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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知識獲取之研究-以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電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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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電腦班之外籍配偶為例，以 13

位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透過質性的深度訪談進行資料收集，並以主

題分析進行資料分析，試圖瞭解外籍配偶在來台知識學習內容與獲取

方式，並探討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之因素。本研究目的如下：一、

瞭解外籍配偶來台之後，學習知識的類型與方式；二、瞭解影響外籍

配偶知識學習的因素；三、瞭解外籍配偶之生活適應上與知識學習之

對應關係。 

經訪談資料分析後，本研究發現結果如下：一、外籍配偶學習知

識類型與學習方式的對應關係；二、影響外籍配偶學習的因素，分別

為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兩大類因素；三、外籍配偶在適應階段分三個

階段，各階段對應不同的知識類型與學習方式。 

 

關鍵字：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知識學習、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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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 in 13 foreign spouses, whom enter computer class in 

Evergreen Service Center at Chia-yi city. Use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collection the data, and with thematic analysis to data analysis.Try to find 
out the ways of foreign spouses learning and explore what factors 
influenced in foreign spouses factors to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1. To know the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what kind of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what type of methods. 
2.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d of foreign spouses knowledge factors. 
3. To realize the foreign spouses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djustment and   
  Learning . 
After the interview and have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nds of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the type of methods. 
2. Two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 personal factors. 
3. The three steps of life adjustment each step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kinds of learning approaches and the type of methods. 

 

Keywords：foreign spouses,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learning,

 thema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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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1.1 研究動機 
  近年來愈來愈多的外籍配偶來台，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自民國 76 年 1

月至民國 96 年底止，台灣地區的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已達 39.9 萬人，其中外籍

配偶占 34.2％有 13 萬 6,617 人（男性外籍配偶 1 萬 0,043 人，女性外籍配偶 12 萬

6,575 人），大陸及港澳地區配偶占 65.8％有 26 萬 2,421 人（男性外籍配偶 1 萬 6,255

人，女性外籍配偶 24 萬 6,166 人）（內政部統計處，2008）。夏曉鵑（2000）、蕭昭

娟（2000）、鐘重發（2004）與徐易男（2006）等人研究將台灣外籍配偶的發展分

為萌芽期、形成期及發展期三個階段：台灣的外籍配偶婚姻的發展歷程，萌芽於

1960 到 1970 年代，蓬勃發展於 1990 年代。因此來台的外籍配偶，因生活上的需

求，必須學習各種知識，以適應本地風土民情，教育部在 93 年草擬了「建立外籍

配偶終身學習體系中程計畫」方案，把外籍配偶的終身教育分成三個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是以學習語言文字及獲取生活基本知能、促進社會適應能力為目標；第

二階段是以持續獲取生活知能、強化社會適應、提升教育文化水準、提高生活品

質為目標；第三階段則是將外籍配偶納入終身教育體系中，以充實新知，提高教

育程度，完全融入台灣社會生活體系(教育部，民 93)。 

 

李欣翰（2006）整理 2003 年至 2005 年博碩士論文以「外籍配偶」關鍵詞查詢，

共有 65 篇外籍配偶的研究論文，分析其研究主題發現：外籍配偶研究的發展趨勢

已由過去的著重生活適應與識字教育的關注（共 22 篇），轉而走向外籍配偶子女

的教育、學習與適應層面（共 34 篇），並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李明堂與黃玉幸(2008)

整理全國碩博士論文網以外籍配偶為議題的論文共 369 篇，探討十年來外籍配偶研

究發展及分析未來研究趨勢，發現現今外籍配偶研究概況有三項：（一）外籍配偶

研究有逐年增加的趨勢；（二）東南亞外籍配偶研究對象以越南籍為最多、其次為

印尼籍；（三）外籍配偶子女研究以國小學童為主；而外籍配偶的研究議題：（一）

外籍配偶研究議題廣泛豐富且多元；（二）生活適應與社會網絡是外籍配偶研究最

夯的議題；（三）外籍配偶子女研究議題以學習方面最多，學校與生活適應仍是重

點。 

由以上資料得知，外籍配偶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但是議題大都著重於外籍

配偶的生活適應及外籍配偶的子女教育，較少有研究探討外籍配偶的知識獲取議

題，因此本研究試圖了解外籍配偶之獲取知識之類型、知識獲取之方法、影響知

識獲取之因素，以及其生活適應與知識獲取間之關係。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由於外籍配偶初來台灣之後，面對陌生的國度，其需要學習各種知識以有效

適應台灣環境。本研究內容主要關注的焦點即在於外籍配偶知識學習的知識類

型、學習方式及其影響因素。由於外籍配偶來台的知識學習歷程，同時伴隨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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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適應，因此本研究內容除了瞭解外籍配偶的知識學習的類型與方式，同時從

生活適應的角度探討外籍配偶在來台之生活適應與學習知識過程的對應關係。藉

由深入訪談的方式，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一、外籍配偶來台灣學習的知識類型為何？這些不同的知識類型，其所使用的學

習方式為何？ 

二、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因素為何？ 

三、外籍配偶之生活適應與知識獲取間之關係為何？ 

 

  藉由此研究，期望能在理論上，達到以下目的：(一)瞭解外籍配偶來台之後，

學習知識的類型與方式；(二)瞭解影響外籍配偶知識學習的因素；(三)瞭解外籍配

偶之生活適應上與知識學習之對應關係。在實務上則期望能提供政府單位及民間

團體之重要參考，以期有效瞭解外籍配偶學習以及生活上的障礙，並有效解決這

些問題。 

 

1.3 研究流程與論文架構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進行之步驟，從研究動機到研究目的的確立，再收集並閱覽相關文獻

之後進行訪談，將訪談資料輸入成編碼表，從編碼表中分析與討論知識獲取的相

關因素，歸納出結論並提出建議，整個研究步驟如下(請參考圖 1.1)： 

(一)擬定研究方向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探討相關文獻，根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內容。 

(三)選取合適且願意接受訪問的外籍配偶為訪談對象。 

(四)和訪談對象進行訪談，並錄音記錄成訪談資料。 

(五)將訪談資料輸入成逐字稿，並編碼、檢核、仔細閱讀與分析。 

(六)在資料分析中，發現遺漏資料或是主題証據不足，重新收集資料與文獻。 

(七)整理研究發現，並將發現資料分析與解釋。 

(八)獲得結論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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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二、論文架構 

本研究論文的章節、內容，如下所述： 

第一章 緒論 

  說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流程與論文架構及研究範圍與限制

等。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主要針對本研究的主要概念進行文獻探討，從中了解本研究的重要變

項，再從相關研究結果之歸納分析，進一步了解其內容與定義。首先探討知

識的定義及意涵，接著探討知識獲取與知識學習相關之文獻，從中了解知識

與知識獲取之間的關係，最後著重於外籍配偶其定義、知識獲取方法、等相

關文獻等內容，並從之前相關文獻了解其以往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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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以深度訪談為資料的收集法。

首先說明本研究使用之方法，並說明其定義及特性，接著說明研究對象的背

景，接著說明資料蒐集的方法；最後說明資料整理與分析的過程。 

 

第四章 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實際訪談資料，首先分析外籍配偶學習的知識類型與知識獲

取方式間的相互關係。再來說明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因素。最後說明外

籍配偶的生活適應類型與知識獲取的階段。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說明本研究之結果與討論、研究貢獻、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方向。 

 

第六章 參考文獻 

  為本研究之參考文獻。 

 

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參與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電腦班的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共計

13 名外籍配偶，越南籍共有 7 位、大陸籍共有 4 位、泰國籍及印尼籍各 1 位，不

包含其它地區的外籍配偶，亦無男性之外籍配偶參與，因此在結論的概化上，僅

限於以女性嫁到台灣都會地區，且其得以參與外部正式課程的外籍配偶為主。且

由於受訪者之訪談主要是利用其課程參與時之下課時間，而不易遇見其家人進行

訪談，因而部分的內容無法進行三角驗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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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在探討知識的定義及意涵；第二節則是知識學習之

相關文獻；第三節則著重於探討外籍配偶知識獲取之相關概念及其影響因素。 
 

2.1 知識的概念 

2.1.1 知識的定義 
  「知識」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來解釋，因為知

識是複雜且抽象的，不同的角度會有不同的定義。Starbuck (1992)認為知識為一種

專業知識的儲存(stock of expertise)。Beckman (1997) 透過知識的形成及其指導決策

與行為的用途，說明知識是人類對資料及資訊的一種邏輯推理(reasoning)，其可以

提升人類的工作、決策、問題及解決學習的績效。Allee (1997) 知識是不定型物，

一般是指知道的東西。Nicolas (2004)認為雖然知識極為廣泛、複雜、抽象甚至模

糊，但它可以提升人類的工作、決策、問題及解決學習的績效。 
 
  Davenport 與 Prusak (1998)則是從以下幾點說明知識的內涵：1.知識的型態：

知識是一個流動且動態的混合體，隨時受刺激與學習，而不斷的改變與更新。2.
知識的組成分子：包括經驗、價值觀、情境資訊(contextual information)與專業洞察

力(expert insight)。3.知識的主要功能：提供一個參考架構，以評估與整合新刺激所

產生的資訊與經驗，形成新的架構(學習)，並可指導決策與行為。4.知識的儲存體：

透過知者(knower)的心智產生並且利用，在組織內不僅儲存於文件與知識庫中，也

存在於例行的工作、流程、實務與文化中。Liebowitz 與 Beckman (1999) 知識是一

種情境、事實、例子、事件、規則、假設或是模型，能夠對某一領域或是學門增

進理解力或績效。Beijerse (2000) 知識具有資訊、能力、態度等三方面的特性，是

由經驗、技巧、文化、性格、個性、感覺等因素交互而成的結果。 
 
  Alavi 與 Leidner (2001)提出：1.知識有別於資料(Data)及資訊(Information)，它

呈現的是個人化的資訊(Personalized Information)。2.知識是一種心理狀態(State of 
Mind)。3.知識是一個物件(Object)，在資訊科技的領域中認為知識可以被編碼以及

儲存。4.知識為資訊取得(Access to Information)後的內容，強調有系統的組織資訊，

以方便內容的取得與檢索。5.知識是一種影響行的能力(Capability)，知識管理的核

心能力、Know-How 和人力資本皆由此因應而生。6.知識是一種過程(Process)的處

理，著重在知識的創造、分享與散佈。 
 
  Zack (1999)指出資料是從相關情境 (context)中獲得的事實和觀察，將資料放

在某個有意義的情境之中，所獲得的結果就是資訊，我們根據這些資訊相信或重

視的事物就是知識。Spiegler (2003) 說明知識是新事實(new facts)的產生，甚至是



 

 6 

新知識的產生，他是一個不斷反覆(reflexive)、遞回(recurive)的過程。Kamara 等人

(2002)提出知識是學習過程的產物，為個人化的個體，知識已被定義為企業未來獲

取利潤的無形經濟資源。 
 

  知識的特性有九種，分別為內隱性、動態性、複製性、優勢性、不減損性、

行動導向性、主觀獨特性、無限延展性及重複使用，其內容整理如表 2.1(李書政，

2002；林東清，2003；溫源鳯、湯凱喻，2005)。 
表 2.1 知識的特性 

知識的特性 說明 
內隱性(tacit) 知識儲存在個人心智模式內，大都是隱性，很

難定義及模仿。 
動態性(dynamic) 知識隨著人類心智成長與學習不斷改變。 
複製性(replicable) 透過適當的程序知識可以經由複製移轉再利

用。 
優勢性(power) 擁有知識就具有主導資源及影響他人的力量。

不減損性(irreducible) 知識不會因運用、分享而減損其價值，它具有

共享性，也因此組織可以取得、使用、傳遞、

創造知識，不會對原有知識有所損耗。 
行動導向性(action-oriedted) 知識為行動導向，指導個人行為。 
主觀獨特性(subjective and 
uniquer) 

個人心智的形成因受經驗、情境、價值觀的影

響所產生的知識是具有主觀性與獨特性的。 
無限延展性(extension) 知識透過不斷的刺激、學習，可以無限的延

展，潛力無窮。 
重複使用性(reuse) 知識可以重複使用而不會減損它的價值。 

資料來源：(李書政，2002；林東清，2003；溫源鳯、湯凱喻，2005) 
 

2.1.2 知識的類型 
  由於知識的內容或呈現方式的不同，因此知識有許多種分類的方式，主要的

分類方式如下： 
一、依內隱與外顯來分類知識 
  Polyani(1967)是首先提出知識的溝通性與可呈現度，並將知識區分為「內隱

(tacit)知識」與「外顯(explicit)知識」兩大類，這個分類方式也是最廣為研究者所

採用。內隱知識為複雜的、無法明確表達、難以觀察、難以解釋、難以形式化和

難以轉移的知識。外顯知識為簡單的、可觀察的、容易轉移的、能被編碼或固定

於某種形式、能用語言解釋、記錄或文件化，因而讓使用者易於分享的知識。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Alavi 和 Leidner (2001)將內隱知識分為認知性的內隱知識和技巧性的內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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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1.認知性(cognitive)的內隱知識：認知性的內隱知識是指存在於人類心智模式

中，難以外化表達的抽象觀念、判斷、直覺、信仰、感情或心態。這類知識豐富、

精密、複雜、難以結構化，或用文字表達，但卻決定了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2.
技巧性(technical)的內隱知識：技巧性的內隱知識是指要透過身體力行，不斷的練

習與訓練，由實做中學習所獲得的技能。如書法或工藝大師累積多年經驗所造就

的專長技能(林東清，2003；葉乃嘉，2004)。 
 
  Zack(1999)將知識分為三大類，這些知識都可以化為顯性知識：(1)敘述性知識

(Declarative knowledge)是關於描述某事件的知識。 (2)程序性知識 (Procedural 
Knowledge)是指關於某事件如何發生，或如何完成某事件的知識。(3)因果關係知

識(Causal knowledge)則是指關於某事件為何會發生的知識。 
 
二、依個人與組織來分類知識 
  陳悅宜（2002）提到組織中知識種類很多，最常為人所提及的是「個人知識」、

「組織知識」、「內隱知識」和「外顯知識」。個人知識透過經驗或自行開創所

獲取，歸屬於個人知識與智慧，組織知識則把個人內在知識轉化為組織可用之知

識。而 Leonard(1995)將知識分為員工個人知識(employee knowledge)與內含於組織

實體系統的組織知識(knowledge embedded in physical system)：(1)個人知識：員工

個人知識是指存在於個人腦中的知識與智慧。包含個人的技能、經驗、直覺、創

意、感覺等，此類知識難以與人共享，且專屬於個人，會隨員工離職而被帶走，

如電腦維修的能力、溝通協調的能力；(2)組織知識：組織知識則是由組織部門或

單位自創產生，在組織中移轉流傳的知識。如組織內的作業流程、資訊系統、組

織文化、團隊合作機制等。不但易於與人共享，不會隨員工離職而被帶走，且易

於創造組織價值的知識，如設計圖、手冊、工作流程等(林東清，2003；黃麒祐，

2003)。 
   

三、依理論與實務來分類知識 
  Beckman (1997)將知識分為理論知識與實務知識： 

(一) 理論知識：指的是利用科學、客觀的方法來蒐集資料證據，並加以歸納、

分析及驗證後，所得到的一種概念性(Conceptual)的知識。其可以透過演繹、

推理來解釋、預測及瞭解社會的現象，此種知識較容易移轉與學習。 
 

(二) 實務知識：指的是個人經由對某一特定事件、工作的實際上經歷，由實

做中學習到的一些工作上的經驗法則、直覺與判斷等，是一種抽象化程度低、

詳細、複雜、內隱的知識，較難移轉與學習。此二者具互補性，理論知識能

指導實務知識，而實務知識則能驗證理論知識，同時使用將比單方面運用更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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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小結 
  不同的知識類型及其特質，對知識獲取或知識學習有相當的影響。因此本研

究探討外籍配偶的知識獲取，需先探究相關之概念。從上述文獻的內容可以得知，

知識是複雜且抽象，在不同的角度，會有不同的定義。知識能提升人類的工作、

決策、問題及解決學習的績效，而知識是由經驗、技巧、文化、性格、個性、感

覺等因素交互而成的結果。且透過不斷的學習，可以無限的延展，潛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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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識獲取與學習 

2.2.1 知識獲取與知識學習之定義與分類 
  知識的獲取包含由知識學習、引用、訓練到導入，一連串內化與深化知識的

過程，最後再透過知識歸納、分析、整合、更新以及運用，進行知識加值與創造。

本研究認為知識的學習可導致知識獲取，兩者密不可分，因此以下的文獻探討將

同時針對知識獲取與知識學習進行說明。 
 
一、知識獲取 
  知識獲取是把內隱的知識發生的情形及處理的原則，明文寫出、正式條列出

來，並存錄於知識庫中。這樣的動作為知識取得的一個過程(Huber, 1991)。Helleloid
與 Simonin(1994)指出學習是經由知識的獲取、處理、儲存，最後加以運用的機制，

其中最重要的在於知識的獲取。Irma 等人(2004)則認為知識獲取為由人們(個人或

團體)、人造物(慣例、技巧或知識倉儲)或組織(組織中的部門、整個組織或組織與

其他組織間)獲得內隱或外顯知識的過程。 
 
  Ashford & Cummings (1983)研究知識與資訊獲取的技術有兩種：(1)詢問

(inquiring)：由詢問的方式直接獲得資訊。(2)偵查(monitoring)：偵查是一種間接取

得資訊的方式，包括觀察其他角色之行為和行動以及透過第三者來詢問，優點是

避免公開尋求資訊的尷尬，缺點則是獲得知識之品質難以控制。 
 
二、知識學習 
  Gredler(1993)在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書中提到，學習(Learning)是人類獲得技

能、知識與態度，而使個體有別於他人的歷程。(1)在操作制約中：某反應之機率

與可能性的變化。(2)在蓋聶的學習條件論中：人類獲得獨特能力的歷程。(3)在訊

息處理論中：將個體的記憶由某一狀態轉至另一狀態的一套認知歷程，導致一種

或多種能力。Gredler(1993)將學習理論分為三種型態，分別為學習歷程理論、認知

發展理論及社會情境理論。並將各型態所代表的理論說明如下表 2.2： 
表 2.2 學習理論之比較 

型態 學習理論 焦點 
學習歷程理論 史金納的操作制約 對學習者行為結果的安排 

蓋聶的學習條件論 訊息處理階段對學習的作業與教學

的關係 
訊息處理論 獲得訊息、記憶以及問題解決的歷

程 
認知發展理論 皮亞傑的發展認識論 嬰兒到成人期智能的發展 

維谷斯基的社會歷史論 文化在高層次心智發展中所扮演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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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境理論 班都拉的社會認知論 對示範行為之觀察與內在處理歷程 
懷納的歸因理論 學習者的成敗信念對與成就相關行

為的影響 
資料來源：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98 頁)，Gredler 著吳幸宜譯，1993，台北市：心

理出版社 
 
  Gagné與 Biggs(1979)提出五種學習類別，它們被稱為「能力」(capacibilities)，
因為它們能被用來預測學習者的行為表現，這五類人類的學習：(1)因學習要求之

不同而有所區別，(2)產生不同的實作表現，(3)普遍適用於不同學科、年級層次和

學習者。內容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3 五種學習之概覽 

學習的類別 能力 實作表現 例子 

語文資訊 
提取所儲存之資訊(事
實、名稱、對話) 

以某種方式敘述

或溝通這個資訊 
說出「愛國主義」

的意義 

心智技能 
讓個體能夠對環境概念

化做反應的心智運作 
使用符號與環境

互動 
區辨紅色與藍

色；計算三角形面

積 

認知策略 
管理個體思考與學習之

執行與控制歷程 
有效管理個人之

記憶、思考與學習

為撰寫報告而製

作資料卡 

動作技能 
表現一系列身體動作所

需之能力與「執行計劃」

展現某動作序列

或行動 
繫鞋帶、游蝶泳 

態度 
對事或物表示支持或不

喜歡的傾向 
選擇趨近或遠離

人、事、物的個人

行動 

選擇參觀博物

館；避開搖滾樂 

資料來源：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162 頁)，Gredler 著吳幸宜譯，1993，台北市：心

理出版社 
 
  本研究從學習理論的角度來探討外籍配偶知識的學習，瞭解學習的歷程。因

外籍配偶屬於成人學習且有研究以成人教育學的角度來瞭解外籍配偶的學習需

求，鄧中階(2005)以成人教育的角度探討外籍配偶的學習需求，研究發現外籍配偶

成人教育的需求以「基本語言需求」為最高，其次為「親職教育需求」。而劉綏慶

(2004)以國小辦理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之系統方案規劃行動歷程研究，來瞭解外

籍配偶的學習需求，並說明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的宗旨，是在培養外籍配偶中

文能力及增進外籍配偶在台生活的適應能力。因此本研究也以成人教育學習的角

度來探討外籍配偶的知識學習。 
 
  Knowles(1980,1984)所提出的成人教育學，是探討成人學習最具影響力的論點

之一。他認為成人學習者一直都是「被忽視的一群」(neglected species)，對於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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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專業發展，他提出五個重要的假定：(1)隨著一個人的成熟，其自我概念會

從依賴性的人格轉化為一個自我引導的人，(2)成人所累積的經驗日多，是學習重

要的資源，卻也可能是阻力，(3)成人對學習的準備度，與其社會角色的發展任務

息息相關，(4)成人的學習取向是以問題為中心、任務為中心、生活為中心，(5)成
人的學習動機大多來自內在的力量。 
 
  黃富順(1985)歸納 Houle、sheffield、Burgess、Boshier 及相關研究，將成人參

與學習的動機類型分為六類： 
(1)求知興趣：此類學習者參與學習主要是基於求知的欲求與興趣，純粹為滿足求

知欲、為獲取新知，充實自己，避免落伍而學習。 
(2)職業進展：此類學習者是基於職業上的需要、工作升遷或加薪，獲取文憑或資

格以求職業進展而參與進修。理由包括為求工作升遷、增進工作能

力、獲取較高文憑等。 
(3)逃避或刺激：此類學習者參與學習主要是為了逃避不如意的生活情境，滿足歸

屬感，或是為了追求生活上的新刺激，以免家庭與工作陷入刻板化

當中，利用閒暇、求得心靈及精神寄託、獲得暫時的休息等。 
(4)社會服務：此類學習者，其參與學習活動是為了服務社會、解決社區問題。他

們常反映的理由包括為服務社區作準備、增進服務的能力、增進對

社會問題的瞭解等。 
(5)外界期望：此類學習者參與學習主要是在於順從外界權威人士的要求或期待，

包括師長、父母、雇主等。常反映的理由包括受到家人的鼓勵、符

合父母的期望、受過去同學的影響、受到別人參與進修的影響等。 
(6)社交關係：此類學習者，其參與活動主要在於擴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而與

學習活動無關。理由包括認識志同道合的朋友、達成友誼的需求、

結交易性朋友等。 
 
  Smith (1982）認為成人學習者的四項主要特性為：(1)成人對於教育與學習有

不同的認識與取向。成人因生活中有多重真實的角色、任務、責任與機會，對學

習有不同期待與壓力，此外，成人具有自我觀念與選擇機會，了解自己的學習需

求，能主動由學習活動中汲取所需；(2)成人各自具有獨特的經驗，故成人團體的

異質性大於兒童。由於經驗可作為學習的基礎，使成人得以透過其生活經驗而能

有自我導向的學習；(3)成人因年齡、性別、家庭、職業、信仰和生涯角色的不同，

以致所要完成的任務各異。學習需求經常發生在角色與任務轉換之際；(4)成人學

習者在學習活動中，經常陷入焦慮與矛盾的狀況中，較缺乏信心。 
   
  Apps（1981）則指出成人學生在學習上的特性為：(1)生活經驗：成人學生具

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2)動機：成人學生具有高度的學習動機，

他們重回校園有明確的目標，瞭解自己的需要，因此會努力學習；(3)學習行為：



 

 12 

成人學生常會利用各種非正式的方式在不同活動中學習，他們讀、寫、算的能力

較差，欠缺長而不受干擾的集中時間；(4)面臨的問題：學習過程中常面臨不切實

際的目標、消極的自我形象、社會家庭的問題及過度的實用取向。 
 
2.2.2 知識學習之影響因素 
  陳碩琳(2003)研究指出學習是一種經驗、文字、認知與價值的交流、互動的過

程，而這種過程乃建立在人際關係基礎上，個人的社會網絡是學習的關鍵媒介，

而學生社會化程序和社會支持網絡是學習的重要途徑，所以，社會因素在探討學

習上的議題上是重要的。Meece 與 Jones (1996)在研究指出探討能力、自我效能、

個人目標對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學習績效確實會因為不同的個人特質產生影

響。黃馨慧 (1992)認為教學者、課程內容、訓練設備與環境等因素影響訓練活動

的執行，也影響學習的績效。 
 
  Cross(1981)提出成人的學習障礙分為三大類：(1)情境的障礙：包括花費、沒

有時間、家庭責任、小孩照顧問題及工作責任；(2)機構的障礙：包括課程時間安

排、上課地點及交通問題、沒有感興趣及具實用價或或相關的課程、機構的程序

或課程時間安排問題、缺乏有關機構教育計劃與行政程序的資訊；(3)意向的障礙：

包括對學習沒興趣、年齡太大、能力不足。成人學生偏好主動學習及期待課程內

容能與其生活或工作經驗相結合，家庭與經濟是影響成人學生經驗的兩個最主要

的因素(Benshoff，1991；Benshoff，1993)。 
 
  Klinger 與 Marieneau (1977)採取人類學研究法，導致五種參與教育活動的障礙

因素：家庭責任、缺乏取得教育資源或資訊的管道、金錢、時間和動機。成人學

生的學習動機比傳統學生強，究其原因不外乎：課程是成人學生長期以來很想學

習的；為了想證明自己能學也能完成文憑；為了工作或生涯上的需要(McGivney, 
2004)。成人學生學習常面臨許多挑戰，個人強烈的內在動機是支撐他們克服困難，

持續學習的重要關鍵 (Bryan，2006; Sorey，2006)。 
 
  林純菁(2005)研究指出已婚成人女性學生發展出他人支持、自我犧牲以及角色

妥協等三種持續參與學習之機制來克服所面臨的學習障礙，且她們在面對學習困

境時，通常不會主動向外尋求支援，而是傾向於自我解決所遭遇之問題。Scott 與

Murk(1989)比較 73 位傳統大學女學生與 46 位重返大學的女性成人學生參與動機

與障礙的差異，發現成人女性學生在意向上的障礙，主要為害怕失敗、缺乏自信、

害怕不夠聰明等。職業婦女的成人學生，感覺時間零碎、不易分配，陪伴家人的

時間減少、有愧疚感，子女的健康，家人的支持與否等，都是家庭方面的障礙（陳

彩鳳，2004）。 
 
  陳昭吟（2004）研究已婚職業婦女追求高等教育的壓力源，發現她們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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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源是來自時間，其次為學業、工作及母職的壓力。Starosilec(1999)對 76 位參

與管理認證課程的女性學生進行調查，發現試圖維持家庭與課程間的平衡發展、

以及時間的管理，則是受訪者所面臨的主要困難。 
 
  Bostrom etal. (1990)針對資訊系統的教育訓練提出一完整的理論架構，影響資

訊系統訓練績效與能度改變的三大因素：目標系統、個人差異、訓練方式，這三

大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了學習績效與態度改變上的不同效果。Lee (2001)研究指出

網路教學之學習者學習行為與模式並非一致，還需考量個人的特質與學習環境，

也因此存在四種不同的學習因素：(一)個人背景：性別、狀況、主修、電腦能力；

(二)教學環境：學習參與、存取工具、基礎設備的問題；(三)教學過程：課程種類、

學習數量、困難度、學習教材、作業、互動性、線上資料庫、教學方法；(四)網路

教學的整體性：成效、滿意度、動機、其他問題。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1999)指出外顯知識的擴散方式，可利用刊

物閱讀、討論工作方法來達成，在內隱知識的擴散方式可利用專業研討會、技術

發 表 會 來 達 成 。 Howells(1996) 將 內 隱 知 識 定 義 為 不 可 編 輯 也 無 法 具 體 化的

how-how，這種知識是經由非正式的學習行為與程序取得，透過非結構化或半結構

化的學習是內隱知識獲取與移轉知識的關鍵過程。Howells 認為當移轉內隱知識

時，人員接觸時間的長短與週期是關鍵因素。 
 
2.2.3 小結 
  本研究從過去學習理論與成人教育的理論，探究知識或獲與知識學習的概

念，及其影響因素。在文獻中，本研究探討學習的定義及歷程，接著以成人教育

學的文獻來瞭解外籍配偶的知識學習。本研究從這些文獻中發掘成人的學習特

性、學習動機等，以及影響成人學習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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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籍配偶之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 

2.3.1 外籍配偶之概念 
  蕭昭娟（2000）外籍配偶是嫁給台灣男性的外籍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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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的東南亞及或大陸籍女子。顏

錦珠（2002）其對東南亞外籍配偶的認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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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台灣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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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清山（2004）研究說明外籍配偶之定義係以中華民國國民與非本國籍之對

象具有婚姻關係稱之，應包含中國大陸、港澳與非東南亞地區之配偶。林若雩

（2005）研究指出大多數人是將外籍配偶的歸屬範圍縮小，為「透過婚姻仲介管

道」進入台灣地區的東南亞女子。其界定還不包括從新加坡、馬來西亞等經濟較

為發達的國家來台與國人結婚之女子。 
  夏曉鵑（2002）指「外籍配偶」現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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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所謂的「外籍配偶」，一般係來自東南亞地區，

與台灣籍男子結婚的女子。在媒體的報導裡，他們通常被認為是未受過高等教育，

來自貧困家庭，其結婚對象多數在台灣無法取得老婆的男人，她們的婚姻往往被

簡化地定義為「買賣婚姻」，因而是台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夏曉鵑（2000）、蕭昭娟（2000）、鐘重發（2004）與徐易男（2006）等人研

究將台灣外籍配偶的發展分為萌芽期、形成期及發展期三個階段：台灣的外籍配

偶婚姻的發展歷程，萌芽於 1960 到 1970 年代，蓬勃發展於 1990 年代： 
一、萌芽期 
    在 1960 至 1970 年代，國際跨國婚姻仲介將台灣女性婚介至歐美、日本等國

家，同時將東南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普遍較台灣落後的泰國、印尼女子，仲介引

進台灣勞力密集的農漁村之中，此為台灣外籍配偶婚姻形式的萌芽期。在此時期

跨國婚姻中的習俗差異與溝通障礙，當時缺乏政府的政策與觀念改變的配套措

施，使得外籍配偶的逃婚率相當高，此時期仲介業者雖有利可圖盡力促成跨國婚

姻，但民眾接受度相對低，因此早期台灣外籍配偶現象並沒有繼續蓬勃發展。 
二、形成期 
    1980 年後，台灣經濟隨著政府「南向政策」向東南亞各國急速發展，台灣工

廠大量移至東南亞各國設廠，來自台灣派駐東南亞工廠的勞工，因工作環境因素

與當地女子結婚，形成此時期外籍配偶婚姻發展主軸。因此，80 年代台商與駐外

派勞工發掘台灣與東南亞地區有廣大婚姻市場，在有利可圖下紛紛加入成為新一

波婚姻仲介者，東南亞地區女子與台灣男子結婚的外籍配偶現象於焉形成。 
三、發展期 
    1990 年代後，台灣政治與經濟環境改變，大量資金外移與引進外籍勞工，造

成許多本籍勞工失業與就業困難，除引發諸多社會問題外，更讓低技術性勞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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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婚姻市場的價值更為滑落，更直接衝擊與改變台灣地區的婚姻結構與現象，

在加上台灣教育普及、女性受教育及工作能力增加，使台灣的女性自主意識抬頭，

因此更多男性在擇偶上產生困難，台灣男性在婚姻選擇上轉而向外尋找對象，配

合婚姻仲介推波助瀾，外籍配偶大量進入台灣社會，形成現金眾多外籍配偶與「新

台灣之子」的現象。 

    

2.3.2 外籍配偶之知識獲取 
  根據之前提到知識的獲取與知識學習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從外籍配偶知識

學習的特性及學習的需求瞭解外籍知識獲取的需求。接著再從文獻中瞭解外籍配

偶在知識學習之後，所獲得到的各種收獲及效益。 
  吳美雲(2001)的研究中依研究對象提出相關外籍配偶的學習特性，(一)參加的

外籍配偶年齡集中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二)大部分學員最常使用的語言與台灣夫

家平日所使用的語語有關，越南籍和泰國籍都比較擅長使用國語，印尼籍則會說

客家話或閩南語。(三)大部分學習者都認為參與識字課程有助於實際日常生活之應

用。有的人覺得識字技能對其工作有幫助，而有的人則想從識字班的課程學習到

如何扮演母親、妻子的角色。(四)學員能否持續學習與家人的支持關係密切。(五)
很多學習者將識字用途放在解決社會互動和解決日常生活所需的工具性用途，如

外出購物、參加聚會聊天、接聽電話等。因此，都把學習講國語列為最優先的需

求。(六)對於大多數的學習者而言，參加識字課程不止於學習基本讀寫算技巧而

已，還包括結交朋友、拓展生活領域和空間、增加生活知識、打發時間等內在動

機。 
  吳金鳳(2004)研究發現無論是參訓者或未參訓者，最希望上的課程都是識字與

語文教育，其次是親子教育和婦幼常識，再其次是烹飪等生活技能或就業輔導⋯

等。其他如醫療保健常識、居留及定居設戶籍等法規說明、風俗民情解說、身心

保護措施等課程則較不受重視。研究者認為，來自不同文化背景，語文不同，為

求生活適應良好，便於和家人鄰里溝通，與增進親子關係，認識中文與學說中國

話乃最主要關鍵，而她們也期望能被輔導就業學得一技之長，增加家庭收入。 
  劉綏慶(2004)彙整外籍配偶的教育學習需求：一、以能夠提升中文能力為最優

先的學習需求，如中文的說、聽、讀、寫；二、一般處理日常生活之能力，如至

銀行、機關洽商事情等；三、了解子女教養、身體保健的基本常識；四、學習親

職教育的進行，如對子女課業的輔導、與子女的互動溝通等；五、學習婚姻關係

的經驗；六、學習與夫家如何進行人際互動，避免產生衝突、誤會。 
  莊玉秀（2003）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學習需求可歸納為四種類型：促進溝通能

力、親職教育、未來工作準備、個人興趣；外籍配偶學習收穫方面則是個人自信

心的建立、語言能力的提升、提高閱讀外界資訊的能力、社會支持網絡的拓展以

及紓解情緒與增進文化的認知。 
  葉淑慧(2004)指出外籍配偶來台後面臨生活適應的困境，若能藉由學習的管道

(如補校學習)進而以調適個人生活的問題，如語言隔閡、風俗習慣、飲食習慣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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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女的態度等差異，她們由於接受教育，不僅學會識字外，並且也產生自信心

與適應生活的能力。因此外籍配偶透過教育，則有助於協助不同文化背景家庭組

成的種種衍生問題，期使教育能協助她們擁有較有利的條件，以面對在台的新生

活。 
   
  陳宇水(2002)綜合嘉義縣各校辦理「嘉義媳婦基本學習能力專班第四期」之成

果報告，提出該專班之效益：(一)提昇基本溝通能力，熟悉在地鄉土文化及風俗習

慣。(二)建立來自各國嘉義媳婦之自信，提昇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能力。(三)增加學

習機會，促進學員間資訊流通經驗分享，建立社會互助網絡。(四)增進交通安全及

衛生教育知能，改善居家安全及衛生習慣。 
  黃富順(2002)也指出透過教育將使外籍配偶的生活得到調適，教育對其生活有

六點助益：1.透過教育瞭解不同的文化背景；2.透過教育補充生活基本知識；3.透
過教育縮小觀念、想法；4.透過教育學會語言，增進交流溝通；5.透過教育獲取資

訊；6.透過教育增進外籍配偶的自信。吳美雲(2001)發現，學員參與識字班後，有

了三方面的具體轉變：1.技能方面，逐漸具備或提昇中文聽、說、讀、寫能力，脫

離處處倚賴他人協助之窘境；2.心理方面，上課後產生自信心與尊榮感，對外在之

不安也逐漸消失；3.社會方面，拓展了人際關係與生活圈，也增進與家人的溝通話

題。參與識字學習使學習者突破語言的障礙、增進自信、建構新的人際網絡並提

升處理事情的能力。(賴建達，2001；廖雅婷，2003；蔡秀珠，2004)。 
  莊玉秀(2003)藉由訪談得知東南亞籍跨國婚姻婦女參與教育活動後之學習收

穫包括：個人自信心的建立、語文能力的提昇、提高閱讀外界資訊的能力、社會

支持網絡的拓展、舒服情緒與增進文化的認知。張鈺珮（2003）研究花蓮縣吉安

鄉越南新娘的生命經驗結果發現：有關社會化的機制—識字課程大多持肯定態

度，既可學習又可拓展人際關係，可惜因經濟與工作因素參與者有限。外籍配偶

在移入台灣社會社會之後，在識字教育的課程中，學習的內涵不僅是語言文字、

溝通技巧以及一些文化習俗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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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外籍配偶知識獲取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從上節探討外籍配偶知識學習相關文獻之後，因此在本節探討影響外

籍配偶學習因素的相關文獻。 
  林君諭 (2003)研究指出人在異鄉，初到台灣的外籍配偶往往缺乏支持系統，

加上語言障礙使其所面臨到如父權文化和不友善的法律體制，更加深她們學習的

困境。賴建達(2001)研究指出影響外籍配偶學習成效之因素，受其原來教育程度與

原生家庭背景、生活狀況、人格特質及識字動機、同儕力量以及交通不便等因素

之影響。影響外籍配偶學習之相關因素，受來台年數、原生國家教育程度、原生

家庭背景、人格特質及識字動機、識字班學習次數、工作與否、家人的支持與鼓

勵，和同儕力量以及交通不便等因素之影響(賴建達，2001；廖雅婷，2003；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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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2004)。 
 
  蔡秀珠(2004)台中縣外籍配偶識字學習障礙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發現外籍配

偶的識字學習障礙因素，可以明確歸分為四大類，包括「個人因素」、「家庭與工

作因素」、「同儕因素」和「學校因素」等四類，此四類可以含蓋外籍配偶在識字

方面的障礙。 
   
  林振春(2003)提出三種因素對外籍配偶學習的造成障礙， 
1.情境障礙(situational barriers)：指的是在某一時間生活中所面臨的限制，如：(1)
生活忙碌沒有時間。(2)外籍配偶要照顧小孩，而小孩卻沒有地方安置。(3)對貧窮

人來說，交通不方便無法到達。(4)費用超出家人所能或所願支出的範圍。(5)家人

限制外出，無法參與學習。 
2.制度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指的是政策上執行的限制，使得想參與活動的外

籍配偶無法參加，如：(1)時間安排不當，如安排在白天，或集中排課導致有工作

者無法參加。(2)課程缺乏實用性和趣味性，無法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3)活動未

有足夠的宣傳，使得想參加者錯失機會。 
3.心理的障礙(dispositional barriers)：指的是外籍配偶的態度和自我概念限制其參

與：(1)認為自己缺乏學習能力。(2)對於學習不感興趣，不想學了。(3)以前有不愉

快的學習經驗。(4)深怕學習失敗會損及自己的形象，或在家人面前丟臉。 
   
  黃月純（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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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不僅不能沿用學校教育方式來教學，更因其婚姻關係而形成外籍配偶的身

份，其學習的特性有： 
1. 以解決生活中問題為中心的學習，學習動機強具有急迫性。 
2. 最好能即學即用，具備立即明顯的學習結果。 
3. 生活中的經驗是其學習最重要的資源。 
4. 扮演多重角色與責任，學習的內容要能反映這樣的需求。 
5. 年輕力壯，學習能力強，記憶力佳。 
6. 參與學習障礙多：交通、家務、經濟因素、部分時間學習。 
7. 參與學習心理障礙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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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參與學習機構障礙：學習情境、教學方法、同儕學習者因素。 
 
2.3.4 小結 
  本研究首先整理外籍配偶之定義、發展歷程，接著探討外籍配偶在知識學習

上特性及知識的學習需求。在過去許多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文獻，皆強調外籍配

偶對語言知識需求的重要性，其次為日常生活之能力。部分文獻中則提及外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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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在學習上所遇到的障礙，以及影響外籍配偶在知識學習上的因素，如：個人因

素、家庭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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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的深度訪談進行資料收集法，並以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進
行資料分析。在本章中，第一節的部份首先說明本研究方法之選擇，以及該方法

之定義及特性；第二節說明研究對象的選取及其背景；第三節為說明資料蒐集的

方法；第四節則為資料整理與分析的過程。 
 
3.1 研究方法的選擇 
  由於過去外籍配偶之知識獲取的研究相當有限，為針對此一議題進行深入的

探索，並發掘此一現象中可能之潛在關係，因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一般取徑，

以深度訪談的方式進行資料收集，再以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方式進行資料

分析。其中質性研究乃是對於個人經驗與意義作「解釋性理解」或「領會」，研

究者即是研究工具，透過親身的體驗、對於受訪者的生活故事或意義就夠提出解

釋(陳向明，2002)。穆佩芬(1996)認為，以實證研究的法則來解析人類現象會有掛

一漏萬的缺憾，因為它忽略了許多我們認為理所當然的因素，也忽略了人類生活

世界的動態性及複雜性，更無法記錄人類生活經驗的完整性。而質性研究重視意

義的建構與詮釋的歷程，並且強調各個脈絡之間的關連性與串聯，希望透過深入

的觀察、訪談來了解現象與事實間與環境的互動與影響，以及受訪者在接受環境

作用後的內在觀點與意義或者價值觀，進行深入的分析、探討、理解與詮釋(簡春

安，鄒平儀，1998)。吳萬益與林清河 (2000)曾指出深度訪談具有多項優點，

包括；1.有機會可以瞭解受訪者的反應，2.可以探索更複雜的問題，3.適合冗

長問卷的調查，4.完成整份問卷的機率較高，5.可以讓受訪者產生視覺刺激

且覺得有人在傾聽，6.受訪者的參與程度會比較高。因此面對外籍配偶之知

識獲取此一複雜議題，本研究以深度訪談的方式，以瞭解外籍配偶學習上的

各種議題是相當適合的。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探究外籍配偶在台之知識學習內容，因此本研究以在嘉義市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電腦班學習的外籍配偶作為研究對象。該班開設時間為97年7月1 日至

97年9月30日，主辦單位為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利慈善事業基金會，上課地點為嘉

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開設電腦基礎概論班及文書處理應用班給弱勢婦女學習

電腦技能，而開課目的為運用電腦改善生活素質，增進自信心，提昇生活品質。 

  本研究選取該班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原因為本研究欲瞭解外籍配偶在來台

之後的學習活動及影響學習之因素，而該班外籍配偶都是來台時間為三年以上，

具有一定的知識獲取經歷，因此本研究以電腦班之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探討外

籍配偶之知識獲取。 

  為了瞭解外籍配偶來台的知識獲取，因此本研究研究對象為外籍配偶電腦班

的13位學生，越南籍配偶共有7位、大陸籍配偶共有4位、泰國籍配偶1位及印尼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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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1位；訪談對象年齡為24到41不等，來台時間為3到13年不等，教育程度為國小

到高中不等，訪談對象之基本資料如表3.1所示。 

 

 

表3.1 訪談對象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國籍 年齡 教育 

程度 

職業 來台 

時間 

子 女 

A 女 大陸 30 高中 褓母 3年 無 

B 女 越南 31 高中 工廠作業員 8年 1男 

C 女 越南 29 國小 翻譯人員 9年 2女 

D 女 越南 32 國中 家庭主婦 10年 2女 

E 女 越南 24 高中 洗衣廠員工 4年 無 

F 女 越南 37 高中 臨時工 3年 無 

G 女 大陸 38 高中 家庭主婦 9年 1男1女 

H 女 泰國 36 國中 家庭主婦 3年 1男 

I 女 印尼 41 未知 未知 13年 2女 

J 女 大陸 28 國中 販售人員 9年 2男 

K 女 越南 40 國小 家庭主婦 9年 1女 

L 女 越南 28 高中 家庭主婦 7年 1男1女 

M 女 大陸 32 專科 會計人員 8年 2男 

 

 

3.3 資料蒐集方法與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深度訪談方法進行資料的收集，在訪談前，本研究先擬定訪談大綱，

並在訪談過程中，適時根據受訪者回答的內容進行問題的延伸。在訪問外籍配偶

時所使用的語言為華語，訪談時間為外籍配偶上電腦課之下課期間及課餘期間進

行，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為十分到三十分不等。而本研究在訪談時，事先會詢問受

訪者訪談過程是否能以錄音筆做記錄訪談內容記錄用，經過訪談者許可之後，使

用錄音筆記錄訪談內容，以便日後將訪談錄音輸入成逐字稿。   

  根據Boyatzis(1998)研究指出，研究者在將訪談的內容以逐字稿呈現的資料，其

內容是豐富且瑣碎的，研究者必須對資料整理以得到瞭解，並從中理出結果。因

此本研究將訪談錄音之內容記錄成逐字稿。依每位受訪者分別編上代號(A、B、

C……M)，並標明訪談日期及情境、訪談次數、訪談時間、訪談內容。接著將逐字

稿初步記錄完成後，研究者再重複聽訪談記錄，校正遺漏或錯誤之地方。最後將

逐字稿完成，開始分析資料。 

 

  本研究使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來分析訪談資料，根據高淑清(2001)

指出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是質性研究分析的方法之一，其目的在於發現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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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掘主體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之過

程。而所謂主題分析法是對訪談資料或文本所進行系統性分析的方法，以主題的

方式呈現，用來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Kvale (1996)指出藉由仔細、反

覆地閱讀原始資料的方式，來尋找一再浮現的、和受訪者的生活世界密切相關的

主題，並加以分析。 

  Boyatzis(1998)在其「主題分析與編碼發展」(thematic analysis and code development)

一書中會開宗明義地說出，主題分析是一種運用系統步驟觀察情境脈絡、文化、

或互動關係的訊息分析方式，它是一種看見的方式(a way of seeing)，一種理出感覺

使道理顯現(a way of making sense)的分析方法。主題分析是要從書面敘說資料中去

尋找共同主題，共用最貼切的語言來捕捉這些共同主題的意義(Barritt el al., 1984)。 

 

  因此本研究從逐字稿到歸納彙整出研究主題過程如下： 

一、編碼與初步整理：詳細閱讀逐字稿內容，找出關鍵字句，歸納出與本研究目

的有關的語意，進行初步的編碼。 

二、反覆閱讀逐字稿：檢視初步編碼的合宜性，確定編碼意義，並分析、比較編

碼資料，將相同或相關的編碼內容進行歸納，並加以分類。 

三、概念分析與修正：根據初步訂定的主題進行分析，在分析的過程不斷反覆檢

視逐字稿，不斷修改主題的措辭及說明內容的架構，是否與受訪者的逐字稿相符。 

四、資料歸納並整理：根據反覆的逐字稿歸納，找出編碼意義，最後確定編碼表，

以便在資料分析時，能找出確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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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章第一節資料整理，首先從訪談內容轉換成編碼表，並從編碼表中找出概

念及內容，整理出初步的架構圖，並說明各個概念間的關係；第二節為外籍配偶

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方式影響關係，透過實際研究資料，來瞭解外籍配偶學習的

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方式間的相互關係；第三節為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因

素，透過訪談者的說明瞭解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因素；第四節為外籍配偶知

識獲取階段性與歷程，以實際研究資料瞭解外籍配偶在適應台灣各種事務時，會

經歷的適應階段，並從階段裡瞭解知識學習及獲取重點間的過程。 
 

4.1 資料整理 

  本研究資料透過主題分析的方法，分析訪談資料並整理出核心主題及關係(如
圖 4-1 所示)，此架構圖包括環境因素、個人因素及知識學習三類因素。茲分別說

明如下： 
 

 
圖 4-1 整體架構圖 

 
4.1.1 環境因素： 
  說明外籍配偶的外在社會環境與家庭內環境間的各種現象。在環境因素裡，

歸納出二個構面，分別為「社福與政府支援」及「家庭關係」，社會環境與政府支

持援說明外籍配偶在台灣學習知識時，所遇到的外在環境等相關問題(如表 4.1)。
例如：政府政策、社福支援等，社會上環境的各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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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社福與政府支援操作型定義 

 
  而家庭關係則是說明外籍配偶剛嫁來台灣時，所處的家庭環境遇到的相關問

題(如表 4.2)。例如：家庭支持、家庭管教等，家庭周遭環境的各項問題。 
 

表 4.2 家庭關係操作型定義 
名詞 操作型定義 

家庭支持 先生及其親友，對外籍配偶所做之行為是否能獲得支持。如：外籍

配偶去上課，家人是否會反對等。 
家庭型態 外籍配偶組成的成員所形成之家庭型態。如：大家庭、折衷家庭，

與小家庭等。 
家庭管教 其先生的親友對外籍配偶的生活控制。如：家人禁止外籍配偶去上

課學習、家人限制外籍配偶的相關行動。 
 
4.1.2 個人因素： 
  說明外籍配偶自身所遭遇影響學習知識的因素。包含了自身對學習的態度及

周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造成的影響。在個人因素中，可再分為三個構面，分

別為「學習意願與能力」、「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生活壓力」，學習意願與能力

則是說明外籍配偶對於學習知識的需求意願程度及學習知識所必須的能力(如表

4.3)；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說明外籍配偶們的人際互動對分享意願及資訊取得的影

響程度(如表 4.4)；生活壓力是說明外籍配偶在學習知識時，所遇到的壓力來源，

造成她們無法去學習的因素(如表 4.5)。 
 

表 4.3 學習意願與能力操作型定義 
名詞 操作型定義 

語言能力 外籍配偶具備當地國語言(華語／台語)之能力。如：為了生活必備的

國台語等語言。 
學習意願 外籍配偶對於學習知識的意願。如：對於課程的學習，意願很高。

 

名詞 操作型定義 
社福支援 民間之社會福利單位，如：基金會、民間團體等非營利單位，對外

籍配偶所提供各項協助的支援。 
公眾資源提供 社會上提供給民眾(包括外籍配偶)公開使用的資源，如：圖書館、

文化中心等公眾資源。 
移民教育提供 政府提供或政府補助民間社福團體所提供之各項課程及課程資

訊，能為外籍配偶在生活上給予協助之課程，如：課程學習與課程

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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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操作型定義 
名詞 操作型定義 

人際互動 外籍配偶對同鄉與各種人際之間的互動。如：工作場上的人際互動、

同鄉間的人際互動等。 
分享意願 外籍配偶分享知識或資訊的意願。如：會在同鄉之間分享自己在生

活上的經驗。 
資訊取得 外籍配偶對各種日常生活資訊的取得。如：政府提供課程資訊、同

鄉間提供生活資訊。 
 

表 4.5 生活壓力操作型定義 
名詞 操作型定義 

工作壓力 外籍配偶因工作所產生的心理壓力。如：為了工作賺錢養家，

使得生活上及學習上造成的影響。 
子女教養壓力 外籍配偶因教養子女而造成的心理壓力。如：第一次帶小孩要

如何帶、因要帶小孩，造成沒時間去上課等問題。 
時間壓力 外籍配偶因為生活忙碌或時間不足，所產生的心理壓力。如：

除了要在家照顧小孩及工作上的時間壓力，使得沒有多餘的時

間能出去學習知識。 
 
4.1.3 知識學習： 
  說明外籍配偶知識學習的類型及知識獲取的方法。在知識學習裡，有二個構

面，分別為「學習方式」與「獲取的知識類型」，學習方式說明外籍配偶在學習知

識的方式(如表 4.6)；而獲取的知識類型則是說明外籍配偶在學習知識的需求類型

(如表 4.7)。 
 

表 4.6 學習方式操作型定義 
名詞 操作型定義 

課程學習 外籍配偶透過正式政府或社福機關所開設的正式課程，以上課的方式

獲取知識的學習方式。如：識字班、生活適應班。 
同儕學習 外籍配偶藉由同事、同鄉或朋友等人際關係，以非正式的學習方式獲

取知識。如：由朋友私下教導之知識。 
媒介學習 外籍配偶透過傳播媒介的使用，作為學習知識的管道。如：以看書或

看電視獲取知識。 
邊做邊學 外籍配偶是在自己實做中所學習到的知識。如：自己練習煮飯。 
家庭學習 外籍配偶在家人親友的教導下學習知識。如：先生教外籍配偶食衣住

行等知識、婆婆教文化習俗等知識。 
 

表 4.7 獲取的知識類型操作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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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操作型定義 
生活知識 外籍配偶周遭食、衣、住、行等各項基本生活知識。如：煮菜、子女

教養。 
興趣知識 外籍配偶從事自己喜好的興趣活動所需的相關知識。如：學習跳舞、

上點心班學習做點心給子女吃等。 
工作知識 外籍配偶為了工作所需，而必須學習的知識。如：會計知識、褓母知

識。 
語言知識 外籍配偶所具備之當地國之語言知識(能力)。如：國語、台語等。 
公民知識 在一特定社會中有效擔任一公民所需具備之各層面的知識。如：當地

國之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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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籍配偶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方式 
  此節說明外籍配偶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方式的關係，因不同的知識類型會有

不同的學習方式，因此在本節說明知識類型與學習方式對應關係。 
 
  一、「生活知識」是外籍配偶初來台灣，所必備學習的食、衣、住、行等各項

基本生活知識。以下訪談內容為外籍配偶學習知識是透過何種學習方式來學習。 
訪談者 B：『帶小孩的話，就是自己學，因為我沒有跟婆婆住在一起，就

跟我老公而已，而帶小孩子就是靠自己慢慢摸索。………還有煮菜方面，

都是自己在外面看人家煮，然後自己在慢慢摸索，都沒有人教，完全自

己學的！』(B-970830-4) 

 

訪談者 C：『剛來台灣的時候，帶小孩其實我也不懂啊！不懂的話都是問

人家，問鄰居啊！因為有很多不懂，小孩子喝牛奶，幾個小時喝一次等，

就是全部都問鄰居或朋友。………但是主要老公他們外面工作很忙，所

以我學不到什麼，就是會去問小姑或婆婆，他們會教我一些日常生活的

事情。………我常和朋友交流的東西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

(C-970821-5)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B 在帶小孩的學習上，都是自己慢慢摸

索，自己學習。而本研究將帶小孩定義為生活知識，訪談者 B 都是自己從做中學

裡學習到知識，因此本研究將自己學習定義為邊做邊學；而訪談者 C 在帶小孩的

學習上，則是透過問朋友或問鄰居中學習到知識，還有問家裡親友也有，因此本

研究將問朋友定義為同儕學習，而問家裡親友則是定義為家庭學習。 

 

訪談者 D：『在補校班學一些日常生活的東西，有學國語、數學、生活、

社會，跟小朋友學的一樣，只是我們讀晚上，然後別的課程，就像生活

適應班啊！還有美食的或是煮菜的，這些課都是專門開給外藉配偶上課

的。………會和同鄉交流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因為我有上過生活適應

班，會遇到很多從越南來的同鄉姐妹，遇到會一起聊天問問題，姐妹都

會分享自己的經驗，互相學習，我有不會的東西，她們也會分享給我聽，

而我會的也會分享給她們聽。………因為剛來台灣的時候，要帶小孩，

所以來台快五年了，才出去外面上課，剛來的什麼都不懂，剛好附近也

是同鄉的姐妹，就會來看我，而且教我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會提供我哪

裡有課程可以上！』(D-970816-8) 

 

訪談者 E：『剛來台灣的時候，什麼東西都不懂，公公婆婆老公都會很熱

心的教我，上課也有，然後自己看看書本也有，然後跟家裡面溝通的也

有，都是學些日常生活跟語言方面的東西。………因為我剛來的時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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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習慣啊！然後那些來比較久的姐妹都會教我，然後學一些生活方面的

事情。………來這裡學電腦，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幫我找到工作。』

(E-970816-9)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D 學習日常生活的知識，是透過上課來

學習。上生活適應班來學習生活知識，還有上一些其他課程來學習知識，因此本

研究將上課學習到知識定義為課程學習。而訪談者 D 除了上課學習以外，還會跟

同鄉互相分享經驗，互相學習。因此本研究將同鄉之間的交流，定義為同儕學習；

而訪談者 E 學習知識，透過的學習上式較多樣，有公公婆婆等親友會教，還有透

過上課及自己看書本等來學習，最後還有同鄉的朋友會教他生活方面的事情，因

此本研究依序將學習方法定義為家庭學習、課程學習、媒介學習及同儕學習。 

 

訪談者 F：『日常生活的事有些是家人教，大部份都是去上課，會去上那

種免費的或是政府輔助的。剛來的時候會看電視學習一些字，再來都是

去上課。………在考證照那班的朋友，都是台灣的，他們都對我很好！

然後大家有什麼，都會跟我講，互相幫忙，我們現在偶爾還會聯絡，然

後我們常交流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像煮菜啊！』(F-970809-10) 

 

訪談者 G：『煮菜方面是婆婆教我的！帶小孩的話，我是看書啊！看書自

己學的！』(G-970920-11) 

 

訪談者 H：『剛來台灣有學到煮菜，都是自己學的，因為我都有買書來看，

然後自己做來學。』(H-970904-13)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F 學習生活知識有家人會教，但大部份

的知識則是透過上課來學習，再來訪談者 F 在剛來台灣的時候，則是有透過看電

視來學習知識，最後訪談者 F 再上證照班時，有認識台灣的朋友，且現在還有聯

絡及交流日常生活知識，因此本研究依序將學習方式定義為家庭學習、課程學習、

媒介學習及同儕學習；而訪談者 G 在煮菜方面及帶小孩方面等生活知識，是透過

家人學習以及看書來學習，因此訪談者 G 的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及媒介學習；最

後訪談者 H 在學習生活知識上，是透過自己學來學習，再來還有透過看書來學習，

因此訪談者 H 的學習方式是邊做邊學及媒介學習。 

 

訪談者 I：『………婆婆他們，我剛來台灣的時候會教我煮菜或是一些日

常生活的事情，比較簡單的事情。………還有同鄉之間，我有參加一個

聚會，那裡面都是一些印尼的太太們，會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交

流最多的，還是印尼方面的東西。………剛帶小孩的時候，有那個隔壁

鄰居有教我怎麼帶！因為我來五年多才生的，剛開始，我不知道怎麼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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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學啊！還有家人也會教！婆婆有教還有老公的姊姊會

教！………剛來的時候，也有學煮菜的東西，就每天都煮啊！煮台灣的

菜，都是婆婆或老公教的！』(I-970830-14) 

 

訪談者 J：『在家裡煮菜都是婆婆在煮，我都在旁邊幫忙，然後自己去學

習東西，都是自己學或上課學。………來台灣上課有識字班、煮菜的，

都會去學，學起來跟之前有差啦！………來台灣，大部份都是自己看書

去學，像那個文化中心有那些書，不要錢，就會去借來看！』

(J-970813-15) 

 

訪談者 M：『剛來台灣的時候第一次帶小孩，是婆婆教的！還有老公跟親

友都會教我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M-970830-18)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I 平常日常生活的知識是家裡親友教的，

再來訪談者 I 有去參加聚會，聚會裡都是同鄉的朋友，他們在聚會裡可以互相交流

生活上的經驗，因此本研究將訪談者 I 的學習方式定義為家庭學習及同儕學習；而

訪談者 J 在生活知識的學習是自己學，還有透過上課來學習，接者訪談者 J 還有去

文化中心借書，自己看書學習，因此本研究將訪談者 J 的學習方式依序定義為邊做

邊學、課程學習及媒介學習；最後訪談者 M 學習生活知識是家裡親友教的，因此

訪談者 M 的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生活知識對應的學習方式有家庭學習、同儕學習、課

程學習、媒介學習及邊做邊學。家庭學習是生活知識最主要的學習方式，透過家

人親友那裡學習到各種基本生知識。其次為同儕學習，從同儕或朋友之間交流各

種生活上的經驗。而課程學習在部份外籍配偶學習生活知識上也是重要的學習方

式，因為透過上課可以學到外籍配偶想學的知識，又可以認識更多的朋友。媒介

學習則是外籍配偶透過媒介，如：書籍、電視等，從中學習到生活上的各項事務。

最後是邊做邊學，而邊做邊學則是外籍配偶學習生活知識都是自己慢慢摸索並從

做中學裡學習。 
 
 
  二、「興趣知識」為外籍配偶從事自己喜好的興趣活動所需的相關知識。如：

學習跳舞、上點心班學習做點心給子女吃等。以下訪談內容為外籍配偶學習知識

是透過何種學習方式來學習。 
訪談者 C：『最近是白天工作，然後晚上會去學些東西，會學些電腦以及

識字班，學習東西大部份都是去上課跟老師學………。』(C-970731-5) 

 

訪談者 F：『我們有在上課，上那個識字班，還有一些電腦基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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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培訓翻譯人才的，就是可以有同鄉剛來的話，可以做翻譯

的。………來這裡學電腦，幫助很大，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我還有去上烹飪班，然後還有去上課，然後有考到中餐丙級證

照！………在考證照那班的朋友，都是台灣的，他們都對我很好！然後

大家有什麼，都會跟我講，互相幫忙，我們現在偶爾還會聯絡，然後我

們常交流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像煮菜啊！就例如：點心類啊！可以做

給小朋友吃的，去上課認識字，還有去學做手工的，就是可以做小狗的！』

(F-970809-10)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C 在學習興趣知識是透過上課跟老師來

學習知識的，因此本研究將上課跟老師學定義為課程學習；而訪談者 F 學習興趣

知識也是通過課程學習來獲取知識，且訪談者 F 在訪談內容後面有提到，藉由上

課認識的朋友們互相交流其他興趣知識，因此本研究將與朋友們交流經驗或興趣

定義為同儕學習。 

 

訪談者 H：『來台灣覺得蠻方便的，生活比較方便，有學到台灣的國語，

有來上課來學電腦，對我自己比較好。………政府會通知我們，問我們

要不要參加課程看看啊！像是去做黏泥土啊！然後帶小朋友一起去

啊！………來這裡學電腦，我覺得很有幫助，可以教小朋友學打字，玩

遊戲。』(H-970814-12) 

 

訪談者 I：『………有時候會上識字班，而最近有機會才來這學習電

腦。………』(I-970809-14) 

 

訪談者 L：『………出來上課啊！還有和小孩子互相學，還有跟姐妹們一

起學東西！學中文字啊！跳舞啊！電腦啊！烹飪啊！』(L-970910-17)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H 學電腦等興趣知識，是透過上課來學

習。而且訪談者 H 還有說明政府有提供課程的資訊，並說明可以與子女一起去，

藉此學習興趣知識並且又可達成親子同樂。而訪談者 I 也是學習電腦等興趣知識，

也是透過上課來學習。最後訪談者 L 也是透過上課學習到興趣知識，如：跳舞、

電腦等。因此本研究依上述訪談者內容，將上課學習定義為課程學習。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興趣知識對應的學習方式有課程學習及同儕學習。課

程學習是外籍配偶主要學習到興趣知識的方式之一，透過課程學習自己感興趣的

知識。而同儕學習則是透過朋友之間的互相交流興趣，並從交流中的經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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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知識」為外籍配偶為了工作所需，而必須學習的知識。如：會計知

識、褓母知識。以下訪談內容為外籍配偶學習知識是透過何種學習方式來學習。 
訪談者 A：『………因為我的職業是褓母，所以會去上一些褓母的課

程。………』(A-980314-3) 

 

訪談者 C：『自己有出去外面工作，同事或是裡面的人一起聊，他們會教

我一些事，然後工作那邊的人都是台灣人。』(C-970731-5) 

 

訪談者 J：『在大陸，都是在工廠上班，而來台灣就是學做生意！就是我

們婆家有在做生意，碰到就是要去學！但是做生意的時候，家人都沒有

教，被逼上梁山！就是菜市場那些歐巴桑，講話聽不懂，也就慢慢的聽！

慢慢的適應他們！』(J-970903-15) 

 

訪談者 M：『………學電腦的話自己有買過電腦書自己看，所以都是自己

學，我在大陸那邊是學會計的，然後有找到一個會計的工作，然後台灣

的會計跟大陸那邊的有不太一樣，大部份的東西都是自己學比較多。因

為台灣這裡的繁體字我看的懂，所以學起東西來都很快。………就是剛

來台灣的時候，都是一直待在家裡帶小孩，後來有找到工作，為了工作

才出去學習的。』(M-970730-18) 
 
  由以上四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因為他的職業是褓母，因此她透過上

課來學習褓母的知識。而訪談者 C 則是去工作時，工作那的同事會教他工作上的

事項。而訪談者 J 則是來台之後跟著先生一起去坐生意，但是親友並沒有教他任何

工作上的知識，因此訪談者 J 則是自己慢慢摸索學習的。最後訪談者 M 他學習工

作知識，則是透過看書自己閱讀來學習。而本研究將以上訪談者內容學習方式依

序定義為課程學習、同儕學習、邊做邊學及媒介學習。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工作知識對應的學習方式為課程學習、同儕學習、邊

做邊學及媒介學習。課程學習是部份外籍配偶補充自己專業知識而學習的方式，

因外籍配偶工作性質的不同，所學習工作知識的方式也跟著不同。而工作知識最

主要的學習方式為同儕學習，藉由同事間的經驗交流及學習。而邊做邊學則是在

工作的時候，慢慢摸索自己學習。最後是媒介學習，藉由看專業知識的書籍學習

知識，增加專業知識的能力。 
 
 
  四、「語言知識」為外籍配偶所具備之當地國之語言知識(能力)。如：國語、

台語等。以下訪談內容為外籍配偶學習知識是透過何種學習方式來學習。 
訪談者 A：『………因為我們除了注音符號不會，我們會講話會寫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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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我們用注音去拼的話，我們就不會了！所以我們都有在上

課！………像我先生跟我先生的姊姊妹妹那些啊！都是要我怎麼做！不

管在學習方面也好還是生活方面也好，他們都有在教！例如：我注音不

會的話，他們會教我怎麼讀注音，怎麼去記住它！但是我發現這個字不

懂，因為我不是不懂這個字哦！我認識這個字，只是繁體字我不會寫麼！

他們就寫出來，然後旁邊寫個注音放在那裡！我就這樣的話，認識的比

較快！繁體字我現在也會寫很多。………因為我是所有的課都有在上，

識字班啦！台語班啦！只要有課的，我都跑去上。』(A-970823-1) 

 

訪談者 C：『最近是白天工作，然後晚上會去學些東西，會學些電腦以及

識字班，學習東西大部份都是去上課跟老師學，還有也要自己肯學啦！

因為自己不肯學，老師教也沒有用。』(C-970731-5)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是從大陸來的，基本的國字都看的懂，

只是大陸的拚音方式與台灣的拚音方式不同，因此訪談者 A 有去上課學習，上識

字班及台語班等，且訪談者 A 家裡親友也會教她注音拚音及繁體字的書寫等。因

此訪談者 A 的學習方式有課程學習及家庭學習；而訪談者 C 學習語言知識則是透

過上識字班的課來學習語言，因此訪談者 C 語言知識是透過課程學習來學習。 

 

訪談者 E：『剛來台灣的時候，什麼東西都不懂，公公婆婆老公都會很熱

心的教我，上課也有，然後自己看看書本也有，然後跟家裡面溝通的也

有，都是學些日常生活跟語言方面的東西。』(E-970816-9) 

 

訪談者 F：『我們有在上課，上那個識字班，還有一些電腦基礎的東西，

還有一些培訓翻譯人才的，就是可以有同鄉剛來的話，可以做翻譯

的………剛來的時候會看電視學習一些字，再來都是去上課。』

(F-970809-10)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E 在學習語言知識，學習方式較多種，

除了家裡親友會教導以外，訪談者 E 還有透過上課及看書籍來學習，因此訪談者 E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依序有家庭學習、課程學習及媒介學習；而訪談者 F 學習語言

知識則是透過上識字班來學習，且訪談者 F 還有上培訓翻譯人才的課程，可以對

初來台灣的外籍配偶做溝通。再來訪談者 F 在初來台灣時，會透過電視等媒介來

學習語言知識，因此訪談者 F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依序為課程學習及媒介學習。 

 

訪談者 H：『來台灣覺得蠻方便的，生活比較方便，有學到台灣的國

語，………來台灣學東西都是去上課，學國字學中文。………還有學台

灣的注音啊！國字啊！然後我都是去上課學的！』(H-9708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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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J：『來台灣上課有識字班、煮菜的，都會去學，學起來跟之前有

差啦！』(J-970903-16) 

 

訪談者 K：『………會和同鄉一起去上課，上識字班、烹飪。………出來

上課啊！還有和小孩子互相學，還有跟姐妹們一起學東西！學中文字

啊！………』(K-970806-17) 

 

訪談者 M：『………因為學的東西大部份都是家裡面的人教！像拜拜、台

語，台語也是他們教，但是我不會講，但是會聽！………』(M-970830-19) 
 
  由以上四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H 在學習語言知識都是透過上課來學

習，學習國字及注音，因此訪談者 H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為課程學習；而訪談者 J
則是上識字班來學習語言知識，因此訪談者 J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也是為課程學習；

再來訪談者 K 學習語言知識是和同鄉一起上識字班的課學習語言，因此訪談者 K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為課程學習；最後訪談者 M 學習語言知識則是家裡親友教導台

語，因此訪談者 M 語言知識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語言知識對應的學習方式為課程學習、家庭學習及媒

介學習。課程學習是外籍配偶最主要學習語言知識的方式之一，因政府及非營利

單位都有開設識字班給外籍配偶學習國字及注音等。其次為家庭學習，由以上訪

談內容得知，外籍配偶家裡親友都會教導外籍配偶語言拚音及國字寫法等，因此

家庭學習也是外籍配偶學習語言知識的方式之一，最後為媒介學習，部份外籍配

偶初來台灣時，會透過電視等媒介，來認識國字並學習。 
 
 
  五、「公民知識」在一特定社會中有效擔任一公民所需具備之各層面的知識。

如：當地國之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知識。以下訪談內容為外籍配偶學習知

識是透過何種學習方式來學習。 
訪談者 C：『………像我現在出來上課這樣子，我覺得也是很好！可以學

一些東西，可以認識朋友，可以認識很多不同國家的人因為我們來這裡

也是有很多國家的人，像是我們越南、大陸、印尼不同國家，可以跟他

們交朋友，我們可以學他們的文化，因為我們的文化跟他們的文化不一

樣，還有我越南跟台灣的文化，有點差距也有點相近，所以我們也要尊

重人家，像我覺得每個國家都好啦！都是好朋友，要互相尊重啦！』

(C-970821-6) 

 

訪談者 D：『在台灣學到一些習俗、文化也有，學最多的是國語、台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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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注音符號，但是看的懂很多，但寫的很少。………在補校班學一

些日常生活的東西，有學國語、數學、生活、社會，跟小朋友學的一樣，

只是我們讀晚上。』(D-970816-7) 

 

訪談者 G：『什麼都有學到！比較特別的，像是台灣的民主吧！就是會學

到台灣的一些法律的東西，學到的方法就是看電視啊！耳濡目染啊！都

是選舉什麼的啊！大大小小的選舉啊！………』(G-970920-11)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C 藉由上課來學習知識以外，也可以認

識很多不同國家的朋友，並學習他們的文化。而訪談者 D 是來台灣學習到文化習

俗，並且透過上補校班的課程學習公民知識。以上二位訪談者都是透過上課來學

習公民知識，因此本研究將上課定義為課程學習。最後訪談者 G 則是透過電視學

習到台灣的法律、民主及選舉等公民知識。因此本研究將看電視學習到公民知識

定義為媒介學習。 

 

訪談者 I：『我都是透過上課來學習東西，而且最近我要學駕照啊！還有

學開車啊！因為之前公公在的時候，比人家慢學習這些東西。』

(I-970809-14) 

 

訪談者 J：『在大陸，都是在工廠上班，而來台灣就是學做生意！就是我

們婆家有在做生意，碰到就是要去學！但是做生意的時候，家人都沒有

教，被逼上梁山！就是菜市場那些歐巴桑，講話聽不懂，也就慢慢的聽！

慢慢的適應他們！然後老公或婆婆就把我丟在菜市場那個算錢的地方，

我真的假的都分不出來，就讓我去賣，然後隔壁鄰居會教啦！就是隔壁

比較熱心的大姐，就會教！教我怎麼認這個台灣的錢！要不然，人家拿

一個一千塊，拿個假的！………然後跟別人交流的東西，就是對我們有

幫助的訊息，都會互相通知啦！例如：像證件要怎麼辦啊！會跟他們講

啊！就互相交流！』(J-970903-15) 

 

訪談者 M：『來台灣最大的差別就是台灣這邊要拜拜，我們那邊沒有拜拜

的，然後是婆婆教的！………因為學的東西大部份都是家裡面的人教！

像拜拜、台語，台語也是他們教，但是我不會講，但是會聽！』

(M-970730-18)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I 是透過上課來學習台灣駕駛知識等公民

知識，並且學習開車學習考駕照。因此訪談者 I 是透過課程學習來學習公民知識；

而訪談者 J 來台之後，跟著先生一起去做生意，但是做生意的時候，家人並沒有教

導，對於台灣金錢的辨認不熟悉，剛好隔壁鄰居有教訪談者 J 台灣金錢的認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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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J 還會跟同鄉的朋友交流關於政府的證件辦理等公民知識，因此訪談者 J
公民知識的學習方式為同儕學習。最後訪談者 M 學習到的公民知識是台灣的習俗

文化，學習方式為家裡親友所教導，因此訪談者 M 公民知識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公民知識對應的學習方式為課程學習、家庭學習、同

儕學習及媒介學習。訪談者藉由課程學習可以學習到公民知識以外，也可以透過

課程學習認識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並從認識的外籍配偶中互相交流文化等公民

知識。其次為家庭學習，從家人親友學習到台灣的風俗文化等公民知識。再來為

同儕學習，從朋友的交流中了解如：民主、法律、經濟等相關公民知識。最後為

媒介學習，外籍配偶藉由電視、報紙等媒介，學習到台灣的民主、法律及選舉等

公民知識。 
 
小結： 
  綜合本節之分析，外籍配偶所需之知識類型有五，分別為「生活知識」、「興

趣知識」、「工作知識」、「語言知識」與「公民知識」。這些外籍配偶所需之知識類

型，有其對應的學習方式，如生活知識之學習方式，以家庭學習、同儕學習、課

程學習、媒介學習及邊做邊學等學習方式為主。其它知識類型及其對應的知識學

習方式如表 4.8 所示。 
  而知識類型與學習方式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影響的關係，因透過學習方式來取

得知識的類型，例如：因為需要帶小孩的知識，所以透過家庭學習等。以上知識

是透過學習方式來對應所學習的知識類型。 
 

表.4.8 知識類型與知識獲取方式關係 
知識類型 學習方式 

生活知識 家庭學習、同儕學習、課程學習、媒介學習、邊做邊學 
興趣知識 課程學習、同儕學習 
工作知識 課程學習、同儕學習、媒介學習 
語言知識 課程學習、家庭學習、媒介學習 
公民知識 課程學習、家庭學習、同儕學習、媒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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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因素 

4.3.1 環境因素 
一、社福與政府支援因素 
  「社福支援」為民間之社會福利單位，如：基金會、民間團體等非營利單位，

對外籍配偶所提供各項協助的支援。在外籍配偶課程學習中，佔了很大的因素之

一，從生活上至心理上都有很大的幫助，且社福支援對外籍配偶提供許多課程的

資訊，並且可以擴展人際關係，使初來台灣的外籍配偶，可以取得課程資訊來源

及認識新的朋友，幫助自身的能力增長。 
訪談者 A：『………我來台灣四個月，就去專門為我們外籍配偶或是大陸

配偶一個服務的地方，就是新住民中心，我去那裡做義工，比這些人，

認識更多來自各個國家的人，我就可以幫忙他們做一些事情，而且我就

是哪裡有課，就會去哪裡上。………因為我在新住民中心做義工，我知

道的一些訊息都會跟他們講，但是到了一段時間，大家都覺得沒有在上

課什麼的，他們都會說，新住民中心沒有在辦活動嗎？你怎麼那麼長的

時間，都沒有跟我們講一些訊息，就是只要有訊息跟他們講，他們都會

參加。………在新住民中心那邊的話，知道的資訊比較多，還有就可以

舒緩一些心理上的事情，比如我們來到台灣後，就是種族的歧視是有的，

這是很實在的問題，不是說不存在啦！表面上說不會對你怎麼樣！好像

你們大陸來的，我們不會怎麼樣！還有越南的也是，但是背後還是有！

但是新住民不會，新住民它就是像那種可以解答我們心裡面上面的問

題，就像我們看出來了，但是還是要壓抑下來！左鄰右舍或者是出來工

作碰到的同事朋友那些，多多少少都會歧視你，所以說，新住民那邊如

果你跟它講的話，它們會分析讓你覺得，心理面聽到那些話就很能接

受。………』(A-970807-1) 

 

訪談者 C：『但是我來上課，同鄉間有什麼問題，我都會幫忙，還有認識

社工人員，有不懂的東西會去問社工人員，他們會教我也會幫我。』

(C-970731-5) 

 

  由以上的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有去參加社福單位擔任義工，並從社福

單位認識不同國家的外籍配偶，並從社福單位取得許多的課程資訊，並分享給其

他外籍配偶們一起課程學習；而訪談者 C 則是在上課之中，會幫助同鄉們之間問

題，而社工人員能給予外籍配偶幫助，因此本研究在資料分析中，歸納出社福支

援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此一命題。 

 

  「公眾資源提供」指的是社會上提供給民眾(包括外籍配偶)公開使用的資源，

如：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公眾資源。外籍配偶可以透過圖書館的使用增進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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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又可以和小朋友共同一起閱讀，增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訪談者 D：『………有時候會去圖書館借故事書，小朋友也可以看，我也

可以看，看過之後還有寫閱讀心得！………』(D-970816-8) 

 

訪談者 J：『………來台灣，大部份都是自己看書去學，像那個文化中心

有那些書，不要錢，就會去借來看！………』(J-970903-16) 
 
  由訪談者 D 內容得知，去圖書館借書，除了可以增進本身的知識，也可以和

子女們一起閱讀，增進感情，而訪談者 J 也藉由文化中心等公眾資源來去借書籍，

進而來增進自己的知識，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外籍配偶在使用公眾資源，

除了可以省錢，還可以增進自己的閱讀能力，使語言能力的提升，由此可知，圖

書館對外籍配偶提供許多資訊，能幫助外籍配偶透過圖書館來學習知識，因此本

研究認為：公眾資源提供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移民教育提供」為政府提供或政府補助民間社福團體所提供之各項課程及

課程資訊，能為外籍配偶在生活上給予協助之課程，如：課程學習與課程資訊等。

因外籍配偶初來台灣時，各方面事務都還不熟悉，而移民教育提供，就可以幫助

初來台灣的外籍配偶，提供資訊及幫助。 
訪談者 D：『………說起來我們也是很感謝台灣的政府，對外籍配偶的照

顧，因為有開這個免費的課程，而且還有免費的托育，因為很多人都是

因為要帶小孩等因素，所以才不能出來上課。………』(D-970816-7) 

 

訪談者 F：『來台灣在這邊有學到很多，我去上的課，都是政府輔助要上

課，提供很多幫忙我們外籍姐妹。………考證照是我朋友介紹我去那個

政府輔助的課程，然後繳一些費用，上完課就去考試考出來的！』

(F-970904-10) 

   

訪談者 H：『來台灣三年了，都因為要帶小孩，所以沒空出去上課，後來

是政府有通知上課的資訊，才開始出去上課。………一般都是政府的關

係，政府會通知我們，問我們要不要參加課程看看啊！像是去做黏泥土

啊！然後帶小朋友一起去啊！台灣的政府很好啊！會提供一些課程的資

訊，會問我們要不要去參加！要不要去學啊！』(H-980314-13)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D 感謝政府的政策，因政府有開設免費

的課程給外籍配偶上課，還有免費的孩子托育，使得家庭經濟因素或是子女教養

因素的外籍配偶有出外學習的機會，增進自己的知識，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子女

教養壓力有影響，且移民教育提供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F 說明她去上的

課都是政府輔助的課程，且對他們外籍配偶很有幫助，像訪談者 F 考證照就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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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輔助的課程，且是朋友告知，才考到的，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最後是訪談者 H 說明政府會通知外籍配偶課程的資訊，並詢問外籍配偶是否要去

上課，再來訪談者 H 說明政府對外籍配偶很好，會提供課程資訊給她們，因此移

民教育提供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K：『來台灣 5~6 年了，才出去開始上課，因為工作很忙。還有政

府單位有提供資訊，有空的時候就會去上課。』(K-980314-17) 

 

訪談者 L：『來台灣有學到各種語言、日常生活的事，還有文化，管教孩

子方面的事，政府有給我們外籍配偶開課，政府單位給我們幫助很多。』

(L-970910-17)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K 說明她本身很忙，沒時間出去學習，

剛好有政府提供課程資訊給她，所以訪談者 K 才能抽空出去學習，因此移民教育

提供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L 則是說明移民教育提供對外籍配偶開課，提

供課程資訊，並且又說政府對外籍配偶幫助很多，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學習方式

有影響。此一研究結果亦呼應了過去的相關研究，如釋見咸(2003)的研究指出新竹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成人及社區教育學系，其與新竹市政府民政局及香山社區大學

合作，相繼開設「外籍新娘生活輔導班」，透過課程的實施，讓新移民學員認識台

灣的文化和語言。邱琡雯(1999)等人針對外籍配偶教育識字的研究結果亦指出，政

府及民間團體舉辦外籍配偶識字班、生活適應輔導班等，使參與的外籍配偶儘速

融入台灣的社會文化，並以多元文教育方式教導。馬香(2008)認為指出外籍配偶教

育政策的形成，對於外籍配偶的識字學習是關鍵性的指引依據。因此，移民教育

之提供對外籍配偶來台之學習有很大的影響，藉由政府提供的各項課程與資訊，

能對協助缺乏訊息的外籍配偶有效的學習與適應。 
 
 
 
二、家庭關係 
  「家庭支持」為先生及其親友，對外籍配偶所做之行為是否能獲得支持。如：

外籍配偶去上課，家人是否會反對等。這項因素在外籍配偶學習上佔了很大的因

素，因外籍配偶在家庭環境中的地位不同，造成各項行為都會遭受到限制。 
訪談者 A：『來台灣學到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家人很疼你的

話會教，但是如果家庭不疼的話就是自己去學習。因為很多都是家裡的

公公或婆婆不喜歡自己的媳婦出來學習東西，其實很多人都想來上這節

電腦課，有些是家人不允許的，有些是家人根本不給他出去的，還有因

為小孩子的原因，其實先生或是公公婆婆也可以暫時照顧小孩，但是他

們就是不想管這些。………』(A-970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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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G：『………家裡面的都很開放，並不會管我什麼！出去上課也很

支持我。………』(G-980315-12) 

 
  由以上訪談者內容得知，外籍配偶在出來學習上課，都會受家庭環境的因素

限制，因從以上訪談內容所了解，外籍配偶的其他朋友想出來學習上課，但是受

到家裡的先生或是其親友限制，無法出來學習。從過去的許多研究中亦顯示家庭

支持對正式的上課學習或其他的非正式學習方式有所影響，如蕭昭娟(2000)研究指

出：外籍配偶在進入台灣之初，因為面臨到語言溝通與陌生環境的問題，使得她

們較怯於與鄰里接觸，此時需要婆家的支持，尤其是先生和婆婆，有了夫家的支

持，才能讓她們勇於與鄰居接觸，深入社區文化。賴建達(2001)的研究亦指出：外

籍配偶對於識字的學習意願有的人欣然同意，有的人一口回絕；欣然同意的原因

是公公支持、先生支持，願意幫忙工作和帶小孩；回絕不能上課的原因是沒時間，

要照顧孩子、看店面，其又發現，外籍配偶夫家公公、婆婆及先生幫忙看顧小孩

及分擔家務工作者，參與學習的意願較強。林君諭(2003)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家庭

成員如先生、公公、婆婆釋出善意支持她學習中文，可減低學習障礙。葉淑慧(2004)
指出外籍配偶來台後，由於語言及文化方面的差異，外籍配偶要在短期內融入台

灣的生活是不容易的，並說明她們能來學校上課是幸運的一群，表示她們是在先

生及家人的支持與鼓勵下到校來學習，相反在教師的訪談中得知，還有許多外籍

配偶無法到校就學，原因是她們的家人，並不願意她們出來上課學習。廖雅婷(2003)
研究歸納，如果外籍配偶夫家不支持，較易缺席或中輟。許雅惠(2004)研究發現，

外籍配偶生活的主要支持者是配偶，其次是朋友和公婆。 
 
  「家庭型態」為外籍配偶組成的成員所形成之家庭型態。如：大家庭、折衷

家庭，與小家庭等。此因素是指外籍配偶家庭環境是否有與其他親友一起居住，

因家庭型態的組成與家庭支持及家庭管教息息相關，如：外籍配偶與公婆同住，

因此公公或婆婆會教導外籍配偶各項事務。 
訪談者 B：『………帶小孩的話，就是自己學，因為我沒有跟婆婆住在一

起，就跟我老公而已，而帶小孩子就是靠自己慢慢摸索。………』

(B-970830-4) 

 

訪談者 C：『剛來台灣因為公婆他們不住在一起，所以剛來台灣時，都沒

有人教，而且先生也要去工作，而自己是看電視學的，但是也學不了多

少。………因為來台灣什麼都不懂，要學東西，如果沒有人教你，你也

沒有辦法學到，可能因為家裡沒有跟公婆住在一起，也沒有辦法學，還

有假如老公有空的話，他也會教我們學習，但是主要老公他們外面工作

很忙，所以我學不到什麼，就是會去問小姑或婆婆，他們會教我一些日

常生活的事情。………』(C-97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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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E：『………剛來台灣的時候，什麼東西都不懂，公公婆婆老公都

會很熱心的教我。………』(E-970816-9) 

 

訪談者 I：『………我來台灣之後就馬上去上班，沒有時間學習東西，而

且公公管我們管的很嚴的，我們都不能出去，現在公公因為不在了，所

以才可以出來學習東西。………』(I-970809-14) 

 
  由以上四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B 因沒有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因此在帶

小孩或其他方面的知識，都是自己去學習；而訪談者 C 也說明剛來台灣並沒有和

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所以學習生活上的知識都都是自己學比較多；而訪談者 E 為

剛來台灣時，有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因此在生活知識上的學習，就會有人教導；

最後訪談者 I 則是有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但是因家人管的很嚴格，所以想學習東

西都會受到限制，因此家庭型態對學習方式有影響。過去的文獻中，亦有類似的

發現，如林君諭(2003)的研究中發現：不同家庭生活型態、發展史和成員特性的外

籍配偶，其來台後的識字學習都與母職實踐和先生幫助、婆婆一路相伴有關，其

學習型態受家庭背景因素影響。而馬香(2008)的研究中亦指出，有的外籍配偶因親

密愛人先生的去世或居住的分離，學習有問題時，在家裡找不到可諮詢的對象，

支持體系比一般的外籍配偶力量薄弱，讓學習更困難，再加上公公、婆婆的能力

有限，沒有辦法幫助外籍配偶的學習。 
   
  「家庭管教」為其先生的親友對外籍配偶的生活控制。如：家人禁止外籍配

偶去上課學習、家人限制外籍配偶的相關行動。此因素為外籍配偶家庭常見的因

素，因其親友害怕外籍配偶在外面與人相處之後，會被外面的人帶壞，因此外籍

配偶其親友會管制外籍配偶在外面的活動。 
訪談者 B：『遇到的同鄉，有些一樣是生活上的關係啊！就是要忙工作啊！

忙帶小孩啊！沒有時間啊！還有一些就是想學，但是老公不給他們出來

學………』(C-970830-4) 

 

訪談者 C：『………就是剛來台灣的時候去外面上課，老公都會問你，要

去哪？之類的，然後也會跟著去，但是去了一、二次，他也知道我真的

有在上課，所以也就慢慢就沒去，然後就很放心的讓我出去上課

了！………』(C-980315-7) 

 

訪談者 D：『………我希望台灣政府能派社工人員去各個外籍配偶的家庭

去看看，因為很多都是家庭因素，家裡的人不給外籍配偶去外面上課或

是學習的。………』(D-970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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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I：『………我來台灣之後就馬上去上班，沒有時間學習東西，而

且公公管我們管的很嚴的，我們都不能出去，現在公公因為不在了，所

以才可以出來學習東西。………我都是透過上課來學習東西，而且最近

我要學駕照啊！還有學開車啊！因為之前公公在的時候，比人家慢學習

這些東西。………像我以前剛來的那時候，公公管我很嚴，我都不敢出

去，跟人家交流，我都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就是會想啦！但是不敢！』

(I-970809-14) 

 
  由以上四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B 遇到的同鄉朋友，想出來學習知識，

但是家裡的親友，卻不給她們出來學；而訪談者 C 則是初來台灣時有去上課，但

是先生會不放心，因此也會跟去觀察清況，後來是看訪談者 C 都是在上課，所以

才慢慢放心；訪談者 D 則是建議政府及社工人員去外籍配偶的家庭去瞭解，因為

有很多外籍配偶想上課，但是都是家裡面的人，不給他出去學習的；最後訪談者 I
則是說明因為公公管的很嚴，想出來學習，但是又會被家裡親友管制，因此就不

能去學習知識或是跟朋友交流，就一直工作，因此家庭管教對人際互動與學習方

式有影響。鄭雅雯(2000)在研究台南市外籍新娘的生活情形時亦發現，不少外籍新

娘的婆婆不願讓她們外出，怕她們逃走，甚至害怕她們參加識字班會結群成黨、「變

壞」，所以不願讓她們參與。劉美芳(2001)的研究亦發現：在台之菲籍外籍配偶自

覺社區鄰里看她們猶如看外星人，常被品頭論足，且夫家對於同鄉人的拜訪及電

話的使用多加限制，使外籍配偶在跨國婚姻中更顯孤寂。何青蓉(2003)認為，檢視

外籍配偶參與識字學習障礙原因是家人擔心外籍配偶懂太多「會有問題」。吳美雲

(2001)和游惠茹(2006)研究指出，影響外籍配偶識字學習障礙的原因，家庭是重要

因素，部分學員中輟的原因之一即為家人反對。 

 
 
 
4.3.2 個人因素 
一、學習意願與能力 
  「語言能力」為外籍配偶具備當地國語言(華語／台語)之能力。如：為了生活

必備的國台語等語言。語言能力對各種學習都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因語言能力程

度低，外籍配偶就會因如：看不懂、聽不懂等事情發生，且語言能力會隨著外籍

配偶的國家不同，語言能力掌握程度的不同，如：大陸配偶，因跟台灣語言及文

字部份相同，因此普遍語言能力高於東南亞籍配偶。 
訪談者 A：『像我們大陸來的，他們來七～八年了，還一直在上識字班耶！

因為我們除了注音符號不會，我們會講話會寫字，但是如果我們用注音

去拼的話，我們就不會了！所以我們都有在上課！………因為我才來幾

個月，就覺得我去上識字班，沒有多大的效果，我是來上電腦課才發現，

識字班對我來講，沒有多大的效果！我來學電腦的時候，我知道注音符



 

 41 

號怎麼唸，但是我不知道要怎麼來拚，老是跟羅馬拚音混在一起，但是

現在的，我就會慢慢會打字了！就是有學沒有在用啦！………像我先生

跟我先生的姊姊妹妹那些啊！都是要我怎麼做！不管在學習方面也好還

是生活方面也好，例如：我注音不會的話，他們會教我怎麼讀注音，怎

麼去記住它！但是我發現這個字不懂，因為我不是不懂這個字哦！我認

識這個字，只是繁體字我不會寫麼！他們就寫出來，然後旁邊寫個注音

放在那裡！我就這樣的話，認識的比較快！繁體字我現在也會寫很多。』

(A-970823-1) 

 

訪談者 B：『………老公在剛開始的時候會教我東西，但很多東西不太懂，

有時候溝通上，就國語不太會講，後來老公工作很忙，忙的話就很少處

理，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靠自己，比較多啦！………就是語言比較不習慣，

因為我的個性是都可以，最重要的是國語、台語溝通上面的問題比較多。』

(B-970830-4)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是從大陸來的外籍配偶，對於台灣的

語言聽的懂也會寫，只是在注音的拚字，就不太會，因此訪談者 A 透過上課學習

去增長語言能力。再從訪談者 A 的內容瞭解，訪談者在上電腦課打字時，使用注

音符號拚音會和原國家的羅馬拚音混在一起。再來訪談者 A 說明在家裡的親友會

教她繁體字的區別及注音的拚法，使訪談者 A 能學習更多的語言知識，增進語言

能力，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B 則是剛來台灣時，訪談者 B

先生教導她生活知識，但因語言溝通的問題，因此學習東西較困難。接著訪談者 B

說明對語言不習慣，對國台語溝通上的問題較多，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方式有影

響。 

 

訪談者 F：『………考證照是我朋友介紹我去那個政府輔助的課程，然後

繳一些費用，上完課就去考試考出來的！上課沒有什麼遇到困難，因為

大家都熱心幫忙我，大家也蠻擔心我，叫我去考口試，因為筆試，怕是

考不過，因為有很多字我看不懂，所以我去考口試，然後去嘉義市，跟

大家一起考啦！，大家說你努力，辛苦點！然後就考到了！』

(F-970904-10) 

 

訪談者 I：『………來這裡學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看不太懂中文

啊！但是電腦還有其他語言可以按啊，這樣我才看的懂！我都用印尼

文，來看網頁！………』(I-970809-14)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F 在考證照時，因為語言能力的問題，

很多字看不懂，因此訪談者 F 則是透過口試的方式考試；而訪談者 I 也是因語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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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看不懂中文字，因此在上電腦課時，都是用印尼文看網頁才看的懂，因此語

言能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J：『………做生意的時候，家人都沒有教，被逼上梁山！就是菜

市場那些歐巴桑，講話聽不懂，也就慢慢的聽！慢慢的適應他

們！………』(J-970903-15) 

 

訪談者 K：『………在電視要看的懂的才學的起來,看不懂就學不起來.因

語言的不同,不了解。………』(C-970806-17) 

 

訪談者 M：『………大部份的東西都是自己學比較多。因為台灣這裡的繁

體字我看的懂，所以學起東西來都很快。………因為學的東西大部份都

是家裡面的人教！像拜拜、台語，台語也是他們教，但是我不會講，但

是會聽！』(M-970730-18)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J 在做生意的時候，遇到客人因聽不懂台

語，所以只好慢慢的適應台語；而訪談者 K 則是透過看電視來學習知識，但是語

言的不同，所以學習知識較學不起來，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意願有影響；最後訪

談者 M 學習東西大部份都自己學比較多，因為訪談者 M 看的懂台灣的字，所以學

的比較快，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意願有影響，且訪談者 M 的家裡親友也會教她台

語等語言知識。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根據馬香(2008)的研究中亦發

現，來台灣 5、6 年的外籍配偶參與學習時，日常用語的溝通沒有問題，也聽得懂

老師上課所講的話，但是在面對老師教學時，寫不出要表達的國字，對於瞭解課

本國字的意思也有困難，這是外籍配偶在參與學習時很大的困境。葉淑慧(2004)
指出由於外籍配偶對於中文的不熟悉，造成她們獲取相關資訊的障礙，甚至因無

法清楚的溝通而造成與家人的誤解。黃俊杰(2008)研究發現影響外籍配偶識字學習

的因素裡，「語言因素」影響識字學習，主要來自於外籍配偶因語言隔閡的原因聽

不懂中文，而越南的語調裡有五個音，但中文只有四個音，且越南的音並無中文

第四聲，造成語言學習上始終無法完全符合，發音無法一致。因此語言能力對學

習方式有影響。 
 
  「學習意願」為外籍配偶對於學習知識的意願。如：對於課程的學習，意願

很高。此因素從訪談者內容中瞭解外籍配偶對於學習知識的態度，如：從訪談者

的內容中瞭解其同鄉朋友學習知識的意願。 
訪談者 A：『………我碰到的同鄉或是外籍配偶都是很上進的，因為我在

新住民中心做義工，我知道的一些訊息都會跟他們講，但是到了一段時

間，大家都覺得沒有在上課什麼的，他們都會說，新住民中心沒有在辦

活動嗎？你怎麼那麼長的時間，都沒有跟我們講一些訊息，就是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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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跟他們講，他們都會參加。………因為我是所有的課都有在上，識

字班啦！台語班啦！只要有課的，我都跑去上。………』(A-970823-1) 

 

訪談者 B：『………遇到的同鄉，有些一樣是生活上的關係啊！就是要忙

工作啊！忙帶小孩啊！沒有時間啊！還有一些就是想學，但是老公不給

他們出來學，還有也有遇過就是可以學，但是卻不想來學的，因為他們

愛賺錢，就忙完累了就休息。………會出去多學一點東西，對未來或對

小孩有幫助的東西。』(B-970809-4) 

 

訪談者 C：『………學習東西大部份都是去上課跟老師學，還有也要自己

肯學啦！因為自己不肯學，老師教也沒有用。………其實也有遇過不怎

麼愛學習的同鄉，像我以前有認識過問他要不要跟我一起去上課，因為

上課多多少少會學到一些東西，可是他說他去學的時候，他聽不懂就會

懶的去學！他都會這樣回答，我說就是聽不懂，所以才要去學，除非我

們懂了，才不用去學啊！我覺得他還是不想要，有的人都會這樣！不太

想去上課，他們個性都比較被動！………像我現在出來上課這樣子，我

覺得也是很好！可以學一些東西，可以認識朋友，可以認識很多不同國

家的人。………』(C-970731-5)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及她所遇到的同鄉朋友都是對知識的

學習意願很高，從訪談者 A 內容瞭解，訪談者 A 及她的同鄉朋友是只要有課就會

去上，藉由上課來學習知識；而從訪談者 B 內容瞭解，也有外籍配偶學習意願很

低，訪談者 B 的同鄉朋友，有可以出去學習知識，但是為了賺錢，因此就沒有去

學習的。而訪談者 B 則是會出去多學習東西，為了自身的能力；訪談者 C 遇到的

同鄉朋友，則是出去上課時，因聽不懂就不想學習知識，因此語言能力對學習意

願有影響，而訪談者 C 則是對學習的意願很高，因為可以增加自己的知識，又可

以認識很多朋友。綜合三位訪談者內容，瞭解學習意願高的訪談者，則會透過上

課來學習知識，因此學習意願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二、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 
  「人際互動」為外籍配偶對同鄉與各種人際之間的互動。如：工作場上的人

際互動、同鄉間的人際互動等。人際互動對外籍配偶學習來說，是一項很重要的

因素。因外籍配偶可以藉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學習知識，且與分享意願及資訊取

得息息相關，因為有人際互動才有分享意願及資訊取得。 
訪談者 A：『………老公會帶自己出去走走，認識一些同鄉，然後我來台

灣四個月，就去專門為我們外籍配偶或是大陸配偶一個服務的地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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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住民中心，我去那裡做義工，比這些人，認識更多來自各個國家的

人。………』(A-970807-1) 

 

訪談者 B：『………有時候有空會去找同鄉們聊天，因為來台灣的時候會

孤單啊！有了這些朋友就不會了！還有時候有些問題，她們不會的時候

會問我啊！我有不會的問題也會問她們啊！………』(B-970809-4) 

 

訪談者 C：『………自己有出去外面工作，同事或是裡面的人一起聊，他

們會教我一些事，然後工作那邊的人都是台灣人。………剛來台灣的時

候，帶小孩其實我也不懂啊！不懂的話都是問人家，問鄰居啊！因為有

很多不懂，小孩子喝牛奶，幾個小時喝一次等，就是全部都問鄰居或朋

友………台灣人他們也對我很好的，鄰居也還不錯。他們會教我第一個

就是怎麼照顧自己的身體啊！因為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這樣才能顧到

你自己的小孩啊！然後吃東西方面，他們會問我們吃東西有沒有不習

慣，天氣方面也會問到。………我常和朋友交流的東西就是一些日常生

活上的事情，因為我剛來台灣，先生不常在家，就是家裡靠我啦！所以

出去外面也是靠別人比較多，不懂就問別人，還好有別人講給我了

解。………像我現在出來上課這樣子，我覺得也是很好！可以學一些東

西，可以認識朋友，可以認識很多不同國家的人，因為我們來這裡也是

有很多國家的人，像是我們越南、大陸、印尼不同國家，可以跟他們交

朋友………』(C-970821-5)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的先生會帶她去外面認識同鄉朋友，

且訪談者 A 有去參加社福單位當義工，在社福單位裡可以認識更多的人，因此社

福支援對人際互動有影響；而訪談者 B 則是會找同鄉朋友聊天並交流學習，因此

人際互動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C 出去工作的時候，會跟工作裡的同事

或朋友們交流學習，還有跟鄰居朋友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且訪談者 C 也有出去

上課學習，因可以學習知識，又可以認識很多不同國家的朋友，因此人際互動對

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D：『來台灣學習到東西，都是通過上課學習的，我還有去上國小

的補校班上課，認識不同國家也有台灣、印尼、柬埔寨的朋友。………

會和同鄉交流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因為我有上過生活適應班，會遇到

很多從越南來的同鄉姐妹，遇到會一起聊天問問題，姐妹都會分享自己

的經驗，互相學習，我有不會的東西，她們也會分享給我聽，而我會的

也會分享給她們聽，所以人際關係很重要。………去上課，就可以讓我

認識很多人，有很多國家的人，大家都可以交流。………』(D-970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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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E：『因為我剛來的時候很不習慣啊！然後那些來比較久的姐妹都

會教我，然後學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然後因為我有家庭要照顧，所以

很少會和姐妹們出去玩。………』(E-970816-9) 

 

訪談者 F：『………在考證照那班的朋友，都是台灣的，他們都對我很好！

然後大家有什麼，都會跟我講，互相幫忙，我們現在偶爾還會聯絡，然

後我們常交流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上課沒有什麼遇到困難，因為

大家都熱心幫忙我，大家也蠻擔心我，叫我去考口試，因為筆試，怕是

考不過，因為有很多字我看不懂，所以我去考口試，然後去嘉義市，跟

大家一起考啦！，大家說你努力，辛苦點！然後就考到了！………就是

大家會互相幫忙，我會的地方就會跟他說明，而我不會的他們也有跟我

要怎麼做才對！………』(F-970904-11)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D 透過上課學習來認識不同國家的朋友，

且訪談者 D 還有去上生活適應班，上課時遇到同鄉的朋友，會和同鄉朋友交流經

驗學習，由以上訪談者 D 的內容來看，她都是藉由上課學習來認識朋友，擴展人

際關係，因此人際互動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E 則是剛來台灣時，對生活

不適應，因此有待在台灣較久的外籍配偶，會來教導訪談者 E 日常生活的事情，

所以人際互動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F 則是在考證照班裡認識台灣的朋

友，並跟他們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且訪談者 F 在考證照時，還會告知訪談者 F

相關注意事項，因此人際互動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G：『………我都沒有什麼接觸外界，所以沒有什麼好交流的，因

為我只跟家裡的人互動，但很少跟外面的人互動，還有也很少跟同鄉的

互動！………因為我也沒有工作，就因為我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觸，所以

都是在家裡做家事！………來台灣這邊的話，覺得人情事故淡薄！很沒

有人情味！我來這邊來，也沒有什麼朋友，也沒有什麼親戚！感覺不到

那種人情的冷暖！………在同鄉之間交流，因為我都在忙自己的東西，

所以沒有什麼去交流！………』(G-970920-11) 

 

訪談者 H：『………在嘉義比較少碰到泰國來的同鄉，幾乎沒有碰到，而

在台灣認識的朋友也是比較少，所以也是很少交流。………因為我在嘉

義很少碰到泰國來的外籍配偶，而且在台灣也很少認識朋友，然後一般

的上課都是碰到越南的朋友，就是大家都會聊聊天！聊聊家裡面的問

題，因為我平常都沒認識什麼人，所以大家都是隨便聊聊，比較

多！………』(H-970814-13)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G 在人際互動裡是較少與人互動的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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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因訪談者 G 都是與家裡的人互動，很少跟外面的人互動，而且訪談者 G 也

沒有工作，是在家做家庭主婦，並且又較少接觸外面的人，因此對於人際互動不

是那麼重視；而訪談者 H 則是從泰國來的外籍配偶，因訪談者 H 來嘉義較少碰到

從泰國來的同鄉朋友，所以和同鄉朋友交流則是較少，且從上課認識的外籍配偶

都是越南籍外籍配偶居多，較少有交流學習經驗。由以上二位訪談者的內容來看，

二位訪談者都是屬於較少與人互動的外籍配偶，因此人際互動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I：『………還有同鄉之間，我有參加一個聚會，那裡面都是一些

印尼的太太們，會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交流最多的，還是印尼方

面的東西。………在和同鄉間交流，因為我們溝通都很好，因為我有帶

印尼團聚，在我們教會！在每個禮拜天，我們都會一起參加，交流的都

是一些教會的東西，還有做菜的！………』(I-970809-14) 

 

訪談者 J：『………剛來台灣，因為有些人會排斥外藉的配偶，所以沒學

到什麼。………然後跟別人交流的東西，就是對我們有幫助的訊息，都

會互相通知啦！例如：像證件要怎麼辦啊！會跟他們講啊！就互相交

流！………』(J-970903-15) 

 

訪談者 M：『………很少跟同鄉交流，因為同鄉的話，是有聽人家說誰誰

誰的老婆是從大陸來，但是沒有見過，沒有交流過，所以不知道！………

因為我都自己看書比較多，所以認識的同鄉很少，大部份都是台灣人這

樣子，我老公他們的朋友啦！跟他們一起玩啊！一起出去玩！………』

(M-970830-19) 
 
  認為外籍配偶離開原生母國，在台灣最親密的人就是「先生」，除了夫家成員

外，外籍配偶在台灣遇到同國籍的人，都視為重要他人，可以和他分享快樂與憂

傷(邱金惠，2001)。而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I 有參加同鄉的聚會，

而聚會的人都是訪談者 I 的同鄉朋友，並從聚會裡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而訪談者

J 則說明有些人會排斥外籍配偶，種族歧視是外籍配偶常會遇到的問題，在之前的

因素有探討到，所以外籍配偶認識的朋友大都是同鄉或是同為嫁來台灣的其他國

家外籍配偶，較少有台灣的朋友。還有訪談者 J 會和同鄉朋友交流日常生活的事

情；最後訪談者 M 也較少跟同鄉朋友交流，因訪談者 M 學習方式都是自己學比較

多，而接觸的朋友都是台灣的朋友比較多，較少與同鄉朋友交流，因此人際互動

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根據蕭昭娟(2000)所述，外籍配偶在台的調適主要依賴其所建

構的人際關係來獲得社會支持，包括朋友、鄰居、同事、同事及同鄉等。除了家

人以外，外籍配偶也需要女性友誼，分享彼此的興趣，帶領他們去熟悉的議題、

觀念和經驗，以適應台灣環境，減低學習障礙。廖雅婷(2003)的研究中亦歸納，影

響外籍配偶參與識字班學習良好因素與同儕的支持有關。賴建達(2001)研究發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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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之間互相鼓勵、邀約，是外籍新娘參與課程的一大動機。且當其他因素導致外

籍新娘缺席時，「同儕」的關懷也是影響她們願意持續參與識字班的一大動力。 
 
  「分享意願」為外籍配偶分享知識或資訊的意願。如：會在同鄉之間分享自

己在生活上的經驗。此項因素與人際互動密不可分，因為從朋友的互動交流中，

分享學習經驗或是訊息。 
訪談者 A：『我碰到的同鄉或是外籍配偶都是很上進的，因為我在新住民

中心做義工，我知道的一些訊息都會跟他們講，但是到了一段時間，大

家都覺得沒有在上課什麼的，他們都會說，新住民中心沒有在辦活動嗎？

你怎麼那麼長的時間，都沒有跟我們講一些訊息，就是只要有訊息跟他

們講，他們都會參加。………因為我在蘭潭國小上課，也認識一批外籍

的，就是走到哪個學校就認識一批，走到哪裡認識一批，以後我們走出

來學習的地方，是不是就沒有連繫了！所以我有跟老師講，可以從我們

的資料裡面，印一張我們的連絡電話等資料，以後我們在別的地方有開

課，是不是可以通知在這個班的同學來上課，例如：我在台語課認識的

同學，我現在在上電腦課了，我就會跟他講，現在在長青園辦電腦課了，

你要不要來上？時間是多長？在什麼時候？幾點到幾點？如果他要來上

的話，就能多一個人知道這個訊息。………新住民的話，那麼多的人打

電話，幾乎都是不接的，打十個人有一個人接，接起來沒有詳細的情況

跟你說，都不會跟你說真實的，就好像詐騙集團打過去，但是有上過課

的同學，都很了解，這還比較好！像坐我對面的同學，也是在我們識字

班認識的！我通知她，她又通知她朋友，就是這些人又可以來上課了！

所以我那麼多課以來，都會有連絡單，就是以後想連繫的話，比如說有

什麼課可以參加的！都可以打電話給他們！………』(A-970823-1) 

 

訪談者 C：『………我來上課，同鄉間有什麼問題，我都會幫忙，還有認

識社工人員，有不懂的東西會去問社工人員，他們會教我也會幫

我。………』(C-970731-5)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有參加社福單位並在那做義工，在那

會取得很多外籍配偶活動的訊息，而訪談者 A 會和同鄉朋友或是其他國家外籍配

偶分享活動的訊息，而訪談者 A 的朋友參與度都很高，甚至沒有外籍配偶活動還

會詢問訪談者 A 訊息，因此社福支援對分享意願有影響。訪談者 A 在內容還有提

到，因課程學習是一個階段性，時間上完就會結束，訪談者 A 建議能製作通訊錄，

因訪談者 A 上過很多課程，從各項課程認識不同的朋友，將來有上課的訊息，訪

談者 A 會分享訊息給之前有上過課認識的朋友，因此人際互動對分享意願有影響；

而訪談者 C 則是透過上課分享自己的經驗或是幫助，且訪談者 C 還有認識社工人

員，會和社工交流事情，因此分享意願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48 

 

訪談者 F：『………我都跟姐妹聊天交流，在出去玩的方面，偶爾看姐妹

們有沒有空，帶著小朋友再一起出去走走之類的，因為要出去玩的話，

都是夫妻一起去的；還有如果有去哪裡比較好玩的地方，朋友們也會提

出來，但是自己提出的比較少啦。還有會通知姐妹或朋友會交流哪裡有

免費的課可以上，可以參加，交流有免費的課，看看朋友他們要不要一

起去上。………』(F-970809-10) 

 

訪談者 J：『………和同鄉會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有哪裡可以上課的

資訊，一般都是介紹上課的東西比較多，因為是免費的，大家都會互相

通知。………』(A-970813-15)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F 和朋友分享的是政府提供的免費課程，

並詢問朋友要不要一起去上，因政府提供免費課程給外籍配偶，而訪談者 F 則會

分享給其他的外籍配偶訊息，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分享意願有影響；而訪談者 J

和同鄉朋友分享日常生活的事情，還有政府提供的免費課程的資訊，因此人際互

動對分享意願有影響。最後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瞭解，訪談者都是透過人際互動

分享日常生活或是課程的訊息，因此分享意願對學習方式有影響。郭宥均(2006)
的研究結果中亦發現，外籍配偶在得知政府舉辦學習課程的管道來源，以親朋友

好或同鄉間口耳相傳的得知方式比例為最高。 

 
  「資訊取得」為外籍配偶對各種日常生活資訊的取得。如：政府提供課程資

訊、同鄉間提供生活資訊。此項因素是瞭解外籍配偶對資訊取得透過何種管道學

習，並如何取得。 
訪談者 A：『………我碰到的同鄉或是外籍配偶都是很上進的，因為我在

新住民中心做義工，我知道的一些訊息都會跟他們講，但是到了一段時

間，大家都覺得沒有在上課什麼的，他們都會說，新住民中心沒有在辦

活動嗎？你怎麼那麼長的時間，都沒有跟我們講一些訊息，就是只要有

訊息跟他們講，他們都會參加。………在新住民中心那邊的話，知道的

資訊比較多………我在台語課認識的同學，我現在在上電腦課了，我就

會跟他講，現在在長青園辦電腦課了，你要不要來上？時間是多長？在

什麼時候？幾點到幾點？如果他要來上的話，就能多一個人知道這個訊

息。………像坐我對面的同學，也是在我們識字班認識的！我通知她，

她又通知她朋友，就是這些人又可以來上課了！所以我那麼多課以來，

都會有連絡單，就是以後想連繫的話，比如說有什麼課可以參加的！都

可以打電話給他們！………』(A-970823-1) 

 

訪談者 C：『………來這裡學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可以上網看一些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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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C-970731-5) 

 

訪談者 D：『………就是政府單位有提供資訊，然後就是有空的時候就會

去上課。………來學習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學到網際網路，可以上網查

到一些資料啊！看一些新聞。………因為剛來台灣的時候，要帶小孩，

所以來台快五年了，才出去外面上課，剛來的什麼都不懂，剛好附近也

是同鄉的姐妹，就會來看我，而且教我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會提供我哪

裡有課程可以上！………』(D-970816-7)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在社福單位當義工時，在社福單位接

受的訊息較多，因此訪談者 A 都會分享給其他的外籍配偶，讓其他外籍配偶都有

活動或是訊息可以取得，因此社福支援對資訊取得有影響。還有談訪者 A 透過連

絡單通知之前有一起上過課的其他外籍配偶上課或活動資訊，而其他外籍配偶就

能取得課程資訊或是活動資訊，因此人際互動對資訊取得有影響；而訪談者 C 則

是透過學電腦，上網搜尋自己需要的資訊，因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外籍配偶電腦班，

透過電腦來取得資訊是電腦班的課程之一。因此資訊取得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最

後訪談者 D 取得課程資訊則是由政府單位提供訊息，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資訊取

得有影響。而訪談者 D 還有透過電腦上網查資訊，對自己想要的資訊可以透過電

腦來取得，還有訪談者 D 因初來台灣對日常生活知識不熟悉，剛好附近的同鄉朋

友，會提供訪談者 D 日常生活以及課程的資訊，因此資訊取得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E：『………來這裡學電腦，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幫我找到工

作。………』(E-970816-9) 

 

訪談者 F：『………考證照是我朋友介紹我去那個政府輔助的課程，然後

繳一些費用，上完課就去考試考出來的！………就是我一來台灣的時

候，政府單位有提供資訊，我就有去上課。………』(F-970904-10) 

 

訪談者 G：『………來台灣也有幾年了，都沒去上過課，因為我都要帶小

孩的，而且也沒有人通知，後來是有同鄉介紹了這門電腦課，所以這是

我第一次出來上課。………』(G-980315-12)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E 透過學習電腦，並從上網中搜尋工作

的資訊，並從上網的資訊找到工作；而訪談者 F 考證照則是朋友介紹政府提供的

課程，來取得資訊，訪談者 F 還有說明一來台灣，政府單位就會提供課程資訊給

外籍配偶，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資訊取得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G 則是來台很多年，

都沒去上過課，後來是有同鄉朋友提供了課程資訊給訪談者 G，所以才能來上課，

因此人際互動對資訊取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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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H：『………一般都是政府的關係，政府會通知我們，問我們要不

要參加課程看看啊！像是去做黏泥土啊！然後帶小朋友一起去啊！台灣

的政府很好啊！會提供一些課程的資訊，會問我們要不要去參加！要不

要去學啊！………來台灣三年了，都因為要帶小孩，所以沒空出去上課，

後來是政府有通知上課的資訊，才開始出去上課。………』(H-970904-13) 

 

訪談者 I：『………來這裡學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看不太懂中文

啊！但是電腦還有其他語言可以按啊，這樣我才看的懂！我都用印尼

文，來看網頁！………』(I-970809-14) 

 

訪談者 K：『………來台灣 5~6 年了，才出去開始上課，因為工作很忙。

還有政府單位有提供資訊，有空的時候就會去上課。………』

(A-980314-17)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H 資訊取得都是政府提供資訊給外籍配

偶，像訪談者 H 就是政府提供課程訊息，詢問訪談者 H 要不要去參加，因此移民

教育提供對資訊取得有影響；而訪談者 I 學習電腦，因看不懂中文，而網路上有很

多語言翻譯的功能，因此訪談者 I 則可以透過語言轉換的功能，轉換為印尼文，使

訪談者 I 可以上網搜尋自己需要的資訊，因此資訊取得對學習方式有影響；最後訪

談者 K 來台多年，才開始出去上課，因為工作壓力的關係，剛好有政府提供課程

資訊給訪談者 K，所以訪談者 K 能抽空去上課學習知識，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資

訊取得有影響。 

 

 

 

三、生活壓力 
  「工作壓力」為外籍配偶因工作所產生的心理壓力。如：為了工作賺錢養家，

使得生活上及學習上造成的影響。此項因素跟子女教養壓力息息相關，外籍配偶

初來台灣，除了教養兒女之外，也會為了負擔生活家計，出外去工作賺錢養家，

因工作忙碌而造成沒有空閒的時間對知識的學習。 
訪談者 B：『………遇到的同鄉，有些一樣是生活上的關係啊！就是要忙

工作啊！忙帶小孩啊！沒有時間啊！………』(B-970830-4) 

 

訪談者 C：『………但是之前剛來台灣時，因為都要帶小孩還有工作，所

以都沒有去外面學東西。………最近是白天工作，然後晚上會去學些東

西，會學些電腦以及識字班，學習東西大部份都是去上課跟老師學………

我來台 8 年了，但是近幾年才出去上課，因為剛來的時候，要工作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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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孩，所以都沒時間出去上課，但是現在小孩也比較大了，所以就是

白天在工作，然後晚上有空就會去上課學習。』(C-980315-7) 

 

訪談者 D：『………因為家裡面很忙，所以會抽空出來上課學點東西，在

家都是為了要工作或是帶小孩。………』(D-970816-7) 

 

訪談者 I：『我來台灣之後就馬上去上班，沒有時間學習東西………而且

上班時間都是從早到晚，有時候會上識字班，而最近有機會才來這學習

電腦。………還有一些人因為他們都有上班吧！上班有關係，像我以前

剛來的那時候，公公管我很嚴，我都不敢出去，跟人家交流，我都一直

工作一直工作，就是會想啦！但是不敢！應該是大部份的都是這樣的

啦！就是想學，但是工作的關係，不能來！』(I-970809-14) 

 

訪談者 K：『來台灣 5~6 年了，才出去開始上課，因為工作很忙。………』

(K-980314-17) 
 
  由以上的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B 遇到的同鄉朋友們，就是因要忙工作，

因此沒有空閒時間，而訪談者 C 則是自己因工作及照顧小孩，因此會在工作時間

結束的晚上，才有機會出外去上課學習；而訪談者 D、訪談者 I 及訪談者 K 都是

因要忙工作，因此造成沒有時間出去上課學習，且從訪談者 I 的內容得知，其實有

些外籍配偶想出來上課學習，但是就是因為工作太忙碌，所以沒有空閒時出來學

習，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工作壓力對時間壓力有影響，而時間壓力影響學習方

式。因此工作壓力在外籍配偶學習上扮演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據黃俊杰(2008)
研究發現影響外籍配偶識字學習影響因素裡，「家庭與經濟因素」影響識字學習，

主要來自於白天要在家照顧孩子，無法完成作業或自修；農忙季節或家務太多，

必須請假；白天工作太累，晚上上課經常打瞌睡；因為工廠加班或排班造成上課

必篢中斷或無精神應付晚上課程，都是嚴重影響識字學習的原因。賴建達(2002)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識字教育障礙與白天工作量有關，白天工作量較大的外籍配

偶較易缺席或中輟。廖雅婷(2003)的研究中則歸納出：影響外籍配偶參與識字班學

習障礙與外籍配偶是否工作有關。蔡秀珠(2005)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因為有家庭經

濟壓力及工作忙碌多重角色，以致遭遇識字學習障礙；也因為家務太多、工作勞

累或照顧幼兒而沒有時間讀書，而產生「家庭與工作因素」之學習障礙。由以上

研究者對外籍配偶的研究中發現，外籍配偶會因工作上的壓力是影響學習的重要

因素，或是其學習的重要障礙，因此工作壓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子女教養壓力」為外籍配偶因教養子女而造成的心理壓力。如：第一次帶

小孩要如何帶、因要帶小孩，造成沒時間去上課等問題。此項因素是為影響外籍

配偶學習的主要因素，與工作壓力息息相關，因外籍配偶剛嫁來台灣，大部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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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養兒育女，因此全部的時間都是在教養子女，造成外籍配偶沒有空閒的時間

出來學習。 
訪談者 A：『………其實很多人都想來上這節電腦課，有些是家人不允許

的，有些是家人根本不給他出去的，還有因為小孩子的原因，其實先生

或是公公婆婆也可以暫時照顧小孩，但是他們就是不想管這些。………』

(A-970807-1) 

 

訪談者 B：『………而我朋友都很忙，要上班、帶小孩，沒有那麼多時

間。………帶小孩的話，就是自己學，因為我沒有跟婆婆住在一起，就

跟我老公而已，而帶小孩子就是靠自己慢慢摸索。………會出去多學一

點東西，對未來或對小孩有幫助的東西。』(B-970809-4)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說明有部份外籍配偶因要在家裡帶小

孩，因此無法出來上課學習，接著又說明家庭支持對子女教養壓力有影響，公公

婆婆可以暫時幫忙照顧小孩，這樣外籍配偶就有時間出去學習，因此子女教養壓

力對時間壓力有影響；而訪談者 B 也是說明她的朋友，也是因為要帶小孩，因此

沒有空閒時間出去學習，接著還有說明因為關於子女教養的問題，因訪談者 B 與

先生及小孩住在一起，並沒有跟親友住在一起，所以帶小孩都是自己學習及摸索

而來的，因此訪談者 B 說明家庭型態對子女教養壓力有影響，因並沒有與家庭親

友住在一起，教養子女都要自己從做中學裡學習，所以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式

有影響。 
 

訪談者 C：『………來台灣學到很多，但是之前剛來台灣時，因為都要帶

小孩還有工作，所以都沒有去外面學東西。………剛來台灣的時候，帶

小孩其實我也不懂啊！不懂的話都是問人家，問鄰居啊！因為有很多不

懂，小孩子喝牛奶，幾個小時喝一次等，就是全部都問鄰居或朋友，還

有就是小姑有幫忙我。………剛來的時候，要工作也要帶小孩，所以都

沒時間出去上課，但是現在小孩也比較大了，所以就是白天在工作，然

後晚上有空就會去上課學習。』(C-970731-5) 

 

訪談者 D：『因為家裡面很忙，所以會抽空出來上課學點東西，在家都是

為了要工作或是帶小孩。………說起來我們也是很感謝台灣的政府，對

外籍配偶的照顧，因為有開這個免費的課程，而且還有免費的托育，因

為很多人都是因為要帶小孩等因素，所以才不能出來上課。………因為

我女兒三年級了，要復習女兒的功課，我有買一些參考書，一些評量，

因為後面都有解答，所以有遇到比較難的題目，翻翻解答啊！可以增加

自己的知識啊！所以跟小孩一起學習，會慢慢的進步啊！還有看國語日

報啊！有時候會去圖書館借故事書，小朋友也可以看，我也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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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後還有寫閱讀心得！………』(D-970816-8)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C 則是因初來台灣要忙帶小孩及工作，

所以沒空閒時間出去上課，且訪談者 C 剛開始帶小孩時，因為不懂如何帶小孩，

因此訪談者 C 則詢問了親友與同鄉朋友來解決子女教養的問題，所以子女教養壓

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D 也是子女教養的問題，造成沒有空閒時間學習。

且在訪談者 D 內容提到，感謝政府的政策，提供免費課程及免費托育，使得訪談

者 D 能出來上課，因很多外籍配偶要在家裡照顧小孩，所以無法出來學習，因此

移民教育提供對子女教養壓力有影響。接著訪談者 D 又說明為了要教育小孩，會

自己購買書籍或是去圖書館借，並跟小孩一起學習，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

式有影響。 

 

訪談者 G：『………帶小孩的話，我是看書啊！看書自己學的！………來

台灣也有幾年了，都沒去上過課，因為我都要帶小孩的。………』

(G-970920-11) 

 

訪談者 H：『來台灣三年了，都因為要帶小孩，所以沒空出去上課，後來

是政府有通知上課的資訊，才開始出去上課。………來這裡學電腦，我

覺得很有幫助，可以教小朋友學打字，玩遊戲。………』(H-970314-13) 

 

訪談者 I：『………剛帶小孩的時候，有那個隔壁鄰居有教我怎麼帶！因

為我來五年多才生的，剛開始，我不知道怎麼帶，然後，就學啊！還有

家人也會教！婆婆有教還有老公的姊姊會教！………』(I-970830-14)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G 因之前都沒去上過課，而帶小孩的學

習是自己看書學習，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訪談者 H 也是因為

要在家裡帶小孩，所以沒有空閒時間出去上課，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時間壓力有

影響，且訪談者 H 有說明上電腦課能以後教導小孩學打字，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

學習方式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I 說明剛開始帶小孩，因為不懂怎麼照顧，則鄰居及

家裡親友教導訪談者 I 帶小孩的問題，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訪談者 J：『………為了小孩，就會出去多學一點東西，對小孩有幫助的

東西，然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能力。………』(J-980319-16) 

 

訪談者 L：『剛帶小孩，有去上課還有看書，去學的！還有親子活

動。………』(L-970910-17)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J 為了小孩，也可以增進自己的能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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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會出去多學習對小孩有幫助的東西，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而

訪談者 L 帶小孩是透過上課還有看書來學習的，根據吳美雲(2001)、邱琡雯(1999、

2003)、李玫臻(2002)、林君諭(2003)研究都發現外籍配偶因懷孕，生子過後必須留

在家中照顧幼兒，容易造成學習的障礙甚至中輟。顏錦珠(2002)和陳美惠(2002)研
究發現，孩子年齡小必須照顧、家務繁忙，沒有機會學習語言和國字是多數外籍

配偶最感頭疼的。黃俊杰(2008)研究發現影響外籍配偶識字學習因素裡，「育兒因

素」影響識字學習來自於外籍配偶在懷孕或生產過後，必須留在家中照顧幼兒，

造成識字學習的中輟甚至放棄。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時間壓力」為外籍配偶因為生活忙碌或時間不足，所產生的心理壓力。如：

除了要在家照顧小孩及工作上的時間壓力，使得沒有多餘的時間能出去學習知

識。此項因素與工作壓力及子女教養壓力息息相關，從以上工作壓力及子女教養

壓力的影響因素內容裡，了解時間壓力大部份是因工作壓力及子女教養壓力而產

生的。 
訪談者 B：『………遇到的同鄉，有些一樣是生活上的關係啊！就是要忙

工作啊！忙帶小孩啊！沒有時間啊！………』(B-970830-4) 

 
訪談者 C：『………我來台 8 年了，但是近幾年才出去上課，因為剛來的

時候，要工作也要帶小孩，所以都沒時間出去上課，但是現在小孩也比

較大了，所以就是白天在工作，然後晚上有空就會去上課學習。………』

(C-980315-6) 

 

訪談者 D：『………因為家裡面很忙，所以會抽空出來上課學點東西，在

家都是為了要工作或是帶小孩。………』(D-970816-7) 

 

訪談者 H：『………來台灣三年了，都因為要帶小孩，所以沒空出去上課，

後來是政府有通知上課的資訊，才開始出去上課。………。』

(H-980314-13) 

 

訪談者 I：『我來台灣之後就馬上去上班，沒有時間學習東西………而且

上班時間都是從早到晚，有時候會上識字班，而最近有機會才來這學習

電腦。………』(I-970809-14) 

 

訪談者 K：『………來台灣 5~6 年了，才出去開始上課，因為工作很

忙。………』(K-980314-17) 
 
  從以上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B 說明她所遇到的同鄉朋友，要忙工作跟忙

照顧小孩，所以沒有空閒時間出去學習知識；而訪談者 C 來台八年了，最近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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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出去學習，因為要忙工作及子女的照顧，沒有空閒的時間出去學習；訪談者 D
也說明了在家裡很忙，都是忙工作及帶小孩，而出去學習知識則是要有空閒的時

間才可以；訪談者 H 也是來台三年，但是為了照顧小孩，所以沒時間出去學習知

識；訪談者 I 則說明她一來台灣就馬上去工作，而且工作時間是從早到晚，沒有空

閒時間能出去學習東西；最後訪談者 K 是來台一陣子之後，才有出去外面學習知

識，因為都是工作忙碌造成沒有時間，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可以發現時間壓力

對學習方式有影響。 
 
小結： 
  綜合本節之分析，影響外籍配偶學習因素有二大類，分別為「環境因素」及

「個人因素」。「環境因素」之下有「社福與政府支援」及「家庭關係」這二類，「社

福與政府支援」的因素分別有「社福支援」、「移民教育提供」及「公眾資源提供」；

而「家庭關係」的因素分別有「家庭型態」、「家庭支援」及「家庭管教」。 
  「個人因素」之下有「學習意願與能力」、「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及「生活

壓力」這三類，「學習意願與能力」的因素分別有「語言能力」及「學習意願」；

而「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的因素分別有「人際互動」、「資訊取得」及「分享意

願」；「生活壓力」的因素分別有「工作壓力」、「子女教養壓力」及「時間壓力」，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影響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影響因素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外籍配偶知識獲取影響因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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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訊課程學習影響因素 

  此節說明外籍配偶學習資訊課程，哪些因素會影響資訊知識的獲取，以及獲

取資訊知識後，可以使外籍配偶獲得何種幫助。 
 

訪談者 A：『………其實很多人都想來上這節電腦課，有些是家人不允許

的，有些是家人根本不給他出去的，還有因為小孩子的原因，其實先生

或是公公婆婆也可以暫時照顧小孩，但是他們就是不想管這些。………

我是來上電腦課才發現，識字班對我來講，沒有多大的效果！我來學電

腦的時候，我知道注音符號怎麼唸，但是我不知道要怎麼來拚，老是跟

羅馬拚音混在一起，但是現在的，我就會慢慢會打字了！就是有學沒有

在用啦！………我現在在上電腦課了，我就會跟他講，現在在長青園辦

電腦課了，你要不要來上？時間是多長？在什麼時候？幾點到幾點？如

果他要來上的話，就能多一個人知道這個訊息。………』(A-970807-1) 

 

訪談者 C：『………來這裡學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可以上網看一些我要

的資訊。』(C-970731-5) 

 

訪談者 D：『………說起來我們也是很感謝台灣的政府，對外籍配偶的照

顧，因為有開這個免費的課程，而且還有免費的托育，因為很多人都是

因為要帶小孩等因素，所以才不能出來上課。………來學習電腦對我很

有幫助，學到網際網路，可以上網查到一些資料啊！看一些新聞。』

(D-970816-7)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A 說明很多人想來參加這節電腦課程的

學習，但是因家人的不支持及子女教養的因素，造成外籍配偶無法去學習電腦課，

因此家庭支持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且子女教養壓力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

訪談者 A 還說明上電腦課可以學習到注音符號的使用，因之前訪談者 A 在學習識

字班的課程時，瞭解注音的唸法，但是在使用上會與羅馬拚音搞混，而學習電腦

課程之後，漸漸會用注音符號在電腦上輸入文字，因此語言能力對資訊課程學習

有影響。最後訪談者Ａ在上電腦課會通知其他同鄉的朋友，有此電腦課的訊息，

分享給同鄉朋友，因此分享意願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而訪談者 C 則說明學習

電腦課，對她很有幫助，因此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響，且訪談者 C
可以上網看一些她所需要的資訊，因此資訊知識獲取對資訊取得有影響；最後訪

談者 D 則說明因為政府提供課程資訊給外籍配偶獲得到上電腦課的資訊，使得外

籍配偶能有管道知道上課的訊息，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訪

談者 D 亦又說明很多外籍配偶無法上課的原因，則是為了在家中帶小孩，因此子

女教養壓力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D 在上電腦課後，學到網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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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上網去查資料跟看新聞獲取知識，因此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

響，且資訊知識獲取對資訊取得有影響。 
 
訪談者 E：『………來這裡學電腦，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幫我找到工

作。………為了要生活，像上電腦課，能學到很多電腦的東西，而且學

會上網很方便，還幫我找到工作。』(E-970816-9) 

 

訪談者 F：『………來這裡學電腦，幫助很大，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F-970809-10) 

 

訪談者 G：『………來台灣也有幾年了，都沒去上過課，因為我都要帶小

孩的，而且也沒有人通知，後來是有同鄉介紹了這門電腦課，所以這是

我第一次出來上課。………』(G-980315-12) 
 

  由以上三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E 來上電腦課之後，對她幫助很大，因

為訪談者 E 上電腦課學會很多電腦方面的知識，並且學會上網之後，透過網路的

搜尋找到工作，因此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響，且資訊知識獲取對資

訊取得有影響；而訪談者 F 則是說明來學習電腦，對她幫助很大，學到了很多電

腦方面的知識，因此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響。最後訪談者 G 是之前

從沒上過課，因為要帶小孩，而且也沒人通知，剛好是有同鄉通知了這門電腦課，

所以才有機會來上電腦課，因此資訊取得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 
 
訪談者 H：『………來台灣三年了，都因為要帶小孩，所以沒空出去上課，

後來是政府有通知上課的資訊，才開始出去上課。………來這裡學電腦，

我覺得很有幫助，可以教小朋友學打字，玩遊戲。………』(H-970814-13) 

 

訪談者 I：『………來這裡學電腦，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看不太懂中文

啊！但是電腦還有其他語言可以按啊，這樣我才看的懂！我都用印尼

文，來看網頁！………』(I-970809-14) 
 

 
  由以上二位訪談者內容得知，訪談者 H 是有政府提供課程資訊，使得訪談者

H 有上電腦課的資訊，才有機會來上課，因此移民教育提供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

響，且訪談者 H 在上過電腦課之後，覺得很有幫助，可以教子女打字及玩遊戲，

因此子女教養壓力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且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

響；而訪談者 I 則是說來學電腦，對她很有幫助，因為他看不太懂中文，但是電腦

有其他語言可以使用，因此訪談者 I 就可以使用其他語言看懂網頁，因此語言能力

對資訊課程學習有影響，且資訊課程學習對資訊知識獲取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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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綜合以上訪談者的內容，整理出對資訊課程學習及資訊知識獲取的因

素，如圖示 4.3。從圖中瞭解到家庭支持、子女教養壓力、移民教育提供、語言能

力、分享意願及資訊取得會對資訊課程學習造成影響，家庭支持則是會影響子女

教養壓力，而人際互動則是會影響分享意願及資訊取得。而資訊課程學習則是會

對資訊知識獲取造成影響，在資訊知識獲取包含了興趣知識及工作知識，因外籍

配偶對資訊知識的學習，可能有部份外籍配偶是為了工作而學電腦，有些則是為

了興趣而學電腦，因此資訊知識獲取同時可以是興趣知識與工作知識。而大部份

外籍配偶在學到電腦之應用後，如：上網、打字等，皆會自己上網去尋找她們所

需要的生活相關之資訊，因此資訊知識獲取也會造成對資訊取得的影響。 
 

 

 
圖 4.3 外籍配偶資訊知識獲取影響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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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外籍配偶知識獲取階段性與歷程 

  此節說明外籍配偶們在知識獲取中，透過訪談的研究資料分析並瞭解其學習

知識階段性及各階段的知識學習重點，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在初來台之後，會有三

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生活習慣適應階段： 
  本研究將生活習慣適應定義為較小範圍的生活適應，從外籍配偶來台開始，

直至外籍配偶適應每日周遭之日常生活為止，根據李玫蓁(2002)針對外籍配偶的社

會網絡與生活適應之研究，將生活適應分為三方面探討：(一)生活習慣之適應過程； 
(二)心理適應；(三)地位形成，其生活習慣之適應定義為包括食衣住行育樂各方面

之生活調適過程。與本研究第一階段生活習慣適應階段相符合，因此本研究第一

階段生活習慣適應定義為外籍配偶生活周遭之生活習慣之適應，此階段在知識獲

取說明外籍配偶初來台灣，在人生地不熟時，對周遭基本知識的學習，例如：語

言、烹調知識等。 
 
第二個階段為人際適應階段： 
  本研究將人際適應階段定義為：從外籍配偶來台開始，至建立其穩定的社交

網絡為止，所面臨到有關人際關係之適應期間。陳小娥與蘇建文(1977) 之「社會

適應」亦有類似之概念，其所指稱之社會適應是一種對別人的適應，個人在生活

環境中，有效的與人交往的程度，希望免除人我之間的矛盾，維持人我之間的和

諧，及現實環境對自己的要求。劉焜輝(1985)則指出社會生活適應則是個人生活在

現實社會中，能妥善的待人處事，以達成環境對自己的要求。由於移居地居民的

態度，會影響遷移者的適應，若移居地居民以敵意或歧視態度對待移入者，則會

增加移入者的適應困難(謝高橋，1991)，來台的外籍配偶，面對國內居民的態度，

亦將會影響其人際適應時間的長短。此階段在知識獲取上，強調興趣知識的獲取。

在共有興趣的基礎上，外籍配偶在討論興趣知識時可拓展人際關係，同時也因為

人際關係的拓展，獲取到更多的興趣知識。 
 
第三個階段為環境適應階段： 
  本研究將環境適應階段，定義為從外籍配偶來台開始，至有效了解當地國之

外在環境，或具備取得該相關訊息之能力，以有效融入當地國一切之系統運作之

適應期間。其中的環境，包括了：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而此階段在知識

獲取上，則包括了外籍配偶在外在環境的各種知識之學習，例如：政府法規或文

化上的學習等。 
 
  上述三個階段之期間應有重疊，其中以生活習慣適應之期間最短，而以環境

適應所需之階段期間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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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生活習慣適應歷程學習重點及學習方式 
  在生活習慣適應歷程中，外籍配偶因初來台灣，開始接觸與原國家所不同的

風土民情，因此為了適應台灣的生活，外籍配偶開始透過學習來了解台灣的各種

生活事務。因語言的不相同，學習語言是外籍配偶在來台之後普遍所先開始學習

的知識，隨著語言的了解，因此可以透過其他管道學習到更多的生活知識，例如：

電視、書籍等。而本研究生活習慣適應階段說明外籍配偶自身上在生活上的適應，

來了解外籍配偶在生活習慣適應階段裡學習的知識類型及學習方式。因此在此階

段外籍配偶知識獲取的重點為「生活知識」與「語言知識」。 
   

訪談者 C：『剛來台灣因為公婆他們不住在一起，所以剛來台灣時，都沒

有人教，而且先生也要去工作，而自己是看電視學的，但是也學不了多

少，但是自己有出去外面工作，同事或是裡面的人一起聊，他們會教我

一些事，然後工作那邊的人都是台灣人。………剛來台灣的時候，帶小

孩其實我也不懂啊！不懂的話都是問人家，問鄰居啊！因為有很多不

懂，小孩子喝牛奶，幾個小時喝一次等，就是全部都問鄰居或朋友，還

有就是小姑有幫忙我，就是以前來，自己要學習也沒辦法學習，因為來

台灣什麼都不懂，要學東西，如果沒有人教你，你也沒有辦法學到，可

能因為家裡沒有跟公婆住在一起，也沒有辦法學，還有假如老公有空的

話，他也會教我們學習，但是主要老公他們外面工作很忙，所以我學不

到什麼，就是會去問小姑或婆婆，他們會教我一些日常生活的事

情。………我常和朋友交流的東西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因為我

剛來台灣，先生不常在家，就是家裡靠我啦！所以出去外面也是靠別人

比較多，不懂就問別人，還好有別人講給我了解。』(C-970731-5) 

 

訪談者 D：『剛來的什麼都不懂，剛好附近也是同鄉的姐妹，就會來看我，

而且教我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會提供我哪裡有課程可以上！』

(D-980314-8) 

 

訪談者 E：『因為我剛來的時候很不習慣啊！然後那些來比較久的姐妹都

會教我，然後學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剛來台灣的時候，什麼東西

都不懂，公公婆婆老公都會很熱心的教我，上課也有，然後自己看看書

本也有，然後跟家裡面溝通的也有，都是學些日常生活跟語言方面的東

西。』(E-970816-9) 

 

訪談者 F：『………剛來的時候會看電視學習一些字，再來都是去上

課………』(F-970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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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H：『剛來台灣有學到煮菜，都是自己學的，因為我都有買書來看，

然後自己做來學；還有學台灣的注音啊！國字啊！然後我都是去上課學

的！』(H-970904-13) 

 

訪談者 I：『………老公因為讀的書沒那麼高，所以沒有教我什麼東西，

還有婆婆他們，我剛來台灣的時候會教我煮菜或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事

情，比較簡單的事情。………剛帶小孩的時候，有那個隔壁鄰居有教我

怎麼帶！因為我來五年多才生的，剛開始，我不知道怎麼帶，然後，就

學啊！還有家人也會教！婆婆有教還有老公的姊姊會教！………我剛來

的那個時候，吃的東西最不習慣，因為我們印尼那邊的人，都很喜歡吃

辣辣的，剛來的時候，都沒有看到辣辣的！很不習慣，但是現在比較習

慣了，因為剛來的時候，也沒有朋友，也不知道什麼！現在ＯＫ了！剛

來的時候，也有學煮菜的東西，就每天都煮啊！煮台灣的菜，都是婆婆

或老公教的！』(I-970809-14) 

 

訪談者 J：『………來台灣上課有識字班、煮菜的，都會去學，學起來跟

之前有差啦！………來台灣，大部份都是自己看書去學，像那個文化中

心有那些書，不要錢，就會去借來看！然後煮菜都是婆婆在煮，然後我

在旁邊看！』(J-970903-15) 

 

訪談者 L：『來台灣有學到各種語言、日常生活的事，還有文化，管教孩

子方面的事，政府有給我們外籍配偶開課，政府單位給我們幫助很

多。………剛帶小孩，有去上課還有看書，去學的！還有親子活動。』

(L-970910-17) 

 

訪談者 M：『剛來台灣的時候第一次帶小孩，是婆婆教的！還有老公跟親

友都會教我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M-970830-18) 
 
  「語言知識」是外籍配偶來台的必備學習的重點，因在人與人的溝通上，如：

國語、台語等，就必須透過語言的方式，來學習及了解生活上種種情況；其次知

識獲取的重點為「生活知識」，「生活知識」為外籍配偶周遭食、衣、任、行等各

項基本生活知識，如：煮菜、子女教養方式等生活知識，都是要透過學習來了解。 
  在生活習慣適應知識的學習上，語言知識的學習著重於「課程學習」，其次是

「媒介學習」與「家庭學習」。因語言是人與人溝通最重要的方式，因此政府及民

間社福單位開了很多識字的班級，來幫助外籍配偶對語言的學習，如：識字班。

再來外籍配偶也會在書上或是電視等媒介，來幫學習語言的增進，如：國語日報

的閱讀。最後是家庭裡的家人親友，也對外籍配偶學習語言有幫助，如：親人教

語言的發音及文字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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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生活知識的學習著重於「家庭學習」與「同儕學習」，其次是「媒介學習」、

「邊做邊學」及「課程學習」。因外籍配偶初來台灣，首先接觸的人，就是家庭裡

面的人，透過家庭親友學習各種生活上的知識，如：親友教導煮菜等生活知識。

再來是同儕學習，因訪談內容得知，外籍配偶初來台灣時，會有較早進入並已基

本適應台灣的外籍配偶來提供她們生活知識，如：同鄉間會交換日常生活訊息。

因此在同鄉之間的學習對初來台灣的外籍配偶有很大的幫助。 
  而邊做邊學就是外籍配偶透過從做中學裡，學習生活知識，而做中學就是從

實踐之中學習到知識，如：自己練習煮飯等。在學習生活知識時，外籍配偶也可

以透過媒介的幫式來學習生活方式，如：電視上學習煮菜或是生活資訊。而且政

府與民間社福單位也會開學習生活知識的班級，來幫助外籍配偶學習，如：生活

適應班。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及學習方式，在生活習慣適應這個階段，外籍配偶學習

語言知識與生活知識是為了能夠適應台灣的生活。因外籍配偶來台之後，語言是

人與人溝通的橋樑，外籍配偶學習語言知識就能夠與人溝通並能適應生活上的環

境。而生活知識是外籍配偶因嫁來台灣，種種的生活、風俗習慣的不同，造成外

籍配偶來台之後的不適應，因此學習生活知識，了解台灣的生活習慣，並能迅速

融入台灣的生活。而透過以上內容說明的學習方式，幫助外籍配偶在生活知識與

語言知識的獲取。 
 
 
 
4.4.2 人際適應歷程學習重點及學習方式 
  在人際適應歷程中，外籍配偶透過第一階段的生活適應階段的適應後，因基

本的生活常識及語言方面都較熟悉之後，接著所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與家庭以外

的人開始接觸。從家庭周遭鄰居至工作環境同事上司等，因此第二階段的適應為

人際適應。透過人際適應階段能為外籍配偶擴展人際關係，並學習人與人之間的

相處與互動。 
  本研究在此階段是說明外籍配偶來台後對人際關係上的適應，包括台灣本地

人、同鄉及其他國家外籍配偶等，人際關係上的互動。但是有些外籍配偶除了只

接觸家庭親友，對家庭以外的人，就沒有接觸及互動。因此在此階段的知識獲取

重點是透過「興趣知識」的學習，來幫助外籍配偶對新朋友的認識及人際互動上

的適應。 
訪談者 A：『老公會帶自己出去走走，認識一些同鄉，然後我來台灣四個

月，就去專門為我們外籍配偶或是大陸配偶一個服務的地方，就是新住

民中心，我去那裡做義工，比這些人，認識更多來自各個國家的人，我

就可以幫忙他們做一些事情。………因為我在蘭潭國小上課，也認識一

批外籍的，就是走到哪個學校就認識一批，走到哪裡認識一批，以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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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走出來學習的地方，是不是就沒有連繫了！所以我有跟老師講，可以

從我們的資料裡面，印一張我們的連絡電話等資料，以後我們在別的地

方有開課，是不是可以通知在這個班的同學來上課。………像坐我對面

的同學，也是在我們識字班認識的！我通知她，她又通知她朋友，就是

這些人又可以來上課了！所以我那麼多課以來，都會有連絡單，就是以

後想連繫的話，比如說有什麼課可以參加的！都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A-970807-1) 

 

訪談者 C：『………但是自己有出去外面工作，同事或是裡面的人一起聊，

他們會教我一些事，然後工作那邊的人都是台灣人。………我來上課，

同鄉間有什麼問題，我都會幫忙，還有認識社工人員，有不懂的東西會

去問社工人員，他們會教我也會幫我。………像我現在出來這樣子，我

覺得也是很好！可以學一些東西，可以認識朋友，可以認識很多不同國

家的人，因為我們來這裡也是有很多國家的人，像是我們越南、大陸、

印尼不同國家，可以跟他們交朋友。』(C-970731-5) 

 

訪談者 D：『會和同鄉交流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因為我有上過生活適應

班，會遇到很多從越南來的同鄉姐妹，遇到會一起聊天問問題，姐妹都

會分享自己的經驗，互相學習，我有不會的東西，她們也會分享給我聽，

而我會的也會分享給她們聽，所以人際關係很重要。………去上課，就

可以讓我認識很多人，有很多國家的人，大家都可以交流。………剛來

的什麼都不懂，剛好附近也是同鄉的姐妹，就會來看我，而且教我日常

生活的事情，也會提供我哪裡有課程可以上！』(D-970816-7) 

 

訪談者 E：『因為我剛來的時候很不習慣啊！然後那些來比較久的姐妹都

會教我，然後學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E-970816-9) 

 

訪談者 F：『在考證照那班的朋友，都是台灣的，他們都對我很好！然後

大家有什麼，都會跟我講，互相幫忙，我們現在偶爾還會聯絡，然後我

們常交流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像煮菜啊！就例如：點心類啊！可以做

給小朋友吃的，去上課認識字，還有去學做手工的，就是可以做小狗的！』

(F-970904-10) 

 

訪談者 H：『………就是出去多學一點東西，然後可以認識很多人，對自

己也有幫助。………因為我在嘉義很少碰到泰國來的外籍配偶，而且在

台灣也很少認識朋友，然後一般的上課都是碰到越南的朋友，就是大家

都會聊聊天！聊聊家裡面的問題。………一般都是政府的關係，政府會

通知我們，問我們要不要參加課程看看啊！像是去做黏泥土啊！然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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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一起去啊！』(H-970814-13) 

 

訪談者 I：『………還有同鄉之間，我有參加一個聚會，那裡面都是一些

印尼的太太們，會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交流最多的，還是印尼方

面的東西。………在和同鄉間交流，因為我們溝通都很好，因為我有帶

印尼團聚，在我們教會！在每個禮拜天，我們都會一起參加，交流的都

是一些教會的東西，還有做菜的！』(I-970809-14) 

 

訪談者 J：『和同鄉會交流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有哪裡可以上課的資訊，

一般都是介紹上課的東西比較多，因為是免費的，大家都會互相通知。』

(J-970813-15) 

 

訪談者 M：『認識的同鄉很少，大部份都是台灣人這樣子，我老公他們的

朋友啦！跟他們一起玩啊！一起出去玩！』(M-970830-19) 

 
  「興趣知識」指的就是外籍配偶從事自己喜好的興趣活動所需的相關知識。

如：學習跳舞、上點心班學習做點心給子女吃等。在外籍配偶人際適應階段裡，

是擴展人際關係主要學習的知識。  
  在人際適應知識的學習上，著重於「課程學習」及「同儕學習」。課程學習就

是外籍配偶出去外面上課，如：識字班、生活適應班等。藉由上課來增進知識且

還能擴展人際關係，認識更多台灣及其他國家的朋友。而同儕學習就是透過特定

的場合，從人與人之間的交流中學習知識，如：鄰居之間的交流、工作之間的同

事交流等。藉此累積外籍配偶的各種知識，又能維持人際之間的互動。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及學習方式，在人際適應這個階段，外籍配偶在基本生

活知識及語言知識必備之後，接觸的生活事務變多，跟著與人之間的相處的機會

就變多，例如：從工作上的同事相處、家庭周遭鄰居的相處及課程學習的同學們

間的相處。因此在人際適應階段，說明外籍配偶來台之後，學習人際之間的相處

與互動。而在此階段外籍配偶透過興趣知識的學習，例如：各種課程的學習。而

能認識更多的朋友，並從朋友的交流中，學習到台灣的各種生活事務。 
 
 
 
4.4.3 環境適應歷程學習重點及學習方式 
  在環境適應歷程中，因外籍配偶對生活適應及人際適應都有一定的熟悉之

後，開始接觸學習社會上更深層面的各項事務，從政治、經濟、文化及法律等知

識，來了解台灣的各項事務。因外籍配偶來自不同的國家，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

社會經濟等環境，都與台灣不盡相同，因此外籍配偶在來台之後，學習台灣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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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會環境上的知識，來融入台灣的生活。因此此階段的知識獲取重點為「公民

知識」與「工作知識」。 
訪談者 A：『………因為我的職業是褓母，所以會去上一些褓母的課

程。………』(A-980314-3) 

 

訪談者 C：『因為我們來這裡也是有很多國家的人，像是我們越南、大陸、

印尼不同國家，可以跟他們交朋友，我們可以學他們的文化，因為我們

的文化跟他們的文化不一樣，還有我越南跟台灣的文化，有點差距也有

點相近，所以我們也要尊重人家，像我覺得每個國家都好啦！都是好朋

友，要互相尊重啦！………自己有出去外面工作，同事或是裡面的人一

起聊，他們會教我一些事，然後工作那邊的人都是台灣人。』(C-970821-6) 

 

訪談者 D：『在台灣學到一些習俗、文化也有，學最多的是國語、台語及

所有的注音符號，但是看的懂很多，但寫的很少。………在補校班學一

些日常生活的東西，有學國語、數學、生活、社會，跟小朋友學的一

樣。………』(D-970816-7) 

 

訪談者 E：『有學到很多不同的地方，這裡的選舉也是，學到的東西就是

當家庭主婦，因為我在原本的國家也還是一個學生，還有學到語言方面

的東西。』(E-970816-9) 

 

訪談者 G：『什麼都有學到！比較特別的，像是台灣的民主吧！就是會學

到台灣的一些法律的東西，學到的方法就是看電視啊！耳濡目染啊！都

是選舉什麼的啊！大大小小的選舉啊！』(G-970920-11) 

 

訪談者 I：『我都是透過上課來學習東西，而且最近我要學駕照啊！還有

學開車啊！』(I-970809-14) 

 

訪談者 J：『在大陸，都是在工廠上班，而來台灣就是學做生意！就是我

們婆家有在做生意，碰到就是要去學！但是做生意的時候，家人都沒有

教，被逼上梁山！就是菜市場那些歐巴桑，講話聽不懂，也就慢慢的聽！

慢慢的適應他們！然後老公或婆婆就把我丟在菜市場那個算錢的地方，

我真的假的都分不出來，就讓我去賣，然後隔壁鄰居會教啦！就是隔壁

比較熱心的大姐，就會教！教我怎麼認這個台灣的錢！要不然，人家拿

一個一千塊，拿個假的！………跟別人交流的東西，就是對我們有幫助

的訊息，都會互相通知啦！例如：像證件要怎麼辦啊！會跟他們講啊！

就互相交流！………台灣政府單位對是對外籍比較好，但對大陸不好！

像很多地方學電腦，例如：國小，他都就是都會給印尼、越南那些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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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大陸就沒有！就是不讓我們大陸去學！就是開的班，沒有大陸

的！像他們學考駕照，也是比我們要快！身分証什麼的也是快！比較排

斥大陸的！』 (J-970903-15) 

 

訪談者 M：『來台灣最大的差別就是台灣這邊要拜拜，我們那邊沒有拜拜

的，然後是婆婆教的！………因為學的東西大部份都是家裡面的人教！

像拜拜、台語，台語也是他們教，但是我不會講，但是會聽！………就

是剛來台灣的時候，都是一直待在家裡帶小孩，後來有找到工作，為了

工作才出去學習的。………學電腦的話自己有買過電腦書自己看，所以

都是自己學，我在大陸那邊是學會計的，然後有找到一個會計的工作，

然後台灣的會計跟大陸那邊的有不太一樣，大部份的東西都是自己學比

較多。因為台灣這裡的繁體字我看的懂，所以學起東西來都很快。』

(M-970730-18) 

 
  「公民知識」在一特定社會中有效擔任一公民所需具備之各層面的知識。如：

當地國之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知識。而公民知識與生活知識不同之處，在

於生活知識是說明外籍配偶周遭的食衣住行等，生活上必須應用及學習的知識，

屬於小範圍的知識學習，如：煮菜、子女教養等。公民知識指的是外籍配偶在生

活的環境上所會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屬於較大範圍的知識學習，如：辦理證件、

駕照考取等。「工作知識」指的是外籍配偶來台後在工作上可以使用的專業知識，

如：褓母知識、電腦知識等。 
  在環境適應知識的學習上，著重於「同儕學習」與「家庭學習」，其次為「媒

介學習」及「課程學習」。同儕學習在外籍配偶學習公民知識是很重要的一點，因

各種社會上的知識，外籍配偶都是跟台灣的朋友或是同鄉之間去交流及學習，如：

討論台灣的選舉、討論各種證照的辦理等。還有外籍配偶除了跟同儕們交流及學

習以外，家庭學習也是外籍配偶獲取公民知識很重要的一環，因家庭裡的親友會

教導外籍配偶公民知識，教導的知識與家庭相關的居多，如：祭祀。 
  媒介學習在社會適應知識的學習上，外籍配偶為了工作的需求，因此需要使

用媒介，如：電腦、書籍。來學習工作上的知識。而課程學習則是外籍配偶透過

上專業課程或是國小設置的普通教育課程，如：褓母課程、國小補教班等。在國

小補教班教的內容，則是學習公民知識比較多，如：國文、數學、社會等課程。 
 
  綜合以上訪談者內容及學習方式，在環境適應這個階段，外籍配偶在生活適

應及人際適應熟悉之後，開始對社會上的各項知識的學習。因外籍配偶初來台灣

之時，所接觸到的都是與家庭周遭相關的事務，對社會上的事務較少接觸與學習，

因此在此適應階段，透過公民知識及工作知識的獲取，了解台灣社會上的政治、

經濟、文化、法律等知識，並根據上述所說明的各種學習方式，來學習台灣社會

上各方面的事務，能更融入台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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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本節之分析，外籍配偶在適應階段有三個階段，分別為「生活習慣適應」、

「人際適應」及「環境適應」。「生活習慣適應」的知識獲取重點為「生活知識」

及「語言知識」，而此階段其對應的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媒介學習」、「邊做

邊學」、「課程學習」及「同儕學習」；「人際適應」的知識獲取重點為「興趣知識」，

而此階段其對應的學習方式為「同儕學習」及「課程學習」；「環境適應」的知識

獲取重點為「公民知識」及「工作知識」，而此階段其對應的學習方式為「同儕學

習」、「媒介學習」、「課程學習」及「家庭學習」。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外籍配偶三

個適應階段，以及知識獲取重點與學習方式歷程圖如圖 4.3 所示。 

 
圖 4.4 外籍配偶知識獲取歷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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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於透過深度訪談方式並使用主題分析方法，了解外籍配

偶來台之後，學習的知識類型，知識的學習方式，以及影響外籍配偶學習的因素。

本研究結果歸納整理如下： 

一、外籍配偶學習的知識類型與學習方式對應關係 

  「生活知識」、「興趣知識」、「工作知識」、「語言知識」、「公民知識」是外籍

配偶學習知識的主要類型。「生活知識」為外籍配偶周遭食、衣、住、行等各項基

本生活知識。如：煮菜、子女教養；而「興趣知識」為外籍配偶從事自己喜好的

興趣活動所需的相關知識。如：學習跳舞、上點心班學習做點心給子女吃等；「工

作知識」外籍配偶為了工作所需，而必須學習的知識。如：會計知識、褓母知識；

「語言知識」為外籍配偶所具備之當地國之語言知識(能力)。如：國語、台語等；

「公民知識」為在一特定社會中有效擔任一公民所需具備之各層面的知識。如：

當地國之政治、經濟、文化、法律等知識。 
 
  外籍配偶學習知識的主要方式則是「課程學習」、「同儕學習」、「媒介學習」、

「邊做邊學」、「家庭學習」，以上學習方法為外籍配偶學習知識的主要重點。「課

程學習」為外籍配偶透過正式政府或社福機關所開設的正式課程，以上課的方式

獲取知識的學習方式。如：識字班、生活適應班；「同儕學習」為外籍配偶藉由同

事、同鄉或朋友等人際關係，以非正式的學習方式獲取知識。如：由朋友私下教

導之知識；「媒介學習」為外籍配偶透過傳播媒介的使用，作為學習知識的管道。

如：以看書或看電視獲取知識；「邊做邊學」為外籍配偶是在自己實做中所學習到

的知識。如：自己練習煮飯；「家庭學習」為外籍配偶在家人親友的教導下學習知

識。如：先生教外籍配偶食衣住行等知識、婆婆教文化習俗等知識。 

    

  本研究並提出不同知識類型之知識學習方式的對應關係。包括：「生活知識」

是透過「家庭學習」、「同儕學習」、「課程學習」、「媒介學習」及「邊做邊學」來

學習；「興趣知識」是透過「課程學習」及「同儕學習」來學習；「工作知識」是

透過「課程學習」、「同儕學習」及「媒介學習」來學習；「語言知識」是透過「課

程學習」、「家庭學習」及「媒介學習」來學習；「公民知識」是透過「課程學習」、

「家庭學習」、「同儕學習」及「媒介學習」。 

 

二、外籍配偶知識學習影響因素 

  「環境因素」、「個人因素」為影響學習主要二大因素類型。而「環境因素」

下有「社會環境與政府支援」、「家庭關係」二個因素，「個人因素」下有「學習意

願與能力」、「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及「生活壓力」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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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境因素之社會環境與政府支援：有三個因素，分別為「社福支援」、「公

眾資源提供」、「移民教育提供」。「社福支援」民間之社會福利單位，如：基金會、

民間團體等非營利單位，對外籍配偶所提供各項協助的支援；「公眾資源提供」為

社會上提供給民眾(包括外籍配偶)公開使用的資源，如：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公眾

資源；「移民教育提供」為政府提供或政府補助民間社福團體所提供之各項課程及

課程資訊，能為外籍配偶在生活上給予協助之課程，如：課程學習與課程資訊等。。 

   

  (二)環境因素之家庭關係：有三個因素，分別為「家庭支持」、「家庭型態」、「家

庭管教」。「家庭支持」先生及其親友，對外籍配偶所做之行為是否能獲得支持。

如：外籍配偶去上課，家人是否會反對等；「家庭型態」為外籍配偶組成的成員所

形成之家庭型態。如：大家庭、折衷家庭，與小家庭等；「家庭管教」為其先生的

親友對外籍配偶的生活控制。如：家人禁止外籍配偶去上課學習、家人限制外籍

配偶的相關行動。 

   

  (三)個人因素之學習意願與能力：有二個因素，分別為「語言能力」、「學習意

願」。「語言能力」為外籍配偶具備當地國語言(華語／台語)之能力。如：為了生活

必備的國台語等語言；「學習意願」為外籍配偶對於學習知識的意願。如：對於課

程的學習，意願很高。 

   

  (四)個人因素之人際關係與資訊分享：有三個因素，分別為「人際互動」、「分

享意願」、「資訊取得」。「人際互動」為外籍配偶對同鄉與各種人際之間的互動。

如：工作場上的人際互動、同鄉間的人際互動等；「分享意願」為外籍配偶分享知

識或資訊的意願。如：會在同鄉之間分享自己在生活上的經驗；「資訊取得」外籍

配偶對各種日常生活資訊的取得。如：政府提供課程資訊、同鄉間提供生活資訊。 

   

  (五)個人因素之生活壓力：有三個因素，分別為「工作壓力」、「子女教養壓力」、

「時間壓力」。「工作壓力」為外籍配偶因工作所產生的心理壓力。如：為了工作

賺錢養家，使得生活上及學習上造成的影響；「子女教養壓力」為外籍配偶因教養

子女而造成的心理壓力。如：第一次帶小孩要如何帶、因要帶小孩，造成沒時間

去上課等問題；「時間壓力」為外籍配偶因為生活忙碌或時間不足，所產生的心理

壓力。如：除了要在家照顧小孩及工作上的時間壓力，使得沒有多餘的時間能出

去學習知識。 

   

三、外籍配偶在適應階段知識獲取重點 

  本研究結果發現適應階段有三個階段，分別為「生活適應」、「人際適應」及

「社會適應」。「生活適應」階段的知識獲取重點為「生活知識」及「語言知識」，

其學習方式為「家庭學習」、「媒介學習」、「邊做邊學」、「課程學習」及「同儕學

習」；「人際適應」階段的知識獲取重點為「與趣知識」，其學習方式為「同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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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及「邊做邊學」；「社會適應」階段的知識獲取重點為「公民知識」

及「工作知識」，其學習方式為「同儕學習」、「媒介學習」、「課程學習」及「家庭

學習」。 

 

  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瞭解外籍配偶在來台生活時學習的知識類型與

學習方式為何，並發掘影響外籍配偶學習知識的因素，同時並探討外籍配偶在不

同的適應階段之知識需求及知識學習方式之對應。此一結果，可以提供政府單位

擬定相關政策之重要參考，以及社福單位提供外籍配偶課程與生活輔導時之重要

依據，使新移民能快速適應台灣的生活。 

 

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限制因時間及成本關係有以下限制：(一)本研究對象僅為嘉義市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電腦班的外籍配偶，不包括其他地區的外籍配偶，因此目前研究結果

的推論範圍僅限於以女性嫁到台灣都會地區，且其得以參與外部正式課程的外籍

配偶為主。(二)由於難以針對外籍配偶之親友進行訪談，訪談對象未能及於外籍配

偶的先生及親友，因此部分內容未能進行三角驗証。未來可針對其它未能參與正

式課程之外籍配偶或其親友進行深度訪談，亦可根據本研究之初部結論，進行較

大範圍之調查(survey)，以進一步確認本研究命題的因果關係。在研究議題上，則

可針對外籍配偶不同的知識類型，其在學習方式與影響因素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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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錄 

附件一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來台灣這幾年來，有什麼樣知識上的收獲呢？ 

2. (承上題)這些新的知識，您是透過什麼方式來學習的？ 

3. 有和同鄉或朋友交流生活上的資訊嗎？如何交流？ 

4. 為什麼來參加此類的課程呢？您預期這些課程可帶給您什

麼幫助？ 

（以下為延伸問題，依訪談者的不同，問題也不同。） 

5. 什麼時候開始學習(某類知識)的？ 

6. 學習某類知識的原因為何？ 

7. 在來台之後有去上過什麼樣的課程？為什麼會去學？效果

如何？ 

8. (承上題)在課程的學習上，有遇到什麼困難？ 

9. 可否談談您跟同鄉朋友之間的交流以及同鄉朋友的適應學

習狀況？ 

10. 對於您能出來上課學習，家人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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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者的省思 

 
  經過了二個月和外籍配偶的上課相處，與 13 位外籍配偶聊了許多關於她們來

台學習的情況，透過訪談瞭解外籍配偶在來台之後，如何學習各方面的知識，並

有何種因素會影響外籍配偶學習，以下為研究者在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擔任電腦課

助教的相關經驗，做整理與歸納。 
 
一、外籍配偶與先生的相處關係因素 
  在擔任助教其間，有許多外籍配偶來學習電腦課程時，都會有外籍配偶的先

生接送她們上下課，而更有少部份的先生，會在外籍配偶上課期間，在教室外面

守候著外籍配偶，等到他們下課，再一起接她們回家，互動非常之密切。而有部

份外籍配偶則是自己單獨來上課及回家，因此研究者認為外籍配偶及先生之間的

相處關係對外籍配偶的學習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在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常常

會聽到外籍配偶跟其他學員的互動，說自己的先生會帶自己去哪玩或是先生都會

支持外籍配偶做相關的學習活動之類的話語，因此研究者認為當一個外籍配偶先

生與外籍配偶兩人的互動較為冷漠時，外籍配偶在學習上是否會造成影響，而因

外籍配偶與先生的互動關係較為不好時，當外籍配偶有問題要詢問時，因兩者之

間的關係不融洽，使得先生對外籍配偶的問題不想回答或是以冷漠生硬的方式回

答外籍配偶，使得外籍配偶因這種情況，漸漸的不敢詢問或是另求人幫助。而另

外，外籍配偶先生家的親友是否也會因此情況而對外籍配偶在各方面上產生影

響，因此此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二、外籍配偶與先生的教育程度差異因素 
  另外研究者在擔任助教期間，有部份外籍配偶在電腦的使用上較為熟悉，與

其他外籍配偶有明顯的差異，甚至有外籍配偶在上電腦課期間，在更新自己的部

落格或是上網跟朋友聊天了！因此研究者詢問此部份外籍配偶，為何對電腦會如

此熟悉，外籍配偶則回答因是先生教導的。而研究者在外籍配偶資料整理中，發

現此部份外籍配偶先生的教育程度，皆高於外籍配偶自身教育程度，因此研究者

認為兩者之間的教育程度的差異，對外籍配偶的知識學習是否會造成影響。而研

究者在比對其他外籍配偶與先生的教育程度時，亦發現先生教育程度高的外籍配

偶，在學習狀況皆高於其他外籍配偶，因此此因素也是值得深入探討。 
 
三、種族歧視影響外籍配偶學習之因素 
  在研究者訪談外籍配偶期間，有很多外籍配偶在訪談過程中都有提到種族歧

視的問題，說明在何處受到工作場合不公平的對待，或是在言語或是行為上歧視，

讓她們不想在繼續工作等。因此研究者認為外籍配偶遇到種族歧視的問題時，對

外籍配偶的在職場上或是學習上造成影響，因外籍配偶對於周遭負面的觀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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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外籍配偶對工作或學習產生恐懼或是害怕學習，這是外籍配偶常會遇到的問題

之一。 
 
  最後研究者在電腦課的觀察裡，發現外籍配偶對於電腦課的學習，國籍不同

的外籍配偶對於學習問題的處理方式不大相同，大陸籍配偶對於上課時的情形，

較敢直敢言，而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則是較為含蓄，因此在知識獲

取上外籍配偶的國籍與當地國的文化，是否對外籍配偶在學習上的態度造成影

響，則值得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