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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移民與多元文化教育

1 作業，成了雙親皆需工作的一般家庭的負擔；較富裕的家庭紛紛將子女送往

安親班和補習班，由付費的老師替代親職教導子女的作業。但對經濟或文化

弱勢的家長而言，他們無力支付補習費用的結果，便是子女成績的低落，更

因而造成日後分發學校的劣勢。一般台灣家庭皆如此，更遑論新移民家庭，

她們的台灣夫家多數為經濟弱勢，再加上本身無法掌握台灣各種資源，使得

她們即便有心陪同子女完成作業，也大感力不從心。

由此觀之，新移民乃上天恩賜台灣的一面鏡子，反映我們過去的歷史與

現在的荒謬：在直指新移民造成人口素質低落的同時，是否忘了我們也是清

貧移民的後裔？是否看到了台灣種種制度的設計正是朝向貧富兩極化的不公

義社會？

如果我們能珍惜上天恩賜的這面鏡子，我們便應該盡可能地挑戰自己的

偏見，嚐試以同理心去理解外籍配偶在台灣的處境。經過深入瞭解後，我們

的熱心相助，才不會變成另一種污名化以及傷人的利刃。

參、反思從正名開始

「外籍新娘」一直是我們慣用的稱呼。幾年前，筆者在全國首創的美濃

識字班討論台灣媒體如何報導「外籍新娘」議題的課程中，一位來自印尼

的姐妹說：『我們都是老娘了，還叫我新娘！』的確，「外籍新娘」一詞雖

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用法，但充滿了台灣人排斥第三世界婦女的心態。民國

九十二年八月，內政部正式行文告知各單位以後改稱「外籍配偶」，但「配

偶」一詞仍以台灣男性為中心，而「外籍」更是反映排外的意識形態。她

們可能早就有身分證，小孩都已經十幾、二十歲了，可是在台灣人的眼裡，

她們卻一輩子都是「外籍」，並且是依附著台灣男人、沒有自主性的「配

偶」。

為了讓姊妹們有機會說出心聲，2003年，筆者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合作，

舉辦「『請叫我－－－』讓新移民女性說自己徵文活動」，由來自東南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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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移民與多元文化教育

3 好壞的壓力，當孩子有了問題，直接懷疑的就是母親，若是母親沒問題就開

始歸罪於家庭，在社會結構支配下的家庭與母親，淪為權力結構下的代罪羔

羊。

參、新移民女性與二代教養

許多新移民女性提到剛到台灣時，內心感覺到無比的孤單，想到自己一

個人來到台灣，看著大家和樂的談笑，自己感覺到自己是非常孤獨的。隨著

孩子的出生，以及語言能力的增加，來自東南亞的阿搖漸漸地習慣了台灣的

生活，孩子成為他生活的重心，可是當她在管教孩子的時候，婆婆和鄰居覺

得她沒有辦法把孩子管教好，甚至婆婆或先生會指責她管教孩子的方式，這

時候深深的挫折感常常讓她們覺得身心俱疲。我們可以看到家庭中也複製了

前面論述的社會模式，家庭中成員將照顧教養孩子視為母親的責任，但是許

多母親在父權制度的家庭中處於邊緣的角色，在家中處於沒有人聽的發言位

置，所以孩子不聽媽媽的話，造成媽媽在教養上的困難，這時候家庭與社會

再將教不好孩子的責任歸於於母親身上，認為是沒有能力所造成的。從家人

與社會的態度，孩子對母親有了輕視與抗拒，這時媽媽更教不好孩子了。來

自母職的壓迫普遍發生在台灣家庭中，而新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困難，孩子

有任何問題往往歸因於姊妹是「外籍新娘」，因為她們教育程度低、語言不

通、生活適應困難、經濟弱勢……。這樣的說法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我

們必須更進一步去理解來自東南亞的姊妹們在台灣遭遇的困境究竟為何。

如前所述，她們在教育孩子時很難有自主權。舉例而言，她們不被鼓

勵，甚至允許，用自己的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不諳中文的母親與孩子互動

的障礙。但孩子小時候需要語言的刺激，語言學家（如著名美國學者Noam 

Chomsky）已證實孩童天生就擁有語言抽象知識的事實，只要浸淫在豐富的

語言環境中，孩童便可以自然而然的習得語言，管它是單語、雙語、或多

語。以雙語（Bilingualism）為例，雙語是一種語言特性，一種社會特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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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3‧「新台灣之子」之兒童發展與輔導策略

（針對學校家長所辦的講座），許多媽媽都覺得這是很困難的任務，就把這

個困難交給安親班老師；同樣的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姊妹也有這樣的經驗。阿

雪因為要上班，把三個孩子送到安親班，她跟我說：「送到安親班，老師都

把功課看好，還教她們一些算數，回到家我都很輕鬆」。結論是不論是原來

居住在台灣的媽媽或是移居來台的姊妹們，大家都覺得當媽媽指導孩子做功

課是困難的。於是面對媽媽無法指導孩子功課這件事，老師們應該要了解，

大多數的家長都是有困難的，並非是新移民女性特有的問題，只是有些新移

民女性經濟上不允許她們花錢把孩子送到安親班，老師們不應把問題單純地

歸因為「外籍新娘不會教小孩」。

伍、根本解決之道

將「新台灣之子」的責任歸屬歸給了新移民女性，或是歸給「外籍新娘

家庭」，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應該負責任的國家與社會制度，若是無法負起

責任，藉由外籍新娘－困在社會變遷與社會制度下的人來解決或是預防，

即便是站在尊重兒童權益的立場發聲，實在是將這些弱勢推到更邊緣的地

方。根據美國的研究報告，一九六０年代初期美國學界亦投入不少人力和

經費來研究貧窮，和貧富之間顯著落差對於生於貧窮家庭孩子們之身心成

長和發展、他們的家庭、所居住社區甚至對整個國家的負面影響（Shonkoff 

, Meisels，1991；Meisels, WasikA，1990），Johnson總統要求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召開專題會議，其結論之一就是同意學者

專家們一致主張的貧窮家庭孩子們出生後所體驗的「文化刺激剝奪（Cultural 

Deprivation）」（Chase-Lansdale P,Vinovskis，1995）與孩子們所呈現各項

生理問題以及情緒、行為，包括發展遲緩在內的學習、認知發展、人際社

會各層面問題有著密切關聯。人類智能並不是出生前就由不可改變的基因

所決定，出生後頭幾年的生活環境和經驗不但對其認知、情緒、社會性、

道德觀和行為模式之發展也同樣扮演與基因同樣或更重要的角色（Al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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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6‧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與第二代之個人與家庭服務

Leader就會告訴他們說，應該多給予子女教養方面的支持，這是成長

團體工作比較大的收穫。

（三）對身心障礙者娶外籍配偶家庭的居家訪視與關懷

對身心障礙者娶外籍配偶，居家關懷與訪視的工作，目前做的是

從做問卷的訪視開始，先要去了解他們的情況，並且做一些社會資源

的宣導，就是告訴外籍配偶跟身心障礙者，台北縣地區提供哪些對他

們的服務。

三、間接服務的對象與方法

（一）發現幼托園教師的教學問題與提供教學知能

現在很多幼托園的老師，會反應出在教學上遇到新住民幼兒子女

的問題，是發現新住民幼兒有些發展遲緩的現象，但是，這些孩子與

一般發展遲緩的孩子不太一樣，大多是在語言和社會認知面向上的發

展遲緩，這樣的問題大多與孩子的母親缺少來自大社會環境的刺激，

以及母親缺少合宜的教養方式有關，我們會需要宣導幼托園教師去注

意這樣的現象。

幼兒園的老師的口中，也常提出一些問題，包括：（1）孩子的

母親不相信自己的小孩有發展遲緩的問題。此時若是單方面由老師來

溝通，可能效果不大，因此就必須藉由社工人員的介入宣導；（2）

有孩子的母親會承認自己孩子有這樣的問題，並且希望老師來教導，

這就對老師的教學是一種新的挑戰，幼托園所老師在對於外籍配偶子

女的教學上，就出現了困難及問題；（3）幼托園的教學大部分以國

語為主，但是外籍配偶子女在語言上就會沒辦法表達，因此有些老師

就提出能否使用雙語教學(越南話和國語)，但是這又回歸到教育體系

規定的問題了。

對於教師而言，其實面臨台灣社會多元化，新移民第二代的教學

問題，需要不斷在專業上有新的學習，來因應教學上的挑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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