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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政策
之推動與實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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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移民子女就學人數近 5 年來增加超過 1 倍，教育部在 2009 年

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女教育改進方案」，並從 2010 年開始補助

學校開辦「母語傳承課程」，希望可以培養新移民子女聽、說母語的

能力。教育部推動母語學習政策，必須檢視以下兩項議題：一、母語

學習政策應該基於利益關係人的共同意識，政府對於多元文化價值的

宣示仍舊無法說服新移民家庭對於子女學習東南亞母語的必要性，必

須解決新移民家庭對於國語學習和東南亞語言學習的疑慮。二、母語

政策的推動，除了增加新移民子女對母親國家的語言的了解和認同，

實施過程中，必須由政府提供誘因，使新移民家庭看見學習母語的優

勢，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不僅可以轉化新移民女性從學習者成為教

育者和指導者，同時從國外的研究經驗也發現，這些對新移民女性的

文化認同和家庭中的權力關係平衡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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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hildren of school age of new immigrants 
doubled in number. To preserve their mother-languag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ut forth the “Plan of Education Improvement for the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and sponsored language courses for th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wo issues of the program need to 
be addressed: 1. Mother language learning policy should be mapped 
so to meet the interests of the immigrants and their families. As such,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s policy can be accepted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s. 2. Mother language policy, on the one hand, would enhan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mother language and culture.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is to provide incentives so that the learning of 
mother language would be effective. Besides, such policy would indirectly 
elevate immigrants’ social status from a learner to an educator. She would 
engage herself actively in such project of teaching. As seen in Japan, a 
similar policy has increased immigrant women’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balanc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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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多元文化教育的起源，始於對少數族群、弱勢家庭學童、貧困學

生的教育機會不均等的反動（何小勇、羅飛，2010），希望透過教育

力量的介入，縮小貧富、城鄉、和社會階級的差距，以維護受教者基

本權益不因家庭環境、城鄉地區、種族、語言、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

以實踐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的理想。莊勝義（2007）更進一步指

出，多元文化教育關注的層面，不僅是教育實踐過程中，不同的團體

是否受到偏見或歧視待遇，更是積極回應從理解、檢視、和導引教育

實踐中，重建社會規範以及社會對於多元文化的價值觀。

2011 年國內的新移民子女人數總數達 176,373 人，為 2005 年新

移民子女人數（60,258 人）的 3 倍。17 萬餘名學童中，以國小生居

多（148,610 人）、占 84%，國中生 27,763 人（占 16%）（教育部，

2012）。劉美慧（2011）指出，近幾年臺灣由於新移民女性人數在短

期之內急速成長，而且攀升成為臺灣的第 5 大族群，使新移民的相關

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在國家發展的政策中，以「優勢族群能理解新移

民的文化」、以及「新移民子女能發展雙文化認同」為目標之導向，

可見國內對於多元文化一詞的定義，已經超越「熔爐」的同一思維，

改而強調「沙拉」的異質共存，而這股趨勢儼然成為國內社會各界的

關注焦點。我國的新移民以女性居多，且大多以婚姻移民為主，自然

也孕育出許多下一代之新移民子女，為我國注入一股不同文化之新

血，政府應積極重視此新興族群，並妥善運用其所帶來之文化多樣

性。

教育部在 2009 年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女教育改進方案」，

並從 2010 年開始補助學校開辦「母語傳承課程」，培養新移民子女

聽、說（父）母之母語的能力（教育部，2009）。內政部（2012）推

動全國的「新移民火炬計畫」，將「辦理母語學習課程」、和「辦理

母語歌謠暨才藝活動」列為促進新移民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和促進文化

尊重的工作項目。新移民子女的母語學習政策的規劃與推動，有兩項

基本議題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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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於新移民家庭共識和意願為基礎的母語政策

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是否會影響其國語的學習？多語言的學習應

不造成另一種語言的阻礙，以往並沒有研究指出同時學習英語和國語

的學童，會影響其國語能力，家長的態度反而支持英語的學習應該提

早。為了因應國際化，2005 年開始，英語教學下降至小學 3 年級開始

學習（曹純瓊、郝佳華，2010）。但是多數新移民家庭面對子女國語

能力和學業成績表現不佳時，可能更在意的是子女如何把國語學好、

提高國語科成績，因此當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時，可能必須先解決

家長對於國語學習的疑慮，不同語言的學習提供實證基礎說明，母語

政策才能據以成為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的理論和實證基礎。新移民

子女學習母語政策的合理性，並非僅植基於政府宣揚多元文化的基本

立場，母語學習必須符合新移民家庭的意願傾向並且獲得支持和認

同，如此才符合自由的公共理性（free public reason），也就是公民以

公平和協議的精神，倡議正義的需求，避免有爭議性的宣稱。林秀珍

（2006）指出，多元文化應基於公民對於正義原則的共同認可，雙方

基於各自有利的立場出發，才能統合政治社群。新移民子女的母語學

習政策，涉及不僅是國家和群眾（與新移民子女有關的利益關係人）

的利益競合，同時也包含新移民家庭中，移民女性所代表的東南亞語

言和接待社會中的主流語言，文化認可和權力的關係競合。

二、母語政策推動與家庭文化權力的競合

語言的學習需要家庭環境提供支持，國內的新移民家庭樣態與國

外移民家庭不同。國外移民家庭擁有家庭成員皆為移民者的特質，因

此他們擁有共同的語言基礎，甚至原生國的語言即為家庭中經常使用

的語言，他們也分享共同的文化價值。從葉郁菁（2010a）的國科會

研究中也發現，家庭中的權力關係影響子女母語的學習。上述的國科

會研究結果指出，歐美（非東南亞國家以外）的男性新移民家庭，反

而是以父親的母語（英語、阿拉伯文）為主要溝通的語言模式。但是

國內居多數的東南亞新移民家庭，僅有新移民一人為移民者、且可能

面臨家庭中商品化婚姻的結果，新移民的家庭地位較低，他們也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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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移民子女的語言學習產生決策。新移民子女的母語學習需要家庭

的支持性環境，以國內東南亞跨國婚姻的樣態，他們可以提供的支持

性環境有哪些？

臺灣的新移民家庭母語學習樣態與國外移民家庭、甚至以往與

母語學習論述有關的原住民語、臺語、客語的學習有所不同，新移民

的母國文化所受到的重視甚至比人口相近的原住民更少（譚光鼎，

2007）。移民家庭有家庭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以及文化的一致性，

但臺灣婚姻移民者，東南亞移民女性的教育程度普遍以國中或國小教

育程度居多，且家庭的社經地位偏低、家庭中可以提供的教育資源有

限。新移民家庭中的權力不均等，尤其是東南亞女性的婚姻移民者往

往處於被支配的地位。母語傳承課程的推動，至今仍是由上而下的政

策規劃，不僅遺漏了新移民家庭對母語政策的態度和意見反應，同時

也缺乏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的動機和利益誘因。

貳、母語學習政策的源起

依據教育部統計顯示，新移民子女就學人數近 5 年來增加超過 1
倍，從 2006 年就讀國中小的新移民子女人數 80,167 人，增加至 2010
年的 176,373 人，是 2006 年的 2.2 倍，尤其以國中的新移民子女人數

成長最快，從 2006 年的 9,370 人，增加至 2010 年的 27,763 人，將近

3 倍；同時期就讀國小階段的新移民子女人數，也有 2 倍的成長（教

育部，2012）。為了因應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人數逐年成長，協助新

移民子女生活適應、學習適應、課業輔導及親師溝通等課題，教育部

在 2009 年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女教育改進方案」，以符應新移

民子女教育發展之需要。方案共包含實施諮詢輔導方案、辦理親職教

育研習、舉辦多元文化或舉辦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辦理教育方式

研討會、辦理教師多元文化研習、實施華語補救課程、編印或購買多

元文化教材、手冊或其他教學材料、辦理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良教

案甄選、以及辦理母語傳承課程等（教育部，2009）。其中母語傳承

課程，將新移民母語推動列入重點方針，讓新移民子女認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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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一律以「新移民」一詞指跨國婚姻的外籍與大陸配偶。此為教育部計

畫名稱，故依原計畫稱「外籍配偶」。

國文化，並樂於學習、運用其（父）母之母語，形成其另一語言資產，

同時孕育國家未來之競爭力（教育部國教司，2009）。「母語傳承課

程」的具體作法包含鼓勵由已經能說國語的新移民父母親自己擔任教

師，教導本國母語，幫助這些新移民子女建立說（父）母之母語的信

心，認同（父）母的文化，教育部並從 2010 年開始補助學校開辦「母

語傳承課程」，培養新移民子女聽、說（父）母之母語的能力（中央

廣播電臺，2010）。

為促進新移民之子的雙邊文化認同、以及推廣新移民母語學習活

動，教育部（2004）「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在策略面中提到「了

解與傳承外籍配偶 1 母國文化」的具體實行策略，包括：一、培植外

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種子。二、辦理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教育活

動。在「培植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傳承種子」方面，對象主要針對在臺

久居的外籍配偶，重點在進行文化傳承之培訓，以深入外籍配偶居住

的鄉鎮社區，辦理親子共學等相關的活動。另外，在「辦理新移民母

國文化傳承教育活動」方面，則是以親子共學方式規劃辦理新移民母

語之相關活動。由教育部「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的內容可以看出，

政府在新移民母語之推廣與籌備上投注了許多心力，也提供新移民在

語文學習、子女教養、家庭教育、技藝學習等方面諸多的管道，並引

導國人能認同並欣賞新移民原生國之文化，以期將來能與之共同激盪

出屬於臺灣的多元新文化。

教育部 2010 年已核定臺北市等 24 個縣市政府辦理「教育部執

行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教育輔導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 4,244 萬

8,796 元，由各級學校向各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辦理教育部補助執行外

籍及大陸配偶輔導計畫中各項子計畫，由縣市政府初審後彙整報部複

審。其中有關「母語傳承課程」部分，為 2010 年新增的補助項目，

學校可聘請具新移民母語之教師教導學生學習新移民之母語，透過母

語學習活動，讓學生於生活化的過程中，增進對父（母）之母語、文

化的認知，以培養學生能了解母語的特性，並建立學生聽、講母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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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共同體認新移民母語及文化之美。其中擔任「母語傳承課程」

之講座人員，係以精通該國（如越南、泰國、馬來西亞等）語言者為

主，該國新移民得優先擔任講師（教育部電子報，2010）。在教育

部 2010 年全面推動母語傳承課程之前，各校辦理的方式多以營隊活

動、短期研習等方式進行，較少是以固定式的課程。以基隆市為例，

轄內國中小學與高中辦理母語傳承課程，每班寒假至多 4 節、暑假至

多 8 節、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至多各 18 節為計算基準（基隆市政府，

2009），僅能利用寒暑假期間進行母語教學活動，母語課程的普及性

因尚在起步階段，仍有不足。

以高雄市為例，2011 年高雄市社會局在岡山區、茄萣區及燕巢

區等地的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開辦周末的新移民家庭子女的越語

班，由新移民女性擔任講師教導母語，課程規劃從拼音到練習將單字

套入片語，學習日常生活會話，進而善用越南母語，並在課程中加入

童謠、越南傳統民間故事以及好玩的遊戲，讓新移民子女在玩樂的氣

氛中快樂的學習母語，藉由在課堂與教師及同學的對話，創造新移民

子女建立說母語的環境，並將母語帶回家庭中以越南語跟媽媽說越南

話，增進親子溝通，同時也有助於新移民家庭融合和子女對母親母國

文化的認同和接納（高雄市政府，2011）。

許多縣市的國小辦理許多母語傳承相關課程或活動，其中又以閩

南語、客家語、以及原住民族語最為廣泛，卻獨獨遺漏了新移民母語。

臺灣立報（2010）報導指出，會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來自於

教育部（2008）所頒布之「97 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100
學年度實施）」，其中在語文學習領域的部分包含 5 種語言：一、國

語文；二、英語；三、客家語；四、原住民族語；五、閩南語，只有

上述 5 種語言被規定為本土語言的範圍，而新移民母語被 97 年國中

小課綱排除在外，導致教師無法領鐘點費、無法開課等情況發生，僅

能利用下課時間或社團活動等其他方式來進行新移民母語的指導，使

新移民母語在學校窒礙難行，對於國內日漸增多的新移民家庭而言，

若期待子女學習母親的母語，學校提供支持性的母語語文環境是必然

的要素。

99-100 學年度共有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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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與宜蘭縣等 12
縣市、40 所國小辦理母語傳承課程（葉郁菁、溫明麗，2012）。除新

北市積穗國小曾開設一班印尼語課程外，其他學校均開設越南語。開

設的時間除多數為常態性課程以外，也有一部分是利用課後、或者採

營隊的方式進行。各縣市國小辦理「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的情況並

不普及，甚至也有一些學校為了達到教育部的政策目標，將外籍或大

陸配偶新移民子女集結成班，通通學習越南語的情況。

參、推動東南亞母語學習之基本立場論析

一、移民的語言政策和推動應該以新移民家庭的共識為基礎

國家在移民政策上，往往面臨少數民族社會文化的保留（ethnic 
retention）和主流文化的適應（host culture adoption）的兩難，從多

元文化的角度，國家應該鼓勵移民者保留傳統語言和文化，但是當

移民者固著在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之中時，也有可能造成移民者與接

待社會（host society）的隔閡。Berry（1997）認為，社會文化的整

合，包含兩種獨立的面向：少數民族社會文化的保留以及適應接待

社會文化的「主流文化適應」（host culture adoption）。Lee（2011）
指出，跨國主義強調移民與母國的連結，但是就國外研究，目前這樣

的連結是否延伸到移民第二代的子女，則未獲得足夠的重視。標異化

新移民身分和語言的結果，可能反而導致新移民家庭與主流社會的脫

節。國家的移民政策若採取 Lee 所稱的「強迫的跨國主義」（forced 
transnationalism），則國家在制定移民政策時，並未參採移民者的看

法和意見，而是從國家的角度，強迫移民者遵從。因此，國家採取跨

國主義、並據以實施移民政策時，仍須具有移民的民意基礎。然就目

前教育部推動的新移民子女教育與輔導措施，需要有立論基礎，而非

僅是國家的多元文化政策。

Ersanilli & Koopmans（2011）比較法國、德國和荷蘭 3 個國家的

土耳其移民在移入國家的文化適應，包含：對移入國家的認同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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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家使用的語言能力以及精熟程度、與移入國人民的社會接觸。他

們跨國性的研究結果指出一個非常有趣、但也值得移民國家思考的問

題：社會經濟的整合，包含勞動市場的參與和教育，與移民在移入國

的適應有正向的關聯性，但是土耳其移民及其子女在勞動市場和教育

的不利社會條件（Heath, Rohton, & Kilpi, 2008），不僅同時在這 3 個

國家均呈現較差的適應性，同時因為強調少數民族社會文化的保留，

反而使土耳其移民造成融入當地社會的阻礙。Höhne & Koopmans
（2010）的長期性研究也同樣提出，融入主流文化將使移民對勞動市

場參與有正向的效果。美國的移民（包含拉丁裔、黑人等）偏向選擇

支持文化保留的托育機構（Uttal, 1996），但是一項以深度訪談探討

居留美國的臺灣移民母親托育偏好的研究結果卻指出（Uttal & Han, 
2011），臺灣的移民媽媽刻意選擇白人的托育機構，因為他們認為唯

有將子女置於白人的托育環境，他們的孩子才能快速的適應與融入美

國社會，對未來的學習和人際關係的延展才有效益。Garcia & Trubek
（1999）認為，國家推動雙語教育時，不論在人力資源或者物質資

源的支持與提供都是一項最基本的挑戰。國家推動移民者的雙語政策

時，必須列入誘因。Moin, Schwartz, & Breitkopf（2011）的研究即指

出，同樣是俄語為母語的移民，但是他們移入德國後，反而是以德文

為主要的溝通語文，因為歐盟的德語人口即高達 1 億多人，因此學習

德語將有助於移民在歐洲區國家的溝通。Moin 等人也指出，接待國

家的國際地位，相對也會造成他們語言的影響力。國語在臺灣是主要

使用的語言，同時也是學校課程中必備的語言，若再加上英語世界語

言的相對重要性，這也呼應葉郁菁（2010a）國科會研究的結果，跨

國婚姻家庭中，歐美國家的移民父親強調在家庭中與子女以英文而非

國語溝通。就語言的使用性與頻繁程度，顯示了東南亞母語與臺語、

客家語、原住民語並不對等。上述這些「母語」，是鑲嵌（embodied）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相較於東南亞語言在臺灣的普及性或實用

性，其重要程度遠遠低於國語或上述這些母語。這些結果，形成國內

要推動新移民子女母語學習政策可能面臨的阻礙。

綜合上述論點，「學習媽媽國家的語言」固然強調國家重視多

元文化的立場，但是母語學習對新移民家庭子女能否產生效益和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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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對新移民家庭而言，他們更關切的是子女學習國語、獲得教育成

就的表現，達成社會階層的向上流動的效果，未必是東南亞母語的學

習或文化認同。若因為強調少數民族社會文化的保留，造成新移民子

女未來在教育和就業的社會不利，反而失去政府推動母語傳承課程的

美意。即使就世界各國潮流，學校和教育體系重視多元文化教育的發

展，已經成為不爭的事實，但是對於不同種族的差異看法，並未因為

多元價值理念的公民教育而有所改善，少數族群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

以及不易突破的權力關係，仍舊是許多國家面臨推動多元文化教育時

的重要問題（朱軍、孫曉慶，2009）。政府全面推動與實施母語政策

之前，必須了解多數新移民家庭成員對於跨國婚姻第二代學習母語的

看法。

早期對於新移民子女語言學習的討論，多半認為他們在國語文的

學習上因為文化刺激不足或家庭語文環境的影響，使得他們在語言表

達與識讀能力均較同年齡兒童落後。依據國內研究指出，新移民子女

的語文學習因為文化刺激不夠，出現與本國子女的落差，並指出 4 歲

和 5 歲的本土幼兒在說話清晰度和平均句長皆顯著優於同年齡越南幼

兒（黃國祐、鍾麗珍、廖玉婕、陳珮真，2008）。鍾鳳嬌與王國川

（2004）對屏東縣 4-10 歲新移民子女施予畢保德圖畫測驗，結果發

現只有 7 歲組兒童語言能力屬中下程度，但研究結果也顯示了新移民

子女群體的語言程度落差非常大。同樣陳瑤惠和趙金婷（2008）也以

畢保德學齡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兩種標準化測驗測量 10 位 4-7 歲的

新移民家庭子女，結果顯示測驗分數明顯低於同年齡常模，且在閱讀

環境中，不論閱讀教材或者閱讀指導均有明顯不足。若從這些研究結

果，如何說服新移民家庭參與母語學習，勢必遭致阻礙。教育部編列

經費預算並執行母語學習政策，乃基於多元文化精神，但卻缺乏民意

基礎，以及學習者和新移民家庭成員的意見，政府了解新移民家庭可

能提供的家庭支持。是否鼓勵新移民子女學習東南亞母語，仍有許多

分歧意見。

移民家庭的母語學習，不僅需要家庭中的語言的支持性環境，

同時也與學校可以提供的雙語或多元文化的教育內涵有關。學校中是

否能創造一個多語言的、多元文化的教室，將可能影響學校氛圍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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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者壓抑移民學生（Kleyn & Reyes, 2011）。張學謙（2003）從紐

西蘭「毛利人語言巢」的例子，強調國外有許多弱勢語言族群都建立

了母語幼稚園來推展學前幼兒的母語教育，還特別提到在社區成立母

語幼稚園，可以提供新移民子女母語（原住民語言）薰陶的適當學習

環境。學校中的母語教學，是否應該等同國語學習，採取正式課程的

形式 ? 和以教材和測驗評估學生的語言學習效果？ Sleeter（2005）
稱之為「標準化的教材測驗模式」（content standards-textbook-test 
trilogy），也就是採取標準式的教材以及標準化的測驗方法，如同多

益或劍橋英語能力檢定考試，對學生的語言能力做出標準化的測量。

但是標準化的教材測驗模式卻排除了非指定教材以外的內容（Meier, 
2002），標準化測驗更是一種「以考試引導教學」（teaching to the 
test）的做法（Banks, 2005）。尤其東南亞語言在臺灣並非如英語，

是一種「生活化」的語言，不論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化，或者為了刻

意學習而塑造的生活化。因此，標準化的教材和測驗方式，將使得東

南亞語言的學習更枯燥乏味，更難引發國小學童的學習動機。母語的

學習，應該從日常生活的互動經驗中，累積對母語的認識和了解。雖

然 Gay 主張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目標，強調

教師應對弱勢族群學生抱持高度期望，同時課程也要適度反映母國文

化，知識的增能為先，增加弱勢族群學童的自信心，進而達到情感上

的增能（劉美慧，2001）。政府積極推動「母語傳承課程」時，首先

應讓母語傳承課程擺脫正式課程採取標準化教材和學習效果評量的樣

態，母語學習之下對母親國家文化認同的情感效應，應比語言上認知

層次的聽、說、讀、寫效果更為重要。

Menken & Kleyn（2010）強調，英文以外的其他語言，則因為

學術性語言教材的不足和匱乏，可能影響協助學生學習第二外語的限

制，並挑戰多語言教育的實施。Kleyn & Reyes（2011）更進一步分析

美國紐約市的雙語教育面臨的困難包含：師資是否取得雙語證照、雙

語的辭典編纂、以及雙語教材的不足。以國內母語傳承課程而言，聘

任東南亞外籍女性擔任母語傳承課程講師，可能面臨外籍女性嫻熟語

言、但卻不了解教育方法學的困境。除此之外，母語傳承課程使用的

教材，也缺乏課程或教材編輯的邏輯，有些學校是由新移民女性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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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財政部（2012）統計顯示，我國主要進出口貿易國家為中國大陸及香港，

2011 年進口 452.8 億美元、出口 1,147.4 億美元；其次為東協 6 國，2011 年
進口額達 326.6 億美元、出口達 413.6 億美元，再其次分別為日本和美國，
進出口總額分別為 702.2 億美元和 572.3 億美元。

常用的打招呼語或對話、或者兒歌、民謠的教唱；有些則仿照英文的

音標，從較為生澀的音標教起（葉郁菁、溫明麗，2012）。因為國內

缺乏東南亞母語傳承課程的教材，所以新移民女性在教學的規劃上，

也出現相當的分歧。母語傳承課程教材的選用未必符合國小學童的生

活經驗和學習興趣，也缺乏課程編排的邏輯，也都可能直接影響政府

推動母語傳承課程的效益。

高中語言特色課程開放英語以外的其他外語，東南亞語言成為

學校開設的第二外語課程的選項之一。東南亞語言的學習，也成為許

多高中的特色課程。依據教育部統計，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總共有 225
所高中開設 1,328 班，共有 4 萬 6,554 名學生修讀第二外語課程，語

種除了原有的日語、法語、德語、西語、韓語、拉丁語及俄語外，新

增越南語及印尼語，開設學校數較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增加 26 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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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能力是世界趨勢，學習第二外語除了為學生多開了一扇國際視野的

窗，也增加連結世界的管道。國小開設越南語母語傳承課程，鼓勵學

童學習東南亞語言，至高中階段仍可銜接，形成增強學習東南亞語言

動機的理由。

若期待新移民子女學習東南亞母語是國家的既定政策，此與政

府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貿易、文化交流有密切的關聯性。東南亞並非

我國的主要貿易國，反而是以歐美大陸為主要國家 2，國家在英語以

外的其他語言的培育政策、外語人才培育的施力點為何？若非因為經

濟因素，國家鼓勵新移民子女學習移民母親的母語，若沒有足夠的誘

因，在強調國語和英語學習的臺灣，很難獲得新移民家庭認同。建議

未來應該從實證研究的結果，推測參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女，

其學業成績表現並無負面影響，以解除新移民子女的家長對於學習母

語的疑慮，同時相關研究也應指出母語的學習有利於新移民子女增強

自信心，增加他們與新移民女性的親子互動，使母語傳承成為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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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的特色，提高他們對語言學習的多元化興趣，加上高中特色課程

中，也形成新移民家庭鼓勵子女學習東南亞語言的誘因，這些對新移

民子女發展的直接效益，或許可以成為吸引新移民家庭父母願意讓子

女學習母語的誘因。

此外，教育部積極推動東南亞母語傳承課程的主要對象仍在跨

國婚姻家庭的新移民子女，但是另一項值得思考的議題是：東南亞語

言的學習，是否僅限於新移民子女？當母語傳承課程成為新移民子女

另一項在學校中必須參與或完成的工作，將使得新移民子女再次被標

籤化。葉郁菁及溫明麗（2012）分析 99 學年度與 100 學年度國小實

施的母語傳承課程，結果發現：超過 9 成以上的國小開設的母語傳承

課程為越南語，但是參加母語傳承課程的新移民子女的母親國籍則是

包羅萬象，涵蓋越南、印尼、柬埔寨、甚至中國大陸。目前國內僅有

一所小學，因為是新移民學習中心的緣故，因此校長將越南語的學習

列為全校學生學習的課程。作者認為，東南亞語言的學習在高中成為

學校的特色課程，是一種外語能力的培養，但在國小實施的母語傳承

課程，若能開放給對東南亞語言有興趣的學童參與，就國家長期培育

東南亞語文人才、或者作為培育具有多種語言能力與國際觀的未來人

才，都是一項積極的作為。

二、新移民家庭中語言學習的權力競合

語言，除了是個人所擁有的一項能力之外，同時也是傳承該文

化的負載者。因此我們可以視語言為一個族群所擁有的獨一無二之特

色、資產；此外，語言也往往被用來辨識群體認同的重要指標（施正

鋒，2002）。由上述可知母語對個人的重要性；然而新移民在臺灣

卻因為語言上的差異，加上國內大眾普遍認為新移民為弱勢族群的想

法，致使新移民女性在生活及教養子女上遭遇非常大的困境，為讓其

子女更能適應臺灣教育環境，在學習語言上也都以國語為主，刻意避

免使用新移民之母語，對標榜多元文化的臺灣來說相當可惜。臺灣擁

有非常豐富之種族、族群的多元文化資源，如何使新移民家庭保留新

移民之母語是刻不容緩的重要議題。

Nieto & Bode（2008）對於「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



70 　第 106 期

提出定義，認為雙語教育包含在同一所學校內兩種語言的教學。同

時，與母語（native language）和英語有關的文化也是課程的一部分。

學童帶到學校的語言和文化，都是必須在教育中使用到的資產。有關

Moin, Schwartz, & Breitkopf（2011）探討俄國移民家庭在德國與伊朗，

其學齡前階段子女在學習母語（heritage language）和移入國家語言

（host language）時，影響雙語發展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父母親

的社會文化背景，對子女學前雙語發展有所影響。移民到德國的俄國

家庭父母親比較傾向透過兩種目標語言的共同發展，雙語發展的平衡

採取模式。但是移民到伊朗的俄國家庭父母，則比較傾向第一語言優

先的策略，也就是在子女 3 歲之前，他們希望能夠跟子女以俄語為主

要溝通模式，保留與維繫傳統語言為優先。

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親語言，可以從小開始。但在新移民家庭中，

許多家庭是不希望東南亞的外籍母親與子女講母國語言。飯田美鄉

（2009）以嘉義縣民雄鄉的越南籍女性配偶為研究對象，指出：新移

民女性對於子女的母語傳承表示心有餘而力不足，除了家人不理解、

新移民女性沒有多餘時間教導子女、更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即便子女學

會東南亞語言，在臺灣也沒有機會可以使用。母語學習涉及的重要關

係人不僅包含學習者（新移民子女），還有新移民女性與其家人，若

我們刻意強調新移民女性在母語學習的態度和意向上與家人產生衝突

和對峙，可能過於簡化問題的本質。事實上如同飯田美鄉（2009）
的研究指出，即便是新移民女性也未必認同母語學習的必要性。更何

況，鼓勵學童學習母語和認同東南亞文化兩者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尚

有待檢定，國外相關文獻針對移民家庭的研究結果，未必適用於臺灣

跨國婚姻家庭，僅有一方為移民者的情況。Lee（2002）探討移民到

美國的第二代韓國移民韓語使用情況，移民第二代認同傳承母語的重

要性，但是他們也指出現有的語言課程或社區中的語言學校並不符

合他們的需求。缺乏維繫傳統母語的社會共識是影響他們學習母語

動機的主要因素。同時，語言的流暢性增長的是「雙文化」的認同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並非僅有移民國家原生的傳承文化。跨

國婚姻家庭中的母語學習樣態與國外的移民家庭或者臺灣原住民家庭

不同，後者在家庭中使用的是單一母語（移民家庭的傳承語言或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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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語）。但在跨國婚姻家庭中，則可能涉及少數族群（通常為移民

者）、代表移入國主流文化的跨國婚姻家長、以及學習者（新移民子

女）。

母語學習產生可能，除了新移民女性產生集體社會共識，也需要

權力擁有者願意共享，同意子女學習東南亞語言。在 Lanza（1997）
探討挪威父親和美國母親與子女發展的「主動的雙語形式」（active 
bilingualism），在跨國婚姻家庭之中，兩種父母的語言同時並存，家

長各自跟子女以自己的母語溝通，這也是一種「一個家長一種語言」

模式（one-parent-one-language, OPOL）。但是上述研究並未深入分

析家庭中的權力關係與語言使用，權力關係的不對等，有可能使跨國

婚姻家庭中的語言溝通模式呈現不對等情況。Boxer（2002）認為，

家庭透過語言的社會化建構認同，尤其對於跨國婚姻，這種「溝通

的組織化範疇」（contextualized spheres of communication）（Clyne, 
1991），從工作、學校、教會、家庭等，形構個人對於文化和語言的

認同。Jacksons（2006）探討美日聯姻家庭中的子女教養指出，以美

語為母語的父親和講日語的母親，當移民者為少數民族的父親時，並

不利於子女雙語能力的養成。移民者為母親時，有利於子女雙語能力

的建構（Clyne, 1982）。不過，上述研究結果可能忽略家庭中權力關

係的競合，新移民女性能不能教子女母語，反映的是新移民女性在家

庭中的地位。東南亞語言在跨國婚姻家庭中能否言說，必須經過權力

掌控者的肯認，如同Bourdieu（1977）兩個不同的言說者（speakers），

透過互動權力（symbolic power）和資本（capital）掌控的結果，決

定語言產出、決定誰是聽從者或接受者。臺灣的新移民家庭中，並未

見東南亞與國語雙語家庭的普及現象，主要也與家庭中的權力關係有

關。Burgess（2007）探究日本的韓國、中國、菲律賓新移民女性，並

指出，韓國移民女性初至日本時，因為日本社會是一個單一文化的社

會，若非成為「日本人」，移民者就會被歸屬於「短暫過客」（short 
guests），因此她被迫必須先放棄自己的韓語，壓抑對自己種族的認

同感，隨著日本社區接受她居留的事實，並且重新肯定韓國的價值，

重新取回對母國的認同感。由於日本社會更為封閉保守，強調只有一

種語言—日語，因此韓國女性移民在「恢復」（recovering）言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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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比臺灣的新移民女性更為困難。但在 Burgess（2007）的研究

結果也透露一些曙光，透過新移民女性的教育提升和社會參與，先取

得接待社會對於移民者的信任和尊重，新移民女性才能增權賦能，重

新取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認同。　

除了學校的母語課程之外，家庭和社區是最能直接控制的母語

使用場域。語言的學習應該是從小在一個耳濡目染的環境中浸潤，尤

其是母親國家的語言，更不應該是透過強加式的政策執行和傳統制

式化課程學習而來。透過環境中東南亞語言和國語、臺語的雙語同時

傳達，讓新移民子女在最自然的情境中接觸兩種語言，其效益和學習

動機的延續可能比制式化的課程學習更容易持久。新移民子女透過家

庭、社會的情境和主要照顧者的互動，建立自然而然的情感、認同和

忠誠感的母語環境。

葉郁菁（2010b）指出，新移民母親為子女主要的照顧者和教育

者，以往的啟蒙計畫強調移民母親必須學習如何講中文故事書給孩子

聽，不僅對移民母親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新移民女性必須充分

了解和學習中文語文的內容，才能成為一個善於說故事的人，學前

啟蒙計畫也常常因為家庭的支持性環境不足而影響其效益。若能由

新移民母親與子女透過親子東南亞母語讀本一起學習，不僅對新移

民母親較為容易，相對上移民母親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教育者，也可

能因而提升移民母親的自信心。母語學習政策的後續效應，不僅是新

移民子女的語言學習，東南亞語言不再是邊陲化的語言，而是一種可

以在家庭中言說的語言，新移民子女認同的不僅是父親的文化、同

時也包含移民母親的文化。無形中可能有助於新移民女性在家庭中地

位的提升，對家庭中權力轉化造成效果。但這種權力轉化，並非誰凌

駕誰的問題，而是價值澄清學派所說的，以正義和諧為追求，關懷不

同的價值觀，此正是多元文化教育追求的理想狀態（何小勇、羅飛，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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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新移民子女擁有家庭中的雙語優勢，但是因為跨國婚姻往往被貼

上商品化的負面標籤，婚姻移民者在家庭中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影響力

相對較低，新移民子女幾乎很難被鼓勵要學習母親國家的語言。但依

據許多研究結果指出，移民母親仍舊是子女的主要照顧者和教育者。

許多新移民子女教育與學習的研究指出，新移民子女（尤其是東南亞

新移民家庭）在國語文的表現較一般學童低，並將原因歸因於新移民

母親與家庭無法提供足夠的語文和文化刺激所致。語言或文化並沒有

從屬或優劣關係，因此宣稱新移民子女在語言學習是「弱勢」的並未

盡合理。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將可展現他們相對於其他學生的語言

優勢，不僅可以增加他們對自己學習的自信心，培育新移民子女使他

們成為雙語人才，也增加他們未來工作和就業的優勢。因為政府政策

的極力推動，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有了政策的支持，增強新移民子女

學習媽媽語言的正當性。政府推動母語政策時，必須採取自由的公共

理性，以公平和協議的精神，倡議正義的需求，避免有爭議性的宣稱，

或者以規定國小實施辦理的方式強制執行。尤其對新移民子女學習東

南亞語言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國家更應該提出一套說帖，指出母語傳

承課程的具體效益，獲得新移民家庭成員的支持和認同，未來推動母

語政策才不至於招致中央熱、民眾冷的兩極化反應。

以往對於婚姻移民者論述的議題，採取希望她們融入臺灣社會

為優先的基調，因此強調他們必須學習中文、參加生活適應輔導。婚

姻移民者一直被冠以「弱勢者」的形象，新移民子女學習母語，將可

有助於子女和移民母親的互動，同時也可以轉化母親長期以來是「語

言弱勢者」的刻板印象，使他們成為母語學習歷程中的教學者與教育

者，有助於提升新移民母親的家庭地位和親子互動。透過母語學習，

將可使新移民女性的母國語言成為可以言說表意、自由溝通的工具，

適度轉化新移民女性在家庭中的權力關係，並且有助於他們在家庭中

地位的提升，這將是母語學習以外，可能帶來的潛在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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