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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 107 年 12 月底臺灣新住民人數已達 543,807 人，繼原

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及外省人，新住民已成為臺灣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人數（不

含大陸、港澳）按原屬國籍來分，接近 86％的新住民來自東南亞國家。其中人數最

多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占總新住民人數的 57％，其次為印尼籍 16.27％。新住民來

自另外文化圈，她們所帶來原生國家的語言與文化使臺灣社會更多元與豐富（馮玉

芳，2019）。然而筆者 1為社會工作人員從實務現場發現新住民因生活背景不同，她

們母國的學經歷大多數只能當參考資訊未能應用於臺灣的就業環境。若新住民想融

入臺灣的社會及學習一技之長以提升就業條件與能力，進修是不可或缺的管道，其

中包含參與成人教育學習中文字、參加職業訓練等。 

    筆者是一名越南新住民，在臺灣的進修起跑點始於新住民生活適應班、國中補

校、高職資訊科、大學社工系、教育研究所。這十八年間，除了接受正統教育體系，

還曾參加不同的職訓，包含：美容、美髮、中餐的丙級輔導考照班，及通譯人才培

訓、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導遊培訓班等。這漫長與多元的學習幫助筆者融入

臺灣的生活與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另外，進修所取得的美容、中餐丙級證照，通

譯、新住民母語教學證書，導遊執照等，提供筆者更多就業的機會與選擇。筆者在

臺灣的職涯也跟隨進修而有不同的轉換，從工廠作業員、仲介公司的翻譯、母語教

師，到現今的社會工作人員。進修成為筆者在臺灣扎根的不可或缺因素。 

二、新住民進修的重要性 

知識是一把打開未來之門的鑰匙，尤其對東南亞新住民而言，想融入臺灣的社

會，若懂得中文，其他的學習便容易許多，因此學習中文成為打開臺灣門窗的鑰匙。

另外新住民進修除了可以了解臺灣的教育體系與制度之外，也可協助子女就學，以

及選擇未來升學的方向。因此，新住民的進修對她們的個人、新住民的家庭，及臺

灣的社會都是有利的發展。因此，筆者歸納出以下幾點新住民進修可以達成的目標： 

 

                                                

1筆者即本文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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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翻轉社會的刻板印象 

因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占總東南亞新住民人數的 57％，使越南新住民的負面新聞

占相當高的比例，其中「越南是落後的國家、越南出口外籍新娘」是臺灣人對越南

存在偏見。來自越南的新住民阮青河深諳教育是一切的根本，有了知識當後盾，才

會懂得如何爭取生活權益，使她攻讀博士學位致力於打破臺灣人對新住民的刻板印

象「新住民教育水準低」（中時電子報，2016）。 

2016 立委選舉當選名單出爐時，各家新聞媒體爭相報導寶島百年以來出現首位

新住民立法委員林麗蟬立委。在當選立委之前，林麗蟬曾被認為來自柬埔寨是落後

國家，而問她「你們家有飯可以吃嗎？有米嗎？」林麗蟬靠著自身的努力去翻轉臺

灣社會對於新住民的刻板印象「教育水準低、經濟弱勢、賣淫」等。 

然而林麗蟬任職立委之前也經過漫長的進修，她的進修路從建國科技大學美容

系、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學分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目前進修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班。任職期間林麗蟬致力

為新住民發聲並從推動修法以改變臺灣對於新住民未完善的條例（ETtoday 新聞

雲，2017）。 

透過阮青河以及林麗蟬的帶動，臺灣社會漸漸看到新住民的智慧與能力，而對

於這群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給予更多的肯定與支持。 

(二) 有更好的發展進而增加家庭的收入 

 新住民於進修的過程可增加個人交際與人脈，與師友建立互動網絡，進修後也

可因著高學歷找到較好的工作。上例的阮青河，因著高學歷與長久耕耘的人脈，使

她有機會於五所大學任教越南語，比起一般於工廠當作業員的新住民，阮青河的教

師待遇與聲望顯然更高。她的成就除了為家庭帶來可觀的收入之外，也成為新住民

典範，她的成功故事砥礪不少新住民跟進（中時電子報，2016）。 

(三) 成為子女的榜樣 

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因原生國使用的母語非中文，而初來臺灣生活有許多限

制，如：騎車上路看不懂路標而找不到目的地。至賣場購物看不懂中文標示而找不

到物品。若新住民參與進修可排除因不識中文字而產生的困擾。筆者曾經聽過許多

姊妹因不識中文字而被子女輕視，由於她們看不懂子女聯絡簿裡老師交代的內容，

造成無法協助子女完成家庭作業。而孩子受新聞媒體的影響認為媽媽來自東南亞甚

麼都不懂，低人一等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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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2019：82）研究發現研究對象愛香因母親為新住民不識中文字無

法協助她在學校的事物而留下遺憾「愛香回想國小的階段，她不敢讓同學知道媽

媽是越南人，擔心會被同學取笑媽媽什麼都不懂，敘說的過程中，愛香幾度哽咽

說不上話而中斷訪談」。當然也有例子新住民令子女刮目相看，筆者的同學是這例

子。她來自印尼，白天上班晚上進修，並從中文識字班、國中、高中，讀到大學。

她的學經歷使她目前除了當人力仲介公司的翻譯人員之外，還是一名印尼語教

師。她用心與努力進修，子女都看在眼裡，而很懂事對母親格外體貼。尤其她女

兒還立下志向向她學母語並遵循媽媽的腳步成為一名印尼語教師。 

新住民於進修的歷程中，除了有助於新住民個人之成長及透過與老師及同儕

的互動習得人際溝通，並對於溝通交流更有自信之外，她們透過進修更了解臺灣

的教育體系與制度，體會子女功課的困難與學習進度的壓力，而有助於新住民與

子女之間的互動。「身教重於言教」新住民透過她們的努力進修得來的個人成長與

就業的成就，成為新住民子女心中的好榜樣。 

三、新住民進修的管道 

張芳全（2017）指出 2000 年之後是新住民蓬勃發展期，此階段政府已開始

重視新住民的相關議題，為了協助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而開設生活適應班，後來

新住民進修的管道越來越多元，主要分為三大方向：正統教育體系（補校）、新住

民專班、技職研習。 

(一) 正統教育體系（補校） 

    新住民申請歸化臺灣國籍，必須遵從許多規定，除了放棄母國國籍之外，還

需具備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新住民可提供「曾就讀國內

公私立學校１年以上證明」，或「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數或

累計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證明」，或「參加歸化測試 60 分以上證明」。基本語言

能力規定使絕大多數的新住民選擇參加中文識字班或補校，因她們無自信通過歸

化測試（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2019）。 

    李宜頻（2012）研究發現「新住民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的動機有取得身份證、

增加教養能力、獲得更好的工作、抒發情緒、重建自我形象等功能」。當今各縣市

的成人基本教育班（含新住民教育班）的課程依舊熱絡，新住民學習中文的需求

仍存在。然而歐亞美（2013）研究發現「新住民與失學民眾合班一起上課，而且

一直留在國小補校重複就讀的情形普遍存在」。其中的原因為國小補校對出席率無

嚴格的規定，而新住民因工作時常被要求加班。國小補校是最符合她們的需求與

工作狀態，且國小補校無學業競爭，氣氛和樂提供新住民快樂學習的管道。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1），頁 42-49 

 

國際生在臺就學問題 主題評論 

 

第 45 頁 

(二) 新住民專班 

    在政府推動新住民相關的政策與社會福利時，也鼓勵大專院校開設南向專業

科系或學程，如：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所。中國科大為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於

2018 年開辦越南新住民專班的技訓課程，協助輔導新移民考取導遊領隊證照（中

時電子報，2017）。 

(三) 技職研習 

由於迎娶新住民的臺灣男性屬於勞動階級的比例相當高，因此新住民嫁入臺

灣家庭後，雖然在語言上有限制，仍要負起賺錢養家的責任，她們工作比較多是

當工廠的女工、早餐店或餐廳的店員（趙可芳，2012）。若新住民有一技之長，有

助於改善新住民家庭的經濟。政府看見新住民對於職訓的需求，為了協助新住民

提升職場就業能力，而推動多元化職業訓練課程，如美甲、烘焙、導遊領隊等培

訓，符合特定資格者除可補助全額訓練費用之外，還可請領生活津貼，輔導新住

民學習第二技能並且與社會接軌（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2016）。 

外語導遊是觀光局這三年極力堆動之課程，因近十年東南亞經濟成長亮眼，

中高收入人口逐年提高，經濟成長帶動出境旅遊人口成長，考選部因應東南亞觀

光客需求，外語導遊人員於 2013 年增列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等項目（馮玉

芳，2019）。因此於 2017 年交通部觀光局特別規劃了稀少語別旅遊輔助人員訓練

課程，培力具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等語言優勢者，加強觀光旅遊相關專業知識

與解說技巧。 

美容、美髮、美甲、中餐的丙級輔導考照班為職訓局與民間團體時常舉辦的

課程。越南是一個注重生活美學的國家，當地婦女對於美髮與美甲極為講究，因

此許多來自越南的新住民於原鄉學過美髮或美甲，丙級輔導考照班可強化她們固

有的才能與專業，若新住民透過參與輔導考照班而取得丙級證照，幫助她們與臺

灣社會銜接，符合臺灣重視證照的文化，使臺灣的客戶對於新住民的專業與服務

更有信心。 

四、新住民進修的困難 

新住民因進修而得到的成就，在許多新住民成功的典範被媒體不斷曝光之

下，讓不少新住民想努力跟進，但現實中新住民的進修之路遇到相當多的阻礙， 筆
者歸納出以下幾點新住民進修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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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工作、學業的平衡 

嫁到臺灣的新住民女性大多背負傳宗接代的任務，她們一結婚後大概半年就

懷孕，一年就生下孩子，且通常生二胎到三胎（劉美芳，2001）。因此新住民進修

困難重重，除了養育子女、打理家務、配合工廠加班趕貨，學校的功課也必須顧

及。新住民在有限的時間裡，必須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蠟燭多頭燒的狀態之

下，仍堅持進修的新住民須有過人的意志力，及付出極大的心力才能完成不同角

色的任務。 

(二) 母語非中文造成進修的障礙 

許多研究指出中文是全世界最難學的語言之一，因中文是表意文字。然而東

南亞新住民的母語與中文不同語系，使她們在閱讀時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看是差

不多的字，但部首不同文字的語意也不同。國字書寫及辨識困難是大多數新住民

必須面對的共同難題，中文字體構成不同，從筆順到上萬個不同的獨立文字，與

拉丁字只有幾十個字母的組合為天壤之別，使書寫中文成為新住民挑戰度最高的

學習。此外，對新住民而言中文字筆劃太多，且字型相近，還夾雜著同音字、破

音字的混淆。由於中文詞意理解抽象不易學習，詞意理解困難，單字與詞句意義

理解混淆成為新住民進修時遇到之困難，尤其課堂上遇到的專有名詞，及艱深詞

彙使新住民無法理解。另外，新住民母語腔調與中文不同、有某些發音是兩種文

字無類似發音字詞。東南亞主要使用羅馬拼音，新住民來台彎後必須從頭學注音

符號，然而注音符號拼音困難，且聲調易混淆。若非新住民專班矯正發音，她們

獨有的口音也容易成為年輕學子口中的「怪腔怪調」，使新住民失去發言的勇氣， 
也削弱她們進修的熱情（歐陽欣欣，2012）。 

(三) 經濟的限制 

新住民結婚的對象屬於勞動階級的比例相當高，她們嫁入臺灣家庭後，需要

與先生共同賺錢扶養子女。子女的教育費成為她們首要的考量。在有限的收入下，

新住民的進修成為次要的選擇。從現實面來看，許多新住民認為當下的收入才是

關鍵。進修未必達到立即的經濟效應，但工廠加班可以馬上增加家庭的收入，因

此許多新住民因經濟的因素而放棄進修。 

筆者在臺灣的進修維持十八年不間斷，除了生活適應班、國中、高職、大學、

研究所之外，還參與美容、通譯、導遊等職訓。進修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如上述

「家庭、工作、學業的平衡，母語非中文造成進修的障礙與經濟的限制」。在筆者

工作為工廠作業員那十年，每當遇到學校的考試苦不堪言，主管總是認為以公司

出貨為優先考量，讀書考試屬於個人因素，是當事人必須面對，非主管該承擔的

責任。當時只能一再請求主管通融允許 5 點下班參與考試，周末再去工廠加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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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該有的出貨量。因中文書寫能力不好，每晚下課後，總是熬夜背書、練習寫字，

時常一晚只睡四到五小時。然而作業員微薄的薪資還須扶養兩個幼兒， 別無他法

只能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節省開銷來支付學雜費。 

現今是社工人員回頭看這段歷程，進修改變筆者的命運，但其中所付出的代

價為十多年生活毫無品質、無假日、無閒暇的片刻。除此之外，孩子也因筆者的

進修而跟著受苦，她們每晚必須跟著媽媽去學校，回家梳洗後已接近凌晨。許多

時候，筆者因工作與學業之繁忙而疏於對子女的關照，好在孩子能體諒筆者的難

處，也認同母親的努力而未出怨言，並懂事的分擔家務。 

五、結語與建議 

知識是打開未來的鑰匙，學習中文成為東南亞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的必要條

件。新住民進修的管道為三大主軸：正統教育體系（補校）、新住民專班、技職研

習。她們藉由進修不只翻轉臺灣社會對於新住民的刻板印象「教育水準低、經濟

弱勢、賣淫」，更能透過進修增加新住民的個人交際與人脈，同時與師友建立互動

網絡，使她們有更好的發展進而增加家庭的收入。新住民進修另一重要功能是成

為子女心中的好榜樣，「身教重於言教」新住民透過努力進修得來的成就可說服她

們的子女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去學習，每個人都有機會達到更高的成就， 成為自

己理想中的模樣」。 

新住民在臺灣一直被歸類為弱勢，需要政府，社會大眾的認同協助。但是， 如
果一直接受幫助，處於被動，永遠只能被當作弱勢族群。新住民的進修對新住民

的個人、她們的家庭，及臺灣的社會都是有利的發展，然而她們的進修之路有許

多不利之因素，如無法取得家庭、工作、學業的平衡。母語非中文造成進修的障

礙，及經濟的限制都成為新住民進修的困難。因此，期盼政府與相關單位提供新

住民多元的學習管道及就業。 

建議政府提供經費讓學校與業界結合為新住民辦理「新住民產學合作班」讓

她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使新住民於進修時得到家人的支持，且產學合作

的優點於學校與公司已分配及安排妥當上班與上學的時間，新住民無需因配合工

廠每日加班而中斷進修，若新住民能完成前端的成人基本教育班（含新住民教育

班），而達到精熟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之後，新住民才有條件與機會接受更

高的教育。 

對於辦理技職研習的單位，建議輔導新住民考照班的課程不只停留於教室

裡。研習非流於形式為了辦理而開課，結果為課程結束時與新住民的就業完全無

關。建議辦理技職研習的單位為新住民規劃、設計後，提供「培訓、實習、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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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的一條龍服務。當新住民完成培訓時，應給予她們實習的機會，使新住民

熟悉該產業的實務工作。當新住民完成實習後，應繼續輔導她們考照，並給予新

住民學員多一些鼓勵與支持（以筆者曾參加中餐、美容、導遊等 職業訓練的 

經驗，大多數新住民選擇放棄參與考試，因擔心自己的中文無法應對考試）。

當新住民通過考試取得證照後，應協助媒合她們就業。若辦理技職研習的單位能

提供一條龍的服務，協助新住民透過職業訓練取得證照及正式的工作，方達到幫

助新住民增加她們家庭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態。 

相信在政府、學校、產業界、辦理技職研習的單位與新住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新住民透過進修及培力後，不但非弱勢族群，還可成為發展臺灣經濟的得力助手，

為她們的家庭增加收入，及成為新住民子女眼中的努力向上的好榜樣。期待這三

贏的局面有政府與各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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