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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歐巴馬贏了！2008年11月5日，在全世界
的關注之下，非裔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跨

越了種族的藩籬，寫下美國夢的歷史新頁，

成為美國建國232年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歐
巴馬的典範是懷抱夢想，力爭上游，打進主

流社會，打破種族、教育、工作和政治上的

藩籬；歐巴馬的白宮之路，不只對美國人有

意義，對於打不破的猜忌與敵意，無法擁抱

「你、我不同」的世界各角落，也有相當的

意義（孫秀惠，2008）。因而對世界上有大
量移民人口的國家，更應省思其中的意涵。

台灣這塊土地上，原本存在著原住民、

閩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近年來，外籍

配偶大量進入台灣，改變了人口結構，新移

民成為一新興的族群。新移民女性的稱謂是

源自於外籍新娘、外籍配偶，在2003年由婦
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的命名活動而來（夏曉

鵑，2005a）。稱謂的改變，顯示了台灣社會
看待此族群觀念有著轉變的過程，但是台灣

新移民家庭的組成，多數居於社會中的弱勢

地位，貧窮、體弱、弱智圍繞著這些家庭，

且他們在家庭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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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不利地位，其所產生的問題是

一種社會問題，且隨著外籍配偶子女相繼入

學，將形成一種教育問題（吳清山、林天

佑，2005a）。但是，這些跨海來台的外籍配
偶，在原母國，可能自身的條件不錯，也不

是智商低下，只是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

活，但是在這裡，卻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

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夏曉鵑，2005b），
此種落差原因合在？

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96學年度台灣的
國小學童總數為1753930人，新移民子女之國
小在學學生數為90958人，（教育部統計處，
2008），新移民子女即佔了全國學齡兒童的
5.2％，且所佔比例將逐年攀升。當我們一再
關注這些新移民可能是有問題之上，再加上

媒體大量負面報導，從學校、社會、教育部

門等，無形中都將他們貼上了標記，甚至，

有時在校園裡，會聽到小朋友間出現這樣的

對話：「我的媽媽是越南人，我又不是，我

不是越南人。」文化並無高下之分，我們該

擔心的是，孩子應該是認同母親的，認同母

親文化的，如Phinney和Chavira（1995）研究
指出在美國跨族群或跨國婚姻的子女，如能

讓他們吸收父母原母國雙邊的文化，則傾向

較健全的身心發展，才不致一味地「融入」

主流社會，而長大後卻導致對主流社會的疏

離。但在我們這裡，在這些新移民子女的幼

小心靈，誰灌輸了孩子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

之別？

無論這些新移民是基於何種理由來到這

塊土地上，他們亦是我們的國民，不應以他

們不同於主流社會的文化，就將其汙名化或

加以抑制，未來我們的生活將可能掌握在這

些目前所謂新移民子女的手裡；在美國，以

白種人為主流文化的社會，能打破種族的疆

界，選出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這樣的結

果，相信可以讓全世界省思，對於台灣目前

從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省思
台灣新移民子㊛標記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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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新移民加入，造成人口結構變遷的狀

況，更是有所啟示，該努力思索對於新移民

之政策及未來的走向。

基於前述，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藉由歐巴

馬當選美國總統，來分析其所經歷過的學習

歷程及台灣新移民子女的標記化問題，並經

由訪談1新移民子女、學校教師、校長的回

應，來省思台灣新移民子女的標記化問題，

藉以對新移民子女之教育問題有所反思及助

益。

㆓、歐巴馬的㈻習歷程

歐巴馬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其整個學

習歷程有其脈絡可循，以下將就跨文化的教

育歷程、「我是誰」的認同問題、標記化的

問題等三個部份探討。

（一）跨文化的教育歷程

歐巴馬可說是「美國夢」的實踐者，

1961年8月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出生，父親
是肯亞出生的盧歐族人，以國際學生的身

分，到夏威夷大學就讀，認識了白人女子

Ann Dunham，兩人相戀之後結婚，生下了
歐巴馬；但當歐巴馬兩歲的時候，父母就離

婚了，歐巴馬跟著媽媽和繼父一起搬到印尼

雅加達，在雅加達念小學，四年之後，歐巴

馬獨自回到夏威夷，和他的外祖父母同住，

並且進入檀香山著名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在

學業上相當努力，高中畢業之後，進入哥倫

比亞大學就讀，並投身公共服務，成為芝加

哥的一名社區運動者，後來再進入哈佛大學

法學院深造（葉柏毅，2008）。歐巴馬身上
流著白人與黑人的血液，從小經過多國文化

的洗禮，不斷在適應自己與周遭環境、文

化、膚色及社經地位的差異，在整個教育歷

程上，由於跨文化的經歷及有重視其學習之

外祖母及母親，建立他更宏觀的視野，加上

自身的努力，因而能夠破除種族偏見，實踐

自己的夢想。

（二）「我是誰」的認同問題

歐巴馬回憶年少時，「我一直努力在

證明自己就是壞胚……，我嗑藥是要平復

內心，抹去所有記憶，不用再想『我是誰』

的問題」，「一股力量在把我推向許多黑人

少年最後命定的不幸角色」，但是終於認知

到「我的認同或許從我的種族開始，但是不

會也不能在那裡結束」（王輝耀、石冠蘭，

2008）。歐巴馬在芝加哥黑人區從事公共服
務的經驗，奠定了他的理想，這個經驗也強

化了他對於黑人的認同，使得他不再受困於

認同的問題，曾經由於種族的問題和沒有根

而掙扎，黑白混血促使他不斷的尋找認同，

導致自我放棄過，但終歸他能跨越「種族」

的緊箍咒，為自己的出身感到光榮，在美國

這個民族大熔爐中，找到自己的價值，而成

為美國的領導人。

（三）標記化的問題

由於從小承受美國社會賦予的標記化，

且自身走過種族認同的路，歐巴馬自述，對

於他的女兒，他必須提高警覺，避免他的女

兒們聽到甚麼有關「這個世界是如何看待他

們，這個世界想像他們應該是怎樣」（陳琇

玲、潘勛，2008），即便歐巴馬已在美國社
會佔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非常明白，在主

流社會裡，種族、膚色等對於孩子來說，還

是難以跨越的疆界，雖然他自己堅信勝選與

否不會是因種族、膚色的影響，而是能力的

問題，但對於孩子，依舊擔心世界給予孩子

的標記化問題。

綜而言之，由歐巴馬的整個生命歷程看

來，他經過了跨文化的洗禮，因而比一般人

有著更強勁的生命力、思考力，也證明了種

族並不會決定聰明才智，須用努力打敗種族

1 受訪人員皆為桃園縣人員，A, B為新移民子女，C, D為教師，E ,F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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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的種種標記，不禁給了全世界所有教育

工作者反思的機會，美國可以出現一位「歐

巴馬」，而且他還是處在白人中心的種族主

義，認為只有白人文化是客觀和中立的場域

裡，而台灣呢？基本上，外籍配偶來到台

灣，在這塊土地上，還沒有明顯可見的膚色

的問題，但是在存在著主流社會所賦予的標

記化及文化高低的問題上，該如何教育新移

民子女？如何讓這些新移民子女有機會透過

自身努力去實踐夢想？應是教育當局該仔細

思索的。

㆔、台灣新移民子㊛的標記化

對於台灣新移民子女標記化的問題，以

下就標記理論、主流社會給予的標記化、學

校環境給予的標記化、自我標記等四部份來

作探討。

（一）標記理論

貝克於1963年出版「局外人」（The 
Outsiders）對於標記理論2作有系統的闡述，

使得標記理論發揚光大，貝克的標記理論有

三個要點：一是重新解釋偏差行為的成因、

二是標記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三是被貼上

標記之人，馬上以此標記做為他「最有力的

身份」（master status），並且取代了他所有
的其他角色（鄭世仁，1994）。吳清山、林
天祐（2005b）指出標記理論是解釋個人形
成偏差行為的一種主張與論點，認為違反社

會規範或團體規定的行為，是經由訂定社會

規範或團體規定的權威人士，對個人貼上「

偏差」的標記之後所產生的，也就是說偏差

行為是社會造成的，並不是這些人天生就是

壞胚子，天生就會做壞事，也不是永遠只會

做壞事。

標記理論強調社會群體對某些人士行為

的態度，決定該行為的善惡，通常決定者是

社會上有權勢的一群人（陳秋麗，2005），
因而主流社會掌握了標記的結果，也具有宰

制性的決定，在教育現場上，則是教師常在

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去標記化學生，而引發了

一些教育問題。

標記理論被廣泛地應用在教育上，如身

體外表、行為上、種族的劣勢，常常就會被貼

上標記，因而在特殊教育、身心障礙者、偏差

行為等就有許多相關研究。Silver和Harkins
指出（2007），很多的研究顯示標記化可能
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低期望、負面判斷的

增加、同儕汙名化、低自我評價及行為問題

的增加；而正面標記，如「有天賦的」，被

描述為有複雜的影響，這樣的孩子會感受到

成就感與獨特性，而且也會感受到期望的壓

力、較少的成人支持和較高程度的社會壓

力。大部份標記化影響的研究，支持標記化

是套用陳規且是重複的行為，引發不良的影

響，在影響教師的判斷上，最有影響力的是

學生個別之成就和行為，在推測上，常超出

正式的標記之外。

Apple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中指出，
老師對待學生能否一視同仁，似乎受主觀

意識、社會意識的宰制，處理學生、判定學

生成敗時所使用的思考類別，都涉及到一種

社會評價的過程，而標記是我們將價值應用

於自己與學生行動上最後的產物（王麗雲，

2002）。以新移民子女來說，他們承受來自
先天的限制，與主流社會群體之文化資本不

同，而社會往往是受到歷史與意識型態的制

約，將新移民群體標記化，學校中的人員亦

常受制於僵化的意識型態對新移民子女標記

化而不自知。

（二）主流社會給予的標記化

在美國，有大量的移民者，縱然有民族

大熔爐的美稱，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國

2 標記理論（Labeling theory）亦稱標籤理論，本文採用王麗雲（2002）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之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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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被資本家透過區隔化的勞力市場極度

的剝削，更甚者，黑人女性被父權的白種人

優越主義信徒貼上「下種的母馬」和「坐領

救濟金的皇后」等標記，這些父權的白種人

優越主義信徒所制定的教育和社會政策，系

統性的將黑人女性和拉丁裔的女性排除在各

種機會之外（蕭昭君、陳巨擘，2004），具
有「非典型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少數民族被

貼上標記的比例，一直是佔多數（王麗雲，

2002）。Talbot（2008）研究美國成年人，
其父母為少數種族之個人自我標記化的經驗

指出，無論他們在自己內心或對於其他人，

如何地認同他們自己，仍然會因外表而被標

記化，這些固定的外在標記化來自於家庭、

親密的朋友、教師職員、陌生人和學生事務

專家。也因為他們是少數種族，很多人經驗

到疏離，也感受到較多來自白人、主流群體

的歧視。

外籍女性原來抱著改善生活的希望進入

新國度，台灣成了東南亞女性想望的富裕國

度，但當這些外籍配偶移入台灣之後的生

活，卻是那樣的艱難（夏曉鵑，2005b）。造
成如此結果的原因，很多的因素是由於他們

是資本主義之下，投資與報酬交換下的附屬

品，他們也是全球化趨勢下的產物，也反映

出我們國內特殊社會結構的需求，因為這些

新移民的特殊境遇，再加上媒體的負面報

導，我們的主流社會就將他們貼上了標記，在

承受了強烈的標記化之後，當他們開始孕育

下一代，政府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

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

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

女性的歧視與偏見（夏曉鵑，2005b）。國
家部門尚且存在此種「標記化」的作法，遑

論一般社會大眾，能不將這些新移民女性貼

上「標記」嗎？且研究顯示，很多的家庭裡，

母職幾乎代表親職，女性為家務分工與育兒

的主要工作者（陳富美、利翠珊，2004），由

於母親在教養上的重要性，新移民子女因母

親大多來自於主流社會認定為較落後的國

家、落後的文化，屬於台灣非典型的社會文

化背景，因而主流群體即將新移民子女貼上

標記。桃園縣兩位校長對新移民子女及其家

庭即表示了如下的看法：

會娶外籍配偶的人，一般而言都是屬

於相對的弱勢，所以外配子女的問題

很多是來自家庭的問題……。跨國婚

姻具很高的比例為偏鄉地區，或是父

親學力不高、身心障礙等……。外配

子女是異文化結合的下一代，在台

灣傳統主流文化意識氛圍中，極易

被標籤化及污名化，在原罪下出生，

所要面對的就是對母親文化認同的

衝擊，尤其是在台灣欠缺多元文化

包容的社會價值下，對其成長過程

已形成一定的壓力（訪E980118）。
國人總是以有色的眼光看他們，只

因我們對於東南亞文化過度的自

大……。一般人都認為新移民子女

比一般孩子差，有很大的原因是聽

自於媒體錯誤的報導，因為現代人

太相信媒體，但是外籍配偶子女是

少數，只要有成績較差者就顯得突

出，台灣一般孩子成績表現差著也

很多啊，只因台灣一般孩子人數多，

比較不顯現而已（訪F980119）。

對於新移民子女而言，母親母國的文

化、語言對他們有沒有特殊的意義，自己的

家人又是如何看待這外來的文化？台灣的主

流群體，向來是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新移

民，自然而然對於這些國家的語言、文化也

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如曾在母親母國居

住，後來才移居到台灣和一直居住在台灣的

新移民子女對於母親母國的語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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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常常和她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在一起就會講越南話，可是爸爸說

要說國語這樣比較好，人家才不會

笑我們，所以我和媽媽就很少講越

南話了，但是有時候爸爸不在的時

候會說（訪A971222）。
我不會說媽媽的話，媽媽也不會和

我說（訪B971223）。

以這樣的狀況看來，家庭裡最親近的家

人都不看重同為家人的另一種文化，不希望

這樣的文化在家裡延續，社會上的一般大眾

的想法能更超脫，會有更寬容的心胸去接納

嗎？有些社會上的人士，在談論這些新移民

子女時，常憂心忡忡地表示，「這些小孩很

可憐，家裡環境不好，又沒人管，長大以後

會成為社會的亂源。」這樣的標記，未免也

太沉重了。

（三）學校環境給予的標記化

隨著新移民子女漸漸進入學校教育階

段，蔡榮貴、黃月純（2004）統整新移民子
女可能面臨的問題有：外籍媽媽教養子女，

心有餘而力不足，特別是在課業教導方面；

家庭、親職教育功能不彰；經濟困難，生活

與學習環境較差；易被種族歧視，缺乏自信

產生疏離；學齡前即有學業適應不良問題產

生；教育資源不足，教師意願與動機需要提

升；跨部會與跨局處的策略整合有待建立。

陳玉娟（2006）亦指出而其所面臨的教育問
題中，以學業表現、學習態度、語言溝通、

本身自信、文化適應及解決問題能力等問題

較為嚴重。

鍾鳳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針對
屏東地區外籍與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文、心

智能力發展與學習行為之比較研究，外籍配

偶子女較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文方面有顯著

落後的情形，在心智能力方面也有些許落後

的差異，在學習行為上則沒有顯著差異。在

學業成就方面，研究顯示，外籍暨大陸配偶

學童子女的國語文能力與本籍配偶學童子女

之間有明顯的差距（林璣萍，2003），普徧
以「國文領域」表現最差，其次是「數學領

域」（楊淑朱、邢清清、翁慧雯、吳盈慧、

張玉巍，2004）。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
（2007）則更進一步指出，注意與記憶、理
解與表達學習行為能力、家中經濟情形與母

親識字程度是影響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

國語科、數學科的重要關鍵因素。教育部亦

基於有關外籍配偶子女研究常礙於研究樣本

過少，讓研究結果使得這些外籍配偶子女被

貼上「先天素質較差」之錯誤印象，於2005
年對全國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

意向做抽樣調查指出，受訪學童學習表現優

良者首推語文領域，數學則殿後，在校生活

適應狀況裡，上課學習互動不良比率較高（

教育部統計處，2005）。另外的研究則發
現，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其學業成就

不比一般差，有四成者成績相當好，為全班

成績排序的前三分之一，而表現較弱的比例

則和一般差不多（陳烘玉、劉能榮、周遠

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陳美瑩（
2008）研究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之相
關因素亦發現，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與台

灣之子沒有差異，家長的關懷與輔助可能是

主要因素。

由上述研究可知，在課業上，新移民子

女的表現似乎呈現兩極化，有部份是無論在

功課、行為上都表現得很好，甚至學業表現

在班上是名列前茅；另一部份則是在各方面

屬於較落後的一群；但是社會、學校常將其

標記為「先天素質較差」，而不細思新移民

家庭組成背後之問題，此實為教育的一大問

題。

學校本身是個小型社會，學生在這裡面

開始學習社會化，學校的目的是要引導孩子

朝著真、善、美發展，同儕間也許承受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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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複雜的世界，會對特殊的孩子壓迫，給予

這些孩子標記化，學生的認同完全是由教師

在教室中對學生的知覺所創造的（王麗雲，

2002），從而造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
由研究得知，新移民子女在學校的表現，並

不全然是落後的，因而老師便須在學生社會

化的過程扮演關鍵的引導角色。王世英、溫

明麗、羅天豪（2007）在外籍配偶子女補救
教學模式之建構，即特別著重在教師角色的

重要性，認為教師必須是位有能力自我反

省、解放刻板化印象之錯誤意識型態的批判

思考者。

學校裡之新移民子女對於學校生活的感

受如何？其反應如下：

我兩年前才到台灣，原來一直跟外

公外婆住在越南，這裡比越南好，

我也喜歡這裡，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同學動不動就說我「越南來的」，

那時候心裡會難過，現在比較不會

了……有些同學不太好，會欺負我，

我有些話講得不好，他們也會笑我，

還學我說（訪A971222）。
媽媽一直跟我說讀書要認真一點，我

自己上課很認真，我沒有覺得同學對

我有甚麼不一樣的（訪B971223）。
    
其中一位經歷過兩個國家生活的新移民

子女覺得在台灣過的生活比在原母國要好，

雖然會想念原來的國家，但還是比較喜歡這

裡，但卻對於學校的生活、同學的對待較難

以適應；而另一位自出生就居住在台灣的新

移民子女則覺得自己和一般同學沒有甚麼不

同，而且反而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更努力去做。

在現場直接面對學生的教師，對於新移

民子女的看法又是如何？班級裡有外配子女

的教師即表示：

我們班很難帶，你看，全班20個人，
外配子女就有5個，家裡都不管，注
音符號怎麼教都教不會，這次的全

班平均就很低，不過，沒辦法啦，

家裡都沒人管啊（訪C971228）。
我班上有好幾位外配子女，有些外

配子女的成績也很好，可是喔，實在

不知道我們這裡的小孩在做甚麼？成

績竟然比他們還差（訪D980120）。

這樣的言談之下，隱含著教師早已在潛

意識裡將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無論表現得

好或壞，都歸因於他們是新移民子女。而如

吳清山、林天佑（2005b）指出刻板印象在
標記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個人對某類

人具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一旦發現違規行為

很容易就把他貼上標記，經過「自我應驗的預

言」效應，讓其走上不歸路。學校裡，老師往

往在不自覺中，把學生分類、標記，將階級、

經濟上弱勢的學童標記為知識上或社交上的能

力不足（蕭昭君、陳巨擘，2004）。多數非典
型之社會文化背景和少數族群的學生在學校

生活中被分類和標記，部分老師給予孩子標

記化，甚至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認為他

們就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處遇，如Apple提出：

分類和標記是否真的是在幫助小孩，

各界一直爭議不斷，……，學校生

活的實際、學校在大量生產社會經

濟機器所「需要」的特定文化資本

與行動者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將

學生界定成需要某種特定處遇等作

法，事實上是傷害了他（她）。……

幾乎所有對於這個人的行動都受到

這個定義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個

定義也影響了學生本人對他人的行

為，最後則支持了自我應驗的預言

（王麗雲，20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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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將學生標記為須要特定處遇的對

待，須要非常小心處理這樣的標記，鄭世仁

（1994）指出每位為人師表者應該對「標
記」的可怕與無情有深刻的瞭解，並能避免

以標記來傷害學生。標記的可怕在於它使人

喪失自尊、抬不起頭來、到處碰到冷冷的眼

光，最後放棄了個人原有的自我形象，接受

了另一個原先不肯接受的自我觀念。在學校

方面就該注意到學校究竟如何矛盾的一邊強

化學生自我增能，一邊又在壓迫學生，這種

矛盾是必然的，或是說它是需要嚴肅檢視的

過程呢？（蕭昭君、陳巨擘，2004），所以
當教育者自認為是幫助這些孩子的同時，實

質上是真正給予幫助，還是抹殺他們的能

力？又如Apple所言：

學校中利用專家、臨床、心理與

治療的觀點，評鑑，以及標記的

程序，……，其中所隱含的語言型

式與觀點，並不是「協助」的工具，

而是學校用來使抽象個人無名化，並

加以分類到預定的社會、經濟與教育

的空格中，所以這些標記的過程往往

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型式，……，當

權者的文化資本被視為是自然的而

加以使用，提升了假意識與經濟和

文化控制，當我們忙著去「幫忙」

時，便抹殺了多元特質，忽略了人

類互動中衝突與驚奇的重要性（王

麗雲，2002：194 ）。

    
由上述可知，居於弱勢地位，處於雙文

化脈絡下的新移民子女，其實他們應該比一

般孩子更具有多元的特質，但是實際卻是他

們除了本身弱勢之外，更承受了來自於媒體

負面報導、學校及社會所賦予的標記化，最

終，此標記化又將影響其行為，抹煞了自我

的多元文化特質。

（四）自我標記

Talbot（2008）在「父母是少數種族的
個體之自我標記化」之研究指出，從孩童到

青少年到成人，種族標記內在化之自我標記

會改變。標記理論者認為，一個人受到標記

後，其中一個主要效應為自我形象的修正或

自我應驗的預言，亦即當外在的標記力量強

化時，他就會重新評估衡量自己的身份，也

跟著會修正自己的形象，在自我形象的形塑

中，重要他人的標記化會造成重大的修正及

影響（陳秋麗，2005）。鄭世仁（1994）亦
指出標記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標示作用是

依人、依事、依地、依情況而有差異的，被

貼上標記之人，不論其為犯罪、毒癮者、妓

女或笨學生，馬上以此標記做為他「最有力

的身份」，並且取代了他所有的其他角色。

如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針對「新移民媽媽」

親子教養問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新移民媽

媽最感困擾的教養壓力來自「孩子被標記化」

（劉怡伶，2008），這些新移民媽媽也許感
受到，「標記化」不僅會影響到別人對孩子

的看法，更會因為被人孤立、冷落、嘲笑的

結果，影響到孩子的自我形象，由此，被貼

上標記之人，只能生活在標記的陰影裡，終

至產生「自我應驗的預言」。

個人的認同和社會形成交互作用，在

個別的個人認同脈絡裡，他們可能會或可能

不會選擇標記化加諸在他們身上，不論來自

何種文化，標記是人們如何知覺他們的認同

和哪種標記化是可接受的關鍵因素（Hoy, 
2005）。在教學現場，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孩
子缺乏自信、找不到自我認同，這當然有孩

子自身的原因，但另一很重要的因素則是因

為別人的看法，而形成他自己的自我形象。

對於新移民子女而言，常因媒體的不當報導

及社會對外籍配偶的偏見，使得外界對新移

民家庭「標記化」，這樣的標記化使得孩子

在未進入小學就提前感受到「被標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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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壓力，致使孩子產生自卑心理（周新

富，2006），若是周遭環境的人因其先天的
因素，將他們貼上了標記，這些新移民子女

知道別人看待他們是不一樣的，一些自我意

志力較薄弱的孩子，個人會慢慢內化他人對

自己的看法，而自我標記化，如此，可能就

因無法突破，而活在標記的陰影裡。如新移

民子女即表示：

我不知道同學為甚麼要笑我？為甚

麼要欺負我？因為我是越南來的嗎？

（訪A971222）

這不禁使我們擔心，新移民子女本身的

際遇已經讓他們要比一般孩子須具有更大的

韌性來適應這個社會，小小心靈卻道出，因

為來自於東南亞國家，而遭遇到同學的不友

善對待，這將造成他的自我標記化。

綜上所述，由標記理論、主流社會、學

校環境、自我所給予的標記化可知，這些新

移民子女只因為母親來自台灣主流社會所認

知為較落後的國家，而將他們定位為「有問

題」者，但實際是因新移民家庭組成，就已

存有潛在的問題，這些孩子本身和一般孩子

是沒有差異的，但是標記化後的結果卻是抑

制這些孩子的發展，而導致命定的不幸，因

而當我們在關心新移民子女的表現時，除了

關注改變可能性較低的家庭社經地位之變項

，更須關注具有高度可改變性的學童本身學

習行為發展（趙善如等人，2007），而不是
對這些新移民子女貼上了標記，以刻板印象

認定他們比一般學童差，該如何發揮教育的

功效，讓這些新移民子女透過自身的努力來

實踐夢想，將是教育人員亟待努力的，這也

是學校教育可著力之處。

㆕、對台灣新移民子㊛標記化

的省思與建議

（一）去除標記化的作為

目前教育部積極對弱勢群體辦理推動各

項教育政策，如「教育優先區」、「攜手計

畫－課後扶助」方案，原意是為彰顯教育正

義，縮短國中小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

差，另外，內政部兒童局亦為協助外籍配偶

及弱勢家庭兒童有關語文及學習發展能力所

需之有利環境，充實學前準備以強化社會適

應，減緩其日後學習之障礙，於2005年推動
「外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計

畫」（內政部，2005），但是在推動這些計
畫的同時，皆將外籍配偶子女列為需要扶助

的對象，這樣是不是在公部門就已落入將新

移民子女「標記化」的陷阱？這些積極的作

為是必要的，但列為計畫對象的指標應予以

去除，不是因為身分別，而是因為實際上是

需要扶助的。

對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無疑是將問題

歸因於他們本身，而容易導致教育人員忽略

了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教學現場方面，教

師必須培養批判性的思維，用心去傾聽新移

民子女內在的聲音，真正落實多元文化，教

育一般學生及教師尊重、欣賞、接納其他族

群的文化，讓每個孩子具備多元文化價值

觀，讓弱勢族群的文化與主流文化平衡發

展，才能去除標記化。

由於國人對於新移民的認知常是來自於

媒體錯誤的負面資訊，因而在學校教學方

面，須要進行媒體識讀教學，教導學生去批

判媒體報導的真偽，不要因為媒體大量的負

面報導，即不假思索將新移民子女貼上不好

的標記。另外，教師主導著學生的認知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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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師的態度更是影響著每一位學生，教

師必須尊重每一位學生，因而教師的再教育

更形重要，舉辦教師進修活動，讓教師具備

有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將多元文化融入於教

學中，因應全球性之多元文化，才能公平看

待新移民子女。

（二）重視跨文化的經驗

注重新移民子女父母雙方兩種種族傳統

的重要，透過學校課程、介紹文化慶典來瞭

解或認知新移民母國的文化傳統。歐巴馬之

所以有今日的成就，跨文化的經驗可說功不

可沒，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經貿發展

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密切，因而對於新移民子

女而言，其母親的文化及語言，反而能助其

開啟面對世界的另一扇窗，注重這些新移民

原母國的語言與文化，累積文化資本，將是

這些孩子未來的優勢，亦能藉此建立新移民

子女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自信心，而對於一般

學童而言，則要引導重新看待不同國家語言

及文化的美麗。

在實務上，很多學校會舉辦多元文化活

動，如辦理異國風情、異國飲食、異國文物

展等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政策的制定方面，

應考慮到讓新移民母國的語言及文化，亦能

在台灣發展，可仿照台灣少數族群之原住民

族語認證、客語認證的模式，延續新移民之

語言，讓語言成為新移民子女的利基；並定

期舉辦新移民之全國性大型文化活動，可仿

照原住民之豐年祭、客家文化節等，舉辦新

移民國家的博覽會，不僅讓社會瞭解新移民

文化，更讓新移民子女認同母親的文化，使

得台灣成為真正的多元文化國家。

（三）強化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

歐巴馬身上流著白人與黑人的血液，從

小在自我認同上遭遇困難，但是他努力讀

書，努力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並以自己的出

身感到光榮，終能打破種族的藩籬，逃離命

定的不幸。台灣的新移民子女又何嘗不能如

此呢？應該要引導他們思考「我是誰」的認

同問題，此乃處於新環境下把握自己以及把

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期望孩子會以自己有不

同國家的母親為榮，而不是我和別人不一

樣。在學校方面，應強化學校行政輔導支援

系統，建立具有關懷、自主、尊重之校園氛

圍，適時辦理各項輔導活動，如強化親職教

育，讓肩負家庭照顧重擔之新移民增能，配

合親職教育辦理異國美食料理、異國風情

等，建立新移民子女的自尊與自信，強化新

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

㈤、結語

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對於非裔種族而

言，無異是完成了一個夢想，對於白人主流

的霸權社會而言，則不啻是重重打了一記耳

光。非裔種族之於美國、新移民子女之於台

灣，他們常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且在這個

多元的時代，主流社會對於他們，經常不經

意在各地、各場合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

象，並將其標記化，雖然在當今教育現場不

斷強調多元主義，要教育他們認同其自身的

文化，但處在父親及母親之雙文化的脈絡

裡，各方面弱勢的狀況下，其自身有多少的

力量能不被社會的洪流所淹沒。而在教學現

場，由於部分教師欠缺批判性的教學能力，

或是對多元文化的認知不足，依然對新移民

子女貼上標記，教師如此，學生們就更不可

能培養出批判思考的能力及對多元文化的尊

重，所以，追本溯源，從學校開始，進而到

主流社會，無論是在心理上或是實質上，應

去除對這些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的作為，真

正敞開心胸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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