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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親子共學狀況與策略發展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背景說明 
  移民署謝立功署長參加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小的「新移民母語學習課程」

活動時表示，臺灣是個移民社會，新移民子女應該同時學習父母兩國語言，並藉

由移民輔導方案辦理母語傳承課程，形成另外一種語言資產，以改善新移民子女

的生活和學習落差，促進臺灣多元文化，進而更能夠提升國家未來的競爭力（蕃

薯藤新聞網，2011）。 

  教育部為了因應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人數逐年成長，協助新移民子女生活適

應、學習適應、課業輔導及親師溝通等課題，教育部在 2009年部務會報通過「新

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以符應新移民子女教育發展之需要。方案中即涵蓋了

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並將新移民母語推動列入重點方針，讓外籍配偶子女認同（父）

母國文化，並樂於學習、運用其（父）母之母語，形成其另一語言資產，同時孕

育國家未來之競爭力（教育部國教司，2009）。「母語傳承課程」的具體作法包含

鼓勵由已經能說國語的新移民父母親自己擔任老師，教導本國母語，幫助這些新

移民子女建立說（父）母之母語的信心，認同（父）母的文化，教育部並從 2010

年開始補助學校開辦「母語傳承課程」，培養新移民子女聽、說（父）母之母語

的能力（中央廣播電台，2010）。 

  國內民間團體推動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外籍配偶親職教育講座、或者

外籍配偶服務方案等，均是以外籍配偶為弱勢者的前提規劃，以「文化同化論」

的心態期待新移民了解、適應、與融入台灣社會，忽略新移民不僅是一個學習者、

同時在母語傳承課程或親子母語共讀的過程中，他們也是一個文化的傳遞者。從

文化的觀點分析，新移民女性在中文閱讀或者生活適應方案，雖然是一個學習者，

但是他們在母語共學的活動，卻是子女的引導者。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從優勢觀

點，探討如何轉化並賦予新移民女性在母語傳承課程活動中的積極角色。本研究

不僅分析國內新移民女性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歷程、探討母語傳承課程對於新移

民女性及其子女的重要影響，並希望從研究結果提供具體的策略建議，使得新移

民女性在母語傳承課程的歷程中，得以增權賦能，產生積極正向的循環力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共有以下三項： 

一、瞭解政府部門推動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現況。 

 分析 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國民小學辦理「母語傳承課程」的

概況。 

二、了解教育部母語傳承課程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和導師教學輔導的交互作用。 

1. 檢證母語的學習對新移民家庭子女有正向貢獻：比較參加與未參加母語傳

承課程之新移民家庭子女在語文科、學校平均成績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 

2. 由新移民子女的導師對新移民子女在學校學習適應的表現做評估。 

三、研擬鼓勵新移民子女母語學習的具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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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優勢。 

2.指出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困境，提出解決困境的可能策略。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新移民親子共學狀況與策略發展之研究」。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的研究規劃，本研究的範圍將親子共「學」界定為「母語學習」，除探討國小推

動的母語傳承課程之外，研究結果提出新移民家庭在家庭中如何與子女共同學習

母語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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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親子共學」與「親子共讀」 

  魏惠娟（1999）指出：「親子共學」一詞，是源自美國於 1980 年代所推動

的「家庭識字方案」。當時美國主要的社會貧窮者往往有低識字的現象，為了幫

助這些處於社會弱勢的家庭，並打破不識字、文盲的種種惡性循環，於是美國政

府開始實施一連串的改善措施。初期的目標以識字為主，強調幼兒和父母共同學

習，而最終目標則是希望能藉由親子共學的觀念，來增進親子之間良好的和諧關

係與互動品質。 

  然而放眼於國內，相較於親子共學，親子共讀更是一項非常夯的議題，許多

教育機構與坊間團體都不斷在推廣有關親子共讀的相關活動。親子共讀主要倡導

的內容為：父母能陪伴其子女共同閱讀，並提供父母有關閱讀及說故事的技巧，

讓親子共讀能確實在家庭中普及化與落實化。從字面上來看，雖然只有一個字的

差異，但一般認為親子共讀方面主要是聚焦在「閱讀」方面，範圍涵蓋較小；而

在親子共學涵蓋的範圍則比較廣，包括一切的學習行為都是親子共學的一部分。 

  陳淑雯（2002）分析親子共讀的現況，認為親子共讀具有單純伴讀教導型，

具有自我成長之效果，故認為兩者差異不大。不過另有學者黃迺毓（2001）卻指

出這兩者之間其實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性，以下就兩者的相異之處作分析。  

 
表 2-1、親子共讀與親子共學之比較 

 對象 模式 內容 

親子共

讀 

侷限於父母與子女的

親子關係 
教導性閱讀活動 

親子兩人之間 

故事文本的閱讀 

親子共

學 

親子團體、家庭中的 

其他成員 

學習型家庭的 

共學模式 

家庭成員針對某主題

或某個領域共同學習 

資料來源：黃迺毓（2001）。 

 
第二節  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現況 

  依據葉郁菁（2004）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母親是子女教養和成長學習的

重要他人。新移民女性不僅需要照顧子女、接送子女上下學，即使新移民女性的

語言能力不足，但在家庭中實際指導子女課業的責任仍落在母親身上。 

  從社會心理發展階段來看，國小階段的兒童正處於「勤奮努力 vs.自卑」的

發展階段。國小階段的兒童需要穩定的學習環境，而此時期也是培養學童獨立自

主學習的重要階段，因此在國小階段的新移民家長，不僅要協助子女建構獨立學

習的能力，同時也需要盡可能參與學校活動。許多國小學童的新移民媽媽常常因

為自信心不足，認為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足、學歷不高，將自己排除在子女的學習

之外，有時候因為國小階段的兒童長時間在學校和課後照顧機構，而忽略親子的

互動（葉郁菁，2010）。新移民家長參與親子活動非常重要，新移民家長不僅可

以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增加親子互動，同時從參與親子活動的過程中，也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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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新移民家長的學習動能，形成正向的循環。親子共學的活動內涵，不僅是生活

技能或適應的學習，也不應侷限於中文的學習，同時也涵蓋了新移民家長的母語

學習、以及新移民家長從參與子女課業指導過程中，對自我能力的提升。 

  為推動終身學習的理念，教育部於 1998 年「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提出

十四項的具體行動方案，而建立學習型家庭即為其中一項目標（教育部，1998）。

學習型家庭以家庭親子為主體，主要目的是藉由家庭成員中的相互學習，使家庭

不斷強化、成長的一種歷程，而親子共學就是行動上的具體表現，魏惠娟（1998）

也認為「學習型家庭」可以說是未來最為理想的家庭形態，由此可以看出國人對

親子共學的重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移民的現象已經是國際間常見的趨勢，而我國的新移民

主要是以婚姻移民為主，當中又以女性居多，且許多小孩都來自新移民的家庭。

除了大陸港澳地區之外，近年來也陸陸續續有許多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讓台

灣的族群文化更加多元。 

  然而由於語言及文化上的差異，讓親子共學難以落實在外籍配偶的家庭當中；

何青蓉（2003）更明確的指出，跨國婚姻移民所面對困境的兩大主因：（1）不識

字的問題（2）因文化價值差異所引起認知與情緒上的衝突，這些研究都在在顯

示出新移民家庭實施親子共學的困境。 

 

第三節 母語共學與新移民子女教育輔導 

 

一、母語共學方案 

  2004 年 7 月 28 日，行政院會議指示「籌措專門照顧外籍配偶之基金」，自

94 年度起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每年編列 3 億元於內政部，目的是為了

能夠更進一步來強化新移民體系、推動照顧輔導的整體服務，以整合國內相關資

源，共建多元文化新社會（內政部，2010）。 

  依照移民署目前公佈的計畫補助項目共有四大項，包括：（一）「辦理醫療補

助、社會救助及法律服務計畫」（二）「辦理鼓勵外籍配偶就學、子女托育、扶助措施

及多元文化推廣、宣導計畫」（三）「辦理家庭服務中心及籌組社團計畫」（四）「辦理

輔導、服務或人才培訓計畫」，而其中又以「辦理鼓勵外籍配偶就學、子女托育、扶助

措施及多元文化推廣、宣導計畫」的補助項目，與外籍配偶親子共學方面的發展最

有密切相關。 

  本研究在蒐集資料的過程當中，整理出內政部移民署在外配照顧輔導基金之

近五年來（民國 96 年至民國 100 年 1～8 月），於第二項的補助項目「辦理鼓勵

外籍配偶就學、子女托育、扶助措施及多元文化推廣、宣導計畫」部分的補助列表中，

發現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國內各縣市政府以及許多民間非營利機構與團體大量的

補助經費，來舉辦各式不同的親子共學活動或研習，由此可看出我國政府對外籍

配偶的親子關係非常重視。但是若仔細地加以觀察，則會發現在眾多的補助項目

中，著重在「母語共學」部分的方案其實相當蓼蓼可數，五年以來僅僅只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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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方案與母語共學有相關，明顯顯示出國內目前在新移民家庭母語共學的成效並

不深，以下就這 2項方案列表分析之。 

 
表 2-2、外配輔導基金補助「母語共學」之方案 

 機構 方案 經費 

97年度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

基督教永和國語禮拜堂 

98 年度台北縣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

班及生活適應輔導班計畫書 
201,180 

99年度 建國科技大學 
彰化縣外籍配偶家庭親子語文提升

輔導計畫 
131,540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2009、2011） 

 
二、新移民子女教育輔導方案 

  台灣雖然地狹人稠，但所處之地理位置以及其經濟的蓬勃發展，在種種特殊

的有利因素下，每年都吸引大量的移民人口進入台灣落地生根，尤其在近年來，

包括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的新移民家庭人數不斷的與日俱增，致使新移民之子女

生活與學習上的隱憂也逐漸浮出檯面，成為政府當前必須重視的課題。 

  教育部國教司（2009）指出，新移民子女在母國的文化、語言、風俗及文字

與我國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容易造成其在生活、學習適應上的困難，加上新移民

配偶雖然語言上使用華語，但是在文字與注音部分卻有很大的問題，導致在教導

子女的學習上亦有其困難所在，例如家庭作業的指導，以及親師溝通的困難等等。

為因應新移民子女在生活、學習上的適應、課業輔導及親師溝通等相關課題的情

況，教育部經第 636 次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以解決新移

民子女教育之需求，以下為「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之要點。 

1. 實施諮詢輔導方案 

2. 辦理親職教育研習 

3. 舉辦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4. 辦理教育方式研討會 

5. 辦理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6. 實施華語補救課程 

7. 編印或購買多元文化教材、手冊或其他教學材料 

8. 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 

9. 辦理母語傳承課程 

  在上述的要點之中，當中的第 9項要點「辦理母語傳承課程」明確指出現今

新移民家庭母語傳承之重要性，我國政府除了提供新移民及其子女在生活與教育

上多元化資源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讓新移民與其子女，都能夠認同自身的母語文

化，並引導其進入學習型的社會中，打破認為新移民為弱勢的傳統觀念與想法，

藉由母語傳承將弱勢轉換成優勢，培養國家未來之競爭力、共創豐富之國際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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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之要點 

補助項目 現行 改進方案 

(九)辦理母語傳承課

程 

（本項新增） 1. 藉由開辦外籍及大陸配偶母語之傳承

課程，讓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能認同並

樂於學習、運用其父（母）之母語，形

成其另一語言資產，同時可孕育國家未

來之競爭力。 

2. 每班寒假至多四節、暑假至多八節、第

一學期及第二學期至多各十八節為計

算基準(各校規劃開班時，得在總量管

制前提下，依實際需求於各期別間彈性

調整運用)。 

3. 補助鐘點費、教材費、勞保費、提撥勞

退金等相關費用。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司（2009）。 

 
三、母語學習與族群認同 

  劉美慧（2011）指出，近幾年台灣由於新移民女性人數在短期之內急速成長，

目前已突破31萬人口，而且攀升成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使外籍配偶的相關議題

逐漸受到重視。此時在國家發展的政策中，以「優勢族群能理解新移民的文化」、

以及「新移民子女能發展雙文化認同」為目標之導向，可見國內對於多元文化一

詞的定義，已經超越「熔爐」的同一思維，改而強調「沙拉」的異質共存，而這

股趨勢儼然成為國內社會各界的關注焦點。我國的外籍配偶以女性居多，且大多

以婚姻移民為主，自然也孕育出許多下一代之新移民子女，為我國注入一股不同

文化之新血，政府應積極重視此新興族群，並妥善運用其所帶來之文化刺激。 

  語言，除了是個人所擁有的一項能力之外，同時也是傳承該文化的負載者。

因此我們可以視語言為一個族群所擁有的獨一無二之特色、資產；此外，語言也

往往被用來辨識群體認同的重要指標（施正鋒，2002）。由上述可知母語對個人

的之重要性；然而外籍配偶在台灣卻因為語言上的差異，加上國內大眾普遍認為

新移民為弱勢族群的想法，致使外籍配偶在生活及教養子女上遭遇非常大的困境，

為讓其子女更能適應台灣教育環境，在學習語言上也都以國語為主，刻意避免使

用外籍配偶之母語，對標榜多元文化的台灣來說相當可惜。台灣擁有非常豐富之

種族、族群的多元文化資源，如何使新移民家庭保留外籍配偶之母語是刻不容緩

的重要議題。 

  張學謙（2003）提出母語保存的具體方式，認為除了學校的母語課程之外，

家庭和社區是最能直接控制的母語使用場域。新移民子女透過家庭、社會的情境

和主要照顧者的互動，建立自然而然的情感、認同和忠誠感的母語環境。另外，

內容中還特別提到在社區成立母語幼稚園，可以提供新移民子女母語薰陶的適當

學習環境，國外有許多弱勢語言族群都建立了母語幼稚園來推展學前幼兒的母語

教育，例如紐西蘭「毛利人語言巢」就是一個最佳的寫照。 

 
四、新移民子女語言學習與母語課程的推動 

    早期對於新移民子女語言學習的討論，多半認為他們在國語文的學習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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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化刺激不足或家庭語文環境的影響，使得他們在語言表達與識讀能力均較

同年齡兒童落後。例如，鍾鳳嬌與王國川（2004）對屏東縣 4-10歲新移民子女

施予畢保德圖畫測驗，結果發現只有七歲組兒童語言能力屬中下程度，但研究

結果也顯示了新移民子女群體的語言程度落差非常大。同樣陳瑤惠和趙金婷

（2008）也以畢保德學齡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兩種標準化測驗測量 10 位 4-7

歲的新移民家庭子女，結果顯示測驗分數明顯低於同年齡常模，且在閱讀環境

中，不論閱讀教材或者閱讀指導均有明顯不足。是否鼓勵新移民子女學習「雙

語」課程—新移民母親的母語和國語，仍有許多分歧意見。但是學習第二外語，

已經不限於英語，而且東南亞語言的學習，也成為許多高中的特色課程。依據

教育部統計，99學年度第 1學期總共有 225所高中開設 1,328班，共有 4萬 6,554

名學生修讀第二外語課程，語種除了原有的日語、法語、德語、西語、韓語、

拉丁語及俄語外，新增越南語及印尼語，開設學校數較 98學年度第 1學期增加

26校、班級數增加 435班，人數增加 1萬 6,042人（游琬琪，2010）。具備多

語能力是世界趨勢，學習第二外語除了為學生多開了一扇國際視野的窗，也增

加連結世界的管道，同時許多企業徵才，除了英語能力以外，越語專長的人才

需求殷切。高中校園掀起的這波「越語風」，呼應現階段逐年增長的新移民子

女人數（游琬琪，2011）。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親語言，可以從小開始。但在跨

國婚姻家庭中，許多家庭是不希望東南亞的外籍母親與子女講母國語言的。語

言的學習應該是從小、在一個耳濡目染的環境中浸潤，尤其是母親國家的語言，

更不應該是透過傳統制式化課程學習而來。因此，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環境中雙

語的同時傳達，讓學習者在最自然的情境中接觸越南語和國語兩種語言。 

  為促進新移民之子的雙邊文化認同、以及推廣外籍配偶母語學習活動，我國

教育部（2004）「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在策略面中提到「了解與傳承外籍配

偶母國文化」的具體實行策略，包括（1）培植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種子（2）

辦理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教育活動。在「培植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種子」方

面，對象主要針對在台久居的外籍配偶，重點在進行文化傳承之培訓，以深入外

籍配偶居住的鄉鎮社區，來辦理親子共學等相關的活動。另外，在「辦理外籍配

偶母國文化傳承教育活動」方面，則是以親子共學方式規劃辦理外籍配偶母語等

等之相關活動。由教育部「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的內容可以看出，國內政府在

外籍配偶母語之推廣與籌備上投注了許多心力，也提供新移民在語文學習、子女

教養、家庭教育、技藝學習方面等等諸多的管道，並引導國人能認同並欣賞外籍

配偶原生國之文化，以期將來能與之共同激盪出屬於台灣的多元新文化。 

 
五、教育部母語傳承課程的政策推動 

    教育部 2010年已核定臺北市等 24個縣市政府辦理「教育部執行外籍及大陸

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經費總計新台幣 4,244萬 8,796元，由各級學校向各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辦理教育部補助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輔導計畫中各項子計畫，由

縣市政府初審後彙整報部複審。其中有關「母語傳承課程」部分，為 2010 年新

增的補助項目，學校可聘請具新移民母語之教師教導學生學習新移民之母語，透

過母語學習活動，讓學生於生活化的過程中，增進對父（母）之母語、文化的認

知，以培養學生能了解母語的特性，並建立學生聽、講母語的信心，共同體認新

移民母語及文化之美。其中擔任「母語傳承課程」之講座人員，係以精通該國（如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語言者為主，該國外籍配偶或新移民得優先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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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電子報，2010）。以基隆市為例，轄內國中小學與高中辦理母語傳承課

程，每班寒假至多 4節、暑假至多 8節、第 1學期及第 2學期至多各 18節為計

算基準（基隆市政府，2009），僅能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母語教學活動，母語課

程的普及性仍有不足。 

 
表 2-4、教育部提供各類型學習之管道 

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 社區大學 社教館所所屬社教站 

補助辦理「語言識字課

程」、「手牽手新移民親

子共讀」、「新移民婚姻

家庭成長系列活動」、「新

移民認識台灣暨禮儀研

習」、「新移民子女教育

成長研習」等課程與活

動。 

補助辦理「語言與文化

班」課程、「新移民婚姻

與家庭」公共論壇、「新

移民嘉年華」活動及「女

性主義研究社」等課程與

活動。 

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

動，含兩性教育、新移民

教育、家庭教育等認識多

元文化課程與活動。 

資料來源：教育部社教司（2008）。 

  以高雄市為例，2011年高雄市社會局即在岡山區、茄萣區及燕巢區等地的

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開辦周末的新移民家庭子女的越語班，由新移民女性擔任

講師教導母語，課程規劃從拼音到練習將單字套入片語，學習日常生活會話，進

而善用越南母語，並在課程中加入童謠、越南傳統民間故事以及好玩的遊戲，讓

新移民子女在玩樂的氣氛中快樂的學習母語，藉由在課堂與老師及同學的對話，

創造新移民子女建立說母語的環境，並將母語帶回家庭中以越南語跟媽媽說越南

話，增進親子溝通，同時也有助於新移民家庭融合和子女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

和接納（高雄市政府，2011）。  
 
六、國小辦理母語傳承課程概況 

  本研究在蒐集「國小辦理母語傳承」相關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國內許多縣

市的國小對於母語傳承相關課程或活動的舉辦都非常熱絡，而其中又以閩南語、

客家語、以及原住民族語最為廣泛，卻獨獨遺漏了新移民母語。台灣日報（2010）

報導指出，會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於教育部（2008）所頒布之「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100 學年度實施 )」，其中在語文學

習領域的部份包含五種語言：（1）國語文（2）英語（3）客家語（4）原住民族

語（5）閩南語，只有上述五種語言被規定為本土語言的範圍，而新移民母語被

97 年國中小課綱排除在外，導致教師無法領鐘點費、無法開課等情況發生，僅

能利用下課時間或社團活動等其他方式來進行新移民母語的指導，使新移民母語

在學校窒礙難行，對於國內日漸增多的新移民家庭而言，其子女無法在校

內本土語言課程中學習自身的母語，反而要去學習其他語言，影響之大

可能更快加速新移民子女母語能力的流失。 

  雖然在國內，各縣市國小辦理關於「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情況並不普及，

但在新移民子女日漸增多的情況下，為因應現今社會的潮流趨勢，因重視新移民

母語之傳承而願意辦理國小學校者依舊不少，以下就研究者大略所蒐集到的案例

與資料列表之。 

 



 9 

表 2-5、各縣市國小舉辦母語共學之列表 

縣市 學校 課程、活動名稱 母語共學模式與內容 

新 北

市 

大 豐 國

小 

國際文教 

中心 

新移民母親和子女表演異國歌舞、烹飪、

說故事，展出外籍文物，包括樂器、飾品、

服裝、繪本故事。 

桃 園

縣 

忠 貞 國

小 

新 移 民 學 習

中心 

幸福新移民徵文活動、 

我們都是一家人-新移民劇團巡迴。 

台 南

市 

大 港 國

小 

新移民東南亞

母語共學 

開辦手工皂、核桃糕製作、串珠、打包帶編織

袋、動力研習和親子母語共學等課程。 

台 東

縣 

寶 桑 國

小 

世界母語日 

系列活動 

邀集各族群的學生及單位演唱歌謠、表演舞

蹈，藉此喚起民眾對母語的重視，讓不同族群

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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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計畫期程為 101年 1月 1日至 101年 12月 31日止，共計 12個月。

以下分別依照「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對象」、「研究資料蒐集」、「資料分析」

四節描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共有三項，分別為研究架構圖中的： 

一、瞭解政府部門推動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現況。 

 分析 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國民小學辦理「母語傳承課程」的

概況。 

二、了解教育部母語傳承課程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和導師教學輔導的交互作用。 

1. 檢證母語的學習對新移民家庭子女有正向貢獻：比較參加與未參加母語傳

承課程之新移民家庭子女在語文科、學校平均成績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 

2. 由新移民子女的導師對新移民子女在學校學習適應的表現做評估。 

三、研擬鼓勵新移民子女母語學習的具體策略。 

1.提出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優勢。 

2.指出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困境，提出解決困境的可能策略。  

  研究者將先就國內政府部門推動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現況進行探討。主要

文件蒐集的來源包含國小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之計畫與成果報告分析，同時研

究者也會透過承辦人員的質性資料訪談，了解學校辦理母語傳承課程的現況。從

上述資料中，統整推動母語傳承課程的具體建議。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將研析母語傳承課程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和導師教

學輔導的交互作用，並希望提出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親母語的優勢，作為國家推動

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政策背後的重要實證基礎。研究者將以全國性問卷調查，針

對目前已經實施「母語傳承課程」的國民小學，由新移民子女的導師評估，了解

新移民子女在國語文的學習表現、總體學業成績的表現、導師提供新移民子女的

教學輔導方式、以及母語學習的情況，分析新移民子女在母語學習對課業學習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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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１、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1）開辦「母語傳承課程」之國民小學承辦人員

和母語講師。（2）就讀國小之新移民子女、以及教導其子女之導師。(3) 新移民

家庭教育與輔導相關的專家學者。 

 

表 3-1、研究資料蒐集方式與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方式 研究對象 

政府部門推動新移民母

語傳承課程的現況 

文件分析 計畫書或成果報告分析 

質性訪談 國小辦理「母語傳承課程」承辦人、

母語講師 

了解教育部母語傳承課

程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和

導師教學輔導的交互作

用 

問卷調查 1.學習母語的新移民子女 

2.未學習母語的新移民子女 

3.新移民子女導師 

形成新移民母語學習的

具體策略 

焦點團體座談 1.提出解決母語傳承課程困境的方法 

2.提出學習母語對新移民子女的優勢 

 

第三節 研究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文件分析、質性訪談、問卷調查、與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見表

3-1），作為研究資料的蒐集方法，以下分別就這四種研究方法加以說明之。 

 

一、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研究者蒐集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相關文件，並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蒐集的

文件為：教育部國教司補助國民小學實施母語傳承課程的學校名單、計畫書或成

果報告。經過研究者向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承辦母語傳承課程之國

目的一、政府
部門推動新移
民母語傳承課
程的現況 

目的二、親子
的母語共學對
新移民子女學
習和導師教學
輔導的交互作
用 

形成新

移民子

女親子

共學母

語的具

體策略 

策略一、新移
民子女學習母
語的優勢 

策略二、解決
母語學習困境
的建議 

文件分析、質性訪談 

文件分析、問卷 

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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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學請求提供計畫書與成果報告後，共計得到。研究者分析的項目包含：方案

或計畫的目標、經費來源、參與的新移民人數、新移民子女人數、方案執行的方

式、邀請的講師來源、效益評估方式等。 

    研究者以 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接受教育部補助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之國小

為研究對象，共有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

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共計 11 個縣市辦理母語傳承課程，部分縣

市政府承辦人員表示均無當初的計畫書或成果冊，加上 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

有一部分承辦人員更換、或面臨 99 學年度資料遺失等問題，造成在文件資料的

蒐集上受到上述限制，有一部分學校的資料並不完整、有些提供成果報告和計畫

書，但有些則只有計畫書或者成果報告。研究者在洽詢過各縣市之教育局及教育

處之承辦人員後，整理出 99學年度和 100學年度曾經辦理或皆有辦理之國小共

計 38 間。研究者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得知，部分縣市教育局（處）因承辦人員

調動，使 99年度辦理此課程之學校資料遺失，因此部分縣市無法確認 99年度辦

理此課程之學校，本研究中僅列出有資料佐證之縣市及學校，其所在地以及其開

設此課程之年度（詳見表 3-2）。 

 

表 3-2、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承辦母語傳承課程之學校與縣市別 

縣市別 國小代碼 
開課 

年度 
縣市別 國小代碼 

開課年

度 

新北市 

A1 99、100 

台南市 

I1  100 

A2 99、100 I2  100 

A3 99 I3  100 

A4 100 I4  99、100 

A5 100 I5  100 

桃園縣 
C1 99、100 I6  100 

C2 99、100 I7  100 

新竹市 
D1 99、100 I8  100 

D2 100 I9  100 

台中市 

E1 99、100 

高雄市 

J1  99、100 

E2 99 J2  99、100 

E3 100 J3  100 

E4 100 J4  100 

E5 100 

屏東縣 

K1  100 

E6 100 K2  100 

彰化縣 
F1 99 K3  100 

F2 99 
宜蘭縣 

L1  99、100 

南投縣 G1 99 L2  99 

嘉義縣 
H 99、100    

H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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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教育部的協助，蒐集 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曾辦理新移民子女

母語傳承課程之縣市的計畫書與成果報告，包含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台

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共計 11

個縣市，離島於上述學年度未辦理。 

 

二、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 

  研究者認為，透過質性的深度訪談，可以讓研究對象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

提供研究主題～新移民子女母語傳承課程的豐富訊息，透過厚實的描述，呈現新

移民家庭子女在母語傳承課程的經驗，並從當中歸納母語傳承課程對新移民女性

和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效益以及可能產生的困境。 

研究者與研究助理以電話拜訪後確定受訪者名單，並親自前往其任職學校

進行訪談，在此階段中，研究場域包含新北市、桃園縣、彰化縣、嘉義縣、高

雄市等五個縣市，本研究之受訪對象分別為新北市 2位、桃園縣 1位、嘉義縣

3位、彰化縣 1位、高雄市 1位；選擇上述受訪對象的理由為：上述學校在 99

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均有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且提供之計畫書與成果報告資料

最為完整。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想了解學校在實施母語傳承課程的過程中，導

致無法持續辦理的原因，因此選擇一位 99年度辦理，但 100年未續辦之國小承

辦人員，藉此了解其實施困境與未繼續辦理之原因。因此，本研究訪談對象共

計 8位，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3-3。除了蒐集文本資料與進行訪談兩個階段以

外，資料分析的過程中也隨時與各學校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以進行詢問與確定

資料內容。 

 

表 3-3、母語傳承課程承辦人員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職位 承辦年度（年） 任職學校地區 

甲主任 女 教務主任 99及 100 嘉義縣 

乙校長 女 校長 99及 100 嘉義縣 

丙主任 女 輔導主任 99 彰化縣 

丁老師 女 總務組長 99及 100 桃園縣 

戊主任 男 輔導主任 99及 100 高雄市 

己老師 男 輔導組長 99及 100 新北市 

庚老師 女 輔導組長 100 新北市 

辛主任 男 教務主任 100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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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 8位研究對象分別各進行 1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40分鐘至

1小時。諸位受訪者中，除了甲主任與乙校長為同一學校任職人員外，其餘受

訪者皆任職於不同學校。其中，庚老師任職學校雖於 99年度及 100年度皆有辦

理新移民子女母語傳承課程，然而，卻是在 100年度才接手此課程，因此對於

課程初始的辦理情形較不熟悉，困境部分也較少感受。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研究者將訪談推動國小母語傳承課程承辦人員，

進行初步的訪談。研究者首先將透過電話邀請執行外籍配偶輔導基金母語學習方

案的單位、全國新移民學習中心、辦理母語傳承課程的國民小學，並依據區域原

則，選擇承辦人員為受訪者。 

  訪談大綱如下： 

1. 貴校執行的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方案。 

2. 貴校執行的情況與經費來源。 

3. 貴校執行過程中如何鼓勵新移民女性和子女參與。 

4. 貴校執行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教材研編。 

5. 貴校執行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講師培訓。 

6. 貴校執行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遭遇的困境。 

7. 針對上述困境，貴校的解決策略是？ 

 

  此外，為了解擔任母語傳承課程的越南語教師所遭遇的困難，本研究也訪談

了兩位擔任母語傳承課程的越南語講師，每位講師訪談時間約為半個小時，以了

解越南語教師對母語傳承課程的教材編排方式、教學上遭遇的困境、以及所需要

的協助。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 3-4、母語傳承課程越南語講師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居住地區 授課時數 來台時間（年） 

A媽媽 女 嘉義縣 24小時 16年 

B老師 女 嘉義縣 40小時 12年 

 

三、問卷調查法（survey） 

  根據研究目的二，研究者探討親子的母語共學對新移民子女學習和導師教學

輔導的交互作用。從上述訪談分析的內容，研究者將自行編製問卷，透過全國性

問卷調查的方式，釐清母語傳承課程對國小學童學習的交互作用影響。問卷施測

的對象為實施母語傳承課程國小的新移民子女及其導師，並以鄰近社區的同型學

校(未實施母語傳承課程者)作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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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組發出 205 份問卷，回收 152 份。對照組發出 206 份問卷，回收 162

份。本次共發出 411份問卷，剔除超過二分之一回答不全、或者導師或學生僅有

一方填答的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共 314份。就區域的分配，本次抽樣 9個縣市，

分別為台中市(44份、占 14%)、台南市(76份、占 24%)、宜蘭縣(12份、占 4%)、

屏東縣(22份、占 7%)、桃園縣(36份、占 12%)、高雄市(24份、占 8%)、新北市

(71份、占 23%)、新竹市(9份、占 3%)、和嘉義市(20份、占 6%)。 

 

表 3-5、研究問卷抽樣學校與人數分配表 

縣市 學校

代號 

課程組 對照組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台中市 E1 8 3 5 2 

台南市 I6 5 5 5 3 

新竹市 D1 6 6 5 3 

台南市 I7 9 8 5 3 

新北市 A1 26 26 15 14 

台中市 E5 8 8 9 7 

高雄市 J2 14 14 11 10 

台中市 E6 12 12 6 0 

台中市 E4 13 6 5 3 

桃園縣 C2 17 17 13 12 

嘉義縣 H2 20 20 7 0 

屏東縣 K2 4 3 5 3 

台南市 I5 10 8 10 8 

屏東縣 K3 5 0 6 6 

台中市 E1 5 0 4 3 

宜蘭縣 L1 5 0 12 12 

台南市 I10 5 0 3 3 

台南市 I1 10 9 12 12 

新北市 A1 5 0 33 31 

台南市 I4 5 0 6 6 

屏東縣 K1 1 1 10 9 

台南市 I8 7 6 6 5 

桃園縣 C1 5 0 13 7 

總計 205 152 20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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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分為課程組問卷和對照組問卷。課程組和對照組問卷分別以 A 卷和 B

卷為代號。兩組問卷在同一套問卷內包含教師問卷和學生問卷。教師填答的問卷，

需對該位受評估的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情況、以及教師提供給該位新移民子女的學

習輔導策略，依據問卷內容填答。以下分別敘述： 

1.新移民子女學習現況評估 

    1.1 新移民子女進小學之後每學期的國語科成績。 

    1.2 新移民子女進小學之後每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 

    1.3 新移民子女開始參加母語課程的時間、每週上課時數、與母語學習內

容。 

2.新移民子女學習輔導評估 

    2.1 導師評估新移民子女參加母語學習後對課業學習的影響。 

    2.2 導師提供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輔導形式和內容。 

    2.3 導師評估學習輔導對新移民子女的影響。 

 

    課程組與對照組問卷內容的差異(參見表 3-6)主要為課程組增加教師對學

生學習情況評估，請教師就該生參加學習越南語傳承課程後，以教師對該生的觀

察和瞭解，對其學校學習的影響進行評估。影響的程度從-3分、-2分、-1分、

0分、1分、2分、3分，分別表示從嚴重的負面影響到極大的正向影響。 

 
表 3-6、課程組與對照組問卷內容比較 

 課程組 對照組 

教師

問卷 

一、學生基本資料 一、學生基本資料 

二、學生學習情況評估 二、教師提供的學習輔導策略 

三、教師提供的學習輔導策略  

學生

問卷 

一、基本資料 一、基本資料 

二、對學習越南語的態度 二、對學習越南語的態度 

 

    問卷調查的範圍以全國實施母語傳承課程學校中新移民子女的導師為施測

對象，請新移民子女的導師進行新移民子女學習現況以及學習輔導的評估，另外

研究者以同校或鄰近區域內學校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導師作為對

照組（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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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控制組與對照組的新移民子女學習輔導交互作用比較 

項目  控制組 對照組 差異比較分析 

1.1 新移民子女進小學之後的國語科成績   基礎資料 

1.2 新移民子女進小學之後的學業平均成績   基礎資料 

2.1 參與母語課程後的國語科成績   ● 

2.1 參與母語課程後的學業平均成績   ● 

2.3 導師提供的學習輔導   基礎資料 

2.4 學習輔導對新移民子女的影響   ● 

註：控制組為：實施母語傳承課程之國小新移民子女導師；對照組為未實施母語

傳承課程之國小新移民子女導師。 

 

上述交互作用分析結果指出： 

1. 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在國語科能力的表現趨勢(從一年級到高年級)。 

2. 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在學業平均成績的表現趨勢(從一年級到高年級)。 

3. 比較參與和未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新移民子女母語學習態度的差異。 

4. 比較參與和未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新移民子女學業平均成績表現的差異。 

 

四、焦點團體座談 

    研究者從上述資料分析的結果，歸納出兩項與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相關之議

題：1.指出母語傳承課程實施的現況並提出解決母語學習困境的策略；2.提出母

語學習對新移民子女未來發展的優勢。因此上述議題將成為焦點團體座談的主軸，

透過焦點團體中與談者對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議題的討論，提出未來供外籍配偶

輔導基金委員會、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與各級國民

中小學，推動新移民母語政策的參考。 

    研究者以上述母語傳承課程的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據以歸納焦點團體的討論

議題。採用焦點團體的主要目的為：從專家學者、政府部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與學校單位第一線提供新移民家庭母語學習的角度，對於母語學習的可能

模式、遭遇的困阻和協助解決模式的主觀詮釋經驗。焦點團體主要透過團體互動

的方式，使得參與成員的意見和經驗經由互動參與方式，呈現個別訪談所難以呈

現的深度訊息與對議題激盪出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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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團體的參加對象：研究者於嘉義縣舉辦一場焦點團體座談，邀請 10 位

專家學者和熟悉新移民母語學習議題的人士參加（表 3-8）。邀請參加焦點團體

的對象，除了對新移民母語學習和推動有相當研究和關注的大專校院學者外，研

究者也邀請機構和官方代表參與討論。  

  

表 3-8、焦點團體參加成員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A主任 移民署服務站 主任/官方代表 

B副主委 政府機關 副主任委員/官方代表 

C主任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機構代表 

D理事長 民間團體 理事長/機構代表 

E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F教授 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G教授 南部某科大 教授/學界代表 

H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I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J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第四節 資料分析 

一、次級資料分析 

    研究者首先對蒐集的文件資料內容加以編號，並且反覆閱讀文件內容，以取

得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了解。其次，研究者將依據母語傳承課程的方案內容、

執行的情況與經費來源、參與的新移民女性和子女、母語傳承課程的教材、母語

傳承課程的講師培訓、執行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遭遇的困境、以及解決策略等項

目進行分析，並提出不同的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模式。 

 

二、訪談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訪談的錄音內容將先轉錄為文字，受訪者加以匿名，訪談文字內容

進行質性資料編碼和分析，抽取出概念化的因素後，在進行不同組資料的比對和

研擬再次深入的訪談內容，直到資料蒐集飽和、形成質性分析的概念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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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資料處理與信效度 

  問卷資料以量化分析方式，採取SPSS10.0統計軟體處理資料，對問卷進行描

述性統計分析，並解釋次數分配表；進行交叉統計，解釋不同變項之相關性。而

問卷中開放式問項以人工方式加以統整來輔助結構式問卷之不足處。 

  本研究的嚴謹性和可信度方面，係研究小組先進行蒐集資料工作，之後經過

數次討論、分析與彙整，進而編制問卷初稿。隨即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專家效度評

估本研究之問卷內容，這些專家學者將針對每一個題目及選項的適切性與代表性

進行評估。再者，研究者也請專家學者針對題目和選項的用詞或語法給予斧正。

在專家評估之後，研究小組再依他們的意見進行交叉比對、討論、與修正，並將

問卷初稿先行前測，以 30 位新移民子女的導師為前測對象，確認問卷內容的適

當性。量表的信度方面採用 Cronbach's Alpha 係數，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問卷內容之 Cronbach's Alpha 值需在 0.5 至 0.9 間。本研究問卷定稿後，隨

即進行正式問卷施測。如此，將使問卷本身更具客觀性和精確性。最後，問卷回

收後乃從事編號，統一以一份完善的編碼簿進行編碼、除錯及以 SPSS10.0 加以

分析，以期提高研究的確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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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母語傳承課程分析結果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及研究問題，本章就目前我國的母語傳承課程實施狀況進

行整理與分析，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為課程實施目的及預期效益，第二節為

課程實施對象及人數，第三節為課程師資，第四節為課程內容及時間，第五節為

課程經費，第六節為課程實施成效，第七節為課程實施困境與改善策略。 

 

第一節 課程實施目的及預期效益 

 

 教育部新移民教育改進方案中，開設母語傳承課程之目的為讓大陸及外籍配

偶之子女藉由此課程認同、樂於學習並能運用其父（母）之母語，形成另一種語

言資產，同時也可孕育國家未來之競爭力（教育部，2009）。而研究者透過目前

我國國民小學向教育部申請母語傳承課程之計畫書，了解各個國民小學之課程實

施目的與預期效益，多為教育部計畫之延伸，擴展至不同的面向。 

根據各校的實施目的與預期效益，研究者將之分為下列七大類論述： 

一、提供充足教育及多元化資源，改善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條件 

 此計畫藉由教育部補助之大陸及外籍配偶教育輔導作業原則與新移民子女

教育改進方案進行，為落實此方案，教育部編擬出的預算高達 4,244萬 8,796

元，各縣市政府可遵循上述規定加以運用補助經費（國民教育司，2010）。透過

學校或機構開設課程及開發教材，藉由辦理此課程，規劃教育資源分配之優先策

略，使新移民子女獲得更多社會資源，改善其受教育條件、提升其教育品質及其

課業之基本能力，並以此協助其於學習及生活上之適應情形。本研究蒐集的多數

學校（A1、A2、E3、E5、E6、F1、G1、I4、K2、L1）皆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

的中；K2將此項目列入其計畫之預期效益。除此之外，E6更將此範圍擴大，不

只將此資源運用在新移民子女身上，更將之視為多元化資源的一部分，提供給全

校學生，以創造豐富的國際文化為目標。 

  

二、增進新移民子女自我認同及母國文化認同之概念，提升學習母語動機 

 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的的學校有 A2、C1、C2、E1、E2、E3、E4、E5、

E6、F1、G1、H2、I4、I6、J3、K2等十五間學校，而將此項目列入預期效益的

有 E2、E5、F1、I4、J3、K2等六間學校。在此項目中，政府單位及學校機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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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開設此課程，讓學童學習越南語並認識越南文化，透過課程發現母國文化特

色之處，並且培養其兼用母國語言與本國語的習慣，激發學生學習母語的興趣，

以此方式增進學童對自身及對母國文化的認同感，提升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動機，

且激勵其學習意願。 

 

三、促進新移民家庭親子關係 

 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的的學校有 E4、J1、J2等三間國小；A2、C1、E1、

E3、E5、F1、I4、J1、J2、L1等十間國小將其列入預期效益。許多新移民即使

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仍夾帶些家鄉的口音，而學童於學校及家中多半使用的

為國語或者台語，因此在與母親的溝通上較為薄弱，透過此課程，學童學習母親

的母國語言，在家中若能使用越南語與母親對話，不懂或不明白的也可於家中詢

問母親，達到親子共學之成效也促進新移民家庭親子關係。 

 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該校起初開辦母語傳承課程之原因，乃為目睹母親為

越南籍之學生，在外公外婆來台探望時因語言隔閡無法溝通，造成了親子間的距

離，覺得非常感慨，因此開設此課程，期盼能搭造親子互動間的橋樑。 

 
己老師：對，課程班的學員媽媽來台灣玩，那個學員是問說可不可以把親戚帶      

        過去，我說可以呀，可以邀請他的爸爸媽媽，他越南的爸爸媽媽一起 

        參加我們的這個活動，那當天我們其實覺得很感慨的，他的外公外婆 

        很想跟他這個外孫有一些簡單的互動，想跟他講些話，但使用的語言 

        不同，那礙於這個，我們都看在眼裡，我們也想說，我們可以為這個 

        新住民的家庭做一些什麼樣的親子互動的補足，那才是最開始我們的 

        想法。     

                                 

 

四、發展另一語言資產，培育國家未來競爭力 

 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的的學校有 C1、C2、E1、E2、E5、E6、H1、H2 、

I4等七間國小；A1、A2、C1、E2、E5、I4等六間國小將其列入預期效益中。在

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為了能與多個國家的民族溝通，人們往往會學習第二語言，

越南籍配偶已成了台灣的多數族群之一，因此讓新移民子女學習越南語，發展成

為另一語言資產，以培育國家未來之競爭力。 

 在訪談的過程中，也有受訪者表示校方開設此課程的原因，乃起始於希望學

童能多學習一種語言，培養其自身的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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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主任：我記得我來的第一個學期上的那個，那個不是什麼母語傳承， 

            都不是，是我們自己籌備，校長要讓孩子…希望讓他們多學一 

     點東西。 

                                                            

五、認識並接納多元文化，共創豐富之國際文化 

 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的的學校有 A2、C1、C2、E2、F1、G1、H2、J3、

K2、L1九間；而將此項目列入預期效益中的學校有 C1、E2、F1、K2等四間。除

了新移民子女外，部分學校也開放台灣籍子女及家長參與此課程，讓更多的人能

認識越南文化，培養其多元文化的觀念，且接納並尊重多元文化之族群。L1就

教師層面而言，提出落實協助教師了解文化的差異，進而培養國際觀的視野與胸

襟。除此之外，C1、C2、F1也進一步提出除了認識多元文化以外，並藉由此課

程形成多國語言社會，展現多元文化之融合與學習。 

 

六、了解並傳承越南文化 

 將此項目列入課程實施目的的學校有 H2、I6、J1、J2等四間；而將此項目

列入預期效益中的學校有 F1、J1、J２等三間。在此項目中，學校以培養學生具

備母語溝通上之基本能力，在日常生活中能使用基本日常會話，藉由越語課程使

新移民子女了解越南文化，並以此方式傳承越南文化。 

 

七、提升教師多元文化教育教材編寫能力，並將多元文化教材融入各科教學 

 目前此課程尚未有統一教材，各學校教材皆為教師自編，學校也藉由此課程

的辦理，增進教師編寫多元文化教育教材的能力， 

 

綜觀各校課程實施計畫，研究者整理出上述七大類項目，概括了全國各校的

課程目的與預期效益，然而，除上述六類項目之外，尚有部分目的與預期效益因

為少數學校提出，因此未列入上述分類中，整理如下： 

1.指導新住民家長擔任父母應盡之教育態度與方式。 

2.落實協助國際家庭教養關懷與教育機會均等之社會正義。 

3.發展外籍配偶多樣能力，成為國家重要人力資源。 

 綜合上述，各校實施母語傳承課程之目的，不僅提供新移民子女多元化教育

資源，使其能夠學習父（母）之鄉土語言與風情民俗，由學生角度出發，欲藉由



 24 

此課程提升其自我認同及生活適應力，藉由學習越南語，建立與家人及親屬溝通

的橋樑，增進家庭間之親子關係。其次，由國家角度來看，此課程的設立欲培養

出新的語言能力，做為另一語言資產，提升國家未來之競爭力。再者，此課程為

學校帶來多元文化之風氣，欲使校內師生認識並接納多元文化，建立校內師生之

國際觀，由課程實施目的與預期效益來看，對於國家、學校以及新移民家庭及其

子女皆有所助益。 

 

第二節 課程實施對象及人數 

 

    研究者將針對母語傳承課程在我國實施的對象及人數兩部份分別探究，詳述

如下： 

一、課程實施對象 

綜觀各校實施計畫以及訪談各校承辦人員之後，研究者將各校實施此課程之

對象分為下列三類： 

（一）新移民子女 

 此類別為大多數學校實施方式，學校將參與母語傳承課程之學生限定在新移

民子女，其中又可分為： 

1.完全為越南籍新移民子女參加 

以此方式實施的學校認為，課程尚在試辦階段，先以越南籍新移民子女為主

要對象，再根據實施情形評估是否適合開放給其他學生參與。 

 
己老師：都是越南籍的。 

研究者：那會開放給其他想要學這個課程學生嗎？ 

己老師：目前是還沒有，主因為我們目前是試辦的階段，不知道狀況怎麼樣。   

                      

2.各國籍新移民子女皆可參加。  

 校方認為，政府既然提供經費讓新移民子女有機會可以學習母語，則應該讓

新移民子女皆有機會參加，然而，越南籍為人數最多之群體，因此校方只開辦母

語傳承課程，但仍鼓勵所有新移民子女參加。 

 

研究者：那在這些學生裡面除了，那個新移民子女他們的母親的籍貫，除了 

        越南還有別的地方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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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任：有阿，印尼、大陸。 

研究者：那為什麼會是決定以越南語為主？ 

甲主任：越南的比重比較多，那大陸的語言跟我們一樣，就不用刻意再去教， 

        那印尼我們曾經帶過一學期，那印尼語學起來不是這麼容易，因為 

        越南語他算是有點我們中國以前的屬國，所以他有些發音…跟我們 

        比較像，那印尼語在學習上面的困難度差很多，所以帶了一學期之 

       後就覺得，那不是幾堂課就可以學得起來的，所以後來就先暫停了。                                    

  

然而，也有學校是因為以越南籍新移民子女為主的學生招生不足，因此才擴

大範圍到其他條件之學生。 

 

丙主任：對，一開始當然是集中在這些人的目標對象，因為錢下來應該就是以  

        他們為主要的對象，然後主要對象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是...大陸籍的 

        也進來，凡是大陸籍的，菲律賓、印尼，通通都進來，都參加可以， 

        接著再開放的是，弱勢家庭的進來，就是還是按照那個一般我們學校  

        在處理的流程，先照顧這些，優先區裡面的小孩，這樣。                              

 

（二）全校學生皆參與 

 根據研究者蒐集之資料，目前僅有 E6、H2兩間學校以此種方式辦理。學校

認為，既然要開設越南語課程，則應讓全校學生共同參與，不僅讓新移民子女可

以學習母國語言，也可讓全校學生多一種語言能力，且讓所有學生共同學習，也

可避免將新移民子女獨立出來授課，造成「標籤化」的問題。 

 

乙校長：我把它當作是能力在培養孩子，不是把他當成是語言，所以不是刻 

        意的母語傳承，因為我這裡是說給孩子多一點點能力，我的重點在 

        這裡。可是不應該…這樣子拉進來……，特意再去強化越南語一定 

        要進來，你更標籤化了。  

 

A媽媽認為，要提升國家的語言競爭力，應該是全面性的，只要有興趣

的學生都可以來參加，不應該限定某一族群。 

  

A 媽媽：本來他家裡有在說越南語的對於這個好奇心沒有那麼強烈，這樣子，  

        把學生限制在新移民，你說這個外語的甚麼國家競爭力，他可能是全 

        面性的，每個人都有興趣都可以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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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所以不要限定在新移民子女比較好。 

A 媽媽：不要限定某一族群這樣子。 

 

（三）以新移民子女為主，其他想參與者也歡迎 

 此實施方式並不強制全校學生皆參與，然而，校方將越南語視為一種語言課

程，雖然政府補助對象以新移民子女為主，但也可以開放給有興趣參加者加入，

不僅能夠達到多元文化國際觀之目的，也促進家庭關係的成長。 

 

研究者：那這些孩子他們學越南語，那他們都是越南的孩子，還是有別的國 

        家的？ 

丁老師：我們後來發現連他們自己家裡頭的堂兄弟、表兄弟，也都喜歡來 

        上……他們也都會共同來參加，但是他們並不是新移民的孩子呀。 

        他們都是台灣的孩子，但是他們都很樂意來參加，來跳跳舞呀，來 

        唱唱歌呀然後出去表演，或者參加活動，因為我們當時的定義就是 

        說，我們不只拉新移民的媽媽、新移民的孩子，我們還要去拉他的 

        家人一起。            

庚老師：嗯，大部分都是本身的媽媽，就是家長是，就是兩方有一方是越南 

        籍，那也有台灣的，就是也有那種他們沒有越南籍背景的，但他們 

        也想學的，那基本上這個老師她都願意接受，他覺得說，只要小朋 

        友有興趣，想要參加這一塊，不管她的國籍是甚麼都可以來。 

辛主任：突破他非外籍配偶子女也可以來參加，他願意來欣賞這樣越語的美， 

        他願意接受，家長也肯定，孩子在課餘時間去參加這一個休閒，他   

        們把這個當休閒，因為老師上的很棒，當作一個休閒，我們很高興， 

        因為會把這樣一個美給散出去。 

研究者：有的學校是把外配子女獨立出來，有這樣的方式。 

B 老師：可是我覺得這樣，像我覺得，不要用這種方式，我覺得起碼你讓其他 

        的同學也知道這個同學他的媽媽的文化，我覺得讓他認識，讓他可以 

        尊重他，而不是說他自己單獨，ㄟ我被剝開了，那其他也覺得沒有我 

        的事，我覺得這樣不行，我覺得像我不同意這樣做。......因為很多台 

        灣的小孩他也很願意學呀，對呀，像我現在教也很多台灣人的呀，像 

        我那時候在新移民中心那邊教，印尼的、大陸的、台灣的、越南的。 

        都在一起，根本就分不出來，然後你就會覺得有時候台灣的小孩也學 

        很快，因為他有興趣呀，不一定我們自己外配的才會學比較快，不是， 

        要看他們那個興趣還有他們的能力。 

研究者：所以應該就是開放，讓所有有興趣的學。 

B 老師：對。 

 

也有受訪者表示，該校有本國學生對於越南語的學習興趣比新移民子女來得

更高，在學習的過程中更有自信，也同時培養學童的語言專才。 

 

庚老師：像我們就有一個小朋友啊！他是台灣籍的學生喔！但是他對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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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興趣喔！平常很安靜都不太講話，在越南語的課程上就很注， 

        上的比誰都認真，也在這邊找到他的興趣，學得也不錯讓他比較有  

        自信，在越南語的課堂上就會比較踴躍的表現。  

                  

二、課程實施人數 

 在此項分析中，研究者採用各校申請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活動之計

畫書以及其執行成果報告書兩者進行整理與分析，然而，因部分學校僅提供計畫

書未提供成果報告，而部分學校僅提供成果報告未提供計畫書，因此研究者將針

對「預計參與人數」及「實際參與人數」進行整理，再以兩者皆有之參與人數進

行比對分析。 

 各校參與人數及實際參與人數如表 4-1： 

 
表 4-1、各校實施人數彙整表 

學校代碼 
99年度 
預計人數 

99年度 
實際人數 

100年度 
預計人數 

100年度 
實際人數 

A1 68 60 60 48 
A2 15 14 15 19 
A5   53 27 
C1   20  
C2   80 30 
D1 15 15 12 12 
D2    32 

E1   67 13 
E2 20    
E3   15 15 
E4    52 
E5   30 37 
E6   9 125 
F1 30    
F2 30    
G1 16 8   
H1   30 31 

H2    51 
I4   22 22 
I6    4 
I7    11 
I9    8 

J1 17 19 17 21 
J2   17 17 
J3   15  
K1    8 
K2   25 25 
L1   16  
共計 151 116 563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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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統計可看出，在 99年度有 116位學生參與、100年度有 608位學生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而 100年度的學生人數比 99年度增加許多，且部分 99年度

辦理此課程之國小並未在 100年度繼續辦理，並發現此課程在規劃初期每間學校

中參與的人數有很大的差異，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實際參與人數與預計人數

在部分學校中有減少的現象，研究者在分析校方實施計畫及成果報告，以及訪談

學校承辦人員後可歸納出不同原因： 

學生平時皆有參與其他課程及活動，例如：攜手計畫、課後輔導等課程，而

在放學後及寒暑假中往往還有安親班、才藝班等安排，部份學校利用社團時間規

劃此課程，而學生會選擇參與自己有興趣的社團，或是以主要課業為主的安親班

等規劃，此課程為額外之選擇，且較不被重視，因此報名參加人數與原先規劃人

數有所落差。 

 

辛主任：假日班有個難處就是說，扣掉補習的、扣掉課業壓力之外，剩下來的

學生量就很少。  

F2 國小：原招收 37 人，報名後因為有學生同時是攜手計畫學生，或參加其 

         他安親班，最後實到人數 30 人。                       

J1 國小：部分學生學習因參與多種社團出席率較低，且因不是正式課程而 

         不受重視，學生學習較不專心。    

                     

 除此之外，也有部份學童原先有參與此課程，但礙於家長反對之因素，因而

退出課程。 

 

J3 國小：有兩位是有點想又不是很想繼續上，問明原因都是因為父母親離 

          異，家長並不很鼓勵上課。                          

己老師：因為有一種情況是甚麼樣子，可能是媽媽已經離婚了啦，那這種他 

        就會堅決抗拒，因為他覺得小孩子沒有必要去學，因為他已經沒有 

        使用的機會。  

辛主任：家長對於這樣語言學習的東西，不見得擺在前面或中間，即便是外 

        籍，本身她是越南籍的外籍媽媽，也不見得會讓他參加。    

          

 綜合上述可得知，原先校方規劃之人數多數為新移民子女，因學生家長之意

見以及學生時間安排之因素，造成參與人數不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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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師資 

 

 教育部起初規劃此課程時，明訂母語傳承課程師資來源，以精通授課該國語

言者為主，並以該國外籍配偶或新移民優先擔任講師（國民教育司，2010）。然

而，實際上，母語傳承課程的師資來源相當多元，包含從外籍配偶輔導中心或新

移民學習中心尋覓、學校家長介紹、校內新移民家長、會說越語的台籍老師等方

式，但大多數學校仍以新移民家長為主要越南語教師。  

 根據各校承辦人員表示，這些越南語老師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有意願擔任教

師，仍需要校內教師花許多時間進行培訓與溝通，並於上課前與越南語老師討論

授課內容、提供教學技巧。 

 

甲主任：我們旁邊的老師等於是，教學技能是老師要帶進去的，像剛開始我 

        會跟那個老師談，怎麼教、阿孩子怎麼分組，這個我們都事先安排， 

        排好了，上課時間到就把孩子定位點放上去，然後老師要教甚麼課 

        會先跟我們談，然後就教他怎麼樣帶孩子，這種教學技巧是我們帶 

        給他的。         

丙主任：我們請他來，然後我們會跟他說我們希望怎教，會跟他做討論。 

丁老師：我們之前有辦教育研習班，就是針對新移民媽媽已經有上很多年的 

        課了，所以新移民的媽媽每一個都來上課，然後怎麼講都..都有給 

        他們很多機會上台，然後他們耳濡目染，看久了也知道老師是怎麼 

        教的這樣子，所以我就從其中找了一兩位，我就私底下花時間教他 

        們，等於是我在培養這個媽媽，你懂我意思嗎？ 

己老師：因為接觸了這些新住民媽媽之後，發現其實他們很有想法，也很有 

        能力，那我們就推薦他們去接受訓練，因為有辦理那個通譯人員的 

        培訓課程，那去上完課程之後，回來以後，因為他們對自己本身的 

        語言能力夠，然後他在華語能力，現在受過培訓之後，基本的能力 

        也都足夠了。         

 

 除了在課前培訓與討論外，大多數的承辦老師或班級導師也會隨著越南語老

師一起進入班級，觀察上課情形，也隨時給予協助。 

 

研究者：那平常在上課過程中都會有幾位老師？ 

甲主任：班級導師，都會在場。然後還有一位越南籍老師。還有學校學習中 

        心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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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所以老師還蠻多個的，就是在旁邊協助。 

甲主任：對，因為其實學校的設備甚麼，他們的操作上也沒有這麼的熟練， 

        然後對於上課的秩序維護，他們就是真的會那個語言，但是他對於 

        教學部分的技巧、能力、班級經營管理，就是一定要有導師來協助。         

丁老師：那每次他上課，我都一定到，我是請他來上他們的課，上越南課、 

        上印尼課，可是我都到，因為他隨時不行的話，我隨時都可以趕快 

        支援，或者是提醒他，你可以怎麼上。                     

 

 其中有學校是因為越南語老師的華語能力不太好，且缺乏教學經驗，因此搭

配了同樣為校內家長，原本就在替新移民授課的本土華語教師一同進行授課。 

 

己老師：就是搭配兩個老師，像那個華語老師，他在教學上蠻有經驗的，就等 

        於帶了新住民的這個媽媽，就一起，就互相觀摩學習這樣。      

 

 除此之外，也有學校是以搭配助理老師的方式進行，同時有數個越南語教師，

在必要的時候，也能互相支援。 

 

丁老師：所以我們學校小朋友是由兩三個媽媽輪流，然後就是，搞不好四個 

        喔，主要的會有一位，一位主要教的，然後兩位是協助，他有時候 

        沒空，他就會幫忙上去，後來慢慢的很多個也有興趣，他也覺得說 

        他可以來教。   

 

僅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對越南語教師很放心，也認為其有能力帶好一個班級，

因此平時若沒有閒暇時間時，就讓越南語教師獨自教學，偶爾才會進入班級中觀

察及支援。 

 

研究者：他在教學的過程中，在教學技巧這部分是有其他老師協助他嗎？」 

庚老師：其實他自己就還蠻會想的耶，他有時候會放影片給小朋友看，有時 

        候會教小朋友跳舞呀、唱童謠呀！有時候我們忙的時候，我們真的 

        兩三個禮拜才上去一次。                                               

 

 綜觀上述，可以看出大多數學校的師資沒有教師背景，課程進行前，校內教

師需要充分的與越南語教師進行討論，並指導教學技巧；課程進行中，校內教師



 31 

需隨時在旁提供支援與支持，以利課程順利進行。且因越南語教師為越南籍新移

民，若中文能力不佳，則需要校內教師或是華語老師在課程中協助進行溝通，使

學生在課程中能夠順利的理解課程內容。由此可知，僅有少數學校的師是可以獨

當一面，獨自進行授課，大多數的學校在進行越南語課程時，皆需要兩位以上教

師同時在場，課程使能夠順利進行。 

 然而，也有少數本身即具有教學背景的母語教師，本研究訪談的 A媽媽，在

越南時即為大學英文系畢業，來台以後以在補習班擔任英文教師為主要職業，因

此將英文的教學方法應用在越南語教學中，也使其能得心應手。 

 

A 媽媽：我說，教越南語，因為我很少講越語，因為我會看會聽，但是我現 

        在也是英文補習班的老師，所以我接觸的都是英文教學的領域，平 

        常就是把英文的教學方式應用在這個教越南語也ＯＫ呀！ 

 

第四節 課程內容及時間 

 研究者針對課程實施時間、課程內容兩個部份進行分析。詳述如下： 

一、課程實施時間 

此課程在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中並未明確指出課程實施時間及內容，僅

有限定授課時間，需以班級為單位，每班寒假最多四節、暑假最多八節、第一學

期及第二學期最多各十八節，且各校規劃開班時，得在此前提下，依實際需求於

各期別間彈性調整運用（教育部，2009）。而研究者根據各校提供之文本資料，

將授課時間分為下列兩類： 

（一）寒暑假 

 以此方式進行課程的學校較少，因大多考量到平時學校有課程安排，所以在

寒暑假時間進行授課。受訪者表示，在辦理課程時會有學生參與意願的顧慮，因

此將越南語課程結合其他課程項目，使其成為一個全方位的營隊，吸引學生參

加。 

 

丙主任：我們那時候是把它結合成一個營隊的樣子，然後還有影片欣賞、繪 

        本，然後每個禮拜五都還有美食的體驗，就這樣配合得進去，那學 

        生才會願意參加，家長會覺得這個比較有意義，那這是結合出來， 

        讓他們做，例如性別教育的，或者是人權的，一些配合起來，才有 

        辦法，不然的話光是這樣子，太難排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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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中固定時間上課 

 在學期中進行課程，為大部分學校採取的作法，但上課時間相當不一致，根

據各校提供之文本資料可看出，早自修晨光時間、午休時間、周三下午或平日放

學後，或是周六周日皆為上課時間，各校授課時間不一，共同之處是為了避免占

用正式課程時間，皆選擇在課餘時段上課。 

 

己老師：我們目前是利用晨光時間，那晨光時間他沒有去…跟我們的正式課程 

        沒有衝突。      

庚老師：我們是利用早自修時間，就是八點到八點三十這段時間，所以不會耽 

        誤到小朋友上課時間。                     

 

僅有一間學校表示將母語傳承課程視為正式課程，安排在鄉土語言的時間進

行授課。 

 

甲主任：因為我們的認知是覺得它是一種母語，所以我們是運用語文領域裡面 

        的母語課程的時間來上，可是因為我們還有在地的閩南語要上，所以 

        只能隔周上課。                       

 

 由上述可知，每個學校對母語傳承課程的認知與定位不同，便會選擇不同的

課程實施方式，大多數學校將母語傳承課程視為非正式課程，選擇了不會耽誤到

其他課程進度的早自習、午休、放學後及寒暑假的時間；若是將此課程視為正式

課程的學校，則會選擇鄉土母語課程的時間授課。 

 

二、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到課程內容，若時間較為充裕，學校會從字母、音

調開始按部就班的進行；反之，則會從介紹越南風俗民情、當地美食以及歌謠等

部分著手。 

 從各校的實施計畫及成果報告中可以看出，各校上課內容大多為字母、語音、

單字、數字、生活用語、風俗民情、飲食習慣等等，也有學校會教導職業、交通

工具、動植物等單字。且大部分學校會以歌謠教唱、故事講述、遊戲以及美食品

嘗等方式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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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任：其實我們都會有階段性任務，就像譬如說，我們希望這學期至少帶一 

        首兒歌……所以這學期剛開始也幾乎，大部分就是帶兒歌。 

研究者：所以目前的上課方式大概是以兒歌，引導他們認識裡面的句子嗎？ 

甲主任：現階段的進度是這樣子，可是我們都有帶生活對話。就是對話出來， 

        還有地名，還有數字啦，家裡人的稱呼，老師的稱呼呀，主任的稱呼、 

        校長的稱呼都有進去，台灣的地名都有進去，阿越南國家怎麼講，這 

        些都有進去啦。                                                   

丁老師：從字母開始教呀！我們都從字母，然後幾乎每次都從字母開始念，念 

        完之後才開始進入歌謠啦！或是日常生活用語這樣子，然後我們就是 

        用遊戲的方式啦！譬如說這次是水果為主的，就玩蘿蔔蹲，然後他們 

        最基本最基本記得他自己的，就是這樣子教。                    

己老師：我們就是利用教材呀，然後可能就是，其實比較像是有點類似語言教 

        學的方式，兒歌呀，兒歌教唱，或是歌曲教唱，我們不會用那麼制式 

        的方法上，不會去教文法啦，不會去教那個甚麼……片語那些，但是 

        我們大概就是以日常生活用語去、比較像是會話的方式進行，然後就 

        是先帶他們做，然後再發問、用對話，然後我們會用剛剛所講的，用 

        兒歌的教唱，比方說我們最近母親節，就教他們唱那個……就是節慶 

        的那個教學，他們的母親節怎樣，端午節怎樣，都去了解，一個語言， 

        國家的風土民情，都去了解。              

庚老師：那她好像是拿粽子來，就是他們傳統的粽子。讓小朋友看，那時候來 

        剛好接近端午節，然後就是有介紹，跟台灣不一樣的，然後可能一些 

        吃的習慣呀、特色呀，然後講完後就現場切，現場分來給大家吃這樣 

        子。    

 

各校的授課內容不一，使用的教材也有所不同，因目前尚未有統一的越南語

課程教材，各校皆使用自編教材，部分學校的教材是由越南語老師與校內教師共

同討論後編寫，由越南語教師延伸製作投影片等教材。 

 

甲主任：他們自編呀。 

研究者：越南籍的老師自編？ 

甲主任：對，他們提供過來。剛開始，我都跟老師討論，因為我們校長會給我 

        一個方向，說想要給孩子哪一個方向，所以前面兩年的話我是跟老師   

        討論我們希望教給孩子的，所以老師回去會打成那個…PPT，然後上 

        課就在這邊放映給孩子聽，阿後期，現在的話，現階段的話，我們裡 

        面的東西是從兒歌，然後生活化，東西都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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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老師：我們是自己編，就是我們在開課前就，就是找新住民媽媽，然後華語 

        班老師，還有學校老師，跟他這樣子討論。                     

部分學校是完全交由越南語老師自己依據上課的內容去準備及編寫教材，受

訪者表示，因為校內教師對於越南語的不熟悉，使得校內教師無從協助起，僅能

就中文說明的部分去了解大致上的教材內容，或是在越南語教師提出需求時盡力

協助。 

 

戊主任：教材，我們一開始申請計畫的時候，都會請老師把她要上的，譬如說 

        它是語詞，或是句子，或是單字母語等等，他都會做一本小小的，類 

        似教科書那樣，它就會影印，然後裝訂這樣，其實我們也看不懂啦！ 

        我只知道中文部分，大概就……語詞、句子、單字，簡單的小冊子這 

        樣。         

庚老師：其實從她擔任我們學校的課程，她就一直都是自編，她一直都是自己 

        編輯，她可能會跟我們討論說，就是她可能需要甚麼樣的資源這樣， 

        那有時候我們真的，我們可以給她……就是我們可以支援的當然盡量 

        支援，那有一些可能真的比較困難，就像美食的部分，那大概只有她 

        去買我們才知道甚麼是道地美食這樣。那她也不會吝嗇讓小朋友道，          

        所以她有時候上課的時候也會自己帶教具來。                                   

 

本研究訪談之母語傳承課程教師皆是自編教材，A媽媽表示，除了自己準備

教材外也提供錄音帶等視聽媒體，以供學校老師播放替學生複習課程內容。 

 

A 媽媽：教材呀，教材我自己準備呀！因為教他課文他可能…兩個星期，所 

        以又不是老師能幫忙複習，所以就請老師幫忙放ＣＤ讓他們耳熟能 

        詳，一直一直念。 

 

也有學校是由校內教師根據授課內容協助製作教具，提供給越南語老師使用，

當老師認為效果不錯時，就繼續延用下去。 

 

丙主任：像這個就是上面都我寫，寫東西好吃怎麼說，然後涼麵怎麼說，否 

        則這些教材裡面通通是沒的，那配合這樣的問題，這些閃示卡、發 

        音卡，我用了以後他跟我講，喔這個很好用，他就，上課以後就是 

        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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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可以發現各校辦理此課程的情形分歧，做法相當不一致，但主要

的課程皆在於讓學童學習越南語並了解越南文化。教材上，可看出各校皆採用自

編教材，搭配教具，以歌謠、故事講述等各種多元化的方式實施課程，讓學童能

夠多方面的學習越南文化，而不是單調的學習字母與發音而已。 

第五節 課程經費 

 各校辦理新移民子女母語傳承課程的經費金額、各校經費的使用概況、學生

分配的資源概況等三個部分，因願意提供經費概算與收支表的學校數量相當有限，

本研究僅採用有完整資料的學校加以分析，詳述如下： 

 首先，研究者將各校於各年度中獲得政府核定經費與實際支出進行整理與比

較，各校資料如表 4-2： 

 

表 4-2、各校核定經費與實際支出比較表 

學校代碼-辦理年度 核定經費（元） 實際支出（元） 實際上課節數（節） 

A1-99 48,192 33,280 64 

A1-100 47,328 47,328 96 

A2-99 11,160 11,160 36 

A2-100 15,004 9,960 32 

A5-100 14,576 8,554 28 

C2-100 27,021 22,406 32 

G1-99 20,520 20,520 20 

總計 183,801 153,208 308 

平均 26,257 21,887 44 

 

 以上述 6所國小而言，在 99年度與 100年度提供的資料共 7筆，在兩年內

的總核定金額為 183,801元，實際支出金額為 153,208元，平均每間國小每年度

辦理新移民子女母語傳承課程可獲得 26,257元的金額補助，而其實際支出平均

每間國小每年度需花費 21,887元；一年平均共上 44節課，平均一節課花費約

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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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沒有學校提供其經費核銷明細，因此研究者以各校申請此課程之計畫書中

的申請金額與各細項概算進行分析，以了解各校的經費使用狀況，整理如下表

4-3： 

 

表 4-3 、經費使用概況表 

學校代碼- 

辦理年度 
申請金額 教師鐘點費 教材費 勞保費 勞退金 雜支 

A1-99 48,192 33,280 2,560 9,472 2,880 
 

A1-100 72,288 49,920 3,840 14,208 4,320 
 

A2-99 11,160 9,360 1,440 
 

360 
 

A2-100 15,004 8,320 1,280 4,144 1,260 
 

C1-100 22,170 19,200 1,920 
  

1,050 

C2-100 42,254 14,400 14,400 10,928 
 

2,526 

E1-100 6,040 4,680 720 300 
 

340 

E2-99 8,320 7,200 720 
  

400 

E3-100 4,819 4,000 400 197 222 
 

E5-100 14,760 11,520 2,520 
  

720 

E6-100 5,147 4,400 440 
  

307 

G1-99 19,880 16,000 2,944 
  

936 

J1-99 15,000 10,400 3,000 840 760 
 

J2-100 19,200 14,400 1,440 1,460 1,200 700 

L1-100 17,280 15,360 1,920 
   

總計 321,514 222,440 39,544 41,549 11,002 6,979 

平均 21,434 14,829 2,636 2770 733 465 

註：以上數據皆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至整數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校使用之經費多用於教師鐘點費上，平均在經費的使用

上，教師鐘點費、教材費、勞保費、勞退金以及雜支的使用比例上約為 7：1.2：

1.3：0.3：0.2，但此狀況卻不免令人懷疑，政府編擬了這麼龐大的經費來辦理

此課程，但經費有 8.6成皆使用在教師身上，教材與其他零零總總的經費僅佔了

不到 1.5成，在此情形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並無足夠的經費用以編擬教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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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準備課堂教具，即使提高教師的鐘點費，對於教學上所需的資源仍無法有效供

給。 

既然政府編擬了預算辦理此課程，則需要針對學生受益的的狀況進行評估，

根據前表 4-1的實際支出項目中，在 99年度與 100年度共花費了 153,208元辦

理此課程，在這兩個年度中六間國小參與課程之學生人數總共為 154位，平均 1

位學童一個年度的課程可獲得 995元的資源協助，再依照前段經費使用狀況比例

去分配，在每位學童 995元的經費中，有 849元用來聘請教師，僅 146元用於學

童的教材；若以平均一年 44堂課來計算，學童每堂課可使用的教材費僅有 3元，

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經費調配下，勢必會有教材缺乏的問題，若持續此現象或

許無法真正有效的進行課程。 

 

第六節 課程實施成效 

 研究者由各校實施此課程的成果報告及訪談逐字稿兩種資料進行分析，並整

理為提升新移民子女與新移民自我認同感、新移民子女能了解越南語及當地文化、

多元文化觀念的推廣及增進親子互動四個面向，詳述如下： 

一、提升新移民子女與新移民自我認同感 

 此項目為母語傳承課程的實施目標之一，而根據各校成果報告可以看出，許

多學校在此部分有達到其成效。 

 

A1 國小：指導新住民子女學習及運用其父(母)之母語，累積語言資產，增 

          加新住民子女之自信。                                                  

 

F2 國小：原則上已經引發目標學生對自己母語的重視。           

 

K1 國小：透過有規劃的母語教學課程，使外籍配偶子女能認識與認同自我 

          的文化，並藉由教育的歷程，使其母語繼續傳承。                  

 

E5 國小：孩子可以回家與母親對話，學生學習興致勃勃，也表示不再排斥 

          越南話，甚至不再以越南媽媽的小孩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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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學生在學習母語傳承課程之後，透過對越南語的認識，

更能接納自己母親的文化背景，不再排斥。而除了新移民子女對自身的認同感提

升外，新移民也因為有機會展現專業能力，對自己更有自信，其子女也因看見母

親的能力而產生對母親的認同感。 

 

J3 國小：透過活動的推展，能讓學校的外籍姊妹們有機會到學校來服務，一 

方面讓她們有機會到學校來展現專長，另外也讓小孩子看見母親們 

的能力。     

 

戊主任：其實來教書的這個媽媽，他成長很多，因為他從一開始根本不太敢站 

上台前，然後跟小朋友比較沒有互動，那後來慢慢的他可以融到裡面， 

其實是他最大的成長，那我們這個新移民媽媽，他也因為慢慢地進入 

校園以後，我們也推薦他去參加新北市的一些活動呀，他也是我們的 

新移民親善大使，也是我們的幸福家庭代表，甚至我們推薦他去參加 

那個內政部，移民署辦理的一些活動，他也會去參加，比較勇敢的走 

出來，面對一些。其實他們是需要機會的啦。自信就產生出來了，這 

就是收穫，教學相長。                

 

戊主任表示，該校的越南語老師有了發揮的舞台以後，開始願意參加活動，自

信心也由此顯現出來。 

 

二、學生能了解越南語及當地文化 

 參與課程的學生在此課程中，能夠學習到簡單的越南語並探索越南的風俗民

情，雖然各校實施課程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學生在課程中仍能學習到基本的會話

及單字。 

 

A2 國小：學生對於基本的單字、語詞能聽說讀寫、可以簡單的日常用語進行 

對話、問答、歌謠演唱等。                                              

  

J3 國小：小朋友經過這二期的課程，已學會了越南字母和數數和一些動物和 

問候語。                      

 

甲主任：我們這邊的孩子學越南語，我覺得他們是越學越有興趣，可能就是說 

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帶給孩子不是說一直念一直念，我們會帶一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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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啦，然後他們在遊戲中學習這個語言，阿怎麼認識這個字怎麼讀， 

兒歌裡面有琅琅上口這樣子。  

  

A 媽媽：喔有，像有一個小朋友很聰明，他喔，他學了，他看到你就會講了， 

阿雖然平常好像都沒有在用，但看到主任就「主任你好」，他看到他 

們主任進來，有時候我們上課，他們主任會一直進來看。                       

 

辛主任：他們歌唱的能力，在用越語歌唱的能力，真的有，因為老師使用了很 

務實的做法，讓我們去精熟、去表達，甚至我們還有帶去社團表演， 

我覺得這表達能力也有，所以說的能力、聽的能力，甚至他們寫的能 

力，我們只有寫…還沒還沒，我們就是用本國，注音符號，來去對應 

他們越南語的目標，所以他們試讀能力有，然後說的能力有，寫的能 

力我們不要求，因為我們的對象還小，所以語言部份有，再來就是說 

綜合能力來講的話，那我們會用越南語去表達、用越南語去唱歌，甚 

至到社區去展演，這是他們，以往這群小孩子沒有的。 

 

 辛主任明確指出學生在此課程中無論在表達能力與越南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上皆有不同的表現。庚老師也表示學生在學習上多少有些成效，至少在介紹媽媽

的語言上是有基本的認識，然而，學習成效的多寡，仍會因學生參與意願的高低

而有所不同。 

 

庚老師：如果就保存他們母語上面的話，應該是有，就是說，至少介紹小朋 

友媽媽的那個，家鄉的語言這樣，如果他願意學的話，可是每一種 

語言都在小朋友願不願意學呀，如果他願意學就，他的收穫就會比 

較大。 

       

  除了學童參與意願影響到成效以外，家長在家中陪伴小孩的情形，也會影

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 

 

B 老師：媽媽願意陪小孩的話，他進步很快，對，我有發現這一點，可是有 

一些他們也不想講，也許媽媽很累，他也不想陪小孩，這都有可能。 

 

母語傳承課程推行至今僅有三年，而語言的學習應是長久且持續不間斷的，

學生在短時間內僅能學習到基本的會話及文化認識，就此成效而言，可視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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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開始。 

 

三、多元文化價值觀的培養 

 母語傳承課程的推行，其實衝擊著許多保守與封閉的價值觀，丁老師採用漸

進式的方法辦理此課程，使原先反對孫子參與此課程，認為太多的新移民在一起

會「學壞」，但經過時間的印證後，除了原先的新移民子女以外，家中的其他家

人也願意跟著來上課，由此可見，家庭中對新移民的接受度已經漸漸提高。 

 

丁老師：以前有是說婆婆會不讓兩個兄弟的孩子在一起，甚至不讓他孩子來參 

加媽媽的晚上的上課，然後孩子跟著媽媽來上課，那婆婆就跟在後面 

就罵他，而且很大聲的說：「叫你不要來，你來幹甚麼！」然後就很明 

顯地說，你不要來這裡學壞了，這樣，但慢慢的，你來上個課，孩子 

也來上這個課，然後媽媽也跟著來，然後家庭，家人也跟著來，就也 

會有其他堂兄弟跟著來，那表示其實，家人對他們的接受度已經是提 

高的了。                 

 

在課程辦理的過程中，除了新移民家庭本身以外，其他的家長也對越南語有

所關心，不同國籍的學生也由此課程中看見多元文化的觀念，進而衍生尊重多元

文化的價值觀。 

 

E1 國小：吸引家長對越南語文及文化的關心成效良好。           

 

E6 國小：經過 11 節課的初體驗，不但外籍配偶子女能認同並樂於學習母親 

之母語，其他學生也更能尊重多元的文化資源。                

 

母語課程老師也認為，讓學生多學習一種語言，不僅對學生本身有利，且對

其他國家的朋友會有較開放的觀念。 

 

A 媽媽：嗯~這個嘛，國際化呀，因為你學多一種語言的話，對你自己本身是受盡無窮， 

而且小朋友學習很快，他們沒有雜念呀，所以吸收很快，所以家裡不反對的話， 

他們以後對外的朋友的觀念會比較開放，先給他一個基本的觀念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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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進親子互動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看見許多學校表示學生學習越南語以後沒有可以說越

南語的場合，然而，在戊主任任職的國小中，卻有著不一樣的現象。 

 

戊主任：成效喔……最大的還是跟家長的對話。那天有個媽媽有講，孩子回 

到越南，他可以用簡單的話跟那個外公外婆的一個互動，其實那個 

媽媽看了很感動，結果越南那個外婆他很高興，因為孩子會講這個 

話，每天買給他吃，每天都買給他吃，所以其實真的，一點點其實 

他們就很感動。          

 

該校起初辦理母語傳承課程就是因為看見學生無法與外祖父母溝通，而產生

了辦理此課程的念頭，在學生學習越南語之後，此現象獲得了改善，當學生回到

越南以後能夠以簡單的越南語進行溝通，親人們感到欣慰，學校也認為辦理此課

程有了價值。 

 

戊主任：成果發表，我們在母語上天天都是，因為他們的成果其實是在家裡跟 

家長的互動，當初的初衷是希望他能夠跟家長互動，不要說跟媽媽只 

能講中文講閩南語，甚至說說一年跟媽媽回母國一次，完全沒辦法溝 

通，那成果其實通電話也是成果，跟外婆通電話，跟外公通電話，等 

過年說恭喜新年快樂，透過電話都是每個成果。                         

  

不同於部分學校設置成果發表的舞台讓學生有表演機會，也由此方式讓家長

們看到成果，戊主任認為，越南語課程實施的成果主要在於搭成每個越南籍學生

與家人溝通的橋梁，或許不是讓所有家長都能夠看見的大型舞台，每個能與親人

拉近距離的機會就是最有價值的成效。 

 每個學校在辦理此課程之初皆有不同的目的與需求，不同課程的內容設計也

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成效可能在於提升新移民及其子女的自我認同、多元文化價

值觀的培養、親子溝通間的橋梁，抑或是新移民子女能學習其母國文化的部分，

無論如何，在課程實施之後，能從各個面向看出些許成效，此課程的辦理就有其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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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課程實施困境與改善策略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各校在母語傳承課程的實施困境大多在於師資、

教材、經費、參與意願、學校人力不足及學生程度不一等六個部份，以下將針對

這六個部份加以敘述。 

一、師資 

 大多數學校表示師資是在辦理此課程時最大的困難，即使學生有參與意願，

但沒有適合的師資，仍然無法順利開設此課程，在此部分的困難源於下列三點： 

（一）師資難尋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得知各校的師資來源皆有所不同，校方嘗試了各種管

道去尋找老師，包含了學術單位、外籍配偶協會以及學校家長等等，但不管是哪

個管道都會有其產生的問題。 

 

丙主任：師資的話，就是搜尋的過程裡面我們還找到那個台北的學校，政大，

裡面的老師請他推薦，但是經費的話補助光是交通費，那個就吃不消

了，他還有經費的限制嘛！所以如果要找那種合格受過越語師資培訓

的這類老師請不起，這是一個，然後鐘點費，從台北下來交通費支付

不起，然後鐘點費他是一個小時勉強是四百元去算，再怎麼樣有愛心

的老師，我覺得從台北來到這邊交通不便，所以到後來，雖然有找到

他來推薦，後來也不了了之。         

 

由上述內容能夠得知，學校若要找尋有受過師資培訓得越南語老師，會有交

通以及鐘點費上的經費限制，而越南語老師的時間安排也需納入考量，因此在中

南部的學校，由此方向去尋覓老師多為不可行之管道。 

 

丙主任：那我們自己校內會希望自己找家長來配合，那這些家長有調查過他

們的一些學經歷的背景，學歷稍好一點的都有工作了，所以他不可

能為了你這個短期式的個案的東西去犧牲他原來全職的工作，那還

有一些呢，是他們也沒有受過教學的訓練，所以他也沒有辦法，也

不敢，那所以就自己學校裡面的這些家長來說又是沒有了。                        

 

若是由校內家長的群體中去尋求合適之師資，會發現學歷較高的家長已經有

穩定的全職工作，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無法配合，而大多數家長沒有受過教學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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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不僅學校教師無法肯定其能力，就家長本身而言也較沒有自信。 

而由各縣市外籍配偶協會以及新移民學習中心內去尋求師資，也容易因鐘點

費及交通費太低的問題而遇到困難。 

 

丙主任：那如果是找自己縣內，縣內有一個外籍配偶的協會，那他這個學會裡

面的理事長，我們就請他是不是能夠幫忙介紹，都嫌錢太少。     

 

己老師：你說新移民學習中心，一來距離遠，還車程問題，還有就是他已經習

慣高鐘點的活動就不想來這邊了。                

 

丙主任在嘗試了許多管道以後仍尋覓不到適合的師資，且也因此無法於 100

年度繼續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但是這並不是特例，即使在辦理得相當成功的國小

中，其承辦人員也認為師資是此課程能否辦理成功的先決條件。 

  

庚老師：師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像我們要申請這個課程的話，我們是因為

有師資才有辦法開班。                             

  

己老師：師資的部份當然也需要，當然我們師資的部份還比較沒問題，是我們

師資的部份己經發展第三年了，所以是滿穩定的，如果真的要去推

進，各校最大問題應該是師資，你要剛好找到一個願意又足夠能力

去擔任。    

  

由此可知，若學校中沒有適合的教師，此課程便很難辦理成功。除了上述之

外，A5、E6、I4也於成果報告中指出，師資尋求不易乃母語傳承課程一大困境。 

 

（二）越南語教師無教學經驗 

 即使校方順利的找尋到越南與教師，仍會因為越南語教師欠缺教學經驗而影

響到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及學習成效。舉例來說，師生間的互動會影響教學氣氛，

加上新移民在說國語多少帶些越南口音，學生在理解上會產生困難，也易影響課

程的流暢性。 

 

丙主任：學生的回饋後來是說，學生後來也覺得互動到後來還是太少了，就

是說老師跟學生的那種互動太少，那他講的國語又聽不太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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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講得清楚國語要讓小朋友聽得懂，聽清楚說那是甚麼意思，就

出現了障礙。  

  

教學方法及技巧，是在課堂中吸引學生投入課程的最重要因素，當教師沒有

受過此部分訓練而有所缺乏時，學生將會對課程失去興趣。為了避免此情形發生，

學校內的承辦人員必須提供協助，製作教具以及傳授教學技巧，但是也相對的造

成承辦教師的負擔。 

 

丙主任：他沒教的方法呀，所以學生都嫌棄的要死呀！他們那個就是傳統那種，

我講一句你講一句，然後不然就起來唱唱跳跳，然後閃示板還是我幫

忙寫，製作給他，所以我會說，人力真的是沒有辦法，還要我去替他

想，你可以怎麼教，可以怎麼弄，變成我是在教他，你可以怎麼去利

用那個少數的時間，讓學生可以學得多又可以有效，會變成是這種情

況。            

  

 而除上述之外，在本章第三節中也提及，越南語教師因為沒有教學經驗，因

此大多數學校教師需要花時間與其進行討論並提供建議，課堂中也需隨班觀察，

以便隨時提供協助，在此方式下，課程才得以順利進行。 

 

乙校長：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的養成，那個媽媽其實從我們這邊是不太敢講

話。                          

  

B 老師：我比較困難的是，因為我語言的沒有那麼厲害，就像留學生他們一樣，因

為他們有學習，所以他們是比較好，可是像我自己發音就有點問題，一

般的可以，可是有的比較正，我就很難發音，像我第一次在那邊，就比

較困難，因為那時候我從零開始，所以我就看一些書啦，一些越文啦，

然後買字典，光我自己去書店買就很多本，對，所以那時候還蠻辛苦的，

我知道他們給我也不是很多，可是我覺得，因為我有這個興趣做，所以

我才這樣做。 

 

越南語教師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進行授課，除了學校教師的擔憂及

學生的反彈外，就其本身也會有所顧慮，因此顯得較沒有自信。例如：B老師花

了許多時間自我充實，只為了有興趣擔任越南語老師，也想帶給學生更專業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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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綜觀上述，師資部分的困境會影響到整個課程的進行，從尋找師資到對於授

課教師的培訓，學校承辦人員皆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進行，若在過程中有所不

足，則會影響到整個課程實施的成效以及學生的參與意願，可說是在課程中非常

重要的一環。 

 然而，針對師資上的困境，諸位受訪者也提出了相關建議： 

 

丙主任：就我們自己學校的情況來講，我當然會很建議說，既然有這個需求，

我們自己校內有這些媽媽，如果能經過培訓，然後由教育部直接主導，

因為他既然利益這麼好，那為什麼不比照支援教師的一個方式，讓他

就有一個固定的收入。像他在越南，可能起碼受過高中以上的，他經

過這個培訓，他來使用這一些教材，來做一些事情，會比較好，對他

的經濟收入來說，也比在工廠好太多了，不是這樣嗎？                          

 

丁老師：像說你要這個班，那你就要有一個課，來訓練外配媽媽，他們能夠去

上這個課，他們就能夠取得證照，就能夠來教，就有點像那個…母語

呀、客家語呀，或閩南語認證之類的，你就可以來教。             

 

己老師：所以找的對象，我是覺得各校最好從家長去找，再經過培訓，出來的

是最能夠符合實際需求的。                   

 

庚老師：那我是覺得說，如果說你們有一個類似父母團體這樣，或者是讀書會

這樣子的，把他們的自信帶出來，或許他們也可以變成學校的，就是

另外一種我們可以尋求的師資。                      

 

上述幾位受訪者，皆提出了由政府單位開設培訓課程，或是家長團體等做法，

經過完整的課程培育出越南語教師，甚至能夠比照支援教師的方式，一個區域內

培訓一群擁有專業能力的越南語教師，在區域內就由這些越南語教師做固定的授

課，不僅確保了區域內的越南語師資，也提供給新移民一個新的工作機會。 

 

丙主任：而且他成為一個老師，對於這些外籍配偶來說，也就是說，如果是高

中程度以上的人來講，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增加他們的一種自我認

同跟成就感，對這個地方的付出，他們會更，就是對學校的付出會更

多，比較能生根啦，阿那種從外面來的，就是我來上一上，錢領一領

就走掉，我管你後面怎麼樣，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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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師：如果有這個課讓他們上一下，取得資格，我相信他們也是很樂意的，

因為這也一種額外的收入，然後他也是一種跟外界的接觸，然後他自

己也成長，然後他自己的孩子也成長，那個整個家庭也成長，那整個

社會就變成……那種氣氛就不一樣。                         

 

丙主任及丁老師對於新移民的專業培訓抱持著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若有此

機會提供給新移民取得教師資格，不僅增加其本身的自我認同及成就感，當授課

技能成為一種專業能力與穩定的工作實，也能使其更用心的付出及參與，而就長

遠的眼光看來，也會影響到社會中對新移民的觀點，改善其在社會中的價值與地

位。而根據研究者蒐集的資料顯示，目前僅有新北市在進行教師培訓，且尚在進

行中，並未明確看出成果。 

 

二、教材 

 在教材部分，因尚未有統一發行的教材，各校教材不一的狀況下， C2、E6

兩間學校在成果報告中明確指出教材取得不易之困境，其他學校承辦人員也於受

訪時表示無適合的教材，使得課程進行中產生了其他困境。 

 

丙主任：但是他越南話或者是他教的教材，是用幼稚園的，他用幼稚園的教

材自編來教，但是來學的孩子他心智年齡比較高，他年紀，年齡啦，

或者是說他以前在越南，他的程度，事實上他的母語，就是說他跟

母親的對談，他的程度是比較好的，所以他去學那個幼稚園的教材，

對他來說無聊，所以有時候這些學生學到一半他就不來了。那有一

些是年紀高，有一些五六年級的，他來學，但是又是學唱遊本，那

種教材又是，跟他的生活，講那個東西跟他的生活不適合。                   

 

在丙主任任教的學校中，因其越南語老師在越南時為幼教師，因此在自編教

材中多為幼教內容，對於國小學生的年齡不太符合，造成了學生在學習上無法提

起興趣的現象，甚至有學生因此而不參加課程。 

除此之外，在本章第四節中，也知道目前各校接採用自編教材，然而，因為

學校教師對於越南語的不熟悉以及越南語教師沒有教學經驗，因此在教材的編著

上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進行溝通與協調，才能使課程順利進行，對此，校方也提

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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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主任：當然也有建議教材的部分，事實上教育部他如果有心要處理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能夠說直接去採用越南他們國小的那個教材。      

 

戊主任：建議，我們是希望是說有像師資培育機構，可以來協助我們師資培育，

或者提供教材、教材研發。              

 

己老師：對，我覺得還是要有課程出來，畢竟我們自己去編的，可能考量的不

是這麼周全，因為我們只會參考我們看到的。如果由上面去編，會依

據課綱、標準去做通盤考量，那他們能夠廣納比較多的意見。我是覺

得就課程的部份，教材的部份，可能真的是需要由上面統一來去做研

發。        

 

辛主任：老師在規劃的時候他是用他個人的熱情在規劃，但是我們也需要說，有一

個語言學的教授，可以幫忙審視，……稍微修正，跟我們一起來合作，你

來做實務的課程產出，我來幫你們做一個規劃。 

 

針對教材部分的建議，各校皆不約而同的表示需要由政府或學術機構統一進

行研發，或是在校方編妥教材後由專業的學術人員進行審視，由完整的課程綱要、

標準去設計，一套經由設計過的統一教材不僅能夠使學校有課程進行的依據，也

能配合學生的年齡及需求有不同的內容，使授課老師及學校都能更了解課程的方

向，也將使越南語傳承課程更被重視。 

 

三、經費 

 雖然教育部有提供經費補助，但多運用在教師鐘點費、勞健保以及學生的教

材費中，因此，在此項目的困境在於沒有相關經費能讓校方申請教學資源的補助，

例如：硬體設備。 

 

戊主任：因為這是有算經費，所以講師師資經費，鐘點費沒有問題，但是就

是……他的費用好像沒有一些材料費用，經費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多

一些啦，譬如說有更好的，視聽媒體的教材，我是覺得……如果他願

意取得，拿的到那種越南的，視聽 DVD 什麼的……是不是會更好。           

 

庚老師：那她主要是覺得說，可能她有一個想法或 IDEA 的時候，可是那個經

費的問題就可能說，她要怎麼去把那個資源拿到，或者是他想要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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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品嘗美食，然後可以呈現給小朋友，那他就要自掏腰包去採購啊！

我們沒有這部分的經費可以使用，那是他比較困擾的問題。            

  

 除了在教學資源上的經費不足以外，E6在成果報告中特別指出，因越南語

教師無教學技巧，需要其他教師在旁協助，但在計畫中卻無「助教鐘點費」的編

擬，也是經費運用的困難之一。甚至於在師資聘請上，也會因為經費不足而吸收

不到人力資源。 

 

B 老師：像我上次看到主任的企劃，他上面經費好像就幾萬塊而已，可是我

覺得他很辛苦，為了這個計畫沒有那麼容易，可是經費我看是沒有

幾萬塊，所以這樣不合理呀。……就像我講，如果說真的，你們要

怕沒有人，不是人才來做，那人家要做，你們沒有好好爭取，那所

以，要多少人才才夠，多少一樣都不夠，因為你沒有好好去爭取、

沒有好好對待人家，一樣。 

 

由上述可看出，學校在進行課程時，希望能提供給學生更多元的教學刺激及

更多的教學人力，但礙於經費不足，在此部分校方或教師需要自費提供給學生或

請助理教師擔任志工或平均分配鐘點費，如此一來，即使越南語教師願意設計更

多元化的課程給學生，也會因此而被限制住。 

 然而，也有母語課程老師礙於經費限制，因此在課程中選擇自掏腰包來供應

學生資源，A媽媽就表示，本身在美語補習班就有很多應用在教學上的道具，也

非常樂意分享給母語課程的學生。 

 

研究者：那在準備這些呀！都是媽媽自己去掏腰包準備嗎？ 

A 媽媽：當然是啊！這個不是說像學校的課那樣可以有很多經費耶！不是喔，屬

於這個比較像是一種社會教育，然後你課程看要什麼教材，所以，你如

果要帶什麼很多的道具很難，他沒有這一種設定，所以你不能夠做作申

請這樣，所以你要做的話要要自己去做，你不要想跟政府申請這樣。 

研究者：喔～所以媽媽也是很樂意這樣。 

A 媽媽：嗯，很樂意，因為你一般上課程，像美語班這樣，本來就有一些東西可

以交叉用，所以就會把本來的道具拿過去用這樣。 

 

四、參與意願 

 在參與意願的困境上，研究者將之分為三個部份進行討論，分別是學生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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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家長的參與意願以及學校教師的參與意願，詳述如下： 

（一）學生的參與意願 

 丙主任為了不影響到一般課程進行的時間，將母語傳承課程時間安排在暑假，

但因其校地較偏遠，學生到校路途較長，因此不可能專程為了一天兩個小時的課

程來學校再回家，因此學生參與意願不高。 

 

丙主任：後來我是辦在暑假，那辦在暑假的時候，如果學生，我們這種地區就

是比較鄉下一點，那學生來到學校，要安置四個小時，最少三個小時，

不可能學生來，兩個鐘頭就又讓他回去。這樣他就會沒有參加的意願，

所以我們又要把他弄得很豐富，妳孩子在暑假裡面，你利用這四週的

時間，你來到學校，然後呢你可以看繪本，中間那兩堂，再去填補，

就是說用母語配合這樣下來，所以一來他可以上三節課的時間，或四

節課，應該是四節課的時間，一直到八點半到十一點半，那三個小時

的時間，學生才願意參加，家長也會較配合。      

 

 而丙主任採取的解決方法就是將母語傳承課程與其他課程活動結合，拉長學

生留在學校的時間，學生參與意願提高，家長也會因為在暑期有安置學生的場所

而較為配合。 

 在戊主任任職的學校，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學生流動率較高，而原因在於其

課程是利用周三下午的課餘時間辦理，學生會偏向想回家而不願意多留在學校內

上課。 

 

戊主任：因為我們安排的時間是周三下午，那周三，知道小學是讀半天嘛，

那因為有的孩子可能…也不願意說下午還留在這邊，就是說他的動

機不是不夠強烈啦，因為他可以放學回去的，還要特別留下來。           

   

學生也容易因為其他活動的安排而未能完整的參與課程，進而降低其參與意

願。 

 

E3 國小：因安排在午休時間，學生難免有其他活動未能全程參與的情形。    

  

J1 國小：越語教學時間為晨光時間，部分學生無法間兼顧班級學習活動或因環

境打掃而無法參與越語學習，降低學生學習意願，因此必須有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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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老師鼓勵學生參加。 

 

除上述之外，I4也於成果報告中指出，學校課程安排中較難納入越南語課程，

若利用假日開課，學生參與率也不高，且因母語不常被使用，學生學習越南語，

但在家中沒有使用的機會，雖母親為越南籍，但平常仍是運用國語與家人溝通，

此現象會降低學生的學習意願。 

己老師也提出，因學生無法從日常生活中找到學習越南語的價值，久而久之

使得學生上課的出席率也跟著降低，出現了學校教師必須去請學生來上課的現

象。 

 

己老師：很困難還有一點，因為他回到家比較沒那種情境可以對話，就等於沒

有別人對話，所以開始慢慢的會降低他學習的意願，我覺得是這樣

子。這樣互動模式會比較少，因為媽媽在家裡幾乎都是以國語跟家

人互動的語言，那就會變成他的母語表現會變少，因為環境，他學

習還是學了，那他學了回家，又沒有可以講的對象，沒有練習的機

會，所以他學習的意願會慢慢的降低，每次我們上課都要還去催人，

要找人來上課。                  

   

 由上述內容可以得知，學生對於母語傳承課程的參與意願會因為要在課餘時

間上課，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沒有運用及練習的機會而降低。針對此現象，學校提

出的改善建議如下： 

 

丙主任：然後，你有上閩南語課的人，語言平等法裡面也規定不是嗎？那你有

上閩南語的人，你有上原住民語的，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在你們上閩南

語的時間，我抽離出來上甚麼，或者是用彈性課時間，或者是禮拜三

上午那段時間，固定就上，因為現在他們原住民語是用彈性課程抽離

出來。         

 

庚老師：鄉土語言那樣子，就是每個班抽出去上課，就是當一個班的小朋友，

他們在上台語課、在上客語課、在上原住民語的時候，他一樣去上越

南語課，就變成大家都是在上母語課。   

                         

    B 老師：因為你想看那個閩南語呀，是一周，好像……一個禮拜一節，那越文

你可以這樣放呀，一個禮拜一節呀，這樣會對小孩學習幫助很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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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現在去教的話，就是還要看他們自願，可是這如果是真的課本需

要，他們還是要對著我們，他們還是要學，他們不能排斥，因為我們

現在去教是額外的，如果他們覺得需要我才學，沒有需要就不用學這

個東西，對不對。 

 

 上述老師的看法，偏向於將母語傳承課程納入鄉土語言課程的一部份，比照

目前的閩南語課程、客家語課程以及原住民語課程辦理，一來是因為越南籍的新

移民為目前我國最多的新移民族群，越南籍新移民子女的數量也較多，若將越南

語納為鄉土語言，則真正將其視為母語的一部份，不僅能夠在正式課程中有固定

上課的時間，也能真正使此課程得到重視。針對此部分，I4也於成果報告中提

出，或能將母語傳承課程融入一般課程教學，不僅新移民子女學生受用、可讓一

般學生學習不同的文化，且校方也不用另行規劃上課時間。 

 除此之外，有兩位老師認為將越南語課程以「社團」的方式開課，也可能為

一解決途徑。 

 

乙校長：可是不應該……這樣子拉進來，我比較支持的是社團式的方式，是可

以選擇的社團，不是被強迫來的。                

 

庚老師：我覺得可以把他開成一門課或把他開成一個社團，如果他把他開成一

個社團的話，就是如果我這個學校有開社團，有的社團是開在六日，

他就不會跟正式課程有所衝突，那如果開成社團的話，社團本身就有

社團時間，其實這種困擾會比較小，而且你看我們只上四十分鐘喔，

社團一次可能從九點上到十一點，或者從下午一點半上到三點，那個

時間是可以拉長的，他可以做的課程設計可能會是……一樣是兩節課，

可是跟二四早上的兩節課，跟一個早上的完整時段的兩節課我想是有

差的。     

 

上述兩位老師認為，將母語傳承課程以社團的方式辦理，不僅提供學童

自由選擇是否參與的權利，有一段完整的授課時間，對學生的學習狀況也或

許有所影響。 

 綜觀上述，無論是將母語傳承課程納入鄉土語言課程中，或者是以社團的

方式開課兩種方式，其主要訴求皆在於使課程有一個固定的上課時間，使學生更

重視此課程，也有完整的課程時間進行教學。 

 若能有一個完整且固定的課程時間來進行此課程，或許也能同時解決 A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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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困擾。 

 
A 媽媽：先講時間啦，兩個小時阿效果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限制，……我說我

們兩個星期上一次，都忘光光了啦，都忘光光，我就給他錄音帶，

替我撥放，這樣我才教的了小朋友新的東西，不然很快忘光光了。

那我就不能夠說……再教新的課啊！阿可以學多一點，就不只學到

一二三四，阿可以多學一點，學到生活的阿。 

  

 除了課程時間安排的考量以外，更多的學校採用讓學生透過參與表演及越南

語活動的方式提升其參與動機，是蠻有成效的方法。 

  

J1 國小：希望透過表演使學生有更強烈的學習動機，透過參加相關越南文化活

動使學生願意文化傳承，增加許多越語生活多元化的學習。           

 

甲主任：我覺得反而可以增加他們表演的機會，因為他們會這個之後，他們還

曾經表演給移民署署長看，就他們經常因為這個可以上媒體，表演，

上舞台表演，他們也學得很開心。                                  

 

丁老師：我帶他們去表演，他們都好開心，他們都很樂意呀，都很喜歡啦！也

會比較想來。                         

 

庚老師：我覺得給小朋友表演還不錯，增加他們學習的動機。   

 

然而，對於學生學習越南語在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而降低學習意願的困難，

學校也能採用給予學生表演舞台的機會來提高學生參與動機，刺激其學習欲望。 

 

（二）家長的參與意願 

 對國小學生而言，大部分家長的意見能左右其行為及決定，因此家長是否願

意讓其子女參與母語傳承課程，是決定學生是否參與的重要因素，家長若強烈反

對其子女參與，則會形成學校在辦理此課程的一大困境。 

 

乙校長：其他縣市我不知道，以我們這邊，你講越南語媽媽還討厭，不是每一

個媽媽都希望你講越南語，不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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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主任：一般來講，這些越南籍的家庭經濟狀況比較優的，或者家裡就已經有

在使用母語的，通常他就覺得孩子可以不用來。               

 

丁老師：那以他們也會認為，如果跟家人住在一起的孩子，他們給孩子的觀念

是──「你千萬不要給我講越南話啊！」這是他們的一個觀念。   

 

戊主任：其他的沒有參加的我們也沒有介意還是去給他解說，爸爸就反對讓孩

子學媽媽，就是越南的母語。                 

 

庚老師：因為有時候可能小朋友說是家長的原因，所以就沒有來。有一些家長

的支持，那他來的出席率就會很高，可是有一些可能…他這次參加了

以後，到了下學期他的家長可能就叫他不要來了，然後他就不會來

了。   

   

辛主任：這就是我們碰到的困難，就是學生的來源，因為覺得社會的期待，跟家長

的期待，不見得會讓孩子來參加。 

 

B 老師：反而有些自己外配媽媽，他的小孩會排斥，為什麼，因為影響到爸媽跟阿

公阿嬤，他們講越文他不喜歡，怕有壓力，假設說，他在家本身，假設說

他阿公阿嬤很嚴格，爸爸很嚴格，然後說你不要講越文，那媽媽就沒有再

教了，那小孩在心裡已經排斥了，那你在學校教就困難。 

 

由上述七位受訪者的言談中，可以看出除了本國籍家長會反對子女學習越南

語以外，即使是本身為越南籍的家長也不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學習越南語，可能

的原因如下： 

 

丁老師：他們覺得瞧不起越南話呀，他們瞧不起越南、印尼的，他們是比較

落後的國家，然後……自大的心態吧。              

 

乙校長：家裡面對學習越南語這個區塊你就要去突破了，因為我這邊是弱勢

地區，……那像這樣的情況，家裡面的觀念也不 OK，家裡面的長

輩，不會非常樂於聽孩子在講越南話，會覺得「你是在講甚麼」？

老人家會覺得你是不是在罵我，有的沒的，所以嫁過來的媳婦也怕

人家知道他是外配，因為刻板印象。 

                        

A 媽媽：對呀，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他們的想法是還好，反而那些媽媽是

台灣的覺得很壞，呵呵呵，媽媽在家會講越南語的也有啦，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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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部分會覺得這個語言在社會的競爭力上沒有那麼強！ 

 

B 老師：因為可能大部分阿公阿嬤都不想讓小孩回越南呀，如果語言通，怎

麼樣，是不是以後媽媽隨時帶你走。就覺得說，很容易猜得出來呀。 

 

 種族文化的優越意識，是造成此現象的最大原因，部分家長因為自身的文化

優越感，覺得自己的孩子沒有學習越南語的必要性；而即使是提倡多元文化的現

代社會，仍有部分對於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家中長輩因為對於家中的外配媳婦

有所不信任，因此不讓自己的孫子學習越南語，在本章弟二節中也提及，部分學

童是因為其父母離異，家長認為沒有必要繼續學習越南語；也有部分家長雖本身

為越南籍配偶，但也認為越南語非主流文化之語言，因此學習越與不見的能提升

其子女的社會競爭力。 

 學校對於此現象，採取了鼓勵的方式和家長做協調。 

 

乙校長：其實我是利用班親會、親子講座的時候提到，學校要推展甚麼樣的

課程，反正先跟家長溝通、跟老師溝通，接著慢慢做讓家長看到成

果以後，他們就比較不會講話了。                        

 

丙主任：不會，他們來這邊我們會覺得，基本上，我們這邊的家長……我們

是一直不停的鼓勵，而且灌輸，有時候家長座談會我們是一直在灌

輸說，你要讓你的孩子學母語，會多國語言，因為現在一個多元文

化的情況，你的孩子學會說越語，就是多了一種工具，這我們都有

一直在灌輸這個概念。       

 

丁老師：其實我們能做的也不多，我們只是用更多元、更有趣，更吸引他們

的方式來吸引他們進來，或者，我們用更多的關懷、更多的愛心，

讓他們去感受到，就這樣。                                            

 

學校利用親座談會或親子講座的時間與家長進行協調，可以看出在傳達時並

不刻意提及「學習越南語」，而是以「多一種語言能力」的角度去說明，在課程

開始實施以後，慢慢讓家長看見孩子學習的成果，且對於新移民家長給予更多關

懷與愛心，進而得到家長的支持與認同，增進家長的參與意願。 

庚老師特別提及，經由老師鼓勵家長，再透過家長去鼓勵其子女參與越南語

課程，學生的參與意願會較高，由此可見家長參與意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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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老師：他們在其他的場合，老師是跟媽媽有認識，那他就會請媽媽鼓勵小朋

友來參加，通常因為這一類的家長，進來的小朋友，學習意願就會

很高，因為等於是媽媽鼓勵他來參加的。                               

 

（三）老師的參與意願 

 除了學生本身及家長的參與意願以外，丁老師特別指出學校老師其實沒有非

常支持此課程的進行。 

 

丁老師：其實我看到還有，自己本身老師方面，我們學校老師其實並沒有說很

支持，但是他們也不反對，所以，有時候像我們學校也有一些，就是

有關老師方面，針對新移民這塊的研習也有做啦！但就是不見得每一

個老師都能夠非常理解。                      

   

然而就此課程困境，丁老師並沒有提出相關建議，僅認為既然當初是自己要

申請母語傳承課程的計畫，則盡量不麻煩到其他老師，但也相對造成了學校人力

資源不足的問題。 

 

五、學校人力資源不足 

 學校在辦理此課程時，大多學校單獨由一位承辦人員辦理，而這些承辦人員

表示人力資源不足，讓他們在辦理時很辛苦。 

 

丙主任：你看我們這個輔導室好像這樣一間，可是實際上，從計畫到承辦執行，

通通只有一個人，就是我，所以在人力上面我會覺得，是很有心想要

為學生做一些甚麼事，可是到後來…支撐不下去，太辛苦了。          

 

丁老師：因為我身體狀況不好，我就沒有…公文又來了，又要叫我們去申請，

我還在考慮當中。 

研究者：好像對很多承辦的老師來說，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丁老師：對，因為第一個我要找學生，第二個，所有的業務都要我承擔啦，就

是說，學生啦、名條啦，甚麼甚麼，學生家長，或者甚麼問題，孩子

的接送問題，或者每次上課的安排、教室的安排，這些，變成我都

很……要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甚至他們在上課，每次我一定到呀，

我一定都要陪他們，一定要陪，因為我不放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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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丙主任和丁老師的分享下，可看出此課程因沒有人協助他們，從計畫到課

程安排僅由他們單獨負責，造成龐大的壓力與負擔，在此困境下，是否還要繼續

辦理此課程成為了老師們的首要考量。然而，此情形若沒有改善，也會影響到各

校申辦的意願。 

 

六、學生程度不一 

 因各校開課人數有限，大多以一班為原則，其學生為一到六年級的新移民子

女為主，為混齡教學，且每學期參與課程的學生有異動，會造成教師在授課上的

困境。 

 

戊主任：比如說舊生，這次也有新生，阿老師上課的進度會不一，變成一個班

上的學生，有的可能是二年級生，有的是一年級生，教學上要因材施

教比較困難。                        

 

庚老師：對，因為我們是一到六年級不分年段的嘛！那學習力就會有差，一年

級的，就是低年級的可能坐不住，然後高年級的又覺得太簡單，所

以她的問題可能在於混齡的問題，可是因為我們又沒有辦法分班上

課、拆班上課，因為人數，如果拆掉，每個班可能就只有小貓幾隻。             

 

 由上述可知，學生學習的進度不一及其年齡上的差距，使越南語教師在上課

時無法按照每位學童的程度進行授課，此情形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就此

困境的具體策略，在本節討論到學生參與意願的段落中，也提出將母語傳承課程

納入鄉土語言中，若以此方式實施課程，各年級以不同的時間進行授課，或許能

避免此情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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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影響國小學童母語學習因素之探析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二，探討學習母語對新移民子女課業表現和導師教學

輔導的交互作用。研究者自行編製問卷，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的方式，釐清學習

母語對國小學童學習的交互作用影響。問卷施測的對象為實施母語傳承課程國小

的新移民子女及其導師導師，並以同校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同年級學童、或者

鄰近社區的同型學校(未實施母語傳承課程者)的同年級學童作為對照組。 

 

第一節  研究樣本分析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受試問卷發出 205 份，回收 152 份。對照組發出 206

份問卷，回收 162份。本次共發出 411份問卷，剔除超過二分之一回答不全、或

者導師或學生僅有一方填答的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共 314份。就區域的分配，

本次抽樣 9個縣市，分別為台中市(44份、占 14%)、台南市(76份、占 24%)、宜

蘭縣(12份、占 4%)、屏東縣(22份、占 7%)、桃園縣(36份、占 12%)、高雄市(24

份、占 8%)、新北市(71份、占 23%)、新竹市(9份、占 3%)、和嘉義市(20份、

占 6%)。 

 

一、 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背景分析 

1.學生就讀年級 

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新移民子女對象中，目前學生所就讀之年級，以三年級

人數比例最多（24.07%），其次為四年級學生（20.37%），再其次為二年級學生

（19.14%）。 

此外也可發現，一年級學生所占的百分比僅有 9.87%，此亦可推測，可能是

因為剛進小學的新生，在其幼兒園階段沒有接觸過類似母語傳承之課程，且家長

未接收到相關資訊，以致進入小學一年級時，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人數較少。 

 

表 5-1、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年級分布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人數 16 31 39 33 25 18 

百分比% 9.87 19.14 24.07 20.37 15.43 11.11 



 58 

 

2.學生家長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對象中，絕大部分的家庭背景都是母親為外

籍人士，所占比率高達 88.3%，本次調查中沒有男性外籍配偶的家庭。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除了 11.7%的家庭父母親均為本籍人士外，

其餘 88.3%的家庭，需要學習母語的對象皆為母親。 

 

表 5-2、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家庭背景 

 父親外籍 母親外籍 父母均為本籍 

人數 0 143 19 

百分比% 0 88.27 11.73 

 

3.家長國籍 

參與母語學習課程學生之家長國籍，以來自越南最多（80.54%），其次為印

尼（12.75%），第三為本籍人士（6.04%）。這也反映了絕大多數學校推行的母語

傳承課程以越南語為主，成效可能比其他國家語言顯著，因為學生的家長國籍多

數來自越南地區，所以在推行越南母語時，除了學校有母語傳承講師教學外，學

生回到家中也有最自然的環境可以學習越南母語。 

 

表 5-3、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家長國籍 

 越南 印尼 本籍 其他 

人數 120 19 9 1 

百分比% 80.54 12.75 6.04 0.67 

 

4.一年級到上學期之國語科和智育成績平均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對象中，其國語成績及智育成績皆有隨著年

級的成長而逐年下降的趨勢。在國語成績方面，平均分數仍有維持 80分以上，

除了六上的平均略低來到 79.52之外，其餘學期都還有 80分以上；智育成績的

平均分數也都維持在 80分以上，六年級下學期平均分數降低到 78.36分之外。

由此也發現，新移民子女中，隨著年級越高，在國語和學業成績表現就越加落後。

若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是家長決定是否支持母語傳承課程的條件之一，則國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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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童參與母語傳承課程可能受到其國語和學業成就表現，成為阻礙他們參與

母語傳承課程的原因。 

 

表 5-4、一年級到上學期之國語科和智育成績平均一覽表 

年級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國語平均 90.73 90.41 90.1 91.45 88.27 87.91 85.57 86.03 87 87.85 79.52 83.4 

智育平均 90.64 90.41 90.62 90.89 87.41 86.88 85.4 85.2 84.86 85.83 83.55 78.36 

 

5.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時間 

從 98學年上學期開始辦理越南母語傳承課程到 100學年下學期，學生參與

課程的比例逐年提升，從 98學年上學期僅有 9.46%的受試樣本曾參加過母語傳

承課程，到 99學年下學期參加者達 48.32%，顯示有越來越多學校或因政策的推

動、或因學校對新移民文化和語言的重視，而逐步推動母語傳承課程。 

    學生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100學年開始比例雖有

略減，但仍維持有 45%以上的受試樣本曾參與母語課程。 

 

表 5-5、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時間一覽表 

 100(下) 100(上) 99(下) 99(上) 98(下) 98(上) 

百分比% 45.64 42.95 48.32 28.86 14.86 9.46 

 

圖 5-1、學生參與母語傳承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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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之上課時間 

 

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的上課時間，以每週兩節課所占的比例最多

(46.31%)，其次為每週一節課（21.48%），再其次為每週三節課（15.44%）。目前

學生學習越南語傳承課程的時數大約每週占兩節課，未來在推廣此傳承課程時，

上課的時數增減可以納入考量。 

 

表 5-6、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之上課時間一覽表 

 每週一節 每週兩節 每週三節 每週四節以上 寒暑假 其他 

百分比% 21.48 46.31 15.44 6.04 3.36 7.38 

 

二、 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背景分析 

1.學生就讀年級 

未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新移民子女對象中，目前學生所就讀之年級，以三年

級人數比例最多（32.41%），其次為五年級學生（22.13%），第三為二年級學生

（16.60%）。 

 

表 5-7、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年級分布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人數 13 42 82 38 56 22 

百分比% 5.14 16.60 32.41 15.02 22.13 8.70 

 

2.學生家長為外籍之性別一覽表 

 

未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對象中，絕大部分的家庭背景都是母親為

外籍人士，所占比率高達 97.63%。 

 

表 5-8、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家庭背景 

 父親外籍 母親外籍 父母均為本籍 

人數 2 247 4 

百分比% 0.79 97.63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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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籍家長國籍一覽表 

 

未參與母語學習課程學生之家長國籍，以來自越南最多（69.94%），其次為

其他地區（15.34%），包含緬甸、泰國、中國、柬埔寨、菲律賓，第三為印尼（9.82%）。 

 

表 5-9、未參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家長國籍 

 越南 印尼 本籍 其他 

人數 114 16 8 25 

百分比% 69.94 9.82 4.91 15.34 

 

4.一年級到上學期之國語科和智育成績平均一覽表 

 

    未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對象中，其國語成績及智育成績個學期

全部平均都有 80分以上。在國語成績方面，平均分數最低仍有 83.48分；智育

成績方面，平均分數也都有在 80分以上，平均分數最低仍有 83分。 

 

表 5-10、一年級到上學期之國語科和智育成績平均一覽表 

年級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國語平均 87.89 90.5 89.36 89.94 87.03 86.85 85.83 86.25 87.59 83.48 85.63 92.5 

智育平均 90.7 88.46 89.71 89.56 86.63 86.02 84.84 85.96 85.22 83.46 83.5 83 

 

第二節 新移民子女學習現況評估 

 

一、 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的國語成績分析 

接受母語教學之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以一年級和四年級的國語平均較

佳，介於 90.05~91.39。由此結果可以看出，國小一年級上學期主要為注音符號

教學，顯示接受母語教學之新移民子女，在注音符號的學習上，有著接近精熟的

表現。 

且整體而言，國語平均都介於 83.40~91.39，顯示國語成績尚稱不錯。其中

雖然六下國語平均較低，但仍有 83.40，這個結果可能是由於國小高年級國語教

學的文體變多，新移民子女在閱讀的經驗上略少所致，因此可能有需要加強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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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閱讀的經驗，並觀察該類學生進入國中的後續國語表現。 

 

表 5-11、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的國語成績分析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國

語

平

均 

90.65 90.05 88.17 85.57 87.00 86.15 90.36 91.39 87.91 86.04 87.85 83.40 

 

 

圖 5-2、新移民子女一至六年級國語成績分析圖 

 

二、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的學業平均成績分析 

 

接受母語教學之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以一年級和四年級的學業平均較

佳，介於 90.41~90.89。 

另就整體而言，除六下學業平均為 78.36，其餘各學期學業平均都介於

83.57~90.89，顯示學業成績不錯。值得注意的是，對照前述新住民學生六下國

語成績偏低的現象，六下可能社會科知識、數學文字題、自然實驗流程等，均需

大量國語閱讀之基本能力，新住民學生可能由於國語閱讀影響其他科目之閱讀理

解，是否有其因果關係，值得爾後進行追蹤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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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之後的學業平均成績分析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學業

平均 
90.64 90.62 87.41 85.41 84.86 83.57 90.41 90.89 86.88 85.20 85.83 78.36 

 

 

圖 5-3、新移民子女一至六年級學業平均成績分析圖 

 

三、 新移民子女參加母語課程的時間與上課時數 

1.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時間 

從 98學年上學期開始辦越南語傳承課程到現在 100學年下學期，學生參與

課程的比例逐年提升，從 98學年上學期的 9.46%到 99學年下學期的 48.32%，這

表示越南語傳承課程的推動越來越落實，也越來越廣為大眾所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 99學年下學期參與越南母語課程比例為 48.32%之後，100

學年開始比例有點略減，顯示學生參與傳承課程的人數有略減。此現象是否有其

因果關係，值得爾後進行追蹤研究分析。 

 

表 5-13、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時間一覽表 

 100(下) 100(上) 99(下) 99(上) 98(下) 98(上) 

百分比% 45.64 42.95 48.32 28.86 14.86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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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之上課時間 

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之學生，在上課時間部份，以每週兩節課所占的比

例最多(46.31%)，其次為每週一節課（21.48%），第三為每週三節課（15.44%）。 

此亦可推測，目前學生學習越南語傳承課程的時數大約每週占兩節課，未來

在推廣此傳承課程時，上課的時數增減可以納入考量。 

 

表 5-14、學生參與越南語傳承課程之上課時間一覽表 

 每週一節 每週兩節 每週三節 每週四節以上 寒暑假 其他 

百分比% 21.48 46.31 15.44 6.04 3.36 7.38 

 

四、 教師的學習輔導策略 

    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女，導師採用各種學習輔導方式，以「培養學

生自學能力，善用同儕協助學習」（80.50%）最多，其次為「教師教學方法活潑、

多元，提高學習興趣」（78.20%），再其次「聯繫家長，共同改善學生不良習慣」

（78%）。學校教師使用最少的輔導策略為「與家長協商，考慮是否協助學生轉換

環境，消除不良習慣」（50.00％）、「與學生共同擬定複習進度」(52.25%)、「協

助學生訂定自我契約，以提高學習興趣」(61.25%)，說明多半教師多能採取有教

無類的方式，儘量輔導學生，必要時方採取轉學或轉班的安置措施。 

 

表 5-15、教師學習輔導策略一覽表 

題     項 平均數 百分比 

對該科目實施個別教學或補救教學 2.71 67.75 

藉教學媒體、小組討論等方式激發學習興趣 3.07 76.75 

協助學生訂立｢自我契約」，以提高學習興趣 2.45 61.25 

教師教學方法活潑、多元，提高學習興趣 3.13 78.25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善用｢同儕」協助學習 3.22 80.50 

酌減作業分量，以多樣化作業內容，提高學習興趣 2.48 62.00 

與學生共同擬訂複習進度 2.19 52.25 

改進命題技術，給與成就感 2.41 60.25 

教導學生放鬆的方法，例如：考試前閉上眼睛，端坐深呼

吸，可緩和緊張 
2.49 62.25 

聯繫家長，共同改善學生之不良習慣 2.80 70.00 

給予更寬廣的多元文化學習空間，鼓勵學生學習不同專長 3.12 78.00 

與家長協商，考慮是否協助學生轉換環境，消除不良習慣 2.00 50.00 

實施個別化教學指導 2.60 65.00 

※四等量表 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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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母語學習態度評估 

    本研究中，學校學習情況包含：學習效能、人際適應、與自我概念三個面向。

資料分析顯示，國小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態度與其學校學習情況均未達顯著。

顯示新移民子女，無論學習母語學習的態度強弱與學生的學習效能、人際適應、

或自我概念等無關。 

 

表 5-16、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態度與學校學習情況之平均

數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學習母語個人態度 46.4663 10.42509 

學

校

學

習

情

況 

學習效能 43.1558 7.16028 

人際適應 24.0000 4.29318 

自我概念 27.6753 4.71250 

學校學習情況總分 94.8052 14.37503 

 

表 5-17、國小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態度與其學校學習情況各層面及整體層面之相

關分析摘要表 

 學習效能 人際適應 自我概念 
學校學習情況總分 

（左列三項總和） 

學習母語態度 
.052 

(.523) 

.056 

(.487) 

-.097 

(.231) 

.011 

(.895) 

=.05 

 

 

第三節  影響新移民子女的母語學習的因素 

 

一、 個人態度 

 

參與母語學習課程之學生，在個人學習態度方面，以第三項最多「你覺得把

越南語學好可以讓家人高興」（77.56%），其次為第十二項「學越南語給你很多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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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75.16%），第三為第九項「你希望自己可以說流利的越南語」（75.04%）。 

此外也可發現，以第十三項最少「你希望可以用越南語跟同學說話」（62.14

％），此亦可說明，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與同儕溝通所使用的語言，還是以在地方

言為主，使用越南語的機會及情境仍然不多。 

 

表 5-18、參與母語學習課程學生之個人學習態度 

題項 平均數 百分比 

你認為從小學好越南語很重要 3.65 72.96 

你希望可以用越南語和家人溝通 3.47 69.4 

你覺得把越南語學好可以讓家人高興 3.88 77.56 

你覺得上越南語課程可以讓老師高興 3.47 69.34 

你覺得上越南語課程讓你跟別人不同 3.63 72.64 

你認為會講越南語，未來會有競爭力 3.51 70.16 

你希望從小就可以看懂越南文 3.67 73.44 

你希望可以有更多時間學習越南語 3.53 70.52 

你希望自己可以說流利的越南語 3.75 75.04 

你覺得越南語聽起來很好聽 3.42 68.46 

你認為學越南語對你很有用 3.75 74.94 

學越南語給你很多樂趣 3.76 75.16 

你希望可以用越南語跟同學說話 3.1 62.14 

※五等量表 1-5分 

 

 

    個人學習態度反映了新移民子女參與母語傳承課程的意願。普遍而言，新

移民子女認同學習越南語的重要性，並且從參與中，理解學習越南語對他們的幫

助。 

以平均數分析摘要表，大致可以發現，家子女，在參加母語學習中有說越語

的母語傳承課程後，有較佳的學習母語態度（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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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新移民學生不同年級、家中是否說越語、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平均數

分析摘要表 

年級分
組 

越語分組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個數 

 

低年
級 

家中沒說越
語 

沒參加 80.9412 14.52356 17 

參加 84.2000 18.78525 15 

總數 82.4688 16.46107 32 

家中有說越
語 

沒參加 89.5417 14.63165 24 

參加 101.3750 15.01343 32 

總數 96.3036 15.85837 56 

總數 沒參加 85.9756 15.02912 41 

參加 95.8936 18.02201 47 

總數 91.2727 17.33028 88 

中年
級 

家中沒說越
語 

沒參加 87.0930 19.97595 43 

參加 70.0769 24.59906 26 

總數 80.6812 23.19324 69 

家中有說越
語 

沒參加 101.3902 18.40228 41 

參加 105.5526 17.77897 38 

總數 103.3924 18.11036 79 

總數 沒參加 94.0714 20.41603 84 

參加 91.1406 27.09529 64 

總數 92.8041 23.49690 148 

高年

級 

家中沒說越

語 

沒參加 79.4194 18.92577 31 

參加 78.8000 16.57106 15 

總數 79.2174 18.00853 46 

家中有說越
語 

沒參加 96.2381 21.53347 21 

參加 99.9500 18.52019 20 

總數 98.0488 19.95739 41 

總數 沒參加 86.2115 21.49358 52 

參加 90.8857 20.43321 35 

總數 88.0920 21.07938 87 

總數 家中沒說越
語 

沒參加 83.3297 18.87388 91 

參加 76.1964 21.72089 56 

總數 80.6122 20.23372 147 

家中有說越
語 

沒參加 96.8256 18.74861 86 

參加 102.8222 16.99807 90 

總數 99.8920 18.07523 176 

總數 沒參加 89.8870 19.94192 177 

參加 92.6096 22.91465 146 

總數 91.1176 21.3461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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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上述各項資料是否達到統計顯著性，茲進行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如下。 

 

表 5-20、新移民學生不同年級、家中是否說越語、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年級分組 380.675 2 190.338 .549     

越語分組（家中是否說越語） 25397.724 1 25397.724 73.315***  

是否參加母語課程 56.013 1 56.013 .162     

年級分組 * 越語分組 1889.095 2 944.547 2.727     

年級分組 * 是否參加母語

課程 

2639.588 2 1319.794 3.810*    

越語分組 * 是否參加母語

課程 

2289.704 1 2289.704 6.610*    

年級分組 * 越語分組 * 是

否參加母語課程 

1073.905 2 536.953 1.550     

誤差 107736.132 311 346.418   

總數 146721.529 322    

*p<.05  ***p<.001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越語分組（家中是否說越語）」（F=73.315，

p<.001）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另外「年級」與「是否參加母語課程」（F=3.810，

p<.05）和「越語分組」、「是否參加母語課程」（F=6.610，p<.05）的二階交互

作用亦達顯著，其餘的交互作用則不顯著。 

    由於「年級」、「家中是否說越語」、「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三者之交互作用並

不顯著（p>.05），因此以下只就達顯著的二階交互作用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

以「年級」與「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低年級階

段，參加母語課程者學習母語態度顯著高於未參加者（F=7.726，p<.01）。顯示

低年級學生，參加母語課程對其學習母語態度，最有顯著的成效，也提示語言的

接觸與學習，應及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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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新移民學生「年級」與「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單純主要效果考驗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年級      

  在參加母語課程 749.001 2 374.501 .710    

  在未參加母語課程 2882.410 2 1441.205 3.749    

      

是否參加母語課程      

  在低年級 2154.011 1 2154.011 7.726**  

  在中年級 312.012 1 312.012 .563    

  在高年級 495.430 1 495.430 1.126    

**p<.01 

 

    另就新移民子女「家中是否說越語」與「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家中是否說越語對是否參加母語課程均達顯著差異，參酌前

敘述統計之平均數可知，不論在參加或未參加母語課程者，在家中是否說越語對

學生學習母語態度都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5-24）。對於學校進行母語教學課程而

言，整體來說，學生能在家中有說越語，會對其學習母語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 

 

表 5-22、新移民學生「家中是否說越語」與「是否參加母語課程」之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家中是否說越語      

  在參加母語課程 24472.752 1 24472.752 68.211*    

  在未參加母語課程 8053.247 1 8053.247 22.754*    

      

是否參加母語課程      

  家中說越語 1581.410 1 1581.410 4.950***  

  家中不說越語 1763.949 1 1763.949 4.409***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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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母語共學的困境與新移民子女優勢 
 

  為使研究結果更具有政策實施的可行性，研究者召開了焦點團體座談，邀

集學者專家對母語共學的困境，以及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優勢進行研討。本章

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焦點團體實施的時間和討論議題，第二節為新移民子女母語

學習的困境分析，第三節為新移民子女的母語學習的優勢，以及第四節—政府推

動母語傳承課程的具體實施策略。以下分別敘述： 

 

第一節  焦點團體實施的時間與討論議題 

一、 焦點團體實施時間 

    本研究於 11 月 7日(三)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共有九位專家學者參加。同

時為了回應期中審查時，委員對於母語學習之後的具體效益，以及未來規劃新移

民子女的發展和出路，研究團隊特別至台北專訪某政府機關 B副主任，了解未來

東南亞經貿市場與外語人才的需求，以及未來大陸配偶子女至大陸就業的可能

性。 

 
二、 討論題綱 

    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人數逐年成長，協助新移民子女生活適應、學習適應、課業

輔導及親師溝通等課題，教育部在2009年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

以符應新移民子女教育發展之需要。方案中即涵蓋了辦理母語傳承課程，並將新移民

母語推動列入重點方針，讓外籍配偶子女認同（父）母國文化，並樂於學習、運用其

（父）母之母語，形成其另一語言資產，同時孕育國家未來之競爭力（教育部國教司，

2009）。「母語傳承課程」的具體作法包含鼓勵由已經能說國語的新移民父母親自己擔

任老師，教導本國母語，幫助這些新移民子女建立說（父）母之母語的信心，認同（父）

母的文化，教育部並從 2010年開始補助學校開辦「母語傳承課程」，培養新移民子女

聽、說（父）母之母語的能力。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母語傳承課程有以下困境尚待解決： 

1. 師資缺乏： 

各校尋求師資不易，甚至因為沒有師資無法順利開課，若尋找到有意願教授越南

語的新移民，也會因其沒有教學經驗與背景而欠缺教學方法，使得課程進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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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少教材： 

母語傳承課程教材皆採取各校自編之方式進行，然而，精通越南語的新移民沒有

相關的教育專業能力，而有編擬教材能力的教師卻對越南語不熟悉，在此情形下，

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進行協調與討論，且編擬出來的教材也不見得適合學生

的學習，造成在課程進行時的困境。 

3. 學校人力支援不足： 

母語傳承課程從申辦、尋找師資、教材至課程安排與進行成果報告，多半由一位

學校老師承辦，對執行計畫的教師與行政人員造成了非常大的負擔，學校方面也

很難再指派老師進行協助，形成了課程辦理上的困境，部分學校也因承辦人員無

法負荷而選擇不繼續辦理，缺乏誘因和鼓勵機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4. 學生參與意願低落： 

學生參與意願低落的原因主要在於母語傳承課程為非正式課程，較不受到學生的

重視。一部分學生原本就已經安排安親班、補習班或其他課餘活動的，此課程安

排在課餘時間進行，部分學生會選擇原先安排的活動而不願意參與此課程，使其

參與意願降低。且對許多新移民子女的家長也希望子女可以專注在學校課業的學

習，尤其外籍配偶家庭的離婚率偏高，家中的新移民女性早已離家，新移民子女

家長，無法看到學習母親母語的「必要性」，且回到家中，也無法有其他成人提供

好的輔助和指導，這些都會減損學習母語的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研究者研擬的焦點團體討論提綱如下： 

1. 政府政策應如何鼓勵母語課程的推動? 與未來人才培養相關的可能誘因有哪些？ 

2. 政府如何解決上述師資、教材、學校人力不足、學生參與意願低的困境? 

 

三、 參加人員 

    焦點團體的參加對象：研究者將於嘉義縣舉辦一場焦點團體座談，邀請專家

學者和熟悉新移民母語共學議題的人士參加（表 6-1）。邀請參加焦點團體的對

象，除了對新移民母語學習和推動有相當研究和關注的大專校院學者外，研究者

也邀請機構和官方代表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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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焦點團體參加成員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A主任 移民署服務站 主任/官方代表 

B副主委 政府機關 副主任委員/官方代表 

C主任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機構代表 

D理事長 民間團體 理事長/機構代表 

E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F教授 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G教授 南部某科大 教授/學界代表 

H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I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J教授 南部某大學 教授/學界代表 

 

第二節  新移民子女的母語學習的基本論述 

 

    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基本論述，期待跨國婚姻家庭儘速融入台灣社會或

者希望發展存同求異，鼓勵多元文化的兼容並蓄，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基本立場。

若從國家經濟面整體考量，未來人才需求考量，跨國婚姻家庭期待其子女能融入

台灣社會，並且依照台灣社會教育和社會的選才方式成為佼佼者，但若從國家多

元文化和移民政策的論述觀點，卻因跨國婚姻家庭中存在的不同文化背景，希望

新移民家庭子女可以學習多種文化。在本次的焦點團體中，也存在專家學者對於

採取融合觀點或強調異質性有不同的見解。 

 

一、 同化適應或強調異質性？ 

    移民的研究理論談述國家如何看待跨國婚姻或移民家庭，採取的是融合的角

度？或者強調移民家庭的文化和語言特殊性？當移民家庭保有他自己的文化，則

母語的學習是保留文化的最基本做法。但母語的學習卻可能造成標籤化，當移民

者的母語學得越好的時候，反而造成融入當地社會的困難、甚至刻意標籤化的結

果，反而使得移民者被排拒在主流社會之外。B副主委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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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孩子不管他現在是父母親就媽媽主要是來自大陸或是來自東南亞，

他們將來到底是要回東南亞發展？還是回大陸發展？還是留在台灣發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那前面那個是從我們就是被移入社會來

講，我如果要同化你，你最好是擺開你自己的特徵越多越好，而完全融入

到我們這個社會，包括語言、包括文字、包括思維、價值觀，語言本來就

是一種文化的工具，就是說一種表徵，那如果他可以擺開他那種很像說台

灣父母親到美國去生的小孩變成我們叫 ABC(American Broad Chinese)，

很多小孩子到了某個年齡，他父母親雖然就一直逼他說你要學國語哦！要

學台語哦！不能忘本，可是他在這個大社會裡面，他如果要融入這個社會，

如果他越去強調他的台灣人、或者是中國人的特徵，他其實融入越困難。

他反而把自己融入到說我就是美國人，我只不過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或

者美國出生的台灣人，只是血統來自另外一個地方，可是實際上我是完全

可以跟其他老美一樣。這樣的話他跟那邊的主流社會銜接起來困難度是比

較小的。就很像說我們以前在講原住民，他如果一直要強調他原住民的文

化特色，他可能對融入台灣的主流文化的困難就越強，因為別人會用比較

異樣的眼光說你就是跟我們不一樣，你好像就是異類，然後這個異類又是

少數民族的話，又不是被看重的少數民族，譬如說在美國，如果你是歐洲

去的，他可能會覺得你是安格魯薩克遜的，就像他們覺得老美也是從英國

清教徒移過去的，所以他們對歐洲會有憧憬、崇拜，那可是如果你是從中

國去或台灣去，在美國社會來講，看你就是從第三世界國家來的，所以他

沒有覺得你那個第三世界有很了不起，除非有天中國強大到說美國人覺得

中國跟他們可以並駕齊驅，那這時候你去強調你的中國的根或者那個特色，

你在那個主流社會裡面，還蠻吃得開，可是以現在的情形來講，不管台灣

或者是大陸，都被認為是一個相對弱勢，就很像說我們今天看大陸配偶跟

東南亞配偶，都會用比較看低的眼光去看他們，所以他的小孩如果越保有

他媽媽那邊的文化的背景，其實他對融入台灣社會的困難是越高的，因為

台灣社會接受這兩國像媽媽是越南人或是印尼人，但我們沒有覺得印尼很

了不起或越南很了不起，當然相對也就不會覺得他的文化很了不起，因為

就是 look down upon，所以他如果這個媽媽拼命的教他小孩說你要不能忘

記你一半是越南血統、或印尼血統，其實對她來融入台灣這個社會，就現

階段來講幫助其實不大，尤其在學校裡面，那些小孩子一定會說你媽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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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什麼，因為我們主流的意識形態是比較輕視或者比較沒有看重那些地

區文化的，所以就是說從我們主流社會來看，那些孩子到底要不要去學他

的母語？或者保留他的文化，還是說他要融入？就是說我們站在台灣人的

立場，我們希望他越融入越好，我們沒有認為說你保留你的文化是一件好

事，或者我們頂多認為你保留你的文化在你的家裡可以，可是你不需要他

emphasize在一個公共的場域，譬如說在學校跟別的小孩玩的時候，你一

直強調你的越南背景、或一直強調你的印尼背景、或者強調你的柬埔寨背

景，因為那一些國家，在現階段台灣人的眼光裡還是比我們落後的，所以

你強調了半天你只有被挨打的更多，你沒有被稱讚的更多，那就像你強調

說你是大陸，我們現在還是很多人認為大陸妹，就是他們來，雖然說情況

已經有很多的改變，可是事實上，台灣的主流意識還是沒有把他們跟我們

當成一個平行。所以我是覺得這些小孩要不要去接受他母語的教育，從理

論上，從主流社會這樣看，我們是希望把它同化？還是我們希望把他異質？

我們雖然一直在強調多元文化，這是一個理想，可是現實環境面，其實打

從心裡面，我覺得我們這個主流社會還是希望你既然嫁來這邊，你就應該

融入做我們台灣人，而不是做你的越南人，或做你的印尼人，如果你真的

這麼喜歡做你的印尼人、越南人，那就回你那邊去就好了，不用待在台灣。

你不要去特別強調你的特殊性或者差異性，反而應該是你就是台灣人，你

就要學習怎麼融入這個社會。 

 

    對照國小推動母語學習的過程，的確也發現被邀請參加的學童是外籍與大

陸配偶子女，原本從外表、語調都不容易辨識的其身分者，反而在刻意標示的母

語傳承課程團體中，他們與其他一般本籍學童被作了區隔。其次，也回應到本研

究初始的立場，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必須理解家長的態度和想法。家長若希

望子女儘速融入台灣社會，像其他本籍子女一樣學習、升學、接受教育，他們未

必期待學習母語是一個必然條件，從統計分析中也得知，學習母語雖然得到新移

民母親高度的認同，但新移民子女的父親對於說母語這件事情卻持有相當高的不

同意見。 

 
二、 語言是多元文化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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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學者對於語言的學習有不同的觀點，從多元文化尊重的角度，也有學者

認為政府應該要積極推動母語傳承課程，使新移民女性感受政府對他們文化的尊

重。例如，E教授指出： 

 

我是覺得語言真的很重要，為什麼我要談語言真的很重要呢？如果一個少

數族群聽到多數族群會講一點點他的問候語，他都會覺得很高興，還有被

重視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我們恢復母語可能不只是去談說他們將來可以回

到他們國家對他們有利這些政策，當然那個很重要，聽起來感覺很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少數族群他們處在多數族群的時候，那種自卑、沒有生

命自主性，那是我們多元文化要推動的，所以我覺得政府的政策應該放在

多元文化的推動裏頭，來談母語的課程教學，我覺得才是有意義的。 

 

三、 母語學習是一種生活經驗的建構而非語言教材 

    既然為母語學習，應該是從家庭中最自然的情境習得。學者也指出，由政府

統一編一套教材並不妥適，由上而下的一套教材未必能反映當地家庭生活的真實

樣貌與情境，反而使得母語學習變成另一種第二外語的學習。E教授指出： 

 

我認為教材部分應該是建構式的而不是政府去編一套特定的教材，然後要交

給新住民的孩子，比較重要是他們處在什麼環境，然後那個生存處境包括生

命都是可以談的，因為我們比較容易有那種我是以你們什麼文化來編新住民

的教材，我覺得他們自己的母語有它的成長的生活背景、文化價值等，還是

要回到他們那一個部分去處理教材然後讓他們去談，因為我沒有辦法深談別

人的東西，但是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教材絕對是隨著他的生活經歷來建構的，

而不是編一套特定的東西然後那些師資只是把它教會，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

學習都是這樣，很少進入對話裏頭去開展我們的生命經歷，他本身就是一個

開展生命的本質而不是經驗，所以你在學習語言的時候，就同時開展他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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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利基點 

  

   分析焦點團體的內容，與會的學者專家指出，新移民子女在學習母語上有以

下幾項利基點：一、新移民子女因為擁有父母兩種不同文化和語言，因此未來若

考慮至國外就業，相對擁有優勢；第二，從經濟貿易發展的角度，的確大陸和東

南亞是我國長期經貿合作的夥伴，企業界或者外交界，都有相關的人才需求。第

三，未來若能在公務人員特考，承認客語、原住民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種類，則

有利於我國多語言人才的培育。 

 
一、 新移民子女在身分上的優勢 

    B副主委指出，新移民子女若要擁有身分上的優勢，取決於他是否把未來回

到東南亞或大陸發展視為生涯發展的一個目標。若為如此，則其跨國婚姻子女的

身分在台商或陸商尋找人才時，的確會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但若新移民子女的未

來就業出路並非跨國企業，則多學會一種語言，就只是幫他們多開一個看世界的

窗，多一點理解不同世界文化的能力。B副主委指出： 

 

另外一個從實務上，我就覺得說要分兩個面向來講，就是說這個孩子將來

他會回到他自己的媽媽的那個國度？還是他會留在台灣發展？那他學習

他的母語在功能上是不一的，他多一個語言就是說別人不會你會，然後你

將來回到越南去，或者說你將來要留在台灣，可是你是服務需要翻譯與接

洽的公司，譬如說台灣有公司需要去印尼投資，他需要一個既懂台灣也懂

得當地語言的人才，那你可能因為你在台灣長大，然後你又有母親這方面

的背景，再加上你又學習了他們的語言，可能你就比台灣主流社會的一般

小孩要占到一個優勢，因為別人不會你會，就這種實務層面來講，那這個

前提還是說你就業將來的發展圈，就是說所謂的生涯發展來講。那同樣大

陸來的也是一樣，如果你在這邊長大，你很了解台灣，那將來台商要回去

大陸投資，或陸商要來台灣投資，他想找一個有大陸背景又懂台灣的，那

如果你的母語就你媽媽來自四川或湖南或河北等，話語講得非常的溜，而

且你對那邊也不陌生，因為母親可能常常暑假寒假帶著你回去，那這樣的

人跟一直都在台灣長大的台灣小孩，顯然他就多了一個技能，那個技能就

變成他的優勢，將來生涯發展的優勢，可是如果他將來的發展就是一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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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那他多懂一個對他自己來講是他的人生可能更豐富一點，他可能

去讀越南的文字或就像我們多懂一個語言我們可以多懂一種文字的表達，

有那個方便性，可是如果他的生涯沒有說要長期在那邊發展的話，那這個

不過是你個人的一個優勢，並不會幫助你說就很像我們多懂語言像英文我

們懂，那就你不懂英文的人，我們可以跟人家溝通可以多一個窗子去看外

面的世界，那他如果多懂一個文字，尤其是這些東南亞的，那他可以比台

灣的小孩多一個窗戶去了解社會，既使他生涯是在台灣發展，對他個人來

講是一個增進，那可是就他生涯來講如果他並沒有要做台越之間的什麼樣

交流或他沒有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不一定說是做生意，也許從事外交也許

從事其他方面的活動，那其實那個是他自己個人的一個多才多藝的豐富他

的人生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那這就看他怎麼被帶長大，就是他媽媽是怎麼

去薰陶他。 

 

    雖然跨國婚姻家庭子女擁有來自父親和母親不同文化和國籍的身分優勢，但

如同陳教授指出，新移民子女未來就業的發展圈已經規劃到外籍家長的國家發展，

學習母語才能顯現其優勢。若新移民家庭子女未來並沒有這些生涯規劃，反而應

該更重視如何強化他們在台灣的競爭優勢。以台灣目前的升學制度和學校課程，

外籍配偶的東南亞母語尚未獲得社會認可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們反而應該多鼓

勵新移民子女專注於課業，增加他們的學業競爭力，若貿然實施母語傳承課程或

者增加學習的時數，未必對新移民子女的課業有正向幫助。 

 
二、 母語學習與未來經貿人才的需求 

    專家學者認為，母語的學習必須和未來經貿人才的需求對應，才能吸引更多

新移民子女參與母語傳承課程。未來不論是台商企業、或者是外交人才，都有可

能運用到東南亞語言。例如，F教授指出： 

 

像越南這樣的母語，其實主要的著力點跟我們的國際經貿發展或長期的海外

投資，其實事實上是可以做一些結合的。那當然有些外交人才的培養上面，

我個人認為要有這樣的品質將來一定要有他相關的市場需求，那這市場需求

我個人觀察其實在這直接投資或投資上面跟越南的這些企業要有經貿的往

來關係，還有我們要派出外交官或外交人員的時候，他才會到越南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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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才會去用的到這個母語。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從這個方向去思考或規劃這

樣一個規則，去推行像越南母語這樣的政策。……. 他們的優勢是他們熟悉

母國的文化，所以其實我個人認為那是新住民包括他的下一代他的優勢的存

在。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在鼓勵這個所謂母語課程的推動上面，其實應該跟他

們將來的應用上面或市場上面其實是可以作密切的整合。所以我剛提到，其

實跟這些東協國家的經貿發展和跨國的投資，還有這些外交人才的培養上面，

大概應該是我們去鼓勵母語課程的一個重要利器。 

 

I教授也認為： 

我們嘉農的很多在越南做生意，木材的、家具的、養殖的，現在很多都在越南

發展，他們每次回來就需要我們的學生會越南話的，他們需要這種人才。 

 

    B副主委指出，因為對於兩地文化的了解和熟悉，通常成為台商企業網羅跨

國人才的重要關鍵，這些都是未來跨國人才的需求來源。不過囿於越南的僑生有

限，因此企業透過大學，開設越南語課程，希望可以網羅到越南工作的台灣人才。

因為對雙邊文化和語言的熟悉感，使台商企業對於跨國人才有更多安全感。不過，

陳副主委也指出，這樣的需求是有，但未經過詳細評估，仍無法確定需求量的多

寡。她指出： 

 

像我們學校我們的外語學院，就特別開越南語，然後我們現在一個老師不

夠，我們還希望招兵買馬，多幾個老師。為什麼？因為譬如說如果舉一個

實際的例子，那個富邦銀行跟我們外語學院有個合作計畫，那合作計畫就

是說他富邦想去越南設銀行，可是他們想要雇用台灣的人又懂得越南文化

跟語言的人去那邊上班。像這樣子的需求我不敢講很多，可是這我想是會

有的！就是說像現在台商在越南那些地方他們都喜歡用僑生，就像馬來西

亞來的、越南來的這些地方，像馬來西亞是蠻明顯的，因為越南的僑生很

少，可是馬來西亞僑生比較多，所以台灣早期到馬來西亞投資的人，他在

僱用人的時候，他都希望說你有沒有去台灣讀過書，那你對台灣社會瞭解

又懂那邊，這樣子辦起事來是最方便的，所以我們系上畢業有幾個學生他

就在幫台商工作，在馬來西亞。在越南呢因為我們目前為止好像沒有越南

僑生，如果有，我想也是鳳毛麟角，現在因為台商在東南亞投資最大宗的



 79 

就是在越南，所以就變成說需求量是有的，可是這個需求可能因為越南人

他的小孩現在大概才上國高中階段。 

 

    國家經濟牽動人才培育，但 B副主委也認為，並非從小就要新移民子女學

習母語。她認為，通常是因為面對職涯發展的選擇，這些語言的學習才會轉化為

動機。而世界經濟情勢的脈動非常快速，以往日本獨佔世界經濟霸權，但隨著新

興國家的崛起，印度、中國、俄羅斯、巴西等金磚四國成為世界重要貿易區，近

年來因為中國內需市場的擴大，與對其他國家的經貿影響力，以及東南亞國家相

對便宜的勞工，都會牽動跨國人才的移動。 

 

但是不是外配子女的小孩會去學這個，通常都是上大學以後，他開始覺得說

我生涯發展看看台灣很像機會不多，那也許東南亞是有些機會，那我學英文

太多人懂英文，那學西班牙文跑到拉丁洲又太遠，那亞洲國家放眼看去，以

前就學日文，可是日本現在失落 20 年，也沒什麼太多機會，那學韓文韓國

人又很強悍，有些人又不是那麼喜歡去韓國，覺得競爭不過人家，那所以還

是有點說我們要到比我們差一點的地方去，比較有優勢，那所以很自然的越

南文、印尼文就變成是有他的需求，那在中國大陸是不必學，本來就是中文。 

 

    其中，中國大陸的崛起，成為與美國抗衡的重要勢力。因此也常見許多歐

美國家開始重視中文的學習。回應研究提綱的問題，大陸與我們同文同種，國語

幾乎沒有太大落差，大陸配偶子女在這一波的母語傳承課程中並非主角。但是，

對大陸配偶子女，是否會因為與大陸的淵源和關係，使他們未來在大陸的就業比

其他本籍子女更具有競爭優勢? B副主委認為： 

 

可是如果他很優秀，大陸不管你護照是什麼，然後因為現在法律規定說你可

以拿身分證也可以拿長期居留，如果是長期居留，你還是保有中國人民共和

國的身分證，所以他媽媽還是大陸人，理論上來講，他覺得說台灣沒有以前

那麼好，那大陸越來越好，那有一天她看嘛，哪邊生活比較容易他就到哪邊，

那這樣子至少他媽媽這一方還是大陸人，那他兒子回去要做生意的話，要租

房子要幹嘛就媽媽出面，不用孩子出面。然後反正只要在那邊有機會發展，

實際上來講可以發展就好了。將來台灣這邊的人想去大陸發展，就會想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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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那邊娶個大陸太太，在那邊可能會比較好發展。現在其實有很多大陸條

件比較好的大陸配偶，他來了台灣發現他也許大學畢業甚至研究所，可是這

邊學歷不認證，所以她怎麼辦呢？就是說那乾脆回大陸好了，那回大陸呢就

把老公一起帶去，那老公也願意啊!因為他在這邊也覺得台灣市場太小了，前

景沒有大陸來的那麼光明的樣子。 

 

    國際經濟情勢的板塊移動與新移民子女未來的就業機會緊密關聯。B副主委

也提到，因為大陸的工資也逐年調漲，對於台商而言，利潤已經大不如前。因此

一些台商從大陸撤退，轉往東南亞發展。在大陸需要的台商企業，是高科技的技

術，而非以往勞動型的製造產業。因此許多製造業紛紛往東南亞移動，B副主委

指出： 

 

台商現在在越南比較多還是集中在製造業，譬如說紡織、塑膠等，就是跟

台灣的產業結構很相近，可是在早期我們這邊勞力沒那麼貴、土地沒那麼

貴，這些條件還可以的時候，那些人就留在台灣，後來發覺說這些成本一

個個都漲價，那這些勞力密集的工廠，他在這邊辦法生存，他就不是遷到

大陸就是遷到越南，但是現在大陸因為經濟快速成長，勞力密集他們也不

歡迎了，他們的成本也一直在漲，所以他在大陸已經沒有什麼優勢，而且

大陸現在走高科技的路線，所以你若是勞力密集，他根本不歡迎你來，那

這種情況越早去大陸的他可能已經賺夠了，現在如果兒子願意接班，他就

交給兒子去做；如果兒子也不願意接班，他覺得我前面已經賺到錢了，就

收一收吧！或者他不做本業，他就改做服務業，像我如果從工廠賺到錢，

我拿去投資房地產，房地產賺到我拿去開卡拉 ok…等服務業的工作，那

有些人覺得大陸無法生存又不甘心，那就跑去東南亞，因為東南亞還比大

陸更晚一點，像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他們就是 open 歡迎，讓你

們有個新的投資地方，那越南目前來說還願意接受勞力密集，但是越南當

地經商的條件沒有大陸來的好，因為畢竟你語言不同，然後你如果說是外

國人帶團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很多人為什麼去娶越南太太，是用假結婚的

方式，假離婚方式先跟台灣配偶離婚，然後再娶個越南的，然後用越南妻

子的名義去當地貸款，去辦一些事情才比較辦的通，他其實沒有真的婚姻

關係，但是他就是用這種假離婚假結婚，當然後來也會假戲真做，然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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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些家庭的悲劇，但是不管怎麼說，反正在越南這個地區，那時候國民

黨執政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政府到那邊開了兩個工業區，專門希望台商去，

一個在河內一個在西貢，就是一個在北邊一個在南邊，這是國民黨去開的

兩個台灣開發公司，那時候行政院院長去當地佈的線，當然最近經過這一、

二十年越南本身經濟也開始發展了，所以我想遲早這些台商勞力密集性恐

怕也很難在那邊生存。也可能要轉型或轉戰到緬甸去，或者台商就像剛才

講的，已經面臨到接班問題，因為他自己面臨到我已經 5、60 歲我還有多

少力氣可以做下去？那我願不願意把我一生的辛苦拱手賣給人家，如果不

願意然後自己小孩又不要接，那你就勢必要找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他

通常也是比較相信台灣人，溝通起來也比較好溝通。所以就機會來說，這

些新移民子女他們要從商機會會比較多，你說叫他回去搞政治那大概不可

能，因為他也是拿中華民國護照，另一方面她也是在這邊成長，他可能對

那個環境也有點格格不入，就會變成說四不像，就我們講的華人到美國去

最後變 banana，他表面看起來是華人，但心裡想的是白人。 

 

    國際經貿的板塊移動，可能造成更多的大陸跨國婚姻類型，在台灣登記結

婚，但卻實際居住在大陸。以往大陸與外籍配偶因為台灣找工作容易而居留台灣，

但現在可能因為大陸經濟崛起，反而吸引更多跨國婚姻轉往大陸生活。更值得注

意的是，在大陸一胎化之後出現的男多女少危機，也促成了近幾年逐年增加的台

灣女性嫁為大陸媳婦的跨國婚姻類型。甚至居留在台灣的大陸配偶，也可能為了

經濟考量，不必然要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未來也值得再繼續觀察，是否大陸跨

國婚姻家庭子女，轉向大陸繼續升學，就讀大學等。這些都是經濟主導下的結果。 

 

第四節 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的具體實施策略 

    從焦點團體座談中，專家學者認為，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除了一方面

要解決現今母語傳承課程實施的困難，同時還要規劃未來的積極策略。因此研究

者提出以下點建議：一、提供母語講師相關的教學職訓課程；二、提供升學加分

的誘因；三、提供學習母語的經濟補助誘因；四、納入學校母語課程並融入當地

特色；五、建構語言學習的多媒體環境。以下分別敘述： 

 

一、 提供母語講師相關的教學職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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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師資、教材不足的問題，仍有賴政府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使新移民女

性可以投入母語講師的工作。F教授提到， 

 

在解決這些師資、教材、及人力不足這部分，我覺得在學校這個方面是不是

可以把這些越南籍的雖然他的學歷不高，但至少他語言上面還是沒有什麼太

大問題的，然後我們有沒有可能提供他一些協助，來幫他編撰一些相關的教

材或教案或是一些教學的設計等等，然後提供她一些必要的訓練，我覺得事

實上是可以去爭取一些經費來提供他們一些必要的訓練讓他們去對這樣一

個所謂教學的努力。 

 

    G教授認為，政府有責任和義務長期培育這一類的多元文化學習的計畫，使

擔任母語講師的新移民女性都可以透過擔任教學工作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時又可

以用有穩定的收入。他指出： 

 

我們不是在做外籍配偶的照顧輔導和就業能力要提升嗎？那這一塊就很直

接的可以拿來運用，所以政府的經費，可以拿來培育這方面的師資，更能夠

幫助這些家長，可以順利就業，所以有一所國小他也碰到這個問題，他們問

說我一個很好的家長，但因為他在國小是個臨時性的，他沒有辦法常態性的，

所以這是一個制度的設計，因為他這個老師其實有豐富教學經驗，但是他一

個月四個教學機會，你說他哪有可能長期待在那邊呢？所以我建議國小就長

期性地去申請一個多元文化學習的深遠計畫，就用這個計畫的經費去支付老

師鐘點費，就讓他有常態性的教學，給他這樣的一個工作。 

 

二、提供升學加分的誘因 

    與會的專家學者也同意應該增加母語學習的誘因。其中在升學推薦甄選的書

面資料，可以將母語認證列入加分。G教授認為： 

 

在升學教育上，坦白講像原住民族群的這個語言認證、後來的客家語認證，

將來這個東南亞多元語言你也可以用一個認證制度，那這個制度將來就把同

學加分嘛！現在很多的家長都希望我的小孩子特別是現在教育體制不是改

變很多嗎？那把這一套納入在政府多元升學制度裡面，那這個就是家庭可以

讓他去學習的一個機會。 

 



 83 

三、提供學習母語的經濟補助誘因 

    除了升學加分的誘因，另有專家學者也建議可以辦理母語認證通過者機票補

助，讓新移民女性可以帶著子女回家鄉探望家人，增加新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誘

因。E教授指出： 

 

經濟不好的孩子他如果這方面母語真的講得很溜，我們應該補助他的媽媽，

就是教學者，跟這位學得很好的孩子，讓他們回到母國去探望他的阿公阿嬤，

去了解它整體的文化，讓他變成我們母語推動的種子，因為事實上他們很多

人可能要回去娘家一趟是很辛苦的，可是每一個人都很想家，這個就是最大

的誘因。政府有補助，讓太太帶著小孩回娘家至少可以省一半的錢，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實質的鼓勵，就是家境比較辛苦的人。 

 

    除此之外，針對母語認證通過者給予獎學金，也是鼓勵新移民子女學習母

語的作法。I教授認為： 

 

國小他能夠會說母語到什麼程度，給他獎金！這媽媽就拼命會教，到什麼程度

就有什麼獎金，你聽的部分是這樣子，那說的到什麼程度給他獎金，寫的部分

以次類推，這樣分開來不要綜合在一起，綜合在一起很難，媽媽也沒辦法，說

這部分跟聽這部分他可以先學，全部分開來，他一有獎金他就會拼命教她兒子，

所以因為聽和說是最快的，將來我們把這聽說讀寫分四個方向，各有不同的程

度，你達到這程度就有獎金，從小學開始到國中這樣，他就會去努力啦！因為

你有給他這些獎勵，你這個又不用花老師的錢去給，他就自己回家跟母親學就

可以賺錢了，他會很用功的! 

 

四、 納入學校母語課程並融入當地特色 

    台灣社會肯定東南亞文化存在的價值，並且不論是台灣之子或新台灣之子，

都應該接觸東南亞語言和文化，學者也建議應該將東南亞母語傳承課程融入學校

的母語課程，並且讓東南亞語言的學習在地化，融入台灣當地的特色，使得東南

亞母語得以兼容並蓄的發展，G教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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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有母語課程，那母語課程很遺憾的他卻沒有把東南亞母語課程也列入常態

性的課程，所以我上次到一所學校我建議他校長要主動把它列入學校的母語學

習的常態性課程，這樣子東南亞語言的母語學習才會變成一種風潮。 

 

    A主任也認為，母語傳承課程沒有固定的教材，多半是由母語講師自己編輯，

但在編輯的過程，母語講師就可以融入台灣社會的文化風情，讓學習者對母語的

學習沒有文化的隔閡。A主任指出： 

 

教材的部分是各校都沒有辦法統一，沒有辦法有一套比較好比較標準的教材，

大部分都是由母語的老師用他自己的方式來教，並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標準教材，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也需要，那另外建議是說在編教材的時候還是一樣要融入當

地的文化跟民情，這樣編出來的教材比較生動，而且要以他們新住民本身為主，

那我們的老師是做一個協助，來引導他們用他們的角度來編他們的教材，這樣

可能編出來的比較適合他們去教，那至於他在地化了之後，它也會融入我們的

社會，然後互相做一個交流。 

 

五、建構語言學習的多媒體環境 

    母語的學習既然是從家庭環境中自然習得，讓母語學習素材取得的便利性就

非常重要，如此母語的口說才能隨時在家庭中發生。如前所述，學校中的正式課

程、固定教材，讓母語變成一種第二外語的學習，可能忽略家庭中對於母語傳承

的重要性。因此，若要讓母語成為家庭中經常使用的語言，政府必須建構一個母

語學習、支持性的多媒體環境。A主任認為，一個新住民的電視台，有助於民眾

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同時也從電視節目中，學習不同的語言。他指出： 

 

有關新住民的電視台，這部分我是建議說應該要有一個新住民的專屬的電視台，像原住

民跟客家都有了，唯獨新住民的還沒有，希望早點把他成立出來，讓這個頻道可以專門

播新住民相關的節目，不管是娛樂節目或是教學節目也好，都會有所幫助；第三個是誘

因的部分，不管是建立在學校或職場上，像是學校方面可以設置他們的母語的輔導員，

那多少人要配一位輔導員，這樣能夠給予他們幫助而且能夠以他們的角度來幫助他們，

自己國家的人這樣他們溝通上也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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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多媒體東南亞語言學習系統以協助新移民子女母語學習非常重要。已

經開發的 APP應用軟體實用性很高、而且也方便下載，未來就非常適合作為母語

學習的推廣。欲建構家庭化的母語學習環境，政府可以朝向提供語言學習的便利

性環境思考。透過平板電腦或手機 APP下載適合國小學童的語言學習系統，將可

促進新移民子女在家與父母親使用母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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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推動母語親子共學的政策建議 
 

第一節 母語學習的政策論述 

 

    政府肯定新移民女性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並希望透過母語傳承課程可以

增進新移民子女對母親文化和語言的認同感，這是值得肯定的出發點。不過依據

研究者對於母語傳承課程的分析結果，上述政策的理想性很好，但政策執行卻缺

乏政策論述的依據，容易導致民眾對於母語傳承課程政策的質疑，後端又缺乏誘

因，無法看到母語傳承課程的立即性效益，導致母語傳承課程政策的「硬著陸」，

由上而下規定執行的結果，反而導致反彈，暴露執行層面過於粗糙所導致的許多

問題。 

 

一、母語學習的定調問題 

    依據現在政府部門推動的母語傳承課程，定調為「語言的學習課程」，但是

母語的學習應該基於日常生活的經常使用以及學習者對於母語的親近感。相較於

台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東南亞語言的使用並不普及，且位階也不如上述母語重

要。對於學校推動的母語傳承課程，必須先定調這些語言學習活動是一種「增進

多元文化理解」？還是一種「語言學習課程」?此將涉及學校內對於母語傳承課

程的規劃和實施。從生態系統觀點析論，母語學習應植基於家庭之中、使用於學

校和社區，並從社會整體的鉅觀系統建構認可母語學習的價值觀。但是目前政府

推動的母語傳承課程，立即從學校系統切入，缺乏個人與家庭的支持系統，同時

社會整體對於母語傳承課程也未有共識性的建構，這些都是母語傳承課程推動時

的可能阻礙。 

    本研究依據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的訪談結果，以及全國性樣本調查的結果，

指出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對於新移民子女的正向效益，以作為政府推動新移民母

語共學政策的說帖。同時對於研究中所指出的可能困境，也經提供建議的解決策

略。 

 

第二節  母語傳承課程現況分析與政策執行的建議 

 

 本研究分析了 99學年度與 100學年度教育部實施母語傳承課程的現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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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各承辦學校提供的申請計畫書、成果報告以及各校承辦老師的訪談，了解母語

傳承課程目前的實施情形、成效以及面臨之困境。並依據實施現況提出制度面與

執行面的建議。 

 首先將就現況分析結果，就「課程實施現況」、「課程實施成效」以及「課程

實施困境」三部分進行結果的描述。 

 

一、課程實施現況 

 各校因為辦理母語傳承課程的初衷不同，使其在課程目的、實施對象、課程

進行時間與授課內容上有所差異。若是將課程目的著重在促進新移民家庭親子關

係以及使新移民子女了解並傳承越南文化之學校，在實施對象上多以越南籍新移

民子女為主；將課程目的著重在使學生發展另一語言資產，培育國家未來競爭力

者，則其實施對象則多不限定為越南籍子女，甚至以全校學生皆參與課程的方式

進行，以達到此目的；再者，將課程目的著重在培養多元文化觀者，則將實施對

象的範圍定為對母語傳承課程有興趣者，無論是哪一國籍之子女皆可參加。  

 其次，各校為了避免影響到正式課程的進行，皆選擇了利用早自習、午休、

周末或寒暑假等課餘時間實施此課程，我國僅有一間學校將此課程納入鄉土語言

課程中，與閩南語課程輪流進行教學。授課時間的安排同時也影響到教學內容的

多寡與深淺，若僅選擇於寒暑假短期辦理者多以學習營的方式辦理此課程，安排

越南文化體驗活動，以品嘗越南美食、兒歌教唱等方式提升學童對越南文化的認

識，建立其多元文化觀。然而，較多的學校採取的方式是以長期於每周安排一個

固定時段進行授課，其授課內容由簡至深，由基本字母、單字，進而衍生到生活

問候語及會話等部分，同時也以各校自編教材搭配兒歌、童謠以及說故事和體驗

活動的方式進行教學，使學生不僅認識越南文化且能以簡單的會話能力運用於生

活中。 

 

二、課程實施成效 

  以下就學校實施母語傳承課程的成效加以說明： 

（一）新移民子女因為了解越南文化和語言而更有自信 

 參與此課程後，新移民子女透過對越南文化的認識與對越南語的學習後，能

更接納自己母親的文化背景，部分原先排斥越南語的學生也改善此想法，並不再

以自己身為新移民子女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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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能了解越南語及當地文化 

 透過此課程的進行，學生能夠認識越南文化，並能以簡單的越南語進行對話

及問候，雖然只是基本的認識，但若課程能持續辦理，也能有更明顯的進展。 

 

（三）與越南家人的語言溝通 

 「語言」乃為溝通的重要橋樑，學生學習越南語之後，可以在家中與越南籍

家長進行會話，回到越南探親或是講電話時也能使用越南語和其親人進行溝通，

不僅能使越南籍的長輩覺得感動，也增進親子間的互動。 

然而，並非所有學校都能達成上述的成效，甚至也有學校因為此課程辦理的

成效不彰而選擇停辦，且在學校的資料與訪談中，能夠看出的成效僅有上面三項，

各校辦理此課程的目的有很多還未達成，由此可見此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方式尚未

完善，且在擬定課程目的時缺乏評估，才會出現許多未達成預期效益的現象，在

此部分仍需要有更多的策略與政策來進行改善。 

 

三、課程實施困境 

 學校實施的困境包含:資源的匱乏、參與意願低落、與學生程度不一。 

（一）資源的匱乏 

 此課程中，所缺乏的資源包含了師資、教材、經費與學校的人力資源，詳述

如下：  

 

1.師資 

師資上的缺乏，造成各校尋求師資不易，甚至因為沒有師資無法順利開課，

若尋找到有意願教授越南語的新移民，也會因其沒有教學經驗與背景而欠缺教學

方法，使得課程進行不易。以目前台灣多數新移民女性在其原生國的教育程度不

高，除了學歷問題，還有他們也對教學方法不了解，匆促推新移民女性上場，可

能增加許多挫敗經驗。要依賴新移民女性成為語言教師，的確有其困難度。鐘點

費過低、學校安排的時間學童參加意願低、以及來學習母語的學生從低年級到高

年級都有，教學上以及學童班級經營、秩序管理等困擾、學校要求要規劃教材等

等，讓許多新移民女性不願意擔任母語教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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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 

 研究進行時，母語傳承課程或親子共學的母語教材尚未出版，學校推動母語

傳承課程時，採取各校自編之方式進行，然而，精通越南語的新移民未必具備足

夠的教材編寫專業能力，而有編擬教材能力的教師卻對越南語不熟悉，在此情形

下，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進行協調與討論，且編擬出來的教材也不見得適合

學生的學習，造成在課程進行時的困境。 

 

3.經費 

 雖然教育部編擬了經費提供此課程進行，但大多用於教師鐘點費及勞健保費

用，教材費的預算較少，然而適用國小母語傳承課程教材的編纂曠日廢時，且即

便教材編輯完成，也需要經過各年段學生的試教、修改的歷程，並非一朝一夕即

可完成。校方反映在準備教學資源時沒有足夠經費可以運用，造成越南語教師有

更多元化的教學內容想提供給學生時必須自掏腰包，或是因此而被侷限住。 

 

4.學校的人力資源 

 此課程從申辦、尋找師資、教材至課程安排與進行成果報告，在大部分學校

中皆由一位老師承辦，然而教育單位的老師本身兼任其他課程，對執行計畫的教

師與行政人員造成了非常大的負擔，學校方面也很難再指派老師進行協助，形成

了課程辦理上的困境，部分學校也因承辦人員無法負荷而選擇不繼續辦理，缺乏

誘因和鼓勵機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二）參與意願的低落 

 學生的參與意願會影響到課程的成效，學生參與意願低落的原因主要在於母

語傳承課程為非正式課程，較不受到學生的重視。一部分學生原本就已經安排安

親班、補習班或其他課餘活動的，此課程安排在課餘時間進行，部分學生會選擇

原先安排的活動而不願意參與此課程，使其參與意願降低。且對許多新移民子女，

他們希望可以利用課餘加強學校正規課程的學習，而非學習母語。 

 而學生的參與率又受到其家長的支持意願影響，家長若持反對意見，則學生

也很難反抗家長來參與此課程，若參與意願持續低落，則會造成無法順利開班，

或是學生即使參與課程也無法專心學習的狀況，此乃學校需克服的困難點。南部

學校的訪談經驗發現，尤其在雲嘉南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離婚率偏高，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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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女性早已離家，對新移民子女或者家長，無法看到學習母親母語的「必要

性」，且回到家中，也無法有其他成人提供好的輔助和指導，這些都會減損學習

母語的動機。 

 除了學生及家長的參與意願外，學校老師的參與意願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參與

狀況，若學校老師皆能抱持著支持的態度，則會鼓勵家長讓學童參與此課程。然

而，如前文所述，部分學校老師並不非常支持此課程的辦理，且研究者發現學校

中僅有承辦老師對於此課程較為熟悉。除此之外，參與執行的老師均為義務協助，

在原本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之外，尚要付出許多心力和家長溝通、協調教師、甚至

培訓越南媽媽，這些耗費的時間，卻可能沒有實質的回饋，都會導致學校老師對

母語傳承課程執行上的負面觀感。 

 

（三）學生程度不一，較難因材施教 

 母語傳承課程大多為一校一班，且為混齡教學，學生的學習能力及程度落差

甚大，使越南語教師在設計課程及授課時感到困難重重，設計得太過容易高年級

的學生沒有興趣；若較為艱深則低年級學童不易理解，要在中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對於沒有教學經驗的越南語教師而言，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   

    這兩年實施的經驗，多數學校採取「超級混齡」的教學方式，將一年級到六

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統一集中教學，這不僅忽略了低年級較小學童的認知發展與高

年級學童有很大差異，而且採用因應的教學策略也會因為學童年齡而有所不同。

有些學校的越南語課程側重音標、單字等，看似嚴謹，但對低年級的新移民子女

卻是非常枯燥乏味。 

 

 

 

第三節 推動親子母語共學的政策建議 

 

一個良善的政策推動要能長遠，有兩項重要議題需要考量：一是減少對於政

策的阻力、其次則為增加政策的誘因。如此才能避免政府投注大筆經費，但由上

而下的規定實施，如果沒有基於減少阻力、增加誘因的規劃因勢利導，到最後往

往草草結束，讓一項良好的政策平白犧牲。母語傳承課程有其實施的重要性與意

義，但在操作層面的確需要更為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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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教育部執行母語傳承課程的結構，將母語傳承課程的參加對象設限在新

移民家庭子女、同時母語傳承課程較強調新移民子女要會「說媽媽的話」。研究

者認為，母語政策的推行必須學校與家庭與時俱進，取得政策關係人的認同，才

能可長可久。 

  研究者對母語親子共學政策的制度規劃層面，提供以下建議，包含：提供母

語親子共學教學資源與家長訓練課程、政策規劃東南亞外交經貿人才的需求和養

成、以母語認證作為鼓勵親子共學的誘因。 

 

1. 提供母語親子共學教學資源與家長訓練課程 

    研究者認為，東南亞母語學習應該延伸到家庭，新移民家庭的東南亞母語應

該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用語。台灣新移民家庭中，幾乎很少是以越南語為日常生

活溝通的工具。因此，提供輕鬆有趣的文化學習或童謠、歌謠教唱的母語共學資

源。尤以新移民家長的教育學歷偏低，可以透過訓練課程指導家長如何與子女共

同進行母語的學習。內政部移民署應辦理母語講師的教學培訓課程、以及母語親

子共學的家長訓練課程。 

 

2.東南亞外交經貿人才的需求和養成 

  母語傳承課程的推動需要學習之後的誘因。研究者認為，就長遠而言，國家

必須評估東南亞語系的人才需求。以往國家推動南向政策時，鼓勵台商至東南亞

投資，國內也有國營企業轉投資東南亞國家。經建會可以就東南亞未來十年的投

資現況與人才需求提出評估報告，如此可以說服新移民家長，子女學習越南語對

子女未來的工作就業有實質的幫助。除了語言，研究者認為對於東南亞國家的文

化理解和認識更形重要，更需要從國小階段即能透過母語傳承課程多加了解。 

    其次，目前尚有一部分新移民子女滯留越南，教育部也為了因應返國就學的

新移民子女提供教育輔導計畫，中越雙語人才，也可以投入擔任輔導員，協助新

移民子女儘速適應台灣的教育環境。 

 

3.以母語認證作為鼓勵親子共學的誘因 

  為了加強新移民子女或一般民眾對於東南亞語言之使用能力、基於鼓勵全民

學習，並落實新移民子女的文化傳承，研究者建議可以比照客家委員會的客語認

證，推動東南亞語言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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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母語傳承課程以越南語為主，建議東南亞語言認證辦理初始可以先從越

南語建構試推，包含東南亞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語言認證可以由移民署

偕同教育部共同規劃執行，並委託具有公信力和專業水準的學術機構辦理。 

  東南亞語言之認證方式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與高級，採筆試與口試評量，

各等級之認證方式與標準，由移民署和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商議。通過認證

者，由移民署和教育部共同發給證書，未來也可採計於高中與大學入學申請與推

薦甄選。取得東南亞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含）以上資格，並參加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舉辦之東南亞語言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合格者，使得成為國民

中小學母語傳承課程教學人員之合格證書。為使新移民子女的母語學習可以儘早

開始，針對 4至 6歲之幼童，可以規劃辦理幼幼東南亞語言(越南語)闖通關認證

作業，以落實母語聽說讀寫的生活化、並增加新移民子女對於東南亞母語的接觸

機會和親子共學的動機。同時，為鼓勵母語認證，政策措施可以採納獎勵金或升

學加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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