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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家庭環境對其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 
及學校因應之策略--以嘉義縣為例 

 

摘要 

台灣新住民的起始淵源，係於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部分退伍老兵

面臨擇偶困境，少數在台灣的東南亞華僑於是媒介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

的婦女和台灣老兵組織跨國婚姻家庭。由於我國赴東南亞國家娶妻男子，不少是社

經地位較低，居住地處偏僻，甚至是身心殘障的男子；而新住民卻常都是很年輕就

懷孕生子，缺乏照顧孩子的常識和經驗；再加上在原屬國受教育的水準不高，又不

懂中文，無法輔導下一代課業；以致於，其子女在此家庭結構較不健全之情形下，

健康、學習、認同、行為表現等甚易遭致莫大困擾，甚至很可能產生偏差行為。根

據統計，每百個新生兒就有八個是外籍婦女所生的混血兒，而高雄長庚醫院發現很

多東南亞籍新娘所生之兒童有延緩發展之情形，令人不由得擔憂這些孩子在成長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更大問題！因此如何正視這一群台灣新的未來主人翁的學業成就及

行為表現，頗值得加以深入的探究。 

本研究目的為探索新住民的跨國選擇配偶的動機、跨文化適應衝擊、家庭環境

等因素對其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立基於現象學與詮釋學，透過文獻資料蒐集，擬定

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採取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研究參與

者，並將匯集而來的描述性資料，加以歸納方析，再就所得資料相互交叉檢驗，以

提昇可信性。 

本研究結果主要發現有： 

一、新住民來台的主要動機是經濟誘因因素，其次是可以減少家庭負擔，

改善家庭生活，再者若有朋友或親戚在台灣更增加她到台動機。但當動機誘因

失敗後，新住民「夢滅」了，情緒困擾及家庭衝突隨之而來。 

二、新住民嫁到台灣後所面臨的生活適應困擾包括在飲食習慣上所產生之

困擾、語言溝通上所產生之困擾、生活習慣上及人際互動的困擾，其中以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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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困擾為最主要困擾。長期下來情緒上困擾就產生了，如認為先生冷漠、想

家、想哭、睡不著、寂寞、生氣、焦慮、後悔等等，而母親因跨文化適應困難

所產生之情緒困擾，對其子女行為表現的影響會較負面。 

三、新住民的子女由於受到父母社經地位較低、管教態度較放任疏忽、家

庭成員溝通困難、家庭衝突頻繁及主要照顧者之新住民語言能力不好、忙於家

務生計等不利因素影響，致使新住民子女在行為表現上似乎有負面表現，學業

成就較低落，語言程度較差的現象。但本研究發現在新住民家庭中父親扮演一

個相當重要之角色，若父親願意負起教育子女之大責，子女行為表現仍會不錯。 

四、新住民子女在學業成就上，以語文發展能力較為遲緩，行為表現上，

因為父母親疏於照顧，負面行為表現較多，孩子的負面行為或許不是偏差行

為，但是若在其成長過程中不給予重視與導正，在這樣環境下生長的孩子，將

來到了青少年時期，偏差行為一旦產生，將會造成社會一大問題。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並說明本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

議。 

一、將婚姻仲介納入管理。 

二、成立各鄉鎮村里新住民專責機構。 

三、落實有系統的婚姻及親職教育。 

四、運用大眾媒體宣導尊重新住民的觀念。 

五、善待她們，鼓勵其參與學校或社區活動，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 

六、印製新住民生活須知手冊，協助遭遇問題或困難主動查詢。 

七、結合義工、企業、宗教資源力量，改變城鄉教育差距。 

八、重視休閒教育，學校應常辦理新住民家庭戶外參觀活動，除了可以讓

新住民認識台灣、生活壓力得以適當紓解，並可以發展國內觀光事業。 

九、學校應落實認輔制度，重視個別化教育，積極關心跨國婚姻子女。 

關鍵詞：新住民、跨文化衝擊、家庭環境、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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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青少年問題是整體社會惡性循環的結果，更是一種社會病態現象，其病因根植

於家庭，病象顯現於學校，病情惡化於社會。如此環環相扣，且互為因果。在新住

民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因為家庭環境結構、家庭功能無法正常運作，長久日積月累

下，若不加以重視，事先擬定預防之策，孩子一開始較負向的行為表現，將來長大

後可能延伸成為偏差行為，此時整個社會將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來解決，但最後可

能只是亡羊補牢。因此，關心新住民之子女是當務之急。 

根據本期本組同學各校了解情形發現，各校新住民子女進入校園就讀的比例逐

年增加中；在多所接觸之後，不難發現跨國婚姻所帶來之社會問題，在未來將漸漸

浮現出來。新住民來台結婚後有其文化適應之問題，而迎娶新住民之家庭成員亦有

文化適應之問題，若無妥善處理將會造成家庭系統關係紊亂而致家庭成員較容易產

生各種情緒及行為問題（王大維，1995）。  

跨國婚姻係由兩個文化背景及經濟條件顯不相當者所組成，其特殊的家庭結構

及其形成之家庭系統對子女的行為發展有何影響？新住民個人及其家庭成員在跨文

化適應不良之情況下，對其家庭系統是否造成失衡現象？家庭功能是否失彰？其對

子女的行為表現有否造成負面影響？此即本研究著重探討的動機之一。 

由於迎娶東南亞地區新住民者，以工、農、漁村青年佔絕大多數，受到台灣經

濟和社會的雙重邊緣化，其特殊的婚姻關係恐將使其更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新住

民與台灣新郎在階級、族群、社經地位重重壓迫下，對新住民本身生活適應及其子

女行為表現之影響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動機之二。 

此外，由於跨國婚姻的男女雙方，常是僅認識數天即結婚，雙方關係之發展是

在婚後開始，彼此適應之良窳、婚姻的穩定度及關係的發展等，均足以影響其子女

的行為發展。因此，跨國婚姻父母雙方的婚姻關係和管教方式，是否導致其子女之

學業成就表現低落？造成子女出現偏差行為？自應詳加分析探究，以供權責單位制

定良好的社會政策，對於弱勢族群給予適切的輔導與協助，以預防少年犯罪問題的

發生，避免未來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的威脅，是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動機三。 

新住民的跨文化適應衝擊已經不僅是新住民本身或其家人所面臨的問題，其所

帶來台灣整個社會的問題。這一群新台灣之子，他們的母親來自異鄉，在語言、文

化、風俗習慣不同下，他們將面臨一連串學習、認同等等問題，在這些衝擊下，他

 



266 103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成果彙編  

們的未來會如何，值得社會大眾去關注。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索新住民的跨國選擇配偶的動機？ 
二、探索新住民跨文化適應衝擊與其子女行為表現有何關聯性？ 
三、探索新住民家庭環境對其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 
四、探索新住民子女行為表現？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跨文化衝擊新住民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依

過去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以了解新住民跨文化衝擊與其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

現之相關性，故僅就文化衝突理論與家庭環境相關理論及家庭因素對子女行為表現

之相關研究加以說明之。   

一、文化衝突理論（Culture Conflict Theory） 

文化衝突理論為學者 Thorsten Sellin 一九三八年所提出之著名理論，強調

文化的適應（Cultural Adaptation）與偏差行為有關。並認為少年偏差的形成是

與文化的內部衝突，傳統社會關係的解體，有問題的社會結構以及一般價值觀

念的改變等等有關；由於「文化的差距」而造成很多衝突現象，包括對於規範

制度的接受與價值判斷標準等的衝突，均足以促成犯罪的發生。Sellin 認為社

會成長過程中一定會造成規範混淆之情況，而下階層的文化與價值體系往往會

與傳統的中上階層優勢文化價值體系相衝突而致發生偏差行為。Sellin 認為芝

加哥學派 Shaw 之研究亦是文化衝突問題之最佳案例。   

文化衝突可分為二種型態來說明少年犯罪之形成： 

(一)第一種型態的文化衝突即指移赴國外居住的上一代移民：他們以深受其自

己國家文化、社會行為規範之約束、指導，而他們原有之規範與移入國之

文化與行為規範，不僅有異而且引起甚大的衝突，自己面臨文化衝突之結

果產生適應困擾，其第二代更是無法適應。此種型態的文化衝突很適合解

釋移民及第二代之犯罪，近年來在以色列的犯罪學研究，亦證實此一理論

的適用性，因為這些研究發現移民抵達以色列出生的第二代，均有較高的

犯罪率。 

 



 新住民家庭環境對其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及學校因應之策略--以嘉義縣為例 267 

(二)第二種型態的文化衝突即指某些少年來自國內的農村社會遷移至都市工商

業社會：由於文化的衝突而產生許多不適應的困擾，易產生偏差行為。 

文化衝突理論可用來說明移入國外居住之第二代少年及由農村社會移入

工商業都市社會之少年有較高之犯罪率，主要是因其父母原居住社會之規範與

移入國社會之新文化發生衝突，而且個人的適應能力有限，面臨新文化之適應

困擾或文化衝突之結果，造成價值觀念思想體系的改變或分歧，以及情緒、態

度、管教方法等之失調，亦極易引起子女行為的偏差。凡此足以見文化衝突與

少年犯罪有很大的相關性（蔡德輝、楊士隆，2001）。   

Sellin 說明文化之衝突往往容易在下列各場合產生： 

1.異質文化與犯罪：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總體，包括一切物質與

非物質的，由一代傳到下一代的生活總體，是某一種族為了求生存而創造

出來的人為環境，也是有系統、有組織，有特質的有機體，具有排外性，

故在相鄰之二個文化圈境界上，不同文化的行為規範相互衝突是不可避免

的，而在此種有異質分子的不統合社會裡各自認同的文化行為規範之衝突

愈大，例如美國，黑人之犯罪率較高，得解釋為白人將以其所確信之觀念

為標準所制定之法律，強調令黑人或黑人集團遵守所生文化衝突之結果。 

2.移民文化與犯罪： 

Sellin 用文化衝突理論來說明「移民」犯罪。Sellin 認為有些正在轉型

變遷的社會環境，因為移民大量的遷入，造成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國籍、

不同文化的人雜居一處，較易發生衝突，而且移民面臨新文化之適應困擾，

無所適從而形成犯罪。此種一個文化集團之法律被擴張適用至他文化集團

之領域的文化衝突，Sellin 稱之為「第一次文化衝突」，亦即指赴國外居住

的上一代移民，他們已深受其自己國家文化、社會行為規範之約束、指導，

而他們原有之規範與移入國之文化及行為規範，不僅有異而且引起甚大的

衝突，自己面臨文化衝突之結果產生適應困擾，其第二代更是無法適應。

此種型態的文化衝突很適宜解釋移民及第二代之犯罪。 

二、家庭環境相關理論 

有關家庭環境可能影響個人人格發展或社會化及教育學習結果的理論很

多，這些理論多支持家庭環境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個人人格發展，或社會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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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果的論點；當今教育改革工作如火如荼的展開，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呼

聲甚囂塵上，在這積極改革的環境中，了解這些非教育因素對個人人格發展或

社會化及學習結果造成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分別陳述相關理論如下： 

國內研究者曾將家庭環境區分為物理環境（含居家空間、家庭佈置與建

築）、心理或人際環境（含家庭成員間的行為或人際間的結構）兩因素。也有

學者將家庭環境大致分為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態度、親子關係、

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心、子女的教育設施、家庭氣氛、家中子女數、家庭文化

狀況，以及居家環境的安排等（石培欣，1999）。王怡云（1995）則將家庭環

境分為父母教養態度、親子依附關係及父母的參與、居家環境的安排等。賴保

禎（1997）認為家庭環境應包括家庭的一般狀況、子女的教育設施、家庭的文

化狀況、家庭的一般氣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心等五部分。不同的家庭環境，

會影響個體發展的結果（石培欣，1999；Harvey, 1995），學者肯定在人類的成

長發展中，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最大（陳奎熹，1995；Wilson, Bell, & Arredondo, 
1995）。家庭環境可預測個體的社會及情緒適應（Cornell, Callahan, & Coyd, 
1991）。家庭環境受父母職業狀況的影響而影響子女的期望，如近年來美國經

濟好轉，家庭都能維持水準以上的生活，讓家庭環境變好，直接影響青少年子

女的適應和期望（Norman, Sprinthall, & Collins, 1995）。家庭環境的好壞，對子

女成長與發展，影響重大（Noller ＆ Callan, 1991）。雖然青少年時期，心理需

求較傾向於家庭以外的世界，但是許多研究環境對青少年影響的結果，仍顯示

家庭環境是青少年成長最重要的場所（石培欣，1999；林逸媛，1991；Coleman 
& Hendry, 1990）。家長參與學生學習，對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很有幫助，父母

的關心與參與，會改變學生的學習成就，而經常與學校有接觸的父母，其子女

通常有較高的學業表現（石培欣，1999；Greenwood ＆ Hickman, 1991；

Henderson & Berlea, 1994）。 

父母教育態度對子女的學業成就最有影響（林清江，1994；黃德祥、魏麗

敏，2001），父母親對子女的學業成就越重視者，其子女的學業成就越高（Cherian, 
1991）。子女的學業成就與父母之教育價值觀念有顯著正相關（林生傳，1993）。

Ginsburg 與 Bronstein（1993）認為若父母鼓勵，引發孩子的動機去得到好成

績，及孩子處在自律的、支持的、民主的家庭中，則孩子普遍會有好的學業成

就表現。 

家庭物質條件，可能透過其他因素影響教育成就，如貧窮直接影響兒童的

健康與學習環境，間接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生活的困苦，使低收入戶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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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年提早離開學校，影響其教育機會。貧窮的文化影響下一代的態度價

值觀念、成就動機等，這些因素再影響學校教育的成敗（陳奎熹，1991）。家

庭物質資源與學生學業成就成正相關；家庭的資助和增強與學生學業成就成正

相關，家長越重視學業價值，就會給子女越多支持，而投入更多的資源，越關

心子女的學校活動，因此父母親的價值觀念，顯然與子女的學業成就有關（鄭

淵全，1997）。陳仕宗（1995）發現偏遠地區學童家庭社區，若物質缺乏，文

化刺激薄弱，則學生的學業興趣、意願與能力較低。 

新住民的家庭一般都是屬於社經地位較低、位居於較偏遠地區的家庭，先

生的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新住民本身因語言不通、教育水準也不高、溝通困

難等等不利的因素之下，對孩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家庭因素對子女學業成就之研究 

翟本瑞（1999）指出：學校教育之外的社會環境，影響孩童人格成長、性

格形塑、認知發展程序、價值取向，家庭教育只是其中一環，然而，父母親的

態度及家庭社經條件，相當程度決定了兒童對社會的接觸層面及觀點。所以，

兒童在其成長的家庭中所經歷的「社會化」過程，因其家庭所處階層之不同而

有差異，因而建立的價值觀與生存心態也就不同，運用在學校生活和面對學校

教育時，便有不同之態度與表現。 

再就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理論而言，他認為：高社經地

位家庭有較高程度文化資本的利用情形。階級地位不同，個體所具備的文化資

本亦不同。父母親所佔有的社會階級位置能提供其不同的文化資本及不同運用

文化資本的程度，此資本被其用於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因而使其子女獲得教

育之利也有不同，其學業成就必然有異。陶養在較好、較多文化資本裡的小孩

更能夠預備去精熟與掌握學校裡的學業，他們對抽象的和知識的概念能發展出

較好的品味；相對的，教師也比較喜歡具有文化資本的學生（黃芳銘，1998）。

因此，來自不利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其擁有的「文化資本」，在與中、高階

層者相對下所呈現的不利現象，便實際地反應在學習成就與學校經驗的劣勢

上。徐慕蓮（1986）及周新富（1999）的研究亦證實高社經地位者的子女，相

對於中、低階層者，對學校的適應及其學校教育經驗最佳。而人格特質、學習

動機、學習態度、抱負等，同樣亦受其父母的管教方式所影響（林清江，1981；

王秀槐，1985；江瑞芳，1993；陳正昌，1994；周新富，1999），然而父母的

管教態度卻又因家庭社經地位之差異而有差異（黃迺毓，1988；戴麗芬，1990；

陳正昌，1994；楊肅棟，1998），因而造成這些個人特質的差異，於是實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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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學業成就差異上。此外，個人之創造力、情緒智力、批判思考能力等與學

習有關之能力，亦與其家庭氣氛、父母管教方式、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正相關

（林逸媛，1991；王三幸，1992；劉清芬，2000），進而造成階層間學業成就

差異。在「父母因素」方面，父母親的教育態度、期望、管教方式、教育參與

程度、教育投入、文化資本等，亦因階層之不同而有差異，與家庭社經地位有

極大之關係（黃迺毓，1988；戴麗芬，1990；陳正昌，1994；楊肅棟，1998），

而這些因素與子女之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 

我國 1970 年代以後大量引進新住民，其子女在近年來一一進入學校就讀，

在此跨文化衝突下，其所產生的適應困擾，對其本身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上是否

會產生偏差行為？再加上新住民家庭的子女所面臨的家庭環境因素，通常是處

於較不利之因素，對其子女在學業成就及行為表現會產生多大之影響是本研究

所重視的焦點之一。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奠基於詮釋現象學，重視每一個研究參與者與情境脈

絡的獨特性，透過文獻資料蒐集，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在徵得研究參與

者同意後，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然開放訪談去瞭解新住民的家庭環境，及親聞

目睹的觀察撰寫實地札記資料，並將深度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依據 Hycner
（1985）「現象學內容分析」（phenomenological content analysis），先做個案分析，

再將不同個案訪談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做跨個案分析，從意義的群聚中決定主

題與核心主題，其具體分析步驟如圖一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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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寫逐字稿

斷句分析 

現象學的還原
及掌握完整感 

淘汰多餘資料 

群聚意義單元

概念分類 

核心主題 

歸納數個主題 

研
究
者 

訪談資料分析

研
究
結
果 

 

 

 

 

 

 

 

 

圖一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係透過研究者自身的人際關係網絡，以立意抽樣方式進行，選取六

名居住於嘉義縣偏僻山區已有子女就讀國小以上的新住民為擇取條件，以求資

料的豐富性及一致性，研究者將新住民以Ａ～F 為代號，做深度訪談之對象，

相關資料如表一。另外，在訪談過程中，並佐以探訪或電話訪問個案 B、C、D、

E、F 子女的級任教師，約略了解該生在學校行為表現，但基於輔導倫理，僅就

個案行為表現於訪談分析中概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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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六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新住民 
基本資料 

A B C D E F 

國   籍 印尼 印尼 泰國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現在年齡 
自己：34歲 
先生：41歲 

自己：27歲
先生：37歲

自己：37歲
先生：39歲

自己：32歲
先生：41歲

自己：46歲 
先生：48歲 

自己：28歲
先生：46歲

嫁到台灣 
時年齡 

24歲 19歲 29歲 23歲 28歲 21歲 

新住民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沒讀過書 高中 國小四年 大學畢業

先生教育程度 國中 國小 國中 高商 國中 國中 

結婚幾年 10年 8年 8年 9年 18年 8年 

子女個數 
一女10歲 
一男8歲 

長男8歲 
次子4歲 

一子8歲 
長男8歲 
次男7歲 

長女高一 
次女國二 
長子12歲 
三女10歲 

長女8歲 
次女7歲 
三女3歲 

先生目前身心

狀態 
肝病住院 

平時鬱鬱寡

歡 

長期肝病愛

喝酒車禍身

亡 
還好 

喝酒摔斷腿

目前在家休

養 
還好 

三、研究可信性 

(一)實地札記 

訪談過程中，藉由實地札記盡可能詳盡紀錄訪談實地、對參與者的觀

察、研究者對參與者的印象、自身感受、研究者的思考及研究過程中研究者

的改變，均將一一陳述各章節。 

(二)研究協助者之檢證 

因為研究參與者均為新住民，且她們或她們的家人相當的排斥外人接近

新住民，怕他們被帶壞或被騙走，為了避免她和她的家人疑慮及突破心防，

全部研究參與者均透過第三者協助安排，並徵得家人同意及協助，尤其第一

次會面，第三者及家人或自己均提供諸多看法，可做為研究者反省思考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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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 

本研究在分析檢驗和實證過程中使用下列三種類型的三角檢定：  

1.資料來源的三角檢定：亦即比較和交叉檢驗（Cross hecking），本研究資

料來源有訪談、觀察、實地札記及文獻期刊資料等，本檢驗旨在比較觀

察資料和訪談資料，在取得前述資料後，與指導教授、研究協助者、同

儕等進行資料分析及討論，比較檢驗對同一事物評價之一致性，比較不

同觀點人們的看法。 

2.方法論三角檢定：本研究以現象學的訪談為主，俗民誌的參與觀察為輔，

而訪談中有深度訪談、非正式訪談、立即探詢，當與參與觀察法並用時，

具有確認、澄清、交互檢視資料之功用。 

3.理論三角檢定：Chen ＆ Rossi（1987）強調受理論駕馭（Theory Driven）

對評鑑效度的重要性，將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多種理論、過去研究進行

比較與詮釋。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新住民跨國選擇配偶的動機 

根據訪談的結果得知，新住民願意以跨國婚姻方式來台，有許多種原因與

動機，從表二顯示出經濟因素、家庭因素及親人朋友因素是影響其跨國選擇配

偶的主要因素，茲整理分析如下： 

(一)經濟因素 

表二 新住民來台動機之原因 

新住民 
來台年齡 

動機原因 
家庭關係 

A（印尼） 
（24歲） 

B（印尼）

（19歲）

C（泰國）

（27歲） 
D（印尼）

（20歲）

E（泰國） 
（28歲） 

F（菲律賓）

（21歲） 

經濟因素 V V V  V V 
家庭因素 V V V V V V 

親人朋友因素 V V V V V V 
個人認知因素 V V V V V V 

嫁入管道 朋友介紹 相親 親人介紹 相親 
以觀光名

義到台 
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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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比較不錯，因為還有工作得找，勤勞的話還有工作得做，印尼的話

根本沒有甚麼工作機會得找，台灣生活環境有比較好一點（＃A17）。 

＊就是只想到台灣來，泰國經濟不好，比較不好賺錢（＃Ｃ10）。 

＊家裡又是大家庭，所以想嫁個先生有個依靠，有一個依靠，家裡少一個負

擔（＃A11）。 

本研究發現六名研究參與者中全部來台的主要動機經濟因素是最主要

的動機，因為她們認為台灣的經濟不錯，工作機會較多，生活比較好，而且

嫁到台灣來可以減少家庭負擔，改善家庭生活。 

(二)親人、朋友、仲介介紹 

研究發現六名研究參與者中全部來台的另一個原因是與親人朋友強力

介紹有很大之關係，在研究中發現一部分新住民嫁到台灣之後，會成為另一

個婚姻介紹者，她們會介紹自己的姊妹或認識的朋友嫁到台灣來，她們在這

介紹過程中除了可以賺取介紹費用外，本國男子還會為這些介紹人負責飛機

票，讓她們回國介紹女子。在這有利的條件下，許多新住民都是經由朋友、

親人介紹嫁到台灣。 

再者若是有伴，也就是一次好幾個要一起嫁到台灣來，或是她已經有姊

妹或親戚已嫁到台灣者，那更為她遠嫁他鄉的動機下了一帖強心劑。 

(三)個人認知因素 

研究發現六名研究參與者中會選擇嫁到台灣者，大部分的原因之一，是

因為她個人認為其原屬國經濟不好，男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們寧可嫁到台

灣也不願意嫁給原屬國人。另發現有一部分新住民當初是以觀光名義到台灣

來，類似被人蛇集團賣到台灣。 

(四)小結 

圖二說明：圖中△代表影響新住民跨國選擇配偶的因素架構，其中三角

形三個頂點是三大外在因素，其中經濟因素誘因最大，故用較大字體來表示

最大誘因，其次是家庭及親人朋友因素，而三角形內部指的是內在因素，是

新住民個人認知及對台灣憧憬因素。箭頭所指的是嫁入管道，分別是仲介公

司介紹、親友介紹、以觀光名義嫁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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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親人                             家庭因素 

圖二 新住民跨國選擇配偶動機圖 

二、新住民結婚過程 

研究發現新住民與其先生婚前認識時間太短，彼此之間接觸不頻繁，雙方

情感基礎薄弱，導致她對先生甚至是夫家的認知程度不足。因此，新住民與夫

家在成員互動不良又無支援體系的情況下，她們想到台灣過好日子的夢，似乎

幻滅了，她們以「欠人情債，還人情債」、「賭注」、「很想回家」等消極語氣來

說明出她們對此段婚姻的想法。 

表三 新住民結婚過程 
新住民 

結婚過程 
A B C D E F 

從認識到訂婚
時間 

一星期 一星期 三個月 半個月 26天 一個月 

等候到台灣的
時間 

直接被帶到先
生家 

在印尼等一
年二個月 

在泰國即懷孕
八個月時到台
灣 

在印尼等一年
多 

直接被帶到
山上先生家 

在泰國三個月

建立感情方式 沒有建立感情
機會 
 

以電話聯繫 電話聯繫 電話或寫信 沒有建立感
情機會 

用電話聯繫但
語言不通 

仲介公司

嫁入管道 

嫁入管道 

親友介紹 

新住民 
個人認知： 
好奇心、 
對台灣憧憬 

嫁入管道 以觀光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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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生的了解
程度 

先生看起來很
老實 

不了解，只知
住在山上 

1.他會喝酒 
2.家裡很多事
3.沒有工作 

不知道但有心
理準備 

先生看起來
四肢健全還
健康 

語言不通，彼
此不了解 

對這段婚姻有
何想法 

經濟不好，比
較辛苦 

不知住那麼
山上 
 

1.不知他那麼
會喝酒 

2.沒想到他完
全不工作 

3.前世欠他的
債，來還債

4.若有身分證
就離婚 

是一種賭注 很害怕 跟 聽 到 的 不
同，似乎太山
上了 

＊我先生到印尼看到我之後，一個星期後我們就先訂婚（＃B28）。 

＊我想我可能是前輩子欠他的債，要來還他的債（＃C16）。 

如圖三說明：圖上三大圓圈所指的是造成新住民對先生或台灣不瞭解的主要因

素，包括認識時間太短、等候到台灣的時間長、建立感情的方式只是透過打電話。

因此問起他對先生的認識程度時，她們的回答都是像霧一樣    很模糊，不知道、

不瞭解…………….，因此她們對這段婚姻的想法是令人驚訝的     想法，如相欠

債來還債、很害怕、賭注、相差太多。 

 

 

 

 

 

 

 

 

 

認識時間短 建立感情方式： 
打電話 

對先生瞭解程度： 
不知道、不瞭解、看起
來老實、只知住山上、
會喝酒、沒工作、四肢
健全 

 對此段婚姻看法：

幻滅 

圖三 新住民結婚過程及對此段婚姻看法圖 

4.相差太多 
3.賭注 

1.相欠債來還債 
2.很害怕 

等候到台灣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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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住民跨文化適應困擾 

當大量的新住民湧進台灣之時，由於她們有著與台灣配偶不同的語言、生

活習慣、風俗文化及環境適應問題，她們將面臨跨文化適應的衝擊，諸如飲食

習慣、親屬關係適應、生活適應、情緒困擾、人際互動及家人溝通等適應問題。 

＊之前很想回去吃一些有的沒有的印尼料理，尤其是想吃一些辣的東西（＃

A22）。 

＊會，很不習慣，我們菲律賓吃的東西和這邊很不同，煮法也很不相同（＃

F21）。 

＊我會覺得他怎麼不會像其他人會對我浪漫，或是關心老婆，不是那麼細心或

貼心（＃D97）。 

＊剛開始來台灣還沒有小孩時，就常想回去（＃B85）。 

研究發現訪談個案中個案 A、B、C、E 新住民的子女在行為表現上較負面，

此負面行為表現包括內在行為表現（含被動、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不專心）

及外在行為表現（愛打架、愛打電動玩具、亂跑、調皮坐不住、打長輩、作弊、

逗人家、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等）。 

根據文化衝突理論學者 Thorsten Sellin 提出，第一種型態的文化衝突即指

移赴國外居住的上一代移民，他們已深受其自己國家文化、社會行為規範之約

束、指導，而他們原有之規範與移入國之文化與行為規範，不僅有異而且引起

甚大的衝突，自己面臨文化衝突之結果產生適應困擾，其第二代更是無法適應。 

在這種跨文化衝擊下而產生的生活適應困擾，比較容易引發的焦慮、鬱

悶、易怒、思鄉等等情緒上的困擾，孩子在長期與母親相處受其影響之下，相

對孩子在行為上似乎較會有負面行為表現。 

小結 

圖四說明：圖中    代表新住民嫁到台灣之後所面臨的跨文化適應困擾包

括飲食習慣困擾、生活習慣不同困擾、人際關係困擾，這些困擾因為會造成新

住民情緒起伏，所以用    來表示，其中人際關係困擾是新住民最大之困擾，

所以圖中人際關係困擾圖部分用較大圖形來表示，新住民有這些適應上之困擾

之後，往往都會造成其情緒上之困擾，這些情緒困擾包括認為先生冷漠、想家、

想哭、睡不著、寂寞、生氣、焦慮、後悔等等。當新住民有情緒困擾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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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其影響似乎較會有負面行為。 

飲食習慣困擾： 
1.口味不同 
2.煮法不同 
3.大家族吃飯衝突 

生活習慣不同： 
1.用水電觀念 
2.做家事方法 
3.照顧孩子方法 

人際關係困擾： 
1.和公婆相處問題 
2.妯娌相處衝突 
3.台灣婦女看不起她

們 

情緒困擾：認為先生冷漠、想家、想哭、睡不
著、寂寞、生氣、焦慮、後悔 

相對孩子在行為上似乎較會有負面行為表現 

 

 

 

 

 

 

 

 

 

圖四 新住民跨文化適應困擾及對子女行為影響圖 

四、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狀況 

根據訪談分析結果不難發現，我國跨國聯姻的男性多數位居於偏僻經濟較

差的地區，從事勞動或農業工作居多，他們的教育程度一般都是較低者，且家

庭收入不多也不穩定者。 

表四 新住民家庭夫妻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收入分析表 

個案 A B C D E F 

先生 
教育程度 國中 國中 國中 高中 國中 國中 

本身 
教育程度 國小 國小 沒讀書 高中 國小四年 大學 

先生工作 

現在住院，
以前是做車
床 ， 「 黑
手」。 

沒 有 固 定 工
作 ， 主 要 做
茶。 

從來沒有工作
過 作茶 

沒有固定的工
作，偶爾作水
泥工，現在摔
斷 腿 不 能 工
作。 

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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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 
工作 

在菜市場打
掃 採茶 

採茶、當清潔
工、採蕃茄，
有工作就去。

 
採茶 

 

 
廚工 

 

 
沒工作 

 

家庭收入 以前三萬多 
現在一萬多 不固定 一至二萬 不固定 一萬六左右 不固定 

 

＊現在我在菜市場幫忙打掃，有時候還會到人家家裡幫忙打掃一次五百元，一

個月差不多一萬三左右（＃A66）。 

＊因為我們的收入不是每個月給的，是有作茶才有收入，收入不固定（＃B128）。 

＊現在每個月的薪水不一定，採茶季的時候比較多，大約是二萬元，平常的話

就大概一萬元（＃Ｃ89）。 

因為收入不穩定自己又不會教孩子，因此新住民收入不好對孩子最大之影

響是不能將孩子送到安親班補習或讓孩子繼續就學（如 A、C、E 新住民），而

對於每個月都必須繳交的午餐費若是沒有工作也是很困難。 

＊一萬多塊來支付家庭的生計有點困難，因為我自己沒有辦法教孩子，我都將

他送去安親班，一個月的補習費三千四百、營養午餐五百，開學時學雜費二

千多元，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困難，所以我要很努力工作要不然有時候沒錢就

要向別人借錢（＃Ｃ90）。 

從研究訪談分析歸納的結果得知，跨國聯姻的本國男子其教育程度都不

高，新住民本身的學歷，有四個是國小程度甚至沒讀過書，即使學歷高的也不

會中文；工作上新住民主要以打零工如採茶、清潔打掃等偏重勞動性質的工作

為主，甚至負起養家糊口的重責大任。 

從研究中發現，新住民的子女因其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再加上負起教育子

女的母親在語言不通，文字不懂之情況下，家庭經濟又不穩定又要為家庭生計

日夜奔波，長期下來對孩子的教育疏忽、居住環境又偏僻，文化刺激較少等等

諸多不利學習因素之影響下，新住民的子女在語言、文字發展上，較一般學生

發展較為緩慢（如個案 A、B、C、E 新住民的子女），行為表現上也出現較多

負面行為。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理論而言，他認為：高社經地位家

庭有較高程度文化資本的利用情形。階級地位不同，個體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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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父母親所佔有的社會階級位置能提供其不同的文化資本及不同運用文化

資本的程度，因而使其子女獲得教育之利也有不同，其學業成就必然有異。   

就如高慧中（1984）研究指出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則因為教育程度不高，

往往為衣食奔波，對孩子缺乏撫愛、溫暖的表達，而形成不良的親子互動。 

小結 

從以上的訪談分析中得知，因為家庭收入不穩定，自己又不會教孩子，新

住民對孩子教育問題最擔心的是沒有辦法送安親班補習、沒辦法交午餐費、將

來多位子女讀書時負擔不起，及無法提供繼續升學。如圖五說明：新住民的子

女在家庭社經地位不利之情況下，語言發展較遲緩，行為表現上因缺乏照顧而

似乎較負面。或許這些行為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似乎和一般家庭的小孩的行

為表現無什麼差別，但我們應該不能忽視，長期在此種家庭環境下生長的孩

子，現在負面的行為表現，若再不適當重視導正，將來到了青少年時期可能會

成為其偏差行為的根源所在，社會問題也會接踵而至，因此不得不重視。 

 

1.語文能力發展遲緩 2.學業成就低落 3.親子互動不良 

4.孩子疏於照顧似乎會較有負面外向行為（不斷的打電動玩

具、看電視或到處亂跑） 

家庭收入少，母 
親忙於家庭生計 文化不利

居住偏僻

程 度 低 
父母教育 

看不懂中文

母  親

家庭社經地位低 
 

 

 

 

 

 

 

圖五 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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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養子女態度與子女行為表現 

本研究針對新住民和其先生對子女教養方式及他們子女行為表現加以對

照分析研究其相關性，而歸納出原因。 

表五 父母教養態度及子女行為表現 

個案 A B C D E F 

先生對子女 
教養態度 

1.不關心 
2.長期在外地
工作疏忽教
育 

3.不會教孩子 

1.不關心 
2.不會教孩子
3.疏忽 

1.酒後暴力 
2.不關心 
 
 

1.民主式 
2.會主動教孩
子 

3.關心 
 

1.只會用責罵
方式 

2.不會教孩子 
3.不關心 
4.孩子反彈 

1.民主式 
2.會主動教孩子 
3.關心 
4.陪孩子作功課 

新住民對子
女教養態度 

1.關心不會教 
2.管教較嚴厲 
3.忙碌沒辦法
照顧教導請
求協助 

4.現在較疏忽 

1.管教較嚴 
2.願意教但不
會教 

3.疏忽 

1.較權威 
2.肢體處罰 
3.口頭警告威
脅或利誘 

4.關心但疏忽
管教 

1.較權威 
2.看懂會教 
3.陪孩子作功
課 

4.用鼓勵方式
5.關心孩子教
育問題 

1.循循善誘 
2.想教但不會
教 

3.願意請教老
師 

4.支持老師 
5.關心 

1.民主中帶嚴格 
2.學歷好會教 
3.親子共學 
4.夫妻不會因教育
孩子起衝突 

學業成就 

1.女兒之前有
上安親班還
好 

2.兒子語文能
力尤其是注
音符號不好 

3.不寫功課 

1.醫師診斷中
度智障 

2.不寫功課 
3.記憶力差 
 
 

1.交給安親班
應該沒問題

2.字體不工整
錯字很多 

3.考試成績不
理想  

4.簿子破破爛
爛 

5.功課寫不完
整 

6.功課沒做完
7.沒背書 

1.學校表現好
當班長 

2.一年級認識
很多字 

3.沒有教會念
故事 

4.主動發問自
動學習 

1.功課普通 
2.文科較不好
（學校老師
表示） 

1.學校表現好 
2.上學一星期國語
就說的不錯 

3.有問題會主動問
4.在學校很乖，字
寫的很漂亮 

5.考試成績不錯英
語程度不錯 

孩子行為表
現 

1.喜歡吵架打
架 

2.愛打電動玩
具 

3.到處亂跑 
4.被動 
5.在學校很少
開口說話 

 

1.被動 
2.不好動 
3.不會吵要買
東西 

4.喜怒哀樂不
會顯現臉上

5.自閉 
6.怕生不愛說
話 

7.沒信心 

1.很皮坐不住
2.喜歡逗人家
3.打架 
4.偷作弊 
5.愛看電視 
6.會打祖母摔
東西 

 

1.樂觀 
2.勇敢 
3.熱心參與學
校活動 

1.被動 
2.不禮貌不尊
師重道對老
師的指責不
服 

3.發脾氣起來
會打架 

4.愛玩 

1.會主動收拾東西
2.比較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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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的教養態度 

1.放任、不關心、忽略 

＊每次他久久回來一次對孩子都很寵，都帶孩子去夜市打彈珠或其他，或

一天到晚看電視，孩子的功課他都不會關心（＃A79）。 

2.民主、關心 

＊那爸爸就站在旁邊，看我大聲他就會走過來，在那裡笑，他爸爸的國語

就不標準，可是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教法把孩子教會（＃D73）。 

(二)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態度 

＊當時我這個孩子是家裡的老大，我一年生一個要照顧小的（＃B164）。 

＊因為我太忙了，一次要照顧三個孩子（＃B159）。 

(三)母親管教孩子的方式 

1.扮演家庭教育中之嚴厲官 

＊都是孩子有不對我才修理她，孩子是我生的，為什麼我不能打（＃B64）。 

＊若要打我一定要打的很用力讓他嚇到（＃B120）。 

2.扮演家庭教育中的慈祥官 

＊因為我對我四個孩子都是將他們當作朋友看待，所以他們都很聽我的話

（＃E76）。 

＊有時候孩子會教我但是我都忘記了，我都學不會（＃E82）。 

研究結果發現，新住民在於管教子女上所面臨的的最大困難是她想教孩

子但她又不會教，於是這時候新住民的先生在教育孩子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本研究訪談個案中大部分新住民的先生在教養子女的態度一般都是放

任、忽視與不關心甚至是用語言或肢體暴力來對待孩子，但是有兩個個案較

特別，他們孩子採取關心、民主教育方式，所以讓這兩位新住民在教育孩子

上得到較大之助力。 

另一方面發現，新住民的先生若是不負起家庭經濟重擔，讓新住民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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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奔波時，新住民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是較忽視的，但令人憂心忡忡的是這個

現象在本研究個案中就佔一半以上，可見這些低層社會男子不願意工作，所

帶給新住民及其子女的衝擊與影響是深遠的。 

Biller（1993）指出，低社經的父親常會為貧窮所苦，而對子女採用忽視

冷漠的管教方式，更嚴重的話，父親的管教會因此缺席。Morrison（1994）

針對非裔美國父親的研究指出，父親的管教方式會受到社經地位的影響。意

即父親愈能具有滿意無虞社經地位，就愈能在子女生活中出席，因而能具有

較積極的管教態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新住民家庭父母雙親的社經地位是屬於低階層者，其對

子女的管教態度採用忽視冷漠的態度，再加上新住民為了生計日夜奔波，無

暇照顧管教子女或新住民因為跨文化適應困難，產生情緒困擾，對子女的教

養態度一般都是較專制、嚴厲的。 

(四)父母教養態度對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 

研究發現大部分新住民家庭夫妻雙方因對其子女教養態度不佳，致使其

子女在行為表現上，如學業上出現國語程度不好、不寫功課、字跡潦草、上

課不專心、中度智障，記憶力差、被動、不專心等，在行為表現上則出現包

括內在行為表現（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畏縮、自閉）及外在行為表現（愛

打架、愛打電動玩具、亂跑、調皮坐不住、打長輩、作弊、逗人家、愛發脾

氣、對師長不敬等負面行為）。 

但較特別的是發現，若是新住民的先生願意負起教育孩子之大責，新住

民本身教育程度又不錯且不用負起全家經濟大權，能專心照顧教導孩子的同

時，孩子在各項表現較佳，功課不錯、勇敢、且上進。 

Amato & Rivera （1999）以 994 對雙親家庭的夫妻為對象，調查結果也

發現父親對子女管教的積極態度，會顯著降低子女在學校與家中的問題行

為。 

大部分新住民的家庭因為夫妻倆人教育程度都不高、家庭社經地位是屬

於偏中、低下階層者，通常為了家庭生活衣食奔波，對其子女的管教態度通

常是疏忽、冷漠，致使孩子的學業成就與行為表現都出現較負面；但若新住

民的先生願意負起管教孩子之重責大任且新住民本身教育程度不錯時，再加

上家庭收入雖不穩定但是還不錯，新住民不用整天早出晚歸全然負起家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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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重擔時，她的孩子在學業成就或行為表現上還不錯。 

(五)小結 

從以上分析得知，新住民在於管教子女上所面臨的的最大困難是她想教

孩子但她又不會教，於是這時候新住民的先生在教育孩子中扮演一個重要的

角色，本研究訪談個案中大部分新住民的先生在管教子女的態度一般都是較

忽視與不關心，甚至是用語言或肢體暴力來對待孩子，但是有兩個個案較特

別，他們孩子採取關心、民主教育方式，所以新住民在教育孩子上得到較大

之助力。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新住民的先生若是不負起家庭經濟重擔，讓新住

民為生計奔波時，較沒有辦法全力管教孩子。        

但令人憂心忡忡的是這個現象在本研究個案中就佔一半以上，可見這些

低層社會男子不願意工作，所帶給新住民及其子女的衝擊與影響是深遠的。 

圖六說明：本研究發現新住民家庭中若如 A 組中父親願意負起教育子女

的責任，且對子女的教養態度是關心，然後若再加上 A 組新住民自己本身教

育程度不錯，所以她會教，又不用為家庭生計奔波，對孩子的教育較能全心

的話，孩子在行為表現及學業成就上較令人滿意，故本圖用     來表示孩子

表現較好。相對的 B 組的父親不會教孩子，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忽視孩子，並

會不明原因打罵孩子，而 B 組新住民因本身不會教孩子，又要忙於家庭生計

日夜奔波，對孩子管教態度較疏忽，以致於孩子在行為表現及學業成就似乎

稍有缺陷，故本圖用      有缺陷的長方形圖代表孩童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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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父親的教養態度： 
1.願意教孩子、民
主 

2.關心孩子 
3.陪孩子讀書的話 

B組 

A 組（C及 F個案，教
育程度較高） 

母親養態度： 
1.關心 
2.會教願意教 

孩子表現：樂觀、進取、語

文能力好好等等 

3.不用為生活奔波，能
全心管教孩子 

4.鼓勵孩子 

1.放任、不會教孩
子 

2.忽視孩子 
3.不明原因打罵孩
子 

孩子表現偏差行為較多：被動、不
愛說話沉默、沒信心，不專心、愛
打架、愛打電動玩具、亂跑、調皮
坐不住、打長輩、作弊、逗人家、
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 

父親的教養態度： 

B 組（其他四位教育
程度較低） 

母親的教養態度： 
1.放任 
2.不會教 
3.為生活奔波，忽視
孩子 

4.打罵教育 

 

圖六 新住民家庭父母教養態度對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 

六、家庭氣氛及對子女的影響 

本研究將針對新住民家庭的家庭溝通、夫妻衝突及對孩子的影響加以探

討。 

(一)家庭溝通困難 

＊剛來的時候，我只有會講國語不會講台語，所以婆婆講的我聽不懂，我講

的婆婆聽不懂（＃C53）。 

＊我就是一直想去工作，因為我先生他懶得很，一天到晚都在家，我每次看

到他都好像看到仇人一樣，根本不溝通（＃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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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衝突的原因 

表六 家庭衝突的原因 

新住民 

社經地位 
家庭關係 

A（印尼） B（印尼） C（泰國） D（印尼） E（泰國） F（菲律賓）

為孩子教育問題 

先生一天到晚
看電視，孩子
的功課他都不
會關心 

教孩子他都不
會也不管 

請他教他會大
聲怒斥 

不會 先生對孩子用
罵的不是用說
的 

不會 

為家族事情衝突 和大嫂衝突先
生不為自已 

為他家的事起
衝突 

 為爭取家財衝
突 

 為 大 嫂 的 事
起衝突 

為家庭經濟 
工作太辛苦經
濟壓力太大 

無經濟自主權 先生不工作，
一天到晚向她
拿錢 

為生活爭取金
錢 

先生不去工作
經濟困難 

為了金錢問題

為先生喝酒賭博
問題 

先生愛賭博嫌
她嘮叨 

為了喝酒忘了
帶小孩 

每天向她要錢
喝酒 

愛喝酒但酒量
不好出車禍 

喝酒摔斷腿無
法工作 

 

＊每次帶孩子去嘉基他也都不下去，都在車上睡覺，叫我自己帶孩子進去我

就會和他吵（＃B78）。 

＊有些地方我不會寫要他教孩子，他就很生氣、大聲罵說不會（＃C94）。 

＊但是他不是用教的，他是用罵的，我女兒跟我說他國中三年級畢業後就不

想待在家，因為爸爸都會罵（＃E42）。 

(三)對孩子的影響 

1.孩子對父母產生距離，不會依附父母。 

＊但是一喝醉酒的時候回來只要看到他就會打他，動不動就叫他跪下去，

打下去踢下去，小孩也不曉得為什麼無緣無故被打，所以什麼事都不敢

說（＃C76）。 

＊他對我不是很依賴，大概是男生的個性吧！比較不會撒嬌（＃C119）。 

2.孩子不願意留在家裡 

＊就是因為他常用罵的，我的女兒跟我說他們不喜歡在家裡，要搬出去住

（＃E75）。 

從本研究訪談分析結果可以得知，新住民遠渡重洋嫁到台灣來，其所面

臨的第一道難關是語言溝通問題，她們所面臨的夫妻、家庭溝通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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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語言不通，多說無用，不願再溝通。和婆婆、妯娌之間為了飲食習慣、

處理家事方式、照顧及教育孩子方式、財產金錢等等問題因觀念習慣不同，

在溝通上有困難，而引起誤會導致衝突。 

新住民的家庭衝突的原因包括：管教子女態度不同、大家族成員適應衝

突、家庭經濟問題、先生愛喝酒賭博問題及先生對新住民不關心。其中孩子

教育問題是衝突的一大原因，也是新住民嫁到台灣來所面臨的一大壓力，新

住民所嫁的家庭大部分是屬於較鄉下、保守、大家族是中國傳統家庭，而在

中國傳統觀念中母親應背負起「相夫教子」之重責大任，但因其本身教育程

度不高、語言文字又不通，所以當在教育孩子上面臨困難時，她們求救的對

象一般都是自己的先生，但因跨國聯姻的本國男子一般都是教育程度、社經

地位不高，在本國娶不到老婆的男子，他們對教育所抱持的態度就是忽視、

不關心，甚至是排斥，故當孩子或新住民遇到教育上問題，有求於他時，所

得到的回應通常是不教、不理、不關心甚至是怒斥或嚴打（如個案 A、B、C、

E）。 

其次，新住民家到台灣來之後，因為語言、風俗習慣等等與台灣不同，

故在與大家族家庭成員共同生活中都會發生某些程度之衝突，新住民因妯娌

之間為了廚房問題、家產問題或金錢問題，而與大嫂起衝突所引起之夫妻衝

突也不在少數。而在衝突中她們認為因為自己是外國人似乎不屬於這個家，

有不被認同感，讓她在失望無助之餘與先生發生衝突。 

再者，家庭經濟困難，是新住民到台灣之後，最感失望的，因為她們當

初到台灣的主要動機是認為台灣經濟很好，可以日子過好一點，但沒想到到

台灣之後卻一切美夢都幻滅了，不但工作辛苦，有的甚至擔起全家生計，先

生都不去工作，靠她養，有的是與兄長共同經營家族式茶園，在財源分配不

公或為了爭取家產的情況下，因此夫妻衝突就此產生。 

另外，從本研究訪談結果分析中發現，六個研究個案中五位新住民的先

生，平時最大之嗜好都是喝酒，其中有一位因為長期喝酒而導致肝硬化死

亡，有一位現在也肝硬化住院當中，另外也有因為喝酒而出車禍摔斷腿或撞

壞車子，也因為他們酗酒成性對家庭產生極大之影響，所以家庭衝突就此發

生。 

根據國內多位學者研究指出生活中的各種事件都有可能引起夫妻衝

突，如個人習慣、雙方關係、社交活動、婆媳問題、外遇、財務、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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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瑣事、性生活、子女教養與姻親問題、惡習…等等（藍采風，1982；蔡

文輝，1987；曾端真，1991；彭駕騂，1994；陽琪、陽琬譯，1995；楊雅惠，

1995）。因此，衝突是婚姻生活中的一部份，發生衝突可視為夫妻為了維持

和諧婚姻的一種適應過程，但若是忽視，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造成家

中長期處於敵對與緊張的氣氛。 

(四)家庭衝突與子女行為表現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發現，家庭溝通不良的新住民家庭所引起的家庭衝突對其子女的

影響是負面行為表現包括內在行為表現（含被動、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

不專心、喜怒哀樂不明）及外在行為表現（愛打架、愛打電動玩具、亂跑、

調皮坐不住、打長輩、作弊、逗人家、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等）甚至是想

搬出去不喜歡住在家中，學業表現上也不好如功課上的錯字很多、字跡潦

草、不寫功課等等。但家庭溝通良好、親子互動不錯的兩個家庭其子女在各

方面的行為表現都較正面如主動、樂觀且勇敢，學業成就也不錯。 

根據 Rueter & Conger（1995）指出因父母教養方式產生的家庭氣氛及因

此家庭氣氛所產生造成的焦慮等因素會造成孩子的攻擊行為。 

從上述理論中發現本研究中新住民的子女因為長期處於家庭衝突之

中，其行為表現較為負面，如 B 新住民的孩子因為在夫妻長期衝突中，父母

親的情緒不佳下對其疏於照顧與教育，造成這孩子以逃避、退縮的方式來面

對衝突，結果其在智力與人格發展發生嚴重障礙，被診斷為中度智障，並有

自閉傾向。而 C 新住民的孩子因為長期處於有暴力的家庭環境中，其每天所

見所聞都是暴力，故當其在面臨不愉快或不如他意的事情時，用暴力，是他

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當和同學相處時用打架來解決衝突，當祖母說他時，

學父親用打、用摔東西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氣憤，他還只是個國小一年級學

生，他的行為表現，將來會是社會上一個極大的問題。另外 E 新住民雖然對

她的孩子相當好，但是因為先生與孩子之間的親子衝突，造成孩子不願意住

在家中想搬出去住，還發生在學校頂撞老師的行為，其實不難發現因為其父

親對她媽媽或對她們的方式就是這樣。故本研究發現「忽略」、「模仿」是家

庭衝突帶給孩子一個極大之負面影響。 

(五)小結 

從新住民的家庭關係中可發現，也因為其夫妻之間因為語言不通、溝通

不良、先生不工作，經濟困難而導致在教育孩子上發生極為嚴重的夫妻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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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對孩子的影響很深遠。 

 

 

 

為孩子教育問題 家庭經濟困難 
語言溝通、習慣

不同 

 

 

 

 

 

 

 

 

 

 

模仿 忽視、輕忽

公婆、妯娌衝突 為分家產衝突 

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愛打架、打長輩、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

對父母不依附 

家庭衝突、家庭暴力 

子
女
行
為
表
現 

圖七 家庭衝突與子女行為表現之關係圖 

七、孩子的學業成就及行為表現 

表七 新住民子女行為表現及學業成就 

 
 A B C D E F 

學業成就 

1.女兒之前有
上 安 親 班
還好 

2.兒子語文能
力 尤 其 是
注 音 符 號
不好 

3.不寫功課 

1.醫師診斷中
度智障 

2.不寫功課 
3.記憶力差 
 
 

1.交給安親班
應該沒問題

2.字體不工整
錯字很多 

3.考試成績不
理想  

4.簿子破破爛
爛 

5.功課寫不完
整 

6.功課沒做完
7.沒背書 

1.學校表現好
當班長 

2.一年級認識
很多字 

3.沒有教會念
故事 

4.主動發問自
動學習 

1.功課普通 
2.文科較不好
（學校老
師表示） 

1.學校表現好 
2.上學一星期國語
就說的不錯 

3.有問題會主動問
4.在學校很乖，字
寫的很漂亮 

5.考試成績不錯英
語程度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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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行為表
現 

1.喜歡吵架打
架 

2.愛打電動玩
具 

3.到處亂跑 
4.被動 
5.在學校很少
開口說話 

 

1.被動 
2.不好動 
3.不會吵要買
東西 

4.喜怒哀樂不
會顯現臉上

5.自閉 
6.怕生不愛說
話 

7.沒信心 

1.很皮坐不住
2.喜歡逗人家
3.打架 
4.偷作弊 
5.愛看電視 
6.會打祖母摔
東西 

 

1.樂觀 
2.勇敢 
3.熱心參與學
校活動 

1.被動 
2.不禮貌不尊
師 重 道 對
老 師 的 指
責不服 

3.發脾氣起來
會打架 

4.愛玩 

1.會主動收拾東西
2.比較凶一點 
 
 

(一)學業成就 

1.語文能力不好 

＊我家老二現在現在一年級，老師說他國語不是很好，尤其是注音符號（＃

A89）。 

＊功課上老師都說他的注音不行，比較跟不上人家（＃A100）。 

＊B 級任老師說：他學習能力不好，要費很多時間教他，通常教過後他又

會忘記，寫字較沒有辦法掌握整體性，所以字常寫的七零八落，且比較

沒信心。 

＊C 級任老師說：考試成績不是很理想，只有六十幾分、七十幾分、注音

符號不好。 

研究者實地觀察 C 個案：研究者實地到 C 孩子家中，從其家課中發現，

孩子國語簿子的錯字相當多，考試成績也不好，老師要家長注意孩子的

功課，因為媽媽看不懂字所以聯絡簿都未簽字。 

＊E 級任老師說：他的功課普通，不是很好尤其是文科方面比較不行，國

小四年級時課文都還不會念看不懂字，造句往往都是不會造，遇到不會

寫的功課都把他跳過不寫。 

2.不寫功課 

＊最近姊姊回來說弟弟的老師要姊姊告訴我說弟弟的功課有幾天沒寫完，

請我要注意，我才發現他沒寫功課（＃A93）。 

3.其他學業上之表現 

＊在其母親還沒回來，我在他家客廳等媽媽時，看一下孩子的功課及作業，

發現孩子的功課，字寫的不是很工整，錯字也很多（＃C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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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任老師說：上一次他考試偷作弊，將課本放在桌子底下。 

(二)行為表現 

1.被動 

＊老師說他們做事較被動一些（＃A99）。 

E 級任老師的表示，他的兒子或許是獨子吧！覺得他跟他爸爸很像，做

事情很被動。 

2.沉默不說話、沒信心 

＊他們在學校很安靜不常說話（＃A98）。 

＊老師覺得我的小孩較怕生，不太愛說話（＃B169）。 

＊叫他寫字就很沒信心（＃B155）。 

3.喜愛打架 

＊他比較小氣，別人動他他就不高興會和別人吵架或打架（＃A91）。 

C 級任老師說：他很皮，坐不住，上課無法專心，手很喜歡動來動去，

逗其他小朋友，下課時會和小朋友打架（喜歡去碰人家）。 

E 級任老師說：行為表現上還好但是或許是家裡獨子比較被寵愛的關係

吧！很喜歡發脾氣，發起脾氣會動手打人（＃E96）。 

4.個性內向 

＊剛開始到學校讀書時，他都自己在角落玩，不和其他小朋友玩（＃B168）。 

5.喜愛打電動玩具、看電視、到處亂跑 

＊我平時都要去醫院看我先生，有時候他們回家後就一直看電視或打電動

玩具，看到很晚才睡覺（＃A86）。 

＊假日我去打掃菜市場他們就騎腳踏車亂跑或騎滑板車在馬路上玩（＃

A87）。 

研究者觀察發現：當天八點到他家到十點半離開時，那孩子的眼睛沒有

離開電視過，其母表示他平常就這樣了，都一直看電視到很晚才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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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以後他常書包丟著就跑出去玩，玩到天黑才回來（＃E96-1）。 

6.其他行為 

(1)學父親，打長輩 

＊我那小孩很皮，有時候他做錯事，他奶奶罵他，他就會要打他奶奶或

者是摔東西（＃C78）。 

(2)學父親，對師長的指正加以頂撞 

＊像我老二前幾天老師打電話來家裡很氣憤的說，我孩子今天在學校表

現很差，原因是他犯錯老師指責他，他對老師的態度不禮貌，說話不

好聽，老師很生氣（＃E87）。 

從本研究訪談分析中發現，新住民之子女在學業成就上普遍都偏低，尤

其是語文方面的表現是明顯的不好，A、B、C、E 個案的子女因為媽媽不會

說國語也不會教本國字，爸爸又不教，所以孩子的國語能力不好。研究者實

地到孩子家中，從其家課中發現，孩子國語簿子的錯字相當多，考試成績也

不好，老師要家長注意孩子的功課，因為媽媽看不懂字所以聯絡簿都未簽

字；個案 A、B、C、E 新住民孩子的級任老師表示，因為父母親疏於關心之

情況下，孩子有時候是因為不會寫，母親不會教，父親又不教的情況下，功

課都沒寫；另外，個案 A 及 C 都將孩子送到安親班去補習，她們認為只要將

孩子送安親補習，孩子的功課應該會沒問題，再加上她們看不懂字，所以對

孩子學校教師在家庭聯絡簿所簽之意見都看不懂也沒簽字，但研究者實地查

看其孩子聯絡簿及功課時發現，事實上孩子到安親班的學習效果仍然有限，

功課上的錯字很多，字跡潦草，但安親班老師也沒幫其訂正，媽媽忙於工作

又不懂字，所以孩子功課就任其錯誤。但是，D 新住民因為其自己本身學歷

是中文高中畢業，語言文字都通，且先生會陪孩子讀書，所以孩子的語文能

力不錯；F 新住民是六位受訪者當中學歷最高的一位，是大學畢業，其本身

英語不錯，對孩子的教育很重視，雖然看不懂國字，但會監督孩子功課，再

加上先生會教孩子不會的地方，所以孩子目前功課較沒問題。 

翟本瑞（1999）亦指出：父母親的態度及家庭社經條件，相當程度決定

了兒童對社會的接觸層面及觀點，而運用在學校生活和面對學校教育時，便

有不同之態度與表現。因此，來自不利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其擁有的「文

化資本」，在與中、高階層者相對下所呈現的不利現象，便實際地反應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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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就與學校經驗的劣勢上。父母親的教育態度、期望、管教方式、教育參

與程度、教育投入、文化資本等，亦因階層之不同而有差異，與家庭社經地

位有極大之關係（黃迺毓，1988；戴麗芬，1990；陳正昌，1994；楊肅棟，

1998），而這些因素與子女之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中新住民的子女在學業成就上為什麼比較低的原因？因為我們

知道孩子自從出生以後，接觸最多，依賴最深的是母親，而在新住民家庭中

擔負起教育子女的人也是新住民本身，而其子女在語言發展階段至進入學校

就讀以前所接觸的大部分也是新住民，其可能學習的是新住民原屬國的語言

或新住民到台灣後所學習到的簡單溝通語言，因此當他進入小學就讀之後所

面臨的是語言學習的問題就發生極大之困擾，再加上新住民不會讀也不會教

之情況下，其子女在語言上的發展都不是很好，而自然而然就影響到他其他

學業上之成就。另外新住民的家庭在台灣社會上的階層是居於較劣勢者，其

家庭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管教態度或家庭可供給孩子學習

的各項資本文化條件都是較不利的，因此新住民子女在學業成就上普遍較

差。   

而在行為上發現，個案 A、B、C、E 的孩子在行為表現上較負面，此負

面行為表現包括內在行為表現（含被動、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不專心、

喜怒哀樂不明）及外在行為表現（愛打架、愛打電動玩具、亂跑、調皮坐不

住、打長輩、作弊、逗人家、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等）。 

文化衝突理論為學者 Sellin 在一九五八年所提出之著名理論，強調文化

的適應（Cultural Adaptation）與犯罪行為有關。文化衝突理論可用來說明移

入國外居住之第二代少年及由農村社會移入工商業都市社會之少年有較高

之犯罪率，主要是因其父母原居住社會之規範與移入國社會之新文化發生衝

突，而且個人的適應能力有限，面臨新文化之適應困擾或文化衝突之結果，

造成價值觀念思想體系的改變或分歧，以及情緒、態度、管教方法等之失調，

亦極易引起子女行為的偏差，凡此足以見文化衝突與少年犯罪有很大的相關

性（引自蔡德輝，1996）。 

Bandura 認為行為的產生，是由個人與環境互動之結果，而行為的學習

過程中，受賞罰控制、認知控制、抗拒誘惑及楷模學習四個因素所影響，社

會學習理論認為觀察與模仿是產生個體行為社會化之歷程，無論是家庭或社

會的成員行為，都是少年模仿與觀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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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理論與研究中發現本訪談新住民的子女行為表現，受到新住民因

其原居住社會之規範與我國社會之新文化發生衝突，但因新住民的適應能力

有限，面臨新文化之適應困擾或文化衝突之結果，造成價值觀念思想體系的

改變或分歧，以及情緒、態度、管教方法等之失調，而引起子女行為的偏差

（蔡德輝，1996）；另外一方面，新住民子女因長期生活於其父母衝突下，

在長期的觀察與模仿下，新住民的子女會將父母衝突的行為社會化，因此當

他遇到衝突事件時他也會以怒罵、暴力、冷漠、或敵對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三)小結 

從訪談分析中得知，跨國聯姻的本國男子一般教育程度都不高，對孩子

的教育不重視，其所表現出的管教態度是放任、不教不關心、疏忽，甚至是

打罵教育。而新住民嫁到台灣來之後除了要照顧多個子女外，若是先生好吃

懶做，還要負起養家之大責，再加上其本身教育程度不高，語言文字又不懂，

雖然她對孩子教育很重視，但卻力不從心，因為她看不懂不會說不會寫，所

以雖然她很想教孩子但是她不會教，結果對孩子的影響之深遠，從孩子學業

成就之低落與較負面的行為表現一一展現出，再加上孩子的學習與模仿能力

最強，家庭又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社會，在長期目睹父母關係、父母衝突等等，

讓孩子在耳濡目染下，所學習到的負面的行為。 

伍、結論 

如下圖八說明：新住民個人及家庭環境因素對其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關係圖所

示，上層部分是新住民子女所面臨的家庭環境是屬於：父母親的階級是屬低社經地

位者、父母的教養態度是放任、忽視、冷漠、不關心的，再加上父母親之間因為語

言溝通上之困難所造成的家庭成員間之溝通不良，及家庭間的衝突等等家庭環境因

素對孩子在行為表現上有極大之影響；下層部分是新住民子女所依附最深的母親個

人所面臨包括：因為遷移動機失敗，選擇婚姻草率所產生之對婚姻消極的看法，及

因語言溝通、風俗習慣、飲食習慣、文化背景等適應困難所產生之跨文化衝擊困擾

而引發之家庭衝突，致使新住民的子女在行為表現上有較負面行為如：內在行為表

現（含被動、不愛說話沉默、沒信心，不專心）及外在行為表現（愛打架、愛打電

動玩具、亂跑、調皮坐不住、打長輩、作弊、逗人家、愛發脾氣、對師長不敬等），

在學業成就上較低落、語言發展也較緩慢，語文科較差。下圖圖形說明：   是指內

向行為，    是指外向行為，    是指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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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新住民個人及家庭環境因素對其子女行為表現之影響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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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論針對跨文化適應及家庭環境對其子女學習表現之影響，提出以

下建議。 

一、對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成立各鄉鎮村里新住民專責機構 

由中央擬定輔導新住民辦法，並於新住民人數較多之鄉鎮村里設置新住

民專責機構，專門提供新住民包括心理輔導、語言訓練、法律諮詢、婦幼衛

生、醫療及子女教養諮詢等等各項支援及專業服務。 

(二)落實有系統的婚姻及親職教育 

政府及學術界應針對不同階段擬定不同教育課程，結合社工、衛生、教

育、文化等相關單位資源，立法要求跨國婚姻男女雙方均應接受相關教育課

程訓練，並以社區學校為上課地點，免費提供親職教育，一方面告之社會支

援資訊及鼓勵參加識字班，另方面教導其養兒育女正確的觀念與方法，協助

她（他）們成功的扮演應有的角色。 

(三)運用大眾媒體宣導尊重新住民的觀念 

社會應該用更開放的態度去接納新住民，歧視或不公平的對待應該為社

會摒棄，應善用大眾媒體宣導尊重新住民的觀念，強調文化融合彼此尊重的

理念，讓她們及其下一代工作權、受教權等基本權益與其他國民相同，使其

真正成為台灣的一份子。 

二、對跨國婚姻子女教育的建議 

(一)結合社會資源，改變城鄉教育差距 

新住民對於子女教育問題受限自身能力，經常力不從心，在偏遠地區更

欠缺足夠的教育資源，跨國婚姻的下一代，在教育起跑點就處於不公平的地

位，不僅父母無法給予課業上的協助，週遭也缺少教育輔助機構，仰賴的只

有義務教育，在教育資源不平均及城鄉貧富差距懸殊下，這些孩童很可能陷

入貧窮的循環中，而成為台灣未來的社會問題，因此結合如宗教團體等，再

佐以企業的財力支柱及員工熱心的參與，讓這些孩童真正有夢，希望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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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休閒教育，培養正當休閒活動的能力 

新住民終日辛勞，幾無休閒活動，連帶影響子女，造成人際關係疏離，

使其身心發展受到限制，學校除了課業以外，更應重視這些跨國婚姻子女的

休閒教育，培養其正當休閒嗜好，作為其合理情緒的發洩方法，減輕個人生

活挫折所帶來的壓迫感，並可做為與社會環境接觸的機會，增進人際互動之

機會。而學校更應多辦校外教學，鼓勵跨國婚姻家庭及其子女能多參加社交

活動，從社會互動中發揮正面教育功能。 

(三)學校應成立輔導中心，積極關心跨國婚姻子女 

學校應成立此類學生的輔導中心，國中、小分以輔導室及訓導單位為主

軸，再由各班導師加強輔導，主動伸出援手，協助其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及生

活的困境，並與其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四)爭取教育資源，加強課業輔導 

學校應主動爭取公部門編列之針對性經費，如「教育優先區課後輔導」、

「攜手計畫專案」、「風華再現專案」等，利用政府資源及專業師資，增加課

業輔導時間，協助外籍配偶子女提升學習成就，解決課業上的問題並接受家

長課業輔導的諮詢，當然在技巧上須注意避免「標籤化」的負面影響。 

(五)辦理各項親職教育活動，如各國風情活動 

學校應結合社區辦理各項新住民各國風情民俗展，鼓勵全家大小都能參

加活動，增進其全家團結合作，家庭和諧之功能。 

(六)辦理新住民家庭夫妻成長活動，提升家庭功能 

辦理新住民夫妻成長活動，從夫妻共同學習中，學習相互尊重、照顧教

育子女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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