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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 

的障礙及其改善建議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的方式，探討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改善建議。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理念與架構，包括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

步驟、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限制，共分為六節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短短幾年，在全球化的大風潮下，台灣也捲入了人口大遷移的潮流中，成為許多異鄉女

子的新夢土，而婚姻是她們奔向台灣的主要途徑。尤其近年來可發現，外籍配偶的婚姻仲介

已悄悄的深植在生活中的各類媒體廣告，掀起了一股迎娶東南亞配偶的流行風。當台灣社會

逐步走向「少子化」和「高齡化」，這些新移民的影響力正逐漸彰顯。在國際政經的情勢下，

台灣與亞太國家的互動頻繁且密切，刺激了台灣的跨國婚姻現象，而這些對象大多來自東南

亞。 

根據內政部（2003a）統計，外僑人數十年間從四萬四千人增加到 2002 年的三十九萬八

千人，若加上大陸來台人士，相當於台灣人口的 2.4％（楊艾俐，2003）。持有效外籍居留證

的外籍配偶達七萬四千餘人，其中女性以越南籍占 62.69％最多，印尼籍 15.30％次之，泰國

籍 6.00％再次之。這種全球化資本移動所伴隨的人口遷移與異國婚配的特殊現象，已對台灣

社會造成不少衝擊。 

這些外籍配偶在子女入學後所必須面對的第一個問題，特別是九年一貫課程中，親子共

學的設計，致使外籍配偶在子女功課的指導上越形困難，並因語言上的障礙，無法與老師做

正確與良好的溝通，造成無法獲得較完整的協助。教育部於九十二年度起，更將外籍與大陸

配偶之子女就讀人數列為「教育優先區計畫」之補助指標之一，凡符合一定人數或比例之學

校均可申請補助。除針對語言發展遲緩直接相關之學習不利部分，可辦理「補助文化資源不

利地區學校學習輔導」外，尚有「推展親職教育活動」等（內政部，2004a）。 

欲強化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必須從改善其父母的教育態度、增進其父母語言能力與教育

其父母參與其學校教育開始。本研究旨在探討外籍配偶家長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以及

外籍配偶尋求支援以克服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並瞭解外籍配偶在參與國小子女學習方

面，需要教師、學校所提供的協助，希望能提供給教育相關單位及學校教師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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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外籍配偶在台灣已蔚為一種風潮，而其子女的教育問題更是值得大眾來重視，因此本研

究實有其必要。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 對弱勢團體教育問題之關切 

教育部有鑑於此，乃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三、十四日召開的「全國教育發展會

議」中，特以「增進弱勢族群教育機會，確保社會公平正義」為中心議題，分為六個

討論題綱，針對城鄉差距、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原住民、失學民眾、外籍配偶及其

子女等弱勢族群的教育，就目前的執行成效，進行分析與檢討，並提出具體目標與方

案之構想（全國教育發展會議，2003）。所以，探討外籍配偶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活

動情形，關懷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教育有其刻不容緩的重要性，此為研究動機一。 

(二) 對外籍配偶子女教育的重視 

近年來，外籍配偶問題經常登上媒體版面，不是經濟弱勢、家庭暴力受虐，就是

婚姻糾葛一去不回，鮮少關注異國婚姻下一代的教養問題，有關其子女就學後的問

題，更少有探討（陳慧屏，2003）。 

張喬汝（2002）歸納了外籍配偶衍生出的許多社會議題，其中提到子女的照顧與

教育問題其中，認為外籍配偶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訓練仍須多方關注。諸多文獻中都已

提到外籍配偶子女教養的問題與重要性，此為研究動機二。 

(三) 有鑑於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相關文獻的缺乏 

外籍配偶來台已有二十幾年的歷史，在台灣社會已經衍生出許多問題，目前國內

外籍配偶的相關研究有針對其跨國婚姻調適與生活適應進行探討（朱玉玲，2002；呂

美洪，2001），或以資本國際化及女性勞動力移動所形成的跨國婚姻及仲介業運作之

研究（王宏仁，2000；張書銘，2002）。  

對於上述的研究，多聚焦在外籍配偶個人本身，探討來台生活適應的問題，尤其

是語言的隔閡、婆媳關係與媳婦角色的扮演、人際關係網路的建立、參與識字教育學

習等問題。而對於跨國婚姻所衍生出來下一代教育的問題卻鮮有探討。有鑑於外籍配

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相關文獻的缺乏，而其問題又為台灣未來不可避免的社會問題，

此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三。 

(四) 研究者的實務經驗發現 

研究者從事國小教育多年，發現子女教育問題亟需社會大眾的關照。尤其近來教

育改革的方案積極的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也是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它強調

的是教師和家長觀念的改變，鼓勵家長多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協助子女開發潛能、

適性發展。而迎娶外籍配偶的男子社經地位普遍不高，加以外籍配偶多數學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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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受教育與語言、文化、風俗的差異，造成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的學習活動障礙，

進而影響外籍配偶國小子女的學業成就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解決的，此為研

究動機四。 

二、研究目的 

茲由上述的研究動機，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 

(二) 探究外籍配偶尋求支援以克服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 

(三) 瞭解外籍配偶在參與國小子女學習方面，需要教師、學校所提供的協助。 

(四) 將結果與建議提供給教育相關單位及學校教師，以做為相關政策訂定及教師指導外

籍配偶子女學習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探討法進行本研究，旨在探討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

改善建議。 

二、研究步驟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研究者乃先蒐集與閱讀外籍配偶相關資料，並針對相關文獻及

研究作一統整探討，發現問題，進而擬定研究主題。其次，尋找相關資源、學校合作單

位與教學伙伴。最後，蒐集、整理並歸納與分析資料，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四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外籍配偶 

台灣所謂的「外籍新娘」，一般是指來自東南亞地區，與台灣籍男子結婚的女子（夏

曉鵑，2002）。此處的「新娘」並不意味著他們還是新婚狀態，而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

更恰當的其他稱呼。所以，以「外籍新娘」來稱呼這些遠嫁來台的女性，並不寓褒貶之

意。 

本研究「外籍配偶」係指其子女就讀國民小學階段之東南亞外籍配偶。 

二、參與子女學習 

參與子女學習指的是父母在子女的求學過程中與子女、學校教師互動的情形，主要

目的是瞭解子女的學習情形。本研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主要內容有：參與國小子女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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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學習、課外的學習、親師合作與聯絡的情形……等。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法的方式進行，來探究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解決的

途徑。本研究有其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限定於東南亞外籍配偶，其子女就讀國民小學。研究內容為外籍配偶參

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改善建議之探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採立意取樣的方式，來瞭解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解決的

途徑，基於研究之環境與研究方法、抽樣等因素本研究有其研究限制，說明如下： 

(一) 對文獻探討而言 

概搜相關研究與文獻，所得發現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及參與障礙之研究不

多。是以，就蒐集到現有國內文獻與相關論文資料從事整理進行文獻探討，但因文獻

探討部分無法做到全面性的彙整與論述，故歸納上有所不足。 

(二)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在縣市學生之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

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對象。其對象並無做到隨機取樣的標準，因此本研究於研究結果

推論上有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能深入瞭解外籍配偶發展和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方面的理論依據，本章共分六節，分別

針對外籍配偶的形成與發展、外籍配偶在台教育之探討、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相關研究、家庭

背景和學童學業關係之探討、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現況統計以及外籍配偶子女學習情形等，進

行相關文獻的整理及分析。 

第一節  外籍配偶的形成與發展 

外籍配偶現象並非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來自較低度發展國家婦女嫁往較高度發展國家

的全球性現象的一環（夏曉鵑，2000）。對於一九九○年以降這一波急速增加的婚姻移民現

象，學者認為有別於一般留學、移民、工作等因素而形成的婚姻移民。以性別觀點檢視，其

實「外籍配偶」是一種女性特殊的移民形式。女性在父權結構背景下原本就難以透過教育或

工作改善自我社經地位，和先進國家的男性通婚對於第三世界女性而言，被認定為向上流動

的主要出路（邱琡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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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外籍配偶發展沿革 

在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形成的跨國婚姻與日本頗為相近。台灣與東南亞地區所形成

的跨國婚姻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一) 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年代初期 

約自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不肖業者假介紹工作之名，行販賣人口之實，

為數不少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配偶開始出現在台灣農村，這些外籍配偶被迫嫁到台

灣，由於語言不通，造成逃婚的比例相當高，使得東南亞外籍配偶的人數逐漸減少（蕭

昭娟，2000）。 

(二) 一九九○年代初期至一九九○年代末期 

一九九○年代隨政府南向政策的發展，台商與外派勞工發現東南亞地區廣大的婚

姻市場，成為婚姻仲介者。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自印尼、泰國、菲律賓及越南的

東南亞配偶為普遍。一九九八年開始，菲律賓與泰國籍的配偶有減緩的趨勢，而越南

籍的配偶則於一九九六年開始成為全國之冠。 

(三) 二○○○年代開始至今 

台灣從二○○○年代開始，印尼配偶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而隨著越南開放觀光及

台商投資後，越南配偶也急速竄升（蕭昭娟，2000）。從一九九九年的 6,790 人，至

二○○○年人數即激增一倍之多，增為 12,327 人。一直到二○○三年，每年嫁來台的

越南配偶都保持在一萬一千人以上。 

根據台灣外交部（2004）核發國人東南亞各國籍配偶簽證數量統計顯示，從一九

九四年 4,885 人，到二○○○年已達 19,394 人，成長將近四倍的人數，而至二○○二

年為止，總人數已突破十萬，截至二○○三年底，總人數更高達 133,927 人，其中越

南配偶人數自一九九六年則成為各國外籍配偶之冠。 

二、外籍配偶人數統計 

依據民國九十二年戶籍之結婚登記資料，外籍配偶（不含大陸港澳人士）計 19,643
人，較九十一年減少 2.31％；九十二年底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籍配偶有 85,721 人，較

上年底增加 15.14％。按性別分：男性配偶 7,330 人占 8.55％，女性配偶 78,391 人占 91.45
％。按國籍分：男性配偶以泰國籍 33.52％最高；女性配偶以越南籍 66.42％最高，印尼

籍 14.52％次之，泰國籍 5.98％再次之（內政部，2004b）。 

三、外籍配偶學歷統計 

以民國九十年台閩地區結婚配偶之教育程度分析（內政部，2004c），外籍配偶教育

程度普遍偏低，國中以下學歷約占 41％，大陸（含港澳）配偶國中以下學歷占 40％，而

本國配偶國中以下學歷僅占 29％；其次，民國九十一年外籍配偶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學

歷約占 37％，大陸（含港澳）配偶國中以下學歷占 44％。 

教育部憂心外籍與大陸配偶教育程度偏低，將間接影響培育下一代的能力，造成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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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擴大，甚至連國家認同觀念都產生混淆。 

四、外籍配偶結婚年齡統計 

以民國九十年台閩地區結婚配偶之年齡分析（內政部，2004c），外籍配偶結婚年齡

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72％，其中十九歲以下之比例高達 30％，大陸（含港澳）配偶

結婚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38％，而本國配偶結婚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36％。到了民國九十一年，外籍配偶結婚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63％，其中十九

歲以下之比例高達 27％，大陸（含港澳）配偶結婚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30％，

而本國配偶結婚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之比例為 20％。 

第二節  外籍配偶在台教育之探討 

根據教育部社教司於民國九十一年的粗略估計，國內外籍配偶人數約有十萬，但其中僅

七分之一接受國內小學附設識字班課程。事實上，這些外籍配偶亦有在其原生國中，受過高

等教育或已具識字能力者，因不堪的生活情境使然，使她們願意離鄉背井而遠嫁台灣，而形

成所謂的「功能性文盲」。 

台灣社會外籍配偶的特殊現象，迫使各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逐漸重視外籍配偶教育與

輔導，分別敘述如下： 

一、衛生所 

衛生所自民國八十三年七月起，將「大陸新娘及外籍配偶」增為加強重點「列管」

（列入建卡管理項目中）之族群。其目標主要在於人口控制，優生考量。但自八十八年

七月起，排除大陸新娘的部分，其原因為：大陸新娘人數龐大，業務量不勝負荷；大陸

新娘在避孕的自覺意識與知識不亞於台灣婦女，實不需列入宣導人口。因此，家庭計畫

宣導，只以「東南亞」國籍之外及配偶為重點（曾秀珠，2004）。 

二、戶政事務所 

鑑於外籍配偶語言與生活適應問題，內政部特於八十八年頒布「外籍配偶生活適應

輔導實施計畫」，積極規劃辦理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

境。自此，全國各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班」，有效輔導外籍配偶縮短

其文化與生活適應的不便，減低文化上的衝擊，頗有成效。至此，各縣市戶政事務所，

陸續開設外籍配偶學習課程，表現出地方政府對外籍配偶輔導的重視，不論是開班的名

稱、授課的內容與主辦的單位，各縣市不盡相同，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實為可喜之

現象（曾秀珠，2004）。 

三、民間團體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專班 

其實，早在民國八十四年起，即陸陸續續有不少民間團體關注外籍配偶的識字教育，

並以「專班」方式授課。如美濃愛鄉協進會於龍肚國小補校首開台灣地區先例，專為外

籍配偶所辦理的「外籍配偶識字班」。除此之外，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針對越南新娘開

華語班；天主教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為菲律賓新娘開閩南語班；還有嘉義縣香光尼僧團紫



台灣地區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及其改善建議之研究 

 

233

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台中縣東勢鎮大茅埔客家社區

媽媽教室、東港天主教堂等單位等單位。相較之下，政府部門實不若民間團體具主動性

與積極性。 

四、國民小學補校或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教育部於九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自九十一學年度起

持「台灣地區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護照」的外籍人士，都可以進入補習或進修學校就

讀，不需要負擔任何的費用，同時在經過適當的認證之後，就可以取得正式學籍（歷）。

其中並加強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學習、生活適應及親職教育。九十二學年度約有 5,000
名外籍與大陸配偶於補習及進修學校就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積極辦理輔導活

動，如外籍配偶專班、基本學習能力專班等（內政部，2004a）。 

五、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 

民國八十九年開始政府直接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活適應輔導班，經

費總計新臺幣 159 萬 800 元。九十年開始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編列預算，內

政部分攤部分經費，補助其辦理。自八十九年至九十一年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辦「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計有 135 班，合計參加人數 3,243 人；九十二年估計有 19 個直

轄市、縣（市）政府開辦 76 班，預計 1,492 名外籍配偶接受輔導。九十二年一月至十一

月計補助 65 個民間團體，合計受益人數 3,515 人，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758 萬 3,000 元

（內政部，2004a）。 

六、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前內政部余政憲部長（內政部，2003b）於「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報告」

中提到：目前外籍配偶問題存在有結婚人數日增、教育程度偏低、結婚年齡偏低且嬰兒

出生數日增等。為避免外籍與大陸配偶在台因適應不良衍生家庭與社會問題，內政部訂

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以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

提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及健全法令制度等六大重點面向，擬定三

十九項具體措施，並明定主（協）辦機關及應完成期限，以有助落實執行。 

外籍配偶教育的辦理，應考量外籍配偶參與教育活動的障礙因素，才能使外籍配偶

走出家庭來。因此，對於外籍配偶所需要的教育，必須先行建構一個有利於外籍配偶學

習的社會環境，也就是先行掃除參與學習的障礙，才能真正的達到學習的成效。 

第三節  外籍配偶家庭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相關研究 

本節將介紹分析外籍配偶家庭的參與子女學習情況。許多實務工作者指出，當前教育環

境相當重視家庭與學校的配合，雖然外籍配偶移居台灣多年之後，語言溝通將不會是日常生

活的主要問題，可是受限於外籍配偶的閱讀能力與撰寫能力，仍使得學校與家庭的溝通受到

相當程度的限制，更直接影響了外籍配偶對子女教育的參與。雖然，隨著第二代年齡漸長而

社會關係日益拓增，對外籍母親的依賴也會逐漸減少，可是在兒童學習的關鍵期缺乏足夠的



第 105 期國小主任儲訓班專題研究集 

 

234 

支持與參與，仍會對下一代子女的學習產生影響。 

第四節  家庭背景與學童學業關係之探討 

家庭背景、環境因素對學生個人學業成就的影響，在心理學、社會學的研究裡，早已肯

定其影響力。 

一、家庭教育環境的影響 

劉秀燕（2003）研究指出，外籍聯姻家庭之子女受到父母社經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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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不好且忙於家務生計

等不利因素影響，致使子女在行為上似乎有負面的影響，學業成績較低落，語言程度較

差的現象。 

二、社經地位的影響 

影響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的因素有很多，文化、種族、孩子的性別、年齡、父母的性

別、社會網絡以及社經地位都會影響父母的參與學習活動（吳秋鋒，2002）。其中低社

經地位的家庭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缺乏文化刺激的充分供應且父母教育程度低落，缺

乏時間與能力指導子女學習。 

第五節  外籍配偶子女人數現況統計 

本節首先描述外籍配偶子女出生的現況，其次描述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之調

查統計。 

一、外籍配偶子女出生現況 

就在少子化社會趨勢形成當中，國內的外籍與大陸配偶所生子女，佔台灣嬰兒出生

數的比例近五年卻是節節攀升。根據內政部（2003e）資料，民國九十一年台閩地區嬰兒

出生數為 247,530 人，其中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所生子女數為 30,833 人，占當年

嬰兒出生數比例的 12.46%。相當於台灣地區每一百位出生嬰兒就有十二位多是外籍、大

陸配偶所生，已成為台灣社會必須嚴正重視的問題。 

二、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調查統計 

根據教育部新近完成的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調查統計，九十一學年度一

共是 15,216 人，絕大部分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子女，到了九十二學年度，即攀升到

30,040 人，整整增加了一倍之多。依據目前台灣地區新生人口出生率推估，六年後入學

的新生兒，每八名就有一名是外籍配偶的子女（內政部，2004a）。 

第六節  外籍配偶子女學習情形 

本節主要討論外籍配偶子女的學習情形，分別以外籍配偶子女入學前與入學後兩部分來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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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配偶子女入學前學習情形 

若說外籍配偶子女真有發展遲緩的問題，一大成因是媽媽不敢和孩子講話。夏曉鵑

（2002）分析，除了菲律賓媽媽具有英語的強勢，東南亞的其他「母語」都遭壓抑，媽

媽甚至也害怕會教壞孩子。 

王秀紅、楊詠梅（2002）指出，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的用詞，比同年齡兒童有明顯

的減少、語言中缺乏複雜性、比較少開口主動說話或社會化行為較少，平時也較少文字

性的遊戲間接使子女在發展上有語言表達及學習緩慢的現象。有些媒體喜歡將外籍配偶

用「發展遲緩」這樣的用詞來形容這些子女的狀況，但就在實際接觸中發現，他們並不

是發展遲緩，而是在學習上的資源及輔助的不足導致他們學習上的障礙及慢步。 

二、外籍配偶子女入學後學習情形 

由於外籍配偶的家庭中通常教育的責任大多數還是落在外籍配偶的身上，所以孩子

的功課無人可正確輔導，學習的進度自然落後，這些都將會影響其子女學習、學校適應、

心裡缺乏自信等問題（莫藜藜、賴珮玲，2004）。 

此外，林璣萍（2003）提出，政府應能於外籍配偶家庭分布較多之地區，給予較多

優惠的學前教育班，鼓勵其子女就學，使教育能夠早期介入，以彌補家庭文化刺激的不

足。另外，雖然政府在各國小普設外籍新娘識字班，但外籍新娘之參與學習效果普遍較

差，大部分原因多為家人不贊同、小孩或家庭繁忙，以及本身意願不高等因素。所以，

如何透過公權力保障外籍配偶在本土受教的權益，是台灣設立移民法與移民教育法的當

務之急。 

第三章  結論 

本章針對前章分析研究，進一步的歸納出研究結論，共分為八點說明。其中第一點至第

四點回應研究目的一：探討外籍配偶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以第五點至第六點回應研究

目的二：探究外籍配偶尋求支援以克服參與國小子女學習的障礙；以第七點至第八點回應研

究目的三：瞭解外籍配偶在參與國小子女學習方面，需要教師、學校所提供的協助。而研究

目的四：將結果與建議提供給教育相關單位及學校教師，以做為相關政策訂定及教師指導外

籍配偶子女學習之參考，則於第四章中詳細說明。分述如下： 

一、來台近十年，中文識字能力仍是外籍配偶最大的參與障礙 

外籍配偶的識字能力，直接影響到她們參與子女的學習。根據研究顯示，並不是所

有的外籍配偶都是低知識，有些外籍配偶的學歷都還在國中以上。只是因為中文識字上

的障礙，使得她們無法將自身的能力，轉化成力量與行動來參與子女的學習，這是最大

的參與障礙。 

二、工作與家事佔據了外籍配偶大部分的時間 

外籍配偶除白天需要工作之外，下班之後還要趕著準備晚餐給一家人，之後還有晚

餐後的整理清潔、幫子女打點洗澡、洗衣、整理家裡……等等的家事工作，使得她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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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真正休息的時間。有的外籍配偶還需要照料年邁爺爺、奶奶的生活，這些零零種

種的家事都已剝奪到她們參與子女學習的時間。等她們一切都打點完畢之後，時間大致

也晚了，子女的功課也都已寫完要準備休息了。 

三、外籍配偶自身及其家人在參與子女學習上皆有心理上的障礙 

根據研究發現，外籍配偶來台後除文字上的障礙外，本身也有心理上的障礙。她們

認為這裡是台灣，不是她們的國家。她們只知道在她們的國家時應該如何教導子女。但

是現在是在台灣，小孩子所要面對的環境與她們原生國家不同，且許多教育的觀念又和

家裡的其他成員不同，讓外籍配偶不知道該如何教導子女才是。尤其在教育方面，她們

對台灣教育制度的無知，和所有的文化背景的不瞭解，使得她們對參與子女的學習更是

不知所措。 

四、外籍配偶家庭經濟上的弱勢，無法為子女安排額外的學習活動 

根據研究發現，由於許多外籍配偶家庭沒有時間且無法有效的指導子女功課上的問

題，因此都直接安排子女放學後上安親班，讓安親班負責放學後指導子女，且他們的作

業大部分也都在安親班完成。但是許多外籍配偶家庭自己又沒有能力教導子女，但是經

濟的條件又不太好，沒有多餘的經費預算來供給他們子女上安親班，使他們認為就是因

為經濟的因素，使得他們沒有辦法來幫助子女的功課獲得額外的加強與協助。 

五、班級教師以及家庭其他成員對外籍配偶子女提供功課上的協助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學校班級老師是外籍配偶最大的支援之一。當教師知道學生的

媽媽為外籍配偶時，會多給予一份關懷，平時多注意學生在校的表現情形及功課上的問

題。尤其是中文方面的學習情形，會特別矯正他們的口語發音；其次是留校輔導，在學

生學習情形不良時，會利用低年級下午沒課時，將學生留校加強輔導；再者是與家長保

持聯繫，透過聯絡簿或者是電話訪問主動告知他們子女在校的學習情形，讓外籍配偶家

庭能夠對其子女的學習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此外，經常詢問外籍配偶是否有需要老師或

學校多幫忙的地方，適時的提供協助。 

除學校班級老師的協助之外，根據研究顯示，外籍配偶除自己的家庭以外，通常還

會與其他的家庭成員同住，大多是先生的父母親或是哥哥、弟弟的家庭，或者是未嫁出

去的姊妹，多屬於大家庭結構的生活方式。這些成員在家中，就成為了外籍配偶家庭的

人力資源。有些家人知道外籍配偶有中文識字上的限制情形，因此會幫忙關心外籍配偶

子女的學習情形。 

六、外籍配偶安排子女參加安親班及補習班的課後輔導 

根據研究顯示，安親班的就讀幫助許多父母減少了參與子女學習的許多障礙，尤其

是對外籍配偶的家庭更是如此。因為現行安親班的安排，學生放學後就是由安親班來接

送，解決了外籍配偶夫妻在外工作無法接送的問題。再來安親班老師會督促學生將學校

的家庭作業寫完，過程中老師不但會檢查學生的書寫情形、幫他們訂正，學生遇有功課

上的問題時，安親班老師更能提出解答；遇到段考快到時，安親班老師又會有一連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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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這種安親班的安排解決了外籍配偶沒有能力與時間去督促她們子女功課的問題，

也讓外籍配偶的子女有適當的管道與支援來協助他們學習。 

七、班級教師主動關懷、協助外籍配偶子女的學習 

根據研究顯示，外籍配偶知道他們自己的弱勢，因此希望她們的子女在學校時，老

師能夠多加的關心他們的小孩，給予他們一些學習上的協助。通常學校教師亦瞭解到外

籍配偶小孩的學習情形，對於他們的學習與適應問題會多加以注意，並與家長保持聯繫，

使其瞭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形。 

八、學校辦理課後輔導、加強學校的認輔制度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有些外籍配偶及其家人並不認為他們需要教師、學校額外的協

助，就是如同一般的學生同等的對待即可。這樣的觀念，有些是因為外籍配偶的家庭體

認到自己的弱勢，但是他們認為今天的弱勢是自己造成的，且娶外籍配偶也是出自於自

己的意願及選擇，因此雖然有子女教養的問題，卻不敢、也不想要求學校老師或是政府

來協助；而另外有一些外籍配偶的家庭，則是因為他們的子女在校的學習與適應情形算

是良好，甚至表現相當優異，因此也就不會認為需要老師與學校提供什麼協助了。 

第四章  建議 

針對文獻探討與研究結論，本研究分別對外籍配偶家庭、班級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及

教育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相關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對外籍配偶家庭的建議 

(一) 外籍配偶家庭成員應鼓勵外籍配偶參與中文的學習 

外籍配偶的家庭成員應鼓勵外籍配偶外出參與學習活動，協助她們瞭解、融入台

灣的文化，學習識字。她們對教育的積極態度也會牽動孩子的學習成就，她們對中文

的認識更促進了她們對子女學習的參與。否則連家庭聯絡簿上都不知道寫些什麼了，

更不用談小孩的課業輔導，甚至是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了。 

(二) 家中其他成員主動關心外籍配偶子女的學習 

雖然外籍配偶在台灣受限於語言、文字不通等問題，但是根據相當多的研究報告

都指出，跨文化家庭子女的教養壓力多半還是落在外籍配偶的身上，先生對子女的教

養還是以被動居多；而外籍配偶也都認為照顧孩子、教養孩子是自己分內工作，只是

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要求先生參與、協助。外籍配偶為了幫忙貼補家計，在養育孩

子與工作中賣命，外籍配偶家庭的其他成員更應該體認到外籍配偶的辛勞以及她們參

與子女學習的困境，主動給予外籍配偶子女多一分的關懷與幫助，多多關心他們的學

習情形，為他們在課業上的問題解答，並且為外籍配偶解說聯絡簿上的聯絡事項，作

為溝通的橋樑。 

二、對班級教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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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與學生多培養多元文化的世界觀 

有些外籍配偶的子女在入學適應上發生問題，部分原因來自於老師對於多元文化

的不瞭解、誤解及偏見，所以在學生的學習環境上，教師沒能適度處理外籍配偶子女

適應不良的景況，導致這些子女淪為被貼標籤者。教師應多培養多元文化觀及對異國

文化的尊重，並摒除外籍配偶子女一定會有適應學習的障礙及發展遲緩的錯誤觀念，

才不至於在與外籍家長溝通時抱持著高度的指導性態度，反而有貶抑他人的不尊重

感。除此之外，也要培養其他學生及家長對他人及他國文化尊重的觀念，不因外籍配

偶及其子女的表現、特殊的生活背景或特別的口音而有歧視的心理。 

(二) 給予外籍配偶子女個別化的教學計畫 

在國民享有均等的受教權利及符應社會正義的理念基礎上，外籍配偶的子女也應

受到同等的對待。教師應正視外籍配偶子女存有個別差異之事實，尊重學生的個別差

異，並提供適性教育機會。因此，無論在教材設計、教法選擇、評量模式上，均應滿

足外籍配偶子女學生的學習需求，考量每一位外籍配偶子女的起點行為，以發揮學生

多元智慧與身心潛能。 

三、對學校的建議 

(一) 學校辦理外籍配偶子女學習輔導 

教育部二○○三年起將外籍與大陸配偶之子女就讀人數列為「教育優先區計畫」

之補助指標之一，針對語言發展遲緩直接相關之學習不利部分，可辦理「補助文化資

源不利地區學校學習輔導」。學校如有符合此等學習困難或生活適應困難條件的外籍

配偶子女學生，應予以特別之輔導，並視情形設置資源班，以確保外籍配偶子女獲致

最佳的學習效果。 

(二) 外籍配偶識字班的開設，排除參與教育活動的障礙 

由於外籍配偶語言的隔閡造成諸多社會適應的困擾，以及參與子女學習的種種障

礙，所以要增加以普及外籍配偶識字班的設立。學校可衡量學區內外籍配偶家庭的數

量，如果達一定比例時，則主動爭取開設外籍配偶識字班，並鼓勵外籍配偶參加識字

教育，促進外籍配偶基本中文識字能力，也提昇社會文化的適應，這對外籍配偶子女

的語言發展教導將相當的有幫助。其次，有鑑於外籍配偶參加語言學習識字班之後，

常因為家務繁忙且家人又不願意伸出援手，無法正常上課，甚至中途輟學，所以，在

鼓勵她們到校上課學習語言的同時，可配合設立免費的幼兒安親班，使得外籍配偶可

以放心上課，學習語文。 

四、對教育相關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 指定專人專責機構負責外籍配偶的教育 

教育是轉變外籍配偶處境的最佳手段，也是掃除外籍配偶參與子女學習的障礙的

最佳方法。而外籍配偶的教育，一定要以福利服務的精神來辦理，成立專人專責的機

構辦理，並有專款可以運用，直接到外籍配偶的社區內辦理，先行掃除他們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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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制度及心理層面等障礙，建構一個有利於外籍配偶學習的社會環境，才能真

正落實外籍配偶的教育權，以提升外籍配偶參與子女學習的能力。 

(二) 獎勵性的措施或政策的強制性命令、讓外籍配偶從事教育活動 

對參與教育活動的外籍配偶提供金錢與物質上的鼓勵，是吸引外籍配偶參與教育

活動的有效策略。例如分發禮金券，只要外籍配偶參與教育活動，主辦單位收取禮金

券以取代現金，事後主辦單位再向政府相關單位換取現金。如此一來外籍配偶有很大

的空間來選擇自己的學習需求，各民間教育機構也可以盡力辦理適合外籍配偶的學習

活動。另外，以政策的強制性命令，也是落實外籍配偶學習的一個方法，要求外籍配

偶參與中文學習滿一定時數，或通過某種程度的中文基本能力測試，才能換取居留權

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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