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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緒緒論論

第第一一節節 研研究究背背景景與與動動機機

外籍配偶家庭的發展乃政府當前最關切的議題之一，隨著這些家庭人口數的

增加，以及孩子逐漸成長，除為台灣注入多元文化外，外籍配偶家庭也逐漸浮現

一些發展與適應上的挑戰，因此，除了以外籍配偶為研究焦點外，在外籍配偶家

庭中父親如何扮演稱職的親職角色，其教育的需求與課程的發展，更是本研究所

關注的焦點。

一、外籍配偶家庭面臨的親職挑戰應受關注

近年來隨著跨國婚姻的增加，使得臺灣社會的家庭型態與人口結構同時產生

質與量上的巨變，其影響日益重大，是臺灣社會近年來相當值得關注的現象，截

至 97 年 3 月止，外籍(含大陸)配偶人數為 40 萬 2,701 人，其中有關東南亞外籍

配偶在臺灣所佔的比例為 34.23％（行政院主計處，2008），外籍配偶所生子女，

自 87 年占當年嬰兒總數的 5.12％(1 萬 3,904 人)，至 95 年已達 11.69％ (2 萬 3,903

人)，而外籍配偶在臺灣其生活的適應情形各有差異，雖有相當比例是對臺灣生活

感到滿意（黃馨慧，2005a），但也有部份外籍配偶其婚後家庭生活面臨許多困難

與挑戰，或因其不同的語言、習慣、或因其不同的風俗文化，而造成在生活適應、

家人關係、子女教養…等各方面的問題與挑戰﹙朱玉玲，2002；李瑞金，2004﹚，

尤其多數外籍配偶結婚時年齡相對較輕，對於擔任親職角色並無充分準備（林維

言，2005），導致外籍配偶的母職實踐過程常面臨許多挑戰。

父母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扮演關鍵角色，家長的身心健康程度會直接影響孩

子的發展，有研究發現，部份外籍配偶的子女可能由於父母社經地位較低，以及

主要照顧者語言能力不好、忙於家務生計等不利因素，致使外籍配偶的子女在行

為表現上相對面臨的挑戰更多（吳秀照，2004；黃馨慧， 2005b；劉秀燕，2003），

足見外籍配偶家庭中家長本身的適應可能牽動其親職效能。隨著外籍配偶家庭子

女數漸增，未來這些孩子亦將成為我們社會發展的主力，因此協助外籍配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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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親職功能以促進孩子發展，實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參與對親職效能提升影響大

儘管政府覺察到照顧外籍配偶家庭的時代意義，多年來致力於強化新移民體

系、推動整體照顧輔導服務，內政部更於九十二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

金」，以「融合新血，共建和諧多元新社會」為政策主軸，持續關懷輔導新移民，

然而長年來的輔導重點多著重於女性外籍配偶個人本身增能及適應的議題，近年

來外籍配偶家庭的親職問題也漸漸浮現。從外籍母親多半在結婚半年內懷孕可知

「生育下一代」是外籍配偶家庭的重要責任（張鐸嚴、何慧敏、陳富美、連心瑜，

2005），這些外籍配偶家庭中的母親在適應不同國籍文化差異的同時，又面對親

職角色的責任，尤其多數外籍母親的年齡偏年輕，本身除要經歷少女轉變成母親

的心理調適，又得面對教養子女的角色責任的困擾，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作自我調

適（李湘凌，2005），因此親職工作勢必需要本國父親的投入以補強其功能，易

言之，本國男性所扮演的父職角色相對更顯其重要性。

華人社會的傳統親職文化以母職為主，但是近年來的親職研究都指出父親對

於孩子發展的影響不亞於母親，甚至高於母親（魏秀珍，2005）。對外配家庭來

說，無論從客觀條件上或是實質需要上，父親角色的重要性更甚於臺灣一般家

庭。在李湘凌（2005）的研究即發現父親的投入補足了外籍配偶母親本身無法良

好運作的親職功能，促使孩子的語言表現與生活適應獲得良好的成果，可見在協

助外籍配偶擔任母職角色的發展上，本國父親扮演關鍵角色，由此可知外籍配偶

家庭中父親之父職參與，相對較臺灣一般家庭父親承擔更多的教養責任，也面臨

更艱鉅的挑戰。

父職面貌變動，反應社會變遷，雖然有不同論點討論父職角色演變的問題，

但均指出父職角色受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很大（魏秀珍，2005）。過去對於父親

角色的忽略導致許多親職活動中，父親經常扮演缺席的一方。事實上父親與母親

的角色一樣重要，對於孩子的成長均具重要的影響（徐綺穗，2000），只是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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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運作的現實狀況看來，父親對於親職角色的投入確實需要更多的努力。所幸近

年來的社會發展促進父職參與的風氣漸長，一些研究紛紛呈現有心學習的父親確

實為家庭的和諧與親子關係帶來良性的影響，具有促進家庭安定的作用。根據

Cooksey & Fondell（1996）的研究 1250 個有 18 歲以下孩子的家庭，發現父親和

孩子相處的時間與母子共處時間有正向關係，指出父親參與親職時間也會帶動母

親對親職工作的投入量，或許我們可以推論從外籍配偶家庭的結構特性來說，提

升父職的同時或許也具有增進母職的效用，透過促進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父親職

能，也幫助母親的親職效能，進而幫助外籍配偶家庭的運作與子女的良性發展。

因此，設計適用於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教育課程，幫助本國父親扮演親職角色確

實有急迫性與必要性。

三、國內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規劃和推展缺乏

所有的父母親都應學習如何扮演親職角色，對孩子、家庭、與父母親本身都

具有極大的意義（張鐸嚴等，2005），從外籍配偶家庭的特性來說，本國父親的

親職任務更顯重要，尤其他們必需跳脫親職輔助者的角色（傳統刻板的父職角

色），扮演主力親職，協助外籍母親的適應與表現。因此，為了支持外配家庭的

父親更願意承擔父職角色，理應提供更多父職教育機會，實質促進外籍配偶家庭

正面的發展。但目前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教育相關方案規劃和推展卻相當缺

乏，多以外籍配偶本身的親職教育方案為發展主軸，但母職教育和父職教育在臺

灣社會文化脈絡下仍有其需求和內涵上的差異。

基於前述，本研究將以發展出適用於外籍配偶家庭父親之親職課程為終極目

標，透過探究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父職教育需求，並進一步整合父職教育資源，

以發展父職教育課程方案與教材，作為強化外籍配偶家庭親職教育功能之輔助教

材，朝向推展外籍配偶家庭增能之長期性發展，以幫助外籍配偶家庭能夠透過預

備性的學習，進而強化其家庭適應與發展的機制，提升家庭的功能，並培育出健

康成長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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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本研究主要以家有學齡階段子女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為對象，一方面整合父

職教育相關資源，另一方面探討其父親參與父職教育的需求，進而發展並設計一

套符應外籍配偶家庭父親需求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並根據研究結果編定外籍配

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之參考手冊，以強化外籍配偶家庭之親職教育推展服務功

能。基於前述說明，本研究具體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教育需求。

二、 發展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課程方案。

三、 編定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手冊，提供相關單位應用參考，以強化

外籍配偶家庭親職教育之推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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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研研究究架架構構

本研究為期一年研究時程中，主要分為四階段加以規劃，研究流程之架構，

如圖 1-1 所示，分別說明於下：

一、第一階段：評估期。透過質化焦點訪談與量化問卷方法，確認外籍配偶

家庭中父親的親職教育需求，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準。

二、第二階段：課程發展期。根據前階段發現後，邀請從事外籍配偶家庭教

育工作之學者們設計課程，同於對外徵求符合主題之設計課程，期望可

以發展較多元與豐富面像的課程。

三、第三階段：課程評量期。除本研究小組外，另邀集從事外籍配偶教育工

作的專家們與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父親，就編定之課程內容給予評估，以

進一步編修課程，使其盡量符合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學習需求。

四、第四階段：課程手冊編定期。本研究小組將編修完畢之課程，進行排版

並編定成冊。

圖 1-1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方案發展」研究流程架構圖

階段一
確認父職教育需求

方法：質化訪談

量化問卷

階段二
發展父職教育課程

方法：邀請專家編寫

網路徵稿

階段三
評量課程適切性

方法：專家審查

訪談父親

階段四
編定父職教育方案手冊

方法：確認內容正確

排版與印製



6

第第四四節節 名名詞詞界界定定

一、外籍配偶家庭

根據內政部的界定，外籍配偶係指居住在臺灣人民之配偶為未入本國籍之外

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者(內政部，2009)，因此外籍配

偶家庭即指本地居民與外籍配偶所組成的家庭。由於隨著不同時間發展，台灣目

前對於外籍配偶家庭尚有其他稱法，包括新移民家庭、新移民家庭等，惟在本研

究中則以外籍配偶家庭稱之，而且考量對象需要被協助的急迫性，在本研究中所

指之外籍配偶家庭專指東南亞國籍女性配偶的家庭，有時因便捷陳述，會以「外

配家庭」簡稱之。

二、父職教育需求

父職是指擔任父親角色所應盡的責任，父職教育需求意謂父親為履行親職角

色所需要學習之教育內容。本研究以子女在國小學齡階段的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父

親為對象，其為履行親職角色所需要學習之教育內容即為父職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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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本研究以外籍配偶家庭中父親為主要研究對象，期望藉由探究外配家庭父親

之父職教育需求並據以發展符於這些父親所需的課程方案。玆配合研究目的，本

章將從三個面向進行文獻探討，包括（一）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角色，（二）外

籍配偶家庭的父職教育需求（三）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課程規劃。

第第一一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的的父父職職角角色色

一、外籍配偶家庭的特性與問題

全球化帶動了經濟活絡，也促進人口遷徙的現象，促使近年跨國移民相關研

究主題增多，學者們從國家政策與發展加以探討的為多數，像是聚焦於國家的移

民政策、性別和遷移、全球化與勞工遷移，其他主題包括遷移文化與多元文化、

跨國婚姻與性別變革、女性遷移狀況等（藍佩嘉，2008）。隨著全球移民活絡，

婚姻移民的情形也因而增多（張鐸言、何慧敏、陳富美、連心瑜，2004），然而

一旦進入跨國婚姻，多元文化的雙方都將協商、調節出新的性別關係，包括配偶

的角色、父母的角色等（藍佩嘉，2008）。由於我國家庭傳統文化「以男性為主」

的色彩較重，本土女性的婚姻適應已較男性挑戰為多，對於國外女性成為臺灣配

偶後，多種角色的適應問題更為辛苦，如同國內部分研究的發現指出跨國婚姻家

庭中的外籍配偶在適應多重角色上的困擾，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發展造成隱憂。

由於國外對於移民婚姻或是跨族群的婚姻的研究起步較早，雖然因為國情的

差別，關注的議題或有不同，但基本上對於不同於本地婚姻組成型態的家庭來

說，都存有共同的議題，像是跨國婚姻的組成多屬於較貧窮地區的女性嫁給較富

裕國家的男性，國家多半需要設法提供適當的措施，扮演協助外籍配偶的適應

（Robinson, 2007）。因此以下分別說明國外有關跨國婚姻的研究發現，接著介紹

我國近年來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的文獻，最後聚焦在外籍配偶家庭中的孩子發展議

題上，說明目前我國外籍配偶家庭面臨的親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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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配偶家庭的相關研究

根據研究資料可知促成跨國婚姻的因素並不單純，有的是因為長期在國外

工作經驗而難以適應原生國家的生活方式（藍佩嘉，2008），或者是尋求屬於現

代化先生（modern husbands）或是現代化婚姻（modern marriages）且期望提升

社會地位，尤其跨國式的婚姻掮客網絡（international web-brokered marriages），

更促使跨國婚姻的形成更為容易（Robison, 2007）。

跨族群婚姻或是跨國婚姻在美國社會頗為普遍，因此學界很早就開始跨種

族婚姻的研究，而且這種人口成長趨勢持續成長(Kao, 1999; Lee & Edmonston,

2005)。根據統計美國在 1981 到 1998 年間，約有 1 千 5 百萬的移民家庭（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0, 引自 Ihinger-Tallman, & Cooney, 2005），對美國社會

影響極大，Kao (1999) 指出美國政府相當關切這些跨族群婚姻家庭及其後代子

孫可能衍生的問題，學者認為隨這類家庭增多將對美國社會帶來很多文化面衝

擊，由於社經水準普遍與美國本土白人家庭有所歧異，故促使整個美國社會的

家庭現象變得更為複雜 (Ihinger-Tallman, & Cooney, 2005) 。學者指出多數人並

不看好跨國婚姻，一般人都對質疑跨國或是跨種族婚姻的穩定性（引自 Zhang &

Hook, 2009）， Zhang & Hook（2009）進一步比較不同跨族群配對夫妻的婚姻

關係後，發現這類家庭的婚姻問題的確比較多(但離婚率並非特別高)，而這個

發現與過去許多研究跨種族或是移民婚姻家庭的結果相近。其實從婚姻的組成

原因與跨國婚姻中的雙方都需要適應對方更多的「新」文化，例如移民或是結

婚國的男性對於這些移民配偶的觀點卻有其傳統的想像(Lauser ,2008)，並非真

正認識外籍配偶本身的特質，這也是引發外籍配偶家庭中婚姻問題的原因之

一。由此可知，外籍配偶家庭的內外在環境都存有許多因素影響家庭功能，除

非雙方做好經營婚姻與家庭的準備，否則婚姻經營會更為辛苦。

除了外籍配偶的探討外，學者關注這些家庭發展狀況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在 White 等學者研究彙整許多的研究資料指出移民與少數族群等非美國本土的

家庭，生活狀況幾乎處於美國社會中的低階層。他們生活中面臨包括貧窮、低

品質的街坊鄰居、文化不利等多重壓力（White, Roosa, Weaver, & Na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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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提到家長每天要面對經濟困頓與危險鄰居的雙重壓力，影響他們的心

理壓力與親職行為（Elder, Eccles, Ardelt, & Lord, 1995, 引自 White, et al.,

2009）。Ihinger-Tallman, & Cooney (2005) 發現到跨文化家庭對社會的影響，他

們發現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會牽動家庭代間的價值觀傳遞，因為家長會不自覺

或是有意的使用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進行教養工作，並且與家人互動。

對跨國婚姻家庭中的子女而言，學者發現孩子們會出現族群與文化認同的

困擾，跨國婚姻家庭的子女自尊不及本土家庭的子女，並可能影響學業成就(Kao,

1999)。Cooney & Radina(2000) 根據大型資料庫的分析結果，指陳跨種族家庭

中的青少年子女會出現較多的行為問題，但不必然存有負面學習成果的連結效

應。此外，父母親原生民族的文化價值會影響他們的擇偶行為—子女在擇偶過

程中有更多的顧慮或是文化價值衝突(Gopalkrishnan, ＆Babacan, 2007)。

根據前面的說明可知，美國關注跨國或是跨族群婚姻焦點，除了原先外籍

配偶本身的適應或與婚姻問題外，政府與學者還進一步關切應如何減低外籍配

偶家庭子女的不利發展條件以協助其正向的成長。

我國雖然不像西方國家外籍配偶家庭比例之高，但是根據張鐸言等人

（2004）指出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國家都出現跨國婚姻增加的狀況，並認為跨

國婚姻增多主要原因是受到資本主意影響所致。基本上，我們可以用婚姻市場

的擇偶機制來解釋許多外籍配偶家庭的組成。根據統計資料，在臺灣，絕大多

數取外籍配偶的男性居於婚姻市場中條件較弱的一群，有些人因為地處偏遠地

區，生活形態較為辛苦；有些人或因個性羞赧，或是個人身體有殘疾等，並非

一般女性在擇偶時會優先考慮的對象。對於外籍女性來說，無論是為了協助娘

家改善經濟，或是想追求臺灣的繁華生活，她們多數來自原家鄉中社經條件較

弱的家庭。因此我們不難想見，這兩群人口所組成的外籍配偶家庭，其社經環

境與物質資源等條件就相對上顯得薄弱，尤其當前臺灣社會對外配家庭所存有

的負面意識加大這些家庭的適應壓力，外配家庭幾乎可稱為臺灣弱勢中的弱勢

族群（李麗日，2007）。



10

林家興（2007）整理多位研究外籍家庭的學者專家資料所得，歸納外籍配

偶家庭大致具有以下特性：

1. 個別女性的移入：這些外籍配偶以女性為主、年輕，他們來自文化不同

的國家，而且在遠離家園後嫁來臺灣，隨即扮演媳婦、妻子、母親等繁重的角

色。

2. 老夫少妻的組成：臺灣夫妻年齡差約 0-6 歲的範圍；但是外籍配偶較臺

灣先生的年齡差距在 10 歲以上，甚至超過 15 至 20 歲。

3. 丈夫社經地位偏低：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男性，多屬於中、低教育程度，

收入偏低。雖然外籍配偶學歷也偏低，但有女高於男的現象。

4. 外籍配偶以東南亞籍為多：根據內政部主計處 2008 年資料，外籍配偶

居住地以東南亞籍為多，其中又以越南與印尼籍為最多。

5. 外配家庭子女學習障礙較多：部分研究顯示，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在學

習階段，可能因父母社經地位較低，以及主要照顧者語言能力不好、忙於家務

生計等不利因素，致使外籍配偶的子女在行為表現上相對面臨的挑戰更多（吳

秀照，2004；黃馨慧， 2005b；劉秀燕，2003）

大體而言，從上述外籍配偶家庭組成的特性來看，家庭資源屬於較為弱勢

的類型，這些家庭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財物資本等家庭資源、都較為欠缺，

而這些資本往往是經營家庭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因此曾雪娥（2005）的研究指

出外籍配偶家庭在臺灣生活期間所遇到許多的適應問題，包括婚姻、勞動力、

社會與文化適應、親子教育等不同面向的生活問題（曾雪娥，2005，引自林家

興，2007），李麗日（2007）歸納相關的研究亦有類似發現。由於外籍配偶家庭

中的男性多半因家庭經濟需要，更須投注在工作角色上，致使語言不通的外籍

配偶往往獨自面對家人與承擔教養孩子的責任，其生活壓力可見一般。

當我們參照國外資料時，會發現雖然國情不同，但是外籍配偶家庭的成因

皆顯示多少存有些不利家庭發展的偏差色彩，有的婚姻的立基已屬不利，加上

適應不同文化過程中出現個體與環境面向的多方壓力，均在在衝擊外配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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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與發展。學者指出跨國婚姻建立的方式，會影響婚姻經營的品質（李英端，

2006），雙方在婚前對婚姻條件認知落差，將成為外配家庭夫妻發生衝突的主因

（陳亞甄，2005），一旦加上語言的限制與文化的隔閡，溝通管道不良，勢必影

響外籍配偶家庭往後的發展，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持與協助。

雖然政府投注許多金錢與心力，希望提升外籍配偶家庭中的家庭資源品

質，近年推展許多增進外籍配偶個人適應能力為主的課程，像是識字班、生活

適應班等，希望提升外籍配偶融入臺灣社會的能力，似乎漸有不錯的成效。然

而，雖著孩子的成長，前述種種外籍家庭的發展挑戰，已漸漸影響子女的發展，

無論是從身體健康面或是學習行為的角度來說，有些許研究已經提到外配家庭

的子女面臨一些成長環境的挑戰，值得關注。

（二）外籍配偶家庭子女發展的議題

對子女而言，由於家庭資源是個人獲取教育資源與學習成就的重要前置因

素之一（黃朗文，2000，引自陳麗如，2005），一旦父母親可以使用或提供給孩

子的資本條件愈差，孩子的發展也就較可能受到限制。承前述，外籍配偶家庭

的家庭資源條件較弱，這些跨國婚姻家庭，因為環境上的不利因素，可能影響

他們親職表現（林家興，2007），以外籍配偶本身來說，需要調適並學習融入新

社會，語言能力受限制，而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若因社經地位較低或身心障礙，

都相對較容易形成教養的困擾。另以美國為例，美國社會以非裔的家庭問題最

嚴重，非裔美國人的家庭經常處於社會中的低階位置，而這種情形也連帶影響

孩子的發展性，對美國社會形成負面發展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是政府擬定的

家庭策略與親職方案，以及婚姻與家庭學者的研究對象，多以協助非洲裔的家

庭為主。例如 Brody 等所組成近 60 人團隊，發展以家庭為基礎的「強化非裔美

籍家庭計畫（Strong African American (SAAF) Families Program）」頗具成效

(Center for Family Research, 2009)。

在我國，以往外配家庭的研究偏重於外籍配偶本身的適應與發展為多，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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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探究親子關係的層面。但是「生育下一代」常是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的重要

責任，外籍母親多在半年到一年間懷孕生子（張鐸嚴等，2005），面對逐漸長大

的孩子，外籍配偶家庭的教養問題似乎無法等到外籍配偶充分調適之後才處

理。王筱雲（2006）提到以下外籍配偶在教養子女時容易出現的問題（引自林

家興，2007）：

1. 母親缺乏懷孕及育兒等照護知識，可能影響孩子發展而產生遲緩現象。

2. 母親語言溝通障礙，影響子女早期學習與輔導資源不足，致子女語言發展

受限。

3. 子女出現文化認同的問題，就學後，可能會出現貶抑母親的偏差行為。

4. 母親因親職資訊不足，可能因維持傳統的教養方式，忽略孩子成長過程中

的心理發展，而錯失教養的黃金時段。

5. 母親因無法指到孩子功課，又不能與老師充分溝通，導致母親缺乏自信、

感到自卑，也就無法與老師合作教養子女。

基於早期關注外配家庭的焦點多在外籍配偶個人的發展問題上，加上華人

社會存有母親為主體的親職文化現象，促使前述親職教育的問題，也是以外籍

母親為主要探討對象，相關研究的主題多聚焦於外籍母親的親職經驗或行為，

像是母職經驗（王光宗，2003；楊慧貞，2004）、教養態度（王筱雲，2005）、

母職勝任感（王筱雲，2005；林振隆，2004），外籍母親的親職教育需求（李明

臻，2006；熊辛蘭，2005），還有研發璔進外及母親與孩子互動關係的諮商技巧

（魏麗敏，2007）等。然而從外籍配偶家庭的形成就存在挑戰的前提來說，僅

從外籍母親角度探討親職表現，或是子女的面向去釐清發展的狀況並不合理。

因為這些外籍配偶家庭中的母親在適應不同國籍文化差異的同時，又要面對親

職角色的責任，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作自我調適（李湘凌，2005），單就外籍母親

的母職表現論述外配家庭的親職功能，實有偏差。

若從生態系統理論論述外籍配偶家庭中子女發展的狀況時，基本上會延續

外配家庭發展的特殊性而認為必有値得關注之處，國外學者已陸續進行此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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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討論，像是外配家庭子女的文化認同(Heman, 2004; Kao, 1999; Richard, Li &

Hendrickson-Smith, 2003)、個人自信心的低落問題(Heman, 2004)、較多行為問

題(Cooney & Radina, 2000)、擇偶時出現較大的文化衝突(Gopalkrishnan, ＆

Babacan, 2007)、幸福感較低(Campbell & Eggerling-Boeck, 2006)等。國內也有少

數學者探及孩子面向的發展，有些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有學習上的困

擾，例如洪郁雯（2006）發現國小四年級外配家庭的子女在學習數學時，因為

語言能力不佳及家庭提供的支援較少而學習態度消極。李維純（2006）研究指

出東南亞籍外配家庭的青少年子女，在自我發展上因為外在不利環境而有負面

影響。但也有學者的研究並未呈現外配家庭子女有特別突出的適應問題，子女

會有文化認同的問題（林彩釉，2007），溫清欽（2005）研究外籍配偶家庭子女

的適應問題，發現外配家庭中子女的家庭適應分數顯著低於一般家庭的子女，

而且男童的適應狀況又比女童要差，但是行為困擾上外配家庭的子女與一般家

庭子女則無顯著差異。然而，同樣是探討外配家庭子女的行為適應，廖梅芳

（2006）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國小高年級的外配家庭子女比其他家庭子女有更多

的行為困擾。

當我們從家庭結構與母親本身的角度來看時，學者們多半都會認為「外配

家庭」孩子的發展會遭遇較多的挑戰，只是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資料來支持

或是否定這個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父母親對於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

色。對於外籍配偶的家庭來說，外籍母親本身的適應問題幾乎都伴隨著孩子成

長的議題，若將以母職為親職主力的傳統親職標準套用在外籍配偶身上時，只

會加重外籍配偶的適應難題。因此，本研究主張父親的投入是促進外籍配偶家

庭發揮親職功能的必要條件。

二、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意義

如同前述，國內關於跨國婚姻或外籍配偶家庭的文獻，側重於跨國婚姻形成

的結構性機制以及女性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角色、社會位置、適應經歷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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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馬藹萱 2004），多屬對外籍配偶的探討與需求的了解，相對缺乏對於外籍

配偶自身以外的家庭成員的瞭解，其中尤以丈夫(外配家庭的父親)的角色最為重

要，外配家庭的父親不僅是外籍配偶最重要的支持網絡（黃志，2006），更因為

他們必須扮演主力親職的角色，擔負照顧並協助子女發展的重責。以下先就父職

的界定作一概略性說明，然後論述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父職的特異性，進而闡述外

配家庭父親亟須父職教育以增進親職效能。

（一） 父職的定義與內涵

關於父職的定義，較少有清楚明確的界定，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過

去父職角色是賺錢養家活口，但這樣的父職內涵不見得適用於現代的社會

（Lewis & Sale,1985；引自魏秀珍，2005）。LaRossa（1988）認為在不同的社

會背景下，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父職文化（culture of fatherhood），特別是男性對

親職的規範、價值和信念，社會對父親該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的期待亦隨著時

間變化而有所改變（LaRossa, Gordon, Wilson, Bairan, & Jaret, 1991）。

「父職」的意義在於「職」所傳達之父親所肩負養育照護子女的任務是不

可任意轉換的（周蔚譯，1995）。父職（fatherhood）其形塑的歷程乃社會大眾

對父親這個社會身份所衍生的角色產生期望，再由父親扮演與社會期望相符合

的角色行為（黃慧森，2001）。根據國外有關父職角色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

道德精神的監督者、經濟提供者、性別角色楷模者、新養育父職角色等，父親

角色與面貌呈現多樣性的發展（Lamb，2000）。

Lamb（1986）認為父親應扮演包括：（1）家庭經濟的負擔者，（2）母親與

孩子情感的支持來源；（3）孩子工作的協助者；（4）適時與孩子互動等角色。

另外 Levine 與 Pitt（1995）提出「負責任父職」概念，認為父親應對家庭和孩

子有責任感，其要義有四點：（1）男性應等到情感和經濟能力準備好，有足夠

條件養與孩子時，才讓子女出生；（2）當準備愈有孩子時，則盡法律所賦予之

父親職責和關係；（3）自配偶懷孕起，應共同分擔對於孩子情緒、生理照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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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4）自配偶懷孕後，應共同提供父親及孩子持續經濟上的支持（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1998）。 Doherty 和 Kouneski 等學者 1998 年並從生態系

統論的觀點來探討父職議題，認為除了包括男性的特質行為或父子關係，還涉

及父親、母親、孩子及整個社區、文化、組織的多層面互動過程。

王叢桂（2000）研究指出，理想的父職角色是由「合諧關愛」、「教育子女」、

「生活照顧」、「子女發展」、「經濟支持」五個因素所組成，透過訪談及量化研

究後將父職角色內涵分為「分享陪伴」、「發展與關懷」、「養家與管教」、「日常

照顧」等四面向。郭佳華（2001）認為父職角色內涵應包括：（1）經營良好夫

妻關係以滋養孩子的成長；（2）與妻子共同分攤親職角色，包括對孩子經濟、

生理、心理及社會的照顧；（3）經營良好的親子關係，給予孩子必要的教養；

（4）扮演兼具男性與女性特質的新男性，提供孩子學習的性別角色楷模。

綜合言之，傳統社會對父親的角色與職責的期待是認為父親在工作領域上

應有所成就，主要角色是負擔家計重責，照顧小孩的工作則由母親來擔任，因

此父親較少直接參與育兒工作。但現代父職觀點逐漸重視小孩的重要性，並指

陳父親的參與對於孩子的各方面發展均有正面的影響。因此不論從學術的理論

或社會發展的需要觀點，均提醒我們必須重視父職的角色及對家庭的影響。事

實上，從近年來漸漸關注不同職業父親角色的經驗與內涵來說，無論是社會期

許或是父親本身的覺知，都可發現父職參與的面向是全方位的，但是在類型上

增加情感面的比重。基於對於父職內涵與界定上的多元發展，本研究中採用開

放式的訪談蒐集來自專家與外配家庭的父親觀點，釐清外配家庭父親的父職需

求內容，亦可以文獻加以對話，並從中了解外配家庭的父職責任是否與一般家

庭有所差異，據以發展適用的課程。

（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的特異性

臺灣近年來跨國婚姻快速地成長。此新興社會現象不但帶來臺灣人口結構

的變化，同時也為臺灣現存的族群關係與結構注入新的元素（馬藹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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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與學界多年的關注下，以外籍配偶為主體所建構出的議題漸趨多元與成

熟，政府為減低外籍配偶適應不良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紛從內政體系、社福

體系、醫療體系、教育體系、政治體系接受，各面向設計與提供協助資源以提

升外籍配偶家庭的適應能力，不過議題焦點多在於外籍配偶本身。但是隨著外

籍配偶家庭子女出生數量的增加，我們必須重視這些孩子的成長議題，若以臺

灣現在外籍配偶所生之子女已經有超過 88％為學齡兒童的比率而言（段鴻裕，

2005），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教育輔導機制如不加緊規劃，將對這群新臺灣之

子的發展性形成潛在的危機。

雖然近年有部分學者注意到外配家庭子女的議題，不過探討的對象以外配

母親或是子女本身的行為狀況為主，較少論及父親的角色。學者認為國內與跨

國婚姻或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的文獻，缺乏對於外籍配偶自身以外的家庭成員的

瞭解，其中丈夫(父親)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影響更是深遠（馬

藹萱 2004），不過研究數量不多。由於親職教育領域的發展歷史，母親多為相

關研究中的主要探究對象，常淡化了關注父親在家務中的角色意義，除了與傳

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氛圍有關，同時也因為「父親不是主要子女

照顧者」的親職角色文化（林惠雅，2000），導致父親在心理學文獻上的缺席，

卻常造成母親須背負「影響孩子發展、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重責，而形成特有

「怪罪母親(mother-blaming)」現象（王大維，2000）。

但是對於外籍配偶家庭而言，前述母職為主的親職文化實不合理，不僅是

因為研究證實父親與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具有相等重要性，更因為外籍配偶處於

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必須同時調適生活在新環境的種種角色，期待外籍母親擔

起親職重任實屬艱難，尤其近年外配家庭親職教育的研究多發現外籍配偶母親

有教養上的困擾，若是可以得到另一半支持時會減緩母親的壓力，黃志隆

（2006）即認為「丈夫」是外籍配偶最重要的支持網絡，應強化外籍配偶丈夫

之教育、輔導認知而努力，扮演好丈夫支持角色，易言之，臺籍父親扮演稱職

父職可以增進母職正面影響。因此協助子女發展的任務顯然必需落在父親肩膀

上，這種跳脫傳統母親為中心的親職模式，無疑添加了外配家庭父親的挑戰。



17

強調父職角色已是國內外的趨勢，一些實證資料指出父親參與教養，對子

女身心各方面如認知、性別角色、道德發展、社會化、人格、情緒、智力、氣

質等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到子女對未來父親角色扮演的認知（王麗

玲，1996），因此學者認為鼓勵男性正視父親的角色，並且能夠和母親、子女

等家人產生感情的交流，發展多元化的父職，是現代家庭生活教育的重要工作

之（洪久賢，2001）。然就外配家庭的特殊性而言，必須高度仰賴父親方能順

利展現親職功能，因而更須關注父職角色。

目前有關外配家庭之父職研究相當匱乏，而且是從外配先生的角度來鋪陳

外配家庭父職實踐的「重擔」，並未研發具體的協助策略：賴麗珍(2005)透過個

案的深度訪談研究，歸納出外配家庭父親「母兼父職」，扮演多元且吃重的親

職角色，負起主要照顧孩子的教養工作，同時更要協助妻子適應臺灣生活，經

常需要協調妻子與夫家互動關係，連帶影響父職的表現。李英端（2006）研究

指出跨國婚中的臺灣男性有經營家庭方面的學習需求，憂心子女的教養問題。

除此之外，尚未有直接探究影響外配先生之父職因素的資料，如果從生態系統

觀點分析影響父職的因素時，我們可以從外籍配偶先生的特性推估其扮演高投

入性父職的可能性不高，因為這些父親多半屬於教育水準偏低、具較高的傳統

性別刻板觀念（林如萍等，2005），然根據相關研究指出這兩項均不利於父職

的正向表現。另從共親職的角度瞭解外配家庭的父職表現時，則有陳亞甄

（2005）與溫雨蓉（2006）兩篇探討外配先生的婚姻觀感與婚姻品質的議題可

以參考。由於國內外有許多研究都提及夫妻關係將對父職表現造成影響，因此

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親感受的婚姻關係不佳時，極可能牽連其父職表現。

歸結來說，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角色比一般家庭更顯吃重，再從外配家庭

組成的條件進行分析時，又覺得這些父親想成為高功能親職的挑戰較大，加上

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父職的瞭解實在太少，因此如何協助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父親

提高親職效能，進而支持和協助外籍配偶減輕其親職壓力，共同發展正向的親

職功能，教育好健康的下一代，以建立健全的外籍配偶家庭，實應積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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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的的父父職職教教育育需需求求

一、成人教育需求的界定與評估

（一）成人教育需求的定義與內涵

需求一詞在社會科學上應用甚廣，是一個複雜多元的概念，其本質源自於生

物上的驅力（drive）和心理上的動機（motive）。因為在不同的領域中對需求的解

釋與應用各異，導致其涵義頗為分歧。

國際教育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epedia of Education）中 Suarez

（1994）認為需求的概念包括三種意義（Husen & Postlethe waife, 1985；陳玉安，

2003）：

1、需求是一種差距：需求是實際狀態與目標狀態之間的差異，從評估工作

中先做選擇或決定，然後蒐集資料以決定現在狀態與目標狀態間的關

係，再比較兩種狀態找出其間的差距，並確定真正需求為何，以採取必

要的措施。

2、需求是種希望或喜好：指個體所希望或偏愛的狀態，在確認需求時並不

需要確定差異，而是依個體所知需求而定。多數需求評估過程，均以此

種需求的概念為依據，是最常被使用的概念。

3、需求就是不足：需求是指個體未能達到或保持最低的滿足水準，但此種

個體所存在的不足狀態，相當難以界定，因此需求評估者較少使用此定

義。

美國約克大學 Jonathan Bradshaw 於 1972 年發表「社會需求類別」時，將

『需求』的屬性加以分析並歸納成四大類：

1、 規範性的需求（normative need）

由行政專業人員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根據專家學者的研究所界定的最低需

要標準而定，是指維持社會結構體系的整合，而必須讓個人滿足需求的一

種。規範需求指在可欲標準與實際存在標準之間的不足，含有些價值判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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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何青蓉，1995）。

2、 感覺性的需求（felt need）

感覺性需求完全不同於規範性需求，因為其強調由個人來表達其感覺到的

需求，是一種個人知覺的需求，也可說是一種「想要（want）」，具有情境性

（phenomenological）的性質，感覺需求比較屬於一種個人主觀的感受。個

人感覺需求則常受其知覺所限，較不容易具體表達出來。

3、 比較性的需求（comparative need）

此需求規範性需求之延伸，但其比較顧及個人需求之間的差異性，界定比

較需求時，必須至少有一個參照的標準。

4、 表達性的需求（expressed need）

此需求為由感覺的需求轉換成行動，以說明需要些什麼。也就是說『需求』

在此已被界定為人們有需要被服務的部分。在社會服務這個領域中，表達的

需求是最普遍的一種瞭解需求的方式。

楊美雪（1996）認為與需求相關的定義可以從下列四種不同觀點進行思考：

1. 差距的觀點：需求是一種差距，一種目前應有狀況和目前實際狀態之間

的差距。

2. 民主的觀點：個體需求乃基於自身的感受。

3. 分析的觀點：著重於現在所具的能力和未來所需能力的差異。

4. 診斷的觀點：需求被認為是缺乏（或不足）某物將引起某些害處。

從以上的探討，發現學者對需求的觀點各有不同，有的從需求產生的環境條

件加以分類，或從分析者的主體差異而闡述需求的生成差別與應用性。歸結來

說，需求乃源自於內心，或許是無法滿足自己期望而生，也可能受到外在環境所

引動，而且從應用需求面向的差異而著重不同的重點。在本研究中，我們關心外

籍配偶家庭父親的觀感，關注他們對於親職工作的期許與所知覺到父職行為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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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期望能夠適當評估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親職需求後，研擬足以進父職能力之

策略並加以推動，以減少外籍配偶家庭因父職能力不足所可能引發的困擾。因

此，本研究對於擁有特殊社經與文化背景的外籍配偶家庭父親，除以其本身所「表

達」出的需求為發展主軸外，亦將同時兼採專家之規範性需求觀點，探討外籍配

偶家庭父親在實踐親職角色時的教育需求。

（二）成人教育需求的評估

基於前述對需求的界定，可知為了獲得有效的需求資料，必須依據不同的情

境與所擁有的資源，選擇適當的方法，進行需求評估。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

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需求並據以設計促進父職能力之課程，就對象而言為成人，

在應用面則為診斷後提供教育措施，因此評估的性質上屬於成人教育需求的層

次。有關成人教育需求評估的定義，陳慧娟（1996）認為需求評估是在明確需求

定義下，透過準備、蒐集、分析、評鑑的一個系統過程。而楊美雪（1996）亦指

出需求評估是一種找出目標（欲求的結果）、測量目前結果和欲求結果之間的差

距（需求），並將需求做優先順序排列的程序，其程序可分為：目標收集、目標

分類、確定目標、調查差距、排列需求之優先順序、陳述需求及評鑑等七部份。

以上這兩種的定義都關注在需求評估的過程。

林振春（1995）從需求評估作業的角度，提醒需求評估應具備以下特性，包

括：（1）為一持續不斷的過程；（2）應考慮到資料的廣度和深度；（3）必須以知

識為基礎；（4）利用問題解決過程找出服務對象在生活情境中的需求；（5）在每

次評估中，考慮資料的蒐集、理論的運用與問題的界定各方面，都需以判斷為基

礎來作決定；（6）應考慮到評估的有限性。

English & kaufman（1975）曾對成人教育學所提供的需求評估意涵加以說

明，認為需求評估是：（1）界定課程發展所希望達到的終點或結果的過程；（2）

決定課程是否需要革新的手段；（3）一種經驗的過程，用以界定教育的結果，以

作為課程發展與比較的規準；（4）一種邏輯問題解決的工具，可藉由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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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達到課程發展；（5）以減少現況與需要的差距或期望狀態之間差距的工具，並

將這種差距按優先順序排列，並經由新的或現有的課程來實施，以符合學習者的

需求（引自陳玉安，2003）。

Pennington（1980）認為需求評估是一個過程，並指陳需求評估至少包括三

種目的：（1）學習者特質分析：進行參與活動者與潛在學習者間的比較分析，也

可由學習者的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等，對於學習者的能力、動機與所需

之學習內容加以瞭解；（2）主題評估確認：需求評估可提供資料，作為課程方案

發展與決策之用；（3）需求範圍界定：界定實際狀況與期望狀況的差距，以確實

瞭解需求所在，作為提供教育活動或決策的依據。

另外有關需求評估的方法有許多種形式，包括量化和質性方法，例如調查

法、焦點團體法、尋求重要資料提供者、專家座談、文獻分析法、使用者分析、

大眾媒體搜尋等方法（陳巧倫，2004）。Glick（2004）亦指出常見的評估工具包

括有討論會、焦點團體、關鍵人物訪談、統計資料、追蹤指標、研究結果、問卷

調查等。

Knowles（1980）指出需求評估的管道，認為個體的教育需求可透過五種來

源獲得了解，包括：

1、 學習者本身：由於個體均能知覺本身未來發展的一些需求，因此可透過

訪談、問卷調查、團體討論等方法，來了解學習者的教育需求；

2、 協助服務人員：從社工員、家庭教育服務員、神職人員等處獲得資訊，

以他們對學習者的瞭解與看法，作為確立教育需求的參考；

3、 大眾傳播媒體：針對大眾傳播媒體主題進行分析，可以間接獲知民眾當

前某些需求；

4、 專業文獻：透過專業論文、期刊對成人的教育需求以更深入的理解，藉

此可以了解成人為達成自我發展所需具備的知能；

5、 機構組織及社區調查：評估組織成員或社區居民的需求，可用以推論個

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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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知，需求評估的方法將依據研究目的和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別。每種

需求評估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和適用的情境，進行需求評估時，應依據不同對象、

情境、資源等採取適合的評估方法。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外籍配偶家庭的父

親為對象，透過專業文獻與學習者本身與服務工作人員等多種管道進行需求評估

作業，評估之設計亦考量採用多種方法，並依循需求評估程序，以有系統的方式

蒐集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之資料。

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

雖然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之探討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透過文獻探

討發現，目前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研究並不多，遑論探究外配家庭父親的學

習需求。故本研究將綜合外籍配偶之親職教育需求相關探討，以及有關父職教育

需求之相關文獻，作為探究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的參照基礎。

基於外籍配偶家庭的特殊性，學者黃月純（2006）參照美國針對弱勢家庭

所設計的親職教育方案後，針對外籍配偶家庭的親職教育提出（1）及早辦理、（2）

主動出擊、（3）親子共學策略，以及（4）資源的統整與合作等四個面向思考。

徐如美（2005）則分析統整出外籍配偶親職教育上的需求共歸納出五類內容：

1、知道母親對子女教養的重要性。

2、瞭解正向教養行為與態度對子女心理發展的重要性。

3、溝通能力是建立和諧親子關係、拓展人際網絡的重要能力。

4、協助外籍配偶解決子女的行為問題。

5、增強外籍配偶中文使用能力並協助尋求資源，解決子女學習上的問題。

至於實證研究方面，學者多半從外籍配偶的家庭生活適應面向中進行探討，

均發現親職教育為學習需求項目之一，只是使用的詞彙有所差別。邱方睎（2003）

研究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需求，歸納出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家庭需求共有七項，其

中包括家庭為中心之整體服務的需求。李明臻（2006）調查學前階段有而之外籍

配偶的家庭需求時，從四個面向進行調查，發現外籍配偶對於子女教養的知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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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習的需求。而徐美漪（2007）匯整林振龍（2004）、甘玉霜（2005）與熊辛

蘭（2005）等三位針對外籍配偶所作的相關研究，指出外籍配偶對於親職教育的

需求可歸納為六個層面，分別為：教養子女、家庭經營、學校教育、自我成長、

生活適應、育兒知識。

根據前述資料，少數幾篇關於外籍配偶家庭的親職教育需求，均以蒐集外籍

配偶本身意見加以整理，然而直接討論外籍配偶家庭父親角色的文獻則非常少。

事實上，有關探討一般性父職教育需求方面的資料本就較少，這些年來關心父職

議題的學者們多半從分析影響父職表現的因素著手為主，這些研究發現通常都呼

應父職受多種生活環境面向所影響的觀點（魏秀珍，2005），而且從生態系統理

論觀點進行分析時，大致可以將影響父職的因素分成三個個體（父親、母親、孩

子）與三種互動（父子、母子、夫妻）關係面加以討論（魏秀珍，2005）。如果

從父親的生活面向來看，影響父職的因素則約可歸類為三大層面：個人層面（父

親年齡、父親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層面（子女數、妻子就業情形、家庭

型態、家庭生命週期），工作層面（職務性質等）（徐麗賢，2003），前述的影響

面也往往反映出父職教育的需求面，足以作為後續父職教育課程的參考。如:郭佳

華（2000）設計的父職教育課題、提出的父職學習需求有自我的心靈探索、幫助

自我成長；溝通技巧，學會適當的表達方法以及增進親子、夫妻和諧的關係。徐

麗賢（2003）則提到父職實踐需求各層面的求助事項，以「指導課業」、「表達關

懷」、「健康安全照護」、「培養自立能力」的需求居最高。

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需求研究非常少，幾位學者先關注到外籍配偶家庭

父親的婚姻生活，根據前述的理論可知婚姻關係會影響父職表現。在跨國婚姻

中，婚姻的形成主要有兩種：一是透過「商業交易」而結合的所謂「商品化婚姻」；

二是「非商業交易」的婚姻，多透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男女雙方經由交往，有了

感情基礎才決定結婚（賴麗珍，2006）。國內目前的情況顯示，商品化的跨國婚

姻佔大多數，男女雙方並無感情基礎又加上彼此文化的不同，生活方式、價值觀、

語言等都會有所差異。

結婚需要雙方彼此溝通情感和思想，跨國婚姻婚姻如果有語言障礙時，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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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變得更困難（何青蓉，2003）。翁翊秦（2007）也提到語言是對跨國婚姻最

大的衝擊且是夫妻溝通一大困擾，當婚姻潛藏問題，需要夫妻好好溝通共同解決

問題時，兩人卻只能比手劃腳，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婚姻更多的困境。

雖然語言障礙不必然是影響溝通的唯一因素，但可能會因用語的模糊和細微處而

導致衝突（何青蓉，2003）。

此外，缺乏多元文化素養是當前臺灣社會接納跨國婚姻移民的最大阻礙，尤

其是外籍配偶父親，夫妻彼此如能尊重多元與差異的態度，相互理解與認同，多

一點體諒與包容，在夫妻的婚姻相處定能更合協、融洽。

李英端（2006）研究跨國婚姻中臺灣男性婚姻調適與學習需求提到夫妻與家

人關係的建立需要學習和溝通，在婚姻衝突調適策略，正向負責的方式有利婚姻

關係；負向消極的態度則增加婚姻的不確定性。且婚姻與法律諮詢服務是跨國婚

姻調適之迫切需求。翁翊秦（2007）在研究中提到外籍配偶家庭的夫妻在語言溝

通、生活環境適應與文化融合也是極需學習的部份。

綜合而言，跨國婚姻關係的生活衝突與適應常見的問題為語言溝通；文化隔

閡；人際互動；婚姻穩定性，如婚姻商品化及婚姻價值觀念偏差&年齡之差距 (老

夫少妻) ；婚姻關係裡的對待方面，如被視為生育工具或合法外籍勞工對待、遭

污名化被歧視的社會問題製造者；是否獲得家庭支持，如被視為次等公民負責處

理家務工作者、害怕學習後増權賦能的先行控制（胡慧嘉 2007）。

雖然許多文獻並沒有明確指出外籍配偶父親在夫妻相處方面的需求，多為提

到可能衍生的問題有哪些，但可透過認識外籍配偶夫妻相處所遇到的問題來了解

外籍配偶父親需求的面向，藉由問題的發生推衍其可能的需求為何。綜合上述文

獻，外籍配偶父親在夫妻婚姻方面其需求為，學習如何與妻子溝通、認識妻國文

化、如何協助妻子適應夫家生活、認識婚姻與法律諮詢的相關服務等。

王維君（2006）為少有以父職需求為主題進行研究，以育有學齡階段子女的

父親為對象，探究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需求內涵，並歸納這些父親的親職教育需

共有六個面向，包括：（1）增進子女知能方面、（2）增進管教方式省思方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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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教導子女課業學習方面、（4）增進子女生涯規劃知能方面、（5）增進了解孩

子母親妻國文化方面、（6）增進資源與資訊取得方面。

綜合上述，父職教育需求存在於任何家庭中，只是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需求

相較於一般家庭，更強調夫妻多元化背景不同而多了許多文化、價值觀的適應與

瞭解、語言溝通的學習，且因為母親文化的不同，對臺灣教育的不熟悉，在教養

子女方面，外籍配偶父親則需投入更多協助子女的課業，在資源與資訊的獲取上

也較臺灣父親迫切。魏秀珍（2005）整理國內父職研究資料顯示一般父親對於親

職教育的需求雖殷，但是並不會積極去尋找相關訊息來為父職加分，多少仍習慣

扮演候補的親職角色，因為視母親為第一優先親職為後盾，不過也有極大成分受

制於工作壓力、無法配合、缺少父職教育活動辦理資訊和管道（楊麗容，2007）。

然而對於外籍配偶家庭而言，父親一定要優站出來承擔親職工作，因為具有本國

文化優勢的父親，必須而且應該可以較母親提前發揮親職功能，協助子女的發

展，避免因母親文化不利的限制也阻礙的孩子的適應。因此本研究進行課程設計

時，不僅需要考慮父親成人學習的特性，還需要考量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特質和

需求，透過探究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在扮演其角色時，所感到不足或與理想的差

距，藉由父職教育提供而所需要的親職知能學習活動，進而增進外籍配偶家庭的

父職功能，連帶提升外籍配偶家庭的整體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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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父父職職教教育育之之課課程程規規劃劃

親職教育是一種成人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石，雖然學者看法不盡相同，

但對於親職教育的界定大多強調以教育的方式來協助父母及尚未成為父母者，使

其能表現稱職父母的角色，包括具有以下幾種能力：（1）子女身心發展的知識；

（2）親子溝通的改進；（3）有效的父母訓練方式；（4）促進家庭的和諧。所以

親職教育的內涵主要含有「教育」及「推廣」兩個層面，前者指有系統提供「如

何為人父母」的知識和技巧，後者透過政策、機構、計畫、活動、輔導和研究來

加強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對親職教育的認識、支持與參與（成人教育辭典，

1995）。

従對象來看，外配家庭的父職教育課程亦屬於成人教育課程的範疇，因此以

下先介紹成人教育課程發展之規劃模式，作為本研究課程規劃歷程發展之依準。

接著說明發展親職教育課程的相關理論與模式，闡述本研究發展外籍配偶家庭父

職教育課程設計的架構。

一、成人教育課程發展之規劃模式

（一）成人教育課程發展的概念

成人教育的實施，有賴於優良的課程設計和發展，此一課程設計工作，在

成人教育領域有稱之為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者或方案發展

（program development）者，亦有稱之為課程規劃（curriculum programming），

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在課程設計模式中，通常都包含了課程的要素、工作的

程序與方法，以及要素和方法程序彼此之間的關係（黃政傑，1995）。簡言之，

所謂的課程發展，指的是發展或設計一套有關學習或活動的課程，其程序包含

了計畫、執行和評鑑過程，其目的在使學習者或課程對象達到應有的學習目標。

通常實施成人教育最重要的部份就是看課程或方案的內容，而要吸引成人

願意繼續參與學習最重要的關鍵也就是在於課程發展和講師兩者，以我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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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的實際情況來看，課程恰不恰當、講師合不合適、實施時機或地點是

否妥善、提供的宣傳是否適宜和足夠等都可能影響其教育成效。因此如何發展

有效的課程來吸引成人參與，就是成人教育中的一大重要課題了。

從事成人教育的課程發展工作，有幾個重要課題需把握（黃政傑，1995）：

1、 須掌握成人學習的特性：運用成人已有的學習經驗、工作經驗及學

習需求，及理解分析應用的能力，仔細分析為依據；

2、 成人學習時間很有限：他們有工作事業、還有家庭或其他責任，課

程規劃者不但要彈性使用時間，且要善用此有限的時間，對於目標與內容的選

擇，一定要考慮其價值性；

3、 成人學習是自願的：課程須滿足成人學習需求，更需激發成人學習

動機，讓他們主動參與；

4、 成人學習需要較多的應用：課程不應太重理論，而應結合成人的生

活經驗，讓他們多操作、練習、體認所學內容對生活的價值；

5、 成人學習課程規劃應兼顧國家社會發展及個人發展；

6、 課程均衡與否的判定，需多由成人學習者的角度觀察；

7、 成人學習的自我成長取向是重要的；

8、 自我導引的學習在成人教育中是必要的；

9、 成人學習目標應是多元的；

10、 成人學習所需的教材有別於傳統的型態，最好是自學式，將老師的

指導納入教材中；

11、 在教學方法上，課程規劃宜多安排討論、實作、團體計畫等方式，

讓成人學習者發揮其特長，主動參與學習。

課程是通往知識、經驗的路徑，而課程模式就是創造設計一條通往教育之

路，所有的模式都為了引導如何去設計發展特殊的課程，且為了某些特定的目

的來採用適當的課程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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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課程發展

1.成人教育課程發展規劃之模式

成人教育在歐美先進國家已相當發達，且針對不同性質之成人教育活動，

發展出各種的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為各類成人教育從事課程規劃時的參

考，不僅配合社會發展，解決問題，也能滿足成人學習者的需求（Langenbach,

1988; Nowlen, 1988; 引自黃政傑，1993）。許多學者提出一般性成人教育課程規

劃的模式，讓不同成人教育領域工作者可以運用，但往往因個別特殊的需要，

又各自分化發展出不同的課程規劃模式，大體而言，不同的模式通常都包括的

課程的要素、工作的程序與方法，以及要素和方法程序彼此間的關係，這些模

式大多依據成人教育的特質發展而成，可作為從事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時的參

考。以下將從諾爾斯（M.S.Knowles）、布恩（EJ.Boone）、教學的系統化設計模

式（ISD）、黃政傑的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分別作一分析與探討。

（1）那德勒（Nadler）的「重要事件模式」

「重要事件模式」是由那德勒（L.Nadler,1982）所發展出來，此模式是由

一連串在設計訓練方案時應該發生的事件所組成，這個課程設計模式共包含八

個事件的連結與一個共通事件組成（如圖 2-1），中心部份「評鑑與回饋」是周

圍八個事件的共通成分，可視為每一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分開獨立的步驟。

圖 2-1 那德勒的重要事件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 Nadler（1982：12）

確認組織需求

實施訓練

取得教學資源
情境分析

選擇教學策略

指明工作表現

確認學習需求

確定目標

建立課程

評
鑑
與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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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要說明這個模式中的各項事件：

A、確認組織的需求：蒐集相關組織需求，思考如何透過訓練方案滿足

需求。

B、界定工作表現：包含工作的性質及其在組織中的角色，也包含了特

定的表現水準，例如工作分析、資訊來源及獲得資訊的方法。

C、確認學習者需求：考量學習者需求，包括共同需求和特殊需求。

D、確定目標：目標需與學習需求有關，考量分析內外部因素，訂出目

標類別，包括認知、技能與情意，其次可透過測量與觀察的表現來

決定目標的過程。

E、建立課程：在課程決定以前，需選擇、分類、排序及整理內容，包

括訂出需考量的因素，擬定課程表來組成課程。

F、選擇教學策略：包括不同的教學與學習活動，及與課程有關各項設

備的提供。

G、取得教學資源：考慮教學資源問題，包含設備、教學者、器材、預

算等

H、實施訓練：在以上各事件均考量規劃後，才開始實施執行。

I、 評鑑與回饋：整個方案必須進行評鑑與回饋工作，了解方案實施是

否如所預期？結果是否能解決問題？方案是否值得重複實施？是否

需要修正？

（2）諾爾斯的（Knowles）「自我導向式學習模式」

諾爾斯成人自我導向學習的理論基礎，是利基於認為成人教育學不同於教

育學，它定義自我導向學習為：「個人藉由或不藉由別人的幫助來啟動診斷自己

的學習需求，形成學習目標，認出學習的人文與材料資源，選擇與執行適當的

學習策略，與評鑑學習成果的過程」（Knowles,1975），「自我導向式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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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強調從建立適當氣氛開始，經由計畫、需求診斷、目標確立、學習計

畫的設計、學習活動的發展、評鑑的實施等整個完整的學習。最大的特色是以

學習者為中心，建立氣氛為首要，非正式、尊重、和諧、合作和支持都是自導

式學習重視的核心觀點。

諾爾斯的（Knowles,1980）提出七個課程發展步驟，簡述如下：

A、建立有助於成人學習的氣氛：引發學習的動機，以達教育的目的。

B、建立一個有助成人學習的單位或機構。

C、診斷成人學習需求：透過觀察、第三者、大眾傳播媒體、文獻等了

解需求。

D、形成學習目標：排列需求優先順序，包括個人、組織及社區需求，

以確定學習之目標。

E、發展活動設計：將學習型態分為個人學習、小組學習和社區教育三

種型態。

F、 從事學習活動：透過促進者的引導，讓活動實施順利進行。

G、評量：可由學習者和促進者共同評量，包括組織氣氛、需求評估、

方案目標、活動設計、實施過程、評量方法等。

在自我導向式學習模式中，諾爾斯認為課程設計的過程可進一步從學習者

與促進者兩方面的立場來說明，就學習者而言，必須建立接納自我導向學習的

「自我概念」，並經由自我反省的歷程，建立適合自己的模式，學習者還須具備

學習過程中的相關能力，包括與他人的關係、自我評估、轉化學習需求為目標、

選擇有效學習策略及蒐集和評鑑學習成果的能力。

（3）教學的系統設計模式(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Model)

教學的系統設計模式﹝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Model），簡稱「ISD」模

式（如圖 2-2），是指將教學過程做一統整全盤的考量，重視影響教學互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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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因素，並將教學視為一個系統，進行分析、設計以期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果。

ISD 是一種方法，而各種 ISD Models，則是在應用 ISD 方法的前提下，包含階

段性流程步驟的各種模式；根據不同的教育應用情境，模式中所強調的步驟及

實施的先後也有所不同﹝Andrews & Goodson, 1991﹞。最常見的 ISD 模式為線

性的 ADDIE 通用模式，包含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

﹝develope﹞、實施﹝implement﹞、評鑑﹝evaluation﹞五個工作步驟﹝楊家興，

2000﹞。

Margolis & Bell 認為 ISD 模式中的五個不同訓練階段，每個階段彼此相互

關聯，形成一個繼續循環的系統，亦可稱為訓練週期（Training Cycle）（如圖

2-3）。其五個步驟分別包括（引自黃馨慧，2002）：

A、分析並決定教育訓練需求：包括組織需求、學習者需求及工作需求

三面向思考，蒐集資料加以分析，以作為教育訓練課程設計的依據。

B、設計教育訓練內容：包括課程的安排與內容協調，根據教育訓練目

標，評估教學效果的方法和項目、排出預定課表及適當講師名單、

學員參與的事前準備或資格限制的決定等。

C、發展訓練教材：包括完成具體的教學計畫表、教材教具的製作、各

項課程學習評估的具體表格、課前各項相關事項安排等。

D、實施教育訓練工作：包括安排及協助參與學員之學習活動、協助教

學與實習活動、活動實施的紀錄與評估等。

分析 設計 發展 執行

評 鑑

圖 2-2 教學的系統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黃馨慧（2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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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評鑑教育訓練成果與訓練計畫的修訂：包括規劃評鑑、過程評鑑及

結果評鑑。

通常「分析」主要是指界定其所學內容，「設計」指界定其所學方式，「發

展」指教學資料的編寫與製作，「執行」是教學資料和教學策略的實際運用，「評

鑑」則是只教學成效的確認（Seels,1994）。系統化的教學設計應用學習理論與

教學策略，表現於課程、教材和教學活動計劃中，以建構有學習效果的教學，

由需求評估為前導，搭配成人學習理論、教學策略，發展能引起動機的教學單

元，並輔以評鑑的系統化教學設計，實為成功的學習系統發展必要過程。

一般系統化教學設計之步驟分為下列四個階段（朱湘吉，1994）

A、分析階段：主要目的界定教學目的，並分析教學內容及學習對象。

B、設計階段：主要工作再根據分析階段所定出的目的，內容架構與學習

者特色，訂出具體可行的教學目標

C、發展階段：根據設計階段所定出規格，製作達成目標所需要的教材及

學習成果測驗工具。

D、評鑑階段：目的在改善課程不盡完善之處，可分為教學前實施的形成

性評鑑和教學後的總結性評鑑。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優點在於透過系統化的方式以確保教材的品質、並藉由

有目標且有邏輯性的教學設計流程，使得教學過程更有效率。

評鑑

分析

設計

發展執行

圖 2-3 訓練週期
資料來源：出自黃馨慧（2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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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政傑的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

黃政傑（1995）針對各種成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並結合臺灣從事成人教

育活動之學者專家、成人教育機構課程規劃者及成人學習者之意見，發展出「成

人教育課程規劃模式」，針對各類成人教育的共通性與課程規劃提出整體性設

計。

本模式的架構包含了規劃的階段、步驟、主要工作項目與參與人員。在規

劃流程上（如圖 2-4），分為計畫、設計、發展、實施、評鑑五大階段，評鑑階

段重點在課程方案總體成效與優缺點的判斷，評鑑的結果可回饋到前面四個階

段，作為修正或改進計畫、設計、發展與實施課程方案的參考，各階段本身在

發展的過程中也須進行形成性的評鑑。另外在步驟與主要工作項目方面，可考

量所屬機構或訓練單位可運用人力與資源有限，酌予調整符合其適切性的工作

項目。參與成員方面則分為主要參與人員及諮詢人員，尤其在聘用課程規劃人

員時，應涵蓋不同專長的專家共同來參與投入。其規畫模式五個階段分別說明

如下：

A、計劃階段：草擬工作過程；成立組織；評估需求-社會、機構、學員之學

求和進行任務分析；評估影響因素-經費、師資、場地、設備、地區、時

間等；確立工作計畫。

B、設計階段：設計課程方案-成立課程規畫小組、確立課程具體目標、篩選

課程領域、科目或主題、設計時數和順序、評鑑、修正即確定課程方案；

設計課程實施方案-安排師資、規劃人力、經費和設施等配合措施、評鑑、

修正及確定實施計劃。

C、發展階段：定教學大綱；編選教材；發展教學活動；發展教學媒體；發

展評量工具；試用、評鑑及修正。

D、實施階段：實施前的準備；實施教學；進行教學評鑑。

E、評鑑階段：評鑑課程方案及實施的成效、評鑑學員的學習成效、教師的

教學成效、行政支援成效、評鑑課程方案成本效益；改進課程方案及課



34

程實施方案。

黃政傑所發展出的規劃模式，因先整合過國內專家學者之意見，在因應本

土化要求下，較前述之理論模式更符合臺灣成人學習者與教育機構進行課程發

展之需求。

2.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之發展

國外父職教育方案實施概況方面，自 1980 年後美國有許多父職教育方案陸

續蓬勃推展和實施，主要多由國家根據社會需要制定法令或以經費補助委託機

構辦理方式來推行，例如「負責任父親方案」（Responsible Fatherhood Project）、

波士頓大學父職課程（The Fatherhood Course at Boston University）、「新興促進

父職之教育方案」等，其服務對象與實施方式多元化，除一般親職教育活動外，

並提供弱勢族群家庭的父親相關教育訓練，對父親成長和改善家庭生活及親子

關係有很大助益；反觀國內父職教育相關研究和方案實施起步較晚，父職教育

發展多以民間機構為主，辦理短期成長團體或講座形式居多，但參與人數和規

模較少，也較缺乏延續性（林彩媚，2007）。在少數的實務課程中，以針對弱勢

族群所推動的父職教育方案為多，例如原住民父職教育方案、受刑人父職教育

方案、單親父親父職教育方案。

從事親職教育工作者，都會感受到父親參與的狀況非常不理想，因此學者

從其研究經驗中，分析可能阻礙父職參與課程的原因並提出可能提升父親參與

親職方案的策略。郭佳華（2001）針對一般家庭中的十六位父親設計五週/次的

圖 2-4 成人教育課程規劃階段
資料來源：出自黃政傑（1995：142）

計畫 設計 發展 實施 評鑑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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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為有效的父職教育方案在程序面上應運用團體方式進行，過程面應提

供父親有表達意見和情緒支持的機會，課程以自我成長、親子關係、父妻關係

為主軸。黃松溝（2005）探討父親參與家庭團體方案的研究發現，以全家參與

團體設計引導父親投入學習，提供支持父親學習環境和互動，可提高父親參與

意願，另外方案執行結果父親在關懷輔導、課業發展、陪伴支持三個面向改變

最明顯。楊麗容（2007）探討父職教育需求和意願之研究發現，阻礙父親參與

父職教育活動因素多因工作忙碌、時間無法配合、缺少父職教育活動辦理資訊

和管道等。

父職教育是促使男性拓展其親職參與的重要動力，但目前國內父職教育相

關研究和方案實施仍有許多待努力發展的空間，尤其是針對外籍配偶家庭之父

職教育研究更是付之闕如。相較於一般家庭，外籍配偶家庭的特殊背景文化，

其父職教育需求和相關課程內涵的發展，確有其特殊性及必要性，然而外籍配

偶家庭的父職教育需求有那些？父職教育課程又該如何設計發展才能符合需

求？這些均是本研究所要深入探討與發展的主要課題。 因此根據前面說明，本

研究在探討課程發展模式發現，因規劃者所持理念不同，課程規劃所強調的重

點也不盡相同，但大致皆可分為計畫、實施、評量三個階段，換言之，在課程

設計規劃時，即應同時考量實施、評鑑等不同階段可能所面對的情況。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外籍配偶家庭並育有學齡階段子女之父親為研究對象，

進行父職教育課程之發展。因此本研究將採系統化方案設計模式，並將同時參

考 Knowles 對成人學習者特性之描述、教學系統設計、黃政傑的成人教育課程

規劃模式，作為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之規劃基礎。

二、親職教育理論與課程模式

（一）親職教育理論

親職教育是教導父母如何了解與滿足子女身心發展需求，善盡父母職責，以

協助子女有效成長與發展的學問，是身為父母者所接受的成人教育，目的在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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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成功的扮演現今父母的角色（黃德祥，1997）。就歷程來說，是父母學習

成為有效能父母的終身教育歷程（張鐸言等，2004）。美國強化親職教育模式（The

National Extension Parent Education Model, 1998, 引自Powell, & Cassidy, 2001) 並

未將親職教育作特定的註解，而是聚焦在親-子的關係線上，提出應有的相對性角

色之假設共九項，包括：（1）父母是孩子主要社會化學習者，（2）教育可以增

進家長的知識、技能、行為，（3）透過學習與經驗而可以強化親職技巧，（4）

家長主動參與及投入方案者效能愈佳，（5）親子關係為巢狀關係的受社會與文

化影響，（6）配合多樣性家長需求設計方案，（7）可由多種方法來達成效能的

親職教育，（8）應兼顧親子雙方的需求，（9）強化照顧者的知能幫助勝任教養

角色。正因為親職教育涵蓋面向廣泛，所以在發展課程時，需要相關的理論作為

指引，使推廣親職教育有所依循。也由於專家所關注的重點不同，發展出來的方

案各有特色。基本上親職教育多數的理論依據心理學，後來漸加入社會學的理

論，本研究將介紹常見於親職教育專書中幾種親職教育理論，作為對照說明親職

教育課程模式之參考，包括：心理分析論、行為學習理論、家庭系統理論、家庭

生態系統理論、個人中心理論以及阿德勒理論。

1、心理分析論

以西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梅蘭妮‧

克萊恩(Melanie Klein)、溫尼卡(D. W. Winnicott)、約翰‧包比(John Bowlby)、漢

斯‧寇哈特(Heinz Kohut)，以及瑪格麗特‧馬勒(Margaret Mahler)等人為代表人物

（林家興，2008）。心理分析理論說明了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正常與異

常的發展。林家興（2008）提到心理分析理論中與親職教育相關的重要概念包含：

早年的生活經驗影響日後的人格發展；不為意識所接受的心理活動將被壓抑在潛

意識；人心是各種生物力量與本能互動的結果；成年人的心理衝突、人格特質、

神經質症狀、以及心理結構，都可以追溯到早年的關鍵事件及兒童的願望與幻

想；早年母子關係是日後人際關係的原型；兒童的成熟經過「分離」與「個別化」

的過程等。對於解釋親子關係、兒童發展以及瞭解兒童的內心世界，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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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為學習理論

以卓色夫‧俄貝(Joseph Wolpe)、施金納(B. F. Skinner)、約翰‧華生(John B.

Watson)、艾德華‧桑戴克(Edward L. Thorndike)及巴夫洛夫(Pavlov)等人為代表人

物(林家興 2008)。行為學習理論對於人類行為的學習與改變、子女行為的管理、

以及培養子女良好行為的方法等，提供解釋和方法。而在行為學習理論中大致可

分為古典制約、操作制約與社會學習。其中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指出：

許多情緒與情感的學習，是一個中性刺激與制約刺激，經過反覆配對連結後，中

性刺激也會引起刺激反應。在親職教育上可提醒父母如何正確實施情緒教育，如

何幫助子女改善不好的情緒。而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認為人的行為，

會受到增強而增加，會受到處罰而減少。因此可教導父母各種正負向增強和酬賞

等各種行為改變技術，協助父母改變孩子的某些行為，有效地實施子女管教。另

外，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強調人的許多行為也可透過觀察與模仿習得，為人

父母必須瞭解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以及兒童是如何受模仿與觀察學習的影響。

3、家庭系統理論

以維吉尼亞‧沙提爾(Virginia Satir)、莫瑞‧玻文(Murray Bowen)、卡爾‧菲

鐵克(Carl Whitaker)，以及沙瓦多‧密努擎(Salvador Minuchin)等人為代表人物。

家庭系統理論主張家庭是一個完整體以其獨特的結構、規則和目標來運作。每個

家都是一個系統，由一群互異卻互賴的份子組成，並盡可能的保持平衡。因此，

家庭成員之間是互相聯結、互相依賴的，要了解與幫助個人，應從整個家庭系統

著手。其所強調的系統概念有助於親職教育的實施，例如當子女有行為問題時，

要改善的不只是子女的問題行為，而是整個家庭系統與家庭關係（林家興，

2008）。此外，三角關係也是構成家庭的重要元素，是維持家庭系統持續穩定的

力量。了解、分析三角關係的現象，有助於改善家庭關係及其家庭成員的行為。

另外，回饋的概念可以提醒從事親職教育相關工作者或家庭治療者，當一個家庭

不能發揮其健康功能時，我們不妨透過積極回饋，讓家庭的系統能夠重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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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徹底改善一個家庭系統（林家興，2008）。親職教育的實施，不僅影響來上

課的家長，也會間接影響到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子女與配偶，李愛華（2003）。

家庭系統理論可了解家庭中每一個成員互動的情況和產生行為之背後的因素，提

供父母從不同角度切入思考親子關係與互動，並了解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協助

父母暸解自身角色定位，以及家庭成員彼此的界線，促使成員間良好的溝通。

4、家庭生態系統理論

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是 Bronfenbrenner 於 1979 年受到

「系統理論」及「互動論」的啟發與影響而提出，用來解釋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過

程（Bubolz & Sontag，1993），是近年來最受歡迎的研究架構之一（謝秀芬，1998）。

此論主張個人從出生後即受到四個系統：小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大系統

的直接與交互作用的影響下發展，這四個系統依與個體互動的頻率及密切程度而

有區別。基本上，與個體直接生活面向的小系統影響力最直接，這包括了孩子經

常出入的家庭與社區及學校等處所。隨著與個體互動的密切程度漸減為其他系

統，雖然，不是孩子直接參與的生活場域，但因為透過和參與不同場域中的主要

關係人發生互動也會產生影響。誠如黃迺毓（1996）以生態系統理論為理論基礎，

對國內父母教養態度的質性研究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態度受到原生家庭

（family of orientation）中父母及手足、夫妻感情、夫妻個人因素、子女特質、家

庭社經地位、社會中朋友和鄰居、專家和權威、文化價值觀等---小系統、中間系

統、外系統、大系統的影響（黃迺毓，1996），而且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都支持

此論點。

5、個人中心理論

以卡爾‧羅吉斯(Carl Rogers)為主要代表人物。個人中心(client-centered)

理論是指個人中心輔導理論或當事人中心理論。其理論的重要概念包括：自我實

現、真誠、尊重與同理心，告訴我們每個人天生具有自發性，能自我引導往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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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設性方向發展，也提醒輔導員在輔導關係中，與個案維持良好的關係有助於

協助個案達到積極正向的改變。這些概念不僅是心理輔導的重要因素，也是親子

關係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因素。羅吉斯更指出真誠、同理與尊重的輔導態度是輔導

關係中的充要條件，個案內在心情被輔導員正確的了解與回應，能使個案產生力

量去肯定自己的經驗，並整合經驗所帶來的衝突。用於親職教育可協助父母自我

探索發掘其潛在親職能力，提升父母自我價值感。

6、阿德勒理論

阿德勒心理學(Adlerian psychology)屬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但更強調人的整體觀，認為人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人也只有

就整體來看才能加以了解。其主要概念包括：行為的內在決定因素、自卑與超越、

生活方式等。阿德勒認為行為是有目的與目標導向的，其內在決定因素包括：價

值、信仰、態度、目標、興趣、對現實的主觀覺知、自我實現的努力追求等。藉

由親職教育，可以影響父母的價值、態度，建立父母正確的親子教養觀。此外，

阿德勒強調每個人都有自卑感，且在兒童期就存在自卑感，自卑感是ㄧ種正常現

象，成長的過程便是不斷克服自卑的過程。另外，阿德勒也指出一個人的生活方

式是從早年在家庭的互動中學習而成的，父母的教養方式、手足的相處經驗、家

人關係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方式與人格發展。透過阿德勒理論可協助父母增進對

子女的了解，理解孩子每個行為都有其目的與意義。

從以上親職教育的相關理論來看，每個學理的基礎是多元且複雜的，因此學

校或相關單位在推行親職教育時，必須先對這些理論基礎有所認知，了解不同理

論的精神，才能針對各個層面思考，進而選擇最適合的方式設計及推行親職教育

活動或方案。

（二）親職教育方案模式

親職教育發展趨勢由個別輔導轉向團體訓練，親職教育方案更加的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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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論基礎也更加的多元化（引自洪淑萍，2008）。實施親職教育時若能依據某

種理論架構，選擇實施的方法和內容，比較能使活動成效提高，達成預期目標（盧

淑娟，2006）。為了協助父母有效地學習親職的知識及技能，許多學者紛紛投入

建構各種的訓練方案，以期將親職教育從觀念層次落實到專業層次及問題解決層

次（洪淑萍，2008）。目前國內的親職教育模式，大多引自國外著名的親職教育

模式，這些模式亦多根據前述之不同理論發展而來，以下分別就父母效能訓練、

反應式親子溝通、有效親職系統訓練、溝通分析及行為改變技術等五項親職教育

模式加以介紹。

1. 父母效能訓練

高登（Thomas Gordon，1989）所提倡的父母效能訓練（Parents' efficiency

training，簡稱 PET）是一套增進父母教養能力與促進親子正向關係的訓練模式，

其理論基礎為羅吉斯的當事人中心理論（client-centered theory）（盧淑娟，2006）。

當事人中心理論強調接受當事人，且不對當事人做評價。「父母效能訓練」的重

點如下：

(1)對孩子表達接受，讓孩子透露心聲

父母應以接納的口吻與態度，向子女表示自己已敞開心胸並期待瞭解他們的

感受，多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的訊息或動作如擁抱、稱讚等，鼓勵孩子勇敢地表達

自我的感受及想法。

(2)積極（主動）傾聽（active listening）

父母必須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然後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意即正確地說出

孩子內心的感受，需向孩子求證，不可以擅自加入自己的意見或分析。此方法重

點在於訓練父母學習無評價式的溝通方法，讓孩子瞭解自己不只在聽，並且關心

與了解他們所說的內容。

(3)「我－訊息」

高登提出「我－訊息」，強調父母要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說出來，並且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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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什麼有此感受，也同時說出為何父母對孩子的某些行為不高興或擔心。運用

此方法可以傳達父母的情緒與需求，展現其對子女的同理心，並且使孩子知道自

己的行為適當與否。

(4)「沒有輸家—雙贏」

登又稱此方法為「第三方法」，即親子需共同針對問題討論出一個彼此都可以

接受的解決策略，以達到雙贏的局面（張鐸嚴、何慧敏、陳美富、連心瑜，2004）。

2. 反應式親子溝通模式

此為吉諾特（Haim Ginott）提倡之親職教育模式，吉諾特的理念是父母要能

覺察自己的情緒，也要多聽子女說話。他鼓勵父母以「真實的人」來和子女相處，

且認為親職教育的重點在學習如何改善親子溝通（盧淑娟，2006）。其所提出的

親職教育論點主要如下：

(1)尊重孩子，善用技巧

父母與孩子相處時，重要的是讓孩子知道父母瞭解他們的感受，同時也尊重

他們的感受。父母應清楚地讓孩子知道：「我對你所做的事感到不高興，但不是

對你這個人。」

(2)重視孩子的情緒

許多孩子甚至是父母都不知道要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吉諾特認為，父母應

先理性地反映孩子的情緒，教孩子接納自己的情緒，並學會如何將之表達出來。

父母應善用「同理心」的溝通技巧，反應與澄清孩子的情感。

(3)注意孩子話語的「潛在意識」

孩子的行為與化與通常反映其情緒與需求，吉諾特認為情緒與需求比談話內

容還重要，所以父母除了要專心聽孩子說話之外，更重要的是需注意其話語中的

弦外之音。

(4)減少自我挫敗的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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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諾特強調父母在生氣時，不應該隨意地說出不信任、貶低或威脅孩子的話

語，因為這類的情緒字眼容易使孩子有挫敗的感覺，不僅會傷害到孩子，更可能

使得孩子不聽父母的話，甚至自暴自棄。

(5)稱讚與批評的原則

父母要適當地使用讚美，其重要的規則是：要針對孩子的努力與成就讚美，

而不能對其品格讚美。如此針對孩子的努力而給予稱讚，不但肯定了孩子的能力

與行為，孩子也會因為自己獲得了肯定而增強自信心；反之，批評的原則與讚美

相似，應就事論事，以避免替孩子塑造負面的自我形象（張鐸嚴、何慧敏、陳美

富、連心瑜，2004）。

3. 有效親職系統訓練

有效親職系統訓練（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由德克梅爾

（Don Dinkmeyer）和麥凱(Gary Mckay)兩人所提出的方案，其基本精神源自於崔

克斯（Rudolf Dreikurs）提倡之理論－阿德勒學派的心理學。其重點在以系統化

的方法，按部就班去預防與矯正不良行為，並有效與子女溝通（盧淑娟，2006）。

以下簡述有效親職系統訓練的要點：

(1)生活型態

「生活型態」可以說是個體思考、感受與行為的特殊方式，影響各體一生的

每個層面。阿德勒認為，人從小其實是透過與周圍成人的互動，進而認識自己，

塑造自我的形像，並逐漸建構出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看待世界的觀點。

(2)鼓勵

崔克斯強調鼓勵的重要性，他提出鼓勵是重視孩子的內在評量與貢獻。父母

應時常鼓勵孩子接納自己不好之處，對自己保有自信心，並幫助他瞭解自己的努

力和貢獻是看得見且受到肯定的。

(3)自然邏輯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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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邏輯後果讓孩子改變行為，相較於懲罰，它具有一些特性，如：藉以強

調社會秩序的實情、與錯誤行為有邏輯關係、把行為和行為者分開、關切現在和

未來的行為、聲音傳達了尊重和善意、呈現選擇性等。

(4)瞭解孩子不適當行為的目的

阿德勒認為，人都想追求歸屬感與價值感，成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同樣地、

孩子都希望能被愛和被接受，能夠融入某些群體，因此，孩子若有不適當行為的

表現，其實其最終目的只是要追求這份歸屬感和價值感。

(5)家庭會議

阿德勒與崔克斯均相信人是平等的，且需要透過教育才能使人類平等的共

識。家庭中父母與子女有社會性的平等，也就是在人的價值和尊嚴上是平等的，

因此，他們反對家庭中權力的操控，強調民主與合作的家庭氣氛對子女的人格塑

造有深遠的影響（張鐸嚴、何慧敏、陳美富、連心瑜，2004）。

4. 溝通分析模式

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簡稱 TA）理論是源自柏恩（Eric Berne）

所創的人格理論，相信父母是個人情感與經驗的主要影響力量。此模式重點在教

導父母如何協助孩子健全發展以及重視父母本身及內在需求（盧淑娟，2006）。

其重要概念有：

（1）健全人格發展要素

撫觸、關懷、傾聽、安慰、擁抱。

（2）四種心理地位/生活態度（life position）

「我好-你也好」、「我不好-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也不好」。

（3）人格結構

柏恩（Eric Berne）根據臨床經驗，將人格分為三種自我狀態：「父母

（Parent）」、「成人（Adult）」、「兒童（Children）」三種。父母自我狀態是個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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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父母的一切言行及思想觀念內化，而形成人們日後行事的準則。成人自我狀

態較具理性與現實，會依照過去的經驗去衡量並出合理的思考及決定。兒童自我

狀態則是屬於個人較自發性、較具反叛性且不成熟的自我狀態。任何人都會有不

同程度的 P-A-C 成份，若能以相同的狀態互動，則較不易產生衝突（引自洪淑萍，

2008）。

（4）人際溝通型態

A.互補溝通：溝通雙方的自我狀態是平行互動的，雙方相互滿足期待，此種溝通

能夠持續下去。

B.交叉溝通：溝通雙方的自我狀態形成交錯的現象，有一方未能獲得滿意或期待

中的答案，時常是答非所問，此種溝通無法維持。

C.曖昧溝通：溝通者的語言和實際動機不一致，通常可從聲調、表情、肢體等方

面透露出真正的意涵，此種溝通容易引起猜忌與誤會（張鐸嚴、何慧敏、陳美

富、連心瑜，2004）。

5. 行為改變模式

行為改變技術（The behavior changes method）源自於行為學派的理論，認為

行為是學習而來，不當的學習會造成不良的行為，若調整環境變因可以改變行

為，因此，其主要是運用學習理論去矯正不良適應行為的方法（張鐸嚴、何慧敏、

陳美富、連心瑜，2004）。其可用策略為：正增強、負增強與懲罰、隔離法、代

幣法、社交技巧訓練等，而「正增強」是行為管理的最佳法則。以行為學派的古

典制約、操作制約、模仿學習、社會學習、及認知學習理論為基礎，藉由父母刻

意的行為來達到修正孩子行為的目的（盧淑娟，2006）。

父母可以學習行為改變技術來改變孩子的行為，但在教導父母時要把握幾個

原則：(1)培養父母成為孩子行為發展上主動的訓練者；(2)先從容易改變的行為開

始；(3)儘量提供正面的後果來鼓勵孩子；(4)對行為評量與行為改變視同等重要；

(5)事前協助父母進行周詳的行為改變計劃；(6)不論個別或團體的學習指導者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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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經驗與訓練背景（盧淑娟，2006）。

經由前面的說明，可以發現每種親職教育模式均有其特色，而且都源自於不

同的理論觀點，這些親職教育模式均發展專有的師資培育課程，以確保使用者能

夠忠實帶出模式的精神，以達成預設的效果，維持方案的品質，也因此要使用前

述全套親職教育模式課程時，需要支付較高的學習費用。在國內，無論是機構或

學校在推廣親職教育時，除非是全套引自國外的課程模式，否則大部分提供親職

教育之課程內容，受限於經費限制，以及顧慮教育對象時間上的配合性，往往是

融合多種模式精神進行課程設計。

本研究係針對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進行親職課程設計，而這些家庭有較多的

經濟壓力，父親必須花較多時間在工作上以維持家庭生計，若期望外配家庭父親

持續性的長時間學習單一性完整親職教育模式內容，實有困難，因此本研究在設

計外配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時，將根據這些父親的親職需求為基礎，徵求親職教育

相關工作之專業人士設計課程，故不限定在單一親職教育模式的設計原則，而以

單元為設計主題，配合不同區域之父職需要，可搭配組合而成不同的父職教育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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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研研究究設設計計

第第一一節節 研研究究流流程程與與架架構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擬定四階段規劃之架構（請參考第一章圖 1-1），進一步發展

出系統化的步驟，本研究進行的程序與步驟如圖 3-1 所示:

舉辦專家
座談

進行個案
深度訪談

進行焦點
團體座談

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向專家邀稿 對外公開徵稿

專家學者審查 外配家庭父親審查

成立課程
發展小組

舉辦專家
座談

課程教材
撰寫

課程教材部份單元試辦與修正

圖 3-1 研究流程圖

擬定研究主題與範圍

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

1、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重要性
2、 父職教育相關研究
3、 成人教育需求與評估
4、 成人教育課程發展與規劃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評估與分析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發展規劃

進行課程教材專家審查與修正

編製外籍配偶父職教育參考手冊

彙整研究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發父職教育課程教材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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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

本計畫考量不同家庭研究典範應用能凸顯不同的研究特性，針對本研究對象

思考適用之研究方法，最後決定以質性研究策略為主進行本研究，詳細說明如下：

一、家庭研究方法演進與特性

家庭比其他社會學科領域之學術研究歷史較短，約自 1970 年起逐漸發展成

形（Marcos & Draper, 1990），隨整個社會變遷及許多家庭問題複雜化的影響而漸

受重視。早期研究對家庭的定義著重點在家庭成員部分，多半聚焦討論家庭制度

面的問題(蔡文輝，2000)；隨時代演進，隨著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頻繁使家庭生活

面向趨於複雜化，家庭研究的範圍除了包含家庭內部之外，也包括家庭以外的環

境、機構、人、事、物的層面，因此家庭研究更加複雜與多樣化，已發展成系統

地整合性觀點（Marcos ＆ Draper, 1990），涵括從初始的計劃概念到最後的分析

階段，關注於確定、測量家庭的現象。

學者認為家庭研究之發展比其他學科慢的原因很多，如：家庭研究被視為保

守；強調家是和諧的不應有問題；家庭研究具有其他學科少有的困擾。但另一重

要的因素應與家庭研究的型態有關(Doherty, Boss, LaRossa, Schumm, & Steinmetz,

1993)。根據 Doherty 等學者在 Sourcebook 整理家庭研究的歷史時，發現在許多

文獻中可見關於家庭的討論，唯早期多半沒有實證基礎，而是生活經驗所得，逐

漸演變出研究的模式。學者認為家庭研究之最早起源應是質性方法，多用人類學

的方式進研究；但受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論影響，量化的研究取向則主導家庭研

究相當長的時間，其中量化研究之哲學觀點源自實證主義，而質性研究則取自然

主義之理想主義觀，不過對於家庭現象複雜、變動的特質來說，每種方法都有其

應用上的優勢及限制，茲將量化與質性的兩大主流研究方法，應用於家庭研究時

之要點簡要說明如下：

（一）量化研究部分

量化設計應用在家庭研究上最大的優勢為能夠在較少的時間內透過數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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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較大範圍的家庭現象，難題則是測量結果是否能夠具有家庭現象的代表性：因

為研究對象多半以個人為主，無法展現其他家庭成員的想法，而家庭的面貌並不

能只由某一成員的意見來表示。此外，量化研究雖然經由合宜的抽樣、統計分析

可以驗證、瞭解、預測或控制一個事件，但是卻在理解、詮釋個體的經驗脈絡及

本質上有其限制(Creswell, 1994)。

（二）質化研究部分

質化研究則是後期家庭研究的發展取向。學者認為家庭研究已由現代主義朝

向後現代發展，更重視深度的討論，關心現象與文化脈絡的發展關連（Doherty,

1999）。選用質化的家庭研究設計較能反映出家庭的互動關係與真實性，符合家

庭運作的現象，貼近後現代主義的觀點。然而質性研究不僅耗時，由於研究者本

身就是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進行質性研究的能力非常重要：研究者必須觀察力

敏銳、有豐富的文字表達力，又能在研究的過程中隨時反省自我價值、檢視個人

在研究中的位置，以免落入個人式的主觀看法。此外，質性研究因為研究焦點相

當集中，難免容易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現象中。

二、研究題目與對象上的考量

雖然本土有關父職的研究漸漸發展而有些斬獲，尤其近年來王叢桂進行一系

列的父職相關研究已立下父職概念內涵的基礎，但仍欠缺關於外配家庭之父親的

探究。外配家庭在家庭結構性質上不同於以往的一般家庭，適應困擾情形較多，

被歸為弱勢的家庭，需要更多的關注，然而限於文化溝通的限制，要瞭解這些家

庭的適應與困擾必需從能夠溝通的本國男性著手。因此進行外配家庭親職問題的

探討時勢必應從現實世界中釐清這些父親的父職概念並加以比較、歸納後整理出

必需協助或是補強之處，重視的是這些爸爸們的實際體驗與感受，屬於情境與動

態脈絡的呈現，應以質性的研究設計較能貼近本研究所欲探求的目的。

基於前述考量，本研究透過專家座談、焦點團體座談等不同質性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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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外配家庭父職實踐的經驗分享、以及實際面臨的教養挑戰與教育需求等資料

的蒐集，獲取父職教育需求的具體內涵與實施方式，據此發展設計一套符合其需

求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含課程與教材），提出可行建議以及提供相關人員參考。

三、本計畫使用之各類研究方法及應用說明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除採用文件內容分析法外，並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半

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及「專家座談」、「焦點團體訪談」等，蒐集有關外籍配偶家

庭父職教育需求之相關資料，並採用「系統化方案設計模式」發展出相映的父職

教育課程與教材，以期達預期之研究目的。其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為內容分析的一種技術，專業文件對於研究工作可以是一種刺激，

指向一些未開拓的領域或建議（徐宗國,1997），可以用來蒐集與分析文本資料的

技術(朱柔若譯，2000)，是依據資料的內容，透過立項分類的規則，以客觀而系

統化的步驟，把文件內容所傳達的訊息，作為比較與推論的依據，進而探討有關

的主題，形同一種間接觀察方法，可以分析文件資料傳達之資訊，據以驗證或推

論。因此為了瞭解國內外的父職研究發展與需要再努力的方向，這些內容可以具

有溝通意義的圖像或文字等各種符號，而透過不同文件內容的分析與比較，可以

有更深入的了解文件中隱藏的理念。

本研究將選取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相關的專業報導及文獻資料加以分析，

進行之方式主要蒐集相關父職教育研究與教材內容，針對文件中所提到父職教育

求及課程教材發展與設計等訊息加以分析。

（二）深度訪談

運用訪談方式蒐集資料，目的在於從他人處得到正確的訊息(朱柔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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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屬於探求實務的

專業觀點，基於研究所需考量，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分從兩種對象進行資料蒐

集：

（1） 學齡兒童之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此為參與研究之主體，外配家庭的

父親經驗最能反映現場的需求性，裨益本計畫設計父職課程主題方向

上的指引。

（2） 對外籍配偶家庭具有長期服務與互動經驗的專業人士的觀點：這些專

業人士有輔導外配家庭的實務經驗，以專業角度結合實務工作經驗，

有助本計畫課程設計採用實務取向時亦兼顧專業上的可行性。

一般在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依訪談問題的嚴謹度可分為結構式、無結構

與半結構式訪談三種，其中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引導是訪談，假設訪談題目雖相

同，但受訪者對問題認知與個別生活經驗有差異，透過半開放式的訪談方式，可

兼顧彈性的原則，蒐集更多寶貴的研究資料。

深度訪談進行之方式，首先確定受訪對象的代表人員名單後，擬定配合本研

究目的所發展之研究訪談大綱後，再以電話邀請受訪對象接受訪談，配合受訪對

象的時間安排訪談時間，經徵得受訪對象同意下於訪談中進行錄音，隨時註記受

訪者的非語言性的訊息，訪談後敘寫訪談札記，補註特殊的感受或事項，以助於

訪談逐字稿之整理效益。最後針對逐字稿內容分析各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及專家學

者對於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教材發展的觀點，以整合出外籍配偶家庭父親之父職

教育需求分析及方案課程與教材研發之參考基礎。

（三）專家座談

專家座談又稱為專家判斷法，透過座談或會議方式、討論、溝通或交換意見，

藉此了解其研究探討議題，是短期內蒐集資料的最佳和有效的方法之ㄧ，但仍需

考量專家座談法可能延伸的缺點或風險，例如專家反應的意見可能僅是一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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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一定能完全呈現當事者實質感受，且在邀請專家時，應考量其具備的專業

領域智能，不應僅依賴研究所提供之資料（游家政，1996）。

本研究專家座談將邀請實務與學術業專業領域的專家參與，透過外籍配偶民

間服務團體與學界學者的密切對話與互動，實地了解外籍配偶家庭父親之父職教

育學習需求和參與形式，並邀請教學設計專家及教育專家針對父職教育及課程提

出相關策略和意見經驗，以作為方案發展設計之參考依據。

（四）焦點團體法

焦點訪談法（Focus group）是團體訪問的質化方法，早期普遍應用在商業界

的市場調查中，近十年來則受到國外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視，希望提升調查研究

資料的品質（Morgan, 1993，引自周雅容，1997）。應用焦點團體訪談可以在短時

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與對話（胡幼慧，1996），可用來探

究不同群體或階層人士的觀點，且從團體互動中可以獲得一些創見（高博銓，

2002）。

本研究主要邀請實務與學界不同群體參與焦點訪談，透過外籍配偶民間服務

團體學界的密切對話與互動，實地了解外籍配偶家庭父親之父職教育學習需求和

參與形式，並由教學設計專家及教育專家針對父職教育及課程提出相關策略和意

見經驗，以作為方案發展設計之參考依據。

進行之方式首先分別邀集『臺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國小外

籍配偶識字班、生活適應班學員家庭之父親及課程教學設計和教育專家等代表

6-8 人，再根據本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進行焦點座談，視團體的互動狀況與訪

談結果是否能有效獲致結論而調整成員的組合。基本上希望針對不同對象分群進

行焦點座談後，再分別邀集不同對象群代表作不同群體間的焦點團體座談，期望

透過分階段訪談的設計可以有效聚焦與獲致共識。

（五）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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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考量，本研究透過專家座談、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個別半結構式深

入訪談等多元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藉由其父職實踐的經驗分享、以及實際面臨的

教養挑戰與教育需求等資料的蒐集，剖析父職教育需求的具體內涵與實施方式，

進而據此發展設計一套合其需求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含課程與教材）。同時，

輔以問卷調查的方法，補強父職教育課程更面向的豐富與完整性。期望以多面向

的研究方法獲致適當的結果，提出可行建議以及提供相關人員參考。

依據四次的焦點團體訪談以及相關文獻整理，將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

根據生態系統理論，以父親為主體從小系統面向分成四類觀點，又依研究資料細

目內容，具體的指出不同需求項目，包括：（1）父親個人成長需求：「瞭解如何

掌握自己的情緒（如適當表達、減少負面情緒等）」、（2）孩子的成長需求：「瞭

解孩子的學校（如學校環境、課程特色與規定等）」、（3）父親與母親的互動需求

等：「瞭解如何協助妻子適應夫家的生活環境」、（4）關於父職教育資源的需求：

「瞭解教養子女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如：書籍、演講或課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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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研研究究步步驟驟

根據本研究目的及架構擬定步驟，詳細說明如下：

一、 進行外籍配偶家庭父親之父職教育需求分析

1. 文獻分析：以電腦檢索國內外相關期刊、研究論文資料等，蒐集並彙整

有關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參與父職教育需求相關資料與文獻。

2. 舉辦專家座談：以專家學者為對象，蒐集其對父職教育需求及實施之全

面性、綜合性、深度性的意見。本研究於 97 年 10 月 7 日邀請辦理外籍

配偶識字班、成長團體之國小主任、教師，臺北縣大豐國小洪有利校長、

『臺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黃乃輝理事長、賽珍珠基金會柯宇玲執行

長，本身即為外籍配偶的社工員阮白雪女士進行專家座談，就其長期對

外籍配偶的服務與互動經驗，提出其認為有關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父職

的教育需求之規範性看法，作為教材研發之參考依據。

3. 舉辦焦點團體座談：本研究於 97 年 10 月 29 日邀請臺北縣野柳國小曾秀

珠校長、臺北縣大豐國小洪福明主任、『臺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黃乃

輝理事長及國小外籍配偶識字班、生活適應班學員家庭之父親，林輝炎、

蔡德星、潘坤燦、陳斌德，進行焦點團體座談，實地了解其外籍配偶家

庭父親之父膱教育學習需求和偏好之父職教育參與形式。

4. 深入訪談：以學校、民間團體所推薦之立意取樣的方式，安排有學齡兒

童之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進行個別深度訪談，以更細緻掌握其教育需求。

5. 發展父職需求量表：透過資料蒐集、數次的深度訪談，以及兩次的專家

座談，外籍配偶家庭父職需求之內涵已經大致完成，內含包括孩子的教

養技能、父親本身情緒的管理、與妻子的互動溝通、在學校的親師溝通

等面向（詳見附件六父職需求量表），未免有遺漏之處，也著手進行父職

需求量表的調查研究，透過以補充質性研究所獲之父職教育需求資料。

6. 定期召開團隊會議：檢視計畫進度及資料彙整。從 97 年 9 月起，陸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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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13 次研究團隊小組會議，持續投入研究工作。團隊會議目的為討論專

家座談、焦點團體、個別訪談之訪談大綱，會議進行的相關工作（包括

會議資料的準備、邀請聯繫專家、公文及停車證的寄送等），以及會議逐

字稿分析。詳細議程與決議詳見附件一。

二、 研發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之課程與教材

1、 蒐集並彙整有關方案設計與課程發展之相關資料與文獻：以電腦檢索國

內外相關期刊、研究論文資料等。針對國內相關期刊、研究論文資料進

行文獻分析，特別蒐集並彙整以中南部的外籍配偶家庭為主要研究對象

的論文，以平衡不同區域觀點之偏差觀點。

2、 舉辦焦點團體座談：邀請教學設計專家及教育專家針對父膱教育及課程

設計提出相關策略和意見經驗，提供課程發展小組參考，據以發展方案

課程。

3、 專家書面審核建議：透過焦點訪談與專家座談整理之結果，進一步發展

成外籍配偶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單元大綱後，以書面方式委請嘉義大學黃

月純教授、廖永靜教授與屏東科技大學王淑清教授，協助審查之。

4、 成立方案課程發展小組（簡稱課程研發小組）：邀集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

者，依據前述探究所得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發展父職教育方

案內涵架構及方案學習教材。本研究邀請到有豐富外籍配偶教學的教師

一起研發課程，包含台北縣野柳國小曾秀珠校長、台北縣大觀國小蔡麗

琴、張簡意如、紀梅芳三位教師，以及中國青年和平團副執行長林彩媚，

屏東的王淑清老師、梁兆禎老師。

5、 召開課程撰寫會議：為確保課程研發小組能順利設計課程，本研究召開

課程撰寫會議，就方案課程之架構格式、內容完整性、教材實用性等多

方面做討論，並與課程研發小組確認各單元書寫的體例進行多次對話，

以發展符合外配家庭父親所需之內容。本課程發展小組最終於 9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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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完成初步方案課程之設計。

6、 向外徵求父職教育課程稿件：邀請民間團體（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雲

林縣家庭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中心）協助公告徵選稿

件訊息，並鼓勵該團體工作人員參與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課程及

教材撰寫之徵選活動。本次徵選活動並非原研究計畫內容，為考量設計

之課程兼顧不同地域性需求，因此增加徵稿活動，徵稿期間從四月初至

五月底，為期將近兩個月。

7、 邀請專家審查父職教育方案課程：透過專家審查以審核本研究研提與徵

得之外籍配偶父膱教育方案策略及內容適切性。本研究之課程發展小組

於 4 月完成課程編寫工作後，邀請專家擔任專業諮詢，定期召開專家諮

詢會議，針對計劃執行歷程提供專業意見並進行修訂。方案課程實際執

行推廣時，則邀請相關專業課程講師，協助執行帶領。其邀請專家諮詢

委員名單，依姓氏筆劃如下：

表 3-1 父職教育方案課程審查專家名單

姓 名 職 稱

王介言 高雄市婦權會人身安全組委員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總監

吳水銀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吳銀玉 光寶文教基金會

卓至中 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親

唐厚婷 台北市立家庭教育中心

曾秀珠 臺北縣野柳國小校長

黃乃輝 臺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理事長

舒潘瑤 南洋姐妹會理事長

魏素鄉 臺北縣大觀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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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邀請外配家庭父親提供父職教育方案課程之適切性意見：除了專家意見

外，本研究分別邀請兩位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就本研究所發展之課程。就

其內容需求性、適切性及進行方式是否具吸引性等提供意見，以確認課

程內涵適切性。

9、 定期召開計畫團隊會議：檢視計畫進度及資料彙整。課程發展團隊會議

自 3 月正式開始，陸續討論邀請教師名單、與各機構單位聯繫狀況、主

動前往與教師晤談。在透過前述各項研究工作後確認課程內容，隨即展

開父職教育手冊之設計工作，本計畫研發之父職教育手冊已於 6 月 15

日完成初步編製，詳細內容請參見「為愛起飛-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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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研研究究結結果果

透過系統化的研究步驟，依據本研究進程逐一呈現研究結果，首先說明經由

質化研究獲致之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教育需求，其次根據不同需求設計問卷調查

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及其配偶的意見，以確認本研究所得之父職需求面項皆能反應

外籍配偶家庭之實際狀況。接著進一步按照父職教育需求發展外配家庭父職教育

課程，並將課程按照不同需求面向歸整編製成外配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手冊，玆逐

一說明之。

第第一一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父父職職教教育育需需求求

一、父職教育需求

本研究依據四次的焦點團體訪談結果，將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分成四

個面向，包括增進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了解孩子發展之相關需求（以「孩子的成

長」示之，因本項內容較多又再區分為三個面向）、增進自己與妻子的多元互動

的關係（以「父親與配偶的互動」示之）、協助父親自我了解與情緒控制能力（以

「父親個人成長」示之），最後是關於學習有助於發揮父職角色之資源需求（以

「父親支持資源」示之）。為求歸納的各項需求內容均能反映出外籍配偶家庭的

真實狀況，因此根據前述四個需求面向的細目內容，設計成二十個題項，經由嘉

義大學黃月純教授、廖永靜教授與屏東科技大學王淑清教授三位專家提供書面審

查意見確認問卷之合宜性後，進一步以量化研究法實施問卷調查，以蒐集相關資

料輔佐質性資料之不足。茲將質性研究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質性研究結果

鑒於國內關於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研究資料鮮少，唯有探求這些父親的真實

感受，才可能研擬適切的教育方案。因此本研究初期的焦點訪談目標在於瞭解外

籍配偶家庭的父職經驗，聚焦在「外籍配偶家庭」的生活情境下，父職實踐的感

受，總共進行了兩次外配家庭父親的焦點座談，透過人際網絡而邀請到 15 位外

配家庭的父親參與，邀請則盡可能顧及參與討論父親的不同社經條件，以蒐集層



58

面較廣的訊息，參與訪談的外配家庭的父親名單請看表 4-1-1、表 4-1-2，訪談

大綱則請參見附件二-Ι。

表 4-1-1 第一次焦點座談-以外配家庭父親為主之座談名單

化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別 配偶國籍
子女年齡、性別與

就學狀況

阿中 34 大 學 工程師 越南 一女(2 歲)

阿永 39 碩 士 專案經理 泰國
三子(4 歲、大班、

小二)

阿光 43 高 中 基金會主管 柬埔寨 一女(大班)

阿宏 45 高 中 保險業人員 越南
一子一女（3歲、
4歲、皆未就學）

阿其 57 高 職 計程車司機 柬埔寨 一子(大班)

表 4-1-2 第二次焦點座談-以外配家庭父親為主之座談名單

化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別 配偶國籍
子女年齡、性別
與就學狀況

阿全 31 大 專 維修工程師 泰國 一子(11 個月)

阿建 37 國 中 清潔公司組長 越南 一女(中班)

阿信 43 國 中
房屋仲介公司

業務員
越南 一子(小班)

阿明 44 國 中 汽修人員 越南
二子(3 歲、大

班)

阿德 51 國 中 公司負責人 泰國
一子一女(小
三、小五)

阿進 54 大 學 公司業務諮詢 越南
一子(2 歲 7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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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第二次焦點座談-以外配家庭父親為主之座談名單（續）

化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別 配偶國籍
子女年齡、性別與

就學狀況

阿廷 47 大 專 公司職員 日本 二子(小二、小四)

阿慶
(緬甸華

僑)
37 小 學

公司服務
員

緬甸 二女(小一、小四)

阿巴
(尼泊爾)

廚師 台灣

阿友
(印尼)

公司作業
員

台灣

經過第一階段的父職焦點座談後，大致瞭解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親經驗中對於

教養子女與夫妻互動上都有些困擾，但是他們對於期望尋求的教育資源的意圖則

似乎沒有很明確的構想，可能是因為他們似乎對於政府提供哪些服務以及可以尋

求的資源管道都不太清楚，因此他們對尋求自己的親友網絡經驗來處理父職的困

擾。因此第三次與第四次的焦點訪談中我們略為調整訪談大綱的內容，邀請實際

從事外籍配偶家庭的相關服務工作者參與討論，期望獲致在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

教育建言。在第三次的訪談對象邀請與外籍配偶家庭互動性較高的專家就外籍配

偶家庭的父職需求與課程設計的考量進行討論，蒐集其對父職教育需求及實施之

全面性、綜合性、深度性的意見，就其長期對外籍配偶的服務與互動經驗，提出

其認為有關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父職的教育需求之規範性看法，作為教材研發之

參考依據，專家名單請見如表 4-1-3。

第四次仍然邀請從事外籍配偶家庭教育的相關人員參與，但亦邀請外籍配偶

家庭的父親加入，期望透過專家與父親們的對話，協助我們對於外配家庭的父職

教育課程有教務實性的思維。本次參與座談之名單請見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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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第一次焦點座談-專家名單

姓名 職稱
柯宇玲 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
阮白雲 賽珍珠基金會社工員
吳廷枋 安坑國小校長
洪有利 大豐國小校長
黃乃輝 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理事長

表 4-1-4 第二次焦點座談 –以外配家庭父親為主之座談名單
姓名 職稱
潘爸爸 * 大豐國小新住民家庭父親代表
蔡爸爸 * 大豐國小新住民家庭父親代表
林爸爸 * 安坑國小新住民家庭父親代表
辜爸爸 * 安坑國小新住民家庭父親代表
洪福明 大豐國小主任
陳爸爸 * 新住民家庭父親代表
曾秀珠 野柳國小校長
黃乃輝 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理事長

*註:為顧及隱私，僅以姓氏呈現參與座談的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們

本研究示著呈現焦點討論蒐集到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教育需求，討論大

綱亦以此為目的加以設計，透過兩次的焦點討論，我們歸納出四個面向的需求。

為呈現歸納的內容依據，以下先簡要整理有關外籍配偶家庭及父職淤需求的相關

情境與脈絡，再進一步彙整故事中對於父職需求的資訊，歸納出外籍配偶家庭之

父職需求。

1.外籍配偶家庭及父職生活脈絡

為呈現焦點座談的內容，增進閱讀者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職脈絡理解，因

此將研究中發現的資訊佐以敘說者的內容，並視需要引述參與對象的話語，另於

文後加註【】的身分代碼，表示敘說者的身分。代碼中第一個文字代表是專家（以

「專」註之）、外籍配偶（以「外配」註之）或是父親（以「爸」註之）的身分；

第二碼則是姓氏。至於為完整呈現敘述的語意，在不影響敘說者的原意前提下，

會於文中必要之處加註（）的說明，係由研究者詮釋並加以補充的內容，以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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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時的理解。

大體而言，經由兩次的座談結果發現，專家與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或是外籍

配偶的看法有需多相近的觀點，包括指出外籍配偶家庭的組成通常具有較多不利

的因素，項是這些父親本身對於缺乏對於婚姻生活的正確認識與準備，勢必影響

經營家庭。

他可能自己本身對於婚姻的準備度就不夠，更何況今天是一個跨國婚姻，所以他的準備度是

更欠缺的更不足的，他連自己本身同一個族性之間的婚姻準備度都不夠已經很欠缺了，要跨

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國度去的話，對他來講是更辛苦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知道，其實他

們要面臨的問題很多【專-吳】

此外，多數的參與座談者指出外籍配偶家庭仍然感受到外界的負面評價，影

響婆家的接受態度；另一方面，外籍配偶的娘家再當地也遭遇歧視的狀況。不難

想見外籍配偶在台灣生活遭受婆家與娘家雙方面的壓力。

因為他們（外籍配偶）來台灣，…，都被人家看不起。【專-黃】

婆婆或者是姑姑，就是這個家庭裡面的女性會比較在意那個標籤…婆婆都比較不希望說人家

知道她兒子娶這個（外籍配偶）怎麼樣…【專-洪】

結果他說他們（外籍配偶）那邊的人呀，就是走過或者騎車經過，…會撿起小石頭往他們家

裡扔，就是看不起這種人。【爸-蔡】

外籍配偶家庭的父母親其實都很用心的教導孩子，他們都相當關切孩子的學

習與生活的適應情形。或許是面對前述的壓力與困境，而且他們自覺教育孩學習

的能力不足，在必須負擔家庭經濟，總覺力有未逮，也因此更希望有好的方法來

幫助孩子的學習。簡言之，

因為媽媽沒有辦法教小孩，包括現在我連小孩功課我也沒有辦法教他【爸-蔡】

常常覺得說，語言上還有文化上不方便，哇，那教小孩就沒有辦法教，會產生一些銜接（的

問題），…，所以外籍新娘的小朋友會非常辛苦，雖然聰明，沒有辦法說，ㄟ，讓他有良好的

環境去學習【爸-林】

最重要還是小孩的教育問題…那小孩子的教育問題就是說，因為我們書也不是讀的很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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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會教他們) 【爸-潘】

我在跟我們那些爸爸們（外籍配偶家庭父親）談，他們是比較說，比較擔心孩子在小的階段，

如果那個…因為媽媽在華語這部份，可能就像…會說的比較沒有那麼好，那可能對孩子的影

響會比較大，那將來孩子在國語這部份會不會比較差。【專-洪】

或許政府的努力協助確實影響學校老師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尊重，但可能是

因為無法掌握適當與外配家庭互動的要領，爸爸感覺老師其實對於外籍配偶家庭

的態度是冷漠、有距離的。因此會期望學校教師能夠學習如何與外配家庭合宜互

動。

老師都變得很冷漠，可是他的冷漠不是他的問題，是政策的問題。…他們（老師）很怕去跟

這些外籍媽媽互動，怕講錯話，他們非常怕。…要扮演教育父母的角色，不能把孩子教好就

好，能不能將這個課程加入老師要如何面對這樣的爸爸媽媽【專-黃】

2.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需求

由於焦點座談的重點在於找出外籍配偶家庭所需的父職教育，因此對話中來

自於專家或是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們，都提出一些看法，據此我們勾勒出外籍配

偶家庭的父職需求。

承前所述，外配家庭的父母親非常關心孩子的適應與學習，他們提出希望學

習有關瞭解孩子發展相關知識的需求，還有期望學習如何和孩子互動。

因為媽媽沒有辦法教小孩，包括現在我連小孩功課我也沒有辦法教他…，那至少送他 OK，是

安親班會教【爸-蔡】

有沒有可能加強爸爸的角色，如何跟孩子互動，外配的爸爸通常不知道跟孩子互動，

會娶外配的爸爸，他們的學歷通常應該在高中以下…沒有辦法跟孩子互動【專-黃】

同樣是以孩子為焦點，台灣社會的升學壓力也是外配家庭父親的困擾源，他

們期望孩子在學校有好的學習，因此專家提出一方便要讓家長認識與了解台灣的

學制，還要協助這些父親如何與老師溝通與互動，才能有效協助孩子在台灣學校

體系中順利發展，適應學校生活。

我會覺得現在這個外籍配偶的家庭非常需要去瞭解我們台灣整個的體制…接下來台灣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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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體系，他（孩子）可以去念的，那這些的特色、收費狀況是怎麼樣？我覺得也必需要

讓這個外籍配偶還有那個她台灣的先生要去非常清楚的知道【專-柯】

因為你跟老師溝通比較好，孩子的學習情況也很好，所以在這個部份其實在爸爸的那個部份

其實趕快拉出去…就是說（教）爸爸怎麼樣跟學校的老師溝通，那這樣可以幫助那個小孩…

可以學習的更好。【專-洪】

有的專家則認為要扮演父親角色，首重父親應該學會自我覺察的能力，必須先

澄清對於家庭與婚姻的角色，做好扮演父親角色的心理準備以及願意學習才可能

有好成效。

我會先思考我們怎麼讓他先自己有一些省思的能力…他自己怎麼看待

他 組 織 的 這 個 家 庭 ？ 他 為 什 麼 需 要 組 織 這 個 家 ？ 可 能

會衍伸出什麼問題？那未來他對這個家庭有什麼憧憬？應該啟動他內

心這樣的一個想法，如果沒有辦法啟動他內心的想法，即使他知道的

再多也沒有用。那首先先感動他，感動他之後讓他知道現在有哪些部

分是不足的，我們才有辦法給他…就是說提供一些成長跟學習的機會

給他。【專-吳】

同樣也是強調父親應有正確的認知，但是將重點放在與妻子的互動上。專家

提到本國籍的父親應該要有包容的心看待自己的外籍妻子，學著去認識妻子的母

國文化，尊重文化上的差異，必要向孩子貶抑妻子的國家與文化，而且要學習如

何溝通，因為感情好，夫妻較容易一起為教養孩子而努力。

如果先生你既然已經去國外結婚，不管是老婆多窮或是沒錢，你還是要尊重一點，不應該這

樣教育小孩（嫌棄妻子的國家）。【外配-阮】

夫妻如果先溝通好要怎麼去教小孩的話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結果。【外配-阮】

一個碰到好像是一些文化差異…好像背景文化不同，…他們（外籍配偶）前一兩年應該是跟

我們很合得來，…我看過有一大部分的越南籍，這母系社會的，不是父系社會，絕對一些家

庭問題會在這邊衝突【爸-陳】

是不是也可以請他的先生發現他太太的優點，發現他國家的優點，他們文化的優點，他們生

活習慣的特色，從透過這個地方他去認識他、接納他【專-吳】

夫妻）兩邊都有提到就是所謂即時溝通，夫妻溝通不論是爸爸或是太太…都很重要，…以太

太這邊來講，她（外籍配偶）覺得如果（丈夫）可以更瞭解一下她的母國文化【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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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一個社福機構，滿需要讓這些外籍配偶的爸爸有很好的工作技能跟婚姻溝通的技

能，還有…親子教養的技能【專-柯】

容許孩子跟媽媽學母國的那個語言…那將來他們絕對會比在地的小朋友多會一種競爭力，而

且我看好未來在東南亞這邊未來是個趨勢。【專-洪】

雖然提出不同需求，不過談到上課的適當時機，卻似乎是困難重重，一來是

因為外配家庭的父親必須承擔家計大責，還要顧及外籍配偶，空出時間學習的可

能不大，甚至有爸爸表示教他們怎麼賺錢比去上課更重要。若要克服時間限制的

問題，提供便捷的多項資源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如果要叫父親要上什麼課啦，學什麼東西啦，應該是賺錢比較重要，課程比較不需要。【爸-

蔡】

爸爸的資源，類似這樣同性質的家庭，哪裡可以取得，這未來這也是可以給大家一個…，哪

裡可以取得這個【專-曾】

經由前面的內容，可以發現外籍配偶父因本身提到較多關於與孩子相處或了

解孩子的發展狀況需求，但對於自身的金生活是在學習的學期需求則來自於朱家

學者為多，這多少反映出未來進行父職教育課程，我們即將遭受的困境。也據此

發現經過研究小組多次開會確定共識後，設計成 20 個需求係項，做為發展父職

教育課程內涵的參照，整理的父職教育需求四面項 20 項系項目的結果如表 4-3

所示。其中需求的數字僅代表在問卷中的題項順序，且便於在統計表格中呈現，

並無重要性排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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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面向及細項目一覽表

需求面向 需求細項目

一、孩子的成長 需求 1 瞭解孩子的學校、

需求 2 瞭解孩子不同階段的發展

需求 3 瞭解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需求 4 瞭解各階段孩子的教養技能

需求 5 瞭解與孩子溝通的技巧

需求 6 瞭解如何尋找時間來陪孩子

需求 7 瞭解如何幫助孩子被同學接受

需求 8 瞭解如何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需求 9 瞭解如何教導孩子學習的態度與方法

需求 10 瞭解教導子女課業活動所需的相關知能

需求 11 瞭解如何與學校老師溝通

需求 12 瞭解如何跟孩子同學的家長們聊天、說話

二、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需求 14 瞭解如何經營愉快的家庭氣氛

需求 15 瞭解如何增進夫妻溝通的能力

需求 16 瞭解妻子母國家庭的特色

需求 17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適應夫家的生活環境

需求 18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成為好媽媽

需求 20 瞭解如何協助家人面對外界壓力

三、父親個人成長 需求 13 瞭解如何掌握自己的情緒（如適當表達、減少

負面情緒等）

四、父職支持資源 需求 19 了解教養子女所需要的各種資源

（二）量化調查結果

本研究量化調查的目的在於確認與補強本研究質化分析所得之需求內容，期

使各項需求均能反應外籍備偶家庭的狀況。問卷施測對象主要為外籍配偶家庭中

本國籍的父親以及外籍配偶，是希望除了父親之外，進一步要了解媽媽們期望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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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們扮演好父職角色，爸爸們需要學習哪些課程。由於我國過去對於外籍配偶家

庭存有的負面意識，多少影響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願意主動「曝光」的意願，加

上也希望可以獲得外籍配偶的意見，因此必須能夠具有一定的中文閱讀能力，並

不容找到大量的協助對象。因此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透過與外籍配偶家

庭有較密切互動的機構協助轉發問卷給外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與其配偶。在考量

地區性差異、家庭社經地位差別的考量，除了台北地區，刻意尋找中部與南部機

構協助發放問卷，提供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單位包括北區的台北縣大豐國小、安坑

國小、野柳國小，中部地區的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以及南部地區的屏東科技大

學幼保科王淑清教授等機構與人員，主要是透過各國民小學中附設的外籍配偶教

育班，請媽媽協助填寫問卷（母親卷均加標注音符號），並請媽媽們將父親卷帶

回家專轉交給父親填寫。總計發放 550 份問卷，最後回收 417 份問卷，其中父親

卷有 233 份，母親卷有 184 份（如果母親無法填寫則不加勉強，因此填寫份數明

顯少於父親部分）。由於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外籍配偶在臺適應較困難的東南亞

籍配偶家庭，大陸配偶與台灣的文化近似、語言相同，其與東南籍配偶在家庭生

活適應困難有所不同，因此排除大陸籍配偶的問卷，總計實際有效問卷為 362 份。

量化分析結果如下：

1.基本資料

由於採取立意調查，因此本研究調查的外籍配偶家庭以位於台北地區為多，

提供意見的主要是父親，各數值請見表 4-3。

至於本研究調查的外籍配偶家庭，外籍配偶的國籍主要為越南籍，占有

53.9%，19.5%為大陸籍(統計時將不納入處理)，16.7%為印尼籍，其他包括緬甸

（4.6％）、泰國（2.1％）、菲律賓（2.1％）、柬埔寨（1.1％），請參見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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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地區、單位、性別、居住地基本資料統計表

個數 百分比(%)

北區 280 67.1

中區 99 23.7

南區 38 9.1

地區

總計 417 100

大豐國小 177 42.5

安坑國小 52 12.5

野柳國小 51 12.2

雲林家庭教育中心 99 23.7

屏科大 38 9.1

單位

總計 417 100

父親 233 55.9

母親 184 44.1
父或母

總計 417 100

台北市 11 2.7

台北縣 262 63.9

雲林縣 99 24.1

屏東縣 38 9.3

居住縣市

總計 410 100

表 4-4 外籍配偶之國籍統計表

個數 百分比(%)

越南 152 53.9

泰國 6 2.1

印尼 47 16.7

緬甸 13 4.6

大陸 55 19.5

菲律賓 6 2.1

柬埔寨 3 1.1

國籍

總計 28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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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配偶的雙方雖分別各填一份問卷，一個家庭共填兩份，但許多基本料是相同的，

因此為避免重複計量，父親及其配偶資料相互檢正對照而作一次計算，即表 4-5 是已將

重覆的資料扣除，因此，本次問卷調查一共有 282 個外籍配偶家庭，扣掉 55 個大陸籍

配偶家庭，實則為 227 個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而在問卷調查中，會同時比較父親與母

親的想法，因此本次問卷調查有效份數為 362 份。

2.外籍配偶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對父職教育需求之看法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可知，整體來說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親與母親都認同確認本

研究所擬之各項父職需求內容。其中父親以對「父職支持資源」與「孩子的成長

-孩子各階段發展」之需求最為殷切，而母親則同樣認為父親最需要學習有關「孩

子的成長-孩子各階段發展」知識，其次則是「孩子的成長-孩子教養技巧」，各

面向需求統計結果請見表 4-5。

表 4-5 父親與母親在父職需求四面向的需求程度

孩子的成長需求

父或母

父親個人成長

需求 孩子學校課業 孩子各階段發展 孩子教養技巧

父親與妻子的

互動需求

父親支持資

源需求

個數 221 217 217 225 218 220

平均數 3.7376 3.9526 3.9908 3.9481 3.8043 3.9909

父親

標準差 .94575 .63755 .72002 .70132 .77180 .77631

個數 171 162 166 171 162 168

平均數 3.8713 4.0794 4.1416 4.0955 3.8951 4.0060

母親

標準差 .96762 .62138 .70892 .65127 .80904 .84412

個數 392 379 383 396 380 388

平均數 3.7959 4.0068 4.0561 4.0118 3.8430 3.9974

總和

標準差 .95643 .63298 .71821 .68323 .78812 .80534

至於各細項需求情形則於表4-6呈現，以對需求八「瞭解如何培養孩子良好
的生活習慣」最為殷切，母親則認為父親對於需求九「瞭解如何教導孩子學習的
態度與方法」最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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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父親與母親對各項需求的需求程度

父或母 需求1 需求2 需求3 需求4 需求5 需求6 需求7 需求8 需求9 需求10

個數 223 221 225 228 226 226 228 228 229 228

平均數 3.8341 4.0136 3.9467 4.0219 4.0221 3.8097 3.9211 4.1491 4.0218 3.9737

父

親

標準差 .87214 .76562 .82202 .72976 .81891 .85067 .85664 .73589 .82953 .80155

個數 175 171 171 177 178 175 177 176 178 172

平均數 3.9829 4.1462 4.1170 4.1299 4.1461 4.0000 4.0169 4.2330 4.1966 4.0930

母

親

標準差 .84060 .73302 .82484 .70715 .77460 .77311 .84930 .72289 .75209 .73553

個數 398 392 396 405 404 401 405 404 407 400

平均數 3.8995 4.0714 4.0202 4.0691 4.0767 3.8928 3.9630 4.1856 4.0983 4.0250

總

和

標準差 .86053 .75351 .82652 .72108 .80109 .82218 .85371 .73054 .80035 .77516

父或母 需求11 需求12 需求13 需求14 需求15 需求16 需求17 需求18 需求19 需求20

個數 223 226 221 229 227 229 227 225 220 225

平均數 3.9417 3.6681 3.7376 3.8777 3.7930 3.6594 3.7445 3.8889 3.9909 3.7956

父

親

標準差 .76004 .90458 .94575 .88500 .95766 .93526 .91007 .92152 .77631 .92243

個數 176 175 171 179 177 177 180 172 168 177

平均數 4.0398 3.8571 3.8713 3.9721 3.8870 3.7853 3.8667 3.9942 4.0060 3.8249

母

親

標準差 .74343 .92048 .96762 .93874 .95269 .90404 .94780 .93968 .84412 .95813

個數 399 401 392 408 404 406 407 397 388 402

平均數 3.9850 3.7506 3.7959 3.9191 3.8342 3.7143 3.7985 3.9345 3.9974 3.8085

總

和

標準差 .75340 .91524 .95643 .90905 .95544 .92277 .92779 .92972 .80534 .93725

3.不同居住地區對於父職需求程度之分析

整體而言，不同地區之父職需求情形，如表4-7所示，都會區如台北市樣本對於各

面向其需求程度皆相當高，其中又以「孩子各階段發展」需求為最高，而鄉村地區如雲

林縣，則以「父親支持資源」的需求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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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居住縣市與父職需求四面向的需求程度
孩子的成長需求

居住縣市

父親個人成

長需求 孩子學校課業 孩子各階段發展 孩子教養技巧

父親與妻子的

互動需求

父親支持資

源需求

個數 11 11 11 11 10 11

平均數 4.0909 4.3896 4.4545 4.3333 4.3667 4.1818

台北市

標準差 .53936 .42900 .52223 .44721 .39126 .60302

個數 244 234 235 246 240 240

平均數 3.8811 4.1160 4.1340 4.0718 3.9035 4.0708

台北縣

標準差 .97194 .58189 .67313 .66380 .79679 .80218

個數 95 93 95 96 91 96

平均數 3.6316 3.7588 3.7789 3.7986 3.6227 3.8958

雲林縣

標準差 .89979 .62766 .76741 .70001 .79382 .68793

個數 37 36 37 37 34 35

平均數 3.7027 3.8452 4.1757 4.0541 3.8039 3.8571

屏東縣

標準差 .87765 .81127 .76573 .76785 .70409 .87927

個數 387 374 378 390 375 382

平均數 3.8088 4.0092 4.0582 4.0103 3.8387 4.0105

總和

標準差 .94107 .63641 .72144 .68809 .79144 .7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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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父父職職教教育育課課程程發發展展

一、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之發展

基於前述所得之外配家庭父職教育需求，本研究著手規劃外配家庭之父職教

育課程，一方面邀集具有與外配家庭互動與教育經驗者，配合不同需求發展副職

教育課程，另一方面同時對外徵尋課程，期望可以匯整符應各項外配家庭之父職

教育需求的課程，並編輯成為教育手冊，提供從事教育與服務外配家庭的機構參

考，以利推廣外配家庭之父職教育工作。茲將向專家邀稿與對外徵稿的成果歸納

說明如下，詳細的課程內容可參見已彙整編輯之「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教育手

冊」。

（一）邀稿部分

本研究針對外籍配偶家庭發展之父職教育課程，是以本研究父職教育需求結

果為依據，透過近年來從事與參與外籍配偶家庭研究或教育工作專家的帶領或是

引薦，邀請實際對外籍配偶家庭具豐富教學經驗之國小教師與相關專業人士進行

課程方案之設計。邀請設計課程的對象包括魏素鄉校長（台北縣大觀國小校長）

團隊、曾秀珠校長（台北縣野柳國小校長）團隊、林彩媚（中國青年和平團副執

行長）、王淑清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團隊。

為確保本研究規劃之父職教育課程配合外配家庭之父職教育需求，本研究團

隊除召開撰寫會議外延擬共同的課程撰寫格式(包括時間考量的原則與從事該主

題教學時應具備的教學資源說明)提供父職教育課程撰寫者依循，亦隨時與不同

地區課程設計者密切聯繫，討論課程發展方向，確認各轉寫者負責之撰寫單元

等，務求研發出可行高且便於從事外配家庭父職教育之帶領者使用的課程手冊。

本研究根據父職教育需求結果而將課程分為四大面向發展，其中第四大面向

為父職支持資源需求，由本研究團隊蒐集資料彙整而得，不需進行課程設計，課

程設計者係根據其他三面向之外配家庭父職教育需求發展課程。本研究總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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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一單元，二十七項主題課程方案，各課程研發人員規劃課程與外配家庭之父

職需求皆有對應，請參見表 4-6，本研究邀請專家撰寫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

課程內容與符應之需求項目整理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研發人員與對應之父職教育需求

團隊帶領者 撰寫課程人員 需對應之父職教育需求

魏素鄉

臺北縣大觀國小校長

紀玫芳

張簡憶如

蔡麗琴

 瞭解孩子的學校

 瞭解如何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瞭解教導子女課業活動所需的相關知能

 瞭解如何跟孩子同學的家長們聊天、說話

 瞭解如何幫助孩子被同學接受

 瞭解如何教導孩子學習的態度與方法

 瞭解如何與學校老師溝通

曾秀珠

臺北縣野柳國小校長

曾秀珠

張麗敏

莊瑞朗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適應夫家的生活環境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成為好媽媽

 瞭解如何協助家人面對外界壓力

王淑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梁兆禎  瞭解與孩子溝通的技巧

 瞭解如何掌握自己的情緒

林彩媚

中國青年和平團副執

行長

林彩媚  瞭解孩子不同階段的發展

 瞭解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瞭解各階段孩子的教養技能

 瞭解如何尋找時間來陪孩子

黃馨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兼本研究主持人

蕭雅文

蔡欣育

陳怡臻

 瞭解如何增進夫妻溝通的能力

 瞭解妻子母國家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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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內容與符應之需求項目一覽表

需求面向 單元名稱
單元

時間
需求項目

（一）孩子的學校課業

 協助孩子適應學習環境
主題一 大手牽小手---了解孩子

的校園環境

主題二 快樂上學趣---協助孩子

適應團體生活及班規

主題三 微笑的天使---協助孩子

建立良好的品德

80min
20min

20min

40min

 瞭解孩子的學校

 瞭解如何培養孩子

良好的生活習慣

 孩子的學習，爸爸不缺席
主題一 分享的快樂—孩子與同

學相處問題的探討

主題二 蘋果成熟沒？—談學習

態度與方法

主題三 認識舉足輕重的朋友—
「溝通」

120min
40min

40min

40min

 瞭解如何幫助孩子

被同學接受

 瞭解如何教導孩子

學習的態度與方法

 瞭解如何與學校老

師溝通

 協助孩子學習
主題一 孩子在學校學些什麼?
主題二 我的孩子有沒有與別家

的孩子不一樣?

120min
80min
40min

 瞭解教導子女課業

活動所需的相關知

能

 瞭解如何跟孩子同

學的家長們聊天、

說話

（二）孩子發展與教養技巧

 了解孩子並不難～認識孩子
的發展需求

主題一 看見孩子的成長

主題二 孩子認知與學習

主題三 解讀孩子情緒密碼

主題四 與孩子健康探兩性

主題五 營養保健百分百

200min

40min
40min
40min
40min
40min

 瞭解孩子不同階

段的發展

 瞭解孩子成長過

程中的需求

 瞭解各階段孩子

的教養技能

 瞭解如何尋找時

間來陪孩子

一、孩子

的成長

 我的天才老爸－親子溝通暢
行無阻

主題一 和孩子談情說愛

120min

120min

 瞭解與孩子溝通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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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內容與符應之需求項目一覽表（續）

 新移民父親經營家庭策略～
牽手出頭天

主題一 有她，真好

主題二 愛的支票

主題三 轉個彎遇見愛

160min

80min
40min
40min

 瞭解如何經營愉

快的家庭氣氛

 給孩子未來婚姻一個希望~
夫妻溝通

100min  瞭解如何增進夫

妻溝通的能力

 全球下南洋－認識多元文化 100min  瞭解妻子母國家

庭的特色

 她是我的阿娜答
主題一 讓我爸爸扭一下

主題二 各說各話

主題三 記憶大挑戰

主題四 請聽我說

160min
40min
40min
40min
40min

 瞭解如何協助妻

子適應夫家的生

活環境

 瞭解如何協助妻

子成為好媽媽

二、父親

與配偶的

互動

 快樂的國際家庭
主題一 瞎子走路

主題二 拜訪社區

主題三 危險地帶

主題四 廚師點菜

160min
40min
40min
40min
40min

 瞭解如何協助家

人面對外界壓力

三、父親

個人成長

 我的天才老爸－親子溝通暢
行無阻

主題一 自己的顏色~自我肯定

主題二 黑松爸爸 VS 可樂弟弟~
情緒管理

120min

120min
120min

 瞭解如何掌握自

己的情緒（如適當

表達、減少負面情

緒等）

四、父職

支持資源

由本研究團隊蒐集相關資料彙整而得，並非課程設計之類目

（二）徵稿部分

本研究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發展，除了以邀稿的方式進行之外，同時

也以「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徵稿比賽」，徵求不同的課程設計，期

能以多元面向發展課程。凡臺灣各地家庭教育相關工作人員（含教師、志工）及

關心本議題之社會大眾皆可自由以個人或團體參加，皆提供此一有志從事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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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者教材發表之機會。透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中

心、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台北家庭教育中心等三個網站平台，公告此徵文比賽。

本次徵文比賽於五月底截稿，一共收到九份稿件，徵稿課程與本研究之外配

家庭父職教育需求之符應情形參見表 4-8 徵稿課程一覽表。

表 4-10 徵稿課程一覽表

對應之需求面向 課程總時間 課程設計主題與方案名稱

父親個人成長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孩子的成長

270 分鐘

一、關心我的心－外籍新移民家庭父親之情緒管理能力

（90分）

二、有緣千里來相會－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了解妻國

文化、特色（90分）

三、作個好爸爸－外籍新移民家庭父親之親職效能

（90分）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40 分鐘 讓你的孩子愛回家～家庭氣氛經營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180 分鐘
一、夫妻溝通（90 分）

二、父母親職（90 分）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180 分鐘

一、眼中的他人鏡中的自己（45 分）

二、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45 分）

三、溝通無障礙剎那變永恆（45 分）

四、終極鐵衛軍抗壓新盟主（45 分）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120 分鐘 其實我懂你的心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160 分鐘

（四節課）

一、有她，真好（80 分）

二、愛的支票（40 分）

三、轉個彎遇見愛（40分）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120 分鐘
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協助外籍妻子適應夫家

的生活

父親與配偶的互動 300 分鐘

一、「我說的話，你聽懂了嗎？」－「家庭會談技巧」

（50分）

二、「文化認同」－「油麻菜籽影片欣賞」（150 分）

三、「社區巡禮」－「閒話家常，社區事」（50分）

四、「做妻子的圓夢人」－「彼此不是負擔」（50分）

父職支持資源
240 分鐘

（四節課）
SOS-搶救困難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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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父父職職教教育育支支持持資資源源

本研究除將相關課程對照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歸納並將其中三大面

向以方案設計呈現成果外，第四大面向之父職支持資源需求系屬於參考性資訊，

因此本研究團隊積極蒐羅符應外籍配偶家庭父職需求中，對於如何協助外籍配偶

家庭父親發展其父職角色所需之資源，以提供給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相關工作

人員作為參考的資源。本研究分別蒐集與父親角色相關的繪本與書籍、與父職相

關的數位媒體資源（電影資源），以及提供法政單位的聯絡資訊，包括各縣市的

家庭教育中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機構。另外，在研究過程中，外籍配偶家庭父

親們，經常提到的重要需求資訊，即是各縣市監理單位與法律資源網站，由於外

籍配偶在臺灣有身分上的認定及法律上的限制，因此對於外籍配偶家庭而言，這

些法律諮詢是生活中不可不了解的一環，以下將分別呈現各項資源。

一、與父親角色相關的繪本與書籍

與父親角色相關的繪本與書籍，可以分成五個面向，包括親子關係、父親本

身、夫妻互動、多元文化互動與新移民社區資源網的認識和運用。以下分別呈現

各繪本的相關資訊與內容簡介，參見表 4-11-1～4-11-5。

表 4-11-1 親子關係主題之繪本與書籍
書名 內容簡介

爸爸，你愛我嗎？

史蒂芬．麥可．金/著 譯者：余治瑩

出版年：2000出版社：三之三

有一個男人很愛他的兒子，但他有一個煩惱，不知道

該怎麼讓兒子知道他的愛，於是他利用所收集的大大

小小盒子，做各種好玩的東西送給兒子。雖然有人嘲

笑他，但他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他已經找到一種特別

的方式，告訴兒子：「我愛你。」

你很特別

陸可鐸/著，馬第尼斯/繪 譯者：丘慧

文，郭恩惠

出版年：2000

出版社：道聲

這世界告訴孩子：「如果你......聰明、美麗、有才

能，你就很特別。」但是神告訴孩子：「你很特別，

因為你就是很特別，不需要任何條件。」人的價值在

於你如何看待你自己而非別人如何看你，要相信自己

永遠是最特別的，要肯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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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愛你

黛伯拉．泰南/著 譯者：羅玲妃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平安文化

哪些話會讓你與家人產生良性互動，哪些會加強家人

之間的溝通，哪些會使家人的關係變複雜，哪些能增

加家人的感情，還有哪些話會造成反效果…善用說話

力量，達成十全十美的家庭溝通。

爸爸你會想我嗎

溫蒂‧米高梅/著，珍妮佛‧伊修絲/繪

譯者：黃迺毓

出版年：2004

出版社：上誼文化公司

男孩不願爸爸遠行，本來氣氛有點兒彆扭和僵硬，但

爸爸貼心回應，照顧到孩子心理的感受，於是氣氛轉

為溫馨。

用愛心說實話

派翠西亞．麥基撒克/文，吉絲莉．波特/

圖 譯者：宋珮

出版年：2001

出版社：和英

作者運用簡單的故事、機智的文筆提醒我們如何說實

話。

猜猜我有多愛你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安妮 塔．婕朗/

圖 譯者：陳淑惠

出版年：2000

出版社：上誼

愛是難以形容與表達的東西，小兔子和大兔子用了好

多方法告訴對方，自己對對方的愛有多多。不過，不

管誰比誰多，他們的愛讓彼此都好滿足。

沒有人喜歡我

羅爾‧克利尚尼茲/文，圖 譯者：宋珮

出版年：2002

出版社：三之三

這是一個新居民適應環境的故事。

家有生氣小恐龍

提利‧羅伯埃克特/著，菲力浦‧古森斯/

繪 譯者：簡伊婕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大穎文化

從一個孩子的觀點來詮釋他的生氣怒火、他的生氣情

緒，藉著孩子的「他我」投射，來表達孩子期待自己

生氣時的所作所為都能夠被理解。而父母呢？或許除

了給予孩子適當管教之外，也應該充分理解自己的孩

子，尊重他也有表達生氣情緒的權利與方式。

挖鼻孔好好玩

達妮拉‧庫洛特－弗里施/文圖

譯者：高玉菁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三之三

讓爸爸媽媽們可以用另一種視野，面對親子溝通互動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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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夫妻互動」主題之繪本與書籍表

書名 內容簡介

好事成雙

巴貝柯爾/著 譯者：郭恩惠

出版年：2000

出版社：格林文化

一對人見人愛的兄妹，卻有一對問題父母。他們因為討厭

彼此而在家中爭鬧不休。兄妹們都懷疑爸爸媽媽是不是因

為生下他們才變得討厭對方。當他們搞清楚其實是爸爸媽

媽自己的問題之後，便設法協助父母親解決了婚姻的問題。

一條紅線

白蒂．米勒/著 譯者：賀道蓉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上堤文化

作者以看得見的紅線，象徵看不見的籓籬，引發兩個好朋

友的地盤之爭，寫法傳神，引人深思。

表 4-11-3 「父親本身」主題之繪本與書籍

表 4-11-4 「多元文化互動」主題之繪本與書籍

表 4-11-5 「新移民社區資源網的認識和運用」主題之繪本與書籍
書名 內容簡介

凱琪的包裹

坎達絲‧弗萊明/著，史黛西‧崔

森‧麥昆/繪 譯者：劉清彥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台灣東方

故事雖然脫胎自作者母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真實經

驗，卻巧妙的轉化為兩個小女孩在魚雁往返間建立友

誼、分享和幫助的故事。這樣的安排使身處不同時空和

文化背景的小孩，都能夠輕易跨越藩籬，走進她們的生

活，看見因人性中最真切、純淨的善良所帶來的改變。

書名 內容簡介

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

布魯斯．羅賓森 /著 譯者：但漢敏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野人

羅賓森醫生訪問了七十五位各行各業的忙碌爸爸，六十

三位的媽媽和孩子，與你分享如何照顧孩子、如何在家

庭與工作間找到平衡、如何與伴侶互相協助、如何與孩

子建立起全新的關係…

書名 內容簡介

自己的顏色

雷歐．里歐尼文/著 譯者：林真美

出版年：1997

出版社：遠流

變色龍改變體色....是為了生存在殘酷的大自然 但，

巧思的作者，轉換角度思考.... 牠...獨特，卻與週遭

固定顏色的動植物，顯得格格不入，曲高和寡 幸好，

世界如此遼闊，總能找到相同性情的「朋友」.....一

同分享 。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

小林豊/文圖

譯者：黃宣勳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魯文化

這本繪本以戰爭為主題，卻沒有畫出任何一幅戰爭場

景，然而，書中所傳達出戰爭的殘酷無情，卻震撼人心！

透過繪本的引導，帶入多元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化

等相關議題的串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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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媒體資源──電影

與父親角色相關之電影數量並不是非常的多，包含「克拉馬對克拉馬」、「扭

轉奇蹟」、「父子」等一共十八部影片，茲將各影片資訊按照出版年代逐一整理如

下表 4-14 所示。從出版年代可知有關於父親角色的影片似乎多在近年發展為多，

而且西方社會的影片佔絕大多數。或許與東西方文化差異有關，似乎華人社會的

父子影片較少且則多屬於父親較負面角色的故事類型，西方影片中父親有比較多

的幽默色彩。

表 4-12-1 與父親角色相關之電影一覽表--夫妻關係（按年代排序）

片名 年代/片長 劇情摘述 發行公司

玫瑰戰爭
The War of the

Roses

1989/
1 時 56 分

一對郎才女貌、人人稱羨的恩愛夫妻，經過十七年的婚
姻生活竟然離婚了，雙方的明爭暗鬥就此展開。

哥倫比亞
三星影片
公司

天生一對
The Parent Trap

1998/
2 時 7 分

夫妻分開後，雙胞胎女兒因參加營隊而相遇，女兒們決
定展開一段確認親情關係並努力促合父母的歷程。

哥倫比亞
三星影片
公司

Kiss 情人

The story of us
1999/

1 時 36 分
敘述中年夫妻所遭遇的相處困境以及如何面對及處理
的過程。

華納影片
公司

扭轉奇蹟

The Family Man

2001/

2 時 5 分

一夕之間，傑克從華爾街的名流仕紳，變成一位賣輪胎
的銷售員，並與大學時代的女友共組家庭，這一切的生
活讓捷克開始學會欣賞與珍惜。

春暉國際
影業

一個好爸爸

Run Papa Run
2008/

1 時 55 分

有著黑道背景的天恩和菜鳥律師美寶一見鍾情並有了
愛的結晶，為了愛護女兒，他極盡一切去隱瞞自己黑道
的身份、改變自己行事作風的歷程。

發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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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 與父親角色相關之電影一覽表--親子關係（按年代排序）

片名 年代/片長 劇情摘述 發行公司

克拉馬對克拉馬
Kramer Vs.
Kramer

1979/
1 時 45 分

描述一位父親為了照顧妻子離去留下的兒子，為了與妻
子爭取監護權所做的改變歷程。

哥倫比亞
三星影片
公司

看誰又在說話
Look Who's
Talking Too

1991/
1 時 22 分

看一位開著計程車的爸爸，與其做會計的妻子，如何與
兩個孩子相處的溫馨、逗趣情節。

西雅圖夜未眠
Sleepless In

Seattle

1993/
1 時 33 分

自從妻子病逝後，山姆獨自帶著兒子生活，因為兒子天
真又貼心的一次電台事件，讓山姆再次找到他的真愛。

哥倫比亞
三星影片
公司

獅子王

The Lion King
1994/

1 時 30 分
小獅王 Simba 的父親不斷地從世界萬物當中，和兒子
探討愛、責任、生命定位等等課題。

迪士尼公
司

美麗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1998/
1 時 33 分

在二次大戰殘酷無情的世界，和兒子一起關在集中營的
爸爸以玩遊戲的方式，保持兒子世界中的快樂與天真。

梅蘭坡影
業

那山、那人、那狗
Postman in the

Mountains

2000/
1 時 29 分

兒子接下父親二十多年來的郵差工作，在父親和忠狗的
陪伴之下，終於體會到父親的辛勞與意義。

春暉國際
影業

他不笨，他是我爸
爸

I am Sam

2002/
2 時 13 分

弱智的山姆獨自負擔起養育女兒的重責大任，山姆在朋
友及律師的幫助下，為爭取女兒的監護權而努力奮鬥。 邁拓娛樂

海底總動員
Finding Nemo

2003/
1 時 40 分

描述小丑魚 Nimo 因好奇心的驅使和父親走散了，心急
如焚的父親決定展開千里尋子之旅的過程。

博偉影片
公司

大智若愚
Big fish

2003/
1 時 50 分

兒子因覺得爸爸不切實際，父子關係總是疏離，在媽媽
試圖重新聯繫他們感情的同時，兒子才慢慢體會到爸爸
過去的際遇、心情及所有的人、事、物。

博偉影片
公司



81

表 4-12-2 與父親角色相關之電影一覽表--親子關係（按年代排序）（續）

超級杯奶爸
The Game Plan

2007/

1 時 53 分

一位七歲的小女孩突然出現在一位身價非凡的美式足
球員面前，並聲稱自己是他的女兒，父女之間的互動關
係就此展開。

博偉影片
公司

當幸福來敲門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2007/

1 時 56 分

描述一個單親爸爸，因為事業失敗窮途潦倒到無家可
歸，卻還得為擔起撫養兒子重擔而努力求職的過程。

博偉影片
公司

父子
After This Our

Exile

2007/
2 時 0 分

面對母親的離去以及父親成天窮愁潦倒的情緒，小孩只
得在害怕失風與恐懼父親中艱難度日。

山水國際
娛樂

愛情三選一
Definitely,

Maybe

2008/

1 時 51 分

正在和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的威爾，向女兒描述他和三個
截然不同的女孩的情史，並在女兒的幫助下，試圖去找
回那還存在的愛情。

環球影業

老爸行不行
Dad in Real Life

2008/

1 時 38 分

因喪妻而必須獨立撫養三個女兒的單親爸爸，從不曾對
任何女人動心，但這次卻愛上了弟弟剛交往不久的新女
友！

威望國際

我的火星小孩

Martian Child

2008/

1 時 48 分

敘述一個剛喪偶的科幻作家收養一個怪咖孤兒，兩人從
不熟識到相互感受到彼此內心深處的關懷與愛。

發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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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3 與父親角色相關之電影一覽表--家人關係（按年代排序）

片名 年代/片長 劇情摘述 發行公司

超人特攻隊

The Incredibles
2005/

1 時 39 分
描述超人家庭如何結合全家的心，合力打擊犯罪的冒險
歷程。

迪士尼公
司

RV 休旅任務
2006/

1 時 39 分
一位工作狂的父親，在面對已經允諾的家庭旅遊和公司
重要的會議，他帶著家人踏上刺激又有趣的旅程

哥倫比亞
三星影片
公司

命運好好玩

Click
2006/

1 時 46 分
一個遙控器，讓夢想成為建築師而竭盡所能的麥可，就
此以他想不到的方式遙控他的生活。

博偉影片
公司

三、外籍配偶相關服務機構

如前所述，外籍配偶家庭生活中，相關法律的諮詢不可或缺，因此提供法政

單位，相關服務處資訊，以便符應外籍配偶家庭的需求。以下將介紹各縣市家庭

教育中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機構、各縣市監理單位，以及法律資源網站。

（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機構

 外配家庭服務

以下是政府單位提供的外籍配偶家庭服務窗口，有任何資訊都可以打電話或

親自到這些服務站查詢。

表 4-13-1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外配家庭服務
機構/網站 聯絡方式

臺北縣政府新住民專區網
站

國際多元服務櫃台
☏02-2960-3456 轉 5122、5123

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02-2960-3456 轉 2871-2878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 1段 161 號 21 樓
☺ http://www.new-inhabitants.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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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外配家庭服務（續）
機構/網站 聯絡方式

屏東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

☏ (08)737-8821-211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 180 巷 35 號
☺ http://www.wplwh.org/wife/doc.php?Action=detail

&CPID=17
花蓮縣新移民教育服務網 ☺ http://iau.hlc.edu.tw/

台北縣仁興國小新移民學
習中心

☏02-2621-3783, 02-2621-8785
✍臺北縣淡水鎮興仁路 101 巷 10 號
☺ http://163.20.67.193/immigration/imm.HTM

臺北縣永定國小新移民學
習中心

☏02-26631288
☏02-26632021
✍臺北縣石碇鄉永定村蚯蚓坑 20 號
☺ http://tw.class.urlifelinks.com/class/?csid=

css000000055900

桃園縣新移民學習中心
☏03-4506279,4501450#222
✍桃園縣平鎮市龍南路 315 號
☺ http://163.30.118.12/main1_1.html

臺北市民政局
☏02-27208889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中央區 9樓
☺ 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page.htm

內政部戶政司
☏02-2356-5000
✍台北市徐州路 5號
☺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

=6396&ctNode=418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組

 台北
☏02-2343-2888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2 號 3~5F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04-22510799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五０三號一樓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07- 211- 0605
✍高雄市成功一路 436 號 2 樓

 外交部東部辦事處
☏03-833-1041
✍花蓮市中山路三七一號六樓

☺ http://www.boca.gov.tw/mp?mp=1
臺灣新移民---外籍新娘
的家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5
/jjes/index2.htm

台北市監理處線上模擬
考

☺http://tw.myblog.yahoo.com/jw!Cnxl_5.CERkp5pktKc
3VbAM-/article?mid=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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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外配家庭服務（續）
機構/網站 聯絡方式

96 教育部設置社區終身學
習中心一覽表

☺http://b001.senioredu.moe.gov.tw/ezcatfiles/b001
/img/img/20070205.xls

外籍配偶資源網 ☺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index.php

賽珍珠基金會
☏02-2369-888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56 號 4樓之 5

☺ http://www.psbf.org.tw/about_us.htm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移
民發展處

☏02-2230-7715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 55 號 3 樓
☺ http://edfb.womenweb.org.tw

南洋台灣姊妹會

 北部辦公室
☏02-25159943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264 號 3 樓

 南部辦公室
☏07-683-1430
✍高雄縣美濃鎮中正路二段 761 號

☺ http://www.tasat.org.tw/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妻國文化

以下分享了一些介紹東南亞國家的的網站，想要多瞭解配偶母國文化的爸

爸們，可以瀏覽這些網站，吸收更多文化方面的知識。例如一些網站有提供音樂，

看電視，廣告，手機鈴聲，玩遊戲、越南新娘證件辦理、當地美食、當地文化、

旅遊勝地、相關文章、越南音樂等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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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2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妻國文化
網站 聯絡方式

東南亞主題樂園
泰國

☺ http://music.siamza.com/

越南話題論壇 ☺ http://tw-vn.com/vbb/cmps_index.php?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 http://blog.yam.com/toiyeuvietnam

阿斌哥話越南的秘密基地
☺http://apingo.spaces.live.com/default.aspx?w

a=wsignin1.0&sa=448639278

越南社會文化學習網 ☺ http://blog.yam.com/hongzen63

泰國觀光局 ☺http://www.tattpe.org.tw/culture/index.pgp?p

age=drama.htm

越南文化古蹟討論歷史文

化學習網

☺http://culture.edu.tw/admin/note_show.php?gb

ookid=42511

越南社會文化學習網 ☺ http://blog.yam.com/hongzen63

世界遺產索引。中華世界
遺產協會

☺ http://www.what.org.tw/db/detail.asp?hid=147

漢越網路字典 ☺ http://pagesperso-orange.fr/dang.tk/langues/hanviet.htm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資訊查詢

以下提供一些資訊網，提供外籍配偶相關服務資訊及線上資源、生活適應輔導、優生保

健、就業權益、教育文化、子女教養...。

表 4-13-3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資訊查詢
相關網站 聯絡方式

新竹縣外籍配偶資訊網 ☺http://foreignbride.hcshb.gov.tw/

雲林縣外籍與大陸配偶照輔導服務
網

☺ http://care.yunlin.gov.tw/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 http://www.edu.tw/index.aspx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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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保健

提供免費線上醫療諮詢(Second Opinion)的國家網路醫院、新移民健康照護

管理、新移民子女發展篩檢。

表 4-13-4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衛生保健
機構/網站 聯絡方式

國家網路醫院  台北辦公室
☏02-29978616

✍台北縣新莊市長青街 2號

 台中一辦公室
☏04-22591999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 503 號 5 樓

 台中二辦公室
☏04-22550177

✍台中市干城街 95 號 3-4 樓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free/

outpatient.html?outpatient=chinese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http://www.bhp.doh.gov.tw/BHPnet/Por
tal/

中央健康保險局 ☺ http://www.nhi.gov.tw/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權益/法律諮詢

查詢外籍配偶家庭的一些法令與政策。提供家庭、婚姻相關法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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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5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權益/法律諮詢

機構/網站 聯絡方式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法務
部)

 本部
☏02-2314-6871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30 號

 第二辦公室
☏02-2316-7000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 1段 235 號

☺http://www.moj.gov.tw/lp.asp?CtNode

=227

66&CtUnit=5985&BaseDSD=7&mp=001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
全球資訊網

☺http://www.gender.edu.tw/gender/ind
ex.h

tm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 ☺http://tw.myblog.yahoo.com/migrants

2006/

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
網

☺ http://www.gender.tp.edu.tw/

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02-89127331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2 樓

☺ http://dspc.moi.gov.tw/mp.asp?mp=1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02-2502-8715

✍台北市龍江路 264 號 4 樓

☺ http://awakening.natwa.org.tw/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02-2367-9595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75 號 7 樓

☺ http://www.goh.org.tw/main.asp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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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資訊

提供就業諮詢服務、工作許可核發。

表 4-13-6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就業資訊
相關網站/機構 聯絡方式

勞委會職訓局 ☏02-85902567 轉 22

✍台北市延平北路 2段 83 號

☺ http://www.evta.gov.tw/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教育

提供家庭教育、成人教育、新移民子女教育等資訊。

表 4-13-7 外籍配偶家庭相關網站—教育
相關網站/機構 聯絡方式

教育部家庭教育聯合
網 ☺ http://familyed.moe.edu.tw/

教育部社教司 ☏02-7736-5689

✍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12 樓

☺http://www.edu.tw/society/index.asp
x

教育部國教司 ☏02-7736-5544

☏02-2356-5223

☏02-7736-5550

☏02-2397-6806

✍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

☺ http://www.edu.tw/EJE/index.aspx

新聞局國內處 ☏02-3356-8888

✍台北市天津街 2號

☺http://info.gio.gov.tw/mp.asp?mp=1 

備註：☏－代表聯絡電話、✍－代表聯絡地址、☺－代表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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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

全臺灣各縣市均設有服務站，設有專門工作人員提供電話諮詢及資訊服務，

其地址與電話資訊整理如表 4-14。

表 4-14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通訊資料

服務站 電話 地址

基隆市服務站

電話：
02-24281775、02-24276174、
02-24288275、02-24276374、
02-24277495
傳真：02-24285251

基隆市義一路 18 號 11 樓(A 棟)

臺北市服務站

電話：
02-23899983（查詢專線）
02-23883929（留學生、役男諮詢專線）
02-23885185（總機）
傳真：02-23310594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15 號

臺北縣服務站

電話：
02-89647960、02-89646937、
02-89648463 、 02-89647905
02-89648373、02-89648128、
02-89647169
傳真：02-89647208

臺北縣板橋市民族路168之 1號

桃園縣服務站

電話：
03-3314830、03-3310409、
03-3311098、03-3318243、
03-3317197、03-3318852、03-3314807
傳真：03-3314811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 1樓

新竹市服務站

電話：
03-5243517、03-5247357、
03-5246552、03-5245978、03-5242427
傳真：03-5245109

新竹市中華路 3段 12 號 1 樓、2
樓

新竹縣服務站

電話：
03-5514590、03-5519905、
03-5519716、03-5514845、03-5514847
傳真：03-5519452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 1樓

苗栗縣服務站
電話：
037-322350、037-327941、037-323655
傳真：037-321093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1291 巷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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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通訊資料（續）

服務站 電話 地址

臺中市服務站

電話：
04-22549981、04-22542545、
04-22541803、04-22548930
傳真：04-22545662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1 號 1 樓

臺中縣服務站

電話：
04-25261087、04-25269777、
04-25261052、04-25263974、
04-25267615
傳真：04-25268551

臺中縣豐原市中山路 280 號

彰化縣服務站

電話：
04-8349614、04-8347640、
04-8343307、04-8349095、
04-8344830、04-8346548
傳真：04-8349106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 18 號

南投縣服務站

電話：
049-2200065、049-2242235、
049-2248584
傳真：049-2247874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 87 號 1 樓

雲林縣服務站

電話：
05-5345971、05-5346029、
05-5346039、05-5346048、05-5346130
傳真：05-5346142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38 號 1 樓

嘉義市服務站

電話：
05-2313274、05-2319947、
05-2313773、05-2319104
傳真：05-2311297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 353 號 11 樓

嘉義縣服務站
電話：05-3623763
傳真：05-3621731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6號
1樓

臺南市服務站

電話：
06-2937641、06-2936210、
06-2936472、06-2938785
傳真：06-2935775

臺南市府前路 2段 370 號

臺南縣服務站
電話：
06-5817404、06-5816659、06-5817042
傳真：06-5818924

臺南縣善化鎮中山路353號 1樓

高雄市服務站

電話：
07-2211829、07-2722660、
07-2821432、07-2821400、
07-2916487、07-2213478、07-2823740
傳真：07-2821458、07-2153890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 1 路 436 號 1
樓、7樓



91

表 4-14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通訊資料（續）

服務站 電話 地址

高雄縣服務站

電話：
07-6212143、07-6236294、07-6218074
、07-6218804、07-6211446
傳真：07-6236334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 115 號

屏東縣服務站
電話：08-7216665、08-7215417
傳真：08-7214264

屏東市自立路 185 號

宜蘭縣服務站
電話：
03-9575448、03-9578455、03-9575523
傳真：03-9574949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 160巷
16 號 4F

花蓮縣服務站

電話：
03-8329700、03-8330007、
03-8332101、03-8332103、
03-8338803、03-8339903、03-8324324
傳真：03-833910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371 號 5F

臺東縣服務站
電話：089-361631
傳真：089-347103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 59 號

澎湖縣服務站
電話：
06-9267150、06-9269469、06-9264985
傳真：06-9269469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1樓

金門縣服務站
電話：
082-323701、082-323695
傳真：082-323641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 1 段 5 號 2
樓

連江縣服務站

電話：
0836-23741、0836-23738、
0836-23908、0836-23736
傳真：0836-23740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福沃村 135
號 2 樓

（三）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全臺灣各縣市均設有家庭教育中心，設有專門工作人員提供電話諮詢及資訊

服務，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地址與電話資訊整理如表 4-12。

表 4-15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通訊資料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 02-24271724 基隆市信一路 181 號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02-25419690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 110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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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通訊資料（續）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北縣家庭教育中心
02-2272-4881
02-2272-4883

臺北縣板橋市僑中一街 1-1 號 4 樓〈大觀國
中教研中心 4樓)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03-3366885 桃園市縣府路 1號 14 樓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03--5513708 竹北市中正西路 154 號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03-5319756
轉 250、251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 15 巷 1 號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037-327885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
（巨蛋東門)

臺中縣家庭教育中心 04-25283353 台中縣豐原市圓環東路 782 號 4 樓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04-22298885 臺中市40444北區太平路70號(太平國小旁)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049-2231191-309 南投市建國路一三五號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04-7261-885
04-7261-827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678 號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05-5346885
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 60 號(教師研習中心五
樓)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05-362-0747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8號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05-2754334 嘉義市山子頂 269-1 號
臺南縣家庭教育中心 06-6591068 臺南縣新營市秦漢街 118 號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06-2210510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127 號

高雄縣家庭教育中心
07-7477611
轉 1760-1

鳳山市光復路二段一三二號一樓

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
07-2153918
07-2157407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09 號四樓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7378465
屏東市華正路 80 號
(和平國小內)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03 - 933-3837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一段 36 號 1 樓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03-8462860
轉 532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一號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9-341149
台東市中華路二段 17 號
(東海運動公園內)

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 06-9262085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230 號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 082 - 325-630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六十號

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
( 083 )622-067 馬祖南竿鄉體育館

馬祖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臺灣師大家庭教育研究

與發展中心
(02)23635052
轉 18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暨南大學家庭教育研究
中心

049-2910960
轉 2798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
05-2743111
轉 3732、3737

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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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縣市監理單位

對於許多外籍配偶在生活適應上，需要盡快學會使用交通工具，便於協助與

處理家庭務工作，包括購物或是接送小孩，或是工作往返之需。各監理單位上班

受理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８：００至 下午 5：００(中午 12:00---13:00

不休息)。其服務項目除考、檢驗及新領牌照業務外，其它汽、機車，駕駛人各

項異動及繳納違規罰鍰等業務均受理。臺灣各縣市的監理單位聯絡方式請見表

4-17。

表 4-16 監理單位聯絡方式

所、站名稱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臺北區監理所 02-26884366 臺北縣樹林鎮中正路 248巷 7號

板橋監理站 02-22227835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 116-1
號

蘆洲監理站 02-22886883 臺北縣蘆洲市中山二路 163 號

基隆監理站 02-24515311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 296 號

花蓮監理站 03-8523166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152號

玉里監理分站 03-8883161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27 號

宜蘭監理站 03-9658461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 9號

新竹區監理所 03-5892051 新竹縣新埔鎮文德路三段 58 號

新竹市監理站 03-5327101 新竹市自由路 10 號

桃園監理站 03-3664222 桃園市介壽路 416 號

中壢監理站 03-4253990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 394 號

苗栗監理站 037-331806 苗栗市福麗里福麗 98 號

臺中區監理所 04-26912011
臺中縣大肚鄉瑞井村遊園路一
段 2號

臺中市監理站 04-22341103 臺中市北屯路 77 號

豐原監理站 04-25274229 豐原市豐東路 120 號

彰化監理站 04-7867161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
段 4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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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監理單位聯絡方式（續）

所、站名稱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南投監理站 049-2350923 南投市中興路 201 號

埔里監理分站 049-2980404 南投縣埔里鎮博愛路 9號

嘉義區監理所 05-3623939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 29 號

雲林監理站 05-5335892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411號

東勢監理分站 05-6991100 雲林縣東勢鄉所前街 5號

麻豆監理站 06-5723181
臺南縣麻豆鎮北勢里新生北路
551 號

新營監理站 06-6352845 臺南縣新營市大同路 55 號

臺南監理站 06-2696678 臺南市崇德路 1 號

嘉義市監理站 05-2770150 嘉義市東區保建街 89 號

高雄區監理所 07-7711101 高雄縣鳳山市武營路 361 號

屏東監理站 08-7666733 屏東市忠孝路 222 號

恆春監理分站 08-8892014 屏東縣恒春鎮西門路 92 號

旗山監理站 07-6613711 高雄縣旗山鎮旗文路 123-1 號

臺東監理站 089-311539 臺東市正氣北路 441 號

澎湖監理站 06-9211167 馬公市光華里 121 號

（四）法律資源網站

各福利團體都有提供相關的法律資源諮詢，詳見表 4-18。

表 4-17 外籍與大陸配偶法律諮詢服務窗口一覽表

單位 服務窗口 服務時段 服務地點 聯絡電話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
基金會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週二、週五
晚上 6：00～9：00
週六
上午 9：00～12：00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200 號
6 樓 02-66328282

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宏泰大樓 16 樓

02-2713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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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外籍與大陸配偶法律諮詢服務窗口一覽表（續）

單位 服務窗口 服務時段 服務地點 聯絡電話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為民服務中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27 號

02－3713261

轉 8423
02－331090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檢察署為民服
務中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段 91號

04－22232311
轉 2124

04－2229286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檢察署為民服
務中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臺南市中山路 170 號 06－2282111
轉 761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檢察署為民服
務中心

上班日
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 5：30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 586
號

07－5528630

法務部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檢察署為民服
務中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花蓮市民權路 127 號

03－8225112

轉 6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1.臺北市博愛路 131 號 1 樓

2.臺北市貴陽街 2 段 26 號 3
樓

02－23146871
轉 8252、6262
02－23899675
02－23817836

轉 8714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 12：30
下午 1：30～ 5：30

臺北縣土城市青雲路 138 號

02－22616192

轉 116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 12：30
下午 1：30～ 5：30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90 號 02－28331911
轉 124

02－2835186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桃園市法治路 1 號

03－3370737

轉 133、366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新竹市中正路 136 號

03－5254102

轉 406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苗栗市中正路 1149 號 037－36022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段 91號 04－22230921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57 號

049－2242602
轉 2013

049－224297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2 段
240 號

04－8357274
轉 322

04－8371295

法務部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 38 號 05－631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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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外籍與大陸配偶法律諮詢服務窗口一覽表（續）

單位 服務窗口 服務時段 服務地點 聯絡電話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嘉義市中山路 96 號 05－2782601
轉 11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 段

310 號

06－2959731

轉 110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 號

07－2161467
07－2161468

轉 3134
第二辦公室
07－2152565

轉 406

法務部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屏東市棒球路 11 號

08－7535211
轉 5120

08－7530448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臺東市浙江路 310 號 089－32804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花蓮市府前路 15 號

03－8226153

（3 線）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宜蘭市渭水路 51 號

03－9331561
03－9334561

轉 326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下午 5：30

基隆市東信路 178 號

02－24651171
轉 1101

法務部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檢察署為民服務中
心

上班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5：0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48 號 06－9260386

臺北市
秘書處聯合服務中心
法律諮詢櫃檯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市府大樓聯合服務中心

02-27208889
轉 6168

高雄市 法制局

週一、四、五
下午 3：00～5：00
週二、三
上午 9：30～11：30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
樓 高雄市聯合服務中心

07-3360521
07-3373708
07-3368333
轉 2851

臺北縣
行政大樓 1 樓
聯合服務中心

週一、二
下午 2：00～4：00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 號行政大樓 1 樓聯合服
務中心

02-29603456

宜蘭縣 秘書室法規課 8：00～17：30 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03-9251000
轉 1125～1127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法律諮詢中心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1：30

桃園市縣府路 1 號 03-3322101
轉 5615

新竹縣 本府服務中心
每月第一、三個週五
下午 2：30～4：3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本府服務中心
竹東鎮公所 3 樓調解室
湖口鄉公所 4 樓調解室

03-5518101
轉 369
03-5962824
03-599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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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外籍與大陸配偶法律諮詢服務窗口一覽表（續）

單位 服務窗口 服務時段 服務地點 聯絡電話
苗栗縣 民政局 8：00～17：00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037-322449

臺中縣
聯合服務中心
戶政工作站

8：00～17：00
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 36 號
本府聯合服務中心

04-25263100 轉 5003

彰化縣
民政局
（法律扶助）

週一
上午 9：00～11：00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
04-7273529

南投縣
行政室
行政救濟課

週三
上午 9：00～11：30

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縣府大廳 049-2246055

雲林縣
民政局
聯合服務中心

週一、週四上午 9：00
～11：00
週四、下午 2:30~4:30
週五（隔週服務）、下
午 2:30~4:3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05-5329504
05-5348585

嘉義縣 民政局
週五
下午 2：30～4：30

嘉義縣祥和新村祥和一路東
段 1 號 縣政府服務中心 05-3623456

臺南縣 台南縣政府

週三
上午 9：30～11：30
週六
上午 9：00～11：30

台南縣民治路 36 號（世紀大
樓 5 樓）

週三、週六：縣府法制課

06-6324264

高雄縣
高雄縣政府
縣長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00～5：00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 120
號

07-7417611

屏東縣 社會局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屏東市華正路 97 號 08-7385188

臺東縣 縣政府法制課
週一
上午 9：00～11：00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第二會議室

089-326141
轉 222、223

花蓮縣
民眾法律扶助
(北區)

週一
上午 9：00～11：30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路 6 號
花蓮縣政府馬上辦服務中心 03-8221206

澎湖縣 民政局
週一
下午 2：00～5：00

澎湖縣治平路 32 號 06-9274400
轉323

基隆市
聯合服務中心
民政局服務窗口

8：00～17：00
基隆市義一路 1 號
基隆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02-24201122
轉 1213

新竹市 民政局

週三
上午 9：30～11：30
週四
晚間 7：00～9：00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03)5216121
轉 425

臺中市 市府第二辦公大樓
週一至週五(面談)
下午 2：00～5：00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 53 號 1 樓 04-22289111

嘉義市 民政局
週一
上午 9：00～12：00

嘉義市中山路 160 號
本府第二會議室

05-2254321
轉 242

臺南市 市民服務中心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1：00
下午 6：00～8：00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6 號 06-3901472

金門縣 民政局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24173

連江縣 企劃室法制課
週一至週五
8：00～17：30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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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第第一一節節 結結論論

本研究透過研究小組成員的小組研討、焦點訪談、專家座談、個別訪談，並

輔以量化問卷的資料蒐集，整合出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需求，並進一步依據

需求，邀請參與外籍配偶教育之實務工作者與本研究團隊，共同發展課程，最後

並邀請專家審查課程，完成本次之研究。具體言之，本研究獲得下列四項結論：

一、本研究完成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具體需求，可作為相關

課程研發與活動辦理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透過多元方法進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的探討，獲得具體外籍

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包括四大層面，二十項需求（數字僅代表問卷中的題號

順序，無關排序），分別是：

（一）孩子的成長需求 ：

需求 1 瞭解孩子的學校、

需求 2 瞭解孩子不同階段的發展

需求 3 瞭解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需求 4 瞭解各階段孩子的教養技能

需求 5 瞭解與孩子溝通的技巧

需求 6 瞭解如何尋找時間來陪孩子

需求 7 瞭解如何幫助孩子被同學接受

需求 8 瞭解如何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需求 9 瞭解如何教導孩子學習的態度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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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10 瞭解教導子女課業活動所需的相關知能

需求 11 瞭解如何與學校老師溝通

需求 12 瞭解如何跟孩子同學的家長們聊天、說話

（二）父親與妻子的互動需求

需求 14 瞭解如何經營愉快的家庭氣氛

需求 15 瞭解如何增進夫妻溝通的能力

需求 16 瞭解妻子母國家庭的特色

需求 17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適應夫家的生活環境

需求 18 瞭解如何協助妻子成為好媽媽

需求 20 瞭解如何協助家人面對外界壓力

（三）父親個人成長需求

需求 13 瞭解如何掌握自己的情緒（如適當表達、減少負面情緒等）

（四）父職支持資源需求

需求 19 了解教養子女所需要的各種資源

以上四大面向之二十項需求，可作為相關單位研發外籍配偶家庭方案之參

考，同時也可提供相關機構辦理外籍配偶家庭活動時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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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一套具備多元文化觀的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

本研究所發展完成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是以外籍配偶家庭中

父親為主體，重視父親共同的經驗與其多元不同之需求，同時還特別強調育有學

齡階段孩童父親的需要，除傳統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所著重的生活經營領域

外，也兼顧其個人與夫妻的需求，同時，也蒐集整理協助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發揮

父職角色所需之各項支持性資源。

本研究發展「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共計四大主題，發展十二個單元

四十一項主題的課程方案，範圍廣泛，可供各單位實施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時之參

考。

三、本研究為發展「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活動課程」，針對父職

教育需求內涵而擬定，符合教學需要與相關行政人員推動外

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教學之所需

本研究除研發團隊依據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編撰各單元，除分別邀

請都會區與非都會區之教師撰寫各單元外，也同時以徵稿方式進行課程方案的蒐

集，本研究在完成各單元方案後，亦進一步邀請學者專家，以及外籍配偶家庭之

父親，重新檢視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之合宜性，並加以修正，最後再

由研究小組綜合相關意見作一統整，以期本研究所發展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

課程方案能符合不同地區、不同單位與相關行政人員推動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

之所需。

四、本研究發展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活動課程」，包括教學

活動設計所需之各項資料與資源，內容豐富，不僅課程形式

活潑，單元也可以分別抽取使用，具有彈性，可作為外籍配

偶家庭父職教育實施之教學參考指引

本研究發展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以協助父親發揮親職角色，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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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福祉，設計多種單元課程，每個單元內容包括課程理念、教學目標、教學

時間、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參考書目，不僅課程形式活潑，單元也可以分

別抽取使用，非常具有彈性。

基於考量城鄉地區的不同特性，在每個課程中會加註「小叮嚀」，提醒使用

者改以當地素材取代原先課程中的實例，讓施教者能夠融入當地文化材料；另顧

及不同媒體條件的教學環境，亦於課程中呈現替代教學方法，期望可以降低因物

理環境導致實施課程的侷限，務求讓有需要的對象感覺便捷、可行，並且能夠「隨

取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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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相關師資之培訓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實施成功之關鍵，教學帶領者佔有非常重要之地

位，如何經營出具有多元文化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教學帶領者的理念

與教學方法的應用，是亟需加以培育的，因此如何在現有外籍配偶家庭教育教學

帶領者群中，針對配合本研究多元文化與父職教育之精神，給予合宜之培訓，也

是相關主管單位當務之急所需要完成的任務。

其中具體的實施方式，除由中央或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各項師資培

訓外，亦可鼓勵高等教育機構以各種研習、座談、演講方式，增進外籍配偶家庭

父職教育師資體悟本套課程之精神。

（二）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活動辦理相關人員之培訓

各機構方案實施之活動辦理人員，是方案實施的靈魂人物，如何使其瞭解本

方案之精神，並進一步能在各有限人力資源中，完成方案設計與方案實施之督

導，透過研習與培訓是一便捷的途徑，同樣亦可以鼓勵、委辦或補助等方式，由

相關機構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活動辦理相關人員加以培訓，使各

機構之活動辦理人員能熟知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係以父親為主體，且在各

不同課程中皆能以「多元文化」為貫串之精神。

（三）整體後續推廣工作之實施

本套課程實施後，仍需要許多的配套措施以支持，建議包括：

1.中央政府應逐年編列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推展的相關業務預算經費。

2.建立師資供需資訊系統，提供各界諮詢。

3.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實施網路建構與資源開發。

4.建立監督機制與激勵措施，鼓勵更多優質團體辦理優質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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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宣導工作之進行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是一項服務性的工作，讓更多的團體熟悉並且願意使

用本套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使其發揮更大的效能，宣導工作的進行是迫

切且必要的!運用多種不同的管道、形式進行宣導，並策略性的引導各個團體瞭

解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活動設計理念、方法及運用之道。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的宣導，其目的不只在宣導示課程的實用性，同

時在透過宣導，引起各單位之重視，並因有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可供

參考，而願意嘗試運用，透過本課程方案使其有機會接觸、瞭解，進而引發其對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的關注，因此，主管行政機關透過相關行政歷程，進而可

讓更多單位瞭解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

二、對辦理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機構之建議

（一）依機構屬性選擇合宜之外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單元

本課程是以「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為核心，強調以父職教育作為課程方案設

計的依據，活動對象可包含父親、父親與母親或適合全家參與，因此，各辦理外

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機構，皆能從本套課程中依自身機構屬性選擇合宜之學習單

元。同時，依本方案架構，也可提供各機構檢視活動辦理時，還可以有哪些是過

去所未能關照實施的面向，進而加以補實之。

（二）依不同地區之需求選擇適宜之課程方案單元

本方案課程發展之內容包含多元，不同機構辦理各項活動，其參與之外籍配

偶家庭需求多元、分立，尤其是育有學齡階段兒童的外籍配偶家庭，有其各自獨

特之需求，如何在各單位設計課程時，能符應其需求又能配合機構課程管理，本

套課程方案教學目標所示之單元，是一個提供共同溝通的具體項目。



104

（三）機構實施本方案之注意事項

1.師資的要求

本方案架構主要是提供給各機構辦理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方案設計者

參考，方案設計人員並不一定就是相關課程之講師，因此各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

育實施本方案架構所設計之活動時，需要特別著重師資理念之溝通，同時也應配

合活動中父職教育需求情況，適當的施予不同教學準備。

2.舉辦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之觀摩進修活動

要讓老師能夠瞭解本研究所發展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透過教師進

修活動，提供觀摩教學機會，是一個具體可行的方式，教師透過專業發展，進修

的歷程，可以有機會瞭解與接近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透過與教師自身密切的

進修活動（如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觀摩進修活動），以助益其多元文化專業

知能，強化其對多元文化的敏感度。

（四）各機構實施本方案後之成效評估

方案實施是否能達成目標，成效評估至為重要，因此，各機構宜有實施成效

評估的機制，尤其是課程的檢討與修正，可提供未來機構本身承辦相關業務之參

考，亦可做為未來修訂本方案架構的依據。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發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之數位教材

本研究在幾場與專家、外籍配偶服務機構、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訪談中，發

現外籍配偶家庭課程方案的實施，主要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讓這些父親們來接

受這些課程方案，因此，若能將本套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方案發展成

數位教材，提供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們不因場地、時間受限，而可隨時、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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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合適的時間來接受這些課程，對於其推展將更能發揮效益。

（二）發展全面性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活動規劃示例

本研究發展之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主要乃針對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

育，然而課程的實施，除父親參與外，如何搭配實施單位機構整體活動，或是各

項機構之綜合活動，如學校日，或是潛在課程來進行父職教育，將可以發揮更多

效益，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不同類型、性質機構，發展各項外籍配

偶家庭父職教育活動配套措施。

（三）發展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教材評量指標

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實施成效如何？什麼樣的課程、教材才是外籍配偶家

庭父職教育課程適當之教材？有許多教材，雖有述及父職教育的概念，但有些是

複製歧視，有些是有多元文化之名，卻沒有多元文化之實，如何檢核外籍配偶家

庭父職教育教材是否符應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精神，發展符合多元文化外籍

配偶家庭父職教育之教材評量指標，以作為教師檢核教材之依據，因此，建議未

來研究發展符合多元文化之教材評量指標乃當務之急。



106

參參考考文文獻獻

一、中文部分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編（1995）。成人教育辭典。台北：師大書苑。

內政部（2009）。內政部全球資訊網-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html

王大維（2000）。“父職參與”或“參與親職的父親”？應用心理研究，7，12-18。

王光宗（2003）。我是外籍新娘，我也是一個母親--臺南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孩

子入學後初探，南縣國教，9，頁 29-31。

王筱雲（2005）。外籍配偶親職效能感課程設計實施與成效評估研究。嘉義大學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王叢桂（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131-171。

王麗玲（1996）。南區大專學生對父親家庭角色態度之探討。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朱玉玲（2002）。澎湖縣外籍配偶生活經驗之探討。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朱柔若譯（2000）。社會學研究方法。台北：揚智。

朱湘吉（1994）。教學科技的發展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行政院主計處（2008）。各縣市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09703）。2008 年 4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gateway/stpequ01.cgi

何青蓉（1995）。需求評估概念的澄清與分析。成人教育，23，41-46。

何青蓉（2003）。跨國婚姻移民教育初探：從一些思考陷阱談起。成人教育雙月

刊，75。

吳秀照（2004）。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對於發展遲緩子女的教養環境與主體經驗

初探－從生態系統觀點及相關研究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5，159-175。

吳宗曄（2005）。雲林縣本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之國小高年級子女親子關係對其

生活適應之影響。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吳國松（2005）。南投縣國民小學辦理外籍配偶識字教育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107

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李正傑（2000）。已婚男性的父職經驗與父職教育方案需求：以三代同堂的雙薪

家庭為例。載於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主編），跨世紀展望未來-家庭教育

課程規劃與方案推展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頁 201-233），嘉義市。

李明臻（2006）。彰化縣幼稚園外籍配偶家庭需求研究。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李英端（2006）。牽手出頭天—跨國婚姻中臺灣男性婚姻調適與學習需求之研究。

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李湘凌（2005）。外籍配偶家庭教養觀對其子女口語表達影響之研究—以一個外

籍配偶家庭為例。國教天地，53（4），57-66。

李愛華（2003）。高雄市國中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需求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李愛華（2003）。高雄市國中學生家長對親職教育需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李瑞金（2004）。新移民女性的文化適應問題-以外籍配偶大陸配偶為例。取自

http://www.cares.org.tw/Workshop/Immigration/Treatise/

李維純（2006）。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其青少年子女自我概念發展與轉換之探討

研究。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李麗日（2007）。新移民家庭正式社會支持網絡之認識與運用-以中部六縣市為例。

載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2007）。新移民

子女教育，97-120。台北縣：冠學文化。

周芳怡（2004）。生命歷程中的生活素養學習－埔里外籍配偶之敘事研究 。暨南

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周雅容（1997）。焦點團體法在調查研究上的應用。調查研究，第3期，台北：中

研院調查研究工作室。

周蔚譯（1995）。J. W. Could & R. E. Gunther 著。當男人，做爸爸。台北市：麥格

羅希爾。

林如萍、周麗端、徐達光、柯澍馨、唐先梅 （2005）。家庭資源與管理。台北：

空大。



108

林家興（2007）。親職教育的原理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

林振春（1995）。社教活動需求評估的方法。社教雙月刊，47，20-27。

林彩媚（2007）。父職教育數位學習方案發展之行動研究-以「e 爸樂學網」建置

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林彩釉（2007）。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討論。載於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2007）。新移民子女教育，7-30。台

北縣：冠學文化。

林惠雅（2000）。 母親與幼兒互動中之教養行為分析。應用心理學研究，6：75-96。

林維言（2005）。臺灣地區東南亞女性外籍配偶之社會福利需求初探。暨南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林振隆（2004）。外籍配偶親職勝任感及親職教育需求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邱方睎（2003）。東南亞外籍新娘家庭問題與協助需求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101，176-181。

洪久賢（2001）。家庭生活教育的性別議題：女性主義觀點。載於中華民國家庭

教育學會（主編），家庭生活教育（頁 57-82）。台北市：師大書苑。

洪郁雯（2006）。發展外籍配偶子女數學教與學模式之個案研究─以國小四年級學

生為例。嘉義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洪淑萍（2008）。新移民女性親職教育方案之行動研究－以家有學齡兒童為例。

段鴻裕（2005.5.17）。雲林小一生 1/4新臺灣之子。聯合新聞網。檢索日期：2005.5.17.

取自 http://udn.com/NASApp/rightprt.

胡慧嘉（2007）。彰化市外籍配偶婚姻衝突調適與家庭支持之研究。國立中正大

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徐如美（2005）。外籍母親親職教育課程實施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徐宗國（1997）。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徐美漪（2007）。 淺談新移民親職教育政策。 家庭教育雙月刊，6，53-64。

徐綺穗（2000）。父職及其子女行為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8：193-204。



109

徐麗賢（2003）。大陸台商父職實踐程度與實踐需求之研究。嘉義大學家庭教育

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翁翊秦（2007）。外籍配偶在臺適應問題及對國小子女教養態度與經驗之研究-以

嘉義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翁慧雯（2004）。搭起學習的另一座橋－以外籍配偶子女進行課後輔導之行動研

究。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馬藹萱（2004）。跨國婚姻子女族群認同之初探。政治大學社會系。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高博銓（2002）。全球化與教育改革。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2，6-22。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張雅翕（2007）。移民社會網絡及政治參與─以「南洋臺灣姊妹會」為例 。國立

中正大學政治學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張鐸言、何慧敏、陳富美、連心瑜（2005）。親職教育。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

莫藜藜、賴佩玲（2004）。臺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社區發

展季刊，39，45-92。

郭佳華（2001）。父親參與父職教育方案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089NCYU0658002。

郭靜晃、薛慧平（2004）。外籍配偶母職角色轉換困境與需求之探析--以東南亞外

籍女性配偶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05，116-132。

陳巧倫（2004）。護理繼續教育方案規劃人員專業能力與培訓需求評估之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陳玉安（2003）。學校女性義工學習需求評估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陳亞甄（2005）。外籍配偶先生的婚姻觀與婚姻生活。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陳維君（2006）。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之研究─以育有學齡兒童父親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陳慧娟（1996）。「需求評估」在我國成人教育活動設計上的應用分析。國立中正



110

大學成人暨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陳瑩蓉（2004）。嘉義縣外籍配偶需求與服務輸送體系之探討—社會排除觀點。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陳麗如（2005）。父母對子女學習資的影響-家庭資源之探討。教育與社會研究，9，

121-152。

游家政（1996）。德懷術及其在課程研究上的應用。花蓮師院學報，6，1-24。

黃月純（2006）。美國親職教育方案及其對外及配偶子女教育的啟示。臺灣教育，

24-33。

黃弘彰（2006）。國小外籍配偶子女社會支持、自我概念與學習適應之相關研究。

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志隆（2006）。外籍配偶社會支持網絡、學習動機與學習參與之相關研究—以

台中縣外籍配偶識字專班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嘉義

黃松溝（2005）。父親參與家庭團體方案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俊杰（2007）。苗栗縣東南亞籍女性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識字學習因素之研究。

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政傑（1995）。成人教育課程設計。台北：師大書苑。

黃迺毓（1996）。臺灣地區父母之子女教養方式與子女社會化之研究（II）。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黃淑滿（2006）。新移民子女學習適應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會

福利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詩杏（2005）。以無字圖畫書為橋樑-教導外籍配偶親子共讀之行動研究。嘉義

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德祥（1997）。親職教育。台北：偉華。

黃慧森（2001）。高職男生親職角色知覺與認同之研究-以屏東縣市為例。國立嘉

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馨慧（2002），成人婦女教育訓練的策劃與實施。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



111

（主編），婦女教育（頁 123-141）。台北：師大書苑。

黃馨慧（2005）。行政院農委會「外籍配偶在地生活能力促進策略之研究」，計畫

編號：94 農科-3.1.4-輔-#1。

黃馨慧（2005b）。外籍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教育。教師天地，135，19-25。

楊美雪（1996）。由教學設計觀點論需求評估的模式與內涵。教學科技與媒體，

26，26-35。

楊家興（2000）。自學式教材設計手冊。臺北：心理。

楊慧貞（2005）。越南籍女性配偶家庭親子互動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

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楊麗容（2007）。國中生父親參與父職教育之需求、意願及阻礙因素之研究。國

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095NCNU5658023。

溫雨蓉（2006）。跨國婚姻中臺灣籍男性之婚姻品質。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溫清欽（2006）。國民小學外籍配偶學童與本籍配偶家庭學童行為困擾與生活適

應之比較研究--以新竹縣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輔導

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廖梅芳（2006）。台中市國小新住民子女行為困擾與因應策略之研究。靜宜大學

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熊辛蘭（2005）。外籍配偶親職教育需求與家庭支持之相關研究。靜宜大學青少

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劉秀燕（2003）。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國

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劉保祿（2006）。嘉義市教育局推動外籍配偶識字班之行動研究。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潘秀如（2007） 。彰化縣外籍配偶參與識字學習對其授權增能之影響。國立中

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台北：心理。



112

蔡文輝 (2000)。婚姻與家庭-家庭社會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蔡秀菊（2006）。田尾鄉外籍配偶生活調適與社會網絡之研究。嘉義大學史地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蔡雅玉（2001）。台越跨國婚姻現象初探。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台南。

鄭予靜（2004）。臺灣爸爸的父職經驗--分析台越跨文化家庭之親職互動。暨南大

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鄭惠萍（2002）。雙親教養態度、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生活事件與青少年心理

健康。成功大學護理學所碩士論文。

盧淑娟（2006）。國民小學親職教育方案規劃成效之自我評估研究。國立中正大

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蕭昭娟（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賴麗珍（2006）。外籍新娘配偶的父職角色之研究。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研究所幼兒教育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謝秀芬（1998）。臺灣女性的家庭角色觀與工作觀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

報，4，1－34。

鍾重發（2004）。臺灣男性擇娶外籍配偶之生活經驗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政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藍佩嘉（2008）。性別與跨國遷移-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黃淑玲、游美惠主編，

頁225-248，巨流出版。

魏秀珍（ 2005）。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

庭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魏惠娟（1995）。成人教育方案發展的系統分析與應用。台北：師大師苑。

魏慧娟（2001）。成人教育方案發展：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

魏麗敏（2007）。新移民家庭親子團體諮商技巧之研究—以南投縣一所國小為例。

載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2007）。新移民



113

子女教育，53-96。台北縣：冠學文化。

二、英文部分

Andrews, D. H., Goodson, L. A., & Anglin, G. (199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l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G. Anglin (Ed.),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Bradshaw, J .R.(1972).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ed. New Society, 496, pp 640-643.

Center for Family Research (2009).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From:http://www.cfr.uga.edu/.

Campbell, M. & Eggerling-Boeck, J. (2006).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Mutiracial Adolescents.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6: 633-653.

Cooksey, E. C. & Fondell, M. M. (1996). Spending Structure on Fathers’ and 

Children’s Liv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3): 693-707.

Cooney, T. M. & Radina, M. E. (2000). Adjustment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Are

Mutiracial Children at Risk?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0(4):

445-454.

Creswell, J. W.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oherty, W. J. (1999). Responsible Fathering: An Over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May: 277-292.

Doherty, W. J., Boss, P. G., LaRossa, R., Schumm, W. R. & Steinmetz, S. K. (1993).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In Doherty, W. J., Boss, p.

G., LaRossa, R., Schumm, W. R. & Steinmetz, S. K.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p. 3-30）. N. Y.: Plenum



114

Press.

Doherty, W. J., Kouneski, E. F., & Erickson, M.F. (1998). Responsible fathering: An

overview and com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277-292.

Glick, D.F. (2004). Program management. In M.Stanhope , J. Lancaster. (EDs.),

Community & public health nursing (pp.490-515). St.Louis：Mosby.

Gopalkrishnan, N & Babacan, H. (2007). Ties That Bind: Marriage And Partner

Choice In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Australia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Identities, Jul-Sep2007, Vol. 14 Issue 4, P507-526.

Herman, M. (1985). Forced to Choose: Some Determainants of Racial Identification

in Multiracial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75(3): 730-748.

Husen, T. & Postlethewaife, T. N. (eds.). (1985).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6).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Husen, T. & Postlethewaife, T. N. (eds.). (1985).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vol.6).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hinger-Tallman, M, & Cooney, T. M. (2005). Familues in Context: An introduction.

LA: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Kao, G. (1999). Racial Ident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 Examination of

Biracial Asia and African American Youth. Journal of Asia American Studies

2(3): 229-249.

Knowles, M. S. (1975). Self-directed learning：A guide for learners and teachers.

Chicago：Follett.

Knowles, M. S. (1980). 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 from Pedagogy to

Andragogy. Chicago : Associatio

Lamb, M. E.(1986). The changing role of fatherhood. In M. E. Lamb (Ed.). The

father’s role：Applied perspectives (pp.3-27).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115

Lamb, M. E.(2000).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9(2/3), 23-42。

LaRossa, R. (1988). Fatherhood and social change . Family Relations, 37(4),

451-458.

LaRossa, R., Gordon, B. A., Wilson, R. J., Bairan, A., & Jaret, C. (1991). The

Fluctuating Image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Fath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4), 987-996.

Lee, S. M. & Edmonston, B. (2005). “New Marriages, New Families: U.S. Racial

and Hispanic Intermarriage.”Population Bulletin 62(2): 3-36.

Marcos, A. C.; Draper, T. W. (1990). Capturing Family Variables. In Sigel, I. E. &

Brody, G. H. (Eds), Methods of Family Research. (p. 13-47). New T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Inc.

Nadler, L. (1982).Designing training programs. Reading：Addison-Wesley.

Pennigton, F.C. (1980). Need assessment：Concept, model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F. C.

Pennington (Ed.) Assessing education needs of adul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pp.1-14.

Powell, L. H. & Cassidy, D. (2001). Parenting Education. In Family Life Education,

Ch10.

Canad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Richard, U. J., Li, R. M., & Hendrickson-Smith, J. (2003). Health and Behavior Risks

of Adolescents with Mixed Race Identity. American Public Health, 93:

1865-1870.

Seels, B.B., & Richey C.R. (1994).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 the definition and

domains of the field.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White, R. M., Roosa, M. W., Weaver, S. R., & Nair, R. L. (2009). Cultural and



116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arenting in Mex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iy, 71 (Feb.), 61-79.

Zhang, Y. & Hook, J. V. (2009). Martial Dissolution Among Interracial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iy, 71 (Feb.), 95-107.

網路資料

雅虎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星光大道【電影快報】http://www.starblvd.com/

監理所資料 http://www.thb.gov.tw/new_main_01_07_body.htm



117

附附 錄錄
附附件件一一：：研研究究團團隊隊小小組組會會議議紀紀錄錄彙彙整整目目錄錄
次數 時間/地點 主要討論事項

第一次會議 97/09/04（四）10：00
師大人發系 2F 會議室

1、研究計畫相關資料說明及確認工作進度。
2、本研究團隊研究助理工作及經費之分配原則。

第二次會議 97/09/11（四）15：00
師大人發系 2F 小會議

室

1、本研究計畫之教案徵稿內容確認及相關諮詢資
源網絡建立。

2、本研究計畫案後續進度與會議時間之安排。
第三次會議 97/09/19（五）12：00

師大人發系研究室
1、討論資源名冊建立之工作分配。
2、討論期刊和論文文獻之電子檔整理工作分配。
3、討論專家會議事前工作。

第四次會議 97/09/26（五）10：30
師大人發系研究室

1、討論文獻資料之整理進度。
2、討論專家會議事前工作進度。

第五次會議 97/11/07（五）09：00
師大人發系 2F 小會議

室

1、討論兩次專家座談會之檢討，及工作進度。
2、討論專家座談逐字稿之分析處理方式及進度。
3、討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之分配及進度。

第六次會議 97/11/27（四）08：3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A

1、討論文獻整理及專家座談逐字稿分析之進度。
2、討論父職教育需求問卷之設計。
3、討論課程方案之徵文方式。
4、討論課程之焦點團體訪談細節。

第七次會議 97/12/04（四）08：0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A

1、討論文獻整理及專家座談逐字稿分析之進度。
2、討論父職教育需求問卷之設計。
3、助理報告經費運用狀況。
4、討論課程方案之徵文方式。

第八次會議 97/12/08（四）08：1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A

1、擬定父職教育需求問卷與課程方案徵稿之內
容。

2、討論課程專家請益之相關聯繫事宜。
第九次會議 98/01/08（四）08：1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A
1、討論寒假之工作進度。

第十次會議 98/02/12（四）09：0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文獻資料之整理進度。
2、討論父職教育需求問卷發放之聯繫事宜，及未

來工作流程。
3、徵稿禮品及相關聯繫工作之分配。

第十一次會議 98/02/13（一）12：0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B

1、討論文獻資料之整理進度。
2、討論課程單元之遊戲設計。
3、討論父職教育需求問卷之內容及問卷發放工

作。
第十二次會議 98/03/03（二）16：3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徵稿內容及相關聯繫事宜。
2、討論期中報告資料準備之工作。
3、討論課程撰寫與試教相關聯繫事宜。

第十三次會議 98/03/09（一）12：0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期中報告資料準備之內容及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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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會議 98/03/17（二）16：3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徵稿禮品聯繫事宜。
2、討論期中報告檢討及後續工作分配。
3、討論 3/23（一）到大觀參訪相關準備事宜。

第十五次會議 98/03/30（一）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期中報告後續工作
(文獻蒐集與補強與課程撰寫之工作分配)

2、整理 3/23（一）到大觀參訪的結果。
3、整理 3/26（四）與曾校長溝通課程發展的

狀況。
第十六次會議 98/04/06（一）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研究團隊之課程撰寫進度。
2、討論文獻整理格式。
3、討論問卷回收情形及回收後的量化工作。

第十七次會議 98/04/16（四）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研究團隊之課程撰寫進度
2、討論其他課程撰寫進度的追蹤結果。
3、討論問卷回收後的量化工作及進度。

第十八次會議 98/04/30（四）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問卷編碼作業及整理狀況。
2、討論徵稿詢問單位後續追蹤結果。
3、討論課程審查相關事宜。
4、討論試教相關事宜。

第十九次會議 98/05/04（一）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討論課程撰寫追蹤結果。
2、討論徵稿詢問單位後續追蹤結果。
3、討論課程審查相關事宜。
4、討論試教相關事宜。

第二十次會議 98/05/11（一）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問卷量化工作進度。
2、討論課程撰寫追蹤。
3、討論教案初審結果。
4、討論課程審查（複審）會議相關事宜。
5、討論徵稿詢問單位後續追蹤結果。

第二十一次會議 98/05/19（二）16：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問卷量化工作進度。
2、討論徵稿後續工作。
3、討論第一次課程審查會議準備與聯繫事宜。

第二十二次會議 98/05/26（二）12：10
師大人發系會議室 A

1、檢視問卷量化工作進度。
2、討論課程方案後續統整工作。
3、討論期末報告之工作分配。
4、討論文獻整理格式及工作分配。
5、討論訪談相關事宜。

第二十三次會議
98/06/01（一）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問卷量化工作進度。
2、檢視課程教案回收狀況。
3、討論期末報告之進度與工作分配。
4、討論文獻整理之進度。
5、討論訪談相關事宜。

第二十四次會議
98/06/09（二）12：10
師大人發系小會議室

1、檢視問卷量化工作進度。
2、討論手冊設計與排版。
3、討論期末報告之進度與工作分配。
4、討論文獻整理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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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二二：：專專家家座座談談會會議議會會議議資資料料彙彙整整

Ⅰ、『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方案發展研究計畫』

父職教育需求-父親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一、你認為跨國家庭父親，與太太間的子女教養分工應如何分配？目前實際生活中與妻
子的分工狀況如何？主要的困難或是挑戰為何？

二、請你分享自己在照顧與教養幼稚園子女（或是小學階段子女）時有哪些值得欣慰、
遭遇困難或面臨的挑戰？當時你的感受如何、以及克服或突破的方式為何？

三、請回想自己小時候，父母是怎樣照顧、管教你的？當時與父母的相處情形又是如
何？所以，當自己成為父親後心態上有什麼樣的感受？是否會影響你在教養小孩時
的作法？

四、請你分享一下當自己扮演父親角色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方面感到不足，覺得還需
要學習的？（例如夫妻溝通、婚姻諮商、子女教養、自己的資源在哪裡、了解妻國
文化、家庭相關知能、家庭財務知能…等等）。

五、在教養幼稚園子女上，各位最期望得到政府或教育機構什麼樣的支持與協助（例如
生活適應與照顧、育兒知識、關懷與輔導子女的方法、做父母自我成長需求等等）？
在教養小學階段的子女情況呢？是否與幼稚園階段小孩相同或是不同？

六、請各位談一談希望在實施親職教育課程或方案時，採何種方式、時間、時段與地點，
最能引起能參與的興趣與意願？

七、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務很多，你曾利用政府提供的相關福利服務嗎？你使用後的感受
怎麼樣？（生活適應輔導班、國中小補校、家庭教育學習活動、就業服務、福利補
助津貼、發展遲緩早期療育、免付費電話諮詢、取得書籍手冊、觀看外籍配偶節目
或是其他服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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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方案發展研究」

第三次專家與父親座談會 討論大綱
97 年 10 月 07 日

1. 您認為身為外籍配偶的先生及外籍配偶家庭子女的父親，
與一般家庭的先生、父親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特質？其在
家庭有沒有面臨哪些問題或挑戰？（例如夫妻之間、與子
女之間或是在個人等各方面）。

2. 您認為理想的外籍配偶家庭父親角色宜具有哪些特質？

3. 您認為有學齡階段子女的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會需要哪
些協助來幫助扮演父親的角色？

4. 您認為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課程（或活動）宜有哪些教
育目標？

5. 請您建議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的實施方式、形式、
時間，與相關注意事項。

6. 請您就您的經驗建議有關蒐集外籍配偶家庭父職需求與課
程發展的管道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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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方案發展研究」

第四次專家與父親座談會 討論大綱
2008 年 10 月 29 日

非常感謝爸爸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一起為增進外配家庭的幸福而努
力！

這次的座談主要是想借重各位爸爸們的親身經驗，談談在經營外籍配
偶家庭時，擔任父親的一些經歷，包括大家遇到哪些困難點，或是分享不
錯的爸爸經，讓我們有機會將這些寶貴經驗整理成有用的資料或是活動，
提供給外籍配偶家庭的爸爸們參考，幫助他們可以扮演更理想更快樂的爸
爸！因此您的意見極其寶貴！

在此提供以下的座談會大綱，方便您在出席座談會的時候可以談的更
順利！

討論大綱：
1. 身為外籍配偶的先生及外籍配偶家庭子女的父親，請說說看家庭生活

的經驗，像是有趣的事情或是面臨哪些問題、挑戰？（例如夫妻之間、
與子女之間或是在個人等各方面）。

2. 您認為理想的外籍配偶家庭父親角色，宜具有哪些特質（需要特別學
習或是注意什麼事項？）？

3. 孩子上小學了，身為外籍配偶家庭的父親，會需要哪些協助來扮演小
學階段孩子的父親角色？

4. 想協助或增進外籍配偶家庭中父親的角色，您覺得可以辦哪些活動（例
如：一起聽聽演講？學一些觀念？夫妻的活動？親子的活動？…）

5. 假如進行前面（第 4題）所說的各項活動，您覺得應該要如何辦理比
較適合父親們參與呢？例如：實施方式、形式、時間…？

6. 請就您的經驗，說說您所知道有助於扮演外籍配偶家庭父親的一些訊
息，幫助未來可以設計適當的父親活動，像是可以請教哪位朋友，或
是推薦哪位專家、哪些機構或單位、哪些書刊…？



122

Ⅳ、外籍配偶家庭之父職課程設計訪談大綱

2008.12.30

訪談大綱

1. 對於附件一所列「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內容是否合宜？有

沒有需要增列的項目？

2. 針對附件一所列需求項目，設計「父職教育課程（或活動）」時，

應考慮哪些事項？宜有哪些步驟與流程？

3. 請您就您的經驗建議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方案的實施方式、形

式、時間，與相關注意事項。

4. 請您分享外籍配偶父職教育課程或活動實施後的評量，其指標可以

有哪些項目？評量實應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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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三三：：徵徵稿稿相相關關文文件件

【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徵稿】實施計畫
-----------------------------------------------------------

壹、依據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主「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需求及課程方案發展研究計

畫」辦理。

貳、目的：

一、 配合國家加強輔導外籍新移民家庭之政策，研發可用之教學媒材資源，提供

家庭教育相關工作者輔導新移民家庭之課程之用。

二、 提供有志從事及開發外籍配偶家庭父職教育者教材發表之機會。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內政部入出國籍移民署。

二、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三、 協辦單位：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中心、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按姓氏筆劃排序）

肆、參加人員：

臺灣各地家庭教育相關工作人員（含教師、志工）及關心本議題之社會大眾（作者

若組隊設計,至多以四人為限）

伍、徵稿內容：

以促進外籍新民家庭之父親角色為主題，例如有助於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經營家

庭、婚姻生活、提升父親親職能力…等內容為設計重點，課程方案設計應包括活動

目標、活動設計、活動實施、配合的資源、預計活動成果及活動限制等內容。

陸、收件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報名：請填妥報名表件，連同作品送件（報名表如附件）。

二、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九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止。

三、 收件：一律以郵寄送件（內含紙本乙份、電子檔光碟 word 格式）。

收件人：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蕭雅文助理

郵寄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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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審原則：

一、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增進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之親職效能。

二、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經營家庭知能（情緒管理、婚姻關

係、家務工作…）。

三、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瞭解妻國文化。

四、課程方案是否提供有助於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之父職教育推動之具體方向。

五、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加強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親之親職教育理論與實務的溝

通。

六、課程方案的品質在下列方面是否良好：理念基礎、實施意義與價值、教學方法

的適切性、活動推廣的適用性等。

捌、評審

一、評審委員：敦聘國內專精於家庭教育推廣與發展之專家、學者及經驗豐富之家

庭教育中心工作人員擔任評審。

二、公布日期：審查結果將於九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公佈於各協辦單位網頁。

玖、獎勵：

一、依評審成績，錄取入選作品，特優一名，優等兩名，佳作數名(視參賽作品多

寡錄取)。

二、獎勵方式：頒發獎狀乙只，並贈與家庭教育相關叢書。

壹拾、 徵選作品注意事項：

一、參加之徵選作品必需是未曾公開發表於期刊上，非學術論文或受補助之專案研

究報告，且不得抄襲他人作品，如引用他人資料請註明出處，或取得著作權人

同意。

二、作品格式：應為 word 可編輯之檔案型式，A4 直式橫書，內頁文字以 12 點新細

明體、標點符號全形字、行距採單行間距、邊界（上下 2.54 ㎝，左右 3.17 ㎝），

篇幅不超過 3000 字，不超過 10 頁。（教案格式請參閱附件）

三、獲選作品將置於本活動協辦單位之專屬網頁。

四、本活動之承辦單位得保有以任何型式重製、推廣、公佈、發行之權利。

壹拾壹、 經費來源：由內政部本計畫案專款補助。

壹拾貳、 聯絡資訊
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請恰蕭雅文助理，聯絡電話：0928-0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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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賽報名表

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徵選報名表

課程方案名稱

含括對象請打「ˇ」□外籍配偶 □外配家庭之先生 □外配家庭之小孩

姓名

所屬單位

宅：
電話

公：

手機：

e-mail：

參
賽
者
資
料

聯絡方式

聯絡地址：

作
品
簡
介

︵

二
百
字
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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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方案參考格式舉例，可視需要而調整

外籍新移民家庭之父職教育課程方案徵選

課程方案名稱

設計者 課程時間 分鐘

構思說明

（設計理念）

1.

2.

教學目標
1.

2.

活動說明

時間 活動步驟
使用材料

（教學資源）

預期成果與可能限制

註：附件（學習單、講義、ppt…）及參考資料（不限型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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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四四：：外外籍籍配配偶偶家家庭庭父父職職教教育育需需求求問問卷卷

外ㄨ
ㄞ
ˋ籍ㄐ

ㄧ
ˊ配ㄆ

ㄟ
ˋ偶ㄡ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父ㄈ

ㄨ
ˋ職ㄓ

ˊ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ˋ（爸爸卷）

親ㄑ
ㄧ
ㄣ愛ㄞ

ˋ的˙
ㄉ
ㄜ爸ㄅ

ㄚ
ˋ爸ㄅ

ㄚ
ˋ們˙

ㄇ
ㄣ：

您ㄋ
ㄧ
ㄣ
ˊ好ㄏ

ㄠ
ˇ！很ㄏ

ㄣ
ˇ高ㄍ

ㄠ興ㄒ
ㄧ
ㄥ
ˋ有ㄧ

ㄡ
ˇ機ㄐ

ㄧ會ㄏ
ㄨ
ㄟ
ˋ和ㄏ

ㄜ
ˊ大ㄉ

ㄚ
ˋ家ㄐ

ㄧ
ㄚ共ㄍ

ㄨ
ㄥ
ˋ同ㄊ

ㄨ
ㄥ
ˊ關ㄍ

ㄨ
ㄢ心ㄒ

ㄧ
ㄣ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的˙

ㄉ
ㄜ關ㄍ

ㄨ
ㄢ

係ㄒ
ㄧ
ˋ，想ㄒ

ㄧ
ㄤ
ˇ藉ㄐ

ㄧ
ㄝ
ˋ由ㄧ

ㄡ
ˊ這ㄓ

ㄜ
ˋ份ㄈ

ㄣ
ˋ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爸ㄅ

ㄚ
ˋ爸ㄅ

ㄚ
ˋ們˙

ㄇ
ㄣ最ㄗ

ㄨ
ㄟ
ˋ關ㄍ

ㄨ
ㄢ心ㄒ

ㄧ
ㄣ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問ㄨ

ㄣ
ˋ題ㄊ

ㄧ
ˊ與ㄩ

ˇ一ㄧ些ㄒ
ㄧ
ㄝ看ㄎ

ㄢ
ˋ法ㄈ

ㄚ
ˇ，問ㄨ

ㄣ
ˋ

卷ㄐ
ㄩ
ㄢ
ˋ不ㄅ

ㄨ
ˋ需ㄒ

ㄩ寫ㄒ
ㄧ
ㄝ
ˇ名ㄇ

ㄧ
ㄥ
ˊ字ㄗ

ˋ，您ㄋ
ㄧ
ㄣ
ˊ可ㄎ

ㄜ
ˇ以ㄧ

ˇ安ㄢ心ㄒ
ㄧ
ㄣ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意ㄧ

ˋ見ㄐ
ㄧ
ㄢ
ˋ非ㄈ

ㄟ常ㄔ
ㄤ
ˊ寶ㄅ

ㄠ
ˇ貴ㄍ

ㄨ
ㄟ
ˋ，協ㄒ

ㄧ
ㄝ
ˊ助ㄓ

ㄨ
ˋ我ㄨ

ㄛ
ˇ們˙

ㄇ
ㄣ將ㄐ

ㄧ
ㄤ來ㄌ

ㄞ
ˊ

規ㄍ
ㄨ
ㄟ劃ㄏ

ㄨ
ㄚ
ˋ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時ㄕ

ˊ，能ㄋ
ㄥ
ˊ更ㄍ

ㄥ
ˋ貼ㄊ

ㄧ
ㄝ近ㄐ

ㄧ
ㄣ
ˋ父ㄈ

ㄨ
ˋ親ㄑ

ㄧ
ㄣ們˙

ㄇ
ㄣ的˙

ㄉ
ㄜ需ㄒ

ㄩ要ㄧ
ㄠ
ˋ!

萬ㄨ
ㄢ
ˋ分ㄈ

ㄣ感ㄍ
ㄢ
ˇ謝ㄒ

ㄧ
ㄝ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就ㄐ

ㄧ
ㄡ
ˋ讓ㄖ

ㄤ
ˋ我ㄨ

ㄛ
ˇ們˙

ㄇ
ㄣ為ㄨ

ㄟ
ˊ孩ㄏ

ㄞ
ˊ子˙

ㄗ、自ㄗ
ˋ己ㄐ

ㄧ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的˙

ㄉ
ㄜ健ㄐ

ㄧ
ㄢ
ˋ康ㄎ

ㄤ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

一ㄧ起ㄑ
ㄧ
ˇ努ㄋ

ㄨ
ˇ力ㄌ

ㄧ
ˋ!

敬ㄐ
ㄧ
ㄥ
ˋ祝ㄓ

ㄨ
ˋ 闔ㄏ

ㄜ
ˊ家ㄐ

ㄧ
ㄚ 全ㄑ

ㄩ
ㄢ
ˊ家ㄐ

ㄧ
ㄚ福ㄈ

ㄨ
ˊ

國ㄍ
ㄨ
ㄛ
ˊ立ㄌ

ㄧ
ˋ台ㄊ

ㄞ
ˊ灣ㄨ

ㄢ師ㄕ範ㄈ
ㄢ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
ˊ人ㄖ

ㄣ
ˊ類ㄌ

ㄟ
ˋ發ㄈ

ㄚ展ㄓ
ㄢ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學ㄒ

ㄩ
ㄝ
ˊ系ㄒ

ㄧ
ˋ

黃ㄏ
ㄨ
ㄤ
ˊ馨ㄒ

ㄧ
ㄣ慧ㄏ

ㄨ
ㄟ
ˋ副ㄈ

ㄨ
ˋ教ㄐ

ㄧ
ㄠ
ˋ授ㄕ

ㄡ
ˋ暨ㄐ

ㄧ
ˋ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
ˋ團ㄊ

ㄨ
ㄢ
ˊ隊ㄉ

ㄨ
ㄟ
ˋ 敬ㄐ

ㄧ
ㄥ
ˋ啟ㄑ

ㄧ
ˇ 98.02.

【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1. 本ㄅ
ㄣ
ˇ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ˋ內ㄋ

ㄟ
ˋ容ㄖ

ㄨ
ㄥ
ˊ僅ㄐ

ㄧ
ㄣ
ˇ供ㄍ

ㄨ
ㄥ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現ㄒ

ㄧ
ㄢ
ˋ象ㄒ

ㄧ
ㄤ
ˋ之ㄓ用ㄩ

ㄥ
ˋ，不ㄅ

ㄨ
ˋ需ㄒ

ㄩ填ㄊ
ㄧ
ㄢ
ˊ寫ㄒ

ㄧ
ㄝ
ˇ名ㄇ

ㄧ
ㄥ
ˊ字ㄗ

ˋ，請ㄑ
ㄧ
ㄥ
ˇ安ㄢ心ㄒ

ㄧ
ㄣ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

2. 回ㄏ
ㄨ
ㄟ
ˊ答ㄉ

ㄚ
ˊ下ㄒ

ㄧ
ㄚ
ˋ列ㄌ

ㄧ
ㄝ
ˋ問ㄨ

ㄣ
ˋ題ㄊ

ㄧ
ˊ時ㄕ

ˊ，請ㄑ
ㄧ
ㄥ
ˇ在ㄗ

ㄞ
ˋ適ㄕ

ˋ合ㄏ
ㄜ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前ㄑ
ㄧ
ㄢ
ˊ之ㄓ「□」內ㄋ

ㄟ
ˋ打ㄉ

ㄚ
ˇ「」。

3. 若ㄖ
ㄨ
ㄛ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為ㄨ
ㄟ
ˊ「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於ㄩ

ˊ「 」內ㄋ
ㄟ
ˋ填ㄊ

ㄧ
ㄢ
ˊ上ㄕ

ㄤ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

基ㄐ
ㄧ本ㄅ

ㄣ
ˇ資ㄗ料ㄌ

ㄧ
ㄠ
ˋ

1.我ㄨ
ㄛ
ˇ的˙

ㄉ
ㄜ年ㄋ

ㄧ
ㄢ
ˊ齡ㄌ

ㄧ
ㄥ
ˊ是ㄕ

ˋ 歲ㄙ
ㄨ
ㄟ
ˋ； 我ㄨ

ㄛ
ˇ配ㄆ

ㄟ
ˋ偶ㄡ

ˇ的˙
ㄉ
ㄜ年ㄋ

ㄧ
ㄢ
ˊ齡ㄌ

ㄧ
ㄥ
ˊ是ㄕ

ˋ 歲ㄙ
ㄨ
ㄟ
ˋ。

2.我ㄨ
ㄛ
ˇ居ㄐ

ㄩ住ㄓ
ㄨ
ˋ的˙

ㄉ
ㄜ縣ㄒ

ㄧ
ㄢ
ˋ市ㄕ

ˋ是ㄕ
ˋ： 。

3.我ㄨ
ㄛ
ˇ太ㄊ

ㄞ
ˋ太ㄊ

ㄞ
ˋ的˙

ㄉ
ㄜ國ㄍ

ㄨ
ㄛ
ˊ籍ㄐ

ㄧ
ˊ是ㄕ

ˋ： 。

4.我ㄨ
ㄛ
ˇ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程ㄔ
ㄥ
ˊ度ㄉ

ㄨ
ˋ是ㄕ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沒ㄇ

ㄟ
ˊ唸ㄉ

ㄧ
ㄢ
ˋ完ㄨ

ㄢ
ˊ或ㄏ

ㄨ
ㄛ
ˋ識ㄕ

ˋ字ㄗ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國ㄍ

ㄨ
ㄛ
ˊ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初ㄔ

ㄨ中ㄓ
ㄨ
ㄥ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高ㄍ
ㄠ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高ㄍ

ㄠ職ㄓ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專ㄓ

ㄨ
ㄢ科ㄎ

ㄜ或ㄏ
ㄨ
ㄛ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
ˋ所ㄙ

ㄨ
ㄛ
ˇ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碩ㄕ

ㄨ
ㄛ
ˋ、博ㄅ

ㄛ
ˊ士ㄕ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

5.太ㄊ
ㄞ
ˋ太ㄊ

ㄞ
ˋ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程ㄔ
ㄥ
ˊ度ㄉ

ㄨ
ˋ是ㄕ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沒ㄇ

ㄟ
ˊ唸ㄉ

ㄧ
ㄢ
ˋ完ㄨ

ㄢ
ˊ或ㄏ

ㄨ
ㄛ
ˋ識ㄕ

ˋ字ㄗ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國ㄍ

ㄨ
ㄛ
ˊ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初ㄔ

ㄨ中ㄓ
ㄨ
ㄥ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高ㄍ
ㄠ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高ㄍ

ㄠ職ㄓ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專ㄓ

ㄨ
ㄢ科ㄎ

ㄜ或ㄏ
ㄨ
ㄛ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
ˋ所ㄙ

ㄨ
ㄛ
ˇ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碩ㄕ

ㄨ
ㄛ
ˋ、博ㄅ

ㄛ
ˊ士ㄕ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

6.我ㄨ
ㄛ
ˇ與ㄩ

ˇ目前的配ㄆ
ㄟ
ˋ偶ㄡ

ˇ結ㄐ
ㄧ
ㄝ
ˊ婚ㄏ

ㄨ
ㄣ到ㄉ

ㄠ
ˋ現ㄒ

ㄧ
ㄢ
ˋ在ㄗ

ㄞ
ˋ共ㄍ

ㄨ
ㄥ
ˋ 年ㄋ

ㄧ
ㄢ
ˊ。

7.與ㄩ
ˇ我ㄨ

ㄛ
ˇ同ㄊ

ㄨ
ㄥ
ˊ住ㄓ

ㄨ
ˋ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有ㄧ

ㄡ
ˇ那ㄋ

ㄚ
ˋ些ㄒ

ㄧ
ㄝ？ (可ㄎ

ㄜ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ˇ)：

□子ㄗ
ˇ女ㄋ

ㄩ
ˇ □配ㄆ

ㄟ
ˋ偶ㄡ

ˇ □父ㄈ
ㄨ
ˋ或ㄏ

ㄨ
ㄛ
ˋ母ㄇ

ㄨ
ˇ □兄ㄒ

ㄩ
ㄥ弟ㄉ

ㄧ
ˋ姊ㄐ

ㄧ
ㄝ
ˇ妹ㄇ

ㄟ
ˋ

□祖ㄗ
ㄨ
ˇ父ㄈ

ㄨ
ˋ(母ㄇ

ㄨ
ˇ)或ㄏ

ㄨ
ㄛ
ˋ外ㄨ

ㄞ
ˋ祖ㄗ

ㄨ
ˇ父ㄈ

ㄨ
ˋ(母ㄇ

ㄨ
ˇ)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請ㄑ
ㄧ
ㄥ
ˇ填ㄊ

ㄧ
ㄢ
ˊ寫ㄒ

ㄧ
ㄝ
ˇ )

8.我ㄨ
ㄛ
ˇ的˙

ㄉ
ㄜ子ㄗ

ˇ女ㄋ
ㄩ
ˇ數ㄕ

ㄨ
ˋ： 人ㄖ

ㄣ
ˊ。 最ㄗ

ㄨ
ㄟ
ˋ大ㄉ

ㄚ
ˋ的˙

ㄉ
ㄜ： 歲ㄙ

ㄨ
ㄟ
ˋ； 最ㄗ

ㄨ
ㄟ
ˋ小ㄒ

ㄧ
ㄠ
ˇ的˙

ㄉ
ㄜ： 歲ㄙ

ㄨ
ㄟ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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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量ㄌ

ㄧ
ㄤ
ˋ表ㄅ

ㄧ
ㄠ
ˇ

我ㄨ
ㄛ
ˇ們˙

ㄇ
ㄣ想

ㄒ
ㄧ
ㄤ了̌

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您̌

ㄋ
ㄧ
ㄣ的́

˙
ㄉ
ㄜ學

ㄒ
ㄩ
ㄝ習́ㄒ

ㄧ
ˊ需ㄒ

ㄩ求ㄑ
ㄧ
ㄡ。́以ㄧ

ˇ下ㄒ
ㄧ
ㄚ請̀

ㄑ
ㄧ
ㄥ您̌

ㄋ
ㄧ
ㄣ就́

ㄐ
ㄧ
ㄡ「̀爸ㄅ

ㄚ
ˋ爸ㄅ

ㄚ
ˋ的˙

ㄉ
ㄜ立ㄌ

ㄧ
ˋ場ㄔ

ㄤ
ˇ」，仔ㄗ

ˇ細ㄒ
ㄧ
ˋ閱ㄩ

ㄝ
ˋ

讀ㄉ
ㄨ
ˊ每ㄇ

ㄟ
ˇ一ㄧ題ㄊ

ㄧ
ˊ目ㄇ

ㄨ
ˋ後ㄏ

ㄡ
ˋ，在ㄗ

ㄞ
ˋ您ㄋ

ㄧ
ㄣ認́ㄖ

ㄣ
ˋ為ㄨ

ㄟ
ˊ最ㄗ

ㄨ
ㄟ合̀ㄏ

ㄜ
ˊ適ㄕ

ˋ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空ㄎ
ㄨ
ㄥ格ㄍ

ㄜ
ˊ中ㄓ

ㄨ
ㄥ打ㄉ

ㄚ
ˇ「ˇ」。

每ㄇ
ㄟ
ˇ題ㄊ

ㄧ
ˊ共ㄍ

ㄨ
ㄥ
ˋ有ㄧ

ㄡ
ˇ五ㄨ

ˇ個ㄍ
ㄜ
ˋ意ㄧ

ˋ見ㄐ
ㄧ
ㄢ
ˋ：

1.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非ㄈ

ㄟ常ㄔ
ㄤ
ˊ不ㄅ

ㄨ
ˋ需ㄒ

ㄩ要ㄧ
ㄠ
ˋ」 2.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不ㄅ

ㄨ
ˋ需ㄒ

ㄩ要ㄧ
ㄠ
ˋ」 3.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無ㄨ

ˊ意ㄧ
ˋ見ㄐ

ㄧ
ㄢ」̀

4.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
ˇ「需ㄒ

ㄩ要ㄧ
ㄠ
ˋ」 5.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
ˇ「非ㄈ

ㄟ常ㄔ
ㄤ
ˊ需ㄒ

ㄩ要ㄧ
ㄠ
ˋ」

非ㄈ
ㄟ 不ㄅ

ㄨ
ˋ無ㄨ

ˊ 需ㄒ
ㄩ 非ㄈ

ㄟ

常ㄔ
ㄤ
ˊ 需ㄒ

ㄩ 意ㄧ
ˋ

不ㄅ
ㄨ
ˋ 要ㄧ

ㄠ
ˋ見ㄐ

ㄧ
ㄢ
ˋ 要ㄧ

ㄠ
ˋ 常ㄔ

ㄤ
ˊ

需ㄒ
ㄩ 需ㄒ

ㄩ

要ㄧ
ㄠ
ˋ 要ㄧ

ㄠ
ˋ

1 2 3 4 5
1.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如ㄖ

ㄨ
ˊ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環ㄏ

ㄨ
ㄢ
ˊ境ㄐ

ㄧ
ㄥ
ˋ、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與ㄩ

ˇ規ㄍ
ㄨ
ㄟ定ㄉ

ㄧ
ㄥ
ˋ等ㄉ

ㄥ
ˇ）…………………

……………………………………………………………………………… □ □ □ □ □
2.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不ㄅ
ㄨ
ˋ同ㄊ

ㄨ
ㄥ
ˊ階ㄐ

ㄧ
ㄝ段ㄉ

ㄨ
ㄢ
ˋ的˙

ㄉ
ㄜ發ㄈ

ㄚ展ㄓ
ㄢ
ˇ ……………………………… □ □ □ □ □

3.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過ㄍ

ㄨ
ㄛ
ˋ程ㄔ

ㄥ
ˊ中ㄓ

ㄨ
ㄥ的˙

ㄉ
ㄜ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如ㄖ

ㄨ
ˊ身ㄕ

ㄣ體ㄊ
ㄧ
ˇ發ㄈ

ㄚ展ㄓ
ㄢ
ˇ、情ㄑ

ㄧ
ㄥ緒́ㄒ

ㄩ
ˋ的˙

ㄉ
ㄜ變

ㄅ
ㄧ
ㄢ化̀

ㄏ
ㄨ
ㄚ等̀ㄉ

ㄥ
ˇ）………

……………………………………………………………………………… □ □ □ □ □
4.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各ㄍ

ㄜ
ˋ階ㄐ

ㄧ
ㄝ段ㄉ

ㄨ
ㄢ
ˋ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養ㄧ

ㄤ
ˇ技ㄐ

ㄧ
ˋ能ㄋ

ㄥ
ˊ …………………………… □ □ □ □ □

5.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與ㄩ

ˇ孩ㄏ
ㄞ
ˊ子˙

ㄗ溝ㄍ
ㄡ通ㄊ

ㄨ
ㄥ的˙

ㄉ
ㄜ技ㄐ

ㄧ
ˋ巧ㄑ

ㄧ
ㄠ
ˇ …………………………… □ □ □ □ □

6.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尋ㄒ

ㄩ
ㄣ
ˊ找ㄓ

ㄠ
ˇ時ㄕ

ˊ間ㄐ
ㄧ
ㄢ來ㄌ

ㄞ
ˊ陪ㄆ

ㄟ
ˊ孩ㄏ

ㄞ
ˊ子˙

ㄗ …………………………… □ □ □ □ □
7.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幫ㄅ

ㄤ助ㄓ
ㄨ
ˋ孩ㄏ子˙

ㄗ被ㄅ
ㄟ
ˋ同ㄊ

ㄨ
ㄥ
ˊ學ㄒ

ㄩ
ㄝ
ˊ接ㄐ

ㄧ
ㄝ受ㄕ

ㄡ
ˋ ………………………… □ □ □ □ □

8.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培ㄆ

ㄟ
ˊ養ㄧ

ㄤ
ˇ孩ㄏ

ㄞ
ˊ子ㄗ

ˇ良ㄌ
ㄧ
ㄤ
ˊ好ㄏ

ㄠ
ˇ的˙

ㄉ
ㄜ生ㄕ

ㄥ活ㄏ
ㄨ
ㄛ
ˊ習ㄒ

ㄧ
ˊ慣ㄍ

ㄨ
ㄢ
ˋ ………………… □ □ □ □ □

9.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教ㄐ

ㄧ
ㄠ
ˋ導ㄉ

ㄠ孩ㄏ
ㄞ
ˊ子˙

ㄗ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的˙

ㄉ
ㄜ態ㄊ

ㄞ
ˋ度ㄉ

ㄨ
ˋ與ㄩ

ˇ方ㄈ
ㄤ法ㄈ

ㄚ
ˇ ……………… □ □ □ □ □

10.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教ㄐ

ㄧ
ㄠ
ˋ導ㄉ

ㄠ
ˇ子ㄗ

ˇ女ㄋ
ㄩ
ˇ課ㄎ

ㄜ
ˋ業ㄧ

ㄝ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所ㄙ

ㄨ
ㄛ
ˇ需ㄒ

ㄩ的˙
ㄉ
ㄜ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知ㄓ能ㄋ

ㄥ
ˊ …………… □ □ □ □ □

11.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與ㄩ

ˇ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老ㄌ

ㄠ
ˇ師ㄕ溝ㄍ

ㄡ通ㄊ
ㄨ
ㄥ ……………………………… □ □ □ □ □

12.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跟ㄍ

ㄣ孩ㄏ
ㄞ
ˊ子˙

ㄗ同ㄊ
ㄨ
ㄥ
ˊ學ㄒ

ㄩ
ㄝ
ˊ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長ㄓ

ㄤ
ˇ們˙

ㄇ
ㄣ聊ㄌ

ㄧ
ㄠ
ˊ天ㄊ

ㄧ
ㄢ、說ㄕ

ㄨ
ㄛ話ㄏ

ㄨ
ㄚ
ˋ ………… □ □ □ □ □

13.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掌ㄓ

ㄤ
ˇ握ㄨ

ㄛ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的˙

ㄉ
ㄜ情ㄑ

ㄧ
ㄥ
ˊ緒ㄒ

ㄩ
ˋ（如ㄖ

ㄨ
ˊ適ㄕ

ˋ當ㄉ
ㄤ
ˋ表ㄅ

ㄧ
ㄠ達̌ㄉ

ㄚ
ˊ、減ㄐ

ㄧ
ㄢ少̌ㄕ

ㄠ
ˇ負ㄈ

ㄨ
ˋ面ㄇ

ㄧ
ㄢ情̀

ㄑ
ㄧ
ㄥ緒́ㄒ

ㄩ
ˋ等ㄉ

ㄥ
ˇ）………

……………………………………………………………………………… □ □ □ □ □
14.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經ㄐ

ㄧ
ㄥ營ㄧ

ㄥ
ˊ愉ㄩ

ˊ快ㄎ
ㄨ
ㄞ
ˋ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氣ㄑ

ㄧ
ˋ氛ㄈ

ㄣ ………………………… □ □ □ □ □
15.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增ㄗ

ㄥ進ㄐ
ㄧ
ㄣ
ˋ夫ㄈ

ㄨ妻ㄑ
ㄧ溝ㄍ

ㄡ通ㄊ
ㄨ
ㄥ的˙

ㄉ
ㄜ能ㄋ

ㄥ
ˊ力ㄌ

ㄧ
ˋ ………………………… □ □ □ □ □

16.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妻ㄑ

ㄧ子ㄗ
ˇ母ㄇ

ㄨ
ˇ國ㄍ

ㄨ
ㄛ
ˊ家ㄐ庭ㄊ

ㄧ
ㄥ
ˊ的˙

ㄉ
ㄜ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 ……………………………… □ □ □ □ □

17.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助́ㄓ

ㄨ妻ㄑ
ㄧ子ㄗ

ˇ適ㄕ
ˋ應ㄧ

ㄥ
ˋ夫ㄈ

ㄨ家ㄐ
ㄧ
ㄚ的

˙
ㄉ
ㄜ生ㄕ

ㄥ活ㄏ
ㄨ
ㄛ環́

ㄏ
ㄨ
ㄢ境́

ㄐ
ㄧ
ㄥ與ㄩ

ˇ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 … □ □ □ □ □

18.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
ˊ助ㄓ

ㄨ妻ㄑ
ㄧ子ㄗ

ˇ成ㄔ
ㄥ
ˊ為ㄨ

ㄟ
ˊ好ㄏ

ㄠ
ˇ媽ㄇ

ㄚ媽˙
ㄇ
ㄚ ………………………… □ □ □ □ □

19.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教ㄐ

ㄧ
ㄠ
ˋ養ㄧ

ㄤ
ˇ子ㄗ

ˇ女ㄋ
ㄩ
ˇ所ㄙ

ㄨ
ㄛ
ˇ需ㄒ

ㄩ要ㄧ
ㄠ
ˋ的˙

ㄉ
ㄜ各ㄍ

ㄜ
ˋ種ㄓ

ㄨ
ㄥ
ˇ資ㄗ源ㄩ

ㄢ
ˊ（如ㄖ

ㄨ
ˊ：書ㄕ

ㄨ籍ㄐ
ㄧ
ˊ、演ㄧ

ㄢ
ˇ講ㄐ

ㄧ
ㄤ或̌

ㄏ
ㄨ
ㄛ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等ㄉ

ㄥ
ˇ）………

……………………………………………………………………………… □ □ □ □ □
20. 我ㄨ

ㄛ
ˇ想ㄒ

ㄧ
ㄤ
ˇ要ㄧ

ㄠ
ˋ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
ˊ助ㄓ

ㄨ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面ㄇ

ㄧ
ㄢ
ˋ對ㄉ

ㄨ
ㄟ
ˋ外ㄨ

ㄞ
ˋ界ㄐ

ㄧ
ㄝ
ˋ壓ㄧ

ㄚ力ㄌ
ㄧ
ˋ ……………………… □ □ □ □ □

21.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 □ □ □ □ □

參ㄘ
ㄢ與ㄩ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的˙

ㄉ
ㄜ障ㄓ

ㄤ
ˋ礙ㄞ

ˋ因ㄧ
ㄣ素ㄙ

ㄨ
ˋ

過ㄍ
ㄨ
ㄛ
ˋ去ㄑ

ㄩ
ˋ半ㄅ

ㄢ
ˋ年ㄋ

ㄧ
ㄢ
ˊ內ㄋ

ㄟ
ˋ，您ㄋ

ㄧ
ㄣ
ˊ是ㄕ

ˋ否ㄈ
ㄡ
ˇ參ㄘ

ㄢ加ㄐ
ㄧ
ㄚ過ㄍ

ㄨ
ㄛ
ˋ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議ㄧ

ˋ題ㄊ
ㄧ
ˊ有ㄧ

ㄡ
ˇ關ㄍ

ㄨ
ㄢ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

1. □ 有ㄧ
ㄡ
ˇ

2.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原ㄩ

ㄢ
ˊ因ㄧ

ㄣ是ㄕ
ˋ（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ˇ）：

(1) □ 不ㄅ
ㄨ
ˋ知ㄓ道ㄉ

ㄠ
ˋ在ㄗ

ㄞ
ˋ哪ㄋ

ㄚ
ˇ裡ㄌ

ㄧ
ˇ有ㄧ

ㄡ
ˇ辦ㄅ

ㄢ
ˋ理ㄌ

ㄧ
ˇ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 (2) □ 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地ㄉ

ㄧ
ˋ點ㄉ

ㄧ
ㄢ
ˇ太ㄊ

ㄞ
ˋ遠ㄩ

ㄢ
ˇ了˙

ㄌ
ㄜ

(3)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時ㄕ

ˊ間ㄐ
ㄧ
ㄢ參ㄘ

ㄢ加ㄐ
ㄧ
ㄚ (4) □ 因ㄧ

ㄣ為ㄨ
ㄟ
ˋ對ㄉ

ㄨ
ㄟ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把ㄅ

ㄚ
ˇ握ㄨ

ㄛ
ˋ，不ㄅ

ㄨ
ˋ好ㄏ

ㄠ
ˇ意ㄧ

ˋ思ㄙ去ㄑ
ㄩ
ˋ

(5)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機ㄐ

ㄧ構ㄍ
ㄡ
ˋ辦ㄅ

ㄢ
ˋ理ㄌ

ㄧ
ˇ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6) □ 對ㄉ

ㄨ
ㄟ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興ㄒ

ㄧ
ㄥ
ˋ趣ㄑ

ㄩ
ˋ

(7) □ 對ㄉ
ㄨ
ㄟ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或ㄏ

ㄨ
ㄛ
ˋ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幫ㄅ

ㄤ助ㄓ
ㄨ
ˋ (8) □ 其ㄑ

ㄧ
ˊ他ㄊ

ㄚ原ㄩ
ㄢ
ˊ因ㄧ

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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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ㄨ
ㄞ
ˋ籍ㄐ

ㄧ
ˊ配ㄆ

ㄟ
ˋ偶ㄡ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父ㄈ

ㄨ
ˋ職ㄓ

ˊ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ˋ（媽媽卷）

【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1. 本ㄅ
ㄣ
ˇ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
ˋ內ㄋ

ㄟ
ˋ容ㄖ

ㄨ
ㄥ
ˊ僅ㄐ

ㄧ
ㄣ
ˇ供ㄍ

ㄨ
ㄥ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現ㄒ

ㄧ
ㄢ
ˋ象ㄒ

ㄧ
ㄤ
ˋ之ㄓ用ㄩ

ㄥ
ˋ，不ㄅ

ㄨ
ˋ需ㄒ

ㄩ填ㄊ
ㄧ
ㄢ
ˊ寫ㄒ

ㄧ
ㄝ
ˇ名ㄇ

ㄧ
ㄥ
ˊ字ㄗ

ˋ，請ㄑ
ㄧ
ㄥ
ˇ安ㄢ心ㄒ

ㄧ
ㄣ作ㄗ

ㄨ
ㄛ
ˋ答ㄉ

ㄚ
ˊ。

2. 回ㄏ
ㄨ
ㄟ
ˊ答ㄉ

ㄚ
ˊ下ㄒ

ㄧ
ㄚ
ˋ列ㄌ

ㄧ
ㄝ
ˋ問ㄨ

ㄣ
ˋ題ㄊ

ㄧ
ˊ時ㄕ

ˊ，請ㄑ
ㄧ
ㄥ
ˇ在ㄗ

ㄞ
ˋ適ㄕ

ˋ合ㄏ
ㄜ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前ㄑ
ㄧ
ㄢ
ˊ之ㄓ「□」內ㄋ

ㄟ
ˋ打ㄉ

ㄚ
ˇ「」。

3. 若ㄖ
ㄨ
ㄛ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為ㄨ
ㄟ
ˊ「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於ㄩ

ˊ「 」內ㄋ
ㄟ
ˋ填ㄊ

ㄧ
ㄢ
ˊ上ㄕ

ㄤ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

基ㄐ
ㄧ本ㄅ

ㄣ
ˇ資ㄗ料ㄌ

ㄧ
ㄠ
ˋ

1.我ㄨ
ㄛ
ˇ的˙

ㄉ
ㄜ年ㄋ

ㄧ
ㄢ
ˊ齡ㄌ

ㄧ
ㄥ
ˊ是ㄕ

ˋ： 歲ㄙ
ㄨ
ㄟ
ˋ； 我ㄨ

ㄛ
ˇ先ㄒ

ㄧ
ㄢ生ㄕ

ㄥ的˙
ㄉ
ㄜ年ㄋ

ㄧ
ㄢ
ˊ齡ㄌ

ㄧ
ㄥ
ˊ是ㄕ

ˋ： 歲ㄙ
ㄨ
ㄟ
ˋ。

2.我ㄨ
ㄛ
ˇ居ㄐ

ㄩ住ㄓ
ㄨ
ˋ的˙

ㄉ
ㄜ縣ㄒ

ㄧ
ㄢ
ˋ市ㄕ

ˋ是ㄕ
ˋ： 。

3.我的˙
ㄉ
ㄜ國ㄍ

ㄨ
ㄛ
ˊ籍ㄐ

ㄧ
ˊ是ㄕ

ˋ： 。

4.我ㄨ
ㄛ
ˇ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程ㄔ
ㄥ
ˊ度ㄉ

ㄨ
ˋ是ㄕ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沒ㄇ

ㄟ
ˊ唸ㄉ

ㄧ
ㄢ
ˋ完ㄨ

ㄢ
ˊ或ㄏ

ㄨ
ㄛ
ˋ識ㄕ

ˋ字ㄗ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國ㄍ

ㄨ
ㄛ
ˊ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初ㄔ

ㄨ中ㄓ
ㄨ
ㄥ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高ㄍ
ㄠ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高ㄍ

ㄠ職ㄓ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專ㄓ

ㄨ
ㄢ科ㄎ

ㄜ或ㄏ
ㄨ
ㄛ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
ˋ所ㄙ

ㄨ
ㄛ
ˇ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碩ㄕ

ㄨ
ㄛ
ˋ、博ㄅ

ㄛ
ˊ士ㄕ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

5.我ㄨ
ㄛ
ˇ先ㄒ

ㄧ
ㄢ生ㄕ

ㄥ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育ㄩ

ˋ程ㄔ
ㄥ
ˊ度ㄉ

ㄨ
ˋ是ㄕ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沒ㄇ

ㄟ
ˊ唸ㄉ

ㄧ
ㄢ
ˋ完ㄨ

ㄢ
ˊ或ㄏ

ㄨ
ㄛ
ˋ識ㄕ

ˋ字ㄗ
ˋ □小ㄒ

ㄧ
ㄠ
ˇ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國ㄍ

ㄨ
ㄛ
ˊ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初ㄔ

ㄨ中ㄓ
ㄨ
ㄥ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高ㄍ
ㄠ中ㄓ

ㄨ
ㄥ或ㄏ

ㄨ
ㄛ
ˋ高ㄍ

ㄠ職ㄓ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 （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專ㄓ

ㄨ
ㄢ科ㄎ

ㄜ或ㄏ
ㄨ
ㄛ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
ˊ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或ㄏ

ㄨ
ㄛ
ˋ肄ㄧ

ˋ業ㄧ
ㄝ
ˋ）

□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
ˋ所ㄙ

ㄨ
ㄛ
ˇ畢ㄅ

ㄧ
ˋ業ㄧ

ㄝ
ˋ(碩ㄕ

ㄨ
ㄛ
ˋ、博ㄅ

ㄛ
ˊ士ㄕ

ˋ) □其ㄑ
ㄧ
ˊ他ㄊ

ㄚ（請ㄑ
ㄧ
ㄥ
ˇ說ㄕ

ㄨ
ㄛ明ㄇ

ㄧ
ㄥ
ˊ ）

6.我ㄨ
ㄛ
ˇ與ㄩ

ˇ目前的配ㄆ
ㄟ
ˋ偶ㄡ

ˇ結ㄐ
ㄧ
ㄝ
ˊ婚ㄏ

ㄨ
ㄣ到ㄉ

ㄠ
ˋ現ㄒ

ㄧ
ㄢ
ˋ在ㄗ

ㄞ
ˋ共ㄍ

ㄨ
ㄥ
ˋ 年ㄋ

ㄧ
ㄢ
ˊ。

7.與ㄩ
ˇ我ㄨ

ㄛ
ˇ同ㄊ

ㄨ
ㄥ
ˊ住ㄓ

ㄨ
ˋ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有ㄧ

ㄡ
ˇ那ㄋ

ㄚ
ˋ些ㄒ

ㄧ
ㄝ？ (可ㄎ

ㄜ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ˇ)：

□子ㄗ
ˇ女ㄋ

ㄩ
ˇ □配ㄆ

ㄟ
ˋ偶ㄡ

ˇ □父ㄈ
ㄨ
ˋ或ㄏ

ㄨ
ㄛ
ˋ母ㄇ

ㄨ
ˇ □兄ㄒ

ㄩ
ㄥ弟ㄉ

ㄧ
ˋ姊ㄐ

ㄧ
ㄝ
ˇ妹ㄇ

ㄟ
ˋ

□祖ㄗ
ㄨ
ˇ父ㄈ

ㄨ
ˋ(母ㄇ

ㄨ
ˇ)或ㄏ

ㄨ
ㄛ
ˋ外ㄨ

ㄞ
ˋ祖ㄗ

ㄨ
ˇ父ㄈ

ㄨ
ˋ(母ㄇ

ㄨ
ˇ)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請ㄑ
ㄧ
ㄥ
ˇ填ㄊ

ㄧ
ㄢ
ˊ寫ㄒ

ㄧ
ㄝ
ˇ )

8.我ㄨ
ㄛ
ˇ的˙

ㄉ
ㄜ子ㄗ

ˇ女ㄋ
ㄩ
ˇ數ㄕ

ㄨ
ˋ： 人ㄖ

ㄣ
ˊ。 最ㄗ

ㄨ
ㄟ
ˋ大ㄉ

ㄚ
ˋ的˙

ㄉ
ㄜ： 歲ㄙ

ㄨ
ㄟ
ˋ； 最ㄗ

ㄨ
ㄟ
ˋ小ㄒ

ㄧ
ㄠ
ˇ的˙

ㄉ
ㄜ： 歲ㄙ

ㄨ
ㄟ
ˋ。

親ㄑ
ㄧ
ㄣ愛ㄞ

ˋ的˙
ㄉ
ㄜ媽ㄇ

ㄚ媽˙
ㄇ
ㄚ們

˙
ㄇ
ㄣ：

您ㄋ
ㄧ
ㄣ好́ㄏ

ㄠ
ˇ！很ㄏ

ㄣ
ˇ高ㄍ

ㄠ興ㄒ
ㄧ
ㄥ有̀ㄧ

ㄡ
ˇ機ㄐ

ㄧ會ㄏ
ㄨ
ㄟ和̀ㄏ

ㄜ
ˊ大ㄉ

ㄚ
ˋ家ㄐ

ㄧ
ㄚ共

ㄍ
ㄨ
ㄥ同̀

ㄊ
ㄨ
ㄥ關́

ㄍ
ㄨ
ㄢ心

ㄒ
ㄧ
ㄣ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的́

˙
ㄉ
ㄜ關

ㄍ
ㄨ
ㄢ係ㄒ

ㄧ
ˋ，想ㄒ

ㄧ
ㄤ藉̌

ㄐ
ㄧ
ㄝ由̀ㄧ

ㄡ
ˊ這ㄓ

ㄜ
ˋ份ㄈ

ㄣ
ˋ

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瞭̀

ㄌ
ㄧ
ㄠ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中ㄓ

ㄨ
ㄥ的˙

ㄉ
ㄜ「爸ㄅ

ㄚ
ˋ爸˙

ㄅ
ㄚ們˙

ㄇ
ㄣ」最ㄗ

ㄨ
ㄟ關̀

ㄍ
ㄨ
ㄢ心

ㄒ
ㄧ
ㄣ的

˙
ㄉ
ㄜ家

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問́ㄨ

ㄣ
ˋ題ㄊ

ㄧ
ˊ與ㄩ

ˇ一ㄧ些ㄒ
ㄧ
ㄝ看ㄎ

ㄢ
ˋ法ㄈ

ㄚ
ˇ，問ㄨ

ㄣ
ˋ卷ㄐ

ㄩ
ㄢ不̀ㄅ

ㄨ
ˋ需ㄒ

ㄩ寫ㄒ
ㄧ
ㄝ名̌

ㄇ
ㄧ
ㄥ字́ㄗ

ˋ，您ㄋ
ㄧ
ㄣ
ˊ

可ㄎ
ㄜ
ˇ以ㄧ

ˇ安ㄢ心ㄒ
ㄧ
ㄣ作

ㄗ
ㄨ
ㄛ答̀ㄉ

ㄚ
ˊ！您ㄋ

ㄧ
ㄣ的́

˙
ㄉ
ㄜ意ㄧ

ˋ見ㄐ
ㄧ
ㄢ非̀ㄈ

ㄟ常ㄔ
ㄤ
ˊ寶ㄅ

ㄠ
ˇ貴ㄍ

ㄨ
ㄟ，̀協ㄒ

ㄧ
ㄝ助́ㄓ

ㄨ
ˋ我ㄨ

ㄛ
ˇ們˙

ㄇ
ㄣ將

ㄐ
ㄧ
ㄤ來ㄌ

ㄞ
ˊ規ㄍ

ㄨ
ㄟ劃

ㄏ
ㄨ
ㄚ相̀

ㄒ
ㄧ
ㄤ關

ㄍ
ㄨ
ㄢ的

˙
ㄉ
ㄜ教

ㄐ
ㄧ
ㄠ育̀ㄩ

ˋ活ㄏ
ㄨ
ㄛ動́

ㄉ
ㄨ
ㄥ時̀ㄕ

ˊ，能ㄋ
ㄥ
ˊ更ㄍ

ㄥ
ˋ

貼ㄊ
ㄧ
ㄝ近

ㄐ
ㄧ
ㄣ父̀ㄈ

ㄨ
ˋ親ㄑ

ㄧ
ㄣ們

˙
ㄇ
ㄣ的

˙
ㄉ
ㄜ需ㄒ

ㄩ要ㄧ
ㄠ
ˋ!

萬ㄨ
ㄢ
ˋ分ㄈ

ㄣ感ㄍ
ㄢ
ˇ謝ㄒ

ㄧ
ㄝ您̀

ㄋ
ㄧ
ㄣ的́

˙
ㄉ
ㄜ作

ㄗ
ㄨ
ㄛ答̀ㄉ

ㄚ
ˊ，就ㄐ

ㄧ
ㄡ讓̀ㄖ

ㄤ
ˋ我ㄨ

ㄛ
ˇ們˙

ㄇ
ㄣ為ㄨ

ㄟ
ˊ孩ㄏ

ㄞ
ˊ子˙

ㄗ、自ㄗ
ˋ己ㄐ

ㄧ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的́

˙
ㄉ
ㄜ健

ㄐ
ㄧ
ㄢ康̀ㄎ

ㄤ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一ㄧ起ㄑ

ㄧ
ˇ努ㄋ

ㄨ
ˇ力ㄌ

ㄧ
ˋ!

敬ㄐ
ㄧ
ㄥ祝̀ㄓ

ㄨ
ˋ 闔ㄏ

ㄜ
ˊ家ㄐ

ㄧ
ㄚ 全ㄑ

ㄩ
ㄢ家́

ㄐ
ㄧ
ㄚ福ㄈ

ㄨ
ˊ

國ㄍ
ㄨ
ㄛ立́ㄌ

ㄧ
ˋ台ㄊ

ㄞ
ˊ灣ㄨ

ㄢ師ㄕ範ㄈ
ㄢ
ˋ大ㄉ

ㄚ
ˋ學ㄒ

ㄩ
ㄝ人́ㄖ

ㄣ
ˊ類ㄌ

ㄟ
ˋ發ㄈ

ㄚ展ㄓ
ㄢ
ˇ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

ㄊ
ㄧ
ㄥ學́

ㄒ
ㄩ
ㄝ系́ㄒ

ㄧ
ˋ

黃ㄏ
ㄨ
ㄤ馨́

ㄒ
ㄧ
ㄣ慧

ㄏ
ㄨ
ㄟ副̀ㄈ

ㄨ
ˋ教ㄐ

ㄧ
ㄠ授̀ㄕ

ㄡ
ˋ暨ㄐ

ㄧ
ˋ研ㄧ

ㄢ
ˊ究ㄐ

ㄧ
ㄡ團̀

ㄊ
ㄨ
ㄢ隊́

ㄉ
ㄨ
ㄟ
ˋ 敬ㄐ

ㄧ
ㄥ啟̀ㄑ

ㄧ
ˇ 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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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量ㄌ

ㄧ
ㄤ
ˋ表ㄅ

ㄧ
ㄠ
ˇ

我ㄨ
ㄛ
ˇ們˙

ㄇ
ㄣ想

ㄒ
ㄧ
ㄤ了̌

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外̌ㄨ

ㄞ
ˋ籍ㄐ

ㄧ
ˊ配ㄆ

ㄟ
ˋ偶ㄡ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中ㄓ

ㄨ
ㄥ「父ㄈ

ㄨ
ˋ親ㄑ

ㄧ
ㄣ」的˙

ㄉ
ㄜ學

ㄒ
ㄩ
ㄝ習́ㄒ

ㄧ
ˊ需ㄒ

ㄩ求ㄑ
ㄧ
ㄡ。́以ㄧ

ˇ下ㄒ
ㄧ
ㄚ請̀

ㄑ
ㄧ
ㄥ您̌

ㄋ
ㄧ
ㄣ就́

ㄐ
ㄧ
ㄡ您̀

的先生（孩子爸爸）的需要，仔ㄗ
ˇ細ㄒ

ㄧ
ˋ閱ㄩ

ㄝ
ˋ讀ㄉ

ㄨ
ˊ每ㄇ

ㄟ
ˇ一ㄧ題ㄊ

ㄧ
ˊ目ㄇ

ㄨ
ˋ後ㄏ

ㄡ
ˋ，在ㄗ

ㄞ
ˋ您ㄋ

ㄧ
ㄣ認́ㄖ

ㄣ
ˋ為ㄨ

ㄟ
ˊ最ㄗ

ㄨ
ㄟ合̀ㄏ

ㄜ
ˊ適ㄕ

ˋ

的˙
ㄉ
ㄜ答ㄉ

ㄚ
ˊ案ㄢ

ˋ空ㄎ
ㄨ
ㄥ格ㄍ

ㄜ
ˊ中ㄓ

ㄨ
ㄥ打ㄉ

ㄚ
ˇ「ˇ」。

每ㄇ
ㄟ
ˇ題ㄊ

ㄧ
ˊ共ㄍ

ㄨ
ㄥ有̀ㄧ

ㄡ
ˇ五ㄨ

ˇ個ㄍ
ㄜ
ˋ意ㄧ

ˋ見ㄐ
ㄧ
ㄢ：̀

1.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非ㄈ

ㄟ常ㄔ
ㄤ
ˊ不ㄅ

ㄨ
ˋ需ㄒ

ㄩ要ㄧ
ㄠ
ˋ」 2.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不ㄅ

ㄨ
ˋ需ㄒ

ㄩ要ㄧ
ㄠ
ˋ」 3.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無ㄨ

ˊ意ㄧ
ˋ見ㄐ

ㄧ
ㄢ」̀

4.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需ㄒ

ㄩ要ㄧ
ㄠ
ˋ」 5.代ㄉ

ㄞ
ˋ表ㄅ

ㄧ
ㄠ「̌非ㄈ

ㄟ常ㄔ
ㄤ
ˊ需ㄒ

ㄩ要ㄧ
ㄠ
ˋ」

非ㄈ
ㄟ 不ㄅ

ㄨ
ˋ無ㄨ

ˊ 需ㄒ
ㄩ 非ㄈ

ㄟ

常ㄔ
ㄤ
ˊ 需ㄒ

ㄩ 意ㄧ
ˋ

不ㄅ
ㄨ
ˋ 要ㄧ

ㄠ
ˋ見ㄐ

ㄧ
ㄢ
ˋ 要ㄧ

ㄠ
ˋ 常ㄔ

ㄤ
ˊ

需ㄒ
ㄩ 需ㄒ

ㄩ

要ㄧ
ㄠ
ˋ 要ㄧ

ㄠ
ˋ

1 2 3 4 5

1.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如ㄖ

ㄨ
ˊ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環ㄏ

ㄨ
ㄢ
ˊ境ㄐ

ㄧ
ㄥ
ˋ、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與ㄩ

ˇ規ㄍ
ㄨ
ㄟ定ㄉ

ㄧ
ㄥ
ˋ等ㄉ

ㄥ
ˇ）……………………………

……………………………………………………………………………….. □ □ □ □ □
2.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不ㄅ
ㄨ
ˋ同ㄊ

ㄨ
ㄥ
ˊ階ㄐ

ㄧ
ㄝ段ㄉ

ㄨ
ㄢ
ˋ的˙

ㄉ
ㄜ發ㄈ

ㄚ展ㄓ
ㄢ
ˇ………………………………………….. □ □ □ □ □

3.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孩ㄏ

ㄞ
ˊ子˙

ㄗ成ㄔ
ㄥ
ˊ長ㄓ

ㄤ
ˇ過ㄍ

ㄨ
ㄛ
ˋ程ㄔ

ㄥ
ˊ中ㄓ

ㄨ
ㄥ的˙

ㄉ
ㄜ需ㄒ

ㄩ求ㄑ
ㄧ
ㄡ
ˊ（如ㄖ

ㄨ
ˊ身ㄕ

ㄣ體ㄊ
ㄧ
ˇ發ㄈ

ㄚ展ㄓ
ㄢ
ˇ、情ㄑ

ㄧ
ㄥ緒́ㄒ

ㄩ
ˋ的˙

ㄉ
ㄜ變

ㄅ
ㄧ
ㄢ化̀

ㄏ
ㄨ
ㄚ等̀ㄉ

ㄥ
ˇ）……………………

……………………………………………………………………………….. □ □ □ □ □
4.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各ㄍ

ㄜ
ˋ階ㄐ

ㄧ
ㄝ段ㄉ

ㄨ
ㄢ
ˋ孩ㄏ

ㄞ
ˊ子˙

ㄗ的˙
ㄉ
ㄜ教ㄐ

ㄧ
ㄠ
ˋ養ㄧ

ㄤ
ˇ技ㄐ

ㄧ
ˋ能ㄋ

ㄥ
ˊ……………………………………….. □ □ □ □ □

5.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與ㄩ

ˇ孩ㄏ
ㄞ
ˊ子˙

ㄗ溝ㄍ
ㄡ通ㄊ

ㄨ
ㄥ的˙

ㄉ
ㄜ技ㄐ

ㄧ
ˋ巧ㄑ

ㄧ
ㄠ
ˇ………………………………………………. □ □ □ □ □

6.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尋ㄒ

ㄩ
ㄣ
ˊ找ㄓ

ㄠ
ˇ時ㄕ

ˊ間ㄐ
ㄧ
ㄢ來ㄌ

ㄞ
ˊ陪ㄆ

ㄟ
ˊ孩ㄏ

ㄞ
ˊ子˙

ㄗ ……………………………………….. □ □ □ □ □
7.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幫ㄅ

ㄤ助ㄓ
ㄨ
ˋ孩ㄏ子˙

ㄗ被ㄅ
ㄟ
ˋ同ㄊ

ㄨ
ㄥ
ˊ學ㄒ

ㄩ
ㄝ
ˊ接ㄐ

ㄧ
ㄝ受ㄕ

ㄡ
ˋ……………………………………. □ □ □ □ □

8.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培ㄆ

ㄟ
ˊ養ㄧ

ㄤ
ˇ孩ㄏ

ㄞ
ˊ子ㄗ

ˇ良ㄌ
ㄧ
ㄤ
ˊ好ㄏ

ㄠ
ˇ的˙

ㄉ
ㄜ生ㄕ

ㄥ活ㄏ
ㄨ
ㄛ
ˊ習ㄒ

ㄧ
ˊ慣ㄍ

ㄨ
ㄢ
ˋ……………………………… □ □ □ □ □

9.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教ㄐ

ㄧ
ㄠ
ˋ導ㄉ

ㄠ孩ㄏ
ㄞ
ˊ子˙

ㄗ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的˙

ㄉ
ㄜ態ㄊ

ㄞ
ˋ度ㄉ

ㄨ
ˋ與ㄩ

ˇ方ㄈ
ㄤ法ㄈ

ㄚ
ˇ…………………………… □ □ □ □ □

10.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教ㄐ

ㄧ
ㄠ
ˋ導ㄉ

ㄠ
ˇ子ㄗ

ˇ女ㄋ
ㄩ
ˇ課ㄎ

ㄜ
ˋ業ㄧ

ㄝ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所ㄙ

ㄨ
ㄛ
ˇ需ㄒ

ㄩ的˙
ㄉ
ㄜ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知ㄓ能ㄋ

ㄥ
ˊ……………………….. □ □ □ □ □

11.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與ㄩ

ˇ學ㄒ
ㄩ
ㄝ
ˊ校ㄒ

ㄧ
ㄠ
ˋ老ㄌ

ㄠ
ˇ師ㄕ溝ㄍ

ㄡ通ㄊ
ㄨ
ㄥ …………………………………………… □ □ □ □ □

12.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跟ㄍ

ㄣ孩ㄏ
ㄞ
ˊ子˙

ㄗ同ㄊ
ㄨ
ㄥ
ˊ學ㄒ

ㄩ
ㄝ
ˊ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長ㄓ

ㄤ
ˇ們˙

ㄇ
ㄣ聊ㄌ

ㄧ
ㄠ
ˊ天ㄊ

ㄧ
ㄢ、說ㄕ

ㄨ
ㄛ話ㄏ

ㄨ
ㄚ
ˋ…………………… □ □ □ □ □

13.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掌ㄓ

ㄤ
ˇ握ㄨ

ㄛ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的˙

ㄉ
ㄜ情ㄑ

ㄧ
ㄥ
ˊ緒ㄒ

ㄩ
ˋ（如ㄖ

ㄨ
ˊ適ㄕ

ˋ當ㄉ
ㄤ
ˋ表ㄅ

ㄧ
ㄠ達̌ㄉ

ㄚ
ˊ、減ㄐ

ㄧ
ㄢ少̌ㄕ

ㄠ
ˇ負ㄈ

ㄨ
ˋ面ㄇ

ㄧ
ㄢ情̀

ㄑ
ㄧ
ㄥ緒́ㄒ

ㄩ
ˋ等ㄉ

ㄥ
ˇ）……………………

………………………………………………………………………………. □ □ □ □ □
14.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經ㄐ

ㄧ
ㄥ營ㄧ

ㄥ
ˊ愉ㄩ

ˊ快ㄎ
ㄨ
ㄞ
ˋ的˙

ㄉ
ㄜ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氣ㄑ

ㄧ
ˋ氛ㄈ

ㄣ ……………………………………. □ □ □ □ □
15.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增ㄗ

ㄥ進ㄐ
ㄧ
ㄣ
ˋ夫ㄈ

ㄨ妻ㄑ
ㄧ溝ㄍ

ㄡ通ㄊ
ㄨ
ㄥ的˙

ㄉ
ㄜ能ㄋ

ㄥ
ˊ力ㄌ

ㄧ
ˋ……………………………………. □ □ □ □ □

16.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妻ㄑ

ㄧ子ㄗ
ˇ母ㄇ

ㄨ
ˇ國ㄍ

ㄨ
ㄛ
ˊ家ㄐ庭ㄊ

ㄧ
ㄥ
ˊ的˙

ㄉ
ㄜ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 □ □ □ □ □

17. 瞭ㄌ
ㄧ
ㄠ解̌

ㄐ
ㄧ
ㄝ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助́ㄓ

ㄨ妻ㄑ
ㄧ子ㄗ

ˇ適ㄕ
ˋ應ㄧ

ㄥ
ˋ夫ㄈ

ㄨ家ㄐ
ㄧ
ㄚ的

˙
ㄉ
ㄜ生ㄕ

ㄥ活ㄏ
ㄨ
ㄛ環́

ㄏ
ㄨ
ㄢ境́

ㄐ
ㄧ
ㄥ與ㄩ

ˇ特ㄊ
ㄜ
ˋ色ㄙ

ㄜ
ˋ……………… □ □ □ □ □

18.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
ˊ助ㄓ

ㄨ妻ㄑ
ㄧ子ㄗ

ˇ成ㄔ
ㄥ
ˊ為ㄨ

ㄟ
ˊ好ㄏ

ㄠ
ˇ媽ㄇ

ㄚ媽˙
ㄇ
ㄚ……………………………………… □ □ □ □ □

19.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教ㄐ

ㄧ
ㄠ
ˋ養ㄧ

ㄤ
ˇ子ㄗ

ˇ女ㄋ
ㄩ
ˇ所ㄙ

ㄨ
ㄛ
ˇ需ㄒ

ㄩ要ㄧ
ㄠ
ˋ的˙

ㄉ
ㄜ各ㄍ

ㄜ
ˋ種ㄓ

ㄨ
ㄥ
ˇ資ㄗ源ㄩ

ㄢ
ˊ（如ㄖ

ㄨ
ˊ：書ㄕ

ㄨ籍ㄐ
ㄧ
ˊ、演ㄧ

ㄢ
ˇ講ㄐ

ㄧ
ㄤ
ˇ或ㄏ

ㄨ
ㄛ
ˋ課ㄎ

ㄜ
ˋ程ㄔ

ㄥ
ˊ等ㄉ

ㄥ
ˇ）………………………

………………………………………………………………………………. □ □ □ □ □
20. 瞭ㄌ

ㄧ
ㄠ
ˇ解ㄐ

ㄧ
ㄝ
ˇ如ㄖ

ㄨ
ˊ何ㄏ

ㄜ
ˊ協ㄒ

ㄧ
ㄝ
ˊ助ㄓ

ㄨ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面ㄇ

ㄧ
ㄢ
ˋ對ㄉ

ㄨ
ㄟ
ˋ外ㄨ

ㄞ
ˋ界ㄐ

ㄧ
ㄝ
ˋ壓ㄧ

ㄚ力ㄌ
ㄧ
ˋ…………………………………. □ □ □ □ □

21. 其ㄑ
ㄧ
ˊ他ㄊ

ㄚ …………………………………………. □ □ □ □ □

參ㄘ
ㄢ與ㄩ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的˙

ㄉ
ㄜ障ㄓ

ㄤ
ˋ礙ㄞ

ˋ因ㄧ
ㄣ素ㄙ

ㄨ
ˋ

過ㄍ
ㄨ
ㄛ
ˋ去ㄑ

ㄩ
ˋ半ㄅ

ㄢ
ˋ年ㄋ

ㄧ
ㄢ
ˊ內ㄋ

ㄟ
ˋ，您ㄋ

ㄧ
ㄣ
ˊ的˙

ㄉ
ㄜ先ㄒ

ㄧ
ㄢ生ㄕ

ㄥ是ㄕ
ˋ否ㄈ

ㄡ
ˇ參ㄘ

ㄢ加ㄐ
ㄧ
ㄚ過ㄍ

ㄨ
ㄛ
ˋ與ㄩ

ˇ家ㄐ
ㄧ
ㄚ庭ㄊ

ㄧ
ㄥ
ˊ議ㄧ

ˋ題ㄊ
ㄧ
ˊ有ㄧ

ㄡ
ˇ關ㄍ

ㄨ
ㄢ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

1. □ 有ㄧ
ㄡ
ˇ

2.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原ㄩ

ㄢ
ˊ因ㄧ

ㄣ是ㄕ
ˋ（可ㄎ

ㄜ
ˇ以ㄧ

ˇ複ㄈ
ㄨ
ˋ選ㄒ

ㄩ
ㄢ
ˇ）：

(1) □ 不ㄅ
ㄨ
ˋ知ㄓ道ㄉ

ㄠ
ˋ在ㄗ

ㄞ
ˋ哪ㄋ

ㄚ
ˇ裡ㄌ

ㄧ
ˇ有ㄧ

ㄡ
ˇ辦ㄅ

ㄢ
ˋ理ㄌ

ㄧ
ˇ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的˙

ㄉ
ㄜ學ㄒ

ㄩ
ㄝ
ˊ習ㄒ

ㄧ
ˊ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 (2) □ 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地ㄉ

ㄧ
ˋ點ㄉ

ㄧ
ㄢ
ˇ太ㄊ

ㄞ
ˋ遠ㄩ

ㄢ
ˇ了˙

ㄌ
ㄜ

(3)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時ㄕ

ˊ間ㄐ
ㄧ
ㄢ參ㄘ

ㄢ加ㄐ
ㄧ
ㄚ (4) □ 因ㄧ

ㄣ為ㄨ
ㄟ
ˋ對ㄉ

ㄨ
ㄟ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把ㄅ

ㄚ
ˇ握ㄨ

ㄛ
ˋ，不ㄅ

ㄨ
ˋ好ㄏ

ㄠ
ˇ意ㄧ

ˋ思ㄙ去ㄑ
ㄩ
ˋ

(5) □ 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機ㄐ

ㄧ構ㄍ
ㄡ
ˋ辦ㄅ

ㄢ
ˋ理ㄌ

ㄧ
ˇ相ㄒ

ㄧ
ㄤ關ㄍ

ㄨ
ㄢ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6) □ 對ㄉ

ㄨ
ㄟ
ˋ活ㄏ

ㄨ
ㄛ
ˊ動ㄉ

ㄨ
ㄥ
ˋ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興ㄒ

ㄧ
ㄥ
ˋ趣ㄑ

ㄩ
ˋ

(7) □ 對ㄉ
ㄨ
ㄟ
ˋ自ㄗ

ˋ己ㄐ
ㄧ
ˇ或ㄏ

ㄨ
ㄛ
ˋ家ㄐ

ㄧ
ㄚ人ㄖ

ㄣ
ˊ沒ㄇ

ㄟ
ˊ有ㄧ

ㄡ
ˇ幫ㄅ

ㄤ助ㄓ
ㄨ
ˋ (8) □ 其ㄑ

ㄧ
ˊ他ㄊ

ㄚ原ㄩ
ㄢ
ˊ因ㄧ

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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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五五：：課課程程方方案案審審查查人人員員名名單單

外籍配偶父職教育課程方案之課程審查人員名單

一、資格審

陳怡臻助理

蔡欣育助理

蕭雅文助理

二、初審

黃馨慧副教授

魏秀珍副教授

三、第一次複審

吳銀玉小姐（光寶文教基金會）

唐厚婷小姐（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黃乃輝理事長（外籍新娘成長關懷協進會）

舒潘瑤理事長（南洋姐妹會）

曾秀珠校長（臺北縣野柳國小）

四、第二次複審

吳水銀主任（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卓至中先生（外配家庭父親代表）

王介言委員（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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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六六：：教教案案統統一一格格式式

方案名稱：

課程方案名稱

課程對象請打「ˇ」□父親 □母親 □孩子 （外籍配偶家庭優先適用）

課程設計者

課
程
簡
介

請二百字以內簡述此課程之特色，及課程內容

課
程
概
念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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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一、 設計理念

課程使用說明

二、 學習目標

1.

2.

3.

三、 時間： 分鐘

四、 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一：

1. 教學目標：

（1）

（2）

（3）

2. 活動人數： 人

3. 活動對象：□父親 □母親 □孩子 （外籍配偶家庭優先適用）

4. 活動時間： 分鐘

5.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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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時間 活動步驟
使用材料

（教學資源）
貼心小叮嚀

課前準備 請寫下關於該課

程所使用的附

件，包括講義、

學習單、ppt、教

具等。

請寫下關於如

何使用教案、

適時調整內容

的方式。提醒

活動之間的轉

換與調整，加

強引導活動帶

領者活動串連

的部份，並考

量城鄉差距，

針對視聽媒體

教材部分提供

可行的活動替

代方案。

一、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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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

活動二：

三、綜合活動：

五、學習評量

（1）

（2）

（3）

（二）單元二： 依前述格式體例敘寫

參考資料

附錄【各單元教材中所使用之教材】

◎第一單元教材：

附件一：

附件二：

◎第二單元教材：

附件三：



137

附附件件七七：：課課程程發發展展著著作作權權授授權權同同意意書書【【範範例例】】

A123456789

12345678@yhoo.com.tw

0912-345678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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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八八：：感感謝謝狀狀【【範範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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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的錯

文---雷.克里斯強森
圖---迪克.史丹伯格
譯---周逸芬



 

11 

 

 

 

 

那是在下課以後才發生的，
不關我的事喲！

我沒有看到事情發生的經過，

所以不知道他為什麼哭。

一句話可以激發自信；也可以徹底毀滅信心

~七大法則與您分享~
資料參考自亞特拉博士

；

別一味的順從我，溺愛我。我
很清楚的知道，不應該得到每
一樣我所要求的東西。我只是
在試探你，試探你~~
我的哭鬧有多大的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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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姓名： 

  我的生日： 

我的星座： 

我最喜歡的人： 

= 我最喜歡的玩具： 

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看的書： 

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我最想得到的生日禮物： 

放假日，我最喜歡和家人一起做的活動是： 

 

 

  

小小小朋朋朋友友友，，，請請請貼貼貼上上上(((或或或畫畫畫出出出)))妳妳妳最最最喜喜喜歡歡歡的的的全全全家家家動動動照照照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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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好朋友是誰?他

(們)和我同班(校)

嗎？ 

2. 為什麼會和他們成為

好朋友？ 

3. 我常和好朋友分享什

麼？ 
4. 曾經和好朋友做什麼

事讓你印象深刻？ 

5. 寫下你最想告訴好朋友

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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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我的家 
  

 

                    經過討論，我看見了我的家可愛的地方…… 

 

                       

 

※我願：……家事，我決定要做更多的服務，可以做的家事有……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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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帶領家人外出旅遊 

兌現期限：一個月內 

 

承諾人： 

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幫忙老婆做家事（           ） 

兌現期限：一週內 

 

承諾人： 

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幫忙老婆做家事（           ） 

兌現期限：一週內 

 

承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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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檢查小孩的功課 

兌現規則：檢查一星期 

 

承諾人： 

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 

兌現期限： 

 

承諾人： 

愛的支票 

兌現項目： 

兌現期限： 

 

承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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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countyid=indonesia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countyid=thailand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countyid=philippines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countyid=cambodia
http://wise.edu.tw/foreignarea/video_sorthasia.php?countyid=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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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7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3%A1%E5%BF%97%E6%98%8E%E5%B8%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30%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30%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A%E5%8D%97%E7%8D%A8%E7%AB%8B%E5%AE%A3%E8%A8%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9%E6%9C%882%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9C%E5%8E%8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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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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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1.php


 

145 

 

 



 

 

146 

 

 



 

147 

 

 

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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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3.php
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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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se.edu.tw/foreignarea/material.php
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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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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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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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3.php
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4.php


 

 

158 

 

 

  

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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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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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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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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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csec.gov.tw/c_cultures/c_0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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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se.edu.tw/foreignarea/material.ph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97%E5%8D%8A%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6%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E%E6%B1%89%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5%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A%B9%E7%B2%92%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5%93%A5%E7%8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3%89%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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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9%B2%E9%AB%98%E6%A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2%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3%89%E5%85%B1%E5%92%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9%B2%E9%AB%98%E6%A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A3%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A%B9%E7%BD%97%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E%E9%87%8C%E8%90%A8%E6%B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0%BE%E6%BB%84%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5%B8%B6%E5%9E%8B%E9%9B%A8%E6%9E%97%E6%B0%A3%E5%80%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9D%E6%B0%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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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C%E8%BF%AD%E6%A3%89%E8%8A%B7%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D%E8%BF%AD%E6%A3%89%E5%90%89%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9%A9%E6%A2%B3%E9%A2%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BE%B7%E6%9C%9B%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5%E6%B9%9B%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5%E6%B8%85%E6%8F%9A%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5%E5%A3%AB%E5%8D%91%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A6%E5%B1%85%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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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3%85%E9%80%9A%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5%E5%90%8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2%E5%B8%83%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8%E4%B8%B9%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2%E6%8B%89%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88%E5%85%A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85%A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94%E4%BA%95%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A4%9A%E5%9F%BA%E9%87%8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2%8A%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2%8A%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5%A8%81%E5%A4%8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2%E7%BE%85%E5%8B%89%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9%E8%96%A9%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9%81%94%E9%82%A3%E5%9F%BA%E9%87%8C%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98%E5%A1%94%E7%B4%8D%E5%9F%BA%E9%87%8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98%E5%A1%94%E7%B4%8D%E5%9F%BA%E9%87%8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A%B9%E7%B2%92%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3%88%E5%8A%AA%E5%85%8B%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3%88%E5%8A%AA%E5%85%8B%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4%B8%81%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B4%E6%A5%A8%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8%86%A0%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A5%E5%A4%9A%E6%A3%89%E8%8A%B7%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A4%9A%E6%A3%89%E5%90%89%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9%A6%AC%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9%A6%AC%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6%9E%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6%9E%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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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0%E7%8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7%99%82%E9%AB%94%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E%E5%84%82%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AC%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A%B9%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9%98%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9%86%E7%BE%85%E9%96%80%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F%95%E5%A9%86%E7%A5%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5%93%A5%E7%AA%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C%E8%8F%AF%E6%97%A5%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C%E8%8F%AF%E7%90%86%E4%BA%8B%E7%B8%BD%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sinchew-i.com/cambodi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9F%E6%B4%B2%E9%9B%86%E5%9C%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5%95%86%E6%97%A5%E5%A0%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ralagn%27_Khmer&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hakraval_Daily&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ampuchea_Thmei_Daily&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ampuchea_Thnai_Nes&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anychok_Sangkhum&action=edit&redlink=1
http://ka-set.info/kh/khmer.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oh_Santepheap&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oneaksekar_Khmer&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am_Rainsy&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Rasmei_Kampuche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amleng_Yuvachun&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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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domkate_Khmer&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at_Phnom_Daily&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hnom_Penh_Post&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ortnight&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nglish_languag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he_Cambodia_Daily&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ambodi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nglish_languag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Newspaper&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cambodgesoir.info/
http://ka-se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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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4%90%E6%9C%9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390%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450%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5%9B%E4%B9%89%E5%BE%B7%C2%B7%E8%89%BE%E5%B8%83%E4%BC%AF%E5%85%8B%E5%B0%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521%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A6%E5%93%B2%E4%BC%A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7%90%86%E5%A4%A7%E5%8F%91%E7%8E%B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56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BF%E9%9C%A7%E7%9C%8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7%8F%AD%E7%89%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B2%E5%88%A9%E6%99%AE%E4%BA%8C%E4%B8%9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898%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8%A5%BF%E6%88%B0%E7%88%A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E6%9C%8812%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9%BB%8E%E5%92%8C%E7%B4%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3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3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onwealth_of_the_Philippines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6%88%9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6%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6%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6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8F%AF%E4%BB%9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6%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6%8B%89%E6%9D%BE%C2%B7%E9%98%BF%E5%9F%BA%E8%AF%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92%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B2%E5%BE%B7%E5%B0%94%C2%B7%E7%93%A6%E5%B0%94%E5%BE%B7%E6%96%AF%C2%B7%E6%8B%89%E8%8E%AB%E6%96%A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6%8B%89%E6%9D%BE%C2%B7%E9%98%BF%E5%9F%BA%E8%AF%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98%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A6%E7%91%9F%E5%A4%AB%C2%B7%E5%9F%83%E6%96%AF%E7%89%B9%E6%8B%89%E8%BE%B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1%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7%BD%97%E7%BA%A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8%8A%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9%E8%8E%89%E8%8A%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6%A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B3%E6%8B%89%E6%A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9F%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8D%E7%8F%A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B3%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B2%E5%BE%8B%E5%AE%BE%E9%B9%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6%AC%8A%E5%88%86%E7%AB%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BB%E7%BB%9F%E5%88%B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BB%E7%BB%9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5%85%83%E9%A6%9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C%E5%8D%97%E4%BA%9A%E5%9B%BD%E5%AE%B6%E8%81%94%E7%9B%9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6%B4%B2%E5%A4%AA%E5%B9%B3%E6%B4%8B%E7%BB%8F%E6%B5%8E%E5%90%88%E4%BD%9C%E7%BB%84%E7%BB%8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5%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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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5%E5%AE%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1%B3%E6%B2%99%E9%84%A2&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5%85%B0%E8%80%8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8%BF%AA%E5%8B%92%E6%8B%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8%98%AD%E8%80%81%E7%A9%86%E6%96%AF%E6%9E%97%E8%87%AA%E6%B2%BB%E5%8D%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B1%E5%9C%B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5%8E%9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8%E9%99%B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BB%E7%81%AB%E5%B1%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9%9C%8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5%85%B0%E8%80%81%E5%B2%9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B3%A2%E7%81%AB%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B3%A2%E7%81%AB%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5%E5%AE%8B%E5%B2%9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8%8D%A3%E7%81%AB%E5%B1%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BB%E7%81%AB%E5%B1%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5%85%B0%E8%80%81%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5%85%B0%E8%80%81%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5%8A%A0%E5%BB%B6%E6%B2%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6%B9%9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6%B4%8B%E6%8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6%B4%8B%E6%8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AD%E5%B8%A6%E9%9B%A8%E6%9E%97%E6%B0%94%E5%80%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8D%E6%B0%B4%E9%87%8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AB%E7%B1%B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9%A3%8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83%B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B0%BC%E6%8B%8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8E%E6%9D%BE%E5%9F%8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0%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9%9D%A2%E7%A7%AF%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9%9D%A2%E7%A7%AF%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B6%E5%8C%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TC&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TC&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7%AC%E7%94%B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BC%E8%B2%B7%E5%8A%9B%E5%B9%B3%E5%83%B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BC%E8%B2%B7%E5%8A%9B%E5%B9%B3%E5%83%B9&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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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B3%B6%E8%AA%9E%E7%B3%B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96%E5%8A%A0%E7%A6%84%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6%B4%9B%E6%88%88%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2%A6%E7%8F%AD%E7%89%99%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8%90%A8%E4%BA%9A%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7%A7%91%E5%B0%94%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E%E4%BA%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8B%89%E4%BC%AF%E4%BA%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7%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4%BA%BA%E5%8F%A3%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4%BA%BA%E5%8F%A3%E5%AF%86%E5%BA%A6%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4%BA%BA%E5%8F%A3%E5%AF%86%E5%BA%A6%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4%BA%BA%E5%8F%A3%E5%AF%86%E5%BA%A6%E5%88%97%E8%A1%A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98%E6%96%B9%E8%AF%AD%E8%A8%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B2%E5%BE%8B%E8%B3%93%E8%AA%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B1%E8%AA%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7%8F%AD%E7%89%99%E8%AA%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7%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4%B8%BB%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5%B8%9D%E6%B1%B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7%8F%AD%E7%89%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6%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86%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8F%AF%E4%BB%9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1%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1%E5%B9%B4&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B0%BC%E6%8B%8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7%9D%A3%E6%96%B0%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6%96%AF%E8%98%AD%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5%85%B0%E8%80%81%E5%B2%9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4%BA%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8%91%97%E6%B0%91%E6%97%8F&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E%9F%E5%A7%8B%E5%AE%97%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9E%E8%A8%80&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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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E6%9C%881%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3%E6%97%A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3%E6%9C%8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7%B2%A5%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4%B8%BB%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3%E6%9C%8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A9%E6%B4%BB%E7%AF%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4%B8%BB%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9%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4%B8%B9%E6%97%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5%E6%9C%881%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7%AF%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E6%9C%8812%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6%85%B6%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8%E6%9C%8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1%E6%9C%881%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1%E4%BA%BA%E7%AF%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2%E6%9C%8825%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8%AA%95%E7%AF%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2%E6%9C%8830%E6%97%A5&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E%E5%88%B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9%81%97%E4%BA%A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A6%E5%93%B2%E4%BC%A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4%BC%A6%E5%B8%83&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4%90%E4%BA%BA%E8%A1%9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2%A7%E7%91%B6&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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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B2%E5%BE%8B%E8%B3%93%E8%88%AA%E7%A9%BA%E5%85%AC%E5%8F%B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5%B0%BC%E6%8B%8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BF%E9%9C%A7%E5%A4%AA%E5%B9%B3%E6%B4%8B%E8%88%AA%E7%A9%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E%E5%89%8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8F%E5%BB%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8F%E5%BB%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89%E5%B7%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B3%E5%B7%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88%E9%96%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88%E9%96%80&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B0%E5%9C%8B&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9%A1%9E%E5%AD%B8&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4%B8%BB%E6%95%9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96%8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96%8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B0%BC%E6%8B%89&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A9%E5%8D%97%E4%BA%BA&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6%9D%B1&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A9%E5%8D%97%E8%AA%9E&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8F%E5%BB%BA%E8%AF%9D&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1%82%E5%AE%8B%E5%B3%B6&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8D%E6%B5%B7%E5%B8%82&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AA%E7%8D%85%E8%80%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BF%E9%9C%A7&variant=zh-han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7%AD%94%E9%82%A3%E5%B3%A8%E5%B2%9B&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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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年年有餘） + 水餃（元寶）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5%B9%B4%E8%8F%9C++%E6%B0%B4%E9%A4%83&ei
=UTF-8&fr=yfp&x=wrt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5%B9%B4%E8%8F%9C++%E9%AD%9A&ei=UTF-
8&fr=yfp&b=41

+ 粽子 + 粽子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7%B2%BD%E5%AD%90&ei=UTF-8&fr=yfp&x=wrt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7%B2%BD%E5%AD%90&ei=UTF-8&fr=yfp&x=wrt

+ 魚（年年有餘） + 水餃（元寶）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5%B9%B4%E8%8F%9C++%E6%B0%B4%E9%A4%83&ei
=UTF-8&fr=yfp&x=wrt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5%B9%B4%E8%8F%9C++%E9%AD%9A&ei=UTF-
8&fr=yfp&b=41

+ 潤餅 + 墓粿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5%A2%93%E7%B2%BF&ei=UTF-8&fr=yfp&x=wrt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6%BD%A4%E9%A4%85&ei=UTF-8&fr=yfp&x=wrt

+ 月餅 + 柚子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6%9F%9A%E5%AD%90&ei=UTF-
8&pstart=1&fr=yfp&b=21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6%9C%88%E9%A4%85&ei=UTF-8&fr=yfp&x=wrt

+ 湯圓 + 湯圓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6%B9%AF%E5%9C%93&ei=UTF-
8&pstart=1&fr=yfp&b=21

圖片來源：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
6%B9%AF%E5%9C%93&ei=UTF-8&fr=yfp&x=w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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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C3%B9%AC%C2%A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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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6%FD%BA%7E%B1%D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6%FD%BA%7E%B1%D3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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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atmovies.com.tw/star/star.cfm?action=stardata&starid=sDD500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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