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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㆒、前言

近年來，隨著台灣女性自主意識的抬

頭、勞動市場結構改變及全球化的發展趨

勢，來自東南亞國家及中國籍女性大量增

加，造成台灣跨國婚姻的快速成長。根據統

計國內每七名國小新生就有一名是外籍配偶

子女（張芳全，2006）。所謂外籍配偶子女
（foreign born Taiwanese）係指父親或母親是
外籍人士，但實際上居住在本國的國民，由

於此類國民人口數量明顯增加，在台灣地區

新出生人口中佔有一席之地，俗稱為「新台

灣之子」（吳清山、林天祐，2005）。目前
這些外籍配偶在家庭地位、教育程度、社會

生活、經濟地位、語言溝通、親子關係、種

族因素等方面，均處於不利的地位，勢將對

台灣社會造成衝擊，必須及早加以因應。如

何讓此一「新興族群」能夠快樂的學習與成

長，成為現今國內教育刻不容緩的重大議

題。本文首先論述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以

形成理論基礎，並分析當前外籍配偶子女的

教育問題，最後提出因應策略如下。

㆓、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

Banks（1989）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
概念，主張不論學生的性別、社會階級、種

族或文化特質，都應該擁有平等的受教權。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過程，雖然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是讓所有的學生都擁有

平等的受教權，但這個目標是不容易完全達

成的，因此必須持續努力，讓所有的學生不

論其背景都能平等的接受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是一種教育改革，企圖去改革學校或其他

教育機關，使得不同性別、種族、年齡、社

會階級及身心障礙者，都能有相等的機會去

體驗學習上的成功。

Bennett（1995）則提出四種對於多元文
化教育意義的看法：

（一）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運動

它努力改變學校環境，使所有不同群體

的兒童與青年，都能擁有公平的受教機會。

（二）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課程設計取向

它將完整的多種族及全球化的觀點帶入

傳統課程中使少數族群的學生與非少數族群

的學生，都能了解同時代中不同族群、不同

國家間的文化差異、歷史和貢獻。

（三）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過程

它讓個人轉變成具有多元文化性，促使

個人發展多元的知覺、評鑑、信念與行事風

格，主要焦點在於了解與國際間或國內不同

文化的人相處，學習接納和欣賞不同文化之

群體。

（四）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承諾

透過發展適當的了解、態度與社會行動

力，來反對種族、性別和所有形式的偏見與

歧視。

綜合上述，文化本身並無優劣之分，多

元文化教育即是透過教育促使學生了解自身

文化、肯定自己的文化，進而了解、尊重其

他文化以達世界共榮之目的。

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談新台灣之子
的教育問題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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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外籍配偶子㊛的教育問題

分析

在外籍配偶子女生活適應現況的相關研

究中，蔡榮貴、楊淑朱、賴翠媛、黃月純、

余坤煌及周立勳（2004）和陳烘玉、劉能
榮、周遠祈、黃秉勝及黃雅芳（2004）對
於不同地區之國小階段外籍配偶子女所做的

研究顯示：外籍配偶子女整體的生活適應大

致良好，並沒有出現太大問題。但盧秀芳（

2004）認為外籍配偶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不
佳，主要來自於家庭社經地位不利。而陳碧

雲、魏妙如及郭昱秀（2004）研究發現：外
籍配偶子女生活適應之良窳因人而異，其主

要原因來自於家庭功能是否得以正常發揮，

若能正常發揮則適應良好，反之則適應不佳。

在外籍配偶子女學習的相關研究中，林

璣萍（2003）指出外籍配偶子女確實存在整
體學習弱勢的情況。盧秀芳（2004）研究也
發現外籍配偶子女之學業成就低落。而蔡榮

貴等人（2004）針對全國外籍配偶子女所做
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多數外籍配偶子女在

學校主要學科的學習成就相對較低，其原因

為與家庭社經背景、母親的口語能力與識字

能力、親人的支持、母親的國籍、母親是否

具備華裔背景、學前教育不足等因素有關。

此外，尚有：父母價值觀差異，教養理

念不一致；匱乏育兒保健常識，造成子女身

心發展缺陷；母親對異國文化、社會等適應

不良，不利於子女教育發展；學校呈現教育

資源不足、教師配合意願不高，不利於外籍

配偶子女教育之推動等問題產生（林衍伸，

2005；吳清山，2004；陳俊毓，2005；黃馨
慧，2005）。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子女面臨的教育問

題中，學習與生活適應是主要項目。在學習

方面，外籍配偶子女受家庭因素影響多數呈

現學習弱勢情形；生活適應之良窳則視其家

庭功能是否正常發揮，可供作未來制定相關

輔導措施的參考依據。

㆕、因應策略

（一）平常心看待新移民子女

邇來，外籍配偶子女彷彿成了「新弱勢

族群」的代名詞，受到許多關愛的眼神。長

此以往，必將使得外籍配偶子女承受巨大的

壓力，容易造成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與標籤

效應，反不利於其往後的發展造就。尤有甚

者，排擠到社會上其他弱勢族群如單親家

庭、原住民、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及身心障

礙者的利益，造成資源過度集中的不經濟情

況。新移民家庭需要社會的溫暖，這是不爭

的事實，但更需要同其他族群有個符合社會

正義、公平競爭的環境，讓其子女能夠有尊

嚴的成長。

（二）深耕教師多元文化意識

教師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而學校則

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教師如何

看待外籍配偶子女，將影響到外籍配偶子女

往後的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教師若缺乏多

元文化相關知能，將難以符應不同文化背景

學生的需求，且易形成種族偏見或歧視。透

過營造一個具有多元氛圍的校園文化，充實

教師多元文化素養並落實在教學活動及班級

經營上，必有助於提昇教育品質。

（三）實施外籍配偶親職教育

在文化落差及教養觀念不同的狀況下，

外籍配偶常對其子女的教育顯得力不從心。

學校應適時舉辦親職教育講座，提供外籍配

偶各種教育方式及教養方法，以建立家長對

子女教育的正確觀念，也能相對減輕學校教

育的負擔。此外，藉由語言課程的開設，提

昇外籍配偶的口說能力與識字能力，以利親

子互動及親師溝通。

（四）結合社區資源、建構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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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個新台灣之子帶上來」，除了家

庭教育，學校教育應充分結合社區資源，以

形成綿密的支援網絡。透過與社區環境的交

流，進一步了解本國的文化，擴大與外界接

觸的視野與胸襟，增加外籍配偶子女適應多

元文化社會的契機，以提升未來面對嚴峻挑

戰的競爭力。

㈤、結論

「差異」是多元文化教育最主要的立論

基礎，它的被重視程度可以視為一個社會文

化進步與否的指標，也是衡量社會文明高低

的準繩。然而，真正的關心要發自內心，也

是從「誤解」到「了解」必經的歷程。此

外，怎樣將不同的文化或價值觀加以融合，

進而降低衝突、彼此接納包容與尊重，將成

為未來學校經營的一大挑戰。當然寬廣的胸

襟或開放的心態是組織內的成員都須具備

的，不過學校領導者也需要去建立這樣的訓

練或環境使得多元文化得以生根與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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