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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2019）統計，2019 年時，各國籍之新住民在臺人數突破 55 萬

人，其子女突破 35 萬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組織在新住民及其子女相關的議題

都越來越關切，如：親職教養、學校教育、族群及文化認同等。而隨著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登場，宣揚著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個體的信念，應適性揚

才、因材施教，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文化背景，在新課綱中可能將成為優勢條件，

但也因為其新住民子女的背景，可能遭受身分、社經地位、外表、言語表達上的

標籤化與歧視，進而影響其學校人際互動的適應情形（李維純，2007；陳佩君，

2007；謝智玲，2012；黃彥超，2015）。對此，本文欲探討新住民子女在多元文

化教育上之優勢和困境，以及突破之方法。 

二、本文 

(一) 新住民子女之文化優勢 

新住民子女的文化優勢在於其跨國文化的成長經驗以及多元的語言學習環

境，在吳瓊洳與蔡明昌（2009）的研究中指出，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女大多認為

雙親的國家文化都十分重要，若同時學習雙方文化，將有助於拓展視野。如同課

綱中核心素養項目提倡之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新住民子女比起其他人有更豐富

的環境可以浸潤於不同文化當中，也更有機會透過母親了解當地發展，關心國際

情勢，增進多元文化的探索與視野。尤其近年政府積極發展之新南向政策，對新

住民子女來說是絕佳機會，其所具備之跨文化經驗若再持續培養語言專才，將能

提升國際移動力與就業力，成為政府或是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人才。或許新住民子

女的生活上資源不比其他人多，但當新住民子女具備多元文化價值觀，願意持開

放態度接觸不同國家間的文化特色時，反倒能學習到不同於台灣子女的國際視

野，也能從中看見與肯定自己在多元文化上的優勢。 

(二) 新住民子女學習之困境 

雖然具有多元文化學習之優勢，但現實層面執行上仍伴隨著困境，像是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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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期，如何能夠讓其他學生以尊重的態度了解新住民子女同學母親的文化，以

及語文課程上的安排如何確保在主流語言中、英文以外，新住民語言課程能被好

好落實與教授？過去鄉土課程的臺語教學也曾落入如此窘境，這樣的情況下也顯

現若非有學校教育一同提倡母語教學，光是向母親學習是明顯不足的。再者，就

算國小有機會接觸這些語言學習，但升上國高中後，孩子自主學習的動機又能維

持多久，也是一大難題。另一方面，非每間學校都能擁有新住民語言課程之師資，

若是在偏鄉地區，學校更難以補充這部分人力，而當新住民家庭又為弱勢家庭

時，其家庭經濟階層較低，父母必須忙於生計，對於孩子的文化語言教育很難會

投注大量心力。因此就語言方面，新住民子女看似有優勢的背景條件，但卻因為

不是臺灣的主流文化而被擱置或忽略，是在教育上較為可惜的一點。 

(三) 突破困境的現行狀況與方法 

針對現下的困境，政府在課程以及新住民語言教學人才皆進行相關政策的實

施，內容簡述如下： 

1. 新課綱將七種新住民語言新增於「本土語言課程」選擇項目 

因應台灣已是多族群以及多元文化的國家，在原有的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

語之外，再新增七種新住民語言（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

及菲律賓語），提供學生選擇。透過東南亞新住民語言的學習，啟發興趣，增進

對文化的認識與理解，進而能夠尊重與欣賞。語言的學習必須從小扎根，在國小

時期若能夠點燃對於學習東南亞語言的熱情，才能培養出自發性的接觸與投入，

而在擁有語言能力的基礎之上，對於未來的跨文化溝通以及國際移動與就業，也

才能夠有良好的優勢。 

2. 新住民語文教學人才培訓 

根據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的人才庫（2020）指出，目前約有 2728 人為合

格教職人才，而教育部也持續的推動與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為了

進一步強化師資生對於多元文化的教學能力，現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業課程

中，也將「多元文化教育」納入選修課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國教署，2016）。
除此之外，政府單位如內政部、各縣市政府、民間團體也舉辦各式語言教學之培

訓，讓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新住民及其子女、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之外

籍學生或南亞語系學生，有機會可以成為新住民語言的師資並投入教學。 

上述文化教育政策著重在知識的學習以及資源的培育，期望能夠加強新住民

子女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成效。就學習而言，內在動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

教師的多元文化知能，除了協助國小新住民子女提起興趣願意去學，也以全體學

生為推動對象，引導學生們去認識跟覺察文化差異，而非只是參與一堂需應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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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語言課程，故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1. 多元教學方式提升課程有趣性 

取代傳統的教學方式，以活動交流的方式讓異國文化可以更為具體鮮明，例

如邀請新住民學生家長至班上，分享美食、歌曲、服飾或是當地文化習俗等等，

引起學生對於東南亞國家之興趣與深入認識，此舉不但能使學生直接接觸到多元

文化，也藉此賦能新住民家長，當新住民子女看見家長有自信地分享自身文化

時，連帶地也能增加新住民子女對其文化的興趣與認同，提高學習自身文化之動

機。 

除此之外，配合科技時代的來臨，教育部也研發了新住民語文數位學習教

材，教材中包含：對話製作、互動問答題與歌曲設計，串聯不同媒體讓學習更有

趣（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9）。另外也推動新住民語文遠距教學，透過老師在

攝影棚同步對多個學校進行遠距教學，突破地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讓偏鄉兒童

也有機會學習，成為更有效率的學習模式。 

2. 提升新住民子女自我認同 

家庭對於新住民子女是否有意願學習多元文化佔有重要因素，若能透過相關

的回家作業，讓學生訪談自己的家人，除了讓學生與家人有機會對話，增進親子

關係外，也能讓學生在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深入認識該文化，了解其有趣特

別之處，家長不但有機會分享自己的過往成長背景，也能藉此教育孩子在跨文化

脈絡下的調適與思維，增進子女在文化適應力與彈性的學習。另外，若有機會在

國小階段帶領子女回到自己的家鄉進行探訪，透過長期與當地親戚、居民互動，

更能加深對於該國文化的體驗，知覺到該國文化某部分也孕育著自己，當情感上

出現了連結，對於學習語言才會有感覺，也才知道自己為何而學。 

三、結語 

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洪詠善表示，「透過語文學習，促成我們對

於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人們的理解，是新課綱設計的理念。」（田孟心，2019），
經由不同科目老師設計與課程相關的活動，讓新住民子女與其他同學可以在課程

中一同學習，有機會了解彼此的差異與長處，設計有趣的教學內容引起學生自主

學習的動機，也是老師重要的任務之一，當學生願意主動學習、與他人互動合作

時，這也達到了課綱的主要三大核心素養精神，新住民子女的「特別」不再是弱

勢，而是能轉化為優勢，透過課程設計讓新住民子女對於新住民語言與多元文化

學習增加興趣，連結三大素養。 

「自發」：讓學生自主行動，能夠透過課程學習如何解決問題、規劃作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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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互動」：讓學生在過程中學習與同學溝通，善用網路媒體篩選正確訊息，

同時成果也能用多元媒材呈現，培養美感與創意。「共好」：則是增加對彼此的理

解、在團隊中學習合作，最後培養同理心，彼此尊重包容。當這三大素養層面能

從小深植在學生心中，即便升上國高中，學生對於多元文化議題也會持續重視，

願意主動思考並吸收新知，增加探索多元的能力與視角，對於不同的文化將能夠

有更多的涵容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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