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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原本就存在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課題，閩南、客家、原住民及中國大陸

各省住民長期共處，近年來面臨新住民女性及其子女所形成的「第五大族群」，

為了尊重多元文化及增進族群關係，政府、民間機構及學校致力於推動多元文化

教育方案。 

根據 2019 年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新

課綱），新課綱中規定國小學生必修本土語文或新住民語文課程其中一項的科目，

每週一節。新住民語文以東南亞地區為主，有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

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七種語文可供選習，新課綱規定學校應依學生學習需求開設

課程。國小階段，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除了安排在必修課程之外，還可在彈性

學習課程「其他類課程」中開設。國中階段，新課綱也規定學校應調查學生選修

意願，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課。高中階段，新住民語文納入第二外語 6 學分之中開

設（教育部，2014；教育部，2018）。 

新住民子女語文課程的開設，政府另訂有師資培育策略，包含師資養成、資

格及聘任制度等，針對新住民語文師資來源，以教學支援人力與正規師資逐步培

育雙軌並行，目前主要是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及《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育專業增能培訓計畫》、《補助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

支援人員培訓要點》，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課程，並

區分受訓對象，完成 8 小時或 36 小時的課程規劃。未來預計規劃建立正規的新

住民語文的師資管道，幫助新住民語文師資培育後能通過教師資格檢定及教師甄

試。 

有關如何規劃適切的新住民語文課程，提供傳承新住民原生國之語文學習，

以及幫助拓展臺灣各族群修習新住民語文的學習環境，作者曾針對新住民語文師

資（含教學）相關問題及師資配套做為主題，進行探究並撰寫專文（黃政傑、吳

俊憲，2019；吳俊憲，2020）。本文則是聚焦於新住民女性的生活適應、語文學

習的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具體支持作法。這是因為新住民女性來臺初期，由於跨

國婚姻遭遇語言隔閡、社會階層及文化差異的衝擊，在生活、飲食、經濟、文化、

教養子女及婆媳溝通等方面陸續出現適應問題。細究這些問題，大多與新住民女

性的語文學習（語言和文化）有密切關連，一旦語言溝通、文化調適及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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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順暢，許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作者認為首要之務就是提供新住民女

性在生活適應和語文學習方面必要的支持作為。 

二、 新住民女性生活適應問題與語文學習的問題 

1992 年臺灣政府通過《就業服務法》後，使得新住民來臺人數激增。1994
年的南向政策鼓勵臺灣商人赴東南亞設廠，於是越南、泰國、印尼、緬甸、柬埔

寨與菲律賓等地興起跨國婚姻仲介，促成許多跨國婚姻。隨著新住民女性及其子

女人數的增加，自然也衍生出相應的問題，例如新住民女性離鄉背景，剛建立家

庭並面對人生階段的重大轉變，還要適應不同生活習慣，尤其有語言隔閡和文化

價值觀的差異，因此容易產生家庭溝通不良與缺乏養育子女知能的問題。 

新住民女性婚嫁至臺灣，因為脫離母國原來的生活型態，也失去人際關係網

絡的支持，容易產生恐懼及不安的感受，身處陌生環境就會有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一旦需求被滿足才能產生良好適應。例如張芳全、陳冠蓉和那昇華（2007）、李

家鳳（2013）研究指出，新住民女性經常遇到的困境有：(1)語言隔閡與溝通不良；

(2)經濟壓力大與就業機會難；(3)婆媳與其他親屬相處不睦；(4)思想觀念不一；

(5)親子教育問題多；(6)社會支持網絡關係太薄弱；(7)文化風俗和飲食習慣差異

大。唐淑芬和黃沛文（2007）、孟維德和黃翠紋（2016）的研究指出，新住民的

適應問題有：(1)語言障礙與溝通問題；(2)文化差異與人際關係的調整；(3)教育

程度偏低與子女的教養問題；(4)社會的負面評價與歧視；(5)社會支援網絡薄弱

與就業困難等。 

當新住民女性來臺時間漸久，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大多都會努力學習語言並

調適文化習慣，然後還會進一步向家庭成員爭取更多的文化認同和接納。這是因

為多數新住民女性的家庭地位低落或常遭到貶抑。由於希望可以真正的融入家庭

和社會，因此在經歷語文學習及生活適應後，也會積極想要取得文化認同，促使

自己在家裡的權力位階可以提升。 

三、 新住民女性生活適應和語文學習的具體支持 

新住民女性來臺後，為了調適生活和學習語言文化，最常接觸到的學習場域

是住家鄰近的國小補校，或是各縣市開設的新移（住）民學習中心。作者認為這

些學習機構在相關課程規畫與實施之前，必須先理解新住民女性生活適應與融入

社會文化的需求和問題，然後安排有助於學習成長的實用課程，以支持與協助新

住民女性解決上述相關問題，茲提出以下具體作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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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新住民女性能儘快融入社會及適應生活 

應滿足其生活與文化適應需求，例如可提供以下課程活動：1.中文識字班、

臺（客）語班；2.生活技能班，例如機車考照課程；3.生活適應課程，例如認識

臺灣重要民俗及節慶活動。  

（二）增進家庭互動與親職教育的知能 

應協助新住民女性與臺灣家人有良好的家庭生活互動技巧，並協助其調適家

庭生活的適應和問題需求，增進家庭成員的情感聯結，例如：1.夫妻相處、婆媳

互動技巧；2.親子繪本共讀、親子桌遊、親子保健等。 

（三）培訓新住民女性考取證照、具備求職技能 

可增加其就業機會，幫助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及分擔家計，例如：資訊電腦、

美容美甲、烹飪烘焙等。 

（四）協助新住民女性加強社會技巧 

可增進其建立自信心，並具有自助助人的能力，例如：(1)鼓勵參加語文教學

支援人員培訓；(2)參加社區的母語繪本說故事培訓；(3)擔任學校辦理多元文化

活動的講師等。 

四、 結語 

臺灣已經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都應該得到更好的

照顧並協助學習與成長。多元文化已不是「融爐」的觀點，不應只強迫新住民融

入臺灣的社會文化。多元文化應是「馬賽克拼貼」或「沙拉碗」的觀點，每個人

都要學習文化多樣性並尊重文化差異，促使新住民和各族群人們共生共榮。 

雖然新住民女性會面臨到許多適應問題，但透過努力學習與成長通常就能解

決問題並尋得生命出路，過程中充分展現了學習毅力與生命韌性。其次，作者認

為最首要之務就是支持和協助新住民女性克服生活適應和語文學習的問題。最

後，更要透過教育來增進所有人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破除對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刻

板印象或偏見。臺灣原本就是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社會，期待共同營造更友善的生

活環境與學習氛圍，協助新住民女性獲得良好的生活及文化適應，並滿足其文化

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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