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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國際化與新住民 



前言 

 背景: 

 外籍配偶所占比例逐年提升，新住民與其子女面臨文
化面上的差異。 

 導致困境: 

 子女教育困難、受歧視、標籤化。 

 





大綱 

 (一)新住民議題: 

 (1)外籍配偶教育 

 (2)新住民子女教育 

 (二)台灣教育國際化 



外籍配偶教育 

 (一)新住民教育的困境: 

 (1)家庭支持不足:公婆不同意、怕受教後學壞。 

 (2)學習時間不夠 

 (3)課程缺乏多樣:滿足不同時間和不同層級新住民的
需求。 

 (4)資源缺乏整合:多頭馬車，ex:新移民推廣中心、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服務項目重疊。 

 (5)法治缺乏完備:無法律執行依據，實施效果有限。 



外籍配偶教育 

 (二)改善策略: 

 (1)配合社工，辦理新住民家庭宣導 

 (2)辦理基本識字班 

 (3)調查新住民教育需求，做為課程規畫依據 

 (4)編列新住民教育專款經費 

 (5)成立新住民委員會，推動新住民教育 

 (6)建立新住民終生學習體系 

 (7)制定“新住民教育法”等法規，確保新住民權益 

 (8)結合民間力量和資源 



新住民子女教育 

 教育困境: 

 背景原因: 

 (1)文化差異衝突，不易勝任親職責任 

 (2)語言學習困難，干擾子女學習發展 

 (3)處於經濟弱勢，缺乏有利學習環境 

 (4)學校尚未投入更多教育資源與輔導 

 導致: 

 (1)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子女教養不足 

 (2)無法適應學校生活，增加課業學習障礙 

 



新住民子女教育 

 反思: 

 (1)兒童權利角度: 

 保障新住民兒童的學習自由權，提供學習的機會。 

 (2)教育需求: 

 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學校教育上有高度的輔導需求。 

 



新住民子女教育 

 改善策略: 

 (1)提供個別化或適性化的課程設計 

 (2)實施多元教育，幫助發展正確自我概念 

 (3)學校及教師應更多關心新住民子女 

 (4) 加強新住民子女母親語言溝通能力 

(5)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 

(6)家長及社區的支援 



台灣教育國際化 
 

 背景: 

 (1)身為全球化體系制度下的一環 

 (2)新住民與其後代的增加 

 挑戰: 

 面對全球國際化下的競爭，以“國際化教育”為目標。EX:
台灣大學國際化的必要性。 

 應變措施: 

 (1)台灣走入國際 

 (2)著重於新住民教育，提升未來競爭力。 

 (3)新住民可望成為未來重要人力資源。 

 (4)國際化下的衝突與制衡:全球教育在地化。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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