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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住民幼兒語文實踐體驗及第二語言的培養 
邱琬瑜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2019 新課綱新住民語文課程納入了十二年國教中的語文領域，新課綱同步

將七國的新住民語言（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

和本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列為國小語文領域必選課程，學生

增加了一種語文選項可學習，讓一般學生和新住民的學生未來都有機會學習到多

元群族語言及文化。然而，新住民語文教學的師資來源及教學品質是否已有相關

配套規劃，值得深思。香港語言（廣東話、英語、普通話）的使用，在同時間成

功兼顧了國際趨勢及本土在地化的需求，是為亞洲各國各都市追求語言教育多元

化的楷模（楊聰榮，2002）。再者，幼兒階段是學習第二語言的黃金期，能適應

多語言環境，激發幼兒學習的興趣，培養語言能力視為人類階段發展重要的過程

（Frejan&Kuhl,2020），故，本文以新住民幼兒語文實踐體驗為主，受訪家庭為

2015-2019 在香港的新住民，受訪者從一至五歲在香港生長，為幼兒新住民。經

由訪談及參與觀察的研究方式，進一步探討第二語言培養的省思。  

在我們的觀察和實踐中，不斷吸取失敗和成功的點滴，以下歸納整理之總結

理念和經驗，是與以理論作爲出發點的純研究角度不同，更偏向從自身由下而上

的探索和不斷嘗試錯中學開始，著重在實用和有效，其後進而去尋找社會科學和

理論的印證。培養孩子的第二語言，簡單歸結為三個原則：(1)家長孩子一起來；

(2)有趣；(3)有目標。 

二、理念和培養方式 

有一個歷久彌新常在育兒教育的寓言話題裡，時被提起：一位家長因為孩子

常常犯同樣的錯誤，去向教育專家尋求幫助，專家瞭解了情況之後，拿就出一張

有不少錯字的紙給這位家長，讓助理去列印十份，然後說「現在原始的文稿和列

印出來的錯字都一樣，請問：您是去把列印出來的十份，一一改正，還是先回去

把原稿的改正，還是重新列印十份？」這個略帶負面色彩的寓言，在更細的不同

的教育情境裡，也許還有不同的解讀，但在培養新住民幼兒的教育層面上， 「共

同學，一起來」的親職教育，就是家長和老師最大的提醒。傳統工業時代，以標

準化和效率高於一切作為優先前提，而衍生出來的教育理念，其中最對立的一

點，正如寓言所顯現出的問題，但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還常常是一個不被注意的

死角或盲點：無非是，一直以來，類似的觀念，例如「教育就是學校的事啊！ 就
是老師的事！是專家的事啊！我就是不懂英文或者廣東話才找老師去教的

啊！」， 或者：「家長只是負責繳學費和送他們上學。讓家長和他們一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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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繳錢給學校和補習班老師是在做什麼？！」，都違背了和孩子共進退、共成

長的親子共學共享教育理念，將家庭作爲語言教育和培養之主體的角色，完全外

包給了社會和商業機構（Krashen 1987; Zhou, 2020）。 

香港的競爭壓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打從在娘胎，寶寶出生後，就立即開始

排隊面試 “Play group”。從面試開始就以語言來區分，至少普通話一組，英文一

組。受訪者訝異談到：寶寶連丫丫學語開口說話都還沒開始，就已經要面試去參

加“Play group”。但是教育從來就不只是學校老師的事，是需要家長共同一起來

參與。尤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就算帶來的「活到老、學到老」的推

動力、壓力還不夠大，身為家長，世界每天湧現出的更強大有趣的技術，工具和

解鎖出來的新的教育方式，都應該讓家長有越來越少的置身事外、袖手旁觀的理

由。當我們從小和幼兒一起去學習的時候，給他們帶來的推動力和積極性是無可

替代和比擬的。而自然而然，就引導父母自己去向另一原則靠近：有趣。 

所謂填鴨式的教育已不符合時代潮流，教育絕對不是把時間浪費在無聊、苦

悶的語法，背單字和默寫上（Krashen,1987）。就算是成年人的意志力和執行力

強過孩子許多，當家長亦參與到孩子學習的世界裡，讓他們和我們一樣去做重複

性的硬盤式的背記，他們一定比我們提前關機。反之，當學習以有趣作為前提的

時候，在玩中學習，在玩中成長，更能讓親子之間延伸出親情和許多快樂的記憶。 

其實，當家長和幼兒一起來學有趣東西的時候，事情相對事半功倍，已經容

易許多，然而，語言不是像一起做一頓飯或者去過一晚戶外露營生活那樣簡單的

工程，是需要長期的投入和持續的規劃，而這一切又因人而異，孩子可以配合甚

至幫助到自己父母去堅持，這正是研究者覺得需要為人父母責無旁貸去努力並且

需要持續進展中的一點，且是親子教育成敗的關鍵：積極設定目標、執行、並定

期檢視和更新。下面列舉一個訪談的實例，其父母具體化的「設定目標」在第二

語言培養過程中，並獲得具體而有效的幫助。 

和常態平均值的兒童一樣，受訪幼童在 2 歲左右，開始快速形成可觀察到的

語言體系，最初是聽和說，在 3 歲以後開始自然而然想去認字和臨摹。當她在 4
歲多，發現她開始看一些法語的卡通時，受訪幼童父親說著：「那就試著引導一

下囉！」。2019 年，在安排好夏天去比利時的法語夏令營後，在夏令營開始之

前，「預備她上課的興趣和期待」就是最確切具體的目標，包括介紹那裡可能的

生活、和比利時的朋友視訊、鼓勵她多看法語卡通等等。當夏天結束，從比利時

回來，「建立每週固定的語言培養時間和活動」就變成新的目標。而當下，受訪

家長則開始和受訪幼童的老師展開一系列的討論、回顧及展望，而去設定下一個

目標-比較可能是配合她開始讀寫英文的進度，來開始讀寫法文！在整個過程

中，不斷的檢視目標，執行狀況，適當修正，回顧和總結，在這整個執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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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訪者家長歸納整理出不少的親子教育理念和原則方式：凡事簡單可行最重

要，「一起來，學有趣的語言，並不斷設定新的確實可行的目標」。為人父母，

不僅僅在孩子蹣跚學步或者只是培養第二語言這一個話題上需要這樣，應該是一

輩子亦師亦友都需要去擔任的角色！ 

三、親子教育的工具和技術資源  

  語言環境的營造和利用網路平台特別是社交平台建立可持續的教學機

制。在臺灣，幼兒學語言的討論和故事分享，大部分都是由英文開始，送課後才

藝班，或者直接是從小送雙語幼稚園、全美幼兒園，甚至，安排到國際學校的小

-中-高一條龍學制，以至於極端到從小學就直接送至國外留學。當然，有足夠多

的財力和投入，毫無疑問是可以達到的效果，然而特別為培養第二語言，年幼甚

至小學就離開親生父母到另一個國度生活，對於孩子品性和全人的成長，造成的

不良弊端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討論，如：其斷裂（任杰慧，2018）、心理健康議題

（Wong, Homma, Johnson, Saewyc, 2010）。因此，本文在這一節想要探討和分享

的是：在不過分犧牲家庭的原生關係和原來生活模式的狀況為前提下，依然能夠

最大化當代工具和科技的操作使用優勢，達到同等價值甚至更優質的效果。 

(一) 語言環境 

學習的語言環境需要由幼童家長主動去營造，絕大部分外包給學校或者外移

到對象語言的國家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幼兒營造的教育資源，大概以聽、說、

看層面來分類介紹： 

1. 卡通片和親子電影 
這個類別基本上就是醞釀孩子的興趣和語言的意識。  

2. 歌曲和電台 
第二語言的兒歌，和孩子一起學唱，甚至如果幼兒先會了，讓幼兒教家長，

反反覆覆一起學習一起練習，甚至一起唱、一起跳，這時候 Youtube 和 Spotify
就是相當強大的資源，時常可以發現新的很棒的兒歌和推薦的視屏。 

3. 亞馬遜的 Echo Alexa 智能音響 
目前支持滿多語言的，英語、法語、日語、西班牙語都有，只要在設定上選

擇想要對話的語言，即可以開始人機交流。益處是只要有電和網路就可以有一個

24 小時無厭倦不煩人的對話對象；較為不足則在於很多時候會答非所問，對於

小孩子更需要鼓勵和引導，否則很快就會喪失對話的熱情。當然 Apple 的 Siri 
和 Google 的 Assistant 也是可選；受訪家長認為 Alexa 相較之下更好一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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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資源（Alexa 所謂的 “Skills”）也最豐富：例如和她玩 Quiz，問一些有趣

的問題例如 「獅子的叫聲是怎樣？」更不用說簡單的重複性的對話：講個笑話？

天氣？今天好嗎？今天心情如何？ 

(二) 教學資源 

一旦幼兒進入了學習的狀態，有基本的信心和興趣去用使用第二語言交流，

建立比較有規律的學習機制就非常重要。關於師資的選擇性，原則如下： 

1. 和孩子一起學習和成長 
2. 不是學費越貴就越好 
3. 先做朋友再做老師：不需要一開始就全程用所教學的語言來進行，先互相能

夠聊天和建立基本的互信友誼比什麼都重要。 
4. 盡可能及早的固定下來上課的頻率和時間：例如時差的關係，法國或者比利

時和臺灣都至少有 6 個小時的時差，在選老師的時候就已經把她能固定配合

的時間作為考慮因素放進去，便於以後長期可持續的進行。 

四、結語 

要打破傳統思維，逆向思考，向下扎根，從幼兒教育做起，家長不能只倚賴

學校教育，期待全權賦予老師，反之，需要調整心態，從小，與幼兒一起開始學

習，陪伴孩子，共同成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教育過程。 

綜上所述，本文透過理念和工具資源兩方面的親子共學，從實用和有效的角

度來探討培養新住民孩子第二語言的經驗和可行性。每個家庭的現實情況又因個

人而有所不同，在力求普遍性和適用性的同時，作者也强烈意識到個案不可避免

的特殊性和因此所帶來的局限。然而我們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推成出新

的技術和教育理念，無法預設的下一代的未來，都要求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勇於突

破傳統，批判性的看待現有的模式和教育體制。開創幼兒第二語言的學習，實在

是條漫漫長路，我們當不可自滿、自傲和躲在舒適圈裏。著眼於新住民孩子第二

語言培養的議題，因此野人獻曝，衷心希望借此抛磚引玉，透過個案成功和失敗

的經驗總結，帶來或多或少的啓迪和其他新的嘗試，為臺灣新、舊住民甚至培養

下一個世代的許多議題和問題解決做出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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