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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和調查研究的統計分析和結果討論，除了上述的詳細

討論和分析外，本研究歸納出下列的主要結論，並提出若干建議： 

一、結論 

（一）就讀國小、國中之新台灣之子在各領域學習的表現上有所不

同。 

為 更 清 楚 的 呈 顯 就 讀 國 小 、國中之新台灣之子在各領域學習的表現上

有所差異，以下將上述的調查統計資料整併成表 5-1。由該表中，我們可以一

目了然的看出新各縣市台灣之子在各教育階段之各領域的學習表現之優劣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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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新台灣之子之各領域學習成就統計分析主要結果摘要表 

領域 學校 總平均 基隆市 宜蘭縣 苗栗縣 南投縣
台南

市 台東縣

國小 1.64 
甲等 

1.70 
甲等 

1.57 
甲等 

1.67 
甲等 

1.74 
甲等 

1.46 
甲等 

1.68 
甲等 

語文 
國中 3.41 

丙等 
3.57 
丙等 

3.46 
丙等 

3.69 
丙等 

3.41 
丙等 

3.22 
丙等 

3.09 
丙等 

國小 1.94 
甲等 

1.93 
甲等 

1.90 
甲等 

2.14 
甲等 

2.20 
乙等 

1.81 
甲等 

1.66 
甲等 

數學 
國中 4.08 

丁等 
4.17 
丁等 

4.27 
丁等 

4.22 
丁等 

4.0 
丁等 

3.98 
丙等 

3.83 
丙等 

國小 1.50 
甲等 

1.66 
甲等 

1.45 
甲等 

1.52 
甲等 

1.50 
甲等 

1.42 
甲等 

1.44 
甲等 

健體 
國中 2.42 

乙等 
2.41 
乙等 

2.49 
乙等 

3.97 
丙等 

2.06 
乙等 

2.15 
乙等 

1.45 
乙等 

國小 1.43 
甲等 

1.61 
甲等 

1.38 
甲等 

1.40 
甲等 

1.45 
甲等 

1.37 
甲等 

1.38 
甲等 

綜合 
國中 2.17 

乙等 
2.19 
乙等 

2.16 
乙等 

3.05 
丙等 

1.48 
甲等 

2.07 
乙等 

2.06 
乙等 

國小 1.64 
甲等 

1.61 
甲等 

1.68 
甲等 

1.81 
甲等 

1.45 
甲等 

1.53 
甲等 

1.75 
甲等 

自科 
國中 3.69 

丙等 
4.03 
丁等 

3.69 
丙等 

3.27 
丙等 

3.65 
丙等 

3.59 
丙等 

3.65 
丙等 

國小 1.84 
甲等 

1.88 
甲等 

1.82 
甲等 

1.88 
甲等 

1.98 
甲等 

1.55 
甲等 

1.92 
甲等 

社會 
國中 3.48 

丙等 
3.64 
丙等 

3.53 
丙等 

4.07 
丁等 

3.36 
丙等 

3.08 
丙等 

3.21 
丙等 

國小 1.66 
甲等 

1.76 
甲等 

1.68 
甲等 

1.57 
甲等 

1.64 
甲等 

1.62 
甲等 

1.68 
甲等 

藝文 
國中 2.53 

乙等 
2.41 
乙等 

2.37 
乙等 

3.71 
丙等 

2.14 
乙等 

2.13 
乙等 

2.41 
乙等 

 
如本研究文獻所述，2004 年 12 月 31 日教育部台修正發布「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就並未低於一般學生。相對

於本研究而言，就國小階段，尤其在「語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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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平均成績，均分布在甲等（分數 80 到 89），成績分布僅在同一個等第，顯

示「沒有差異」；此調查結果與教育部所發布的研究結果相符。 
至於國中階段，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等領域的成績

，均分布在甲等～乙等（分數 70 到 89）之間，成績分布跨「甲乙」二個等第

顯示「略有差異」；「數學領域」總成績分布在「甲等～丙等」（分數 60 到 89
之間），成績分布跨「甲乙丙」三個等第，達到「顯著差異」，此顯示數學的學

習成績表現不甚良好，也比一般學生來得差，此發現亦與國內若干學者的研究

也相符。由此可知，無論官方或民間的研究顯示的結果之所以有不同，依據本

研究的討論，其可能的因素有三：一來自其所調查的對象是國中或國小的新台

灣之子所致；其次，其研究的學習領域不同所致；第三，其研究的地區和國籍

之不同所造成的結果所致。 

（二）新台灣之子一般及偏遠地區之學習成就無論國小或國中均無

顯著差異。 

茲將上述對於新台灣之子就讀學校依地區劃分，統計其學習成就分析情形

，可以摘要如表 5-2。  
 
表 5-2 新台灣之子一般及偏遠地區之學習成就統計分析結果摘要表：  

一般地區 偏遠地區 結果 
變 項  

平均數 
成績 
等第 

對應分數 平均數
成績

等第
對應分數

平均數 
差 異 值  

差 異  
程 度  

國 小  1.595 甲等 80 到 89 分 1.76 甲等 80 到 89 分 0.165 
國 中  3.06 丙等 60 到 69 分 3.23 丙等 60 到 69 分 0.170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由表 5-2 可知，國小階段之新台灣之子的學業成績無論就讀於一般或偏遠

地區，均為「甲等」，兩者平均相差只有 0.165，顯示並無差異；但在國中階

段，雖然偏遠地區學生的學習總成績比一般地區的學校略低，但並未達顯著差

異，表示就讀一般地區之國民中小學的新台灣之子和就讀偏遠地區之國民中小

學的新台灣之子，其學業的總成績並不會因為其就讀學區的關係而產生顯著差

異，但國中的總學習成績仍落後於一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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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移民之學歷與其子女學業成就既無直接相關，更非成線型

的正比。 

表 5-3  新移民學歷與其子女學業成就統計分析之結果摘要表 

新移民學歷 
研究所 
以上 

大學專科 
畢業 

高中畢業 國中畢業 國小畢業 
國小肄業無

就學 
各領域成績

總平均 
2.114 2.261 2.322 2.335 2.368 2.345 

比較 0.147 0.061 0.013 0.033 －0.023  
＊總平均數字越低代表學習成就分數越高 
 

由表 5-3 可知，新移民「研究所以上」學歷者其子女之成績最高，但未達

顯著差異，而且如本研究的討論可知，就新台灣之子而言，其父母學歷之高低

與其學習成就並非呈現線型分布，即家長的學歷與子女的學習成就之間不但無

絕對相關，更非成正比。 

（四）國小階段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就並不受其家長國籍的影響；

但在國中階段則開始出現差異，但無論國中或國小階段，均

以大陸地區之新移民的子女之學習成績表現較優。 

將 新台灣之子的父母之外國國籍與其學習成就統整的統計整理後，呈現

如表 5-4。  
 
表 5-4  新台灣之子父母之國籍與其子女學習成就統計分析表  

 學校 大陸籍 其他國籍 東南亞 
國小 1.581 1.626 1.633 

成績總平均 
國中 2.948 3.02 3.365 

＊總平均數字越低代表學習成就分數越高 
 

由上表得知，國小階段，大陸籍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績總平均「1.581」為

最高；其他國籍成績總平均「1.626」次之；東南亞國小總成績平均數「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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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之；新台灣之子成績有些微分數之差距，但三者總平均成績等第「甲等

」，故在國小階段新移民國籍對其子女的學業成績並無顯著差異。國中階段，

大陸籍新台灣之子的學業成績總平均「2.948」最高；其他籍國小成績總平均「

3.02」次之；東南亞國小總成績平均數「3.365」再次之。易言之，國中階段，

大陸籍新台灣之子的成績為「乙等」；其他國籍和東南亞為「丙等」；此顯示

國中階段新移民國籍對其子女的成績有影響。質言之，就讀國中之不同國籍的

新台灣之子在學習成就的表現上有所不同，其中以大陸地區的國中學生表現優

於其他國籍的學生，而以東南亞地區的新台灣之子的學業成就相對較低。 
教育部（2005）之研究指出，東南亞國籍配偶就讀國小的子女在語文、數

學、自然、社會與藝文五大類的學業表現能力較優，東南亞國籍配偶就讀國小

子女在學業表現上雖稍差，但相較於大陸並沒有明顯落差，本研究在此方面也

與教育部的研究相似，但本研究另外發現，新台灣之子的學業成就在「數學、

自然生活與科技」領域之平均值稍偏低；新台灣之子之導師亦認為新台灣之子

在「各」領域的表現與台灣學生比較起來雖沒有明顯差異，但成績平均卻偏向

「稍微不好」。此原因何在？仍需要進行整體性評估，進一步了解問題原因之

後才能對症下藥！但是無論國小或國中，大陸籍的新台灣之子的學業成績相較

於其他新移民子女而言總是最優者，此極可能是因為語言和文化差異最低的原

因。若再對照文獻中的各國籍新台灣之子的人數比則可以看出新台灣之子在國

中階段的學習成就所以比較明顯的落後，可能來自高達三分之二非大陸籍的新

台灣之子的可能性較高。若此，則語文和文化所造成的學習影響程度，乃今後

進行課程與教學設計不可忽視的因素，更呼應本研究文獻中提及的多元文化教

育和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二、建議 

本研究歸納出（一）就讀國小、國中之新台灣之子在各領域學習的表現上

有所不同；（二）新台灣之子無論國小或國中，也無論就讀一般或偏遠地區，

其學習成就均無顯著差異；（三）新移民之學歷與其子女學業成就既無直接相

關，更非成線型的正比；（四）國小階段與國中階段，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就

是否受其家長國籍的影響有所不同：國小階段沒有顯著影響；但在國中階段則

開始出現差異；（五）無論國中或國小階段，均以來自大陸地區之新移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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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的學習成績表現較優。 
依據本研究之文獻分析和上述結論，提出下列建議： 

（一）新台灣之子除經濟支援外，亦需要進行具批判性思考和多元智慧的課業

輔導：目前對新台灣之子之「課業輔導」均聚焦在「語文與閱讀」和「

數學」，但實施績效未如預期。究其原因，則無論教學方法和內容，班

級的流動性，師資不確定等因素，均需要深入研究，挖掘問題癥結，方

能對症下藥。此外，無論何種類型的課業輔導，均宜兼顧「語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數位化資訊融入教

學」等課程與教材之規劃與發展，以提升科技與人文並進之知能和豐富

其學科與核心能力；此外，更需要從多元智慧的角度，培養學生批判性

思考的能力，以開發新台灣之子的潛能，並增進其自我認同和自信心，

化解其文化和社經因素產生的心理障礙。 
（二）新台灣之子需要適應個別差異的課程與教學：為使新台灣之子在學校教

育中適性發展，無論學校的課程或補救教學的設計，均需要顧及其文化

差異，且應精緻化其課程與教學設計，尤其透過數位學習和融入式的教

材研發和創意教學，以建構新台灣之子適才適性之學習資源和模式。 
（三）政府應全方位地提升「多元文化素養」：多元文化教育包含多元文化之

家庭、班級、學校、社區及社會文化之整體營造。就培訓與推廣的層面

言之，應分別從教師、社福人員及新移民本身等三方面的對象開始著手

： 
1、對教師而言：建議推動新台灣之子種子師資的培訓課程，逐步提升新

台灣之子的學校教育品質，並應納入多元文化之對等、接納、欣賞

、尊重等倫理觀念；藉由種子教師的力量，將此多元文化倫理推廣

至全國各校園，讓每位孩子都能立於正義公平的基礎，在友善、尊

重、多元和欣賞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就此而言，教師的批判性思考

能力無庸置疑的需要積極提升。 
2、對社福人員而言：所謂：教育是人民的權利，任何人都需要受到公平

的對待。而社福人員可以協助新台灣之子弭平其社經背景或教育環

境不足之學習或心理障礙，亦是確保新台灣之子生活條件的重要防

線，故應提升社福人員輔導與協助新台灣之子之專業知能，以確保

新台灣之子均能獲得公平乃至於高品質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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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新移民而言：親子關係的經營是學生學習成就的重要關鍵，故政府

應推動新移民建立良好親子關係及教養方法之知能，以確保其家庭

發揮正向功能之教化。此外，成立社區志工服務團隊，透過培訓機

制，將服務送到家，俾充實新台灣之子的教育資源也是國外相當盛

行的作法。 
總之，本研究從國內外文獻的分析，建構了解新台灣之子學習現況的學習

成就調查問卷和教師態度問卷，一則了解新台灣之子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習情

況，及其與台灣學生之優劣，俾作為日後為新台灣之子的學習需求設計課程與

教學之參照；另一方面，在掌握新台灣之子的學習現況之後，針對改進或提升

其學習成就的可行策略提出建議，期望未來可以更適切的規劃適性適才的補救

課程和教學措施，致力於達成帶好每位學生的教育目標。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成就並不同於目前社會既存之刻

板印象－即認定新台灣之子的學習普遍低落。相對的，本研究認為諸多實證研

究並未能深究現象背後的問題癥結，也因為研究對象、研究範疇、研究時間和

研究地區的不同，也可能產生不同的結果，故若欲掌握真相和問題的癥結，則

需要長期研究，也需要聚焦在「新台灣之子之學校組織文化與社區文化融入」

及「潛能開發的補救課程和教學」等議題，避免「歧視效應」滲透發酵，更應

該未雨綢繆，透過研究論述，提出新台灣之子的多元文化教育論述和有效的具

體措施，方能發揮多元文化相融的豐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