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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移民親子共學的狀況，主要包括新移民親子共學的學習內容、關鍵的情境策略、重

要的影響因素。研究方法為透過文獻探討，制定半結構式的新移民親、師、生訪談問題，訪談新移民、

其子女，以及其子女的老師共計 57 人，以了解新移民親子共學狀況；接著，根據質性研究的結果，

編制新移民親子問卷與教師問卷，進行量化的問卷施測研究，以「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抽測全

臺灣數間學校新移民親子 1783 人、教師 234 人。根據百分比、相關、卡方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主

要結果為：(1) 新移民子女的能力與一般生近似，具有母語優勢；(2) 新移民子女「良好適應」與「低

度支持學習脈絡」之移入悖論現象；(3) 可改變的「學習情境」正向支持一致性地與新移民子女的各

項成就呈正相關，其影響力遠大於「國籍背景」；(4) 新移民的價值觀與能力值得引起臺灣社會省思

「窄化的主流思維與架構」；(5) 母語能力來自母語環境，留意可能的母語「流失」現象，英語、處

世、主要學科能力則與社經相關；(6) 大陸、越南、印尼新移民家庭各有擅長的適應臺灣環境模式；

(7) 教師優良的主流能力與思維對新移民親子共學可能具正負向雙重的支持作用。根據研究結果，對

教育實務提出的建議為：(1)課程教材內容國際化；(2) 體現社會的多元價值，發展更彈性的課程綱要，

給學生多元興趣與能力的探索機會、更多的選課權利；(3) 重新定義鄉土語言教育與實施方式，引入

各族群(含新移民)家長資源、親師生共學獲益；(4)強化教師與新移民家長的溝通能力、鼓勵教師適度

放下既有的主流「能力」與價值；(5) 政府宜給教師更多的人力支持，因新移民家長與學生普遍信賴

臺灣的教育與教師；(6) 家長在子女幼時宜教母語，正式教育精緻化子女語文能力。對國家政策提出

的建議為：(1) 鼓勵多語言，肯定與支持新移民多語言能力，逐步開展跨國服務業；(2) 研發更加適

性，從學習到就業，從成人到子女的一貫作業新移民協助方案；(3) 從法制層面建立國家語言政策，

考量加入新移民語言；(4) 國內大眾傳播宜更加國際化，尤其宜加入新移民國家之新聞節目。最後，

提出本研究的限制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新移民，親子共學、多元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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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 研究動機 
 

臺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除了原住民外，主要有(一)明清時期，來自大陸的福建省南部與廣東省

移民；(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自大陸其他省區的移民；(三)近年，主要有來自大陸和東南亞，因

婚姻關係而移入臺灣的新移民。不同於前兩時期，主要是來自大陸的移民，此次，有為數較多的東南

亞新移民。東南亞與臺灣語言文化的差異，很顯然大於大陸與臺灣語言文化的差異，這帶給臺灣更多

豐富文化的契機(魏美惠，2009)，但也是新移民本身及臺灣社會的新挑戰，彼此均需要進一步了解與

處理文化學習的議題。 
新移民本身和移入的當地社會，常會面臨語言文化學習的兩難困境：(1)保有新移民原來的語言

文化，以豐富當地文化，同時擴展當地的多元文化能量與國際競爭力；(2)協助新移民學習當地語言

文化，以適應當地生活，並形成共同的文化與國家認同。我們期待的是兩者能夠兼容並蓄，但是，這

兩者間的交互作用，除了取決於當事人的主見外，社會環境的意識型態、文化氛圍也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魏麗敏，2008)。 
「學習」是新移民及其子女能夠順利成功發展的重要關鍵。新移民本身有來自母國的語言文化，

但需要藉由學習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其子女則同時在家庭經歷雙文化，也在主流的學校與社會文化

中學習，兩者之間存在學習內容、情境策略上的交互作用；而此交互作用，也受相關個人、家庭、學

校、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莊勝義，2009)。例如，幫助孩子做各科回家功課，是臺灣父母重要的工作

之一，新移民面對這個關鍵情境的策略為何？孩子所知覺到的狀況與學習成果為何？學校教師扮演的

角色為何？(翁麗芳，2009)即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又例如，新移民母語的傳承，除了受新移民本身背

景與主見所影響，也必定受配偶及其家族、主流社會價值觀、當地文化氛圍所影響。 
本研究期待能了解新移民及其子女互動中，主要的學習內容、關鍵的情境策略、重要的影響因素；

除了新移民及其子女，也將透過其子女的導師了解新移民及其子女共學的狀況；由上述實證研究的了

解，並透過相關國內外文獻的探討，期望研究結果能提出政府施政上的參考，以協助新移民及其子女

在臺灣的發展。 
 
二、研究背景 
 
(一) 新移民人口分配 
 
1、新移民結婚登記總人數與國籍分配 
 
    內政部統計處(2012)資料顯示外籍配偶人數已有逐年遞減的趨勢，並呈現穩定的狀況(表1-1), 
以101年1-10月為例，較100年同期外籍配偶人數減少約2.31 %，但占總結婚對數比例卻增加1.52%；

外籍配偶結婚對數占全國總結婚對數的比例約為15.42%；外籍配偶以女性居多，女性約為男性的5.42
倍。外籍配偶中，以來自大陸地區占最大多數(62%)，其次為東南亞地區(23%)，二者合計共約85%。 
表 1-2 進一步顯示，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以越南最多，其次為印尼。 
 
2、新移民各縣市分配 
 
    臺灣的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並非平均散布於全臺灣。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人數占總結婚對數的



 

2 
 

比例，在北、中、南、東、金馬地區分別約為 17%、13%、12%，15%，34%(表 1-3；內政部統計處，

2010)。金馬地區的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大多來自大陸地區，大陸配偶為東南亞配偶的 14.60 倍，北部

則是 2.96 倍，中部為 2.57 倍，南部為 2.59 倍，東部為 1.27 倍。 
     
表 1-1  歷年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人數(內政部統計處，2012) 

 
 
表 1-2  76年 1月至 99年 12月底間臺灣外籍配偶人數與大陸(含港澳)配偶人數(內政部統計處，2011) 

不分地區 合計 男 女 
全部總數 444,216 

  取得國籍或外僑居留總數 146,979 12,252 134,727 
按地區分 合計 男 女 

大陸、港澳 297,237 18,022 279,215 
越南 84,246 247 83,999 
印尼 26,980 429 26,551 
泰國 7,970 2,409 5,561 
菲律賓 6,888 420 6,468 
柬埔寨 4,306 3 4,303 
日本 3,270 1,550 1,720 
韓國 1,037 295 742 
其他國家 12,282 6,899 5,383 
 
  



 

3 
 

 
表1-3 各縣市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陸港澳配偶人數(內政部統計處，2010) 

 
 
(二)新移民子女就學之人數分配 

 
1、 新移民子女就學總人數 
 

據教育部統計處(2011)公佈的資料，99 學年度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人數，約占全體學生的

7.2％；平均約每 8 位國小新生中，有 1 人為外籍配偶子女。平均每所國小有 57.6 位外籍配偶子女，

國中則有 30.8 位，由此數字看來，平均每個年級約有 10 位外籍配偶子女。 
 

2、新移民子女就學人數之居住地分配 
 
外籍配偶子女居住地區之分布呈現差異性，都會與鄰近都會區之外籍配偶以中國大陸為主；農業

縣，以越南、印尼籍較多；屏東縣因地緣， 來自菲律賓者相對於其他縣市為多。依外籍配偶子女就讀

縣市統計，累計前60％人數，國小就讀者，主要依序分布於臺北縣、桃園縣、臺中縣、彰化縣、臺北

市、高雄縣、高雄市及臺南縣等8個行政區。國中就讀者，則主要分布於臺北縣、桃園縣、臺北市、

屏東縣、臺中縣、彰化縣、雲林縣及高雄市等8個行政區(教育部統計處，2011)。由上述分析可知，

新移民之子女的居住地較集中於北部(43%)，其次為中部(28%)，再次為南部(27%)；東部為2%，金馬

為1%(表1-4、表1-5)。 
  



 

4 
 

表1-4  99學年度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各年級學生人數－按地區、國籍與性別分 (臺灣教育部統

計處，2011，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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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移民子女就學人數之國籍分配 
     

大約有 87%的國中、小外籍配偶子女之父或母來自中國大陸(36%)、越南(35%)及印尼(16%) (教
育部統計處，2011；表 1-4)。國小部分的比例為：36%大陸、38%越南及 14%印尼；國中部分的比例

為：34%大陸、18%越南及 27%印尼(表 1-4)。此結果反映出，來自大陸的新移民呈穩定的比例(約 35%)；
早期有較多來自印尼的新移民，故其子女目前就讀國中的比例(27%)大於就讀國小的比例(14%)；越南

新移民子女則呈現相反的趨勢：國中較少(18%)、國小較多(38%)，國小部分，甚至高於大陸(36%)。 
由上述統計資料可知，來自大陸與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占外籍配偶移民的絕大多數，並且大多為

女性。新移民的居住地分布在全臺灣各地，隨著國籍的不同，而有些許居住地的分布差異。新移民子

女也是分布全臺，其分布狀況略同於新移民本身；全臺絕大多數國小、國中均有新移民子女就讀。教

育部目前未有新移民子女就讀於高中或大學的相關統計資料。 
由於親子共學大多發生於子女年幼或小學時期，但是影響與成效的覺知，卻可能發生在青少年或

至成人時期。故本研究將以兒童期的新移民子女、其具新移民身分的家長、及其導師為主要研究對象，

輔以青少年期的新移民子女。 
 

第二節 名詞釋義 
 

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的重要名詞下概念上的定義，實際的操作型定義則來自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

的結果，請參見下一節量化研究的研究問題部分。 
 

一、 新移民親子共學內容 
 

「新移民親子共學內容」的概念型定義為：居住在臺灣的新移民及其子女實際或需要學習哪些內

容，尤其重視他們實際與需要共同學習的部分。特別是新移民子女在求學階段，子女將可能「教」新

移民他們在學校所學的內容，而形成親子雙方互相學習的狀況。 
根據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的結果，本研究為「新移民親子共學內容」所下的操作型定義為：新移民

親子共學內容，包含： 
1、「語言內容」：包括 5 項臺灣本地主要的語言(國語、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話、英語)和 6 項主

要的新移民母國語言(其他大陸話、越南話、印尼話、泰國話、菲律賓話、東埔寨話)。 
2、「課業內容」：包括 7 項學科(國文、數學、自然科學、社會、藝術、電腦、體育)與 7 項處世(品德、

禮貌、工作能力、融入臺灣、融入族群、受人尊重、受人歡迎)方面的課業內容。 
 
二、 情境策略 
 

「情境策略」是指親職教育與親子共學是發生在真實的文化與情境脈絡中，包括想法、身教、境

教、互動模式、遷移型態等，均是可改變親子能力的「較可操作」的教育方法。所以用「情境策略」

而不用「教學策略」命名的原因是，親子共學或親職教育的實施方式，並不同於學校的正式課堂學習，

而是「情境脈絡」建構下的「親子互動」。 
    根據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的結果，本研究為「情境策略」所下的操作型定義為包括： 
1、「個人學習情境」：包括親子之語言價值觀、能力、教學活動、教學資源等 
2、「社會學習情境」：包括親子關係、父母社會參與，以及，有關多語言、移民接受度、學校支持活

動等政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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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指的是較不可操作的、可能影響親子能力的其他因素。 
根據文獻探討與質性研究的結果，本研究為「影響因素」所下的操作型定義為：「個人背景」，

主要包括國籍背景、社經、性別、年級等。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目的 
 

 由上述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的目的，具體言之，包括： 
1. 探討新移民親子共學的狀況，主要包括新移民親子共學的學習內容、關鍵的情境策略、重要的影

響因素。 
2. 從新移民、其子女、以及其子女的老師等三方面，了解新移民及其子女共學的狀況。 
3. 由上述研究結果，輔以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提出相關施政建議，以協助新移民及其子女在臺灣

的發展。 
 
二、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質性研究部分，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 新移民親子共學的學習內容、關鍵情境策略、重要影響因素為何？ 
2. 新移民、其子女、以及其子女的老師等三方面，對新移民及其子女共學狀況的了解，分別為何？ 
 

  對量化研究部分，本研究將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一)語言 
3. 新移民親子共學語言各內容的狀況為何？(「語言內容」包括 5 項臺灣本地主要的語言(國語、閩

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話、英語)和 6 項主要的新移民母國語言(其他大陸話、越南話、印尼話、

泰國話、菲律賓話、東埔寨話)。 
4. 新移民親子共學語言各內容與個人背景、學習情境的相關為何？(「個人背景」主要包括國籍背景、

社經、性別、年級；「個人學習情境」包括親子之語言價值觀、能力、教學活動、教學資源等。) 
(二)課業 
5. 新移民親子共學課業各內容的狀況為何？(「課業內容」包括 7 項學科(國文、數學、自然科學、

社會、藝術、電腦、體育)與 7 項處世(品德、禮貌、工作能力、融入臺灣、融入族群、受人尊重、

受人歡迎)方面的課業內容。) 
6. 新移民親子共學課業各內容與個人背景、學習情境的相關為何？ 
(三)社會學習情境 
7. 新移民學生社會學習情境的狀況為何？(社會學習情境，包括親子關係、父母社會參與，以及，有

關多語言、移民接受度、學校支持活動等政策立場。) 
8. 新移民學生社會學習情境的狀況與各語言、課業能力之關係為何？ 
9. 控制性別、年級與社經後，各國籍背景學生各語言、課業能力之差異為何？ 
(四)教師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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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師所處的語言情境為何？ 
11. 教師對新移民背景學生課業學習狀況的了解與支持狀況為何？ 
12. 教師對新移民相關政策的想法為何？ 
13. 師生對新移民相關政策的想法是否有差異存在？ 
14. 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師生在相關政策、情境上是否有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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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欲進行「學習」，需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知識：(1)陳述性知識，亦即「內容」方面的知識；(2)程序

性知識，亦即「策略」方面的知識；(3)條件性知識，亦即相關「影響因素」的知識；(4)後設知識，

亦即對上述知識進行「監控」的知識(Chiu, 2007)。運用於本研究，則需要對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內容、

策略、因素與政策等四方面文獻進行探究。 
 
 

第一節 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內容 
 
一、 語言文化 
 

語言與文化常是一體的兩面，並被視為是新移民最重要的學習內容，例如德國的新移民子女教育

計畫內的二大主軸即為：語言學習與多元文化理念(謝斐敦，2008)。 
 
(一)新移民原國籍語言(heritage languages)與文化 
   

有高達九成的新移民認為臺灣的學校應該教父母親母國的語言、增加子女對其母國文化的認同

(游美貴，2009)。政府提供的生活資訊中，也鼓勵新移民和子女說母語、傳遞母國文化(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2011)。莊勝義(2009)則認為宜考量新移民子女意願，再提供母語課程，否則，可能造成子

女學習負擔。 
顏佩如、林冠吟、詹正傑(2010)的研究指出融合越南語與臺灣本地語言的雙(多)語言鄉土語言教

學可增加新移民學生的多文化認同，提供新移民與班級的互動，也能增進一般學生對其他文化的尊重

與了解。 
母語者較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優勢主要在語言和語法(Montrul, 2012)，雖然每個人的母語能力差

異甚大，但各母語間仍存在結構上的相似性(Polinsky & Kagan, 2007)。 
在美國，西班牙語的課程中會有二類學生來參與：(1)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生，(2) 以西班牙語

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在共學的過程中他們都有要學習的議題，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以西班牙語為母

語的學生需要以西班牙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幫忙拼字、重音的議題，相反的，以西班牙語為第二語言

的學生，需要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生幫忙字彙和少量文法的議題(Bowles, 2011)。Potowski, Jegerski, 
& Morgan-Short (2009)的研究發現相較以西班牙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生，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生較需

要「專注於文化」的課程，其研究也發現這二類學生的學習歷程不同。 
    Nguyen, Shin, & Krashen(2001)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加州，母語為越文的越南裔中小學生，大多有

相當高的越文程度，並且希望保有自己的越南語言和文化。此研究也顯示，發展母語的能力並不會阻

礙第二語言的學習。Park & Sarkar(2011)指出，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韓裔移民家長，非常重視自己的孩

子保有韓國文化和韓文能力，並認為這能夠讓孩子保持韓國人的身份、與祖父母溝通以及在未來有更

好的發展機會，此研究的結論是建議在蒙特婁的韓國人社群，應該讓孩子們有更多機會接觸韓文和韓

國文化。 
    Reyes & Azuara (2009)研究住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家庭中母語與英語學習的狀況，結果發現在家

庭中二種語言呈現多樣化的互動模式，並且代間互教為常有的現象。 
    Kondo-Brown (2005)的研究指出有日本父母的大學生，其日本語能力遠高於以日本語為第二語言

或隔代教養的日本學生。可見父母教學在母語學習上的重要性。 
  Rumbaut, Massey, & Bean (2006)研究美國族群母語的消失狀況，墨西哥裔可保留至第 4 代，白種歐

洲人到第 3 代，其他(包括越南、華人、韓國、菲律賓、其他拉丁裔、其他亞裔)到第 2.5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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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移民移入地的當地語言與文化 

 
翁麗芳(2009)的研究顯示臺灣新移民的中文能力會影響親師溝通與子女教養。故在雙文化交流中，

學習當地語言是重要的學習內容。 
在臺灣，大陸配偶的語言學習需求較不高(19%)，其他外籍配偶則將語言學習視為首要需求(57%) 

(游美貴，2009)。此顯示，對來自不同語言系統的新移民，會因原語言與當地語言差異程度的不同，

而產生不同程度的學習當地語言需求。在語言學習上，華文課程的內容大多包括注音、寫字、閱讀、

話話、聆聽(謝美桃、劉由貴，2009)。 
Yates(2011)則認為雖然新移民的母語社群能夠支持新移民，不過新移民拓展英語的人際圈也是很

重要的。如果不在新移民的階段積極拓展英語交友圈，移民日後可能會感到被孤立在自己的民族社群

裡，主要族群也會忽視少數民族的族群。不過由於家庭責任重大以及語言不熟，新移民會害怕與主要

族群交流，而留在自己的民族圈圈裡，主要族群也不一定會對新移民表示友善，或是有足夠的能力幫

助他們適應與拓展人際關係。因此，國家若想讓新移民有效融入主要族群，需要發展出相關的計畫，

讓有能力幫助新移民融入新社會的人去幫助他們。 
 
二、 學科技能 
 

在臺灣，大陸配偶最需要的學習活動為職業訓練(63%)，其次為親職教育、育嬰常識(30%)，再其

次為考照課程(28%)。其他外籍配偶的首要課程為學習語文(57%)，其次為職業訓練 (37%)，再其次為

親職教育、育嬰常識(23%)。對衛生保健常識、醫療照護技能的需求比例約10%左右(游美貴，2009)。
苗栗縣提供給新移民女性的基本教育，在生活基本知能方面，最多的是親職教育，其次為風俗文化、

認識環境、人際互動、生活技能(含考駕照)、婚姻諮商、經濟理財、醫療、法律等(謝美桃、劉由貴，

2009)。 
丘愛鈴、何青蓉(2008) 調查臺灣 340 個新移民教育機構，發現它們較著重識字、生活適應、家

庭教育，較不重視職業教育；所辦理的教育活動中，最多的是成人識字班、親職教育活動、成人生活

適應班；需要加強的事項是新移民資訊的提供，如專線、網頁、刊物等；主要困難包括：參與人數不

多，缺乏課程教材、場地與設備。 
 
三、社會法規與認同 

 
新移民對婦幼安全資訊(包括家暴、兒保、性侵害防治)與停留、定居等相關法規的需求，約為

13-14%(游美貴，2009)。 
移入地的法律也是移民需學習的內容並影響他們及其子女的生活。Menjivar (2008)訪談來自中美

洲移民的子女，發現他們在美國法律地位上較長的不確定性過程，會促進家庭經濟困難、家庭分裂，

也間接影響到中美洲移民的子女的教育期望與學業成就。 
Neto(2002)的研究指出，移民至葡萄牙的家庭，其青少年子女的文化適應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大多採取整合策略，其次是同化，較少採取隔離或邊緣化的策略，而這些策略似乎和種族、

主流社會認同、內團體互動、壓力適應、性別與年齡等有關，而與外團體互動、主流語言的精熟度、

自尊等無顯著關係。人口變項和人格特質無明顯的關係。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的研究

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針對來自13個歐洲國家的移民青少年所有的研究發現，採整合(integration)適應

策略的青少年有最佳的心理與社會文化適應，採擴散(diffuse)適應策略者，適應最差，採族群(ethnic)
適應策略者，有中度佳的心理適應，但是差的社會文化適應，採國家(national)適應策略者有中度偏差

的心理適應與輕度負面的社會文化適應。Portes & Fernández-Kelly (2008)的研究也指出如能同化進入

中產階級，美國的大多數移民第二代，均能受到較佳的教育，並有較好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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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策略 
 

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策略可分為以下關鍵情境與相關策略。 
 

一、 日常語言生活 
 

Li (2007)對四個加拿大華人移民家庭狀況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家長的學歷背景、就業選擇和機

會，以及對加拿大的適應和融入，對家庭資本與孩子的第二語言能力的增加有重大的影響。並且，家

長學習第二語言(即加拿大的語言)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更有效了解孩子的學習需求，幫助孩子適

應及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另外，家長也需要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活動，如寫功課、上圖書館、博物館

以及留意孩子接觸的電視節目等。 
 
二、 共讀 
 

親子共讀可以協助父母超越既有的思考模式，增進口語敘事的能力，也能讓子女經歷父母的思考

與想法，因此能增進彼此的語文能力、創造思考、親子關係(徐廷蘭，2004)；志工協助新移民進行親

子共讀，亦可達上述目標(鄧蔭萍，2009)。 
張鑑如、林佳慧(2006)研究台北市 16 個低收入家庭母親與幼兒在共讀書籍時的對話和互動，結

果發現：(一)母親在親子共讀時，居主導的地位；(二)談話內容分為 2 類：(1)即時即地的對話，給予

和要求幼兒說出書籍內容，例如書名、位置、作者、文本等，(2) 非即時即地的對話，包括較高層次

的推理、預測、連結等對話內容，引導子女探索與文本相關的字形、字音、字義、常識等；(三)親子

共讀時，母親引導策略，包括標準互動、認識物品、照本宣科、複誦等四類型；(四)幼兒回應方式則

分為：回應標準互動、回應認識物品、回應複誦、要求、給予等五類型。 
林珮伃(2010)認為影響幼兒語文素養的家庭環境重要面向包括：父母態度、父母支持、語文材料、

語文活動；並對 13 所幼稚園 989 位家長進行調查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1)低家庭環境的父母較重

視語文技巧的學習，高家庭環境的父母則無此傾向；(2)自評幼兒投入共讀程度高的父母，父母本身

也較能享受共讀，幼兒在共讀時也較會笑，此顯示家長與幼兒的共讀互動，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 
林敏宜、簡淑真(2010)研究幼稚園大班幼兒與母親，共讀三篇童話故事時的心智言談，結果發現：

(1)母親使用認知、欲求、情感等三大類心智用語；(2) 母親最常表達出欺騙的意義，最少呈現錯誤相

信理解(此項可能受圖像影響)，文本的文字內容影響認知與欲求意義的傳達；(3)母親的親子共讀策略

包括：引導猜想行為背後的動機、推論故事原由過程、真假並置、以幼兒為主角、情境類比、輔以歌

唱與動作、加強故事角色的行為描述等。 
親子共讀科學繪本時，科學教育背景家長較傾向建構主義的信念，且較為正確，而非科學教育背

景家長較為傳統導向的信念(陳彥廷、陳穎志，2008)。 
Richman & Colombo(2007)的研究指出：親子共讀的頻率和多樣主題的閱讀，與 2 歲兒童字彙表

達的能力有正向的關係。兒童多閱讀本身即與語文能呈正相關(Levy, Gong, Hessels, Evans, & Jared, 
2006)。 

Justice, Pullen, & Pence (2008)的研究指出學齡前幼兒只有 5%-6%的時間注意到故事書中的文字，

如果父母的或是學校老師的語言或非語言的評論、質疑或指引故事文字，可增加子女注意文化訊息的

頻率(Justice, Skibbe, Canning, & Lankford, 2005; Lovelace & Stewart, 2007)。 
 
 

三、 協助孩子做回家功課 
 

亞洲學生(包括蘇聯)，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學生，有較多的回家功課，也大多花較多的時間在回家

功課 (Dettmers, Trautwein, & Ludtke, 2009)。華人學生較日本和美國學生對回家功課，有較佳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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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母親較日本與美國母親，給予子女較多回家功課方面的協助(Chen & Stevenson, 1989)。 
對陸配子女而言，影響學業成就最重要的變項是學習習慣；而對東南亞外配子女，則是學習環境

對學業成就影響最大(王振世、蔡清中，2008)。可見不同國籍的新移民子女成就，可能受不同學習狀

況所影響。 
    Polo, Zychinski, & Roundfield (2012)發展問卷，研究 133 位低社經拉丁裔 5-7 年級的學生，發現家

長對子女學校課業的支持，與子女的心理困擾、孤單、感受到的經濟壓力呈負相關。 
   
    上述文獻探討顯示，國內少有針對新移民親子共學策略的研究，並且大多著重在幼兒。此外，也

少有研究探討其他可能的情境策略，如文化節日、社群互動等，此為需要進一步加強之處。 
 
 

第三節  影響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因素 
 
    影響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因素，可分為前置、歷程與結果等三類因素，分述如下。 
 
一、 前置因素 
 
1、 性別 

 
    在國小階段的新移民子女，女生較男生有略高的國語文能力(吳雅惠，2009；邱冠斌，2008)。 
    在文化價值觀上也可能存在性別差異，例如，亞裔美國女性較重視集體主義、情緒上的自我控制、

謙卑，而亞裔美國男性再較看重透過成就來獲得家族的認同 (Wong et al., 2012)。 
Neto (2010)研究葡萄牙的青少年，發現比起男性，女性青少年在心理適應上較差，但在社會適應

上較佳。 
相較於男生，女生較能利用文化資本而在學校課業上有成功的表現(Dumais, 2002)。 

 
2、 年齡 
 

臺灣的新移民女性大多早婚且早孕，故短期內需面對大量的語言、適應、健康與教養方式等的挑

戰 (魏麗敏，2008)。 
    Branum-Martin, Tao, Garnaat, Bunta與Francis (2012)對來自38個研究的101個相關數值進行後設分

析，探討英語文語音學習和其他語言學習的關係，結果發現：年紀越小，語言(語音)能力的相關越大，

但是，並不顯著。 
 
3、 國籍 
 
    臺灣至澳洲的移民母性，雖然可能需要面對獨自照顧子女的狀況，或是只當家庭主婦不能發揮專

業，但卻也為能遠離父家的責任，而感到自由與自主(Chiang, 2004)。 
Kroneberg(2011)的分析美國移民子女縱貫研究的資料，研究發現：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移民之民

族社群，對支持移民子女學業的程度不一。移民家庭融入該民族社群，能夠幫助孩子課業成就的程度，

決定於該社群的社會資本和提升課業成就的意願。例如，相較於來自日本的新移民父母，來自臺灣者

有較高的提升課業成就意願，因此子女數學和閱讀成就亦較高。Harris, Jamison, & Trujillo(2008)則指

出，在美國亞洲裔學生的高學業成就是來自母國文化的影響，而拉丁裔學生的低成就，大多受社經背

影所影響。 
Zhang & Slaughter-Defoe(2011)的研究發現，雖然在美國的華裔移民家長認為會母語對孩子來說是

優勢，並會積極讓孩子學習母語，不過孩子卻不認為母語對他們的未來會有幫助，故而抗拒學習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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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學者建議美國的學校與家長合作，應將移民學生的母語編入學校課程，打造一個好的母語學習環

境。 
當兩種語言相差越大，例如：英語文和華語文的差異，即大於英語文和西班牙語文的差異，那麼，

兩種語言學習的成果相關就會較低，且變異也會較大(Branum-Martin, Tao, Garnaat, Bunta, & Francis, 
2012)。 

Motti-Stefanidi et al. (2008)研究希臘 12-15 歲的移民，研究發現：阿爾巴尼亞裔的學生有較低的成

就、較不受同學歡迎。 
Sabatier & Berry (2008)的研究發現，歧視與影響移民至加拿大的青少年的自尊，但是對移民至法

國的青少年，不會有影響。父母的文化適應和教養風格會影響移民至法國的青少年之自尊，但是，對

加拿大的青少年移民卻不會有影響。 

 
4、 社經水準 

 
新移民與當地配偶的學歷、職業、社經水準，會影響新移民親子共學的品質與數量。「貧窮(poverty)」

或公立學校的「教育不平等(educational inequality)」被視為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果最重要的前置因素之

一(Berliner, 2006, 2009)。 
臺灣的新移民，常是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68%)，家中經濟普遍不佳(62%)，良好者只占 5-6%，

而照顧小孩與家人、料理家事，也成為新移民不能接受輔導學習的主因(游美貴，2009)。語言能力加

上本身學歷多為國中小，造成新移民就業不易，如加上配偶家庭又為較低社經，新移民需再負起照養

家人之責，可想像其生活之艱辛。 
蘇金蟬、鄭維瑄(2010)研究臺灣新移民的國中子女，發現新移民家庭因經濟和母親文化不同，讓

青少年的家庭資源、母親生活參與，處於較弱勢，其課業需由家中其他成員或安親班協助。 
Aram & Biron (2004)研究以色列低社經幼兒的語文教學介入，參與此教學的低社經兒童，於課程

結束後，其語文程度優於未參與的一般生控制組，肯定早期教學介入的功能。 
 

5、 人格特質 
 
    臺灣新移民國中子女的自我概念和健康發展，與一般青少年近似 (蘇金蟬、鄭維瑄，2010)，此

顯示新移民青少年普遍有良好的人格特質。但，何緯山、陳志賢、連廷嘉(2011)的研究發現，如果不

排除經濟因素，新移民子女相較於本國籍子女，有較低的自我概念。 
 
6、 價值觀 
 
    價值觀會影響父母的行為，從而影響子女的行動。例如 Bus, Leseman, & Keultjes(2000)研究 57 對

荷蘭不同文化傳統的親子共讀互動狀況(子為 4 歲)，研究結果發現：如果父母不認為閱讀是重要的事，

則父母比較不會跳脫文本的內容，進行意義的探索；他們的孩子雖然發起較多的親子互動，但是，這

些互動均屬較低認知層次的互動(如：為一些細節命名、找到圖畫中類似互動的角色等)。 
    研究居住於美國洛杉機的美國、越南、墨西哥親子，研究結果顯示，父母對文化保存的堅持度與

青少年的母語流利程度有關。 

 
二、歷程因素 

 
1、 家庭教養、經濟與情境 
 

相較於一般家庭，新移民家庭在年幼時(五歲)即可能出現閱讀環境、父母閱讀習慣與態度略為不

足的狀況，雖然閱讀成就上並無明顯差異(呂玫真、賴文鳳，2010)。洪月女、林筱晴(2010)以個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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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方式，探討兩名三年級和兩名六年級新移民子女，閱讀國小學生較少接觸的說明文體，研究結果

發現：兩名三年級學童均能流暢地閱讀，但，兩位六年級個案因缺乏背景知識，而未能綜合和整理文

本訊息。這四位個案均來自較少家人支持的環境，其成就，也許可歸因於於普及教育，但是，少閱讀

經驗而未能達到閱讀理解，也顯示閱讀量不足，這是未來教育需要加強之處。 
    王貞云、黃欣蕙、何淑菁(2012)由文獻探討新移民家庭父母教養子女問題亦指出：家庭社經、語

言能力、社會資源缺乏、教養子女能力不足、父母教養方式不同等因素為重要待解決的議題。邱冠斌

(2008)針對竹北市外籍配偶子女國小一年級國語文學習成就所做的調查研究亦指出家庭社經、父母的

教育程度越好，子女的國語文學習成就較佳。 
    Ng, Pomerantz, & Lam (2007)比較華人與美國母親的教養方式對小學生的影響，結果發現：華人

母親較強調學業上的失敗，較不強調學業上的成功；美國母親則相反。後續實驗研究發現：華人母親

較美國母親介入較多於子女的學習上，但成就類似。 
    Calzada, Huang, Anicama, Fernandez, & Brotman (2012)研究 442位 4到 5歲墨西哥和多明尼各移民

至美國的拉丁裔母親的教養方式，研究發現：如果來自多明尼各的母親，重視傳統的拉丁「尊重」文

化，則其子女的學校準備度較低；來自墨西哥的母親若較重視美國的「獨立」文化，則其子女的學校

準備度較高。此外，獨裁式的教養也與子女較多的內外在問題有關。 
    Portes & MacLeod (1996)問卷調查 5,266 位高中生，他們是古巴、越南、海地、墨西哥的第二代

移民，結果發現，父母的社經地位、在美國居住的時間、花在指導回家功課的時間，會正式影響學生

的學業成就。學生進入高社經的學校，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成就、也正向影響父母的社經地位。 
    香港的教育制度漸漸與家庭經濟產生關聯，此趨勢將不利來自大陸到香港的移民(Post, 2004)。 
    荷蘭移民父母較少參與子女的學習生活，而可能影響到學校教育目標的傳達，進而影響子女的價

值觀、認同發展等(Smit & Driessen, 2007)。 
 
2、 新移民的學習生活 
 

以高雄美濃「來去移民華語高級班」的新移民學員為對象，余佩璇、張郁函(2009)的研究發現，

新移民學習華語的動機包括：適應生活、工作需要、提升教養能力；在指導子女課業的課程中，新移

民亦能提升華語文能力；參與過程中的良好互動，除了提升華文能力，也能開拓人際關係、提升自信。 
Lukes(2009)的研究發現，傳統的純英語教學並不適用於每個拉丁裔移民成人，對這些不適合的移

民來說，純英語教學的教室，需要提供移民適當的母語資源、英語教學、受過訓練的雙語教師、科技

教學、以及對不同文化有概念的熱心義工。移民的母語可以成為他們學習第二語言，及在新社會成功

的踏腳石。 
 

3、 新移民子女的學習生活 
 

新移民子女在幼稚園階段可能出現發音、表達與識字量少的問題，但經教師的開放式提問與鷹架

支持能有效協助其增進對語義的了解，建議完整的知識結構(陳昇飛，2010)。 
陳宜伶、陳淑美(2011)研究三位臺中國小高成就的新移民學生，發現可能影響其成就表現的因素

包括：個人主動學習的態度、充分的家庭資本、幼教階段的提早教注音符號、課後安親班輔導家庭作

業。 
移民子女面臨大量的學習課題，例如學校課業、人際互動、心理適應、文化認同，這在歐洲是一

個較少被研究的主題(Strohmeier & Schmitt-Rodermund, 2008)，美國方面的研究似乎較多。 
Wang (2008)訪談在美國的華人母親，研究結果發現：華人母親在母國高度介入學校教育，但是

在美國卻全然不同，他們低度介入、低度了解學校，並且過度美化美國的教育制度的低競爭、低工具

化、平等主義，在美國的華人母親與學校溝通的障礙包括時間、語言和文化。 
Potochnick & Perreira (2010)的調查研究第一代拉丁移民的12-19歲青少年指出，在美國的時間越

長，有來自家庭和老師的支持，將可降低他們的憂鬱症狀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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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on & Ladky(2007)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研究表示，面對移民學生，老師們多會學習他們的文

化與語言、簡化給移民學生的功課、並鼓勵家長用母語念書給孩子聽。老師們應該要了解移民家長對

權威的觀感、母語對移民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重要性、以及家長在家裡做為「助理教師」的身份。 
Portes, Fernandez-Kelly, & Haller (2009)對美國移民子女的研究指出：好的學校品質，特別是整體的學

生狀況與教育期待，能有效的為移民學生的未來產生長遠的正向影響。Hao & Pong (2008)指出好的師

生關係和課程結構是對文化不利學生最能有正向的影響，並且，比起華人和白人學生，墨西哥裔學生

較難進入好的學校情境。Portes & Hao (2004)指出，在美國，多種族的學校中，種族對學生學業的影

響較低，但，墨西哥裔學生的成就仍較差。 
Doston-Blake(2010)認為家庭、學校、社區三者的合作，對學生課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不過，

他也發現在美國的墨西哥裔移民，卻難以加入這樣的合作關係。他認為不是移民應該配合當地文化，

而是應該聯合起來想對策。學校的輔導人員應該與社區合作，認清學校對社區的影響力、配合社區的

特點打造文藝活動、並將課程融入合作活動中。 
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新移民也會送子女到母語學校。Kim(2011)的研究指出，美國的韓裔母語

學校，除了為移民孩子提供人際與情緒支持，還為與父母分離的孩子提供親情的緩衝與保護網。韓裔

家長表示，孩子在不同的文化眼光下，常被認為是問題兒童，而人際及文化上的障礙，是他們將孩子

送到母語學校就讀的重要原因。因此，老師們應該要對多元文化有所了解，並提供人際與情緒支持，

讓孩子們能快樂的成長。 
如果一個母語與英語的雙語學習課程，能夠同時包括多項目的教學，例如跨語言字詞 (Intra-word)，

音素(Phoneme)，音節(Syllable)的了解與解碼，將可同時加強母語與英語兩者的能力(Branum-Martin, 
Tao, Garnaat, Bunta, & Francis, 2012; Melby-Lervåg & Lervåg, 2011)。此外，教導來自外地的學生，也

能促進教師的跨文化能力(Francis & Jean-Francois, 2010)。 
 

4、 社會文化 
 
Berry & Sabatier (2010)調查了法國與加拿大的第二代年輕移民，在文化保持和人際接觸方面的文

化涵化態度、身份認同以及行為。如以往的研究顯示，偏好文化融合的青少年，會比邊緣化(不積極

參與任何一方的文化)的青少年有更高的自信，而單獨傾向認何一方文化的青少年，則在兩者的中間。

這趨勢在加拿大比在法國明顯，或許是由於法國對於移民保有自己的文化，有較有負面觀念的緣故，

讓偏好文化融合和傾向己方文化的青少年，比較容易受到歧視。此研究隱含的意義是，所處當地如有

較多的支持多元文化傾向，會讓新移民也有較多的保有自己文化傾向。 
Kroneberg (2008)的研究指出，美國的第二代移民若居住於少數族群社區，不見得有利於子女的

學業成就，只有在這個社區的社經地位和教育期許均高的狀況下，才有正面的支持第二代學習的效益，

否則，其影響傾向於負面。 
  
5、不同語言間的關係 
 
    不同語言間可能產生「干擾」或是「助益」彼此的現象。He (2012)著重強化中文對英語文學習的

助益角色，發現香港的師資生發展出三種「助益」的策略：(1)利用中文與英文的相似性協助英文的

學習，(2)比較兩個語文的差異，(3)利用學習者對中文結構的了解，來幫助英文學習，He 認為，與其

否認原來的母語(「中文」)，不如利用母語的長處來學習另一語言，如此，也可降低學習其他語言時，

對「母語」的罪疚感，特別是在師生都是如此多語言的情境下，這對師生來說，都是好的學習與教學

策略。 
    此外，同一語文內的不同編碼互相對應，例如，英文上的字形和字音對應，可增進學生對英語文

的學習(Nunes, Bryant, & Barros, 2012, March 19)。因此，如果整合多語言成為互利共生的學習歷程，

似乎是多語文化下成員(例如，新移民及其子女)的功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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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因素 
 
1、 成就 
 
    陳瑤惠、趙金婷(2008)的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家庭學前幼兒語言發展較一般幼兒低落，家庭閱讀

材料和指導也有不足的現象。魏培容、郭李宗文、高志誠、高傳正(2011)的研究比較4歲新移民與非

新移民家庭之幼兒之數學與語言能力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二組表現均佳，但是，新移民子女在 數的

合成與分解、語言理解、口語表達上，呈現略低的現象。 
鍾鳳嬌、趙善如(2009)以焦點團體訪談法研究 42 位高雄的小學老師，他們認為新移民子女的學

習成就大致呈常態分配，學習態度佳，家庭期待高，發音為需要加強處。何緯山、陳志賢、連廷嘉(2011)
的研究亦指出：新移民子女與本國籍子女，在學業表現上，無顯著差異。但是，王振世、蔡清中(2008)
發現在國小階段，控制社經地位後，大陸組學生在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

四項學習領域，較臺灣組學生為低；而東南亞組學生則在七大領域的學業成就，均較低於臺灣組學生。

鍾鳳嬌、王國川(2004)研究新移民的語文、心智能力與學習成就，發現個別差異極大。黃彥融、盧台

華(2012)研究國小新移民子女資優生，發現新移民子女面臨較多的學校適應困難。 
王世英等人(2006)的研究指出臺灣新移民子女學習成就在國小大致優良，與國籍無關；國中階段

則陸配子女成績較東南亞地區配偶子女為高。 
Curenton & Justice (2004)的研究指出美國學齡前非洲裔和歐洲裔的幼兒，在故事敘說的語用上，

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Portes, Fernández-Kelly, & Haller(2005)指出，在學習英語和適應美國文化方面，美國的第二代年

輕移民多少都會適應，不過歷程和出路卻有很大落差。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缺乏對弱勢族群的工作福

利似乎是一大原因。此外，移民家庭的資本、家庭類別、和融入主流社會的模式，都是重要的因素。

對於幫助移民融入社會來說，良好的教育計畫(讓孩子在學習英語的同時認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工作

福利制度是必要的。 
親子共讀(故事書)會影響兒童未來學校學習的成功發展(Kaderavek & Sulzby, 1998; Saracho & 

Spodek, 2010)、語言能力、專注力、情緒理解能力(張鑑如、劉惠美，2011)。Bus, van IJzendoorn, & 
Pellegrini (1995)的對多篇研究進行後設分析指出：親子共讀對學齡前兒童的語言成長、立即表現出來

的素養、閱讀成就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這與家庭社經無關，但是，在兒童較長、能獨立閱讀後，

這樣的正向影響效果有減少的現象。 
Martin, Liem, Mok, & Xu (2012, July 9)研究17個地區的15歲移民學生，這些國家包括澳洲、紐西

蘭、美國、加拿大、香港、澳門、蘇聯、奧地利、比利時、荷蘭、丹麥、法國、德國、盧森堡、挪威、

瑞典、瑞士，其結果發現，移民子女的數理成就低於非移民學生，但是問題解決能力似乎是影響數理

成就的重要中介因素，尤其是對第一代移民的影響力較大，對第二代移民則問題解決能力的中介影響

力略為降低，故此研究建議增進第一代移民的問題解決能力。 
 

2、親子關係、生活適應 
 
  鄧蔭萍、宋大峯、許銘麟(2010)研究新北市一國小 4、6 年級新移民子女的自我概念與社會行為，

發現新移民子女有良好的自我概念，親和且獨立，略為不足的是：利社會行為、攻擊、分心。 
Oh & Fuligni(2010)發現，移民青少年對母語的熟悉程度，與親子關係有正相關。另一方面，雖然母

語熟悉度和日常中的母語使用，都是與民族身份認同有關的因素，不過實際比較測量下，只有母語熟

悉度是有效的預測因子。因此，母語的熟悉度才是決定青少年適應的關鍵，而不是語言的選擇。由研

究結果，此二學者認為：幫助移民背景的青少年學習母語，才能讓他們有效應付青春期的壓力。 
Boutakidis, Chao, & Rodríguez, (2011)對華裔和韓裔移民家庭的研究指出，不管家長的英語能力如何，

青少年移民的母語能力與對家長的尊敬兩者間呈正相關，而親子溝通的品質，會調節青少年母語能力

和對家長的尊敬間的相關。因此，讓青少年保持母語能力，能夠增加移民家庭中的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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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Vedder, Liebkind, Neto, & Virta (2008)研究歐洲5個國家的2700位移民和1400本地青少年(13-18
歲)發現，雖然移民子女的經濟較差，但是，他們比起本地子女，會報告出較佳的適應狀況，此稱為

「移入悖論(immigrant paradox)」現象。Neto (2010)研究葡萄牙移民家庭的青少年，也發現類似的結

果，即移民子女的生活適應佳。Schmitt-Rodermund & Silbereisen (2008)研究在德國的移民青少年指出：

對有行為偏差的子女，父親的教育水準越高，其問題越嚴重。 
在美國，移民子女若感受到較高的社會歧視，會有較多吸毒行為(Choi, Harachi, Gillmore, & Catalano, 

2006)。 
 
3、認同 

 
移入另一個國家，常會產生個人和文化認同的過程(Schwartz, Montgomery, & Briones, 2006)。吳瓊

洳、蔡明昌(2009)研究雲林縣就讀國中之新移民子女，研究結果顯非新移民子女對臺灣與新移民母國，

均有良好的文化認同，學校適應也大致良好，文化認同與學校適應呈正相關。 
Fatimilehin (1999)對英國黑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多元文化的環境和雙文化認同可能與正向的種族感

有關。Roth (2005)研究美國黑人與白人結婚的家庭也發現，他們會發展出獨特的跨種族認同。 
Oznobishin & Kurman (2009)對以色列的蘇聯裔移民研究發現，在家庭裡，移民學生比本地學生更強

勢、有更多的責任、並從父母得到較少的支持。孩子在家裡的強勢度與適應間沒有顯著的關係，不過

會增加心理壓力；不管是對移民還是本地學生而言，家庭支持均是影響適應的重要因素。另外，移民

子女替家人翻譯的行為與自我認同有負相關，經訪談的結果推測，可能原因是(1)以色列重視同化，

當地人不喜歡聽到希伯來文以外的語言，所以移民子女對在公共場合說俄語感到難堪；(2) 家人對孩

子的期許過高，當孩子在翻譯上有困難時，會對孩子表示不滿；(3)替家裡的長輩翻譯不但讓長輩覺

得沒有面子，也讓孩子對家長的語言能力感到失望，因而產生衝突。 
Eisikovits & Schechter (2007)訪談16位從前蘇聯移入到以色列的女性大學生，他們發現二個不同型

態的學生：(1)獨立決定者：他們力圖快速地融入以色列的文化，同時遠離原有的文化與友人，他們

的大學生活因此較為豐富。(2)家庭使者：力圖保留他們原有的文化與友人，因此大學生活圈較小，

並專注在發展個人的生涯，而不想花時間在生活適應上。 
 
 

第四節 促進新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相關政策 
 
一、 臺灣 

 
「教育部補助執行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自 2004 年開始實施，提供經費讓

縣市政府、學校辦理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教育促進方案，其目標包括：提升自我認同、生活適應及學

習適應能力、提供親職教育課程，強化其教養子女能力；提供多元化資源；提升子女認同，增進學習

母語的興趣等。此外，內政部與教育部共同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中程個案計畫為從 101 年

3 月至 103 年 12 月，藉由跨部會與跨區域的合作，提供完整之輔導與單一窗口的全面服務，也期望

培養民眾對多元文化的了解與尊重，並與全球國際接軌 (教育部電子報，2012.8.30)。 
  依據 2004 年教育部「扶持 5 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新移民子女可優先就讀公立幼稚園，新移

民子女提早入學後，語言和數學能力均較為提升(陳玉娟，2011)。 
教育部於 2006 年訂定「教育部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以此為基礎，先後於 2005 年推動「建立外

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2006 年推動「發展新移民文化，促進在地國際文化交流」、2007 年推動「發

展新移民文化」、 2008 年推動「強化新移民教育」，並於 2009 年推動「加強新移民語文及親職教育」；

就上述政策推動的結果之分析，並與美國相關措施 (公民識讀應分為「公民資格」與「公民參與」兩

部分)比較，何青蓉、丘愛鈴(2009)提出「我國新移民識讀教育政策的概念架構芻議圖」，認為宜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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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論與多元文化教育為根基，並以分級識讀教育為核心，持續推動新移民之工作技職、公民參與、

家庭親職知能。 
內政部(2011) 「99 年度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成果報告」指出：政府各單位規

劃各種初階及進階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包括日常生活技能、衛生保健、法律常識、婦女人身安全及風

俗文化等。不僅對於提升外籍配偶在臺灣的生活適應能力有實質幫助，且獲得外籍配偶家庭高度認同。

參加人數共 4,051 人，總受益計 8,246 人次。另為解決新移民之語言溝通問題，辦理大陸及外籍配偶

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及英語課程，藉由開課建構跨文化家庭關係及其成員和諧氣氛，增進新移民之

歸屬感，參與人數共 110 人。彙整相關單位所提問題建議，包括(1)語言學習應依程度分級進階招生、

(2)應以創新之思維來推動生活輔導工作、(3)辦理生活技能課程。 
  陳玉娟(2009)以問卷調查國小教師所知覺到的新移民子女教育方案執行狀況，經常做到的有三項：

課業輔導、生活常規訓練、身心障礙者輔導。較不常做到的，在父母方面有：提供親職教育資訊，以

及新移民家庭聚會的機會；在學生方面有：提供人際關係課程、優先進入幼稚園就讀、學費優待、成

立教育相關網站、編訂合適教材、認識祖國文化的活動、學習新移民母語的活動、學業成績加分優待；

在教師方面有：提供新移民子女教育資訊、參加相關研習活動；在社區方面有：鼓勵父母參與協助新

移民子女的教育活動；在政府方面則是成立專責單位或人員。 
莫藜藜、賴珮玲(2010)的研究發現對女性新移民提供「外籍配偶在宅識字」服務，因為提供個別化

教學內容，故可以兼顧女性新移民識字學習及孩子托育的需求，增強家人信任程度，降低師生隔閡，

增加時間彈性，提升情緒支持、生活功能、學習速度，增進學習效果。 
黃淑鈴(2009)以宜蘭縣外籍配偶服務為例，以人口結構、社會互動關係、系統理論，分析政府協

助外籍配偶適應的政策，提出三大建議：(1)整合家庭福利服務中心，(2)連結政府部門的網路，(3)建
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夥伴關係，以長期協助新移民適應臺灣生活。 
 
二、 其他國家 
 
1、 美洲 
 
    美國是全世界移民人數最多的國家，每 5 個美國兒童中有超過 1 位有移民背景，這些移民背景的

兒童中，有 75%的母語是西班牙語；移民的居地部分分散，也有部分相當集中。雖然美國國會於 1960
和 1970 年代開始即討論相關的法案，但是，對於如何幫助移民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仍是國會中

法律和政治上至今未解的議題(Ga´ndara & Orfield, 2012)。 
美國的 Arizona 州以「家庭語言的使用」為唯一的問卷問題，來篩選需要接受額外英語教學的學

生，Goldenberg 與 Rutherford-Quach (2012) 認為這樣的篩選方式較為粗略，宜加上教師的評估推薦，

方能正確選擇需要的學生，給予額外的英語學習服務。此外，Combs 與 Nicholas (2012)指出 Arizona
州在教育服務上，較為針對美洲原住民的部分，較忽略對移民背景學生的協助，這可能是未來需要努

力的方向。 
在美國，雖然家長認為早期學習語言是重要的事，但是，美國小學並未提供正式的第二語言學習

課程；目前提供的課程型態包括短期的社會科學認知課程，選修特定的外語課程，或是全日或數時的

以第二語言學習各學科的浸潤 (immersion)課程。其中，浸潤式課程，包括(1)所有科目以第二語言教

學的完全浸潤課程、(2)部分課程以第二語言教學部分浸潤課程、(3)部分學生為英文母語、部分學生

為非英語母語的雙向浸潤課程。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早期浸潤課程的學生，其語言能力較一般學生高，

即使使用英文考試考其他科目，成績也呈穩定狀態。然美國仍少見此種浸潤課程，加拿大則較為普遍

(姚君佩，2012)。在臺灣的幼兒、中小學階段，除了少數的私立學校，公立學生極少見此種浸潤課程。 
Avni (2012)研究位於美國紐約市的一所以希伯來語為唯一語言的宗教學校，雖然師生均肯定希伯

來語的價值，但是，希伯來語卻非學校外的語言，因此，雖然「唯一希伯來語」的語言政策增加了學

生的猶太宗教認同感，但是，事實上師生的希伯來語均不流利(因為學校外的情境為「美語或英語」)，
這可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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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年加拿大政府和國際兒童組織推動「搭橋方案」（Building Bridges Program），此方案的重點

是教育、友誼、照護。特別為移民學生安排為年長志工陪讀、教導基本學科能力，也可藉以發展學生

人際互動的能力(譚以敬、吳清山，2009)。 
  美國與加拿大多數是地方政府決定原住民語言課程的實施方式，大致採取的方式是「融入式」或

「雙語式」(De Korne, 2010)。 
  巴西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因為歷史與經濟的因素，自 20 世紀初以來，即以西班牙語為重要

外語，其中，西班牙語又分為數種，民眾對具歷史與經濟聲望的西班牙語持較為正向的態度(Bugel & 
Santos, 2010)。 
 
2、 歐洲 

 
   歐盟的語言政策主要為「多語言主義(multilingualism」，近日的主要法案為「歐盟 2000-2010 里斯

本策略(European Union’s 2000-2010 Lisbon Strategy)」，此法案係建立於「以歐洲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架構上。此多語言政策的 2000 年架構，肯定各母語，也重視外國語言(包括第一與其他外語)，鼓勵

各國發展相關策略，以增進學習語言的技巧、動機、實用性與重要性； 2005 年的架構，進一步提出

細部的策略，例如與訊息社會連結，語言的教學、考試與認證，語言工業，語言通譯服務，語言與消

費，建立多語言社會，達成歐洲使命，成為歐洲公民(Krzyzanowski & Wodak, 2011)。 
目前歐盟是採市場邏輯的方式處理，如此，將少使用的語言將容易消失，Tender & Vihalemm (2009)

為解決這個問題，以保持歐洲語言的多樣化，他們訪談了歐盟的語言學專家，提出的建議是「母語加

上二個外語」，將能在歐洲內部維持一個「語言市場(language market)」的狀況，同時，也能有數個主

要的語言產生。 
歐盟的學校大多自 6-9 歲開始教授外國語，最早的是比利時德語區於 3 歲開始。英文為最受歡迎

的外國語(教育部電子報，2012.10.11)。 
德國於 50 年代移入不少外籍人士，移民子女因語言與學習上困難，而學業成就較一般學生低落，

此與教育機會的欠佳有關。因此訂定新移民子女的輔導計畫，於 2002 年頒布「教育從早期開始」協

議，重點包括：整合中央至地方政府計畫，語言學習，培育多元文化理念，家長投入多元活動，培育

幼教人員(謝斐敦，2008)。 
Sabatier & Berry(2008)研究法國和加拿大的第二代年輕移民，發現他們在適應歷程上有些許不同，

但是，共同的是：家長的文化涵化和家庭溫暖度，以及國家對多元文化、學校、與家庭的政策，均會

影響青少年的適應過程。此二學者認為，若希望第二代移民青少年能成為對國家有貢獻的力量，政策

必須注重對移民家長的支持。 
愛爾蘭(Ireland)於 2003 年制定的「官方語言法案」(Official Languages Act)明定其官方語言是愛爾蘭

語(Irish language)，並力促增加愛爾蘭語的官方使用機會。但是，事實上，只有 14%的愛爾蘭人視愛

爾蘭語為母語，41%的人視他們自己為會說愛爾蘭語者；只有 2%的愛爾蘭人，在學校外的其他日常

生活說愛爾蘭語，因為，雖然愛爾蘭語為學校課程之一，英語仍為主流語言。Walsh (2012)認為語言

政策的制定，需建立在國家的語言實務(生態)、管理(計畫)與信念(理想)上，同時，也要考量所在社會

的各個層面，例如，家庭、宗教、工作場所、學校、法律、軍方、各級政府、語言活動團體、國家外

在的層面等。Armstrong (2012)研究三個力圖復興「愛爾蘭語」的社區，研究結果發現，除了理念的

支持外，也需要加強愛爾蘭語的使用場域。 
法國採取的學校語言政策是「單一法語」，也就是法語是學校唯一主要的語言，Bonacina-Pugh (2012)

研究移民到法國的新移民學生，在抽離式法語課程中與教師的互動，結果發現：在這樣的課堂中，無

法全然以「單一法語」做為溝通的語言，在這些課堂中所採取的是「實務語言政策(practiced language 
policies)」，也就是在實務上，需要容許各種語言與文化的互動，新移民學生才能學習法語。 

拉托維亞(Latvia)和烏克蘭( Ukraine)原來的官方語言政策是雙語政策(兩國的地方語，加上「俄語」)，
但是於後蘇聯時代，已改為單一官方語言政策(不包括「俄語」)，其目的是使兩國能各自保存其地方

語言。但是，這個單一官方語言政策，可能危及兩國以俄語為母語的民眾權益(約有 43%的拉托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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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說俄語，33%的烏克蘭人民說俄語)，Pavlenko(2011)稱此為語言權力與說話者權力間的衝突。 
 
 
3、澳洲與紐西蘭 
 
澳洲提供新移民及其子女教育措施的內涵包括：(1)「成人移民英語學習計畫」（Learning English with 

the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 AMEP），提供成人移民基本的英語訓 練。全澳洲設有250 個成人

移民英語學習計畫中心，經過專業培訓人員提供 510 小時免費的英語學習協助，可採課堂學習或遠

端學習的方式實施。若移民育有學齡前孩童，則提供免費的「兒童照管托兒服務」。專業培訓人員會

安排時間了解移民進步的情況，作為繼續學習或就業的基礎；(2)「虛擬閱讀空間」（Virtual reading room, 
vrroom）館藏澳洲相關地理人文等記錄，以增進新移民對澳洲的了解(顏佩如，2009)。澳洲透過網路

彈性適性的實施方式，以及移民學習時提供貼心的育兒照顧，頗值得參考。 
紐西蘭主要透過「毛利語委員會(the Ma¯ori Language Commission)」和「毛利發展部(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等二個官方組織，針對非毛利語的人民，提升其對毛利語的正向態度。de Bres 
(2011)的研究發現：這兩個部門所推廣的政策大多能有效提升民眾對毛利語的正向態度，民眾也喜愛

相關的宣傳物，但是仍有一些缺點存在，例如，對毛利語沒有興趣的人，其正向態度較弱；大多數人

在此研究之前，未曾見過相關文宣；民眾並不知如何學習和使用毛利語。 
 

 
4、非洲 

 
盧安達(Rwanda)目前的語言政策是取代法語，而以英語為國語(教學的唯一語言)，認為此政策將可

協助盧安達內部的整合、和平與經濟發展，也能幫助弱勢學生進入職場。但是，美國學者 Samuelson 
與 Freedman (2010)認為盧安達有機會發展成「多語言政策」，因為盧安達已有一個廣為大家所用的日

常語言，此日常語言與團體的連繫與認同有關。 
摩洛哥(Morocco)人的日常用語為阿拉伯語，但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語言為法語，於西元 2000 年制定

「教育改革法」再一次肯定阿拉伯語為教學的語言，但是，在科技語言則採開放、多元的策略(主要

為法語、也可能開放英語)。Marley(2004)研究摩洛哥一城鎮的師生指出：大多數師生贊成阿拉伯與法

語並存的雙語政策、於學習階段越早加入外國語言課程越好，也相信摩洛哥將能於雙語教育的增加中

獲益。 
 

5、 亞洲 
 
   在大陸的課程中，英語是 7-16 歲學生的必修習課程，也是高等教育重要的課程，大陸官方將英語

視為時代所趨與全球語言，強調英語的實用層面，為國家與個人國際發展的重要能力，將英語塑造出

代表現代化與機會的形象(Pan, 2011)。 
新疆維族背景學生到上海就讀高中，若有明確學習目標、積極學習態度、適當心理預期，與當地

師生能有較多的互動，則其文化適應較佳(史靖宇、趙旭東，2008)。 
留德的大陸學生如採融合策略，德語能力會較佳，心理適應較佳；如採排斥策略，德語能力較弱，

適應上較困難，身心狀況不佳(余衛華、王姝，2010)。 
1997 年，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大陸的特別行政區，除了 114 所國中保留英語為學校的

教學語言外，其他國中的教學語言改為中文，但後來發現，畢業於英文授課國中的學生較多進入大學，

也獲得較好的成績。自 2010-2011 學年度開始，上述政策開始放寬，允許中文授課的國中有較廣的空

間以英文授課(Evans, 2011)。 
為協助新移民子女需適應語言學習上的問題，香港的主要教學內容包括，粵語的聽說、繁體字、

英文等(顏佩如、顏秀如、林雪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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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是標準的華語與英語，政府的政策是減少華語的各方言與「新加坡式的英語

(Singlish)」，但是，這些政府期望減少的語言，卻常出現在選舉、公共政策、公眾事物上(Wee, 2010)。 
 以色列大約有 4/5 的人說希伯來語，1/5 的人說阿拉伯語，二者均定為官方語言，但是希伯來語

仍為公眾場合的主流語言。Yitzhaki (2010)用焦點團體的方式研究說這二種語言者的想法，並建議以

「本土性」和「功能性」的觀點來了解以色列這二個語言間的緊張狀態。 
 
上述文獻探討指出各國的語言政策有其獨特的文化脈絡因素，雖然可供參考，但是，相關新移民、

語言政策的擬定，仍宜以本國的文化脈絡做為優先的思考起點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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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質性與量化研究法進行研究，首先以質性研究法，訪談較少數量的新移民、其子女與其

子女的導師，而能對研究問題進行初步的了解；接著，以質性研究結果為基礎，輔以文獻探討，編制

問卷，進行全臺灣較大樣本的施測。其研究步驟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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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 

 
因本研究著重於新移民的親子共學，而共學的情境，大多發生於國小時期或之前，故以新移民、

其就讀國小的子女及其導師(即親師生)為研究重點。但，親子共學的重要成果指標，實展現於國中以

上(含國中、高中、大學)階段，故也將會對國中以上新移民子女進行研究。不論是質性訪談或是量化

施測部分，均會盡可能平衡臺灣各區新移民子女就學的比例。 
 

一、質性研究人數 
 
  因為親子共學可能受新移民國籍的影響甚多，故，質性研究的樣本選擇，是以新移民的國籍為主要

選擇標準，依照新移民在臺灣的人口比例，選擇來自不同國籍的新移民為訪談對象。其次，再盡可能

平衡居住地(北、中、南、東)，性別方面，則較不考量。最後的樣本分配，請見表 3-1。合計訪談 57
位新移民家長、新移民子女及其老師。 
 
表 3-1  按國籍、性別、地區分之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人數比與實際受訪之新移民家長、新移民子

女及其老師之人數 
  新移民子女 

就讀國中小人數 1 
新移民 
家長 

國小 
學生 

國中以上 
學生 2 

老師 3 合計 

母國國籍 大陸 36% 4 5 6  15 
 越南 35% 9 8 3  20 
 印尼 16% 2 2 3  7 
 其他 4 13% 1 0 3  4 
性別 男 52% 0 6 8 1 15 
 女 48% 16 9 7 10 42 
臺灣地區 北部 43% 9 8 3 7 27 
 中部 28% 0 0 6 1 7 
 南部 27% 4 4 4 1 13 
 東部 2% 3 3 2 2 10 

合計  100% 16 15 15 11 57 
註 1：參考自表 1-4 (教育部統計處，2011)。 
註 2：國中以上學生包括 6 位國中生、8 位高中生、1 位大學生。 
註 3：因所有老師均教過或正在教來自多個母國國籍的新移民子女，故無法計數老師教授學生的國籍

別。 
註 3：受訪家長之母國國籍為菲律賓；受訪 3 位國中以上學生中，其中 2 位為菲律賓、1 位為緬甸。 
 
二、量化研究人數 
 
1、 抽樣 

 
在量化問卷施測部分，將進行「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以「臺灣北、中、南、東區」為第一

層，計算新移民子女人數比例，決定各區施測學校數(表 3-2)；接著，以叢集抽樣，在第一層內「新

移民子女人數較多的學校」作為抽出單位，此為第二層；最後，每校抽測新移民子女(學生)40 人、教

師 5 人。學生人數不足部分，可施測一般生，做為比較，以加深對此議題的了解。預計抽樣施測總數

為 60 所學校(國小、國中、完全中學各 20 所)、學生 2400 人、老師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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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量化研究臺灣四區抽樣校數、學生數、老師數 
 
臺灣地區 

新移民子女 
就讀國中小人數 1 

國小 
校數 

國中 
校數 

完全中學 
校數 

校數 
合計 

每校 40 生 
合計學生數 

每校 5 師 
合計老師數 

北部 43% 9 9 9 27 1080 135 
中部 28% 5 5 5 15 600 75 
南部 27% 5 5 5 15 600 75 
東部 2% 1 1 1 3 120 15 

合計 100% 20 20 20 60 2400 300 
註 1：量化研究時已有 100 學年度之統計資料，呈現於表 3-4 (教育部統計處，2012)。此臺灣四區人

數百分比，同於表 1-4(99 學年度)。 
註 2：參考表 3-3，抽樣施測「辦理母語傳承課程」之數所國小(北部 3 所、中部 1 所、南部 1 所)與國

中(北部 1 所、中部 2 所)。 
 

表 3-3  99 與 100 學年度辦理母語傳承課程之學校數 1 
  國     小    國    中   完全中學 
臺灣地區 99 學年 100 學年 小計 2  99 學年 100 學年 小計   
北部 9 10 12  1 0 1  0 
中部 3 9 11  0 2 2  0 
南部 16 20 31  0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合計 28 32 54  0 0 3  0 
註 1：資料彙整自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提供之「99 年度、100 年度各縣市政府執行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

教育輔導計畫」申請案記錄。 
註 2：有部分學校 99 與 100 學年度均辦理，故「小計」為「辦理之總校數」，而非「辦理之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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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100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國中小人數統計(縣市別) (教育部統計處，2012)與分區人數百分比

統計1 

 
註 1：臺灣北中南東四區的分法，參考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 
 
2、實際施測 
 
  實際施測共 48 校，學生總數 1783 人、教師數 234 人。以各種方式計數，回收率約 8 成。 
 
表 3-5 量化研究臺灣四區施測校數、學生數、老師數 
 
臺灣地區 

國小 
校數 

國中 
校數 

完全中學 
校數 

校數 
合計 

學生數 4 教師數 

北部 7 7 6 20 734 94 
中部 5 3 4 12 433 56 
南部 5 5 4 14 536 74 
東部 1 1 0 2 80 10 

施測數合計 1 18 16 14 48 1783 234 
抽樣數合計 2 20 20 20 60 2400 300 

回收率 3 90% 80% 70% 80% 74% 78% 
註 1：含施測「辦理母語傳承課程」之國小 4 所(含北部 2 所、中部 1 所、南部 1 所)與國中 2 所(均在

中部)。 
註 2：參見表 3-2 合計列。 
註 3：回收率 =施測數合計/抽樣數合計。 
 
  表 3-6 呈現學生國籍背景與性別、年段之人數，其中，大陸、越南、印尼、一般生各項均分別超過

200 人，其他，則人數均少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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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量化研究施測學生之國籍背景、性別、年段人數 

國籍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未

填 
合計 

性別 男 254 145 92 13 20 8 16 11 201 38 798 
 女 275 197 125 18 27 15 22 9 222 34 944 
 未填 11 5 7 2 0 0 1 0 7 8 41 
年段 國小 230 160 61 15 12 8 14 5 129 32 666 
 國中 258 176 133 13 31 14 19 13 214 28 899 
 高中 44 8 27 4 3 1 5 2 83 7 184 
 未填 8 3 3 1 1 0 1 0 4 13 34 
母語傳

承學校 
是 56 45 30 5 1 8 1 0 56 14 216 
否 484 302 194 28 46 15 38 20 374 66 1567 

合計  540 347 224 33 47 23 39 20 430 80 1783 
註：大陸含港澳子女。國小為 1-6 年級; 國中為 7-9 年級; 高中為 10-12 年級。 
 
 
  共有 234 位教師填問卷，其工作年資的平均數(M)為 11.71 年，標準差 (SD)為 7.11 年。其性別與年

段人數，請見表 3-7。 
 
表 3-7 量化研究施測老師之性別、年段人數 

性別 
服務學校 

男 女 未填 合計 

國小 (1-6 年級) 17 70 3 90 
國中(7-9 年級) 32 43 3 78 
完全中學(7-12 年級) 20 45 1 66 

合計 69 158 7 234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有五，主要分為二個部分：(一)依文獻與本研究目的，制定半結構式的新移

民親、師、生訪談問題，以進行質性的訪談研究；(二)依據質性研究的結果，編制新移民親子和老師

問卷，進行量化的問卷施測研究。 
 
一、 新移民親、師、生訪談問題 
   

研究者依文獻與本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問題，以此訪談問題為基礎，訪談國小親、師、生與國中

以上學生。故共產生 3 份訪談問題：「新移民親子共學家長訪談問題」(附錄一)、「新移民親子共學老

師訪談問題」(附錄二)、「新移民親子共學學生訪談問題」(附錄三)。 
 
二、新移民親子、教師問卷 
 

依據質性研究的結果與文獻，初擬新移民親子、老師問卷，再經第一階段專家會議審核後修改，

編制「新移民親子共學親子問卷」(附錄五)、「新移民親子共學老師問卷」(附錄六)。 
  因為質性訪談的結果顯示，一些新移民家庭的父母，不在子女身邊；若是在子女身邊的，除陸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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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多在閱讀國文上會產生困難。故，若是一定要新移民填寫，將會造成很大的樣本偏誤。故，採「親

子問卷合併」的施測方式：請學生本人填寫親子問卷，如有需要或不清楚處，可詢問父母或其他家人。

(附錄五) 
 
 

第三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方法的部分，是為探討研究對象對特定現象的了解。所有訪談，將採個別的方式進行。

所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之後，將所有錄音資料轉寫為逐字稿。逐字稿將進行以下的質性資料分析：

開放編碼(open coding)、持續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進行分類(categorization) 、產生理論(theory 
generation)。此質性資料分析法，博採一般質性資料分析、現象詮論學(phenomonography)、紮根理論

(grounded theory)等的方法學而形成(Charmaz, 2000; Marton, 1981; Miles & Huberman, 1994;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 

將交互檢核親師生三者的訪談結果，以提高質性研究結果的可信度，並形成問卷初稿。再經專家

審核與預試，完成問卷定稿(附錄五、六)。 
 
二、 量化研究 
 

量化問卷資料收集後，進行資料整理輸入的工作，進行統計分析。 
1、 百分比：回答研究問題 3、5、7、9、10、11。 
2、 相關分析：回答研究問題 4、6、8。 
3、 變異數分析：回答研究問題 9。 
4、 卡方考驗：回答研究問題 13、14。 

 
 
 

第四節 研究進度 
 
本研究將分三階段進行：文獻探討、訪談研究與問卷編制；問卷施測與回收；問卷施測結果分析、

討論與報告撰寫，分述如下。(預定進度，請參見圖3-2。) 
 
第一階段：文獻探討、訪談研究與問卷編制 
 
1. 文獻探討：除本申請書所載之文獻探討外，將繼續加深與加廣相關文獻探討。 
2. 建立新移民親、師、生訪談問題。 
3. 訪談新移民親師生。 
4. 逐字稿騰寫與分析。 
5. 根據逐字稿內容進行分析，輔以文獻探討，編擬問卷向度及主要內涵，確定新移民親、師、生問

卷內容初稿。 
6. 建立專家內容效度：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問卷初稿內容，提供建議。 
7. 問卷預試與修改：數位學生與老師進行問卷預試，根據預試者提供之意見，修改問卷，最後形成

正式問卷。 
8. 繳交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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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問卷施測與回收 
 
1. 抽樣：選定研究樣本，依各縣市新移民人口數比例，進行學校抽樣，詢問協助施測意願。 
2. 發放問卷：以郵寄方式寄到學校，並附回郵信封，施測完成，請學校寄回。 
3. 催收問卷：在問卷發出兩週後，開始進行電話催收的工作。 
4. 整理問卷資料：問卷回收後，將每份資料逐一登錄在電腦中， 
 
第三階段：問卷施測結果分析、討論與報告撰寫 
 
1. 對問卷施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2. 對統計分析結果進行初步解釋與討論，撰寫結案報告初稿。 
3. 邀請專家學者，對結案報告初稿提供修改建議。 
4. 根據專家學者建議，進行結案報告修改，完成結案報告定稿。 
 
 
 
                 月 次 
 
工作項目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註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文獻探討               

訪談、分析、問卷編制               

期中報告撰寫與繳交                

問卷發放及回收               

資料處理與結果分析               

期末報告撰寫與繳交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5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圖 3-2 預定進度甘特條型圖(Gantt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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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質性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內容為回答研究問題 1 與 2，以「新移民親子共學的學習內容」為節次，共分四節陳述：

第一節分析新移民母語之親子共學，第二節描述臺灣語文之親子共學，第三節探討一般教養之親子共

學，第四節闡釋社會生活之親子共學。其次，在每節下，分別探究新移民、其子女、以及其子女的老

師等三方面，所經驗的關鍵情境策略，並分析此關鍵情境策略可能的影響因素(包括前置、歷程與結

果因素)。 
 

第一節 新移民母語之親子共學 
 
一、 新移民 
 
(一)關鍵情境策略：以與母國之真實人地互動促進母語學習 
 

新移民大多以「與母國的真實連繫」為教學方式，來增進子女學習母語的需要感與動機。陸配方

面，由於大陸與臺灣語言的近似度高，較高學歷的陸配對母語的教學，事實上是更加強子女「國語文

學習」的深度。 
 
 他語言，因為媽媽從小對閱讀就很重視，所以其實他的語言程度比同年級的孩子來說…還更好，

比如說像成語的部分，他會應用、也了解。再加上母親會帶他回去故鄉，然後他比一般的孩子有

出國的經驗…像他們暑假的時候就去北京。(談其4年級學生-陸配之子。教師，女性，東部；編

號i1t0) 
 
 我外公是老師，所以我媽媽從小就接受很好的教育。…(媽媽)應該可以(教我國語)，他都說去問

字典。…自己去查。我成語用不對的話，他會糾正我。(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他的語文能力不錯，他的文章還曾經投國語日報，還有刊登。…他本身就很喜歡寫作，他還有自

己的部落格。…她的生活點滴啊，然後比較特別的生活經驗、加照片，全部都po到他的部落格。

(談陸配子女。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但是，普遍來說，陸配不教「大陸地方語言」。 
 
 (媽媽講的臺語，跟我們在xx(地名)說的臺語，)有一點點不一樣，但聽不出來有什麼差別。(媽媽

在家)不會(跟我們說臺語，)我們家都講國語。(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在所有外配中，最重視教子女「母語」的，似乎是越配。他們比較會採「直接主動教學」的策略，

並以「與母國家人連繫」做為主要學習情境。 
 
 有時候的話，媽媽會教我一些…因為我媽媽說越南那邊的親戚還有奶奶…還會打電話來，所以我

媽媽說還是要學一點，然後溝通。…(我)不會(直接用越南話跟奶奶講話)…(但)媽媽會在旁邊提醒

我。(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二)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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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語的價值觀：語言，主要為了生活；不同國籍的新移民，教母語的程度、價值觀不同 
   
「語言」的目的何在？新移民似乎提供了一個實用主義的答案：只為了「生活在當地使用」。新移

民大多不否認「多一種語言」的好處，不排斥「教子女一兩句」母語。但是，大多新移民還是認為其

家庭所居住地的臺灣當地的語言(「夫語」，例如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較其「母語」重要。因

此，新移民子女在國小的母語課程，大多選修「臺灣當地的母語」(若為女性新移民，即為「夫語」，

對子女而為，即為「父語」)。另一方面，大多學校可選修的「母語」種類不多，只有少數學校提供

外籍配偶國籍的語言課程。 
不同國籍的新移民，教母語的程度不同，其觀點也不同。陸配似乎較少教子女「母語」(大陸地區

的方言)，而較「尊重」夫語或國語。其次，他們也擔心「國語」與「大陸地方語言」的「微小差異」，

易讓子女有大陸口音而不利於子女在臺灣生活。 
   
 我是覺得學這個他爸爸臺灣這邊的語言比較重要…我覺得臺語…講起來也是很像很好聽一樣。…

我是不會講，只是我聽著覺得欸，就蠻好聽，你看唱歌，那些臺語歌都好像很好聽。…我是希望

他(讀國小四年級的兒子)會唱臺語歌又會講臺語這樣，很好。…因為我自己會想，欸、覺得孩子

欸，講臺語比較好的感覺。……以後也是會教他一兩句，只是簡單一兩句(客家話，-母語)給他聽。

(陸配，女性，東部；編號i1m2) 
 

 我覺得會聽(母語-福州話)就好啦。(我覺得…不用去學，因為)，講國語就講習慣啦，就不習慣講

家鄉話啦，除了跟外婆以外…小時候我擔心如果都講母語的話，(孩子的)國語發音會講不準，所

以從小就(只跟子女)講國語。(陸配，女性，北部；編號j2m1) 
 
  如之前提及的，越配似乎較其他外配，更積極於教子女與家人母語。其價值觀為：多語言，多優勢。 
 
 就是我老公這樣學幾句而已，就背不起來，他不用我講，假如他說他用國語跟我講，他說那媽咪

那個是什麼意思，要我翻越南給他聽。啊意思叫他背起來，就以後跟我，都跟我講越南，啊他不

懂都會問我是什麼意思，那就是我們怎麼講。(越配，女性，南部；編號i2m4) 
 

 我覺得臺灣生活真的不錯，國小又有很多語言可以學，像我婆婆是客家人，我先生也是，就可以

學客家語還有越南語，所以我覺得不錯。(越配，女性，北部；編號i5m0) 
 
  陸配、越配之外的其他外配，似乎較近於「陸配」，不主動、也不在子女還幼小時教母語，認為國

語的重要性大於其母語。如果真的「教母語」，理由也是為了有一日回到母國，方便子女與母國的人

溝通。 
 
 (媽媽)不會主動教(我)印尼話…因為我媽她只會覺得，我只要學國語就好，如果等我國語全部熟

練了之後，我媽她就會教我印尼話了。(印配之女，4年級，北部；編號i6s1) 
 
 問：那你在家有沒有教你的孩子學母語？就是菲律賓語？ 

答：還沒有。 
問：如果讓小孩學菲律賓話，你有什麼想法？為什麼讓他學？ 
答：I think…it’s good if you know a lot of languages. One more thing is that we can say the language 
here in this country. Maybe...in the future, my son will go to my own county.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he 
ought to know our language there. If he doesn't know how to speak, how will my parents there, my 
sister, my brother, my cousin, how they will interact? So it's important. (菲配，女性，北部；編號i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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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菲律賓母親的國語是「英語」，即使「英語」是臺灣很重要的課程之一(即，第一外語)，此

菲律賓母親，也不會主動教母語(英語)，其次，即使教母語，其理由也是為了與家人溝通，不是為了

「功課」。這似乎與此菲律賓母親受其母國教育觀的影響有關，她不覺得「智育」是最重要的，她希

望學校： 
 
 A school in 菲律賓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aiwan. In Taiwan, there are a lot of equipments. … I think, 

it's more important the child…如果說小孩喜歡運動那種東西、音樂那種東西、還是什麼畫畫那種

東西，就那個學校給他們東西…，比如說要運動的東西，就政府希望可以給學校那種運動的東西。

(菲配，女性，北部；編號 i5m4) 
 
  這不同於臺灣一些家長「越早學英語越好」的觀點(蘇育令、洪菁詩，2009)，也不同於把子女送到

「全英語幼兒園」的做法。當然，此是個案，仍待量化研究施測較大樣本的問卷，才能驗證此假設。 
 
2、 歷程因素 

 
(1)子女接受新移民母語的程度差異大 
 

因為越配較主動、積極地教母語，她們及其子女，也較會感受到、反應出：子女在「願意」學習

母語程度上的顯著差異。 
 

 小的我有教，那個大的…他不會學啊，我教他都不講。…他不說，那個小的他會說。…我打電

話回去啊，我…跟他…外婆外公啊、阿姨啊、講越南話，他會講，那個大的他就不要。…那個

小的，我教他，他就一直講、一直講，然後大的…我怎樣教他都不講。(越配，女性，東部；編

號i1m1) 
 

 有時候會…就在洗個碗的時候，她就說：你怎麼都不想學越南話？我現在來教你好不好？(我就

直接跟她說：)不好！…(如果學校真的開越南語的課，我)也不會去選。(越配之子，12年級，中

部；編號j1s2 ) 
 
  其他新移民因為較不積極教母語，新移民本身及其子女較不會有此明顯的「受拒或拒絕」的感受。 
 
 如果我想要學的話，我會問我媽，然後我媽媽她就會跟我講一點點，不過我現在好像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我問的時候，我還在幼稚園。…(我現在還有在學印尼的話，) 我媽在跟我外婆講電

話的時候，我都有在旁邊聽。(印配之女，4年級，北部；編號i6s1) 
 
(2)新移民的配偶支持，讓新移民及其子女與新移民母國連繫 
 
  由於「與母國的連繫」是重要的學習新移民母語的關鍵情境策略，如果這個「關鍵情境策略」無法

出現，那麼似乎不太可能進行「母語」的教學。而新移民之配偶的支持，似乎是促成此「關鍵情境策

略」的重要因素。 
 
 他(學生)完全不會講她媽媽的母語，越語。…因為我有問過她，我問她有沒有去越南玩啊？…她

說沒有。那我就說你怎麼不去？…他沒有講原因，只有講爸爸不會帶她去。她也沒有回我媽媽的

話。(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3、結果因素：「與母國的連繫」為「學習母語」的動機策略，使新移民子女能聽與說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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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母國的連繫」對部分新移民子女來說，確實是有效的「學習母語」動機策略，這引起新移民子

女「主動學習母語」，自然而然地，也學會「聽」與「說」母語。 
 
 還沒去越南的時候，不會想學，去越南之後，就會想學。(八年級選修「越語」)， 下學期九年

級就不能選，(因為)九年級之後就沒有這堂課。(越配之子，8年級，北部；編號i5s1) 
 

 每次去(印尼)…就將近一個月，就媽媽當作翻譯人啊！(我會講)…一些像「你好、吃飯、睡覺」

這樣子而已。(媽媽在家裡沒有直接教)，我自己去問媽媽啊！(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他聽我講，嗯、打電話回家，跟我爸媽講話，他聽，他…就會講了。…就久久回那邊一趟嘛，回

那邊一個禮拜十二天，我們那邊人都講那個話，都講我們越南話。(越配，女性，南部；編號i2m4) 
 
二、 新移民子女 
 
(一)關鍵情境策略：全語言的情境學習 
 
新移民子女的母語學習，大多仰賴「全語言的環境」，這也是他們印象中最深刻的母語學習情境，

學習效果也最佳。大多數的新移民子女曾例行性地回到外配家長之母國，度過漫長的暑假；也有不少

新移民子女曾於過去的某個時期，於外配家長的家鄉度過長於 1 年的時間，這期間，大多有「父母二

人或之一缺席」的狀況，由其他家族親人代為照顧。 
 

  (在臺幼稚園畢業後去越南一年，差不多都會講越南話，回臺重讀小一)…通通都會把國語給忘

掉了…然後，會帶一些臺灣的國語課本給我們看一下，…是我們之前的，是我的姑姑跟…買的。

(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二)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學主流社會的「母語」 
 
  主流文化引導學生選擇「較為主流、強勢」的「母語」。 
 
 問：學校的母語課，你是選什麼？ 

答：臺語。講得…沒有很標準，只是還可以。(陸配之女，4年級，東部；編號i1s2) 
   

 問：譬如說你們班上又有越南的、又有印尼的媽媽，又有菲律賓的媽媽，那如果讓你們選，說你

們…可以去選越南話你會去選嗎？還是…還是選臺語？ 
答：還是選臺語。…(因為)學比較快，因為比較會。(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2、歷程因素：全語言情境切換後，維持不易 
 
在此「全語言」的關鍵情境下，其特徵為「全有或全無」，也就是在「切換」到另一「全語言環境」

時，總會出現適應上的困難。一離開之前的全語言情境，要維持「母語的能力」仍是費心力之事。 
 
 小朋友有在外面住過五年，所以越語很好，對越語都會，都聽的懂。但，他都不會回答我，我才

嚇一跳！糟了！居然不會講，難怪環境學習很重要。…媽媽要帶你們回去，怕你們不會講、聽不

懂 我剛開始講：「你講中文，媽媽不回答」。後來覺得，好像是在傷害他們，後來就說：「如果

一個晚上講越語，媽媽就給你十塊錢做獎勵。」所以他每天很認真。但是現在我很忙，他就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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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配，女性，北部；編號i5m0) 
 
3、 結果因素：聽與說為主、從劣勢轉為優勢 

 
母語的學習順序大多為：聽、說、讀、寫。新移民子女的母語學習成果，大多止於聽或說，較少

讀、寫。相近語系的不同語言，會產生部分干擾現象，如越語和英語都是拼音系統，越、英語會有干

擾現象 
 

 就是生活的用語就是隨口說…不會寫，只會講這樣子，反正比手畫腳啊講。(印配之女，10年級，

中部；編號j1s1) 
 

 英文，要背單字那些的，還有要用句子，就是會比較難，因為之前會用越南，然後就會兩個全部

搞混…現在還會有一點搞混。(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但，較為長大後，在不同語言的能力上已趨穩定，而較能分辨多個語言，更能肯定「多一個語言(母

語)」的價值，也希望得到社會的「認證」。 
 
 國中，有一陣子會有(被欺負的感覺)…國中啦！國中就比較討厭，阿之後想說算了習慣了啦，就

不要理他們就好了…我就是混血兒嘛，講好聽一點就是混血兒，阿後來就會…就會說我會多一種

語言，比他們厲害…就是說…讓我們去學他們的語言，也可能做個認證，也會比較有保障…(就
像我們現在客語認證)。(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三、 新移民子女的老師 
 
(一)關鍵情境策略：學校營造「尊重、榮耀母語的氛圍」 

 
雖然，多數老師支持母語課程中加入新移民母語選項，但是，他們還是覺得重點是在營造「尊

重的氛圍」，讓「會母語」成為學生的榮耀。 
 

 像我們(新移民)這幾個孩子，這些孩子學的通通都是閩南語啊！…我們鄉土語選修…他們孩子學

閩南語。…(學校) 找不到師資(讓他們選擇印尼語或越南語)，現在教育部也沒開這樣的經費啊！

像原住民語就有啊！如果你有一個鄒族的，那就要去找那個老師，除非找得到或者家長願意改掉，

有嗎？沒有這樣的環境啊！…家長沒時間，再來，你去哪裡開教室？所以母語為什麼要由學校來

做？…家裡自己教就好了？…只要我們對她有基本尊重，我覺得態度比較重要。…其實，本身講

得好的孩子，他絕對不是學校學的…應該是來自於家庭。…學校在營造這樣的一個環境而已！…，

孩子他有時候會跟你分享一些他覺得有興趣，或者對她來說是有榮耀性的事，可是媽媽的語言這

部分，從來就不是孩子願意分享的那一塊，…(所以，重點是)如何有這樣的一個適當的機會去呈

現，讓它(母語)成為一個榮耀的部分。(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二)影響因素 

 
1、母語在家學，非老師了解的範圍 
 
老師大多肯定「母語」，但，覺「母語」在家學，非學校的本業，因此，也不太了解家長母語教學

狀況。 
 
 我覺得喔，他會自己的母語，他如果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故鄉，還是會有一些幫忙，…如果媽媽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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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教，其實也是不錯的…小孩子感覺上，還是比較沒有那麼有興趣。…不知道(這些媽媽是否想

要教小孩子母語)。 (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媽媽教過他們什麼，當然我們沒問也是個重點，我們可能以後要再特別問一

下。(教師，女性，東部；編號 i1t0) 
 

2、主流文化在國、英、數 
 
 現在主流文化還是在國語這個部分…包括原住民的家長也一樣，他們很多原住民的家長都跟你說

「我學原住民語幹嘛？」…現在是為加分…因為現在整個環境裡面，覺得學英文會比這個好。國

語…普遍在使用，日常生活使用。 (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3、學生選「主流母語」 

 
當學校「母語」成為必選課程，學生似乎傾向選「主流的母語」，即臺灣的主要方言，各地不同。 

 
 因為那時候(母語課)只有兩種語言(選擇)，一種是阿美語、一種是臺語。家裡講臺語，所以想選

臺語。(緬配之女，7年級，東部；編號j4s2 ) 
 

 生：爸爸是布農族，小學的時候有這種選修課程，有這種選修課程，就選了、考過了。…有(夢
想說成立媽媽的那一方面語言，)…後來因為說既然是國際語言，多學一種不妨啊！ 
師：…所以應該是說，因為其實我們臺灣已經有很多類似像這種家庭，那如果說，你覺得像我們

現在國小…老師知道的，就是有開客語嘛，當然閩南語這兩個很大宗嘛，有些原住民的區域的學

校，當然有開原住民的，對不對，那如果說萬一，如果說你們人口也不少喔，那妳也希望開囉？ 
生：對啊！ 
師：那妳就會去選嗎？ 
生：會啊會啊！(印配之女，10 年級，中部；編號 j1s1) 

 
 

第二節  臺灣語文之親子共學 
 
新移民及其子女在臺灣，需要學習臺灣的語文，除了國語外，還有配偶、家庭所在地的「方言」，

例如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 
 

一、 新移民 
 
(一)關鍵情境策略：自學、正式學國語；情境學習方言 
 
國語方面，大多數新移民曾參加短期的國語正式學習，但是，很快地會轉為長期的情境學習，包括

子女上學後，與子女一同學習成長。其他地方語言方面，則是「全語言的學習環境」，大多達到會聽

的程度，「說」則因人而異。 
 
1、 國語 

 
陸配在國語上，需要重新學習「注音」，並改「口音」，但是，似乎透過「自學」即能成功學會注

音、並改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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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大學…有專門辦那個給外籍…我拼音字母…跟這邊的不一樣…我們是英文字的小寫…又重新

學過。(陸配，女性，東部；編號i1m2) 
 
 喔~我都是靠自己，因為小時候還沒念國小，看不懂注音，你就必須強迫自己學注音，你聯絡簿

才會看得懂，那時候電腦還很古老，我就用鍵盤一個一個比，還沒有請教老師，就這樣一個一個

記下來，後來念國小，聯絡簿就看得懂啦。 (陸配，女性，北部；編號j2m1) 
 
 她是來到臺灣以後才學(ㄅㄆㄇㄈ注音)的。她沒有上(學校的成人教育班)，他好像是看電視節目

自己學的。(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學講國語，她其實也在學講國語，就是我小的時候，她在學啊，她想講的更好。(陸配之女，大

一，北部；編號j2s1) 
 
 她是來到臺灣以後才學(ㄅㄆㄇㄈ注音)的。她沒有上(學校的成人教育班)，他好像是看電視節目

自己學的。(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陸配之外的其他外配在來臺的早期，如果之前在母國無國語能力，或多或少均曾參加過一些正式

的學習國語課程。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是認為他們(政府)做不好，但是我認為不會，我媽媽晚上有去上課，也學到很

多東西，學會怎麼寫國字、講國語。…(我媽媽)她現在聽得懂、可是不會講(國語)…然後，國字

也認得一些了。…所以這對她來說生活上還是有點幫助的，至少她出去還看得懂字。(菲配之子，

12年級，南部；編號j3s1) 
 

 
2、方言 
 
  對外配而言，為了在臺灣生活，除了國語，還要學臺灣的方言。 
 
 …剛開始，欸，什麼都要重新，要認路要聽…臺語，因為我不會講臺語，就是…什麼都困難…會

聽還不會講…有些比較太複雜的，是還有些聽不太懂的。(我在家鄉是)說客家話…(我)是客家人。

(陸配，女性，東部；編號i1m2) 
 

 媽媽打電話來給老師的時候…是講臺語。(教師，女性，南部；編號 i2t0) 
 

 爸爸講國語，媽媽臺語說得很好…她好像是跟阿公學的…她曾經跟阿公住在一起。(印配之女，

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一) 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動機、時間與能力(國籍) 
 
他們大多有高的學習動機，但無時間長期參與正式的課程學習。 

 
 問：你有想過說再回去學校讀書嗎？ 

答：我好想啊…(可是)我現在…我講很忙啦，然後中午載那個小的。(越配，女性，東部；編號

i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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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配因為語言較近，只口音的不同，故，只要特意學習，大多可自己學會。 
 
 我媽媽現在的口音其實大陸人認不出來，其實(大陸、臺灣)口音差很多，只是她來這邊太久了…

而且聽的懂就好了。(陸配之女，大一，北部；編號j2s1) 
 
2、歷程因素：上正式課程的時間 
 
  即使政府、民間機構提供機會，但在實際運作上，並非所有的新移民都有空參與「正式的課程」學

習國語，並且，大多沒有辦法長久參與。 
 
 問：媽媽只會臺語喔…那你有沒有印象中像我們有的學校啊，國小啊，它都有開那種什麼…就是

學ㄅㄆㄇ的，學國字的，媽媽會寫國字嗎？ 
生：她不會寫國字，不過她會說國語。…她會說不會寫。 
師：她有去過這種班嗎？ 
生：沒有。(越配之子，12 年級，中部；編號 j1s2 ) 
 

3、結果因素：大多可達臺灣語言之聽說程度，除陸配與上較多課程者外，較難達讀寫程度 
 
新移民國語學習的精熟程序為：聽、說、讀、寫。但，較難達到讀、寫的程度。最後，除陸配外，

在讀寫上大多需依賴子女，除非較長期參加正式的國語課程。 
 
 因為我有上課，國字都看得懂…我學好幾年了，所有的國字都看得懂。(越配，女性，南部；編

號 i2m4) 
 
 …因為她只認識簡單的字啦，所以(看新聞、看電視時) 會聽，聽得懂，可是如果有跑馬的那種

就看不懂了！…她去正音班沒有很久…(所以)只會講，然後字看不懂。…若是寄到國外會寫印尼

字，若是像那種帳，幫人家存款那種匯率的話， 國字就是叫我們寫！…她想(再繼續學)，可是

不是很多…沒有很多時間。(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二、 新移民子女 
 
  新移民子女的臺灣語言學習，重在「國語」的學習上。 
 
(一)關鍵情境策略：國語文依賴自己、多方資源的教學 
 

在國語的學習上，由於新移民在語言方面無法教子女，新移民子女只好自學，或多方運用資源學

習，主要包括其他家人、老師。 
 
 媽媽沒有教我們(國語)，都是我們自己學…或者是堂哥教 (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就是國字的時候…比較要常常去請問的是爸爸…媽媽比較沒有辦法。…因為媽媽學的是簡體字。

(陸配之女，4年級，東部；編號i1s2) 
 
 因為國小晚讀一年…有一點(受到影響)，幾乎是老師在幫我加強補習，加強國語的部分。(越配之

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二)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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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置因素：在台時間、國籍 
 
  在臺時間較長，國語能力較佳。在國籍上，陸配子女的國語文普遍佳，不受在臺時間所影響。 
 
 這個越南的學生，他可能比較晚來臺灣。感覺他就是表達能力比較弱…特別在國語上，其他的也

比較差一點。…可能是因為在臺灣，時間比較短。 (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就以大陸那邊所看的，真的比較會講話，嘴巴比較厲害很伶牙利齒，不曉得跟他們唯物主義有沒

有關係，我覺得那是一個文化的水準，訓練出來的。我以前只是覺得他們大學生，或者是搞政治

的會講，但是我發現連小孩子都很厲害，那可能是整體的水準就是這麼強，特別是用講的，但是

鏘鏗有力，不代表他說的東西是對的，或是有道理、有邏輯的。(教師，男性，北部；編號 i4t4) 
 
2、 歷程因素：除陸配子女外，國語文情境支持的處理深度略為不足 

 
新移民子女最終均能習得足以在臺生活的國語能力，問題是由於資源的不足，除陸配外，國語文接

觸的深度略為不足。 
 

 現在(國中)還好，幾乎都是選擇題比較困難，有時…意思會不太懂，那些新詩那些什麼，有些人

會被那個弟子規(古代文言文)還有其他東西的，我就沒有在背，別人講的時候會聽不懂…白話文

還ok。(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3、結果因素：注音為新移民子女較弱的一環，國語文為其他學習的基礎 
 
  不論國籍，「注音」是新移民子女較弱的一環，可能是較少用。國語文上的能力是其他學習的基礎。 
 
 不過我覺得相對陸配，我們班上這幾個孩子，考試考注音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出錯。…其實陸配

也是，在注音上也會有困難。(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只要他們語言起來之後，其實功課就不差了，整體而言。(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三、 新移民子女的老師 
 
關鍵情境策略：學校提供額外國語課程 
 
  提供新移民子女額外的國語課程，不論是加廣或加深，似乎都是必需的。 
 
 他們學習能力不差耶，只是有的比較慢來，然後我們還有就是五六年級才過來的那種，真的是注

音那些完全不行，可能學校就另外找人再教這樣子，幫他們。 (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第三節  一般教養之親子共學 
 
一、 新移民 
 
(一)關鍵情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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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較兩國教育觀，並以較優勢教育觀形成對子女的教養方式與期待 
 
子女進入正式學校學習系統後，新移民普遍敏銳覺知到母國與臺灣學校教育在基本「上階教育概念」

的差異，並對兩者做出比較，這些教育概念主要包括「信念」、「價值觀」、「行為模式」上的差異。比

較之後，如果外配所經驗到的母國或臺灣學習經驗呈現出「優勢」，則會就覺知到「優勢教育概念」(例
如：競爭力(努力)、嚴格管教、對人要有禮貌、讀書重要…)，對子女進行直接的教學或表達期望。 
 
 以前老師蠻兇的啦…我們那時候寫功課不對，手拿出來打…啊這邊呢，就不能打小孩。…有時候

他太皮我就叫他要聽話一點…這樣教他。…在這邊，沒有讀書，找什麼工作都沒有。…有時候我

說，我跟兒子說，你不會好好讀書，你長大怎麼辦呢？(越配，女性，東部；編號i1m1) 
 
 大陸的教育是比較封閉型的，它只注重成績，不注重其他各方面的發展。臺灣是開放型的，他會

注重小孩子其他各方面，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臺灣的教育方式，然後~這邊的老師也對學生比較

好、比較親切(陸配，女性，北部；編號 j2m1) 
 
 我辛苦賺錢都交給你補，什麼都給你補，你要什麼都給你，可是我要求你就是給我讀書讀好。…

要學好，交朋友要交好，不要交壞朋友。…所以他…每次跟我說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為了你

啊。(越配，女性，南部；編號i2m4) 
 

 (媽媽)希望叫我們考上比較好一點的學校…然後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有好的可以上班的環境，然後

不要像媽媽一樣。媽媽比較重視國中，因為要升學…媽媽希望我考比較好一點…國小媽媽說小的

時候玩多一點沒關係，但是國中就要開始認真。…只有我阿伯會比較反對我們學美術，因為我阿

伯是做機械類的，所以媽媽說只要尊重我的意見就好。(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我覺得可能他們都是陸配吧！我們的文化背景都還滿相近的，所以其實他們親職教育方面，好像

跟一般學生沒什麼差別，可能都是華人吧！…學業上能夠幫忙得比較有限，但，他們會去push
她做功課。(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2、學齡子女教新移民 
 
  等到子女正式上國小之後，新移民開始向子女學習一些「課業」。 
 
 因為父親工作(例如在國外)，如果一個人負責，像我，很難，對小孩來說，如果我不懂，很難教

他。有時學校有教一些，我完全不懂，他會教我，等於互相學習。(越配，女性，北部；編號 i5m0) 
 
 所以我們班孩子甚至還會有拿課本跟她媽媽講一些故事、分享，所以他就會跟我說媽媽說什麼，

就回應我們課本的一些內容，例如說上一回課本講「去哪裡玩最好玩？原來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是

最好玩的。」課文內容剛好有這一段，他有跟她媽媽分享這個。(教師，女性，南部；編號 i2t0) 
 
(一) 影響因素： 
 
5、 前置因素 
 
(1) 新移民大多注重子女的課業，但是在時間與能力上，略顯不足 
    
  新移民大多注重子女的課業，但是在時間與能力上，略顯不足，而呈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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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她(我們班的陸配家長)也不一定能幫上很多，不過她是很注重孩子啦！他生活重心都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這個學生她數學不會很好。依他的能力跟認真的程度，其實她數學好像就比較弱一點，語

文表達就滿好的。…她媽媽數學沒辦法教他這樣。…因為我們後來教材改建構式以後，很多家長

其實也不太懂建構式的思維，即使是臺灣父母也一樣。(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有時候我不會教他，我看他功課，他不會，我不會教他，我是很擔心啦、很難過啦，我不會教他

啊。(越配，女性，東部；編號 i1m1) 
 
 他家長很重視他的課業，他爸爸是廚師，九點才下班，寫完功課以後就已經不知道幾點了…媽

媽是沒有能力教他。(教師，女性，東部；編號 i1t0) 
 

(2) 國籍：越配較積極參與子女的學習活動，陸配較有能力提供學校實質的協助 
 
不同國籍的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程度，或有差異。老師因為曾教過來自不同國籍的新移民，故，

可就他們所接觸的小樣本，做出一些比較：一般而言，相較於其他新移民家長，越配較積極參與子女

的學習活動，陸配較有能力提供學校實質的協助。 
 

 後來我有發現好像越南籍的媽媽，他現在好像腦子比較活。…因為媽媽都有來參加運動會…甚至

我們學校有來辦跳蚤市場活動，他媽媽也有來參加，然後學校揮毫的時候，就是歲末請書法老師

來揮毫，他媽媽也會來參加，所以可見媽媽的想法會比較不一樣，比較活用，想說參加活動也許

有好的啊，也許可以跟人家作互動、也許他可以遇到她朋友，就比較不一樣。…我就覺得滿奇怪

的，…跟我同事他們討論，他們是說因為可能她們是母系社會。…就會很強，所以她作事情的態

度就比較不太一樣。…所以我後來發現說，這些媽媽你只要讓她參與過一次，覺得你是滿友善的，

或是老師也很客氣會跟她講話，她下次會再來，之後，她下一次就伸出一隻手(主動來參與或協

助學校活動)。(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越南媽媽感覺比較保護小孩。(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我是知道學校有一個越南籍的，媽媽是越南籍的，她媽媽就是很勤快，每天一早就送孩子去上學，

然後就到市場去幫忙賣麵條，媽媽還會把他送去安親班，讓她上課輔、也讓她上英文，而且我看

他父母收入也一般，大概都藍領啦，可是大概對小孩生活所需、教育費、還有穿的衣服各方面，

他們都給孩子很好，雖然他們收入未必是那麼寬裕，他們是對孩子很尊重的。…感覺上越配大部

分都還滿勤快的，很多其實都還開小吃店。(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她媽原籍是大陸福建，嫁給他爸爸之後生了三個，我這個學生是老二，他們家還有個比較小的弟

弟。她媽媽原本是家管，在家照顧三個孩子，後來他弟弟也上小學後，她媽媽就到附近的 xx 學

校的廚房當廚工幫忙。不過她媽媽很勤快，她媽媽還沒去當廚工之前，都會來學校當愛心媽媽、

圖書館志工，後來她媽媽去 xx 學校廚房工作之後，大概都兩點多下班，他連兩點多下班也都會

常常來學校，幫忙呀、走動啊，有時候我們班上辦什麼活動需要志工，會拜託她媽媽來，她媽媽

也滿勤快，配合度很高，對小孩的教育很注重。(教師，女性，北部；編號 i4t0) 
 
(3)於子女教養上，「母職」大於「父職」 
 
  如果家庭完整(非單親、或父母均無)，一般而言，母親對子女的教養仍較父親，負擔較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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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我都是跟媽媽連絡，但是媽媽對這裡的教育情況又不是很熟悉，然後他的國語又還不熟，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了一些單子回去，因為一二年級一開始，我們都是用注音，他也看不懂，

[00:03:01]然後國字他可能認識的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些單子她回去也看不太懂我們到底要做什

麼。(教師，女性，中部；編號 i3t0) 
 
2、歷程因素：新移民傾向隱性與側面支持子女學習 
 
  因為沒有時間，並且，未親自接受過臺灣的教育，即使是很在乎子女學習的新移民家長，也只能採

取隱性、側面支持子女學習策略，包括引入資源-學校、家人、補習班、網路資源等。 
新移民家長對各資源的引入與依賴程度不一，(1)對學校(包括學校的老師)呈現高尊重、高期待、高

依賴的現象，與臺灣一般家長相較，大多非常尊重學校與老師的各種措施，並期待學校老師給子女更

多課業上的幫助；(2)家人的部分，新移民如果是女性，大多是丈夫協助子女，如果丈夫不能協助，

則仰賴夫家的親人(例如，姑姑、堂哥…)，或是由較長的子女教較幼的子女；(3)補習班(安親班)方面，

新移民大多不太喜歡送子女到補習班，但是，送補習班的比例似乎高於一般學生。 
 
 有些家長他是比較隱性，他不常跟老師面對面，因為主要是工作關係，常常都是電話中，那電話

中常常都是由爸爸這邊、臺灣這邊是我們的對口，可是你會發現，比較注重反而是他們，如果小

孩子到一定程度的話，他們有時候就會主動跟你聯絡 …他們都會比較沒有自信…相對比較尊重

老師，都一直說孩子如果有什麼，老師就盡量教，甚至體罰也沒關係，…課業部分的學習，他們

對於老師的教法反而沒有太大的意見。(一般臺灣的家長)意見可多咧！…外配的家長會比較尊重

老師。(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每次回來他說啊學校啊…有時候你不聽話，你再不聽話我打電話跟老師講，不聽話我問老師你在

學校有沒有聽話，我就打電話問老師。…有時候…他說我不會…你哪一個不會，去問爸爸，爸爸

會慢慢教你。…還有阿公阿嬤啊…有時候他姐姐回來都會教他，都會教他，(但)他有時候一個禮

拜回來一次兩次啦。…我以前有給他去那個…那邊的路過來一點就是有補習、安親班。那邊的孩

子…不行。教他還是這樣，沒有什麼進步。我知道，那邊現在補習班那邊也蠻久的啦，我就想那

邊還是不要給他去。…在那邊，一個月要三千塊。(越配，女性，東部；編號i1m1) 
 
 問：現在我們有教什麼自然啊、國語、數學這麼多，音樂啊、體育，還是說，你有沒有什麼不

一樣的想法？對這些課？ 
答：這些課沒有ㄋㄟ，就是我覺得學校教怎樣，就我們接受怎樣啊，可是，看我們小孩能不能，

嘖、就是…就是怎樣，跟得上而已啊。(i4m1) 
 
 媽媽有跟(我在國小時的)老師說一下，說我要被教一下，所以安排在…考第一名的同學身邊…有

(幫助)啊，有進步。…阿伯帶我們去…佛教，出家人有些會鼓勵(要努力)。…沒有補習…堂哥數

學比較強，媽媽鼓勵去問堂哥這樣。(越配之女，8年級，北部；編號j5s2) 
 
 我就是盡量…有時候就是…我會的我盡量教他，不會的我會去問…在電腦上面問人家…慢慢學

(用電腦)。(陸配，女性，南部；編號i2m2) 
 
3、結果因素：執行力弱造成親職教育效果弱 
 
  新移民大多在乎子女學習，但是，執行力較弱，以至成果有限。 
 
 (新移民家長)後來可能…嘴巴講，講完就中斷，中斷就沒後續，孩子就知道說沒關係啊。…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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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父母，如果同樣都是台籍的，他就會比較一致…因為執行大部分都是媽媽，(台籍媽媽)較會有

執行力…想說回去揍他幾下，或是給我罰站啊、或是回房間給我去想清楚啊。(可是，新移民家

長)就沒有！可是你說媽媽沒有罵也不是，媽媽也有罵他們…就沒有很嚴格…後續追蹤…都沒有，

就斷了，當下跟你講，講完了就好…。(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他常常參加什麼活動，都是姑姑帶他，媽媽比較隱身，…媽媽有時，看他聯絡簿啊，會比較嚴格

跟他談，媽媽曾經跟我通過幾次電話，媽媽就會盯他，可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爸爸很想知

道老師對孩子的看法，很在意，他都覺得我只要寫說孩子今天在學校做了什麼，首先他一定說抱

歉，給你添麻煩了。媽媽在做早餐店，她也重視孩子的教育，可是她就是拿他沒辦法。她根本就

管不動他。他居然把我們學校周邊的早餐店都逛過，他都不喜歡吃，就這樣來學校。我說早知道

那天就不要找東西給他吃，他媽媽是跟我說她要做飯給他吃，他就說要吃麵，煮麵給他吃、他就

說要吃飯。(教師，女性，東部；編號 i1t0) 
 
只有很少部分的新移民家長會有追蹤子女學習的策略，如以下陸配，有高學歷，且其父為教師，即

使有工作，也會在必要時，以有效的「執行策略」幫助子女學習： 
 
 如果到月考前，媽媽會特地請假，然後到家裡跟我們說「你要寫評量」之類的。…媽媽就會貼個

單子說還剩下幾回，然後寫完一回就要記錄一次。(所以，在每一次月考前，都會把月考進度的

評量寫完。(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二、 新移民子女 
 
(一)關鍵情境策略：課業靠自己 

 
大多新移民子女均會感受到在課業方式，幾乎完全「靠自己」，雖然，他們可能也有其他家人協

助，但是，「母職」似乎占了最重要的位置，雖然新移民家長在乎其子女的學習，但因缺乏「具執行

力的教導與督導」，子女的主觀感受即是「課業靠自己」。 
 

 生：我小舅媽她會教她兒子數學啊國文英文，像我就要自己學。 
師：所以你會很羨慕他們說媽媽她都會帶著他們學習這樣嗎？ 
生：嗯… 
師：然後你這邊的媽媽怎麼都沒有這樣子？ 
生：不會，我可以跟她學作菜。(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師：你是我們這一屆成績表現最好的學生，那你是怎麼學習的? 

生: 應該說，看到別人很努力，覺得…自己也有那個能力做，就沒想那麼多，去做就對了。 
師 : 那媽媽在生活上，雖然語言比較沒有那流利，那她有沒有教導你其他的，像是人生觀啦…或

是一些習性之類的。 
生: 有。就是在學校要好好聽老師的話，就這樣。(菲配之子，12年級，南部；編號j3s1) 
 

 問：國二了，那如果你看不懂的話怎麼辦？ 
答：慢慢看。 
問：媽媽會幫忙看？ 
答：沒有，自己慢慢看。(越配之子，8 年級，北部；編號 i5s1) 
 

 我媽媽就是叫我自己讀啊。…她不會(很注重功課)，因為我小時候的功課好，所以我媽也不用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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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就大多數好，除了英文全部都可以九十幾分。…後來我國中就沒有這麼好，但我媽也是覺

得，我只要有讀就好，就是你有讀了就算成績考差了，也沒有關係。(陸配之女，大一，北部；

編號j2s1) 
 

(二)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家庭功能與遺傳 
 
在一般教養上，家庭功能與先天遺傳似乎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 

 
 他們家有二個都是智能有障礙的學生，他們的父親精神上也有困難…阿公是高齡、是 x 工有 xx

病…阿嬤年紀也很大，可是他們堅持要幫兒子傳宗接代，結果找了 x 國(某東南亞國家)的外配…
但是生完二個孩子之後，因為看起來都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一開始看不出來，也沒有那個能力

去分辨。但是因為婚姻不睦嘛，就跑走了，跑回去這其中還有插曲，跑回去之後有了男人，生小

孩居然還要阿公、阿嬤去撫養他。…像這樣子是家庭的社會問題，還是家庭問題已經混在一起

了。…陸配的穩定性就比較高一點，但是陸配我們通常看到的都是脾氣很拗…個性相對的強很

多…他爸爸跟他有一樣問題…結果我跟爸爸訪談才發現，媽媽也很拗。說我們幾個離異的，都有

這種狀況，所以他們功課不好，不見得是因為外配的結果，反而是因為他本身的遺傳，而且是因

為父親條件不好，所以不是說媽媽的問題，而是父親這邊。主要問題我覺得不是(母親這邊)，但

是也有那種情況是…女生配偶她本身過來就有問題了，應該是有的。(教師，男性，北部；編號

i4t4) 
 

 離開的當然是沒辦法觀察，然後我們這邊遇到的都會督促。因為我這邊的例子是離異的居多，然

後我再去問的時候，我發現很多是隔代，阿公、阿嬤不見得有能力帶，最常聽到的是在公園騎腳

踏車，或者是沒有任何活動，在家裡看電視。…就是周休日也是個空白時光。(教師，男性，北

部；編號 i4t4) 
 
先天的不足與後天的「家庭教養空白」，似乎是一個需要補足的重要問題。 

 
2、歷程因素：其他家人、老師提供額外的課業協助 
 
  學校教育似乎是補足家庭功能與遺傳的重要方法，如以下學生對學校教育的期待： 
 
 問：那你覺得臺灣政府或學校可以怎麼做，來幫助你和你的父母，來自外國的父或母未來的學習

發展？ 
答：就課後輔導，有分第八節跟第九節，我覺得不應該是成績好的同學上第九節，不然這樣落差

會越來越多。…就成績好的同學上第九節，反而是成績不好的同學不能上第九節，這樣落差會越

來越多。教材也不一樣。 
問：為什麼成績好才能上，成績不好就不能上？有什麼理由？ 
答：不知道。…應該那個，就要成績不好的同學上第九節。那個成績好的同學是自願，就也是自

願啦！可是成績不好的同學應該也可以自願上第九節。(越配之子，8年級，北部；編號i5s1) 
 

3、結果因素：在一般學校班級的新移民子女學業成就佳或與一般生近似；但，新移民子女在資源班

的比例似乎較高。 
 
在一般學校班級的新移民子女，其學業成就佳或與一般生近似。但是，新移民子女在資源班的比

例似乎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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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覺得說新住民(子女)…可能學習上會比較差一點，但是我後來發現我這個班級的學生有例

外，而且是很極度的例外，以我們目前一位越南的小朋友來說，他們家就只有兩個女孩子，然後

成績非常的好，好到他們出去參加心算、檢定，都可以拿到…第四名、第五名非常好的成績，在

班級裡面成績表現也很好。那我會問他說誰教你？每次回答說沒有啊，他都回家自己讀書。可是

我一開始都認為這孩子講這樣的話，也半信半疑，我想說五年級的課業不比以前一二年級，可是

後來有一回就遇到她阿嬤，看起來她阿嬤的態度就是「我也沒在管她啊，他要幹嘛就幹嘛」。(教
師，女性，南部；編號 i2t0) 
 

 外配這個身分反而是排除的條件…外配，我們會懷疑會不會文化不力。如果真的文化不力，反而

他不會進來資源班，他應該去的是輔導室…每年都有教到新移民的子女…每年都至少有…快三十

個學生，至少四分之一是新移民的。…不管以前我在別的學校調過來在這邊，一直都是這樣子，

都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至少有七個是，因為現在新移民如果連大陸都算進去就有到這個比例，

如果大陸不算進去，以前沒有那麼高。…新移民變多了，但是整體比例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

也就是說不止是東南亞，才會遇到學習困難，特別是語障…(陸配子女會有此現象)。再來是東南

亞，他們都是因為父母離異的關係，又因為隔代教育，因為隔代教養都是阿公、阿嬤帶，所以…
他們口語表達就沒那麼好，衝動沒有辦法適當的表達自己的居多。(教師，男性，北部；編號i4t4) 
 

隨著時間與孩子的成長，有可能改善先天的不足，但是，改善、成長的過程相當辛苦，除了自身的

努力，還有來自外在社會同儕的壓力，如以下高中生所言： 
 

 答：我爸爸小時候，因為生病發燒，智力有受影響，小時候僅帶我出去玩。…然後我媽媽是外

籍新娘，臺語也說得不是很清楚，到現在也是，所以我在言語發展上，比較遲緩。 
問 : 還好阿，你現在聽起來滿順暢的。 
答 : 那是現在。 
問: 你是指小時候? 
答 : 對。...講我媽是外籍新娘，其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講到我爸，同學們就會感覺有些…
歧視吧…從我爸的行為…因為在我小學的時候，是我父親載我上下學，那時候…我爸是騎一台

很破爛的腳踏車接送我。…他們會覺得說，這小孩子怎麼…這麼窮，然後…爸爸為什麼行為那

麼奇怪?…(我當時是)不理會。…(心理造成一些傷害)，但是到後來想一想發現，其實這也沒什

麼，幹嗎要…(這樣歧視別人)。…那時候還滿xx。(菲配之子，12年級，南部；編號j3s1) 
 
三、新移民子女的老師 
 
(一)關鍵情境策略 
 
1、發展與新移民家長之特殊溝通方式 
 
  老師與新移民家長的接觸中，慢慢了解其在「識字」能力上的不足，以至「聯絡簿」的紙筆溝通並

不適用，而必需採用「口語」的溝通方式，或與其他適當的家人連絡，這有可能是新移民的配偶，但

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家人。 
 
 就是電話跟他解釋一下，然後通常爸爸很少關心他們的、也不知道怎麼去教小孩吧，然後媽媽想

教，可是他們就是礙於語言的影響，所以也不是跟得很上，就會變成很多事情，我們就額外再跟

他解釋、再跟他講這樣。…有的時候也會跟阿嬤姑姑連絡。…因為有時候我們一張通知單發下去，

你如果沒有去追，沒有電話去追，可能就是小孩子就放在書包裡好幾天也都沒交，然後寫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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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也不會寫、或者是他也看不懂…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用電話。…有需要的話，我們會請他到

學校來。(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答：孩子…他知道她媽媽看不懂，他知道她爸爸沒時間，所以她會鑽小洞，就是騙我。…小朋友

他們都會鑽那種小漏洞，我抄聯絡簿，那很多國字小朋友就會故意寫得歪歪的，…他也不怕你知

道，因為她媽媽看不懂，他會永遠鑽這樣的洞，我一開始沒有想這麼多，想說媽媽會簽名。那後

來我發現我寫紅字寫很多，媽媽只知道一片紅，他不知道到底什麼意思，孩子回家也不怕。後來

摸索一兩年之後，我發現不對，要直接打電話，孩子才會比較擔心。那以前對我們導師來說，打

電話跟家長溝通這件事是我們比較不想做。…但發現對外籍的孩子來說，這一點不得不做，打電

話重要，因為國字寫、然後加上我們用紅筆寫字比較潦草，沒辦法一筆一畫國字寫得很端正，她

媽媽沒有辦法看懂，即使來臺灣有念那種國字補教班，沒有辦法完全懂我們的字或是縮寫、或比

較潦草的書寫體，他可能看不懂，所以還是要用打電話效果最好。自從這樣之後，我實施到我現

在的班級，只要我跟孩子說我要打電話跟你媽說，他就會擔心，包括我就要撥電話的時候，他就

會開始咿咿啊啊咿咿啊啊。 
問：你說新住民的小孩開始會緊張？那爸爸不會看？其實大部分都媽媽看？ 
答：爸爸都不會看，因為大部分多數以現在來講，經濟來源也都是爸爸，所以爸爸往往像我們學

校來說，爸爸都要出海、或去做鐵工什麼的，那鐵工的工作早晚都在弄，隨時有器具壞掉，客戶

來，他就馬上去修，所以他沒有時間去管孩子。…以前年級的老師，看他有沒有跟他接觸過，那

基本上以前導師沒有什麼，我就必須跑到她家去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跟她住的人、或者他們家

什麼親戚的，有比較嚴格在管教他的，還是說我以後要針對跟誰溝通，就是管道、連絡窗口，不

然有時候跟媽媽連絡的十來次，完全一次都沒效果。(教師，女性，南部；編號 i2t0) 
 
2、鼓勵母隨子女成長一起學習 
 
  因為新移民大多沒有空學習，也無能力教子女，而擔心子女，老師大多認為新移民與求學中的子女

一同學習相關的課業，是不錯的教學方式。 
 
 媽媽不要擔心…沒關係，其實現在除了說，現在暫時先請外面的老師幫忙，其實我也是蠻鼓勵媽

媽，你重新再學習，因為你是、媽媽嘛，你跟他一起學習有沒有，然後有時候他也會想要教你，

教你的時候他就想要學好，如果你先懂的，你也可以教他，這樣你們親子的關係其實也會更好…
其實說你需要什麼課本…我也可以拿一套給你，您開始讀，你跟我說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做的，

我都盡量做，因為您在這邊…就是跟我們一樣啊，對不對，我們都在一塊土地上面…謝謝您來到

臺灣。(師與越配互動。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3、老師對學生的額外非正式教學 
 
  由於老師有例行性的工作，但，有感於新移民子女需要教師額外的協助，大多採額外、隨機、非正

式的方式進行對新移民子女的補救教學。 
 
 這兩個學生(新移民子女)都是我的好幫手。…其實他們是很好的學生。第一個功課很好，第二個

功課大約是中等…因為他錯字，可能是基礎沒打好。…他有進步，他五年級的總平均跟六年級的

期末總平均，他進步了...他就是不喜歡數學。…他也不想去補習，不過如果到考前，我時間還可

以，放學後留在學校，忙我的簿子啊、忙一些學校的事，那就順便把這學生留下來，叫他寫數學，

不會立刻來問我，我一邊做自己的事，一邊教他一下。(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師：喔，那你覺得評量有幫助嗎？就寫題目有幫助嗎？有一種自修是先教你內容的部分，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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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評量，因為你在學校你可能聽了就忘記了嘛對不對，是不是？那你回家的時候需要有人再講一

次給你聽。上次我也跟媽媽講過，可以買那個，先教你的，對不對？ 
生：嗯。 
師：再寫那個考你的。啊現在是，就直接先考你了，對不對？ 
生：對。 
師：啊你大部分會寫嗎？ 
生：會啊。(陸配之女，4 年級，東部；編號 i1s2) 

 
(二)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教學時間不足 

 
學校有正式課程，時間安排完整、緊湊，故老師並無多的時間，特定教需要協助的學生，例如低成

就的新移民子女。 
 

 師：因為在學校時間吼，很有限，然後課程又那麼多，所以現在是比較希望的是說，看看學校是

不是、可以針對像孩子這樣子他比較不懂的，看看能不能一個對一個這樣教他。然後可能他放學

以後那個老師可能再教他一遍，他還差一遍他就聽得懂，有可能是這樣，因為每個孩子他學習不

一樣，我們…有在教他，可是就是這樣，比如說我們現在上課四十分鐘，上完課了，下課十分鐘，

你、把他叫過來，他心一直都在外面因為他要去玩，有時候你教他有沒有，他其實都聽不進去。

(師之回應，與越配對話；越配，女性，東部；編號i1m1)  
 
2、歷程因素：安親班的協助 
 
  在臺灣補習班(或安親班)似乎是個獨特、普遍的教育活動。而新移民子女因為家長的一方(尤其是在

母職大於父職、新移民多為女性的情況下)，老師們普遍認為，他們的似乎需求又比一些學生更高 
 
 臺灣的小朋友，外配的小朋友幾乎都在安親班，因為外配很多沒有辦法好好照顧的關係，最後都

是去安親班，其實像這樣媽媽不一定會去工作，之前有工作的限制。(教師，男性，北部；編號

i4t4) 
 
 我就跟她媽媽聊說，我覺得他如果家裡大人很忙，沒辦法教他，他可能還是要去上數學課輔班，

因為他很多基本的東西不太會。後來五下那時候，媽媽就真的聽了老師的建議，就幫他報名去補

習。到了六年級，我觀察他進步很多，所以其實他學習能力跟學習態度都很好。…他就是如果有

給他、真的有關注他、push他，他真的就立竿見影。(教師，女性，北部；編號i4t0) 
 

 問：所以說變成外籍配偶的小朋友反而有必要去安親班？ 
答：嗯，我接的這幾個小朋友，他們都有到安親班去。(教師，女性，中部；編號i3t0) 
 

 像我們自己在正規的體制裡面，我一直覺得補習班在現代社會絕對必要。…本來就沒辦法，很多

家長你看他的工作、又碰到這樣的家庭。…她也管不動他(，因為外配的小孩又特別不尊重媽

媽)。…你說像政府現在補給學校做那個延伸的教育，沒有用啦！老實說沒有用。如果有用，那

正規的教育就有用啦！那幹嘛要延伸呢？…那只是安親，就像曾經報章雜誌，應該在北部吧！要

求說學校要開到八點。…沒有用。每年投入那麼大的資金有用嗎？沒用啊！那些孩子就是沒有學

習的動力。(補習班有用，因為)補習班會打啊。 (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3、結果因素：親自輔導或轉介至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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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特別需要關懷的學生，老師大多親自輔導或轉介到學校的輔導室。 
 
 師：嗯，因為如果你有需要的話我們…我們輔導室就可以…就是隨便你什麼時候如果你覺得很悶

的話，就可以聊一聊這樣子…那如果你之後有什麼事情的話，我們就當朋友聊一聊，…就是說在

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要靠自己嘛，對，但是靠自己有時候真的很苦悶的時候，就可以找個人聊一

聊。…這樣，或者是說你真的有很需要幫助的地方，你也可以找老師，老師說不定可以…可以幫

你一下下這樣，就是在不管是金錢、還是功課、還是說某方面的福利問題，或者是…萬一媽媽真

的有問題來了，打電話來什麼干擾你啊…或者是一些沒辦法解決的問題，你都可以找老師。 
生：好。 
師：這樣，這樣可以嗎？嗯，那你就要加油囉！(印配之女，10 年級，中部；編號 j1s1) 

 
 

第四節 社會生活之親子共學 
 
一、 新移民 
 
(一)關鍵情境策略 
 
1、自主：工作與參與族群 
 

提升經濟能力是提升自我地位的重要方法之一。陸配、學歷高、能力強的外配較早經濟獨立，在

子女國小時即可達經濟自給自足的程度。經濟的自主，也帶動參與母國社群的自主性。 
 

 生：媽媽婚後剛開始都沒有上班，…是這幾年才開始吧。… 
師：那他怎麼會想到去上班，其實爸爸已經經濟還滿穩定了？ 
生：他是覺得我們都已經長大了。…他就覺得多兼幾份工作比較好…以後才有錢。(陸配之女，6
年級，北部；編號i4s2) 

 
 媽媽就只是希望說有同鄉的，就聚在一起，比較不會孤單，就是頂多…這樣而已。…媽媽開雜貨

店x年而已。…這x年當中…覺得說媽媽比以前更快樂…因為她賣的東西是(印尼)當地的…會有很

多當地的人特別來買。(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越南的，講話就是很快就比較熟，然後幾乎都是從越南來的，跟我們打成一片 (越配之女，8年

級，北部；編號j5s2) 
 
2、融入臺灣社會 
 
  除了追求經濟獨立、維持自己的獨特性，部分新移民也努力想融入臺灣生活，不希望他們或他們的

子女，很容易讓一般人發現他們之前是「外籍」。 
 
 問：妳來臺灣後你學習到什麼? 

答 : 學很多耶。…: 經驗啦、還是做人啦，要會看人家臉色什麼的…我來十三年了。(最重要的

學習內容)是…忍耐吧…學習忍耐和包容。… 有些朋友你就是要看他能不能接受妳講的話，有的

不行的話，他都會比較兇，我們也都會知道該怎麼跟對方溝通。…都會跟家裡的人說，那他們也

會教我們，像我公公婆婆那邊。(印配，女性，北部；編號i5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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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年我發現好像差異沒有很明顯了，就是孩子態度上，可能是家裡開始慢慢有發現說不可以讓

他們更懸殊、讓人家貼標籤說你是本籍媽媽生的、你是外籍媽媽生的，所以家裡還滿重視他們那

些課業成績，然後甚至有孩子會來跟我說「老師，我媽媽說她從越南來臺灣之後，她名字要變三

個字」我說「媽媽為什麼要變三個字？」她說「因為我們都叫三個字，所以她不能叫四個字」我

才發現說她媽媽很有那種想要融入…她不想讓孩子說我媽媽是比較特殊的，從她媽媽就知道了…
可是你從那名字還是可以知道，那就是越南籍的人的名字嘛！因為我們不會叫什麼ㄏㄨㄥˊ、叫

什麼ㄘㄠˇ、什麼ㄐㄧㄠ，不會有這種，就是可以知道，因為孩子會來跟我說，媽媽說，因為他

的戶籍上面還有個ＸＸ什麼，她說她媽媽簽名以後就不會簽了，媽媽都只簽三個字，她就說媽媽

以後要改跟我們一樣的姓名，她要去上什麼課，…所以可能媽媽在這方面也有做一些轉折。(教
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二)影響因素 
 
1、前置因素 
 
(1)「脫離弱勢」與「向上」的趨力 
 

做為社會中的少數，新移民初期大多會經驗到「低自信」、「不平等」，而這「低自信」似乎成

為某種「驅力」，讓新移民更為勤奮工作，而得以提升自信。 
 

 媽媽自己都沒自信啦！那整個大文化是這樣啊！其實我們沒辦法改變的啊，她自己如果去認定她

自己的話，還有他原來嫁過來的這個家庭怎麼看待她…(孩子對媽媽極度的不尊重，)爺爺奶奶的

寵溺吧！二方面我覺得媽媽他也不甘心。…一個這樣子大陸籍的媽媽來到這邊，他本身又高學歷，

她在外找工作都不是問題。 (教師，女性，東部；編號 i1t0) 
 
 之前我一直哭，我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庭，但是我現在其實會希望他回心轉意…我覺得完整一個家

庭滿好的，就是希望以後可以有一份工作，然後好好教小孩，讓他成長、多陪他，有的人可能會

擔心媽媽，就是…我如果我心裡想真的這樣，也會好好陪他們，不要讓人家說這種家庭的小孩會

怎樣，我很努力、有好好工作賺錢養小孩這樣。(越配，女性，北部；編號i5m0) 
 
(2) 個人良好特質，增進受社會接受度 
 
  大多數人會喜歡長得好看、態度佳的人，新移民如果有這些特質，也較受歡迎。 
 
 大多數的新移民媽媽都有工作，但是，唯一的一個例外，她沒有工作、在家，她媽媽很漂亮！非

常漂亮、很年輕。…我就問說那媽媽你怎麼沒有想說要出去？他們都這麼大了，你又不用擔心，

她讀書讀這麼好。(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鄰居不會對媽媽那種…一點點好像不喜歡或歧視，或者是語言上就覺得很瞧不起…因為媽媽就

是…說也蠻特別，媽媽就是皮膚白白，不像說印尼人就是皮膚偏黑，就白白的…所以媽媽是漂亮

的…鄰居也覺得她是很親切的…媽媽對人家也都很好。所以就…媽媽街坊鄰居她不會有人欺負

她…我家那邊會有很多外籍勞工，他們會聚在一起，就是在我家…聊天吃飯…媽媽爸爸也都很歡

迎。(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2、歷程因素：增加工作能力 
 

若無先天好的特質，不是高經濟水準家庭的一員，則增加語言與工作技能，似乎是必要的，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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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能經濟自主。 
 

 電腦我就去上補習班，我還有補習班的畢業證書~臺灣有很多管道可以學習，很多社福機構都比

較完善。大陸就沒有這一些，以前啦，現在不知道。所以，其實臺灣有很多~像勞工局什麼的，

很多~都可以讓我們免費去學，大陸沒有這樣的機構。(陸配，女性，北部；編號j2m1) 
 
 她媽媽是講的還ok，還滿聽得懂，然後媽媽本身有學了一陣子之後，在我們這邊被人家請在早餐

店，所以他可能跟客人有溝通的機會很長，要幫老闆點餐、幫客人，所以他必須要強迫去學，所

以還不錯，她媽媽講得還不錯。(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3、結果因素：工作提升了自我，但可能犧牲與子女相處的時間與品質 
 
 有得必有失，有了工作，相對而言，陪子女的時間會變少。 
 
 師：九點多的時候才回來，阿回來之後你們怎麼相處？媽媽有教妳…回來之後有教妳什麼嗎？ 

生：沒有，因為我媽回來的時候我爸爸都已經教我功課了。 
師：都很重視。阿平常你說爸爸都教妳功課是不是，媽媽比較少教妳？ 
生：嗯，對。… 
師：阿爸爸都怎麼教妳的？… 
生：像上次我爸他在教我的時候，如果錯了，我爸他就會跟我講這個為什麼會錯，錯…錯在哪裡

什麼的。 
生：我希望我媽媽會有多一點的時間陪…在家裡陪我。(印配之女，4年級，北部；編號i6s1) 

 
新移民子女長大後，大多能了解新移民為了「養家」，而少陪他們的必要性。 

 
 就是在那個時候，一個女生帶著一個小孩，在外面工作，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在xx中心，我媽在xx

中心工作，她帶小孩順便帶我，我幼稚園的時候都是跟一些大姊姊，然後就是有一些背景的大哥

也在一起。…然後是後來到小學了，才搬到這附近，然後我下課就一直待在安親班。…因為工作，

她工作很忙，都要到七點才下班。…我現在覺得跟她互動很不錯啊…她現在常住在臺灣，不會像

以前會跑很遠…現在她的工作比較安定了。(小時候她跑很遠時，我)就一個人乖乖的過生活…比

較像自己多一個工作這樣子。…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單親家庭，就家裡的經濟負擔會比較大，因為

擔子都是壓在我媽媽的身上，我是覺得政府可以補助房子方面的，因為妳就算是單親家庭，妳還

是要買個家吧，不然老了還是要繳。(陸配之女，大一，北部；編號j2s1) 
 
 希望以後能讓我家人過更好的生活，這就是我的夢想。(菲配之子，12年級，南部；編號j3s1) 
 
二、新移民子女 
 
(一) 關鍵情境策略：知覺家族成員的互動模式與親友對新移民的態度 

 
外配家長在家庭或家族中的地低，普遍而言較低。這使得部分新移民子女在國小時，較不尊重外配

家長。 
 
 就用錢買來的啊、或媽媽在這個家庭裡面本來就比較沒有地位，所以其實孩子我們說身教很重要，

孩子他都會看，你就看到那孩子都是這樣對待父母親的，包括陸配的孩子，像我一個家長媽媽學

歷很高，大學，他在臺灣也很容易找工作，可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對他極度地不尊重。其實主要還

是來自於原來的婆家，可能對母親的態度、或者她怎麼去看待，我覺得周遭環境也會影響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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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孩子、他都知道，他只是不知如何表達，他都會曉得、知道。(教師，女性，東部；編號

i1t0) 
 
 比較老的會，就像阿嬤那種階級的就會，說媽媽怎樣怎樣，因為她是國外來的，還是怎樣…只會

說，不會欺負…媽媽她知道…以前啦…現在就不會。(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編號j1s1) 
 
(二) 影響因素： 
 
1、歷程因素：隨時代社會演進、子女的年紀增長改善對新移民的負面態度 
 
  對外配的尊重度，隨著時代的演進、新移民子女的年紀增長，有從低到高的趨勢。國小、國中階段，

似乎是新移民子女知覺到尊重度較低的時期，高中後，普遍好轉。 
 
 …可能在課文裡面看到好笑的，她回去就講給她媽媽聽。然後我覺得還不錯，孩子開始跟媽媽有

一些互動上面，比較不像過去傳統聽到好像被隔離制，媽媽是一國，然後孩子跟阿公阿嬤一國。…
覺得最近幾年有比較好了。 (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師：那你對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期待？希望？ 

生：功課更好一點。…脾氣再好一點。…不要再跟媽媽大吼大叫。(越配之女，2年級，南部；

編號i2s1) 
 

 在學校比較不會常…提到媽媽的事。…有時候覺得如果…媽媽是那個…大陸的人，會覺得…覺得

比較…那個…感覺不好…有時候。…現在會說…以前都比較不喜歡。(陸配之子，5年級，南部；

編號i2s2) 
 

 高中的氛圍好像會比國中稍微好一點，他們就不會(說…感覺不舒服的歧視的話，或者是故意這

樣子)…國小…不是不知道，是全班都知道，因為不只我一個而已。(印配之女，10年級，中部；

編號j1s1) 
 

2、結果因素：新移民子女落地生根 
 

新移民大多期待新移民子女落地生根，也肯定其子女在臺灣的生活，因為，「新移民子女」的國籍

大多為臺灣。 
 

 她(媽媽)有希望我不要離開她太遠…因為臺灣就只有我們兩個人，真的跑太遠了，她見不到

我。…(即使男朋友也要住附近，)她會覺得這樣最好，她會希望一輩子這樣子。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我不照顧她、誰照顧她。…她(媽媽)可能不習慣大陸的生活。…臺灣太方便…晚上要幹什麼

都可以，可以買吃的啦、肚子餓逛夜市，什麼都很方便，臺灣玩的地方很近，我媽媽假日突然那

一天想要出去玩，像是台東啦都可以一天來回。(陸配之女，大一，北部；編號j2s1) 
 
 我媽媽的(夢想)就想回家養外婆嘛！…(但，)他說你就是臺灣人，那你就應該待在臺灣。…我爸

爸會想說大陸情勢那麼好，那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你就過去，反正你到那邊還可以加分。…不管

考大學、考國中都可以加分。…我記得好像是因為我們是臺灣籍，所以都可以加分。…不是因為

(有大陸血統)。(陸配之女，6年級，北部；編號i4s2) 
 
三、新移民子女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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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鍵情境策略：邀外配家長參與學校多元文化活動 
 
  對老師而言，提供歡樂的「多元文化交流活動」是讓新移民及其子女，展現自我的好機會。 
 
 也沒有人特別看重啊！…因為大家沒有去看重他們。…然後這個議題再交給學校，什麼文化週

啊！…有些媽媽很主動喔，她會去分享他們的食物，就從食物切入。…我覺得新北市做得不錯，

之前他們也有做過外配的，他們有出一系列的包括繪本，八國還是十國的語言。…那就交流嘛！

而且那是一個很友善的環境。其實班親會可以啦！如果辦那個美食的話，班親就是每人出一道菜，

可是你也要看接受的程度吧！像那個口味就有差，我們本來有家長是說要求期末，可是離過年太

近了，我是想說等五月的時候來辦。…就是感恩的時候，那也要看他願不願意呈現啊。…有些家

長很主動，我們就曾經有家長有分享，或者是學校開跳蚤市場。(教師，女性，東部；編號i1t0) 
 
(二)影響因素：對新移民的政府支持、社會友善 
 
  老師感受到大環境對「新移民」尊重度的增加，除了社會大眾在「觀念」上的澄清、成長，「政府」

的支持，也似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剛接的時候，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姑姑沒空來接孩子，我說那媽媽在家，叫媽媽來，她姑姑

就不高興，不要讓她來…以前比較隔閡…我也不曉得耶，就最近覺得好像我們接受度很高了…沒

有像過去那麼排斥，可能是來的人太多。然後後來我發現如果是陸配的，上一回我聽我同事說，

因為很多科技業到中國去工作後，娶了陸配回來，所以他們認為那個已經不是我們用交易買賣的

婚姻了，是真正你喜歡我、我喜歡你而結婚這種，所以好像慢慢那種觀念有改變，所以跟過去不

一樣。…現在這幾年我發現，這兩三年來反應還蠻不一樣的。(教師，女性，南部；編號i2t0) 
 
 我記得***當選之後，他們(新移民)好像變鐵票了，因為我看過篇報導，為什麼之所會變成鐵票，

好像跟馬政府開放政策有關係，所以他們比較有感受到有尊嚴。…那東南亞的部份，坦白講我覺

得要先幫他們解決語言、文化的問題，我這邊看到的，比如說，在桃園看到的是在賣越南河粉、

泰國菜、印尼菜，賣小吃或是雜貨的最多。…像桃園車站後面一整排都是東南亞的店，東南亞那

邊的勞工或者是新移民集散，也都幾乎在那裡，百貨也都在那裡。…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帶狀的區

域，我不曉得對他們來講是不是也是他們工作的一種保障，因為變成一種氣氛，文化村的感覺。

(教師，男性，北部；編號i4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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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量化研究結果 

  
 
根據研究目的、文獻分析與質性研究結果，得出新移民親子共學的主要內容為語言、課業，故量化

研究問卷(附錄五、六)針對此內容而收集資料，情境策略與影響因素的題目亦涵蓋於其中。 
本章主要內容為回答研究問題 3- 14，共分四節陳述：第一節分析語言之親子共學的狀況與相關個

人、情境因素；第二節描述課業之親子共學與相關個人、情境因素；第三節探討親子共學社會學習情

境與個人因素的關聯，第四節闡釋教師情境與新移民親子共學有關議題。 
 

 
第一節   語言之親子共學 

 
  本節的結果分析資料的主要來源為「親子問卷」(附錄五)的第一部分「語言情境」的題目(第 1-22
題)，共包括 5 項臺灣本地主要的語言(國語、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話、英語)和 6 項主要的新移民

母國語言(其他大陸話、越南話、印尼話、泰國話、菲律賓話、東埔寨話)。其次，也包括「親子問卷」

第 63-70 題，有關親子旅居地的題目。人口變項主要包括國籍背景、社經、性別、年級。 
 
一、親子共學語言之比例 
 
  親子之間相互語言教學的狀況，將以「贊成」或「非常贊成」相關描述的百分比的方式呈現，分述

如下。 
 
1、 母親教子女語言 
 
 此部分分析「親子問卷」(附錄五)的第 12 題「媽媽會教我…」。 
 
(1)臺灣本地主要語言 

 
  在臺灣本地主要的官方語言、地方語言、官方第一外語方面，一般生的母親普遍會教國語和閩南話。

其中國語，更高達 9 成，相對於大陸、其他東南亞和其他國家的高於 7 成，越南、印尼、菲律賓則低

於 5 成的母親能支持子女國語學習(表 5-1)。 
  閩南話方面，一般生的母親高達 7 成會教子女此語言，其他新移民子女則在 55% ~ 26%，差異不大。 
  在客家話方面，印尼母親有 29%會教子女此語言，較一般生的 14%，超過 2 倍，其他國家則少於

10%。 
  英話方面，一般生的母親有 5%會子女此語言，其他均低於 5%。 
  英語為臺灣課程中的第一外語，因此，也值得探討。一般生母親只有 41%會教子女此語言，高於一

般生的有菲律賓(84%)、其他東南亞國家(61%)、其他國家(56%)、泰國(48%)；低於一般生的有印尼(26%)、
大陸(含港澳)(21%)、越南(18%)、柬埔寨(6%)。 
   
(2)新移民母國語言 

 
新移民母親會教子女其母國語言的比例，依序為：越南 72%、菲律賓 61%、泰國 59%、柬埔寨

57%、印尼 51%、大陸 47%。此量化研究結果似乎能與質性訪談結果呼應：越南母親極積極教子女越

南語，而大陸母親較認為子女學國語即可，一方面也擔心大陸方言與國語的共通性，會干擾子女國語

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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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母親教子女各語言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語言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臺灣： 國語 77 49 42 50 38 58 88 71 91 
 閩南話 42 39 38 28 26 55 47 40 77 
 客家話 7 4 29 4 8 0 10 8 14 
 原住民話 1 2 1 0 3 0 0 0 5 
 英語 21 18 26 48 84 6 61 56 41 
新移民： 其他大陸話 47 6 4 13 5 6 7 0 5 
 越南話 2 72 7 0 8 11 0 0 3 
 印尼話 0 4 51 4 3 0 0 8 2 
 泰國話 1 2 1 59 5 0 11 0 2 
 菲律賓話 1 2 1 4 61 0 0 0 2 
 柬埔寨話 1 3 2 0 11 57 0 0 2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2、子女教母親語言 
 
此部分分析「親子問卷」(附錄五)的第 15 題「我會教媽媽…」。 

 
(1)臺灣本地主要語言 
 
  和上述「母親教子女語言」的趨勢有點相反，新移民子女教母親國語的比例(73% ~ 91%) 均高於一

般生(65%) ，除了「其他國家」的 61%外 (表 5-2)。「其他國家」的狀況較為複雜，有些是父母均為

外國人，有些是母親為「臺灣人」父親為「外國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大陸母親的官方語

言是「普通話」，但是，仍有高達 73%的陸配子女會教母親「國語」；即使臺灣一般生也有高達 63%
的比例會教母親國語。 
  在閩南語方面，除了「其他東南亞」和「其他國家」，所有新移民子女教母親此語言的百分比(40% 
~ 71%)，均高於一般生的 39%。 
  上述結果似乎指出：在臺灣兩大主要地方語言(國語、閩南話)上，新移民子女有教導其母親的能力

與必要。 
  在客家話上，只有印尼和菲律賓子女教此語言的比例(8%)，略高於一般生(9%)。 
  在英語上，子女教母親的比例在 22% ~ 48%，各親子背景近似。 
 
(2)新移民母國語言 
 

  在新移民母國語言方面，子女能教母親的比例甚低，在 5% ~ 13%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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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子女教母親各語言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語言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臺灣： 國語 73 87 86 86 91 91 74 61 65 
 閩南話 52 61 40 60 58 71 31 29 39 
 客家話 6 5 13 0 13 0 7 0 9 
 原住民話 2 1 1 0 5 0 0 0 4 
 英語 44 35 31 38 22 22 44 43 48 
新移民： 其他大陸話 8 3 2 4 5 6 0 0 4 
 越南話 1 13 2 0 8 0 0 0 3 
 印尼話 1 2 5 0 3 0 0 0 2 
 泰國話 0 2 1 8 3 0 0 0 1 
 菲律賓話 1 1 1 0 11 0 0 0 1 
 柬埔寨話 1 2 1 0 5 6 0 0 2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3、學校母語課程 
 
此部分分析「親子問卷」(附錄五)的第 3 題「我覺得學校母語課程應該包括…」。 

 
(1)臺灣本地主要語言 
 

在臺灣本地主要語言課程方面，各國籍背景的親子，大多有近似的想法，其贊成各語言納入學校

課程的比例，大抵可分為二個區塊：國語、閩南話、英語的比例較高，客家話、原住民話較低。 
 
(2)新移民母國語言 
 
  除了其他國家、一般生、其他東南亞國家外，其他新移民親子贊成將其母國語言納入學校課程的比

例在 38% ~ 56%。其中，陸配親子的比例略低(38%)，此結果與量化結果相符：大陸母親教子女其他

大陸話的人數百分比較低(表 5-1)；也與質性研究結果相符：大陸母親認為子女學國語比較重要，也

擔心大陸方言會干擾子女國語的學習，會有特殊口音，不易為臺灣當地人接受。 
 
  



 

53 
 

 
表 5-3  贊成學校各母語課程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語言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臺灣： 國語 88 87 86 85 90 81 97 83 91 
 閩南話 75 78 78 74 70 70 77 56 78 
 客家話 35 27 45 36 33 44 42 46 45 
 原住民話 26 21 22 21 28 42 37 33 29 
 英語 74 66 74 62 85 70 86 87 75 
新移民： 其他大陸話 38 17 12 8 18 22 6 17 13 
 越南話 12 46 18 17 18 39 7 17 10 
 印尼話 11 12 43 17 21 22 7 25 7 
 泰國話 10 11 14 46 18 39 13 17 9 
 菲律賓話 9 11 9 8 51 17 7 17 9 
 柬埔寨話 9 10 10 8 29 56 3 17 8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二、學生的臺灣語言能力、學習情境與相關因素 
 
  此部分主要探討各國籍背景學生，在四項「臺灣主要語言能力」與「學習情境」上的差異，也探討

語言能力與學習情境、社經地位、性別、年級間的相關。因為比較與相關的統計程序，需要較大樣本，

且需要討論的變項多，故先進行資料處理工作： 
A、 因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國籍背景的人數較少，故將此三項國籍背景與「其他東南亞」整併(見

表 5-1~3)，亦稱為「其他東南亞」；「其他國家」則因人數少，且無法與其他整併，故，不列入

分析。 
B、 各國籍背景的比較，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進行虛擬變項編碼(dummy coding)。 
C、 社經水準的計算方式為，將六項指標(父親與母親教育水準、父親與母親的職業水準、家庭的文

化資產、家庭的物質資產)分別轉換為標準分數(平均數=0，標準差=1)，再計算出此六項的平均，

再將此平均數轉換為標準分數。 
表 5-4 呈現各國籍背景親子與一般生相較，社經水準的差異。結果顯示：除了「其他東南亞」外，

大陸、越南、印尼國籍背景的家庭，其社經水準較一般生家庭為低，依序為越南(-.226)、印尼(-.201)、
大陸(-.063)；在性別上，各國籍背景與一般生無顯著差異；抽樣的大陸、越南背景學生年級較低，印

尼則較高，此除了抽樣因素外，可能原因是，近年印尼配偶移入臺灣的趨勢漸減。 
 
表 5-4 各國籍背景社經、性別、年級狀況 

國籍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063** -.226** -.201** .044 

性別 -.036 .031 .023 .027 

年級 -.064* -.140** .084** .001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 
 
D、 相關變項的計算方式 
(a) 學生各語言能力：「親子問卷」(附錄五)第 19-22 題「我會聽、說、讀、寫」各語言的平均數。學

(b)學生各語言的學習情境：以下均計算自「親子問卷」(附錄五)，算其平均數。 
(1) 學生語言價值觀：第 1-3 題 



 

54 
 

(2) 母親語言能力：第 4-7 題 
(3) 父親語言能力：第 8-11 題 
(4) 家人語言學習支持：第 12-14 題 
(5) 學生教父母語言：第 15-16 題 
(6) 家庭與社區語言環境：第 17-18 題 
(7) 學生居旅語言地：第 63-64 題 
(8) 母親居旅語言地：第 65-67 題 
(9) 父親居旅語言地：第 68-70 題 

 
 
1、 國語 
 

與一般生相較，大陸背景學生自覺有較高的國語能力，越南、印尼、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則與一

般學生無顯著差異(表 5-5)。國語能力與社經無顯著相關；女生較男生自覺較高的國語能力；年級高

者，相較於年級低者，自覺有較高的國語能力。 
學生的國語能力與學生對國語的重視程度、父母的國語能力、家人教學生習國語、學生教父母國

語、處於國語的家庭與社區環境，呈正相關；但與親子居旅於國語地方，無顯著相關。此顯著正向互

動歷程與境教的重要性，但是，國語為主要語言環境，故親子居旅地非為重要的相關因素。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大陸母親有較高的國語能力，越南、

印尼、其他東南亞母親則較低。 
其次，即使越南、印尼背景學生之國語學習情境，較為負向，但是，學生自覺的國語能力與一般

生的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甚至印尼為略正相關(.032)，雖然越南略為負相關(-0.46)。此略為矛盾的

現象，與國外部分研究相符：移民家庭有負向的背景、但卻顯示出正向的心向與結果(Neto, 2010; Sam 
et al., 2008)。 
 
 
表 5-5「國語」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55* -.046 .032 -.043 .023 .074** .065*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90** .016 -.022 -.020 -.006 .042 0.014 .082** 
母親能力 .413** .167** -.201** -.198** -.119** .269** 0.006 .089** 
父親能力 .616** .017 -.059* -.012 -.029 .114** .075** .071** 
家人支持 .222** .052* -.124** -.152** -.037 .243** 0.033 0.007 
學生教父母 .169** -.038 .048 .030 .043 -.041 .066** -0.025 
語言環境 .486** .049* -.012 -.071** -.030 .137** .067** 0.012 
學生居旅地 .020 -.024 .004 .001 -.024 .061* 0.03 .140** 
母親居旅地 .025 -.033 -.084** -.054* -.039 .147** 0.033 .212** 
父親居旅地 -.005 -.026 .012 .007 -.012 .093** .051* .130**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2、閩南語 
 
  相較於一般生，越南背景學生覺得自己有較佳的閩南語能力，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則則較差。學生

的閩南語能力與社經有負相關，女生閩南語能力較男生佳 (表 5-6)。 
  學生的閩南語能力與各學習情境變項，均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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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般生的母親相較，四種背景新移民母親的閩南語能力均較低。大陸、印尼背景家庭在支持子女

學習閩南語上，較弱於一般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較低程度的環境支持，越南和印尼學生並不覺

得自己的閩南語低於一般生，越南學生甚至為略高於一般生。 
 
 
表 5-6「閩南語」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46 .079** .006 -.057* -.081** .080** -.00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537** -.045 .016 -.006 -.027 -.020 .023 -.005 
母親能力 .471** -.074** -.153** -.054* -.082** .141** .050* .099** 
父親能力 .486** -.007 .041 .008 -.058* .027 .087** .039 
家人支持 .505** -.062* -.003 -.079** -.052* .099** .111** .020 
學生教父母 .499** .001 .088** -.078** .028 -.049 .090** -.060* 
語言環境 .633** -.092** .087** .043 -.027 -.062* .090** .016 
學生居旅地 .255** -.006 .034 -.016 -.010 .010 .038 .149** 
母親居旅地 .179** -.051 -.073** -.059* -.025 .102** .023 .208** 
父親居旅地 .210** .019 .027 -.002 -.008 .001 .040 .146**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3、客家話 
 
  與一般生相較，印尼背景學生有較高的客家話能力，而越南背景學生自覺較低的客家話能力。客家

話能力與社經、性別、年級均無顯著相關(表 5-7)。 
  客家話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印尼背景學生在所有客家語的學習情境上均顯著高於一般生，越南則均顯著低於一般生，大陸也是

低於一般生，但是部分顯著、部分不顯著。其他東南亞則對一般生差異不大，除了母親客家話能力顯

著低於一般生外，其他學習情境均不顯著。 
 
表 5-7「客家話」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39 -.081** .120** -.007 .003 .042 -.02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61** -.048 -.115** .081** -.015 .070** .116** .082** 
母親能力 .638** -.078** -.146** .238** -.058* .001 .080** .048 
父親能力 .706** -.043 -.096** .134** .026 .053* .052 .030 
家人支持 .777** -.056* -.117** .153** .002 .034 .090** .017 
學生教父母 .707** -.040 -.069** .060* -.012 -.023 .062* -.040 
語言環境 .769** -.059* -.102** .156** .014 -.027 .040 .023 
學生居旅地 .458** -.032 -.103** .159** -.016 .035 .057 .185** 
母親居旅地 .325** -.065* -.121** .213** -.056 .016 .068* .194** 
父親居旅地 .447** -.016 -.106** .152** .000 .054 .066* .192**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4、原住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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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原住民話的能力上，四類新移民子女與一般生無差異。學生原住民話能力也與社經、性別、

年級，均無顯著相關(表 5-8)。 
  學生的原住民話與相關學習情境均呈正向相關。 
  女性與高年級生較為肯定原住民話的價值。印尼背景學生的父母與家人在原住民話上的能力低於一

般生。 
 
 
表 5-8「原住民話」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09 -.043 -.045 -.020 -.017 .048 .026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51** -.027 -.060* -.038 -.021 .044 .123** .125** 
母親能力 .749** -.033 -.042 -.072** -.027 .000 .054* .027 
父親能力 .799** -.017 -.033 -.058* -.023 -.006 .065* -.006 
家人支持 .823** -.032 -.036 -.061* -.020 -.012 .056* .035 
學生教父母 .817** -.033 -.034 -.037 .001 -.029 .038 .042 
語言環境 .850** -.013 -.033 -.050 -.005 -.011 .040 .014 
學生居旅地 .363** -.011 -.027 -.034 -.053 .013 .049 .057 
母親居旅地 .269** -.043 .002 -.012 -.055 .002 .057 .049 
父親居旅地 .374** -.010 -.018 -.030 -.044 .010 .058 .053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5、英語 
 
   在學生英語能力上，越南、印尼背景學生低於一般生。學生英語能力與社經、性別呈顯著相關(表
5-9)。 
  學生的英語能力與相關學習情境，均呈正相關。 
  大陸、越南、印尼背景學生的英語學習情境大致低於一般生，雖然大陸背景學生自覺英語能力不差

(相較於一般生而言)。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的英語學習情境大致略高於一般生，其自覺英語能力略高

於一般生，雖然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可能原因之一是「其他東南亞」包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等，受英國文化影響較大的國家。 
 
 
表 5-9「英語」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23 -.079** -.093** .043 .246** .175** .048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90** .031 -.113** -.020 .027 .170** .173** .124** 
母親能力 .460** -.168** -.148** -.026 .203** .368** .093** -.024 
父親能力 .402** -.054* -.138** -.133** .067* .405** .064* -.032 
家人支持 .443** -.099** -.140** -.083** .151** .333** .071** -.041 
學生教父母 .555** .024 -.055* -.086** -.023 .177** .100** -.039 
語言環境 .371** -.070** -.054* -.101** .061* .204** .048 -.032 
學生居旅地 .139** -.021 -.036 .014 .122** .036 .032 .038 
母親居旅地 .070* -.087** -.032 .011 .193** .072* .017 -.017 
父親居旅地 .078* -.036 -.034 -.024 .084* .144** .013 -.030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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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的新移民母語能力、學習情境與相關因素 

 
1、 其他大陸語言 

 
大陸背景學生，在「其他大陸語言」的能力上高於一般生，其他新移民子女均低於一般生。學生的

「其他大陸語言」能力與社經、性別、年級的相關均未達顯著水準(表 5-10)。 
  學生的「其他大陸語言」能力與相關學習情境，均呈正相關。 
  大陸背景學生的「其他大陸語言」學習情境均高於一般生，越南、印尼背景學生則均低於一般生，

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的「其他大陸語言」能力，大致略低於一般生。此外，一特殊現象是：隨著年級

漸高，學生及其父母到「其他大陸語言」地區居旅的狀況增加。 
 
 

表 5-10「其他大陸語言」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342** -.111** -.119** -.080** -.033 .041 -.02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525** .369** -.152** -.116** -.094** .004 .081** -.058* 
母親能力 .579** .736** -.253** -.245** -.145** -.055* .034 -.062* 
父親能力 .624** .288** -.110** -.122** -.040 .010 .033 -.028 
家人支持 .736** .394** -.144** -.143** -.059* -.045 .037 -.048 
學生教父母 .649** .135** -.053* -.070** -.021 -.054* .030 -.007 
語言環境 .670** .171** -.057* -.093** -.003 -.040 .039 -.028 
學生居旅地 .410** .602** -.243** -.181** -.146** .008 .004 .100** 
母親居旅地 .361** .776** -.311** -.255** -.192** -.047 .001 .140** 
父親居旅地 .276** .370** -.139** -.132** -.074* .078* .029 .137**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2、越南語 
 

  越南背景學生，在「越南語」的能力上高於一般生，其他新移民子女則均低於一般生(表 5-11)。
學生的越南語能力與社經、年級呈負相關，但與性別呈顯著正相關。 
  學生的越南語能力與相關學習情境，均呈正相關。 
  越南背景學生的「越南語」學習情境均高於一般生，大陸、印尼背景學生則均低於一般生，其他東

南亞背景學生的越南語能力，大致略低於一般生。此外，一特殊現象是：各學習情境(除了「父親居

旅地」外)均與社經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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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越南語」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71** .387** -.122** -.103** -.104** .068** -.068*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539** -.222** .475** -.046 -.068** -.099** .117** -.057* 
母親能力 .567** -.318** .824** -.133** -.129** -.205** .051 -.140** 
父親能力 .643** -.171** .370** -.083** -.044 -.061* .018 -.057 
家人支持 .744** -.242** .559** -.084** -.073** -.131** .052* -.100** 
學生教父母 .718** -.126** .255** -.056* -.031 -.052* .032 -.076** 
語言環境 .741** -.119** .293** -.082** -.040 -.079** .017 -.050 
學生居旅地 .457** -.196** .516** -.114** -.106** -.106** .085** .039 
母親居旅地 .429** -.313** .715** -.119** -.155** -.190** .044 .015 
父親居旅地 .266** -.119** .304** -.047 -.067* -.018 .049 .061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3、印尼語 
 
印尼背景學生，在「印尼語」的能力上高於一般生，其他新移民子女則均低於一般生，但只有大陸

背景學生的負向相關值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 5-11)。學生的越南語能力與與性別呈顯著正相關。 
  學生的印尼語能力與相關學習情境，均呈正相關。 
  印尼背景學生的「印尼語」學習情境均優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則均低於一般生，越南、其他東

南亞背景學生的印尼語能力，在少部分向度上略低於一般生。此外，一特殊現象是：年級與學生印尼

語價值觀、母親印尼語能力、父母居旅於印尼語地區等四項學習情境，呈正向相關，此可能是因為印

尼配偶的子女年級較高。 
 
 
表 5-12「印尼語」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83** -.018 .172** -.022 -.042 .059* -.003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539** -.163** -.055* .383** -.034 -.045 .139** .097** 
母親能力 .567** -.264** -.135** .774** -.075** -.180** .068** .074* 
父親能力 .643** -.109** -.008 .151** -.012 -.003 .051 .025 
家人支持 .744** -.157** -.065* .401** -.040 -.087** .059* .016 
學生教父母 .718** -.059* -.027 .086** -.006 -.022 .050 -.020 
語言環境 .741** -.080** -.013 .097** .008 -.040 .007 .005 
學生居旅地 .457** -.118** -.049 .387** -.069* -.043 .064 .064 
母親居旅地 .429** -.253** -.169** .750** -.114** -.183** .049 .244** 
父親居旅地 .266** -.083* -.022 .234** -.029 .008 .028 .079*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第二節   課業之親子共學 
 
  此部分主要分析「親子問卷」(附錄五)第二部分(第 23-42 題)的題目，共包括 7 項學科(國文、數學、

自然科學、社會、藝術、電腦、體育)與 7 項處世(品德、禮貌、工作能力、融入臺灣、融入族群、受

人尊重、受人歡迎)方面的課業內容。人口變項主要包括國籍背景、社經、性別、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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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親子共學課業之比例 
 
  
1、 母親學習 

 
此部分分析自「親子問卷」(附錄五)第 26 題「媽媽曾花額外的時間學…」。 

  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的母親有 54% ~ 60%的比例曾花額外的

時間學國文(表 5-13)。一般生的母親為 43%，其他國家為 41%，大陸為 38%。 
  其他 13 項課業領域，由百分比似乎無法看出明顯的不同。待相關分析做進一步探討。 

 
表 5-13 母親學習各課業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課業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學科： 國文 38 58 55 56 56 60 54 41 43 
 數學 29 35 31 39 41 37 24 25 40 
 自然科學 19 25 17 31 27 26 15 19 35 
 社會 25 26 21 37 22 32 26 25 35 
 藝術 20 24 19 31 32 32 37 31 34 
 電腦 40 32 32 30 37 16 35 44 44 
 體育 24 23 20 24 35 26 42 33 36 
處世： 品德 47 41 47 58 54 42 56 40 49 
 禮貌 48 43 53 59 54 53 53 40 50 
 工作能力 52 53 58 48 59 55 44 44 56 
 融入臺灣  50 49 60 56 68 53 48 33 46 
 融入族群 48 43 55 48 61 47 45 40 46 
 受人尊重 48 47 57 56 54 53 48 40 49 
 受人歡迎 47 45 54 52 49 47 45 40 48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2、母親教子女 
   
此部分分析自「親子問卷」(附錄五)第 30 題「從媽媽我學到很多…」 

   70%的一般生覺得由母親處學習到國文；其他國家為 71%，因為此分類的樣本數較少，且家庭國

籍上較為複雜，可能是父母均為外籍，或是外籍配偶多為男性、母親為本籍，故從母親處可學習國文，

而與一般生無異(表 5-14)。其他由高至低排列是：其他東南亞(55%)、大陸(53%)、泰國(46%)、越南(35%)、
菲律賓(35%)、柬埔寨(30%)、印尼(28%)。 
  數學、自然、社會方面，一般生能從母親方面習得的比例，有較高於其他國家的趨勢。 
  在處世的 7 項目上，由數字看來，各國籍背景間，似乎沒有顯著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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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母親教子女各課業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課業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學科： 國文 53 35 28 46 35 30 55 71 70 
 數學 45 38 24 46 37 42 38 44 55 
 自然科學 28 24 12 29 32 16 22 20 44 
 社會 36 26 15 40 32 16 31 53 55 
 藝術 30 30 22 36 32 37 44 31 44 
 電腦 29 25 16 38 38 21 25 27 43 
 體育 28 29 19 44 35 37 38 20 40 
處世： 品德 80 75 81 69 78 74 94 89 85 
 禮貌 84 80 83 78 76 80 91 95 87 
 工作能力 69 68 69 52 63 65 76 67 77 
 融入臺灣  69 64 61 56 78 68 67 60 72 
 融入族群 68 60 63 52 71 70 69 56 73 
 受人尊重 75 72 73 67 70 63 75 63 83 
 受人歡迎 72 64 67 54 63 63 72 67 79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3、子女教母親 
 
此部分分析自「親子問卷」(附錄五)第 39 題「在…方面我會幫忙媽媽」。 

  在國文上，與母親教子女的趨勢相反，一般生教母親的比例為最低(52%)，除了其他國家(57%)，其

他移民家庭的子女 6 成以上會教母親國文(61% ~ 77%) (表 5-15)。 
  其他 13 項課業上，由百分比數值看來，國籍背景間似乎無特殊差異，待相關分析檢驗之。 
 
表 5-15 子女教母親各課業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課業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學科： 國文 62 77 74 68 66 76 61 57 52 
 數學 46 52 45 56 39 47 37 36 50 
 自然科學 37 38 36 48 33 37 24 29 46 
 社會 38 42 43 42 36 42 32 36 46 
 藝術 37 37 35 43 31 32 37 43 42 
 電腦 64 57 55 76 56 63 64 44 59 
 體育 37 37 41 58 36 42 49 33 47 
處世： 品德 48 49 47 50 53 50 47 29 51 
 禮貌 47 53 48 58 53 52 46 33 51 
 工作能力 41 45 39 48 45 58 37 27 49 
 融入臺灣  48 53 47 54 55 50 43 21 43 
 融入族群 44 47 42 50 59 42 43 14 44 
 受人尊重 44 50 45 60 56 37 43 21 49 
 受人歡迎 46 48 42 50 42 42 46 21 48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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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期望額外課程 
 
此部分分析自「親子問卷」(附錄五)第 42 題「我希望學校提供額外的課程教我…」。 

  所有 14 項課業上，由百分比數值看來，國籍背景間似乎無特殊差異(表 5-16)，待相關分析檢驗之。 
 
表 5-16 學生期望各額外課程的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課業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學科： 國文 49 53 42 44 59 45 46 29 55 
 數學 50 53 44 54 57 47 43 36 54 
 自然科學 48 49 41 59 54 42 46 29 49 
 社會 46 47 38 57 62 42 47 36 49 
 藝術 51 52 49 57 54 60 39 47 55 
 電腦 59 60 56 52 61 55 51 40 61 
 體育 57 55 51 63 61 53 53 50 58 
處世： 品德 57 53 52 50 66 50 54 53 62 
 禮貌 58 58 52 56 61 57 51 56 62 
 工作能力 52 49 55 48 59 50 54 60 62 
 融入臺灣  48 49 47 54 55 50 44 33 55 
 融入族群 48 46 45 46 55 50 44 33 55 
 受人尊重 54 53 54 50 61 48 53 47 61 
 受人歡迎 51 51 54 50 56 50 53 47 61 

 
 
二、學科能力、個人背景與情境因素 
 
1、 國文 
 

各國籍背景學生自覺其國文能力，與一般生相較相近(表 5-17)。國文能力與社經，呈顯著相關；

女生較男生有較高的國文能力；相較於年級低者，年級高者自覺較低的國文能力。此結果，除性別外，

大致上不同於「國語」能力的狀況。 
學生的國文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比較特殊的是，與「額外課程需求」亦呈正相關，顯示

出高能力者需要更多課程、低能力者不覺需更多課程的現象。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母親方面：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

更覺得國文是重要的，而越南、其他東南亞則覺得較不重要；相反的，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較不額外

學國文，但是，其他外籍背景學生的母親，均較一般生的母親，花額外時間學國文。越南、印尼背景

學生的母親有較低的國文能力。越南、印尼背景學生較一般生常教母親國文。(2)學生方面：大陸背

景學生較少從其他家人與同學(朋友)處學國文；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背景學生不認為需要加國文課、

也不從補習班獲益；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自同學(朋友)、電腦獲益，多於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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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國文」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41 .039 -.026 -.014 .057* .065** -.178**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90** -.010 .015 .004 -.010 .060* .041 -.016 
母親價值觀 .255** .070** -.072** -.014 -.082** .104** -.008 -.008 
父親價值觀 .302** -.010 .010 .039 -.044 .091** .025 -.048 
母親學習 .249** -.129** .113** .057* .062* .035 -.004 -.127** 
父親學習 .266** -.049 .006 -.039 .018 .071** -.051 -.142** 
母親能力 .327** .013 -.099** -.148** -.040 .241** .021 -.156** 
父親能力 .372** -.017 .016 -.014 -.014 .158** .059* -.176** 
母親教 .319** .028 -.136** -.186** -.032 .241** -.010 -.204** 
父親教 .385** -.039 .019 -.046 .011 .169** .032 -.236** 
其他家人教 .366** -.076** .033 -.044 .033 .109** .043 -.163** 
學校老師教 .393** .031 -.015 -.038 .019 .092** .068** -.089** 
學校加課教 .286** -.032 -.001 -.026 -.027 .027 .000 -.024 
補習班教 .300** -.009 .035 -.058* .022 .059* -.023 -.175** 
同學(朋友)教 .400** -.086** .036 -.041 .052* .039 .076** -.032 
從閱讀學習 .458** -.021 .013 .016 .018 .053* .110** -.056* 
從電腦學習 .392** -.042 .025 -.049 .052* .084** .030 -.108** 
學生教母親 .418** -.052* .156** .070** .022 -.084** .110** -.119** 
學生教父親 .449** -.032 .040 -.022 .018 -.010 .043 -.131** 
需要額外加課 .383** -.009 .019 -.071** -.006 .028 .038 -.118**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2、數學 

 
與一般生相較，印尼背景學生自覺較低的數學能力，其他則較相近(表 5-18)。數學能力與社經，

呈顯著相關；男生較女生有較高的數學能力；相較於年級低者，年級高者自覺較低的數學能力。 
學生的數學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狀況相同，數學能力與「額外課程需求」呈正相

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數學

是重要的，而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均覺得較不重要。(2)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與大陸背景學生，

有多項負面的學習情境，越南只一項，其他東南亞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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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數學」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13 -.003 -.123** .019 .162** -.117** -.183**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48** .041 -.016 -.030 -.012 .043 -.042 -.082** 
母親價值觀 .274** .109** -.105** -.050* -.061* .134** .001 -.062* 
父親價值觀 .310** .030 .014 -.018 -.074** .115** .020 -.074** 
母親學習 .267** -.078** .005 -.032 .014 .106** -.015 -.153** 
父親學習 .277** -.059* .024 -.050 -.014 .075** -.047 -.149** 
母親能力 .301** .003 -.041 -.123** -.002 .187** .033 -.224** 
父親能力 .285** -.044 -.006 -.077** -.030 .254** .042 -.171** 
母親教 .357** .013 -.060* -.149** -.028 .211** .033 -.237** 
父親教 .332** -.037 .001 -.075** -.036 .236** .051* -.249** 
其他家人教 .324** -.073** .027 -.039 .006 .088** .041 -.165** 
學校老師教 .366** .041 -.020 -.026 -.011 .088** .014 -.075** 
學校加課教 .282** -.035 .001 -.028 -.036 .033 -.034 -.001 
補習班教 .352** .017 -.005 -.091** .014 .104** .021 -.068* 
同學(朋友)教 .347** -.073** .021 -.026 .023 .027 .057* -.004 
從閱讀學習 .435** -.031 .013 -.026 .004 .092** -.017 -.119** 
從電腦學習 .399** -.013 .029 -.081** .006 .109** -.032 -.141** 
學生教母親 .448** -.048 .064* -.039 -.023 .030 -.001 -.169** 
學生教父親 .451** -.036 .042 -.056* -.007 .028 -.021 -.141** 
需要額外加課 .358** -.019 .026 -.060* -.009 .038 .014 -.076**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3、自然科學 

 
與一般生相較，大陸背景學生自覺較高的自然科學能力，印尼、其他東南亞則較低，越南則與一

般生無明顯差異(表 5-19)。自然科學能力與社經，呈顯著相關；男生較女生有較高的自然科學能力；

年級越高者，自覺較低的自然科學能力。 
學生的自然科學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數學狀況相同，自然科學能力與「額外課

程需求」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自然

科學是重要的，而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均覺得較不重要。(2)相較於一般生，大陸、印尼、越南

背景學生，有多項較為負面的學習自然科學情境；其他東南亞則除了父母價值觀較低外，無其他負面

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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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自然科學」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60* -.026 -.082** -.056* .137** -.162** -.141**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52** .058* -.051* -.034 -.003 .066** -.115** -.087** 
母親價值觀 .335** .091** -.119** -.075** -.072** .146** -.053* .003 
父親價值觀 .344** .017 -.027 .010 -.061* .109** -.021 -.017 
母親學習 .275** -.077** .002 -.063* -.011 .109** -.063* -.125** 
父親學習 .304** -.071** -.011 -.061* -.007 .103** -.088** -.085** 
母親能力 .326** -.034 -.098** -.162** .006 .231** -.039 -.104** 
父親能力 .362** -.057* -.051 -.093** -.029 .284** -.027 -.122** 
母親教 .368** -.020 -.071** -.149** -.029 .220** -.049 -.153** 
父親教 .379** -.061* -.022 -.080** -.033 .239** -.018 -.168** 
其他家人教 .337** -.057* .009 -.052* .010 .125** .006 -.113** 
學校老師教 .378** .063* -.037 -.019 -.012 .066** .008 -.020 
學校加課教 .285** -.004 -.037 -.030 -.011 .061* -.027 .030 
補習班教 .348** -.001 .018 -.055* .017 .084** -.032 -.085** 
同學(朋友)教 .356** -.048 -.012 -.041 .019 .059* .033 .013 
從閱讀學習 .498** .029 -.014 -.038 -.015 .103** -.034 -.078** 
從電腦學習 .433** -.012 -.011 -.057* .026 .117** -.016 -.069* 
學生教母親 .462** -.036 -.003 -.028 -.019 .066* -.005 -.110** 
學生教父親 .473** -.048 .037 -.055* -.034 .049 -.027 -.096** 
需要額外加課 .412** .009 -.001 -.056* .009 .026 .021 -.054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4、社會 

 
與一般生相較，大陸背景學生自覺較高的社會科能力；印尼則較低；越南與其他東南亞，則與一

般生無明顯差異(表 5-20)。自然科學能力與社經，呈顯著正相關；與性別無顯著相關；年級越高者，

自覺較低的社會科能力。 
學生的自然科學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數學、自然科學狀況相同，社會科能力與

「額外課程需求」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越南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社會

科不重要的，而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無顯著差別。(2)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越南背景學生的母

親有較弱的社會科能力、也不能教子女此學科；但是印尼背景學生，比起一般生，更不覺得有額外加

社會課的必要。(3)大陸背景學生能從學校社會科課程獲益較多於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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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社會」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55* -.031 -.074** -.001 .139** -.045 -.10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70** .029 .009 -.009 -.015 .036 -.013 -.091** 
母親價值觀 .319** .069** -.110** -.045 -.049 .128** -.023 -.028 
父親價值觀 .305** .022 .001 .016 -.053* .092** .021 -.063* 
母親學習 .239** -.053* -.012 -.056* .007 .097** -.041 -.156** 
父親學習 .276** -.053* .009 -.059* -.009 .088** -.046 -.131** 
母親能力 .295** -.025 -.133** -.176** -.017 .254** .004 -.098** 
父親能力 .300** -.048 -.035 -.080** -.018 .239** .010 -.119** 
母親教 .325** -.007 -.105** -.165** -.019 .244** .004 -.146** 
父親教 .331** -.053* -.006 -.080** -.003 .212** .037 -.169** 
其他家人教 .365** -.059* .014 -.056* .024 .122** .041 -.117** 
學校老師教 .380** .067** -.023 -.020 -.003 .077** .055* -.060* 
學校加課教 .266** -.010 -.031 -.023 -.010 .051* .013 -.014 
補習班教 .338** -.004 .039 -.067* .015 .060* -.032 -.148** 
同學(朋友)教 .374** -.026 .003 -.033 .010 .042 .073** .001 
從閱讀學習 .457** -.005 -.007 -.043 .037 .114** .051* -.048 
從電腦學習 .414** -.029 .019 -.056* .018 .110** .015 -.055 
學生教母親 .452** -.040 .011 -.003 -.022 .062* .017 -.090** 
學生教父親 .456** -.013 .014 -.055* -.025 .072** -.013 -.110** 
需要額外加課 .372** -.008 .010 -.068** .021 .037 .032 -.078**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5、藝術 

 
各國籍背景學生的藝術能力，與一般生相較，並無明顯差異(表 5-21)。藝術能力與社經，呈顯著

正相關；女生較男生有較高的藝術能力覺知；年級越高者，自覺較低的藝術能力。 
學生的藝術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數學、自然科學、社會科狀況相同，藝術能力

與「額外課程需求」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藝術

是重要的，越南則覺得較不重要，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無顯著差別。(2)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

學生的父母均有較弱的藝術能力、也較少加強學習藝術、也較少教子女此方面；越南只在母親藝術能

力、價值觀上呈現負值；印尼方面，則呈現父母能力略低、父親少教、較少從電腦、補習班獲益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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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藝術」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27 .011 -.016 .023 .108** .138** -.07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66** .033 -.021 -.041 .018 .052* .090** -.053 
母親價值觀 .321** .054* -.114** -.013 -.042 .141** .031 -.033 
父親價值觀 .311** .000 -.020 .008 -.026 .094** .041 -.072* 
母親學習 .259** -.082** -.027 -.046 .063* .144** .017 -.081** 
父親學習 .292** -.070** -.021 -.046 .031 .130** -.022 -.073* 
母親能力 .298** -.094** -.079** -.072** .044 .220** .045 -.077** 
父親能力 .360** -.080** -.036 -.054* .012 .224** .041 -.100** 
母親教 .337** -.060* -.038 -.102** .042 .186** .035 -.139** 
父親教 .354** -.066* -.009 -.065* .020 .191** .045 -.169** 
其他家人教 .354** -.066* .008 -.030 .027 .130** .047 -.116** 
學校老師教 .412** .062* .002 .003 .000 .044 .069** -.082** 
學校加課教 .283** -.007 -.017 -.017 .007 .067** .053* -.053 
補習班教 .298** -.047 .028 -.082** .021 .092** -.010 -.131** 
同學(朋友)教 .395** -.037 -.001 -.010 .048 .024 .105** .005 
從閱讀學習 .495** .004 -.007 -.013 .022 .093** .101** -.039 
從電腦學習 .455** .014 -.028 -.059* .036 .128** .081** -.038 
學生教母親 .483** -.014 -.001 -.027 -.011 .084** .067* -.108** 
學生教父親 .460** -.031 .007 -.036 -.004 .075** .051 -.094** 
需要額外加課 .438** -.014 -.001 -.014 -.003 .042 .097** -.089**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6、電腦 

 
與一般生相較，大陸背景學生自覺較高的電腦能力，其他國籍背景則無明顯差異(表 5-22)。電腦

能力與社經，呈顯著正相關；女生較男生有較低的電腦能力覺知；年級越高者，自覺較低的電腦能力。 
學生的藝術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數學、自然科學、社會科、藝術狀況相同，電

腦能力與「額外課程需求」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電腦

是重要的，越南則覺得較不重要，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無顯著差別。(2)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

學生更能從學校電腦課程中獲益，也會教母親電腦。(2)越南、印尼背景學生的父母有較低的電腦能

力。 
 

  



 

67 
 

 
 

表 5-22「電腦」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74** -.023 -.026 -.009 .099** -.107** -.100**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90** .051* -.032 -.018 -.019 .026 -.145** -.086** 
母親價值觀 .276** .062* -.131** -.037 -.012 .143** -.018 -.044 
父親價值觀 .282** .013 -.045 -.012 -.027 .142** -.027 -.056 
母親學習 .239** .017 -.059* -.049 -.010 .132** .021 -.040 
父親學習 .244** -.016 -.038 -.042 -.016 .155** -.049 -.024 
母親能力 .263** -.046 -.080** -.121** .019 .235** -.009 -.144** 
父親能力 .243** -.043 -.113** -.102** .012 .314** -.012 -.119** 
母親教 .247** -.028 -.073** -.112** .017 .205** -.065* -.187** 
父親教 .274** -.050 -.058* -.083** -.011 .253** -.043 -.195** 
其他家人教 .330** -.036 -.021 -.003 .017 .102** .021 -.106** 
學校老師教 .424** .069** -.006 .008 -.019 .061* .012 -.082** 
學校加課教 .304** .010 -.025 -.013 -.013 .065* -.004 -.063* 
補習班教 .264** -.032 .026 -.053* -.008 .072** -.054* -.110** 
同學(朋友)教 .389** -.024 .018 .013 .019 .011 .022 -.010 
從閱讀學習 .423** .015 .017 -.025 -.001 .072** -.059* -.062* 
從電腦學習 .475** .034 -.013 -.023 .050 .098** -.007 -.033 
學生教母親 .446** .062* -.033 -.035 .011 .072** .010 -.045 
學生教父親 .435** .038 -.042 .003 -.012 .032 -.025 -.027 
需要額外加課 .403** .014 -.002 -.022 -.032 .045 -.032 -.136**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7、體育 

 
與一般生相較，各國籍背景學生的體育能力無明顯差異(表 5-23)。體育能力與社經，呈顯著正相

關；女生較男生有較低的體育能力覺知；年級越高者，自覺較低的體育能力。 
學生的體育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與國文、數學、自然科學、社會科、藝術、電腦狀況相

同，體育能力與「額外課程需求」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更覺得體育

是重要的，越南則覺得較不重要，其他國籍背景的母親則無顯著差別。(2)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背景

學生有多項較為負向的體育學習情境；越南為父母能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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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體育」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09 .003 .003 .031 .058* -.142** -.087**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70** .015 -.016 .003 .006 .022 -.179** -.122** 
母親價值觀 .302** .060* -.131** -.043 -.001 .148** -.060* -.016 
父親價值觀 .317** .016 -.049 -.006 .013 .114** -.053* -.047 
母親學習 .236** -.048 -.044 -.060* .048 .100** -.059* -.089** 
父親學習 .286** -.047 -.019 -.066* .028 .090** -.066* -.079** 
母親能力 .299** -.047 -.069** -.107** .052* .200** -.023 -.085** 
父親能力 .312** -.048 -.071** -.055* .017 .210** -.007 -.068* 
母親教 .313** -.044 -.030 -.102** .049 .149** -.029 -.168** 
父親教 .342** -.056* -.028 -.100** .042 .217** .000 -.163** 
其他家人教 .375** -.042 .012 -.043 .039 .090** -.018 -.119** 
學校老師教 .420** .029 -.019 .025 .040 .053* .017 -.067* 
學校加課教 .286** -.019 -.016 -.018 .021 .052* .018 -.032 
補習班教 .310** -.044 .030 -.045 .011 .049 -.065* -.120** 
同學(朋友)教 .410** -.033 .012 .003 .024 .005 -.019 -.010 
從閱讀學習 .441** -.031 -.001 -.028 .034 .082** -.035 -.087** 
從電腦學習 .402** -.031 -.002 -.066* .041 .098** -.062* -.102** 
學生教母親 .420** -.050 -.036 .000 .030 .067* -.002 -.117** 
學生教父親 .414** -.027 -.025 -.025 .008 .048 -.043 -.094** 
需要額外加課 .436** .008 -.005 -.036 -.002 .056* -.070** -.099**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三、處世能力、情境與相關因素 
 
1、品德 
 

與一般生相較，各國籍背景學生的品德能力無明顯差異(表 5-24)。品德能力自覺與社經呈顯著正

相關，與性別、年級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品德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較負向的品德學

習情境。(2)印尼背景的學生及其父親有較高的品德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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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品德」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11 -.041 .010 .012 .125** .041 -.011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82** .020 -.076** .072** .003 .056* .093** .115** 
母親價值觀 .343** .046 -.091** .037 -.030 .107** .057* .109** 
父親價值觀 .364** .003 -.060* .094** -.068** .102** .061* .109** 
母親學習 .313** -.024 -.056* .019 .031 .069** .014 -.024 
父親學習 .319** -.034 -.035 .008 .021 .070** -.001 -.015 
母親能力 .395** -.014 -.085** -.013 .020 .159** .069** .031 
父親能力 .398** -.047 -.066* .027 .011 .189** .036 .037 
母親教 .417** -.004 -.075** -.008 .011 .145** .042 .049 
父親教 .414** -.047 -.073** .018 .030 .164** .027 .025 
其他家人教 .403** -.010 -.041 .006 .038 .067** .051* .011 
學校老師教 .414** .036 -.031 .029 .010 .038 .058* -.009 
學校加課教 .313** -.043 -.009 .014 .022 .031 .036 -.007 
補習班教 .370** -.014 .024 -.058* .033 .068** .001 -.094** 
同學(朋友)教 .419** -.036 -.002 .021 .041 .022 .083** .024 
從閱讀學習 .480** .005 -.021 -.023 .022 .114** .118** -.027 
從電腦學習 .448** -.007 .018 -.062* .014 .095** .037 -.049 
學生教母親 .459** -.019 .007 -.010 -.001 .014 .033 -.041 
學生教父親 .474** -.011 -.027 .010 -.019 .015 .007 -.032 
需要額外加課 .385** .010 -.034 -.039 -.014 .046 .022 -.096**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2、 禮貌 
 

與一般生相較，各國籍背景學生的禮貌能力無明顯差異(表 5-25)。禮貌能力自覺與社經呈顯著正

相關，與性別、年級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品德能力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較負向的禮貌學

習情境。(2)印尼背景的學生及其父親有較高的禮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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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禮貌」能力(程度)、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14 -.018 -.006 -.005 .127** .047 -.027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38** .024 -.067** .062* -.013 .016 .089** .099** 
母親價值觀 .307** .041 -.081** .043 -.036 .079** .084** .090** 
父親價值觀 .305** .001 -.063* .081** -.053* .063* .061* .081** 
母親學習 .262** -.028 -.063* .039 .031 .046 .001 -.046 
父親學習 .268** -.031 -.028 .013 .018 .046 -.014 -.035 
母親能力 .367** -.020 -.048 -.010 .007 .126** .075** -.004 
父親能力 .368** -.049 -.048 .028 .011 .155** .045 .015 
母親教 .426** -.006 -.053* -.009 -.006 .124** .052* .032 
父親教 .385** -.056* -.041 .029 .010 .153** .017 -.009 
其他家人教 .373** -.013 -.027 .011 .021 .065** .055* .006 
學校老師教 .411** .036 -.023 .021 .024 .033 .058* -.032 
學校加課教 .282** -.025 -.015 -.006 .021 .032 .028 -.042 
補習班教 .327** .002 .030 -.050 .015 .054* .003 -.098** 
同學(朋友)教 .410** -.028 .015 .006 .016 .018 .084** .005 
從閱讀學習 .428** .011 -.013 -.017 .019 .089** .108** -.062* 
從電腦學習 .438** -.015 .021 -.056* .003 .096** .047 -.058* 
學生教母親 .470** -.032 .034 -.017 .005 .026 .046 -.030 
學生教父親 .477** -.012 -.008 .005 -.018 .029 .037 -.048 
需要額外加課 .375** .000 -.004 -.047 -.014 .040 .024 -.102**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3、工作 

 
與一般生相較，越南、印尼背景學生自覺較低的工作能力(表 5-26)。工作能力自覺與社經呈顯著

正相關，與性別、年級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工作能力自覺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較負向的工作能

力學習情境。(2)大陸背景學生的母親認為工作能力更為重要。(3)印尼背景學生在資源使用方面較為

負向，但是家庭情境上與一般生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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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工作」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23 -.060* -.070** .014 .157** .006 .023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11** .022 -.082** .028 -.007 .067** .027 .022 
母親價值觀 .297** .068** -.076** .010 -.027 .073** .004 .068** 
父親價值觀 .279** .045 -.084** .049 -.041 .074** .011 .045 
母親學習 .278** -.035 -.007 .020 -.018 .071** .053* -.035 
父親學習 .284** -.023 -.015 -.015 -.007 .095** .025 -.023 
母親能力 .300** -.009 -.033 -.003 -.012 .123** .054* -.009 
父親能力 .301** -.023 -.070** .029 .006 .153** .029 -.023 
母親教 .434** -.023 -.030 -.032 -.035 .129** .051* -.023 
父親教 .447** -.044 -.031 -.014 -.010 .138** .035 -.044 
其他家人教 .432** -.024 -.017 -.026 .023 .065* .046 -.024 
學校老師教 .481** .006 -.013 .001 .002 .061* .018 .006 
學校加課教 .419** -.031 -.027 -.011 .016 .035 .003 -.031 
補習班教 .457** -.020 .004 -.068* .026 .066* -.016 -.020 
同學(朋友)教 .529** -.035 .005 -.046 .032 .020 .048 -.035 
從閱讀學習 .509** .000 -.015 -.063* .037 .098** .045 .000 
從電腦學習 .499** -.020 -.021 -.062* .023 .102** .019 -.020 
學生教母親 .517** -.036 .006 -.057* .016 .033 .026 -.036 
學生教父親 .521** -.019 -.010 -.045 -.016 .052* .004 -.019 
需要額外加課 .424** -.024 -.071** .004 -.010 .046 .030 -.024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4、融入臺灣 
 

與一般生相較，各國籍背景學生自覺之融入臺灣能力，並無顯著差異(表 5-27)。融入臺灣能力自

覺與社經、年級呈顯著正相關，與性別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工作能力自覺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多項較負向的融

入臺灣學習情境自覺，大多與父母有關。(2)印尼背景學生的負向學習情境大多在資源的使用方面；

印尼背景學生的母親會花額外的時間學習如何融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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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融入臺灣」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14 -.042 -.007 .032 .121** .047 .078**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97** .009 -.060* .045 -.004 .023 -.019 .116** 
母親價值觀 .439** .041 -.068** .034 -.032 .065* -.010 .103** 
父親價值觀 .426** .044 -.055* .042 -.022 .048 .026 .070* 
母親學習 .320** -.018 -.016 .079** .035 .015 .026 .054 
父親學習 .319** -.028 -.014 -.002 .033 .053* -.019 .014 
母親能力 .462** .022 -.052* .037 .001 .076** .034 .089** 
父親能力 .493** .028 -.081** .040 .034 .109** .037 .062* 
母親教 .512** .020 -.040 -.053* -.001 .119** .032 .023 
父親教 .502** .006 -.029 -.040 .000 .116** .027 .013 
其他家人教 .462** -.002 -.022 -.017 .018 .059* .048 .020 
學校老師教 .500** .001 .000 -.002 .002 .046 .036 -.035 
學校加課教 .424** -.007 -.013 -.023 .011 .044 .026 -.003 
補習班教 .435** .003 .000 -.062* .027 .080** -.009 -.051 
同學(朋友)教 .523** -.010 -.004 -.025 .021 .029 .057* .066* 
從閱讀學習 .533** .022 -.005 -.065* .013 .072** .035 .014 
從電腦學習 .523** -.002 .018 -.058* -.001 .097** .027 .026 
學生教母親 .518** .005 .049 -.030 .022 .010 .051 .004 
學生教父親 .516** -.022 .023 -.035 .015 .036 .006 -.020 
需要額外加課 .433** -.024 -.010 -.034 -.005 .047 .022 -.023 

 
5、融入族群 

 
與一般生相較，越南背景學生自覺較低的融入族群能力，其他各國籍背景學則無顯著差異(表 5-28)。

融入族群能力的自覺與社經、年級呈顯著正相關，與性別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工作能力自覺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多項較負向的融

入族群學習情境自覺，大多與父母、家人、學校有關。(2)印尼背景學生的負向學習情境大多在資源

的使用方面；印尼背景學生的母親會花額外的時間學習如何融入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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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融入族群」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37 -.069** -.042 .013 .143** .035 .116**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57** .012 -.088** .028 .001 .076** .024 .224** 
母親價值觀 .471** .037 -.081** .015 -.039 .090** -.001 .160** 
父親價值觀 .465** .032 -.074** .026 -.008 .086** .018 .136** 
母親學習 .312** -.012 -.047 .060* .024 .033 .035 .073* 
父親學習 .325** -.031 -.033 -.015 .032 .079** -.019 .045 
母親能力 .505** .013 -.094** .019 -.010 .121** .012 .142** 
父親能力 .526** .021 -.099** .023 .023 .141** .016 .113** 
母親教 .504** .009 -.079** -.032 -.002 .130** .028 .075** 
父親教 .536** -.004 -.067* -.023 -.001 .141** .026 .063* 
其他家人教 .483** .009 -.070** -.027 .025 .075** .044 .071* 
學校老師教 .529** .026 -.072** .005 -.011 .080** .047 .052 
學校加課教 .413** -.018 -.029 -.009 .006 .053* .035 .048 
補習班教 .416** -.016 .000 -.050 .005 .092** .003 -.014 
同學(朋友)教 .530** -.001 -.032 -.030 .003 .068** .075** .142** 
從閱讀學習 .536** -.004 -.005 -.070** .025 .089** .052* .046 
從電腦學習 .506** .000 .001 -.053* .018 .109** .034 .041 
學生教母親 .513** .000 .016 -.035 .026 .031 .048 .027 
學生教父親 .510** -.007 -.020 -.049 .017 .045 .015 .018 
需要額外加課 .435** -.015 -.035 -.025 -.004 .060* .030 .000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6、受人尊重 

 
各國籍背景學生自覺之受人尊重能力，與一般生相較，並無顯著差異(表 5-29)。受人尊重能力的

自覺與社經呈顯著正相關，與性別、年級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工作能力自覺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多項較負向的受

人尊重學習情境自覺，大多與父母有關。(2)印尼背景學生只有 2 項負向學習情境，且均在資源的使

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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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受人尊重」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17 -.008 -.036 -.029 .136** .032 .026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372** -.038 -.038 .043 .002 .065** .055* .125** 
母親價值觀 .413** .022 -.073** .000 -.001 .103** .008 .089** 
父親價值觀 .395** -.001 -.054* .033 -.001 .095** .028 .087** 
母親學習 .318** -.043 -.015 .046 .018 .061* .018 -.019 
父親學習 .314** -.055* -.007 .011 .022 .076** -.023 -.016 
母親能力 .458** -.018 -.065* .001 .007 .160** .052* .043 
父親能力 .439** -.033 -.061* .033 .021 .156** .018 .060* 
母親教 .488** -.010 -.049 -.044 -.026 .147** .065* -.003 
父親教 .467** -.020 -.062* -.012 -.003 .165** .037 .013 
其他家人教 .450** -.004 -.035 -.028 .011 .093** .068** -.010 
學校老師教 .495** .038 -.034 .000 -.002 .067** .061* -.050 
學校加課教 .402** -.033 -.019 -.007 .030 .052* .037 -.023 
補習班教 .411** -.023 .027 -.059* .013 .079** -.009 -.076* 
同學(朋友)教 .483** .000 -.023 -.027 .003 .062* .096** .052 
從閱讀學習 .520** -.032 .020 -.040 .024 .101** .080** -.025 
從電腦學習 .492** -.036 .052* -.054* -.009 .111** .037 -.035 
學生教母親 .503** -.039 .036 -.028 .026 .022 .039 -.030 
學生教父親 .505** -.009 -.009 -.041 -.001 .026 .013 -.039 
需要額外加課 .400** -.010 -.036 -.031 -.011 .046 .020 -.063*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7、受人歡迎 
 

與一般生相較，印尼背景學生自覺較低之受人歡迎能力，其他國籍背景則無顯著差異(表 5-30)。
受人歡迎能力的自覺與社經呈顯著正相關，與性別、年級無顯著相關。 

學生的工作能力自覺與各學習情境呈正相關。 
在個人背景與學習情境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一般生，(1)越南背景學生有多項較負向的受

人歡迎學習情境自覺，大多與父母、學校有關。(2)印尼背景學生只有 2 項負向學習情境。(3)大陸背

景學生能由學校老師處習得如何受人歡迎，這與越南背景學生相反，值得注意是否是文化因素讓越南

背景學生不能由學校學習中獲得人際相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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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受人歡迎」能力、個人背景、學習情境之相關 
 學生能力    個人背景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學生能力  .033 -.038 -.057* .002 .155** .034 .014 
學習情境         
學生價值觀 .430** -.003 -.061* .041 .003 .100** .023 .049 
母親價值觀 .419** .041 -.043 -.012 -.018 .098** .012 .032 
父親價值觀 .437** .014 -.054* .034 -.021 .103** -.002 .020 
母親學習 .334** -.019 -.025 .038 -.001 .069** .021 -.031 
父親學習 .332** -.024 -.013 .007 -.005 .076** -.019 -.027 
母親能力 .474** .042 -.061* -.008 -.042 .147** .070** .021 
父親能力 .482** -.009 -.024 .024 -.038 .156** .052* .028 
母親教 .508** .018 -.059* -.052* -.038 .165** .059* -.022 
父親教 .499** .000 -.064* -.025 -.025 .168** .018 -.022 
其他家人教 .444** .023 -.045 -.025 -.025 .090** .061* -.018 
學校老師教 .535** .065* -.058* .008 -.023 .090** .037 -.055 
學校加課教 .425** .003 -.022 -.019 -.011 .057* .027 -.034 
補習班教 .428** .001 .015 -.068* .003 .077** .004 -.066* 
同學(朋友)教 .524** .007 -.021 -.048 -.004 .071** .083** .062* 
從閱讀學習 .553** -.005 .020 -.036 -.010 .104** .047 -.022 
從電腦學習 .493** -.012 .014 -.041 -.017 .103** .043 -.023 
學生教母親 .521** .002 .015 -.048 -.005 .035 .040 -.050 
學生教父親 .503** .005 -.008 -.045 -.034 .031 .014 -.053 
需要額外加課 .419** -.018 -.032 -.030 -.014 .050 .022 -.066*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第三節   親子共學社會學習情境 
 
    本節的結果分析資料來源為「親子問卷」(附錄五)的第三部分「其他」學習情境，包括親子關係、

父母社會參與(第 43-51 題)，以及，有關多語言、移民接受度、學校支持活動等政策立場的題目(第 51-62
題)。人口變項主要包括國籍背景、社經、性別、年級。 
 
一、 贊成相關新移民政策之比例 
 
  一般生有 30%覺得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除了柬埔寨(35%)、其他國家(37%)外，其他國籍背景

學生均低於一般生(15%  ~ 29) (表 5-31)。相反的，在多語言的正面的描述上(多語言互相助益、提升

競爭力)，則各國籍背景有 84%  ~ 92%呈正面的態度。 
  贊成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的比例，各國籍背景親子均持較正面的態度(72% ~ 90%贊

成)。 
  新移民融入臺灣和保有自己的文化、語言，也似乎普遍為各國籍背景親子所支持(84% ~ 96%贊成)。 
  各國籍背景的親子大多贊成「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82% ~ 94%)，但，其他國家略低(65%)。 
  對學校舉辦活動的效能，贊成「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的比例(85% ~ 94%)，略高

於「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傳承(65%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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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各政策立場親子贊成人數百分比 
國籍背景 

政策立場 
大陸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

賓 
柬埔

寨 
其他東

南亞 
其他

國家 
一般

生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23 25 25 29 24 35 15 37 30 
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87 89 92 84 89 91 87 90 88 
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87 86 86 84 89 87 90 90 87 
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75 80 77 84 72 78 72 90 74 
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91 89 90 84 89 100 90 90 84 
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85 92 89 94 94 96 92 95 85 
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80 84 83 91 87 83 82 85 82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89 89 89 84 94 91 82 65 84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86 86 89 78 94 91 82 85 81 
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
民的尊重 88 88 90 85 94 91 85 85 86 
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
民文化傳承 83 83 82 69 87 83 85 65 82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 
 
二、個人背景與親子共學社會學習情境的相關 
 
  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親子更贊成「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其父親較不常參與學生的學校活

動。 
相較於一般生，越南背景親子更贊成「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較不覺得親友敬愛他們

的父母，母親較不常參與學生的學校活動。 
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背景學生較不覺得親友敬愛他們的母親，父母均較不常參與學生的學校活動。 
在解釋上述現象時，宜考量到學生敬愛父母、父母參與學生學校活動，與社經的正向相關；如表

5-4 所示，大陸、越南、印尼學生的社經較低於一般生。 
  高社經者較贊成多語言的好處、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男生較女生感受到較多的多語言互相干擾現象。女生較贊成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高年級生較贊成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父親較不常參與學校活動。 
 
表 5-32 個人背景與親子共學社會學習情境的相關 

個人背景 
情境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社經 性別 年級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045 -.004 -.014 -.015 -.036 -.082** -.045 
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000 .013 .028 -.008 .058* .046 .000 
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022 -.019 -.020 -.007 .053* .060* .022 
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017 .041 .024 -.005 .031 .045 -.017 
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057* .018 .014 .006 .053* .045 .057* 
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026 .066** .018 .032 .037 .031 -.026 
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026 .033 .007 .005 .051* .023 -.026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043 .018 -.015 .010 .004 .002 .043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019 .018 .005 .030 .035 -.010 .019 
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
重 .021 .009 .004 -.015 .028 .017 .021 
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
傳承 .026 .016 -.032 -.013 .033 .028 .026 
我敬愛媽媽。 .011 -.030 -.046 -.022 .132** .037 .011 
我敬愛爸爸。 -.037 -.001 .018 -.007 .146** .024 -.037 
我的親友敬愛媽媽。 -.023 -.097** -.048* -.001 .216** .044 -.023 
我的親友敬愛爸爸。 -.045 -.070** -.022 -.012 .246** .040 -.045 
媽媽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 .007 -.122** -.086** -.021 .207** -.025 .007 
爸爸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 -.091** -.040 -.074** -.015 .178** -.038 -.091**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性別：1=男、2=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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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移民背景學生之立場與各能力的相關 
 
  此部分將探討大陸、越南、印尼三主要移民背景學生的狀況和 
 
1、大陸背景 
   
 大陸背景學生敬愛父母、親友對父母的敬愛、父母參與學校活動大致與各學科能力呈正相關(表 5-33)。
覺得「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則「其他大陸話」能力較佳。贊成多語言者，其課業能力較佳。 
 
  
表 5-33 大陸背景學生情境與各能力之相關 
       情境 
 
能力 

我敬愛媽

媽 
我敬愛爸

爸 
我的親友

敬愛媽媽 
我的親友

敬愛爸爸 

媽媽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爸爸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多語言學

習會互相

干擾 

多語言學習

有助益各語

言的學習 

多語言學習

有助於提升

競爭力 
國語 .139** .086* .075 .065 -.019 -.042 .013 .058 .043 
閩南話 .038 .095* .049 .054 .043 .024 -.017 .097* .049 
客家話 .001 .027 -.012 .018 -.021 -.019 .040 .012 -.022 
原住民話 -.065 -.033 -.034 -.059 .007 .051 .056 -.023 -.063 
其他大陸話 -.028 -.011 .040 -.004 .109* .055 .131** .036 .040 
英語 .127** .077 .164** .130** .148** .093* -.036 .163** .180** 
國文 .150** .185** .128** .131** .155** .120** -.016 .221** .162** 
數學 .104* .068 .157** .124** .178** .133** .044 .183** .156** 
自然科學 .157** .135** .196** .131** .151** .129** .125** .144** .126** 
社會 .201** .165** .133** .119* .125** .077 .005 .188** .133** 
藝術 .133** .139** .183** .177** .130** .048 -.016 .106* .148** 
電腦 .127** .135** .174** .153** .079 .044 .081 .166** .142** 
體育 .078 .128** .142** .093* .063 .038 .087 .096* .109* 
品德 .157** .177** .204** .198** .102* .089 -.028 .174** .191** 
禮貌 .143** .181** .193** .188** .098* .081 .017 .200** .186** 
工作 .085 .079 .200** .199** .111* .088 .110* .128** .098* 
融入臺灣 .048 .088 .206** .183** .157** .149** .019 .145** .170** 
融入族群 .049 .057 .253** .177** .133** .107* -.011 .119* .138** 
受人尊重 .124** .121* .301** .247** .106* .092 .014 .156** .197** 
受人歡迎 .076 .156** .271** .241** .125** .098* -.012 .197** .191**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 
 
 
2、越南背景 
 
越南背景學生敬愛父母、親友對父母的敬愛、父母參與學校活動與部分課業能力呈正相關，較明顯

的是國語、英語、社會、禮貌；其中，親友對父母的敬愛，與學生的社交能力有顯著的正相關。覺得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則國語能力較佳。贊成多語言者，其各項課業能力大多較佳(表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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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越南背景學生情境與各能力之相關 
       情境 
 
能力 

我敬愛媽

媽 
我敬愛爸

爸 
我的親友

敬愛媽媽 
我的親友

敬愛爸爸 

媽媽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爸爸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多語言學

習會互相

干擾 

多語言學習

有助益各語

言的學習 

多語言學習

有助於提升

競爭力 
國語 .223** .207** .093 .089 -.169** -.164** -.110* .118* .148** 
閩南話 .136* .130* .103 .095 .040 .021 .014 .192** .121* 
客家話 -.001 .030 .076 .103 .112 .129* .052 .098 .096 
原住民話 -.032 -.023 .026 .079 .139* .200** .093 -.004 .014 
越南話 -.006 .015 .022 -.012 .161** .095 .057 .127* .061 
英語 .182** .183** .123* .137* .126* .054 -.056 .193** .165** 
國文 .029 .016 .059 .055 .039 .105 -.030 .211** .181** 
數學 .132* .054 .103 .126* .101 .126* .099 .153** .163** 
自然科學 .018 .125* .092 .098 .084 .163** .032 .224** .166** 
社會 .042 .193** .147* .172** .031 .133* -.006 .238** .178** 
藝術 .080 .145* .082 .071 .088 .093 -.028 .168** .106 
電腦 -.036 .011 .025 .014 .074 .164** .052 .127* .127* 
體育 .020 -.015 .079 .024 .025 .154** .103 .060 .069 
品德 .077 .084 .119* .089 .124* .079 -.064 .212** .240** 
禮貌 .140* .136* .160** .083 .085 .072 -.043 .178** .198** 
工作 .022 .032 .148* .057 .118* .081 .014 .161** .194** 
融入臺灣 -.011 .058 .146* .110 .084 .112 -.002 .214** .271** 
融入族群 .003 .032 .186** .130* .028 .132* -.009 .204** .338** 
受人尊重 .085 .105 .205** .161** .045 .144* .004 .224** .304** 
受人歡迎 .068 .095 .230** .153** .040 .128* -.029 .130* .225**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 
 
 
3、印尼背景 
 
印尼背景學生的敬愛父母、親友對父母的敬愛、父母參與學校活動與各項課業能力大多呈正相關，

較明顯的是國語、閩南語、國文、社會、品德、禮貌、藝術、工作、各項社交能力；其中，親友對父

母的敬愛，與學生的社交能力有顯著的正相關。贊成多語言者，其各項課業能力大多較佳(表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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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印尼背景學生情境與各能力之相關 

     情境 
 
能力 

我敬愛媽

媽 
我敬愛

爸爸 
我的親友

敬愛媽媽 
我的親友

敬愛爸爸 

媽媽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爸爸經常

參與學校

的活動 

多語言學

習會互相

干擾 

多語言學習

有助益各語

言的學習 

多語言學習

有助於提升

競爭力 
國語 .374** .202** .125 .171* .040 .008 -.055 .208** .253** 
閩南話 .189** .200** .098 .185** .107 .116 .084 .039 .184** 
客家話 .160* .129 .034 .022 .061 .090 .033 .075 .065 
原住民話 -.008 .100 .022 .012 .231** .168* .102 -.023 -.115 
印尼話 .007 .128 .101 .086 .184** .148* .117 -.030 .031 
英語 .180** .073 .093 .125 -.007 -.106 -.128 .191** .192** 
國文 .330** .208** .213** .202** .128 .114 -.093 .334** .327** 
數學 .196** .112 .164* .255** .190** .153* .085 .223** .227** 
自然科學 .192** .144* .107 .128 .085 .126 .019 .148* .152* 
社會 .205** .113 .148* .156* .136 .183* .014 .253** .356** 
藝術 .269** .080 .167* .186** .167* .148* .021 .193** .293** 
電腦 .109 .071 -.055 .059 .153* .103 -.054 .145* .122 
體育 .181** -.009 .100 .145* .038 .026 .054 .209** .212** 
品德 .248** .172* .179* .318** .129 .189** .030 .242** .216** 
禮貌 .239** .234** .164* .282** .032 .160* .065 .275** .214** 
工作 .180* .048 .118 .195** .169* .236** .081 .105 .209** 
融入臺灣 .208** .167* .155* .193** .092 .176* -.029 .184* .292** 
融入族群 .148* .198** .133 .190** .071 .122 -.008 .194** .241** 
受人尊重 .153* .199** .175* .238** .158* .208** -.006 .268** .276** 
受人歡迎 .206** .114 .157* .285** .170* .195** -.074 .220** .242** 
* p < .05; ** p < .01; 各國籍背景，均以「一般生」為「比較組」。 
 
四、主要國籍背景學生、一般生之年級與各語言能力相關 
 
  表 3-36 顯示，越南背景學生隨著年級漸高，國語能力有顯著增加，其他則相關均不顯著。但是，

需要留意的是，隨著年級較長，部分母語能力呈下降的趨勢：大陸背景學生的其他大陸話能力、越南

背景學生的越南話、印尼背景學生的印尼話、一般生的客家話。其他東南亞因為整併多國，故此處很

難解釋。 
  在學科能力方面，一般生在國、數、自方面，學生隨年級較長，能力自覺下降。大陸背景學生除了

這三科社會、藝術、電腦亦下降；越南除了這三科，下降的是藝術、體育。印尼則是只有數學、自然

科學顯著下降，在融入臺灣、融入族群上則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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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各國籍背景學生年級與各能力之相關 

國籍背景 
自覺能力 

大陸 越南 印尼 其他東南亞 一般生 

臺灣語言 國語 .023 .168** .024 .029 .028 
 閩南話 -.015 -.010 -.029 .038 .042 
 客家話 .000 -.035 .036 -.152 -.101 
 原住民話 -.024 -.058 -.025 -.092 .109 
 英語 .075 .078 .055 -.104 .006 
新移民語言 其他大陸話 -.071 .106 -.054 .005 .038 
 越南話 -.047 -.018 -.063 -.093 .060 
 印尼話 -.063 -.108 -.051 -.159 .106 
學科 國文 -.194** -.185** -.108 -.300** -.172** 
 數學 -.173** -.175** -.233** -.287** -.157** 
 自然科學 -.162** -.152* -.194* -.207* -.137* 
 社會 -.107* -.103 -.133 -.158 -.077 
 藝術 -.101* -.132* .049 -.064 -.074 
 電腦 -.159** -.120 -.048 -.139 -.090 
 體育 -.077 -.154* -.139 -.247* -.051 
處世 品德 -.070 .018 -.045 -.067 .017 
 禮貌 -.018 -.010 -.050 -.089 -.048 
 工作 -.046 .000 .058 -.070 .036 
 融入臺灣 .007 .020 .185* .010 .088 
 融入族群 .087 .095 .196* .078 .072 
 受人尊重 .035 .004 .024 .059 .016 
 受人歡迎 .007 .088 -.007 -.015 -.032 

* p < .05; ** p < .01 
 
 

五、主要國籍背景學生、一般生各語言與課業能力差異比較(控制性別、年級、社經) 
 
  因為性別、年級、社經有可能和各語言與課業能力產生交互作用，故，以一般線性模式中的多變量

變異數分析，考驗四主要國籍背景學生、一般生各語言與課業能力差異，同時控制性別、年級、社經。 
結果如表 5-37 所示，在控制性別、年級、社經後，各國籍學生的差異只表現在少數的項目。越南、

印尼背景學生的閩南話能力略高於其他東南亞，印尼背景學生的客家話能力略高於大陸、越南，一般

生的原住民話能力略高於其他四國籍背景學生，大陸背景學生的其他大陸話能力略高於其他各組學生，

越南背景學生的越南話能力略高於其他各組學生，印尼背景學生的印尼話能力略高於其他各組學生。

在課業方面，只有一項差異：大陸背景學生與一般生的自然科學能力略高於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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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 各國籍背景學生各語言與課業能力差異比較(控制性別、年級、社經) 

 大陸(A) 越南(B) 印尼(C) 其他東南亞(D) 一般生(E)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F Sig. 兩兩比較 
國語 3.91 .30 3.84 .44 3.91 .33 3.82 .47 3.87 .44 2.05 .09  
閩南話 2.94 .96 3.15 .85 3.01 .87 2.82 1.03 3.01 .97 4.01 .00 BE>D 
客家話 1.41 .76 1.33 .67 1.69 .97 1.44 .77 1.49 .81 4.33 .00 C>AB 
原住民

話 1.20 .48 1.16 .43 1.15 .38 1.17 .45 1.28 .56 5.56 .00 E>ABCD 

英語 2.72 1.05 2.52 1.11 2.43 1.10 2.84 1.05 2.86 1.08 1.73 .14  
其他大

陸話 1.84 .96 1.30 .57 1.23 .51 1.25 .57 1.30 .61 27.81 .00 A>BCDE 

越南話 1.30 .48 1.81 .81 1.18 .39 1.15 .38 1.23 .48 55.67 .00 B>ACDE 
印尼話 1.14 .36 1.18 .50 1.40 .67 1.17 .41 1.19 .43 6.73 .00 C>ABDE 
國文 3.12 .95 3.14 1.00 3.00 1.02 3.02 1.06 2.98 1.04 .79 .53  
數學 2.72 1.08 2.69 1.10 2.36 1.00 2.77 1.11 2.83 1.10 1.89 .11  
自然科

學 2.76 1.02 2.61 1.06 2.45 1.00 2.47 1.06 2.77 1.09 3.64 .01 AE>D 

社會 2.85 1.01 2.71 1.06 2.57 1.05 2.76 1.06 2.82 1.07 1.12 .34  
藝術 2.84 1.05 2.82 1.08 2.75 1.06 2.87 1.06 2.72 1.11 .67 .61  
電腦 3.08 .97 2.93 1.06 2.91 1.02 2.94 .96 2.92 1.06 1.26 .28  
體育 2.91 1.07 2.93 1.09 2.93 1.05 3.03 1.01 2.90 1.10 .67 .61  
品德 3.13 .90 3.04 1.02 3.14 .93 3.15 .98 3.13 .99 .37 .83  
禮貌 3.16 .91 3.11 1.00 3.13 .96 3.13 .95 3.16 .95 .48 .75  
工作 2.76 1.10 2.59 1.16 2.53 1.10 2.78 1.10 2.87 1.10 .65 .63  
融入臺

灣 2.89 1.11 2.77 1.16 2.84 1.11 2.98 1.12 2.88 1.12 .58 .68  

融入族

群 2.93 1.09 2.72 1.16 2.75 1.14 2.92 1.15 2.96 1.09 1.07 .37  

受人尊

重 3.01 1.03 2.97 1.08 2.89 1.05 2.88 1.07 3.04 1.01 .77 .54  

受人歡

迎 2.98 1.05 2.85 1.13 2.78 1.10 2.94 1.04 3.01 1.05 .25 .91  

 
 

第四節  教師情境與新移民親子共學 
 

本節的結果分析資料來源為「敎師問卷」(附錄六)，主要包括(1)教師所處的語言情境、(2)教師對新

移民背景學生課業學習狀況的了解與支持、(3)教師對新移民相關政策的想法。後 2 項也包括來自「親

子問卷」(附錄五)的相似題，對師生間回答狀況的差異做卡方(χ2) 考驗、(4) 比較母語傳承學校與非

母語傳承學校師生在相關議題上的差異。 
 
一、語言情境 
 
  教師所處的語言情境大致反應主流社會的情境，以國語為主流(96% ~ 100%)，閩南語為次，雖然閩

南語的讀、寫能力顯著降到 65%和 38%。教師 6 成左右具英語能力。新移民的語言方面，則只有很

少部分教師具能力(表 5-38)。 
  在母語課程方面，仍如目前課綱的設計，大多數教師贊成臺灣本地方言為母語課程：閩南語(97%)、
客家話(80%)、原住民話(70%)。新移民的語言方面，則贊成百分比降至 22%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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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覺得各語言族群的家長大致尊重學校老師的教學，但是，也許從主流到非主流語言，大致呈現

由高支持到低支持的狀況。 
 
表 5-38 教師語言情境人數百分比 
 臺灣 新移民 
 國語 閩南

話 
客
家
話 

原住
民話 

英語 其他大
陸話 

越南
話 

印尼
話 

泰國
話 

菲律
賓話 

柬埔
寨話 

學校所在社區的家長大多
說… 98 93 28 9 10 8 10 4 2 4 3 
我會聽… 100 92 17 3 64 4 1 1 1 1 1 
我會說… 100 87 12 2 60 2 1 1 1 1 1 
我會讀… 98 65 8 3 65 2 1 1 1 1 1 
我會寫… 96 38 3 3 62 1 1 1 1 1 1 
我覺得學校母語課程應該
包括… 

無 97 80 70 45 27 32 28 26 24 22 
以…為母語的家長尊重學
校老師的教學 無 95 91 88 85 84 85 84 80 82 83 

註：百分比畫線，為內文主要探討的部分。無：未測此項。 
 
 
二、課業生活 
 
  教師大致上高估移民背景學生對補習班的需要，尤其是在學科上，7 項中有 5 項主要的智育學門均

被高估，在處世方面的 2 項(融入臺灣、融入族群)上也被高估(表 5-39)。 
  在學校教育方面，教師和移民背景學生均肯定學校(老師)對移民背景學生的重要性，並且，其看法

一致性高。但是，在處世方面的 3 項(工作、融入臺灣、融入族群)上，教師低估移民背景學生對學校

需要。 
  在額外加課上，教師在國文、數學、社會科上，高估移民背景學生的需要，在體育上，則是低估。

在處世方面的 2 項(融入臺灣、融入族群)，教師高估移民背景學生的需要。 
  教師覺得在主要學科(國文、數學、自然、社會)上，以及處世方面的融入臺灣、融入族群上，投入

較多的時間來協助輔導新移民背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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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 教師、移民背景學生覺知學生課業學習狀況的人數百分比與卡方考驗結果 
  學科 處世 
  國文 數學 自然

科學 
社會 藝術 電腦 體育 品德 禮貌 工作 融入

臺灣  
融入
族群 

受人
尊重 

受人
歡迎 

補習 師：在…方面，安親班或補
習班對新移民子女很重
要(%) 89 88 73 66 40 43 33 57 57 49 60 64 57 56 

 移民背景學生：從補習班
(安親班)我學到很多
(%) 53 60 50 46 31 30 31 51 55 38 39 40 47 45 

  
χ2 (師生差異比較) 24.45 13.07 10.58 8.70 2.61 5.63 .13 .71 .07 3.18 11.31 14.40 2.13 2.69 

學校 師：在…方面，學校教育對
新移民子女很重要(%) 99 97 93 92 87 90 86 96 96 92 97 95 96 95 

 移民背景學生：從學校(老
師)我學到很多(%) 93 91 88 89 87 86 89 90 92 75 75 76 82 78 

  
χ2 (師生差異比較) .39 .40 .28 .10 .00 .19 .10 .40 .17 3.85 6.45 4.75 2.39 3.71 

加課 師：在…方面，學校需要再
提供額外的課程給新移
民子女(%) 83 73 59 60 41 47 31 49 50 53 70 67 61 61 

 移民背景學生：我希望學校
提供額外的課程教我
(%) 49 50 47 46 51 58 55 55 57 52 48 47 53 52 

  
χ2 (師生差異比較) 23.59 10.58 3.06 4.26 1.96 2.09 10.47 .65 .86 .02 10.08 8.51 1.21 1.56 

輔導 師：在…方面，老師常需要
花額外的時間輔導新移
民子女(%) 75 68 54 52 30 33 22 40 41 40 49 51 45 47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三、相關政策 
 
  教師在 2 項政策立場上，略為不同於移民背景學生的想法。教師較高估「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低估「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但是，教師的各政策立場均與一般生無明顯差異(表 5-40)。 
  填問卷的教師所服務學校有 57%舉辦(新移民)多元文化活動，54%經常舉辦(新移民)親子共學活

動。 
 
表 5-40 教師、移民背景學生、一般生對各政策立場贊成之人數百分比與卡方考驗結果 

 教師 移民背景
學生 

 一般生  

 
% % 

χ2(師與移民背景

學生的差異) % 
χ2 (師與一般

生的差異)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36 24 6.00 30 1.20 
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81 89 .72 88 .56 
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96 87 .93 87 .93 
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79 77 .05 74 .34 
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97 90 .54 84 2.01 
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97 89 .72 85 1.69 
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89 82 .60 82 .60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69 89 4.49 84 2.68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74 87 1.94 81 .60 
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 89 88 .01 86 .10 
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傳承 84 82 .05 82 .05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多元文化活動 57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親子共學活動 54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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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的比較 
 
  相較於非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覺知到較多家長以印尼話、菲律賓話、柬

埔寨話為母語(表 5-41)。 
 
 
表 5-41 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教師覺知的「學校所在社區的家長語言」百分比和卡方考驗

結果 
 臺灣 新移民 
 
 
母語傳承學校 

國語 閩 南
話 

客
家
話 

原 住
民話 

英語 其他大
陸話 

越
南
話 

印 尼
話 

泰 國
話 

菲 律
賓話 

柬 埔
寨話 

是 93 97 25 5 5 14 5 5 5 5 15 
否 99 93 29 9 8 9 4 1 3 2 9 

χ2 .41 .17 .55 2.32 1.64 2.75 .26 16.58 .93 4.39 4.49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相較於非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較為贊成開設英語、越南話的課程 (表

5-42)。 
 
 
表 5-42 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教師贊成「學校母語課程應該包括(何語言)」的人數百分比

與卡方考驗結果 
 臺灣 新移民 
 
 
母語傳承學校 

國語 閩南
話 

客
家
話 

原住
民話 

英語 其他大
陸話 

越
南
話 

印尼
話 

泰國
話 

菲律
賓話 

柬埔
寨話 

是 無 97 73 72 43 39 39 24 23 24 52 
否 無 96 81 70 24 30 26 27 24 22 44 

χ2  .00 .72 .07 14.34 2.46 6.61 .34 .11 .11 1.76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相較於非母語傳承學校，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移民背景學生較為贊成開設印尼語、菲律賓話的課程 

(表 5-42)。相較於舉辦母語傳承學校，非母語傳承學校的一般生較為贊成開設原住民語、其他大陸話、

越南話、印尼話、泰國話的課程。此結果呈現出母語傳承學校似乎處於一個學校內部學生二極的狀態，

讓教師覺得有必要為新移民學生做一些事。 
 
表 5-43 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學生贊成「學校母語課程應該包括(何語言)」的人數百分比

與卡方考驗結果 
  臺灣 新移民 
母語傳
承學校 

 國語 閩 南
話 

客 家
話 

原 住
民話 

英
語 

其 他
大 陸
話 

越 南
話 

印 尼
話 

泰 國
話 

菲 律
賓話 

柬 埔
寨話 

是 移民背景學生 85 83 32 30 31 30 23 20 13 18 71 
否 移民背景學生 88 75 36 24 24 23 18 13 11 10 72 
 χ2 .06 .79 .44 1.66 1.85 2.42 2.01 3.94 .42 6.13 .04 
是 一般生 84 81 47 19 8 2 0 0 0 4 70 
否 一般生 92 77 45 31 14 11 9 11 10 9 76 
 χ2 .78 .18 .16 4.80 3.02 7.46 8.52 10.66 10.31 2.88 .49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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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非母語傳承學校，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較為贊成多語言可助益各語言學習、政府應建

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

進新移民文化傳承(表 5-44)。 
  舉辦母語傳承學校與否，和學生不同身份(移民背景學生、一般生)的兩兩比較，在各政策立場贊

成之人數百分比，其差異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表 5-44 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教師、移民背景學生、一般生對各政策立場贊成之人數百分

比與卡方考驗結果 
 教師 A 移

民背

景學

生 

B
一

般

生 

C 移

民背

景學

生 

D
一

般

生 

       A
      與
       B

    差 
異 

C
與

D
差

異 

A
與

C
差

異 

B 
與

D
差

異 
母語傳承學校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 % χ2 % % % % χ2 χ2 χ2 χ2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38 36 .10 21 31 25 30 2.91 .82 .47 .04 
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96 79 4.00 89 82 89 89 .60 .00 .00 .53 
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100 95 .27 88 80 86 88 .81 .03 .03 .75 
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97 76 5.47 79 67 77 75 2.00 .06 .05 .77 
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97 97 .00 90 76 90 85 2.51 .31 .00 .86 
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97 97 .00 85 71 89 87 2.65 .05 .24 3.01 
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90 89 .01 80 71 83 84 1.09 .02 .10 2.00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72 68 .25 91 80 88 85 1.50 .16 .08 .25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79 73 .50 88 80 87 81 .78 .32 .01 .04 
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 79 53 12.49 89 82 88 87 .58 .02 .00 .32 
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傳
承 76 51 12.43 80 75 83 84 .46 .01 .05 .97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多元文化活動 100 88 1.75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親子共學活動 93 83 1.21         
註：χ2畫線代表師生的差異達顯著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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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先採用質性研究法，訪談親師生，深入了解新移民親子共學的狀況；再以量化研究法來探

究全臺的狀況，並驗證質性研究的部分結果。本章將以此二種研究方法所產生的研究結果(即第四章、

第五章的內容)，進行綜合討論，並以此為基礎，提出教育實務建議與國家政策建議；最後，提出本

研究的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討論 
 
一、新移民子女的能力與一般生近似，具有母語優勢 
 

  在控制社經、年級、性別的狀況下，各不同國籍背景學生的差異僅在少部分的語言項目與一項課

業上：印尼背景學生的客家話能力略高於大陸、越南；越南、印尼背景學生的閩南話能力略高於其他

東南亞；大陸、越南、印尼背景學生各在其母語能力上，略高於其他各組學生。在課業方面，只有一

項差異：大陸背景學生與一般生的自然科學能力略高於其他東南亞背景學生(表 5-37)。 
此結果顯示新移民普遍有母語優勢，在一般能力上不低於一般生，如果我們考量到其社經、年級、

性別。 
 
二、新移民子女「良好適應」與「低度支持學習脈絡」之移入悖論現象 
 

相較於移民母親教子女的較低比例，其子女的國文或相關課業加強課程的需求，並不高於一般生，

甚至低一些(表 5-26、17~21)。鄧蔭萍等人(2010)，吳瓊洳、蔡明昌(2009)，陳毓文(2010)的研究也發

現新移民子女有良好的、與一般生無明顯差異的自我概念、生活適應、學業表現、日常行為。由此，

可見移民子女的低需求性？或是，反應其樂觀、自立的特質？ 
此移民子女的外在客觀學習情境支持較弱，但卻報告出較佳適應的現象，Sam et al. (2008)稱為「移

入悖論(immigrant paradox)」。臺灣的新移民子女(含親人)似乎也存在此現象。 
 
 
三、可改變的「學習情境」正向支持一致性地與新移民子女的各項成就呈正相關，其

影響力遠大於「國籍背景」 
 
    相對於一般家庭，新移民子女的家庭在「臺灣主流背景」 (例如家庭的社經、父母的臺灣主流語

言、課業能力) 上，呈現略為「弱勢」的現象，並與部分子女各方面的能力呈相關。但是，由此研究

結果可見，子女各方面的能力與「可改變」的「學習情境」因素相關更高，這些「可改變」的「學習

情境」包括：父母參與子女學校學習活動、子女與社會對新移民家長的尊重(表 5-33 ~34)、學習各領

域的價值觀、父母自身藉學習與對子女的教導、子女教父母、學校(教師)教導、多方資源協助(表 5-17 
~30)、語言情境學習(表 5-6~12) 等。此研究結果與 Burgess, Hecht, & Lonigan (2002)對學齡前兒童所

做的研究結果近似：互動式和主動式的家庭語言環境，可預測子女的口說語言、語音敏銳、字詞解碼

等能力。也略同於國內研究結果：高支持與低衝突的教養有助子女課業成就(周玉慧、吳齊殷(2001)。  
因此，任何投入學習的活動，均有可能產生多面向的親子學習互動與多元的學習成果，不只知性

的學習成就，也包括社會、情意的成果(余佩璇、張郁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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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移民的價值觀與能力：值得引起臺灣社會省思「窄化的主流思維與架構」 
 

臺灣是海洋國家，也是一個移民社會，本應有開闊的視野與廣大的世界觀，但是，從新移民的回

應中，我們看到目前臺灣學校課程的以下三大特色：(一)「學科」為華人(包括大陸與臺灣)學校教育

重點。(二)課程內容繁複、多樣且排滿，學生有低的選擇權。(三)教材內容與工作、生活、國際脫節。 
    新移民家長除了來自大陸背景者有非常明顯的(甚至高於臺灣人的)「學科」價值觀外，其他國籍

背景的新移民家長，在臺灣生活過程中，發現到這個主流價值，為了他們的孩子在臺灣「生存」得好，

他們也必需跟著這樣的主流文化走，雖然，他們不否定臺灣對「學科」重視的好處，也肯定臺灣良好

的學校設備與師資，但是，其母國的教育似乎更重「孩子的選擇權」，更重「往孩子高能力的方向前

進」，更重「工作」的能力等。 
在本研究量化研究結果中，也發現「各領域高能力學生」對「加課」的需求，而非「低能力者」

的「補救」；在語言上也是各自為自己的「強勢語言」爭取生存的空間，新移民的強勢語言相對地在

「臺灣主流語言」下，也相對力量較弱，但爭取空間的力量仍然可見(例如表 5-32、41)。 
 
 
五、母語能力來自母語環境，留意可能的母語「流失」現象；英語、處世、主要學科

能力與社經相關 
 

國語與大陸背景有較大的相關，與社經無關、年級高者自覺有較高的國語能力 (表 5-5)；相反的，

國文與國籍背景無關、與高社經有關、年級高者自覺較低的國文能力(表 5-17)。研究亦發現語言和語

文是不同的能力(McGinty & Justice, 2009)。 
新移民母語也呈現類似現象：大陸背景親子均有較好的「其他大陸語言」能力與學習情境 (表 5-10)

越南背景親子均有較好的越南語能力與學習情境 (表 5-11)，印尼背景親子均有較好的印尼語能力與

學習情境(表 5-12)。此符合 Auerbach(1989)所言的，家庭語言素養宜採社會文化取向觀點以了解真實

的狀況，而非期待家長如學校教學般的教語言，也說明父母對子女母語能力的顯著影響(Kondo-Brown, 
2005)。但來自父母自然的、高品質的、精緻化的、提供實用訊息的親子共讀(共學)互動，仍都與子女

的心智能力有高的相關(Adrian, Clemente, & Villanueva, 2007)；Symons, Peterson, Slaughter, Roche, & 
Doyle, 2005)，不同的共讀策略，也能產生不同的知性助益，但大多能增進子女的閱讀興趣或導引子

女閱讀的專注力(Chow, Chang, Cheung, & Chow, 2008；Evans & Shaw, 2008；Evans, Williamson, & 
Pursoo, 2008)。 

女生在部分語言上呈現優於男生的現象(國語、閩南話、英語、越南語、印尼語)，但是，並非所

有語言均如此。在訪談中，也發現越南與印尼背景的女生較為主動學習母語，這也許符合 Dumais (2002)
認為女生較男生擅長利用文化資本而有高的成就，但是，女生在語言上有較高的能力，似乎也為許多

研究所支持(吳雅惠，2009；邱冠斌，2008)。 
其次，我們仍要留意「母語」，隨著學生年級漸長，其趨勢是負向的(表 5-36)。也就是，母語隨

著環境的消失、大環境的不重視，可能會產生「流失(loss)」的現象，如 Bylund (2009)指出的：12 歲

之後母語能力可能開始大量流失；但母語能力在成長後的啟發，也可能再開啟。 
英語能力、處世能力與社經有明顯相關(表 5-9、24 ~30)；學科能力也與社經略有關係，尤其是除

了國文之外的其他主要學科(自、數、社) (表 5-17 ~23)，國文與社經為較略相關，可能部分是因大環

境之主流語言為國語。 
總合上述研究可見持續的語言能力與高階知識能力，仍待後天教育環境的培育與鼓勵才能養成。

此結果符合過去研究結果：新移民雖然家庭支持不足，但幼時閱讀成就差異未明顯 (呂玫真、賴文鳳，

2010)，如果研究的是較成長的個案與較進階的作業，即會顯示出成就上的差異(洪月女、林筱晴，2010)。 
親子間、師生間互動、共讀、共學的品質，為下一代正向成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Newland, Gapp, Jacobs, 
Reisetter, Syed, & W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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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陸、越南、印尼新移民家庭各有擅長的適應臺灣環境模式 
 
因大陸、越南、印尼新移民人數較多，收集的質性與量化資料數量均較大，故能大致描述此三國

籍移民家庭親子共學的狀況，結果顯示：親子兩者的狀況，大致符應彼此，也就是，家長的特質與優

勢大致為學生所習得，而展現於其特質與成就表現。 
 

1、大陸背景新移民重視融入臺灣與子女學科學習 
 

大陸背景新移民因為重視融入臺灣，故，不堅持保存母國文化，擔心母語干擾子女國語，故，避

免教子女母語 (表 5-32)。 
    在未控制社經、性別、年級的狀況下，相較於一般生，大陸背景學生的強項是國語(表 5-5)、自

然科學(表 5-19)、社會(表 5-20)、電腦(表 5-22)，無弱項。但需留意的是：大陸背景學生國文、數學、

自然科學、社會、藝術、電腦各學科均隨著年級漸高而有下降趨勢(表 5-36)。另外，此結果也顯示：

國語與國文為不同的能力，Siok & Fletcher (2001)的研究指出：國文的學習是從字形開始，再進入字

形和語音結合的階段。 
由訪談資料，陸配家庭大致呈現的樣貌為：陸配因為語言上與臺灣主流語言(國語)較近似，故，

透過自學方式，大致可調整為「不易被人辨識出大陸口音」的程度。又因陸配重視學科價值的思維與

臺灣主流思潮近似(甚至更為強烈些)，其既有策略能力也能協助子女應對臺灣考試制度，故其子女在

學校大多能有好的成就表現。陸配對子女的期許是：在臺灣落地生根，肯定臺灣的良好教育環境與師

資，也預期子女在臺灣能有好的發展(請參見第四章訪談者編號i1m2、i1t0、i1s2、i2s2、i2m2、i4t0、
i4s2、j2m1、j2s1之訪談內容)。 
 
2、越南背景新移民家庭重視母國文化的保存，主要影響子女學習的因素是家人 
 

越南背景新移民傾向重視母國文化的保存(表 5-32)與母語的傳承，主要影響子女學習的因素是重

要家人的價值觀與能力等(表 5-17~29)。越南學生有強的閩南話能力，雖然母親的閩南話能力可能不

足(表 5-6)，也有可能是因較新移入。 
    在未控制社經、性別、年級的狀況下，相較於一般生，越南背景學生的強項是閩南語(表 5-6)；
弱項是英語(表 5-9)、客家話(表 5-7)、工作能力(表 5-26)、融入族群(表 5-28)。 

  由訪談資料，越配家庭大致呈現的樣貌如下：越配有堅強的意志，「奮發向上」、貫徹理念目標、

力圖保存母國文化。雖然其母國價值觀看來較重「工作(勞動)」(非臺灣重視的「學科」)，但是，她

們進入臺灣後了解到臺灣本地對「讀書」的重視，因此，積極協助子女達成此目標。越配積極教子女、

配偶、其他家人母語，主張「多語言多優勢」，其積極的特質與臺灣人「勤奮」的價值觀符合、受家

人肯定；越配子女似乎也由越配家長的身教中，學到積極爭取、奮發向上的行動力，因為家長在課業

上的能力不足支持他們學習學校課業，他們轉而對學校教育有更高的需求，在此積極的行動力下，學

生在學校的成就表現，大致維持一定的水準(請參見第四章訪談者編號 i1m1、i1s2、i1t0、i2m4、i2s1、
i5s1、i5m0、j1s2、j5s2 之訪談內容)。吳欣璇、金瑞芝(2011)研究越配，也發現部分類似的特質。 
 
3、印尼背景新移民與其居住的社區呈融合狀況，主要影響子女學習的因素是資源 
 

印尼新移民呈現積極融入地方的狀況，會「客家話」的比例甚高，印尼新移民學生與家長有較強

的客家話能力(表 5-7)，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印配為客家裔(陳美瑩，2011)。質性訪談也發現，印尼新移

民大多親善快樂，與所居社區呈現良好的人際互動。印尼背景新移民主要影響子女學習的因素是資源

不足(表 5-17~29)。 
在未控制社經、性別、年級的狀況下，相較於一般生，印尼背景學生強項是客家話(表 5-7)；弱

項是英語(表 5-9)、數學(表 5-18)、自然科學(表 5-19)、社會(表 5-20)、工作能力(表 5-26)、受人歡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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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背景學生在主要學科(國、數、自、社)上也呈現「加課」上的「低需

求」(表 5-17~20)。因為印尼背景學生在本研究中年級較高(表 5-4)，而年級高者在學科上的自我效能

會較低，故，在解釋此結果時，宜同時考量此因素。 
印尼新移民與其子女，呈現出高度融入所處社區的現象，但在主要學科、工作能力、受歡迎上自

信不足，加上子女學習的資源不足、低需求，值得關注。 
從訪談印尼背景親子的內容，發現他們「知道」外界如何看他們，但採取的方式是「包容、忍耐」

的態度，力圖與身邊人溝通、和平共存、積極學習所居地臺灣本地語言。印配較不主動教子女母語，

視學會臺灣當地的地區性語言為要務，因此子女也有好的臺灣地區性語言能力。印配子女似乎也學習

到印配的謙和、不忮不求、在乎身邊的人的想法與看法的特質，雖然羨慕臺灣本地生有家人支持課業，

但是，更轉而肯定母親的優點，可跟母親學習其專長；對身邊可能的「歧視」採取「了解」、「接納」、

「現在比過去好，未來應該會更好」的「包容、忍耐」態度(參見第四章訪談者編號 i6s1、j1s1、i5m5
之訪談內容)。 
   
    總而言之，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三者對母國文化的堅持度，最明顯的指標可能是「母親教子女各

語言的人數百分比」，最高的是越配(72%)、其次是印配(51%)、最後為陸配(47%)(表 5-1)。陸配家庭

的特長是其價值觀、基本能力、策略能力，不只與臺灣主流符應，甚至更為擅長，力圖讓下一代在臺

灣落地生根，故在起點上子女的學業成就佳，但是後續高階能力的發展，仍待臺灣良好教育的支持。

越配家庭的特長是堅強的意志力、行動力與文化力，希望在臺灣主流文化中，也能發展並存的另類文

化，希望下一代能融合二者，而有更好的未來，因為努力，子女漸有好的表現。印配家庭的特長是對

臺灣當地人的高度包容、體諒，展現出人際上高度的和諧力，即使他們感受到不好的處遇，仍能正向

以對，母國文化的消失與否較非生活的議題，重要的是平凡快樂的與臺灣人生活在一起，隨著在臺灣

生活時間加長，子女更能融入臺灣與居地文化。這些特質與特長，值得我們反思與學習。 
 
 
七、教師優良的主流能力與思維對新移民親子共學可能具正負向雙重的支持作用 
 
    教師是培育下一代的第一線工作者，負擔了傳遞主流文化精華的重要使命，因此，在受教育的過

程中培養出主流的能力與思維，然而「主流」的思維與能力相對於新移民而言，是否形成某種強與弱

的對照(林瑞榮、劉健慧，2009)，進而影響其教育行動？值得省思。 
 
1、 教師在了解新移民親子需求與資源、多語言理念下，促成積極行動 

 
從母語傳承學校與非母語傳承學校的量化比較中，發現教師的覺知、理念與行動是促發主動協助

學生正向發展的動力。在此，值得我們再看一下是哪些因素讓母語傳承學校教師產生行動力。 
 

(1)教師：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教師覺知到較多不少家長為新移民，並且為較少數的新移民(表5-41)，
較為贊成開設英語與新移民母語課程 (表 5-42)，較多贊成多語言可助益各語言學習、政府應建立新

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

移民文化傳承(表 5-44)。 
(2)學生：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移民背景學生較為贊成開設新移民語言的課程，尤其是較少數的新

移民語言；舉辦母語傳承學校的一般生，則不若非母語傳承學校的一般生，支持開設少數族群語言(表
5-42)。 
    上述結果似乎指出：教師感受到外在少數族群家長的需求與資源、內部學生的兩極立場，而特別

覺得有為少數族群家庭服務的必要；再加上教師對多語言學習的開放態度，而促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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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主流語言文化所可能引發的溝通困難 
 
教師優勢的主流語言能力與情境，可能會易產生部分的主流迷思，並可能間接不利與新移民溝通，

而會覺得：主流語言的家長較非主流語言家長尊重學校老師的教學 (表 5-38)。質性訪談中，有一位

受訪的教師有多年教學經驗、每年有多位新移民學生，其表示：新移民家長對學校與老師的教學，較

不會有意見，只是擔心子女的學習。統計資料也顯示：新移民背景學生對學校教學的肯定與依賴(表
5-39 學校)。 

Sohn & Wang (2006)的研究指出，美國的韓裔移民母親在與學校和教師溝通時面臨的困難包括：

文化的隔閡、感到受歧視、學校的支持不足。作者建議美國的教師宜敏覺於韓裔移民母親的需要與觀

點，也建議韓裔移民母親應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說出他們在乎的議題，並協助教師了解他們的獨特文

化價值觀。 
 
3、教師投入較多學科教導、較少處世的教導 

 
教師對學科重要性的覺知，與新移民背景學生相符，此反應新移民學生適應主流環境的價值；但

在處世上，相對於教師的覺知，新移民背景學生較少覺知到他們在工作、融入臺灣、融入族群等層面

得到學校(教師)的協助，雖然教師覺得這些處世能力對新移民背景學生也是很重要的事(表 5-26 學校)。
如訪談教師中說的，學校老師每日有大量的「學科」要教導，班級上如有新移民子女，並不能得到學

校額外的支持，上級教育單位對教育的投資，可能是不足夠的。 
 
4、教師高估補習班對新移民學生的正向協助 
 

訪談中，大多數的教師認為「補習班(或安親班)」對新移民子女有必要的功能，因為新移民家長

大多忙於工作，且可能缺乏協助子女課業的能力，再加上補習班的強制力大於學校教育而能較有效果

(請見訪談編號 i4t4、i3t0)，雖然，教師不排除學校的貢獻，教師本身也對新移民子女付出額外的時間

進行輔導(編號 i4t0)，這些付出，也為新移民背景學生直接肯定(編號 j5s2)。 
但是，在訪談中也發現新移民家長與子女，普遍較為信賴、依賴學校(老師)的教導，也覺得學校

的教學對其此子女較為有效與重要(編號 i1m1)，並且對學校教育有高的需求(吳金香、張茂源、王昇

泰，2007)。量化研究結果也明顯看出教師與移民背景學生的覺知有明顯差異：教師覺得移民背景學

生可由補習班獲益，特別是針對主要學科(國、數、自、社)和融入臺灣與族群能有所幫助，可是教師

的覺知與新移民子女相距甚遠(表 5-39)。 
此覺知的落差可能是因為：(1)國家並未因為新移民學生的人數加多，而給予教師協助(例如增加

(多元文化)教師員額、增加經費補助、引入家長資源協助教學、班級人數略減…)(賴翠媛，2006)，教

師自覺能力與體力有限，即使額外的付出，也還是有限(陳玉娟，2009)；(2)新移民子女的母親因為可

能受到親友較少尊重，子女可能受影響，學校「柔性」教學可能成效有限，教師感受到無力感，即使

學校開設課後補導(至晚上 8 時)，仍然不若補習班的「強力介入」有效；(3) 新移民家庭可能無法負

擔補習費用；(4)新移民的母國可能無「補習班」(即使有學校老師開的家教班，但，還是學校老師開

設)，不若臺灣本地家長、教師對「補習班」功效的預期。 
 
 

第二節  教育實務建議 
 
一、課程教材內容國際化 
 
    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但，學校課程從早期的重「大陸文化」，到近年改革的重「臺灣本土文化」，

目前的主流社會與學校課程是二大文化交互作用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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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年移入的新移民，逐漸帶動臺灣對東南亞文化了解與交流的契機，但在學校課程的設計上，

多元文化議題，常需以「外加」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吳瓊洳、黃靖茹，2009)，以致學習時間短暫且成

效難以持續。國際觀點或多元文化的課程，在目前滿載的課程基本架構下，較難達成。所以，較為可

行的方式，也許不是外加課程，或讓老師自由加入課程，而是各個領域的內容與觀點，均有國際的資

料呈現(例如，數學課本在計算面積的單元，其習題即是以「各國國旗」命題)，可能是下一階段課程

教材設計努力的重點。 
 
二、體現社會的多元價值，發展更彈性的課程綱要，給學生多元興趣與能力的探索機

會、更多的選課權利 
 
   新移民給臺灣教育的重要省思是：重視「工作」，而非目前臺灣主流的「學科」單一價值、固定的

課綱、學生少有「選課權利」。在此單一價值所建立的體制下，學生傾向發展窄化的能力與價值，在

成長的過程中，少有機會走向多元的道路、開展多元的天賦。 
欲解決上述議題，重要的原則為「彈性」，主要包括教育與工作的彈性切換、彈性開放的課程選修

(包括跨階段、各學科細部的選修)。具體做法，試列舉如下： 
1、於國小至大學階段，均可試探職業興趣或進入職場。使得「教育」能與職能發展、生涯發展真正

連結，也就是，學生能在個人最適、最大發展的考量下，在適當的教育規畫下，離開教育機構到

工作場域，也能從工作場域再回到教育機構。也就是，減少教育機構與工作場域的鴻溝，讓這兩

者間的切換能夠更有彈性，或兩者能更自然的並存於學生成長的過程中。 
2、高中真正的開放「各課程選修」，而非只是提供「文組」、「理組」的選擇，這包括多樣化的學科與

職業科目，與每個學科內各種難度的課程。例如，不假定同校同年段的每個學生都上同一種(或只

有二種-文組、理組)「數學課」，而是每個學生選擇較適合他上的「數學課」，所謂「適合」是指

「最能從中獲益」。 
3、高中生即可開始上大學「通識」相關課程(例如，普通物理、普通化學、微積分、計算機概論、中

文、英文…等)，到大學時，即可免修許多通識課程，目前的狀況是，大一、大二學生，花大量的

時間上「通識」課程，而這些「通識」課程，早在高中之前，即可完成，到大學即可免修，這樣，

學生便能有更多的時間試探職業興趣、發展專業知能、進入職場中實習。 
 
上述觀點，與目前臺灣家長的「主流」觀點不同，也許重要的教育課題之一是：教育家長，與家長

溝通，何種教育課程是較有利於其子女的發展與未來的、是適性的。 
 
三、重新定義鄉土語言教育與實施方式、引入各族群(含新移民)家長資源、親師生共學

獲益 
 
  本研究顯示，過半的新移民會教子女母語，因此，「實務語言政策」也許是未來鄉土語言課程，可

考慮的走向(Bonacina-Pugh, 2012)。 
目前鄉土語言課程是採「擇一」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選擇時，有些新移民學生是選「主流的鄉土

語言」(即，居住地最大的語言，例如閩南語、客家話)，或是因為臺灣最大的鄉土語言是閩南語，學

生選此，只因它是「主流」，這已悖離鄉土語言課程的「原意」-「回到自己的母語」。會造成此現象

的另一原因是，我們的課程設計仍假設學生只有「一個母語」，這對具雙元(或多元)語言文化家庭的

學生來說，是與「事實」不符之事，但又要勉強行之，「鄉土語言課程」的美意，卻有可能造成又一

次的「不尊重」。 
    回到「鄉土語言課程」的原意，應該是班上的學生有何母語，即要在「鄉土語言課程」中被納入

為重要內容，這時，家長資源的引入(提供鐘點費補助、與學校提供家長必要的協助之補助)，即為可

行的方式。此外，研究指出親師生共讀繪本可增進三方的學習成長(丘愛鈴、丘慶鈴，2007)，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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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顯示新移民家長大多會教子女母語，在與教師協同教學的過程中，也能增進有利於學生較高層

次學習的「引導討論」、「支持批判素養 (critical literacy)」教養能力(周育如、張鑑如，2008；陳惠茹、

張鑑如，2011；Behrman, 2006；Bourke, 2008)，而能增進新移民親職教育的能力，新增新移民展現自

己能力的場域(林建能、周玉秀，2011)。在學生方面，由新移民子女與一般生合作學習彼此的母語，

將能從同儕互相幫忙中獲益(Bowles, 2011)。在教師方面，教室內有多元的語言學習者，是一個挑戰，

也可能需要研發新的教學策略，例如：以口說語言來解說文法、以社會議題引入語言教學等(Edstrom, 
2006)。 
 
 
四、強化教師與新移民家長的溝通能力、鼓勵教師適度放下既有的主流「能力」與價

值 
 
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包括教師)均曾努力追求主流的能力與價值，以便能在這個世界安身立命。

新移民的「弱勢」也許可解釋為「與主流能力與價值的落差」，而所謂的強者也許只是「與主流能力

與價值有較高的符合度」。如果轉換身分與場域(例如，臺灣人到東南亞國家)，臺灣努力所培養的主

流能力與價值，也將成為主要的「弱勢」來源。也就是，放下「主流」的「能力」與「價值」是與新

移民及其家庭成長溝通的第一步。何祥如、蔡佳燕(2010)的研究採用美國學者 Patricia Schmidt 的「文

化了解與溝通模式」包括認識自我、認識他人、跨文化分析，即是一個具體可行的與新移民溝通的技

能訓練模式。 
其次，教師也需要了解移民母親在文化、語言、時間的障礙下，本來就會較低度介入學校教育，

而對移入國的教育有美化的想像，如 Wang (2008)對在美國華人母親的研究所示，所以，教師可能需

要更主動積極地讓移民家長了解臺灣教育的狀況，並與其交換意見與想法。 
 
 

五、政府宜給教師更多的人力支持，因新移民家長與學生普遍信賴臺灣的教育與教師 
 
    新移民家長與學生普遍信賴臺灣的教育與教師，不若臺灣一般家長與學生對補習班的依賴與信賴。

因此，學校教師承擔更多的責任於輔導新移民子女上。但是，現行的制度，對班級有新移民學生的教

師，並未給額外的支持，例如：增加人力資源、減課等。這是未來可努力的重點。 
 
六、家長在子女幼時宜教母語，正式教育精緻化子女語文能力 
 
    大多數的研究顯示，多語言能力多利少害，這包括語言、智力與多元文化的彈性思維與適應能力。

其次，幼時在自然環境所學的母語，能夠形成長遠「帶著走」的能力，一旦環境出現，即能展現語音、

語法的優勢。但是，要形成精緻化的語言，仍待正式的語文教學。 
 
 

第三節  國家政策建議 
 
 
一、 鼓勵多語言、肯定與支持新移民多語言能力、逐步開展跨國服務業 
 
    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也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國家，過往至今從「農業」轉型到以「工業」為主要

產能，即使服務業的量漸高，但是仍以內需要主，主要的外匯仍來自工業。這個自然、能源資源均不

足的地方，已逐漸出現環境污染、高失業率、工業產品毛利低(難以和新開發國家競爭)、全民高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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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難就業、全民超時工作卻薪水低的狀況，是否是一個重新思考產業結構的時刻？是否仍需以「工業」

為主要思考？ 
    多語言是跨國服務業的前端能力，新移民的進入臺灣讓我們重新思考：多語言的效能與未來可

能的發展。如愛爾蘭復興愛爾蘭語所做的法制上與社區成員的努力，提供語言使用場域是保存與復興

語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Armstrong, 2012; Walsh, 2012)。紐西蘭政府為提升一般民眾對毛利語的正向態

度，成立專責機構，而對一般民眾而言，毛利語的使用，仍是需要加強之處(de Bres, 2011)。語言的

價值在於「使用」，故，欲保存或振興新移民語言，宜積極開發新移民語言使用的管道。 
    母語是自然而然由「情境」產生的，臺灣的新移民子女的優勢之一即是：在自然的環境中，學習

到堅實的多元文化思維與多語言能力(許文盈，2011；黃志翔，2011；Chang, Haynes, Rhodes, & Yao, 2008；
Montrul, 2012)。這在跨國服務業來說，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臺灣宜珍惜此人才資源，教育當局宜培養

其多語言能力，相信新移民子女能為臺灣的跨國服務業產生重要的貢獻。經濟部門宜開發相關的就業

管道，引導多語言能力的開發。 
 大陸與印尼背景子女較年長，即將進入職場，政府可為此預做準備。 

 
 
二、研發更加適性、從學習到就業、從成人到子女的一貫作業新移民協助方案 
 

「工作」是新移民的重要「價值」，此價值也為子女所習得，但是學校體系似乎無法滿足此需求，

仍重「學科」，與生活、工作脫節，造成新移民及其子女對未來生活的焦慮感。其次，許多新移民女

性因為工作或家務雙重壓力(魏麗敏，2011)，無法持續學習，也因工作而無法照顧子女，進而影響學

生學習與未來就業發展。 
似乎可參考澳洲的「成人移民英語學習計畫」(顏佩如，2009)，提供多元、免費的課堂學習或遠

端學習課程，免費的「兒童照管托兒服務」，加上後續追蹤進步狀況，並且輔導繼續學習與就業，以

一貫作業方式進行。解決新移民女性在家庭、工作、自身學習上的多元困難情境。 
 
三、從法制層面建立國家語言政策，考量加入新移民語言 
     

在制定語言政策時，需考量到語言實務、管理與信念，同時也要考量社會的各層面，例如，家庭、

宗教、工作場所、學校、法律、軍方、各級政府、語言活動團體、國家外的相關層面(Walsh, 2012)。
例如，美國透過 1990 和 1992 年的「美洲本地語言法案」，原住民語言得以保存與推動(Warhol, 2012)。
但，如 Ga´ndara 與 Orfield (2012)指出的，雖然美國為全世界移民人數最多的國家，相關語言政策，

包括如何幫助移民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在國會中仍未全然解決法律和政治上相關的議題。 
臺灣新移民的法制，也許可考慮參照目前臺灣已為原住民及其子女所建立的相關制度，規畫辦理

這包括：國會的席次、語言與文化認證考試制度、升學的保障、學校母語課程的重新規畫等。如 Orman 
(2012)對移入南非的非洲移民的語言政策所提出的想法，他認為「合法」的空間做為討論的平台，仍

是移民語言能否納入國家語言政策的一個基石。 
 
 
四、國內大眾傳播宜更加國際化，尤其宜加入新移民國家之新聞節目 
 
    國內目前的無線電視較為本土化，宜加入更多元的各國節目(尤其是新移民國家之新聞節目)，一

方面可加強國人的國際觀、培養多元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使新移民覺得受到尊重，增加新移民子

女學習母語的管道，同時也能加強國人對新移民母國的了解，幫助國人學習新移民國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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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著重三大新移民國籍，未來可擴大至其他，以了解全貌 
 
    因為研究時間與主題的關係，質性研究部分並未針對大陸、越南、印尼以外的其他移民背景親子

進行抽樣，量化研究部分雖未針對特定移民背景進行抽樣，但是回收仍以此三類為大宗，其他移民背

景的樣本數有所不足，因此，除了人數、百分比可做結果呈現外，在後續的進階比較與相關分析上，

其他東南亞予以整併為一組，「其他國家」人數更少而完全無法進入統計分析程序。 
    未來研究可針對專注在少數的新移民，進行較為細緻的抽樣研究，而能對少數的新移民有進一步

的了解。  
 
二、量化問卷的設計宜簡化 
 
    因為質性研究部分引發大量的研究議題待量化研究印證，所以量化問卷設計的問卷題目較多，雖

然因此而能回答多的問題，而增加了本研究的貢獻，但是畢竟增加問卷填答者的時間。建議未來研究

可將「填寫式」的李克特式量表部分(例如「親子問卷」的第一、二部分(附錄五)；「教師問卷」的第

一、二部分(附錄六)改為「打勾」的型式。對特別適合的意見式題目，才用李克特式量表的勾選型式。 
 
三、以調查、自陳方法研究情境策略與成就的關係，待實驗法了解第一線教養策略對

子女成就的影響 
 

本研究以訪談與調查研究方法，研究新移民在社會文化脈絡中，使用的情境策略內容(包括家庭、

文化、物質、地理資源等的使用)，並且探討這些情境策略與人口變項與子女學習成就的可能關係。

但細部的第一線教養策略(黃世琤、李麗雯，2009)如何影響新移民子女的成就，仍待觀察與實驗研究

方能達成。 
 

四、課後補習(安親)班成效的評估 
 
    陳宜伶、陳淑美(2011)研究三位國小高成就的新移民學生，肯定課後安親班課業輔導的成效，以

補家庭輔導課業之不足。本研究則指出，補習的成效，存在師、生(家長)間的覺知落差。這也許是臺

灣補習產業的發達，形成某種程度的主流思潮，也可能是基於新移民親子對學校的信賴與肯定。這不

僅是新移民的議題，也是一般家長可能面臨的議題。 
 
五、不同時代移民對子女教養的影響 
 

如前言中分析的(表 1-4)，近年來來自大陸的新移民呈穩定的比例(約 35%)；早期有較多來自印尼

的新移民，故其子女目前就讀國中的比例(27%)大於就讀國小的比例(14%)；越南新移民子女則呈現相

反的趨勢：國中較少(18%)、國小較多(38%)，國小部分，甚至高於大陸(36%)。此現象也反應在本研

究量化研究的樣本上，印尼背景學生年級高於一般生，大陸與越南背景學生的年級低於一般生，尤其

是越南背景學生在低年級的比例又更高於大陸背景學生(表 5-4)。 
不同時代與不同移民的交互作用，可能代表在不同時代，不同的移民父母背景與教養，對不同世

代子女的學習歷程與結果有著不同的影響(Wa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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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長訪談問題 
 
問題 1 重點：家長說其本身在母國與臺灣的學習故事 
問題 1-1：請問您的母國是？請談談您在您母國的學習經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哪些？例如：父

母(老師)如何教你？父母(老師)最重視什麼？小學、中學主要的學習內容與方式…等。 
問題 1-2：請談談您到臺灣後，學習了什麼？什麼是您認為最重要的學習內容？您的學習狀況如何？

如何學？誰幫助您學習？ 
問題 1-3：您覺得您在母國和臺灣學習的最大不同為何？ 
 
問題 2 重點：家長說其孩子在其母國與臺灣的學習故事 
問題 2-1：在教孩子上，您個人最重視的是什麼？ 
問題 2-2：您在家教孩子母語嗎？您對讓孩子學母語的想法為何？ 
問題 2-3：您和孩子來臺灣前，曾在其他國家住過嗎？如果有，孩子的學習經驗有哪些？例如：是誰

教的？怎麼教的？ 
問題 2-4：您和孩子來臺灣後，您大致上是怎麼教孩子的？您對孩子在臺灣所受教育的想法？例如：

對學校、對老師、對各科(國語、數學、其他各科)學習，有何想法？除了您之外，還有誰

影響您教孩子？如何影響？ 
問題 2-5：您覺得您母國的教育和臺灣的教育，有何不同？您對這些不同的想法？ 
 

 
問題 3 重點：對臺灣促進新移民親子共學的期許與展望 
問題 3-1：您對您自己的期許為何？您的夢想為何？  
問題 3-2：您對孩子的期許為何？您在與孩子的互動上，有何想法與期望？ 
問題 3-3：您覺得臺灣政府(學校)可以怎麼做，幫助您和您的孩子未來的學習發展？  
問題 3-4：您覺得周邊的人，可以怎麼做，會比較好？ 

  
(最後，可問受訪者：對整個訪談的感覺如何？(例如：訪談過程愉快嗎？)對此訪談問題、過程…等有無任何想法或

建議？(例如：問題好不好回答？)有沒有什麼想再補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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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訪談問題 

 
問題 1 重點：對新移民親子學習的一般經驗與想法 
問題 1-1：您曾任教過新移民子女嗎？請您談談您在這方面相關的經驗？例如幾年、新移民子女在班

上大約人數比(新移民人數/班級人數)…等。 
問題 1-2：您對新移民本身、新移民子女的整體生活、所在環境的整體印象為何？ 
問題 1-3：您對新移民本身過去與在台學習、新移民子女學習的一般性了解為何？ 
 
問題 2 重點：對目前所任教特定(將受談)學生的了解 
學生

編號 
性

別 
年級 母原籍 母現

籍 
父原

籍 
父現

籍 
社經 
(5 高

-1 低) 

成就 
(5 高

-1 低) 

適應 
(5 好 
-1 差) 

備註 

例 S0 女 5 越 台 台 台 4 5 4 足球

校隊 
S1           
S2           
S3           
S4           
 (說明：針對上述每個學生(S1、S2…)，問下述問題。) 
問題 2-1：請談談 S1 學生的狀況。 
問題 2-2: 請談談 S1 學生在各科、其他生活層面的狀況 
 問題

2-2-1 
問題

2-2-2 
問題

2-2-3 
問題 2-2-4 問題

2-2-5 
問題

2-2-6 
 母語 國語 數學 其他科(英文、自

然、社會、體育) 
人際關

係 
其他 

在學校的學習

狀況？ 
      

家庭安排的學

習狀況？(特別

是與新移民家

長間的互動) 

(加問：教

母語嗎？

教臺灣某

方言嗎？) 

     

 
問題 3 重點：對新移民親子共學的觀點與展望 
問題 3-1：您覺得新移民親子互動共學的狀況有何特點？與臺灣一般的親子互動共學狀況差異何在？

例如：母語、國語學習；幫助子女做回家功課上。 
問題 3-2：在新移民母語學習上，您的想法為何？家長、學校、政府的角色為何？ 
問題 3-3：您認為理想的新移民親師生互動狀況為何？政府可推行何策略增加此理想狀況的施行？ 

(最後，可問受訪者：對整個訪談的感覺如何？(例如：訪談過程愉快嗎？)對此訪談問題、過程…等有無任何想法或

建議？(例如：問題好不好回答？)有沒有什麼想再補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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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生訪談問題 
 
問題 1 重點：家長的教育方式 
問題 1-1：從小到現在，你的父親平常是怎麼教你的？他最重視什麼？各個學習階段(國小前、國小、

國中…)，有何不同？ 
問題 1-2：從小到現在，你的母親平常是怎麼教你的？他最重視什麼？各個學習階段(國小前、國小、

國中…)，有何不同？ 
問題 1-3：你覺得父母來自不同的文化，對你的教育，有何影響？何其他同學，有何不同？ 
 
問題 2 重點：學校各科學習 
問題 2-1：你覺得，對你的學校學習，你的父母最重視的是什麼？他們平常是怎麼幫助你學習的？ 
問題 2-2: 學校各科的學習狀況與親子互動狀況 
 問題

2-2-1 
問題

2-2-2 
問題

2-2-3 
問題 2-2-4 問題

2-2-5 
問題

2-2-6 
 母語 國語 數學 其他科(英

文、自然、

社會、體育) 

人際關

係(朋
友、師長) 

其他 

在學校的學習狀況？ (加問：國

小時，選

何母語課

程？想

法？) 

     

平常父母是怎麼教你

的？或是安排此方面的

學習？(特別是與新移

民家長間的互動)(若有

父母外的其他重要他

人，也可加述) 

(加問：教

母語嗎？

教臺灣某

方言

嗎？) 

     

 
問題 3 重點：對臺灣促進新移民親子共學的期許與展望 
問題 3-1：你對你自己學習上的期許為何？你的夢想為何？  
問題 3-2：你對父母的期許為何？對你與父母的互動上，你有何想法與期望？ 
問題 3-3：你覺得臺灣政府(學校)可以怎麼做，幫助你和你的父母(尤其是來自外國的父或母)未來的學

習發展？  
問題 3-4：你覺得周邊的人，可以怎麼做，會比較好？ 

  
(最後，可問受訪者：對整個訪談的感覺如何？(例如：訪談過程愉快嗎？)對此訪談問題、過程…等有無任何想法或

建議？(例如：問題好不好回答？)有沒有什麼想再補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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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一次專家會議紀錄 

 
出席討論人員： 
王秀槐-臺灣大學師培中心教授：輔導與教育學。 
謝進昌-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助理研究員：測驗與評量。 
邱美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教育心理學。 
日期：2012 年 7 月 13 日。 
地點：政治大學井塘樓。 
討論主題：針對初編問卷內容提供建議，並進行深入討論，以確立問卷內容。初編問卷的依據為文獻

與質性訪談新移民、新移民子女、老師的結果。 
議程： 
時間 內容 
8:00 ~ 8:15 計畫主持人報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初步結果、初編問卷主要內容 
8:15 ~ 9:00 專家提問與討論-親子問卷、老師問卷 
9:00 ~ 9:05 休息 
9:05 ~ 9:10 計畫主持人報告之前討論的初步結果、提出問題 
9:10 ~ 10:00 專家提供建議、提問與討論-親子問卷、老師問卷 
 
主要討論內容： 
謝：想要透過問卷了解哪些東西？ 
邱：問卷包含新移民的母語、一般母語、國語、一般學習、社會生活五種層面，經由訪談的質性資料

發現越南媽媽比較會教小孩，因此目前想透過量化做佐證。 
謝：親子共學指的是母親可以教小孩的(母親的母語)語言，共學的是國語，另外我想新移民最大問題

是適應。 
邱：問卷架構第一部分是學生問卷、第二部分是母親問卷、第三部分是父親問卷，第二部分和第三部

分內容是一樣的，但爸爸的想法或態度對媽媽影響非常大。 
邱：問卷的第一部份為學生自己填，第二及第三部份可以請爸媽填或學生自己填，老師的問卷部分則

老師自己填。 
邱：有時從訪談中會發現，新住民認為適應當地生活較重要，而不用學新移民本身的母語，從之前質

性研究看來，只有越配比較願意教母語；而新移民子女的學習意願相差很大。 
謝：學生問卷的填寫對象為？ 
邱：一般生跟新移民子女都可填。問卷第一部分加入「我會考慮選讀新移民母語」。 
謝：第二大項的一般母語是根據填答者本身還是？ 
邱：有些人母語有兩個，有爸爸和媽媽。 
邱：教學國語及母語和教學國語及英語相比，有些老師覺得母語不需要由學校提供。 
邱：第 12 題問的原因是，媽媽教小孩母語有助於跟家鄉溝通。 
邱：第 13 題問的原因是，老師會覺得在小孩心中會母語不是件榮耀的事。 
謝：第 14 題修改成「我覺得父母應該教子女母語」。 
謝：抽樣方式為何？ 
邱：技術上會由北中南東各區抽樣。 
邱：第三大項國語部分，新移民子女的國語是在學校學，有時會倒回去教爸爸媽媽國語。第 27、28

題除了國語以外，孩子不太需要教父母其他事物，因此用分享兩字。而新移民本身對於國語，大

多是聽跟說，讀寫大部分是靠小孩，他們是先學會聽、說，跟我們學英文顛倒。 
邱：第 30 題問的原因是，我發現新移民比較喜歡學校、仰賴學校，這題的結果是想要測出本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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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小孩，與新移民的家長與小孩，對學校教育看重程度的差異。 
謝：老師部分的社會生活要改，第 26-30 及 34 題不要；第 33 題改成「我覺得學校的親子共學及多元

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 
王：問卷所定義的母語是方言嗎？ 
邱：是，以後回家鄉可以用。 
王：可進一步分析母語價值觀是誰的? 
邱：如果是寫新移民就是問新移民的。 
王：共學包含學習內涵，是以什麼科目 (語言、閱讀、理科)、頻率為主，語言只是學習的一個媒介、

互動的方式，學習歷程包含成效，學習動機、能力、方法、環境、後設認知。 
邱：一般來說，新移民認為自己能夠工作是很重要的事，陸配會比較早開始工作，其他新移民等小孩

大了也會想要工作、獲得尊重。 
王：社會生活是屬於外層的部分，是社會印象的部分，這部分跟親子共學的關係為何？ 
邱：應偏向成效的那塊。 
王：共學是為了媽媽在學？還是為了小孩功課。 
邱：都有，在整個環境中的學習，涵蓋母語、國語、社會生活。 
謝：邱老師將共學的定義從學校的課程出發？ 
邱：部分是，但也包括社會生活。 
王：要明確定義母語是什麼。 
王：新移民需要額外的課業加強，這些字眼要放進去。 
王：媽媽的部分還是要讓媽媽填，或是放指導語進去，小孩念題目給媽媽聽，讓媽媽選小孩協助填答；

或是都由小孩寫，變成小孩對媽媽(爸爸)的知覺。另外問卷問題不能這麼多，建議一個概念由 1~2
題呈現，問卷總共 10~15 題即可。 

王：不要比較什麼語言和什麼語言哪個重要。 
王：將一般母語刪成以下 4 題即可： 

1.媽媽會教我她的母語。 
2.我認為學習媽媽的母語很重要。 
3.我認為學習媽媽的母語很光榮。 
4.我學媽媽的母語學得很好。 

謝：「我認為同時學習兩種以上的語言有困擾(國語、英語、媽媽的母語)」也可加入。 
王：修改以下部份： 

1. 第一部分 6 題不用，放在最後面用選項勾選；第二部分是態度題；第三部份國語題目同於上

面母語的題目(國語改成「我會教媽媽國語」。 
2. 若要問學習語言的困擾則放後面，因為母語或國語都有可能產生困擾。而一般學習跟社會生

活的題目都要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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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親子問卷 
親子問卷(請學生本人填寫此問卷。如有需要或不清楚處，可詢問父母或其他家人；若不知如何填寫，可問老師。) 

請填 4 ~ 1。(請依左欄描述，在右方各欄填入號碼：4=非常同意；3=同意；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如左欄所寫的家
人(媽媽/爸爸)過世或長久不在身邊，請將該列畫掉、不用填)) 
一、 語言情境 
 
(…為右方各欄的內容) 

1. 國
語(普
通話) 

2.閩
南
話 

3.客
家
話 

4. 原
住 民
話 

5. 其他
大陸話 

.6 越
南話 

7.印
尼
話 

8. 泰
國話 

9. 菲
律 賓
話 

10. 柬
埔 寨
話 

11.
英
語 

12.__
____
語 

1. 我覺得…是重要的             
2. 我覺得會…是光榮的             
3. 我覺得學校母語課程應

該包括… 
            

4. 媽媽會聽…             
5. 媽媽會說…             
6. 媽媽會讀…             
7. 媽媽會寫…             
8. 爸爸會聽…             
9. 爸爸會說…             
10. 爸爸會讀…             
11. 爸爸會寫…             
12. 媽媽會教我…             
13. 爸爸會教我…             
14. 其他家人會教我…             
15. 我會教媽媽…             
16. 我會教爸爸…             
17. 我們家大多說             
18. 我們家鄰居大多說…             
19. 我會聽…             
20. 我會說…             
21. 我會讀…             
22. 我會寫…             
請填 4 ~ 1(詳見第 1 題前的說明) 
二、 課業生活 
 
 
 
(…為右方各欄的內容) 

1.
國
文 

2.
數
學 

3.
自
然
科
學 

4.
社
會 

5.
藝
術 

6.
電
腦 

7.
體
育 

8.
品
德 

9.
禮
貌 

10.
工
作
能
力 

11.
融
入
臺
灣  

12. 
融
入
族
群 

13.
受
人
尊
重 

14.
受
人
歡
迎 

23. 我覺得…是重要的               
24. 媽媽覺得…是重要的               
25. 爸爸覺得…是重要的               
26. 媽媽曾花額外的時間學(參與)…               
27. 爸爸曾花額外的時間學(參與)…               
28. 媽媽在…方面很不錯               
29. 爸爸在…方面很不錯               
30. 從媽媽我學到很多…               
31. 從爸爸我學到很多…               
32. 從其他家人我學到很多…               
33. 從學校(老師)我學到很多…               
34. 學校提供我額外的課程學…               
35. 從補習班(安親班)我學到很多…               
36. 從同學(朋友)我學習到很多…               
37. 從閱讀我學習到很多…               
38. 從電腦(網路)我學習到很多…               
39. 在…方面我會幫忙媽媽               
40. 在…方面我會幫忙爸爸               
41. 我在…方面很不錯               
42. 我希望學校提供額外的課程教我…               
請填 4 ~ 1(詳見第 1 題前的說明) (請留意：此大題共有：左方的 43 ~ 52 題、右方的 53 ~ 62 題，請分別填寫每一題) 
三、其他 請填 4 ~ 1  請填 4 ~ 1 
43. 我敬愛媽媽。  51.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44. 我敬愛爸爸。  52.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45.我的親友敬愛媽媽。  53.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46.我的親友敬愛爸爸。  54.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47.媽媽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  55.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48.爸爸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  56.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49.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57.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  
50.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58.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傳承  
51.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59.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110 
 

請依左欄描述，在右方適當欄位內打「v」 
 
 
(…為右方各欄的內容) 

1. 國
語(普
通話) 

2.閩
南
話 

3.客
家
話 

4. 原
住 民
話 

5. 其
他 大
陸話 

.6 越
南話 

7.印
尼
話 

8.泰
國
話 

9. 菲
律 賓
話 

10. 柬
埔 寨
話 

11.
英
語 

12.___
_____
語 

60. 我曾在…語言區住連續
半年以上 

            

61. 我幾乎每年都會到…語
言區旅行或探親 

            

62. 媽媽的母語是…             
63. 媽媽曾在…語言區住連

續半年以上 
            

64. 媽媽幾乎每年都會到…
語言區旅行或探親 

            

65. 爸爸的母語是…             
66. 爸爸曾在…語言區住連

續半年以上 
            

67. 爸爸幾乎每年都會到…
語言區旅行或探親 

            

68. 我是：□(1)男生  □(2)女生 
69. 目前就讀於________年級(請填數字 1-12，例如：1 年級 = 國小 1 年級；4 年級 = 國小 4 年級；7 年級 = 國中 1 年

級；8 年級 = 國中 2 年級; 10 年級 = 高中職 1 年級; 11 年級 =  高中 2 年級…等。) 
70. 我出生於：西元 19     年______月  (請填數字) (說明：民國年+1911=西元年) 
71. 我在臺灣大約住了     年(請填數字) 
72. 我的出生地：□(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國家

_____________(請描述)  
73. 我的國籍是：(本題可以複選)□(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國家

_____________(請描述)  
74. 我家中有下列哪些東西？(本題可以複選)  □ (1)讀書用的書桌  □(2)你自己的房間   □(3)安靜的讀書空間   □(4)可

以連結上網際網路 □(5)可協助完成學校功課的叢書  □(6)字典(辭典)  □(7)文學讀物  □(8)詩詞集  □(9)藝術作品 
75. 我目前和誰住在一起：(本題可以複選) □(1)親生父親 □(2)親生母親 □(3)其他男性監護人(如養父或繼父) □(4)其他女性

監護人(如養母或繼母) □(5)爺爺或奶奶 □(6)外公或外婆 □(7)其他親戚(如阿姨、姑姑、伯父、叔叔、舅舅等) 
76. 我的親生父親和母親目前是： □(1)住在一起 □(2)分開居住 □(3)離婚 □(4)其中 1 人過世 □(5)2 人都過世 □(6)其他

__________ (請描述) 
下列各項物品你家擁有的數量是多少？ 三個或更多 二個 一個 沒有 

77. 行動電話 □ 4 □ 3 □ 2 □ 1 
78. 電視 □ 4 □ 3 □ 2 □ 1 
79. 電腦 □ 4 □ 3 □ 2 □ 1 
80. 汽車 □ 4 □ 3 □ 2 □ 1 
81. 附有浴室的房間  □ 4 □ 3 □ 2 □ 1 

82. 媽媽的年齡是____________歲  (請填數字) 
83. 媽媽在臺灣大約住了     年  (請填數字) 
84. 媽媽的出生地是：□(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國家

___________ 
85. 媽媽的國籍是：(本題可以複選)□(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

國家_____________(請描述)  
86. 媽媽的最高學歷是：□(1)小學沒畢業或未上學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專/學士 □(6)碩士 □(7)博士 
87. 媽媽的職業是： 

□(1)一般企業主管或行政人員(如公司主任或課長、鄉鎮民代表、批發商、零售商、小店老闆或店長、警官、士官、記
者等) 

□(2)技術人員(如一般警察、技工、廚師、木工、水電工、護士、業務員、美髮師、裁縫師、機械(汽車)修理工、司機、
組長、領班等) 

□(3)事務人員(如銀行、郵局辦事員、出納員、一般行政科員等) 
□(4)農林漁牧業工作人員(如農夫、漁民、礦工、畜牧工等) 
□(5)非技術人員與體力工(如搬運工、加油站服務員、工友、店員、警衛、管理員) 
□(6)高階企業主管或行政人員(如警察(分)局長、行政單位處長、科長或主任、縣市議員、中小學校長或老師、校級或

尉級軍官、企業經理等) 
□(7)專業人員或大型企業主要領導人(如醫師、律師、法官、建築師、工程師、科學家、大學老師或校長、將軍、董事

長、總經理等) 
□(8)民意代表、部會首長(如立法委員、行政部長、次長等) 
□(9)家庭主婦 
□(10)正在找工作(或待業中)等 

88. 爸爸的年齡是_________歲  (請填數字) 
89. 爸爸在臺灣大約住了     年  (請填數字) 
90. 爸爸的出生地是：□(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國家___________ 
91. 爸爸的國籍是：(本題可以複選)□(1)臺灣  □(2)大陸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菲律賓 □(7)柬埔寨 □(8)其他

國家_____________(請描述)  
92. 爸爸的最高學歷是：□(1)小學沒畢業或未上學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專/學士 □(6)碩士 □(7)博士 
93. 爸爸的職業是：□(1)一般企業主管或行政人員  □(2)技術人員  □(3)事務人員 □(4)農林漁牧業工作人員 □(5)非技術人

員與體力工 □(6)高階企業主管或行政人員 □(7)專業人員或大型企業主要領導人 □(8)民意代表、部會首長 □(9)家庭
主夫 □(10)正在找工作(或待業中)等   (問卷到此，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謝謝你的填答！)(對此問卷如有其他
想法或建議，可寫在以下空白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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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教師問卷 
老師問卷(填寫者為曾教過新移民子女的現職教師) 

請依左欄描述，就您所觀察了解的，在右方各欄填入號碼：4=非常同意；3=同意；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不清楚。 
一、 語言情境 
 
(…為右方各欄的內容) 

1. 國

語(普
通話) 

2.閩
南

話 

3.客
家

話 

4. 原

住 民

話 

5. 其他

大陸話 
.6 越

南話 
7.印
尼

話 

8. 泰

國話 
9. 菲

律 賓

話 

10. 柬
埔 寨

話 

11.
英

語 

12.__
____
語 

1. 學校所在社區的家長大

多說… 
            

2. 我覺得學校母語課程應

該包括… 
            

3. 以…為母語的家長尊重

學校老師的教學 
            

4. 我會聽…             
5. 我會說…             
6. 我會讀…             
7. 我會寫…             
請依左欄描述，在右方各欄填入號碼：4=非常同意；3=同意；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不清楚。 
二、 課業生活 
 
 
 
(…為右方各欄的內容) 

1.
國

文 

2.
數

學 

3.
自

然

科

學 

4.
社

會 

5.
藝

術 

6.
電

腦 

7.
體

育 

8.
品

德 

9.
禮

貌 

10.
工

作

能

力 

11.
融

入

臺

灣  

12. 
融

入

族

群 

13.
受

人

尊

重 

14.
受

人

歡

迎 
8. 在…方面，安親班或補習班對新移民子

女很重要 
              

9. 在…方面，學校教育對新移民子女很重

要 
              

10. 在…方面，學校需要再提供額外的課程

給新移民子女 
              

11. 在…方面，老師常需要花額外的時間輔

導新移民子女 
              

請依左欄描述，在右方適當欄位勾選「v」符合你想法程度。 
三、其他 非常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12. 多語言學習會互相干擾 □ 4 □ 3 □ 2 □ 1 
13. 多語言學習有助益各語言的學習 □ 4 □ 3 □ 2 □ 1 
14. 多語言學習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 4 □ 3 □ 2 □ 1 
15. 政府應建立新移民母語的認證制度 □ 4 □ 3 □ 2 □ 1 
16. 新移民宜融入臺灣生活。 □ 4 □ 3 □ 2 □ 1 
17. 新移民在臺灣宜保有他們的文化 □ 4 □ 3 □ 2 □ 1 
18. 新移民在臺灣宜傳承他們的母語 □ 4 □ 3 □ 2 □ 1 
19.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尊重的  □ 4 □ 3 □ 2 □ 1 
20. 臺灣社會對新移民是積極扶助的 □ 4 □ 3 □ 2 □ 1 
21.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多元文化活動 □ 4 □ 3 □ 2 □ 1 
22. 我的學校經常舉辦(新移民)親子共學活動 □ 4 □ 3 □ 2 □ 1 
23. 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能促進對新移民的尊重 □ 4 □ 3 □ 2 □ 1 
24. 學校舉辦親子共學活動能促進新移民文化傳承 □ 4 □ 3 □ 2 □ 1 
25. 您的性別是□(1)男□(2)女 
26. 您的年齡是____________歲 
27. 您從事教育工作的總年資是_________年 
28. 您目前的職稱是(本題可複選)□(1)校長 □(2)教務處主任/組長 □(3)學務處主任/組長 □(4)輔導室主任/組長 □(5)總務主

任 □(6)導師 □(7)輔導老師 (8)□特教老師  □(9)國文老師 □(10)英文老師 □(11)數學老師 □(12)自然科老師 □(13)社會

科老師 □(14)藝術與人文科老師 □(15)體育老師 □(16)童軍老師 □(17)家政老師 □(18)代課或代理老師 □(19)其他____ 
(問卷到此，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謝謝你的填答！) 

 (對此問卷如有其他想法或建議，可寫在以下空白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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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二次專家會議紀錄 
 

出席者： 
魏麗敏-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理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李淑娟-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邱美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列席者(會議記錄、行政協助)：李佩蓉、蕭雅如、花儷月 
會議時間：2012 年 11 月 29 日。 
地點：政治大學井塘樓 201 室。 
討論主題： 
針對研究報告初稿提供修改建議。 
議程： 
時間 內容 
15:00 ~15:30 報到；計畫主持人報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分析與結果 
15:30 ~ 16:00 提問與討論：研究目的、資料分析方法、研究結果部分 
16:00 ~ 17:30 提問與討論：研究結果討論與建議部分、報告撰寫型式 
 
主要討論內容： 
邱：(說明問卷設計)本研究的問卷發送預計 60 間學校，回收 48 間(回收率八成)。量化結果開始，雖

然可以給平均數、標準差，但後來決定以百分比來呈現，可能對政策較有幫助。 
李:是否可以跑回歸，因為跑相關顯著的可能性加大，主軸突顯的部分不太清楚。 
邱；大陸、越南、印尼間的比較無意義，所以把一般生當控制組，採虛擬變項的方式跑相關，在資料

分析的過程中，也曾跑回歸，但發現問題較多，最主要是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因為各變項間的相關性

不低。一般來說，情境的因素影響很大，例如在國語這部分，大陸背景的學生，相對而言會覺得自己

能力較一般小朋友好。 
 
李：重點在新移民親子共學內容，重點在「內容」，但目前大多談影響因素，這是在對家長的質性訪

談裡面反映出來的嗎？重點是在「外籍配偶」跟他的「孩子」，還是他的「家庭」？你主要想看到什

麼？ 
邱：問卷採用李克特式量表，分為親子問卷、教師問卷。本來是要親子分開，但如果分開，會產生抽

樣誤差，例如母親不在身邊的就不能填寫，故後來改為親子問卷。教師問卷，則維持分開施測。從填

答情形看來，小學生大多和家長一起填，國中大多學生自己填。由質性訪談，共學的內容已經被訂出

來了，第一個是語言，本土的語言、移民的語言，有 11 項；第二部分是課業，有 14 項。 
 
李: 語言的部分，例如對一個越南媽媽來說，後面的印尼話、泰國話是比較不需要的，我直覺要去看，

最主要她們是用什麼語言去跟孩子溝通，是母語？還是國語？閩南語？和溝通什麼內容？之後在報告

的時候，要分開處理，去跑回歸和相關。 
邱: 所以應該要分開跑統計比較好。 
 
邱:在最後一章討論與建議中提到：相對於外在學校資源，新移民的自我報告會較佳些，要怎麼解釋? 
 
邱：目前希望看看對陸、越、印三國的外配之闡述是否有需要修改。 
李:越南有分北越跟南越，民族性有差異，另外，樣本的呈現，會不會也跟家庭環境、城鄉差距的因

素有關。 
魏：我現在看到一個現象是陸、越、印人數較多，其他個案數特別少，這樣，對其他人數較少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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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解釋。 
邱:所以可能以後問卷樣本可以限定一般生與新移民學生的數量。可能可以加「由本研究樣本，發現…」，

不能過度推論。 
魏:回答時，有人會顯示自信不足，有的則可能會因為社會期許，所以不敢照實填，建議是不是可以

分性別、年齡來比較。 
李:先描述樣本的基本資料，做個前提，再來說明，再來進行後續的描述，應該要每段，都提到此前

提，避免可能的斷章取義。 
 
邱:訪談中顯示印配較重視人際互動，也因此印配的小孩與母親的互動佳。 
李:因為印尼很多小島，所以可能同樣來自印尼的外配，也有城鄉差距，所以是不是需要對樣本來源

做明確的區分。 
魏:可能要先把假設先寫清楚，然後在描述上盡量中性。 
 
李:樣本有年級的差異(國小、國中、高中)，各階段的需求不同，所以可能要分年級分析。 
魏:可能可以國小跟國中比，或是，比較 12 歲以前、12-18 歲二個階段。另外，也可以強調一般生需

要跟新移民學習的部分。 
李:我之前的研究有做圖表，比較一般生和新移民的各種分數，用量化數據來佐證描述。 
邱:所以還是要做平均數標準差，再做 ANOVA。 
李:有個建議，把其他國家合併成「其他東南亞」，以免漏掉一些資訊。 
邱:人數多，部分相關雖顯著，但數值較低。 
魏:研究限制將「因樣本的關係而顯著」加入。 
李:建議可以特別強調從社經水準的面向，來比較分析是否有差異。 
邱:在國家政策建議上，是否有些建議? 
魏:可以在特別節日設計新移民文化週，例如放假、活動、表演等等，也能增進其自信。 
李:可以去參考政府對新移民的政策，再與你的研究互相呼應。 
魏:修改報告，凸顯正向要增強部份。 
魏:建議建立新移民文化週，新移民為主要族群，這樣就可恢復新移民自信。 
李:將國家政策有提到新移民的部分融入。 
魏:增加經費補助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