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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籍配偶如何教育新台灣之子的議題，是我們幼保科好奇的事情之一，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台灣之子的學校生活適應能力，基於求知欲，我們做了一份問

卷，除了調查新台灣之子的經濟狀況、教育水準及家內指導功課者為何人外，我

們也針對新台灣之子的學習狀況、語言障礙、學習障礙和互動狀況做了問題探討。 

    根據研究結果，新台灣之子家庭經濟狀況普遍不差，父母親教育程度其中一

人都有中上水準，家內教導者大多數是外籍配偶；而新台灣之子明顯有跟不上課

業進度、表達能力不足及較少與老師互動的問題；數據中，有一半的外籍配偶十

分關心自己孩子在學校的狀況，部分外籍配偶會參與學校活動，若可以開設一些

有關語言學習上的課程來幫助新台灣之子，讓他們的語言能力更好及增強他們的

表達能力。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新台灣之子」這個名詞在台灣掀起了一股風潮，使社會大眾也開

始關心這個話題，而他們的學校生活的適應，也受到了許多社會人士的關注。 

外籍新娘的引進，以及新台灣之子的產生，使得幼兒園的教師們，需要吸收

更多的文化資訊來教導他們，身為幼保科的我們，也深刻的了解到未來的幼教發

展是如此重要了！ 

我們在實習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新台灣之子，比起其他一般的小朋友，新

台灣之子的發展較慢，使我們想進一步的了解新台灣之子們的發展過程。所以本

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知道新台灣之子在學校學習的狀況。 

「外籍新娘越來越多，每七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是新台灣之子。」(楊瑪利、

楊艾俐，2004)外籍母親因語言與文化的隔閡，無法吸收教養新知，對新台灣之

子的教育問題產生了影響。而零到六歲是幼兒學習的關鍵期，因此到了就學年

齡，所遇到的學習問題，是我們現在所關切的。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新台灣之子學習教育上的問題。 

  (二)了解新台灣之子生活適應上的家庭因素。 

  (三)了解新台灣之子生活適應上的學校因素。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收集新台灣之子的資料與報導，加以整理分析。 

(二)問卷調查法：針對幼稚園的老師，研究地區為桃園縣，地點為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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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指的「新台灣之子」係指近二十年來，新興且有成長趨勢的新移

民女性現象，行政院長於 2003 年提出「新台灣之子」一詞。」 (翁麗芳，2004)。

所以，本研究所稱「新台灣之子」係指來由新移民女性與台灣及男子共同因為婚

姻關係組合成為跨國婚姻家庭，而其所生之子女。 

 

貳●正文 

 

一、 認識新台灣之子 

 

「新台灣之子」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解釋，「新台灣」的名詞十分崇高，將

來的所有在台灣生長的人，均將為「新台灣人」。因此主張新台灣之子應該指「這

一代新台灣人」所生的孩子。狹義而言，係指游錫堃院長在去年教育發展會議上

所使用者，限於外籍配偶所生的孩子，美其名為「新台灣之子」。 

 

二、 新台灣之子的家庭因素 

 

（一） 家庭背景 

 

通常迎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子，大多來自「經濟水平較差、教育程度較

低、年紀較大、離婚、家庭較不完整、有重大疾病傷殘、傳宗接代者。」（張

芳全，2004）中國籍的外籍新娘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約佔 35.9﹪；東

南亞籍的外籍新娘之教育程度較低，以國中、初職程度最多約佔 35.7﹪。

此外，根據研究調查，「新台灣之子的雙親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長指導

學生時間、家中電腦及圖書數，均顯著低於本籍學生。」（張芳全，2005） 

 

（二） 父母親對新台灣之子的課業問題 

 

一般而言，當學生遇到課業問題時，除了教師之外，最常擔負起課業指

導的人大多為母親。然而，「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教育程度不高、年紀輕，且

語言能力差無法指導其子女或與教師溝通。」（吳錦惠、吳俊憲，2005）在

她們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連帶影響其子女的學習。或者，父母親忙於工作

為生活打拼，無暇關心子女的學習情況。 

 

（三）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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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之子在學校易受到污名化的傷害，學校同學受到刻板印象或媒

體的不當報導之影響。」（吳錦惠、吳俊憲，2005），可能會直稱「某某人

的媽媽是『外勞』、『菲傭』」，而造成其自尊心受損。有些甚至因外表、口

音腔調與本籍人不同，而遭歧視。「這些都可能使新台灣之子被標籤化、污

名化，進而產生自我認同不足，缺乏自信、感到自卑。」（陳國民，2005） 

 

三、 新台灣之子的學校教育問題 

 

 （一）學習障礙 

     

新台灣之子乃屬台灣相對弱勢男子與新移民女性共同組成的跨國婚姻

家庭，他們的父母在文化生活適應不佳、價值觀點差異、語言溝通隔閡等

情況下生兒育女，在整體家庭環境因素較非外籍子女家庭不穩定的前提

下，課業學習及校園與家庭生活適應上，較一般學生來的低落。 

 

 （二）語言學習問題 

 

目前外籍配偶在語言學習上能用完整的國語或台語的情況並不多見，因

為語言、文化的隔閡引發了教養孩子的問題，未能熟悉中文、擅用國語，

也使得孩子在語言的發展上缺乏正確典範，也學得比較慢，而孩子入學後，

回家又無法與母親溝通，導致孩子在學習上更處於不利的地位。 

 

（三） 親師互動 

 

「外籍配偶因語言溝通的障礙，以及對台灣教育文化的不瞭解，自然與

學校教師的互動受影響。」（蔡榮貴，2004）依據蔡榮貴等人的研究調查發

現：部份的教師對於外籍配偶家長較不關心其子女教育問題存有先入為主

觀念。此現象反映出外籍配偶家長缺乏與學校溝通的語言能力與經驗，亦

或為 學校系統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不瞭解。在教師尚未有與外籍配偶家長

溝通之經驗，與家長並未能瞭解學校生態的前提下，不利於親職教育功能

之發揮。 

 

四、 研究對象 

 

    在幼兒園裡班上有新台灣之子的老師，共 10 位幼兒園老師。施測日期：

101 年 11 月 05 日，星期一。 

 

五、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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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老師： 

 您好，因現今外籍配偶比例上升，許多的新台灣之子也隨之增加，我們希望

可以以這份問卷了解新台灣之子在幼兒園學習的狀況，謝謝您的協助幫我們完成

此問卷。 

                              育達高級中學學生：呂芳如、李繐菁、王鳳瑛 

                              指導老師：蘇芳儀老師 

1. 請問您目前是教導哪一個班級？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2. 請問您教導的新台灣之子，家庭經濟水準每月普遍是？ 

□1 萬以下 □1～2 萬 □2～3 萬 □3 萬以上 

3. 請問您教導的新台灣之子，家庭教育水平普遍是？ 

父親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其他________ 

母親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其他________ 

4. 請問您教導的新台灣之子，在家庭內的指導者普遍是？ 

□外籍配偶 □爸爸 □爺爺 □奶奶 □其他__________ 

5. 請問您教導的新台灣之子是否有學習上的障礙？ 

□無法吸收新知 □跟不上課程的進度 □其他___________ 

6. 請問您教導的新台灣子在語言上是否有發展困難？ 

□答非所問 □表達能力不佳 □無法和小朋友及老師溝通 □其他

____________ 

7. 請問您接觸的外籍配偶對子女的學習狀況是？(可複選) 

□會參與子女在學校的各項活動 □會與老師討論子女的學習狀況 

□不過問子女在校的情況 □其他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與新台灣之子的互動狀況如何？ 

□幼兒會主動和老師互動 □幼兒有事情會與老師訴說  

□幼兒較內向和老師互動不多 □其他_______________ 

 

非常誠摯的感謝您協助我們完成這份問卷 

育達高級中學 高三(33) 李繐菁 呂芳如 王鳳瑛 敬上 

 

六、 研究分析與討論 

 

(一) 老師教導新台灣之子的班級 

 

班級 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人數 01 人 02 人 04 人 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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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0％ 20％ 40％ 30％ 

 

由上表顯示，老師共 10 位，老師教導幼幼班人數佔 1 人百分比為 10％、

小班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中班人數佔 4 人百分比為 40％、大班人數

佔 3 人百分比為 30％；由此可知，老師教導新台灣之子的班級以中班為主。 

 

(二) 新台灣之子的每月家庭經濟水準 

 

每月薪水 1 萬以下 1~2 萬 2~3 萬 3 萬以上 

人數 0 人 0 人 07 人 03 人 

百分比 0％ 0％ 70％ 30％ 

 

由上表顯示，1 萬以下人數佔 0 人、1~2 萬人數佔 0 人、2~3 萬人數佔 7

人百分比為 70％、3 萬以上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由此可知，新台灣之

子家庭經濟水準都在 2~3 萬。 

 

(三) 新台灣之子的父親教育程度 

 

父親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人數 0 人 03 人 07 人 0 人 

百分比 0％ 30％ 70％ 0％ 

 

由上表顯示，新台灣之子的父親教育程度國小人數佔 0 人、國中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高中人數佔 7 人百分比為 70％、大學人數佔 0 人；由此

可知，新台灣之子的父親教育程度多半以高中為主。 

 

(四) 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人數 02 人 05 人 02 人 01 人 

百分比 20％ 50％ 20％ 10％ 

 

由上表顯示，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

％、國中人數佔 5 人百分比為 50％、高中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大學

人數佔 1 人百分比為 10％；由此可知，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教育程度多半以

國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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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導的新台灣之子，在家庭內的指導者 

 

指導者 外籍配偶 爸爸 爺爺 奶奶 

人數 04 人 01 人 02 人 03 人 

百分比 40％ 10％ 20％ 30％ 

 

由上表顯示，新台灣之子在家中的教導者外籍配偶人數佔 4 人百分比為

40％、爸爸人數佔 1 人百分比為 10％、爺爺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奶

奶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由此可知，新台灣之子在家中的主要指導者

為外籍配偶居多。 

 

(六) 新台灣之子學習上的障礙 

 

學習上的障礙 無法吸收新知 跟不上課程進度 其他 

人數 02 人 07 人 01 人 

百分比 20％ 70％ 10％ 

      

     由上表顯示，新台灣之子的學習障礙無法吸收新知人數佔 2 人百分比

為 20％、跟不上課程進度人數佔 7 人百分比為 70％、其他人數佔 1 人百分

比為 10％；由此可知新台灣之子的學習障礙以跟不上進度居多。 

 

    (七)新台灣之子語言上發展困難 

 

語言上發展困難 答非所問 表達能力不佳 
無法和小朋友及

老師溝通 

人數 02 人 06 人 02 人 

百分比 20％ 60％ 20％ 

      

     由上表顯示，新台灣之子語言上困難答非所問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表達能力不佳人數佔 6 人百分比為 60％、無法與小朋友和老師溝通

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由此可知，新台灣之子語言上發展困難以表達

能力不佳居多。 

 

    (八)外籍配偶對新台灣之子學習狀況 

 

子女學習狀況 
會參與學校各項

活動 
會與老師討論 

不過問子女在校

情況 

人數 03 人 05 人 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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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30％ 50％ 20％ 

      

     由上表顯示，外籍配偶對新台灣之子學習狀況會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會與老師討論人數佔 5 人百分比為 50％、不過

問子女在校情況人數佔 2 人百分比為 20％；由此可知，外籍配偶對新台灣

之子學習狀況以會與老師討論居多。 

 

    (九)老師與新台灣之子的互動狀況 

 

與幼兒互動狀況 
會主動和老師互

動 

有事會和老師訴

說 

較內向和老師互

動少 

人數 03 人 03 人 04 人 

百分比 30％ 30％ 40％ 

      

      由上表顯示，老師與新台灣之子的互動狀況會主動和老師互動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有是會和老師訴說人數佔 3 人百分比為 30％、較內向

和老師互動少人數佔 4 人百分比為 40％；由此可知，老師與新台灣之子的

互動狀況以新台灣之子較內向和老師互動少居多。 

 

參●結論 

 

 由於台灣現在外籍配偶的增加，所造成新台灣之子越來越多。根據我們

的研究顯示，新台灣之子的家庭經濟水準並非都處於較低的社經地位，父親

及母親的教育程度也並非像以往的刻板印象這麼差！其實大部分都有國高中

以上的教育程度。而大部分的新台灣之子在家中的主要指導者通常為外籍配

偶，但外籍配偶因為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導致新台灣之子會有一些學習上的

狀況，像是我們論文中所提到的學習障礙，新台灣之子的學習狀況以跟不上

課程進度的比例居多，而在語言上的障礙，由於是異國聯姻，家中常會出現

兩到三種完全不同體系的語言混雜使用，外籍配偶本身就需要學習本國語

言，因此在中文字的認識上大打折扣，因而造成學校與家庭溝通上的困難，

在家庭教育方面也產生後遺症，正值啟蒙階段的子女在校的學習及表達能力

難免出現遲緩現象。而有關外籍配偶對子女在校的學習狀況，調查結果顯示，

外籍配偶對子女的學習狀況以會與老師討論子女的學習狀況居多，表示外籍

配偶都很關心新台灣之子在校的學習狀況。最後，幼兒園老師與新台灣之子

的互動，因新台灣之子較內向，所以和老師的互動較少居多。 

 

(一)可以開設一些有關語言學習上的課程來幫助這些新台灣之子，讓他們都 

語言能力可以更好，也可以幫助他們的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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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那些內向的幼兒，老師應多給予幼兒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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