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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說故事比賽，展現
知故鄉力量

在學校老師的鼓勵之下，白

雪參加了由移民署與宜蘭縣政府

共同舉辦的新住民二代母語「說

故事，知故鄉」比賽。她選擇一

個她認為很有意義的故事，內容

提及兄弟姊妹要團結，就像新住

民和國人應該不分彼此一樣。白

雪在比賽中獲得優勝佳績，並在

移民節當天上臺展演、接受表揚，

也用她自身的故事展現出多元文

化融合的新力量，充分體現新住

民母語教學「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傳承、尊重，進而促進社會和諧，

以及提升孩子自我表達能力與自

信」的目標。到場的長官也勉勵

眾人，現在所做的文化傳承耕耘，

將來必定會結成美好果實，請大

家一定要鍥而不捨的繼續努力。

新住民二代來臺，認真適應新生活
起來臺的緣由，來自越南的何氏官聲音輕

柔、中文流利的說，最早是來工作，因為

認識現在的先生，於是嫁來臺灣，加起來至今已

來臺 13年。何氏官與先生原先就各自有一個小
孩，現在組成充滿多元文化氣息的一家 4口，談
起對臺灣的感覺，何氏官說：「越南的路比較小，

車和人都很多，所以路上比較亂，感覺臺灣比較

發達。」因為經濟負擔較重，一開始何氏官和先

生努力打拼，直到一年半前，女兒黃氏白雪上國

中了，才把她接過來臺灣同住。

雖然從小在越南長大，但白雪之前在越南

的中文學校就讀，所以會一些中文。但因為在越

南就讀的並非臺資開設的學校，因此不曾學過注

音符號，也只會用簡體字。當她在國中一年級下

學期轉入宜蘭縣東光國中謝老師的班上，老師隨

即發現她由於國文科的國語基礎較不佳，對文字

理解敏銳度較弱，連帶也會影響社會科和自然科

的學習，在相對較不需要大量使用國語輔助理解

的英語科，表現狀況比較穩定。白雪自己也表示，

在臺灣讀書跟在越南讀書感覺差很多，「臺灣的

課業比較複雜，越南的比較簡單，而且在越南的

時候，不管國小國中都只讀半天。」

然而，因為學校老師細心的針對她的語文

做額外加強輔導，加以班上有另一位和她一樣背

景、同樣在越南長大的女同學，比她早一個學期

來到班上，兩人有共通話題，也協助引導她和班

上同學熟識，白雪很快就融入了班級生活。因為

老師的用心，以及和同學相處融洽、一起切磋學

習，白雪現在在各方面都已漸入佳境，老師欣慰

的說白雪的行為表現和態度都很優良，也學會獨

立自主為自己的功課負責任，甚而也能進一步協

助同學了！白雪也曾在聊天中表達，她比較喜歡

住在臺灣：「因為住臺灣感覺比較幸福。」可見

她已經漸漸適應、融入在臺灣的新生活囉！

白雪妹妹說故事，知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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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移民署為推廣多元文化傳承，

特別與宜蘭縣政府一同舉辦新住民二代母語「說故

事，知故鄉」比賽，宣導新住民父母能將母語傳承給

下一代。比賽中，來自不同族群的小小「新」二代，將

所學的母語發揮地淋漓盡致，以至於比賽競爭激烈。

來自越南的黃氏白雪，也參加了這次比賽，並在移民

節當天，接受優勝表揚。

提

白雪（右）於移民節接受「說故事，知故鄉」比賽優勝表揚。

白雪（左 1）與同學相處融洽，圖為班級宿營探索教育活動。

白雪（前排中）班導師（前排左 2）帶領全班同學溯溪。

白雪（右 1）與同學，開心的和外語教師合照。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白雪說的故事：

一把筷子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家庭，有兩兄妹小時候他們都

和諧相處，當他們長大雖然各自結婚成家立業 ,

可是他們兄妹之間卻常常發生爭吵。

看到孩子不會互相照顧、包容，他們的父

親很懊惱，有一天，他們的父親放一把筷子和

一包錢在桌子上並且叫孩子過來，說︰「誰把

這一把筷子折斷，這包錢我就賞給他。」四個

人輪流折，每個人都用盡力量可是没辦法把它

折斷，父親看到就把筷子解開，接下來就很輕

鬆一根一根的折斷。

看到這樣，四個人異口同聲說︰「拿一根

一根的折就輕而易舉。」父親馬上說道︰「對 !

你們也知道獨立做事就很弱，合力就力量大，

那樣大家相親相愛互相扶持團結力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