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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08 學年度起，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增新住民語文課程，將新住民語文（越

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七種語文納入語文領域，

因此國小的語文領域課程從原本既有的三種本土語文（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

族語）學習，變成十種語文可供國小學童學習；而國、高中階段則將新住民語文

列為選修課程。國教院相當重視新住民語文課程的實施，其宗旨為落實十二年國

教「成就每一個孩子」的願景，同時有助於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但自108
學年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東南亞七國新住民語文納入國小「必選」課程，

雖讓臺灣開創全球先例，卻也引發部份家長質疑:東南亞語列為必選，會排擠英

文學習、動搖中文地位嗎？一週一節課的新住民語教學，究竟要帶給孩子什麼樣

的學習？「孩子學英文的時間都沒有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語文要配合移

民」「母語在家學不就好了？」6月25日在教育部大禮堂公布的「新住民語納入

新課綱」的訊息，讓臉書上的多個家長社團，又泛起一陣騷動(田孟心，2019)。 

筆者認為由於現在臺灣幼兒教育對於創造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並未有太多

的規劃，而新住民語文課程正是能提早讓幼兒沉浸於多元文化環境中的有效方針，

但是若要能夠在幼兒教育階段落實新住民語文課程，作者認為尚有以下幾個困境

仍需克服： 

1. 缺乏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幼教師資人員。 

2. 缺乏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幼兒教材。 

3. 依照過往經歷，幼兒園若要申請計畫，從前置作業、實施過程到成果呈報皆

十分繁瑣，必須耗費更多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影響教師對於執行計畫之熱忱

與意願。 

二、幼兒教育階段實施新住民語文教學之重要性 

新住民語文教學這項創舉帶來的質疑聲浪也在作者的生活周遭引起一陣討

論，讓作者對於政府政策之美意也開始起了矛盾。但從上述言論看來，可發現我

們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脈絡下教育我們的孩子，但在臺灣由於新住民人數急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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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現場亦受此影響。相較於過去幼兒父母之身分皆是臺灣人，起了不同於以往

的變化，讓臺灣的教育環境、教師、家長以及學生面臨了不同的經驗和挑戰。在

這個思維須調整的階段，看見了過去我們對這些多元文化差異的忽視與漠視。因

此隨著當下臺灣家庭成員組成的變化，我們的思想與生活價值也必須隨之改變，

而根治之道則為教育，因此十二年新課綱本著這樣的精神，將新住民語文的教育

含括入國民教育內，然而新住民語文的教育真的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就足夠了嗎？ 

語文在人類的社會互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一環，人們透過語文瞭解彼此，

因為語文能有更深入的互動。民國76年教育部頒訂幼稚園課程標準將語文列為幼

教課程六大領域之一；幼托整合後，在教育部102年頒訂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中，語文仍為其主要課程領域之一。由此可知，語文在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礎，可知學前階段為兒童語文學習的關鍵時期，學習語文是一

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過了關鍵時期，學習語文將日漸困難，因此能掌握語文學

習的黃金關鍵時期，也就是從學前階段的幼兒教育開始進行新住民語文的教學， 

其成效將會更甚於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新住民語文教學。 

基於上述論點，筆者認為從學前階段就開始進行新住民語文教學是一個必須

進行的教育議題。但由於目前國小階段家長對於必修課程增添新住民語文有所疑

慮，且幼兒教育階段並無所謂課程必修規定，因此作者以當前在幼兒教育實務現

場之經驗，提出所觀察到之困境及因應的解決策略，期許能協助我國學童從幼兒

園時期有效且快樂地學習新住民語文，也藉此讓臺灣家長提早和孩子一同認識新

住民文化，從小開始扎根，並期待能讓更多的現場幼教老師，對於新住民語文教

學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能夠更貼近新住民孩子的特質，提供更合適、更有助益的

教學環境、課程來幫助新住民孩子的學習。 

三、幼兒園實施新住民語文教學之困境探究 

由於筆者擔任非營利幼兒園計畫主持人，了解於一線在幼兒園現場工作教保

員實務經驗與實地觀察後，發現當前幼兒園要實施新住民語文教學會有下列幾點

亟需克服的困境： 

(一) 教學現場新住民語文師資不足 

新住民語文無法落實推動主要原因為師資問題，當教保服務人員語文能力不

足，以至於無法落實新住民語文的推動。 

(二) 教材資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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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住民語文有多種，目前為止只有研發國小課程教材，尚未研發符合幼

兒園之教材資源，因此當教保服務人員在備課時，需自行找尋相關教材資源，又

或者去請教新住民背景之人士，在教學營造與應用上會有很大的侷限。 

(三) 參與新住民語文教學計畫之行政業務繁重，教保服務人員工作量增多，備感

壓力 

往往若參與補助之教育部計畫，教保服務人員從準備、執行到完成撰寫成果

冊，須呈報許多記錄格式，撰寫十分繁瑣，因此對於教保服務人員來說，無疑帶

來沉重的壓力。 

四、解決幼兒園新住民語文教學困境之因應策略 

為解決上述困境，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做為因應策略： 

1. 除了開設口語會話班，增進教保服務人員教學能力，也要藉由公立教保服務

人員甄試遴選，補齊新住民語文背景師資，並鼓勵新住民家長進入課堂與教

保服務人員協同教學。 

2. 政府相關單位整合並設計相關新住民語文教材，歌曲、手指謠、童謠，降低

教保服務人員備課時的壓力，並且以小一的新住民語文課程為基礎，設計能

與之銜接的課程教材。 

3. 簡化教學計畫成果資料準備及呈報方式，提供更貼近幼兒園人員運用之平臺。

請政府設計出固定格式、明確規則且容易操作的網站，讓教師能定時上傳執

行過程相關成果，例如學生作品、活動照片或影片、家長回饋等，簡化編輯

成果冊的繁瑣過程，也能有效節省幼兒園教師的時間精力，讓他們能更專注

在教學上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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