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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婚姻家庭與親職教育之教學個案探討與啟示 
游芸蓁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發展，臺灣跨國婚姻比例日益增加，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國內外籍配偶人數約為 60.2 萬人，臺灣的外籍配偶多來自大陸、港澳地

區，人數約 38.7 萬，占 64.38%，其次來自東南亞國家，人數約 17.9 萬，占 29.71%

（內政部，2024）。 

跨國婚姻家庭的增加也影響臺灣的人口結構，教育部（2024）統計 111 學年

度各級學校新住民學生人數為 28.5 萬人，占學生總數比率的 7%，可見新住民子

女在臺灣已占有一定比率，是不可忽視的族群。王貞云、黃欣蕙、何淑菁（2012）

指出跨國婚姻家庭子女常因語言、文化與生活的差異，產生許多適應上的問題，

教育方面所衍生的問題更是現代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筆者任教於偏鄉小學，發現跨國婚姻家庭的比率偏高，而且多數家庭經濟收

入偏低，家長多忙於工作，未能完全顧及子女的適應問題和教養義務，有感於跨

國婚姻家庭所產生的問題與親職教育的重要，因此，筆者提供身邊真實案例，以

此主題進行探討。 

二、新住民與跨國婚姻家庭的定義 

(一) 新住民 

廣義來說，臺灣新住民指因婚姻、工作、依親或其他因素而來臺居住的外籍

人士及其第二代，不論其是否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狹義而言，指因婚姻移民來

臺之配偶（趙祥和，2017）。早期以「外籍配偶」稱呼，後臺北縣政府成立的新

住民文教輔導科將外籍配偶改為「新住民」，而「新住民二代」或「新住民子女」

指新住民所生之子女。本文指的新住民，以中國籍新住民為例。 

(二) 跨國婚姻家庭 

指夫妻雙方不同的原生國籍，經結婚共同組成的家庭，亦有文獻使用「新住

民家庭」、「新移民家庭」表示新住民與臺籍人士依據合法的婚姻程序所建立之家

庭（如李秀蓁，2010；黃勝美，2013）。近年跨國婚姻家庭多指臺灣籍與東南亞

國家或中國籍結婚組成，由於跨國婚姻家庭數量不斷增加，其相伴而生的文化調

適、家庭互動、親職教育等議題，成為近來各方關切的焦點（張美惠，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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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跨國婚姻家庭案例是臺灣籍男性與中國籍女性結婚所組成的家庭，目前育

有一名國小一年級的女兒。 

三、親職教育的定義與重要性 

(一) 定義 

親職教育是指透過教育家長，協助其學習善盡教養子女的職分，王鍾和

（2000）進一步提到親職教育為教導父母如何扮演父母的角色，或者亦可以解釋

為教導父母如何管教子女，具體的內容包含了解子女的犯錯行為、親子間良好關

係的營造、親子溝通等。本文的親職教育是指教師針對學生在校的生活和學習表

現，與家長進行溝通，搭配學校支援，提供資訊和方法，協助學生改善其因跨國

婚姻家庭而產生之不適應反應，並使親子關係正向發展。 

(二) 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親職教育為每個人的重要課題，其影響不只個人、家庭，也擴至社會，整理

其重要性如下（廖永靜，2015；接惠偉，2020）： 

1. 家長得以學習親職角色 

許多父母不知道如何去教養自己的子女，也缺乏教養子女的知識、方法，甚

至產生錯誤的認知，對於跨國婚姻家庭而言，其所要面對的問題更複雜，而藉由

親職教育能提升父母教養能力，瞭解子女的需求，扮演稱職的父母，使親子皆受

利。 

2. 家長能因應時代變遷做出調整 

過往多以體罰方式處理子女教養問題，不重視孩子心聲，現在則因少子化，

傳統父母角色正面臨挑戰和轉型，親職教育可強化現代家庭功能，協助家長瞭解

新的方法，使其更懂得面對教養子女的相關問題，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3. 減輕家長教養壓力 

親職教育能引導家長覺察與自省，正確認識子女的發展需求，並學習適切的

教養方式與情緒管理技巧，使其能更冷靜應對子女學習困難與行為問題，提升自

信心與親職能力，進而減輕教養過程中的心理負擔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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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一) 個案家庭狀況 

個案家庭社經地位低，為清寒家庭，父母年紀偏大。個案小宜是國小一年級

女生，為新住民子女，曾在中國讀過幼兒園，國小才到臺灣就讀。案父為臺灣籍，

從事農工，收入不穩，平時忙碌，對個案採放任教育，缺乏親師溝通的積極度。

案母為中國籍新住民，自由業，每年會獨自回中國五個月左右，幾乎不曾出面處

理案主學習適應問題。 

(二) 個案問題陳述 

個案年紀小，時常需要母親陪伴在側，但案母每年都會單獨回中國約五個月，

導致個案在此期間會非常想念母親，在校只要一聽到媽媽相關字眼就會放聲大

哭，情緒十分不穩定。此外，個案因幼兒園階段都在中國度過，所以未接觸過注

音符號，國小回到臺灣學習，沒有任何基礎，加上父母年紀大，無暇也無力教導

個案，造成學習落後。 

五、跨國婚姻家庭的親職教育困難 

根據文獻探討可發現上述案例與許多跨國婚姻家庭親職教育所產生的種種

困難相似，顯示此情況的普遍性，以下分三點說明： 

(一) 語言、文化差異 

臺灣新住民多來自大陸和東南亞地區，其語言、飲食習慣、宗教信仰、教養

觀念等，與本國都有不少差異，即使是與臺灣有相似淵源的中國，也存在著許多

不同。陳千惠（2023）即提到中國新住民子女的語言、文化常被簡化看待，忽視

每個省份有不同的方言與文化，誤以為中國新住民在適應上沒有太大的困難。上

述個案雖也說中文，但大陸與臺灣的口音與拼音系統、字體的差異，都會造成學

習適應問題。 

跨國婚姻家庭原本就代表兩種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必然增加新住民在

心理和生理適應上的壓力（吳瓊洳，2023）。然而，媒體常用負面角度來報導有

關新住民的內容，導致社會大眾易用以偏概全的眼光來看待新住民（孟維德、黃

翠紋，2016），讓跨國婚姻家庭在臺灣的處境更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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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缺乏教養知能和人際網絡支持 

多數新住民教育程度不高，對養育子女的知能較為匱乏，夫家也是低社經地

位，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可能影響子女的成長，而且因婚姻來臺灣的新住民大

多隻身一人，沒有家鄉親人支援，加上不熟悉語言、文化，導致他們難以建立人

際網絡。上述案母每年長時間返回大陸可能是此因，不過這也造成個案因母職角

色的時常缺席，而變得容易不安、情緒失控。 

(三) 教養參與度有限 

魏珠容（2016）探討教師與新住民家長的互動經驗，發現教師常扮演主動溝

通的角色，而新住民家長通常是被動的接收者，其原因除語言外，可能也與家庭

經濟有關，有些跨國婚姻家庭為經濟弱勢，父母常忙於工作，難以扮演好親職角

色，子女在學習上遇到困難，不是放任不管，就是無經濟能力安排課後補習，也

無法自行指導，導致子女學習成就低落（李佳璇，2015）。 

因工作而無法配合學校活動時間，也可能造成跨國婚姻家庭不熟悉子女在校

情況，時間一久就漸漸習慣不參與、等待被告知（宋蕙君，2021）。有限的教養

可能伴隨教養品質低落的問題，這對子女的身心發展與人格成長都可能帶來負面

影響（王貞云等人，2012）。上述跨國婚姻家庭案例所面對的問題即是如此，家

長忙於工作，難以兼顧親職角色，使個案產生情緒、學習等適應問題。 

六、跨國婚姻家庭的親職教育建議 

針對跨國婚姻家庭的親職教育困難，筆者分別從政府、學校、教師三方面提

供建議： 

(一) 政府 

1. 給予資源與經費補助 

政府應為弱勢跨國婚姻家庭提供課後輔導津貼，減輕家長的經濟壓力，也應

增加學校的經費補助，用於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或舉辦相關活動上，確保新住民子

女能在教育上獲得更多支持，此外，應協助地方社區設立新住民支持中心，提供

免費的親職教育課程，內容涵蓋語言適應、教養知識與文化融入等，幫助新住民

家長提升親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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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多元文化課程與活動 

多元文化教育是近年來提倡的重要議題之一，隨著跨過婚姻家庭增加，新住

民子女在學校的比例愈來愈高，政府應明訂多元文化課程內容與時數，以確保學

校的推動，並定期辦理新住民相關之活動，邀請新住民分享自己的家鄉、文化等，

增進對新住民的認識，消除偏見和歧視、培養尊重的態度，也讓新住民之間有互

相交流的機會，擴大人際網絡。 

(二) 學校 

1. 增加親職教育活動 

許多勞工階級的跨國婚姻家庭對孩子採取放任教育的態度，除了忙於工作的

原因外，也可能是因本身教育程度偏低，未能有相關知識和方式教導孩子，所以

學校應多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如親師座談會、親職講座、家庭日活動等，並以實

用的獎品鼓勵新住民家庭成員一同參加，提供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和方法，協助

新住民子女在校可能面臨的生活與學習適應問題。 

2. 提供學習輔導系統 

新住民子女可能因適應問題造成學習成就或學習動機低落，加上此跨國婚姻

家庭大多為勞工階級，經濟能力較弱勢，多無預算讓子女參加補習班，加上家庭

成員本身教育水準不高，又忙於工作，無能力亦無時間教導子女課業，使子女的

學習成就難以提升。因此，學校應辦理課後輔導班，善用教學資源來加強新住民

子女的課業學習，提升學習成就和動機。 

(三) 教師 

1. 增加有效親師溝通頻率 

新住民多半不熟悉臺灣的語言和文化，所以子女的教育多由本國籍伴侶出

面，本身參與度低，而本國籍伴侶如未抱持對親師溝通的積極態度，則可能加劇

新住民子女的適應問題，對於跨國婚姻家庭，教師應增加親師溝通頻率，而且不

單是與本國籍家長溝通，更要重視與新住民家長聯繫，協助其了解孩子的問題，

提供相關資訊，加強親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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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互助溫暖的班級氛圍 

新住民家長通常難以提供學業指導，就算孩子有心學習，回家也無人可詢問，

所以在校時間就顯得格外重要，教師應鼓勵同儕互助行為，亦可透過影片、故事、

活動等方式，帶領學生了解多元的文化，教導尊重、關懷不同文化的同儕，協助

新住民子女融入團體中，進而肯定自我價值。 

七、結語 

跨國婚姻家庭的比率逐年攀升，從身邊的案例和文獻的回顧可以發現新住民

在臺灣處境較為弱勢，其所產生關於親職教育的種種問題，包括語言和文化差異、

缺乏教養知能和人際網絡支持、教養參與度有限等，筆者針對政府、學校、教師

三方提出建議，期盼能全面給予跨國婚姻家庭親職教育上的協助，使新住民子女

能更快適應生活與學習問題，並增進和諧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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