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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來臺就學之問題與輔導之建議 
余懿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對於「僑生」定義：「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

是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申請醫學系、牙醫學系、中醫學系之居留年限為

八年），並且取得當地居永久或長期留證件及能獲得當地政府發給回程簽證者。」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18）。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委員會為之。由於香港、

澳門情況特殊，依規定得維持比照僑生之既有權益，以下所稱之「僑生」，乃「港

澳生」及「僑生」之統稱，且向海外聯招會申請就讀大學者。 

教育部官方數據顯示，107 學年僑生之教育等級分布，以大專校院 2 萬 4,575
人（占 85.3％）最多，高級中等學校 3,731 人（占 13.0％）次之，國中、小則僅

分別為 164 人及 335 人（教育部，2019）。與 100 學年比較，隨法規鬆綁、建立

多元招生管道、增加補助與獎學金及開辦建教僑生專班等措施，107 學年大專校

院僑生人數增加 1,0455 人或 74.0％，高中增 3,171 人或 566.3％，國中、小則無

明顯變動。僑生之多，伴隨著是許多因來台所帶來的各種適應問題。 

Zhang 和 Goodson（2011）於 1990 年至 2009 年期間利用系統性文獻探討方

式檢視了 64 篇有關國際學生在心理跟生活適應上的文獻。結果發現最容易影響

國際生適應的因素包含心理及社會文化的調適。如同國際學生，來自各地的僑

生，其生活、語言、文化與價值觀均不一樣；在台灣生活、學習的過程中，每位

僑生的適應程度又不同（高嘉偵，2009）。筆者由香港赴台升學，身為僑生，深

深感受到妥善的輔導機制對來台就學僑生的重要性。 

二、僑生來台適應問題 

(一) 語言及學習適應問題 

2011 年「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中就提到招收境外

生的兩點問題：(1)全英語授課課程不足、品質尚有改進空間；(2)免費華文課程

不足（教育部，2011）。雖然大部分僑生來自亞洲地區，對部分僑生來說，中文

的流利程度仍有可能是學習的障礙。例如，雖然筆者在香港也是使用繁體中文，

但同樣是中文，兩個地方所使用的用詞很多時候不盡相同，除了日常溝通以外，

上課時使用的專業術語翻譯也不一樣，加上香港上課普遍使用英語，如學者名字

我們一般不會進行翻譯，當老師講到某個部分時，往往要查找對照一番，增添課

業適應上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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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及文化適應問題 

僑生來台不論是在生活型態、飲食習慣、或是風俗民情上，與必需重新適應。

Oberg（1960）稱國際生到新文化環境中感到焦慮的現象為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台灣人的熱情及好客，縱使是如此親切溫暖，也曾讓初到乍來的筆者感

到惶恐及不好意思，久久才能適應，開懷接受大家的熱情。所以僑生在來台的時

候，不難想像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衝擊。住宿是僑生第一個受到衝擊的關

口，因為僑生獨自一人赴台留學通常會在學校住宿，而現今宿舍為多人一間的設

計，更有可能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室友，同時需要適應各國文化及生活習慣差

異，造成更大困擾。 

(三) 社交及心理適應問題 

僑生遠赴他鄉來台就讀，免不了思鄉的情況，同儕之間的鼓勵就變得非常重

要。但假若因語言溝通能力不佳，影響同儕的互動，漸漸容易產生人際疏遠。生

活圈子不一樣，僑生跟本地生之間缺乏共同興趣與話題也會有所影響（韓光俐， 
2009）。加上，一般僑生大都投入僑生社團，很少參與本地活動，自成一角，加

深不適應本地生活的問題。筆者身邊不乏只跟僑生活動的朋友，問到他們為何不

跟本地生一起，他們均表示除了跟僑生一起「同聲同氣」，比較自在以外；本地

生有時候也對僑生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說覺得僑生講話有口音，生活習慣又不

一樣，導致本地生也不會主動接近僑生，增加彼此隔閡。 

三、現行輔導機制 

就以上問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中指出，在輔導僑生上述各方面

適應上，各校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來負責此項工作，訂定僑生輔導實施計畫（教

育部，2017）。在輔導以上三大問題方面，整理出主要包括： 

(一) 在學習及語言輔導方面 

各校定期舉辦僑生新生入學講習、個別輔導、僑生轉系（科）、學業輔導、

寒暑假期課業輔導、講習或集訓及僑生課外活動。對於國語文或基本學科程度較

低僑生，應由各校分科開班實施課業輔導。 

(二) 在生活適應輔導方面 

各校協助辦理僑生課外活動，協助僑生適應。日常生活中的僑生傷病醫療保

險、工讀或學習扶助補助、各種獎學金之核發，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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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主辦。 

(三) 在協助僑生融入本地方面 

規劃辦理全國性之僑生輔導、研習及聯誼等活動。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

視需要會同相關機關訪視僑生就讀之學校。 

而僑務委員會每年將僑生相關法令規章與實用資訊加以梳理及更新，彙編成

「中華民國僑生手冊」，供僑生輔導專責單位或人員參照辦理，讓僑生得到適當

輔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18）。 

另外，不同學校也依照「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要

點」，辦理例如僑生新生接待、僑生康樂活動、展覽競賽及參觀訪問、僑生幹部

講習會、研討會及生活座談會、慶典及重要節日聯歡活動、有關申辦戶籍、居留、

辦理入出境證等事項，協助僑生適應在台生活（教育部，2018）。 

雖現行教育部已有既定機制，但具體實行方法還是依賴各校自行發揮，因此

有各校做法不一的問題。就形式方面，不同學校有不同方式的輔導，有些學校提

供每週課後輔導，有些則時間無規定；就規模方面，有學校每年舉辦大型全校性

僑生活動，但有些只限於小型僑生社團的活動。由於整體各校在輔導工作上做法

不一，現就上述三大適應問題，希望提出以下建議，讓各校在察覺不足的地方加

強輔導以幫助僑生適應： 

四、給大學相關部門的建議 

(一) 加強學習夥伴及語言輔導工作 

現行輔導機制下，各校除了開設依規定課業輔導課程予僑生課業上的支援

外，在協助僑生融入的部分，各大學可以結合原有的傳統及各種資源，召集各系

所僑生與本地生組成學習夥伴，以小組形式為僑生進行輔導，除了傳統上的課後

輔導協助僑生的課業學習，也可促進僑生與本地生的交流合作。在語言方面，除

增置英語授課課程，僑生入學時可檢視僑生入學時華語文程度，並提供華文課程

予學生進修，以免因語言問題而致學業適應不良。在課堂上，老師也可多加留意

僑生上課狀況，除了應避免使用台語以外，也不應忽略由於各國中文在使用上的

不同而導致的理解落差，適時留意僑生有否跟上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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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本地生協助僑生融入當地文化 

僑生初到台灣，是他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Lin 和 Yi（1997）就建議國際生

初抵達留學國六個月內，最好能提供接機、搬家、找房等協助。各校除了依照現

行機制規定下辦理新生入學講習，迎新活動等；同時，也可讓本地生經過學校單

位培訓後，負責一部分活動，如協助新生接機，或帶領僑生置入生活用品等。安

排住宿的時候，宿舍長或樓長身為學長姊，更可擔任「小輔導老師」，協助僑生

處理生活上遇到的問題。此外，在學校行政方面，各校僑生負責單位也應與這些

本地生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作為僑生與學校各級行政單位溝通、協調者的角色。 

(三) 多舉辦僑生與本地生交流活動 

現時雖然學校依照規定為僑生舉辦眾多不同形式的聯誼活動，但如上述所

指，不同學校辦理的方式不一，而且大部分的僑生活動並未包含本地生。因此，

在辦理僑生活動時，學校可多配合不同國家的文化，來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例如，

可配合各國的節慶來舉辦相關的慶祝活動。由於包含各國，也理應邀請本地生與

其他國際生一同參加，以增進僑生、本地生、國際生的交流互動。如此，除了讓

來自不同國家的僑生更加了解台灣及各國文化，盡快適應與本地學生的相處以

外，也讓本地生多了一個了解其他國家文化的機會，達到雙贏的局面。 

五、給來台求學的僑生的建議 

僑生來台求學前，也可以先行在前置工作上下點功夫。在本國時應先修習相

關中文語言能力，才可以不受限於語言能力、提升學業成就表現。現今資訊發達，

也可以預先查找關於台灣的資料，例如氣候、飲食、風俗習慣、財務上的預備、

住宿找房、交通問題等等。因為各校給予國際學生的支援、幫助並不相同，應將

可能遇到的情況列入來臺灣前的準備事項，並且與學校有關單位保持緊密聯繫，

有不清楚的狀況盡早了解。當然，來台時所遇到的各種狀況跟真實情況並不盡相

同，出發前應做好心理上的建設、調適。來台以後不僅只依賴學校老師、同學或

是朋友的支持，自己能不能適應在台生活，也十分重要。有賴學校完善的輔導機

制，才能協助眾多僑生度過快樂的台灣學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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