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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以移民教育觀點，對於「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

材~學習 Easy Go在嘉好生活」的實施使用狀況進行分析與探究。以外

籍配偶、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及教材設計者為研究對象，運用內容分析

法分析教材，質性研究之深入訪談法，探討外籍配偶教材對外籍配偶

學習和生活適應相互之關係及其學習困擾，擔任外籍配偶教學課程之

教師使用此教材狀況與建議，藉以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政府單位和

教育機構課程規劃、外籍配偶教師輔導外籍配偶學習上的參考。 

透過資料整理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教材架構及內涵特色：

採單元方式編纂；圖文互現；單元主題與內容依外籍配偶教材編輯宗

旨，均能與生活經驗結合；教材配合每課主題以不同意涵的呈現；語

文活動項目類型多，著重於字與詞的應用；教材內涵分為六項需求內

涵，以「生活適應需求」比例為最高。2.嘉義縣外籍配偶對於各項需

求的重視程度不相同，外籍配偶與本國婦女的需求，存在著不同程度

的差異性。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1.計畫性培育外籍配偶師資；2.成

立教材研發小組；3.增編教師手冊、多語手冊、提升互動語言學習光

碟效能；4.鼓勵外籍配偶家人參與共學。 

 

關鍵詞： 外籍配偶、外籍配偶需求、移民教育、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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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Easy Go”, the basic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e 

foreign spouses of Chiayi County, based on point of view of migrant 

education. Interviewees including foreign spouses, instructors, and 

materials editors were invited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by in-depth 

interviews as well as cont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in learning materials 

analysis.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learning centers, instructors, and foreign spouse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foreign spouses’ adaptability and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heir learning difficulties as well as instructors’ comments on materials. 

Through data collation and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s structure and contents: Modular course 

design and editing; contents and images of the books operated in 

coordination; modular course topics according to lif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spouses; teaching materilas of each topic showing different 

implications;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s accompanied by language lessons 

with focus on words and phrases practices; the percentage of “life 

adapability demand” ranked the highest among other 5 demand 

implications. 2. Degrees of attention of foreign spouses’ demands in Chi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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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are different; demands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spouses are 

different.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1. establishing a 

well-planed program to train instructors for foreign spouses; 2. forming a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3. adding teacher's manuals, 

multilingual manuals, and interactive language learning CD-ROMs; 4. 

encouraging foreign spouses and their family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Keywords: foreign spouses, the demand for foreign spouses, migrant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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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移民教育觀點，對於嘉義縣新移民學習中心出版之「嘉義縣外籍配

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的實施使用狀況進行分析與探

究。以外籍配偶、擔任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及教材設計者為研究對象，運用內容分

析法分析教材，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探討外籍配偶教材對外籍配偶學習和生活

適應相互之關係及其學習困擾、擔任外籍配偶教學課程之教師使用此教材狀況與

建議，藉以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政府單位和教育機構課程規劃、外籍配偶教師

輔導外籍配偶學習上的參考。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

節名詞釋義，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飄洋過海的新移民─外籍配偶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浪潮之下所引起的國際移動及社會變遷，國與國、地區與

地區人口移動快速且頻繁，基於各種理由與條件的變動下，這種迎娶東南亞外籍

配偶的跨國婚姻，在台灣的鄉村和邊陲地區形成熱潮。和一般傳統的菁英移民模

式不同的是，此種以仲介婚姻管道的人口遷移模式，或以買賣婚姻的契約模式進

入國內的移民人口，我們普遍稱為「外籍新娘」。而參考國內外學者論述，本研

究亦將此跨國婚姻的女性稱為「外籍配偶」（何青蓉，2003；夏曉鵑，2001； Corely，

2003）。 

依據內政部（2013）統計通報顯示：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估計達 47.5 萬

人，其中大陸及港澳地區配偶 32.1 萬人，占 67.49%，外籍配偶 15.4 萬人，占 32.51%。

2013 年初統計該年度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留人數有 154,451 人，按性別分，男性

配偶 13,808 人，占 8.94%；女性配偶 140,643 人，占 91.06%。按國籍分，男性配

偶以泰國籍 1.68%最高，日本籍 1.17%次之，菲律賓籍與印尼籍 0.31%再次之；女

性配偶以越南籍 56.56%最高，印尼籍 17.63%次之，菲律賓籍 4.69%再次之（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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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外籍配偶居留人數的國籍分佈，以越南籍 87,712 人、印尼籍 27,708 人、泰

國籍 8,340 人、菲律賓籍 7,523 人居多（見附錄一）。外籍配偶逐漸成為社會中另

一個不可忽視的族群（內政部，2013）。 

   

表1-1  2013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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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0.21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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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3.89 

67.49 

 

 

 

64.79 

 

 

 

 

2.70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2013.02 
 

國人在面對這群因婚姻關係而進入國內的婦女時，族群偏見與歧視的心態便

隱然若現，相對地對其提供的協助，亦多以「同化」(assimilation)的思維運作，強

調外籍配偶「必須先瞭解、適應、融入」於社會中（譚光鼎，2002），而忽略其原

生國文化對接待社會的可能貢獻之處（李奕昕，2006）。此外，洪世明（2003）調

查指出：外籍配偶大多來自東南亞地區，其生活方式、文化或風俗習慣都與社會

有著極大的差異，而如：社會適應、文化調適問題、家庭與婚姻問題、親子教育

等問題是為數較多的問題。根據調查顯示：外籍配偶家庭在子女教養需求、職業

訓練需求、生活適應及社區資源等方面普遍都有需要，其中又以子女教養知識之

需要最高（李明臻，2006）。  

    教育部鑒於外籍配偶日漸增加，為使外籍配偶盡早適應社會，增進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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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受教育的成效，在 99 至 102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施政重點中明定相關措施如下

（教育部，2010）：  

 

辦理外籍配偶教育輔導，建立多元文化社會：本部針對外籍配偶及

其家庭提供之教育服務措施，向來尊重多元文化差異、重視其特殊

需求，相關措施如下：  

1. 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本部自 95年至 98年專案補助 21個縣市利  

用國中小學校閒置空間 設置 27所新移民學習中心。  

2. 鼓勵外籍配偶學習，並運用外籍配偶學習教材。  

3. 促進文化交流融合：本部於 97年間製作越南、印尼、泰國、菲律

賓及柬埔寨 5 國生活教學影片 DVD，以建立國人對新移民之同理認

識、多元文化素養及世界觀，促進在地國際文化交流與融合。 

 

於此施政重點中更是明白指出外籍配偶教育學習的重要，強調須以多元文化

觀點編纂教材與輔導外籍配偶生活學習適應，進而建立多元文化共融的社會。   

嘉義縣的外籍配偶比例數為全國排行第十一名（內政部，2013）。嘉義縣為農

漁業縣市，選擇和外籍配偶結婚的家長普遍社經地位較為弱勢。「傳宗接代」一直

是外籍配偶來台的重要任務，扣除生理或是不可克服的因素外，大多數外籍配偶，

在來到臺灣之後隨即很快的進入懷孕生子過程（潘淑滿，2004）。其一面為適應生

活，另一面則因語言文字的隔閡，產生社會、文化及生活適應與無法指導孩子學

習的困擾。孩子進入學校學習，生活與學習效果因外籍配偶家長無法及時協助而

產生極大的困境，部分甚或連生活自理能力都有所不足。觀察此現象，發現多數

外籍配偶有意願為孩子學習而努力，但受限於不了解文化和語文，不清楚學習的

管道，配偶的支持力較為不足等因素，因而使得其適應學習狀況不佳。   

面對這樣的一群外籍配偶婦女，教育部與嘉義縣新移民學習中心規劃的學習

課程是否真的符合這群學習者的需求？而擔任外籍配偶課程的教學者使用此類教

材的現況探討與接受過此課程的外籍配偶學習應用狀況與生活實際需求彼此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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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何？成為值得探究的主題。 

 

1.1.2 微聲盼望－外籍配偶的需求 

隨著時代與趨勢的變遷，愈來愈多的外籍配偶的加入，台灣社會面臨極大的

變化，大至政府、社會；小至學校、家庭，族群的多元，文化的衝擊與融合。自

1980~2013 近三十餘年間，人口結構加入新的族群－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尤其是近

10 年的比例急遽增加，使得政府政策調整、社會結構改變，教育同樣面臨極大的

異動與挑戰。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人口急遽增加，極其迫切的冀求能以極

短的時間了解、適應和融入社會，然而以不同的文化、生活與語言交會，實非短

期間能立即調適改變，遑論能將其心中的希求與需求表達。 

政府亦因應外籍配偶人數的增加，訂定的教育部 99 至 102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

重點中提及：辦理外籍配偶教育輔導，建立多元文化社會，及嘉義縣 99 年外籍與

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皆以尊重多元文化與生活適應為主（教育部，

2010）。 

調查外籍配偶相關的研究發現：國內大約在十四年前才開始有關東南亞外籍

配偶的研究，以夏曉鵑（1997）的研究：女性身體的貿易~印尼新娘貿易的階級與

族群關係分析為最早。內政部於 2003 年首度進行「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

調查，全省普查以蒐集臺灣地區外籍與大陸配偶的基本資料、生活狀況及照顧服

務措施等情形。此份生活調查報告，顯示政府開始積極重視外籍配偶的需求。根

據「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的生活狀況」調查結果，對於外籍配偶需求的瞭解仍有

不足。 

本研究即探討外籍配偶是否因身份特殊性，使其產生不同的需求（長期居留

所需、經濟考量、工作所需能力、社會參與需求、子女教養需求及生活適應需求），

政府及教育單位規劃外籍配偶學習教材時是否切合外籍配偶的需求。因此研究者

試圖整理國內相關外籍配偶需求之研究和嘉義縣新移民學習中心編纂之教材，並

藉由與外籍配偶、課程授課教師及教材設計者進行訪談，深入瞭解外籍配偶的實

際狀況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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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目前「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

課程教材設計與應用之研究」為題，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材，

再以質性研究之深入訪談法，與外籍配偶、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和新移民學習中心

教材編輯者深度訪談，了解外籍配偶的課程教材與其需求是否相符？外籍配偶學

習課程教師對教材使用的狀況？教師參與此課程與外籍配偶的互動觀察，教材是

否適切的協助外籍配偶融入生活？探討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設

計與外籍配偶需求之關係，教材是否真能符合其實際需求，對「嘉義縣外籍配偶

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編輯與使用提出相關建議，使外籍配偶融入臺灣新生活學

習之路更容易且更符合所需。 

主要研究目的為： 

1. 了解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教材形式： 

針對目前已出版的「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內容形式進行系統

化的分析，包含了編輯目的、課程架構、課文體例、字詞量、分享活動、與語

文活動等，是否達成外籍配偶生活適應需求的教育目的。 

2. 分析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內涵： 

分析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中的教學目標與內涵，透過分析與比

較，進一步了解在多元文化教育下的教育目標及教材之適用性，以便能適切的

幫助外籍配偶達成生活適應之目的。 

3. 對「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之研發與編輯提出具體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本研究將提出結論與具體建議，期能有助於日後「嘉義縣外籍

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研發與編輯，以符合外籍配偶的學習需求。 

待答問題如下： 

1. 分析教材之內容，是否符合外籍配偶基本教育需求？ 

2. 探究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師對教材使用的狀況？ 

3. 了解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師與外籍配偶的互動，教材是否適切的協助外籍配偶

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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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來繼續編輯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應注意哪些問題？可行的方向為何？ 

 

1.3 名詞解釋 

    二十一世紀外籍配偶隨著婚姻移民風潮，已經成為臺灣第五大族群，本研究

中所指「外籍配偶」及「外籍配偶需求」，參考相關文獻研究將其定義如下： 

1.3.1 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就字面上解釋，應指與本國籍居民結婚之外國籍男子或女子。

在社會裡有多種稱呼，例如：「外籍新娘」、「新住民」、「新移民」、及「外籍配偶」

等。「外籍新娘」一詞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用法，充滿了排斥第三世界婦女的心態。

因為不論她們來多久，永遠是「外人」，而且是附屬在男子之下的「新娘」，具有

歧視與偏見心態。民國九十二年起，政府已通令各機關統一稱呼定為「外籍配偶」，

以表示對她們的尊重。 

有關「外籍配偶」之定義，約有下列幾項： 

1. 蕭昭娟（2000）認為：外籍配偶是嫁給男性的外籍女性，並大多泛指利用不同

婚姻管道，尤其是婚姻仲介公司型態進入的東南亞籍或大陸籍女子。 

2. 夏曉鵑（2000）所指的「外籍配偶」，是指來自低度發展國家婦女嫁往高度發展

國家的全球性現象的一環。所謂的「外籍配偶」，一般係指來自東南亞地區，與男

子結婚的女子。 

3. 顏錦珠（2002）對外籍配偶的認定是：以原國籍為東南亞地區，包括越南、印

尼、菲律賓、泰國、高棉、柬埔寨等地區的女性，嫁給男性，婚齡在兩年以上，

且目前與台籍丈夫仍維持婚姻及同居關係者。 

本研究所指「外籍配偶」，係指除了來自中國大陸籍的配偶之外，舉凡來自

「東南亞地區」，藉由「婚姻管道」，辦妥結婚登記，且已入境依親居留或定居

之女子，均屬本研究所稱之「外籍配偶」。 

1.3.2 外籍配偶之需求 

外籍配偶在臺灣生活所產生之需求，其原因可能為身份特殊性或是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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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本研究界定嘉義縣外籍配偶需求之定義如下： 

1. 長期居留所需：意指其在臺灣國籍的存有、可以長久居住之權利等。 

2. 經濟考量：主要在於擁有經濟能力、可以自由使用金錢的權利等。 

3. 工作所需能力：能夠進入勞動市場就業、擁有就業機會、勞動條件之保障等。 

4. 社會參與：包括參與社區社團、政治生活、擁有人際關係、社會支持網絡、並

享有宗教或文化認同等。 

5. 子女教養：凡指外籍配偶在子女養育、撫養、教育方面的協助及社會資源 。 

6. 生活適應：指涉適應臺灣生活之語言文化、身心、飲食健康知能與服務，及生

活上實用技能等需求。 

 

1.4 研究對象與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與實施過程中雖力求嚴謹周延，基於研究條件的有限性，

茲列出以下研究範圍與限制：  

1.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08 年度嘉義縣政府委託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民小學所編輯之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為研究分析對

象，教材共一冊，分為「健康、關懷、熱誠及審美」四大單元，十二課，分別就

編輯目的、課程架構、課文體例、字詞量、分享活動與語文活動等項目進行分析

探討。訪談對象為來臺居住超過五年且參與外籍配偶學習課程的學員、教材設計

者及擔任此課程教師。外籍配偶居住超過五年者，對於社會文化、風俗習慣、語

言溝通較為容易，較能清楚表達自我想法，參與學習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者方

能對此教材說出自我的感受。教材設計者了解教材編輯理念原則與目標願景，更

能把握教材核心與預期目標，對於設計與應用的落差可提供研究者參考資訊。課

程授課教師與外籍配偶學員互動最為密切，對於學員的需求、教材難易度、方便

性及適切性為第一線的感知者，將使研究資料更為豐富。無論是教材分析、外籍

配偶學員、教材設計者及課程教師，對本研究而言，缺一不可，互為輔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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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限制 

    外籍配偶主要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這些

國家因地緣關係，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及文化背景雖然有不少相似處，其國

情卻因二次大戰而有極大之差異，因此在外籍配偶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方式，

除了研發統一的教材外，外籍配偶之個別差異，亦可能產生學習效果上的落差，

因此，仍需要輔以個別學習輔導，地方政府更應積極研究發展輔助教材，配合各

鄉鎮之生活文化及環境特色，輔以授課教師團隊自行編輯教材彈性應用，以助外

籍配偶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以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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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籍配偶相關文獻探討 

本章將就相關理論與文獻做一彙整與分析。根據國內外相關理論及實證研究

說明本研究的論證，希冀透過思辨文獻的過程，建立研究之理論根基，進而建構

第三章之研究架構與方法。 

 

2.1 外籍配偶相關理論 

   國際婚姻移民風潮造成外籍配偶短時間內大量的移入另一國家或地區，使得

新移民的教育問題備受重視。茲將移民教育理論敘述如下： 

2.1.1 移民教育之理論基礎 

   移民教育所指設的對象─外籍配偶，其扮演著「配偶與移民」的雙重角色。外

籍配偶到任一陌生環境時，生活適應自然成為首屈一指的問題。而影響移民教育

的相關理論基礎，又可就社會、文化、個人心理分做三面向，茲就社會因素、文

化因素、心理因素三個面向分述如下（陳建華，2007）： 

1. 社會因素 

    移民教育所呈現的，除了個體生活行動上的事實外，更是牽涉到複雜的文化、

經濟、社會分工、社會結構等的問題。現就社會學來分析移民教育所涵蓋的範疇。 

（1）社會分工論 

    社會學家 E.Durkheim 在《Education and Sociology》一書中提出，任何社會型

態均有其社會需求(societal needs)，教育制度的功能即在滿足社會需求(Durkheim，

1956)。簡單說，教育會促使個體進行「社會化」，利用教育的模式與功能，可以加

快個體社會化的腳步，使個體成為社會中有用的一份子，讓社會體系的制度得以

和諧，並滿足社會需求。而在組織階層的內部分工，Durkheim 更提出「個性化」

的重要性，唯有透過教育實現個體不同的發展可能，個體才能方能發揮極致（陳

奎憙，2003），學習者經由教育所呈現出的個性化，會有歧異性的產生，但也就因

為個體的不同，才能促使社會分工的完成。  

（2）社會體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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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是指社會制度下行動者的「角色」與「角色期望」所

代表的意義，而在 Parsons 社會體系理論中，角色即是社會制度所賦予個人行為的

期望，制度的功能要能充分發揮，個人就必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Parsons 在結構功能的分析中，認為透過「社會化」與「選擇」兩功能，可以

為社會結構培養具有共同價值與信念，以及適當工作能力的人才，促進社會統整

與發展 (Parsons，1951)。所謂社會化，指的是個人學習社會價值觀與規範的歷程，

換言之就是個人在接受社會上各種知識、技能、行為與觀念，進而參與社會生活，

並盡社會職責，符合社會風俗道德，並且能在團體中與同伴產生共同行動的能力

與意志，發展出一種群屬感(we-feeling)。在教育的場域中，強調的是使個體產生

社會化之外，並期望藉由教育來培養其「社會化功能」，也就是所謂的「責任感」

與「能力」。 

    在 Parsons 社會體系理論中，另外也提出了「選擇」的重要性。Parsons 認為，

在分工複雜的現代社會結構中，為維護社會的安定與進步，教育的一種重要功能

是要使每個個體能各得其所、各盡所能，而這也就是 Parsons 在社會體系理論中所

提出的「選擇」與「分配」人力之功能（陳奎憙，2003）。 

    社會體系理論中，移民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即是使外籍配偶能進行個人的社會

化，使外籍配偶多元的潛能有所發揮，並符應社會結構需求，而進行了選擇與分

配的功能，以完成社會體系模式的維持、體系的統整、目標的達成、調適的作用

之四大功能。               

2. 文化因素 

    移民教育在文化面向上的影響因素，可分為文化再製、抗拒固有現況、多元

文化理解、語言階層滿足四面向，以下就文化再製論、抗拒論、多元文化理論、

語言階層理論分述如下： 

（1）文化再製論 

    衝突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Pierre Bourdieu，提出了「文化再製」 (cultural 

reproduction)的觀點。Bourdieu 認為社會上的政經因素會導致再製與符應現象的產

生，並透過階級之間「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不同而進行社會控制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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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透過語言、文字以及生活習性的不同來產生宰制與再製的存有。Bourdieu

認為，社會既得利益者會以「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反映於社會生活中，

文化不利者不僅社經地位不利，即使在教育過程中，她們也常被標示為低成就者，

而產生不良的影響（蔡文輝，2000）。 

    從 Bourdieu 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之間的關係來看，教育系統常會透過文化資

本的分配，而進行社會的再製。也就是說教育體系常是以公平、中立的「輸送體」

做保護傘，進而打著光明正大與客觀無私之名以遂不平等的事實。 

    針對文化不利的個體而言，Bourdieu 的論點即成了 Durkheim 的方法論，更

提出了「習尚」(habitus)的概念（許行，2011），強調部分下層階級的個體，會在

社會化過程中，努力習尚上層階級的文化型態，以模仿的姿態突破既有的下層階

級範疇。當其躍升為上層階級的個體時，連帶會對原生家族文化產生抗拒；並且

會成為暴力體系並非機械的將自己強加諸在被壓迫者的身上，而是因為被壓迫者

的文化資本與生存心態(habitus)限制她們自我創造力的發揮（張華葆，1999）。而

教育體系在擁有相對自主性下，會產生回應外界期望而進行再製工作，進而形成

社會再製的現象。 

    針對外籍配偶所開設的移民教育也是如此，脫離文化再製是教育力求公平正

義的基石。但為促進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的腳步，卻又無法完全離開文化再製的範

圍。而當外籍配偶進行識字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培訓後，見識也會有所不同，

如此一來外籍配偶就可能面臨「習尚」的難題（方永泉，2003；陳奎憙，2003)。

在跨國婚姻家庭多數為文化不力的低社經背景事實中，跨國婚姻家庭考慮下一代

子女標籤化可能性的產生，容易產生學習上層階級的行為。所以移民教育應在正

向合宜的規劃下，為外籍配偶提供最適當的課程，否則也只是又一項淪為社會期

待下的文化再製工具。 

（2）抗拒論 

    過去 Karl Marx 對於教育的看法，總是以「決定論」的姿態否決了教育的貢獻，

悲觀的預測教育僅能從事鬥爭與階級複製，而新一代的社會學家，則嘗試打破這

過度悲觀的框架。Michael W. Apple 即認為，教育的本質並不完全等同於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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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育系統也有其相對的自主性，因為教育體系相當複雜，充滿矛盾、對抗、

衝突現象，學習者並不完全被動的接納社會既存的價值與規範，尤其是教育體系

的非正式文化，常能穿越「再製」的循環，而發揮教育體系的自主功能，以促進

教育正常發展。在 Apple 的社會觀念裡，直接再製論已經被強調再製過程中產生

「抗拒」(resistance)的觀點所取代或修正（蔡文輝、李紹嶸，2001)。 

    另一位提出抗拒論的學者 Paul Willis 認為低層階級個體的價值與行為反應著

該階級的次文化，並會有產生抗拒主流文化的行動與心態。他更提出「文化創生

(cultural production)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藉由次文化的創生來抗拒資本家的主流

文化（蔡文輝，1989）。從另一面來看，抗拒成功的則成為另一次的文化複製，抗

拒失敗的，即同化於資本家的主流文化範疇。在 Willis 的抗拒論中，勞工階級個體

總是以抽菸、打架、說髒話、翹課、反學校、翹家、援交等行為作為反資本家主

流文化的方法（陳珊華，1997）。 

    移民教育也是教育系統中的一環，外籍配偶於移民教育學習時產生抗拒主流

文化是可能的，但對於外籍配偶而言，主流文化不僅是國內資本家的主流文化，

更可能是強壓迫性的主流文化，也是相異於外籍配偶原生國家文化的另一種文化

樣態，因此，在學習與教學上必須考慮可能產生的抗拒。 

（3）多元文化理論 

    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觀點來看，強調文化面向的教育思維，必須注

意「差異政略」，打破課程進行的支配形式，強調多元、正義、平等、自由（葉肅

科、董旭英，2002）。其中在文化的教育面向中，更涵蓋了對非主流文化的尊重；

因此多元文化的教育面向中，不再單面向度的強調主流文化的灌輸，而開始包容、

欣賞、維護各類形式的文化樣態，以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讓各式文

化能大鳴大放，打破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權，重視每個文化與個體的個別差異（龍

冠海，1997），因此，James Banks 認為，多元文化教育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吳

靖國，2002）： 

a.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概念、觀念。 

b.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教育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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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元文化教育需享有教育機會均等的機會。 

    這樣的一種觀點，也符合了 John Rawls 正義論強調「最大的自由均等原則」

以賦予每位公民相等的機會，以及「最小最大化的原則」，肯定不平等的存在，並

給予差別待遇，促使其「處境最不利的成員能獲取最大的利益」（邱兆偉，2003）。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Jürgen Habermas 亦有論及多元文化理論 (Jürgen 

Habermas，1963)，其認為多元文化的研究目的在揭露背後的深層結構，啟蒙理性

及人類的主體性；個人在這樣的多元文化教育思維中，可得到相對的自我肯定，

以保有互為主體的尊重與誠信，相對的，解除了不必要的文化禁錮（吳靖國，

2002）。 

    由此可知，以外籍配偶為主的移民教育，必須注意外籍配偶學習者具有多元

文化的背景，因此移民教育課程應著重於外籍配偶多元文化的面向，讓外籍配偶

能在多元文化的移民教育中認識台灣文化特色，並且鼓勵外籍配偶融合自身國家

文化與台灣文化，進而也提供多元文化學習的舞台，讓所有存有於外籍配偶生活

世界中的生命個體，均能進行到多元文化的認識、包含、欣賞與維護。 

（4）語言階層理論 

    語言是人類交互作用的主要工具，教育過程中通常也是透過語言的運用，進

行教與授的行為。語言的學習是影響個人的社會發展，也是牽引著個人社會化的

要件；因著社會階層的不同，運用的語言數量也會有所差異，語言類型更是如此

（蔡文輝，2000）。在社會學家 Bernstein 的研究中就指出，不同的社會階層會呈現

不同的語言類型，中上層社會階級家庭重視家庭成員語言的表達及抽象觀念的認

識，屬於精密型(elaborated code)，相對的，低層社會階級家庭，因為不重視成員

的語言表達，所以她們的語言類型多屬於閉塞型(restricted code)，也就因為社會階

層的不同，造成語言類型的不同，因而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思考方式與認知結構

（蔡文輝、李紹嶸，2001）。 

    針對外籍配偶所開辦的移民教育中，應該要設想到外籍配偶原生家庭的文化

不同，並且加入跨國婚姻家庭社會階級的差異，來發展出適宜的課程題材，才能

滿足其社會化的需求與加快生活適應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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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因素 

    移民教育在心理面向上的影響因素，大抵可區分為需求層次滿足、期望滿足、

心理社會發展、社會學習滿足四個面向，分述如下： 

（1）需求層次理論 

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所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類的多種需

求，可按其性質由低而高分為七個層次（見圖 2-1），各層次需求的名稱及其對個

體行為所發生的促動作用分別是（引自張春興，2012）： 

a. 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指維持生存及延續種族的需求；諸如求食、求飲、

睡眠、性慾等屬之。 

b. 安全需求(safety need)，指希望受保護與免於遭威脅從而獲得安全感的需求；諸

如困難求人幫助、危險求人保護、職業需求保障、病痛需求醫治等屬之。 

c. 隸屬與愛的需求(belongingness need)，指被接納、愛護、關注、鼓勵及支持等

需求屬之。 

d. 自尊需求(self-esteem need)，指獲取並維護個人自尊心的一切需求；諸如被人認

可、讚許、關愛等均屬之。 

e. 知的需求(need to know)，指個體對己對人對事物變化中所不理解者希望理解的

需求；諸如探索、操弄、試驗、閱讀、詢問等屬之。 

f. 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指對美好事物欣賞的需求；諸如希望事物有秩序、有

結構、順自然、循真理等心理的需求屬之。 

g. 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指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合一至高人生境

界的需求；亦即個人所有理想全部實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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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馬斯洛需求層次論圖示    

資料來源：現代心理學，張春興  
 

按馬斯洛的解釋，各種需求層次之間存有以下的關係： 

a. 各層次需求之間不但有高低之分，而且有前後順序之別：只有低一層需求獲得

滿足之後，高一層的需求才會產生。 

b. 馬斯洛又將七層次需求分為兩大類：較低的前四層稱之為基本需求，較高的後

三層稱之成長需求。基本需求有一些共同性質，都是由於生理上或心理上缺失

而導致，故又稱為匱乏性需求。 

c. 兩大類需求的交互作用：基本需求與成長需求之間呈交互作用，一方面基本需

求為成長需求的基礎，基本需求中之各種需求未能獲得滿足前，成長需求不會

產生；另一方面成長需求對基本需求具有引導作用，居於頂端的自我實現需求，

對底端各層次需求均具有潛存的影響力量。 

 

移民教育應隨著外籍配偶的需求層次差異，賦予不同教育行為以滿足外籍配

偶的多元需求，並提高外籍配偶的需求層次，需求層次的提高除可追求自身能力

增加，滿足人類自我實現之願景，並可藉此提升生活品質，完成幸福跨國婚姻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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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望理論 

期望理論是由佛洛姆(V. Vroom)於 1964 年提出，認為人是有思想與理性的，

對未來的事情有其信念與預想。因此在行動時，會先針對可能的結果及報酬價值

來做分析。此理論認為人採取某項行為的動機強弱，是因為該項行為所產生結果

的「吸引力」與「期望值」兩者乘積的總合，基本上期望理論有三種假設（引自

謝文全，2004）： 

a. 人的慾望、需求與目標不同，而且隨著環境與個人經驗的改變而改變。 

b. 人在做抉擇時，常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之。 

c. 人會自經驗中學習。 

做抉擇時，人們常會根據經驗判斷「如果這樣行動，有多少希望可以得到所

要的結果」。換句話說，會根據自己獲勝機率的多少，來做選擇。此理論主要概念

包括結果、吸引力、期待值與實用性四者。分述如下： 

結果：指個人表現出某種行為所得到的結果。又可以分為第一層結果與第二

層結果。第一層結果是指行動後所直接導致的結果；第二層結果則又由第一層結

果產生的。 

吸引力：指各項結果對於個人的吸引力，故又稱誘力。吸引力的大小因人而

異，是決定動機的第一步，其值介於+1（非常吸引）與-1（非常不吸引）之間。 

期待值：指個人對於行動能達到第一層結果的預期程度，其值可從 0%到

100%。個人行動之初，就須審視自己的能力與環境的限制，對於各種不同行動作

一抉擇，以期能達到所希望的直接成果。因此期待值便是努力與表現之間的連結

強度，期待值越大表示該行動導致第一結果的可能性越大。 

實用性：指第一層結果可以導致第二層結果的機率，其值也從 0%到 100%。

例如：只要我努力教學（行動），就可以提升學生成績（第一層結果），因而跟著

得到晉級加薪（第二層結果）。 

由上可知，期待值為「行動─結果」間的聯結，而實用性是「結果─結果」

間的聯結。個體若認為行為結果的吸引力、期待值、實用性等三者越大，個體的

學習動機也越強。反之，吸引力、期待值、實用性三者越小，個體的學習動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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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弱。期望理論模式分析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期望理論概念的關係 

資料來源：謝文全，2004 

 

（3）心理社會發展論 

    Erikson 在 1950 年提出了解釋人生全程發展的一套著名理論，稱為心理社會期

(psychological stages)。在心理社會期理論中，Erikson 將人生全程分為八個時期，

可簡稱為人生八段（如表 2-1）。對人生八段的分期解釋，Erikson 有兩個獨特的觀

念（引自張春興，2001）： 

a. 任一時期的身心發展，其順利與否，均與前一（或前各）時期的發展有關；前

一（或前各）時期發展順利者，將發揮良好基礎作用，有助於後期的發展。 

b. 將人生的每一時期，均視為一個「危機與轉機」的關鍵。意指人生的每一時期，

各有其特定的問題或困難；困難未解決之前，心理危機將持續存在；困難解決，

危機化解，危機變成轉機，就會順利繼續發展。由此觀之，危機係因為發展而

產生，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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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艾瑞克遜的心理社會發展論 

階段 年齡 
發展危機(developmental 

crisis)與任務 
發展順利的特徵 發展障礙者特徵 

1 
0-1(嬰兒期) 信任與不信任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時會焦慮 

2 
2-3(幼兒期) 自主行動 (自律 )與羞怯懷疑

(害羞) 

能按社會行為要求表現

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行動畏首畏尾 

3 
4-6(學齡前兒

童期) 

自動自發 (主動 )與退縮愧疚

(罪惡感) 

主動好奇，行動有方

向，開始有責任感 

畏懼退縮，缺少自我價值感 

4 
6-11(學齡兒童

期) 

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做事、待人

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感 

5 
12-18( 青少年

期-青春期) 

自我統整(認同)與角色混淆 有了明確的自我觀念與

自我追尋的方向 

生活無目的的無方向，時而感到

徬徨迷失 

6 
19-30( 成年早

期) 

友愛親密與孤癖疏離(親密與

孤立) 

與人相處有親密感 與社會疏離，時感寂寞孤獨 

7 
31-50( 成年中

期) 

精力充沛(生產)與停滯頹廢 熱愛家庭關懷社會，有

責任心有正義感 

不關心別人生活與社會，缺少生

活意義 

8 

50- 生 命 終 點

(成年晚期 -老

年期) 

自我榮耀(統整)與悲觀絕望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徒呼負負 

資料來源：教育心理學，張春興，2001 

 

由上述可知，移民教育應該針對不同心理發展時期的外籍配偶提供教育課

程，引導外籍配偶正向心理發展，增進家庭和睦、婚姻幸福感，以及規劃人生方

向。 

（4）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1977）的社會學習論中強調環境、個人與行為三項因素，認為這三

者彼此交互影響，最後才確定學到的行為。Bandura在社會學習理論中強調，個體

的行為會受別人影響而改變，並提出觀察學習與替代學習的觀點。所謂觀察學習

是指個體以旁觀者的身分，觀察別人的行為表現，即可獲得學習；而替代學習則

指從學習經驗及學到新經驗的學習方式，不需要親身經過刺激─反應聯結的學習

方式（張春興，2001）。其中個體向社會情境中某個人或團體行為學習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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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模仿。而模仿的對象稱之為楷模。以下茲就觀察學習的四階段歷程（圖2-3），

分述如下： 

a. 注意階段：指在觀察學習時，個體必須注意楷模所表現的行為特徵，並了解該

行為所涵的意義。 

b. 保持階段：個體對觀察到楷模的行為之後，必須將觀察所見轉化為表徵性的心

像，或表徵性的語言符號，方能保留在記憶中。 

c. 再生階段：個體對楷模的行為表現觀察過後，納入記憶，其後再就記憶所及，

將楷模的行為以自己的行動表現出來。 

d. 動機階段：個體不僅經由觀察模仿從楷模身上學到了行為，而且也願意在適當

的時機將學得的行為表現出來。 
            

楷 

模 

行 

為 

表 

現 

 1  2  3  4  經 

模 

仿 

學 

得 

行 

為 

注 

意 

階 

段 

保 

持 

階 

段 

再 

生 

階 

段 

動 

機 

階 

段 

圖2-3 觀察學習四階段 

資料來源：教育心理學，張春興，2001 

 

由上述可知，開設移民教育中的團體學習、角色扮演、親師訪談等課程有其

必要性。外籍配偶可藉由課程中的互動，加速社會化，提早習慣台灣社會的生活，

懂得適時表現合宜的行為舉止，增廣見聞，活絡跨國婚姻家庭的溝通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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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外籍配偶相關研究 

    「外籍配偶」，就字面上解釋，應指與本國籍居民結婚之外國籍男子或女子。

在台灣社會裡有多種稱呼，例如：「外籍新娘」、「新住民」、「新移民」、及「外籍

配偶」等。其相關研究如下： 

1. 李明堂、黃玉幸（2008）研究中指出：外籍配偶研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東南

亞外籍配偶研究對象以越南籍為最多、其次為印尼籍；外籍配偶子女研究以國小

學童為主。外籍配偶研究議題廣泛豐富且多元，生活適應與社會網絡是外籍配偶

研究最夯的議題。深度訪談是外籍配偶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研究建

議：持續關切外籍配偶族群的發展，特別是照顧輔導制度的建立與相關法規的修

正；未來外籍配偶子女研究，能重視外籍配偶子女青少年的心理發展；著重外籍

配偶及其子女相關研究量表的研發；對於外籍配偶次文化和政治議題，未來可進

行較多研究。         

 

2. 汪素娥（2005）研究結論指出：關於外籍配偶教育，教育主管機關已開始重視

外籍配偶成人教育；教材編輯目的與教學目標多以識字與生活適應為首要；教材

取材呈現「生活化」與「鄉土化」特色；教材之編輯出版尚未全面建立審查機制；

課文結構趨於鬆散，不易統整重要概念；教學活動設計未完全符合成人學習心理；

教材內容大多採「同化觀點」，未能符應「多元文化」理念；各版本教材內涵各有

偏重，教學者可依需求選用參考；教材內涵仍缺乏納入外籍配偶原生文化背景；

男女角色性別在教材中仍呈現不平等現象；性別偏見問題仍存在教材之中；教材

中隱藏族群偏見之事實仍未獲改善。根據其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1）對外籍配偶教育政策制定的建議：建立教材編輯出版前審查機制，建立外籍

配偶學習支持系統及建立教材出版、發行與流通管道。 

（2）對辦理外籍配偶教育單位的建議：培訓具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之師資，鼓勵外

籍配偶家人參與共學，選擇或編輯適切之外籍配偶成人教育教材。 

（3）對擔任外籍配偶教學者的建議：課程設計應包含所有族群觀點，同時培養外

籍配偶「識字」與「增能」，藉由異質團體共學，提昇學習成效，轉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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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地位」為「協助者」角色。 

（4）對外籍配偶教材編輯的建議：應以外籍配偶的觀點或生命經驗為出發點，跳

脫只學中文識字的刻板印象，兼顧其他語言學習，配合教材發展相關學習輔

助資源，教材中避免製造族群或性別偏見並邀請外籍配偶參與教材編輯，展

現原生文化。 

（5）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在研究對象方面，可以教材使用者（老師、外籍配

偶學員）為研究分析對象，以了解教材與教學的適用情形；在研究範圍方面，

可以外籍配偶的學習型態進行「專班教學」與「異質團體共學」之研究，以

了解二者學習成效之差異。 

 3. 陳瑩蓉（2005）於其研究中指出： 

（1）外籍配偶需求部分：外籍配偶對於其在生活中，感到最重要、迫切的需求面

向可分為：居留需求、生活適應需求、經濟需求、勞動市場需求、社會參與

需求、子女教養需求。 

（2）外籍配偶權益政策的部分：仍缺乏審慎的外籍配偶政策及負責移民事務的專

責單位，亟需完整的規劃出婚姻移民的政策與制度。 

（3）外籍配偶社會排除之問題：外籍配偶面臨的社會排除困境，為政治排除、經

濟排除、勞動市場排除、社會隔離、文化排除等面向。 

4. 戴珮筠（2008）台南市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研究中提出以下建議： 

（1）政策方面：鼓勵外籍配偶至各地研習班學習，暢通研習管道，鼓勵終身學習，

研擬配套措施，廣為培訓師資，多辦交流活動，教師定期研習及製播相關電

視教學節目。 

（2）教材方面：編輯教師手冊，編寫相關補充教材與練習，開發學習輔助教材，

加入東南亞籍編輯人員，開發各種難度之形成性評量，整體編排加以統一與

修正，教學內容加以增補與修正，繼續開發教材補充學習之不足，搭配英文

拼音標識，增編慣用語之內容和增編查字典教材。 

5. 張菀珍、黃富順（2007）對於我國外籍配偶學習問題之研究，採用文獻探討、

文件分析、個案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進行質性資料的搜集與分析，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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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外籍配偶的學習內涵、層面與問題，編製「外籍配偶學習問題調查問卷」對外

籍配偶進行問卷調查，經由質性與量化資料分析整理後，歸納出以下結論： 

外籍配偶所處的社經地位、文化差異及個人調適能力，為其學習問題的主要

成因；擔任外籍配偶教學的教師應具備自編教材的能力，並依據學習者的背景與

差異，進行適性教學；學校在辦理外籍配偶的相關行政事務時，需要社區資源的

協助與投入；政府辦理外籍配偶的相關部會及規劃無法統一，造成地方政府和執

行外配學習之基層單位諸多問題；外籍配偶的學習問題牽涉到多元文化的面向及

社會文化的面向，需要台灣社會的整體再教育。 

依其研究提出相關之建議： 

（1）協助各國籍的外配成立學習團隊，藉由開設外配課程之機構的定期聯繫與聚

會，推動各項學習活動。 
（2）成立各種「會心團體」或「工作坊」，以促進外配的自我成長，同時提升國

人的多元文化及相互尊重之素養。 

（3）建立「外籍配偶學習輔導團隊」協助各辦理外籍配偶學習課程之機構，進行

問題診斷與協助其改善現況的多元文化及相互尊重之素養。 

（4）縣市政府應協助建立「外籍配偶關懷與支持網絡」，整合公部門組織、社區

之村里長、社區發展協會、衛生醫療單位、各級學校、非營利組織及社會福

利機構等單位，共同整合資源，提供其各項學習的資源、支持與協助。 

（5）政府相關辦理外籍配偶學習與生活適應班之部會，應建立統合與溝通管道，

共同建立一個完整的機制與配套措施，以提昇協助外籍配偶學習的行政效

率。 

6. 劉孟甄（2008）桃園縣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研究

的結論如下：採單元方式編纂，單元內容取材生活化，以圖文對照呈現單元主題，

注重識字教學，尊重文化多元，強調鄉土與民俗。提供學習單供外籍配偶評量自

己的學習效果，或提供教師評量之用，以掌握教學成效，或讓學員延伸學習內容，

亦提供外籍配偶家庭其他成員參與的機會；提供教師手冊編製教師指導內容，提

醒與提供輔助教材資訊；提供多媒體與輔助教材。根據前述研究結論，提出建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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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方面：建立積極聯絡網絡，積極協助外籍配偶解決受教困難因素；提供

完善的嬰幼兒托育照顧，期使外籍配偶能安心上課；增加外籍配偶學習管

道，提升外籍配偶的受教意願；計畫性培育外籍配偶師資；編列預算，照顧

弱勢外籍配偶家庭使外籍配偶教育更順利地推展；廣設新移民學習中心，定

期辦理經驗交流，以外籍配偶教育為考量前提下適度良性競爭；成立教材研

發小組，以期使教材內容更為精進，更能幫助外籍配偶提升中文語文能力與

素質。 

（2）教學方面：定期辦理外籍配偶識字專班教育師資研習與外籍配偶教育學術研

討會，促進外籍配偶授課教師對外籍配偶教材之深入了解；針對鄉鎮地方特

色提供補充教材，融入多元文化教學，提升外籍配偶學習成效；採取多元教

學方式，增進學員學習成就。 

（3）教材方面：引進注音符號教學，以增強外籍配偶自學及輔導子女之能力；增

列字頻表，加強教材生字新詞的選字程序，以提升識字教育之成效；增加教

材識字量，協助外籍配偶脫離文盲之列；增加課文內容並使文體多樣化；增

加短文題型，培養外籍配偶的作文能力，提高教材之效能；教師手冊應對照

課本內容，提供教師教學參考用；中英手冊應針對讀本中的課文或語詞對

照，以方便學員複習或自學之用；互動語言學習光碟，提供外籍配偶自學、

複習或評量用；提升教材 CD 與教材相關性；邀請程度較高之外籍配偶參與

翻譯工作，編製中文與外籍配偶國家語言之對照本。 

7. 邱美切（2006）嘉義縣東南亞外籍配偶學習態度與學習困擾研究提出之結論： 

（1）東南亞外籍配偶識字教育以「自我學習」的學習態度為最積極最高，喜歡老

師上課以分組或自由發表方式進行主題討論，希望參加學習後，對教育子女

有幫助。 

（2）東南亞外籍配偶學習困擾，主要以「語言溝通因素」最大，而以「教師教學」

最小。語言溝通因素中以「寫」跟「讀」的困擾最大。 

（3）東南亞外籍配偶學習態度與職業狀況受試者背景變項有關。 

（4）東南亞外籍配偶學習困擾因素與年齡、子女數等受試者背景變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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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東南亞外籍配偶之學習態度與學習困擾有顯著的負相關，顯示東南亞外籍配

偶學習困擾程度低者，有較為正向而積極的學習態度。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1）對政府單位之建議：提供東南亞外籍配偶幼兒托育與照顧的服務；積極邀請

專家學者，發展多種語言對照工具書及自學式教材，以協助東南亞外籍配偶

自我學習。 

（2）對教育機構之建議：重視受教權，廣設社區學堂教室；對擔任外籍配偶教學

的教師提供教師培訓，培育教師具有多元文化和運用多元語言的溝通能力；

重視東南亞外籍配補救教學與輔導，並建立學習輔導員制度；建立適當同儕

支持系統及社會網絡，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 

（3）對教師教學之建議：正視東南亞外籍配偶語言學習困擾，採用有效教學方式，

以提高學習興趣；東南亞外籍配偶學習需著重以女性學習中心之教學及課程

規劃。 

 

2.2 外籍配偶的學習者特性與教材設計理念  

何青蓉（1995）認為教材的選擇應基於學習者的興趣和需要，並且滿足個人

目前的角色功能為出發點。外籍配偶教育教材的編製，以外籍配偶的興趣與需求

為主，並滿足角色功能出發。外籍配偶識字教材目標，首先要強調口語表達以達

溝通目的的聽和說的能力，其次才是發展讀和寫的能力。教材的內容應選擇對外

籍配偶實際有用的題材和資訊，並教以聽、說、讀、寫之能力。 

2.2.1 外籍配偶的角色特質 

    外籍配偶在移入台灣社會之後，在識字教育的課程中，要學習的不單只是語

言文字、溝通技巧、文化習俗而已，更要進一步破除「功能性文盲」的角色，學

習生活上所需的親職教養能力、謀生技能以及電腦技能等（張德永，2005）。從

成人學習者的觀點來看，外籍配偶作為學習者角色的特質可以從不同觀點加以詮

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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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永（2005）從成人學習者角色、婦女角色、親職角色、社會弱勢團體者

角色，以及多元文化社會成員角色五種取向分析： 

1. 成人學習者角色：外籍配偶作為一個成人學習者，需要瞭解自我的特質，採取

主動的態度，訂定學習目標、尋找學習資源。教師則要藉由診斷的方式瞭解學

習者的需求，採取適當的學習策略，並與學習者訂定學習契約，協助學習的發

展和評量（黃富順，2002）。 

2. 婦女的角色：外籍配偶作為一個女性的角色，要瞭解婦女角色的特性，學習如

何與以男性為主的社會進行溝通。透過女性增能(empowerment)教育，鼓勵婦女

參與組織，增進外籍配偶女性角色的認知與成長，追求生存權、生活權及存有

權（林美和，2003）。 

3. 親職角色：外籍配偶在文化背景、生活習俗大不相同的環境下，需要付出更多

的心血來教養子女，其所承受的衝突及壓力超過一般的母親，而外籍配偶及其

子女的教育問題是當今重要的教育議題之一（夏曉鵑，1997；蕭昭娟，2000）。 

4. 弱勢團體者角色：成人教育對於弱勢團體除了提供識字教育之外，也從生活經

驗中尋找學習主題。弱勢團體的學習過程事實上也是一種「觀點轉換」的學習，

藉由對當前社會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分享共同的經驗，轉換新角色（王秋絨，

1997）。     

5. 多元文化社會成員角色：外籍配偶應該以開放的心胸瞭解和學習新的文化，台

灣的社會大眾也要培養多元文化的尊重與瞭解的理念。黃月純（2002）認為外

籍配偶學習者即是成人學習者，不同於學校中的兒童，因此不能僅沿用學校教

育方式來教學。 

2.2.2 外籍配偶的學習特性 

研究者參考黃月純（2002）分析外籍配偶之學習特性為： 

1. 以問題為中心：以解決生活中問題為中心的學習，具有急迫性，最好能即學即

用，具備立即明顯的學習結果。 

2. 以經驗為中心：生活中的經驗是其學習最重要的資源，是學習的起點，也是助

力。 



 26 

3. 角色學習取向：扮演多重角色與責任，學習的內容要能反映這樣的需求。 

4. 學習動機強：自動參與學習活動，教學氣氛佳。 

5. 學習障礙多：交通、家務、經濟因素、部分時間學習。 

6. 心理障礙多：家人不支持、子女幼小、固定學習模式、教育程度低落、懼怕教

師、害怕他人眼光、學習失敗壓力大、為適應不同文化、情緒不穩、溝通與表

達能力不良。 

7. 學習機構障礙：學習情境、教學方法與同儕學習者因素。 

 

綜合以上論述，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與外籍配偶的關係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a. 外籍配偶有識字的需求，因為要適應台灣生活、方便與人溝通、吸收新資訊、

教養子女等因素。 

b. 外籍配偶的學習角色是多元的，因此外籍配偶教育亦朝多元課程安排，以滿足

其各方面的需求。 

c. 外籍配偶教育的規劃應配合外籍配偶的特性，包括生活需求、身心發展、家庭

狀況等，讓外籍配偶的學習不致中斷，達到識字教育的目標。 

2.2.3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設計應有的認識 

   綜合外籍配偶之學習者角色與特性，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之設計應符合下列

原則： 

1. 掌握外籍配偶學習的特性：學習內容應配合外籍配偶已有的學習經驗、工作經

驗、以及學習需求，以增強學習動機。 

2. 外籍配偶學習的時間有限：大部分外籍配偶都有工作或需照顧家庭，所以課程

設計的內容宜更實用性。 

3. 兼顧國家發展與外籍配偶個人發展設計課程：課程設計內容除國家政策之考量

外，亦需考量外籍配偶本身之發展需求。 

4. 由外籍配偶角度檢視課程，配合外籍配偶成長取向設計課程內容：成人的學習

需求與小學生不同，應給予自由選擇的空間，以達成自我實現。       

5. 外籍配偶教材應賦予自學功能：外籍配偶教材異於傳統學校教育教材，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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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之內容，以提供學習者自由運用。       

6. 外籍配偶課程與學習目標多樣化：外籍配偶不僅要學習生活必須之內容與資

訊，也要學習適應生活環境，所以其學習內容應包含學校、社區、家庭、工作

場所、文化機構、大眾傳播媒體的技能知識，並達到各領域的平衡和諧與銜接。       

7. 結合外籍配偶生活經驗宜多操作、討論、實作、團體互動式學習內容：讓外籍

配偶經由操作練習，體現學習內容之實用價值，並鼓勵外籍配偶發揮已具備之

能力，主動參與學習。 

2.2.4 外籍配偶教材的編纂原則 

    識字是提升外籍配偶生活能力、適應台灣社會、提升生活品質的關鍵，外籍

配偶識字教育的成敗更取決於教材的好壞，因此編纂外籍配偶教材應配合以下原

則，以達成外籍配偶教育目標： 

1. 以學習者為主體，設立階段性、連續性及不同面向的成人識字教育目標： 

就內容而言應從具體到抽象，就情境而言，應從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出發，由近

而遠；就學習者的改變而言，應從了解教材內容，進而延伸到生活周遭。此外

配合社會發展、鄉土特性及學習者個別需求，並掌握外籍配偶學習之心理特

性，以其生活經驗為中心，以達成改變學習者為主要目標。       

2. 以學習者為本位，從外籍配偶經驗出發，教材生活化： 

以經驗學習觀做教學設計，不僅可以融合學習者生活，亦能提高學習的興趣與

樂趣，並對記憶的保留有相當助益（鄒秀惠，2004）。外籍配偶基本教育以外

籍配偶為學習主體，教學設計基於以學習者為本位思考，外籍配偶的生活經驗

即為最佳課程內容。      

3. 注音符號的編輯，應在整體而有意義的情境下與識字學習相配合： 

外籍配偶教育屬成人教育之一環，故其注音符號教材之編輯，應使用綜合教學

法與直接教學法，由整體而部分，由句子分析語詞，從語詞分析字，因字而拼

音而至於符號；注音符號之編排亦需以由淺而深之順序，聲符與韻符交錯出現

為宜。       

4. 語文活動設計目的，在拓展外籍配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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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成人教育學者P. Ferier倡導對話式的識字教育經由討論分析批判而識字，

並運用不同方法進行師生對話和教育，促進意識覺醒與行動（鄧運林，2001）。

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目的在促進自我與對世界的了解。因此外籍配偶教材之語文

活動重點不僅是純粹語文練習，更是由己到外視野的改變。 

5. 應用教育科技，以提供超越時空限制的識字教育： 

目前教材的編纂多應用教學CD、互動式學習教材等，未來應開拓教育科技多媒

體的使用範圍，以不限時間、不侷於地點的外籍配偶教育，讓外籍配偶能實行

自我導向之學習，主動進行學習活動，學得更多元。 

 

2.3 外籍配偶的形成與發展 

隨著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政治、經濟、留學、工作等因素，使得台灣的

外籍配偶人數逐年增加，乃與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新住民、原住民族群並

列為台灣五大族群之一。台灣外籍配偶的形成大約可推溯至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末期。夏曉鵑（1995）曾在《外籍配偶在美濃》一書中描繪了少數在台灣的

東南亞歸國華僑便媒介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中較為貧苦

的婦女嫁與退伍老兵並來台的情形。由於語言與文化的隔閡以及年齡之差距，又

沒有感情的基礎下，因此「逃婚」的事件也就時有所聞。再經媒體、學者的偏頗

報導，一般民眾對外籍配偶多持負面的刻板印象。諸如此類的事件，使得外籍配

偶的人數有減少的趨勢，也使得此種騙婚來台的婚姻仲介逐漸消失。 

綜上所述，東南亞各國開放觀光及經濟投資的時期不同，台灣政府機構限制

核發簽證數量的法令因素，使得台灣男子對外通婚的對象，會因接觸時間及配額

限制等因素而有不同。1980 年代中期，以泰國和菲律賓配偶最為普遍，自 1990 年

開始，印尼配偶開始顯著增加，到 1996 年起越南配偶突然躍升到第一位，迄今仍

為第一位（內政部，2013），而現今，大陸配偶人數則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由上述，我們可了解外籍配偶的形成與發展，有其經濟上與地理上的必然因

素。歸納其原因如下： 

1. 兩岸交流，使得台灣男性迎娶大陸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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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高女低的婚姻觀念，導致台灣男性擇偶困難 

3. 政府南向政策的影響 

4. 婚姻仲介 

5. 外籍配偶往往藉由婚配改善家庭經濟 

再者，嘉義縣原住民族群、外省新住民族群與農工階級的男性比例較高，因

此，縣內外籍配偶人數佔全國第十一位（內政部，2013），在此情況下，外籍配偶

所要面對的生活適應與教育問題，勢必成為嘉義縣的重點課題；也因此嘉義縣政

府編列預算，辦理外籍配偶相關教育課程，更研發第二套縣版的外籍配偶基本教

育學習教材，以期能幫助縣內外籍配偶，用更快速、更有效的方式，適應台灣生

活，融入台灣社會。 
  

2.4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問題分析 

大多數外籍配偶雖然來自中國大陸或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但其家庭及社會價

值觀、生活習慣與方式，與台灣社會仍有某種程度的差異。當外籍配偶進入台灣

的家庭時，通常會被要求符合台灣家庭的種種生活作息與文化習慣，其所承受的

壓力自然不在話下（林淑玲等人，2004）。本節探討相關文獻對外籍配偶生活適

應的分析，作為研究者探討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的參考。 

內政部（2003）分析國人與外國人及大陸地區人民之婚姻關係，大多因婚姻

感情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援網絡薄弱及家庭地位低落等因素，致衍

生以下各種問題： 

1. 生活適應不良，衍生家庭社會問題 

外籍配偶多因文化、風俗、習慣不同或語言隔閡，促使無法在短時間內融入

我國生活環境；雖然大陸配偶並沒有語言障礙，但仍有因社會制度、價值觀導致

適應不良的問題。以往異國或兩岸婚姻多透過仲介媒合，部分外籍與大陸配偶甚

至被視為傳宗接代工具或廉價苦力，這樣的婚姻關係當然容易出問題。外籍與大

陸配偶家庭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與國人不同，在台又無親友，不易建立社區或親

友支援網絡，當婚姻不順遂或生活發生問題時，更是缺乏求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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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育及優生保健問題，影響人口素質 

外籍與大陸配偶的婚配行為多被賦予傳宗接代的任務，然其台灣國人卻又多

屬高齡、社經地位低或身心障礙者。如未重視優生保健，恐導致其生育之子女在

身心疾病的影響下，易成為先天性缺陷或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 

3. 停留期間工作不易，難以改善家計 

限於法律規定，外籍配偶停留期間不得申請工作許可，大陸配偶則需符合「大

陸地區配偶在台灣地區停留其間工作許可及管理辦法」第四條規定條件，方得申

請工作許可，使得短時間無法改善家庭經濟環境。 

4. 教育程度不一，教養子女困難 

由於外籍與大陸配偶難以在短時間內完全適應在台生活，有些年紀尚輕，且

教育程度不一，對於擔任親職角色並未充分準備，衍生對其下一代的語言學習、

學業發展、生活習慣、人際關係及人格發展等教養問題。 

5. 易受家庭暴力，社會支援網絡薄弱       

外籍與大陸配偶往往因年齡、認知及文化等差異，時有發生家庭暴力事件，

而其因為語言不通，不熟本國法律或相關協助辦法等，更易持續遭受家庭暴力。

而其選擇離家求助者，則將面臨生活陷入困境、逾期停（居）留，證件扣留、無

法工作謀生、法律訴訟及子女監護權等問題，處境比本國受暴婦女艱難。 

綜合上述，外籍配偶生活適應的問題可歸納為：語言不通問題、經濟問題、

就醫問題、婆媳問題、子女教育問題、家庭暴力等。一般人刻板上也抱持迎娶外

籍新娘的台灣男子是屬於社經地位較低、年齡較高、甚至為身心障礙者的觀念。 

 

2.5 嘉義縣外籍配偶教育現況 

   本研究進行嘉義縣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材應用與外籍配偶需求之差異，須先

了解嘉義縣外籍配偶分布情形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推動現況，使本研究更能切合

嘉義縣的教材設計使用與提供相關建議。茲將嘉義縣外籍配偶分布情形與基本教

育推動現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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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嘉義縣外籍配偶分布情形 

嘉義縣幅員遼闊，東倚玉山，西瀕臺灣海峽，南臨臺南市，北接雲林縣，全

縣面積 1903.6367 平方公里，佔全臺灣總面積的 5.35%，截至 2103 年 2 月，人口

數 533,106 人，外籍配偶 13,053 人（含大陸籍配偶），占全縣人口數 2.44％（見圖

2-4、表 2-2）。外籍配偶人口逐漸增加，新移民各種生活適應與文化融合及新住民

子女教養等成為當下刻不容緩的議題。 
 

 

圖 2-4 嘉義縣外籍配偶人數分布及比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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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嘉義縣新住民人數統計表                   2013.02 

區域別 合計 

外籍配偶 大陸配偶 

小計 越南 印尼 
東南亞 

(菲律賓、柬埔

寨、緬甸、泰國) 
小計 

太保市 769 394 254 104 36 375 

朴子市 842 417 274 96 47 425 

布袋鎮 736 391 297 53 41 345 

大林鎮 812 388 279 94 15 424 

民雄鄉 1591 693 483 139 71 898 

溪口鄉 426 202 134 43 25 224 

新港鄉 846 489 262 190 37 357 

六腳鄉 631 308 214 75 19 323 

東石鄉 837 401 314 61 26 436 

義竹鄉 432 211 179 20 12 221 

鹿草鄉 336 167 102 50 15 169 

水上鄉 1527 601 371 125 105 926 

中埔鄉 1208 566 361 161 44 642 

竹崎鄉 1038 461 344 80 37 577 

梅山鄉 521 298 211 64 23 223 

番路鄉 306 153 111 23 19 153 

大埔鄉 113 46 37 4 5 67 

阿里山鄉 82 45 26 14 5 37 

總計 13053 6231 4253 1396 582 6822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新住民多語服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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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推展現況 

嘉義縣外籍配偶人數，截至一○二年二月為止，共計有 13,053 人。為此，嘉

義縣政府特別重視外籍配偶的教育與生活適應狀況，對於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積極

推展，鼓勵外籍配偶就讀嘉義縣成人基本教育班和國小補校班外，更積極推廣外

籍配偶識字專班，盼能協助這群亟需接受中文（含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

民語言）訓練，無論生活中使用何種語言的外籍配偶，能跨越到社區或特殊班級

上課，早日融入當前環境（劉孟甄，2008）。 

1. 嘉義縣辦理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實施方式 

（1）國小補校班 

國小補校班自1990年開始實施，早期協助政府進行掃除文盲的任務，由於

不識字人口已高齡化，最近幾年來，開始加入外籍配偶學員，而且有逐漸增多

的趨勢（黃富順，2002）。通常外籍配偶夫家會希望外籍配偶就鄰近補校就學，

一來方便接送，二來左右鄰居可協助幫忙，防止外藉配偶迷路等臨時事件發

生。外籍配偶家人希望藉由讀書求學來讓外籍配偶早日融入社會生活，能說中

文、識字、會當地的閩南語或客家話，以方便與其溝通。不過在國小補校的教

育體系中，外籍配偶常和當地年長的失學者一起上課，在其學習需求與生理條

件的不同下，常造成學習效果的落差，同時造成授課老師的困擾。 

（2）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語言學習輔導班 

從1945年政府即辦理民眾識字教育，期望能掃除文盲。在政府實施多年掃

除文盲措施之後，台灣文盲人口日益減少。然外籍配偶的出現，成為另類的文

盲。於是這群外籍配偶成為目前的掃盲對象，透過嘉義縣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

輔導班，提供外籍配偶習得生活技能，習得識字基礎和語言溝通等能力。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與教育處，積極規劃辦理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及語文訓

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提升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能力，並輔以語文訓練、

居留與定居輔導、生活適應輔導、生育及優生保健輔導及地方風俗民情等課程。 

（3）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 

教育部於1992年開始實施成教班。近幾年來，外籍配偶學員越來越多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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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教班。1999年一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正式行文二十一縣市政府「可受理外

籍配偶就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是教育行政單位對於外籍配偶就學機會正

式認可的開端。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簡稱成教班，成教班每期研習期限為二至三個

月，每期授課七十二節，一般外籍配偶進入成教班就讀，大約半年，就能夠以

簡單的中文與老師、學員溝通，很快就適應班上學習情境。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除了積極規劃與推動各校的國小補校班和成教班成立

外，同意各學校比照成教班模式成立識字專班：每期、每班研習期限二至三個

月，每期授課七十二節，一年共上課二一六節，各校申請期限、人數、經費與

實施日期和成教班同步作業。同時也針對外籍配偶編製教材，以期達到最佳學

習與生活適應之效果。 

1. 課程與教材 

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課程分三月至八月、九月至十二月

兩期實施，並區分為初級班、中級班與高級班三階段，每期授課七十二堂課，

共四十八小時。為配合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的推廣，教育部委

託台北縣成人教育中心，編製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補充教材(一至六冊) ，供

成教班協助外籍配偶識字課程使用。此外，嘉義縣政府也在2008年委託鹿草鄉

碧潭國小教師團隊，在專家學者指導下，以外籍配偶的生活需求與鄉土化為原

則，編製「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乙冊，作為嘉義縣成人暨國人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教學課程的主要教材。內容包括基本識字、嘉義的鄉

土民情、家庭、衛生保健、法律常識與工作權等。其內容配合嘉義當地風俗民

情，幫助外籍配偶認識並熟悉自己居住的嘉義縣，讓其能很快就走入家庭，並

融入社區生活。教材亦依嘉義縣地方特色，提供健康美食、醫藥保健、購物、

儲蓄理財及文化休閒等內容，非常適合國情文化與我們有差異的外籍配偶，其

目的不只在識字，更在於語文提升與文化理解、適應。 

2. 師資 

目前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屬「附設」性質，並未設置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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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辦理，因此識字教育工作者均屬「兼辦」性質，由學校具有教學熱忱的行

政人員及教師兼任之。有些學校會依據課程需求來邀請資深外籍配偶現場經驗

分享，一方面也激勵學習中的其他外籍配偶。由於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

育研習班，針對初至台灣之外籍配偶設計的課程，課程功能性較廣闊涵蓋內容

較多元，依課程內容可發現講師群包括識字、法律常識、文化習俗、家庭管理、

休閒旅遊等領域，豐富而實用，以一位對台灣環境陌生之外籍配偶而言，藉著

這樣的課程內容，可以幫助其更快的融入台灣社會環境。 

3. 困難及問題 

教育處社教科在嘉義縣政府的支持下，嘉義縣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

育研習班，在短短二、三年間已有豐碩的成果，但是不可諱言地，亦出現一些

問題亟待解決。在此就外籍配偶資訊取得不易、上課意願、師資來源與教學內

容等四項分述如下: 

（1）資訊取得不易 

嘉義縣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的辦理學校或單位，大多利用

學區張貼公告、紅布條宣導，請學生把開課通知單帶回家等方式招生。這種模

式，僅能掌握學區內外籍配偶的識字學習需求，但是對於更多的外籍配偶，單

憑學校的力量，是無法吸引她們主動參與學習的，尤其對於剛進入台灣，尚未

生育或子女未達入學年齡的外籍配偶，則不易獲得外籍配偶識字學習資訊。如

何普及流通讓所有的外籍配偶順利獲取學習資訊，踴躍參加中文識字學習課

程，是辦理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各校普遍的問題。 

（2）上課意願 

外籍配偶的學習意願依其動機不同，需求有所不同，多數以取得身份證或

工作為其考量，另外也有受到公婆反對而無法學習者，相對的若以將來子女教

育考量為動機者，其學習意願普遍較高。 

（3）師資來源 

嘉義縣成人暨國人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研習班，皆利用晚上或假日上課，各

校做法雖不盡相同，但師資來源則多為白天擔任教學的中小學教師，兩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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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下來十分辛苦。此外優秀師資也常因調動就無法持續任課，往往造成辦理

學校行政上的困擾。 

（4）教學內容 

目前外籍配偶識字學習規劃的課程內容尚無明確的界定，形成辦理外籍配

偶識字學習班的學校或單位，只得從辦學中與實際需求作主觀的認定。 

 

       綜而言之，教育制度、學校行政措施、教師教學方法、態度，課程設計之實

用性、內容難易度、設備不佳、時間之配合、上課地點之規劃，都是影響外籍配

偶基本教育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如何克服與解決這些因素，是當今教育部、地

方政府、學校或辦理單位，所應戮力完成的重要任務。 

2.6 研究倫理 

           教育研究是一種專業行為，教育研究倫理即是規範從事教育研究時，必須具

備的涵養以及必須遵守的人際規定（李采蘋，2006）。因此本研究在進行半結構性

訪談應遵守的研究倫理包含下列幾項原則： 

1. 誠實告知，尊重意願 

進行本研究訪談之前，應讓受訪者了解本研究的內容、目的和研究者所擔

任的角色與訪談進行方式；訪談實施前，除邀約外並當面說明，亦已事先給予

訪談大綱，讓受訪者有充分時間決定是否參與研究，並於訪談大綱中清楚載

明，受訪者有隨時中止訪談的權利。 

2. 真實呈現，客觀分析 

在撰寫研究報告時，研究者會將受訪者的意見真實呈現。對於蒐集到的所

有資料，採用最適當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不可刻意選擇或捨去實際的資料；

並依據分析所得之資料，客觀詮釋其意義，並詳實報導分析的結果，不得刻意

隱瞞或遺漏（林天祐，2005）。 

3. 保密原則，尊重隱私 

訪談說明與實施須清楚傳達本研究所進行訪談的錄音檔及一切訪談資料

將僅用於學術研究；為了尊重受訪者的隱私，本研究報告中對受訪者的姓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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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匿名方式處理；訪談資料若涉及受訪者的隱私，對其內容也將採取保密原

則，不得洩漏給第三者知情；並承諾於研究結束時，會在第三公正人士見證下

清除所有錄音內容。讓受訪者能感受他/她參與訪談將受到最完善的保護，建立

互信互賴的關係，訪談時願意暢所欲言，使研究資料得以豐富且完整。 

 

2.7 小結 

    綜上所述，研究者獲得以下啟示，茲說明如下： 

1. 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教育問題 

    近年來自東南亞外籍配偶人數急速增加，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將成為台灣未來

的主人翁，因此其教育問題就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重大議題，不僅是政府民間積

極關注討論，教育學術界對此議題的研究更日趨增加。可見，協助外籍配偶學習

實為刻不容緩的課題。外籍配偶的學習成長，不僅是提升自身的生活智能與價值，

更能提升教養子女的能力，讓母親與子女共同學習、提升，讓社會大眾不再以歧

異的眼光看待他們，更進一步的樂意關懷接納他們。 

2. 外籍配偶教材研究方法 

    綜觀研究外籍配偶教材之論文多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研究中提及外籍配

偶的需求與困擾亦非少數，然何為外籍配偶真正需求，宜以質性訪談方式為之，

冀求能匯集出其真實且迫切之需求，做為教材編輯參考。因此本研究擬以內容分

析法分析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學習教材，再以質性訪談之深度訪談法探究外籍配

偶之需求，分析外籍配偶教材設計與應用之差異。 

3. 教育應以學習者為本位 

    教育應以學習者為本位，因此，實施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理應以外籍配偶為

學習之本位，以其學習需求為教材與課程設計之基礎，並配合成人學習者之特質，

為外籍配偶教育研定修編適合之基本教育，其中包含相關教育政策的訂定、教育

目標的指標、教材的編製以及教學活動的實施。 

4. 教材課程內容應融入多元文化觀 

    教材課程內容應融入多元文化觀，破除過去以同化觀點看待外籍配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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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以外籍配偶原來的舊經驗加上新環境的刺激為主題，方能提升學習者之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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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已出版「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

之設計與應用，為達研究目的，運用內容分析法及質性訪談法進行研究資料之蒐

集與分析。首先，透過自編之分析表，進行以「課」為單位的「定量」分析研究，

以了解教材形式及教材內涵；再進行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學員及外籍配偶課程教師

訪談，並從移民教育的觀點，進行差異分析，探討教材應用與外籍配偶需求存在

的差異問題。 

本章首先擬定研究架構，其次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接著說明研究對象選取、

研究對象特質描述，最後對本研究提出說明。 

 

3.1 研究架構 

    探究「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與外籍配偶需求之關係，須對外

籍配偶的需求予以分析了解，其中不能忽視的條件為外籍配偶的家庭背景，因其

是否能參與學習課程受到家庭因素支持與否影響。此外，課程教師的個人教學資

歷、技巧和特質等因素也影響外籍配偶是否有較高的學習動機，新移民學習中心

的課程教材設計編輯是否符合外籍配偶生活需求亦影響著外籍配偶的學習意願。

本研究將教材內容分析後，邀請與課程相關的教材設計者、編撰者、教師與實際

使用之外籍配偶等進行訪談，訪談後資料的整理分別以外籍配偶六項需求：居留

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生活適應需求、經濟需求、子女教養需求和工作需求，分

析外籍配偶是否能因學習教材而使得自我更快的融入台灣社會，對於台灣的文化

感知與認同，心理的需求和社會學習是否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其後再以教材能

否符合協助外籍配偶適應融入臺灣生活的各項需求，提出對「嘉義縣外籍配偶基

本教育學習教材」的建議，冀求來到嘉義的新移民能在這裡愉快的生活和學習，

更藉由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東南亞新移民─外籍配偶的「生活實

際需求」，未來編輯相關教材時能更加符合所需。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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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步驟與方法 

3.2.1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依研究目的而訂，蒐集彙整相關文獻後，以「內容分析法」對嘉義

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分為教材形式及內涵進行分析探討，外籍配偶需求及教

材使用相符情形以質性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經過內容分析與訪談資料整理後，分

析其差異，進一步提出說明、探討與解釋，做出結論與建議。研究步驟如圖 3-2： 

圖 3-1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設計與應用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 

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 

 差異分析 

 

 

 

 

 

 

外籍配偶需求 

•長期居留所需 

•經濟考量 

•社會參與 

•子女教養 

•工作所需能力 

•生活適應 

 
 

 

教材內容 

一、健康的飲食 

二、快樂購物去 

三、養生保健康 

四、日記寫生活 

五、母親節快樂 

六、溫馨社會情 

七、處處好學習 

八、儲蓄好生活 

九、綠化美家園 

十、歡樂過節慶 

十一、相招看展覽 

十二、在「嘉」真好 
 

教材設計者 課程教師 
外籍配偶 



 41 

 

 

3.2.2 研究方法 

1.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內容分析法是由大眾傳播研究中發展出來，初時為美國學者對報紙的分析，

後來擴充為對語言的傳播：電視、電影、廣播、演講、書籍、日記等；後來再擴

閱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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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分析整理研究資料 

 

分析整理研究資料 

差異分析 

解釋研究發現與歸納結果 

 

作成結論，提出建議 

訂定研究主題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設計與應用之研究

究 

圖 3-2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設計與應用研究步驟 
研究架構圖 

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 

研究步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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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語言的傳播，如圖案、姿勢等。 

王石番（1991）認為內容分析也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件

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其主要功用是創造文化指標，藉以描述信念、價值、

偏見問題或其他文化體系狀態。而內容分析法是根據分析歸類的結果來作推論，

通常僅限於分析明顯的傳播內容（manifest content）。歐用生（1995）則認為內容

分析不僅分析「明顯傳播內容」，更進一步分析「潛在內容」(latent context)。 

Berelson（1952） 認為內容分析是一種針對明顯的傳播內容做客觀而有系統

的量化，並加以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Bowers（1970）則認為，內容分析主要的

價值不在於分析傳播內容，或將傳播內容利用系統、客觀和量化的方式統計，並

根據這些類別的統計數字作敘述性的解說，而是注重分析內容的價值及分析傳播

內容所能產生的影響力（楊涍榮，1989）。Rubin（2000）認為內容分析法是一綜

合「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它可以將質化資料轉化成具量化意義的統計資料，

也可以經由編碼的過程探討資料質性的意義。內容分析法可以傳播內容的「量」

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也可說是一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內容分析法乃是透過量化的技巧和質的分析，以客觀

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

背景及意義的一種研究。其優點是研究的過程不會受到時間和空間因素的干擾，

容許錯誤的校訂。 

2. 內容分析法運用的技巧 

雖然內容分析法在推論、解釋上有質化的成分，但在發展上是以量化的概念

來發展，可以說沒有量化就沒有內容分析法。因此，內容分析法可依「定質」和

「定量」的角度不同而分成「定性分析」(Qualitative)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兩大途徑（楊涍榮，1989；歐用生，1995；楊深耕，1999）。以下針對這二種分析

模式加以說明： 

（1）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意即將資料的內容以量的方式加以處理。例如將內容依研究目的歸類成若干

元素，接著將元素以數量的方式加以表達，進而以此為解釋內容的依據。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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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中的應用，量化分析是內容分析的主流，優點是科學化、精確化、客觀中

立、較具信度；缺點則包括：太重視文字符號出現的頻率數字，無法查知符號暗

示字面外的意義、較不具效度。 

（2）定性分析(Qualitative) 

定性分析是指企圖由研究資料內容的意義，進而了解資料之背景及產生內容

的條件和真正意圖。在內容分析法中的應用中，質化分析的技術和影響力較量化

為弱，優點是可偵知文件背後的背景和動機及目的，探討深層意義、具真實性、

較具效度；缺點則是不嚴密、不精確、主觀涉入研究情境，較不具信度。 

3. 訂定研究單位和類目 

    內容分析主要的部分就是類目(category)與分析單位(unit)的決定。類目就是內

容的分類，分析類目是內容歸類的標準。類目的建立含括兩種方法，一是依據過

去的研究結果或理論發展而成；二為由研究者自行發展而成（楊涍榮，1989）。本

研究的類目建立由研究者自行發展而成。 

    最常使用的分析單位有：單字(words)、主題(themes)、人物(characters)、項目

(items)、空間及時間單位(space and time units)、課、章、段、詞、句、頁等，各種

分析單位均應配合研究目的而設定。教科書的內容分析通常採用章、節、單元、

課、段、詞、句、字、頁、圖片、插圖等為分析單位（歐用生，1995）。本研究依

據研究目的，在各向度及類目下分別採用「課」為分析單位，逐一將教材內容分

別歸入所屬的類目，說明如表 3-1： 

表 3-1 教材分析之向度、類目與分析單位 

研究向度 分析類目 分析單位 研究工具 

教材形式 

1.內容屬性 課 參考文獻或歸納而成 

2.教學屬性 課 整理、歸納而成 

教材內涵 

1.教學目標 課 參考文獻而成 

2.教材內涵 課 參考文獻而成 

以下就各類目下之分析表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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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研究目的，並參考文獻所得，研究者在教材形式分析方面，將進行以下類

目之分析探討，其分析的類目如下表（表 3-2）： 

 

表 3-2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形式分析類目表 

類目 內容 

內容屬性 包括：文章基本結構、教材取向架構、編輯目的、教材體例、教材

意涵內容等。 

教學屬性 包括：識字教學、教學活動內容、語文活動類型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內涵」分析 

    在此向度中，將分別以「課」為分析單位，依據參考文獻所得，對各教材逐

一進行「教學目標」與「教材內涵」之分析。其分析的類目與內容如表 3-3： 

 

表 3-3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內涵分析類目表 

類目 內容 

教學目標 

包括：1.促進自我了解健康生活知能；2.提昇品德素養與實踐；3.

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4.培養群際關係；5.培養增能與社

會行動能力等。 

教材內涵 
包括：1.長期居留所需；2.經濟考量；3.社會參與；4.子女教養；5.

工作所需能力；6.生活適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為質化研究中經常採行的資料蒐集方法之

一，主要是利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與肢體動作觀察，達到意見交換

與想法傳遞建構，乃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訪談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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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的動機、信念、態度、作法與看法等。此研究方法是

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料正是社會互動的產物

（畢恆達，1996；李美華、孔祥明、林嘉娟、王婷玉譯，1998；袁方編，2002）。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外籍配偶教材的設計與應用之差異，希冀由研究中發

現問題與可行之建議，提供教材設計者與課程執行者修正使用，使得外籍配偶能

更快速的適應、融入台灣生活。這也正是深度訪談法的優點所在，是一種臨床式

訪談，有利蒐集個人特定經驗的過程、動機和情感、態度等資料。研究者可藉由

訪問，讓受訪者深入談出問題核心，藉由對課程學習的敘述與描繪，使問題與答

案不經意浮現。亦即，若非透過深度訪談的過程，而是以問卷等量化調查的方式

進行研究，受訪者將因缺乏對事件的充分描述，而很難提供出真實的答案，也導

致研究者無法深入核心了解情況。但相對的，也因受訪者對教材設計與課程實施

在真實生活中的應用可能沒有太多充分而明顯的意識，因此無法有組織地透過訪

問陳述出來。為彌補此一侷限，研究者將先擬定訪問大綱，因人因時因地制宜，

彈性調整詢問與追問，同時在進行訪談前，先行了解受訪者的背景、個性與為人，

也就是與受訪者學習課程的教師或朋友先有認識，以利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能藉

由對談的感受與交流，觀察出一些語言無法傳達的面貌。 

5. 半結構訪談方式 

    訪談方式分類為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袁方編，2002；黃光玉、 

劉念夏、陳清文譯，2004），本研究將採行半結構訪談方式。 

    結構性訪談又稱標準化訪問，它是一種對訪談過程高度控制的訪問，包括提

出的問題、提問次序和方式，以及記錄方式等都完全統一。這多用在問卷訪問，

或由一組特定的訪員依照特定的訪問規則去進行訪問（袁方編，2002；黃光玉、 劉

念夏、陳清文譯，2004）。 

    非結構訪談方式，即指沒有提出問題的標準程序，只給一個題目，由訪談者

和受訪者依題目自由交談，提出問題的方式或次序都不統一，非常有彈性，訪談

者與受訪者可以自由隨意地談出自己的意見與感受（袁方編，2002）。如此才能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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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取得有用的資訊，而不會受到問題內容與提問次序的限制，使得受訪者無法暢

所欲言。 

    非結構訪談方式，又有無控制與半控制的不同，無控制類型指的即是所謂非

正式的訪談(Informal Interview)，沒有特定談話焦點，訪談內容也沒有組織，一切

自然發生（袁方編，2002；黃光玉、 劉念夏、陳清文譯，2004）。 

    但本研究探討的是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師及學員對於課程設計與生

活適應運用的差異，因此必須環繞著特定主題訪問，所以非結構、半控制的類型

將為本研究所採用，也就是所謂半結構訪談方式。半結構訪談的特點是： 

（1）有一定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不是漫無邊際。 

（2）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以在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

形成，提問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有相當彈性；訪談

者不需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行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鍾

倫納，1993；趙碧華、朱美珍編譯，1995；席汝楫，1997；袁方編，2002；

黃光玉、 劉念夏、陳清文譯，2004）。 

6. 訪問對象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上透過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的教師與學員進行訪

問，也就是選擇特定、具代表性的人及事件，以從中獲取其他抽樣方法無法得到

的訊息（高熏芳、林盈助、王向葵譯，2001）。因此，本研究訪問對象的選擇原則

包括： 

（1）來台灣居住年資五年以上之外籍配偶及外籍配偶學習課程設計者：因為本研

究採行的是深度訪談法，主要分析資料是來自外籍配偶及課程設計者經驗的

陳述，來台灣居住年資五年以下的外籍配偶，在經驗上難免稍嫌不足。 

（2）為使訪談者能判斷受訪者所言內容；必須對受訪者的背景有所了解，因此在

取樣上，將優先選取研究者已有初步認識的對象。 

（3）資料取得具多樣性：從東南亞跨國而來的婚姻移民以越南、印尼、泰國、菲

律賓、柬埔寨等五國比例最高，取樣時須兼顧，使資料取得更具多樣性。 

7. 訪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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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行半結構訪談方式，如先前所言，先擬定訪談大綱或要點，同時對

訪談對象背景先做初步了解，以利訪談互動過程觀察。同時在訪談過程中將把握

幾項訪談原則，以利研究資料的取得： 

（1）研究者會先向受訪者說明：所有訪談內容都以匿名方式處理，如此才能讓受

訪者放心暢所欲言。 

（2）避免使用誘導性問題或問話方式：盡量以簡短、中性用語，避免主觀因素影

響受訪者。 

（3）訪問過程要隨時注意勿偏離主題：必須巧妙、不經意地將受訪者拉回主題。 

（4）問題順序會彈性調整：問題順序會依訪談當時的情境，以及受訪者的回答，

彈性調整。 

（5）訪問內容著重在受訪者的經驗：訪問內容著重在受訪者面臨的實際經驗，目

的在避免其對自身過多的想像。 

（6）不隨便打斷談話、少插話，鼓勵多言但不誘導：為讓受訪者願意作更深入的

回答，訪談過程中不隨便打斷談話，少插話，鼓勵多言但不誘導，做到收放

有度承轉無跡。 

（7）訪談者可依受訪者回答內容適時進行追問。 

（8）訪談內容以受訪者所言為主：讓受訪者自由發洩，不在訪談過程中與受訪者

爭辯，或對所言內容提出反駁，更不能顯示驚訝或反對的語氣及表情影響受

訪者，對受訪者所言都要立即接受，不洩露自己意見，以免影響受訪者。 

（9）訪談情境必須輕鬆、自在：在地點選擇上，避免選擇受訪者的工作環境，使

其在訪談過程中比較沒有顧忌。 

（10）訪談過程中會全程錄音，並在事後記下逐字稿，做為日後資料分析的主要

依據（鍾倫納，1993；趙碧華、朱美珍編譯，1995；席汝楫，1997；袁方編，

2002；黃光玉、 劉念夏、陳清文譯，2004）。 

8. 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 

（1）探討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學員參與課程後，是否符合協助外籍配偶了解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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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的需求？ 

（2）探究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師對外籍配偶課程教材使用的狀況？ 

（3）從外籍配偶課程教師與外籍配偶的互動觀察，了解教材是否適切的協助外籍

配偶融入台灣的生活？  

（4）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材設計者教材設計理念與實際運用之差異為何？ 

（5）未來繼續編輯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應注意哪些問題？可行的方向為何？ 

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會聚焦於這五個問題，在受訪者提供的資訊之上，

逐步深入詢問。根據前述之文獻探討而擬定的訪談大綱將分四個主題（見表3-4）：  

 

表 3-4 訪談大綱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資料內容方向 

主題一 了解外籍配偶在台灣生活

適應的需求。  

受訪者能闡述參與學習基本教育學習課程

後，對台灣的環境、生活習俗文化、宗教、

法規等的認識實際經驗及適應的實際狀況。 

主題二 了解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

師對教材使用的狀況。 

外籍配偶教師對於教材使用的方便性、適切

性、生活實用性，課程設計是否有不足？ 

主題三 外籍配偶課程課程教師與

外籍配偶的互動觀察，教

材是否適切的協助外籍配

偶融入台灣的生活？ 

互動觀察真實呈現教材設計與外籍配偶需

求的差異，如：子女教養、問題解決、社會

參與需求。 

主題四 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材設

計者對於教材運用情形，

是否符合使用者實際需

求？建議為何？ 

教材設計者與使用者訪談資料中彙整，發現

設計與實際需求之落差，藉由使用者需求提

出教材編輯修正之具體建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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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結 

    本研究目的，探討「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

生活」課程設計與應用之差異，提出相關建議，期使外籍配偶在適應融入台灣的

生活能更容易且符合所需。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深度訪談法累積資訊，訪

談過程採用半結構訪問方式，擬定四個主題大綱進行訪問，讓蒐集資料過程更具

彈性，取樣上也針對特定研究需要採立意取樣，以便收集有利研究的資訊，直到

收集資料達飽和狀態。 

 

3.3 分析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分析外籍配偶教材應用與需求間之差異，依外籍配偶需求與教材內涵

分為生活適應需求、居留需求、經濟需求、社會參與需求、子女教養需求及工作

需求等六面向分析，教材內涵、目標與需求間的關係或單一面向含括，又或多面

向均有，分類時依其重要意涵而分，第四章中資料分析將分別敘述之。 

 

3.3.1 訪談資料整理與轉譯 

    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採取全程錄音方式並以訪談筆記為輔，使訪談資料完整

建立。每一次訪談結束後，都將其錄音檔分類編號、註記訪談時間、地點、受訪

者資料，並盡量在三天內將訪談錄音內容進行轉譯，繕打成訪談逐字稿，以利確

實掌握資料蒐集進度。同時在一周內送交受訪者檢視修正訪談逐字稿，檢視是否

有研究者過於主觀或扭曲其原意之情節發生。若有，請受訪者直接在逐字稿上加

以刪修；若無不符，則請其確認簽名，再進行訪談資料分類編碼。 

 

3.3.2 訪談資料分析 

    當受訪者對逐字稿審核修正完成，審核確認無誤後，研究者將逐字稿內容依

資料編碼方式加以編碼，以便彙整成訪談摘要。本研究編碼方式，係依第二章文

獻資料參考及訪談大綱的構面發展而成的編碼表（見附錄二）。續將訪談逐字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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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適當主題予以編排在適當的編碼格上，將逐字稿內容逐一加以分類整理，再依

此進行研究資料的編碼以利於後續研究結果的解釋說明。本研究的編碼方式及原

則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編碼表示例 

編碼 說明 

A01-RE-1 A01-代表受訪者 A01 

RE-長期居留所需 

1-該項目（RE）之第一題 

B01-PD-3 B01-代表受訪者 B01 

PD-子女教養 

3-該項目（PD）之第三題 

                

    本研究於撰寫研究結果時，為避免資料扭曲與失真，使資料真實呈現，研究

者在引用訪談資料時，盡可能以原貌呈現，將訪談當時受訪者的說話語句保留，

與訪談議題較無關之閒談或重複詞，以不影響語句的完整性，及研究者中立態度

的原則下，則會予以適度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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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討論 

    本章係對「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之

教材形式、教學目標與內涵加以內容分析，教材設計與使用者訪談資料彙集後，

進行教材應用與需求差異分析，從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下分為四小節，第一節

進行教材形式分析與討論，第二節為教材內涵分析與討論，第三節為訪談資料分

析與討論，第四節為綜合分析。 
 

4.1 教材形式分析與討論 

    學習無國界，多元文化的融合更為時勢所趨。嘉義縣境內外籍配偶的人口數

13,053 人（2013），占全縣人口數 2.44％。外籍配偶帶來的多元文化，讓嘉義縣展

現更寬廣的藝文氣息與國際風貌。為了讓外籍配偶能認識在「嘉」文化、學習在

「嘉」生活，嘉義縣政府特別委託學者專家及老師，編輯一套基礎學習教材「嘉

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供外籍配偶基

本教育學習課程使用，教材中即明白揭示其編輯要旨如下： 

4.1.1 編輯要旨 

1. 「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係為本縣外籍配偶所編纂之識字補充教材，以本

縣之在地文化及環境為基礎，融入外籍配偶生活適應之需求，除可提供各單位

選擇使用，亦可提供外籍配偶自修使用。 

2. 本教材依本縣校園文化核心價值為主軸，整合教育部及各縣市編輯之教材。其

內容共分為「熱誠、關懷、審美、健康」四大單元，每一單元編輯三篇短文，

由淺入深，總計十二課之優美短文，範圍包括自我認識、親職教育、節慶、鄉

土、健康保健等範疇，為一本全方位之識字教材，除可修習常用中文之聽說讀

寫基礎，更對一般生活適應等均能有體驗及認知。 

3. 全冊課文生字共計 171 字，識讀字有 206 字，均由字頻測試排列，剔除重複並

選擇常用字。每一課內容包含看圖識字、課文、生字、語詞、延伸活動，其中

延伸活動包括一字多音、生字部首並造詞、句型、語詞接龍、聊天室…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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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習寫簿一冊，作為生字、語詞練習之用。 

4. 再則，除編輯教材外，並發展互動學習光碟，使教學者及學習者皆能快樂、便

利且精熟的徜徉於語言之中。 

5. 此教材之使用可採 72 小時或 144 小時之教學彈性運用，即初學者排定 72 小時

課程者，只進行生字部分之學習，若排定 144 小時者可同時學習識讀字，或曾

經學習過基礎教材者，可進行識讀字之學習。 

6. 本教材得以順利付梓完成，除感謝編輯小組成員，特別要感謝鐘樹椽教授、魏

惠娟教授、歐亞美校長及陳怡華老師之積極用心指導！若有編輯不週或疏漏之

處，還請海涵！並請不吝指教，以作為日後檢討改進之參考，使之更臻完善！  

4.1.2 教材內容介紹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Easy Go在『嘉』好生活」共一冊、

習寫簿一本及互動學習光碟一片，參考教育部成人教育基本教材（2004），配合嘉

義縣校園文化核心價值，依嘉義縣在地文化及環境為基礎，融入外籍配偶生活適

應之需求編寫教材，期能符應外籍配偶需求，使能更快融入嘉義生活。茲將教材

內容表列如下（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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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內容表 

書名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 

出版日期 九十七年十二月 

出版項目 嘉義縣成人教育外籍配偶教育教材、習寫簿、互動學習光碟 

內容項目 

健康篇 

第一課 健康的飲食 

第二課 快樂購物去 

第一課 養生保健康 

關懷篇 

第四課 日記寫生活 

第五課 母親節快樂 

第六課 溫馨社會情 

熱誠篇 

第七課 處處好學習 

第八課 儲蓄好生活 

第九課 綠化美家園 

審美篇 

第十課 歡樂過節慶 

第十一課 相招看展覽 

第十二課 在「嘉」真好 

「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互動學習光碟 

語文活動 有 

延伸活動 有 

附光碟 有 

承辦單位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 

專家學者參與 有 

 

4.1.3 教材編輯設計理念 

人類社會中，文化主要藉由文字、語言進行傳輸。跨海來到我國的外籍配偶

融入社會時，常因中文使用的不熟悉，使得溝通與生活適應困難。有效了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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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聽說讀寫，對外籍配偶而言，正是掌握溝通之利器，對生活融入、社會適

應及家庭和諧等各方面，均有極大助益，對於外籍配偶本身、家庭及整個社會，

必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嘉義縣以協助外籍配偶跨越種族、語言鴻溝，快速

融入我國社會為目的，編輯「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洪嘉文，

2008），茲將教材編輯、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何淑菁，2012）說明如下： 

1. 教材編輯 

（1）由近而遠的同心圓的模式 

     依同心圓的模式循序漸近，以自己為圓心出發，根據親近遠疏逐步擴展到認

識家人、鄰居，最後到認識第二故鄉--嘉義縣的鄉土民情。（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學習教材編輯模式 

資料來源：何淑菁，2013 
 
（2）單元主題的一致性 

     單元主題是一致的，分為四個單元，依序分成健康篇、關懷篇、熱忱篇及審

美篇，內容含括：健康保健、關懷自我、家庭與社會、生活學習與技能、節

慶、鄉土文化與嘉義縣地理環境特色做更加深加廣的使用。主題一致但內容

卻大不相同。 

（3）以生活上實用性和需求性為主 

     除了提供最主要認識中國字的目的之外，在文字內容的編輯上也以實用的知

 
 
 
 
 
                 嘉義縣 

 
 
 
          鄰居 
 

 
   家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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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主，讓她們同時可以學到育兒知識、養身保健、家庭管理、醫療就醫、

存提款理財、節慶拜拜、休閒運動等等實用觀念，方便她們日常生活需要時

使用。 

（4）以圖片輔助文字加強學習 

     每一課的一開始是圖片，先以圖片切入單元主題，透過看圖識字、口語發表，

讓學員對於單元的內容有初步的認識，先熟悉說話方式再學生字，避免學員

在剛開始接觸課文時，因大量的文字所而致學習有所疑懼退卻。 

（5）課文內文簡短易背誦 

     由於許多外籍配偶並未學習過中文，即使有學過也只是簡單幾句，未能應付

生活所需，所以內容形式上，第一~三課儘量以童詩方式編寫，每一行文字

儘可能不超過 7 個字；第四課起，整課課文不超過 150 個字，方便她們在反

覆唸過之後可以背誦。 

（6）根據字頻編輯生字 

     課文出現的用字是以字頻軟體系統為參考工具，採用成人識字常用字 1680

個最常出現的國字為編輯生字時的首選，剔除偏僻冷門字。為了體貼學員，

第一單元前三課生字習寫為 10 個字，鼓勵學員能夠達到認識生字語詞。越

到後面的單元，生字難度及數量也增多，但原則上仍以 12~20 個左右為範圍。

隨著學員識字量的增多，生字量也逐漸加深加廣。 

（7）不同文體的學習 

     第一~三課的文體以字數簡短的詩歌為主，第四課起則逐漸增加課文長度、

生字量和不同文體的寫作方式，有記敘文、新體詩、劇本及說明文等文體，

藉以讓已具語文基礎的學員在簡短 72 小時可以大量學習國字。 

（8）注音符號與國字並進的學習 

     延伸活動中皆根據本課生字搭配拼音練習，讓學員能同步認識注音符號，並

習得正確拼音方式，方便學員自學時使用。 

（9）課本習作搭配使用 

     為強化學員對於生字語詞的學習，所以特別搭配延伸活動以及習寫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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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習寫簿也提供筆順，讓學員可以順利習得繁體中文正確的寫法。 

2. 教學法 

（1）比手畫腳（手腳並用） 

（2）圖示法（實物或圖片的呈現） 

（3）大量的稱讚鼓勵（體貼與稱讚） 

（4）同儕的幫忙與壓力（翻譯與家課完成） 

（5）課程時間的安排（12 課） 

3. 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儘量以口頭發表、口語造詞、念讀、延伸活動的題型或習寫簿的內    

容為評量方式，偶而搭配一次紙筆測驗作為期末評量標準，避免造成學員壓力。 

 

4.1.4 課本單元架構內容評析 

1. 單元架構與內容評析 

（1）封面及封底  

  

圖 4-2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封面封底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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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本與習寫簿封面與封底採統一樣式，具整體感。 

b. 封面及封底以嘉義縣自然與人文特色及外籍配偶活動照片為主體，使外籍配偶

如同在自己的「嘉」般親切自在，教材更具親和力與吸引力，希望此教材能為

外籍配偶的知識與生活生根、萌芽而成長茁壯，更快能融入嘉義生活，為我們

的社會帶來一股新生命力。 

（2）內頁插圖評析 

a. 圖文互現：照片（或圖片）與文字說明相互搭配呈現，學員較易於瞭解內容，

產生學習上良好的連結。各單元底圖以外籍配偶學習活動為主，無形中使學員

與教材更為親近。就文字與配色而言，分別以不同顏色標記生字和語詞。課文

中全文標示注音，方便外籍配偶閱讀學習，既使得教材達到圖文並茂效果，又

可提升學習興趣。 

b. 醫療資源－照片與文字相關性不足：醫療資源泛指醫療保健相關的所有資源的

事，照片僅為藥品，易使產生錯誤連結；戶政事務所－以兩張照片呈現，第二

張文字說明宜修正為申請證件；產前檢查－照片以胎兒超音波呈現，宜修正

之；社區活動中心照片不夠清晰；諮詢機構服務電話列表說明，給予外籍配偶

方便參考使用，然「嘉義縣新移民教育學習資源中心」列於表中，缺漏服務電

話；列出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國、菲律賓及大陸與台灣地圖，可使外籍配

偶了解其原鄉與台灣相對位置，兩張均為同一張圖，僅以不同箭頭標示不同地

區或國家，可以一張圖呈現；新年好－照片以造型氣球呈現，文字與照片不相

符合；課文提及菲律賓陀螺，照片卻未呈現，嘉義的藝文表演及展覽活動的照

片僅有「戲劇表演」及「歌仔戲」二張，欠缺其他類型；嘉義縣各鄉鎮地圖，

使外籍配偶易於了解自己居住的位置與其他鄉鎮相對位置。 

（3）課文架構分析 

研究者整理教材文體、課文字數、生字數、認讀字數與照片、圖片、表數比

例等課本相關資料（見表 4-2）與課本結構項目（見表 4-3），綜合出教材主要特色

為： 

a. 採單元主題式編寫，共有四個單元，分為十二課，提供外籍配偶識字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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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符號、語詞及語句之理解應用，協助學員認識與融入臺灣生活。 

b. 教材的每一單元主題與內容依外籍配偶教材編輯宗旨，均能與生活經驗結合。 

c. 課文文體以詩歌與記敘文為主，五課為詩歌，四課為記敘文，二課為說明文，

亦有以劇本呈現者，文體豐富多變化。 

d. 圖片部分以照片呈現為主，未能以照片呈現者，則以插圖呈現。 

e. 課本內容結構以看圖識字、課文、語文活動及聊天室四個項目為主。 

f. 每個單元課文內容最後均有「分享」的開放性設計，可以提供外籍配偶討論與

發表意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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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課本文字相關資料統計表 

單元 

名稱 
課次 名稱 文體 

生字

數 

認讀 

字數 

課文 

字數 
照片、圖片、表數 備註 

健康篇 

一、健康的飲食 詩歌 10 12 56  24：2：11  

二、快樂購物去 詩歌 10 14 56 15：0：6  

三、養生保健康 詩歌 10 12 56 16：2：7 世界地圖 

關懷篇 

四、日記寫生活 記敘文 12 16 139 21：0：9  

五、母親節快樂 劇本 12 16 135 11：6：6  

六、溫馨社會情 記敘文 12 16 143 12：1：9 

越南、印

尼、柬埔

寨地圖 

熱誠篇 

七、處處好學習 說明文 15 20 146 22：0：2  

八、儲蓄好生活 說明文 15 20 169 15：1：1  

九、綠化美家園 記敘文 15 20 169 17：0：4 

泰國、菲

律賓、大

陸地圖 

審美篇 

十、歡樂過節慶 詩歌 20 22 160 18：1：4  

十一、相招看展覽 記敘文 20 23 149 12：1：2  

十二、在「嘉」真好 詩歌 20 15 84 13：1：4 
嘉義縣各

鄉鎮地圖 

合計 

 

詩歌 5 

記敘文 4 

劇本 1 

說明文 2 

171 207 1462 196：15：6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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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課本結構項目統計表 
單元 

名稱 
課文名稱 項目 

健康篇 

一、健康的飲食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二、快樂購物去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三、養生保健康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關懷篇 

四、日記寫生活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五、母親節快樂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六、溫馨社會情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熱誠篇 

七、處處好學習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八、儲蓄好生活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九、綠化美家園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審美篇 

十、歡樂過節慶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十一、相招看展覽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十二、在「嘉」真好 看圖識字 課文 語文活動（延伸活動） 
聊天室 

（分享） 

合計 12 12 12 12 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課文意涵與內容評析 

教材配合每課主題以不同意涵的呈現（表 4-4），藉由看圖識字引起學習動機，

教師圖文說明後，進行課文的範讀與領讀，引導外籍配偶了解課文內容，並扣緊

教學主題內涵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對台灣的深入了解，更快的融入台灣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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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課文意涵分析表 

單元名稱 課文名稱 意涵 內容評析 

 
 
健康篇 
 
 
 
 
 

一、健康的飲食 

以各種食物的照片引起

學習動機，琅琅上口的

詩歌學習六大類食物的

均衡，使身體健康有活

力。 

1. 六大類的食物照片使學

員容易分辨，輔以多種

蔬果使身體營養均衡健

康，活潑的詩歌的朗誦

更加深健康食物的概

念。 
2. 聊天室的最愛吃的食物

分享讓彼此更多的互動

與了解，促進人際互

動。 
3. 語文活動暨能認識各類

食物又能學習生活中食

物相關文字詞彙。 

二、快樂購物去 

可在不同的購物地點採

買用品，方便性與優點

均不同。注意購物相關

禮儀及發票或收據的拿

取。 

1. 外籍配偶生活中要事之

一~購物，照片和課文中

清楚呈現各地點的便利

性與優點，可視其需要

與方便性選擇。 
2. 如能搭配購物實作體驗

活動，更能使課程與生

活經驗連結。 

三、養生保健康 
養生保健的方法~早睡

早起、運動健身、疾病

就醫、預防勝於治療。 

1. 藉照片與文字深化養生

保健的概念與方法，然

藥品的照片較多，易產

生養生保健即是吃藥的

錯誤性連結，宜增加不

同方式的休閒運動照片

及文字。 

 
 
關懷篇 
 
 
 

 
 
四、日記寫生活 
 
 
 

 
 
鼓勵寫日記記錄生活，

寫下心情點滴與期待。 
 
 

1. 初來的外籍配偶的語言

不通與生活習慣不同，

情緒雜陳，以日記記錄

生活與心情，可適度的

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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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篇 

 
 
 
 
四、日記寫生活 
 
 

 
 
 
 
鼓勵寫日記記錄生活，

寫下心情點滴與期待。 

2. 課文中暗喻著正向的思

考，然真實生活未盡

然，宜注意學員情緒反

應。 
3. 聊天室分享活動~坐月

子，豐富有趣，更能提

高學習興趣。坐月子的

習俗各國或有不同，與

生活經驗緊密結合。 

五、母親節快樂 

家人的互動、體諒與關

懷給予母親極大的安慰

與感動，家人和諧相處

使得家庭幸福快樂。 

1. 來到台灣的新住民母親

為家人的付出與辛勞，

家人回饋予關懷體貼與

感恩，家人相處更融

洽。 
2. 以劇本對話簡單又明

確，自然流露出家人間

的情感與互動。 
3. 分享與婆婆的相處方

式，較易出現負面情

緒，教師宜適度引導。 

六、溫馨社會情 
 

由家庭、學校至社區以

不同的方式進行人際互

動。藉由互助與情感交

流，更喜歡在台灣的生

活。 

 

1. 孩童的純真互動照片，

鄰居的互動與熱心，以

不同的方式促進彼此的

情感交流。 
2. 輔以諮詢機關服務電

話，豐富外籍配偶相關

協助資源。然「嘉義縣

新移民教育學習資源中

心」列於表中，卻缺漏

服務電話。 
3. 文中提及生活困難，可

引發學習動機。然文章

較長，語詞句意的理解

較困難，會影響外籍配

偶閱讀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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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誠篇 
 
 
 
 
 
 
 
 
 
 

七、處處好學習 

介紹各種豐富多元的學

習場域與方式，增加生

活的便利性與家人關係

更親密，享受共同學習

成長的歡樂。 

1. 各種場域的學習照片出

現移民署，與主題不

符。 
2. 課文明示教養子女的重

要，激勵外籍配偶學習

成長，全家共同學習與

休閒的歡樂。然照片多

數呈現女性的學習，父

親學習照片僅有一張，

宜增加父親學習照片。 

八、儲蓄好生活 

理財儲蓄為生活中必然

之事，學習在金融機構

存領錢與寄送物品信

件。 

1. 工作可展現才能，又能

增加收入。 
2. 學習存領錢與寄送物

品，使生活更融入。 
3. 課程實作除填寫存領款

單外，如能到金融機構

實做，更易習得。 

九、綠化美家園 

互助合作美綠化家園，

使環境更整潔溫馨。環

境保護與資源再利用概

念介紹和落實，建構美

麗的家園。 

1. 鼓勵環境美綠化及資源

再利用於生活中落實，

為生活適應與環保努

力。 
2. 文章變長，語文活動增

多，宜考慮外籍配偶語

文學習是否過多。 

 
 
 
 
審美篇 
 
 
 
 
 

十、歡樂過節慶 

台灣民俗節慶豐富多

元，詩歌念誦出不同時

節各式節慶活動與意

義。 

1. 節慶活動~新年好搭配

造型氣球照片，圖文不

搭。 
2. 將中國重要節日慶活動

詳整介紹，課文詩歌琅

琅上口，使外籍配偶易

於學習了解。 
3. 聊天室延伸分享做台灣

應節的食物，與生活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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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篇 
 
 

十一、相招看展覽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藝

文展覽演出，各國的民

俗文物與風光值得欣

賞。鼓勵與家人一起看

展覽表演。 

1. 圖文中介紹嘉義藝文，

印尼、越南、泰國和菲

律賓民俗文物用品，雖

介紹柬埔寨吳哥窟但獨

缺照片，宜加入。 
2. 嘉義縣展覽演出的地點

頗多，只提及表演藝術

中心似有偏頗。 
3. 分享外配家鄉的藝文活

動與參加台灣的藝文活

動，增加生活中美的感

受與經驗。 

十二、在「嘉」真好 

嘉義縣風光旖麗，物產

豐富，生活方便，休閒

地點多，縣府用心，有

「家」在「嘉」真好 

1. 嘉義著名景點特色介紹

詳盡，圖文搭配相得益

彰，增進外籍配偶對嘉

義的情感。 
2. 以詩歌呈現，文章變

短，琅琅上口。 
3. 認識方位安排於此課活

動中，與內容的緊密性

較無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5）語文活動評析 

a. 語文活動 

為使外籍配偶熟悉並加強中文的應用能力，增加練習機會，教材設計有：生

字、語詞、拼音練習、生字造詞、最佳拍檔、一字多音、同音異字、短語與句子

應用等語文活動，每課所包含的項目與類型不盡相同，除第七課處處好學習及第

八課儲蓄好生活為 4 種類型外，其餘各課均為 5 種類型（見表 4-5）。綜合各課出

現的語文活動類型，共可分為 13 類，然將名稱不同而類型相同者合併後，共可分

為 11 類。生字造詞的類型出現最多，為 12 次；其次為最佳拍檔的類型，出現 10

次；語詞加長的類型亦出現 10 次；拼音練習的類型與注音符號表均出現 6 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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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根據語文活動各類型出現次數統計表，依出現頻率可推論語文活動的重

點是著重於字與詞的應用。 

 

表 4-5 語文活動類型表 

課次名稱 類型數 類型項目 

一、健康的飲食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二、快樂購物去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三、養生保健康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四、日記寫生活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五、母親節快樂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六、溫馨社會情 5 注音符號表 拼音練習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七、處處好學習 4 生字造詞 一字多音 最佳拍檔 造句練習  

八、儲蓄好生活 4 生字造詞 最佳拍檔 語詞加長 句型練習  

九、綠化美家園 5 生字造詞 同音字練習 同部首的字 句型練習 語詞加長 

十、歡樂過節慶 5 生字造詞 同部首的字 最佳拍檔 同音異字 語詞加長 

十一、相招看展覽 5 生字造詞 相似字分辨 最佳拍檔 造句練習 語詞加長 

十二、在「嘉」真好 5 生字造詞 認識方位 同部首的字 相似字分辨 造句練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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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語文活動各類型出現次數統計表（依出現次數排列） 

名稱 次數 名稱 次數 名稱 次數 名稱 次數 

生字造詞 12 最佳拍檔 10 語詞加長 10 注音符號表 6 

拼音練習 6 造句練習 5 
同音異字 

（同音字練習） 
2 一字多音 1 

同部首的字 1 相似字分辨 1 認識方位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b. 語文活動內容類型評析 

①. 拼音練習協助學員認識文字 

初學習中文者，對於複雜的文字陌生易因而心生疑懼，影響學習意願與效果。

各種注音符號的認識使用，能協助識讀更多的文字。第 1~6 課將注音符號表列入，

拼音練習進行各種聲韻符的結合拼讀，練習機會增加，有助於在家自行練習。 

②. 生字造詞增加語彙認識使用 

語彙的認識和使用為語言溝通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語詞量的多汲取應用，使

生活表達溝通更順暢。 

③. 句型練習深具引導之效果 

第 1~6 課、第 9~12 課的「語詞加長」在語詞之後先短語加長，之後為完整句

子，可供學員照樣造句練習，對外籍配偶的經驗學習深具引導之效果；第 7、11

和 12 課的「造句練習」和第 8~9 課的「句型練習」，亦具有相同的引導效果；再

者，對於造句有困難之外籍配偶可讓他們練習仿寫，亦可達到熟悉句型練習題型

之功效。 

④. 相同題型名稱宜統一 

語文活動類型繁多，名異而實同之類型易使學員產生困擾。因此，為使學員

免於思緒紊亂，相同類型名稱宜統一。 

第 1~6 課、第 8 課及第 10 課出現的「最佳拍檔」之題型與第 12 課「同部首

的字」題型相同，為使教材相同類型具有一致性，第 1~6 課、第 8 課及第 10 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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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名稱應修改為「同部首的字」。 

第 7 課及第 12 課出現的「最佳拍檔」之題型與第 9 課「同部首的字」題型相

同，為認識合體字，為使教材相同類型具有一致性，「同部首的字」題型名稱應修

改為「最佳拍檔」。 

第 7 課及第 12 課「造句練習」類型與第 8 課及第 9 課「句型練習」類型內容

相同，為使教材相同類型具有一致性，題型名稱應統一為「造句練習」。 

⑤. 題目設計應符合先易後難原則 

為符合學習原則，相同題型題目的設計上應先易後難，因此在「同部首的字」

題型中第二課出現三個字（部首）的文字變化，而第三課卻維持二個字（部首）

的文字變化，與學習先易後難原則不符。 
 

4.2 教材內涵分析與討論 

    嘉義縣政府於 2008 年委託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編輯出版之「嘉義縣外籍配

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提供設籍嘉義縣之外籍配偶基

本教育學習使用，然在課程內容規劃上，與教育部委託台北縣成人教育中心於 2004

年三月編製出版「快樂、學習、新生活」，2005 年三月再出續版「終身、學習、新

生活」全國性通用教材有所不同，展現嘉義縣地方性教材特色。 

    外籍配偶多來自東南亞國家，帶來不同的族群文化，使台灣文化更為多元。

因此，規劃外籍配偶教育需重視多元文化與生活適應需求，設計發展多元文化課

程，將之融入外籍配偶學習教材。本節中，研究者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編製而成

的「教學目標」及「教材內涵」分析表，將教材逐一分類登錄，進行分析與討論。 

4.2.1 教學目標 

在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下，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教學目標」以

下列五項內容做為分析項目：促進自我了解健康生活知能、提昇品德素養與實踐、

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培養群際關係、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等（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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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教學目標」現況 

課次名稱 

           教學目標 （表示具有該項教學目標）  

促進自我了

解健康生活

知能 

提昇品德素

養與實踐 
了解與支持

文化多樣性 
培養群際關

係 

培養增能與

社會行動能

力 

一、健康的飲食      

二、快樂購物去      

三、養生保健康      

四、日記寫生活      

五、母親節快樂      

六、溫馨社會情      

七、處處好學習      

八、儲蓄好生活      

九、綠化美家園      

十、歡樂過節慶      

十一、相招看展覽      

十二、在「嘉」真好      

合計 5 7 5 11 12 

比例 （%） 12.5 17.5 12.5 27.5 3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就統計結果，發現要點如下： 

1. 教材中各課除培養外籍配偶識字及聽說讀寫基本能力外，「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

能力」為首重的教學目標。 

2. 各課之教學目標向度各有不同取向：第 1~3 課著重「促進自我了解健康生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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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二個向度；第 3~6 課、第 8~9 課及第 11

課則「提昇品德素養與實踐」、「培養群際關係」及「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

等三個向度兼顧；第 10~12 課則著重在「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培養群際

關係」及「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三向度。 

3. 參照本章第一節編輯要旨，亦可發現編輯要旨與教學目標相互呼應。 

4. 整體而言，教材之教學目標排序為：「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12 課）」、「培

養群際關係（11 課）」及「提昇品德素養與實踐（7 課）」，而「促進自我了解健

康生活知能」及「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各為 5 課。 

4.2.2 教材內涵現況 

    移民教育重視多元文化展現、尊重與融入，外籍配偶即為新移民，來自不同

地區的族群，本身即是文化傳播者，帶來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陳美如（2000）：

多元文化課程應將社會真實、多元的觀點呈現，符應適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

的需求，引導欣賞自己及他人的文化資產，同時也應引導對於不同種族、文化、

性別、宗教及階層的偏見省思，建立正向尊重的態度，培養學生具備批判分析的

能力，協助思考、選擇，決定社會行動，終極目標則為導向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在外籍配偶教材的設計上，則應考量兼顧外籍配偶不同的文化背景，引導外籍配

偶珍視母國及台灣各個族群文化，擴及其他國家的文化，自刻板印象與偏見中跳

脫，進而建立正確的多元文化觀。 

    在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下，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之「教材內涵」

以下列六項為分析類目：長期居留所需、社會參與、經濟考量、子女教養、工作

所需能力及生活適應等六個主題類目（如表 4-8）。分析統計結果如下： 

1. 教材內涵中「生活適應」（12 課）為最高，符應教學目標「培養增能與社會行

動能力」與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及「社會參與」；其餘依序為：「社會參與」（11

課）、子女教養（5 課）、長期居留所需與工作所需能力（各 2 課）、及經濟考量（1

課）。 

2. 教材內容多元文化的呈現（見表 4-7） 

（1）多元文化教材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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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中，有關多元文化教材佔四課，然而深究其內容，以介紹台灣文化為

主，東南亞文化部分僅有第十一課介紹，在教材內容編輯上可增加東南亞與其他

國家文化的敘述或介紹。 

（2）拓展文化視野，培養豁達的胸襟及多元的問題解決能力 

課文內容與圖片搭配說明，引導外籍配偶學員認識台灣的各種宗教信仰與多

元的宗教活動，由分享活動了解彼此的宗教信仰，拓展外籍配偶宗教信仰的文化

視野，進而培養對不同宗教信仰尊重與包容的多元文化態度。 

（3）透過彼此的文化理解，相處更和諧 

第四課：以課文內容引導外籍配偶學員認識台灣坐月子的習俗，再藉由分享

家鄉坐月子的情形，使外籍配偶對台灣坐月子習俗更為了解，了解先生家人的用

心。 

第十課：以圖文內容引導外籍配偶學員認識台灣過新年、元宵節、清明節、

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及冬至等習俗，再藉由分享最喜歡的台灣節慶

活動和製作應節的食物，能了解因文化的差異而呈現的不同習俗文化和節慶活動。 

第十一課：東南亞國家的文物展覽與習俗介紹，培養彼此欣賞與尊重不同文

化的胸襟與情懷。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目標冀求：讓外籍配偶認識台灣、融入社會、

成長學習與健康愉悅的生活。在教材內涵上多元文化已呈現，但將外籍配偶文化

背景納入學習的範圍仍然不足以協助其提昇自我認同、文化理解、尊重欣賞以及

促進和諧的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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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教材內涵」現況 

課次名稱 

          教材內涵（表示具有該項教材內涵） 

長期居留

所需 
社會參與 經濟考量 子女教養 

工作所需

能力 
生活適應 

一、健康的飲食       

二、快樂購物去       

三、養生保健康       

四、日記寫生活       

五、母親節快樂       

六、溫馨社會情       

七、處處好學習       

八、儲蓄好生活       

九、綠化美家園       

十、歡樂過節慶       

十一、相招看展覽       

十二、在「嘉」真好       

合計 2 11 1 5 2 12 

比例 （%） 6.1 33.3 3 15.1 6.1 36.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3 訪談資料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以教材設計團隊二位教師、課程教師三位及外籍配偶六位，共十一位

訪談對象，依其對「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教材

的設計理念應用與外籍配偶需求之各項看法記錄其觀點並加以分析說明，茲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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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結果彙整如下： 

4.3.1 受訪者資料 

    本研究透過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的教師與學員進行訪問，研究訪問對

象的選擇原則包括：來台灣居住年資五年以上的外籍配偶，因居住年資五年以下

的外籍配偶，在經驗上難免略有不足；為使訪談者能判斷受訪者所言內容，必須

對受訪者的背景有所了解，優先選取研究者已有初步認識的對象；資料取得具多

樣性：從東南亞跨國而來的婚姻移民以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五

國比例最高，取樣時須兼顧，使資料取得更具代表性。受訪者相關資料見表 4-9： 

 

表 4-9 受訪者資料 

單位或國籍 
受訪者 
姓名 

受訪者 
代號 

編輯教材年資 
教學年資 
來臺年資 

是否

參與

課程 

受訪 
方式 

受訪 
時間 

教材設計團隊 何老師 A01 8 是 面訪 90 分鐘 

教材設計團隊 邱老師 A02 8 是 面訪 60 分鐘 

外籍配偶課程教師 何老師 B01 10 是 面訪 80 分鐘 

外籍配偶課程教師 何老師 B02 10 是 面訪 90 分鐘 

外籍配偶課程教師 黃老師 B03 10 是 面訪 100 分鐘 

課程學員~印尼 黃小姐 C01 12 是 面訪 80 分鐘 

課程學員~越南 黃小姐 C02 10 是 面訪 60 分鐘 

課程學員~菲律賓 陳小姐 C03 16 是 面訪 90 分鐘 

課程學員~泰國 謝小姐 C04 16 是 面訪 70 分鐘 

課程學員~柬埔寨 彭小姐 C05 11 是 面訪 80 分鐘 

課程學員~印尼 陳小姐 C06 10 是 面訪 70 分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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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質性資料的研究發現與討論 

    經由個別訪談後的訪談資料分析，發現外籍配偶參與課程的動機為：生活適

應、長期居留所需、經濟考量、社會參與、工作所需能力及子女教養等六個需求

因素，分述如下： 

1. 生活適應 

    外籍配偶來到陌生的國度，語言溝通困難，中文對她們而言有如蝌蚪文般難

以了解。不同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人際互動、社會參與與經濟等各種的問題

困擾著她們，原在心中畫下「到台灣生活是美好的開始。」的願景受到極大的衝

擊。訪談過程中，每每因她們的情緒波動而有所悸動。選擇台灣成為她們的第二

故鄉，需要多麼大的勇氣與決心，勇敢的投入成為一股新生命力。 

問題：到台灣生活適應嗎？生活上是否有困難？受訪者回應如下： 

 

我是來這邊，還是國語不太會講，比如說「問妳聽得懂嗎？」有時

候講很多很多，後面講一講我就懂，可是他們還是說聽不懂。

（C01-AN-2） 

 

婆婆好像不知道是跟我"不合"還是怎樣，就是我嫁來差不多 20 幾天

就開始發現說不高興就是吵鬧罵，可是那時候我感覺我不太會講

話，也不太懂她講什麼，就是這樣。（C02-AN-2） 

 

不習慣。語言和食物大不同很無法適應，話都不會講，也聽不懂，

吃飯吃得很想吐。（C03-AN-2） 

 

不習慣。在家裡就是看電視沒去哪。溝通我都不會。彼此都聽不懂

對方的話，只能用比的。而我先生帶我來台灣後差不多一星期又去

泰國了。（C04-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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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習慣，台灣的文化和習俗，與柬埔寨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點

不習慣。比如家裡有婆婆的話，是更難相處，蠻難接受習俗不同的。

聽不懂的很多，那時大都是比手畫腳和拿東西來表示這樣。語言不

通跟看不懂字。（C05-AN-2） 

 

就工廠的阿伯教我說「嘿咻！只要有人叫你，你就回答：「嘿咻！」

我不懂，就照他說的做。阿姨就告訴我不可以這樣說話。對對對！

我剛開始都很生氣啊！（C06-AN-2） 

我那時候因為我聽不太懂，他們說得比較快。（C06-AN-2） 

 

    由上述外籍配偶的回答中不難發現，初到台灣的她們，生活適應上的困擾有：

語言不通、看不懂中文、文化不了解、食物不習慣、購物有困難和與家人相處的

困擾等。她們急於了解台灣的語言與文化，冀求能與家人相處融洽愉快，更希望

能有人教他們，不要用「欺負」或「取笑」的態度對待她們。 

    遠從異國來到美麗的福爾摩沙島，成為台灣新移民的她們，心中所期盼的無

非是融入台灣社會，盡快的適應生活上的改變，成為家庭的一份子。然而，這樣

微聲的盼望卻走得艱辛不已。 

    課程教師是否能了解外籍配偶的需求？適當安排切合需求的課程予以協助解

決。與授課教師訪談提問：您覺得外籍配偶們來台後，其普遍的需求或困境為何

呢？受訪者回應如下： 

 

剛開始連聽都聽不太懂，文字更是看不懂，語言表達是吃力的。

（B01-AN-2） 

 

我們上課時間是安排在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六點半的時間可能是

她們在煮飯或照顧小孩的時間，所以最大的問題是：她們為了照顧

家庭，會比較沒有時間能夠前來上課。（B01-D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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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生活適應、文字認識和人際。（B02-AN-2；B02-DSP-2；

B02-WR-2） 

 

有問題的是：如果她的結婚對象或家庭是比較弱勢的，是花一筆錢

把她娶回來的，在家庭上可能會比較不易相處。（B02-AN-2） 

我覺得好像有些是家庭帶來的。譬如說有時候她們到學校來上課，

起初願意來，可到最後有些學員會突然消失，有時跟他們言談了解

中，有時是家人會比較希望她們出外賺錢，不會很鼓勵他們額外花

時間來學習。她們會 72 小時上完，然後身分證拿到後，可能家庭的

支持度就變成她們是否繼續學下去的一個大因素。（B02-AN-2；

B02-EN-2；B02-RR-2） 

 

她們剛來，話聽不太懂，不太會說，字看不懂，用比手畫腳或畫圖。 

（B03-AN-2） 

 

那弱勢的家庭她們來就一定要生小孩，她們管小孩的時候可能奶奶

會干涉，她們講話沒有用，我覺得這個是她們的難處。還有一個問

題是可能配偶的年紀比自己的父母還要年長（現在有國際規定，不

可迎娶比自己年紀差太多的對象。)，因此於觀念上或許她們年輕，

心性還不定，相處起來問題比較多。（B03-PD-2；B03-DSP-2） 

 

    授課教師認為外籍配偶大多有語言不通、與家人溝通、飲食文化不適應、長

期居留所需、經濟考量、人際互動、家人對學習的支持度、傳宗接代等困擾，也

因家人的社經地位可能較為弱勢，必須外出賺錢協助改善家庭經濟。 

    課程教材的編輯設計如何進行？外籍配偶的各項需求是否審慎周延考慮，將

其列入教材中？在在攸關教材的適切性與外籍配偶的需求相符程度。 

問題：教材的編輯如何進行？是否邀請外籍配偶參與提供意見？或僅參考先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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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教材的學員意見來做這一冊的編輯？是否在課程教材設計中我們未必了解外籍

配偶的需求？受訪者回應如下： 

 

參考教育部編的「外籍配偶成人教育基本教材」和嘉義縣編輯出版

的外籍配偶識字教材（1~3 冊），以嘉義縣校園文化核心價值的理念

與架構為軸，邀請學者專家研討編輯而成。（A02-AN-4） 

 

參考過去編輯的三冊教材和教育部版本，未邀請外籍配偶加入。 

（A02-AN-7） 

 

其實在編輯的時候就是依我們自己所想的去編，那是不是真的是她 

想要的就不太了解，但畢竟主要是提升她們的識字能力而已。 

（A01-AN-7） 

 

因為除了我本來就有編輯過第一、二、三冊外，其他是就近找老師

一起加入來編輯。因為其他夥伴也沒有編過，所以也覺得校長建議

也不錯，至少知道有一個走的方向，又跳脫以往，是個新方向，所

以也都覺得不錯，可以參考看看。（A01-AN-7） 

 

或許，畢竟我們還是認為我們是主流的人，然後我們提供給她們這

一些主流的價值。（A01-AN-7） 

 

    由上述課程教師和教材設計者的訪談資料中，課程教師認為外籍配偶來臺後

面對的問題有：語言文字不認識，表達意思有困難，生活適應不容易，家人對待

她的方式與態度，先生多數是社經背景較不理想的弱勢家庭，不放心讓她到外學

習等，在在考驗著這群新住民們。 

    教材設計者回顧編輯教材的過程，雖有學者專家及編輯過教材者的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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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材編輯原則和參考教育部編輯出版的「外籍配偶成人教育基本教材」，以嘉

義縣校園文化核心價值為教材的主軸，所編輯設計的「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

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卻未邀請外籍配偶加入編輯團隊，讓她們

的需求能具體且真實的表述，做為教材設計的參考。外籍配偶的教材使用者應為

外籍配偶與課程教師，目的無它：協助外籍配偶識字、生活適應、融入台灣社會。

教材編輯原則中「以學習者為本位」，更加凸顯外籍配偶真實需求的迫切性與重要

性。 

    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中，與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需

求息息相關，茲分述如下： 

（1）安全需求(safety need)：當困難時，求人幫助；危險時，求人保護；病痛時，

需求醫治。 

（2）隸屬與愛的需求(belongingness need)：外籍配偶是否被接納？愛護？關注？

鼓勵及支持？ 

（3）自尊需求(self-esteem need)：外籍配偶是否被人認可？讚許？關愛？ 

（4）知的需求(need to know)：外籍配偶對己、對人、對事物變化中所不理解，希

望理解，以探索詢問的方式，是否被支持？ 

綜上所述，教材設計與應用是否符應外籍配偶的需求？將於後續資料分析中

繼續探討。 

2. 長期居留所需 

    勇敢的外籍配偶們接受跨國婚姻，遠渡重洋來到台灣，為她們而言，取得身

分證，正意味著國家認同與接受，讓其成為共同體的一份子，享有國家權力的賦

予的平等的權利與義務。Marshall 認為，係強烈依附在國家對「公民資格」的界定，

決定是否擁有市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潘淑滿，2004）。然而在全球化所形成的

跨國人口移動浪潮中，加入台灣社會的外籍配偶人數仍持續增加，對於外籍配偶

而言，身分證的取得，是否即是代表著肯定與認同？而外籍配偶教材課程是否切

合她們的需求？茲將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及課程設計者訪談資料彙整如下： 

您（外籍配偶課程教師）的經驗中，外籍配偶為何來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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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受訪者回應： 

 

她們來的目的有的是為了72小時，另一很大目的是為了跟其他人認

識互動。（B01-RR-2；B01-DSP-2） 

 

這方面真的很無奈，因為她們階段性的目的就是居留證~身分證，拿

到後其實就不來的人很多，那些人反而是更需要被教育。她們希望

早一點拿到身分證，能早點出去工作賺錢，但身分證不容易拿到，

所以她們工作的機會不多。外配若恰巧有小孩在學國小的課程，她

們就會很注意她要學好這個部分。（B01-RR-2；B01-WR-2） 

 

我覺得好像有些是家庭帶來的。譬如說有時候她們到學校來上課，

起初願意來，可到最後有些學員會突然消失，有時跟他們言談了解

中，有時是家人會比較希望她們出外賺錢，不會很鼓勵他們額外花

時間來學習。她們會72小時上完，然後身分證拿到後，可能家庭的

支持度就變成她們是否繼續學下去的一個大因素。（B02-RR-2； 

B02-EN-2）  

 

她們剛來上課的時候，只是因為她們想要時數，取得身分證，和她

們喜歡想趕快看得懂孩子的聯絡簿，跟小孩可以溝通這樣，所以她

們才有動力來。（B03-RR-2；B03-PD-2） 

 

妳（外籍配偶）為何來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呢？受訪者回應： 

 

因為看得懂字對我們來講比較好呀！來學習都很好啊！ 

身分證申請就是你要在台灣結婚滿三年，然後上七十二小時這樣的

課程才可以，一定要上這七十二小時，才可以申請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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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RR-2） 

 

因為要辦身分證啊!我要辦身分證，去上課才能辦。（C03-RR-2） 

 

外籍配偶教材的設計，有哪些考量？受訪者回應： 

 

我們設計教材時會考慮她們要在 72 小時內能上完,還要能幫助她們

融入社會，課程是能幫助她們的。因為她們要溝通、生活、學習和

工作，未來需要教養子女，而且必須上過 72 小時的課程才能申請身

分證。（A01-RR-3） 

 

    由上述訪談不難發現外籍配偶參與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的目的有：申請身

分證1、識字需求、子女教養及生活適應等，以請領身分證（取得居留權，滿足居

留的需求）為最多人提及。佛洛姆(V. Vroom)於 1964 年提出期望理論，認為人具

有思想與理性，對未來的事情有其信念與預想。因此在思考是否要採取某項行動

時，會先分析行動後可能的結果及隨之的報酬價值。如果結果與報酬是合於其意

想的，才會真正產生行動。外籍配偶參與學習課程亦是一種結果與報酬是合意的

思維行動。 

3. 子女教養 

    跨國婚姻的女主角─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家庭中的母職角色十分鮮明。她們被

賦以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更被期待著扮演好一位稱職的母親、媳婦及妻子。多

數的外籍配偶到台灣後，還來不及認識、了解、適應台灣的生活，在極短的時間

內懷孕生子，成為母親，擔負起教養子女的重責大任。同時面對從新娘到妻子、

母親的身分轉換，生活適應等各種問題雜沓而來，她們如何應對？需求為何？面

臨教養子女，她們在外籍配偶的學習課程中，是否能使子女教養的相關知能需求 
1
外籍配偶申請中華民國身分證的規定：1.外籍配偶在臺合法連續居留滿 3 年，每年在臺居住超過 183 日，得申請歸化中華

民國國籍，取得國民身分證，但需放棄原有國籍。2.曾就讀國內公私立各級各類學校一年以上之證明，或曾參加國內政府

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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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滿足，相當值得探究。以下就外籍配偶課程教材應用與需求相互關係彙整訪

談資料，分析如下： 

在學習課程中，外籍配偶對於子女的教養部分，她們的需求為何？課程如何因應？

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回應：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可能是在育兒，因為新生兒問題會蠻多的，外籍

配偶嫁到台灣都負有傳宗接代的任務。有了孩子，教養的問題自然

產生。（B01-PD-2） 

 

外籍配偶，恰巧有小孩在學國小的課程，她們就會很注意他要學好

這個部分。如果說本身來學習的外配，她還沒有小孩的狀況下，其

實她對於文字的識讀習寫並沒有那麼強的動機。（B02-PD-2）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一直想要極力去推有關她們教育的部分，因為她

們所生出來的下一代會是台灣未來主力的一部分，因為她沒有辦法

給她的下一代一些相關的教養，那一些新生代的問題就會更大，母

親的功能好像就少掉某一部分這樣。（B02-PD-2） 

 

那弱勢的家庭她們來就一定要生小孩，她們管小孩的時候可能奶奶

會干涉，她們講話沒有用，我覺得這個是她們的難處。（B03-PD-2） 

 

與外籍配偶訪談時提問：當自己有了小孩後，妳覺得教養小孩需要什麼能力？或

遇到哪些困難呢？受訪者回應： 

 

會一點點（查字典）。因為孩子讀幼稚園，課本裡沒有注音，所以

就…就是姐姐(大姑)會跟我講。有一些我聽不懂的會問我先生或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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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字典。我會希望有自己賺的錢，讓孩子好過一點，那我也沒必要

為了錢就家庭不好，因為我在這邊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孩子。 

（C01-PD-3） 

在田裡面種花，然後做一年半後懷孕，生完小孩就帶小孩(婆婆不幫

我帶)，在家裡差不多兩年帶小孩。我先生他說出來學好啊，可以懂

台灣的字，如果以後他年紀大了，我就可以教小孩這樣。 

我也很少講故事，就是跟他玩、餵他喝奶，可是我那時候完全還不

懂台灣話，婆婆有說不可以教小孩講越南話，所以也沒講越南故事

給小孩子聽。（C02-PD-3） 

 

我的孩子都說我看不懂國字，不要讓我教她功課。我自己就想學，

看懂國語的字和意思，這樣我才能教我的孩子，自己也知道更多的

東西。要不然像這個是什麼字我都不懂，也不知道別人寫什麼，老

師聯絡簿寫的意思我也不知道，這樣不好。（C03-PD-3） 

 

對啊！為了跟小孩、長輩溝通。我的小孩要讀書，我不會教他，而

且先生在泰國，很久才回來一次。我要照顧三個孩子，看懂國字和

老師寫的聯絡簿的字。（C04-PD-3） 

 

我有朋友是在教會裡教導小朋友主日學的部分，他有拿一卷唐詩CD

給我，讓我在家中可以聽，小朋友問我也可以回答。唐詩跟台灣歷

史，因為在教導小朋友功課時會有需要。學中文對教小孩有很大的

幫助。（C05-PD-3） 
 

    綜合上述的資料而言，外籍配偶對於子女的教養問題，的確面臨極大的挑戰。

由於自身對語言的不熟悉，文字的了解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教導自己的子女？又

如何協助孩子學習？家人間彼此的管教態度與方式的不同，尤其傳統社會中婆婆

是權威、女主人的角色，媳婦若是挑戰婆婆的教養觀念，無疑將成為家庭中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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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 

    家人是否能認同並支持新媳婦的教養方式，考驗著彼此的互動與體諒支持。

外籍配偶往往尋求其他的管道增進自我對子女的教養知能，其最易尋找的資源即

為「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因此在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中必須納入相關課程。嘉

義縣於教材的編輯中將其納入課程教材中，不論是身體、心理、社會及文化等面

向。課程教師更是除了「傳道、授業、解惑」外，適時將子女教養的技巧與親職

教育的課程融入，視時機與經費許可的狀況下安排講座，藉由專家或實務工作者

的經驗分享，提供外籍配偶可行的做法。然而嘉義縣一萬三千多名的外籍配偶，

實際參與此類課程的人數卻未達十分之一，豐富的課程設計實施，參與的人數有

限，遑論協助的成效。教師與教材設計者感受到外籍配偶對子女教養需求的呼求，

課程亦為此而調整修正，唯有外籍配偶更多人的投入參與，成效更能彰顯，需要

微調改變的聲音更能被聽見。 

    課程教材設計與教學方式、內容因應外籍配偶需求的微調，授課教師與教材

設計者的用心能否為她們所看見、領會，進而更願意參與學習課程。訪談中教師

提出看法如下： 

  

我覺得教學都蠻順，困擾的是在招生，就是不是那麼容易讓學員都

能夠來上。其實大部分…像嘉義有一萬多名的新住民，可是其實在

我們所真正開設課程裡在上的人，總數應該不到幾百個。這是一個

大環境的問題，可能不是只有學校單方面可以去處理的。 

（B02-PD-11） 

 

對，雖然這是免費的，但我們想盡辦法要讓課程很豐富，會願意調

整我們的教學來幫助課程更活化。可是來的人很少。所以效益到底

怎麼…就覺得很可惜。（B02-PD-11）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可能是在育兒，因為新生兒問題會蠻多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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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街購物的部分和存提款的部分。（B01-PD-2） 

假設我們要消除文盲，如果要強制的話，有沒有可能說她們來台多

少時間以內必須要認得哪些基本的字，假設有這樣的要求，或許才

會強迫她們再走進校園來。就像我們所謂的國民教育。（B02-RR-20） 

 

    新移民的學習課程中，家人的支持與否亦影響著學習成效。其持續參與的動

力與家人對課程的變化了解，是否能因理解而更為支持與鼓勵，使得她們與子女

共同成長？ 

 

對，那這部分就真的…因為她的家人沒有跟著一起成長(新住民沒出

來上課)，沒辦法知道說現在很多的課程是多元化的，不是只有課本

可以給知識。那通常她們這樣的家庭包括爸爸、公婆本身觀念都是

留在以前很保守的態度。（B02-AN-8） 

  

其實我自己覺得新住民的子女她們學習是ok的，因為把她們帶到學

校來，她們跟其他(我們還是很多社經地位比較弱的)相較之下，她們

並沒有因為她的母親是新住民，她的學習狀況有誤。像課業，她們

都很贊成孩子去參與，我們是會希望一些課後才藝或課後閱讀，然

後假日、寒暑假營隊這種非課程的東西，她們反而不重視，她們會

希望因為你是姐姐哥哥，那假日或課後時間就留在家中帶弟弟妹

妹。我們很多課程是免費的，她們還是不給孩子來。那我覺得這些

觀念就剝奪了孩子再更成長的空間了。（B02-PD-8） 

 

4. 經濟考量 

    探討外籍配偶存在的經濟需求，必得考慮其結婚時的動機。部分外籍配偶因

著原生家庭的經濟較困難，遠嫁來臺，亟求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部分外籍

配偶因著感情因素、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選擇成為臺灣的媳婦。她們都背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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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原生家庭經濟的期望與壓力。她們的心中期待著更好的生活環境，可以向上

提升與社會流動。由其敘述中不難瞭解她們因為家庭經濟，不得不與親人分離的

無奈心情。 

 

因為要錢。以前在我們那邊是聽說來台灣生活會變好，而我想說在

菲律賓生活比較困苦，來台灣看會不會比較好點這樣。剛好有人介

紹跟台灣人結婚，也說台灣人不錯、錢也有，叫我去試看看，不然

住菲律賓，一個月只有二、三千元的錢，若來台灣，會有幾萬元耶！

後來我想了想後就答應了。我們想過一個比較舒服的家庭生活，希

望在這邊賺很多錢拿回去。（C03-EN-2） 

 

我那個時候在那個公司上班。因為在那邊的賺錢比較少，來這邊賺

錢這樣。沒有想到台灣是怎樣。因為很多朋友是….來我們去香港啊

去哪裡這樣啊。不用啊！年紀已經十八歲我們那邊已經年紀大了，

沒有結婚不行了。阿我說好，來台灣看看這樣啊！（C06-EN-2） 

 

    經過訪談結果發現，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經濟來源多以先生為主，家庭多數

仍處於中等或較弱的社經地位。先生或務農、或小攤販、或討海、甚或有的無法

工作，使得經濟不穩定。若是家中有負債，外籍配偶擔心無法支付孩子教育費用、

其他經濟各項開銷，因此外籍配偶需要有經濟收入，遂成為家中的經濟來源。 

 

我會希望有自己賺的錢，讓孩子好過一點，那我也沒必要為了錢就

家庭不好，因為我在這邊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孩子。（C01-EN-2） 

 

後來半年後我出來上班賺錢，婆婆就說"賺錢都拿回去越南，菜都買

得不營養"。（C02-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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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嘉義縣農村的外籍配偶，工作的機會較少，缺乏自己的經濟來源。更

因其經濟自主能力低，在家中的社會地位也因而較低。然而身為家中的勞動者，

心裡卻總是期盼著「我想去工作！」，希望讓自己在家中因為擁有經濟收入獲得

尊重並提昇自己的家庭地位。享有經濟收入便能自主的使用，減少和家人的不愉

快，更增強了自信心。 

 

對啊！自己有錢買東西就比較自由。對。其實在家裡也沒什麼，就

打掃煮飯，這都小事情。我們是不是出來上班賺錢，回家可以煮飯

打掃…。（C01-EN-2） 

 

很少，幾乎沒有，是後來小孩比較大之後才出去賣東西賺錢。這樣

我就有錢了。（C04-EN-2） 

 

我的先生身體不好，常常沒有去工作，有時候會打我。我後來去小

吃店工作賺錢，不然我都沒有錢。（C05-EN-2） 

 

    外籍配偶們的經濟需求與無奈，猶如加諸在她們身上的桎梏，享有自己辛苦

工作得來的金錢，卻也承擔著難以言喻的傷痛、無聲的吶喊。 

5. 社會參與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習慣於群體的社會生活。外籍配偶進一步的認識和接觸

台灣社會的管道及方式，即為一種社會參與的歷程。外籍配偶社會參與的方式可

分為二種：一為參加教育類課程，例如：成人教育外籍配偶識字班、生活輔導班

或補校的識字班等，進入學校或社區不同的團體中學習；另一種為參與民間團體

或組織的活動，例如：親職教育團體及生活技能訓練班等。本研究僅以外籍配偶

參與教育、社區活動兩部分作分析，值得探究的是：她們為什麼想要參與台灣社

會？外籍配偶的社會參與是否對其融入台灣社會有所助益？她們又是以何種方式

進入這個社區或社群？台灣社會迎接他們是以什麼樣的態度？訪談歸納成幾個部



 86 

分來探討，協助我們更瞭解外籍配偶與台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社會參與的動機：探討外籍配偶社會參與的情形，我們應該要先瞭解外籍配

偶本身的參與動機為何。但是外籍配偶進入台灣社會的期許各有殊異，參與社會

的動機自然未必相同。同時，外籍配偶期盼家人應該要讓她們出去與外界世界接

觸，透過外界的刺激，協助外籍配偶獲得更多的思考與學習。 

 

在台灣，因為老闆的媽媽有養雞做生意，我會去幫忙。現在我先生

都不讓我去做啊！（C01-DSP-1） 

 

仲介(先生的朋友)一直講"你要娶一個老婆，以後你爸爸媽媽年紀

大，小孩也大，你就可以有你老婆在你旁邊照顧你，比較好。 

（C02-DSP-1） 

 

我是很喜歡上課的，因為小時候在越南也是蠻喜歡上課的，所以我

來這裡。我感覺出來上課也是學到很多東西，然後頭腦也比較好，

出來也可以多交點朋友這樣，所以就覺得比較好。台灣文化一開始

來我完全都不會，後來有聽人說在朴子國小有人在教外籍新娘，我

就跟朋友一起去。在那時我注音符號都不懂，書本給我，我都不懂，

好像一個黑單子一樣。（C02-DSP-2） 

 

我都知道啊，因為我住台灣，每天都跟人在一起，我也知道那什麼

意思啊。所以沒相片，他跟我說，我也知道。困難的地方就是在寫

字不會寫，但我會聽和說，意思我也知道。（C03-DSP-2） 

 

不用啊！年紀已經十八歲我們那邊已經年紀大了，沒有結婚不行

了。阿我說好，來台灣看看這樣啊！（C06-D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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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課程教師認為：除了部分參加 72 小時的課程拿到身分證後的外籍配

偶學員，願意繼續參與學習課程的學員，本身即有相當大的彈性與學習求知動機，

或是樂於學習，或是樂與進行適當的社交。 

 

其實我覺得那些來上課的人，她們彈性都很大，她們會覺得能夠跟

外界的人相處，她們就覺得很快樂，所以願意踏進校門來學習的夥

伴來說，好像目前沒有感受到她們學習上的障礙。（B02-DSP-2） 

 

如果她不是很有興趣的人，她就是會為了這動機來上。其實會上到

第二期，以後還繼續出現的人，她真的就是樂於學習，或者是樂於

進行適當的社交。（B02-DSP-2） 

 

社會參與的好處：外籍配偶參與社會活動的次數增多，使她們能更融入社區、

社群，同時也與社區中的其他外籍配偶愈加認識，建立在異鄉互相關心、支持、

協助的情誼。C02 提到她參與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除了上課學到很多東

西，也可以多交點朋友，所以覺得比較好。C03 則提到村裡的人因她是外國人，對

於台灣文化的不了解會向她說明；孩子及朋友都因她的參與學習而讚許她，甚或

因此想參加這樣的學習。 

 

因為我那邊的人都很好，知道我是外國人，生活文化有所不同，所

以如果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都會跟我說。（C03-DSP-2） 

 

有啊！我女兒和兒子都會說媽媽變聰明了，會這些東西。她稱讚我

之後我會很開心，讓我更想學習；朋友也覺得我變得比較知道了，

不會讓人騙走，而且他們也因為我這樣的改變，讓她們想來上這樣

的課程。有啊。她們會覺得我會了，所以就不可以亂唬弄我了，反

而她們還會稱讚我。（C03-D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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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溝通比較多，比較好。比如說買一些東西，我們大家會

在聊天大概十幾分鐘，說一些有的沒有的這樣。（C06-DSP-4） 

 

社會參與的助力與阻力：當外籍配偶由家庭進入社區時，她們的家人及鄰里

的態度為何？並且為她們參與社會帶來有何種的影響？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

區，語言、生活與文化等差異，家人及社區居民對於她們的陌生與好奇，進而可

能產生認知偏見，甚或是排斥、種族歧視行為的發生。家人與鄰里的態度支持與

否？有無同理心？對外籍配偶而言，無論是就學、就業、活動參與、人際關係等

都會受到深刻的影響，尤以家人是否支持為最重要的關鍵，有家人的支持為堅強

的後盾，她們才更能參與、融入社會。 

 

不一樣吧！？應該是家庭問題較多。像公婆如果沒能幫他帶小孩他

就沒辦法來上課；有的先生賺不夠要出去幫忙賺就沒時間來讀；有

的也很好，去學習的也比我久，只是因為我懶的去也沒人攔我叫我

不要去。（C04-DSP-8） 

 

會啊！家人都不會反對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沒有學習的時間，因為

小孩長大，時間比較多要放在家庭。（C04-DSP-8） 

 

之前還沒生小孩的時候是很支持我出來學習的，但是生完小孩之

後，因為需要照顧小孩，所以就沒辦法。（C05-PD-8） 

 

我不曉得，因為比較多是家裡的人不喜歡她晚上跑到外面來。跟我

家裡不太一樣。對！像我家人就是"能多學就去學"！（C06-DSP-8） 

 

我覺得好像有些是家庭帶來的。譬如說有時候她們到學校來上課，

起初願意來，可到最後有些學員會突然消失，有時跟他們言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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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時是家人會比較希望她們出外賺錢，不會很鼓勵他們額外花

時間來學習。她們會 72 小時上完，然後身分證拿到後，可能家庭的

支持度就變成她們是否繼續學下去的一個大因素。（B02-AN-2；

B02-EN-2；B02-RR-2） 

 

之前上課的時候，我常常看到有些家長還跑來罵我們，他說"你要把

我買回來的媳婦教壞了"，盧主任還請警察把那家長勸走；還有老婆

偷偷來這邊上課，不知情的老公來這邊把老婆帶回去的。 

（B03-DSP-1） 

 

    由她們在參與學習活動與社區活動時遭遇的困難，發現外籍配偶的活動自主

性與其社會參與的程度有直接關連，有時因為家人擔憂其因參與社區或社會團體

而受影響，逃跑、不良習性、只要錢等。因夫家多為農村或社經地位較弱者要求，

受傳統文化思維的影響，台灣社會大都將外籍配偶視為家務的勞動分擔者、傳宗

接代者，往往要求其僅將分內之事完成，遑論顧及心理與其他需求的滿足。台灣

傳統的農村女性應有之作為成為加諸在這群外籍配偶身上的重擔。缺乏國際觀與

傳統思維作祟導致外籍配偶在社會參與過程中，經常受到家庭及外界所賦予的壓

力，更加突顯出台灣社會價值觀是影響她們被接受的因素。此外，外籍配偶適應

融入這個社區或社會時，社區居民的接受或排斥抗拒，往往使的她們愈發縮回自

己的所熟悉的舒適圈內，愈加無法融入社區、建立人際關係，讓適應、融入社會

倍加困難。 

6. 工作所需能力 

外籍配偶常論及的需求，就是她們希望能夠去工作。目前政府對於外籍配偶

的工作限制已經放寬：外籍配偶於居留期間可在臺灣從事各項合法工作，不必持

有身分證、亦不需申請工作許可，外籍配偶的勞動權益與本國國民一致（見附錄

七）。顯示出政府開始注意外籍配偶有此需求且待滿足。在外籍配偶的經濟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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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外籍配偶工作的動機。我們將探討她們的工作類型、工作

條件、工作與家庭間角色。 

對外籍配偶而言，為使工作與家庭兼顧，她們期待能夠擁有一份固定時數、

收入穩定、具彈性且全職等條件的工作，然而外籍配偶是從事較佳條件的工作，

抑或是從事低階技術性工作？此次訪談的外籍配偶所從事的工作內容為：照顧花

圃、採茶、剪青阿（剪檳榔）、餐廳端盤子、工廠上班等低技術產業的工作。多

以勞力工作類型居多，待遇不甚理想，收入不高。 

C06指出工作的月薪大約為一萬二千元，未超過兩萬塊。外籍配偶相較於台灣

人的工資低廉，雇主為了降低薪資成本，往往會喜歡聘用外籍配偶。對外籍配偶

而言，增加了很多工作機會，對雇主而言，相對減少人力成本的支出。王宏仁（2001）

探討婚姻移民與國內勞動市場的研究發現，外籍配偶參與經濟生產的過程，扮演

著經濟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所從事的工作不外乎家庭代工、裁縫、攤販、工廠

等低階勞動的生產行列，並成為中小企業雇主的「越南新娘勞工」，降低資方的

薪資支出及生產成本。 

外籍配偶或許是因台灣與母國生活水準的差異，外籍配偶在母國工作的所得

與台灣的工作所得相較之下，工作所得高於母國，因此外籍配偶不會過於計較薪

資，對於工作內容與薪資的接受度高。此外，由於外籍配偶要覓得一份條件好的

工作實為不易，有時即使工作的條件不佳，外籍配偶迫於生計所需，只能予以接

受。 

 

大部分是這樣，可是也有的不會（有的當老師也會來這邊）。因為

比如那邊薪水比較少，希望來這邊能賺多一點。對啊！因為我有的

朋友就是這樣呀。有的大學生都有呀！（C01-WR-1） 
 
沒有，是種田的。在田裡面種花。然後做一年半後懷孕，生完小孩

就帶小孩（婆婆不幫我帶），在家裡差不多兩年帶小孩。兩年後小

孩上幼稚園我才又開始會去上班。（C02-WR-2） 
 
因為要錢。以前在我們那邊是聽說來台灣生活會變好，而我想說在

菲律賓生活比較困苦，來台灣看會不會比較好點這樣。剛好有人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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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跟台灣人結婚，也說台灣人不錯、錢也有，叫我去試看看，不然

住菲律賓，一個月只有二、三千元的錢，若來台灣，會有幾萬元耶！

後來我想了想後就答應了。（C03-WR-1） 
 
 
不一樣。我們那時候薪水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元吧？（那時候是這樣

的薪水），而且星期六還是一樣，天天上班。（C06-WR-2） 
 
她們希望早一點拿到身分證，能早點出去工作賺錢，但身分證不容

易拿到，所以她們工作的機會不多。（B01-WR-2） 
 
像有一個學員是老公生病很嚴重，必須一直照顧他或送他到療養

院；我們也有一個學員，她的老公也因年紀大，中風住在療養院，

那老婆也算有點年紀，那一次也會推她老公來我這邊問說可以做些

什麼幫助或救濟。（B03-WR-2） 
 

外籍配偶渴望到外面工作，讓自己獲得更多的自由與自主性，由家庭的角色

中解放。她們對於工作的考量，除了經濟上的需求之外，也可能與人際關係、子

女教養、社會參與的需求等息息相關。然而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外籍配偶如何權

衡，端視外籍配偶前往工作的需求動機為何。C02 提到因為必須照顧子女，所以有

兩年的時間在家照顧小孩，無法去工作。C01 和 C03 認為在台灣工作可以賺到比

在母國工作所得更多的錢，可以讓家人過更舒適的生活，也可以在工作中結交朋

友。B03 則提到外籍配偶在家庭中扮演的照顧者角色，雖然她們也很期待去工作，

但是家裡有中風的先生要照顧，有幼小的子女需陪伴成長照護，往往使得她們無

法放心去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外籍配偶在家庭中擔任照顧者的辛勞與重要性。

外籍配偶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無論做什麼樣的選擇、決定，無非都是為了家庭。外

籍配偶在工作中得到經濟收入，而附加價值則為獲得成就與自尊，使外籍配偶對

於家庭的重要性及價值感更加強化，也使其提升了社會地位。 

吳明儒（2005）針對嘉義縣婦女的需求調查，發現嘉義縣一般婦女最迫切的

需求為：設置婦女成長講座、建立幼兒托顧服務、提供第二專長培訓、家庭關懷

成長班、婦女學苑。嘉義縣一般婦女的需求著重於自我成長、子女教養及家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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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維持等主題，展現出現代女性的自我意識抬頭、職業婦女期待兼顧家庭與工

作，以及主動參與社會的動機。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外籍配偶的需求部分與本國婦女的需求相似，但是這

些相似的需求面向，背後隱含著不同程度的需求動機。當我們透過深入訪談的方

式，由她們的敘述中細讀她們的故事，發現兩者的部分需求相似，然而又是不同

的層次。本研究的外籍配偶所期待滿足的需求：長期居留、社會參與、生活適應、

子女教養、經濟、工作等需求保障。以 Maslow 的需求理論來看，外籍配偶取得居

留權方能得到歸屬感、安全感，才能滿足心理需求；其所企盼得到的經濟需求，

是基本的生理需求與安全需求；而社會參與方面，則是外籍配偶企求能參與融入

台灣社會的需求。然而以一般婦女的需求而論，則偏重於社會參與、自我成長的

需求，顯示一般婦女及外籍配偶所追求的需求層面已存在差異性。對於外籍配偶

不同的需求，自不適宜以本國婦女的課程學習方式規劃設計，因此嘉義縣政府特

別規劃「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的課程與

教材。然而教材的設計與外籍配偶的需求間是否存在著差異？將於下一節中進行

分析與討論。 

 

4.4 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節以就讀嘉義縣新移民學習中心辦理之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學員為

訪談調查對象，進行訪談，對於「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之內容成效與外籍配偶需求相互之關係進行探究。 

4.4.1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訪談分析 

1. 分項分析 

（1）參加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的動機 

外籍配偶參與基本教育學習課程的動機（見表 4-10），以滿足生活適應、社會

參與及子女教養 21.4%比例最高，次為經濟考量 17.9%，其次為工作所需能力

10.7%，最後則為長期居留所需 7.2%。依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師之觀察與經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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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配偶來台前，在母國即已接受中文聽與說的訓練；來台約莫數個月，多數即已

具備中文基本生活溝通能力，因此增進中文識讀與書寫能力，確為外籍配偶參與

基本教育學習之主要動機之一，社會參與和子女教養需求為外籍配偶而言是生活

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因此亦為參與學習課程的主要動機之一。此外，外籍配偶工

作類型多以勞力性工作為主，因此，就其工作而言，對中文識字的需求不高。研

究者依據訪談資料，發現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多數表示取得身份證是外籍配偶學員

參與學習課程的主要動機之一，然而由外籍配偶學員的訪談動機統計中所佔的比

例卻不是最高，形成認知差異。因為家人期待她們能儘早取得身分證，與政府的

規定與生活適應融入台灣社會所需，外籍配偶必須參與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在她

們的心中，卻未必將取得長期居留所需的身分證申請視為主要學習動機。 

（2）最有興趣的學習內容 

外籍配偶參與學習課程最有興趣的學習內容，C01 表示是過年的習俗（社會參

與需求），C03 和 C06 則表示是中文拼音與識字的學習（生活適應需求），C04 則

說學習課程都喜歡。 

 

還有過年的時候台灣的一些過年習俗，穿新衣戴新帽和說好話。對

啊！還有什麼年菜之類的。（C01-DSP-4） 

 

最愛的是拼音課程，教導注音符號的說法和發音。如果我發音正確

會很開心。（C03-AN-4） 

 

都是蠻喜歡的，老師都會教很多，有時就不是很認真的學習會當去

聊天這樣。（C04-4） 

 

之前我覺得認字是比較快，可是我現在是覺得從注音符號和部首比

較快，我現在是覺得這樣比較好。（C06-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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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差不多有學這一種東西（寫字）啊！我們都要求老師寫字比

較多，因為我們要認識字。我們就要求老師國語部分多一點，那時

候老師也教我們唱歌，從唱歌學國字，那個更快。那時候老師也做

很多，丟東西給我們。（C06-AN-4） 

 

外籍配偶對於學習課程進行，因為與中文與台灣文化的接觸經驗較少，對她

們而言，幾乎是全新的體驗，自然充滿了新鮮感與強烈的學習動機。為了更快的

使自己與人溝通順暢、生活更得心應手，課程中的內容符合她的需求即能引起共

鳴和學習動能，因此對於教材內容往往喜歡且認同。 

 

表 4-10 外籍配偶參與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動機統計 

受訪者代號 

   外籍配偶需求（表示具有該項動機需求） 

長期居留

所需 
社會參與 經濟考量 子女教養 

工作所需

能力 
生活適應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合計 2 6 5 6 3 6 

比例（%） 7.2 21.4 17.9 21.4 10.7 21.4 

 

（3）學習課程（教材）中對生活上有實際幫助的 

外籍配偶認為課程中對生活上有幫助的，受訪者中有 83.3%認為因認識字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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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活方便：C01、C02 和 C05 表示不會迷路；C01 和 C06 表示到醫院看病可利用

電話或網路預約，買車票也能利用網路，既方便又節省時間；C02 和 C06 表示健

康的飲食篇讓她知道均衡的飲食的重要和分辨不同的食物類型。 

 

對呀！不然如果我們到哪裡不知道路，迷路怎麼辦？也是要教孩子

寫功課跟孩子一起讀書啊！（C01-AN-6；C01-PD-6） 

 

有啊，到診所，因為上這課後比較了解，會打電話預約掛號。

（C01-AN-6） 

 

健康飲食這邊，對身體好我們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苦瓜、花椰菜…）。

（C02-AN-6） 

 

有。老師都有教我們怎樣用網路。比如說去預約掛號、買車票(嘉義

到台北什麼時候出發)，老師都有教。（C06-AN-6；C06-DSP-6） 

 

我覺得"健康的飲食"有幫助。它幫助我們什麼是比較健康的，比如說

水果？蛋豆魚肉類那種東西阿！對對對！因為這邊都寫阿！要少

油，蔬菜水果那一種這邊都有。我覺得這個比較有幫助。（C06-AN-6） 

 

C03 和 C04 表示懂得中文既不容易被騙又能保護自己；C02 和 C05 表示到金

融機構存領錢方便；C05 提及曾經使用 113 的經驗，較能接受台灣與母國不同的文

化與習俗；C04 則表示生活上想法的改變，上課與同學互動聊天可紓解壓力消解鬱

悶。 

比如去存錢的時候，寫的部分就是以前在學校有教過。我會看國字

對我真的幫助很大，因為比如我坐公車到哪裡，我會看字就知道我

在哪裡。（C02-A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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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聰明，在外面看到有注音的國字都可以看得懂和知道它的意思。 

（C03-AN-6） 

 

有啊！朋友也覺得我變得比較知道了，不會讓人騙走。而且他們也

因為我這樣的改變，讓他們想來上這樣的課程。（C03-DSP-6） 

 

有。因為來台灣也沒有什麼親戚，假如有人對妳不好，才知道要怎

麼保護自己。（C04-DSP-6） 

 

老師會說我們不懂的但要注意的給我們知道，對我們很有幫助；同

學就可以一起聊天，可以紓解壓力消解鬱悶。（C04-DSP-6） 

 

有，會教我們一些去郵局、政府單位去辦事情。我是用過 113。

（C05-DSP-6） 

 

有，生活和想法上都有改變。還沒上課之前，我的想法只是想說我

對台灣的這個家沒有責任，上完這課之後會覺得以後台灣就是我的

家，盡量就接受台灣的生活文化習俗這樣。（C05-DSP-6）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所關注的需求仍以生活適應、子女教養及社會參與為高，

經濟考量次之，工作所需能力再次之。 

（4）學習課程教材中需增加的內容 

訪談中，外籍配偶認為課程教材中還需要的內容為：教材圖文更為活潑化，

C01 及 C04 所述，課文字過多將使得閱讀的興致降低；文字的認識以唱歌方式進

行，使學習更豐富有趣，此為在台灣生活適應所需；增加唐詩和台灣歷史，則是

因子女教養需求而生；增加教導烹飪的單元活動，與生活適應需求契合；增加台

灣拜拜習俗文化課文內容，則是因外籍配偶來台後家庭生活密切相關的宗教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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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由此可知，外籍配偶所關切的需求正是與生活中經常性的活動息息相

關。 

可以變成像小朋友看的漫畫書這樣。也不是漫畫書，就是比較有趣

的。對呀！我就很喜歡故事書的方式。有圖有字，就像白雪公主故

事書，可以看圖和看字。也有圖也有…。現在這課本字太多。

（C01-AN-5） 

 

去 youtube 去點一些歌來聽，唱歌比較快，會認識比較多的國字。 

（C01-AN-5） 

 

我是很想學，看到煮不同的東西…。我希望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來

學習。 （C02-AN-5） 

 

可以教我們煮東西，多一點拜拜的習俗課文內容，對我生活比較有

幫助。"在家"的部分有點難。字太多會不想看，太難的筆畫或比較艱

深的意思也不容易了解就不想讀。（C04-AN-5；C04-DSP-5） 

 

唐詩跟台灣歷史，因為在教導小朋友功課時會有需要。（C05-PD-5） 

 

外籍配偶授課教師提及外籍配偶希望能學習電腦資訊、考駕照等體驗式的實

作課程，都為技能性且又均為生活適應面向的需求。由此可以推論外籍配偶最關

切的是生活上實用的需求，亦即為生活適應相關需求的滿足。 

 

其實她們一直要求的不是在文字上，她們希望學習的是考駕照，但

考駕照這部分也不是我們能提供解決的。以我們自己本身的學員來

講，她們希望學習駕照部分，是比較屬於技能的部分。（B01-A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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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學員就有多次提到她們想要學電腦，那我們學習電腦的場域

對我們來講就是使用上會比較複雜，比如場地借用、鑰匙管控是可

克服，但沒辦法說隨時我們課程所需，馬上就讓每個人可操作。應

該是說體驗的部分如果再更多…，對她們可能會更深刻。我覺得主

要還是說怎麼樣讓她們會希望保持學習的態度。（B02-AN-11） 

 

2. 綜合分析 

研究者依訪談資料分析後之外籍配偶教材內涵與訪談後外籍配偶需求對照表

中（見表 4-11），發現外籍配偶需求與教材編輯者、課程教師認知需求未完全相符，，

分述如下： 

（1）教材內涵中，生活適應占 36.4%，社會參與 33.3%，子女教養 15.1%；外籍

配偶需求部分：生活適應、社會參與及子女教養三項需求的學習動機比例相

同；教材內涵中工作所需能力與長期居留所需各 6.1%，經濟考量僅 3%；然

而外籍配偶的學習動機中，經濟考量所佔的比例為 17.9%，其次為工作所需

能力 10.7%，長期居留所需為學習動機中最後的需求因素。 

（2）依據教材編輯設計者所述，編輯教材時參考教育部編的「外籍配偶成人教育

基本教材」和嘉義縣編輯出版的外籍配偶識字教材（1~3 冊），以嘉義縣校

園文化核心價值的理念與架構為軸，邀請學者專家研討編輯而成，並未邀請

外籍配偶加入編輯團隊。研究者依外籍配偶的實際需求訪談後發現：編輯群

與外籍配偶皆認為生活適應、社會參與及子女教養三項需求在外籍配偶融入

台灣生活適應上是極為重要的，雖比例有差異所不同，排序都為前三名，三

項需求對外籍配偶而言，猶如 Maslow 基本需求（生理、安全、隸屬與愛、

自尊）般不可或缺。課程授課教師與編輯群認為長期居留所需對外籍配偶是

重要的，故而在教材中納入相關課程，政府亦規定外籍配偶取得身分證的基

本條件之一為上完外籍配偶的基本教育課程 72 小時，然而就外籍配偶的需

求動機排序卻發現長期居留所需在她們的需求中居於末位，究其原因，發現

生活中身分證的取得對於日常生活影響並不大，以居留證即可辦理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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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因此，她們先尋求其他迫切且需要的需求滿足後再考慮長期居留。 

（3）外籍配偶對於經濟考量的重視程度則須將她們選擇婚姻移民方式遠嫁到台灣

的原因列入，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為：賺錢改善自己與母國家人的生活。因

此，滿足經濟考量需求的迫切性又高於工作所需能力。 

 

有些老師是有上過課的，所以對外籍配偶的需求有認識跟了解，所

以在編輯的時候並沒有事先參考她們的意見，只是平常上課有這樣

的認知。沒有，這東西我們沒去問過她們（外籍配偶）的意見，但

是針對我們認為在生活當中，她們可能會碰到的東西(比如：孩子生

病，怎麼帶孩子去醫院看病？)，所以我們是就我們授課老師認為在

台灣生活，可能會有哪些需求，然後提供給她們這樣。（A01-AN-7） 

 

參考過去編輯的三冊教材和教育部版本，未邀請外籍配偶加入。

（A02-AN-7）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的各項需求與教材內涵的需求排序產生差異，回顧編輯

之初，未將外籍配偶的真實需求納入其中，經訪談後發現產生差異，將提供作為

未來嘉義縣編輯或修正外籍配偶學習教材的參考。 

 
表 4-11 教材內涵需求比例與外籍配偶需求動機比例對照表 

教材內涵 比例 (%) 外籍配偶需求動機 比例 (%) 

生活適應 36.4 生活適應 21.4 

社會參與 33.3 社會參與 21.4 

子女教養 15.1 子女教養 21.4 

工作所需能力 6.1 工作所需能力 17.9 

長期居留所需 6.1 長期居留所需 10.7 

經濟考量 3 經濟考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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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移民教育觀點，對於嘉義縣新移民學習中心出版之「嘉義縣外籍配

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的實施使用狀況進行分析與探

究。以外籍配偶、擔任外籍配偶課程教師及教材設計者為研究對象，運用內容分

析法分析教材，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探討外籍配偶教材對外籍配偶學習和生活

適應相互之關係及其學習需求、擔任外籍配偶教學課程之教師使用此教材狀況與

建議，藉以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政府單位和教育機構課程規劃、外籍配偶教師

輔導外籍配偶學習上的參考。 

    本章中將歸納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綜合整理做成結論，並根據結論及個人心

得提出建議，以作為日後改進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實施之參考。 

 

5.1 結論 

1.教材架構及內涵特色 

分析「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茲將研究發現之教材編輯特色分

項敘述如下： 

（1）採單元方式編纂，以圖文對照呈現單元主題，課本與習寫簿封面與封底採統

一樣式，具整體感；圖文互現：照片與文字說明相互搭配呈現，學員較易於

瞭解內容，產生學習上良好的連結；各單元底圖以外籍配偶學習活動為主，

無形中使學員與教材更為親近；就文字與配色而言，分別以不同顏色標記生

字和語詞，讓學員可一目了然；課文中全文標示注音，方便外籍配偶閱讀學

習，既使得教材達到圖文並茂效果，又可提升學習興趣。 

（2）課文架構分析：採單元主題式編寫，共有四個單元，分為十二課，提供外籍

配偶識字之學習、注音符號、語詞及語句之理解應用，協助學員認識與融入

臺灣生活；教材的每一單元主題與內容依外籍配偶教材編輯宗旨，均能與生

活經驗結合；圖片部分以照片呈現為主，未能以照片呈現者，則以插圖呈現；

課本內容結構以看圖識字、課文、語文活動及聊天室四個項目為主；每個單

元課文內容最後均有「分享」的開放性設計，可以提供外籍配偶討論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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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機會。 

（3）課文意涵與內容評析：教材配合每課主題以不同意涵的呈現（表 4-4），藉由

看圖識字引起學習動機，教師圖文說明後，進行課文的範讀與領讀，引導外

籍配偶了解課文內容，並扣緊教學主題內涵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對台灣的深

入了解，更快的融入台灣社會生活。 

（4）語文活動評析：語文活動為使外籍配偶熟悉並加強中文的應用能力，增加練

習機會，教材設計有：生字、語詞、拼音練習、生字造詞、最佳拍檔、一字

多音、同音異字、短語與句子應用等語文活動，每課所包含的項目與類型不

盡相同；語文活動的重點是著重於字與詞的應用。 

（5）語文活動內容類型評析：拼音練習協助學員認識文字；生字造詞增加語彙認

識使用；句型練習深具引導之效果；建議相同題型名稱宜統一；題目設計應

符合先易後難原則。 

（6）教學目標：促進自我了解健康生活知能，提昇品德素養與實踐，了解與支持

文化多樣性，培養群際關係，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五項目標中，除培養

外籍配偶識字及聽說讀寫基本能力外，以「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為首

重的教學目標。各課之教學目標向度各有不同取向，編輯要旨與教學目標相

互呼應。 

（7）教材內涵：以「生活適應需求」比例為最高，其餘依序為社會參與需求、子

女教養需求、居留需求與工作需求及經濟需求。多元文化教材的呈現能拓展

文化視野，培養豁達的胸襟及多元的問題解決能力；透過彼此的文化理解，

相處更和諧。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目標冀求：讓外籍配偶認識台灣、融入社會、成長學習與

健康愉悅的生活。在教材內涵上雖已呈現多元文化內涵，但將外籍配偶文化背景

納入學習的範圍仍然不足。 

2. 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課程教材與需求的關係 

（1）嘉義縣外籍配偶的需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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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研究者與外籍配偶的訪談內容發現，外籍配偶對於其在婚姻移民的生活

中，感到最重要、迫切的需求面向分別為： 

a. 生活適應 

    外籍配偶來到陌生的國度，語言溝通困難。不同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人

際互動、社會參與與經濟等各種的問題，皆會影響外籍配偶適應台灣的生活。尤

其以語言溝通、文化觀念差異兩者，最常造成外籍配偶難以被理解。她們急於了

解台灣的語言與文化，冀求能與家人相處融洽愉快，更希望能有人教他們，不要

用「欺負」或「取笑」的態度對待她們，因而為了適應移民生活，外籍配偶逐漸

發展出不同的生活形態。教材設計者亦提出應邀請外籍配偶加入編輯團隊，讓她

們的需求能具體且真實的表述，做為教材設計的參考。  

b. 社會參與 

    外籍配偶的社會參與需求，以適應、融入台灣社會為主要動機。外籍配偶進

一步認識和接觸台灣社會的管道及方式，即為一種社會參與的歷程。外籍配偶社

會參與的方式可分為二種：一為參加教育類課程，另一為參與民間團體或組織的

活動。參與的好處，是獲得識字能力，學習台灣的生活方式、文化及價值觀。隨

著外籍配偶參與社會活動的次數增多，使她們能更融入社區、社群，同時也與社

區中的其他外籍配偶愈加認識，建立在異鄉互相關心、支持、協助的情誼。外籍

配偶課程教師認為參與學習課程的學員大都樂於學習或樂於進行適當的社交。影

響嘉義縣外籍配偶社會參與的阻力和助力有兩個原因：一為家人的態度、一為社

區鄰里的眼光。外籍配偶的家人因為擔憂其因參與社區或社會團體而受不良影

響，且夫家多為農村或社經地位較弱者，受傳統文化思維的影響，常刻意避免外

籍配偶與外界接觸使之隔離，與公婆同住之家庭尤其明顯，遑論顧及心理與其他

需求的滿足。此外，社區居民普遍認為外籍配偶來自落後文化國家，又因語言不

通、文化差異等而以不友善的態度對待外籍配偶，外籍配偶在適應融入這個社區

或社會時，因社區居民的接受或排斥抗拒，往往使得她們愈發縮回自己的所熟悉

的舒適圈內，愈加無法融入社區、建立人際關係，讓適應、融入社會倍加困難。

綜而言之，家人和社區鄰里的態度，影響外籍配偶參與融入社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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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子女教養 

    跨國婚姻的女主角─外籍配偶，在臺灣家庭中的母職角色十分鮮明。她們被賦

以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更被期待著扮演好一位稱職的母親、媳婦及妻子。台灣

社會欠缺國際觀的心態與眼光，加上嘉義縣傳統農村文化的觀念，除了視外籍配

偶為傳宗接代者的工具外，又視其為家裡勞務工作者。面對家人態度及孩子照顧

的極大壓力，影響了外籍配偶心理與生理健康。外籍配偶認為孩子是其在台灣唯

一的依靠，對孩子抱持極大的期待。然而，在孩子的教養與學習上，因自身的子

女教養能力不足與來自外界的限制，教導孩子對她們而言有極大的困難與限制。

因此，在學習課程中，她們將子女教養視為迫切且必要的需求。 

d. 經濟考量 

    外籍配偶經濟壓力來源可分為三部分，一為台灣配偶的家庭屬於社經地位中

等或以下者，外籍配偶需要幫忙賺錢貼補家用。其次是外籍配偶想擁有經濟自主

權，得到更多的自主與自信。第三是為了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狀況。另外，外籍

配偶已生育者，希望讓孩子獲得更多的學習機會，願意工作賺取孩子的受教育經

費。總而言之，無論在母國的原生家庭或是在台灣的家庭，外籍配偶皆一直背負

著經濟負擔。 

e. 工作所需能力 

    外籍配偶所從事的工作以勞力類型居多。雖然政府對於外籍配偶的工作限制

已經放寬，探討婚姻移民與國內勞動市場的研究發現，外籍配偶參與經濟生產的

過程，扮演著經濟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所從事的工作不外乎家庭代工、裁縫、

攤販、工廠等低階勞動的生產行列，並成為中小企業雇主的「越南新娘勞工」，

降低資方的薪資支出及生產成本。由於從事低階工作，勞動條件較為惡劣，薪資

也較國人低廉，雇主為減少成本偏好雇用外籍配偶，卻促成了中高年齡者與外籍

配偶在就業市場的競爭。此外，另一個特殊情況為高學歷外籍配偶從事低薪勞動

工作。外籍配偶確實有工作需求，但是勞動市場對待她們並不友善，即使目前就

業服務法已經將工作權放寬，但仍無法源依據可以保障其工作權益，除了常受到

雇主剝削之外，工作安全也受到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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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長期居留所需 

    勇敢的外籍配偶們接受跨國婚姻，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對她們而言，取得身

分證，正意味著國家認同與接受，讓其成為共同體的一份子，享有國家權力賦予

的平等的權利與義務。「公民資格」是外籍配偶居留的首要條件，但辦理身份證

的過程繁複困難，外籍配偶家庭多屬社會經濟地位弱勢者，以其教育程度、身份

背景及能力，能夠獨力完成的家庭極為有限，此外經濟能力不佳的外籍配偶家庭，

因身份證辦理的費用難以負擔，完成的家庭實在少數，因此「仲介代辦身份證」

的風氣慢慢興起，同時也因難以負擔費用，經濟能力不佳的外籍配偶，往往延長

了取得身份證的時間。 

（2）課程教材與外籍配偶實際的需求，存在著不同程度的差異性 

研究發現，教材內涵中，生活適應占 36.4%，社會參與 33.3%，子女教養 15.1%；

外籍配偶需求部分：生活適應、社會參與及子女教養三項需求的學習動機比例相

同；教材內涵中工作所需能力與長期居留所需各 6.1%，經濟考量僅 3%；然而外籍

配偶的學習動機中，經濟考量所佔的比例為 17.9%，其次為工作所需能力 10.7%，

長期居留所需為學習動機中最後的需求因素。教材設計的需求比例與外籍配偶實

際需求有不同外，各項需求的重要程度亦有不同。 

此外，外籍配偶的需求部分與本國婦女的需求相似，但是這些相似的需求面

向，背後隱含著不同程度的需求動機。本研究的外籍配偶所期待滿足的需求：居

留、社會參與、生活適應、子女教養、經濟、工作等需求保障。社會參與方面，

外籍配偶是企求能參與融入台灣社會的需求，然而以一般婦女的需求而論，則偏

重於社會參與、自我成長的需求，顯示一般婦女及外籍配偶所追求的需求層面已

存在差異性。對於外籍配偶不同的需求，自不適宜以本國婦女的課程學習方式規

劃設計。 

5.2 建議 

    外籍配偶人數逐年攀升，已成為台灣人口成長的第五大族群，在少子化的影

響下，外籍配偶所生育的新台灣之子的比例，亦逐年升高，如何使外籍配偶的教

育素質提升？若解決相關的問題，能使其更快適應並融入台灣當地生活，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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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升其子女的教育成效。藉由外籍配偶自身已具有之優勢能力，透過外籍配偶

基本教育學習，使其得以在台灣社會展現並發揮其生命價值，為台灣培育出更優

秀的新台灣之子，並創造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台灣新文化，是當前政府與社會所

應積極努力的。研究者僅提供以下建議，希冀對外籍配偶教育有所助益： 

1. 計畫性培育外籍配偶師資 

    目前外籍配偶識字專班的師資來源多以國小老師兼任，而外籍配偶教育最佳

的師資，應為能熟諳外籍配偶文化的教育人員，才能以尊重、包容、平等之心看

待外籍配偶及其原生國家文化，使外籍配偶除培養珍視自己母國文化外，也能包

容並接受其他文化的多元文化性格。因此計畫性培育較高學歷之外籍配偶或具教

師資格及大學學歷以上民眾，擔任外籍配偶教育師資，不僅使得外籍配偶師資問

題得以解決，更可以為當地注入一股新活力，加速地區積極正向的發展，建立地

區民眾相互幫助的契機與感情，同時利於外籍配偶就近學習。 

2. 成立教材研發小組 

    目前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乃由嘉義縣鹿草鄉碧潭國小教師團

隊為主，為階段性之編輯小組。教材研發須經歷不斷的修正，應成立教材研發小

組，將之列入新移民學習中心之重點業務，邀請學有專精的優秀人員、外籍配偶

授課教師、中、小學語文教師、大學以上學歷並且學習效果優良之外籍配偶參與

教材編寫小組，教材的使用應以「學習者為中心」，重視外籍配偶的實際需求，以

現有教材為基礎，藉由實驗與修正過程，期使教材內容更為精進，更能幫助外籍

配偶提升其中文語文能力與素質，更快適應融入台灣社會生活。時代不斷改變，

唯有新教師、新觀念不斷加入，教材編輯方能因應時代所需而更有助益。 

3. 增編教師手冊、多語手冊、提升互動語言學習光碟效能 

    教師手冊為提供教師教學參考依據，應對照課本內容，配合單元的順序編寫

補充資料，以提供教師教學參考用，並為輔助教師完整教學方針。訪談過程中，

外籍配偶建議增加多語手冊，可為協助自學使用。教材編輯時，應針對文本中的

課文或語詞對照，以方便學員複習或自學之用。其次，網路資訊時代來臨，將教

材內容以多媒體方式呈現，使資訊與教材結合，能提供外籍配偶自學、複習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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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 

    教材學習課程內容豐富多元，編輯小組殫精竭慮用心製作學習互動光碟，使

用性卻不高，原因可能為外籍配偶家中多數無電腦可使用，上課又因時間受限而

未能操作練習，光碟中文發音錄音效果不佳等因素。鑒於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外

籍配偶幾乎人手一機，建議將學習互動光碟製作成為網路線上可操作使用，方便

操作且不受場地器材限制，讓光碟內容發揮更大學習效用。 

4. 鼓勵外籍配偶家人參與共學 

    冀求發揮外籍配偶教育的更大功效，除了以外籍配偶為學習主體外，同時也

應鼓勵其配偶及家庭的參與共學，藉由夫妻或家庭共學，鼓勵並協助外籍配偶進

行課外學習，提昇生活適應能力，亦可使夫家對外籍配偶參與學習的的諸多疑慮

消除，並同時提昇家庭教育功能，促進和諧關係。 

5. 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嘉義縣的外籍配偶比例數為全國排行第十一名（內政部，2013），同時設立了

新移民學習中心，編製了嘉義縣編輯出版的外籍配偶識字教材 1~3 冊及嘉義縣外

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未來更將以嶄新的教育發展理念來提升整體外籍配偶

的教育品質，嘉義縣的外籍配偶教育前景可期。外籍配偶教育教材設計所包含的

層面甚廣，本研究僅以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為探討對象，而外籍配

偶教育尚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層面，以下分項敘述： 

（1）擴大研究樣本 

    本研究在進行外籍配偶基本教育教材相關文獻探討時，發現國內對於外籍配

偶基本教育教材的研究不多，更缺乏以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為主題

之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於本教材。外籍配偶質性訪談樣本數受限於時間

及語言溝通，僅針對嘉義縣內六位外籍配偶進行訪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

一步探討本教材的設計與實施成效，擴大訪談的樣本對象，以獲致更全面性的教

材設計與需求差異，使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的研究更完備。 

（2）長期追蹤 

    外籍配偶基本學習教育的實施，教材與教學者、學習者三方面緊密相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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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嘉義縣外籍配偶需求現況探討分析時，述及嘉義縣內外

籍配偶學習需求與教學者的狀況，而國內碩博士論文針對嘉義縣內外籍配偶相關

研究亦不多，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長期追蹤探究教學者、學習者與教材三

方面配合之相關問題，以發展成效更佳的外籍配偶教育模式，使嘉義縣外籍配偶

基本教育教材發揮最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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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資料編碼說明表 

主標題 編碼 

長期居留所需 RR 

經濟考量 EN 

工作所需能力 WR 

社會參與 DSP 

子女教養 PD 

生活適應 AN 

 

1. 長期居留所需：意指其在臺灣國籍的存有、可以長久居住之權利等。 

2. 經濟考量：主要在於擁有經濟能力、可以自由使用金錢的權利等。 

3. 工作所需能力：能夠進入勞動市場就業、擁有就業機會、勞動條件之保障等。 

4. 社會參與：包括參與社區社團、政治生活、擁有人際關係、社會支持網絡、並

享有宗教或文化認同等。 

5. 子女教養：凡指外籍配偶在子女養育、撫養、教育方面的協助及社會資源 。 

6. 生活適應：指涉適應臺灣生活之語言文化、身心、飲食健康知能與服務，及生

活上實用技能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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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授課教師訪談大綱 

    您好！我是服務於梅山鄉梅圳國小的洪文玲，目前就讀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

事業管理研究所，研究嘉義縣外配偶學習教材的設計與應用。因您為「嘉義縣外

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教材的授課者，相信經由您

的分享能提供研究寶貴的資源，將您的建議、需求與經驗放進我的研究中，期望

能為今後編輯的外籍配偶學習教材能更契合外籍配偶教師與學員的需求。 

    為保護您的隱私權，所以您的基本資料將以代號呈現。訪談中為避免內容失

真，因此會進行錄音；訪談過程中，如您有疑問可隨時提出，也可停止訪談；訪

談結束後將把訪談內容繕打成為逐字稿，請您檢視確認無誤後引用於研究中；研

究完成後，會在第三公正人見證下將訪談錄音予以銷毀。待會我們以輕鬆聊天的

方式聊聊天。請問您是否有不了解的地方？您同意接受訪談嗎？ 

訪談問題： 

1. 請您簡單的介紹自己。請問您擔任外籍配偶課程教師有多久的時間？您授課的

學校（或地區）有幾處？請您談談為何擔任該課程的教師？ 

2. 您覺得外籍配偶們來台後，其普遍的需求或困境為何呢？就您的經驗中，外籍

配偶為何來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呢？是否有課程上無法提供其解決

方法的需求呢？對於生活上是否有幫助呢？請您分享。 

3. 您或其他教師如何選擇上課教材內容？您覺得目前的課文編排會不會太難或

太簡單？ 

4. 學生曾經反應過課文太難或太簡單嗎？她們怎麼說？ 

5. 您覺得學生在課文內容方面，遇到什麼困難？她們有和您反應過嗎？說了些什

麼？您有試著和學生或其他教師溝通過嗎？您如何解決？她們的回應又是如

何？實際上有改變嗎？ 

6. 您覺得在課文教學上，有沒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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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覺得學生在學習課文時，能在課堂中及時的反應自己的問題嗎？為什麼？您

覺得您或其他教師能給予學生滿意的回答嗎？ 

8. 您覺得教材對學生認識中文及生活上有幫助嗎？有哪些幫助？ 

9. 您覺得課程設計中的哪個部份最適合學生？哪個部份最需要改進？為什麼？ 

10. 您認為目前課程內容與安排上，哪些是可以再加強的？為什麼？ 

11. 在課程內容與安排上，您覺得學生還需要學些什麼？為什麼？學生曾和老師反

應過嗎？她們說了什麼？實際上有調整內容或課程編排嗎？為什麼？ 

12. 您覺得目前為止，您在教學上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如果有，是什麼？和其

他教師或學生溝通過嗎？他們的回應是？您如何解決？ 

13. 新舊學員一起上課，這樣的上課模式，您有什麼看法？曾經有學生和你反應過

什麼嗎？她們說了什麼？您的回應是？ 

14. 以目前上課狀況來看，您覺得能兼顧所有程度或國籍各異的學生嗎？為什麼？

如果不行，您會怎麼做？實際上的成效如何？ 

15. 您覺得外籍配偶參與基本學習課程後，有什麼改變（不論是生活或是想法上）？

您覺得對她們幫助最大的有哪些？ 

16. 您加入外籍配偶師資後，你有什麼改變（不論是生活或是想法上）？對您的生

活有什麼樣的影響？您覺得對您自己而言，收穫最多的是什麼？ 

17. 您想繼續擔任外籍配偶學習課程的教師嗎？原因為何？ 

18. 除了前面討論過的部分，您是否有其他要補充或分享的想法、建議？ 

 

 

謝謝您接受我的訪談，往後如有內容不清楚或不甚了解的部分是否能再向您請教

呢？您方便的方式是打電話或再次拜訪您呢？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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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設計者訪談大綱 

    您好！我是服務於梅山鄉梅圳國小的洪文玲，目前就讀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

事業管理研究所，研究嘉義縣外配偶學習教材的設計與應用。因您為「嘉義縣外

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教材的編輯者，相信經由您

的分享能提供研究寶貴的資源，將您的建議、需求與經驗放進我的研究中，期望

能為今後編輯的外籍配偶學習教材能更契合外籍配偶教師與學員的需求。 

    為保護您的隱私權，所以您的基本資料將以代號呈現。訪談中為避免內容失

真，因此會進行錄音；訪談過程中，如您有疑問可隨時提出，也可停止訪談；訪

談結束後將把訪談內容繕打成為逐字稿，請您檢視確認無誤後引用於研究中；研

究完成後，會在第三公正人見證下將訪談錄音予以銷毀。待會我們以輕鬆聊天的

方式聊聊天。請問您是否有不了解的地方？您同意接受訪談嗎？ 

訪談問題： 

1. 請您簡單的介紹自己。請問您擔任外籍配偶課程教材設計者有多久的時間？您

曾經設計過的課程教材有哪些？請您談談為何擔任該教材的設計者？ 

2. 您或其他設計者如何選擇教材設計的內容？是否有依循的規準或目標？ 

3. 嘉義縣外籍配偶教材編輯設計團隊的教材編輯設計理念為何？ 

4. 您覺得設計外籍配偶學習基本課程教材時遇到最大的問題為何？為什麼？教

材的編輯如何進行？是否邀請外籍配偶參與提供意見？或僅參考先前編輯的

教材的學員意見來做這一冊的編輯？是否在課程教材設計中我們未必了解新

住民的需求？ 

5. 您覺得外籍配偶們來台後，其普遍的需求或困境為何呢？ 

6. 教材編輯者是否曾對教材的使用現況進行了解與修正？ 

7. 在教材設計中，對於外籍配偶的需求，課程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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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覺得教材內容對外籍配偶學員的生活上的需求是否有所助益呢？請您分享

看法。 

9. 您覺得教材設計中的哪個部份最適合學員？哪個部份最需要改進？為什麼？ 

10. 對於教材設計，您覺得學員還需要學些什麼？為什麼？  

11. 您想繼續擔任外籍配偶學習課程教材的設計者嗎？原因為何？ 

12. 您是否有其他要補充或分享的想法、建議？ 

 

＊ 謝謝您接受我的訪談，往後如有內容不清楚或不甚了解的部分是否能再向您請   

教呢？您方便的方式是打電話或再次拜訪您呢？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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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學員訪談大綱 

 

    您好！我是服務於梅山鄉梅圳國小的洪文玲，目前就讀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

事業管理研究所，研究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教材的設計與應用。因

您為「嘉義縣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教材~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教材的參與

學員，相信經由您的分享能提供研究寶貴的資源。將您的建議、需求與經驗放進

我的研究中，期望能為今後編輯的外籍配偶學習教材能更契合外籍配偶教師與學

員的需求。 

    為保護您的隱私權，所以您的基本資料將以代號呈現。訪談中為避免內容失

真，因此會進行錄音；訪談過程中，如您有疑問可隨時提出，也可停止訪談；訪

談結束後會將訪談內容繕打成為逐字稿，請您檢視確認無誤後引用於研究中；研

究完成後，會在第三公正人見證下將訪談錄音予以銷毀。待會我們以輕鬆聊天的

方式聊聊天。請問您是否有不了解的地方？您同意接受訪談嗎？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從哪個國家到台灣？來幾年了？為何來台灣？您在台灣的生活適應

嗎？ 

2. 您初到台灣時，生活是否有困難呢？若有，困難為何？您希望能提供給您什麼

幫助呢？ 

3. 您如何得知新移民的學習課程？這是您第幾次來參與相關的學習課程？您參

與的原因為何？ 

4. 外籍配偶的學習課程中，哪一部份的內容您最有興趣呢？why？ 

5. 外籍配偶的學習課程中，您覺得還需要哪一部份的內容呢？why? 

6. 參與相關的學習課程,您覺得對於生活上是否有幫助呢？若有，請您分享。（若

無，為什麼呢？） 

7. 當自己有了小孩後，您覺得教養小孩需要什麼能力？或遇到哪些困難呢？上外

籍配偶學習課程能幫助你教養子女嗎？ 

8. 您想繼續這樣的學習課程嗎？家人同意您的學習嗎（支持否）？ 

9. 您是否有其他要補充或分享的想法、建議？ 

謝謝您接受我的訪談，往後如有內容不清楚或不甚了解的部分是否能再向您

請教呢？您方便的方式是打電話或再次拜訪您呢？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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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外籍配偶、授課教師、教材設計者訪談逐字稿彙整 

1.請問您為何來台灣？ 

 

C01： 

因為要賺錢呀！以前爸爸媽媽都很辛苦養我們，然後給我讀到高中，但高中畢業

還是在家。在印尼有工作過，差不多一年，我 21 歲去工作。那邊之前是還很好，

後來變成要高中學歷（來臺灣），不像現在都很….因為以前是剛剛開始的吧？ 

C01-EN 

大部分是這樣，可是也有的不會(有的當老師也會來這邊)。因為比如那邊薪水比較

少，希望來這邊能賺多一點。對啊！因為我有的朋友就是這樣呀。有的大學生都

有呀！ C01-EN-1 

C02： 

最後我是說一段時間就說我考慮了，不然我們辛苦一點，嫁來台灣可能比較好，

然後去到胡志明。去那個後差不多一個月，就遇到我先生。本來我們就是也沒有

想說結婚，我們就說有結婚沒結婚都好。後來見到，然後仲介(先生的朋友)一直講

"你要娶一個老婆，以後你爸爸媽媽年紀大，小孩也大，你就可以有你老婆在你旁

邊照顧你，比較好。"後來他們考慮好幾天，我也是考慮好幾天看到底怎樣，然後

我考慮之後接就接了，反正就是我們離開遠一點，沒看到男朋友就很容易忘記，

就沒有那麼…，可是有時候還是家裡有什麼煩惱、什麼事情，還是會想到。 

C02-DSP-1 

那還沒來台灣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台灣是怎樣，只有聽說我表姐有嫁來台灣(住

台北那邊)，然後表姐是說"她的孩子不錯呀！她是說去上班，小孩子生下來婆婆

帶，不用煮飯，也不用幹嘛。"我想這樣感覺很好啊！結果不是這樣的。 C02-DSP-1 

C03： 

因為要錢。以前在我們那邊是聽說來台灣生活會變好，而我想說在菲律賓生活比

較困苦，來台灣看會不會比較好點這樣。剛好有人介紹跟台灣人結婚，也說台灣

人不錯、錢也有，叫我去試看看，不然住菲律賓，一個月只有二、三千元的錢，

若來台灣，會有幾萬元耶！後來我想了想後就答應了。C03-EN-1；C03-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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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跟先生在泰國認識一年多在泰國結婚，懷孕後才到台灣。 C04-DSP-1 

C06： 

我那個時候在那個公司上班。因為在那邊的賺錢比較少，來這邊賺錢這樣。 

C06-EN-1 

之前沒有想到什麼台灣，沒有想到什麼。我在印尼那邊有遇到不開心的事啊！我

才來台灣這樣啊！沒有想到台灣是怎樣。因為很多朋友是….來我們去香港啊，去

哪裡這樣啊。不用啊！年紀已經十八歲我們那邊已經年紀大了，沒有結婚不行了。

啊我說好，來台灣看看這樣啊！C06-DSP-1 

 

3. 初到台灣時，生活是否有困難呢？若有，困難為何？您希望能提供給您什麼幫

助呢？ 

 

C01： 

我是來這邊，還是國語不太會講，比如說「問妳聽得懂嗎？」有時候講很多很多，

後面講一講我就懂，可是他們還是說聽不懂。C01-AN-2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這樣講嗎？怕被笑，還是老闆不喜歡…。有時候不同的國家

（不是印尼人），比如說我先生他有什麼煩惱，我跟他說：「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我

講。」他說跟我講也不懂，我說：「不懂，你可以慢慢講，跟我解釋啊！」C01-AN-2 

C02： 

我覺得是婆婆對我不好，小姑、小叔也對我不好，原因是說我婆婆什麼事情都太

厲害。小叔沒結婚，小姑有嫁出去，可是小叔比較會聽婆婆的話。婆婆好像不知

道是跟我"不合"還是怎樣，就是我嫁來差不多 20 幾天就開始發現說不高興就是吵

鬧罵。可是那時候我感覺我不太會講話，也不太懂她講什麼，就是這樣。C02-AN-2 

有時候我婆婆罵我之類的我都聽不懂，可是我先生會為了我她跟婆婆講說"不要這

樣，因為她剛剛來什麼都不知道，也聽不懂也不會講，所以你要跟她講什麼你就

慢慢講，不然你跟我說我再跟她說。" C02-AN-2 

後來半年後我出來上班賺錢，婆婆就說"賺錢都拿回去越南，菜都買得不營養"。

C02-EN-2 

沒有，是種田的。在田裡面種花。然後做一年半後懷孕，生完小孩就帶小孩(婆婆

不幫我帶)，在家裡差不多兩年帶小孩。兩年後小孩上幼稚園我才又開始會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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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EN-2；C02-PD-2；C02-WR-2 

台灣的風俗(拜拜、禁忌)，有啊！比如：不能在小孩面前講"你很乖"，有時候就會…。 

C02-AN-2 

我也很少講故事，就是跟他玩、餵他喝奶，可是我那時候完全還不懂台灣話，婆

婆有說不可以教小孩講越南話，所以也沒講越南故事給小孩子聽。C02-PD-2 

C03： 

不習慣。語言和食物大不同很無法適應，話都不會講，也聽不懂，吃飯吃得很想

吐。C03-AN-2 

沒有。因為我那邊的人都很好，知道我是外國人，生活文化有所不同，所以如果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都會跟我說。會啊！我一個人不出門，一定要有我先生或

媽媽跟我一同出去才敢。C03-DSP-2 

C04： 

不習慣。在家裡就是看電視沒去哪。溝通我都不會。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話，只

能用比的。而我先生帶我來台灣後差不多一星期又去泰國了。C04-AN-2 不會，她

們對我很好，我聽不懂他們就自己去做。C04-AN-2 

很少，幾乎沒有，是後來小孩比較大之後才出去賣東西。C04-EN-2 

因為這樣不想去的也有，也有因為生活的問題要去賺錢，那上課都是在晚上，有

的要照顧小孩。我是因為公婆有幫我帶小朋友，才有辦法來。C04-EN-2；C04-WR-2 

也是一樣捲舌發音沒辦法適應，因為在原生地的說話習慣來到台灣接受新的口

音，很難轉換。C04-AN-2 

C05： 

不習慣，台灣的文化和習俗，與柬埔寨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點不習慣。比如

家裡有婆婆的話，是更難相處，蠻難接受習俗不同的。C05-AN-2 

聽不懂的很多，那時大都是比手畫腳和拿東西來表示這樣。語言不通跟看不懂字。

C05-AN-2 

因太習慣之前在自己國家的發音，導致在學國語注音或音標、捲舌發音的時候沒

辦法轉換。C05-AN-2 

C06： 

就工廠的阿伯教我說「嘿咻！只要有人叫你，你就回答嘿咻。」我不懂，就照他

說的做。阿姨就告訴我不可以這樣說話。C06-AN-2 

對對對！我剛開始都很生氣啊，可是生氣的時候，就那個阿姨「他們從印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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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們的文化，不知道我們的語言。要教的話，要教他好的，不要教他這樣

講話。」那位阿姨這樣講。C06-AN-2 

嗯！很多文化什麼，我們都不懂，那不懂要怎麼……我都會問這個叫什麼東西啊？

我就是要買那個多少錢？要是這樣，我都問他們，買東西有困難。C06-AN-2 

我那時候因為我聽不太懂，他們說得比較快，如果比較困難，比如說：我不會講

那些話，我都會很不好過，比如說：他們說我很"厚話"這樣，我都會問他們那是什

麼？那是什麼？對。很多人來這邊三年都還不會講話，我是一直問，一直問這樣

啊！ C06-AN-2 

對，認識字。有，老師那時候拿課本給我們讓我們說話比較標準一點。因為我們

說話時很多人聽不懂。 

對，不一樣。比如說從煮飯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比如說我們煮的比較偏東南亞料

理，那時候剛開始我婆婆都會教我怎樣煮。不會，因為我會主動問我婆婆。比如

說煮飯時都會聊天。 

 

3.您覺得外籍配偶們來台後，其普遍的需求或困境為何呢？ 

 

B01： 

剛開始連聽都聽不太懂，文字更是看不懂，語言表達是吃力的。B01-AN-2 

她們希望早一點拿到身分證，能早點出去工作賺錢，但身分證不容易拿到，所以

她們工作的機會不多。B01-RR-2 

我們上課時間是安排在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六點半的時間可能是她們在煮飯或

照顧小孩的時間，所以最大的問題是：她們為了照顧家庭，會比較沒有時間能夠

前來上課。B01-DSP-2 

對啊！可能是礙於語言或不好意思把家事講出來，所以還是會有她不想講的東

西。那因為她們不想講，所以我們也無從知道。 

B02： 

可能有：生活適應、文字認識和人際，有時候帶一些手工藝，如果她們手工藝好

好做，或許她們最後也可以以此營生。B02-AN-2；B02-DSP-2；B02-WR-2 

我覺得好像有些是家庭帶來的。譬如說有時候她們到學校來上課，起初願意來，

可到最後有些學員會突然消失，有時跟他們言談了解中，有時是家人會比較希望

她們出外賺錢，不會很鼓勵他們額外花時間來學習。她們會 72 小時上完，然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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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拿到後，可能家庭的支持度就變成她們是否繼續學下去的一個大因素。

B02-AN-2；B02-EN-2；B02-RR-2 

如果她不是很有興趣的人，她就是會為了這動機來上。其實會上到第二期，以後

還繼續出現的人，她真的就是樂於學習，或者是樂於進行適當的社交。B02-DSP-2；

B02-RR-2 

B03： 

她們剛來，話聽不太懂，不太會說，字看不懂，用比手畫腳或畫圖。B03-AN-2 

有問題的是：如果她的結婚對象或家庭是比較弱勢的，是花一筆錢把她娶回來的，

在家庭上可能會比較不易相處。B03-AN-2 

弱勢的家庭她們來就一定要生小孩，她們管小孩的時候可能奶奶會干涉，她們講

話沒有用，我覺得這個是她們的難處。還有一個問題是可能配偶的年紀比自己的

父母還要年長(現在有國際規定，不可迎娶比自己年紀差太多的對象。)，因此於觀

念上或許她們年輕，心性還不定，相處起來問題比較多。B03-PD-2；B03-DSP-2 

之前上課的時候，我常常看到有些家長還跑來罵我們，他說"你要把我買回來的媳

婦教壞了"，盧主任還請警察把那家長勸走；還有老婆偷偷來這邊上課，不知情的

老公來這邊把老婆帶回去的。B03-DSP-1 

她們剛開始聽不懂也看不懂，家裡的人也不一定都會幫助他們，家裡不讓他們到

外面，怕被教壞或被騙走，沒有朋友。有的老公年紀又比她們大很多，身體不好，

賺的錢不多。有的是家人對她不好，總覺得他們就是來生小孩、做家事的。她們

如果去賺錢，都寄回自己的國家，所以更不肯讓她出去工作賺錢。她們需要懂語

言、看文字、做家事、養小孩、教小孩，有的還得賺錢養老公和小孩。很多人都

是利用上課來交朋友，聊心事的。來上課她們很高興，當然還是有我們幫不上忙

的部分。B03-AN-2；B03-DSP-2：B03-WR-2 

我覺得越南的會比較多。來上我們外籍配偶班的大陸新娘都是…比如我們經商的

年輕小夥子去那邊看到漂亮的女生，把她娶回來，她們的家庭發展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她們的媽媽會願意來讀書，都是因為她們簡體字不喜歡，要學繁體字才會來，

是有求上進心的；其他會來上課，大部分都是嫁台灣芋仔，其實她們不需要，因

為只是來賺錢而已。那會來讀書，大都是越南，柬埔寨因為會來的人少，還有一

些是印尼的，她們大部分都是華僑，會來讀書的，其實都很好，台語講得很棒，

像我說的家庭問題的，印尼的人大部分很少，我們台灣不會用錢去買印尼的人，

會去買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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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和他就像朋友一樣(到現在還是一樣)，生活上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比如

說她們會跟我訴苦，像有一個學員是老公生病很嚴重，必須一直照顧他或送他到

療養院；我們也有一個學員，她的老公也因年紀大，中風住在療養院，那老婆也

算有點年紀，那一次也會推她老公來我這邊問說可以做些什麼幫助或救濟，我告

訴她救濟的這個管道可以找村長、基金會，所以我覺得算不錯。不然就是來跟我

訴苦說她老公今天又打她或怎樣，就像朋友一樣聊這些。B03-WR-2 

 

4.就您的經驗中，外籍配偶為何來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呢？ 

 

B01： 

她們來的目的有的是為了 72 小時，另一很大目的是為了跟其他人認識互動。

B01-RR-2；B01-DSP-2 

我也看到和聽到，很多外配一拿到身分證之後就拋夫棄子而去，也有看到把她們

封閉在家裡面，不讓她們出來的，連到學校，讓她們學習的地方都不要的；也有

很幸運的是夫家很疼她。B01-RR-2 

這方面真的很無奈，因為她們階段性的目的就是居留證~身分證，拿到後其實就不

來的人很多，那些人反而是更需要被教育。B01-RR-2 

B02： 

其實算是蠻開放性可以談，那她們也很喜歡談她們自己的部分，也不知道這算不

算是一種壓力的抒發，有時候遇到那種家庭上的小困難，如果上課有上到類似點

的時候，其實她們會願意分享，那很大的幫助是：她們比較了解之間的（生活跟

學習）困難。所以他們有的還會給她正向的鼓勵。B02-DSP-2 

我覺得會是。因為她可能在家庭裡無法抒發她心情上的壓力。B02-DSP-2 

我覺得好像有些是家庭帶來的。譬如說有時候她們到學校來上課，起初願意來，

可到最後有些學員會突然消失，有時跟他們言談了解中，有時是家人會比較希望

她們出外賺錢，不會很鼓勵他們額外花時間來學習。她們會 72 小時上完，然後身

分證拿到後，可能家庭的支持度就變成她們是否繼續學下去的一個大因素。

B02-EN-2；B02-RR-2 

B03： 

她們剛來上課的時候，只是因為她們想要時數，取得身分證，和她們喜歡想趕快

看得懂孩子的聯絡簿，跟小孩可以溝通這樣，所以她們才有動力來。B03-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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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PD-2 

是有人跟我說有，那也只有她們會在聯絡簿上寫字，有的連簽都不會簽。我發現

有經過授課的外籍配偶，她們比較了解小孩在學校的狀況，互動也比較良好。 

 

5.您（外籍配偶）為何來上外籍配偶基本教育學習課程呢？ 

 

C01： 

因為看得懂字對我們來講比較好呀！來學習都很好啊！ C01-AN-2 

身分證申請就是你要在台灣結婚滿三年，然後上七十二小時這樣的課程才可以，

一定要上這七十二小時，才可以申請身分證。C01-RR-2 

C02： 

我是很喜歡上課的，因為小時候在越南也是蠻喜歡上課的，所以我來這裡。我感

覺出來上課也是學到很多東西，然後頭腦也比較好，出來也可以多交點朋友這樣，

所以就覺得比較好。C02-AN-2；C02-DSP-2 

我先生他說出來學好啊，可以懂台灣的字，如果以後他年紀大了，我就可以教小

孩這樣。C02-PD-3 

就是我慢慢跟他講，一開始他不想寫字，我說妳不寫字以後妳什麼都不懂都不會，

就像媽媽雖然在越南什麼都會，來台灣什麼都不會，只能去田裡工作，很熱！很

累！如果妳以後像媽媽一樣的話，就是吃苦，所以妳不可以這樣，你要有能力工

作，以後賺大錢可以養媽媽。就是慢慢跟他講這樣。C02-PD-2 

台灣文化一開始來我完全都不會，後來有聽人說在朴子國小有人在教外籍新娘，

我就跟朋友一起去。在那時我注音符號都不懂，書本給我我都不懂，好像一個黑

單子一樣。後來老師慢慢教我們ㄅㄆㄇㄈ，慢慢學，到現在我拼音還 ok。後來有

教一些國字，我看懂簡單的會寫，但有些太複雜就不會寫。C02-DSP-2；C02-AN-2 

C03： 

因為要辦身分證啊!我要辦身分證，去上課才能辦。C03-RR-2 

因為看字我都不懂，去上課的話就可以看得懂，不然我都不知道。像ㄅㄆㄇㄈ我

都不會念，也不知道什麼意思，那我如果去讀書，慢慢學就會了。C03-AN-2 

我都知道啊，因為我住台灣，每天都跟人在一起，我也知道那什麼意思啊。所以

沒相片，他跟我說，我也知道。困難的地方就是在寫字不會寫，但我會聽和說，

意思我也知道。C03-D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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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對啊！為了跟小孩、長輩溝通。課程裡也有教人做手工藝、烹飪的內容。C04-PD-2；

C04-AN-2 

會呀！因為大家都是外籍配偶，分享時不會一直去糾正妳發音；如果是跟台灣人

講話，他可能就會一直在糾正妳發音。C04-AN-2 

C05： 

是因為婆婆跟之前的村長很熟，婆婆跟村長提起我不懂國語，看有沒有課程可提

供給我去上。所以在這機緣下我就來到學校來上這課。C05-AN-2 

我上課那時是還沒生小朋友，不知道有這部分，等到生小朋友才知道這部分。我

有朋友是在教會裡教導小朋友主日學的部分，他有拿一捲唐詩 CD 給我，讓我在家

中可以聽，小朋友問我也可以回答。C05-PD-2 

C06： 

就是為了教小朋友的部分。C06-PD-2 

比如說去銀行要寫字，那時候都不知道要怎樣寫，每次都一定叫人家幫我寫。後

來來這邊就跟老師講一下"老師：比如說我要去銀行寫那個壹貳参的國字怎麼寫"，

老師都跟我們講要怎樣寫。C06-AN-2 

沒辦法，因為小朋友都"媽媽，我功課還沒有寫完，媽媽妳幫我一下。"這樣，我都

有一點困難。想要幫助小孩子學習，所以覺得來學習是很重要的。C06-PD-3 

不一樣。我們那時候薪水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元吧(那時候是這樣的薪水)，而且星期

六還是一樣，天天上班。C06-WR-2 

剛開始我不曉得有這課，是婆婆幫我報的名。因為她說她自己不認識字，又說不

認識字很可憐，比如說要去醫院或別的地方，妳看不懂不會寫真的不方便。她說：

因為我不會寫，有的話就來上課。C06-AN-2 

小的時候在相處上真的很好，可是我那時候就是晚上要睡覺時，我沒辦法講故事

（唱歌）給他聽，那他就開始哭，我在旁邊也哭。後來我們就去借書，我先生用

國語念，我用印尼話拼音寫下來，晚上念給他聽這樣。C06-PD-2 

有。因為現在小朋友三年級了"媽媽，妳講故事給我聽"，我就故事書拿來念給他聽，

"媽媽晚安我要睡覺了"C06-PD-2 

 

6.當時教材的編輯如何進行？是否邀請外籍配偶參與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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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參考教育部編的「外籍配偶成人教育基本教材」和嘉義縣編輯出版的外籍配偶識

字教材（1~3 冊），以嘉義縣校園文化核心價值的理念與架構為軸，邀請學者專家

研討編輯而成。A02-AN-4 

教材的編輯因地制宜，內容以符合嘉義在地文化、特色、風土民情、地理環境等，

但因上課時數為 72 小時，教材受限（較淺）。A02-AN-2 

其實是朝實用性的，比如說健康"家長要如何購買蔬菜水果、如何保健"；關懷主題

的東西也一樣可能牽扯到婆家的媽媽或對家人的關懷，是希望能夠提供實用性的

東西給她們，但內容就是每一課的編者自己去發揮的。A02-AN-4；A02-DSP-4；

A02-RR-4 

這可能我們在編教材時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但發現其實我們的學員本身會在這國

字或注音符號會使用它們學過的羅馬拼音去標示。所以其實在每一課的課文或生

字的上面事實上就是她們的拼音，所以我們學員本身就有自發性的這種能力可以

在回家後自行反覆的練習。 

參考過去編輯的三冊教材和教育部版本，未邀請外籍配偶加入。A02-AN-7 

A01： 

有些老師是有上過課的，所以對外籍配偶的需求有認識跟了解，所以在編輯的時

候並沒有事先參考她們的意見，只是平常上課有這樣的認知。A01-AN-7 沒有，這

東西我們沒去問過她們（外籍配偶）的意見，但是針對我們認為在生活當中，她

們可能會碰到的東西(比如：孩子生病，怎麼帶孩子去醫院看病？)，所以我們是就

我們授課老師認為在台灣生活，可能會有哪些需求，然後提供給她們這樣。

A01-AN-7 

 

7.外籍配偶教材的設計，有哪些考量？ 

 

A01： 

我們設計教材時會考慮她們要在 72 小時內能上完,還要能幫助她們融入社會，課程

是能幫助她們的。因為她們要溝通、生活、學習和工作，未來要教養子女，而且

必須上過 72 小時的課程才能申請身分證。A01-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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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課程編輯當中是否了解新住民的需求？ 

 

A01： 

其實在編輯的時候就是依我們自己所想的去編，那是不是真的是她想要的就不太

了解，但畢竟主要是提升她們的識字能力而已。A01-AN-7 

因為除了我本來就有編輯過第一、二、三冊外，其他是就近找老師一起加入來編

輯。因為其他夥伴也沒有編過，所以也覺得校長建議也不錯，至少知道有一個走

的方向，又跳脫以往，是個新方向，所以也都覺得不錯，可以參考看看。A01-AN-7 

或許，畢竟我們還是認為我們是主流的人，然後我們提供給她們這一些主流的價

值。A01-AN-7 

 

9.外籍配偶的學習課程中，哪一部份的內容您最有興趣呢？why? 

 

C01： 

還有過年的時候台灣的一些過年習俗，穿新衣戴新帽和說好話。對啊！還有什麼

年菜之類的。C01-DSP-4 

C03： 

最愛的是拼音課程，教導注音符號的說法和發音。如果我發音正確會很開心。

C03-AN-4 

C04： 

都是蠻喜歡的，老師都會教很多，有時就不是很認真的學習會當去聊天這樣。C04-4 

C06： 

之前我覺得認字是比較快，可是我現在是覺得從注音符號和部首比較快，我現在

是覺得這樣比較好。因為那時候我是覺得…，現在看書，比如這個「山」跟那個

「借」嘛！現在我就這樣看就知道是山是借，可是之前都沒有講到這個部分。因

為那時候小朋友…因為現在小朋友，比如我這樣看字不會，因為我沒有看注音，

我覺得之前沒有這樣看，這樣比較快啦！可是現在我有的可以有的比較會念…。

C06-AN-4；C06-PD-4 

恩，有注音有國字。我的意思是現在要認識字，兩個都要認識啦！C06-AN-4；

C06-PD-4 

那時候差不多有學這一種東西(寫字)啊！我們都要求老師寫字比較多，因為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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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字。我們就要求老師國語部分多一點，那時候老師也教我們唱歌，從唱歌學

國字，那個更快。那時候老師也做很多，丟東西給我們。C06-AN-4 

傳統市場，溝通比較多，比較好。比如說買一些東西，我們大家會在聊天大概十

幾分鐘，說一些有的沒有的這樣。C06-DSP-4 

 

10.外籍配偶的學習課程中，您覺得還需要哪一部份的內容呢？ 

 

B01： 

其實她們一直要求的不是在文字上，她們希望學習的是考駕照，但考駕照這部分

也不是我們能提供解決的。以我們自己本身的學員來講，她們希望學習駕照部分，

不是這種文字，而是比較屬於技能的部分。B01-AN-11 

B02： 

想我們學員就有多次提到她們想要學電腦，那我們學習電腦的場域對我們來講就

是使用上會比較複雜，比如場地借用、鑰匙管控是可克服，但沒辦法說隨時我們

課程所需，馬上就讓每個人可操作。就硬體設備來說，是稍微有點小困難。其他

不是屬於硬體的部分，而是軟體部份，我們都會想辦法把它取得練習。B02-AN-11 

應該是說體驗的部分如果再更多…，像上次我們有課程老師帶書法，這部分她們

在平時課程以外沒辦法學到，她們會很高興的去知道怎麼有這樣的一個體驗。我

覺得體驗的部分對她們可能會更深刻。那文字真的是要慢慢來，生活經驗的部分，

她們又從她們的生活經驗中又都會有，所以好像還好，我覺得主要還是說怎麼樣

讓她們會希望保持學習的態度。B02-AN-11 

C01： 

可以變成像小朋友看的漫畫書這樣。也不是漫畫書，就是比較有趣的。對呀！我

就很喜歡故事書的方式。有圖有字，就像白雪公主故事書，可以看圖和看字。也

有圖也有….就是：這是講什麼的。現在這課本字太多。C01-AN-5 

去 youtube 去點一些歌來聽，唱歌比較快，會認識比較多的國字，對啊！就它唱什

麼學什麼。對呀！就像看電視沒注音一樣，但還是看得懂阿！ C01-AN-5 

C02： 

我是很想學，看到煮不同的東西…。我希望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來學習。 C02-AN-5 

C04： 

在家"的部分有點難。字太多會不想看，太難的筆畫或比較艱深的意思也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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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就不想讀。C04-AN-5 

國小教材是比較簡單，這一本雖然也看得懂，但比較難，且寫的部分比較少。

C04-AN-5 

可以教我們煮東西，多一點拜拜的習俗課文內容，對我生活比較有幫助。

C04-AN-5；C04-DSP-5 

C05：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學校會教一些唐詩詩詞這類的文章，可是我們的課程裡沒有

放，導致小朋友回家念唐詩遇到不懂地方時我沒辦法教他。C05-PD-5 

唐詩跟台灣歷史，因為在教導小朋友功課時會有需要。C05-PD-5 

不會覺得不滿意。 

C06： 

應該沒有。比如說之前我們都要求台南的名產或哪邊的名產，老師都有介紹給我

們，我們要求什麼…比如現在跟老師說我很想認識什麼，下個禮拜老師馬上都教。

C06-DSP-5 

不一定，有時候老師因為有自己的課程要教我們，所以他們用他的一個小時；我

們要求的一個小時這樣。嗯，因為老師會不曉得我們需要是什麼，我這這邊和他

們不一樣，他不曉得我們要什麼東西就說"像妳要什麼跟我們講，我們盡量配合。"

老師都這樣講。C06-5 

 

11.參與相關的學習課程，您覺得對於生活上是否有幫助呢？ 

 

C01： 

之前剛來我們不認識字，當然就教我們注音ㄅㄆㄇㄈ都很有幫助。 C01-AN-6 

因為看得懂字對我們來講比較好呀！來學習都很好啊！ C01-AN-6 

對啊。不然如果我們到哪裡不知道路，迷路怎麼辦？也是要教孩子寫功課跟孩子

一起讀書啊！C01-AN-6；C01-PD-6 

有啊，到診所。都自己去啊。第一次要填，之後就不用了。我之前都不知道啊，

健保卡給他就好了，那第一次去也不會寫。因為上這課後比較了解，會打電話預

約掛號。C01-AN-6 

C02： 

健康飲食這邊，對身體好我們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苦瓜、花椰菜…)。有，就是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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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買水果放家中，吃飽飯就可以吃水果。我是對小朋友說妳們喜歡吃什麼水果，

自己拿去吃。C02-AN-6 

比如去存錢的時候，我掛號好了小姐幫我存錢，密碼我知道就按一按就好了；寫

的部分就是以前在學校有教過，然後我看得懂但不會寫，然後我就拜託小姐幫我

寫我要存的數目這樣。C02-AN-6 

就是有的數學，我們在越南學的跟台灣不一樣，減法就跟台灣不一樣，就是還有

三分之一，越南是念成一分之三(由上往下念)；減法的話，算法台灣跟越南不一樣，

可是結果一樣，我覺得數學好美！來台灣學數學蠻不錯的，我很開心。我來安東

國小學今年是第三年。C02-AN-6 

我感覺是十分。因為我從來不知道國字，很感恩老師教我會看國字和拼音這樣 。

我會看國字對我真的幫助很大，因為比如我坐公車到哪裡，我會看字就知道我在

哪裡。C02-AN-6 

C03： 

變聰明，在外面看到有注音的國字都可以看的懂和知道它的意思。以前我都不知

道。有啊，老師教導我們，有時同學也會跟我說我不懂的地方。C03-AN-6 有啊！

我女兒和兒子都會說媽媽變聰明了，會這些東西。她稱讚我之後我會很開心，讓

我更想學習;朋友也覺得我變得比較知道了，不會讓人騙走。而且他們也因為我這

樣的改變，讓他們想來上這樣的課程。C03-DSP-6 

有啊。他們（孩子）會覺得我會了，所以就不可以亂唬弄我了，反而她們還會稱

讚我。 C03-DSP-6 

C04： 

不會。有一次梅山國小老師有教一次如何去郵局存錢領錢，她教一次就有拿提(存)

款條來給我們寫數字(大寫)，那很難寫，老師也說不會沒關係，裡面有人可以幫忙

寫。C04-EN-6 

有。因為來台灣也沒有什麼親戚，假如有人對妳不好，才知道要怎麼保護自己。

C04-DSP-6 

自己的想法有點改變(例如注意生活、說話的態度)。比較知道台灣的話意，就不會

講錯話，讓人誤會。跟小孩講話是還好，沒這顧慮，但大人就會想比較多，要比

較注意。C04-DSP-6；C04-AN-6 

老師會說我們不懂的但要注意的給我們知道，對我們很有幫助；同學就可以一起

聊天而已，沒什麼幫助，只是可以紓解壓力消解鬱悶。C04-DS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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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有，會教我們一些去郵局、政府單位去辦事情。C05-DSP-6 

我是用過 113。C05-DSP-6 

有，生活和想法上都有改變。生活上之前我看不懂文字做什麼事情都得靠別人，

後來上這課之後，老師有教生活的一些常用字，就可以自己處理不必麻煩他人。

還沒上課之前，我的想法只是想說我對台灣的這個家沒有責任，上完這課之後會

覺得以後台灣就是我的家，盡量就接受台灣的生活文化習俗這樣。C05-DSP-6 

來上這課讓我講話比較標準一點，出去外面不知道路的話也看得懂路標（名），跟

台灣人溝通的時候他們會覺得自己講話標準，然後心裡就會很高興，更想來上課

了。C05-DSP-6 

我覺得上課讀中文就是學習進步，沒有像我們這樣聊天講台灣有什麼這樣。

C05-DSP-6 

我家人有，他們會說我去上課好像知道的事情很多！可是也不知道他是講真的或

開玩笑的，他說"你去上課"是老師教你或是同學教你"？有一些事情是不應該學到

或是什麼的。C05-DSP-6 

在工作上是有幫助。像我是在小吃店工作，客人要點什麼我就大概能知道，就照

著單子勾起來就好了。C05-WR-6 

C06： 

我覺得"健康的飲食"有幫助。它幫助我們什麼是比較健康的，比如說水果？蛋豆魚

肉類那種東西阿！對對對！因為這邊都寫阿！要少油，蔬菜水果那一種這邊都

有。我覺得這個比較有幫助。C06-AN-6 

本來就…喔這個叫什麼什麼，比如說之前不曉得橘子有分很多種(有椪柑、茂

谷…)，全部那一種都講橘子，可是現在比較知道那個是什麼這樣。C06-AN-6 

比如說之前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我都會拿回來什麼的，就是老師有教

我們這個叫什麼紅蘿蔔，我都會…。C06-AN-6 

有。老師都有教我們怎樣用網路。比如說去預約掛號、買車票(嘉義到台北什麼時

候出發)，老師都有教。很實用的。比如說之前我婆婆常不舒服生病，我就會明天

要看哪個醫生，之前很早就要去排隊，現在不用，電腦查一查就知道了。之前真

的很…比如我之前要去長庚看病，我們差不多六點一定要排隊領號碼牌，再等看

幾點再慢慢等看診。現在網路就不會花那麼久了，妳先網路掛號，掛好了，那邊

有看診時間(比如說 36 號十點半)，我們差不多十點到那邊等半小時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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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AN-6；C06-DSP-6 

 

12.您覺得教材設計中的哪個部份最適合學員？哪個部份最需要改進？why？ 

 

B01：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可能是在育兒，因為新生兒問題會蠻多的，所以可能會比較需

要了解；另外是上街購物的部分和存提款的部分。 B01-PD-9 

有：醫療保健、存提款或寄信、駕照、交通安全、飲食文化，其實我們提供很多

的東西、知識都是很實用性的。B01-AN-9 

我覺得以這本教材來講就是課文國字太多，內容其實可以再淺顯一點。B01-AN-9 

認識字和我希望她們能夠在生活上解決遇到的困難(比如購買)。B01-AN-9；B01-9 

B02： 

如果是以初學者來說的話，我是覺得有一點偏難。我是覺得文字的本身太難，可

是內容是 ok。她必須要認識很多的字，對他們來說會有壓力。可能看家境，有的

人可能沒辦法可以讀（學習互動光碟）。其實我覺得她們嫁過去的家庭的背景可能

會影響這個效果。B02-9 

對她們來說瀏覽過去是 OK 的，因為沒有刻意要強調說要學會每個字，比如說以

生活應用來講，對於生活技能的學習，它把這訊息放進去是有幫助的。我覺得最

主要內容本身它瀏覽過去的知識性還不錯。後來經過老師解釋給她們知道，比如

說：郵局怎麼提款和一些相關流程，那她對我們生活便利性在哪之類的。B02-AN-9 

上課時數是不夠的（72 小時）。其實現在我知道的一般運用是把這個當成其中的一

個輔助的教材，不是唯一的教材。所以他們可能會挑哪個部分是她們特別需要的

地方，然後來做一個補充這樣。B02-AN-9 

不會把它設定說它就是在一期或二期內上完這樣，可能這本就是挪做學校的備用

這樣。新的學員來，如果可以的話，可能就教個一兩課之後，穿插其他的課程這

樣。那這個通常都…有一些學校它不會直接給學員帶走。B02- 9 

其實現在我知道的一般運用是把這個當成其中的一個輔助的教材，不是唯一的教

材。所以他們可能會挑哪個部分是她們特別需要的地方，然後來做一個補充這樣。 

對。結束之後再回收。因為這個對學員來講一期上一本上不完。 

其實我覺得它的主題都 OK，是內容：譬如講到居留證、身分證，其實這些主題都

OK，可是在這主題下延伸出來的可以再調啦！像有一個教養小孩，有些字眼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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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生硬，它其實可以再白話一點。我覺得像譬如說參加怎麼樣的課程，其實

她這課的用意可能是要鼓勵他們多參加這樣的活動，可是以一個外配來講，她會

不會覺得這些都好艱硬的感覺。像圖書館，我想可能外配的家庭沒有多少會養成

去圖書館看書的習慣，它如果說看書，可以講白話一點，比如像：陪孩子看書，

讓她覺得她好像是生活中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對。以我教的例子的話，她們會學，但不見得學進去，可是她們是很高興的來學

這樣子。因為我們沒有考試，對她們來說這課業本身不是壓力。我覺得哦？她們

程度落差很大，我們的教學沒有辦法分她的能力到很精準(一個學校頂多開一班)，

那可能有的她已經來很多年，學習的時間很長，對她來說她的程度跟第一次進來

的程度落差很大，所以老師調整的部分就很重要，怎麼樣讓不同程度的學員，她

都能在這課程中覺得沒有被孤立或忽略。 

其實我覺得那些來上課的人，她們彈性都很大，她們會覺得能夠跟外界的人相處，

她們就覺得很快樂，所以願意踏進校門來學習的夥伴來說，好像目前沒有感受到

她們學習上的障礙。B02-DSP-9 

B03： 

認字、生活教育和同鄉的生活圈連結越大(她們來這邊上課最大的收穫就是認字；

另一來上課很好的地方就是連結她們幾個從越南一起來台灣的一些朋友，可以在

課堂上討論彼此的生活；再加上她們跟我們相處得很好，她們知道如何創業，如

何很快的融入台灣生活。) 同鄉的生活圈連結也是她們公婆或丈夫擔心他們學壞的

一個部分，因為如果外籍配偶她們來台灣的時候又跟同鄉的連結網很大的密切，

又剛好遇到一個愛玩的帶她到處走，所以有的就會很反對她們外出上課。

B03-DSP-15；B03-WR-15 

我覺得都很好。不過之前的教材後面有填空造句可是新教材沒有…。B03-AN-9 

我覺得這本是除了認字外也有融入生活的部分，當然老師也可能用自己比較豐富

的生活經驗當延伸教材。像我就曾經分享日記的經驗給她們說可以跟小孩互相留

言寫晚安小語，比如小孩在你還沒回來或還沒有空可互動時先睡可先寫下一段話

給你，而你在看到後可在背後寫下想法(傳達媽媽對小孩的關心)，當日記練習。

B03-PD-9 

雖然我在保險公司也有七年了，這些外籍配偶沒有一個是我的客戶，可是我常常

在跟她們聊天的時候，給她們很多金錢的觀念（如何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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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有，醫療保健、存提款或寄信、駕照、交通安全、飲食文化，其實我們提供很多

的東西、知識都是很實用性的。A01-9 

144 小時內是可以；如果是第一次接觸的學員來講文字、生字量都比較多了一點所

以 72 小時沒辦法上完。A01-AN-9 

 

13.對於外籍配偶的需求，教材課程如何因應？ 

 

B01：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可能是在育兒，因為新生兒問題會蠻多的，外籍配偶嫁到台灣

都負有傳宗接代的任務。有了孩子，教養的問題自然產生。B01-PD-2 

B02： 

外籍配偶，恰巧有小孩在學國小的課程，她們就會很注意他要學好這個部分。如

果說本身來學習的外配，她還沒有小孩的狀況下，其實她對於文字的識讀習寫並

沒有那麼強的動機。B02-PD-2 

因為有的，她可能來了，她就是到了 72 小時，身分證拿到後，她就不再出來學習

了。可是有的，她就是會不斷的出來上，那有時候我們會穿插一些親職教育、婆

媳相處、家庭經營的理念會慢慢把它放進去，那對於她們來說就是一直在成長。

B02-PD-9：B02-RR-2 

我覺得是全民素質的問題，真的還是會有，因為畢竟她們佔的人口數不少，那可

是這麼一大區塊人裡，她們的理念是不是有跟著成長？B02-PD-2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一直想要極力去推有關她們教育的部分，因為她們所生出來的

下一代會是台灣未來主力的一部分，因為她沒有辦法給她的下一代一些相關的教

養，那一些新生代的問題就會更大。母親的功能好像就少掉某一部分這樣。

B02-PD-2 

B03： 

那弱勢的家庭她們來就一定要生小孩，她們管小孩的時候可能奶奶會干涉，她們

講話沒有用，我覺得這個是她們的難處。還有一個問題是可能配偶的年紀比自己

的父母還要年長(現在有國際規定，不可迎娶比自己年紀差太多的對象。)…。因此

於觀念上或許她們年輕，心性還不定，教養小孩的問題比較多。B03-P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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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針對我們認為在生活當中妳可能會碰到的東西(比如：孩子生病怎麼帶孩子去醫院

看病)，所以我們是就我們授課老師認為在台灣生活可能會有哪些需求，然後提供

給她們這樣。A01-PD-5 

 

14.您覺得課程討論有必要嗎？為什麼？有什麼幫助？ 

 

B01： 

如果學員能夠討論，對學員是有助於學習的，因為可能我們自己的識字經驗跟她

們剛學習識字和要去操作(比如存提錢)會有難易度的差別，對我們來講很簡單，對

她們很難，所以她們可能就可以借用他們本身的經驗，將她認為比較難的提供出

來，供其他學員去了解，有助於其他沒操作過的學員解決這難度。所以我覺得課

程討論是有需要且實用的。B01-AN-9；B01-DSP-9 

可能題目在設計時沒有考慮到每個學員都有這樣的經驗；也許是因為國情的不同

或來的時間不夠長，所以導致會有學員講不出任何一句話來回答所問的問題的時

候。那這樣的時候，我會就我自已的經驗來跟她們分享。B01-DSP-9 

當初會設計課程討論是想藉此希望她們訓練一些語言表達的能力和想知道她們有

沒有學到這些東西。B01-AN-9 

B02： 

其實她們的口說能力還要再訓練，有時候她們自認為她表達得很好，可是對聽的

人來說語調上或言詞的文意上面其實會有點小疑惑。所以我覺得她們多說，有機

會去調整她的表達能力，對她的日常生活幫助會比較大。B02-AN-9 

對！至少她的文詞能夠達意，讓聽的人能夠了解她的意思。她們的口音有的時候

很難調，她們有的是在還沒有上課之前她就已經學會了說閩南語或國語，她當時

都是用聽的，有時候會發覺她們的四聲講不清楚，有時會造成一些誤會。我覺得

是看個性。因為像有一個學員，她就是很執著她的國家沒有那個發音，然後其他

的學員也不見得她們的國家有那發音，可是她們願意去學這個發音，但那學員很

堅持她以前沒發過這音，所以她不知道怎麼發。她比較會抗拒，比較會認為說那

個是她…假設我們有時帶入一點點英文，然後她會(因為她是越南的)有時會說(越

南人非常討厭美國人，所以他們不學美語，學美語會被罵是叛國賊)，她就是會有

一些根深蒂固的價值觀…。B02-A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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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是她對語言的使用還沒有自信，她會怕她講出來表達錯誤或者是口語不

順，大概是對那文字，她假設還沒有信心的那些人會稍微比較羞怯。B02-AN-9 

以我課程裡，假設有人講，給回饋的不會只有我，其他的夥伴也會針對她的想法

再繼續延伸下去。我會覺得班級內大部分是朝向比較正向的。B02-AN-9 

可能也會有。之前我在後塘時，可能那時候民風上面…，因為我們的識字班，其

實有在地的老人(不認識字)和新住民，其實現在很多還是混和的，我會覺得比較擔

心的是在地的那些老太太們，她們的想法比較鄉土，她們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性的

言詞出現，有時候我們還要在矯正(就是把它再拉回來中肯的建議)。那她們本身我

是覺得還好，甚至還有她們還會提醒說不見得可以很相信自己新住民，因為有人

在新聞上面有看到同是新住民(同鄉)的人詐騙她們自己人，後來把她們帶去賣淫。

那她們看到這個她們還會提醒其他的同伴說可以廣泛的交朋友，可是牽涉到錢、

證件這個就不可以掉以輕心，我覺得這樣很好。就她們好像會當成說我沒有姊妹

在這裡，她們就是自己的姊妹，會互相叮嚀照顧。B02-DSP-9 

其實算是蠻開放性可以談，那她們也很喜歡談她們自己的部分，也不知道這算不

算是一種壓力的抒發，有時候遇到那種家庭上的小困難，如果上課有上到類似點

的時候，其實她們會願意分享，那很大的幫助是：她們比較了解之間的(生活跟學

習)困難。所以他們有的還會給她正向的鼓勵。B02-DSP-9 

B03： 

需要啊！上課時只有聽老師在講，一定會很乏味，我們還會讓她們做小組討論。

因為她們同個國家的，都會坐在一起，那柬埔寨會顯得比較孤單。談到節慶的時

候，我會先談一下，大概從元旦到過年會有哪些節慶，之後就讓她們發表她們的

節慶。B03-DSP-9 

C04： 

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音國籍不同有差異，所以在課堂上可以跟老師或同學

討論怎樣的做法不會讓家人感到困擾甚至生氣；也不要讓人家覺得我們來台灣就

是要錢也不工作，或者是要來台灣挖錢回自己家鄉。C04-DSP-9 

C05： 

有必要。因為討論會更進一步的想繼續上課，假如只是一直的教導發音，而沒有

討論一些事情，好像就沒有心情繼續下去。"討論會讓我更有興趣的想學習。

C05-AN-4 

如果我提供什麼方法方式給老師，老師都會說好，我會盡力去做去找，讓我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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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進步這樣。 

有，比方討論我們怎麼去接受台灣的文化、習俗，會讓我們慢慢放掉自有國家的

習俗，慢慢接受台灣的習俗，然後說明台灣的習俗是如何的，讓我們慢慢接受和

了解台灣習俗。C05-DSP-4 

對！有時候我們今天讀的，明天會忘記，可是老師在討論的時候，反而我們記得

比較深刻。老師會把生活的東西也放進來一起討論。C05-AN-4 

 

15.您或其他教師如何選擇上課教材內容？您覺得目前的課文編排會不會太難或   

太簡單？ 

 

B01： 

原則上我會按照課文字數的多寡來選擇上課的先後順序，因為我不喜歡一下子就

給學員看到那麼多的字，整個人會頭昏，所以我會從課文內容少的去切入。第四

冊的編排是比較有難度，可能適合中或中上的成員使用，初學者來講不容易。

B01-AN-3 

我們在上文字多的課程時上課時數會拉長、速度放慢，有可能會花到八節課的時

間；如果是文字比較少的可能六節課上完。有時候還是會去看學員的吸收度去調

整我們上課的進度。B01-AN-3 

B02： 

我是覺得文字的本身太難，可是內容是 ok。她必須要認識很多的字，對他們來說

會有壓力。B02-AN-3 

這一本來說的話，某一些部分她可能會覺得很親切，像怎麼樣取得國籍，怎麼去

領錢，我覺得如果上課老師有適當的引導，他們會可以讀完。B02-RR-3 

B03： 

其實不是只有這一本，我們剛開始上課是這一本沒錯，但是後來是有一二三，那

我們會看，比如：這學期是這一本，上完以後我們就進入有一就上一，一上完就

上二，現在是還沒有上到第三冊，因為我覺得這一本是很簡單，課文很短，很多

都是對話式的。 

這本是很棒，但是它沒有深，它只有像：錢，談一下，讓她們知道這些東西而已。

這可能比較適合最近剛來的學員，像那些上將近十年的學員來講是比較淺的。剛

開始上一的時候她們覺得很難，不過課程很長，那我們為了不讓她們覺得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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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配合國語的手冊一起上，像唱詩歌一樣達到最初認識國語注音的目的，所

以我們不是純粹按照這個。 

我現在稍微翻一下我覺得這個是把那四冊放進來用比較淺顯的方式寫，如果初學

者在學的話，會喜歡這一本，因為它的圖都印得很漂亮。 

 

16.課文內容難易程度（解決方式） 

 

C03： 

還好，沒什麼困難，介於簡單和困難之間，給外國人看剛剛好。雖然它給的拼音

不準也曾經念錯，但意思都一樣。C03-AN-9 

我會問我女兒。例如：問她這字怎麼拼音和寫法，她都會跟我說，並且我也能了

解她所說的。在學校的話，我是會去問老師。 

看不懂。要有注音符號才行。 

有啊！雖然字因為沒注音符號看不懂，那我就看照片，然後我先生或女兒也會跟

我說這是什麼事情，不然沒有拼音的國字我都不知道。 

C04： 

很困難，會聽不懂但還是要學，像拼音老師課堂上教完後回家要再問孩子，學習

上就是要很努力才會比較聽得懂。 

C05： 

現在來說是比較簡單，剛開始上課覺得很難。寫中文時，注音跟寫字是不一樣的

覺得很奇怪，有時知道注音要怎麼拼，卻寫不出國字。C05-AN-9 

對，不是。就是一些簡單的對生活有用的字，讓我們認識一些平常用的到的。

C05-AN-9 

喜歡（本教材）。因為有很多沒看過的造詞，雖然比之前的課本難，但可以讓我們

認識很多。 

我是沒有反應，但我如果碰到困難(如發音)會直接去問老師。 

C06： 

很清楚呀！（圖片），蠻大的（字體）。不會，因為比如它有跟我們講這個是什麼，

這個設計很好。 

對。像這樣比較方便。因為小朋友會指這部分說"媽媽：這個怎樣怎樣"我們都會跟

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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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教師態度與師生互動 

 

B01： 

其實學員有很多是很想來，但因家庭或工作因素沒辦法來，所以我會鼓勵她們來。

"如果妳能來，我就很感謝妳願意撥空前來"。所以我們彼此間就是：她感謝我教課；

我感謝她來上課。這樣互相感謝、體諒，那也肯定她們的認真（可以風雨無阻來

上課）。 

如果某些學員來只是為了要認識其他人、跟其他人聊天可能就會影響她學習；那

如果是純粹來識字的學員，她們的學習速度就很快。 

就是一直講手機或跟旁邊學員聊天講話，那時候我就會出面制止她們。 

有些會繼續來上，有些就不來了。不是因為要識字而來的，我也不勉強，不希望

因為幾個不想來上課的人影響來上課的人的權益。她們會覺得我講解很仔細，透

過圖畫或語言、比手畫腳、youtube 的方式來讓學員認識到國字或語詞的意思，所

以她們一直覺得我的上課很容易聽懂和有比較多的吸收，那我也會不停的反覆。

困境的話可能就在育兒方面，因自身沒有經驗，所以沒辦法提供她們太多知識。 

對我們學員來說是有效的溝通，因為她們信賴老師和這個地方。 

多多少少會有，但我覺得會彼此互相尊重對方的想法。 

因為我知道她們有些過來是蠻辛苦的、很有勇氣，所以會想問她喜歡台灣嗎、有

需要幫忙的嗎？也是出於對她們的一份關愛。 

老師會把速度放在中間的程度，所以舊的學員有些東西是學過的，那我們就會請

她反覆練習加深印象；那新學員就會說這"生字學不會，沒關係！下次有機會再學。

"，主要不要讓她太焦慮，那我會留多一點時間。 

有些新學員會反應好難(如注音符號還沒學會，只是念過)，那我會要跟她們說：「可

以早點來，我再個別教妳。」那通常會有一個願意提早來。 

不錯。其實我們都是很有感情的，每次她們上完 72 小時之後她們會要求，想再繼

續上下去，不要中斷（礙於經費，因此學校每年只開辦一次。）我們在課堂上又

是一個很好的互動，在私底下我們就沒有互動，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應該介入她

們的私領域。我很想關心她們，但我又擔心她們家長說我管太多。 

我蠻佩服她們有這個勇氣來的，她們的態度，我是敬佩的，她們也會教我一些她

們家鄉的東西，比如：越語和她們的十二生肖裡沒有鼠，有貓。那我自己也收穫

蠻多的。對我生活就比較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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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了解課程，以致於該怎麼授課、由哪裡切入來授課，其實我比較了解，然

後在內容方面，我想應該還可以再補充什麼東西給她們。 

B02： 

應該都是誠心誠意的，只是我覺得老師的多元文化教育應該再提升。以我來講，

我也是到新住民學習中心後才意識到我對她們不是包容關懷，我覺得那個要跳脫

到尊重、欣賞她們的文化。那之前我們好像都是用那種略高一等的幫助他們，那

我也是到新住民學習中心後才用那種－我反而應該是更欣賞她們這樣的角度。大

部分教這個的老師，其實都是很有愛心跟關懷，但是這不對、不夠。 

基於對不同文化的欣賞，所以像上次課程有提到一個節日是中秋節，我就請他們

分享自己故鄉的一些中秋節活動或是有關於月亮相關儀式或者是慶典這樣，那她

們從這地方又講到其他有關於‧‧‧因為中秋節，東南亞那邊其實受華人影響很

大，所以大概都是大同小異。可是這堂課程他們延伸出來，講到一些在地的飲食

或習俗，跳脫關於節日周邊的活動，會說出一些我們平時不知道的，讓我們大開

眼界。所以包括我們自己都收穫很豐富。 

以我自己的部份，我會想說要讓她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學到最多的東西，因此

一開始，我會先以歌曲的方式來帶，因為她們好喜歡唱歌，那她們為了要唱歌，

就必須認識文字。 

這可能要訪問學員，因為以我們大家老師來講可能有個盲點，就是大家可能有自

己的專業教法，所以反而學員她比較知道怎麼樣的教學方法是她們要的。那以我

們來講，我看彼此發覺說都還不錯，因為會願意晚上再出來教學，其實她大概都

是對於這方面的教學很關切。 

像她們分享的時候，我覺得有時她們說的那個點有點像是在抱怨她的居家或跟家

人的相處，而因為我們有一些比較幸運的學員，她比較陽光，她自己遇到相同困

境的時候，她是用正向的來面對，所以她回饋的就會很好。可萬一剛好都是一群

很挫折、遇到困境難以突破，甚至很沮喪，其實老師很重要，讓她們覺得這個困

境是一種轉機，然後把它帶回來讓他們勇敢面對。B02-DSP-2 

對，因為有時會擔心說…其實她們有的嫁過來，不見得都是很幸福和諧，有時候

我會跟她們說：「包括我們自己都是台灣媳婦，我們也都是有經過高潮低潮，不是

說都一直是那麼平順，等於是一段婚姻都是要彼此適應調整。」那如果說都是那

樣的氛圍在談的話，可能讓她們覺得自己很不幸、不美滿，看到人家很好就羨慕

人家很棒的一面，可是沒想過說別人也許是經過自己的心境調整，或者是經營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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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她才可以調到那樣比較幸福的成果。B02-DSP-2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很敬佩她們，覺得她們很棒，會認為說把我丟在國外我不會做

得比她們好，所以我真的覺得她們很厲害。 

可能就關懷支持吧！知識上的話，頂多就是課程所能給予的，就盡量給予這樣。

有時我會希望盡量給她們資源，比較多的時候是提供一些別人成功的例子。

B02-DSP-2 

B03： 

上課的時候我們會完成今天上課進度，在課程裡，我們也會做一些延伸的課題、

討論發言、做習題和互動'認字遊戲。因為我們到現在都還像朋友一樣，都不是隨

便聽聽，我也是很真心的傾聽，我還甚至幫他們介紹工作，看她們如何創業。

B03-WR-2 

她們都會笑一下，會講一下國語，然後一下子又恢復母語。她們是很把握她們下

課時間跟同鄉對談的，因為要一個班級一起出來全都是越南朋友，是機會比較少

的。像我們有一個越籍配偶，在這邊賣飯糰的生意很好，如果我有時不趕時間，

去那邊坐一下，會發現那邊都是越南的，有的是很遠騎車來買飯糰，就跟她哈拉

幾句，她也很高興。 

對我來講我比較有收穫的是她們原生家庭那邊的環境，因為我以前沒有接觸過，

像我跟她們談過以後去年有去北越，我就會覺得說她們講的東西我去買看看（如

娘惹糕），所以在生活上我就認識很多國家和我在書認識更多人。 

C03： 

對我很好，之前我都不知道的事情，經過老師教學，現在我都可以知道。 

我會覺得不對就不對，沒有什麼嚴不嚴格的。 

有時會很高興，因為老師會說笑，不會很無聊；同學有時也會互相稱讚、說笑。 

C04： 

有啊，有時候還會不想去，但就會想到老師說"沒關係，加減來，來久了就會了"，

就有一直去。C04-AN-8 

會有阿！像寫字筆劃不對，老師會說慢慢來，寫久就會了。C04-AN-8 

會阿，就會想再去。假如真的學不起來，老師也會說不然來聊天也好，這樣也比

較會講，有問題也可以問老師(家庭問題…)老師會解釋給你幫忙這樣。對阿！像台

灣有很多節日要拜拜，我們不懂就可以問老師。C04-DS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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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有，比如說過年，老師都有教我們要準備什麼怎樣怎樣（吃的、拜的）。對！因為

我們要求的，老師都會教。對！老師是比較不曉得我們那邊的文化，然後老師有

說我們需要什麼跟他說這樣。C06-DSP-8 

 

18.課程互動光碟使用 

 

B02： 

可能看家境，有的人可能沒辦法可以讀。其實我覺得她們嫁過去的家庭的背景可

能會影響這個效果。 

B03：恩，我們沒有用這個。 

應該沒有。如果她們可以回家把我們的作業習題寫完就不錯了。她們很喜歡寫字，

但要她們回家練習，可能比較難（除非她們老公很積極）。 

 

19.您想繼續這樣的學習課程嗎？家人同意您的學習嗎（支持否）？ 

 

C01： 

很支持啊！會啊，我先生的姐姐他們都對我很好，對我蠻照顧的。C01-DSP-8 

C03： 

會啊，她們隨我，我自己可以決定。C03-DSP-8 

C04： 

會啊！家人都不會反對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沒有學習的時間（因為小孩長大，時

間比較多要放在家庭。）C04-PD-8；C04-DSP-8 

C05： 

之前還沒生小孩的時候是很支持我出來學習的，但是生完小孩之後，因為需要照

顧小孩，所以就沒辦法。C05-PD-8 

C06： 

我不曉得，因為比較多是家裡的人不喜歡她晚上跑到外面來。跟我家裡不太一樣。

對！像我家人就是"能多學就去學"！C06-DSP-8 

我那小的他嘴巴很甜，比如說我回去要寫功課"喔！媽媽妳好厲害，妳寫字很漂亮

喔！也會說"媽媽妳要加油喔！妳有一百分我給你拍拍手喔"。C06-A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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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孩子）學習的部分有時後很認真，有時候就…不是那麼認真。因為我上完課

回家還沒九點，有時候…剩半個小時跟小朋友在一起，因為我回來都…老師在寫

的，我還沒寫完的，就會回去馬上寫一寫（就會跟小朋友一起寫）。 

方便啊！因為比如說我上課像這樣阿！有時候我婆婆會煮給我們吃，我先生也都

會煮。因為他說這課程太短了，兩個月太短，他就說"這兩個月我來煮飯就好"。

C06-DSP-8 

 

20.您想繼續擔任外籍配偶學習課程的教師嗎？原因為何？ 

 

B01： 

我應該會持續做下去，因為我覺得上課很有趣，也蠻喜歡跟她們在一起的，她們

也很尊敬我。那會覺得教她們「妳有存在感和價值。」，會覺得自己有所學又可以

幫助她們。我覺得她們會來學是真的出自於好學、想學，所以她們的學習心態很

正向和積極，跟我們的孩子不太一樣。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的教學，她們真的有聽

進去，不像我們孩子：妳講妳的，她講她的。所以那種心態不一樣。B01-DSP-17 

B02： 

其實我在教她們的時候會覺得收穫很多，包括不同文化，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是交

朋友。其實教她們的成就感是比白天的成就感大很多。B02-DSP-17 

 

21.您是否有其他要補充或分享的想法、建議？ 

 

A01： 

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去蒐集外籍配偶她們的想法之類的，所以如果再編教材，我

覺得可以讓外籍配偶多一兩位成員的加入編輯群，或許會真的比較能掌握到她們

想要的東西。A01-AN-12 

我會覺得要顧慮到她們的能力，應該要把課程分初、中、高階來分，初階整冊的

文字不要太多，中階比較適合給上過幾期課程的人使用，高階的話就設定是上過

幾期之後才使用。不要一冊裡初中高階全包。另外還是要先問一下外籍配偶的真

正需求是什麼，而不是我們認為她們的需求是什麼。訪問是最快的但很耗時。

A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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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我覺得以這本教材來講就是課文國字太多，內容其實可以再淺顯一點。B01-AN-18 

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去蒐集外籍配偶她們的想法之類的，所以如果再編教材，我

覺得可以讓外籍配偶多一兩位成員的加入編輯群，或許會真的比較能掌握到她們

想要的東西。B01-AN-18 

B02： 

我覺得教學都蠻順，困擾的是在招生，就是不是那麼容易讓學員都能夠來上。其

實大部分…像嘉義有一萬多名的新住民，可是其實在我們所真正開設課程裡在上

的人，總數應該不到幾百個。這是一個大環境的問題，可能不是只有學校單方面

可以去處理的。B02-PD-18 

我覺得是全民素質的問題，真的還是會有，因為畢竟她們佔的人口數不少，那可

是這麼一大區塊人裡，她們的理念是不是有跟著成長？ B02-PD-18 

對，雖然這是免費的，但我們想盡辦法要讓課程很豐富，會願意調整我們的教學

來幫助課程更活化。可是來的人很少。所以效益到底怎麼樣？就覺得很可惜。

B02-PD-18 

假設我們要消除文盲，如果要強制的話，有沒有可能說她們來台多少時間以內必

須要認得哪些基本的字，假設有這樣的要求，或許才會強迫她們再走進校園來。

就像我們所謂的國民教育。B02-RE-18 

假如說真的要讓他們可以進階的學位制的話，可能還是得鼓勵他們再去上正規的

補教，然後拿到國小國中學歷這樣。這對他們在我們學制上的認證部分會比較有

實質的效應，否則若他們只是在我們的課程中，就算學了很多期，去參加檢定，

我覺得都不見得會通過。B02-RR-18 

那當時我很困擾的就是說有的人她已經會注音了，那有的人她進來的時候，我沒

有辦法再從ㄅㄆㄇㄈ開始教，那就是還好他們很多國家都是有拼音法，所以我會

用英語的拼音方式來讓他們知道中文正確的發音，那我覺得這比注音的效果更

好。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教材就是沒有那樣的呈現。B02-AN-18 

我覺得如果這樣會更好。因為其實他們很喜歡唱歌和拿中國大陸的版本（台灣歌

手出的歌），因為那上面會有拼音在上面，所以他們可以看著拼音唱出來。那對於

初入門的學員當然注音符號還是要教（因為之後才可以自己查字典識字）可是如

果也有另外一個拼音在旁邊的話…。B02-AN-18 

其實如果要再在地化一點，有些東西真的要再改一下，像譬如百貨公司，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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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可能到夜市就會…其實她有一些東西，我覺得雖然是我們嘉義縣編的，但是很

不在地。對！它們真的對市場的的親和力很不夠。B02-DSP-18 

有時候會擔心，像她們需要更專業性協助時（像剛提到的那位夥伴需要找一些心

理醫生跟她聊。之前有個夥伴無法生育，而她先生跟婆婆對她很好，但她不能生

育孩子這一點，她很遺憾，因為先生娶她另一目的就是要傳宗接代。），可能我們

就會覺得如果再有一個輔助，架構比較好的網絡，讓我們更明確知道說她哪方面

資源欠缺時，誰可以來幫助她們。B02-DSP-18 

如果她曾經是我們的學員，我們知道說她在夫妻相處上或家庭有什麼狀況，我們

會去協助，會去跟她聊。可是如果她從來就沒有來參加過我們活動的部分，我是

知道那個六腳鄉的家庭外籍配偶家庭扶助中心，她們會去做個案家庭訪視的輔

導。B02-DSP-18 

對，那這部分就真的…因為她的家人沒有跟著一起成長（新住民沒出來上課），沒

辦法知道說現在很多的課程是多元化的，不是只有課本可以給知識。那通常她們

這樣的家庭包括爸爸、公婆本身觀念都是留在以前很保守的態度。B02-DSP-18 

對，否則孩子本身的條件都是 ok。就算她沒有教也沒關係，因為像以我們很多職

業婦女來講，我們也都沒有教我們的孩子，可是至少我會鼓勵我的孩子出去學習，

那她們變成是會把孩子綁住在家裡。B02-PD-18 

 

B03： 

有時候你很死板的上課，可能她們學習意願降低，下星期就不來了。後來我一直

有一個想法，就是學校如果可以開一到六年級畢業，像小朋友一樣可以拿到畢業

證書，可能她們的興趣會比較多。因為我教了這十年下來，我發現新的新住民來

台人數比較少了，已經比較固定，老學員也都上了有一段時間，她們已經會看她

們孩子的聯絡簿、簡單的字也都會看了，而且她們學習能力好，國台語都講得不

錯，所以她們來認字的意願就比較低了。如果學校可以開成像補教的課程，有正

規的老師來上課這樣子進階的話，我想比較可以引起她們的興趣。B03-DSP-18 

教學上就比較沒有，最近好像這種外籍新娘一窩蜂來台灣的情形減少了，上課開

課的都是那些老面孔，可因為她們只要會拼音，認真的人連報紙都會看，可問題

是她們不想學這個，所以我們主任就很辛苦，必須用很多多元文化的東西：學手

工藝、插花、電腦，讓她們學習引起興趣，假如只是純粹識字的話，對她們的興

趣不大。B03-DS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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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後來有多元化的課程進入，對她們這些來台灣十年左右的這些學生是比

較有吸引力的。對她們的要求（建議），我是覺得因為她們來台灣是很忙要賺錢，

很少那種家庭主婦的，所以她們上課時間也沒那麼長。後來我有一個困擾是每一

次招的學生，上課開學裡的學員都有新生跟舊生，那些舊生願意學的，還是那幾

個，可是新生她們可能聽不懂，那有時我們就會用比較淺的東西給她，比如說：

上課不會特別要求她們進度要和舊生一樣。在上課的困擾就是上課時，沒辦法學

員的程度是相同的。B03-DSP-13 

C03： 

我覺得時間只有兩小時太短，很快就過了，如果可以延長到三小時也好。C03-DSP-9 

C06： 

因為我覺得兩個月真的很不夠。有。可是她（老師）說沒有辦法，因為政府規定

的。因為我覺得每一年都有這兩個月還不夠，因為真的課程之前這邊沒有。

C06-DS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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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權益 

壹、 適用對象  

一、外籍配偶： 

依「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規定，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

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不須申請許可。 

二、大陸配偶：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1 條規定，大陸配偶經許可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 

貳、就業權益 

一、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於居留期間可在臺灣從事各項合法工作，不必持

有身分證、亦無需向本會申請工作許可，其勞動權益與本國國民一致。 

二、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於求職或受僱時均受「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保障，包含在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陞遷、

薪資給付、退休、離職時，雇主皆不得因其為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而有差

別待遇或就業歧視。亦不得因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有結婚、懷孕、分娩或

育兒的情況而解僱。 

三、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只要是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事業單位，

其勞動條件均受該法保障。 

四、雇主應依法令規定為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雇主給付工資至少應不低於基本工資（月薪新臺幣 19,047

元，或時薪新臺幣 109 元）。 

五、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如發現雇主有違反「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情形，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勞工處、局或社會處、局）提出申訴或檢舉。主管機關將依法查

處，如經查屬實，將依法令規定處以罰鍰。 

資料來源：全國就業 e 網 外籍配偶專區  

http://www.ejob.gov.tw/special/foreignmate/Content.aspx?Item=0&ZonFunCde=20130

221110736JBQX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