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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總召林為洲：

那就我們來排吧，

我最討厭打假球。

會考英語

偏鄉5成5拿C 創3年新高
學童：英文像陌生怪物 城鄉差距持續惡化

【記者章凱閎／台北報導】

國中會考英文科全國平均有三

成考生拿待加強的「C」，教

育部為此推動「減C政策」，拿

C的比率逐年下降，從2014年的

三成四降至去年的三成，但偏

鄉學校拿C考生的比例不減反

增，去年五成五的偏鄉學生英

文科拿C，創三年新高，凸顯教

育的城鄉差距持續惡化。

近三年會考英文待加強C的

比例，非偏鄉地區學校皆為二

成九，改變幅度不大；但偏鄉

地區學校2017年待加強比例五

成四，2018年降至五成三，但

去年又上升至五成五。

清大前代理校長李家同曾撰

文指出，英文科具有「M型化

」現象，好的學生表現特別好

，但中後段學生可能更為落後

，甚至有一所偏鄉國中，高達

九成七的學生會考英文都拿C

，偏鄉小學六年級生的英文程

度也有落後的現象。

台師大偏鄉教育學程負責人

之一、兼任助理教授胡翠君表

示，自己曾實地到訪偏鄉學校

，不少學生英文學習經驗不佳

，有孩子告訴她「英文像隻陌

生的怪物」，愈學愈挫折，也

導致英文學習動機降到谷底。

桃園介壽國中校長傅美琴表

示，近年教育政策持續提前英

文學習的時間點，多數學校從

小一就設有英文課，意在向下

扎根，但偏鄉存在兩大結構性

問題，一是師資不足、二是缺

乏英語學習的環境與刺激，導

致偏鄉英文科減C失利。

傅美琴說，小學階段採包班

制，科目時數決定師資員額，

一個專任英文老師至少要上12

堂課，但偏校一年級只有一班

，若一至四年級每周一堂英文

課，五、六年級每周兩堂英文

課，每周也不過八堂課，「養

不起一位專業英語師資」。偏

鄉小學多無英文背景的師資，

甚至有學校英文課老師連英文

都不講，學生上國中還得補上

小學進度。

傅美琴指出，偏鄉也缺乏英

文的學習情境，就算目前有不

少數位學習資源，也有科技大

廠捐二手電腦到偏鄉，但現實

是「許多孩子家裡沒網路」，

開電腦也只能用Word打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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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童進行視訊英文交流，練習開口說英文（左圖）。但仍有很多偏鄉英文老

師不足，而且還是代課老師（右圖）。 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鄭媁／台北報導】民進黨

立委蔡易餘日前提出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修正草案，刪除「國家統一前

」等文字。國民黨團總召林為洲喊

話要在內政委員會排審，要民進黨

不要打假球。據了解，國民黨團不

排除周五院會將草案逕付二讀，逼

民進黨在520前攤牌。

蔡易餘、莊瑞雄、陳亭妃等立委

的提案日前已在院會一讀付委，林

為洲昨晚在臉書率先發難，質疑這

個會期都要結束了，民進黨的召委

遲不排案審查，「那就我們來排吧

！我最討厭打假球。」

林為洲上午在立法院受訪表示，

既然民進黨立委的提案完成一讀，

掌握多數席次又不排案，他看不懂

是什麼意思，蔡英文總統也未對此

議題表態，莫非是在玩兩面手法？

他說，民進黨既然敢提案，就要

負責任排案審查，法案修訂不是開

玩笑；國民黨不預設立場，如果民

進黨下周不排，「我們來排

」。國民黨籍召委陳玉珍要

到兩周後才輪值，最快25日

可排審。

為避免民進黨拿會期將結

束當擋箭牌，陳、林昨深夜

透過電話討論攻防方向，包

括如果周五黨團大會同意，

不排除在院會提案，將此案

直接逕付二讀，要求民進黨

對此案立場表態清楚。

陳玉珍說，凡希望兩岸和

平穩定發展的黨派或個人，

民進黨不分是非直接先扣紅

帽子。為了自證國民黨不是

中共同路人，黨內早有共識

，不再幫民進黨踩煞車，且

以國會席次而言，國民黨確

實擋不了。

陳玉珍說，適逢520就職

，民進黨的提案挑動兩岸敏

感神經，既然在野苦口婆心

勸說沒用，民進黨自己種的

惡因就要自己收拾。

對於國民黨出招，意外獲

得網友好評，普遍認為「在

野黨終於做正確的事了」、

「民進黨被看破手腳也不是

第一次」、「國民黨總算學

聰明」，也有支持者在林為

洲臉書留言：「煞車拆掉，

油門踩下去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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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逕付二讀

視訊說英文

綠委提案兩岸條例刪〝國家統一〞遲未排審

藍逼民進黨520前攤牌

民進黨立委蔡易餘（左下圖）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刪除「國家統一前」等文字。國民黨團總召林為洲（左上圖）喊話要在內政委員會排審，要民進黨

不要打假球。蔡易餘則回嗆，他沒什麼不敢，還說蔡總統一定會注意到他的提案， 會覺得他真行。 記者邱德祥／攝影、本報資料照片

蔡政府軌道預算
執行率僅28.3%

師資不足、缺乏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