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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識字教材使用的學習成效之探討 

壹、緒論 

身為現代國小教育工作者，經常接觸到外籍配偶，對於她們在台灣的生活有著一份憐憫，

她們嫁到台灣之後大部分是幾乎一肩挑起全家的經濟重擔，因為另一半是可能是無業遊民或

身心障礙人士，有些外籍配偶本身具有大專學歷，來到台灣之後，完全派不上用場，仍得重

頭開始識字，即使他們有上進心想要識字，但先生不同意，仍須在家照顧小孩、加班等，常

半途而廢，所以跟外界一直是比手畫腳的場面，自從政府大力宣導之後，設置許多讓外籍配

偶學習的機構 ，她們才開始意識到唯有識字，才能融入社區生活。基於她們努力學習識字的

情況下，想要研究她們的識字學習成效。 

依據內政部的統計，外籍配偶的人數持續增加中，已在台灣形成一種風潮，原本是外籍

配偶的台灣人，會因配偶國籍的不同，總是會感到些許害羞，由於周遭的人也越來越多人同

樣有這樣的情形，久了反而是一種流行，尤其是社會階層較低者，或身心障礙者，更是顯著。 

隨著外籍配偶人數的增多，其所生的子女及本身都有教育、適應方面的問題，所以識字

教育能幫助這些外籍配偶盡快適應在台生活、融入本國文化、建立基本的生活知能及幫助子

女的課業輔導，即在社會、知能、心理方面，有所裨益，因此本研究確實有其必要性。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國內外籍配偶上課之使用識字教材，缺乏長時間學習成效的教材分析，如何讓她們

能在短時間內學到基本的用字，對她們是有幫助，雖然她們已是成年人，但仍得依靠教

材來幫助成長，因此教材的內容、深度、及編輯與學習成效之間有極大的關係。故本研

究者以分析針對雲林縣外籍配偶所使用的教材不同，並訪問實際教學者，探究外籍配偶

學習識字教材的成效。國內目前上課的外籍配偶識字班上課使用教材分為四種類型： 

(一) 依目前該校所使用的通過審定的國語版本，共有康軒、翰林、南一。 

(二) 九十三年三月教育部委託台北縣政府研發外籍配偶識字教材，這份國內第一套「外

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一共有六冊，後三套於民國 95 年 3
月編製完成。 

(三) 各縣市政府自編教材，目前桃園縣有二冊，嘉義縣由嘉義縣下楫國小統整製作的『嘉

義媳婦識字專班教材』，有二冊，使用上仍是以教育部審定通過國語版本為主，縣

市政府自編教材為輔。 

(四) 成人補校教材。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現行識字教材的使用情形，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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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解雲林縣外籍配偶使用哪些識字教材，及其使用原因。 

(二) 透過教學者的教學訪談意見，了解識字教材對外籍配偶學習成效的影響。 

(三) 綜合教學者對各版本識字教材對於外籍配偶學習成效的影響，推薦適合雲林縣外籍

配偶使用的最佳版本。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是以雲林縣外籍配偶為主要對象，教學訪談的教學者分布於北港、虎尾、

二崙、莿桐四鄉鎮。 

四、名詞解釋 

  外籍配偶 

為方便本研究之進行，將外籍配偶定義為外籍女性配偶透過各種管道與台灣男子

結婚，其原國籍為東南亞排除大陸籍，包括越南、印尼、菲律賓、高棉、柬埔寨、馬

來西亞等地區之女性。 

貳、現況分析 

外籍配偶們遠離家鄉嫁到台灣，大多數人唯一的目的是想存點積蓄、改善娘家的生活環

境，因為她們是家中經濟支柱，所以想在台灣求得一份薪資稍微好一點的工作，須透過識字

的學習來充實自己的語文能力，才能掙取更多的錢，也因為積極想早點拿到身分證，所以一

開始即使夫家對他不好，總是忍氣吞聲的忍耐，一旦取得身分證，有的會出現逃走或離家的

行為。在林君諭（2003）發表期刊中提到女性會因為識字運動產生賦權，所謂的賦權就是藉

由教育來使受壓迫的人進而提升自己的地位，把自己從壓迫中解放，對外籍配偶而言可以擴

展視野、生活舒適圈及各項正面影響，因此不管是成人基本教育班、外籍配偶識字班、華語

訓練班或民間團體舉辦的識字班，都是為了讓這些外籍配偶能夠提早識字，進而追求自己想

要達成的目的，Chapmana and Hallh（1853）曾說：「語言不會削弱國家主權的份量，反而會

大量的促使合法的社會轉移。」，因此提早學習本國語言，讓整個社會可以達到一種平衡的

狀態。（吳秀瑾，2005） 

一、外籍配偶自我成長的需求 

隨著時代的改變，世界女權意識及女性主義思潮推波助瀾，將婦女運動悄悄的帶啟，

新資訊、新觀點不斷衝向女性的思維，產生女性對角色地位的自覺，女性主義認為女性

是處於社會劣勢地位者，在職場上工作不如男性工作者受到尊重，要喚起女性自覺意識，

在工作中吸取經驗智慧，才能擺脫劣勢，Elizabeth J. Tisdell（1995）提到在現行社會的

系統裡，對女性的機會均等，最主要教育和工作的機會，因此婦女再教育與進修的意願

提高，婦女受教權益漸獲大家的重視，因此許多婦女成人教育實務工作、婦女進修成長

的各種活動，紛紛在各地開辦，婦女教育議題變成學者最想研究的議題之一。尤其是當

外籍配偶人數已增到將近四十萬人口時，將台灣女性主義的風潮帶至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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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礙婦女參與識字教育的因素  

嫁到台灣的外籍配偶不見得都能學習識字，夫家的支持度佔著很重要的因素，依據

何青蓉（1999）研究阻礙婦女參與識字教育的因素至少包括： 

(一) 婚姻的品質不佳：不識字的婦女，一旦結了婚就陷入婚姻的枷鎖，忙於家事，無法

有機會學到識字教育，自然就不能體會識字與生活的關聯的重要性。 

(二) 貧困的生活環境封閉了知識之門：婦女本身沒有專長，又不識字，只能擔任勞工階

層的工作，薪資微薄，無法脫離貧困的日子，從來沒想到識字可以開展生活的另一

端。 

(三) 天生宿命的人格特質：對於夫妻的摩擦，女方總是會默默的接受，有的會積極參與

識字教育，因為認為摩擦是由於自己沒識字所引起；有的人則採消極態度，把識字

學習當成休閒之一，宿命就造成了阻礙因素。 

(四) 面臨的階段任務的需求：當學習識字不能滿足面臨的階段需求時，不會想去識字；

可以滿足階段需求則會去渴望學習。 

(五) 社會大環境的改變：當社會環境的改變或經濟衰退造成失業或提前退休時，會認為

識字教育也無法改變現況，就不想去學識字。 

三、外籍配偶識字的教育資源 

目前在台灣和外籍配偶識字有關的教育資源有二： 

(一) 接受外籍配偶就學的國小補校或成教班 

實際上國民教育在台灣以推行多年，政府為倡導成人教育，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在各地國小設置的成人基本教育班（簡稱成教班），相當於國小補校先修班。一般國

小開設補校者就不會開設成教班，所以國小只有補校或成教班，很少同時開設兩種。

國小補校以三年為一期，分出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內容包括七大領域。成教班

每三個月為一梯次共 72 小時，一年為一期，分初中高三階段，主要是學習語文能力，

在有些偏遠鄉鎮國小只開設成人基本教育班，未開外籍配偶成人基本識字研習班，或

是開設識字班上課的地點離住家太遠，沒有交通工具的人，會直接就近就讀成人基本

教育班，外籍配偶人數一多，全班幾乎都是外籍配偶，反而沒有失學的民眾。 

(二) 外籍配偶華語班或是外籍配偶識字班 

招收對象只限於外籍配偶上課內容除了教導本國文字外、相關資訊、衛生保健、

家政手藝、育嬰常識、親職教育等等，最先開始的是高雄縣美濃鎮龍度國小補校的「外

籍配偶識字班」，在民國 84 年 7 月結合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區活動，並在 88 年期間

成為內政部戶政司專款補助的、委託試辦的個案，內政部也於同年頒訂「外籍配偶生

活適應輔導實施計劃」，由各縣市民政局承辦，唯有雲林縣由教育局社會教育課承辦。

教育部也知道這些識字班的外籍配偶，須有一套針對外籍配偶特別開設識字課程，來

教導她們，於是委託台北縣政府研發外籍配偶識字教材，但這套教材使用並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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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可能是：教學老師認為那套並不好用，因為沒有教具；教師本身為教學上方便，

往往直接將國小教科書拿來使用；有的教學老師不知道有這套教材；或該縣市本身有

自編一套教材；等等原因所造成。（邱淑雯，2003） 

四、國內對外籍配偶識字教材研究有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與發現 

薛淑今（2002） 嘉義縣外籍配偶現行

使用之識字教材分析

問卷調查 嘉義縣識字教材的選編者多數認為

全縣統一教材是可行的，但教師仍

應依地方特性或需求再予以修改或

增刪者，以符合成人學習需求。 

林君諭（2003） 東南亞外籍配偶識字

學習之研究 
質性研究方法為基

礎，以訪談法為主

此研究提供政府及相關機構在規劃

外籍配偶識字課程時之參考。 

張維琴（2004） 外籍配偶識字教學方

案發展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識字方案發展策略的建議：（一）

掌握方案規劃的方法（二）落實評

鑑方案的每個環節以開展後續學

習。 

陳永成（2005） 台北縣外籍配偶識字

教材學習成效之研究

T 檢定 觀察外籍配偶學習成效外，亦於教

室觀察記錄教學情況，以進ㄧ步了

解影響外籍配偶學習成效的因素，

並以半結構式訪談教學者與外籍配

偶對識字教材的意見。 

許明騰（2006） 部編本外籍配偶成人

基本教育教材分析研

究 

內容分析法 歸納研究發現，做成結論，並提出

建議，以作為日後編輯新移民教材

之參考。 
 

綜觀各教學實驗研究後，對本研究的啟示下： 

(一) 大部份對外籍配偶的研究常是以識字教學方案發展之行動研究、外配子女學習的障

礙、生活適應、學業成就、口語能力等問題進行研究，較少有針對外籍配偶識字教

材做學習成效分析。 

(二) 研究關於外籍配偶識字教材方面做探討的是對嘉義縣識字教材內容分析、台北市補

校識字教育政策執行評估、部編本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分析研究、台北縣外

籍配偶識字教材學習成效之研究，很少研究不同版本的外籍配偶識字教材所造成的

學習成效差異。 

(三) 許多研究針對學習成就為主的有：遠距教學與傳統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差異之研究、

合作學習對國小一年級學生國語學習成就之影響、資訊融入國語文教學對學生學習

態度與成就影響之研究等，對於探討外籍配偶國語能力學習成效的研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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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深入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小外籍配偶識字國語教材、教學方法與教學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等，

作為未來雲林縣外籍配偶識字教材挑選與教師教學之參考。茲將成人識字教學法、教師教學

風格差異、國內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推廣現況等與學習成效相關議題深入分析，敘述如下： 

一、成人識字教學法 

外籍配偶之識字教育教學，應由注音符號教學和王明德教學法著手，現分述其後： 

(一) 注音符號教學有兩種，一為分析法是依據語音學發音的部位和發聲的方法，照聲母、

韻母、拼音、調值而順序練習發音，也就是說先認識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再練習拼音。

另一為綜合法，現今九年一貫課程也用此法，由學習者的經驗出發，引申到能看、

能唸的新知識。其步驟是由已認識的詞去分析出字，再由字分析出符號聲調（張書

玲，民 83）。 

(二) 王明德教學法是已故的教育家王明德先生倡導，其也採用全語言理論運用語言經驗

文章的方式，並且符合佛雷勒式教學取向，其表現出的主要精神：「用我的手，寫

我的口」，用混合教學，使兒童從看、聽說等活動中獲得統整（王淑珍，民 81）；

此教學法雖然以兒童為對象，然因其強調學習者的經驗出發，或對外籍配偶之識字

教育教學有所啟示。 

二、教師教學風格差異 

依據教師訪談調查表（附件）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分析： 

(一) 多數受訪者認為先教注音，再教國字學習會較好。 

(二) 多數受訪者認為先教注音、筆順，再解釋生字的教學步驟較適合學習。 

(三) 學員與教師對評量的認知有差異。 

(四) 影響外籍配偶識字學習成效因素：識字教材、教師風格、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其

它因素。 

(五) 學員較重視讀、說的能力培養；教師較重視聽、說的教導。 

(六) 多數受訪者認為「康軒版」教材先編排注音，再呈現國字成效會較好，使用「外籍

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的班級，由於教材內容幾乎都跟日常生

活聯結，上起課來，內容較為生動、豐富，學生的反應佳。教師上課沒有使用生字

卡，因為這套教材沒有發行生字卡，所有生字都由老師寫在黑板上教導，學生會踴

躍發言及提問題。 

另外，教學的情緒是影響學習成效的潛在因素，其中包含：是一種對教學熱情投入

的表現、一種對自我教學表現的不滿意、一種對自我教學專業知能的懷疑，及一種對學

員學習表現無法控制的反應。反映出教學認知與實際教學現況落差對於教學上所造成的

衝擊。教學者誠然對於教學有些意象（包含對於學習者、師生關係、教學氣氛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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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課程規劃與實施等），然而現場卻是一個流動的場景，教學者若能透過覺察、反省的

過程，逐步修正教設計與實施，將會是一種很有利的自我增能的過程。同時，教學者若

能據以檢視修正其教學理念與意象，相信將有助於教學者識字教學知能的提升。 

三、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推廣現況 

看到了外籍配偶種種問題，「美濃愛鄉協進會」與當地的龍度國小於民國 84 年 7
月 30 日，共同為美濃鎮上為數眾多的新女性移民開設了「外籍配偶識字班」，為台灣首

創以「新女性移民」之需求為主的課程。（夏曉鵑，1995） 

當第一粒種子在美濃發芽茁壯之後，基於族群正義、社會關懷、後代教養、社會安

定等等不一而足的理由，許多學者和社會團體陸續投入相關工作；內政部也在 88 年底公

布實施「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劃」，鼓勵各地方籌辦「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

班」，以「增進其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組成美滿

家庭」為目的。從民國 89 年開始，由內政部戶政司所主辦的「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種

子師資培訓營」也持續舉辦，如今各縣市的新女性移民相關課程，其承辦的公、私立單

位更是多元而踴躍（內政部戶政司，2002） 

在教育部方面，除了由部長黃榮村（2002）在立法院承諾以「降低不識字率、提高

國家競爭」為目標，針對「五十五歲以上年長女性，連同未來取得國籍後之外來配偶」

加強成人基本教育、「協調內政部開辦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或識字班」之外，在 2003
年 2 月舉辦的「92 年全國外籍配偶成人教育研討會上」，教育部已表示「外籍配偶識字

班課程統一規劃，已列入社教司的年度工作計畫中，同時，由於許多問題涉及各部會，

因此，也將建置『關懷網絡』，讓所有資源可以獲得整合。」（立報，2003）在會議上，

甚至有將識字教育列入「國民義務教育」之議。 

綜上所述，識字教育不但對外籍配偶本身好、對夫家好、對小孩好、對社會也好，

外籍配偶識字／生活輔導教育可說已有了絕對的正當性。因此，不管基於何種理由、何

種理念，學者的理論支持加上官方的政策背書，外籍配偶相關輔導識字課程背負著多重

的善意期待，在全台各地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展開，各地小學也成為重要的教學中心。 

肆、因應策略 

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實施全縣性問卷調查，若能實施此問卷調查，可將調查的使用情

形結果給雲林縣政府社會教育課開辦「外籍配偶識字專班」時做為參考，以下僅就本研究所

設計的外籍配偶識字教材使用調查表為重點，訪談實際參與教學者的意見，並歸納因應策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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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配偶識字教材使用調查表資料分析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 
女性 男性 合計 

性別 
3 1 4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合計 
職業 

2 2 4 
30 歲以上 30 歲以下 合計 

年齡 
0 4 4 

二年以上 二年以下 合計 
任教總年資 

3 1 4 
雲林縣 其他縣市 合計 

任教地區 
4 0 4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下 合計 
識字班年資 

0 4 4 
使用教材情形調查統計： 

康軒 翰林 南一 部編 自編 其他 合計 使用過版本 
(可複選) 1 0 0 0 3 0 4 

康軒 翰林 南一 部編 自編 其他 合計 
最佳版本 

1 0 0 0 3 0 4 

二、因應策略 

(一) 傳統的教科書課文形式都是以韻文或新詩的形式呈現，雖然容易誦讀，但句子對於

外籍配偶而言，往往無法直接了解其字面涵義，即使已上過課，若不常用，對於她

們口語的表達幫助較不大，且對內容較少提到文化方面的題材。因此不建議使用傳

統的教科書。 

(二) 教育部用心委託台北縣編製「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這套

教材，以雲林縣而言使用率高，也許是這套教材非常的生活化，完全以學習者為中

心所設計的。另有發行中越，中印，中緬等隨身攜帶小冊子，可隨時翻閱，因此值

得推廣。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旨在針對雲林縣外籍配偶使用哪些識字教材之情況，並進一步去了解目前擔

任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教師，對於目前的上課情形、上課使用之教材，對於外籍配偶在生活

適應的幫助性。 

以下根據訪談結果，綜合雲林縣的識字教材使用情形，分析統計結果給雲林縣政府社會

教育課，做為開辦「外籍配偶識字專班」時參考。對於外籍配偶的學習問題，提供以下更廣

泛的思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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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 根據訪談結果，雲林縣四所小學有開辦成人教育班或外籍配偶識字班中，目前使用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就有三所，其餘使用多年以前編

製的成人補校教材或現行使用小學一年級所使用的課本。這套教材非常的生活化，

完全以學習者為中心所設計的，因此值得推廣。 

(二) 教學者的教學訪談中，評估外籍配偶在「字形」、「字音」、「書寫國字」、「字

詞義」等四種語文能力的學習中，得知使用南一版與「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快樂學習新生活」在國語科的學習成效中「書寫國字」、「字詞義」學習是有影

響的。外籍配偶來台年資也會造成影響，來台年資較長者在字音、字形、國字、字

詞義有明顯的差異。其中「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較生活

化的內容對外籍配偶的學習成效是有幫助。 

(三) 綜合教學者對各版本識字教材對於外籍配偶學習成效的影響，推薦適合雲林縣外籍

配偶使用的最佳版本是「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樂學習新生活」。 

二、建議 

(一) 持續辦理外籍配偶識字班，以提昇外籍配偶在台的生活適應及認識中文字義，以便

協助其子女學習。 

(二) 提供福利措施，宣導學費、學雜費、教科書一律免費，並且爭取民間資源挹注。聘

請托育服務人員，於上課時間照顧外籍配偶子女，使其安心學習。隨時入學的機制，

不分期初、期中或期末，只要申請入學，隨即入學參與學習課程。 

(三) 舉辦多元活動去實際體會語言學習，發揮外籍配偶的專長，規劃語文、文化、資訊、

請領身分證、考駕照等生活實用課程。安排學校附近機構（郵局、衛生所等），及

親子共遊的參訪活動。參加學校運動會、國際日、新住民嘉年華、生活經驗工作坊

等。 

(四) 亦師亦友的關懷，瞭解生活背景、家庭信任關係、同學相互扶持、教師教學魅力等。

主動提供的協助，幫助外籍配偶學習與生活適應，並協助解決相關因素。 

(五) 主動和家長建立多元溝通管道，提升外籍配偶的語文、生活適應與環境認識的能力。

充實多元文化教育知能，以協助外籍配偶子女適應學校生活，讓外籍配偶無後顧之

憂，並有時間學習並融入本地生活。 

(六) 本研究以雲林縣少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班為研究對象，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可做更

大規模的研究或後續長期性的研究，以利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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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外籍配偶識字教材使用調查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職業  任教總年資  

識字班年資  任教地區  

使用教材情形調查表 

使用過版本 
（可複選） 

康軒、 翰林、 南一、 
部編、 自編、 其他________ 

最佳版本 
康軒、 翰林、 南一、 
部編、 自編、 其他_______ 

使用後覺得有哪些優

點 
 

使用後覺得有哪些缺

點 
 

教學中遇到哪些困難  

您認為什麼哪些教材

內容對外籍配偶最有

幫助 

 

謝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