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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家庭子女國際競爭優勢的培力 
葉郁菁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一、 國際教育的內涵 

中小學的國際教育課程包含「全球議題」、「文化學習」與「國際關聯」三大

課程主軸，透過探索課程的議題，培養學生具備世界公民的基本素養，提升學生

適應快速的全球化生活和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13）。三大課程主軸的重點包

含（教育部，2013）： 

(一) 全球議題 

培養學生具備全球素養、全球公民的意識和行動力，並分析全球議題的複雜

性和關聯性，提出解決方案。其中全球議題又包含和平與衝突、合作與競爭、正

義與人權、環境與永續等主題。 

(二) 文化學習 

培養學生從多元觀點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文化，探究文化改變的歷程，評估文

化中的主要事件和發展趨勢，以及包含文化面向、文化多樣性、文化接觸和文化

識能等主題。 

(三) 國際關聯 

培養學生分析個人行動對本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辨識社區議題和國家、全

球具有連動性。學生必須具備參與國際活動的能力，並展現合宜的行為，對自己

的社區和地球環境扮演適宜的全球公民的角色。 

國際教育的內涵，是國家推動國際教育的核心主軸。新住民子女擁有跨國語

言和文化的優勢，強化新住民子女的國際關聯、提升他們對於全球議題的關注，

是培力新住民子女成為國際化人才的重要策略。 

二、 移民署新住民子女培力計畫 

移民署為了發揮新住民子女的優勢，培育新住民子女擴增國際視野、與世界

接軌，透過海外培力計畫與新職人啟航培育營，紮根培育國際人才。以下簡述兩

項計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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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培力計畫 

移民署自 2015 年開始辦理「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鼓勵新住民及其子

女回到原生國體驗多元文化，該計畫主要提供國小五年級以上的新住民子女申

請，利用寒暑假期間，拜訪新住民家長的母國，體驗國外家庭生活、學習語言與

文化交流（內政部移民署，2018a）。分組的組別包含：（1）家庭組，由新住民家

長和子女組成，以 2 人為限。（2）親師組則是由家長、子女和同校的老師組成，

以 3 人為限。（3）社會服務組：由家長、子女和個案管理的社工人員組成，以 3

人為限。有鑑於新住民子女就讀大專校院的人數逐年增加，今年特別新增（4）

同儕服務組：由就讀大專院校以上新住民子女和同校或跨校的同學組成，以 3

人為限（內政部移民署，2018a）。檢附的計畫書包含：學習目的、預期效益、學

習創新、對自己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社會整體或特定團體的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突破個人現狀等。獲獎人必須提出宣傳和推廣的規劃（內政部移民署，

2018a）。 

(二) 新職人啟航培育營 

   移民署結合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僑委會等公私部門，辦理

新住民子女「新職人啟航培育營」活動，透過五天四夜的營隊，提供高中職和大

專校院的新住民子女工作媒合、實習及就業的準備，以培育國家新南向人才（內

政部移民署，2019）。研習內容包含專業課程：主要以行銷企劃、製造和服務、

多元文化、職涯發展、國際貿易趨勢、行銷文創等專業，在專業課程中還有兩次

的企業參訪。甄選的項目包含：自傳（家庭背景、求學歷程、報名動機和就業願

景）、特殊表現或得獎事蹟、語言能力（內政部移民署，2019）。 

三、 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專題實例 

上述這些移民署的計畫，期待可以培力新住民子女成為具有國際觀的未來人

才，希望新住民子女回到新住民家長的母國，不僅文化探源，體驗新住民母國的

語言和文化習俗，更要從體驗中創造「知識性」、「技能性」和「價值性」三位一

體的多元價值（內政部移民署，2018b）。筆者以新住民子女所提的計畫為例，提

供下列撰寫專題的建議，希望可以鼓勵新住民子女申請、增加國際體驗。 

(一) 背景、動機與目的 

    計畫應有具體的主題名稱，呈現方案的核心，且與方案的動機緊密關聯。例

如，新住民子女的外婆在日本是位和服的傳統技藝工作者，新住民子女的動機想

要回到日本、向外婆學習和服的穿法和和服裁製的傳統技藝。另一位新住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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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從小習舞，她的計畫是回到新住民母親的家鄉峇厘島，學習當地的特色舞

蹈，並且向社區民眾展現自己學習的成果。背景的部份需要提供與方案主題有關

說明，例如新住民家長的母國家鄉特色介紹，或者自己與這個主題的關聯性；若

為同儕服務組，則應該說明同組成員中的背景與對主題的認識程度，同行的夥伴

為什麼對這個主題也有興趣。動機的部分需要說明申請者選題的緣由，即使未曾

回到新住民家長的母國，引發想要探究的原因為何，同儕服務組的成員，為何對

這個議題也有興趣？「目的」指的是呈現經過資料蒐集與分析後，此計畫想要呈

現的結果為何。目的的陳述應該要明確，而且可以測量（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鄭怡世，2010）。例如：新住民子女回到媽媽母國擔任志工希望產生什麼

效益？建議申請人需要做需求評估和資源盤點。需求評估包含申請人回到家長母

國後，想要學習什麼；資源盤點則是事先了解當地社區有哪些可運用的資源。 

(二) 資料蒐集的方法 

許多高中職以上的新住民子女在學期間相當活耀，不僅參與各項競賽得獎，

在學校老師的指導下執行專題報告，積極參與各種營隊，包含社會與人文培訓

營、大學營隊，從事各種志工服務。這些累積的經驗非常寶貴，也是申請者的優

勢，上述經驗有助於新住民子女計畫的執行。行程的規劃通常包含專題研究的計

畫蒐集，也會有家庭聚會的活動或參訪行程，這也是文化學習的一部分。不過建

議在行程規劃中，應該有相當比例投入資料蒐集，而不是回到母國遊玩 14 天，

但是只有 1 天的活動與探究的議題有關，其他都是吃喝玩樂行程。 

例如：新住民子女就讀中文系，想回到媽媽家鄉進行當地歌謠和神話故事的

採集，因此她設計的資料蒐集方法，包含用影像記錄、文字撰寫和攝影的方式，

進行文化採集。另一位申請者想要研究媽媽母國家鄉的人民對臺灣的了解，使用

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但問卷的內容需要設計和翻譯，問卷如何實施和蒐集，都

需要事先規劃。還有一位新住民子女運用觀察的方式，比較兩個國家婚禮的不

同，從婚禮儀式開始前到結束，詳細記錄婚禮儀式的過程和每個人的動作行為，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進行觀察和分析。新住民家長協助語言的翻譯、文化議題的

說明和解釋，可以讓資料的分析更具深度。 

運用質性和量化等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可以讓結案報告更具說服力，而不

會只是個人遊記的紀錄和個人主觀的想法感受。從具體行動方案中，展現國際教

育「國際關聯」的內涵，展現個人行動對本地和全球社區的影響，具備參與國際

活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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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成效 

計畫通常需要列出預計規劃的行程內容，若僅只有參觀當地特色風景、品嘗

美食，如此將流於「觀光團」行程。從出發到返國，需要有詳細的規劃，甚至若

想要到當地擔任醫院志工或者參訪小學、參加語言課程學習母語，都必須事先查

閱相關訊息或取得同意，才能確保行程可行性。申請人應該依據方案的目的，擬

定對應的預期成效。通常預期成效包含量化和質性的指標，例如：「學會兩首峇

厘島傳統舞蹈」、「返國後提供 3 場分享活動，預計參加人數達 50 人」，提供具體

數字的評量方式屬於量化的指標。相較於量化指標，質性指標短期內較不容易鑑

別，質性指標為有關觀念、價值或態度的轉變，例如：「瞭解臺灣咖啡與越南咖

啡烹煮方式的差異性。」 

具體擬出預期成效可能不容易，規劃階段與執行成果的績效或許也會有頗大

的落差。獲補助者回國後，需要撰寫成果報告，除了一一檢視自己當初提出的計

畫書目標、預期的量化與質性指標是否達成，文化學習與體驗的部分可以增加自

己對文化與學習的反思，以回應國際教育「培養學生從多元觀點了解與反思自己

與他人的文化」的內涵。 

(四) 團隊分工 

同行者不論是新住民家長、子女學校的老師、社工，或者同儕組的同學，都

必須對專題產生貢獻。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內政部移民署，2018a）對於

同行的教師或社工，不僅可以體驗新住民家長的當地文化和生活，更期待參與者

能將此行的觀察和反思，可以融入到自己的教學或社會工作服務中，對自己學校

的學生和特定的服務群體產生更大的效益。同儕服務組則可以說明同系或不同系

的同學，在計畫中的角色和參與的部分。例如：新住民子女就讀華文文學系，專

長在文字創作，同行的同學專長是影像紀錄和音樂創作，大家彼此分工、共同合

作。 

(五) 推廣分享 

某些方案可能會提到服務性的作為，例如：到當地社區介紹臺灣家鄉的美

食，或者到當地小學教小朋友學會說簡單的中文。依據海外培力計畫的簡章，回

國之後必須將方案成果做推廣分享。雖然推廣分享的地點不限，不過多數學生可

以運用的資源僅止於自己的班級或家人，或者把旅遊照片放在自己的 IG、臉書，

這些做法的宣傳效益有限、非常可惜。過去有新住民子女的家長在廣播電臺服

務，因此將成果透過電臺節目做宣導。也有新住民子女連結當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或新住民團體，推廣與宣導的效益更廣。同儕服務組的，不僅在花蓮的越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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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臺北的東南亞書店分享，辦理異地文化創作音樂會，將蒐集到的母親家鄉影

音做分享。推廣分享的時間、地點和對象需要事先規劃，涵蓋的民眾對象越多元，

推廣效益也較大。 

四、結語：培育國際競爭力、新住民子女展鴻能 

筆者從國際教育的內涵，指出國際教育應當包含「全球議題」、「文化學習」

與「國際關聯」三大核心素養。移民署為了善用新住民子女的雙語和多元文化優

勢，培育新住民子女國際競爭力，近年來推動新住民子女的海外培力計畫、新職

人啟航培育營等。隨著新住民子女進入大專校院的人數漸增，培力的方向也從單

純的文化體驗到強調議題探索的方案專題。 

雖然海外培力計畫同儕組強調新住民子女與同校（或跨校）同學組成，不過

審查時也發生「同學」是否可以包含僑生、外籍生等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認為，

若目標為培育具有國際觀的新住民子女，則更應該鼓勵新住民子女跨國交流，與

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生或僑生組隊參加，而不必只限於父母皆為臺灣本籍的學

生。 

臺灣的土地小、資源有限，但是我們最大的國際競爭優勢是人力資源。台灣

必須走出去，依賴的是具有國際觀和國際競爭力的新世代。將新住民子女的國際

競爭優勢培力與新南向政策劃等號，把培育新住民子女當成是新南向的工具，筆

者認為這是政治者的一廂情願，格局也過於狹隘。新住民子女的培力視角，不應

侷限於新住民家長的母國，而是就整體國家發展角度培育的全球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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