英語」的社會現象。

因此，筆者建議國人應從批判教育學的觀點，來批判、反省這些廣告論述，使我

們的英語教育能掙脫英語語言文化殖民的宰制，並發展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價值意

義，如此才能真正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力。 

 

關鍵字：兒童美語廣告、語言意識形態、批判媒體識讀、論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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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guage Ideology in Children English Education 

Advertisements in Taiwan 
 

Hsu, Shih-Chun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language 

ideology of the advertisements of children’s English courses through 

reviewing materials used in the media.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discussing are language ideology,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media 

literacy (critical education) etc. The study found that advertisements 

portrayed the role of English via metaphors and images.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is that English is superior to all other languages. The results of 

this ideology ensure the right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elites and make 

everyone “need or want to learn English.” Therefo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loniz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we should adopt critical 

education to review these discourse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develop 

our own value. By this way we can really enhance ou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 Children English education ads; language ideology; media 

literacy;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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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美語廣告的語言意識形態分析 

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台灣兒童美語廣告中所隱含的語言意識形態、其背後的權

力運作，及其影響。本章內容包含：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與

研究問題」；第三節「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年台灣社會中流行著許多諸如「提升台灣競爭力」、「與世界接軌」、「國際

化」的口號。在政府大力推動經濟並且追求國際化的同時，台灣人民多將學英語

和「與世界接軌」及「國際化」畫上等號，認為學好英語就能擠身國際舞台。 

在全民瘋美語的潮流下，我們每天接受了許多新的資訊，也不知不覺地被這

些訊息所影響，兒童美語補習的廣告也漸漸地主導了國人的語言態度及價值判

斷。然而，意識型態不只是滲透於學校知識、師生關係、學校制度規訓當中，它

更潛藏在學校以外更大的潛在課程—傳播媒體之中，一些不具批判性的讀者在其

社會化的過程中鮮有選擇的機會。 

因此，作為一個具有批判媒體素養的讀者，我們必須先有反省、批判的能力，

以發現新的觀點與認知方式，超越現有的視野去看事物。然後，以自己過去的生

活經驗為基礎，來發現屬於自己的意義，並以自己的知識和經驗為基礎連結以產

生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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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本研究從批判媒體識讀的角度，採論述分析法來檢視兒童美語廣告中

關於「英語」這個語言的論述，探討兒童美語廣告媒體中可能負載之各種意識形

態。查看這些語言意識形態是否給予「英語」凌駕所有其他語言之上的特權，並

聲稱為著某些目的它在本質上是更好語言。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節主要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說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四： 

（一）嘗試以論述分析來詮釋性地解釋台灣的兒童美語廣告隱含著哪些語

言意識形態。 

（二）探討台灣的兒童美語廣告如何形塑英語的語言形象。 

（三）探討這樣的論述形成的甚麼樣的社會現象（亦或是甚麼樣的社會現象

而形成這樣的論述）。 

（四）最後盼望能根據研究結論給予讀者一些具體的建議。 

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台灣兒童美語廣告具有何種語言意識形態？ 

（二）台灣兒童美語廣告如何形塑英語的語言形象？ 

（三）兒童美語廣告隱含之意識形態其背後權力運作為何？ 

（四）這種意識形態造成了甚麼樣的社會現象？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英語」vs.「美語」： 

目前台灣英語教育的主流語體是北美英語（North American English），或稱

美語。莊坤良（2002）、廖柏森（2007）等多位學者均指出隨著全球化的浪潮，

英語已成為全球化的語言。英語會受不同地區和不同情境的影響而發展出不同的

語體，所以北美英語（美語）只是英語許多語體中的一種。就著社會語言學者的

觀點，這些不同的語體在本質上並沒有好壞之分。因此。在我們的英語教學中，

應該跳脫美式英語單一模式的理解。 

許多國人在學英語時都有一個困惑，到底要「學英語好」還是「學美語好」？

「英語」抑或是「美語」才標準？張湘君（1999）指出雖然英語和美語確實有讀

法、拼法或用法上的差異，但並不妨礙彼此語意的溝通。再則，從外國人的角度

看，他們不在意「語音」或「口音」上的差異，他們在意的是「用法」和「語法」

上是否有錯誤，所以在他們的觀念中就沒有所謂的「標準英語」。因為本論文並

不是在探討「英語」和「美語」的文法、句法或詞彙上的差異，所以在本論文裡

「英語」和「美語」二辭交互使用，並沒有意義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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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蒐集有關語言意識形態理論、台灣兒童美語

補習教育，以及批判媒體識讀等文獻資料，以作為研究之理論基礎與研究發現討

論之參考依據。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語言意識形態」。第二節「語言帝國

主義」。第三節「語言規劃活動」。第四節「台灣的兒童美語補習教育」。第五節

「批判媒體識讀」。 

第一節 語言意識形態 

在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人類學中，語言意識形態是一個系統架構，一個如何傳

遞語言或賦予一種語言某種意義、社會或政治價值的系統架構。Schiffman（1996）

把關於語言的意識形態稱為“語言文化”，是隱性語言政策的一部分，包括語言態

度、立場、觀念等。語言意識形態包含所有看得見的或隱藏的語言態度，它認定

了什麼是"正當"的講話。如在美國獨尊英語運動中，他們相信語言的同質性有利

於社會，所以他們共同的語言意識形態就是標準英語（張學謙，2005）。 

在研究社會語言學的領域裡普遍認為，所有語言的溝通和表達能力都是平等

的。然而，正如其他的意識形態，語言意識形態時常具有政治意義，並深深的形

塑使用者如何了解社會生活。語言意識形態可能給予某一種方言、語言，甚至是

某一種語系凌駕所有其他語言之上的特權，並聲稱為著某些目的它在本質上是更

好語言。 

語言意識形態專指人們對語言所持有的看法，並且那些看法是如何反映在使

用者身上。Walt Wolfram 和 Natalie Schilling-Estes（2006）就認為語言意識形態

是一種根深蒂固的，不容置疑的信仰方式。這種信仰包括在一個社會裡對同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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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價值的看法，認為某種語言是優美的，某種語言是有智慧的或沒智慧的，或者

一個國家認為某種說話方式是有價值的等等。 

Skutnabb-Kangas（2000）指出透過思想的控制，最能達成“意識的殖民”、或

“霸權的控制”，因此意識形態的說服是相當有效的控制手法（張學謙，2005）。

例如，Phillipson（1992）在「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裡，認

為英語被簡化成三種論述：一、英語的內在論證（English-intrinsic arguments）—

認為英語是優美、文明的語言，並且是發展的工具（第一個非種族與意識形態的

全球語言）。二、英語的外在資源論證（English-extrinsic arguments）—強調英

語有豐富的文化資源，能取得文學、科技等知識。三、英語的地位功能論證

（English-functional arguments）—如英語是高階語言，享有權勢。擁有英語能力

就可以讓人們邁向現代化的科學技術、進行跨國聯結，或是更能獲得國際了解（林

照真，2003；張學謙，2005）。將英語美化為有價值的語言資源，是地位、權勢

的象徵，經過意識形態的洗腦後，在人們身上就自然地發生語言的選擇和轉移。 

批判語言學者認為語言和意識形態二者都深根於社會結構。語言行為

（linguistic behavior）會影響人類的認知等非語言層面，同時語言使用者的社會

經濟地位也會影響其語言的使用，因此，語言在不知不覺中成為意識形態的仲

介。語言本身並不是中立的，而是被中立化了，所以使用者必須有深切自我反省

的能力，否則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就會被這套語言的意識形態所強制（翁秀琪，

1998）。 

第二節 語言帝國主義 

由於英美兩國長期在全球的政治經濟上處於主導地位，使其語言文化也隨其

國際地位提升，形成了「英語語言文化優越」的意識形態。這種意識形態使得不

擅長英語的人容易受到歧視，或則失去公平取得社會資源或利益的機會，進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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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們竭力地去學好英語而使其母語的傳承受到排擠。這種語言發展失衡的現象

便是 Phillipson（1992）所謂的「語言性」帝國主義（林照真，2003；王淑儀，

2005b，2005c）。 

Crystal 認為英語的霸權地位和英語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所佔據的中

心地位絕對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十九世紀末英國殖民帝國的擴展達於鼎盛，二

十世紀美國經濟強權的崛起，讓英語繼續維持現今世界的語言地位。Crystal 在

《英語帝國》一書中指出英語在許多領域中獲得主導性地位。例如：英語在電腦

網路事業中成為主流的優勢語言，也是國際溝通（娛樂）傳播媒介，國際旅遊偏

用英語的趨勢尤為明顯。英語也是獲取世界上大量知識的媒介，成為許多國家中

習得高深學問的普遍工具，英語教學（ELT）也在全球成為主要發展的事業。甚

至在飛航安全上，英語也已成為各國主要溝通語言。由於不斷強調英語的主導

性，而想像建構鞏固英語的優勢性地位，因而在經濟、政治及意識形態上限制了

某些國家與個人，使其選擇英語為強勢語（鄭佳美譯，2000；蔡靜宜，2002；林

照真，2003）。 

1992 年 Garcia 將世界的語言比喻為一座花園，花園中需有各式各樣不同顏

色的花，花園才能顯得美麗豐富（張學謙，2005）。1996 年 Phillipson 和

Skutnabb-Kangas 提出了「語言生態說（The 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或

Language Ecology）」（王淑儀，2005c）。1997 年 Kaplan 和 Richard 在其著作「語

言規劃的實務與理論（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中也提出了

語言規劃的生態觀。這些學者皆認為各國政府應該制定多元語言的教育政策，以

保持世界上語言生態的平衡，以及語言文化的多樣性，進而避免英語帝國主義的

擴散與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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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言規劃活動 

Cooper（1989）認為語言規劃是一種影響他人語言學習及語言社會功能的活

動。不僅一個國家的政府機關能制定一項語言規劃政策來影響人民的語言學習活

動，民間團體或私人企業組織亦能依照自己的理念設計自己的語言規劃，如母語

的振興等，來影響語言的社會功能或他人的語言學習動機。 

Ruiz （ 1984 ） 提 出 語 言 規 劃 可 以 將 語 言 當 作 ： 社 會 問 題

（ language-as-problem ） 、 人 民 的 權 利 （ language-as-right ） 或 社 會 資 源

（language-as-resource）（黃宣範，1995；陳淑嬌，2001；張學謙，2005）。英

語在我國的正式教育體系中一直被賦予比其他外國語言佔優勢的地位。英語除了

是中等學校教育中的必修課程之外，英語也被選為大學一年級唯一的必修外語

（林照真，2003）。由此可知，英語在台灣政府的語言規劃中被視為一種資源。 

再則，陳淑嬌（2001）指出語言具有三項語言功能：（一）工具功能：指語

言可以反應社會經濟地或工作升遷的機會，該語言的使用者可以獲得各方的利

益；（二）溝通功能：則是語言用於族群間（intra-groups & inter-groups）的溝通；

（三）群意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意指語言可用以表達文化、族群的認同。

筆者認為「群意功能」即 Fishman（1977）所說的語言的「象徵功能」，使語言

成為某族群或群體的表徵。 

Edwards（1985）認為語言規劃成功的關鍵在於語言的工具功能。黃宣範

（1995）指出經濟效益是語言轉換的最主要因素。倘若學一種語言可以得到快

樂、滿足，或則可以獲得社會資源或利益，這樣的動力便會趨使人們選擇、使用

或學習那種語言。於是，本研究欲檢視兒童美語廣告究竟賦予英語甚麼樣的功能

或優勢，以影響國人的英語學習動機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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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的兒童美語補習教育 

由於美語教學市場擁有的龐大商機，補習班的美語教學永遠都跑在學校正式

教育的前面。陳錦瑤（2002）推究台灣目前兒童美語補習教育非常興盛的原因可

能與教育部推動國小美語教學有關。回顧以往學校教育從國中才開始正式學美語

的時期，補習班除了搶佔國中生課後美語補習的市場外，還積極開拓國小兒童美

語教學的市場。當國小開始正式教授美語課程時，國小兒童課後學美語的市場早

已飽和，補習班又大力倡導「語言學習關鍵期」，英語要越早學越好，而向下往

學前幼兒開拓提早學美語的補教市場（林佩蓉，2005）。 

在政府推動經濟並且追求國際化的同時，加上廣告媒體的推波助瀾，台灣人

民多將學英語和「與世界接軌」及「國際化」畫上等號，認為學好英語就有「競

爭力」，就能擠身國際舞台。因此，國內雙語幼稚園、美語學校、「全日英」、

「半日英」補習班、雙語中小學蓬勃發展，並且標榜由外籍教師進行「No Chinese」

的「全美語」教學。 

台北師範學院兒童英語教育研究所所長兼系主任張湘君教授，自美回台後頗

肯定英語的重要性，一開始她不但不反對全面學習美語，甚至在自己的小女兒身

上進行「全美語」浸泡式學習的實驗。張教授的女兒在這樣的環境下漸漸長大，

她卻驚訝的發現，純英語的學習竟在女兒身上產生因文化不同而帶來的衝擊。例

如：很多價值觀因長時間受外籍教師的影響而明顯地和父母不同。小女兒不再認

為自己是中國人，對西洋文化如數家珍，對中國的節慶則全無興趣。再則，在台

灣國小啟蒙階段，國語文是一切學習的主要符號及工具，且兒童口語能力的發展

又與其讀寫能力的發展有密切關係。如果兒童在幼稚園階段中文沒學好，進了以

「讀寫發展」為重點的小學之後，中文及其他學科的學習自然會加倍困難（林照

真，2002；林佩蓉，2002；張湘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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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佩蓉（2002）也從兒童的語言發展、認知發展、社會發展以及自我概念

與人格的發展的角度檢視，認為兒童上全美語學校，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張湘君

教授也認同英語是孩子未來有力的競爭工具之一，她不反對孩子在幼兒階段接觸

英文，但絕對反對英文是兒童每日生活學習的全部。因為英語能力絕不等同於競

爭力，擁有競爭力的孩子應該要具備是更大的能力。 

外語學習是一種認知性的心智活動，兒童學習外語時必須依賴先前習得的知

識來理解、記憶和創新。中文本來就是我們的母語，所以國語（母語）是兒童思

考和學習的最佳資源。倘若限制兒童使用國語學習，便會窄化兒童學習的廣度和

深度。然而在台灣家長普遍認為在課堂中使用全美語教學，禁止說中文，兒童才

能學好美語。長期在全美語環境中的兒童，由於教師禁止說中文而獎賞說美語，

兒童可能會比較認同西方語言和文化，產生一種外來文化的優越感。甚至覺得不

會說美語會很丟臉，說中文是可恥的事，進而不願說中文或排斥本土文化（張湘

君，2003；李家伶，2004；林佩蓉，2005；廖柏森，2007）。 

第五節 批判媒體識讀 

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核心議題在於發展一種揭露媒體中可能負載之各種意識

形態的批判意識與能力（楊洲松，2008）。媒體識讀並非只是一種分析技巧，而

是一種解讀過程（reading process）。一個人藉由解讀流行文本，不但能質疑媒體

的再現方式，也能反思其文化經驗，發展出另類的解讀策略和反抗實踐，以轉換

現有社會的不公不義（Nam, 2003；Semali & Hammett, 1999)。由此可見，「媒體

識讀」較著重識讀的社會、文化層面，不再只是發展一套讓個人免於受到媒體污

染的技能，而是關心各種讀/寫技能和符號系統、社經脈絡以及權力運作之間的

關係，尋求賦權與解放的契機（林宇玲，2008）。 

楊洲松（2008）指出批判媒體識讀主要源自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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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批判教育是透過重新「命名」、批判地「反省」、以及「行動」來啟發人

們的「批判意識」(critical consciousness）。批判意識就是不將這個世界視為理所

當然。將我們所看見的社會現象或所聽見的一套說法重新命名，以發現新的觀點

與認知方式，超越現有的視野去看事物。批判地反省則是以自己的知識和過去的

生活經驗為基礎，將事件連結以產生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黃柏叡、廖貞智，

2005）。 

本論文基於此一觀點，在第四章研究發現與討論中，均將先呈現兒童美語廣

告論述的文本分析（即將兒童美語廣告論述重新命名）後，再進行討論（以我們

的知識和生活經驗批判的反省，將兒童美語廣告、社會現象、學術知識加以連

結），期望能發展出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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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四節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第一節「研究方法的選擇」；

第二節說明「文本研究資料的收集」；第三節「研究的價值與限制」；以及第四節

說明「研究流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論文採取文本論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欲嘗試詮釋性地解釋台灣特定的社

會現象：台灣的兒童美語廣告如何形塑英語的語言形象，它隱含了甚麼樣的語言

意識形態，在這種論述的背後有著甚麼樣的社會脈絡。 

由於「論述」就是人們所說的話，人對某事或某現象的想法、看法。人們藉

著語言將知識和社會文化結合成一個有意義的「論述」，進而建立起一整套的知

識系統。Fairclough（1992）認為文本也是論述（語言使用）的一種表現形式。

因此，文本論述分析（Textual Discourse Analysis)，就是研究「書寫出來的文本

（Written Text)」，研究「脈絡中的言談和文本（Talk and Text in Context)」（Foucault, 

1970；黃月美，2003；蘇峰山，2006）。 

文本論述分析容易被誤以為是一種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

法。然而，內容分析是一種量化的研究，而論述分析主要是使用質性分析法檢視

媒體內容。因為語言的使用是一種社會活動，所以需要將論述（語言使用）看作

是一種社會實踐（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注意它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的關

聯性。所以，文本論述分析強調語言中所顯示的社會行為與互動關係，探索潛藏

在文字背後的語意內涵、預設立場和社會關聯等，並嘗試詮釋文本的意義（游美

惠，2000；韓享良，2002；謝卓君，2004；曲皓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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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本研究資料的收集 

本論文的文本研究資料（兒童美語廣告文宣）收集的時間為 2007 年的 12

月至 2008 年的 6、7 月，其中收集的方式包含網路搜尋，報章雜誌，以及親自或

委託親友至花東、台北、桃園、嘉義、高雄等地區的美語補習班收集廣告資料，

內容包括各式招生文宣、廣告 DM 等。 

本研究並非針對兒童美語補習班廣告中之所有內容進行探究，僅針對在兒童

美語補習班廣告中，對＂英語＂這個語言的描述，探討兒童美語廣告給予英語何

種語言價值/語言地位。本研究並未對廣告中，關於其補習班的師資陣容、教學

方法、軟硬體設備等行銷內容加以討論。因此，本研究蒐集的文本研究資料（兒

童美語廣告文宣）僅將含有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兒童美語廣告進行編檔。 

以下為本論文的文本研究資料編檔總表1： 

                                                 
1 檔案編號原則請參照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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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 補習機構 工具功能 溝通功能 情意功能

1 檔案 1-1 ELITE 先捷外語機構 ★   
2 檔案 1-2 ELITE 先捷國際 ★  ★ 
3 檔案 2 快樂瑪麗安美語教學機構 ★  ★ 
4 檔案 3-1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  ★ 
5 檔案 3-2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  ★ 
6 檔案 3-3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  ★ 
7 檔案 3-4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  ★ 
8 檔案 4-1 長頸鹿美語 ★   
9 檔案 4-2 長頸鹿美語 ★  ★ 
10 檔案 5-1 何嘉仁美語 ★   
11 檔案 5-2 何嘉仁美語 ★  ★ 
12 檔案 5-3 何嘉仁美語 ★  ★ 
13 檔案 6-1 普拉斯美語文 ★  ★ 
14 檔案 6-2 普拉斯美語文 ★   
15 檔案 7 格蘭英語 ★   
16 檔案 8-1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 ★   
17 檔案.8-2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 ★  ★ 
18 檔案 9 林錦英語教室 ★   
19 檔案 10 Live 互動美語 高雄直營

總校 
★   

20 檔案 11-1 文揚資優生 ★   
21 檔案 11-2 文揚資優生、惠安國際教

育中心 
★  ★ 

22 檔案 12 許老師美語教室 ★   
23 檔案 13 賴世雄兒童美語 ★   
24 檔案 14 科見美語 ★   
▲表一：文本研究資料編檔總表（★表示該廣告賦予「英語」該項語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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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價值與限制 

目前課後參與英語補習，幾乎成為國小學童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這樣競爭劇

烈的美語補教市場中，各美語補習班也注入許多的心力與金錢於其行銷上。這整

個行銷與消費架構已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包括兒童參加校外英語學習的相關消

費行為研究（劉家寧，1988；李斯毅，1997；張志雄，2001；何秀鑾，2004；楊

文彥，2004a；呂佩樺，2005）、兒童的學習態度與動機（蔡錚樺，1990；潘詩婷，

2001；許繼德，2002；吳雅慧，2000；）、美語補習對兒童文化認同的影響（張

育菱，2004）、家長選擇美語補習班的關鍵因素和決策行為等（蔡錚樺，1990；

王筱霞，2003；蔡惠娟，2005）。甚至就美語補習班的層面進行探討，包括美語

補習班行銷與發展歷程、行銷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品牌策略研究等等（陳慶得，

2001；傅方明，2003；陳浩揚，2005；簡郁芳，2005；魏信香，2005；孫瑞芬，

2006）。 

其中，陳浩揚（2005）「廣告訊息、廣告解讀與消費行為－以台灣十大連鎖

兒童美語補教業電視廣告為例」和美語補習的廣告內容最相關。然而，其僅針對

連鎖兒童美語補教電視廣告內容的訊息訴求形態做探究，並沒有探討兒童美語廣

告中的語言意識形態。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兒童美語廣告中所隱含的語言意識形

態進行初探性與嘗試性的探討。 

筆者由於受到時間及能力的限制，本研究僅將研究對象鎖定於兒童美語廣

告，且以廣告文宣為主，較少論及電視廣告的部分。然而，在本論文研究資料收

集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似乎於成人美語學習的廣告中，更多強調「英語」的重要

性，其語言意識形態似乎更強烈。因此，將來倘若有機會，或其他研究者對此議

題有興趣，可以往成人美語廣告或電視美語學習廣告中的語言意識形態加以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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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將採論述分析法，從批判媒體識讀的視角解讀兒童美語廣告，研究流

程可分為兩個階段： 

一、研究準備階段：依據研究動機確立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針對研究主題蒐集

相關文獻資料，並蒐集文本研究資料（兒童美語廣告）。 

二、正式研究階段：同步進行閱讀文獻、文本資料分析、整理及解讀。最後，依

據研究結果撰寫研究論文。 

茲將本研究流程繪製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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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根據多位學者（盧慧真、陳泰安，2005；劉豫鳳，2006；蘇峰山，2006；廖

柏森，2007）研究指出，國人普遍認為學英語等同於國際化、全球化或具有競爭

力。筆者在文本研究資料分析解讀的過程中，也發現當兒童美語廣告賦予「英語」

工具性或象徵性功能時，多會傳達出學英語等於國際化、全球化或具有競爭力訊

息。 

因此，本章節在進行兒童美語廣告，英語之語言意識形態分析探討時，將分

為兩個主題討論：第一節「學英語等於全球化、國際化的象徵」；第二節「學英

語等於具有競爭力的象徵」。並且每一主題均先呈現廣告論述的文本分析（重新

命名）後，再進行主題討論分析（以我們的知識和生活經驗批判的反省，將兒童

美語廣告、社會現象、學術知識加以連結）。 

第一節 學英語等於全球化、國際化的象徵 

一、廣告論述的文本分析 

許多人認為將英語學好，就等同於全球化、國際化。在台灣兒童美語廣告中，

不難找到這類的論述。例如： 

ELITE 先捷外語機構（檔案 1-1）的廣告單中描述，「…面對未來企業跨國經

營成為趨勢、網路成熟、國際化就業環境…，英語無疑是未來就業、創業的基本

工具。…讓孩子擁有優勢工具，毫無疑問的會是孩子的最佳保障。…無疑的，將

來是一個國際化的就業趨勢，況且，台灣…永遠擺脫不掉國際性市場的經營，而

英文順理成章會是孩子工作、創業的終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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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廣告強調英語是國際化就業趨勢中，孩子工作、創業的最佳或終身保

障，意味著具有英語能力的孩子就能具有國際化的特質。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廣告

將英語比喻為工具，是孩子“未來就業、創業的基本工具＂，也是孩子的“優勢

工具＂。這段廣告也運用了類似保險的觀念來行銷英語，認為英語是一種保障，

是孩子的“最佳保障＂，也是孩子“工作、創業的終身保障＂。整篇廣告的邏輯

就是「在國際化的環境下，英語是最能滿足國際化就業的工具和保障」。 

這樣隱含學好英語就是國際化的一種象徵的廣告論述，在 ELITE 先捷外語

的另一分廣告文宣（檔案 1-2）亦能發現，「ELITE 先捷外語，全國真正首創—高

階兒童美語班，語文資優班人才的搖籃，國際菁英領袖的跳板」。在這樣的論述

中英語已從工作、就業領域擴展到成為國際菁英培育的“搖籃＂和“跳板＂。 

台灣兒童美語廣告中呈現的國際化是一種“向外看＂（outward-looking）的

景象，因此他們還使用許多不同的比喻方式，將英語形容為成為國際化的工具，

如將英語比喻為通往“彼岸（世界、國外、國際）＂的“翅膀＂、“橋梁＂、“通

行證＂，以下是一些例子。 

佳音英語的一句廣告標語（檔案 3-1）—「不只給小孩一雙飛向世界的翅膀」，

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國際化，卻用隱喻的方式將英語比喻成飛往世界的翅膀。長頸

鹿美語的廣告標語（檔案 4）—「美語是孩子通往世界最近的路」，將英語比喻

為一個橋樑，英語是小孩與世界、與國際接軌最近的路。林錦英語教室的廣告（檔

案 9）—「學校課業、英檢證照，林錦幫你一次搞定。林錦幫你取得通往國際的

通行證」，也將英語型塑為與國際接軌的橋樑，當小孩獲得英語能力如同取得通

行證，可以直達國際水平，與世界接軌。 

另有一些廣告將英語比喻成進入國際社會的鑰匙，認為有英語能力的小孩是

世界級的人才。例如：佳音英語的另一則廣告單（檔案 3-2），「佳音英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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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培育世界級人才，…因為我們相信，唯有全心、全意、全英語，才能

讓小朋友擁有進入國際社會的全能鑰匙。」 

又如快樂瑪麗安美語的廣告標語（檔案 2）說，「快樂瑪麗安的孩子，世界

在等待的人才…，英語人才，父母的驕傲，全球的渴望」。以及希爾頓美語補習

班（檔案 8-2）「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英語是一項工具也是必備的語言，為

因應國際化的需求，希爾頓美語特開全民英檢初級班。」雖然這兩則廣告沒有明

說英語就是進入國際社會的鑰匙，但我們從它們將英語和世界、全球，以及因應

國際化的連結方式，就可看出端倪，它們認為英語乃是進入國際社會的鑰匙。 

兒童美語廣告不僅將英語喻為翅膀、（最近的）路、通行證、鑰匙，使小孩

能與世界、國際接軌，亦有一些廣告將英語視為使小孩具有世界公民或國際公民

素養的關鍵能力。例如：何嘉仁美語（檔案 5-1）「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讓

世界走進來…，每一個孩子，都須具備世界公民的素養…，外語的學習，已不只

是趨勢，而是關鍵能力的養成，…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讓世界走進來！」2何

嘉仁美語的另一則廣告（檔案 5-2）「在何嘉仁，孩子學的不只是語言，語言學習

對孩子來說，是為了建立與世界溝通的平台…」。這兩則廣告都認為英語能力是

一關鍵能力，是孩子與世界接軌，孩子能具有世界公民的素養，以及孩子與世界

溝通的平台，意指只要擁有好的英語能力就能國際化、全球化。這樣的論述乃是

將英語和國際化、全球化畫上等號。 

文揚資優生在頭一則廣告（檔案 11-1）中，先提醒家長未來的世界是一個國

際化的社會，他們的孩子將面對世界性的競爭，然後另一則廣告（檔案 11-2）則

訴諸於家長必須給自己的子女一個躍升國際舞台的機會—藉以強調英語的重要

                                                 
2 這則廣告不僅涉及國際化的觀點，還提到關鍵能力、自信、世界早進來等觀點，但本節僅討論

關於國際觀的部分，其他議題留待後面章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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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3： 

「給下一代躍升國際舞台的機會。眼看中國崛起，我的小孩未來

如何和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小孩競爭？…只有充實「即戰力」是邁

向成功未來的不二法門，提生「即戰力」的關鍵之一＂強化語言力＂

一口流利的外語，輕鬆立足無國界的生活…。」（檔案 11-1） 

「英語已成為世界共通語言，也是提升自我競爭力的必備條件。…

及早讓孩子融入這個國際化的社會，而對世界性的競爭，讓他們成為

真真正正的國際公民。」（檔案 11-2） 

二、討論省思 

近年台灣社會中流行著許多諸如「提升台灣競爭力」、「與世界接軌」、「國際

化」的口號。在政府大力推動經濟並且追求國際化的同時，台灣人民多將學英語

和「與世界接軌」及「國際化」畫上等號，認為學好英語就能擠身國際舞台（劉

豫鳳，2006）。本節從批判的角度檢視廣告文本所強調的英語等於國際化的迷思。

以下分為四個面向探討，包括：（一）國際化、全球化的意涵究竟是什麼？（二）

兒童美語廣告的影響；（三）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反思；（四）用英語表達台灣在地

文化思維與民族情感。 

  （一）國際化、全球化的意涵究竟是什麼？ 

在全球化的時代，為了提昇國家及個人的國際競爭力，我們應該加強英語教

育的說法似乎沒有人會去質疑。久而久之這種說法便深植於大眾的意識中，因

此，於各項國人國際觀（化）的調查中，民眾皆認為英語是影響個人國際化發展

數一數二的關鍵因素。例如：天下雜誌（2004）對台灣人不夠國際化之主要障礙

                                                 
3 與（檔案 1-1）同，強調英語是在國際化的環境下最能滿足國際化就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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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中，受訪民眾認為「英語能力不足（25%）」而有礙國人國際化的發展的

人數比例，僅僅比第一個障礙因素「對國際狀況的不了解（26%）」少 1%而已（周

慧菁，2004）。又如在二○○七年，金車教育基金會的調查，受訪學生中有七成

一認為外語能力是擁有國際觀應具備的重要條件，因此需加強英語教育。由這些

調查指數我們就能發現多數國人都將英語和國際化畫上等號（陳蓉，2007）。 

近年來台灣社會對於英語教育的重視及推動已有很多的討論。這樣的討論成

了一種表述，在這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台灣要跟世界接軌，提升自己的競爭力，

英語教育的推動似乎就成為理所當然的。如上節所分析的，許多兒童美語廣告不

僅將英語喻為翅膀、（最近的）路、通行證、鑰匙，使小孩能與世界、國際接軌，

還有一些廣告將英語能力視為小孩具有世界公民或國際公民素養的關鍵能力。 

然而，世界（國際）公民的素養應該具有哪些特質呢？只要英語能力好就具

有國際公民的素養了嗎？於天下雜誌（2004）的調查中，在問到對國際化和全球

觀的定義時，有 66%的民眾4認為「國際性的視野態度」是詮釋國際化的最佳註

解，卻只有 17%的受訪民眾認為「國際性的溝通能力」能代表國際化的定義。金

車教育基金會執行長孫慶國強調，具有英文能力並不代表就有國際觀。台灣人需

和國際有交流，有國際視野才能走出畫地自限的困境。政大外交系教授黃奎博也

指出，國際觀包括國際常識，和國際知識及國際關懷，所以強化民眾國際觀，不

僅須加強民眾的語文能力，也應重視國際知識和關懷。 

  （二）兒童美語廣告的影響 

蘇峰山（2006）指出兒童美語的廣告多將英語能力銜接於全球化、國際化的

概念。這些廣告對於全球化的說法幾乎都帶有一種知識上的肯定。由於兒童美語

補習的廣告已漸漸地主導了國人的語言態度及價值判斷，許多時候媒體識讀者從

                                                 
4在這次調查中，有 74%的民眾曾有過與台灣地區以外國家接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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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仔細思考全球化、國際化的意涵？也未思考全球化所帶來的影響為何？以及我

們該如何因應？再則，一般民眾也鮮少會進一步驗證業者所用以支持其論點的學

術用語，檢驗其是否將英語學習置於整個學術知識脈絡中探討。 

在全民瘋美語的潮流下，我們每天接受了許多新的資訊，也不知不覺地被這

些訊息所影響。意識型態不只是滲透於學校知識、師生關係、學校制度規訓當中，

它更潛藏在學校以外更大的潛在課程—傳播媒體之中，因此，一些不具批判性的

讀者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鮮有選擇的機會。 

  （三）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反思 

莊坤良（2002）指出全球化隱含全球文化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趨勢。

當人們追求全球資源共享、文化流通、與經濟利益均沾的未來理想世界的同時，

人們將世界、國際想像成一個單一語言的世界。許多英語廣告就假借國際化、全

球化之名，而忽略了世界語言多樣性的事實。再則，語言是根據文化而產生的，

當我們在學習一個語言時，我們同時也在學習它背後所含帶的文化價值體系（蔡

靜宜，2002）。因此，全球化必須源自於各地多元差異的在地化價值。全球化應

包含各個在地的文化，而多元差異的在地文化則是豐富全球文化的活水源頭（莊

坤良，2002；蔡靜宜，2002）。人們在追求全球化、單一世界語言時，常危及世

界語言的多樣性，以及忽略了在地文化的價值，所以英語也常被批判為語言帝國

主義。 

  （四）用英語表達台灣在地文化思維與民族情感 

英語正搭著全球化的便車，在各地名正言順地進行程度不一的意識形態殖

民，和語言文化侵略（蔡中蓓，2005）。當兒童美語廣告不斷賦予英語「工具性

功能」，英語是孩子與世界接軌、拓展視野的重要工具，進而強調英語的主導性。

這樣的意識形態不僅鞏固了英語的優勢性地位，也限制了人們對語言的選擇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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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而造成對其他語言及文化的排擠效應。因此，在全球化的體制下，知識分

子必須具有對在地文化反思的能力。 

藉由反省潛在英語教科書中或與英語教育相關廣告論述中的意識形態

（ideologies），使我們的英語教育能掙脫英語語言文化殖民的宰制，培養文化自

覺、自由地進出以英語論述為主流的世界，進而「挪用」英語說自己的故事，用

英語表達台灣的在地文化思維與民族情感，使英語成為一個全球與在地對話的溝

通橋樑（莊坤良，2002；蔡靜宜，2002；廖柏森，2007）。 

第二節 學英語等於具有競爭力的象徵 

一、廣告論述的文本分析 

台灣的兒童美語廣告多賦予美語工具性的功能，標榜學美語的小孩可以獲得

較多的社會利益，較具競爭優勢。具有英語能力的小孩不僅將來在國際化的就業

環境中具有競爭優勢，在他們求學及求職的過程中，英語能力也是他們獲得社會

利益的重要工具，如進入名校就讀、英語能力好的人比英語能力差的人更有機會

獲得好的工作及職位。因此，兒童美語廣告多有給人學英語等於具有競爭力的訊

息。以下是一些實際的廣告案例： 

在 ELITE 先捷外語機構的二則廣告中，不論是否明確指出英語就是孩子的

競爭能力，都認為英文（能力）是基本工具，是求學、求職的保障。在第一則廣

告（檔案 1-1）中，提及具有優勢英文的孩子擁有第一手的機會。這當然是指具

有較好英文能力的小孩，較有競爭的優勢。第二則廣告（檔案 1-2）則直接明言

「打好頂尖的英文實力，將是孩子突破競爭力的跳板！」，小孩在校成績能優異

傑出，學/基測能滿級分，甚至國際英語證照能有傲人的佳績。如此有競爭力的

小孩，將來必定是國際級的菁英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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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快樂瑪麗安美語教學機構（檔案 2）的廣告： 

「快樂瑪麗安的孩子，世界在等待的人才，Happy Marian’s children–The 

Elites that the world is expecting! 歡迎 3-15 歲想要培養資優才藝、卓越

美語與領袖氣質的孩子加入，On Top of the World ，英語人才，父母的

驕傲，全球的渴望。The Key to Success，培育菁英世代，打造未來領袖，

HM 美國小學教學法，移植美國小學的課程精髓。Happy Marian＝Harvard 

& M.I.T. 就讀國際名校」 

雖然在其廣告中沒有直接提及具有英語能力（學英語）就等於具有競爭力，

但在這樣的論述中，指出英語是成功的關鍵（The Key to Success），具有英語能

力的人（英語人才）是世界的頂尖分子，站在世界的尖端（On Top of the World）。

因此，這樣的廣告傳達的訊息是學英語的小孩，具有較優勢的競爭能力。甚至英

語要越早學越好，從 3 歲起開始培養英語能力，小孩將來則能進入哈佛和麻省理

工等國際知名學校就讀。換句話說，小孩學英語不僅在求學的階段就有較優勢的

競爭能力，得以進入國際名校就讀，從國際名校畢業後也必定成為國際的菁英份

子（如圖片 206、207、208）。 

   

（圖片 206）                   （圖片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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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08） 

 

不單單只有快樂瑪麗安的廣告，用暗喻的方式傳達了小孩應越早學英語越

好，許多廣告如 ELITE 先捷外語（檔案 1-1）、格蘭英語（檔案 7）都向家長呼籲

要提早讓小孩學英語，「不要讓您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或則，「要讓孩子贏在

起跑點上！」。這種越早學英語越好的論點，甚至向下延伸至幼兒，如快樂瑪麗

安（檔案 2），就要小孩從 3 歲起開始培養英語能力；Live 互動美語（檔案 10），

指出 4-15 歲的小孩學美語，就能帶領孩子成就不凡人生；普拉斯美語（檔案 6-2），

儘管認為孩子的學習能力最高峰是在國小，但還是要孩子們從幼兒階段就開始培

植美語實力。 

再則，由於國內部分高中及多數大專院校的入學或畢業條件中會要求學生必

須通過全民英檢考試。這種考試導向的語言教育政策，更加促使英語補習教育的

蓬勃發展。街頭巷尾從連鎖美語補習班到私人英語家教班，皆強調全民英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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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5。通過全民英檢考試似乎就等同於具有良好的英語能力，也就比他人具有

較優勢的競爭力，可以選擇頂尖的、國立的大學。因此，普拉斯美語文（檔案

6-1）就直接以「目標頂尖國立大學」為號召，認為「趁小學時高量學習…讓小

孩贏在起跑點，一路領先到大學！」，即英語能力優異的小孩，較有競爭力，能

成為聯考的贏家。 

這篇廣告（檔案 6-1）甚至將通過全民英檢視為一種榮耀，所以文宣上寫著

「全民英檢榮耀：通過全民英檢就靠普拉斯！」這樣的意識形態已經超越了英語

的工具性功能，更隱含了象徵性的功能（即群意功能）。通過全民英檢似乎就成

為某個較優秀的族群，他們能獲得求學、求職或升遷的機會，而跨進較高的社會

階層。 

此外，普拉斯美語文的廣告文宣也展示了學英語的學生在許多競賽中獲得獎

狀/獎盃等照片（如圖片 612、613、614、615）。這樣的圖像傳達了“學英語的小

孩既傑出又有競爭力＂的訊息。 

 

                                                 
5筆者在收集、整理文本研究資料時發現，不論是連鎖美語補習班或私人英語家教班一定會強調

他們的學生在全民英檢上的成績表現，或他們如何能幫助學生通過全民英檢。然而，多數私人英

語家教班的廣告宣傳單並未針對“英語＂這個語言作任何陳述。因此，本論文在文本研究資料編

檔中，並未將這些私人英語家教班的廣告編入，僅編入幾家有涉及對“英語＂的看法及態度的補

習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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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12） 

 
（圖片 613） 

   
（圖片 614）                        （圖片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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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頓美語補習班的廣告不僅以通過全民英檢為吸引學生的條件，直接指出

「“全民英檢＂早已成為許多高中，大學新生入學的重要指標！」（檔案 8-2），

更直接表明「美語就是競爭力」（檔案 8-1）。因此，擁有英語能力就能在求學的

過程獲得優勢與機會，可以進入名校、進入雙語班或英語資優班就讀。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檔案 8-1）： 

「美語就是競爭力，希爾頓美語除了讓您的孩子開口說一口流利的

美語，也能讓您的孩子學以致用寫出＂優異動人＂的文章！…賀~ 

師德檢定考試通過率 98%；道明雙語班 100%錄取率；蘇禹綾考取文

府國小英文資優班；林鈺翔考取東福國小英文資優班」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檔案 8-2）：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英語是一項工具也是必備的語言，為

因應國際化的需求，希爾頓美語特開全民英檢初級班。“全民英檢＂

不僅能夠測驗您的英文程度，而且早已成為許多高中，大學新生入

學的重要指標！」 

文揚資優生的廣告（檔案 11-1）也是明言英語等於競爭力的其中一則，認為

學英語的孩子就有競爭力，英語能力強將來就能與中國大陸及全世界的小孩競

爭，能輕鬆立足在世界中。 

「給下一代躍升國際舞台的機會。『眼看中國崛起，我的小孩未來如

何和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小孩競爭？真的很擔心他沒有競爭力。』

一位學生的母親不斷提醒子女，「世界是平的」競爭態勢。只有充實

「即戰力」是邁向成功未來的不二法門，提升「即戰力」的關鍵之一

“強化語言力＂一口流利的外語，輕鬆立足無國界的生活，立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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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的廣告（檔案 3-2）則以碩大的標語寫著「專業英語教

學，培育世界級人才」，並以一對裝扮乾淨整齊、穿著正式的小孩，右手握拳擺

在自己的左胸前，一副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迎向挑戰且具有自信模樣（圖片 321）。 

 

 

（圖片 321） 

佳音英語的另一則廣告（檔案 3-3）則指出「Joy 兒童美語…全面打造孩子

的優質未來」。廣告單上展示了許多孩子們學習英語過程的照片，似乎學英語的

孩子都是優秀的、認真好學的小孩（如圖片 333、3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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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33）           （圖片 334）           （圖片 336） 

學英語的小孩能勇於表現自我、有自信且具愉快開朗的氣質（如圖片 331、335）， 

 
（圖片 331）                 （圖片 335） 

學英語的小孩能輕鬆的與外國人溝通（圖片 332），能與外國人交往似乎就比較

高級。 

 
（圖片 332） 

這兩份廣告單（檔案 3-2、3-3）雖然都沒有明言學英語的孩子具有競爭力，

但它們藉著圖像傳達了學習英語能為孩子全面打造優質的未來，甚至這些學英語

的小孩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小孩，他們未來的發展（與沒有學英語的小孩比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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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競爭優勢的。 

在何嘉仁美語多份的廣告單中，雖然都沒有明說英語等於競爭力，或說學英

語的小孩具有競爭的優勢。然而，從廣告單（檔案 5-1）中的文字敘述可隱約看

見這個訊息的傳遞。例如，學英語就能和世界交流，成為一個有自信的人，能有

世界公民的素養，能與人溝通，所以英文是競爭的關鍵能力。 

何嘉仁美語（檔案 5-1）： 

「Striding into the World，何嘉仁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

讓世界走進來。在多元文化交流的時代，每一個孩子，都須具備

世界公民的素養，以及與他人溝通相處的能力，外語的學習，已

不只是趨勢，而是關鍵能力的養成，擁有 25 年專業教學經驗的

何嘉仁，期許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讓世界走進來！ 」 

此外，他們（檔案 5-2；檔案 5-3）所使用的圖像更是讓家長及學童強烈的感

受到：學英語的小孩真的很優秀、很有競爭力，能通過檢定考（圖片 521、531），

能自信的站在舞台上展現自我（圖片 523、524、525、532、533、534），學英語

能和外國人交朋友，就比較有國際觀（圖片 526、536）。這樣的廣告意識形態與

佳音英語的意識形態雷同，皆賦予英語工具性功能及象徵性功能。因此，看了這

些廣告及圖像後，不僅家長就連小孩子也會很羨慕學英語，希望自己也能像這群

人一樣傑出、優秀。 

何嘉仁美語（檔案 5-2）： 

「在何嘉仁，孩子學的不只是語言。語言學習對孩子來說，是為

了建立與世界溝通的平台，讓吸收新知無礙，藉由課程及活動的

參與，培養自信、積極、獨立的特質，並且勇於表達自我及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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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成為具備全方位多元能力的未來人才！」 

HESS 永遠提供孩子學習的機會和舞台 

英文能力分級檢定 

 
（圖片 521） 

英文朗讀比賽 

 

（圖片 523） 

英語拼字王比賽 

 

（圖片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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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寫作演講比賽 

 
（圖片 525） 

新加坡夏令營/海外遊留學 

 
（圖片 526） 

何嘉仁美語（檔案 5-3）： 

何嘉仁菁英美語，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就 

     

（圖片 531）           （圖片 532）           （圖片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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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34）           （圖片 535）           （圖片 536） 

二、討論省思 

  （一）英語能力好就代表高競爭力嗎？ 

2005 年 6 月，美國主辦全球托福考試（TOEFL）的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公佈，全球 2003 年至 2004 年托福考生成績，台灣考生在亞洲 28 個國家中，排

名倒數第六，日本排名倒數第二。在這 28 個國家中，菲律賓、馬來西亞、印尼

等國的英文水準都比台灣高，但其國際競爭力卻都還不如台灣。然而，日本人的

英文能力雖不如台灣人，但日本人的經濟及國際競爭力乃舉世公認，沒有一個國

家敢輕視。由此可見，國際競爭力與英語能力並不是互為因果的必然關係（廖柏

森，2007）。 

英語能力好不代表高競爭力，但是強勢的英語化會讓台灣失去了自己的文化

及主體意識。學者們檢視日本的案例發現，日本人不認為孩子一定要學英文，反

而要具有高度日文素養，好使得日本文化得以傳遞並發揚光大。因為日本的出版

業發達，國際上的新書一發表，很快地會有日文版在日本上市。日本人用自己的

語言傳遞國際新知識，不再受限於英語能力（林佩蓉，2002）。因此，盧慧真、

陳泰安（2005）便提醒台灣人在造就強勢語言文化的同時，應該要發展出自己的

主體意識，不僅「借用」英語擷取國際的新知識，且要「挪用」英語來推銷、突

顯台灣的特有價值、獨有的文化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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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英語越早學越好嗎？ 

對於「英語越早學習越好」的說法，兒童美語廣告援用的權威術語就是「語

言發展的關鍵期理論」，並將之簡化為兒童語言學習有一定的年齡限制，並且把

這個年齡設定在二到五歲。所以，幼兒學英語成效最大，千萬不要錯過這個關鍵

期。然而，這樣的說法並沒有區分母語習得、第二語言習得，或外語習得之間的

差別。英語對我們（台灣人）而言並不是第二語言，甚至英語是外語。不論英語

是外語或第二語言，其習得幾乎無所謂關鍵期可言（蘇峰山，2006；劉豫鳳，

2006）。 

許多語言學習理論與研究都指出，青春期（puberty）以前的兒童具備敏銳的

音韻學習能力，情意方面的障礙如學習焦慮也較低（陳雅玲，2003；李家伶，2004；

廖柏森，2007）。然而，張湘君（2003）、劉豫鳳（2006）等學者都曾指出幼兒在

英語的學習上並無所謂的關鍵期存在，關鍵期的迷思和追求絕對標準發音大有關

聯。如果硬要說幼兒在英語學習上有所謂的關鍵期，那也僅止於發音上的優勢。 

儘管關鍵期的論述備受重視，但廖柏森（2007）指出國內幾個實證研究結果

都顯示，兒童提前學英語對於其日後英語的能力以及在校成績並無直接影響，反

而年紀較大的兒童因認知能力較為成熟，比幼兒更能掌握語法的使用和文化背景

的知識。 

  （三）台灣人對英語的態度 

當我們仔細檢視兒童美語廣告論述時，發現其背後隱藏著「英語語言文化優

越」，及「英語凌駕其他語言之上」的意識形態。語言分三項語言功能：工具功

能，溝通功能，群意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工具功能」表示語言可以反映

社會經濟地位或升遷的機會；「溝通功能」表示語言用於族群間（intra-groups & 

inter-groups）的溝通；「群意功能」表示語言表達文化、族群認同（Chen, 1996；

陳淑嬌，2001）。這些廣告多賦予英語工具性功能，使英語的使用者可以獲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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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地位或升遷的機會，以及象徵性功能6，使英語的使用者成為某族群或群

體的表徵。 

英語在台灣早就是一種代表階級與社經地位的語言，甚至成為社會流動與階

級區隔的標誌（林照真，2003）。根據陳淑嬌（2001）有關語言使用領域的調查

結果或語言功能的調查結果，反映出台灣人民對英語的語言態度。多數台灣人對

英語持有很正面的看法，支持英語使用於職場（或學校）及政府機關領域，且認

為英語能為個人帶來不同的社經地位或國際觀，並且英語能力是個人一項重要資

產，能彰顯身份地位。 

  （四）台灣兒童美語補習的社會現象 

在政府大力推動經濟、追求國際化和強調英語教育的政策下，加上廣告媒體

的推波助瀾，在台灣掀起了一股全民英語狂熱的"瘋＂潮。家長為了不讓子女輸

在起跑點上，紛紛將子女送往兒童美語補習班學美語。一般人會認為父母賺錢栽

培自己的子女，讓自己的兒女接受更好的（英語）教育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

們曾否思考過這樣的社會現象，是否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階級，或也引起一些社會

不公的事實。 

Bourdieu（1986）的資本理論將資本分成四種形式，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以及象徵資本。從楊文彥（2004b）的研究我們得知，社經地位

較高的上階層家庭之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較多。父母不僅能將經濟收入投資在子

女的英語補習教育上，對於子女的英語學習也能有較多的互動，進而將經濟資本

及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並且國小學生參加英語補習教育，也是

一種象徵資本，代表著他們所認知、界定的社會世界—學習英語就是符合上階層

的主流文化，擁有實際效果的社會優勢。 

此外，英語的位階在台灣社會中不只高於母語，甚至比國語更佔優勢。陳淑

嬌（2001）便指出在台灣的社會中，英語已成為另一群人的印記，這個印記，超

                                                 
6 參照第三章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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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種族族群（ethnicity），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社經地位及社會認同。英語能力代

表的意義甚至遠大於國語，因為國語已經十分普遍，隨處可學可用，但英語則不

同。因此，具有優秀英語能力的人似乎就表示這個人受過良好教育、有能力、有

水準，當然這樣的人就能找到（薪水）好的工作，比別人更有獲得升遷的機會，

這也就是「文化資本」（英文）可以兌換成「經濟資本」（好的工作機會）（蔡中

蓓，2005）。 

有關英語的論述中，總將英語和進步，繁榮，成功畫上等號，當代各國的語

言政策便在這追求進步的需求中，決定了英語的功能性地位（蔡靜宜，2002）。

然而，過度強調第二語言（英語）重要性的語言政策或論述，可能造成因語言不

平等而產生的社會不平等。因為我們忽視了一些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並非人人都

有平等的機會獲得良好的英語教育，也不是人人都能獲得使用英語的機會。因

此，這樣的政策與論述只是受惠少數菁英份子（elites），讓英語能力成為他們社

經地位及權力的永久保護神（陳淑嬌，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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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筆者整理了以下四點結論： 

一、台灣兒童美語廣告藉由「比喻」及「意像的型塑」來塑造英語的語言形象 

這些廣告藉著將英語比喻為翅膀、（最近的）路、通行證，或鑰匙，意指英

語能使小孩與世界、國際接軌。還有一些廣告藉由將英語視為使小孩具有世界公

民或國際公民素養的關鍵能力等，而將英語型塑為等於全球化、國際化、競爭力

的象徵，並且透過意像的型塑來傳達掌握英語的能力是成功自信孩子的必要條

件，有英語能力的小孩就擁有優勢的競爭力。例如：在兒童美語廣告中，使用許

多小孩參與各項活動、競賽的照片，展現學英語孩子自信傲人的一面。 

二、台灣兒童美語廣告潛藏「英語凌駕其他語言之上」的語言意識形態 

當我們仔細檢視兒童美語廣告論述時，發現這些廣告多賦予英語工具性功能

及象徵性功能，使英語的使用者可以獲得社會經濟地位或升遷的機會。其背後隱

藏著「英語語言文化優越」，及「英語凌駕其他語言之上」的意識形態。這種意

識形態使得不擅長英語的人容易失去公平取得社會資源或利益的機會，進而造成

人們竭力地去學好英語而使其母語的傳承受到排擠。這種語言發展失衡的現象便

是 Phillipson（1992）所謂的「語言帝國主義」（林照真，2003；王淑儀，2005b，

2005c）。 

英語「凌駕其他語言之上」這樣的現象，也忽略了世界語言的多樣性，這樣

的語言意識形態並非將語言當作「資產」，而無形中乃將語言當作「問題」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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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樣的廣告論述追求世界單一的共通語言—英語。 

三、兒童美語廣告其背後權力運作是為受惠少數菁英份子 

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能將較多的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轉化成子女的文化資

本。其子女因著擁有的較多的「文化資本」（英文能力），將來他們越有機會獲得

好的工作機會，將其「文化資本」兌換成「經濟資本」（蔡中蓓，2005）。因此，

這樣不斷強調英語的主導性的論述只是受惠少數菁英份子（elites），讓英語能力

成為他們社經地位及權力的永久保護神（陳淑嬌，2001）。 

四、兒童美語廣告的論述形成了「人人必須或想學英語」的社會現象 

在政府大力推動經濟、追求國際化，而加強英語教育的政策下，加上廣告媒

體的推波助瀾，使得台灣人普遍將英語視為等同於國際化、全球化、競爭力的象

徵。家長們為了不讓子女輸在起跑點、失去競爭力，紛紛將孩子送到補習班學美

語。然而，在台灣並非每個孩子都有平等的機會可以獲得良好的英語教育，而英

語能力將影響他們是否能接受更高等教育及未來就業的機會，進而造成貧富懸殊

及社會不公的現象（陳淑嬌，2001；楊文彥，2004b；王淑儀，2005c）。 

第二節 建議 

意識形態不只是滲透於學校體系中，更潛藏在校外更大的潛在課程「傳播媒

體」之中，不具批判性的讀者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就少有選擇的機會。本研究並

不否定英語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語言，然而認為國人應有適當的語言價值觀及語言

態度，才能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力。 

因此，當我們在接收這些廣告訊息時，不該一昧地迎合其說法，我們必須先

藉由反省與批判，以發現新的觀點與認知方式，超越現有的視野去看待「英語學

習」這件事，使我們的英語教育能掙脫英語語言文化殖民的宰制。然後，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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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和知識為基礎，來發展屬於自己的價值意義。學習英語是為

了駕馭「英語」，用英語來說我們自己的故事，表達台灣的在地文化思維與民族

情感（莊坤良，2002；蔡靜宜，2002；黃柏叡、廖貞智，2005；廖柏森，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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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兒童美語廣告文宣編檔 

1. 編號說明：舉例：「檔案 3-2」，第一個數字為補習班編號，第二個數字為廣

告單流水號。「檔案 3-2」，即收集到可用之第三家美語補習班（佳音英語）

的第二份廣告資料。「圖片 334」，第一個數字為補習班編號，第二個數字為

廣告單流水號，第三個數字為圖片檔流水號。「圖片 334」，即收集到可用之

第三家美語補習班（佳音英語）的第三份廣告資料的第四張圖片檔。 

2. 附註：本兒童美語廣告文宣編檔僅列出與本論文研究議題相關者，即針對這

些廣告對“英語＂這個語言的看法、態度等進行討論，並未探討各個廣告中

行銷其補習班的師資陣容、教學方法、軟硬體設備等內容。 

 

檔案編號 檔案 1-1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ELITE 先捷外語機構 

 

孩子！你不能輸在起跑點 

面對未來企業跨國經營成為趨勢、網路成熟、國際化就業環境… 

英語無疑是未來就業、創業的基本工具。 

未來，孩子要面對的競爭環境，絕對比今日有過之而無不及， 

讓孩子擁有優勢工具，毫無疑問的會是孩子的最佳保障。 

 

產業、社會、國家都會演進，無疑的，將來是一個國際化的就業趨勢，況且，台

灣無論如何都顯得太小，永遠擺脫不掉國際性市場的經營，而英文順理成章會是

孩子工作、創業的終身保障。儘管孩子現在看來有點清純，不過，畢竟優勢英文

會讓孩子擁有第一手機會，這讓老爸心裡寬慰許多。至少，老爸知道要給孩子甚

麼，對孩子將來最好---打好英文基礎並且通過全民英檢。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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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具體的綿綿密密影響孩子一生？ 

 

 

檔案編號 檔案 1-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ELITE 先捷國際 

 

兒童資優跳級高中英文家教班 

打好頂尖的英文實力，將是孩子突破競爭力的跳板！ 

讓您的孩子— 

在校英文成績優異傑出、 

學/基測英文科目標滿級分、 

國際英語證照勇奪傲人佳績。 

全國真正首創—高階兒童美語班 

語文資優班人才的搖籃，國際菁英領袖的跳板 

 

 

檔案編號 檔案 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快樂瑪麗安美語教學機構 

 

快樂瑪麗安的孩子 

世界在等待的人才 

Happy Marian’s children – The Elites that the world is expecting! 

歡迎 3-15 歲想要培養資優才藝、卓越美語與領袖氣質的孩子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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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01） 

On Top of the World 

英語人才，父母的驕傲，全球的渴望 

The Key to Success 培育菁英世代，打造未來領袖 

HM 美國小學教學法，移植美國小學的課程精髓。 

    

（圖片 202）                    （圖片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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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04）                    （圖片 205） 

   

（圖片 206）                    （圖片 207） 

 

（圖片 208） 

（Happy Marian＝Harvard & M.I.T. 就讀國際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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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檔案 3-1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不只給小孩一雙飛向世界的翅膀 

Giving children the means they need to explore the world! 

 

 

 

檔案編號 檔案 3-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專業英語教學，培育世界級人才 

…因為我們相信，唯有全心、全意、全英語，才能讓小朋友擁有進入國際社會的

全能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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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21） 

狂賀：佳音英語學生通過 95 年元月全民英檢（GEPT）名單 

狂賀：全國佳音英語通過全民英檢（GEPT），已超過 3000 人以上。 

 

 

 

檔案編號 檔案 3-3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Joy 兒童美語第一名，全面打造孩子的優質未來 



 53

   

（圖片 331）                        （圖片 332） 

   

（圖片 333）                        （圖片 334） 

   

（圖片 335）                        （圖片 336） 

 

 

檔案編號 檔案 3-4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佳音英語 Joy English 

 

全方位培育，培育世界級人才，專業兒童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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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新街分校榮獲 

佳音全國閱讀暨拼字比賽第一名 

 

 

檔案編號 檔案 4-1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長頸鹿美語 

 

美語是孩子通往世界最近的路 

自然學美語 快樂長頸鹿 Easy English 

 

 

檔案編號 檔案 4-2 

廣告形式 20080702 取自 
http://www.giraffe.com.tw/home01.htm?1 

http://www.giraffe.com.tw/action/08ksummer/chled.htm 

補習機構 長頸鹿美語 

想體驗精英領袖的生活嗎？ 
2008 長頸鹿美語領袖體驗營，讓孩子站上國際舞台！ 
未來菁英在這裡…學會六大法寶，面對重重關卡，通通難不倒！ 
用「另一種世界共通的語言一運動」，帶孩子從體驗教育中，用美語溝通、思考，

傳授成功六大法寶：樂觀自信、勇於探索、創造思考、人際溝通、團隊合作、解

決問題。 
更藉由「馬術、船蜓、射箭、國標舞」等貴族活動學會國際頂尖人才必備的社交

技能，開啟孩子的國際領袖之路。 

從現在起，讓”優秀”伴隨孩子成長。 

 

檔案編號 檔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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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何嘉仁美語 

 

Striding into the World 

何嘉仁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讓世界走進來 

在多元文化交流的時代 

每一個孩子，都須具備世界公民的素養 

以及與他人溝通相處的能力 

外語的學習，已不只是趨勢，而是關鍵能力的養成 

擁有 25 年專業教學經驗的何嘉仁 

期許帶領孩子自信地走出去、讓世界走進來！  

 

 

檔案編號 檔案 5-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何嘉仁美語 

 

在何嘉仁，孩子學的不只是語言 

語言學習對孩子來說 

是為了建立與世界溝通的平台 

讓吸收新知無礙 

藉由課程及活動的參與 

培養自信、積極、獨立的特質 

並且勇於表達自我及面對挑戰 

成為具備全方位多元能力的未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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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 永遠提供孩子學習的機會和舞台 

英文能力分級檢定 

 
（圖片 521） 

英文朗讀比賽 

 

（圖片 523） 

英語拼字王比賽 

 

（圖片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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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寫作演講比賽 

 
（圖片 525） 

新加坡夏令營/海外遊留學 

 
（圖片 526） 

 

 

檔案編號 檔案 5-3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何嘉仁美語 

 

何嘉仁菁英美語 

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就 



 58

     

（圖片 531）           （圖片 532）           （圖片 533） 

     

（圖片 534）           （圖片 535）           （圖片 536） 

 

國小學生美語程度檢測 

何嘉仁美語數位學習網 

 

 

檔案編號 檔案 6-1 

廣告形式 大嘴鳥親子數學雜誌 普拉斯美語文特別報導系列二 

補習機構 普拉斯美語文  

 

提前高量學習，目標頂尖國立大學 

趁小學時高量學習 

讓孩子從國小開始學習普拉斯， 

贏在起跑點，一路領先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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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11） 

通過全民英檢就靠普拉斯！ 

量聽訓練，正統美式發音，我們說得一口流利會話。 

整句學習、鍵盤指法，締造全國英打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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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12） 

 
（圖片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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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14）                      （圖片 615） 

 

 

檔案編號 檔案 6-2 

廣告形式 20080414 自由時報廣告 

補習機構 普拉斯美語文 

 

提前高量學習，目標頂尖國立大學 

普拉斯美語文了解： 

孩子學習能力最高峰在國小。 

培植美語實力，要從幼兒一直到高中持續高量學習 

普拉斯美語文學習量 Double，效果 Double Plus。 

 

 

檔案編號 檔案 7 

廣告形式 20080311 中國時報 

補習機構 格蘭英語 

 

讓您的孩子贏在全民英文認證的起跑點上 

 

 

檔案編號 檔案 8-1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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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就是競爭力，希爾頓美語除了讓您的孩子開口說一口流利的美語，也能讓您

的孩子學以致用寫出”優異動人”的文章！ 

 

賀~ 

師德檢定考試通過率 98% 

道明雙語班 100%錄取率 

蘇禹綾考取文府國小英文資優班 

林鈺翔考取東福國小英文資優班 

 

 

檔案編號 檔案 8-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希爾頓美語補習班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英語是一項工具也是必備的語言，為因應國際化的需

求，希爾頓美語特開全民英檢初級班。 

“全民英檢”不僅能夠測驗您的英文程度，而且早已成為許多高中，大學新生入學

的重要指標！  

 

 

檔案編號 檔案 9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林錦英語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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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業、英檢證照，林錦幫你一次搞定 

林錦幫你取得通往國際的通行證 

 

 

檔案編號 檔案 10 

廣告形式 2008/2 月，ABC 互動美語雜誌 

補習機構 Live 互動美語 高雄直營總校 

 

讓孩子 English 掛嘴邊，臉上掛笑容 

4-15 歲美語學習規劃，帶領孩子成就不凡人生 

線上英語輔助系統 

 

 

檔案編號 檔案 11-1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文揚資優生 

 

給下一代躍升國際舞台的機會 

「眼看中國崛起，我的小孩未來如何和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小孩競爭？真的

很擔心他沒有競爭力。」一位學生的母親不斷提醒子女，「世界是平的」競爭態

勢。 

只有充實「即戰力」是邁向成功未來的不二法門，提生「即戰力」的關鍵之一”

強化語言力”一口流利的外語，輕鬆立足無國界的生活，立即加入我們—新加坡

暑期英語體驗營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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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檔案 11-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文揚資優生、惠安國際教育中心 

 

英語已成為世界共通語言，也是提升自我競爭力的必備條件。學子不妨趁著寒、

暑假前來獅城開拓視野，這一趟學習之旅，必讓您收穫良多！每年前來新加坡讀

書的台灣學生有增無減。…送孩子到新加坡遊學，不但保證了教育品質，更重要

的是培養了他們獨立生活及思考能力，及早讓孩子融入這個國際化的社會，而對

世界性的競爭，讓他們成為真真正正的國際公民。 

 

 

檔案編號 檔案 12 

廣告形式 補習班廣告單 

補習機構 許老師美語教室 

 

許老師美語教室，先進、專業，培育雙 e 世代傑出人才 

聽、說、讀、寫並重，語國中、高中、全民英檢完全銜接… 

 

 

檔案編號 檔案 13 

廣告形式 20080525 取自 http://www.peterlai.com.tw/ 

補習機構 賴世雄兒童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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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雄教授”圓夢計畫”，為子孫營造優質美語環境，引領孩子通往世界之門。 

國民小學即將實施英語檢測，您幫小朋友準備好了嗎1？ 

全民英檢成為申請入學的重要參考指標，只要從小開始紮根，就能輕鬆戰勝全民

英檢初、中級！ 

 

檔案編號 檔案 14 

廣告形式 20080701 取自 http://www.kojen-els.com.tw/course/2/2-0.html 

補習機構 科見美語 

聰明的父母懂得給孩子最好的， 
培養未來世界的小小探險家… 
孩子的世界，透過美語無限延伸 
科見互動式美語教學，幫助孩子接觸新世界 

 

 

                                                 
1廣告中引用 93/09/10 中國時報；93/12/02 台灣立報報導證明國民小學即將實施英語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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