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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相關研究文獻資料的分析從外籍新娘的時代背景因素與產生原因及其家庭生活

適應難題談起，進一步了解現階段台灣「新台灣之子」的學校就學狀況與趨勢，並探討其生

活適應、學業成就及人際互動上的問題，最後以教育現場的論點為基調，提出教育人員應有

的想法及學校的因應對策與輔導的具體做法，以作為相關教育單位之參考。 

 

關鍵詞：外籍新娘、學校適應、學業成就 

 

一、前言 

近年來，台灣社會、家庭結構產生了一些基本上的變化，如晚婚之趨勢明顯、離婚率上

升、出生人口逐年減少、單親或隔代教養情況嚴重、雙薪家庭比率上升、外籍聯姻比率提高

導致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增加，這些現象將影響我們的社會結構體系，其中校園中外籍配偶子

女人數的增加，更直接衝擊教育機制，使我們無法避免此一發展現況所衍生的教育問題。 

    外籍新娘，這群近年來漸受重視且人數大幅攀升的「新移民女性」，由於丈夫傳宗接代的

壓力，其中有 95﹪以上於婚後的第一、二年便有了下一代（夏曉鵑，民 89），傳宗接代是他

們被賦予的重大責任之一，多年來這些小孩已漸漸進入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而且學童

人數有逐年明顯增加的趨勢，對學校的教育生態，讓人有新鮮的感覺，但也形成不小的衝擊。

這一群出生背景較為特殊的「新台灣之子」，在生活環境、父母教養、學校適應上可能產生若

干問題，學校與相關機構甚至於整個社會必須正視此一現象，並及早謀求應對策略，適時加

以輔導，才能預防相關問題產生，協助這群新移民女性及新台灣之子渡過每一個生命的關卡。 

 

二、外籍新娘家庭的產生 

（一）緣起․源起 

長久以來，台灣政經對大陸的「戒急用忍」政策，加上 1970 年代政府為發展經濟，推動

所謂的「南向政策」，藉由經濟活動的經營與接觸，國人有機會與東南亞各國進行各項交流，

並進一步認識其社會民情，進而在台商的仲介之下，成為引進外籍新娘的地區之一。而外籍

新娘仲介，也成為東南亞國家與台灣的新興行業，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根據內政部統計

資料指出，民國九十一年嫁入台灣的外籍新娘人數就高達四萬四千八百一十三人，佔全國結

婚數的 25.87﹪，這樣高比率的外籍新娘人數，已經對台灣的社會造成莫大的改變及衝擊。

這些跨國婚姻多數集中在台灣中南部，尤其以偏遠地區為最普遍，如彰化縣、高雄縣、屏東

縣、台東縣、澎湖縣（陳庭芸，民 91）。 

 

（二）外籍新娘家庭產生原因 

  戰後台灣由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經濟急遽的發展，形成社會快速變遷，整體而言，

國民平均收入的增加導致經濟情況的改善是不爭的事實，但其中仍然不乏已達適婚年齡而尚

未結婚之男子，究其原因可能是從事勞力為主或危險性較高的工作，如農業、漁業，或是身

心有障礙不健全，身體殘缺或經濟上的弱勢，導致他們婚姻的不如意，遲遲未能完成終身大

事，也背負著成家立業、傳宗接代的包袱。其次，大陸及東南亞國家的女子也因為本身國家

及家庭經濟情況不佳，工作謀生不易，為了尋求更好的生活及改善家庭經濟，在不得已的情

況下，願意漂洋過海，遠嫁至人生地不熟的新國境－台灣。因此這些來自異地、不需感情基

礎、具商業買賣性質的外籍新娘，便為台灣這些適婚而未婚的男子帶來一線生機與希望。從

另一角度來看，對於外籍新娘而言，這樣的婚姻型態，不只是她們居住地點、周遭人事物的



改變，更嚴峻的現實是她們必須面對新的社會情境與規範，這才是真正的挑戰與考驗。 

 

（三）外籍新娘家庭狀況及本身問題分析 

對於外籍新娘婚姻適應與子女教養問題，根據黃森泉、張雯雁（民 92）的研究，有以下

幾點結果： 

1. 外籍新娘的背景及生活差異造成調適上的困難。 

2. 外籍新娘在飲食及氣候方面必須調適。 

3. 不諳本地的語言文字造成外籍新娘適應上之難題。 

4. 外籍新娘對婚姻和家庭生活尚稱滿意。 

5. 外籍新娘對其子女的教養面臨困境。 

另外根據蔡榮貴、黃月純（民 93）的研究中指出，外籍配偶本身所遭遇的問題有下幾點： 

1. 公婆或配偶不讓他們出來參與學習，害怕他們的成長 

2. 不重視識字只要能溝通即可 

3. 多種國籍教材難尋 

4. 多分布於山區或是偏遠海邊交通困難 

5. 本身教育程度低落 

6. 無法進行家庭教育或不懂家庭教育的重要 

7. 不重視子女的學校教育 

8. 語言能力差無法指導其子女或與老師溝通 

9. 家庭中的學習環境、衛生與生活教育較差 

10.父母親忙於為生活打拼缺乏時間關心子女 

11.外籍配偶需回到原居地，形成暫時性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 

12.社經地位與經濟能力較差，多屬勞工階級 

13.易被種族歧視，缺乏自信感到自卑 

 

三、外籍配偶子女就學現況分析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92 年度新生嬰兒有 227,070 人，其中生母國籍屬於大陸、港

澳及其他外國的佔了 30,348 人，比率高達 13.37﹪。由表 1-1 中的資料更顯示出：從民國 87

年至 92 年，外籍新娘（含大陸、港澳及其他國家）所生育之新生兒人數逐年增加、佔全國新

生兒總數比率亦逐年提高。 

 

     表 1-1、87 至 92 年度新生嬰兒生母國籍人數與比率表 

生   母   國   籍（ 地 區 ） 
嬰兒出生數 

本國籍 大陸、港澳或外國籍 
備註 年 

度 
人   數 百分比  人   數 百分比 人  數 百分比  

87 271,450 100.00 257,546 94.88 13,904 5.12  

88 283,661 100.00 266,505 93.95 17,156 6.05  

89 305,312 100.00 282,073 92.39 23,239 7.61  

90 260,354 100.00 232,608 89.34 27,746 10.66  

91 247,530 100.00 216,697 87.54 30,833 12.46  

92 227,070 100.00 196,722 86.63 30,348 13.37  

累計 1,595,377 100.00 1,452,151 91.02 143,226 8.98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 

 

另外，根據教育部統計 92 學年度就讀國民教育階段的外籍配偶家庭的學童人數，國中部



份有 3395 人，國小有 26627 人，合計 30022 人。由表 1-2 中資料可以說明： 

（一）外籍配偶子女占學校學童比列逐年升高 

    （二）年級越低，外籍配偶子女人數比列越高 

 

     表 1-2、92 學年度外籍配偶子女學童年級分布狀況表 

年級 國三 國二 國一 小六 小五 小四 小三 小二 小一 

人數 887 1,182 1,326 2,154 2,714 3,713 4,883 6,218 6,945

合計 3,395 26,627 

資料來源：教育部 

 

由上述的資料中明顯可以看出一些現象與趨勢，在台灣的社會中，外籍新娘的移入是目

前的一股潮流，在每一年的新生嬰兒總人數中，含有外籍生母血統的新生兒將逐年不斷增加、

所占比率不斷提昇，每年進入幼稚教育階段及國民教育階段的這一群「新台灣之子」亦將逐

年增加，而且以頗高的成長比率進入校園。姑且不論其學校生活適應及學習狀況是否有某些

問題存在，這樣的情況（人數及所占比率逐年增加），就足以衝擊校園生態，值得從事教育工

作者去注意及面對。 

 

四、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 

    根據王瑞壎（民 93）的研究結果中指出，學前階段大陸及外籍新娘婚生子女所呈現的適

應與學習問題，有下列幾項： 

（一） 幼兒共通性問題在於語言學習。 

（二） 教師溝通及家長教學配合的困難。 

（三） 幼兒部分問題源於親子互動不良。 

（四） 幼稚園教學能有效幫助孩子成長。 

  對於國民教育階段大陸及外籍新娘婚生子女的適應與學習問題，王瑞壎（民 93）的研究 

則呈現以下結果： 

（一）學生適應性並無太大問題。 

（二）學生學習能力沒有明顯差異。 

（三）學生各有其表現與能力。 

（四）媽媽能懂閩南語或國語。 

（五）家長關心孩子教育問題。 

另外對於外籍新娘子女學校適應現況，根據林璣萍（民 92）的研究，則有下列幾個結果： 

（一）外籍新娘子女確實存在整體學習弱勢的現況。 

  （二）外籍新娘子女在身心障礙及資優比率都較高，是特殊教育需關注的對象。 

  （三）父親的社經地位及籍貫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響。 

  （四）父、母親之語文能力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響。 

  （五）外籍母親之原國教育對子女的學業成就有影響。 

  （六）外籍母親之華裔背景對子女的學業成就有影響。 

  （七）親友協助對子女的學校適應有影響。 

  （八）外籍新娘子女接受現有的輔導措施愈多者，其學業成就表現愈低。 

 

    其次，孩子生長的家庭也是影響孩子學校適應的重要因素，在父母感情不睦、經濟壓力

較大等不穩定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較有可能產生學校適應不良的問題，究其原因，乃在於

父母無法有效提供孩子適當的感情支持與指導，因而影響到孩子的學校適應。 

    許多外籍新娘婚姻因為丈夫肢體殘缺、老夫少妻、生活適應不良、溝通不良、個性意見

不合、家庭經濟不佳、婆媳關係等等原因，常導致婚姻破裂、逃離家庭或家庭氣氛不佳，對



其所生下的孩子，生活適應及學業表現都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在缺乏文化刺

激、社經地位較低及語言模仿學習的情況下，外籍新娘的孩子，常常在發展上有較同儕遲緩

的現象（陳雅玲，民 93）。 

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是否如一般人的觀念中，與一般台灣學子呈現明顯的差異，目

前尚未有足夠且充分的實證文獻來佐證之，這也是未來學術界及教育界必須努力的方向。 

 

五 、教育人員的反思及應有的想法 

（一）反思－媒體的負面報導 

    夏曉鵑（民 86）在其論文中指出，媒體將「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所建立的家庭，

視為兩個「沒水準」的人的結合，他們的後代，更被形容為「降低台灣人口素質」的因子。

在媒體的報導及渲染下，外籍新娘被建構成社會問題的製造者，是卑下且沒有知識水準的，

她們被歸類為次等公民，甚至於與「假結婚、真賣淫」畫上等號。這些的報導，已經儼然型

塑出外籍新娘的負面形象（逃婚、騙錢、需救助），為她們貼上生命中難以承受的標籤，社會

大眾這些刻版印象，對外籍新娘產生了先入為主的觀念，使其常遭受到不平等的待遇，被孤

立、暴力相向卻又求助無門。如此一來，是否會形成對其子女的間接傷害，如自我應驗效應

（比馬龍效應）、自我負面形象、自信心不足、自卑、畏懼及退縮，值得媒體及社會大眾深思

熟慮之。 

（二）應有的想法 

1.認同我、請別用異樣眼光看我 

美國心理學家馬斯洛（Masslow）認為人有五大需求，從最低層次至最高層次分別為生理、

安全、愛與隸屬、自尊及自我實現的需求，每當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

求才有能產生。因此，面對媒體的負面報導及社會各界對外籍新娘及其子女所產生的偏見，

學校有責任、也應該要營造一個認同、關懷、尊重及公平的學習環境，建立全校師生對「新

台灣之子」的合理認知及觀感，協助其滿足安全、愛與隸屬及自尊的需求，以避免其產生疏

離，缺乏自信，在學業及生活上產生適應上的困難。 

 

2.教育機會均等 

1960 年代中期，受補償教育觀念的影響，提供均等教育機會的做法已由提供入學教育機

會均等的消極做法，提升為針對文化不利地區學童，優先提供其學習所需的各項資源，以提

升其學習成就。教育部近幾年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計畫精神之一乃在於「教育機會實質

均等」的原則，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自然就成為其指標項目之一。 

 

3.不放棄每一個學童 

「帶好每一位學生」是教育改革五項訴求重點之一。外籍新娘遠嫁至台灣，已經成為名 

符其實的「台灣媳婦」，婚後所產下的新台灣之子，當然就成為社會各個層面，更是我們教育

工作者責無旁貸、必須關注的下一代。尤其只要是先天各方面條件資源普遍較為弱勢的族群，

就更需要大家投以更關心的眼神，不管是新台灣之子或是其他學童。教育的意義及可貴之處，

除了提供每一位學童均等、實質的學習機會資源外，對於弱勢、文化不利、資源不足、發展

較為遲緩的學童，教育人員願意付出更多真誠的關懷。 

 

4.實現多元文化教育的契機 

    邱琡雯（民 88）指出，大量的外籍新娘在台灣，使得台灣地方注入多元文化，因此使得

「在地國際化」的理想得以在台灣各鄉鎮形成。社會的變遷及經濟發展已經使得台灣各族群

逐漸融合，而隨著國際移民及外籍配現象明顯增加，未來台灣可能要面對跨國文化及族群融

合的課題，異質文化的進入，將明顯表現在台灣的各個角落裡。透過相互了解及尊重，才有

文化融合的起點，對於台灣實現多元文化的理想，注入新的希望。 



 

六、學校可採行的因應對策及做法 

(一)成立應對執行組織 

學校應成立「外籍配偶子女學校教育輔導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凝聚校內教師同仁

共識，並邀集校外人士加入，及早提出因應做法，盡速擬定外籍配偶子女教育輔導計畫。 

(二)活動的配合 

U1.辦理並加強各項親職教育，協助文化融合 

對於外籍新娘普遍缺乏教養智能的情況，學校應該規劃親職教育活動，藉活動的辦理，

喚起其對子女教育的重視，增進親師之間的了解、溝通與合作，共同提昇子女的教育成效。 

U2.家庭訪問、建立資料 

對於新台灣之子的家庭教育輔導，可透過家庭聯絡簿、電話聯絡及家庭訪問的方式，了 

解家庭經濟情況、生活背景及父母管教態度，藉以對其有多元、深入的了解，建立詳細的輔

導資料，提供相關的協助，並進一步作為學校訂定相關輔導措施之參考。 

U3.推展多元化的社團活動 

藉多元化的社團，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激發學生多元潛能，進而促進學生自我肯定。另

一方面，藉由參加社團活動，改善人際關係，增進社交溝通能力，提昇自信心，進而培養活

潑、開朗、大方的新台灣之子。因此，學校應配合學區環境、條件及師資專長，發展多元且

具特色的活動或社團，落實教育「學生充分實現潛能」的目標。 

(三)辦理各研習，提升教師輔導及教學知能 

1.提升教師行為辨識能力，觀察學童在校學習及生活適應狀況，適時、及時給予協助 

及輔導，發揮教師一級輔導預防功能，以減少日後嚴重問題的產生。 

2.提升教師教學能力，定期舉辦各領域教材教法研討會，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就，建立

自信心及學習興趣。 

3.建立學校個案輔導資料，召開會議，集眾人之智慧協助解決該生之學習及生活問題。 

    4.推動「認輔制度」，有效分配及規劃學校人力資源，對各案學生進行學習、生活、人際

相處之輔導，並定期舉行工作研討會，做成相關紀錄，提升工作成效。 

(四)加強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外籍及大陸配偶子女已列入教育部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項目之一，學校及教師應該妥善 

運用課業輔導的經費與時間，加強對上述學生的課業輔導，個別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學習，

提升其學習成就，增進學習動機與信心，培養良好的學習習慣與態度。 

(五)社區人力資源的運用 

結合社區人力資源，建立輔導網路，協助學校推動輔導工作。家長會及義工媽媽組織中， 

有部分具有專長的人員，可協助進行部份工作，如心理輔導、課業輔導。亦可結合社區中的

專業社工人員，針對部分較為特殊的個案，進行心理建設及輔導。 

(六)辦理各項外籍配偶成長團體 

    根據陳源湖（民 91）研究指出，因為語言、文字的障礙，外籍新娘無法適度的參與子女

受教育系統的活動，也無從提供相關的協助。成人在幼兒的語言發展上有著示範與引導的功

能，其中以父母及老師影響最為深遠，父母或老師說話的神態、語調、發音及速度是幼兒最

常模仿的對象，良好的語言示範，自然能幫助幼兒使用正確的語言。因此，辦理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識字班或其他成長團體，除協助其學習語言外，也有利於適應台灣社會，對於將

來孩子求學過程中的指導，也有直接的助益。當然，能夠學習的前提，是夫家（主要為丈夫

及公婆）能敞開心胸，眼光放遠，為下一代的將來著想，支持外籍新娘進行各項學習成長活

動，而不是一味限制其行動，拒絕相關的成長契機。 

    目前各縣市教育局皆鼓勵學校辦理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而補校設立的原則也是每一鄉

鎮至少設立一班，這些都是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學校進行招生工作時，也應就學區內失學民

眾及外籍新娘做一調查，必要時登門拜訪，鼓勵並邀請參加各項成長課程，協助其提昇語言



及生活適應能力。 

（七）優秀外籍新娘功能的發揮 

  外籍新娘中不乏生活適應良好、語言學習成功、表現優秀者，善用其經驗的分享及帶頭 

作用或培訓成雙語種子教師，為外籍新娘樹立良好的學習榜樣，成效應該不錯。 

七、結語 

日前，教育部宣佈：九十三學年度起，外籍新娘子女優先就讀公立幼稚園。我們欣見這

樣的政策宣布，起碼是一個起步與開始，顯示政府已經注意到相關問題處理的急迫性及需要

性。但不可否認，面對這一群新興弱勢族群（含外籍新娘及其子女），目前政府及民間機構所

能提供的輔導協助相當缺乏，成效亦非常有限，未來有待努力的地方還有很多。 

有人說，外籍新娘的進入，是台灣社會學習尊重多元文化的契機，其子女亦可學習多國

語言，我們喜見這樣的樂觀、積極及開放心態。當然，不可否認的是，台灣由於新移民女性、

新台灣之子人數日益增多的加入，已經對社會各個層面，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也對教育工作

產生另一種新的挑戰，讓學校及身為基層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必須認真去思考，該如何來面

對、協助他們？以完成教育工作的責任與使命。 

近年來，對於外籍新娘生活適應方面的研究論文及報告篇數不少，但對於其子女教育問

題與輔導相關的研究報告卻少之又少，我們希望各界匯集心力，致力於相關教育研究，建立

相關學理依據，作為日後教育行政單位制定輔導政策之參考，更可作為基層學校及其教育人

員推動輔導工作的指引及後盾，相信如此一來，將可達成教育機會實質均等、教育資源合理

分配的理想，更可避免外籍新娘子女成為社會變遷下的犧牲者。 

最後，我們盼望相關輔導政策的制定，是出自於真誠的關懷與協助，去除先入為主的負

面成見，冀能符合其需求、協助其成長、掌握多元文化契機，那將是台灣之幸、社會之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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