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論文

課程研究

10卷 2期　2015年 9月　頁 71-95

越南母語教材訓練方案實施成效之評估研究

葉郁菁、何祥如

摘要

母語學習需要適合家庭使用的語言教材，同時也應對教材的適用性進行評估。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系統化方式編輯一套越南母語學習教材，評估教材的適用性；

邀請15組越南籍新住民家長形成共讀團體，並評估訓練方案的實施成效。研究結果

顯示：一、內容評估：母語教材訓練方案的目標對新住民家長明確，同時在此訓

練方案中也提供新住民家長適當的共讀技巧；二、介入評估包含訓練內容和新住

民家長習得的技巧；三、過程評估：訓練期間新住民家長出席率達98%、繳回檔案

15份；新住民家長對使用的教材內容和訓練團體的滿意度高；四、產出評估則是對

方案結果的評估。評估結果指出：新住民家長與幼兒對此套母語教材的學習成效良

好，且有極高評價，故此套越南母語教材應具有推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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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provid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family use and to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acceptability of parent training 

project. Fifteen immigrant parents from Vietnam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training proj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ntext evaluation: the immigrant parents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s met their social acceptability and technical adequacy. 2. Input evaluation: 

immigrant parents indicated that their children showed great interests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materials and the parents acquired suffi cient skills from parent training project. 

3. Process eval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as assessed by high parents’ 

involvement rates and activity records were thoroughly checked. 4. Product evaluation: 

immigrant parents stated high satisfactions of the project. They also indicated that this 

project aroused their self-awareness of being a child’s heritage language teacher. They 

also identified the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and their husbands’ interests of learning 

heritag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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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2009年部務會報通過「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內容涵蓋了辦理母

語傳承課程，將新住民母語推動列入重點方針，希望讓外籍配偶子女認同（父）母

國文化，並樂於學習、運用其（父）母之母語，形成其另一語言資產（教育部國教

司，2009）。「母語傳承課程」仍限於國小階段實施，具體作法包含鼓勵已經會說

國語的新住民家長自己擔任母語講師，教導其子女建立說東南亞母語的信心，認同

移民家長的母國文化（江昭倫，2010）。

母語的學習僅依賴學校中每週少數時數的正式課程效果仍然有限，包含家庭

環境對母語學習的支持和移民家長的投入更甚於學校正式課程（Yeh, Ho, & Chen, 

2015）。臺灣的跨國婚姻家庭仍是以國語或臺語、客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母語在

家庭中使用的情況並不多。東南亞母語的學習尚停留在學校課後輔助課程的角色，

新住民家庭成員對於多元文化的悅納程度不夠，認為學習中文和英文的重要性超

越東南亞語言（葉郁菁、何祥如，2015），更重要的原因為新住民家長不知道該

如何教、如何跟子女說母語。婚姻移民者的教育程度普遍以國中（34.6%）或國小

（31.9%）教育程度居多，且家庭的社經地位偏低，家庭中可以提供的教育資源有

限（內政部移民署，2010）。

從文化的觀點分析，新住民家長在中文閱讀或者生活適應方案，雖然是一個學

習者，但是他們在母語學習的活動，卻是子女的引導者。然而，過去的外籍配偶生

活適應輔導班、外籍配偶親職教育講座、外籍配偶服務方案等，均是以外籍配偶為

文化接受者的前提規劃，以「文化同化論」的心態期待新住民瞭解、適應與融入臺

灣社會，卻忽略了新住民不僅是一個學習者，同時也是一個語言和文化的承載者和

傳遞者。因此，培力新住民家長成為母語教學的傳承者，對新住民子女母語學習和

文化傳承，可能產生更大的效益和影響。

近年來有不少官方與民間投入越南母語教材的研發，如內政部與教育部

（2014）發行包含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緬甸語和柬埔寨語等五種語言的《新住

民母語生活學習教材》，以作為火炬計畫母語傳承課程的參考教材；臺北縣（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出版《多元文化繪本東南亞篇》，包含中、英、日、越南、印尼、

泰國、緬甸七種語言，繪本內容有傳統歌謠、童話和生活故事（臺北縣政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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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8）；三采出版社出版的尋寶記系列，包含越南、泰國等不同國家；狗狗圖

書出版的《越南民間故事》（共5本）。上述文本為以語言學習目的設計的教材、

或者以介紹童話或民間故事為主的中文繪本。以生活化的題材、輕鬆有趣的對話學

習東南亞語言的教材仍有限。適合親子共讀、初學者且符合學習者年齡以遊戲方式

學習東南亞母語的教材，不僅可以鼓勵新住民家長與子女共同學習，同時也可以透

過邊學邊玩，增進親子間的互動。

母語的學習與家庭的支持性環境有重要相關（Yeh et al., 2015），除了火炬計

畫母語傳承課程以外，研究者建議應該提供一套適合學童年齡與興趣的母語訓練課

程與教材，培力新住民家長指導子女，將母語傳承落實於家庭之中，是本研究的重

要目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研擬一套適合新住民家庭使用的越南語母語教材，此教材以學習者年齡和

學習興趣為編輯的依據。

二、透過母語教材訓練方案，培力新住民家長，使其瞭解如何使用母語教材，

並增加其親子共讀技能。

三、依據CIPP評估指標，檢核母語教材訓練方案在目標、方案內容、歷程和

執行成果的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支持性的家庭語文學習活動

親子共讀是父母陪幼兒一起閱讀繪本，然後和幼兒討論、溝通、彼此分享繪本

的內容，並能增進幼兒語言發展的一項家庭親子活動（鄭瑞城，2012）。在親子共

讀的過程中，幼兒可以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愛，並且在溫馨、和諧的家庭氣氛

中，和父母有感情的交流。父母藉由親子共讀的語文互動，可以灌輸幼兒正確的觀

念、社會規範，更透過共讀的對話、溝通，讓幼兒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促進幼

兒的語言發展、理解能力。

張鑑如與林佳慧（2006）探討親子共讀對幼兒語言發展的相關研究指出，父母

或主要照顧者與幼兒共讀時的話語與其他親子互動情境相比，父母語句較複雜、語

彙較豐富，並包含許多命名與問題討論。在共讀活動中，常問幼兒開放性問題和延

展幼兒回答的父母，其幼兒在語彙及口語表達能力表現較優，此外，幼兒的語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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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親子共讀的方式和品質有關，經常性和規律性的親子共讀經驗除能增進幼兒

語言能力的發展之外，並能幫助幼兒的讀寫概念，進而培養幼兒閱讀的興趣。劉佳

蕙與葉奕緯（2007）調查臺南地區18所幼兒園共390人親子共讀現況，研究結果發

現：父母親大都在幼兒3歲時開始為幼兒唸故事書；家長的閱讀習慣會影響幼兒的

閱讀態度。父母不同的教育程度及職業在親子共讀態度及結果有顯著差異。張鑑如

與劉惠美（2011）採實驗方式探討親子共讀對幼兒口語及讀寫發展的影響，實驗組

父母採對話式的共讀方式，控制組父母採原來的共讀方式，實驗1個月後發現，實

驗組幼兒的語言表達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幼兒。上述研究均為中文情境的親子共讀，

國內目前則尚未有越南語的共讀模式建立。

家庭成員對於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的支持態度非常重要（葉郁菁、溫明麗，

2013；Compton, 2001）。母語原本就是家庭中經常使用的語言，若新住民家庭中

可以創造一個自然聽、說母語的學習情境，加上學校中的正式母語課程，對子女

習得第二種語言有加乘效果。惟母語的自然聽、說情境，必須透由家庭成員對於

新住民母語的悅納，再加上母語聽、說情境和營造。因此，建議未來增加親子可

用之語言輔助教材或學習系統開發，提高母語聽、說的使用機會。同時，Yeh等人

（2015）的研究也指出，參與火炬計畫的低年級學童學習東南亞母語的效果顯著優

於高年級學童。本研究認為，東南亞母語的學習應該成為新住民子女從小在家庭中

潛移默化、自然熟悉的另一種語言。因此，研擬一套可以由新住民家長在家庭中教

導子女的越南母語教材有其必要性。

二、新住民家長的訓練課程與語言學習

影響新住民家庭子女母語學習的重要關鍵在於家庭（葉郁菁、溫明麗，

2013），不過目前為止，母語傳承課程仍只透過學校正式課程，而忽略必須培力新

住民家長，使母語傳承可以從家庭中深根。國際推動家庭中的語言學習已有重要

研究成果，尤其透過家長訓練課程，使家長在家庭中引導學童學習語言，也有不

少因應提升移民家庭子女語言的學習方案。不過，上述語言學習方案對象主要是

移民家庭或弱勢家庭中的子女，協助他們學習主流文化的語言，較少類似臺灣的

情況，反而要新住民子女學習移民家長的母語。例如，柏林親子共讀計畫（Berlin 

Parent-Child Reading Programme）由德國Max Planck人類發展機構（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推動，主要透過家長訓練課程，瞭解在家庭識讀

環境（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中，家庭對閱讀和書寫能力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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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主要由機構提供家長指導手冊、學童學習手冊，給四年級學童和其家長，每

週三次、每次30分鐘的共讀時間，在全部3～4個月中，親子活動的內容包含大聲朗

誦讀本的內容，討論一組延伸的問題等。上述訓練課程包含以下五個階段：（一）

大聲朗讀讀本內容約15分鐘，使學習者朗讀流暢性和詞彙識字量增加；（二）討論

讀本內容：包含詢問學習者內容的部分是否有不瞭解？讀本內容有沒有新詞彙？家

長必須先跟子女釐清在閱讀上的問題；（三）閱讀者必須回答三到四個與讀本內容

有關的問題，以釐清對於讀本內容是否理解；（四）依據讀本內容設計延伸的問

題，家長與子女共同討論；（五）結束閱讀前，有關認知策略或引起動機的活動

（McElvany & van Steensel, 2009）。

華盛頓應用語言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Washington, DC）推行移

民家庭的母語（heritage language）學習計畫，指出從家庭和社區推動母語面臨的挑

戰包含家長因為忙碌或其他因素導致母語學習計畫很難持續，而且確保移民家長在

家持續與子女說母語也很難監督。因此在此計畫中，邀請了在家庭中執行母語學習

計畫有成效之家長擔任學校的母語講師，可提升家長的參與意願；其次，在課程中

融入大量的文化學習，如歌唱、舞蹈、音樂、烹飪等，都可以使枯燥乏味的語言學

習變得有趣（Liu, Musica, Koscak, Vinogradova, & López, 2011）。移民家長的訓練

團體可能面臨語言的問題，雖然Davis等人（1994）建議應該提供家長訓練相關內

容的文字說明，但研究者認為，對新住民家長而言，文字閱讀可能是方案執行的困

難點，因此提供家長訓練課程及家長焦點團體，並透過當場的語言說明，才能減少

新住民家長方案可能面對的困難。

三、採用CIPP模式檢核母語教材方案成效

Stuffl ebeam（1983）提出以CIPP模式建構家長訓練方案的評估，CIPP指的是透

過內容（context）、介入（input）、歷程（process）、產出（product）四項。內容

評估包含方案的目標是否適切以及達成目標所使用策略是否適當；介入評估包含家

長訓練方案的內容（如家長習得的技巧或策略），以及家長訓練方案使用的策略；

過程評估與訓練方案的執行有關；產出評估則是訓練者對方案結果的客觀評估，

以及家長對於參與方案的主觀滿意度。CIPP評估模式包含下列指標（Matthews & 

Hudson, 2001, p. 78）：

（一）內容評估：家長訓練方案的目標

1.目標的適切性與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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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達成目標使用的技巧是否適切。

（二）介入評估

1.家長訓練方案的內容：包含方案中親職策略的規劃是否有足夠的理論支持；

親職策略是否有實證結果支持；方案中規劃的親職策略是否具有適當性和接受度。

2.家長訓練方案的策略：包含家長訓練方法的理論支持；實證結果支持；以及

方法的適切性和接受度。

（三）過程評估：家長訓練方案的執行

1.規劃的方案由訓練者執行的部分。

2.參與的家長（出席率和任務完成的程度）。

3.家長對使用的訓練方法的滿意度。

（四）產出評估：家長訓練方案的結果

1.訓練者：家長的知識、能力、對所教導的策略的滿意度。

2.一般性：家長行為的改變、兒童行為的改變、家長對成果的滿意度。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越南母語教材訓練方案包含越南母語學習教材的編輯，以及新住民家

長訓練團體。本研究邀請15組越南籍新住民家長評估教材的適用性，並提供新住民

家長教材使用與親子共讀訓練，以評估家長訓練團體的成效。

一、越南母語教材編製

本研究完成10本中越雙語母語教材編輯，並錄製故事CD，每本教材均依據內

容設計遊戲材料，以增加母語教材的趣味性，提高學習者的興趣。這套越南母語教

材主要提供越南籍新住民家長，可以在家庭中教導子女學習母語，而且最好可以從

幼兒階段就開始。因此，編輯主要參考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暫行大綱社會學習領

域（教育部，2013），規劃「認識自己」、「我的家庭」、「我是快樂小天使」、

「歡樂過節」及「愛與分享」五大單元與下列領域主軸：肯定自己並照顧自己、關

愛親人、樂於與他人相處並展現友愛情懷、體驗在地文化並樂於接觸多元文化、親

近自然於尊重生命，內容與學習者認識自己、其家庭特質、學校生活、社區環境等

有關。透過母語教材的編輯，協助學習者建立與自己、與他人、與周遭生活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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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互動關係，發展有禮節、守秩序、愛人惜物的態度。從安全與文化陶養的情境

中，可以體會人我及生命共通的需要，瞭解彼此依存的關係，並樂於參與社區活動

（教育部，2013）。

研究者邀請曾擔任母語傳承課程講師的4位新住民家長與專家學者參與母語教

材編輯團隊，提供教材內容建議和越南文的編輯，以確保教材內容與越南文化中幼

兒可以理解和有興趣的生活經驗有關。研究者選樣時，排除已經參加過火炬計畫母

語傳承課程的學生，因此本計畫的新住民家庭子女均為第一次學習越南母語，教

材的編擬原則，也是以初次接觸越南母語的學習者為設計對象，選材的部分以生活

化為原則，尤其是與兒童生活經 驗相關的內容，如刷牙洗臉、玩具、親屬稱謂、過

年、顏色等。越南母語教材共一套10本，分別為：《我會自己做》、《我的新衣

服》、《一家人》、《開心的每一天》、《我的妹妹》、《我的好朋友》、《月亮

上的阿貴與嫦娥》、《回越南過年》、《果園的朋友》、《玩具哪裡來》。每一本

教材除了有故事內容、延伸的活動設計，教材還附有學習包，包含給新住民家長的

導讀手冊、重要越南字詞頻的字卡、每一本讀本附有遊戲材料包，以及故事CD光

碟。

二、家長訓練團體的執行

母語教材製作完成後，研究團隊辦理新住民家長的培訓研習，讓新住民家長瞭

解母語教導的技巧、教材的運用、如何透過家庭情境教導子女學習母語，以避免因

為疏失造成教材無法閱讀或者不如預期的情況發生。研究者設定訓練團體的時間

表、安排課程與主講者、準備訓練環境，提供新住民家長導讀和更多學習支援。家

長訓練方案包含下列活動內容：

（一）新住民家長訓練課程（一次）

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包含母語繪本內容、教具使用、檢核表與學習評量

表的紀錄，並且提供家長親子共讀技巧的研習。完成家長訓練課程的新住民家長，

即可進行10次的越南母語教材共讀。

（二）越南母語教材內容研習

教導新住民家長學習教材的中文和越南文內容、字卡、帶讀故事CD，以及說

明遊戲材料包裡的遊戲玩法。

（三）新住民家長焦點團體（三次）

於期初、期中和最後一次閱讀結束後，進行家長焦點團體，由家長分享與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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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讀母語的過程，並提出相關問題討論。

（四）參與者訪談

實施親子母語教材閱讀後，指導家長評估子女學習成效（包含學習態度與母語

教材內容適用性）。同時於最後一次焦點團體，由研究團隊進行兒童母語能力施

測，包含抽取母語教材繪本，瞭解新住民家庭子女理解的母語詞彙、在家庭中新住

民家長與子女共同進行母語教材閱讀的過程，以及他們是否瞭解遊戲教材的使用。

三、以CIPP模式建構的評估指標

本研究採取CIPP模式，共包含內容評估、介入評估（包含方法評估）、過程

評估與產出評估等五項。研究者參照Matthews與Hudson（2001）提出家長訓練方案

的五項指標、十三項評估細項，參採並編擬適合本研究之評估指標（參見表1），

並延請3位專家學者針對上述指標進行專家效度，以確認指標與對應的資料蒐集方

法的適用性。

表1

採用CIPP模式的母語教材訓練計畫成效評估指標與訪談資料蒐集
評估指標 評估細項 資料蒐集／訪談

評估目標

（context 
evaluation）

1.1 方案目標的適切

性和可接受性

• 你想讓自己孩子學越南話嗎？為什麼？
• 你認為學越南語重要嗎？和中文、英文比較
呢？為什麼？

• 你是否覺得教孩子母語不應該是媽媽的工
作？

1.2 達成方案目標使

用策略的適切性

• 你認為學母語應該在家庭中媽媽自己教？還
是在學校學？為什麼？

• 和孩子一起看書學母語是不是生活中和孩子
母語互動較常使用的方法？

評估教材介入

效果（input 
evaluation）

2.1 方案涵蓋的親職

技巧的理論依據

「以繪本教材介入策略學母語」可行的理論

2.2 方案涵蓋的親職

技巧的實證依據

• 你覺得故事繪本有沒有幫助你的孩子學母
語？請舉例。

• 你覺得玩遊戲有沒有幫助你的孩子學母語？
請舉例。

（量化：教材試用兒童檢核表）

2.3 方案中親職技巧

的適切性評估

• 你覺得你用這些教材教孩子學母語是否對孩
子有幫助？

（量化：教材內容家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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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 評估細項 資料蒐集／訪談

評估教材

介入方法

（methods 
evaluation）

3.1 家長訓練方法的

理論支持

教材介入方案的相關理論文獻蒐集

3.2 家長訓練方法的

實證研究支持

教材介入方案的研究成果文獻蒐集

3.3 家長訓練方法的

適切性評估

透過專家檢視與參與者回饋瞭解訓練方法的適

切性

評估教材介入

過程（process 
evaluation）

4.1 訓練者執行的方

案內容

訓練者執行的內容：說明故事、遊戲方式講

解、說故事技巧介入、提問與解答家長問題

4.2 家長參與程度 （團體出席率、檔案夾家長填寫情況）

4.3 家長對訓練方法

的滿意度

• 你覺得三次團體對你教孩子學母語有幫助
嗎？為什麼？還有哪些不足？

• 你覺得未來如果要邀請媽媽在家教孩子母
語，有哪些事情要特別注意？

（量化：研習滿意度回饋表檢核）

產出評估

（product 
evaluation）

5.1 訓練機構：家長

的知識

家長運用技巧的

能力

家長對策略的滿

意度

• 知識檢核：你覺得你從跟孩子閱讀故事書玩
遊戲，學到些什麼？

（量化：家長檢核表）

• 使用技巧的能力：
  你覺得是否從和孩子的互動中學到一些和孩
子互動的技巧？

• 對策略的滿意度：
  你自己對教孩子母語的能力滿意嗎？你曾遭
遇哪些問題無法解決？

（量化：家長檢核表）

5.2 家長行為改變

兒童行為改變

家長對普遍結果

的滿意度

• 你開始和小孩看故事說母語之後，對你自己
的改變是什麼？會不會比以前更常和孩子互

動？

• 對其他家人有沒有影響？（如爸爸）
（量化：家長自尊量表、外配家長和本籍爸爸

填寫的家庭支持量表）

• 你看到孩子有沒有任何改變？
（量化：兒童母語學習動機量表）

• 你對孩子看故事書和說母語的整體表現是否
滿意？為什麼？

�

四、研究對象

研究者透過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媒合，邀請15組居住於嘉義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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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籍新住民家庭參與母語教材學習活動。研究對象必須至少有1名6歲以下子女。

15位越南籍女性中，僅有1名子女的有4人、有3名子女者有1人，其餘越南媽媽均有

2名子女。參與計畫的新住民家長中，有7位為家庭主婦、7位工人，還有1位從事翻

譯工作。新住民家長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居多（46%），其次為國小（23%）和國

中（23%）。27位新住民家庭幼兒年齡平均為5歲。研究者僅以越南籍新住民家庭

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為：開設的母語傳承課程有九成以上為越南語課程；其次，

越南籍新住民家長就讀國小的子女數占多數，103學年度新住民家庭子女就讀國小

人數為146,877人，扣除大陸籍新住民家庭子女55,527人之後，越南籍新住民家庭子

女（62,516人）占68%（教育部統計處，2015）。參與母語學習活動的新住民家庭

成員願意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新住民母親與子女在家庭中進行越南母語的學習活動，

新住民家庭需配合參加焦點團體並接受計畫助理指導母語教材的使用。

親子母語學習繪本的使用進度為家長每週與孩子共同閱讀至少1本教材，以週

次為單位，依序從第1本母語教材開始進行親子共讀，依此類推至第10週結束後完

成10本母語教材的閱讀，並且持續反覆閱讀母語教材，使母語學習達到更佳的學習

效果。從訪談內容得知，通常新住民家長親子共讀歷程歧異，例如：唸越南繪本、

與子女玩遊戲；或者子女閱讀中文，新住民家長提示越南詞彙，再玩遊戲。

肆、研究發現

研究者採Stuffl ebeam（1983）評估家長訓練方案的CIPP模式，以方案目標、介

入方案、歷程和成果四個指標評估越南母語教材訓練方案執行的成效。

一、目標評估

目標評估的部分包含計畫的適當性和可接受程度，以及評估使用的技術是否恰

當。

新住民家長對母語教材團體目的的評估達4.6分（各題項得分以1～5分計

算），也瞭解母語教材團體的計畫如何執行（4.3分）。整體而言，新住民家長對

於母語教材方案的執行方式評估達平均4.6分。新住民家長對於使用繪本方式教子

女越南語的作法同意程度為平均4.7分；以遊戲方式和子女邊玩邊學越南語的作

法，同意程度為平均4.5分；認同使用字卡協助子女學習越南話的作法，同意程度

為平均4.6分（參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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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家長對母語教材目的和執行方式的同意程度（N＝15）
題目 平均（分）

1.我非常清楚母語繪本家長培訓團體計畫的目的 4.6
2.我非常清楚母語繪本家長培訓團體計畫如何執行 4.3
3.我非常同意用繪本的方式教小孩子越南話 4.7
4.我非常同意用遊戲的方式和小孩子邊玩邊學越南話 4.5
5.我非常同意用字卡幫助小孩子學習越南話 4.6

新住民家長指出，孩子喜歡這套教材的主要原因是很簡單、很生活化，而且他

們喜歡教材中的遊戲設計，可以透過遊戲學習母語。例如，裴氏提到：

然後她很喜歡那個裡面的第九本，她很喜歡動物，所以她學到……然後裡面的動

物沒有，就問我，她說為什麼沒有，她很喜歡，她會問貓咪怎麼講，狗狗怎麼

講，我跟他講一遍，她叫我現在不要講給她講，她說貓咪怎麼會抓老鼠，然後她

就問我老鼠怎麼講。然後第十本她也很喜歡，她會做那個紙娃娃，她很喜歡畫

畫，對她很喜歡畫畫也很喜歡剪，因為她喜歡美術，她畫畫還會做飛機什麼她很

喜歡做，然後第八本她也很喜歡，她會常問我什麼是長粽、為什麼是方粽，然後

她在裡面有外公外婆，因為以前很少……我很少問她外公怎麼講，現在她都很喜

歡，然後男生怎麼講、女生怎麼講，然後妹妹哥哥還是伯伯阿姨怎麼講，然後舅

舅什麼她都很喜歡，她每次都問我為什麼，她看到什麼東西都問我這個怎麼講，

為什麼是那樣講，她真的很有興趣對越南。（裴氏0713）

二、方案評估

方案評估包含使用者對母語教材內容和母語教材使用方法的評估。

（一）家長對於教材內容的評估

本研究針對母語教材繪本設計家長評估表，請新住民家長和幼兒完成親子共讀

後，協助填寫評估表，各題項得分以1分（非常不滿意）～5分（非常滿意）計算，

並於活動結束時將評估表繳回，供研究者瞭解母語教材之使用狀況。「教材適用

性」共有7題。由表3分析可以得知，家長普遍對於教材的適用性有較高評價（家長

評分為4.13～4.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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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材內容家長評估表（N＝15）
繪本教材 有效（N） 平均數

1.《我會自己做》 11 4.44
2.《我的新衣服》 9 4.24
3.《一家人》 9 4.16
4.《開心的每一天》 9 4.16
5.《我的妹妹》 11 4.30
6.《我的好朋友》 11 4.16
7.《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 10 4.13
8.《回越南過年》 10 4.27
9.《果園的朋友》 10 4.23
10.《玩具哪裡來》 10 4.20

（二）兒童學習母語教材的評估

新住民家長與幼兒完成教材共讀後，家長依據幼兒反應填寫檢核表，各題項得

分以1～4分計算（4＝完全瞭解、3＝一部分瞭解、2＝大多數都不瞭解、1＝完全不

瞭解），並於活動結束時將檢核表繳回，供研究團隊瞭解兒童學習母語教材之理解

狀況。兒童對於中文故事內容的理解較越南文故事內容佳，字卡答對的比例最低。

其次，家長從兒童的反應中，評估第七冊《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不論是中文或越

南文的理解都比較難。兒童對第一冊《我會自己做》、第四冊《開心的每一天》、

第六冊《我的好朋友》及第十冊《玩具哪裡來》則有較好的反應（參見表4）。

表4

教材內容兒童檢核表（N＝15）
書名 題目 平均（分）

1.《我會自己做》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50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3.00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82

2.《我的新衣服》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25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3.08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64

3.《一家人》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30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2.92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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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題目 平均（分）

4.《開心的每一天》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42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2.92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55

5.《我的妹妹》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33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3.00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64

6.《我的好朋友》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42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3.17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91

7.《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27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2.73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44

8.《回越南過年》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36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3.00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80

9.《果園的朋友》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27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2.91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82

10.《玩具哪裡來》
1.小朋友是否瞭解中文故事內容 3.45
2.小朋友是否瞭解越南文故事內容 2.91
3.小朋友是否可以答對字卡 2.64

（三）母語教材使用方法的評估

本研究針對10本母語教材繪本設計幼兒學習興趣評量表（包含5題），請家長

和幼兒完成親子共讀後，由家長詢問幼兒，並填寫學習興趣量表，各題項得分以1

分（非常不喜歡）～4分（非常喜歡）計算。新住民子女對於教材的評價從2.08～

3.17分，對遊戲的評價從2.75～3.42分（參見表5）。

表5

兒童學習興趣量表（N＝15）
書名 題目 平均（分）

1.《我會自己做》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08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17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91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55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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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題目 平均（分）

2.《我的新衣服》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2.75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08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92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33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25

3.《一家人》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17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33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3.08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25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08

4.《開心的每一天》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00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25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3.08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00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2.75

5.《我的妹妹》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08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25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3.00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17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17

6.《我的好朋友》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08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33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75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17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08

7.《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2.83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08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82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2.83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00

8.《回越南過年》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3.17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2.92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82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00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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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題目 平均（分）

9.《果園的朋友》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2.08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3.17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83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2.91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00

10.《玩具哪裡來》

1.小朋友是否喜歡這本書 2.91
2.小朋友是否喜歡聽中文故事 2.91
3.小朋友是否喜歡聽越南語故事 2.83
4.小朋友是否喜歡玩字卡遊戲 3.09
5.小朋友是否喜歡玩這本教材的遊戲 3.17

兒童最喜歡的教材分別為第三冊《一家人》（M＝3.17）、第八冊《回越南過

年》（M＝3.17），較不喜歡的教材為第九冊《果園的朋友》（M＝2.08）、第二

冊《我的新衣服》（M＝2.75）和第七冊《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M＝2.83）。

一般而言，兒童喜歡教材包中的遊戲甚於教材內容，唯一的例外是第三冊、第四冊

和第八冊（如圖1）。

母語教材內容執行滿意度包含4題，分別為：非常滿意今天講的故事、非常滿

意和孩子玩的字卡活動、非常滿意今天和孩子玩的遊戲、對今天整體活動的滿意

度。家長對進行10本母語教材活動實施的滿意度為3.93～4.5分，其中和孩子玩遊戲

的平均數較高（4.22分）、玩字卡活動的平均滿意度較低（3.69分）（參見表6）。

4

3

2

1

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喜歡教材

喜歡遊戲

圖1　兒童對教材學習興趣評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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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母語共讀活動執行滿意度

教材內容執行滿意度 平均（分）

我非常滿意今天講的故事   4.06
我非常滿意和孩子玩的字卡活動   3.69
我非常滿意今天和孩子玩的遊戲   4.22
我對今天整體活動的滿意度是？   3.96

三、歷程評估

（一）家長對於訓練過程的滿意程度

本研究於母語教材活動結束時，提供一份家長研習回饋單請15位家長協助填

寫。新住民家長對於訓練方案的課程內容滿意度平均為4.6分；焦點團體中其他人

的分享對自己的幫助滿意度達4.5分；滿意度最低的項目為：自己的發言對他人的

幫助（4分）；新住民家長對訓練團體的整體評價平均為4.43分（參見表7）。

表7

家長研習回饋表（N＝15）
題目 平均（分）

我覺得老師上課的內容對我幫助很大 4.60
我覺得其他人的分享對我幫助很大 4.50
我覺得我的發言對其他人的幫助很大 4.00
我對今天活動的整體評價是？ 4.43

（二）家長的出席率和母語教材的執行

15位新住民家長參加家長訓練團體的出席率分別為100%、100%與93%，三次

平均出席率為98%；方案結束時回收的檔案共15份。依據新住民家庭兒童的訪談回

饋，新住民媽媽經常使用母語教材的時間為晚上睡覺前，僅有少部分是媽媽回家後

或者有空的時候才會讀教材。且進行母語教材共讀時，參加計畫的小朋友多半和媽

媽一起進行共讀，另外約有一半的家庭使用母語教材時，也會有家中其他兒童一起

參與。例如，阮氏提到：

那個晚上，拿本出來、後來拿玩具出來，我教他，你先唸……唸本好了，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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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才跟你玩遊戲，他很喜歡玩遊戲，所以他盡量趕快趕快讀那個本。（阮氏

○春0713）

四、成果評估

（一）知識檢核

表7為新住民家長是否習得母語教材內容的評估。結果指出，新住民家長看得

懂母語教材中文的平均分數為4.41分；看得懂母語教材越南文的平均分數為4.59

分，略高於中文內容。其中新住民媽媽比較容易理解的中文內容包含《月亮上的

阿貴與嫦娥》（4.75分）、與《回越南過年》（4.64分）；比較容易理解的越南文

內容為《我會自己做》（4.69分）與《一家人》（4.67分）、《開心的每一天》

（4.67分）（參見表8）。

表8

家長對教材內容知識檢核（N＝15）
書名 題目 平均（分）

1.《我會自己做》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23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69

2.《我的新衣服》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08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54

3.《一家人》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08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67

4.《開心的每一天》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25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67

5.《我的妹妹》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46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46

6.《我的好朋友》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62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54

7.《月亮上的阿貴與嫦娥》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75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50

8.《回越南過年》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64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55

9.《果園的朋友》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45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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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題目 平均（分）

10.《玩具哪裡來》
1.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中文 4.54
2.我完全看得懂這本書的越南文 4.72

（二）習得技巧評估

依據家長研習回饋單指出，家長對於如何和小朋友一起閱讀母語教材的同意程

度為平均4.4分；對如何引導子女學習越南話的同意程度平均同樣為4.4分（參見表

9）。

表9

家長習得技巧評估（N＝15）
題目 平均（分）

我知道如何和小朋友一起閱讀母語教材 4.4
我知道如何引導小朋友學習越南話 4.4

新住民媽媽也常利用字卡設計遊戲和孩子一起練習母語：

有時候跟他陪他一起玩遊戲有沒有，有的玩那種翻那個字卡那種，好像靠運氣一

樣，就你……你翻對才會贏，有的一直翻很久三個人都沒有翻對，這很有趣可以

跟孩子互動這樣，真的很棒！（阮氏0713）

（三）方案滿意度檢核

新住民家長同意用繪本的方式教子女學越南話（4.7分），且認同用遊戲（4.5

分）和字卡（4.6分）方式教子女學越南話（參見表10）。

表10

新住民家長對於母語訓練方案的評估

題目 平均（分）

我非常同意用繪本的方式教小孩子越南話 4.7
我非常同意用遊戲的方式和小孩子邊玩邊學越南話 4.5
我非常同意用字卡幫助小孩子學習越南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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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媽媽可以利用晚上下班之後，在家裡和孩子一起閱讀教材、玩遊戲。在

學習母語的過程中，新住民子女需要媽媽教導子女越南語。因為媽媽的參與也讓新

住民子女和媽媽更親近。學校中的母語教學是一種正式課程，仍缺乏親子之間的互

動，母語教材遊戲書正可以補足此項不足。例如，阮氏提到：

「我的小孩」每天都記得說：時間到了，媽媽要上課「讀母語繪本教材」了，他

一直提醒我要早一點準備，我就上去房間幫他們上越南課這樣子，覺得很有趣

啦！（阮氏0713）

新住民媽媽認為，編輯好的教材對新住民媽媽使用上很方便，又可以透過遊戲

和孩子一起互動，孩子對學習母語有興趣，也會增強媽媽的信心。

我覺得那個……應該不會很困難吧？因為本身自己是越南人了，就是一定會懂有

沒有，小孩子越來越大他也懂中文，我覺得不會……應該還好，因為你們已經做

好的一個書本還有遊戲，其實很清楚就是……就是很好的一個從基礎開始，如果

你從來不會跟小朋友溝通那個越南語，你一定也會很想跟他……已經有書了對不

對，教法又更簡單，又更有興趣，孩子也更有興趣。（阮氏清○0713）

（四）對新住民家長自己的改變 :最直接的母語講師
新住民媽媽提到參加家長訓練團體之後，對於學習母語的看法是否與以前不

同。阮氏提到以往她認為補習英文比較重要，但是現在才發現，原來自己就是最好

的母語講師，自己就可以在家教導子女學習母語：

以前我……我來臺灣其實我都忘記教小孩是…自己的母語呀！經過這個活動，我

覺得其實要教他們的越南話是媽媽的責任啦！不要給他們忘記，自己就給他們去

補習英文，補習什麼什麼，為什麼在家裡有一個老師為什麼沒有用，又不用花

錢，而且其實這個越南話就是他們以後其實多……多會一個語言其實對自己也有

未來啦！（阮氏清○0713）

（五）新住民媽媽觀察子女和其他家人的改變

受訪的新住民媽媽指出，在使用遊戲教材之前，孩子對越南母語的學習比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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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學習興趣，但是當媽媽開始和子女說越南話的時候，反而引發孩子的學習

動機。例如，阮氏提到：

研究者：所以你發現你的孩子從講第一本到現在，比較大的改變是什麼？

阮仁○： 就是他進步很多，有時候都會自己講越南話給我聽，對，不然以前他

就……問他了才會講，可是現在他自己就會問我。（阮仁○0713）

另一位新住民媽媽也提到，學習母語讓孩子對母語產生興趣，而且在家說母語

成為一種自然的溝通方式，孩子不會因為說越南話而覺得不好意思。

十本書看他們最多的改變就是說，對越南文其實開始有興趣了，真的是有興趣

了，像以前我其實還沒上這個課（家長團體課程），然後我就在家裡多多少少都

會講幾句嘛！可是我要孩子講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不要啦！我不要啦！在大家

面前就更不好意思講了，就看看別人，然後就不好意思講。這次我發現就是在哪

裡都敢講了。（阮氏清○0713）

黎氏指出，當家庭中出現學習越南語的氛圍時，連爸爸、家人，都開始對學習

越南語產生興趣：

他叫爸爸洗澡，他說越南話給爸爸聽，他爸爸說你說什麼我聽不懂的。他就教他

爸爸越南話。（黎氏0713）

阮氏也指出，她開始教孩子說越南話時，先生也會跟著學一兩句，過去她過年

回越南，先生總會排斥回去，但是現在聽得懂了，先生到越南之後對她的依賴性比

較少，也比較樂意跟她的家人互動：

以前我老公他不喜歡回越南，現在他……我想那個過年前回去越南要帶我孩子，

他講我也要回去，他說以前聽不懂現在我會講了就回去越南，所以這樣很好，所

以我覺得這個幫助很多。（阮紅○0713）

另一位阮氏也提到類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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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生）可以跟小孩一起學啦！對，然後像我老公他很喜歡……那時候（回到

越南）你以後可以出去……全家庭可以一起出去，外面可以自己買東西買什麼就

可以自己跟人家講，不用……不透過我才可以去買。（阮仁○0713）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取CIPP指標，以檢核越南母語訓練方案的成效。越南母語方案的包

含系統化越南母語教材的編輯與家長訓練課程。新住民家長分別對越南母語教材

的中文內容、越南文內容、字卡、設計的遊戲，以及訓練課程、焦點團體等方案實

施，評估教材和方案的適用性。研究結果顯示：

一、目標評估

新住民家長瞭解且同意透過母語教材可以協助子女學習越南語，包含讀本、字

卡和遊戲的評估分數都在4.5分以上。新住民家長認為，這套教材有別於過去東南

亞語言教材的主要差別在於它與幼兒的生活經驗有關，而且透過遊戲的方式可以引

發幼兒的學習興趣。

二、方案評估

新住民家長對於教材內容評價在4.13分以上，惟與越南文化有關的《月亮上的

阿貴與嫦娥》，以及顏色、衣服名稱，對幼兒較為困難。新住民家長評估幼兒對中

文故事的理解優於越南文，而字卡答對的比例較低。上述都反應短時間內若強調越

南詞彙的反覆練習，效果可能較差。

三、歷程評估

新住民家長對訓練方案的整題評價達4.43分，整體出席率達98%，15位新住民

家長全數提供檔案作為分析。

四、成果評估

新住民家長理解母語教材的越南文內容優於中文，透過課程和焦點團體，新住

民家長認為可以習得她們所需的技巧。且新住民家長對於方案的成效評估指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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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讓她們覺察自己就是孩子的母語講師，而且從中也發現子女對越南語的好奇心增

加，連帶也產生對家人的影響。

即使是以母語為第一語言的移民家長，仍需要輔助語言教材的協助。Park、

Tsai、Liu與Lau（2012）指出，除了移民家長的溫暖特質、強調文化維繫的價值，

使用母語學習的輔助性材料是移民子女學習母語的重要影響因素。不可諱言，移民

家長希望子女精熟第一語言，這將有利於子女在社會的競爭優勢（Moin, Schwartz, 

& Breitkopf , 2011; Uttal & Han, 2011），傳承的母語未必擁有相等重要性。尤其東

南亞文化在許多跨國婚姻家庭中並非主流文化（Yeh & Ho, 2015），同時新住民家

庭子女與東南亞語言和文化的熟悉程度都不高。研究者認為，實施越南母語教材

方案應該採取Van Deusen-Scholl（2003）的觀點，將母語界定在「擁有母語學習動

機的學習者」（learner with a heritage motivation）。新住民子女對東南亞母語有某

些程度的語言熟悉度，透過家庭互動對東南亞文化產生關聯性，如教材中的過年習

俗、越南傳統服裝等，新住民子女造訪移民家長的母國時，可以快速理解當地的文

化、進而用簡單的母語和長輩溝通，此即母語教材訓練方案的目標。

受限於人力和物力，這套教材僅能就東南亞外籍配偶人數最多、火炬計畫開班

數較多的越南語進行編輯，無法涵蓋泰國、印尼等其他國家語言，是本研究之限制

之一。其次，評估結果發現，參與母語教材研發的新住民家長對於此套教材具高度

肯定，但研究者認為，來參加家長團體的新住民家長均為自願性，她們原本的學習

動機較強、家庭支持度較高，參與者對方案成效的評估結果也會偏高。第三，本方

案的目的不在檢視幼兒學習越南語的成效，母語學習的介入時間僅有十次，短期內

幼兒在母語口語表達和抽選字卡回答的正確率並不高，這也符合研究者的預期。

母語教材試用團體可能受限於新住民家長可以投入的時間，以及他們是否認可

母語學習的重要性。母語教材僅是資源，新住民家長必須瞭解如何運用教材、參與

子女的遊戲，才能營造家庭中的母語說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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