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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社經環境快速變遷，再加上受到跨國婚姻、少子女化等

現象影響，新住民已成為我國重要族群之一，為因應隨之而來的新住民及其子女

教育相關議題，教育部自民國 105 年至 108 年推動為期 4 年的「新住民教育揚才

計畫」，本計畫業於 108 年底屆滿。為探討本計畫執行方向與跨文化衝擊適應對

應情形，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方式瞭解新住民教育政策發展背景、現況與本計畫實

施策略，並以來自東南亞等外國及大陸地區而回臺就學之新住民子女為對象，以

跨文化適應為理論基礎，針對該計畫執行策略進行探討，分析計畫執行策略是否

對應其文化衝擊與適應困難，以作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研訂相關政策之建議與參

考。 

關鍵詞：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跨國銜轉學生、跨文化適應、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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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affected by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nd the low birth rate, the new immigra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groups in Taiwan. In response to the educational issues of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oted the four-year " 

New Immigrants Education Advancement Project " from 2016 to 2019. This research 

applied the document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for new immigra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 of this pla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ituation of cross-cultural shock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plan is discussed, analyze whether the 

project execution strategy corresponds to its culture shock and adaptation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three sugges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Keywords: New Immigrants Education Advancement Projec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ransnational students, children of the new immigrants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1），頁 131-150 

 

專論文章 

 

第 133 頁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受到全球化、國際化及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等趨勢影響，世界各國交流日趨頻

繁，人民跨國流動也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而近年來，跨國婚姻於南韓、新加坡、

日本及臺灣皆日益普遍（Jones & Shen, 2008）。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

累計自 76 年至 111 年 3 月之外籍(含大陸及港澳)配偶人數已逾 57 萬人，其中，

以大陸地區人數最多，約占新住民人數之 61.7%，新住民人數則以越南籍最多，

其次依序為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內政部移民署，2022）。而新住民子女

108 學年度就讀各級學校人數已逾 31 萬餘人，占全國總學生人數之 7.4%（教育

部統計處，2020a）。教育部統計處分析，近 5 學年間高級中等以上之新住民子女

學生數增逾 10 萬人，新住民子女學生之父（母）來源地區或國家，多為語言相

近之大陸地區或鄰近東南亞國家。其中幼兒園、國小及大專校院以大陸地區居首，

國、高中則以越南為主（教育部統計處，2020b）。另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

87 年至 106 年間，臺灣婚配數的 15%是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其中 94%是女性配

偶，占臺灣新住民婚配的九成以上（內政部戶政司，2017）。新住民人口數逐漸

增加，儼然已躍昇為我國第五大族群，而移民婚姻及其子女於我國人口結構中的

比例增加，造成家庭結構與型態的多元化。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18年 3月發表《移民背景學生的堅韌性》（The Resilience 

of Students with an Immigrant Background）報告書中提及，移民現象已改變了許

多國家之學校教室裡的結構與學習生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8）。而

新住民的語言、文化學習及生活適應都有賴教育，其不僅是個人或家庭之事，政

府亦必須責無旁貸地協助照顧與輔導（黃政傑，2015）。依教育部國教署調查統

計，106 至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高中職階段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人數已

逾 2,000 人，以往跨國銜轉學生（新住民子女）在中小學教育現場非常罕見，因

此欠缺適切的處理機制。惟隨著其人數漸增，相關學習輔導問題已浮現（李高英，

2021），可知我國舊有教育機制未全盤考量新族群適用性與可行性，導致錯失適

當處置的關鍵期，必須以更多成本來完善處理。而近年來政府推動新族群相關教

育方案亦尚未系統性完善整體新住民教育制度，爰嘗試分析現有執行成果有其必

要性。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4 條規定：「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

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

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

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由此觀之，歸化後新住民雖來自不同地區、

國家，我國政府仍應積極保障其教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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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新住民及其子女發揮其語言及多元文化優勢，打造和諧共榮社會，提升

國家競爭力，教育部自 105 年推動「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業於 108 年底屆滿，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透過官方文件與相關基礎研究，探討該計畫背景與執行成

效，並分析待改進之處，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新住民教育政策決策之參考為

本研究動機。新住民及其子女於臺灣跨國成立家業融入社會之歷程，可視為是個

體對異地文化的文化衝擊與調適之歷程（吳樹欉，2019）。爰此，本文首先將分

析文化適應之意涵，嘗試建構本研究分析新住民及其子女於臺灣教育文化之文化

衝擊意涵，透過臺灣學者研究成果研析其教育適應困難，再以文件分析方式瞭解

新住民教育政策發展背景與現況，並藉由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實施情形，分析及

探究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尚待精進之處，本研究範圍以新住民子女為對象，針對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行政制度部分探討，以作為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研訂相關政策之建議與參考。此外，跨文化適應相關文獻多指個體接觸

新文化之文化衝擊適應，而本研究所指研究對象為來自東南亞等外國及大陸地區

而回臺就學之新住民子女，亦會面臨跨文化適應問題（鍾鎮城，2017；吳樹欉，

2019），特此說明。 

貳、文獻探討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實施對象包含新住民、新住民子女及一般民眾，本研究

範圍為新住民子女為對象，以下分別探討跨文化適應之定義與內涵，臺灣新住民

子女跨文化適應之困境分析。 

一、跨文化適應之定義 

當一開始接觸到新的文化，人們經常會面臨到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之

現象，Oberg（1960）即以文化衝擊的概念，來形容人們因觸及新文化而產生不

適應之衝擊現象，此概念包括六大層面：(1)適應不熟悉環境的壓力；(2)失去朋

友、地位、專業等之失落感；(3)抗拒感，包括：抗拒新文化的人，或被新文化的

人排斥；(4)困惑感，即對於角色及角色期待、價值觀、自我認同感等感到疑惑；

(5) 察覺文化差異後，感到驚訝、焦慮，甚至是厭惡或憤怒；(6)無法因應陌生環

境而產生無力感（Stewart & Leggat, 1998）。而跨文化衝擊除了會造成心理上的不

適，亦會造成生理上的不適（Winkelman, 1994）。良好的跨文化適應者樂意接觸

新文化環境的人們及多元文化，並將跨文化體驗視為生活經驗（Stilianos et al., 

2017）。 

Oberg（1960）將跨文化適應分四個階段，分別為：蜜月期、危機期、復原

期及適應期。通常跨國銜轉學生初抵達我國時，會對新生活環境感到興奮和好奇，

並對新事物充滿期待，並未感受周圍變化之壓力，惟漸漸地，感受到新語言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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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衝擊，對新生活環境會產生敵對感，情緒也不穩定，必須尋找解決文化困難

的方法，調適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逐漸適應新環境、接受新文化及生活方式，

最後能夠在新環境中開始享受新文化，並感到舒適愉快。 

跨文化適應是指調適處於不同的文化環境之下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之過程

（Oberg, 1960）。而跨文化適應的概念，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其一、對不同溝通

型態與行為之適應；其二、對新的文化環境之整體適應（Deardorff, 2006）。歸納

學者專家（Aycan, 1997；Black et al., 1991；陳心懿、王秀敏，2017）對跨文化適

應之定義，研究者將跨文化適應之概念界定為在不同環境中，個人為了適應文化、

語言或生活方式等文化衝擊，以降低焦慮、衝突或挫折等所造成的壓力，進行心

理調適之過程。為個人內部、心理上及情緒上對新文化的反應，並可透過個人經

歷的文化經驗衡量。 

二、跨文化適應之內涵 

Black 與 Stephens（1989）將跨文化適應分類為：一般適應（General 

adjustment）、互動適應（Interaction adjustment）及工作適應（Work adjustment），

Aycan（1997）提出的分類與 Black 與 Stephens（1989）所提相似，其認為跨文化

適應可分為「心理適應」（Psychological adjustment）、「社會文化適應」（Social-

Cultural adjustment）及「工作適應」（Work adjustment）等三個層面。前述學者專

家提出的跨文化適應分類觀點相似，認為跨文化適應層面可分為對新環境之社會

文化的心理適應、與新環境的居民進行互動，以融入當地，以及對新環境的工作

進行心理適應。 

基此，本文依據 Black 和 Stephens（1989）、Aycan（1997）等人的分類，將

新住民子女跨文化適應層面分為心理適應層面、社會文化適應層面及學校適應層

面等三個層面，茲將概念分述如下：  

1. 心理適應：係指新住民子女在跨文化適應時，能保持良好的精神和心理健康。 

2. 社會文化適應：係指新住民子女在跨文化適應時，能充份地融入該社會環境

之中，包含於新環境中人際的互動，並有能力處理新環境中生活周遭的問題。 

3. 學校適應：是指新住民子女能有效地完成學校的學習，並在學業的學習、行

為及人際關係上，展現出正向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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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新住民子女跨文化適應之困境分析 

跨國銜轉學生指的是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

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2017），而本研究所

指為來自東南亞等外國及大陸地區而回臺就學之新住民子女，因華語文能力不足

而造成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明顯困難者，須透過各種服務措施的幫助，始能順利

銜接該生原本應就讀教育之階段。跨國銜轉學生因家庭經濟能力無法自主性協助

子女克服學習落差、生活適應或文化差異等問題，皆需仰賴學校人員提供協助，

往往使教育現場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反應不及（吳樹欉，2019）。基於前述文獻

探討結果可見，個體面臨不同文化時會產生文化衝擊，產生個人內部、心理上及

情緒上對新文化的反應（吳樹欉，2019；Aycan, 1997；Black et al., 1991；陳心懿、

王秀敏，2017）。綜觀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茲將新住民子女跨文化適應層面分

為心理適應層面、社會文化適應層面及學校適應層面等三個層面（Black & 

Stephens, 1989；Aycan, 1997），並分述其跨文化適應之困境如下：  

(一) 心理適應層面 

新住民學生自東南亞等國家或地區回到臺灣就學，其家長的母國文化與我國

不同，易造成新住民子女在心理適應上的困難，李玉惠、吳清基（2007）即指出，

造成新住民子女學習弱勢現象之關鍵因素，在於國語能力。吳芝儀與劉秀燕

（2004）研究提出，新住民家長語言能力不好，使新住民子女行為似乎有負面表

現，學業成就較低落、語言程度較差。黃昭勳（2018）則指出跨國銜轉學生受到

華語能力的影響，在學習上落後同儕，使其自我懷疑與習得無助感，校內導師與

輔導教師因不知如何與其溝通與協助產生困擾，顯示現今國教體系，對於跨國銜

轉學生的不友善。曾韻慈（2022）提及跨國銜轉學生因與本國學生於語言、文化

等差異，在同儕間顯得格格不入，更有少數因此產生學習無助感。李高英（2021）

亦認為跨國銜轉學生因華語能力不足，導致有學習落差、生活適應力不佳，以及

缺乏自我認同之自信問題。而吳彥臻（2022）研究亦發現，跨國銜轉學生所遭遇

學習適應困難問題，尤以語言問題最為關鍵及嚴重。綜合上述，跨國銜轉學生本

於語言、文化等差異，受到華語能力影響，致學習成就低落，因學習落後同儕，

部分跨國銜轉學生因而產生自我懷疑、習得無助感，如未能求助，易產生心理適

應層面的困擾。 

(二) 社會文化適應層面 

社會資本的連結有助於提高子女的學業成就（周新富，2006）。邱琍敏（2012）

研究顯示，本國籍學生的社會資本，表現明顯高於新住民子女、母親國籍會影響

到學生的社會資本之表現。呂紹貿（2010）研究則發現，大多數新住民家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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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嚴重缺乏，新住民及其子女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他們

多屈服於強勢的臺灣文化，選擇、接受並認同其為主流。新住民家庭因不熟悉我

國生活環境、語言文化，且缺乏社會支持網絡狀況下，新住民子女因而產生社會

文化適應之困境。是以，跨國銜轉學生如受到家庭影響，對於我國語言、文化不

甚熟悉，缺乏社會支持網絡協助與互動，未能充分融入我國社會環境中，較易產

生社會文化適應問題，較難解決新環境所產生的生活問題。 

(三) 學校適應層面 

學校適應為學生與學校交互作用的過程（林進材，1992），通常可略分為學

業方面、行為方面及人際關係方面參大部分（林淑理，2000）。林璣萍（2003）

針對新住民子女學校適應之研究發現，父母親的語言能力對新住民子女學校適應

有影響。如果母親對中文不熟悉，不利於親子閱讀，易造成孩子學習遲緩，使其

在適應學校教育時發生困難。而李玉惠、吳清基（2007）亦指出國語能力影響新

住民子女參與遊戲與活動之表現，也會影響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對學校教師與

行政人員來說，過往的培訓課程缺乏對新住民教育之專業知能，國教課程亦以華

語為主要語言，與新住民學生主要用語不同，學校制度如沒有完善的教學策略、

親師溝通、輔導方式、行政組織等機制，將會窒礙難行（李高英，2021）。可知，

因缺乏新住民教育相關專業知能，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於不熟悉新住民教育的狀

況下，在教學輔導、親師溝通或行政流程等方面，可能難以切合新住民學生需求，

以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 

由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可知，跨國銜轉學生所遭遇學習適應困難問題中，以語

言問題為首要困境。跨國銜轉學生因華語能力不足，回到臺灣後無法順利接軌教

育系統，通常只能降轉或接受補救教學，其中，以家庭資本較為弱勢的東南亞國

籍新住民子女情況最為嚴重（鍾鎮城，2017）。除此之外，跨國銜轉學生在課業

及人際關係上皆面臨困境，進而產生適應上的問題，須仰賴學校提供必要的協助

與輔導，學校對於跨國銜轉學生應提供更多關心與資源投入，才能協助其快速適

應學校生活（吳彥臻，2022；李高英，2021；黃昭勳，2018）。 

新住民因婚姻移民來臺，在婚姻關係中不對等，又經常被冠上婚姻商品化的

刻板印象，使新住民及其子女易遭受歧視，再加上新住民子女心理適應層面、社

會文化適應及學校適應等層面產生困難。為解決以上新住民與其子女融入社會環

境之困境，教育部推動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以下茲就計畫內涵與執行情形概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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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 

新住民教育政策之訂定與實施，須考量國內外教育趨勢和社會政治、經濟、

文化等發展現況，逐步進行調整，以切合教育實務現場之需求，茲將新住民教育

現況與問題分析如下： 

一、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背景 

為協助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早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避免因適應不良而衍

生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2003 年內政部奉行政院指示，於 2004 年提出「外籍

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以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整合政府及社

會資源，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平等對待外籍與大陸配偶，落實保障其權益

與需求。由內政部、教育部等各部會依其權責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

施，縣(市)政府和部分民間團體則扮演執行的角色，提供跨部會的整合服務機制

（余政憲，2003）。 

教育部於 99 年 8 月 28 至 8 月 29 日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隔年（2011

年）1 月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提出「提升新移民

及其子女教育服務品質方案」方案，明列「配合新移民學習需求，調整教育資源

配置，提升學習品質」、「提供新移民子女適性生活、學習輔導，提高其學習成就」

之目標及 9 項具體措施，作為未來 10 年新住民及其子女教育發展藍圖（教育部，

2011）。 

後續 101 年至 104 年內政部與教育部共同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計

畫為期 3 年，從小紮根多元文化素養及族群和諧共處的觀念，落實新住民輔導網

絡及強化家庭功能（監察院，2018）。另於 105 年至 108 年推動「新住民教育揚

才計畫」，並於 104 年 12 月訂定「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推動高

中職以下各階段新住民子女各項教育作為，如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新住民子女

國際文化交流、返鄉溯根、職場體驗及推動新住民語文親子共學等活動，以開展

新住民子女潛能及生涯發展（教育部，2016b）。 

教育部 104 年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 108 學年度起將新住

民語文列為國民小學必選，國中為選修課程，教育部頒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推動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實施計畫」，以結合學校特色，採有效教學策略，

精進新住民語文實施內涵（教育部，2019）。 

自上述有關新住民及其子女相關計畫發展，可知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繼全國

新住民火炬計畫之後，計畫開展方向除了以新住民子女教育為核心，亦擴及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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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家庭及一般民眾，為的是使新住民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我國。新住民教育揚才

計畫對於新住民子女教育方面，所執行之營造友善學習環境、建構語言學習體系

及推動境外職場試探等行動方案，對於新住民子女之跨文化適應的心理適應、社

會文化適應及學校適應等三個層面是否有所助益，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二、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架構與內涵 

教育部整合部內各單位現有推動之計畫與資源，推動「新住民教育揚才計

畫」。計畫目標、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概述如下（教育部，2016a）： 

1. 計畫目標 

(1) 展現新住民子女語言發展優勢，培育多元優質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 

(2) 暢通新住民多元學習管道，展現新住民優質潛能。 

(3) 辦理多元文化課程，提升國人對新住民文化的瞭解、尊重與認同，以促

進社會和諧。 

2. 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 

為落實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及共創和諧共榮社會，達成計畫之政策目標，

計畫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如下： 

(1) 策略一為「發揮優勢適性揚才」，行動方案包含：「1-1 營造友善學習環

境」「1-2 建構語言學習體系」「1-3 推動境外職場試探與學習體驗」及

「1-4 培育區域文化經貿人才」 

(2) 策略二為「協助適應發展潛能」，行動方案包含：「2-1 深化融入及適應

能力」、「2-2 建立學歷採認及銜接就學機制」、「2-3 落實輔助學習資源」

及「2-4 發揮潛能鼓勵就業」 

(3) 策略三為「共創友善融合社會」，行動方案包含：「3-1 普及多元文化學

習機會」及「3-2 促進文化交流理解與尊重」。 

3. 工作項目 

本計畫工作項目依「揚才」、「展能」及「共融」目標，發展出三項策略，並

針對「學生」、「新住民」及「一般民眾」計有 10 項行動方案，其工作項目計 20

個，包含：新住民語文教學、高中職東南亞第二外語、母語師資、多元培力、培

訓志工參與新住民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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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跨文化衝突與適應意涵分析 

從 10 個行動方案跟 20 個工作項目而言，策略一的對象為新住民學生，目的

是「發揮優勢適性揚才」，行動方案包含：「1-1 營造友善學習環境」「1-2 建構語

言學習體系」「1-3 推動境外職場試探與學習體驗」及「1-4 培育區域文化經貿人

才」；策略二的對象新住民，目的係「協助適應發展潛能」，行動方案包含：「2-1

深化融入及適應能力」、「2-2 建立學歷採認及銜接就學機制」、「2-3 落實輔助學

習資源」及「2-4 發揮潛能鼓勵就業」；策略三對象一般民眾，目的為「共創友善

融合社會」，行動方案包含：「3-1 普及多元文化學習機會」及「3-2 促進文化交

流理解與尊重」。而對應的 20 個工作項目，則分別針對工作項目之對象各自對

應。 

本研究範圍聚焦行動方案 1-1 至 1-3，僅針對工作項目「新住民樂學活動」、

「新住民子女溯根活動」、「新住民子女國際職場體驗活動」探討新住民學生跨文

化適應問題。 

綜上文件分析結果可知，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工作項目之意涵，得分為新環

境之社會文化的心理適應、與新環境的居民進行互動，以融入當地，以及對新環

境的工作進行心理適應；而跨國銜轉學生則由心理適應層面、社會文化適應層面

及學校適應層面進行規劃。以下茲就跨文化衝突與適應意涵分析如下： 

(一) 心理適應層面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1 營造友善學習環境」，其中依據「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實施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

課程，針對曾在國外居住返國就學，且缺乏華語表達溝通能力的新住民子女，補

助學校對學生進行華語補救課程，必要時得聘請通譯助理人員，協助學習語言。 

106 學年度國中小及高中職跨國銜轉學生人數計 866 人，107 學年度計 998 人，

108 學年度計 863 人。以來源國家來看，東南亞國家中以越南人數最多，印尼次

之，泰國第三；以居住縣市而言，大多集中於六都（李高英，2021）。 

因應發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為 108 課綱），教

育部自 108 學年度起將新住民語文列為國民小學必選，國中為選修課程（教育

部，2019），亦即將東南亞七國（含越南、印尼、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菲律

賓、柬埔寨）語言納入 108 課綱，顯示國家肯定學生對於學習新住民語言學習的

選擇，而新住民學生可能因為這樣的肯定，更願意為這些得到認同強化的語言投

注更多的語言學習成本（鍾鎮城，2020）。林宜玄與范垂玲（2015）認為新住民

子女如能在國教系統中學習其家長母國語言，對於他們的身心發展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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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自我角色及族群自信方面的肯定。 

黃昭勳（2018）研究發現，跨國銜轉學生因華語能力不足，通常降轉或接受

補救教學，其中，又以家庭資本普遍較為弱勢的東南亞國籍新住民子女情況為多。

而接受華語補救教學的個別化課程後，華語能力在聽、說、讀、寫方面皆有明顯

進步，在與同儕相處及師生溝通方面亦有正面效果。阮月娥（2020）研究結果指

出，隨著華語能力的提升，跨國銜轉學生之學習態度從消極、被動，變為積極主

動，對學校生活轉變為喜歡，並投入學校生活。惟監察院（2018）報告提出，跨

國銜轉學生返臺後，面臨接續教育及語言溝通、文化及生活適應等融入社會等問

題，甚至影響自我認同，也不利未來求職就業。政府對於跨國銜轉學生就學的問

題，應從通報追蹤與掌握、就學安置與轉銜、語言學習與生活輔導等面向，建立

完善的處理機制及配套措施。 

綜上，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1 營造友善學習環境」，針對新

住民子女對華語的學習需求提供系統化協助，增進學習華語文的動機，並使其對

學習產生正向態度。惟應由學校持續透過三級輔導，對跨國銜轉學生提供有效且

直接的協助，並進行後續的追蹤輔導，以協助其於心理適應層面之提升。 

(二) 社會文化適應層面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2 建構語言學習體系」，其中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於 106 年發布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

教育要點」，補助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屬）中小學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實施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課程、辦理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含

親子共學）、推動新住民語文課程、補助辦理新住民語文活動等項目。同年整合

現有新住民教育資源，建置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習支持系統與服務，追蹤新住

民子女跨教育學習成效（監察院，2018）。 

新住民子女樂學（含親子共學）之相關活動，使新住民及其子女透過親子共

學的方式，在快樂的氛圍中共同學習家長母國的語言與文化，並將成果向學校與

社會大眾分享。新住民學生表示能學習媽媽的母國語言的經驗很特別，新住民家

長及其親戚也感到很驚訝，學校校長也表示新住民學生與其家長都非常喜歡參與

新住民語言樂學活動（大紀元，2020）。 

綜上，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2 建構語言學習體系」的執行

成效中，顯見新住民子女與家人共同學習家長的母國語言，除了可營造家庭成員

間共同話題及和樂氛圍，也能向社會大眾展現新住民國家語言、文化或美食等豐

富內涵，進行多元文化交流。惟對於新住民家庭可能受限語言能力不足和社會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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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弱勢，其對子女教育產生困境，應於新住民子女學前階段即進行協助，此外，

亦應持續深化新住民多元文化內涵，避免淪為淺碟的展演活動，才能真正地提升

新住民子女於社會文化層面之適應。 

(三) 學校適應層面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3 推動境外職場試探與學習體驗」，為深

化新住民子女的優勢，接軌國際移動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5 年發布

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女國際職場體驗活動作業要點」補

助有意願赴父親（母親）原生國進行國際職場體驗並進而就業的新住民子女，105

年度補助 24 名新住民子女，106 年正式辦理補助 36 名學生，107 年度計 72 人參

加（張世忠，202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 

另為增進新住民子女學習新住民語文及進行多元文化體驗，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自 106 年度起推動「新住民子女溯根活動」，補助新住民子女（含親師

生）於暑假期間至新住民子女父（母）原生家鄉，進行文化體驗及語言學習，106

年度至 108 年度近 3 年已有 224 餘人參與（林曉雲，2019；教育部，2018）。 

有鑑於跨國銜轉學生因語言隔閡造成的學習落差、生活適應或文化差異問

題，明顯有輔導需求，但新住民學生可能不知求助的管道或不敢主動求助，學校

教師與行政人員應主動覺察，並提供行政、教學與輔導等相關資源，以保障跨國

銜轉學生之學習權益。此外，輔導專業人員的養成與培訓過程，缺少跨文化諮商

及國際諮商內涵（李高英，2021）。跨國銜轉學生隨著華語文能力的提升，能改

善其師生溝通及同儕相處情形，在學校的學習態度亦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投入學

校生活（阮月娥，2020；黃昭勳，2018）。 

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方案「1-3 推動境外職場試探與學習體驗」，新

住民子女至企業參訪、體驗，並於工廠進行相關商品製作流程的實際操作後，皆

表示相當有成就感，職場體驗時間雖然短暫，但每位新住民學生皆用心投入境外

職場體驗之活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2019）。可知，新住民子女透

過職場體驗活動，發現自身具語言、文化優勢，並提升自信心，以及瞭解到提升

新住民語文能力及多元文化知能的重要性。 

黃琬玲（2005）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影響東南亞新住民子女的學習適應情

形，而新住民家長國語表達能力則會影響其子女語言發展。此外，新住民因語言

文字所造成的障礙，無法協助其已就學子女的課業學習與進行良好的親師溝通，

常會造成教育其子女的障礙（張鈿富，2006）。陳源湖（2002）也指出，因為語

言、文字的障礙，新住民無法適度的參與子女受教育系統的活動，也無法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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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協助。而葉郁菁（2009）針對幼兒教育階段新住民家庭研究指出，新住民家

庭女性因其本身語言能力和社會階級，學校參與的意願不高、機會也較少。依據

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08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幼兒園人數約 2 萬 6,249 人，

占該階段全國學生比例約 4.6%。（教育部統計處，2021）。顯見新住民子女就讀

幼兒園人數占一定比例，惟教育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未將學前教育階段納入計

畫中，恐不利於學前教育階段新住民子女學校適應層面。 

綜上，新住民學生透過師長的帶領之下，至新住民家長母國企業職場體驗，

或參與溯根活動，應著重瞭解多元文化內涵、進行跨國文化交流，及增進新住民

學生間、師生間的溝通互動、文化理解。惟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適時盤點學校實

務現場需求，除了培訓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協助一般學生及新住民學生於新住民語

言學習之外，對亦應提升學校教師之多元文化之知能與涵養，以利提升新住民學

生對學校之適應。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心理適應層面 

跨國銜轉學生與我國學生因生活環境、語言及文化等差異，且受到其個人華

語能力高低影響，華語能力低者，易致學習成就較低，部分學生產生自我懷疑及

習得無助感，如未能求助，易產生心理適應層面的困擾。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

行動方案「1-1 營造友善學習環境」主要在協助新住民子女華語的學習，由學校

持續透過三級輔導，對其提供有效、直接協助，並且後續追蹤，增進其心理適應。

透過文獻探討發現，跨國銜轉學生接受華語補救教學的個別化課程後，華語能力

有所提升，對其與同儕相處、師生溝通及學習態度有正向效果。 

惟跨國銜轉學生囿於其家長之母國文化、語言隔閡等差異，而對生活環境適

應不良，造成心理適應問題與困境，其可能明顯有輔導需求，但可能不知求助的

管道，抑或不敢主動向學校人員或親友求助。此外，我國教師或行政人員於師資

培育或培訓現階段尚缺乏系統性之新住民教育與輔導專業知能課程，可能難以切

合新住民學生之教育需求與期待。 

(二) 社會文化適應層面 

跨國銜轉學生如受到新住民家庭影響，社經階層較低，或家長及本身對於我

國生活環境、語言及文化不甚熟悉，未受到社會支持網絡協助與互動，或未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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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國社會環境中，較易產生社會文化適應問題。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

方案「1-2 建構語言學習體系」主要鼓勵新住民子女與家人共同學習母國語言，

並與本國人進行多元文化交流。透過辦理新住民教育活動，能使新住民子女與家

人有機會共同學習家長的母國語言，在親子互動之餘，也能與我國民眾進行多元

文化交流。 

惟部分新住民家庭處於弱勢，應於其子女學前階段即進行協助，惟新住民教

育揚才計畫中，諸如職場體驗、返鄉溯根活動或大專校院學生境外職場試探與學

習體驗等，尚未規劃擴及協助學前教育階段新住民子女，恐不利其社會文化或學

校適應之發展。此外，亦應持續深化新住民多元文化內涵，以提升新住民子女於

社會文化層面之適應。 

(三) 學校適應層面 

對於跨國銜轉學生而言，新住民家長如對華語不熟悉，不利於親子閱讀，易

造成新住民子女學習成就低落，其華語能力易影響師生間互動，造成其適應學校

之困難。新住民子女參與職場體驗、返鄉溯根等活動，應著重跨國文化交流，並

促進學生及師生間的溝通互動、文化理解。其中，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行動

方案「1-3 推動境外職場試探與學習體驗」，係為使新住民子女發揮優勢，補助有

意願赴新住民家長母國進行國際職場體驗或就業之新住民子女。相關文獻指出，

新住民子女參與活動後產生成就感，能察覺自身的語言、文化優勢，提升學習的

自信心。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除了培訓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外，亦應提升學校教師之多

元文化之知能與涵養、完善三級輔導機制，對於新住民學生之語言教學、跨文化

適應之情形持續追蹤，惟尚未呈現適應輔導之成效分析，難以了解對於新住民學

生之學校適應層面的教學與輔導之成效，恐不利提升新住民學生對學校之適應。 

二、建議 

(一) 心理適應層面 

新住民子女跨文化適應困境應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與學生家長能協同

合作，以提升新住民學生之心理適應，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於我國我國教師或

行政人員於師資培育或培訓階段開設系統性之新住民教育與輔導專業知能課程，

以持續建置完善新住民子女教育機制。此外，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應主動覺察新

住民學生需求與期待，以提供學生相關支援與輔導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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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文化適應層面 

建議宜規劃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延伸至協助學前教育階段新住民子女，除了

於學校教育方面，於學前教育階段課程中，宜融入新住民文化教育內涵，以增進

學前教育多元文化覺察之教育課程或活動，使幼兒接觸、瞭解多元文化，爰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宜整體規劃，將學前教育階段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納入計畫中。 

(三) 學校適應層面 

對於部分新住民子女為跨國銜轉學生，可能產生學校中的人際關係、師生互

動或學業成就落後等心理、社會文化及學校適應之問題，建議中央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賡續建置完善的跨國銜轉制度，並對於新住民學生之語言教學、跨文化適應

之情形持續追蹤，並呈現跨國銜轉學生之適應輔導之成效分析，維護其受教權，

並供學校行政處理或相關研究參考。 

伍、研究限制 

經研究者針對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成效進行相關文獻搜尋與探討，發現新

住民教育揚才計畫之成效散見於中央或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或

相關學位論文或期刊。換言之，中央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尚未系統化地將新住民教

育揚才計畫成效公開呈現，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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