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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優異之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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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蓮縣玉里鎮田野國小為例 
 

 

 

王定洋* 
 

 

摘要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觀察法以及文件

分析之方式，進行東南亞籍新住民母親與臺灣籍父親組成之家庭的

教養方式分析。本研究之研究場域位於花蓮縣南區玉里鎮，訪談及

觀察對象為四位學習表現優異的新住民子女、其父母親、學校老師

。其中新住民母親的國籍有兩位是印尼籍、兩位是越南籍。 

研究結果，學習表現優異之新住民子女學校生活適應過程方面

，四位新住民子女在校的學習適應在剛入學時並不十分突出，但隨

                                                 

* 現職：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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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調適以及老師介入輔導，而達到學科、術科整體均優的表

現。四位新住民子女都有過口語發音、長相歧視的心理適應歷程，

隨著年紀漸長也越加認同自己的新住民母親。在校品行都十分良好

，且結合老師與父母的教導形成自我的學習方法，對課業的學習態

度積極認真。在其父母親教養子女的方式上，採開明權威型的教養

方式、重視禮貌、品德及尊敬師長；以共讀的方式，陪伴子女一同

完成作業及複習功課；用自身的經驗教導孩子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

族群，母親的職業選擇以陪伴孩子為首要考量；積極參與學校的親

子活動、親職課程，並主動聯繫子女的老師進行溝通，維持良好的

親師關係。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對新住民家庭在教養子女上的建議、

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如何協助新住民子女學習、規劃輔助之親職課

程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學習表現優異、新住民、教養方式、學習適應、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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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臺灣社會籠罩在超低出生率的烏雲下，各國的統計資料

顯示，低生育率是高度發展國家的普遍現象，然而不容忽視的是，

低生育率造成的社會影響廣泛且深遠。低生育率形成的少子化現象

，使人口結構改變、高齡化社會、稅基人口減少、勞動力下降、甚

至演變成兵源短缺的國安問題等。有鑑於人口減少的趨勢，因此維

持良好的國民競爭力及品質、基本國力，教育的角色就顯得十分重

要；如何透過教育培植下一代成為更具競爭力、更優質的臺灣囝仔

，為教育政策當局以及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 

研究者在東部的小學服務多年，發現偏鄉中小學除無法克服的

地理因素所形成的城鄉教學資源落差之外，另一項特殊的現象即為

新住民子女就學人數占新生人數比例的逐年增加，根據內政部戶政

司2014年八月底新住民人數統計發現，目前在臺灣的大陸港澳與新

移民人數已達494,996人（內政部，2014）。 

隨著女姓外籍配偶的移入，緊接著是外籍配偶子女的出生。除

外籍配偶人數增加，相對於本國籍已婚女性，女性外籍配偶通常有

較高的生育率（莫藜藜、賴珮玲，2004）。教育部統計資料指出，

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國中小就學人數由民國96學年度的103,574人

持續增加至103學年度的211,445人（教育部，2015），前後7個學

年的時間，新住民子女就學人數增加一倍有餘，加上臺灣人民的出

生率逐年下降，新住民子女占國中小學生數比例更已經遠遠超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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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群的5%，達到10%，凸顯新移民子女人數的日益增加，也

顯示臺灣未來的下一代除了閩南、客家、原住民之外，新住民已經

是臺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新住民踏入新的國度，首先面臨的是文化及語言的雙重挑戰。

張鈿富（2006）指出臺灣的外籍新娘因為語言文字的障礙，無法協

助子女課業學習與進行良好的親師溝通，常造成教育第二代的一大

障礙。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發現，新住民子女在學校的多元智能初始

表現皆不比本國兒童；近期，陳明聰（2013）〈新住民二代的多元

智能表現〉研究結果顯示，新住民子女小學到國中的語文、數學、

空間等多元領域能力表現，優於臺灣之子；新住民子女天生多元智

能不比臺灣之子差，但受限於後天文化和經濟弱勢因素，多元天賦

未能適當發展；傳統教育以學科成績來判斷學生智能，產生新住民

第二代不如人刻板印象。 

由於先天地理因素的影響，花東地區的居住人口、工作機會、

教育資源，始終與西部鄉鎮有明顯的落差，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往

往必須面對學生們的父母親到北部、西部工作，將孩子托給祖父母

教養的隔代教養問題；也因為花東地區就業型態多為第一、二級產

業，家長職業的社經地位普遍不高，多數男性為了傳宗接代選擇透

過婚姻仲介迎娶東南亞籍的配偶，組成所謂的新住民家庭，生出本

文即將研究的新住民子女，也就是新住民家庭的第二代。 

花蓮地區的新住民人口並非是臺灣最多的縣市，但由於人口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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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所占比例比全國高，部分偏僻鄉鎮小學的新

住民子女比例更高過三分之二。新住民的孩子普遍個性樸實，對老

師教導服從性高，但在適應學校生活的課業表現、人際互動方面，

卻普遍不突出、甚至落後。但也有部分新住民孩子的學業表現、自

我適應、人際關係等表現都十分優異，本研究即要探討這些孩子優

異表現背後的形成因素及條件，以給予第一線的老師、教育政策制

定者建議與提示。 

 

貳、新住民子女的就學現況 

一、全國新住民子女國中小尌學現況 

據教育部統計處（2014）新一期的統計資料分析，國內受1990

至1995年間政府推動經濟投資往東南亞轉移的「南向政策」影響，

透過婚姻仲介嫁往臺灣的新住民人數快速增加，爾後「南向政策」

雖因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等影響令臺商撤資不少，然

民間婚配交流仍然熱絡。 

近年我國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數量快速上升，92學年僅3

萬人，96及101學年分別突破10萬人及20萬人，102學年新住民子女

就讀國中、小學生數已逾20萬9千人，較101學年成長5.3％。如與

93學年比較，9年來國中、小學生數受少子化影響自284萬人降為

221萬8千人，新住民子女學生數卻穩定地由4萬6千人成長至20萬3



 

 

 

38  臺東大學人文學報．第 4 卷第 2 期 

 

千人，遽增15萬7千人，占國中小學生數之比率亦由1.6％快速增加

至9.2％；其中國小一年級新生數近2萬2千人，平均約每9位國小新

生即有1人為新住民子女。 

 

表1  92-103學年臺灣地區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 

學年度 

總計學生人數 國中人數 國小人數 

 

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92學年 2,870,076 30,040 1.05 957,285 3,413 0.36 1,912,791 26,627 1.39 

93學年 2,840,356 46,411 1.63 956,922 5,504 0.58 1,883,628 40,907 2.17 

94學年 2,783,075 60,258 2.17 951,202 6,924 0.73 1,831873 53,334 2.91 

95學年 2,750,737 80,167 2.91 952,344 9,370 0.98 1,798393 70,797 3.94 

96學年 2,707,372 103,587 3.83 953,277 12,628 1.32 1,754,095 90,959 5.19 

97學年 2,629,415 129,917 4.94 951,976 16,735 1.76 1,677,439 113,182 6.75 

98學年 2,541,932 155,326 6.11 948,534 22,054 2.33 1,593,398 133,272 8.36 

99學年 2,439,548 177,027 7.26 919,802 27,863 3.03 1,519,746 149,164 9.82 

100學年 2,330,230 193,062 8.29 873,226 33,881 3.88 1,457,004 159,181 10.93 

101學年 2,218,259 203,346 9.17 844,884 41,525 4.91 1,373,375 161,821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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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 2,129,050 209,784 9.85 831,930 52,353 6.29 1,297,120 157,431 12.13 

103學年 2,055,932 211,445 10.3 803,226 65,568 8.0 1,252,706 146,877 11.7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5）103學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分析 

由上表可知，過去十年來臺灣正經歷「少子化」的國力衝擊，

自九十二學年度至一零三學年度，短短的十一年間，臺灣的國中小

學生總人數驟減八十萬人，而新住民子女的國中小就學人數比例卻

逐年提高，顯見教育當局如欲思考培育新世代具競爭力的臺灣公民

，新住民族群的照顧與輔助已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花蓮地區新住民子女國中小尌學現況 

本研究所聚焦的地區花蓮縣，由於幅員狹長，在地形以及交通

不便的影響下，經濟發展與開發遠較西部地區緩慢，交通的因素連

帶影響人口總數偏低與就業機會不多，因此青壯年人口赴北部、西

部工作，而將下一代留在東部給爺爺奶奶照顧的情形屢見不鮮。除

了隔代教養、原住民的教育問題之外，新住民子女就學人口也在花

蓮地區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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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96－103學年度花蓮縣新住民子女就讀小學人數佔全體學生數統

計表 

學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國小學

生數 
25,463 23,969 22,690 21,666 20,510 19,216 17,994 17,202 

新住民

子女就

讀國小

學生數 

937 1,103 1,329 1,570 1,723 1,724 1,709 1,577 

比率％ 3.67 4.6 5.85 7.24 8.4 8.97 9.5 9.17 

 

由上述兩表統計數據可知，花蓮新住民子女占全縣國中小學生

數比率自2006年開始增加，新住民子女在小學就讀人數比率也自九

十六學年度開始明顯攀升，由原先的百分之三點六七，快速增加至

一零三學年度的百分之九點一七。由於偏鄉教育資源因地理因素而

不若其他地區，隔代教養、單親、中低收入戶長期以來就是東部偏

鄉普遍的教育現象，加上新住民母親來到臺灣的婚配對象有很高的

比例是勞動階層的臺灣男性，他們用勞力付出來支撐整個家庭的經

濟，而初到臺灣的新住民女性則必須努力適應文化、語言、夫家生

活習慣等差異。待跨文化家庭的第二代出生，除了上述的適應問題

之外，新住民女性又多了母親角色與責任，教養的問題也隨之浮上

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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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四個學習表現優異新住民子女家庭的跨文

化接觸 

本研究針對四組新住民家庭及其子女藉由半結構式訪談、田野

資料收集、各項學生表現記錄、教學現場觀察，一窺這些新住民子

女學習表現優異的成因。 

在參與研究的四組家庭中，有兩位新住民妻子來自越南、兩位

來自印尼，其中喬特媽媽和阿志媽媽是藉由仲介的管道認識來自臺

灣的丈夫，桐桐媽媽和小菁媽媽則是經由親友介紹認識。 

 

表3  研究對象的學習狀況一覽表 

樣本編碼 新1 新2 新3 新4 

化名 喬特 桐桐 阿志 小菁 

年級 6 6 4 3 

學年度 

成績表現 
1 2 2 1 

訪談時間 2.5小時 1.5小時 1小時 2.5小時 

入班觀察次數 9 4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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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訪談家長編碼暨國籍職業表 

編碼 國籍 職業 

新1F （喬特父親） 臺灣 鐵路局站務員 

新1M （喬特母親） 越南（隆安省） 錄影帶店員工 

新2F （桐桐父親） 臺灣 退休 

新2M （桐桐母親） 越南（同奈省） 診所櫃台 

新3F （阿志父親） 臺灣 農機行 

新3M （阿志母親） 印尼（加里曼丹） 家管 

新4F （小菁父親） 臺灣 汽修廠 

新4M （小菁母親） 印尼（雅加達） 家管 

 

四位分別來自越南、印尼的新住民母親，各自和臺灣丈夫都克

服了文化、語言上的籓籬，努力經營屬於彼此的家庭。其中喬特、

桐桐兩位小朋友的媽媽是來自越南，阿志和小菁的媽媽則是來自印

尼，而四位臺灣籍的父親雖然從事不同領域的職業，但共同點卻是

因為外在條件、學歷無法讓自己能夠在國內有契合的婚配對象，兩

項因素的影響下，使得他們遠赴海外尋求自己的良緣。 

而四位新住民媽媽在夫家家人的支持下，都有外出工作的機會

，顯示四個家庭的男方親屬都能包容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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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也接納她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圈。四位媽媽中，除了小菁

媽媽選擇協助家裡汽修廠的工作外，喬特媽媽、桐桐媽媽、阿志媽

媽，在外出尋求工作機會的經驗裡，都曾經歷過因為語言和國籍的

因素而沒有足夠的工作選擇，經常是短期性一年、兩年的勞務工作

，且普遍的待遇都比臺灣籍的勞工還要更低，但媽媽們都不以此為

苦，反而對於自己能夠協助丈夫支持家中經濟感到驕傲。 

一、學習表現優異新住民子女的學校生活適應 

四位子女在參與研究的期間都表示自己有學習腳步跟不上同學

的經驗，顯然四位表現優異的子女都曾經歷了相當時間的適應與調

整，才逐步讓自己可以有出色的表現，以下羅列三項四位子女分別

在學習適應上遇到的問題，而他們又是怎麼克服的： 

（一）新住民母親對於子女的語言學習力有未逮 

喬特的父親由於工作屬於輪班性質，加上喬特媽媽對於臺灣學

制並不完全了解，在衡量家中經濟的條件之後，喬特並沒有和其他

同齡孩子一樣就讀幼兒園。喬特父母親對於學前教育的態度和許多

新住民父母親一樣，除了經濟壓力之外，更多的是由於越南籍媽媽

的人際網絡受限，無法確知在臺灣教育環境中，學前教育可能對孩

子的影響，以至於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喬特媽媽錯過讓孩子能夠避免

語言學習弱勢的機會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小菁的學習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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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說我講話不清楚，說我臺灣國語，我都會說他們才是臺

灣國語。（新2 2015-03-27） 

小菁低年級時期的語言學習除了注音的困難之外，由於主要照

顧的印尼籍媽媽的國語腔調比較重，家庭中成員間主要溝通的語言

是閩南語，而小菁媽媽來臺後因為侍奉公婆，所以閩南語口語能力

要比國語來的好上許多；阿志媽媽則是客家話交談流利，但兩位媽

媽只要一切換到國語的學習就對孩子的問題愛莫能助。 

（二）學習習慣的養成需要家庭和學校配合 

四位參與研究的學習優異的四位新住民子女也和一般的孩子一

樣，有健忘和失誤的時候，而訪談中他們所提及的學習習慣和學習

技巧，其實是長時間的經驗累積和不斷試誤學習，再加上父母親的

叮嚀才逐漸形成的。 

（三）過於依賴老師指導學習 

阿志和小菁都是害怕自己會出錯，所以在一、二年級時對於課

前預習的習慣，一直都是時有時無、斷斷續續，而家裡看顧功課的

媽媽雖然都會陪伴孩子一起看書完成作業，但是也都不敢先教孩子

後續的課程，尤其是語文類科的學習，深怕自己的語言能力不佳造

成傳達錯誤的觀念給孩子。但隨著年級增長，進入中年級的學習領

域後，阿志和小菁也慢慢在課堂上、同學的互動中了解到預習課業

和事先自我練習的重要性，而阿志媽媽、小菁媽媽也因為參加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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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逐漸可以有能力指導孩子語文類科的學習，他們才逐漸不再

只是依賴老師上課來學習新課程。 

二、課業的學習態度 

（一）上課專注 

從教學現場的觀察以及導師們的回饋可以得知，四位小朋友的

專注方式並不一樣。有的人是很仔細聽老師說的每句話；有的人則

是一邊聽老師說話之外還會一邊寫筆記；也有些人是老師提示時才

抄筆記。上課的大部分時間主要都是專心跟著老師的問題應答，方

式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展現極佳的上課態度。 

阿志和小菁一樣，都是屬於上課喜歡和老師互動的類型，足見

四位新住民子女除了學業表現優異之外，上課學習的態度也是十分

優異的。 

（二）力學好問 

除了上課專心之外，四位子女對於自己不擅長的科目、不會演

算的題型，都會主動尋求解決的辦法，而不是被動地等到考試出錯

才藉由訂正學習。 

（三）今日事今日畢的好習慣 

四位子女回到家的第一件事，除了幫忙家人做家事、吃晚餐之

外，都會選擇先把功課完成，接著才安排到睡覺前的空閒時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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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住民父母中，喬特爸媽、桐桐爸媽規定十點要上床睡覺，而阿

志爸媽是規定九點半，小菁爸媽則是沒有特別規定，但是不能超過

爸爸媽媽就寢的十一點鐘。 

在學校放學到上床睡覺的這段時間安排，可以觀察出四位新住

民子女對於課業完成的態度和放學後的學習習慣。 

三、結合老師與父母的教導形成自我的學習方法 

紀詩萍（2007）在其研究中發現，新住民子女學習策略雖不一

樣，但仍以教師教導為主，再經由父母或同儕的指導與討論，逐漸

內化屬於自己的學習方式。本研究中四位表現優異的新住民子女，

的確在學習上各自有兩把刷子，無論是使用不同顏色的筆劃記重點

、使用便利貼、利用不同的資料夾整理各科試卷，這些方法都承襲

自班級導師的教導，加上父母親的督促，反覆在各科目間練習後才

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習習慣。 

（一）上課作筆記、劃重點 

參與研究的四位表現優異的新住民子女都提到，自己會在課堂

上做筆記、劃重點，而這項習慣的起頭都是源自老師上課時的引導

，最初都是使用鉛筆，而後逐漸演變至以直尺當成輔助工具並搭配

紅筆、藍筆的劃記方式。 

（二）課前預習、課後複習 

喬特和桐桐、小菁都有課前預習和課後複習的習慣，阿志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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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寫完作業之後會再次複習今天上課老師教過的內容，不同於前

三位子女有預習複習的習慣，阿志並不是偷懶而選擇只做課業複習

的動作，而是他知道自己的語言能力並不突出，在寫作和詞語運用

的能力上甚至有點不足，所以他選擇將時間運用在一遍又一遍地複

習老師教過的內容，加深自己的印象，屬於努力苦練型的選手。 

（三）用資料夾整理自己的小題庫 

除了學習習慣的保持之外，四位表現優異的子女在學習技巧方

面也是承自班級導師的影響。像是養成使用資料夾整理、收集自己

練習過的試卷，考試時先從會的題目開始寫，在空白紙上註記題號

驗算答案等作答技巧，四位新住民子女都會熟記自己老師教導的方

法，並且在自己於學校的學習過程中，要求自己一定要能做到老師

的要求，這份強大的執行毅力來自於新住民子女對老師權威的尊敬

與服從，也和新住民母親的母國普遍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有關。 

因此四位新住民子女對於學校老師教導的方法、教導的內容、

吩咐的事情、和老師的相處，都展現極高的服從和完成能力，亦會

自我要求把老師交代的事情做好，盡善盡美。 

1.資料收集的好習慣 

喬特和桐桐屬於高年級學生，因此研究者在教學現場觀察時，

喬特和桐桐都有使用資料夾整理不同科目考卷的習慣，細心的桐桐

還會把訂正完的和沒訂正的分門別類。 

阿志和小菁雖然沒有桐桐和喬特在分類整理上這麼細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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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會在考試前將自己寫過的試卷、學習單，按照單元順序排列

好，然後使用釘書機釘在一起，方便自己複習。 

2.考試技巧 

四位子女在月考及測驗考試時的作答方式都承襲自班級導師的

教導，隨著年級的增加而越來越熟練。 

可見新住民子女的課業知識以及考試的作答技巧，主要都來自

於班級導師的教導。新住民家庭普遍都屬於經濟普通、中低收入的

社經地位，可以負擔孩子額外參加補習的次數和時間，會受限於經

濟能力而有所考量，而家庭中擔負教育者角色的通常又都是中文比

較弱勢的新住民母親，因此班級導師的定位就益顯重要，他們可能

是除了父母親之外，新住民子女知識學習的主要來源。 

（四）主動參加課後輔導、勤練習 

四位新住民子女在校雖不符合參加補救教學的資格，但只要班

級導師同意，四位子女都傾向於課輔時間繼續留堂，完成部份作業

給老師批改，或是請老師出練習題給自己練習。 

可見四位子女經過老師同意後，都會希望自己能夠留堂，和那

些需要補救教學的同學一起寫作業，除了可以再聽一遍老師講解白

天上課的內容之外，可以寫老師印製的練習題、和同學互相出題目

測驗對方，這些增加自己課業練習機會的時刻，也是他們主動選擇

留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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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科、術科均優 

參與研究的優秀新住民子女中，喬特和桐桐目前就讀六年級，

而阿志、小菁則分別是四年級和三年級。四位新住民小朋友在校的

各項表現都獲得自己導師的讚許，除了學科的表現優異之外，他們

也都在非考試科目的藝能科目表現出色。 

（一）尊敬師長有禮貌 

四位新住民小朋友在校行為的共同點之一，即是對老師、長輩

都很有禮貌，所謂的有禮貌，在該校服務二十餘年的教學組長作了

以下註解： 

有禮貌不是那種表面上的工夫，有的孩子嘴巴很甜，看到人都

會打招呼，但是在你看不到他的時候，都做些踰矩的事情。我

們會說一個孩子很有禮貌，一定是長時間的相處，他的態度、

行為、打從心底尊敬你，不刻意的那種感覺。 

可見老師們對於禮貌這件事，除了外顯行為的觀察之外，更在

乎孩子們心裡的所持的價值觀是否如一，參與研究的四位新住民小

朋友，都被歷任導師稱讚乖巧有禮貌，除了是父母親的家庭教育強

調之外，孩子在校的自我身心適應歷程，也支持著這些發自內心的

行為。 

（二）愛護同學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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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特除了自己的學業表現優異之外，還會利用下課時間教自己

的同學訂正習作，這一個貼心的舉動讓許多教過他的老師都深受感

動，也因為喬特的好脾氣、好人緣，讓他屢屢獲選班級模範兒童。 

桐桐的爸爸曾經表示說自己的身高不高，很怕自己不出色的外

表遺傳給桐桐，讓他和桐桐媽媽一度擔心桐桐會因此自卑、封閉自

己；但是個子小的桐桐，不但沒有因此膽怯，反而積極參加班上各

種競賽活動，跟著同學們一起背演講稿子、團練舞蹈比賽的舞步、

練習大隊接力，還幫忙老師照顧弱勢的同學，這些表現都讓桐桐爸

媽感到自豪。 

五、生活適應之難題與克服的歷程 

四位子女在學校生活適應中除了前述的尊敬師長、友愛同學之

外，在這些好表現的背後他們也各自經歷了一些在生活情境中的難

題。 

（一）克服嘲笑和偏見 

參與研究中的四位子女，受到偏見和歧視最深的是外觀最像媽

媽的小菁，開朗的小菁，在進入小學就讀之後其實也面臨了文化認

同以及外貌差異的適應，小菁對於自己擁有和印尼籍媽媽一樣的膚

色，從年紀小時的茫然不知所措到現在接納自己的遺傳特徵，在學

校的生活中著實吃了不少苦頭。曾經有學校同學以小菁的膚色來取

笑她，讓小菁為此感到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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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對同學很好，可是有時候就覺得為什麼我對他們好，

他們都沒有一直對我好，還會笑我是黑人。（新4 2015-1-12） 

小菁在學校被嘲笑的事情也讓小菁媽媽很受挫，小菁爸爸要顧

修車廠的生意，小菁阿公阿嬤又中風需要人照顧，加上自己的中文

還不算很流利，小菁媽媽一度覺得自己如果如果直接到學校找老師

懇談，自己的口音和長相可能又會使小菁被其他孩子貼標籤、取綽

號。 

外籍配偶子女多半會在入學適應上發生問題，有部分因素是來

自於老師對於多元文化的不瞭解、誤解及偏見（王光宗，2003）。

外界多數認為這些外籍配偶子女一定都會有適應學習上的障礙及遲

緩，也因為這樣的刻版印象，使得教師對待外籍家長時有著高度的

指導性態度，這使得外籍媽媽難與老師溝通，反而感覺有被貶抑的

不尊重感（莫藜藜，2004）。 

小菁低年級的遭遇一度讓個性開朗的她，在學校變得沉默寡言

，所幸小菁的中年級導師事先了解小菁的家庭狀況，透過班級活動

以及綜合課程讓全班同學認識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和語言，同學們

爭先恐後想知道小菁媽媽的家鄉位置，並歡迎她參與班級事務與活

動，藉著這些多樣文化的課程與行動，不但培養孩子能包容來自不

同族群的同儕，更能在無形間消融這些弱勢孩子的自卑心理及認同

母親。 

（二）認同自己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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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新住民孩子在校園中成長的期間，都會經歷被別人「指認

」自己的母親是外籍勞工的經歷。楊惠芳（2008）的研究指出，由

於目前社會仍充斥著歧視新住民的觀念，國中小學生也因此有偏差

的價值觀，以「你媽媽是買來的」等歧視性語言來譏笑新住民子女

。 

隨著年紀漸長，四位子女也慢慢感受到社會氛圍對於自己母親

的不友善，即使是被輕視的一群人，四位孩子仍選擇認同自己母親

的付出，在這個調適的過程中，政府機關、傳播媒體所形塑的社會

觀感還必須更加努力，包容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中的生活差異；而

學校老師的角色則更顯重要，學校是家庭之外，孩子社會化最重要

的場域，老師的態度、價值觀，會在每天每天的課程中潛移默化為

孩子的價值信念，要改善整體社會對於新住民的思維方式，就該從

協助學校、老師、家庭參與課程開始。 

 

肆、學習表現優異新住民子女之父母的教養方式 

本節以參與研究的四位學習表現優異新住民子女，他們所來自

的四對家庭為基礎，探討這群新住民爸爸媽媽們所選擇的教養方式

。他們如何營造親子關係？又遇到了那些教養上的困難？怎麼解決

這些困難？孩子開始上學之後，這些爸媽又採取怎麼樣的態度面對

親師關係的經營，形成新住民子女成長學習的助力。 



 

 

 

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優異之家庭教養方式與其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  53 

 

一、母親身兼教與養的重責大任 

（一）為了讓孩子有良好的成長環境而外出求職 

新住民女性來臺後，普遍因為原生國文化、夫家經濟不佳等因

素，在生兒育女的責任外，也必須選擇出外工作以支付家庭生活開

銷。參與研究的四位新住民媽媽中，四位新住民媽媽都有出外求職

的經驗，其中只有小菁媽媽因為丈夫獨自經營汽車修理工作分身乏

術，辭掉採茶葉的粗工而選擇留在汽修廠幫忙。 

（二）工作的選擇以可以陪伴孩子為首要考量 

四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媽媽都表示為了家計，分攤自己先生的

經濟壓力而選擇出外工作，或是協助家中經營的事業。但是夫妻兩

人都在工作的雙薪家庭，反而容易衍生「鑰匙兒童」的照顧問題。  

四位新住民媽媽在選擇外出工作時，孩子的照顧也面臨到相同

的問題，由於彼此家庭成員的組成不同，即便有些家庭三代同堂有

公公婆婆協助照顧孩子，有些則是小家庭的生活型態，但共同的是

她們都為了陪伴孩子，選擇更為低薪，但是工時彈性、能夠配孩子

作息的工作。 

（三）每天陪伴孩子完成功課和複習 

四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母親除了重視孩子的課業表現之外，也

都很看重孩子放學後的生活作息，四位媽媽在晚餐過後都會陪著孩

子一起完成作業和複習，如果孩子提前完成功課，到就寢前剩餘的

時間仍會從事親子共同的休閒活動，例如喬特爸媽就會陪著喬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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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坐鋼彈模型，喬特和妹妹有時候要充當小老師考越南籍媽媽聽寫

等；桐桐爸媽會和桐桐一起看故事書；阿志爸媽會陪阿志和二哥阿

良，一起到家裡附近散步、逛全聯和7-11；小菁爸媽則會陪小菁一

起唱歌，看連續劇。 

（四）注重時間的分配和念書環境的整潔 

1.規定時間內完成功課 

四位新住民媽媽對於孩子就寢的時間十分堅持，除非是因為學

校活動如音樂會表演、夜間親職活動，晚歸造成比較慢吃飯寫作業

，她們能容許幾次特例，其餘時間都是在家裡規定的就寢時間就必

須上床睡覺，否則就算是違規。 

2.整理自己的書包和書桌 

四位媽媽除了在意孩子時間內能否完成自己的事之外，也很強

調自我負責和自我要求的習慣。參與研究的四位學習表現優異之子

女，喬特和小菁沒有自己專屬的書桌，而是利用在家裡客廳擺放的

辦公桌作為寫功課、複習功課的桌子。因為客廳是屬於家裡對外相

對開放的空間，因此喬特爸媽、小菁爸媽都會要求孩子完成作業後

要自己收拾好東西，把桌面整理乾淨。 

桐桐爸媽、阿志爸媽有為自己的孩子準備書桌，他們採取分擔

家事的觀念來教育孩子整理自己的書桌以及環境。 

（五）重視品德勝於課業成績 

四組新住民爸媽十分在意孩子是否對自己誠實、對老師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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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時四對父母親不約而同提到，比起學習表現優異，他們其實

更在乎孩子是不是用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學習、面對父母和老師

。比起課業成績表現，四對新住民家庭更重視孩子品德的表現，月

考成績退步，也許只是一時粗心和疏忽，新住民爸媽都不會選擇直

接處罰孩子，而是聽聽孩子自己據實以告原因，了解之後，他們會

讓子女有改進的機會；但如果是品德上的發展偏差，他們則會選擇

立即給予規勸和處罰。 

二、母親克服偏見和嘲笑，用自身的經歷給孩子生活

適應最直接的身教 

本研究中的四位新住民媽媽來臺的順序不同，但彼此在適應臺

灣的新生活時，她們都遇到相同的困境必須克服。由於自己在母國

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不如臺灣女性，來到臺灣又同時必須扮演妻子

、媳婦兩種角色，多數新住民媽媽都表示剛到臺灣的前幾年最是難

熬，無親無故、也沒有朋友，如果再加上夫家的親人不能接納新住

民，她們的生活也就更加艱辛了。由於家庭組成環境的不同，四位

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媽媽的際遇也有相異之處。 

（一）自立自強，用行動打破謠言 

喬特媽媽很慶幸自己沒有婆媳相處上的問題，即便剛開始語言

不通，夫家的親友都對她相當和善，但是提到自己非本國籍的身分

時，仍然不免苦笑自己的身分帶來的一些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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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媽媽雖然是來自印尼的華僑，但是因為已經久居印尼好幾

世代，除了客家話之外，說話的腔調已經和印尼居民無異，也因為

印尼的經濟發展在臺灣居民的眼光中屬於較為落後的開發中國家，

加之跨海遠渡來臺的印尼新娘學歷普遍偏低，臺灣人的民族優越性

與偏見油然而生，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大篇幅報導外籍勞工集

會的亂象，營造他們落後與骯髒的觀感，迫使這群離鄉背井的媽媽

們除了角色扮演的難題外，還必須努力克服偏見，讓自己適應臺灣

的新生活。 

喬特媽媽、阿志媽媽雖然受到親友的酸言冷語，除了氣餒之外

，她們都選擇以正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遭遇，更認真、更努力扮演

好自己妻子、母親、媳婦的三重角色，而她們努力不懈的精神也搏

得了鄰居和學校老師的讚賞，無形之中給了自己孩子最好的生活示

範。 

（二）以努力化解夫家親友的奇異眼光和訕笑 

桐桐媽媽談起自己剛到臺灣的一段時日，她形容自己就像小學

生出現在高中教室一樣，夫家的親戚每次來到家裡中拜訪，對她的

態度都十分冷淡。一直到公公婆婆年紀大，逐漸發現家裡的大小事

總是這位越南來的媳婦在張羅，比起其他本國籍的媳婦，桐桐媽媽

不僅照顧孩子、侍奉公婆、努力工作分攤家計，還得處理三代同堂

繁雜的家務事。貼心、從不抱怨的桐桐媽媽逐漸得到公公婆婆的接

納，婆婆不僅將拿手的客家料理傳授給自己，還教會桐桐媽媽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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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客家話。 

四位母親的自身經歷都成為了子女在求學過程生活適應、人際

關係適應最好的榜樣，她們在克服這些歧視過程中所採取的行動與

態度，逐漸內化為自己的生活經驗，並和自己原先在母國的價值觀

相互對照而形成教養下一代的觀念，她們的正向學習態度，面對問

題選擇不逃避，努力且認真的生活態度也直接成為了子女在成長期

間的良好身教示範。 

三、採取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 

本研究採取美國發展心理學家戴安娜．鮑姆林德（Diana 

Baumrind）於1971年提出的家庭教養模式（parenting styles）為基

礎，分析參與研究的四組新住民家長所採取的教養模式，發現四組

新住民父母親多數是以開明權威的方式教養子女。 

（一）以說理的方式代替責備 

喬特的爸爸媽媽對於教導喬特和妹妹，多數時候都是先聽孩子

陳述理由，除非是很嚴重的過錯，他們才會用嚴厲的語氣罵孩子。 

而桐桐爸爸的個性比較威嚴，雖然平時很嚴肅，但是他了解自

己的個性會讓孩子對他有疏離感，因此會特別注意自己是否了解孩

子犯錯的前因後果，才做後續的處理。桐桐媽媽則是以勸導的方式

居多，她覺得孩子還小，偶爾會犯錯是常有的事，就像嬰兒學走路

一樣，跌跌撞撞，慢慢會走得越來越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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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志爸爸媽媽也是以孩子說明理由之後才定奪的管教方式。比

較不同於其他三位子女的是，阿志的母親是阿志爸爸的第二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兒子已經長大在軍隊當兵，阿志爸爸會要求

自己對待孩子要盡量公平，做錯事該處罰就會處罰，不會因為大哥

哥和阿志的年紀相差很多，就偏袒年紀最小的阿志。 

小菁爸媽也是選擇讓孩子自己先說明做錯事情的經過，小菁媽

媽聽完後多半都是安撫小菁，希望她下次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很

少責罵小菁，小菁爸爸則是都會以自己本身的例子教育孩子。 

（二）與孩子溝通訂定處罰的機制 

四對新住民爸爸媽媽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除了會先聽孩子說

明做錯事的理由之外，也都會和孩子溝通家庭裡有哪些規定，這些

規定如果違反了會有什麼效果。四對爸爸媽媽中，只有桐桐爸爸會

單方面決定處罰的方式，桐桐媽媽則是如果爸爸正在處罰，就不會

插手管教孩子。 

桐桐爸爸在管教的方式上比較獨斷，這和他來自軍人背景的家

庭有關連，而桐桐媽媽了解自己丈夫的脾氣，所以在教養的策略上

就是採取互補的模式，如果爸爸正在管教孩子，她不會選擇插手、

或是持和丈夫相反的意見，而是當桐桐爸爸的管教行為告一段落了

，桐桐媽媽才會去安撫孩子，聆聽他們的想法和情緒。 

（三）尊重孩子的選擇以及興趣 

四對新住民家庭對於孩子有興趣的事物、想從事的職業，幾乎



 

 

 

新住民子女學習表現優異之家庭教養方式與其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  59 

 

都是抱持開放、支持的態度。喬特的爸媽知道喬特很喜歡組裝鋼彈

模型，所以獎勵方式都會以喬特能夠達到自己對父母親的承諾表現

時，喬特爸媽也會遵守和孩子的約定購買喬特想要的模型作為獎勵

。而談到對於孩子將來的規畫時，喬特爸媽則表示說，希望他能有

穩定的職業，不一定非要公職不可，也要孩子自己本身喜歡才可以

。 

桐桐爸媽對於桐桐的興趣也是在自己能力可以負擔的範圍內滿

足她，因為桐桐喜歡閱讀故事書，桐桐爸爸還特地幫桐桐在鎮上圖

書館、花蓮市的市圖書館、縣圖書館都辦理借書證。根據桐桐導師

表示，桐桐在日記裡有提到過，有時候他們一家人周末的休閒活動

，是全家一起出遠門到花蓮市區的書店，爸爸、媽媽、哥哥、桐桐

，四個人各自找一個角落坐著看書，可見桐桐爸媽對孩子興趣的支

持不遺餘力。 

而阿志則是自幼即對手工製作東西以及繪畫方面展現極高的興

趣，喜歡自己動手做，阿志爸媽看他做得這麼開心，也利用課餘的

時間支持他的興趣。 

小菁非常喜歡唱歌，她覺得只要唱唱歌，自己的心情就可以變

得很好。在家裡，只要寫完作業，也和媽媽一起複習完功課，她就

會迫不及待想和媽媽、爸爸、阿公一起唱卡拉OK。 

可見小菁爸媽也是對於孩子的性取採取正面、鼓勵的態度，並

沒有因為歌唱方面職業環境的因素就打消自己孩子的念頭，而是希

望她能在學習方面、興趣方面都兼顧，家人會當成她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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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爸爸媽媽對於自己子女的興趣，都試著了解、包容並接納

，甚至當成獎勵子女進步的動力，其中喬特爸爸對於這種正面的心

態在受訪時有很好的詮釋： 

孩子大了總是會離開家裡，我不想讓他覺得說爸爸媽媽是不能

溝通的，尤其他現在要進入青春期，可能也會慢慢叛逆，了解

他的興趣，陪他一起做這些事情，我們也才知道說孩子心裡怎

麼想。（新1F 2015-03-03） 

（四）積極參與學校的各項親職活動 

四對父母親對於參加各項親職活動的意願都很高，尤其是當孩

子進入學校求學階段以後，學校會舉辦諸如親師座談會、運動會、

親子研習、校外教學、新住民火炬計畫的各項親職教育活動等。除

了是希望能夠陪伴孩子成長外，四對爸爸媽媽也都表示希望能夠藉

著參加親職活動，加強自己對於教養孩子方法的認識以及新住民家

庭的社會扶助有更多的了解，同時可以和其他同是新住民的家庭分

享育兒經驗。 

（五）主動聯繫老師聊解孩子的在校情形 

孩子在學校學習期間，對於孩子的學習情形、生活適應情形最

為了解的莫過於所就讀班級的班級導師，舉凡孩子各個科目的學習

表現、人際經營、學習態度、情緒管理、對待師長的態度等，班級

導師都有最直接的觀察。參與研究對四對新住民父母親都十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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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孩子的班級導師，四位班級導師與這些家長互動的經驗裡，可

以分析四對爸爸媽媽親師關係經營的態度與行動： 

1.利用接送孩子的時間和導師討論孩子近況 

參與研究中兩位越南籍媽媽是利用放學時間、或是補救教學放

學之後的時間，利用接送孩子回家的時候，順便向孩子的班級導師

請教問題或是詢問學生學習近況，由於四位媽媽都有參加過外籍配

偶的中文識字班，即便有時溝通上會呈現國、臺語夾雜的情形，但

受訪的導師們都表示能夠分辨她們所要表達的意思。 

2.電話諮詢導師意見以解決教養問題 

相較於喬特媽媽、桐桐媽媽利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的時間和

導師諮詢，阿志媽媽和小菁媽媽則是選擇先打電話、或是讓爸爸在

聯絡簿裡留言給導師，因為家中的作生意的原因，平時除了下雨天

，她們也無暇到學校去接孩子放學，所以和老師的聯繫都是以電話

居多，到學校和老師面談為輔。 

四、和孩子共讀、參加補校課程加強自己的能力 

在現代家庭生活中，父母親普遍因為工作忙碌、經濟壓力，而

疏於陪伴孩子一同學習，研究者在田野調查的場域發現，參與研究

中的四對新住民爸媽，無論經濟條件的優劣，他們都試圖營造良好

的學習環境給孩子，諸如上課會用到的學用品、寫功課複習功課的

桌子、檯燈、輔助學習的電子設備如電腦、平板等；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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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選擇陪伴孩子一起完成作業、複習功課，採取親子共讀的教養

方式。 

除了陪伴孩子完成作業和複習之外，桐桐媽媽和小菁媽媽還利

用時間繼續念補校加強自己的中文能力，其中小菁媽媽今年已經開

始就讀高中補校了，用功程度堪稱新住民媽媽資優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四位新住民子女在校的學習適應情形十分傑出，學科

、術科整體表現均優 

四位新住民子女在不同年級、不同時期的綜合學習表現都十分

出色。學習成績優異代表學生必須在整個學期的各項科目表現傑出

，不論是每次月考都會紙筆測驗的國語、數學、自然、社會、英語

等學科，尚包含藝術與人文、綜合、健康與體育等術科，這些在校

的學習課程，孩子必須展現自己的學習技巧，加上良好學習態度、

學習習慣，才可能促成優異的表現。 

（二）四位新住民子女都品行都十分良好，尊敬師長、愛護

同學樂於助人、個性溫和並不是紛爭的挑起者 

四位新住民小朋友在校行為的共同點之一，即是對老師、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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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很有禮貌，所謂的有禮貌，並不是出自刻意營造的形象，

而是四位子女平時和同學、師長，相處自然而然表現出的行為模式

。這些行為模式背後成因，是來自新住民家長們尊敬師長的教養價

值觀所養成的，四對新住民爸爸媽媽積極配合學校老師、參與學校

活動、信任老師的態度，都成為四位子女尊敬師長最重要的身教。 

（三）四位新住民子女結合老師與父母的教導形成自我的學

習方法 

四位子女的學習策略雖有不同，但都以自己導師教導的方法為

主，再經由父母或同儕的指導與討論，逐漸內化成自己習慣的學習

方式。四位子女都會在課堂上做筆記、劃重點，而這項習慣的起頭

都是源自老師上課時的引導，最初都是使用鉛筆，而後逐漸演變至

以直尺當成輔助工具並搭配紅筆、藍筆的劃記。無論是天才型的喬

特、桐桐，或是努力型的阿志、小菁，四個人都有複習和預習的好

習慣，而這項習慣的養成，來自新住民媽媽們每天陪伴孩子一起完

成作業、共讀課本與課外書所形塑而成的。 

（四）四位新住民子女的課業的學習態度積極認真、上課十

分專注、有任何問題都會立即尋求老師解答、並且今日

事今日畢，不拖泥帶水的好習慣 

四位子女的課堂表現都十分專心，四年級的阿志和三年級的小

菁，喜歡上課時跟著老師的提問應答，而同是六年級的喬特和桐桐

都和低成就的同學坐在一起，所以上課必須比其他同學更專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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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協助老師指導需要幫忙的同儕。而四位學習表現優異的子女共同

的是，老師檢討完的考卷、習作，一定當天就完成訂正，不會拖拖

拉拉需要老師催促；上課期間如果遇到不會的題型、或是聽不懂的

地方，他們都會主動尋求解決問題，可能是直接問老師，也可能是

找自己心目中該科表現比較好的同學教導自己。 

（五）新住民父母親之教養信念重視禮貌、品德及尊敬師長 

參與研究中的四對父母親都很重視「誠實」、「禮貌」、「幫

助他人」的品德，在訪談的過程中也都表示能夠接受子女的課業有

退步的時候，失敗並沒有關係，重要的是，無論是在學校做錯事情

、或是成績有退步，都要對父母親誠實，對自己負責任，對老師的

教導認真學習。也由於四對父母親組成的家庭比起一般本國籍家庭

需要克服更多文化、語言、認同、習慣上的問題，因此研究中的四

對爸爸媽媽更能體諒其它需要幫忙的家庭以及孩子，他們很看重在

自己能力負擔的範圍內幫助其他弱勢，即使無法在經濟上有所支援

，也會選擇以行動或是服務幫助這些弱勢，這些行為和尊敬學校老

師的態度一樣，一點一滴隨著時間潛移默化，自然而然的形成四位

子女生活中的一部分。 

（六）新住民父母親採開明權威型的教養方式來教育孩子的

行為及表現 

研究中發現四對新住民父母親普遍採行Baumrind家庭教養模式

（parenting styles）中的「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只有一位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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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父親桐桐爸爸，在家庭規則的實施上比較武斷，給予孩子處罰時

，有些時候並不會傾聽孩子的理由，所以在教養方式的類型比較趨

近Baumrind分類中的「權威型」。 

（七）新住民母親的職業選擇以陪伴孩子為首要考量 

四個家庭中，四位臺灣籍先生各自都有收入穩定的工作，但隨

著孩子的出生，家庭經濟的開銷逐漸變大，尤其參與研究中的四個

家庭，只有桐桐的家庭屬於小家庭的組成，而其他三位子女喬特、

阿志、小菁的家庭都是屬於三代同堂，家庭人口多，生活開銷也較

多。四位新住民母親都有出外求職的經驗，四位媽媽無論是在家幫

忙或是在外求職，在選擇工作之前，都以能夠陪伴照顧孩子為首要

考量，反倒不是以待遇高低作為選擇依據，她們覺得能夠接送孩子

上放學、晚上可以有親子相處的時間，能夠照應到自己孩子才是最

重要的事。 

（八）新住民父母親用自身的經驗教導孩子尊重包容不同文

化的族群 

四位新住民媽媽來臺至今，各自都有因為自己的國籍，而受到

歧視嘲笑的經驗，有些人是受到丈夫朋友的訕笑、有些則是親戚家

人間的耳語。四位母親憑藉著意志力和勇氣克服這些其是訕笑，她

們在克服這些歧視過程中所採取的行動與態度，逐漸內化為自己的

生活經驗，並和自己原先在母國的價值觀相互對照而形成教養下一

代的觀念，她們的正向學習態度，面對問題選擇不逃避，努力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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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異己的生活態度也直接成為了子女在成長期間的良好身教示

範。 

（九）新住民父母親採取共讀的方式，陪伴子女一同完成作

業及複習功課 

研究者發現，這些學習表現優異子女的家庭，都有陪伴子女一

起學習學校課本內容、每天陪伴孩子完成回家作業和複習的習慣，

雖然主要的陪伴者是新住民媽媽，但是四位爸爸也都會在工作一段

落後，在子女寫功課的時間陪著孩子一起看書、或是解答媽媽無法

回答的課程問題，可見四個家庭都很重視親子一同學習的教育觀。 

除了陪伴孩子一起作業、閱讀之外，四對新住民爸媽們也都很

注重孩子的生活作息，和孩子溝通後訂定每天必須就寢的時間，如

果作業和複習無法在就寢時間前完成，就會得到相對應的處罰。除

此之外，對於子女完成作業後書包書桌的整理工作，也很強調自我

負責和自我要求的習慣。 

（十）新住民父母親積極參與學校的親子活動、親職課程，

並主動聯繫子女的老師進行溝通，維持良好的親師關係 

透過學校師長們的觀察與訪談分析，四對學習表現優異子女的

父母親都是很積極參與學校活動的家長，並且樂於配合班級事務與

活動，每逢學校舉辦各種大型活動、親子活動時，四位新住民母親

都一定會參加，四位臺灣籍父親也會盡力將工作時間空出，陪同母

親一同出席。除了是希望能夠陪伴孩子成長外，四對爸爸媽媽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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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希望能夠藉著參加學校的大型活動、親職活動，增加自己對於

教養孩子方法的認識、以及新住民家庭的社會扶助有更多的了解，

同時可以和其他同是新住民的家庭分享育兒經驗。 

除了積極陪伴子女參加學校各種活動外，四對新住民父母親也

會透過接送孩子放學的時間、或是打電話，和導師保持溝通，了解

子女在校的實際情形，並且對於學校老師的安排和事件的處理都表

示尊重。 

二、建議 

（一）對新住民家庭之建議 

1.親子共讀可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和增進親子關係 

參與研究中的四位新住民母親在原生國家的學歷都不高，但她

們都選擇陪著自己的孩子一同學習，這種陪伴子女寫作業和複習學

習內容的歷程，不但可以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還可以增加新住民

母親的中文字彙。親子共讀的過程中，可促進子女與父母間親密的

互動，孩子從中得到快樂及滿足，能感受到愛及溫暖，有時更甚於

對書本身的興趣。 

2.正向鼓勵孩子的興趣，那是最佳的親子溝通橋樑 

子女的興趣和職業規劃向來是每位父母親最在意的課題，「別

讓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更是讓每位爸媽繃緊神經，孩子的興趣反

而被拋在課業表現之後，甚至遭到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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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四組新住民家庭，對於孩子的興趣以及志向大都抱

持著正向、鼓勵以及包容的態度，甚至將孩子有興趣的事物做為表

現優異時的獎勵。四對新住民爸爸媽媽們，藉著參與孩子的興趣活

動，創造親子間共通的話題，隨著和孩子一起同從事興趣的事物時

，也能夠了解孩子對於特定事情的看法，父母親可藉由興趣當作彼

此間溝通的潤滑，給予孩子機會教育和價值觀的導正。 

3.教養孩子是父母親共同的責任 

從既往的研究中可得知，在新住民家庭中扮演主要照顧者和教

養者角色的絕大多數都是新住民母親，而新住民家庭中的父親由於

承受家庭的經濟壓力，為了維持家庭的開銷，本國籍父親經常是投

身在自己的工作中，而忽略了陪伴子女成長的過程，僅止於物質上

滿足孩子。 

本研究中的四對新住民父母親，除了桐桐父親已經退休之外，

其餘三位父親目前也為了各自家庭的經濟做努力，不過在下班休息

之後，四位爸爸的共同點是陪孩子一起看電視、檢查作業、閒聊學

校生活發生的趣事，也許時間不長，但是都在教養孩子的部分盡自

己作為父親的心力，營造健全的家庭生活和和諧的家庭氣氛。 

4.親師合作才能提供給子女更好的學習支援 

親師合作，自孩子就學開始就是每位家長必修的課題，孩子離

家到學校上課的時間裡，可能在學習狀態、常規表現外，還會有許

多突發的意外事件，而家長對於學校的配合態度，也是影響孩子在

學習的關鍵因素之一。四對新住民父母親除了會主動和班級導師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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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之外，對於學校老師的態度都採取配合、信任的態度，使雙方在

針對孩子在校學習及教養方面的問題溝通能夠保持通暢，提供子女

更好的成長支援。 

（二）、對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1.培養教師具備多元文化的包容能力，給予不同文化背景孩

子適時的幫助 

學校單位應配合學生的組成越來越多元，透過研習、工作坊的

舉辦，讓學校教師能夠不斷更新教育新知，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組合家庭的困境，讓第一線帶班的教師能夠針對跨文家庭子女有因

應的班級經營策略。多數新住民家庭的子女學業低成就並不是起因

於母親的學歷和智商，而是缺乏資源輔助和尋求協助的能力，隨著

交通能力的便捷，跨文化家庭的組成將成為一種常態，社會和學校

應作好準備，規劃各項語言銜接補救的措施，以培育下一代具競爭

力的新公民。 

2.舉辦親職研習，提供新住民家庭教養子女的知識及社福資

源 

從四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家庭經驗可得知，參與學校所承辦的

親職活動、親職研習，對於新住民家庭在教養子女的知識、教養子

孩的方法上都會有所助益。參加親職活動不但能增加親子間互動和

互相了解的機會，也讓新住民爸爸媽媽們能夠對於學校的運作、教

育體制、社福機構的資源有比較直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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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費的課後輔導，如「補救教學」、「永齡希望小學」、

「夜光天使」、「Teach for Taiwan為臺灣而教」等學習

資源，對於屬經濟弱勢的新住民家庭有實質的幫助 

在訪談四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家庭過程中，四對新住民爸爸媽

媽都有提出子女參加過學校課後輔導的經驗，雖然四位子女因為資

格條件不符已陸續沒有參加課輔，但是能夠參加學校的課輔班，對

於無法負擔子女補習或是上安親班的其他新住民家庭而言，無疑是

增進學習機會的一大幫助。 

多數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表現低成就，是來自於母親

文化語言適應不良、家庭功能不彰、或是臺灣籍父親長期在外地工

作隔代教養所形成的學習弱勢，若學校機構能夠結合民間社團的力

量，例如「永齡希望小學」、「Teach for Taiwan為臺灣而教」的課

後輔導班，加上教育部推動的「夜光天使計畫」等，提供弱勢子女

有充足的學習資源、環境、以及師資，無論是對新住民家庭、弱勢

族群家庭等，都會有其正面的幫助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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