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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幼兒園教師面對新台灣之子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及得到或需要

的外在協助。本文以問卷調查全國公立幼兒園幼教師的意見，並在問卷後附上

開放式問題，背蒐集更多具意義性與特殊性的資料，期有助於研究逼近真實。

本文經文獻與實證研究後有如下發現：（一）幼教教師因班級有新台灣之子而

刻意改變教學之情況並不明顯；教師大多會經常協助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兒

進行互動；對外籍配偶家長的協助也不遺餘力。（二）幼教教師不認為新台灣

之子的表現會干擾其教學；教師亦肯定外籍配偶教育子女的能力，但擔心他們

會因外部資源不足而無法提供適切教養。（三）幼教教師認為學校較常協助他

們進行多元文化課程的進修，但很少考慮減輕其工作量；外籍配偶多能配合學

校教學要求；幼教教師對地方主管機關的相關政策表示認同，但認為教材、教

具、出版品及諮詢管道等資源的提供仍欠缺；（四）幼教教師對幼兒園、一般

家長、地方主管機關等要求的協助並未有較突顯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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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pect and Needs of Early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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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 in Pre-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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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t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teachers in kindergarden deal 
with the children of non Taiwanese mothers in Taiwan.  By analysing the 
questionnaire, with open-ended questions, responded by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one finds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teachers make little 
adjustment of their teaching model,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s, course schedul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dealing with the 
children of non Taiwanese mothers. They would try to help them to interact with 
local children, and they would provide immigrant mothers with supports both in 
educating and nursling their own children.  Second, the teachers show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ir teaching, but would keep in their mind of such difference. 
Usually, non-Taiwanese mothers (immigrants by marriage) would b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teachers.  Third, the teachers believe that kindergarten or 
nursery have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It would be unwise to treat them differently, by in reducing 
learning, for example. We think that a need of making the teaching more fruitiful 
for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s beyond doubt. Therefore, the authority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province has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eachers 
and the said children, such as free teaching materials, information, books, and 
consultant about cultures of immigrant families. The capacity of teaching in a 
multicultural age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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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跨國婚姻最常面臨的問題，包括種族偏見、語言、文化、家庭經濟

等（Anonymous, n. d.; Harris, 1993; Hernandez, 2004: 32; Hill & Lorraine, 

1993），這些移民者的生活適應與融合、家庭的功能與互動、其子女的照

顧及教育等，更是交錯複雜（翁麗芳、洪福財、王大修、蔡明潔、劉若梅，

2006）。其中，因為移民者在語言及文化的弱勢，跨國婚姻的孩子在發展

上常存在文化落差的現象，包括自我觀念的弱勢（Pepper, 1976; Townsend, 

1963），以及因自我觀念低落而造成學業上的低成就（Wiggins, 1987）。學

校如何提供這些學童合理的補償，是政策規劃及學校發展的重要方針。在台

灣，相關現象也很類似，席榮維（2005）、張芳全（2004）表示，如果沒有

對新台灣之子的教育進行規劃，他們將可能成為弱勢中的弱勢，甚至可能演變

成未來教育與社會的新問題；鄭崇趁（2005）也直陳，台灣教育未來整體的

發展策略必須關照外籍配偶所生子女的教育；此外，家庭資本較少的孩子更應

該由社會與政府補償，以維護社會正義（席榮維，2005；張碧如，2007），

而學校教育既是社會流通的指標，也是提高文化不利兒童社經地位的重要管道

（席榮維，2005；陳怡靖、鄭燿男，2000），因此，對跨國婚姻衍生的教育

與社會議題，應從關注新台灣之子的教育開始。

目前學校教育對新台灣之子的協助已有顯著成效。蔡榮貴等人（2004）

的研究發現，國小階段新台灣之子學業成就偏低，國中則沒有明顯差異。教育

部統計處（2005）的資料也顯示，隨著年級升高，新台灣之子語言發展遲緩情

形日益改善。由此可見，家庭文化不利對孩子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會隨著

接受教育有所減緩。也因此可以推論，文化不利因素對年齡層越低孩童的影響

越大。

學前教育是孩子學習的第一個場所，且對兒童之後續教育扮演關鍵角色，

易言之，幼兒在學前教育階段接觸到的生活經驗、人際互動、行為表現等均可

能形成特定模式，其影響甚至延伸至國小及未來的學習。因此，在學前階段協

助發展良好的適應經驗，乃協助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及早融入台灣社會並開發潛

能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政府目前所提供的多元文化教育或相關課業輔導方

案，多在中小學進行（許殷誠，2005；鍾鳳嬌、楊國川，2004），加上學前

階段教育機構單位較小，較難進行全面性的政策推動，故對新台灣之子學前教

育的關注，相較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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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在學校中是與孩子互動最親密的人，也是因應學前教育改革相

關議題的關鍵角色，因此，確知其教學上的困難與需求，才能提供適切協助，

確保孩子的受教品質。目前幼教教師在教育新台灣之子時仍存在若干教學負擔

或幼教教師素質的問題。例如，幼教教師並不像外界所期望般能提供新台灣之

子特別的協助，當新台灣之子的家長無供妥善的實施家庭教育時，其子女的教

育責任多轉由幼教教師承擔。此外，師資養成過程中並未提供幼教教師教導新

台灣之子的相關知能（翁麗芳等，2006），因此，幼教教師們不但缺乏處理該

類問題的能力，也較少真正瞭解新台灣之子的教育需求。

本文期能透過瞭解幼教教師接觸新台灣之子的經驗與感受，探討他們的因

應措施與態度，並分析目前所獲得的協助是否符合其需求。因此，本文主要的

目的可歸納為：一、瞭解幼兒園教師因應新台灣之子教育所採取的措施；二、

瞭解幼兒園教師因應新台灣之子教育所抱持的態度；三、分析目前幼兒園教師

在教育新台灣之子上已獲得的協助；四、幼兒園教師在新台灣之子教育上還需

要的協助。

貳、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文以自編問卷 2調查全國各縣市幼兒園所教師及保育員，以瞭解他們協

助新台灣之子時所採取的因應措施與態度，以及其已接受與尚需要的協助內

容。

一、問卷調查對象及抽樣

本文以問卷方式，調查全國各縣市幼兒園所教師及保育員，以瞭解他們

協助新台灣之子時所採取的因應措施與態度，以及協助現況與需求。經查全

國共有公立幼稚園1,507所，私立幼稚園1,822所（教育部，2008）；公立托兒

所269所，私立托兒所3,755所（內政部，2008）。由於私立幼托機構的收費較

高，選擇就讀的外籍配偶家庭多是社經地位較高、本身適應問題較少的家庭，

其子女的學習情形並不是本文的探討範圍；此外，政府推動的新台灣之子優先

入園方案，是協助新台灣之子進入公立園所就讀，因此造成人數集中的現象。

考量新台灣之子大部分就讀公立幼稚園所的現況，本文問卷的對象選自公立幼

2  在正式問卷後設計兩個開放式問題，讓受試者針對其任教學校之個別情形提供意見，該資料的分

析可補充說明教師的需求現況與未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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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與公立托兒所之總計1,507+269=1,776所為母群體。

從母群體中，以系統化抽樣方式抽取母體的1/4，按地址序號排列，也

就是在全部公立幼稚園中抽樣1/4（377所），以及公立托兒所中抽樣1/4（67

所），總計444個機構。在問卷寄發方面，所抽出的園所中，每所寄出3份問

卷，總計寄出1,332份問卷。在寄出問卷的444園所中，共有211個園所寄回，

一共收到559份問卷。園所回收率為47.5%；初步問卷回收率為42.0%。回收問

卷中有效份數為544份，另有廢卷15份。廢卷的原因，主要包括填答不完全、

填答者非帶班教師，或填答者目前班上沒有新台灣之子等。計算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40.8%。又，在寄發問卷初，因無法掌握每所園所規模，因此每所園所一

律寄發3份問卷。但以回函狀況而言，544份問卷來自211所園所，每所園所平

均回函數為2.58，低於3。為避免因寄發問卷數多於教師人數而影響回收率之

計算，調整後之問卷回收率為47.5%，見表1。

表1　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寄出     回函    回收率（%）

園所數

問卷份數

有效問卷

調整後回收率

444

444*3=1,332

—

444*2.58=1,145

211

559

544

544

47.5

42.0

40.8

47.5

二、研究工具

本文利用自編之「幼兒園教師對新台灣之子教育之因應與需求研究」問卷

進行資料的蒐集。以下就問卷的發展及內容進行說明。

問卷內容以新台灣之子教育相關文獻為基礎進行編擬（王世英等，2007；

何青蓉，2003b；吳柏姍，2004；周秀潔，2004；林雅婷，2004；翁麗芳等，

2005；張碧如，2007；陳玉娟，2005；詹玉琴，2007），並經過研究小組不

斷討論修改後，再徵詢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江淑卿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翁麗

芳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黃馨慧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溫明麗教授等相關

領域之4位專家學者意見，以增加問卷的適切性及內容效度。

問卷包含背景資料與正式問卷兩大部分。背景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年齡、

年資、學歷、職位、班上人數、班上新台灣之子人數）、園所資料（園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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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園所新台灣之子人數、園所所在地）、相關經驗資料（相關經驗時間、相

關經驗人數）。正式問卷的內容，包括因應方式、因應態度、協助現況、協助

需求等。因應方式，意指幼教教師在協助新台灣之子時所採用的因應措施；因

應態度，意指幼教教師在協助新台灣之子時所抱持的態度；支持現況，意指幼

教教師在協助新台灣時所得到的支持內容；支持需求，意指幼教教師在協助新

台灣之子時所需要的支持內容。其測量方式是採用李克特氏（Likert's Scale）

四點量表設計，各數字所代表之意義為：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

表示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

三、樣本特性分析

問卷的背景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園所背景資料、幼教教師的相關經驗資料

等。

 （一）個人背景資料

從表2可看出，幼教教師年齡大多集中在31－50歲間，其中，25－30歲的

人數較少，尤其是25歲以下，此可能原因是幼教教師進入公立園所前大多先在

私立機構任職，因為有了相關經驗才容易進入公立機構。在最高學歷方面，公

立園所教師學歷已大部分提升到專科或大學，甚至有研究所（含）以上的，而

且人數並不少，可見公立園所教師已逐漸重視學歷的提升。在幼兒教/保育總

年資方面，公立園所教師的教/保育總年資分配相當平均，表示該問卷結果可

以代表不同教/保育年資教師的經驗與看法。

受試者目前的工作職稱方面，因為採用分層抽樣（公立幼稚園抽1/4，公

立托兒所抽1/4），所以幼教教師人數本來就會比保育員人數多。特別的是，

助理保育員/其他的人數相當少，如果再配合教師「最高學歷」次數分配表可

發現，教師資格除了因學歷而提升外，可能還有其他管道。受試者目前班上幼

兒人數，公立園所大部符合規定，分維持在26－30人之間，但仍有少數超過

30人，可見幼教教師必須同時因應新台灣之子學習的情形，其工作量相當大。

有70%左右的公立園所每班之新台灣之子人數的在6人以上，算是合理負擔範

圍，但有些園所的新台灣之子人數超過每班10人，甚至有13人以上，可見新台

灣之子的分配有地區性差異，而少數園所也確實需要相關的協助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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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樣本特性分析表——幼教教師背景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N）

教師年齡    38
 25歲以下 24 4.46 
 26—30歲 76 14.13 
 31—35歲 104 19.33 
 36—40歲 130 24.16 
 45—50歲 105 19.52 
 51—55歲 55 10.22 
 56歲以上 44 8.18 

    
 教師最高學歷   540
 高中職  19 3.52 
 專科或大學 448 82.96 
  研究所（含）以上 73 13.52 
    
幼兒教/保育總年資   544
 4年以下  81 14.89 
 5—8年  109 20.04 
 9—12年  79 14.52 
 13—16年 94 17.28 
 17—20年 82 15.07 
 21年以上 99 18.20 
    
目前工作職稱    544
 園所長/主任 77 14.31 
 幼稚園教師 384 71.38 
 托兒所保育員 86 15.99 
 助理保育員/其他 12 2.23 
    
目前班上幼兒人數   538
 10人以下 29 5.39 
 11—15人 41 7.62 
 16—20人 70 13.01 
 21—25人 80 14.87 
 26—30人 288 53.53 
 31人以上 30 5.58 
    
目前班上新台灣之子人數   535
 3人以下  206 38.50 
 4—6人  168 31.40 
 7—9人  85 15.89 
 10—12人 57 10.65 
 13人以上 19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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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園所背景資料

從表3可看出，教師工作的園所是公立幼稚園及公立托兒所的比例相當，

這是因為選樣時已考量過比例的分配。教師工作園所的所在地分配比例也相當

平均，這也是因為選樣時的比例分配。教師工作園所的幼兒總人數，約集中在

26—74人間，可見大部分園所屬於中小型規模。園所內新台灣之子的總人數約

有80%以上每班不超過21人。

表3　樣本特性分析表——幼兒園背景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N）

園所屬性    537

 公立幼稚園 444 82.70 

 公立托兒所 93 17.30 

    

園所所在地    544

 北部  167 30.7 

 中部  142 26.1 

 南部  184 33.8 

 東部及離島 51 9.4 

    

園所幼兒總人數   540

 25人以下 98 18.15 

 26－50人 131 24.26 

 51－74人 138 25.56 

 76－100人 35 6.48 

 101－200人 84 15.56 

 201人以上 54 10.00 

    

園所新台灣之子總人數   483

 5人以下  125 25.88 

 6－10人  157 32.51 

 11－20人 116 24.02 

 21人以上 85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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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關經驗資料

從表4可看出，大部分幼教教師曾帶過的新台灣之子人數在20人以下，但

仍有少數學校超過41人，可見有些幼教教師相關的工作負荷相當大，而且有關

新台灣之子學前階段的教育議題，早在10年前就已經出現，但台灣直到最近幾

年才開始重視，從此也可以看出該議題仍有必要持續關注。

表4　樣本特性分析表——相關經驗背景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回應人數（N）

曾經帶過新台灣之子人數   522

 10人以下 203 38.89 

 11—20人 171 32.76 

 21—40人 112 21.46 

 41人以上 36 6.90 

    

班上開始出現新台灣之子時間   534

 3年以內  94 17.60 

 4—6年  272 50.94 

 7—9年  115 21.54 

　 10年以上 53 9.93 　

參、結果與發現

幼教教師對新台灣之子教育之因應與需求，包括所採用的因應措施、所抱

持的態度、目前所得到的協助，以及仍需要的協助內容等。

一、因應措施

表5依據平均數、標準差、及相對差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說明幼教教師面對新台灣之子時所採取之因應措施。1至5題是幼教教師

是否因應新台灣之子而提供或調整之的課程，包括額外的學習內容、不同的教

學速度、額外的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布置多元文化的教室情境等。幼教教師

們所填答的平均數介於2.64至2.85間，約略高於此測量尺度（4點量表）之平

均間值2.5，顯示幼教教師因為班級出現新台灣之子而刻意改變其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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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進度或情境之情況，不特別明顯。

第6至7題是幼教教師協助新台灣之子與同儕互動時之表現，包括鼓勵及協

助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兒互動。表中顯示回答傾向正面，顯示幼教教師提供了

相當的協助。在口頭鼓勵或實際協助方面，平均數分別是3.30與3.26，顯示幼

教教師可能經常性地協助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兒互動。

第8至10題是幼教教師與外籍配偶家長之親師溝通的因應情形，包括協助

外籍配偶瞭解其子女的表現、協助其解決教養問題、提供外籍配偶參與幼兒園

事務。平均數介於3.11至3.27間，顯示幼教教師對外籍配偶家長的協助是不遺

餘力的。

第11至13題是幼教教師在支援爭取上的情況，包括進修相關研習、詢問

其他教師經驗、爭取園所協助等。各題平均數均在3分左右，顯示幼教教師在

此方面們仍有成長空間。幼教教師有積極參加多元文化教育相關研習，平均數

為3.03，而主動詢問其他教師及主動要求園所提供協助，平均數分別為2.96及

2.81。綜觀表5的第11題，「是否積極參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研習」的標準

差是1.05，是所有題目中最高者；CV為34.7%，是表中最高者，顯示幼教教師

的回答是所有題目中最分歧者。可見，有部分幼教教師對多元文化之學習較為

積極，但另一部分則不是如此。

表5　幼教教師所做的因應措施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 我有因應新台灣之子需要而安排相

關學習內容。
2.66 0.64 23.98 537

2. 我有因應新台灣之子需要而調整教

學速度。
2.81 0.59 20.86 540

3. 我有因應新台灣之子需要而提供額

外的生活輔導。
2.82 0.61 21.80 539

4. 我有因應新台灣之子需要而提供額

外的學習輔導。
2.85 0.58 20.42 538

5. 我佈置班級情境時會考慮到多元文

化教育。
2.64 0.65 24.56 539

6. 我有口頭鼓勵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

兒互動。
3.30 0.60 18.07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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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7. 我有實際協助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

兒互動。
3.26 0.61 18.82 538

8. 我有定期向外籍配偶說明其子女的

學習情形。
3.21 0.59 18.29 539

9. 我有提供意見以協助外籍配偶處理

其子女教養問題。
3.27 0.55 16.71 541

10. 我有提供外籍配偶參加幼兒園事

務的機會。
3.11 0.64 20.59 539

11. 我有積極參加多元文化教育的相

關研習。
3.03 1.05 34.70 542

12. 我有主動向其他教師詢問多元文

化教育的經驗。
2.96 0.57 19.39 540

13. 有主動要求幼兒園提供對多元文

化教育的協助。
2.81 0.62 22.08 537

在有關因應措施的開放式問題填答上，意見包括因應新台灣之子教育的執

行內容及方式。在內容方面，填答者提到以母語教學、單元主題教學、各國的

簡介與節慶介紹、戶外教學等方式進行；執行方式方面，則強調由外籍配偶來

參與課程，最常用的方式是請外籍配偶家長現身說法，以及參與講座，其中又

以美食的相關活動最為普遍。

二、因應態度

表6所呈現的是幼教教師在面對新台灣之子時所抱持的因應態度，此部分

的題目多以負向方式呈現，其測量數字代表之意義為：1：非常不同意，2：不

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第1至4題是有關幼教教師對新台灣之子的態

度，包括對新台灣之子之認知發展、生活自理能力、學習態度、中文能力是否

造成幼教教師教學困擾的感受。這些問題的平均數介於2.16至2.32間，尚未達

此測量尺度（4點量表）之中間值2.5，顯示多數幼教教師偏向不認為新台灣之

子的表現會干擾其教學。

第5至7題是有關幼教教師對外籍配偶之態度，包括幼教教師是否認為外

表5　幼教教師所做的因應措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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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配偶缺乏教育子女之能力、是否缺乏養育子女重要性的認知、以及若無外在

協助，是否無法適切教養其子女。由表中數據發現，第5、6題平均數為2.30與

2.40，顯示教師們仍傾向不否認外籍配偶具備教養子女之能力。但第7題平均

數為2.75，且其分數較前面兩題為高，則顯示教師們擔心當外在支持不足時，

外籍配偶無法獨自承擔教養子女之責。

第8至12題是有關幼教教師對新台灣之子的一般接受程度。8至9題的平均

數為2.30及1.98，顯示多數幼教教師並不擔心新台灣之子影響其他幼兒學習，

但有少數幼教教師認為新台灣之子會降低未來的國民素質。第10題敘述外籍配

偶女的正向價值，平均數為2.79，顯示多數幼教教師同意新台灣之子有助於其

他幼兒學習多元文化。第11及12題的平均數為1.71及1.70，可見幼教教師對新

台灣之子並無強烈的排斥感，多數幼教教師並不反對自己的園所、班級有新台

灣之子的存在。

表6　幼教教師所持的因應態度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 新台灣之子的認知發展情形造成我
的教學困擾。

2.32 0.70 30.03 540

2. 新台灣之子的生活自理能力造成我
的教學困擾。

2.16 0.68 31.54 542

3. 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態度造成我的教
學困擾。

2.24 0.68 30.53 541

4. 新台灣之子的中文能力造成我的教
學困擾。

2.27 0.69 30.48 542

5. 我認為外籍配偶缺乏教育其子女的
能力。

2.30 0.76 32.86 538

6. 我認為外籍配偶對教養子女重要性
的認知不夠。

2.40 0.75 31.36 540

7. 我認為外籍配偶如無外在支持，無
法適切的教養其子女。

2.75 0.69 25.18 540

8. 我認為新台灣之子會降低未來我國
的國民素質。

2.30 0.74 32.13 537

9. 我認為新台灣之子會影響班上其他
孩子的學習。

1.98 0.61 30.90 541

10. 我認為新台灣之子有助於其他幼
兒學習多元文化。

2.79 0.66 23.72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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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1. 我希望我的園所盡量不要招收新

台灣之子。

1.71 0.62 36.10 539

12. 我希望我的班級最好不要有新台

灣之子。

1.70 0.64 37.42 541

在有關因應態度的開放式問題填答上，包括對新台灣之子對課程影響的態

度、對孩子學習能力的看法，以及對外籍配偶的看法等。在新台灣之子對課程

影響的態度方面，幼教教師大多建議應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來面對相關議題，

並強調，該問題當然重要，但還有其他未浮現的問題會更嚴重，如太過強調該

議題，更多其他人的權益可能反而會被忽略；在對新台灣之子學習能力的看法

方面，多數幼教教師認為新台灣之子與一般孩子的學習能力沒有差異，造成差

異的原因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觀念和態度；在對外籍配偶的看法方面，認為外

籍配偶家長比一般家長有更多經濟及文化上的弱勢，因此新台灣之子學習程度

比較低落。外籍配偶的知能與態度、庭經濟狀況，以及家人的觀念與協助情形

等，確實會影響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效。填答者普遍認為外籍配偶家長的配合

度相當高，但語言能力會影響其對其子女的協助品質。

三、協助現況

表7為幼教教師在面對新台灣之子時，所獲得協助現況之平均數及標準

差。第1至3題為幼兒園所提供給幼教教師的協助現況，包含調整工作量、提供

多元文化課程之協助、進修多元文化教育之協助。其平均數分別為2.0，2.69

及2.77，可見幼兒園在因應新台灣之子的策略中，調整幼教教師工作量的作法

是較少被運用的，而協助幼教教師進行多元文化課程、協助教師進修兩項是幼

兒園較能做到的。

第4至6題是外籍配偶提供給幼教教師的協助現況，包含主動參與學校活

動、配合教學需求、積極提升其教育子女能力。這三項的平均數分別為2.94，

2.92及2.79。這些接近3的平均數，顯示外籍配偶對其子女教育的參與度並不

低，幼教教師普遍認為外籍配偶多能配合其教學要求，並努力提升其自身教養

子女的能力。

第7至10題為地方主管機關提供給幼教教師的協助現況，包含提供給幼兒

表6　幼教教師所持的因應態度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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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幼教教師、外籍配偶、新台灣之子等不同對象的教育協助、輔導及規劃。

這4題的平均分數分別為2.83，2.81，2.80，及2.71。這些分數顯示，幼教教師

對地方主管機關提供的協助大致上相當認同。由數字的差異來看，幼教教師似

乎對地方主管機關對幼兒園、教師及外籍配偶所提供的協助及輔導較為認同，

但對新台灣之子所提供的教育規劃則認同度稍降低。

第11至14題是有關社會文化提供給幼教教師的協助現況。第1題是一般家

長對新台灣之子的接受度，其平均數為3.22，是所有題項中最高者，顯示一般

家長對新台灣之子的接受度並不差；換言之，幼教教師在面臨時，應該不會遭

遇一般家長的阻力。第12至14題是幼教教師所能接觸到的外部資源，包含出版

的教材（教具）、諮詢管道，以及這些資訊是否能提升幼教教師的多元文化素

養，其平均數分別為2.58，2.76，及3.0。由數字看來，幼教教師仍需要更多的

教材、教具、出版品及諮詢管道，來進行多元文化課程，而目前幼教教師可接

觸到的坊間及網路資訊，對提升多元文化素養確實有不少助益。

表7　幼教教師所獲得的協助現況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 幼兒園有配合班上新台灣之子人

數而調整我的工作量。

2.00 0.70 34.82 535

2. 幼兒園在我進行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時提供協助。

2.69 0.60 22.44 531

3. 幼兒園在我進修多元文化教育知

能時提供協助。

2.77 0.59 21.28 534

4. 我班上的外籍配偶會主動參加學

校的活動。

2.94 0.63 21.33 538

5. 我班上的外籍配偶會對我提出的

教學需求都能配合。

2.92 0.57 19.57 538

6. 我班上的外籍配偶有積極提升其

教育子女的能力。

2.79 0.61 21.99 540

7. 地方主管提供幼兒園適切的新台

灣之子教育支持。

2.83 0.59 20.80 534

8. 地方主管提供幼兒園教師適切的

新台灣之子教育支持。

2.81 0.60 21.53 535

9. 地方主管提供外籍配偶適切的教

育輔導。

2.80 0.60 21.32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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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0. 地方主管提供新台灣之子適切的
教育規劃。

2.71 0.62 23.04 531

11. 一般家長可以接受班上有新台灣

之子。

3.22 0.46 14.33 537

12. 目前出版的教材（含教具）可以

幫助我進行多元文化課程。

2.58 0.61 23.52 536

13. 目前的諮詢管道可以幫助我對多

元文化教育問題的瞭解。

2.76 0.57 20.79 535

14. 坊間或網路的資訊可以幫助我提

升多元文化素養。

3.00 0.49 16.49 537

目前獲得協助之現況調查採取開放式問卷為之，包括推動困難的原因，

以及對政府政策的建議。本文發現，推動過程遭遇困難的一般成因，包括：與

主管或同仁理念不同、教學資源的缺乏、教師進修困難等，其中，父母協助不

足，更是推動困難的原因。父母的問題，包括外籍配偶本身知能不足以協助孩

子成長、因生活需要而對孩子教育關心不足、本身對孩子的關心不足、家庭對

外籍配偶協助不足導致無法協助孩子成長等。

在政府的協助方面，本文認為，目前協助外籍配偶的課程或政策相當多，

但成效有限，建議政府在態度上應強力介入外籍配偶輔導。有些則認為，新台

灣之子優先入園的規定是不合理的，可以用學費補貼的方式鼓勵私立幼稚園招

收新台灣之子，而這也可以避免新台灣之子集中在公立幼稚園就讀的特殊現

象。有填答者建議，政府對外籍配偶通婚規定應有所限制，以減緩相關議題的

影響程度。

四、協助需求

表8是幼教教師面對新台灣之子時所需要的協助需求調查結果。幼教教師

需要協助的來源包含幼兒園、外籍配偶本身及其家庭、地方主管機關、一般家

長、各於多元文化教學的訊息管道等。從表中數字可知，各題平均數集中在3

（同意）左右，可見幼教教師的確需要更多來自不同層面的協助。不過，在各

種不同來源當中，並沒有特別突出的項目，換言之，幼教教師需要的協助來源

是廣泛而平均。

表7　幼教教師所獲得的協助現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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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幼教教師所需要的協助內容表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CV（%） 人數（N）

1. 我迫切需要幼兒園對多元文化教
育的重視。

2.91 0.50 17.33 538

2. 我迫切需要幼兒園對教師提升相
關知能的協助。

2.93 0.52 17.75 535

3. 我迫切需要外籍配偶能協助其子
女瞭解自身文化。

3.03 0.55 18.14 538

4. 我迫切需要外籍配偶的家庭問題
不致影響子女的學習。

3.06 0.58 19.00 538

5. 我迫切需要地方主管輔導園所進
行多元文化教育。

2.93 0.55 18.71 538

6. 我迫切需要地方主管提供園所相
關的經費補助。

2.99 0.58 19.56 537

7. 我迫切需要地方主管提供教師相
關的進修機會。

3.02 0.54 18.05 538

8. 我迫切需要地方主管協助外籍配
偶生活適應，以免影響孩子的學
習。

3.09 0.60 19.46 537

9. 我迫切需要一般家長尊重新台灣
之子的受教權。

2.96 0.63 21.28 538

10. 我迫切需要更多的多元文化教材
教具出版。

3.02 0.57 18.90 539

11. 我迫切需要更多的相關問題諮詢
管道。

3.02 0.53 17.71 539

12. 我迫切需要更多的多元文化資
訊。

3.00 0.54 17.98 540

在有關協助需求的開放式問題填答上，幼教教師的意見包括提升教師知

能的需求（包括提供巡迴輔導、舉辦宣導講座、協助教師知能的提升）、協助

資源提供的需求（包括能有教具與教材的出版，以供教學使用），對幼教教師

直接提出需要協助者（包括希望提供人力支援、社福單位的介入、降低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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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對外籍配偶協助的需求（包括政府應提供外籍配偶課程、提供家庭輔

導、提供資訊等）等。

五、綜合討論

（一）因應方式

在課程設計的因應方面，發現幼教教師會因為班級出現新台灣之子而改

變教學的模式、內容、進度，或情境，但不是特別顯著。面對學生背景顯著轉

變，其教學的改變卻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幼教教師的相關知能並不足以做大

幅的改變，例如，楊媛媛（2007）在其研究中發現，受訪教師在教學時多以

主流文化的語言與價值觀在傳遞學校知識。黃旐濤、黃秋玉、陳淑美、勞賢賢

（2008）更提到，幼教教師對外籍配偶的認識不足、輔導專業能力也不足。然

而，對照幼教教師的開放性回應時發現，有些幼教教師是刻意不做另外的課程

調整，其它文獻也有類似的看法，例如周秀潔（2004）就強調，新台灣之子

身分並不影響幼教教師的實際對待方式，這與多元文化教育中強調課程應融入

（woven into）日常課程實施，而不是以附加或特別活動來設計的理念是不謀

而合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教師的工作負荷過大，以致難做改變。在背景資

料中發現，新台灣之子人數占班級人數的比例是：公幼22%，公托23%，當幼

教教師本身工作量大，而新台灣之子人數又占了班上人數的1/5強時，確實可

能無能力大幅改變其教學。在開放式問題中，幼教教師們的各種因應方式非常

多元，而統計結果不是特別顯著，可能是統計資料呈現普遍現象，而開放式問

題是蒐集個別意見；也因此可看出，部分幼教教師確實相當努力，但普遍的改

變程度還是不顯著。

同儕互動方面的調查結果顯示，幼教教師可能經常性地協助新台灣之子與

其他幼兒互動。其他研究中發現，這些額外的安排與協助確實對新台灣之子的

同儕互動有幫助。例如，吳柏姍（2004）強調，活動型態會影響個案與同儕的

互動，但除非教師主動給予協助，或主動調停同儕衝突，否則個案很少主動互

動、發言，或尋求協助。然而，有更多研究強調，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兒互動

並沒有問題。林雅婷（2004）、許殷誠（2004）、薛百靈（2007）的研究均

發現，新台灣之子與同儕互動關係大多良好，文化差異的身分並不影響同儕互

動的品質，同儕也不會因其身分而有異樣眼光；周秀潔（2004）也發現，新台

灣之子的學校適應情形與一般學童並無不同。幼教教師經常性的協助新台灣之

子與其他幼兒互動的各種研究發現所以不同的可能原因是，同儕互動本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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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教師的工作重點，年齡越小的孩子在同儕互動的協助需求比較高，此

外，此也可能是學前教育肩負了彌補因家庭文化不利所造成的教育落差，所以

新台灣之子在學前教育階段，確實需要幼教教師協助其進行較佳的人際互動。

親師溝通方面，本文發現幼教教師對外籍配偶家長的協助不遺餘力。這與

部分研究結果相符，例如，詹玉琴（2007）的研究強調，幼稚園幼教教師提供

親師溝通、經驗分享，並給予心理、人際互動、學習上的協助，是親師溝通重

要的一環。儘管幼教教師在親師溝通上用心用力，但遇到的最大困難卻也產生

在此方面，這些問題包括：董玉如（2007）所強調：教師對新台灣之子或外籍

配偶的協助並沒有確切落實；翁麗芳等人（2006）也發現，目前幼兒教育或照

顧機構跟家庭的互動關係多為單向，教育與照顧人員雖然已意識到新台灣之子

數量遞增的現象，但實質輔導仍待強化。研究結果兩極化的可能原因是，當教

師遇到家長因家庭或外部支援不足而無法適切照顧其子女時，失望的程度可能

更明顯，因而影響之後的投入。此外，也可能是因為幼兒背景差距大、教師工

作負荷增加的結果，不只孩子的個別需求沒辦法被照顧到，可能也會影響老師

在親師互動上的投入。

此外，幼教教師表現了在加強相關知能的積極度。薛百靈（2007）的研

究指出，幼教教師普遍有高度意願增加對多元文化概念與教學的瞭解。從本文

開放式問卷受試者的答覆也提到，幼教教師覺得需要教師進修的協助，尤其在

進修時間的安排更需要多考慮其可參與的時間，可見幼教教師們意識到進修相

關知能的需求，但可能因為進修時間或工作量上的困難，導致部分幼教教師難

以如願地參與進修。

 （二）因應態度

多數幼教教師認為新台灣之子的表現不會干擾其教學，這與部分研究的結

果相符合。例如薛百靈（2007）直指，多數幼教教師不會將新台灣之子視為

教學的負擔。其實，目前對新台灣之子學習成就的研究有兩極化的結論，有些

研究發現新台灣之子確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張芳全，2004；蔡榮貴、黃月

純，2004；鍾鳳嬌、王國川，2004），有些則認為他們的學習成就及智力測

驗結果，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王世英等，2007；夏曉鵑，2005；席榮

維，2005；教育部統計處，2005；郭靜晃、薛慧平，2004；溫明麗，2008；

楊千儀，2005）。

對家長的觀點方面，幼教教師肯定外籍配偶教育子女的能力，但仍擔心他

們會因為外部資源不足而無法適切地教養其子女。教師之所以肯定外籍配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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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其子女的能力，可能緣自於感受到他們在教師教學上的配合態度；但在真正

與外籍配偶互動時，可能會慢慢發現其家庭背後的複雜問題，以及社會資源提

供不足或不適當的現象，因此擔心他們在外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是否會影響

其教養子女的能力。此外，也可能因為學前階段的教育更需要家長的參與，因

此對家長的期望與需求都較高，因而擔心他們會因為外部資源不足，而無法適

切提供教養。文獻中對外籍配偶知能不足的因素解釋相當一致，也就是除了外

籍配偶本身的因素外，家庭及社會支持的不足也影響其教育成效，包括，外籍

配偶家庭多為經濟弱勢（夏曉鵑，2005），其父母學歷較低、缺乏協助孩子的

能力，又為了生活，無暇陪伴孩子（翁麗芳等，2006），外籍配偶家庭的協助

系統普遍不足（陳玉娟，2005）等。

在接受程度方面，幼教教師對新台灣之子並無強烈排斥感。這與部分相

同，例如林雅婷（2004）、劉茹敏（2005）的研究發現，幼教教師對新台灣

之子整體而言沒有刻板印象，接納態度也很高；在開放問題中，填答者更反對

目前將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當作弱勢人士來對待。然而，更多研究持相反看法，

例如，Sadker和Sadker（1978）指出，大部分教師會在無意間為學生貼上標

籤，或不自覺地歧視學生。王美惠（2005）、翁麗芳等人（2006）、楊媛媛

（2007）的研究也發現，受訪教師對於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成員帶有偏見與刻板

印象，因而認為受訪教師不具有多元文化教育觀。許殷誠（2004）的研究則表

示，首次教導新台灣之子的國小教師存有較多負面的刻板印象；班級中有較多

新台灣之子以及曾有相關教學經驗的教師，對新台灣之子的看法較為客觀與中

立。劉茹敏（2005）則發現，年齡以「41—50歲」組之國小教師，對新台灣

之子的接納態度較高；「師範院校」畢業的國小教師對新台灣之子的家庭背景

有刻板印象。

研究結果歧異的可能原因是，早期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的議題，因輔導經

驗不足及媒體不實報導，容易造成教師的刻板印象。目前相關宣導不斷進行，

教師逐漸接受多元文化的洗禮，加上教師相關經驗越多，會比較以孩子的實際

表現來進行判斷。其實，新台灣之子學習成效不好可能是家庭教養及族群文化

價值觀所造成。從Dehyle（1991）、John（1972）、Swisher（1990）、Wax

（1971）等人的研究可看出，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型態或策略與一般學生不

同。Erickson（1987）更認為，這些學生可能對學校強迫灌輸的社會階級認同

產生反抗。因此，Kitano（1997）提醒，教師必須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並瞭解

造成種族疏離和不平等的歷史、經濟和心理等因素，才能適切提供這些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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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協助。質言之，幼教教師應以批判的態度，時時自省自己對相關議題和教

學的態度，並時時重建自己的價值觀。

 （三）協助現況與需求

幼兒園教師可以從學校行政、外籍配偶家長、教育制度或政策，以及社會

文化的協助等面向探討面對新台灣之子所需的協助。

1.學校行政方面

目前學校行政對幼教教師提供的協助，大多在教師進行多元文化課程或教

師進修，較少調整其工作量；在需要學校行政協助的部分，則沒有特別突出區

別。幼教教師工作量一直是新台灣之子教育的最大困難。首先，部分孩子的起

始行為確實比較晚，張永昑（2003）發現，教師在新台灣之子就讀後才慢慢

發現他們一連串的學習問題，高淑清（2005）也發現，幼教教師在一般教學

之外，還要協助新台灣之子在語音、構音、識字方面的困難，以及退縮、缺乏

自信的人格問題，工作量因此過大。此外，家庭協助不足，也加重幼教教師的

工作負荷。邱豐盛、鄭秀琴（2005）、張永昑（2003）都指出，新台灣之子

學習上有問題時，經常發現其母親沒有能力協助；翁麗芳等人（2006）也發

現，親師溝通的障礙讓教師難以掌握孩子在家中的學習狀況。不論教師是否必

須負起彌補學童溝通不足的教育，或因為家庭對教師的協助不足，可見的是，

教師大都認為其工作量過大，因此，這方面受訪教師認為是最需要與教師任教

學校或教育行政單位協助之處。

無論因應內容、因應態度、協助需求等都與「班上新台灣之子人數」成

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班級人數的適度調整，可以降低幼教教師工

作負荷量，亦可提升教學成效。然而，學校因為員額編定之規定，故也較少

調整幼教教師工作量。目前師生比的規定不是針對新台灣之子所需而安排，所

以，當班上有新台灣之子且需要教師特別協助時，則教師便會有心有餘而力不

足之感。因此，相關規定必須考量新台灣之子，進而修訂師生比才能根本解決

問題。此外，工作負荷大也部分緣自兼任行政所產生者。例如，黃旐濤等人

（2008）提到，行政事務占去幼教教師太多時間，導致對學生預防性輔導措施

也不足。

2.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方面

教師認為外籍配偶多能配合其教學要求，並努力提升其自身教養子女的能

力；開放式問題的填答結果也很類似，填答者認為外籍配偶家長的配合度相當

高，惟語言能力會影響其對子女的教育品質。但是，很多文獻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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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等人（2007）及陳玉娟（2005）均指出，新台灣之子來自家庭的教育

協助相較為低；夏曉鵑（2005）強調，新台灣之子家庭的財務資本和人力資本

都較少，因此對孩子教育的投注較少；黃旐濤等人（2008）也強調，外籍配偶

多未能參加成長課程、親職能力較弱，也因語言限制而無法有效教養其子女。

由於本文探討的是學前階段，而學前教育階段本來就需要家長更多的參與，因

為家長與學校互動頻繁，教師感受到家長對孩童的協助就比較多；然而教師也

發現，外籍配偶要必要不斷接受再教育，此也顯示，教師認為家長還是應該有

更多的協助。

3.教育制度或政策方面

教師認為地方主管機關對幼兒園、教師、外籍配偶、新台灣之子的協助及

輔導適切。該議題是目前政府政策的推動重點，所以相關活動多；園所、教師

或外籍配偶都配合這些活動不斷成長，孩子也在參與活動中有所學習；只是但

在開放式問題中，教師對相關教育政策仍有意見，相關文獻也有類似的發現。

例如，王世英等人（2007）、翁麗芳等人（2006）、郭純芳（2008）、陳玉

娟（2005）檢視內政部與教育部的政策規劃，發現新台灣之子教育照顧的政策

包括教育優先區計畫、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輔助計畫、扶持5歲弱勢幼兒及早

教育計畫等推動，僅限於入學率的推廣，對教師的直接協助者較少。此外，陳

玉娟（2005）也強調，教師對學校層級的規劃比較滿意，對縣市政府教育局及

教育部層級的規劃較不滿意。此差異可能植基於教師肯定政府對相關議題的用

心，因此獲得教師普遍的認同，但在政府政策的落實上仍有教師提出如下的意

見與建議，茲整理如下：（1）目前協助外籍配偶的課程或政策相當多，但成

效有限，因此建議政府應強力介入；（2）政府補助新台灣之子優先進入公立

幼稚園所就讀的政策，造成集中就讀的現象，增加教師的教育學負荷。建議可

以用學費補貼的方式鼓勵私立幼稚園招收新台灣之子。

文獻中也強調，我國新台灣之子的國民教育政策種類眾多，然經常落實者

只有課業輔導、生活常規訓練及身心障礙調適等；政策規劃應遵循的原則雖包

括明確、滿足需求、尊重差異、機會均等及考量廣泛等，惟目前只做到的原則

大多為機會均等（陳玉娟，2005）。薛百靈（2007）則認為，主管機關對外

籍配偶的協助及輔導呈現如社區資源不足、政府相關資源整合不足等問題，故

資源能未有效幫助新台灣之子。黃旐濤等人（2008）則強調制度方面包括專業

人力不足、經費不夠充裕、不能有效因應新台灣之子需求，以及相關單位配合

不夠等的問題。周秀潔（2004）、何青蓉（2003a，2003b）更直陳，目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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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相關教育行政措施隱含有對外籍配偶之污名化標記。由上可知，教師雖然

肯定政府的用心，但仍期許更落實政策的目標和理想。

4.社會文化方面

教師較少遇到一般家長反對或排斥班上有新台灣之子，但表示需要更多

的教材、教具、出版品及諮詢管道的協助。一般家長並未排斥班上有新台灣之

子，可見目前社會大眾對多元文化有較大的接受度，也可能是民主素養的提

升。然而，有些文獻卻認為，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所面臨的社會或教育問題，可

能是國人對多元文化素養不夠、缺乏多元文化視野，所以讓他們的處境更為艱

難（何青蓉，2003a）。何青蓉的研究探討的是社會普遍現象，較少直接接觸

外籍配偶及其子女，但幼兒園的家長則有機會實際接觸新台灣之子，故當他們

發現新台灣之子並沒有特別差異，也不會影響其孩子的學習時，又能與外籍配

偶相處，並彼此理解後，接受程度自然較高。在需要更多的教材、教具、出版

品及諮詢管道協助的研究發現中，本文的受試者也提出，政府對教學資源協助

的政策規劃較少，有強化此方面協助的必要（王世英等，2007；翁麗芳等，

2006；郭純芳，2008；陳玉娟，2005）的觀點。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發現，幼教教師不會因為班上有新台灣之子的學生就刻

意改變其教學模式、內容、進度或情境教師也常會協助新台灣之子與其他幼兒

進行同儕互動；教師對外籍配偶家長的協助更是不遺餘力，此接見幼兒園教師

對學生的關切之情，和對外籍配偶子女同儕互動的關切。另一方面，教師也期

望能爭取到更多如教材、教具、出版品、諮詢管道等與教學直接相關的支援，

同時，多數教師認為新台灣之子的表現不會干擾其教學，也不會排斥新台灣之

子。再者，教師們肯定家長們配合教師教學及提升其教養子女知能上的努力，

但擔心外配子女會因為外部資源不足而無法適切獲得教養，故教師在肯定外籍

配偶教育子女的能力外，也期待外籍配偶家長能有更多親職教育的終身學習課

程，教師本身也期望接受更多多元文化教育之專業培訓。

至於學校行政對教師面對新台灣之子的支持上，政府或學校均較少考量教

師的工作量，故期望地方主管機關對相關議題支持及輔導之餘，亦能考量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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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不同性質而彈性化編班規模，讓教師更適切地照顧有外配子女就讀的班

級。教師們認為一般家長再與外籍配偶家長與其子女更深理解後，大都不會排

斥班上有新台灣之子。但因為仍有研究發現民眾對外籍配偶存有歧視，故多元

文化和民主素養仍有待加強

二、建議

除了上述基於研究結果的結論外，本文更詳盡地統整研究結果之後的建議

如下，期有助於教師、學校、教育行政單位、外配家庭，乃至於社會大眾對台

灣文化永續發展能彼此更加理解，更能攜手合作，力於不同角度和場域，為台

灣的國際化和發展而努力。

（一）對幼兒園教師的建議

1.在教學上必須更大幅度的考量新台灣之子需求

本文發現，幼教教師因班級出現新台灣之子而刻意改變其教學之情況不

是特別明顯，且認為新台灣之子的存在不會干擾其教學。此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喜的是，教師不但沒有文化的刻版印象，也有多元文化的素養；憂的是，

新台灣之子的需求可能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因此，教師應終身學習、多參加

相關研習，並不斷檢反省相關知能、進行行動研究，也強化批判性思考能力，

俾更清楚掌握學童的異文化特性與需求，也能確保教學品質的優質。

2.親師溝通宜更深入關心外籍配偶的家庭

教師肯定外籍配偶教育子女的能力，但擔心他們會因為外部資源不足而

無法適切提供教養。因此，建議教師在親師溝通的管道上，應盡量進行家庭訪

問，以瞭解外籍配偶家庭所能提供的教養支援，也協助外籍配偶了解，並善用

社會資源，以提升其教養子女的能力。

（二）對園所的建議

1.降低教師的工作負荷

目前園所行政較少以降低教師工作量的方式作為協助的措施，然而，教師

因應不同背景學生所採取之因應、所需的支持等，都與「班上外配子女人數」

成正比，若欲要求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場域下的學童有更多的關懷與助益，

確實有降低教師工作量的必要。本文從個人背景資料中發現，約有70%的公立

園所每班新台灣之子人數在6人以下，若以 6人為合理的負擔人數，則本文建

議，若有超過7人的班級，即應考慮將部分新台灣之子轉到其他班級，或以減

少班級總人數，或增加助理或義工等方式來降低教師的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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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教師進行多元文化教育

目前部分幼稚園所採用現成套裝教材，若現成教材缺乏多元文化教育內容

時，教師很容易忽略該方面的教學，因此，建議園所鼓勵及支持各班教師在現

有教材中融入多元文化教育，或增加自編相關課程；並經常舉辦全園性的多元

文化教育活動，協助建立尊重多元文化的園所氣氛。

（三）對教育政策的建議

1.教育政策應更重視第一線教師的意見

教師認為地方主管機關對幼兒園、教師、外籍配偶、新台灣之子在相關議

題上的支持及輔導適切，可見他們肯定地方主管機關的用心。本文從開放式問

卷之答案中發現教師提出對政府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可以努力的方向，故建議

政府及地方主管機關在相關教育政策前，應廣泛徵求第一線教育人員的意見，

方能制訂真正適於教師需求的政策。

2.教育政策應重視提供教師直接的協助

教師認為地方主管機關對其進行新台灣之子教育所需的支持與輔導較少，

其所謂直接的協助如提供教具、教材、出版品等來協助其教學；或增加人力

支援（如提供日常助理或生活訓練師、巡迴輔導教師、語言治療師的到校服

務）；強化社福單位的介入；及降低學生人數比等。由此可見，教師在教學上

需要的直接協助甚多，故本文建議，制定政策時應將教師教學的具體協助納入

考量，方能制訂出真正對覺師有實質助益的政策或措施。

（四）對外籍配偶家庭的建議

1.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應提升教育子女的知能

本文發現，教師認為外籍配偶除能配合其教學要求外，也都會努力提升其

教養子女的能力。然而無論其他國內研究或教師均發現，外籍配偶因語言及文

化的差異和能力之不足，難以有效進行親師溝通。有鑑於此，本文建議，外籍

配偶家庭應更積極鼓勵外籍配偶參與學校事務，進行終身學習，以累積經驗和

提高文化的理解和認同，並建立良好人際網絡，進而加速其語言的學習和社會

化，如此，不但外籍配偶本身語言和生活適應會增長，對其子女的教養和學習

上也將助益良多。

2.外籍配偶家庭應多支持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和終身學習 

外籍配偶的適應狀況及學習成效與其家庭的支持具有高度相關，教師也擔

心外籍配偶會因為家庭資源不足而無法適切教養子女，因此，若外籍配偶家庭

能給外籍配偶更多家庭溫暖，社會也能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則將有助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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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會化的速度，也更有助於其教養子女的能力。

（五）對社會文化的建議

本文發現，教師較少遇到一般家長排斥班上的新台灣之子，可見目前社會

對多元文化的接受度已提升，然而，對於較少接觸外籍配偶家庭的社會民眾，

仍可能存在文化的刻板化印象，故政府、民間組織、媒體、出版界除應持續引

導多社會關注元文化及相關議題外，更應強化民眾批判性思考能力，增進其民

主素養以及「家天下」（we-feeling）的社群凝聚力和情感，如此，台灣社會

才能在外籍配偶逐年增多的社會，發揮以多元文化豐富本土文化的優勢，締造

台灣文化發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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