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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外籍生高等教育人才的流動加上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誘導許多臺商到

南邊投資，變成越南籍的人力語種的資源在我國經濟投資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挹注

力，然而，外籍生來臺就學由於文化、語言以及溝通上的不同，許多研究顯示會

有適應等相關問題出現，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跨

文化適應之多個案研究，本研究目的為以下四個：(1)探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

認同以及跨文化適應論述與實證研究；(2)分析在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

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3)運用多個案研究分析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

跨文化適應對應；(4)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大學指導外籍博士生跨文化適應

之建議。 

    本研究方法和策略包含了質性訪談法為主要方法，以多元資料種類進行三角

檢證，訪談對象包含主要 3 位在臺大學任教越南籍博士生個案，其周遭的重要人

士也會接受訪談，例如指導教授、大學任教之同儕、學生、朋友等共 8 位訪談對

象，此外，半結構式訪談以跨文化能力來看高端人才高等教育者研究方法策略、

途徑、對象，所採取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行開發跨文化為主題之半結構式訪談

大綱，最後，本研究倫理基於互惠互重、知情同意，在研究過程中，實施半結構

訪談的方式，為我國外籍生高端人才教育政策提出有建樹之建議，期望其能帶給

國家效益，以讓政府對外籍生高端人才的教育策略推動能更加符應其所需。根據

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整理，針對越南籍博士生跨文化適應之議題進行

探討整理其相關跨文化適應策略，並依據研究結論，本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做為國

家政策與大學和高等教育建立相關政策參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跨文化能力理論、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探討 

跨文化適應策略包含跨文化能力與跨文化認同（李丹潔，2015），而跨文化能力

包含了溝通層面、態度層面與跨文化轉化層面，綜合各學者針對跨文化能力定義

以及內涵之歸納整理，跨文化能力內涵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溝通層面：了解自

己、了解他人、跨文化溝通與了解；再者為態度層面：好奇心、開放性、不急於

否定和判斷他人信念或行為、以及從他人的觀點來分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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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文化轉化層面：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覺察並消除

偏見。 

跨文化適應是一段微妙且毫無知覺的認同重整過程（Kim, 2005）。因此，必須先

解決跨文化認同問題，才能有效解決跨文化適應之困擾。本研究中跨文化認同分

為「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部分，「文化歸屬」指的是外籍生與就學國

家文化之間依附歸屬、共榮共滅、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而「文化投入」為能了

解就學國家文化背景及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化認知的熱忱及投入

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程度。跨文化適應：包含跨文化能力與跨文化認同，

跨文化能力內涵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溝通層面、態度層面以及跨文化轉化層

面；而跨文化認同包含「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部分。 

表 2 跨文化適應要素表 

資料來源：吳瓊洳、蔡明昌，2009；Schmidt，1998；Deardorff，2006；Kim，1988 及本研究整理。 

(二) 在臺高等教育外籍生之跨文化適應之探討 

    本研究以跨文化的視角，根據學者對於外籍學生跨文化適應之相關研究，整

理出外籍生跨文化適應障礙與困擾有幾下幾項：(1)文化衝擊障礙、(2)語言適應

困擾、(3)課業學習困擾、(4)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5)經濟方面的障礙、(6)物理

環境障礙：物理環境的適應等。 

    綜合上述為高等教育外籍生來臺就學在跨文化適應相關困擾上會出現文化

適應、語言適應、學業上、人際關係、經濟與教室硬體設備使用不熟悉上等等的

障礙，建議各個學校在幫助外籍生適應時，提供他們支援系統的支援，是一種支

持性的校園環境（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與社交上的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蔡文榮、徐主愛，2011），而這正是能顯著影響外籍生適應與學習表現

主題 主軸 層面 內涵 

跨 
文 
化 
適 
應 

跨 
文 
化 
能 
力 

溝通 了解自己、了解他人、跨文化溝通與了解 

態度 從他人的觀點來分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跨文化轉化 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覺察並消除偏見 

跨 
文 
化 
認 
同 

文化歸屬 與就學國家文化之間依附歸屬、共榮共滅、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 

文化投入 
能了解就學國家文化背景及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

化認知的熱忱及投入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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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法（Sodanine, 2009）。（因篇幅所限，略）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訪問三位在臺任教的越南籍博士外國學生為研究個案為研究對象。研

究範圍：限定在三位個案之工作圈、學習圈以及生活圈等，工作圈指其任教之某

中部國立大學語言中心為組織；學習圈為其求學之學校，其中包含指導教授、同

儕等人，而如 LINE、FB、Instagram 等交友軟體，作為其生活圈之範疇，藉由訪

談互加好友群組等，來了解其生活適應與朋友互動之狀況，利用「滾雪球方式」，

預計訪談三個個案的老師（以下）以及同學等為訪談對象，至少各訪談兩次以上，

時間約為一小時之內，本研究邀請三位研究者互為研究諍友 R1-R3，並請大學指

導教授 R4 做為本研究協同研究者，總計訪談 18 位對象，其中包含三位研究參

與者的老師以及同學。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田野調查以及文件分析等方

法。研究工具採自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理論構念與經由專家 3 人校對後，觀察

研究參與者之文件檔案、省思札記、數位影像與照片來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資料蒐集與分析：採質性的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以半結構式訪談、參與式觀察、

省思札記學生生活表現紀錄等資料為主，並輔以參照數位影像、照片等資料，有

系統地呈現資料能使讀者更清楚的了解資料的來源。資料編碼與轉譯：將質性語

料加以分類編碼，質性訪談資料用文字轉譯後，寄給訪談者確認內容後，再進行

編碼轉譯等。研究信實度：採以 1 位越南籍碩士生為研究諍友，並與大學教授共

同進行研究，以文獻探討所得的理論為基礎，本研究資料種類多元性，採取半結

構式訪談、文件分析以及田野調查等研究方法，進行三角檢證，並請指導教授校

正。研究倫理：遵守的規範與研究對信象達成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知情同意，

以及匿名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因篇幅所限，略）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之探討 

1. 就跨文化能力部分-溝通層面、態度層面與跨文化轉化層面 

(1) 溝通層面 

分為 a.溝通狀況、b.遭遇問題與 c.處理方式進行分析：根據受訪者的訪談中

可以了解個案對於自己的溝通狀況具備了解與掌握的程度（訪 P1/2019/11/09、訪

P2/2019/7/13、訪 P3/20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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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溝通狀況方面 

個案秉持著相當客氣親切的態度與人溝通（訪 P3-F/2019/10/25），人也很和

善（訪 P3-S/2019/11/18）。 

b. 遭遇問題 

(a) 中文語法用詞問題（訪 P1-S1/2019/11/18、訪 P2/2019/7/13） 

(b) 年紀比其他同學大（訪 P3/2019/7/16） 

(c) 口音方面（訪 P1/2019/11/09） 

(d) 價值觀方面（訪 P1/2019/11/09） 

c. 處理方式 

(a) 中文用詞不精準改以其他方式呈現（訪 P1-S1/2019/11/18、訪 P3/2019/7/ 
16）。 

(b) 主動向他人詢問（訪 P2-F/2019/12/21）。 

(c) 選擇忽視（訪 P3/2019/7/16）。 

根據 Patricia Schmidt（1998a）提出了所謂的「跨文化瞭解與溝通的 ABCs
模式」，分為三個部分：溝通狀況、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進行分析，學過中文確

實是非常大的優勢，在溝通過程中，與他人進行溝通時，具備了解自己的想法該

如何表達較為適當、知悉當他人話語中的意思，確切同情與了解因文化差異的原

因，而導致價值觀、行為等有所差異等現象是重要的。 

(2) 態度層面 

本研究提出三級論：第一層級會秉持著尊重包容之態度去面對異地文化與自

身本土文化並不相同之處；第二層級除具備第一層尊重、包容之特質，還更進一

步願意積極地去學習異地文化與自我文化之相異之處；第三層級不僅共具第一、

二兩種層級之態度與特質，還願意扮演兩類相異文化之中間橋樑，不僅止單方面

吸收、學習異於己身文化之特性，亦樂於與異文化之他人溝通、解釋自身本土文

化之價值，藉此達到有效之文化理解與溝通（訪 P3-F/2019/10/25、訪 P1-S2/2019/ 
10/25）。綜觀上述，跨文化能力的態度構面尊重、開放性、保持好奇心等特質

（Deardorff，2006），本研究更發現樂於扮演文化溝通之橋梁之積極態度，態度

是跨文化能力的基礎（Byram、Nichols 與 Stevens，2001）。 

(3) 跨文化轉化層面 

受訪者 P1-S2、P1-S1、P2-F、P3 與 P3-F 有五位受訪者提到當遇到有偏見與

文化上的差異等狀況，態度都是較為積極面對處理，會先調整自己的心態，試著

反思自己的想法是否主觀，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不同文化的習慣，進而加以解

釋，進而他人理性的溝通討論自己的想法，根據 Kim（1988）從適應的觀點分析

個體進入新文化情境後，在適應過程中，當地環境、個人特質與個體溝通能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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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個體與當地人互動歷程的因素，而適應歷程的結果乃是個體的跨文化轉化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即個人在新的情境中能夠反思自己扮演不同角色。 

2. 就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適應-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 

文化認同為一種社會建構，文化是人們的自我感或身分認同的主要來源，對

特定文化團體或族群團體的歸屬感是文化認同的主要來源。本研究江文化認同分

為「文化歸屬」與「文化投入」兩個向度： 

(1) 文化歸屬 

在文化情感方面，P1、P2 與 P3 對於臺灣的情感非常的深厚，主要原因為越

南與臺灣的文化非常的相像。P1 喜歡之操作以及覺察並消除偏見，具有文化覺

察與反思之能力。 

(2) 文化投入 

a. 能了解就學國家文化與歷史知識； 

b. 展現對於文化認知的熱忱與投入文化學習和參與。文化投入因素是常被用來

當作對文化認同程度的重要指標，其中包含了對族群文化認知及參與的表現 
（Phinney，1990）。 

(二) 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分析 

1. 文化衝擊障礙（訪 P1/2019/11/09、訪 P1-S1/2019/11/18）； 

2. 語言適應困擾（訪 P1/2019/11/09、訪 P2-F/2019/12/21）； 

3. 課業學習困擾（訪 P2/2019/7/13）； 

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訪 P2/2019/7/13、訪 P2-F/2019/12/21、訪 P3/2019/7/16）；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訪 P2/2019/7/13、訪 P3-F/2019/10/25）； 

6. 物理環境障礙：對於教室裡的電子資源與 E 化設備等操作不熟練（訪 P3-S/ 
2019/11/18）。 

(三) 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跨文化適應解決策略 

1. 文化衝擊障礙解決策略：尊重對方的文化，以不同的角度和觀點進行審視與

對方討論，學習更多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訪 P3-F/2019/10/25）。 

2. 語言適應困擾解決策略：多進行書寫練習，請同學指導（訪 P1-S1/2019/11/18）， 
尋求中英翻譯，從英文了解中文意思 （訪 P2/2019/7/13、訪 P2-F/2019/12/21）。 

3. 課業學習困擾解決策略：詢問他人並自行上網或去圖書館以尋求相關資料（訪

P3/2019/7/16、訪 P1- S2/2019/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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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解決策略：尋求同鄉與他人的協助，或者是找認識的同

學、老師等等來解決適應的問題，並能夠透過良好的人脈尋求更有系統和幫

助的管道與其他資源（訪 P1/2019/11/09、訪 P3-F/2019/10/25、訪 P2-F/2019/12/ 
21）。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解決策略：善用學校所提供的獎學金資源，爭取打工機會 （訪

P3/2019/7/16），善用國家社福機關所提供的資源，並且善用自己的專長與技

能，藉此尋找相關的工讀機會，來脫離經濟上的困境 （訪 P3-F/2019/10/25）。 

6. 物理環境障礙解決策略：善用自我的人際關係與口語表達能力（訪 P1/2019/11/ 
09）。 

(四) 相關的對應措施與處理方式 

1. 外籍生審視自己是否具備三大能力：語言能力、自主生活的能力、與他人和

諧交際互動的能力。且須事先做出的準備工作有：需事先了解臺灣地區的經

濟消費情況並做出評估、事先與在臺的同鄉同胞互通有無、求助可幫忙的相

關機構尋求幫助（訪 P1/2019/11/09）。 

2. 高等教育須提供國際學生中文語言相關課程或檢定幫助（訪 P2/2019/7/13）。 

3. 引介外籍生相關專業人才之工讀機會：在學校裡擔任教導越南語老師或是擔

任工廠企業等之越南語人才（訪 P3/2019/7/16）。 

4. 國家政策提供外籍生跨文化適應的幫助與應努力的方向 

(1) 物質之經濟性輔助措施 

(2) 提供未來就業之銜接性管道 

(3) 提供國際共通語言學習資源 

(4) 多籌辦促進國際交流之學術活動 

(5) 外籍生自我心態調整與動手實踐能力，以客觀的態度切入進行思考、具備強

大的抗壓性（訪 P1/2019/11/09、訪 P3/2019/7/16）。（因篇幅所限，略）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在跨文化能力上，外籍生需加強中文學習，具備同情的理解，確切瞭解母國

文化與求學國文化、價值觀、行為等差異等現象。 

2. 在態度上，外籍生需秉持著樂觀、尊重等正向態度，把握不同的情境學習，

主動積極的去處理，勇於探索異文化與自身文化差異之處。尊重並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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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文化、了解雙方文化並樂於扮演文化溝通之橋梁，並運用「客觀、不武斷」、

「樂於接納異己」以及「慎思謹慎」等三項具體策略實踐態度。 

3. 在跨文化認同之文化歸屬方面：善用中越儒家等文化親近性，培養外籍生在

建立起對臺灣文化的認同與歸屬感，優質的社會制度、熱情的文化氛圍以及

便利的生活、學習機制，加速外籍生培養文化歸屬感的重要關鍵。 

4. 在跨文化認同之文化投入方面，加強外籍生了解我國(就學國)國家文化背景及

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提供文化認知學習與文化參與，並適時提供機會分享

外籍生母國文化。 

5. 在臺大學任教之外籍高等教育人才的跨文化適應議題，包括文化衝擊障礙、

語言適應困擾、課業學習困擾、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經濟方面的障礙、物

理環境障礙等，需各單位研擬相關輔助措施。 

6. 在臺大學任教之越南籍博士生的跨文化適應對應 

(1) 文化衝擊障礙解決策略：輔導本國與外籍生須秉持多元、包容、相互尊重、

非主觀的態度與姿態與異文化的人們相處，並以積極學習的心態面對文化衝

突。 

(2) 語言適應困擾解決策略：加強中文學習機會提供與英文媒介。 

(3) 課業學習困擾解決策略：提供資源與資訊，善用圖書館、網路等各項學習資

源，且在必要時尋求同儕、老師等他人之協助。 

(4) 社交與人際關係適應解決策略：善用人際資源的優勢，幫助自己適應當地生

活，主要建立人脈資源。 

(5) 經濟方面的障礙解決策略：努力爭取校內的獎學金補助，並善用自己的專長

技能尋找打工機會。 

(6) 物理環境障礙解決策略：透過與他人諮詢、詢問得到解決。 

(二) 建議 

1. 針對高等教育建議：針對文化衝擊障礙、語言適應困擾、課業學習困擾、社

交與人際關係適應、經濟方面的障礙、物理環境障礙等，需研擬相關配套輔

導措施，提供專案與策略。 

2. 各校與各機構須主動提供外籍生中文學習相關資源，建立免費的中文學習平

臺，提供中文學習輔助語方案，並適時提供英文學習翻譯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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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發會、內政部應主動整合教育與就業兩大體系，有效統整、規劃與推動外

籍籍高等教育、博士生人力資源與管理，並定期評估與有效利用，以發展我

國各項經濟、教育、文化與外交等。 

4. 對於指導高等教育、博士生教授與系所，提供外籍輔助知能與鷹架方案，並

研擬學習班級內學生之間同儕輔導、小老師制規劃等制度。 

5. 主動開發與提供外籍生打工獎助學金機會，並適時提供未來在臺或是回母國

之職涯教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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