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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國小學童課業輔導的困境 
林鳳仙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先修生 

一、前言 

過去曾在公私立小學擔任普通班高年級導師的筆者，因著家中二兒子的出生

後，便辭去教職生涯，一心在家專職育兒把持家務。隨著老大、老二陸續就讀國

民小學，我也隨之加入學校的課輔志工媽媽行列。在將近六年的擔任課輔志工媽

媽之際，所輔導的學童皆是屬於新住民子女課業成績低落的一群，尤以主科國語

文普遍於更甚其他科。探究其主因源自於原生家庭父或母（雙親）之國籍為東南

亞國家，像是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等，著實無法確切提供學童在主科國語

文的優質學習環境。針對此點之緣故，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新住民子女先行教授國

語文注音符號的聲符、韻符及拼音之學習基礎，再進入國語文生字、生詞、字形

字音等範疇之教導，以提升全面性課業之成效。 

二、新住民之國小學童課業輔導的方向 

    當筆者在擔任課輔志工媽媽之時，發現新住民子女之國小學童，針對國語文

注音符號的聲符、韻符及拼音之準則，相對低落於同年齡的學童，必須從國小一

年級的國語科首冊之注音符號的聲符、韻符和拼音從頭教起。 

(一) 每週二次到四次的反覆教授拼音之準則 

  每次以晨光活動時間上午 7:55–8:35 四十分鐘之教學，從注音符號的聲符、

韻符及結合韻符等拼音準則的一對一教導下，新住民子女之國小學童大都能學

習，並且逐漸學會唸讀單音、拼音的方法。之後，再進行國語科第一冊唸讀課文

的學習部分，然須以反覆的多遍教授才能獨自唸讀之。爾後，奠立其注音符號之

拼讀基礎後，方可教授孩童目前所就讀的年級之語文領域--國語課程。 

(二) 開始教授學童目前所就讀年級之國語科目的情形 

  教導新住民子女學童其注音符號之拼讀準則後，即進行第二階段的學習，就

以實際學童目前所就讀年級之國語科目來教授。逐課依生字習寫、生詞解釋、課

文解說、短句練習、字音字形等教導，以配合班級教學之進度，再訂定範圍讓孩

童返家後複習。 

三、課業輔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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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基礎能力的關係，當他日這些孩童又來到課輔教室上課時，發現孩童對之

前教過的內容並不十分熟悉，必須由擔任課輔志工媽媽的筆者，再次的多遍教

授，方能有所印象。詢問之下，學童返家後，並不會主動對國語科目做學習。 

(一) 學童返家後，大都習慣以父或母（雙親）國籍母語和家人對話溝通 

由於學童的父或母（雙親）之出生地來自於東南亞國家，習慣以國籍母語和

家人間對話溝通，自然學童返家後，也是以父或母（雙親）之國籍母語作為主要

對話溝通語言，相形之下對所就讀學校教授的國語科就顯然不熟悉。同時，也因

家庭不重視，更易造成學童缺乏學習動機。 

(二) 學童的父或母（雙親）不諳本國語言發音之結構 

由於學童的家長父或母（雙親）來台後，沒有完善的語言學習管道，不諳本

國語言發音之結構。當子女在生活或學業上有困難時，家長的語言能力無法讓子

女充分的了解，加上新住民配偶的教育程度普遍較為不足，對於子女的課業較無

法指導，因此造成子女學習發展受限，出現遲緩現象。即使學童有參加學校安排

的課業輔導，仍然幫助有限。就算課輔志工媽媽有心教授，然而在學童返家後，

家中無法提供一個良善的學習環境依舊是事倍功半。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在擔任國民小學課輔志工媽媽之際，由於接觸到的是新住民子女之學童，了

解到學童課業成績普遍低落於同年齡的學童，此乃源自於學習國語文的困難與原

生家庭之環境有很大的關連。除此，再加上學校教師因班務繁雜之羈絆及課程進

度之壓力，無法兼顧其新住民子女在國語文學習之成效。然而國語文是所有學科

的基礎，在國小階段，國語文學科學習的成果之好壞對於學習其他學科都具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綜合以上論述，筆者深切體現對新住民子女在國語文教授之急迫

性。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新住民子女之學童的國語文程度，以提升全面性課業

之成績，應是政府及學校刻不容緩的作為。 

(二) 建議 

1. 依據新住民子女之學童需求統一訂定國語文教材 

    政府及學校應依據新住民子女之學童需求統一訂定國語文教材，讓課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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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能夠在一開始接觸新住民學童時，就教授有系統連貫的國語文知識內容，而

非是以課輔志工媽媽去探究摸索如何教授所需之教材。 

2. 由每位課輔志工媽媽長期教授同一位學童 

    每位課輔志工媽媽若能長期教授同一位學童，除了讓課輔志工媽媽較能清楚

掌控孩童的學習程度和學習狀況，也能降低學童必須重新適應不同課輔志工媽媽

的教授方法與互動之熟悉度。 

3. 加強教師與課輔志工媽媽的互動 

    課輔志工媽媽在輔佐及補救新住民子女國語文學習的不足，若能從任課教師

處得到新住民學生的學習情形，可讓課輔志工媽媽更了解該從哪些地方加以協

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4. 重視新住民子女親師教育之溝通 

由於新住民家長於子女返家後，大皆無法用國語文教導其孩童，因而造成新

住民子女國語文學習程度的低落，政府和學校若能重視此議題，並思解決之道，

始能徹底改善新住民子女國語文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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