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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敘事文本於師資培育移民教育課程及其

對職前教師跨文化理解之影響

黃淑玲

摘要

自1990年代起，我國新住民子女人數逐漸增加，新住民子女已成為教室中的重

要群體之一。面對學校中日趨多元化的教室生態，教師需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師

資培育課程亦需回應臺灣社會國際化與學校成員多元化的社會結構。職是之故，本

研究以新住民教育為主題，以敘事探究方法，對20位新住民的生命經驗及10 位新

住民子女的學校教師進行生命故事訪談，並撰寫成敘事文本，同時應用此敘事課程

文本於師資培育之移民教育課程中，並以跨文化理解的教學模式實施課程。師資生

於參與敘事探究課程前多數抱持著社會病理觀，視新住民為「局外人」；師資生以

敘事探究進行跨文化理解與溝通課程後，進一步理解新住民經驗與自我在歷史、社

會與文化深層結構與脈絡中的形成與轉變，師資生對新住民及其子女的理解也轉為

文化平等觀，視新住民為「局內人」，尊重他們與主流文化的差異，認為所有的文

化皆有其價值與意義。本研究建議身為傳遞知識與文化角色的新一代教師，在臺灣

面對多元社會的情境下，需瞭解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重新再省思自我的文化價

值觀，同時能對不同的文化產生包容、理解、欣賞之態度，並有能力教導學生此觀

念，以能成為多元文化教育的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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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 Narrative Inquiry to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Explor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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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has increased gradually. 

Children of immigra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thnic groups in the 

classroom. Under this multicultural circumstances,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their cros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Furthermore, the curriculum for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be 

designed to respons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society 

and diversifi cation of school memb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proceeds field interview with 20 new immigrants and 10 school teachers for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By means of narrative inquiry, this study uses the immigrants’ life 

experiences to write narrative texts which are applied to the curriculum of immigration 

educ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subsequently. The teaching mode of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is implemented in the curriculum as well. Befo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urriculum of narrative inquiry, most student teachers view new immigrants as outsiders 

with sociological-path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th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ve curriculum of narrative inquiry, student teachers start to comprehend 

immigrants’ experiences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ego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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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ontext. Instead of the previous negative 

attitude, student teachers look upon new immigrants as insiders with the concept of 

egalitarian model of culture. They realize all cultures have their own values and meanings, 

and know how to respect differences between new immigrants’ cultures and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s the giver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 the multicultural 

Taiwa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of their own culture 

and refl ect their values on the culture. Simultaneously, teachers should keep the attitude 

of tolerance,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towar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 capable of 

teaching their student these perspectives to be pioneers in the fi eld of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narrative inquiry, immigration educati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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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世紀在資本主義的擴大及經濟的推拉因素下，產生全球化的跨界遷

移，Castles與Miller（2003）因而將二十世紀後半葉稱為「移民的年代」（age of 

migration）。移民不僅是國家人口數據的改變，亦是一種動態的社會、文化、政

治、經濟變遷的結果，更影響了移入國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因此，移民教育成為世

界各國教育關注的新興議題。臺灣社會在政治因素、經濟政策的影響與發展下，自

1990年代起逐漸增加異國婚姻的現象，使得臺灣在人口結構上起了前所未有的變

化，新住民及其子女逐漸成為臺灣人口結構上的重要群體（黃淑玲，2014）。根據

內政部統計處（2015）資料顯示，近20年來跨國婚姻數逐年增加，例如：1998年

有22,905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145,976對的15.7%，2000年開始驟增至44,966

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24.8%，也就是每4對登記婚姻中有1對為外籍通婚；

2003年達到最高峰有54,634位，占總結婚登記對數的31.9%，其中女性占大多數；

截至2014年臺灣新住民有499,746人，女性有461,895人，男性有37,851人，女性占

93%，男性占7.6%。新住民所生子女數亦隨著新住民人數的增加而驟增，新住民

所生子女數占全國新生兒總數的百分比，從1998年的13,904人，占新生兒出生人數

的5.12%，到2003年增加至30,348人，占新生兒出生人數的13.37%，新住民所生子

女數占全國新生兒比率達到最高峰；至2015年3月新住民所生子女數累計有365,519

人，平均占新生兒出生人數的9.4%。

自1990年代至今，這些新住民子女已在各級學校就學，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5）資料顯示，2003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及小學人數為30,040人，至2014年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及小學人數已高達211,445人，其中就讀國中者64,568人、就讀

小學者146,877人，較2003年增加了181,405人；再者，就整體趨勢而言，臺灣學童

的人數呈現負成長現象，但新住民子女卻呈現正成長，亦即新住民子女就學的比率

增加。新住民子女就學的比率增加亦反映著教室生態文化的改變，教師面對此教室

生態文化的改變，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可面對這些改變？面對教室生態文化的改變應

給予哪些培訓課程？歐洲教育資訊網（Eurydice, 2004）針對30個歐盟國家進行移

民學生在學校之狀況調查後 ，指出未來歐盟國家應於師資培育中發展教師新的教

學技能（mobilize new skills），以適應日益增加的新住民子女教育，並對教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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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專業要求：一、採取以學校為本位的措施協助移民學生，並確保他們的利益，

特別是在語言教學上；二、教導移民學生母語和原生文化；三、在所有學生利益的

考量下，發展跨文化取向的方法。

歐盟組織針對師資培育提出建議，指出未來教師的繼續專業發展教育應逐漸地

發展學校和社會中多元文化論述的相關課程。因此，我國對於新住民教育不僅是把

重心放在移民孩子身上而提供移民學童特別指導（如第一及第二語言教學），更應

發展跨文化的教材作為支持教師教學的新行動（黃淑玲，2014）。但國內有關新住

民子女教育的研究，多著重在新住民者與新住民子女的適應與學習表現上，較少從

教師的觀點進行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的議題進行研究（黃淑玲，2014）。是以，面

對新住民子女日益增多的教育現象，師資培育課程結構需回應臺灣社會國際化與學

校成員多元化的社會現象。

近年課程研究方法論從「發展典範」轉移到「理解典範」，使得課程定義與研

究方法也隨之改變，在課程的理解典範之中，「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或

自傳研究日益受到國內課程學者的重視並以此方法探究本土課程議題。早期敘事探

究在研究方法論與敘寫風格被實證科學主義者質疑，到2000年代國內逐漸發展成一

研究社群語言，並從教師生命史研究擴展至教師實務知識研究、教師課程實踐等研

究領域（莊明貞，2008），這些「敘事探究」大多數關注於教師主體性的議題，所

呈現的敘事體文本是一「研究結果」，如何將敘事探究後的文本作為課程理解的文

本，仍有待進一步發展。是以，本研究將發展移民者的敘事課程文本，並以跨文化

理解教學模式實施於師資培育新住民教育課程中，將移民者、移民子女的教師及師

資生的汝及我經驗、文化、歷史、故事和聲音等帶進教室，一起尋找理解並體會移

民課程活動，並於課程實施後進行分析移民者的敘事課程文本對師資生跨文化理解

之影響。

貳、以敘事探究開展師資培育課程理解典範

一、敘事探究方法論

1960年代末，敘事探究已廣泛應用於各學科，並擴展至各學校；至二十世紀，

後現代、後結構、後實證等主義與文化研究概念的出現，開始質疑研究者對於知

識詮釋的權威（Denzin & Lincoln, 1994），此時的研究者開始把被研究者視為人看

z-vc365-03-黃淑玲.indd   43 2015/9/24   下午 02:45:52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44 課程研究　第10卷第2期

待，而非只是一般事物而已，以彼此互動的過程作為描述內容，並致力於闡明具

條理的資料。由於這些觀點，使敘事探究整合這些歧異的觀點進行有關經驗的某獨

特觀點作為研究的現象（Clandinin & Rosiek, 2007）。Dewey（1938）的經驗論認

為研究是創造人類及其所處環境（生活、社區與世界）間的新關係，是基於彼此

互換與實用的觀點（transactional），從經驗而成的內容必定會回歸到其經驗中，

「經驗是無法以言語形容描繪的符號」、「經驗是由主體和客體間的自我與其世界

互動所形成，並非只是自我、個體本身或心理所能主宰。經驗是識別力的產物，因

而，當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合併，並去除其獨特性而成完整普遍的經驗時，才使人容

易理解。在經驗中，屬於這宇宙、自然界與社會的事物與事件都以人的概念、背

景去詮釋，而且透過與外在事物的交流，生物藉以改變、發展」。Dewey的經驗論

中強調知識的短暫性與即時性（immediate knowledge），研究必須回歸調查內容的

本質，而不著重於任何一部分，經驗法則必須陳述何時、何地、為何發生，根據

特定目的取材自以往的經驗，是可經時間考驗並能追蹤其在個人與社會經驗的意

義。Dewey（1976）指出，由於經驗的連續性，反映的結果將涵蓋較大的範圍，反

映內容本身有其獨特起源與目標，所遭遇到的問題也較特別，其認為經驗有其擴展

性（stretch），可擴及個人，以至社會意義。敘事探究是取材自個人經驗的敘述形

式，探索人們的生活經歷，以個人的內心、所處環境與個人歷史事件為根據，瞭解

經驗的方式除包含個人經驗外，並包括個人經驗中的社會、文化與組織背景，研究

者和參與者歷經不同時間與地點的社會互動，除了口語互動的方式外，亦包括觀

察、生活周遭與記錄、翻譯而來的經驗。Clandinin與Connelly（2006）、Connelly

與Clandinin（1990）認為敘事探究是種呈現經驗的思維，是種呈現現象內容的觀

點，人們藉由故事來呈現自己過去的人生經歷，並賦予個人的意義。敘事探究著重

經驗的關聯性、短暫與連續性的特質，其實用性也在敘述形式中表露無遺。

敘事探究者不僅呈現對自己過往經歷的省思，也包含當下經驗的意義描述。

後現代主義者尋求獨立於個人經驗之外的真理，但卻可能扭曲資料的意涵，而敘

事探究者除描述個人經歷之外，並且呈現對經驗的描述及意涵，提升了經驗的內

容與品質。對後實證主義者而言，行動（action）具連結行為與意義／表現與認知

的功能；對敘事探究者而言，行動是根據敘事的歷史，詮釋行為與意義的途徑。

Clandinin與Connelly（2000）認為後實證主義研究目的限制其所處背景對研究的影

響，而敘事探究可根據其所處的多重背景來定義其經驗。當後實證主義者研究因時

間改變及其對背景文化的影響時，敘事探究也開始關注背景如何隨時間更迭轉移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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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經驗。

敘事探究者以眼睛進行探索瞭解，並試圖定義經驗中新的可能性，認為知識來

自於經驗，而經驗本身即有語言結構，研究者著重於人們生活或描述的故事。後結

構主義認為符號本身可以根據其他符號來定義，經驗一經轉述，其過程即被重新陳

述詮釋，陳述內容本身也必須根據其他陳述內容來定義。後結構主義者認為由於缺

乏將社會真實情況應用於故事中，且過度注重故事的延伸性，將影響受社會壓迫的

個人參與研究，研究者需找出一個足以解釋與描述的語言。

對於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學者而言，研究與分析是為了尋求能改變受壓迫社

會情況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尋求對社會與心理現象的解釋，認為個人、宗教、

歷史與文化的生活經驗相關敘述，構築了生命的意義，這些被視為鉅型社會 

（macrosocial）的延伸，但這些敘述也常被認為是瞭解人類經驗的絆腳石；對敘事

探究者而言，個人生活經驗被視為知識起源，不僅有益於個人，也對社會科學學

者有所助益。馬克思主義對鉅型社會所產生壓迫的批判及其與當下經驗的關係，

Delgado（1989）認為敘事故事具治癒心理創傷功能，有助於壓迫者的轉變，人們

對於鉅型社會系統所產生的壓迫，開始有了自覺，並提高回應壓迫的可能性。

綜而言之，敘事探究具有下列三種特性：（一）暫時性：即Dewey經驗論中連

續性的概念，指出每個經驗來自於某個當下的時間，並且會對未來經驗有所影響。

研究中的人、事、物會暫時轉變，且敘事探究者會以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點

來描述這些人、事、物；（二）社會性：同時關注個人與社會情況，人們不斷與生

活經驗中的各種現象互動，生存、環境、壓迫及其他形成個人背景的要素，同時使

研究者與參與者產生關係；（三）地點的向心性：研究實施或事件發生的地點需有

明確規範，因地點對生活經驗產生關鍵的影響。

敘事探究著重在故事或敘事體形式的研究、與一連串事件的描述，且故事來源

及研究方式十分多樣化，例如：有些研究者以故事隱喻的研究方式結合學習活動；

或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分析學習或日常生活經驗等，以故事形式敘述的質化資料；

有些則以故事形式中的場景、角色刻畫、主題與角色等文學概念去分析一般經驗；

或以敘事文本作為認知的基石；或在研究經歷中以特定描述的方式呈現結果的影響

性；有些將描述方式譯成數字，並進行數據資料分析；有些則分析故事中有趣的現

象。是以，在研究方法上，敘事探究有四種主要的轉變，分別為：（一）研究人員

與受測者間關係的轉變；（二）以文字取代數字成為資料來源；（三）關注焦點從

一般大眾化、宇宙觀點轉換成特定且具地域性的觀點；（四）廣泛地接受與融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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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新觀念，從單一方法轉變成以多重方式認識與理解人生經歷的認知論（Pinnegar 

& Daynes, 2007）。根據Connelly與Clandinin（1988）的歸納分析，敘事探究可以

講故事或傳記方式呈現，透過自傳、傳記、訪談、影像紀錄、日記、參與觀察等，

進行探究人們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經驗與思維（如圖1）。其中，透過生活故事

訪談可應用在個人經驗與歷史事實的研究中，被視為敘事探究研究方法之一，如

Bruner（1987）主張個人的意義建構在講述自我故事的過程，因每個人的故事都有

其獨特價值與欲傳達的主題。

敘事

人

講故事

自傳
傳記

訪談
影像

日記
參與觀察

（過去） （現在） （未來）

傳記敘事

圖1　敘事探究的分類。引自Teacher as curriculum planners: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p. 

34), by F. M. Connelly & D. J. Clandinin, 1988.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二、新住民教育課程理解典範的開展

國內有關新住民教育的研究，可區分出四種面向的研究主題，分別是：（一）

學生個人因素：包括身心發展、智力發展、學業表現、語文能力、自我概念、行為

表現等；（二）家庭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社經地位、母親教養態度、母親語文能

力、母親教育期望、家長參與、依附關係、親子互動等；（三）學校環境因素：包

括學校課程、學校適應、師生互動、同儕關係、學習適應、活動參與等；（四）社

會環境因素：包括社會偏見、刻板印象、社會資源、社會參與、人權與政策、醫療

服務等。這些研究包括質的研究及量的研究，從這些研究進行後設分析後，可發

現許多量化研究的數據分析未能深入探討新住民女性內在的聲音；在質性研究方

面，雖重視新住民女性的聲音，卻常是「事實陳述」，未能將新住民女性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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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到的「意義」（meaning）轉化為社會公民學習的素材（王碧霜、黃淑玲，

2009）。當我們將新住民及其子女的生活轉變為一篇篇的故事時，我們可得到深層

的理解與反省；或當我們在重述、思索、建構這些故事之際，個體將會建構出自己

認知的經驗意義（Riessman, 1993），亦如Clandinin與Connelly（2002）所言：「人

們其實會對這些經驗不斷加以重新檢視、修正、甚至是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故事。」

因此，應用新住民敘事文本進行的教學實踐，是一種探究的方法，也是經驗對話、

理解生命、建構認知的歷程，諸如在研究者訪談新住民教師時，他們以其教導新住

民子女的經驗，反省到文化的差異性及教學實踐的問題：

當我在教十二生肖時，孩子說老師你講的跟媽媽說的不一樣，我有點生氣，可是

事後得知越南有所謂的十二生肖，當中有貓並沒有兔子時，我想起我對孩子嚴厲

的態度，我很懊惱……。（私人訪談A，200601）

一個緬甸的學生，常穿著脫鞋來上課，我剛開始非常生氣，因為覺得他不尊重老

師，穿脫鞋來上課。可是後來才發現這就是他們國家的文化，在他們國家很正式

的場合還是可以穿脫鞋……。（私人訪談B，200602）

越南的媽媽告訴我，應多加強班上孩子的禮貌，我不知道她的意思是什麼，後來

才知道越南的小孩跟父母或師長說話時，雙手要交叉放在前面才是有規矩……。

（私人訪談C，200603）

這些文化差異性的問題，產生了許多誤解與隔閡，也為中小學教師帶來許多困

擾，若能以移民者及其子女的生活世界為敘事探究的對象，並以此探究結果發展出

課程文本作為師資培育課程理解典範，使新一代教師具有以跨文化瞭解與溝通的能

力。職是之故，本研究於探討國內外相關移民教育文獻及新住民的研究後，對20名

來自大陸、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等地區之新住民

（見表1）進行生活故事訪談，以理解新住民其生命經驗，包括在家庭教育、求學

經驗、婚姻觀念、兩性地位、教養觀念、語言、宗教、節慶習俗等原生文化及在臺

生活，透過經驗故事來理解其生活世界，並將其生命經驗故事寫成一篇篇的文本，

以下為新住民敘事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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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住民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

者代碼
M1 M2 M3 M4 M5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原生國別 越南 越南 越南 菲律賓 大陸

年齡 25 23 36 36 38

宗教信仰 道教 天主教 無 佛教 佛教

來臺年資 4 5 11 3 10

最高學歷 國中 高中 小學 國中 國中

目前工作（職

業）

電子業 作業員 小吃店 幫傭 經營麵店

配偶職業 開計程車 司機 小吃店 工人 汽車零件工人 

配偶最高學歷 國中 高中 小學 國中 大學

父親職業 商 小學校長 農 農 經營小吃店

父親最高學歷 國中 高中 小學 國中 未知

母親職業 家管 老師 家管 家管 經營小吃店

母親最高學歷 國中 大學 無 國小 未知

兄弟姐妹數 弟3名 妹2名 兄2名、弟1
名、姐2名

兄3名、弟3
名、妹4名

兄2名、姐4名

子女數 1女（3歲） 無 1男（8歲）、
1女（10歲）

無 2女（9歲、5
歲）

居住地 新北市 臺中 桃園 臺中 南投

語言狀況（國

語、臺語、客

家語、英語）

國語 國語、英語 越南語、

國語

國語、英

語、菲律

賓方言

（Tagalog）

國語、臺語、

越南語、粵語

在臺期間曾參

加的研習（或

進修）

市公所

課程

國小補校識

字班

無 100個小時
中文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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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

者代碼
M6 M7 M8 M9 M10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原生國別 越南 越南 印尼 越南 馬來西亞

年齡 31 24 34 36 43

宗教信仰 佛教 佛教 佛教 佛教 不詳

來臺年資 7年半 3 5 13 16

最高學歷 國小 國中 國中 國中 大學

目前工作（職

業）

家管 工廠女工 早餐店 越南

小吃店

不詳

配偶職業 開車床

工廠

不詳 早餐店 小吃店 不詳

配偶最高學歷 高中 高中 國中 未知 不詳

父親職業 目前中風 不詳 農 警察 農

父親最高學歷 國小 高中 不詳 不詳 不詳

母親職業 經商，

已退休

不詳 農 經營小吃店 農

母親最高學歷 國小 國中 不詳 不詳 不詳

兄弟姐妹數 兄2名、
姐1名

弟1名 兄1名、姐1
名、弟1名

兄2名、弟1
名、姐2名、
妹1名

子女數 1女（2歲
半）

1女（2歲
半）

1女（4歲） 2男（12歲、
10歲）

2女（6歲、9
歲）

居住地 臺中 南投 南投 南投 臺中

語言狀況（國

語、臺語、客

家語、英語）

國語、

越南語

國語、

越南語

國語、

臺語、

客家語

越南語、

國語、

臺語

國語、

英語

在臺期間曾參

加的研習（或

進修）

曾參加

識字班

國小

識字班

國小

外配班

無 大學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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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

者代碼
M11 M12 M13 M14 M15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原生國別 越南 越南 柬埔寨 柬埔寨 越南

年齡 37 29 未知 25 35

宗教信仰 佛教 不詳 不詳 佛教 不詳

來臺年資 8 7 7 5 3

最高學歷 國小 國小 高中 高中 中學

目前工作（職

業）

清潔工人 家管 家管 車窗簾 家管

配偶職業 工廠作業員 機械工人 工人 營建業 工人

配偶最高學歷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中

父親職業 鐵模工廠

工人

農 果農 不詳 不詳

父親最高學歷 國小 國小 不詳 不詳 不詳

母親職業 家管 農 果農 不詳 不詳

母親最高學歷 國小 國小 不詳 不詳 不詳

兄弟姐妹數 兄1名、弟2
名

不詳 不詳 兄1名、弟2
名、妹2名

兄2名、姐2
名、弟1名、
妹1名

子女數 2女（7歲、
5歲）

1男（6歲） 1男（6歲） 1男（2歲），
懷第二胎中

3男（3歲、5
歲、8歲）

居住地 南投 臺南 臺南 臺南 臺南

語言狀況（國

語、臺語、客

家語、英語）

越南語、國

語、廣東話

臺語、國

語、越南語

國語、柬埔

寨語

國語、英

語、柬埔寨

語

國語、越南

語、臺語

在臺期間曾參

加的研習（或

進修）

國小一年級 中文識字班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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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

者代碼
M16 M17 M18 M19 M20

性別 女 女 男 女 女

原生國別 大陸 緬甸 緬甸 大陸 大陸

年齡 51 24 23 34 29

宗教信仰 無 佛教 無 無 基督教

來臺年資 4 2 1 13 9

最高學歷 看護專科

學校

大學 緬甸文學校

三年級

國中 專科學校

目前工作（職

業）

家管 學生 學生 工廠作業員 小吃店

老闆娘

配偶職業 不詳 無 無 室內裝潢 小吃店老闆

配偶最高學歷 不詳 無 不詳 高中 不詳

父親職業 不詳 商 不詳 國營農場 建築業

父親最高學歷 不詳 不詳 不詳 國中 不詳

母親職業 不詳 家管 不詳 國營農場 家管

母親最高學歷 不詳 緬甸學校七

年級

緬甸文學校

七年級

國中 不詳

兄弟姐妹數 不詳 兄1名、姐1
名

兄5名、姐2
名

兄1名、妹1
名

弟1名、妹1名

子女數 1女（已成
年）

無 無 1男（9歲）、
1女（13歲）

1男（8歲）、
1男待產中

居住地 臺南 南投 南投 新竹 臺中

語言狀況（國

語、臺語、客

家語、英語）

國語 國語、英

語、雲南語

國語、英

語、雲南語

國語 國語、臺語

在臺期間曾參

加的研習（或

進修）

無 大學進修 大學進修 社區短期

電腦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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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鳳是越南峴港市人，看見她時她總是打扮得光鮮亮麗，在沒訪問她之前，我覺

得她應該是個性活潑開朗的人，在訪問她之後，原來在美麗的背後，隱藏著許多

的哀愁……。小鳳的爸爸是校長、媽媽是老師，所以對小鳳的管教非常嚴格，包

括讀書和做家事都要求非常嚴格，媽媽常說要對人好、瞭解別人、幫助別人；爸

爸比媽媽更嚴格，讀書時爸爸都拿著竹子在旁邊，不認真讀書會被打，而且功課

一定要按時做完，小鳳的爸爸說一定要有好的學歷，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小

鳳的姐妹學歷都不錯，妹妹有大學學歷。

小鳳說：父母對我管教非常嚴格，所以我對我的孩子管教也是嚴格的，只是語言

和文字的關係，不知道怎麼教，只好拜託學校老師多教我的孩子，教不好孩子會

很難過，有時候孩子不聽話，例如：挑食很多東西不肯吃，愛吃的就吃很多，孩

子長得瘦小矮矮的，擔心他會不會長不高，蛀兩顆牙又不肯看牙醫，帶去牙醫那

裡，嘴巴嗯嗯嗯─不肯張嘴，愛打電動……。他比較聽老師的，就拜託老師幫

忙教，跟老師講這些問題，常會邊講會邊流眼淚，心裡真的很難過，不知道怎麼

辦才好。目前中文大部分看得懂，會寫一點中文，雖然在越南當過三年幼稚園老

師，還是沒辦法教小孩，小孩子會頂嘴，很聰明很難教，只好請老公教，很想學

習，但為了賺錢，沒時間學，壓力很大。除了想學中文，還想學電腦，現在會用

注音輸入寫簡訊給家人和朋友。越南的學校和老師都管很嚴，上課的科目大致和

臺灣相同，有語文、數學、自然、音樂和體育這些科目，如果考試成績不好，會

被打手心，以前我很頑皮，還會被罰曬太陽幾個小時，考試不好會被打手心和罰

寫，我喜歡上體育課，我跳高全校第一名。上學要穿制服，越南的制服是白白

的、長長的那種。

越南的教育跟臺灣不一樣，學校科目比較少，功課也沒臺灣那麼多，以前回家不

用寫功課，上課懂就好，也不必補習；不過現在越南的教育也比較嚴格，回家也

要寫很多功課。臺灣的教育教比較多東西，老師水準高，教得比較好，對小朋友

很好，我有孩子的問題老師都會幫忙解決，在臺灣，我曾經上過識字班，但我的

孩子我不會自己教，而且我去工作時，孩子可以上課後托育班，所以給孩子參加

課後托育，不然，孩子很聰明又會頂嘴，不知道怎麼教，只好多問學校老師怎麼

教孩子的辦法。

因為我們祖先是從中國來的華人，大部分節慶和臺灣的節慶相同，有過年、端午

節和中秋節，都和臺灣過一樣的節日，但在越南的初一、十五都要吃素，而且整

天吃素，不像臺灣只有吃素半天，我喜歡吃素，有時候吃素好幾天。來臺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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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越南有受中文的教育一個月，來臺灣之後，參加識字班學中文，老公不愛

講話，只有喝酒後才愛說話，也沒有教我中文，剛來的時候就靠一本中越手冊溝

通意見，後來我自己靠著中越字典學中文，現在中文大都看得懂，也會寫一些，

來臺灣前四年都沒有出門，都在家裡照顧小孩，老公從來沒有帶我出去玩，我喜

歡旅遊，一直待在家裡會瘋掉，老公不管孩子，不注重孩子的教育，我很苦，有

時候很想什麼都不管，走掉算了，但想一想孩子會很可憐，還是忍了下來（小鳳

眼眶泛紅，接著就難過的流下眼淚）。老公喜歡喝酒，有時候和朋友一起喝酒，

朋友喝了酒就開始亂講話，老公就懷疑我在外面亂來，常常鄰里會閒言閒語，隨

便亂講話，但我們村莊就那麼小，話很容易亂傳，所以想要搬出去住。

剛來臺灣很會想家，就打電話回越南，但後來知道電話費很貴，也不敢常常打電

話回家，只好和同鄉的朋友聊聊天，後來妹妹也嫁來臺灣，就比較有伴了，現在

讓我最煩惱的是教孩子不聽話會很難過，還有來臺灣吃的習慣不一樣，越南只有

兩三樣菜，而且很少油，不像臺灣都用油炒，還炒那麼多菜，來臺灣幾年之後，

回越南大家都說我變胖了。臺灣煮很多菜都要放醬油，但我還是喜歡用魚露煮菜

吃，偶爾做一些越南菜牛肉河粉、番茄涼拌冬粉，小孩子還很喜歡吃。雖然來臺

灣十年了，但還是會想家，老公肯的話，還是想帶孩子回越南家裡看看父母。

除了對20名新住民進行生活故事訪談外，亦訪談教導大陸、印尼、越南、菲律

賓、泰國、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新住民子女的教師10名（見表2），透過教師

教導新住民子女的經驗故事，進行理解新住民子女在學校生活世界，並將其在學校

情境中與新住民子女互動的教室經驗，寫成一篇篇的文本，以下為新住民子女的教

師教學經驗之敘事文本之一：

從一開始家長來報名時，我發現這一屆竟然有這麼多位的新住民子女，心中頗訝

異。從媽媽們有點怯生生的交談中，可以感覺出家長們對老師有著很大的期待。

他們在言談中會覺得自己因從外地來，在語言、文化上與本地會有相當大的差

異。所以，總希望老師能給予孩子更多一點關照；對這些孩子老師通常都會比其

他本國籍的孩子多付出一些關心和幫助，若是發現新住民之子的家長需要幫助，

也會盡力想辦法協助。

我剛開始會注意他們的學習狀況，但觀察久了之後，其實多數新住民子女的學習

情況，並不全是弱於一般子女。所以，我們覺得在教學上並不因為有多位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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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住民子女的教師之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代碼 T1 T2 T3 T4 T5
性別 女 女 男 女 女

出生年次 1965 1977 1967 1976 1970
婚姻狀況 已婚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最高學歷 大學 大學 研究所 研究所 大學

主修領域 幼兒教育 初等教育 國民教育 自然科學 數理教育

服務年資 12 8 15 9 14
擔任教學職務 教師兼園長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服務學校班級數 幼1班 25 26 26 40
學校新住民女子的人

數

不詳 31 36 36 60

學校新住民子女的百

分比

不詳 4.6% 5.12% 5.12% 4.7%

曾教過的新住民子女

人數

8 4 2 2 2

曾教過的新住民子女

國籍

柬埔寨、越

南、大陸

越南 越南 柬埔寨 大陸

研究參與者代碼 T6 T7 T8 T9 T10
性別 女 男 女 男 男

出生年次 1971 1980 1979 1974 1977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最高學歷 大學 大學 大學 研究所 研究所

主修領域 商業教育 語言教育 社會教育 數學 體育

服務年資 14 4 5 5 4
擔任教學職務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導師

服務學校班級數 40 11 11 11 11
學校新住民女子的人

數

60 63 63 63 63

學校新住民子女的百

分比

4.7% 26% 26% 26% 26%

曾教過的新住民子女

人數

1 18 16 15 17

曾教過的新住民子女

國籍

大陸 印尼 印尼 印尼、越南 越南、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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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而受到什麼影響。

每個孩子本身就有個別差異的存在，平常在教學上就會顧及到所有的孩子年齡差

異（越小的孩子，即使只是差2～3個月，在發展上就會有明顯差異），只要是跟

不上腳步的孩子，我們都會特別有耐心督導其學習。並不會因為是新住民子女就

有什麼差異的教學方式和態度。輔導方面，會花多一些心思幫助新住民之子家庭

所碰到的問題，並試著替他們尋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讓孩子可以正常的學

習與成長。

班上雖然有多位新住民子女，但是也許一般觀念會認為他們處於文化弱勢、媽媽

語言不通，所以家中的其它成員會盡量幫助媽媽教育孩子。若是小家庭，因為媽

媽語言不通、爸爸忙於工作，這樣或許語言、認知發展方面就會稍微問題，但在

動作技能、情意發展就沒有明顯差異，大致上來說他們的表現不會遜色於一般家

庭的幼兒，因為他們的家長都蠻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即使外籍媽媽對本國的風

土民情、教育不是那麼的熟悉，但是父親家中的親戚（例如：阿公、姑姑等等）

會幫忙教育其子女，或是父親自己本身會付出多一些心力來教導自己的孩子，因

此我覺得在我們班級中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習及態度和生活習慣上和一般的幼兒

沒有什麼多大的差異。所以老師的教導方式也不會區分「一般家庭子女」、「新

住民子女」，而是用一致的態度和方法來教導他們。

因為班上的新住民子女家庭都還蠻重視兒女的教育，像是班上的小玉，因為媽媽

是柬埔寨籍，所以阿嬤跟爸爸就安排她至安親班學習，因此她不論在語言、認

知、動作技能方面，比起班上的其他的同學都較為優秀。另一位幼兒，因為媽媽

是越南籍，語言溝通方面較不流利，因此在情意表達方面就顯得較弱，而爸爸在

工作之餘還是非常的用心的教導他，認知方面還不錯，只是較無自信心，不敢勇

於表現自己。

但有些可能經濟上較弱勢，爸爸沒有時間教導小孩，媽媽不識字而無法教導等困

擾。像是班上幼兒小甄及小湘，上下學都由阿嬤接送，爸媽因忙於工作，所以在

認知方面較差，情意表達及動作技能都還不錯。另一幼兒小惠，爸爸忙於工作，

而媽媽則忙於照顧阿公及作手工賺錢，因此無暇指導，作業方面顯得需要加強。

上屆學生小明，因爸爸工作較忙，媽媽又是柬埔寨之外籍媽媽，因此教師有特別

請另一愛心媽媽在課業及認字方面給予協助。

基本上新住民子女在學習課程上的互動方面，只要家中成員肯多付出、協助，並

不會弱於非新住民的子女，他們甚至有些孩子還比一般家庭的幼兒表現的更加優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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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敘事探究文本運用於師資生跨文化溝通理解

隨著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增加，教師需要教導學生學習如何瞭解並欣賞與他人

的差異。然而，由於師資的培訓不夠充分、對文化的瞭解不足，在美國的非裔、拉

丁裔、亞裔等的少數文化常常被忽略（Schmidt, 2006），也因此教師常常無法結合

學生家庭背景與學校課程做出更具意義的教學。是以，Schmidt（2006）應用敘事

探究的理念發展一套文化理解與溝通的教學模式，增進教師文化的敏感度，以協

助教師與少數族群的學生溝通及輔導，此模式稱為「文化理解與溝通的A（自傳）

B（他人傳記）C（跨文化分析）」。透過此模式教師進行自我認識及探索他人生

活，進而改變自己原有的想法，同時將課程調整為與文化相關的活動，少數族群的

學生也因此在學習上有更傑出的表現。基於此，本研究應用敘事探究文本，並使用

跨文化瞭解與溝通的ABC模式，於師資培育課程中開設東南亞教育課程，使參與新

住民敘事探究課程的12名師資生（見表3）實際經歷跨文化瞭解與溝通A、B、C三

個階段，此12名於參與本課程實驗前並未有修習多元文化教育等相關課程經驗。課

程實施方式以「文化理解與溝通的AB C」模式進行，參與課程實驗之師資生經歷下

列三個歷程：

表3 

參與跨文化溝通理解之師資生

代號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性別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就讀

領域 
理工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理工 理工 理工 人文

（一）A（Autobiography）：寫自傳
寫自傳以瞭解自己，自傳中包括人生中遷移的經驗及生活故事，遷移經驗為一

廣泛的範疇，如搬家、轉學、重新編班、異地生活等；生活故事著重在師資生對自

我身分、個性、社會關係、個人價值觀、信仰與世界觀的陳述。

（二）B（Biography）：寫他人傳記
閱讀新住民教育敘事探究文本並訪談新住民，依據訪談內容撰寫新住民的傳

記。傳記中盡可能完整且誠實地陳述新住民過往生命經驗及生活故事，並著重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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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得或想讓他人知曉的部分，是師資生對新住民生活主觀的理解。生活故事訪談

的問題著重於師資生自己想傳達的部分，以主觀與私人觀點去呈現生活中具代表性

的經歷，涵蓋個人從出生到訪談當下的生活，對未來、對生命的感受。

（三） C（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進行跨文化理
解與溝通

透過進行跨文化分析，瞭解自己及新住民文化獨特的特質，並比較自己與新住

民文化間的異與同，同時探討自己對這些異同的感覺及處理方式，進行跨文化瞭解

與溝通。

為瞭解敘事探究運用於師資生跨文化溝通理解之成效，於師資生課程實施前先

請其說明對於跨國婚姻及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對新住民及其子女之形象、新住民父

母的教養方式、新住民子女學習情況、對新住民子女的教學方式等面向的個人想

法。於課程實施後，再請師資生分享上述各面向的理解。

參、師資生對新住民及其子女跨文化理解的改變歷程

一、跨國婚姻及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課程實施前，師資生認為跨國婚姻會造成臺灣社會的負擔，因為必須投入相當

多的資源輔導新住民解決適應、工作及教養子女等方面的問題，將會壓縮到其他方

面的預算；再者，對於新住民本身及其婚姻品質存在著偏見，認為新住民的國家素

質低落，因此也會拉低臺灣的水準，並將婚姻視為以金錢為基礎的買賣，所以新住

民來臺的意圖通常是為了賺錢而已，而不是真心嫁來臺灣，甚至會鄙視夫家、離開

家庭認識其他男生，或是被視為商品、遭受家庭暴力的對待。

在全球化的整合之下，婚姻仲介也成了一種「商品」。……然而這樣的異國愛情

並沒有堅固基礎，及雙方文化、認知、習俗甚至到語言的不同差異，更衍伸出新

的問題。（S8a01）

在某些方面是種負擔，畢竟會去找新住民的男士們，大多是較為弱勢的群體，接

受教育的程度並不是那麼高，因此孩子也會出現各種的問題，因而造成了負擔。

（S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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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配偶的訓練、輔導，以及子女的層面與教育，都需要政府投入相當多的資

源，相對的一定會壓迫到其他預算，我覺得很可惜。（S2a01）

外籍配偶來自文化、經濟水準較低落的國家，因此這樣的現象會造成臺灣下一輩

的素質低落，難以適應生活等問題。（S6a01）

嫁個老榮民，一定不是自願的，可能有其他目的。（S8a01）

如果是和年紀很大的男生結婚，通常都會很鄙視他們，甚至離開家庭，私底下

認識和他們年紀較相近的男生。……多數是為了來臺灣享受較富裕的生活。

（S9a01）

課程實施後，師資生對新住民的新認識使他們的視角有所轉變，從原本將臺灣

社會上的負面現象歸咎於跨國婚姻，轉變為支持政府提供友善的環境、政策來協助

與保障新住民應有的權利與生活品質。透過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的歷程，師資生瞭解

到異國文化的差異及處於受壓迫者的苦楚，是以，改變了原文化優越的態度，理解

到人們彼此間應互相尊重。此外，師資生原本提到跨國婚姻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之

上，所以常會衍生婚姻危機、家暴問題，然而課程實施後，師資生發現並非所有的

新住民家庭皆如此，許多新住民單純是為了找一個好歸宿而來，在生活上，新住民

與臺灣家庭相處得相當和樂。

在這些新住民中，有些新住民幸運，但也有些新住民並不是那麼的幸運，所以應

該去設定些條件，使得這些新住民更有保障。（S1b01）

會希望政府能夠把配套措施做得更好，讓我們這些新住民女性能獲得照顧和輔

助。（S2b01）

她們常常在社會中擔任，替我們做一些幫傭，她們的辛勞反而是我們所要去尊重

的。（S11b01）

傳統認為這樣的仲介婚姻很難找到一個好的歸宿，嫁來臺灣其實她們心理上是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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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的，但也有些例子不是如此。（S8b01）

來臺灣不全然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也可能是單純的想找到更好的歸宿。

（S9b01）

二、對新住民及其子女之形象

課程實施前，師資生對新住民及其子女之形象存在許多負面看法，如認為新住

民的教育程度低、懶惰、貪心、打扮俗氣、心機重、適應力差等，充滿了著歧視與

偏見，將之視為外來者，如果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更會因為政治上的意識形

態而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並認為新住民是臺灣社會和經濟上的負擔。對新住民的

負面形象常是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因為新聞媒體時常會以聳動、放大化的方式呈

現新住民的負面形象。

是學歷較低的族群，總是會想逃跑，來臺灣只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卻沒有打聽

嫁過來是怎樣的生活，常因此而使自己難受。（S1a02）

很懶的印尼人，可能是那些工人給我的印象吧！聽說他們很難管教，很喜歡休

息，連帶著我對印尼新娘的印象也不好。（S2a02）

越南籍的移民，給人的印象比較懶散，也比較會賣弄小聰明，大都是屬於比較負

面的印象居多。（S3a02）

覺得他們只是來撈錢的，貪婪又沒有認同感，等出了問題還要浪費社會資源遣送

他們回國，加上看了許多社會案例……讓我對新住民的印象差到不行。（S5a02）

電視新聞時常報導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女子「假結婚，真賣淫」，而使得我認為她

們來臺只是為了賺錢，圖得溫飽。（S6a02）

感覺造成負擔較多，因為與他們生活的背景有很大的差異。（S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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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都不太會打扮，化妝也不如臺灣的一些小姐，給人的感覺很「俗」……

大陸人，心機很重。（S8a02）

新住民對於新環境的適應能力弱，移民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此國家的生活方式及

生活水準。（S9a02）

來臺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品質，如不達期望，可能會先丟下小孩回到家鄉。

（S10a02）

很會生小孩，只會依賴先生，沒有能力幫家裡改善經濟問題。對自己的期許就是

只是把小孩帶大。（S12a02）

但課程實施後，師資生對新住民形象的認知有所改變，從敘事文本與跨文化的

理解過程中發現許多新住民人格特質很值得敬佩與學習，如具有堅毅、忍耐、勤

快、單純、認真等特質。會選擇嫁來臺灣除了是基於現實面的考量外，新住民亦期

待在臺灣找到真愛與歸屬，這都跟師資生原本的認知有所不同，因此師資生的態度

也隨之轉變，認為不應嘲笑或排擠，而是要以接納、尊重或認同的態度，或是更進

一步學習新住民的精神，設身處地的站在新住民的角度著想，臺灣社會才會更好。

師資生透過敘事認識到不同於己的異文化，並檢視自身對新住民女性的刻板印

象，以及看見新住民女性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奮力掙扎與生存，進而以更接納、包

容、尊重、學習的態度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臺灣新成員共同生活。

在教育上，新住民在本身的國家中，其實教育沒有很低，甚至有的比老公來得

高，但基於環境上的考量，於是嫁過來臺灣。（S1b02）

大多數的新住民女性都是勤快對自己孩子有使命感的女性。……她們和我們沒有

什麼不同，有的還受過高等教育（大學），沒有的也是因為經濟因素，我們不應

嘲笑或是把她們當作異類，應該給予瞭解、接納、尊重和認同，臺灣社會才會更

好。（S2b02）

他在面對難題的時候，也會多給自己幾次的機會多去嘗試。在過程中，也常被取

z-vc365-03-黃淑玲.indd   60 2015/9/24   下午 02:45:56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應用敘事文本於師資培育移民教育課程及其

黃淑玲 對職前教師跨文化理解之影響 61

笑，甚至是不敢開口，但是他也逐漸的克服這些問題，慢慢的進步，這些都是我

們可以努力學習的長處。（S3b02）

看了例子之後，我才知道有些新住民是真心想嫁過來，我也比較能體會她們的寂

寞和思鄉感情……不是每一個新住民都如新聞上見到的那樣，也有認真負責，努

力投入家庭生活的外籍新娘。（S5b02）

並不是只把心思放在工作，她們是很努力的想適應融入臺灣社會，這種不怕苦的

勇氣和毅力是我們所應該學習的。（S6b02）

我很佩服她們遠嫁他國的勇氣，畢竟所要面對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與瞭解

的。（S7b02）

並不是我想像中的如同生小孩的機器一般，來臺灣傳宗接代。且她們的韌性也很

強，不管是生活、語言，公婆、小孩教育甚至是工作上的問題都能夠勇於去面

對。（S12b02）

三、新住民父母的教養能力

在課程實施前，可以看出師資生普遍認為新住民子女的家庭對孩子的教育較為

疏忽、放任，或是沒有教導子女學業的時間與能力，因為師資生認為剛來到臺灣的

新住民常因自身的適應問題而自顧不暇，而且新住民家庭多屬於中低階層，沒有額

外的金錢讓孩子上才藝班，也較少留意孩子在精神層面上的需求，本身的教育程度

也比較差，所以無法協助孩子解決課業上的疑問，特別是新住民容易因語言方面的

溝通困難，而對孩子產生影響，形成語言認知與表達的障礙。此外，師資生認為文

化差異會使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落後，譬如印尼的學校教育是較放任的，東南亞原生

國家的教育方式會影響新住民子女學習狀況。

新住民僅會照料家事，不懂孩子的教育環境，也不會特別對孩子的未來著想。

（S1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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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環境都不太好，感覺上經濟能力吃緊，是在臺灣娶不到太太才會去娶外籍

的新娘，就像是用錢買一個新娘一樣，文化和水準都比較低的樣子，教育出來的

孩子真是令人憂心啊！（S2a03）

他的父母也無法陪孩子讀書，或在孩子學習有問題上給予協助。（S3a03）

光在溝通教育上，便會跟本土子女有很大的不同。母親若為外籍人士，以外語教

導其子女，會使其對於國語不熟悉，對以後課業也有阻礙，而大半會有外籍配偶

的家庭都是臺灣的中下階層，因此父母雙方若無法給予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就

會成為一種負擔。（S6a03）

較少教育。因此較有忽視孩子的情況。（S8a03）

對小孩的教育要求不高，甚至採取較放任的方式教育小孩。（S9a03）

因為媽媽的語言能力比較差，小孩可能也會受到影響，且因為媽媽無法顧及學生

的課業（可能語言不通）子女少了一個求知的管道，求學上可能會遭遇困難，老

師必須多加的關懷與輔導。（S10a03）

父母受的教育不高，因此無法給予指導，在課業的表現上不如一般家庭能給予的

資源來得好。（S12a03）

課程實施後，師資生對新住民子女的家庭產生了不一樣的認識，如發現許多

新住民女性亦很重視孩子在課業及品格上的教育，因為她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相

當嚴格的，所以儘管工作忙碌，她們仍會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並和學校老師保持

聯繫，雖然新住民本身的能力不一定足夠，但她們會陪著孩子一起學習，在自己的

能力範圍內盡量滿足孩子真正的需求。還有師資生提出新住民和臺灣家長無異的觀

點，認為「天下父母心」，無論是哪國的父母皆是希望孩子可以成為正正當當的

人，家庭功能失調的狀況也可能出現在臺灣的家庭當中，父母的國籍並非絕對的因

素。

z-vc365-03-黃淑玲.indd   62 2015/9/24   下午 02:45:56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應用敘事文本於師資培育移民教育課程及其

黃淑玲 對職前教師跨文化理解之影響 63

這些新住民改變了我認為他們不懂得孩子的教育環境，他們似乎都很瞭解在臺灣

求學過程中的環境，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成為正正當當的人。（S1b03）

其實印尼人也很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對於孩子的教育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我們

沒有什麼不一樣，是媒體將她們放大特別化了。（S2b03）

面對學習上的問題，懂得與孩子一起學，一起努力，這是一種很不錯的學習方

式。在教導孩子上，也給予孩子很正確的價值觀。對於自己所做的選擇就要負起

責任。（S3b03）

他們的母親通常都是很在乎自己孩子的功課的，就算自己幫不上忙，也會懇請老

師多多注意指導，打破了我原先認為她們不會在意孩子學習的迷思。（S6b03）

從小是接受嚴格管教方式長大的，因此她對自己喜歡的管教方式也是如此，且會

和學校老師多多聯繫，瞭解小孩的學習狀況。（S9b03）

他們會強調生活習慣的培養：物歸原位、說好話……等等，以及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將之教育下一代，用身教來影響孩子！（S10b03）

我認為他們未來可能不再是弱勢的一群，可能變成是可以和我們競爭的一群新勢

力。（S12b03）

四、新住民子女學習狀況

課程實施前，師資生的看法受到他們對新住民家庭偏見的影響，師資生認為新

住民子女的父母因為工作忙碌、教養能力不足、母國和臺灣的文化差異、語言障礙

等，而導致其子女的學習狀況不佳，如果學校又沒有提供適切的資源與輔導，將會

加劇學童學習成效低落的現象。

現在臺灣的小孩，常要去補習，這方面新住民子女可能會比較缺乏。（S1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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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各科都會表現得比較不好吧？因為語言不熟悉，回到家中家長又無力擔任

指導的工作。（S2a04）

較少會讓孩子去上才藝班或是在精神層面上給予協助，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容易產

生落差。（S3a04）

新住民子女可能在學前教育方面嚴重不足，如果沒有學習的經驗，直接接觸學校

教育便會出現進度落後的情況。（S6a04）

他們在學習上比較緩慢。（S7a04）

反觀新住民者，在家庭教育間，不同文化差異，也造成他們在教育上落後於其他

本國孩子。（S8a04）

小孩在學習語文、數學等課程時較困難，而且學習完後，父母可能無法教導，所

以程度上會有所差異。（S9a04）

於課程實施後，師資生開始對新住民子女產生了顛覆性的認知，師資生發現新

住民子女和一般臺灣學生沒什麼兩樣，學習能力並不會因此特別低落，而且適應力

很強，有些新住民子女表現亦十分優異，未來具有高競爭力。

其實並不會比臺灣的子女來得差，甚至有表現更優異的情況出現。其實有許多的

問題，是來自於家庭教育，不管是不是新住民子女，其實也都會有適應不良，學

習不當的情況出現。（S1b04）

他們在學習上和一般的孩子無異。（S2b04）

直到接觸了孩子之後才會發現，其實新住民的子女跟一般臺灣家庭的孩子沒有極

大的差異。（S3b04）

老師在一開始接觸新住民子女時，發現大多數學習情況並不弱於非新住民子女。

（S6b04）

z-vc365-03-黃淑玲.indd   64 2015/9/24   下午 02:45:56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應用敘事文本於師資培育移民教育課程及其

黃淑玲 對職前教師跨文化理解之影響 65

大部分老師剛開始會擔心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會跟不上，但後來發現其實和一般孩

子的學習無異。（S7b04）

新住民子女在自我求學反應上，其實是不會輸給傳統當地臺灣小孩的，真正有差

距的，反倒是家庭教育的一環。（S8b04）

新住民子女和非新住民子女是無差異的，只是可能有些後天的外在因素使得新住

民子女有些許的不同及改變。（S9b04）

五、對新住民子女的教學

關於對新住民子女的教學方式，在課程實驗前，師資生提出三個面向的看法，

首先是針對新住民子女的身分，有部分師資生認為必須向其他同學說明新住民子女

的身分，以有助於獲得其他同學的協助，使新住民子女即早融入班級，避免遭到其

他孩子不適當的臆測，導致排擠或歧視；其次是課程教學方面，師資生認為身為新

住民子女的教師時，會選擇在不影響整體班級進度的前提下，稍微調整教學方式，

以使程度較低的新住民子女可以跟得上課程；最後是輔導觀念，師資生多是提到學

習方面的輔導，且輔導對象主要是以新住民子女為主，但閱讀完文本之後師資生有

了新的想法。

我會向孩子說明他的身分是新住民子女，讓同學瞭解他的生活背景外，也希望能

力較好的同學及時的給予協助，並安排小老師讓他能在有問題時可以有人協助，

以讓他可以盡快融入學習的情況。（S3a05）

會事先說明，希望同學能在課業上幫助他，而不是因為他成績低落或溝通不良而

排擠、歧視。（S6a05）

會用適當的語言說明，以免後來學生彼此猜測造成誤解，也會傷到新住民子女。

（S5a05）

教學會有所改變。每個人成長的環境不同，所以學習的情形也會有不同的狀況。

（S1a05）

z-vc365-03-黃淑玲.indd   65 2015/9/24   下午 02:45:56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66 課程研究　第10卷第2期

教學會為他們而改變，但是並非極大改變，而是做些許調整。（S9a05）

我會視他的學習狀況調整教學進度，但仍以全班同學為主，以免全班學習情況受

到影響。（S10a05）

求學上可能會遭遇困難，老師必須多加的關懷與輔導。（S10a05）

在教學上也許會講解得比較緩慢與詳細，但是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若是少數我會

選擇課後個別輔導。（S7a05）

課程實施後，師資生轉變了原本認為新住民子女較臺灣學生弱勢而需要特別協

助的想法，發現新住民子女其實跟臺灣學生沒有太大的差別，教師應一視同仁，不

應標籤新住民子女；在課程教學方面，師資生也理解新住民子女與一般學生不會因

父母國籍而導致實質差異後，認為應排除因特殊身分所造成的成見，針對每個孩子

的能力與現況進行調整教學方式；而對於新住民子女的輔導方式，亦跳脫了原本侷

限於新住民子女本身及其學業的觀點，轉而認為需建立新住民子女的自信心，將其

文化介紹給其他同學瞭解，加強臺灣子女多元文化的觀念，並且協助新住民子女發

揮課業以外的長才，透過親職教育各類活動提升新住民家長的教育知能，使新住民

子女獲得更多的家庭教育協助。

在對待孩子的態度上，也是跟一般臺灣子女相同。（S3b05）

教導新住民子女的教師，在態度上和非新住民子女並沒有差別。（S6b05）

我不會用特別態度面對學生，暫時不向其他同學說明這幾位同學的情況，讓他們

正常的交際，也許等學生混熟之後，在需要時找機會讓新住民子女介紹母親的國

家風俗。（S5b05）

我覺得這些教導新住民子女的老師，其實也不會去將這些學生分化成不同的族

群，一視同仁。（S1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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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些新住民子女和非新住民子女之間是無差異的。（S9b05）

並不是每個新住民子女都表現較差，所以教師也不用特地花費太多心思去區分他

們，只要針對進度較為落後的學生，加強輔導即可。（S10b05）

希望新住民子女，由內心先對自己本身進行認同，並幫助其建立信心。（S8b05）

普遍老師都僅在自己身為師表，為本所盡的「教學」義務，而缺乏了對整體價值

觀體性的重塑與建構，僅單單只對新住民子女的孩童，而欠缺對臺灣在地的學子

多元文化的觀念。（S8b05）

教師不僅僅是教導學生知識，注重學生成績方面，更要協助其發揮自己的才能，

並提供環境讓他們表現，使其能適性發展，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也是「輔導」的

重要性。（S10b05）

除了給孩子的輔導，我會更建議這些家長多進修或參與開辦給新住民的研習和課

程藉此提升家長的知能。我想政府也應該多辦一些研習課程是針對新住民家庭如

何在孩子的學習上給予幫助。（S7b05）

肆、結論

教師是文化的傳遞者和改變文化的中介者（Banks, 1994），教師文化觀念及

意識形態對於學習者的學習內容具有重要影響，教師角色與文化認知將影響學生

的文化理解與認同感。若從Moodley（1995）對於少數族群教育的觀點分析之，

師資生於參與敘事探究課程前多數抱持著社會病理觀（sociological-pathological 

perspectives），視新住民為「局外人」（outsiders），新住民是產生「問題」的根

源；師資生以敘事探究進行跨文化理解與溝通課程後，進一步理解新住民經驗與自

我在歷史、社會與文化深層結構與脈絡中的形成與轉變，身為讀者的師資生與新住

民生活世界「真實」（reality）之間的差異，透過敘事探究的歷程而產生Gadamer

（1994）所謂的「視野的交融」（fusion of horizons），師資生對新住民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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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也轉為文化平等觀（egalitarian model of cultural），視新住民為「局內人」

（insiders），尊重他們與主流文化的差異，認為所有的文化皆有其價值與意義，

不把差異當低劣。身為傳遞知識與文化角色的新一代教師，在臺灣面對多元社會的

情境下，需瞭解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重新再省思自我的文化價值觀，同時能對

不同的文化產生包容、理解、欣賞之態度，並有能力教導學生此觀念，以能成為多

元文化教育的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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