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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對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台

灣社會正產生社會結構的變遷，外籍新移民

成為近年來台灣社會在人口結構上新出現的

族群。根據調查目前在台灣的社會系統中，

迎娶外籍配偶的男子大多為中下階層從事農

工漁等行業的成員，這些外籍新移民家庭大

多由台灣的弱勢族群與外國相對弱勢者所組

成，儼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新弱勢族群（夏

曉鵑，2000）。根據內政部相關資訊與統計
數據（內政部統計處，2005）指出，最近幾
年外籍配偶的人數佔台灣全體女性結婚的比

例不斷增加，從1998年的14.1％，逐年增加
至2003年的28.4％，2004年降為21.4％，其
中減少的外籍配偶人數是來自大陸、港澳地

區，而來自東南亞地區的人數持續增加。截

至94年3月為止外籍（含大陸）配偶總人數
有340,803人，其中外籍配偶有123,559人，
占36.26％；大陸配偶有217,244人，占63.74
％。全國25縣市中，外籍配偶以台北縣（
63,064人）、台北市（36,490人）及桃園縣（
34,057人）最多。這些外籍新移民家庭的第
二代在最近幾年紛紛進入國民中小學義務教

育階段就讀，至九十三學年度止，「新台灣

之子」就讀國中小的人數總計有46,411人，
最多的前三個縣市分別為台北縣6,125人，桃
園縣4,725人及台北市3,352人。

目前「新台灣之子」正值進入中小學

就讀階段，而外籍配偶家庭大部分屬於中

低社經階層者，對孩子的發展而言是屬於

文化不利的高危險群家庭（Aber,Jones,＆
Cohen,2000）。而張芳全（2004）的「本籍
與外籍子女學業成就與生活適應研究」研究

中，在119位「新台灣之子」與149位本籍子
女之比較中發現，「新台灣之子」在學業成

績、學校生活適應、同儕朋友多寡、家庭的

文化資本、家庭教育環境，乃至於家長的經

濟及教育程度都較本籍子女差。「新台灣之

子」由於文化差異、經濟弱勢、語言溝通障

礙，甚至是家庭結構等因素，造成自我概

念、學習與生活適應、學習動機意願、人際

互動與家庭功能等的落差，因此本文主要在

於探討「新台灣之子」目前的就學現況，並

進一步瞭解「新台灣之子」在學校教育過程

中面對的問題與成因，企盼學校教育研擬相

關的具體策略，建構一個友善、關懷與優質

的教育環境，提供「新台灣之子」更周延完

善的教育服務，藉以提升「新台灣之子」的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貳、「新台灣之子」的就㈻現況

根據相關研究得知，九十二學年度「新

台灣之子」在台北市國小共有3,267人，其中
學業適應欠佳的有299人，佔「新台灣之子」
在校人數的9.15％；適應欠佳的人數有353人，
佔「新台灣之子」在校人數的10.81％；資源
班學生人數為106人，佔「新台灣之子」在校
人數的3.24％（邱豐盛、鄭秀琴，2005）。另
外根據教育部統計，九十三學年度「新台灣

之子」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為46,411人，佔全
部國中小學生數之1.63％。其中國中5,504人，
佔國中總人數的0.58％；國小40,907人，佔國
小學生總人數之2.17％（教育部統計處，
2005）。由以上數據顯示「新台灣之子」正
急遽增加，也導致台灣社會人口結構的質變。

「新台灣之子」由於其家庭父母社經地位較

「新台灣之子」面對的教育問題與㈻校輔導策略
江坤鋕／南投縣仁愛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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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父母因工作忙碌而導致管教較疏忽、家

庭成員彼此間因語言不同、相處時間不夠而

導致溝通困難、家庭衝突頻繁、主要照顧者

之外籍配偶語言溝通能力較差、忙於家庭生

計等因素影響，導致部份「新台灣之子」在

行為表現上似乎有負面的表現、學業成就較

低落及語言程度較差等現象（吳芝儀、劉秀

燕，2004）。
在目前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部分

「新台灣之子」在學校生活中常成為同學們

異樣眼光的對象，加上父親工作忙，教養責

任往往落在外籍媽媽的身上。而外籍媽媽因

對台灣的教育現況了解不多，本身因語言及

教育程度的關係，無法解決其子女課業上的

問題，更無法與學校教師進行親師溝通。因

此「新台灣之子」在學校教育中面對的問

題，家庭無法協助解決，更導致其在學校適

應的困難，而其遇到的教育瓶頸大多在於課

業輔導、語言溝通、認字、人際互動、自尊

自信與生活適應等層面的問題。

參、「新台灣之子」在㈻校教

育㆖面臨的問題與成因

「新台灣之子」家庭在目前台灣社會中

普遍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相對弱勢，因此在

其發展與學習上可能面臨較多的困擾，更影

響其入學後在課業學習與生活方面的適應問

題。在國小階段常可發現「新台灣之子」因

語言腔調怪異，而遭受到同學訕笑；說話咬

字不清楚而影響其與同學的溝通與互動；「

新台灣之子」更因生活、文化經驗的不同而

與同學格格不入，進而成為被孤立者（許

靜芳，2005）。國內研究也指出「新台灣
之子」常有與同儕互動不佳、缺乏自信心、

學習成就較為低落，甚至出現貶抑母親等的

偏差行為（鐘重發，2004）。蔡榮貴、黃月
純（2004）曾指出「新台灣之子」在國民小
學學校適應狀況調查，發現學業適應欠佳為

732人，佔所有「新台灣之子」在校總人數
的33.29％；生活適應欠佳458人，佔所有「
新台灣之子」在校總人數的20.83％；整體
適應欠佳總人數838人，所有「新台灣之子」
在校總人數的38.11％。

從以上的研究得知，部分「新台灣之

子」在學校學習過程中，在整體適應上面臨

困難，分析其情況，其面對的問題主要可以

分為：

一、家庭結構與本身的問題

「新台灣之子」因為家庭成長環境的影

響，常帶有特殊的口音與腔調易被同儕取

笑。另外因媽媽原屬外國籍，易被種族歧視

甚至標籤化、在學校的生活中適應不佳而導

致無法自我認同看清自己、因學業成績欠佳

而缺乏自信，甚至感到自悲產生疏離感、家

庭成員無法輔導解決課業問題而產生適應不

良、認知性科目需要特別加強輔導、語言學

習與語言結構因缺乏適當輔導而表現較差，

數學認知理解能力因語文能力不佳而感到學

習困難等。

二、學校教師先入為主的觀念與資源不足的

問題

面對「新台灣之子」在學校學習與生活

上的種種問題，教師在輔導「新台灣之子」

時將增加其教學上額外的負擔、學校教育現

場資源不足，無法提供「新台灣之子」的輔

導與協助，教師辦理學習輔導意願不高、社

會相關資源缺乏整合、針對「新台灣之子」

所進行的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較為片段零散。

「新台灣之子」在學校的學業學習、生

活適應與人際互動方面所遭遇到的問題，絕

大多數不是個人先天性的問題。部分教師可

能認為外籍新移民家庭的家長較不關心其子

女問題的先入為主觀念。探討其原因可能為

「新台灣之子」本身與家長皆缺乏足夠的經

驗與學校或教師進行親師溝通與交流。另外

「新台灣之子」的家長可能自認缺乏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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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行政人員進行成功溝通的語言能力，

或認為學校是屬於權威者的範疇而不敢挑戰

學校或教師所做的決定。教師常反映「新台

灣之子」在學習上遭遇到的問題，多數屬於

發展遲緩現象。但「新台灣之子」與一般發

展遲緩的孩子不同，其大多在語言和社會認

知面向上的發展遲緩，此問題大多與孩子的

母親因來自國外地區，本身學歷較低並缺少

來自大社會環境的刺激，以及母親缺乏合宜

的教養方式有關。多數外籍媽媽來台就有語

言適應的問題，再加以本身教育程度較低，

面對子女的學習成就與生活適應等問題，往

往具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力感。

肆、㈻校教育面對「新台灣之

子」應㈲的具體策略

學校與教師應正視「新台灣之子」的問

題，並擬定妥適的教育輔導相關措施，善用

文化的多元性與差異性，尊重不同族群文化，

結合社會各項資源，為「新台灣之子」建立

友善、關懷與多元的學習環境。針對「新台

灣之子」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所面臨的問

題，學校教育可從下列幾項策略著手進行：

一、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引導學生對不同文

化的體認與了解

學 校 在 實 施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

Multicultural Education）的過程中，扮演關
鍵性的角色，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各種

機會，引導學生從自己的文化開始，激發強

烈的價值感與自尊心，進而理解不同族群的

文化內涵，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積

極態度（蔡文山，2004）。學校實施多元文
化教育的內涵主要在於教導學生了解文化差

異的多樣化，並建立同理心與瞭解的知能。

班級中教學活動的進行是學校落實多元文化

教育的基礎，並以各種教學與活動方式，培

養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經驗與體認，進而對其

他文化產生欣賞與尊重。班級中多元文化的

實施，將是為「新台灣之子」營造建立自

信、良好學習適應、友善同儕互動環境的重

要關鍵（許靜芳，2005）。
學校實施多元文化教育應確實協助學生

了解不同族群和社群的文化，並協助學生走

出自身文化的侷限。教育主要的目的在於協

助學生獲得社會公民活動所需的知識、態度

和技能，更重要的在於維持社會公平正義、

消弭性別、族群和階級的不平等。

二、強化教師輔導知能、親師互動並建立正

確態度

（一）教師具備多元文化與教育輔導的知能

教師在面對「新台灣之子」的學習輔導

時，需要相關資訊的進修與研討，以增進教

師本身對多元文化與教育輔導的知能，提昇

教師對新移民文化的認知與對多元文化課程

的設計知能。教師應進一步理解「新台灣之

子」其父母在教養子女方面的實際需求，增

強專業人員溝通的技巧與輔導知能，並進一

步提升對文化的敏思感受力。在此前提下，

教師應主動提供到宅訪視與服務的機會，安

排時間不定期至「新台灣之子」作家庭訪

視，除了進一步了解「新台灣之子」父母的

家庭背景，並和家中的長輩溝通談話，傾聽

其心聲，以探尋學校需要提供哪些方面的協

助，或其他社會資源的介入。

（二）營造友善、關懷的學習環境

教師除了是學生知識的建構者之外，更

是學生社會支持系統的營運者、學習環境的

規劃者。因此教師有責任與義務協助「新台

灣之子」營造一個尊重關懷的學習情境，開

展友善、支持的發展空間，建立溫馨接納的

校園氣氛，型塑班級與校園成為多元包容與

合作互助的優質文化。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引

導「新台灣之子」能夠發揮其特長與潛能，

並培養其具有獲得成功的機會與經驗，進一

步獲得同儕肯定、建立自我自信心，健康快

樂的成長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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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本身心態的調整

面臨台灣社會的多元化與國際化，學校

教師在「新台灣之子」的教學問題上，需要

不斷在專業上有新的學習，以因應新的挑戰。

面對「新台灣之子」的問題，教師的態度將

比專業更重要，教師不應有先入為主的觀

念，認為「新台灣之子」的問題多，難以解

決，其實每個學生都有情緒上、語言上的問

題，並不是只有「新台灣之子」才有此問題。

身為教師應善用社會資源，共同協助「新台

灣之子」在學習成長過程中面對各種挑戰。

（四）強化課業輔導，提升學習效果

學校教師應了解「新台灣之子」的家庭

背景，分析其學習現況，並建立「新台灣之

子」檔案，主動協助新台灣之子。在「新台

灣之子」學習上面對的問題可加以分析歸納

原因並擬訂相關補強計畫，加強課業輔導機

制，強化補救教學方案，以增強「新台灣之

子」在學習上的信心與成就，並減少因學習

落差所帶來的學習低成就的現象。

（五）強化輔導效能，協助「新台灣之子」

多元發展

在輔導「新台灣之子」學習與生活適應

上，應建立完善的個案輔導紀錄，發揮輔導

的功能，並積極為發展遲緩的「新台灣之

子」提供早期療育與諮詢服務。另一方面並

充分尊重「新台灣之子」的個體發展與人權，

透過零拒絕的教育服務與積極差別待遇，讓

「新台灣之子」適才適性的充分學習與多元

發展。

三、學校結合社會資源、共同協助「新台灣

之子」面對問題

（一）學校尋求社會資源協助輔導，共構服

務團隊

學校行政系統與教師應建立完整服務團

隊，發揮提供資源共享與服務的功能。學校

不僅是教育場所，同時也是提供資訊及服務

網絡的單位。學校應依據「新台灣之子」在

學校的實際情況，爭取政府機構經費補助及

民間福利機構等社會資源，整合相關教育服

務措施，提昇對新台灣之子之學習效能。學

校並可利用各種管道提供相關服務資訊，為

「新台灣之子」家庭提供更多的訊息，建立

溝通管道與平台，協助「新台灣之子」在學

業學習、生活適應、人際互動等方面的成長。

（二）辦理親職教育系列活動，配合課程協

助「新台灣之子」的家長建立正確教

養觀念

學校應辦理全方位的親職教育系列活

動，幫助「新台灣之子」的父母認清其為人

父母的職責，適當扮演其父母的角色並發揮

其功能，使父母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有所

參考依循進而有利於其子女正向之發展，增

進教養子女知能，並積極協助處理其子女有

關健康、教育及照護的工作。學校亦可藉由

親職教育的推動，協助「新台灣之子」的父

母有能力、有智慧解決親子問題。藉由專

業、活潑生動的溝通方式設計課程，並結合

運用社區資源，透過親職教育的實施，協助

其建立正確的子女教育觀。

（三）多元文化的體驗活動

學校可利用辦理國際日及其他多元學習

活動的機會，結合學校課程設計，納入新移

民文化的教學活動，邀請「新台灣之子」的

父母至校分享其原來身處國度之節慶活動、

傳統禮俗、生活規範、民俗風情等，透過接

觸與體驗的活動，引導學生從活動過程中學

習與欣賞彼此文化，培養學生以健康平等的

心態欣賞、包容與相互尊重。 

伍、結語

台灣目前正處於多元族群文化融合的社

會，「新台灣之子」面臨文化認同、學習適

應、生活問題及人際互動等問題，學校教育

應保障教育的機會均等，引導學生尊重彼此

的差異，並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價值，進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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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各族群間文化的認識與瞭解，落實尊重、

欣賞與接納的多元文化觀。教師應積極輔導

「新台灣之子」的學習與發展，並建構一個

尊重關懷的學習情境，營造溫馨接納的校園

氣氛，型塑班級與校園成為多元包容與合作

互助的優質文化，提供周延完善的教育服

務，協助「新台灣之子」激發潛能、發揮其

優勢特質，給予成功的學習經驗，使其在學

校同儕中能充分展現自信的學習發展，創造

多元和諧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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