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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4 年國民中學學校概況 

縣    市 

(公立學校) 

 校數* 
 

班級數 

 公立 私立 合計   

北部地區        

229 新 北 市  61 0 62 3,896 14.96 
 臺 北 市  59 2 61 2,675 10.27 
 桃 園 市   57 1 58 2,589 9.94 
 新 竹 縣  28 0 28 692 2.66 
 基 隆 市  11 0 11 406 1.56 
 新 竹 市  13 1 13 582 2.23 
        

中部地區 臺 中 市  71 1 72 3,239 12.43 

198 苗 栗 縣  30 0 30 677 2.60 
 彰 化 縣  36 0 36 1,456 5.59 
 南 投 縣   31 1 32 644 2.47 
 雲 林 縣  30 3 33 834 3.20 
        

南部地區 臺 南 市  58 2 60 2,025 7.77 

203 高 雄 市  79 0 79 2,949 11.32 
 嘉 義 縣  23 0 23 527 2.02 
 屏 東 縣  35 0 35 939 3.60 
 嘉 義 市  8 0 8 376 1.44 
        

東部地區 宜 蘭 縣  24 0 24 598 2.30 

68 臺 東 縣  21 0 21 302 1.16 
 花 蓮 縣  23 0 23 420 1.61 
        

離島地區 澎 湖 縣  14 0 14 123 0.47 

24 金 門 縣  5 0 5 81 0.31 
 連 江 縣  5 0 5 18 0.07 

總計   ˙     

722   722 11 733 26,048 100.00 

 



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 

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     

115 

 

附錄二：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

學校層面（專家內容效度問卷）量化統計資料 

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01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8/80% 2/20%  

02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 7/70% 3/30%  

03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8/80% 2/20%  

04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發展多元文化課程或教材。 6/60% 4/40%  

05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8/80% 2/20%  

06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8/80% 2/20%  

07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多元文化研習。 8/80% 2/20%  

08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諮詢輔導方案。 8/80% 2/20%  

09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8/80% 2/20%  

10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親職教育研習。 7/70% 2/20% 1/10%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8/80% 2/20%  

12 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5/50% 5/50%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8/80% 1/10% 1/10%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 8/8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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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

儕輔導)。 
8/80% 2/20%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01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9/90% 1/10%  

02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9/90% 1/10%  

03 新住民家長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9/90% 1/10%  

04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8/80% 2/20%  

05 新住民家長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10/100%   

06 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7/70% 3/30%  

07 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

作。 
5/50% 5/50%  

08 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

容。 
6/60% 4/40%  

09 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8/80% 2/20%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7/70% 3/30%  

11 新住民家長對孩子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4/40%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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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住民家長要求孩子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9/90% 1/10%  

13 新住民家長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8/80% 2/20%  

14 新住民家長總是對子女課業很關心，並且協助指導。 8/80% 2/20%  

15 新住民家長對子女生活起居很關心。 10/100%    

16 新住民家長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9/90% 1/10%  

17 新住民家長常和教師聯繫孩子學習情形。 9/90% 1/10%  

18 新住民家長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孩子。 8/80% 2/20%  

   

 

 

附錄三：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

學生層面一（專家內容效度問卷） 

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學生填寫問卷） 

 

題 

 

 

號 

 

 

 

 

 

問卷題目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01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讓家長參

加。 
8/80% 2/20%  

02 學校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讓我們學習。 7/70% 3/30%  

03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5/50% 5/50%  

04 學校會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課程或教材。 6/60% 4/40%  

05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7/7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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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7/70% 3/30%  

07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多元文化研習。 6/60% 4/40%  

08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諮詢輔導方案。 6/60% 4/40%  

09 學校會為父母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6/60% 4/40%  

10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親職教育研習。 7/70% 3/30%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

施。 
6/60% 4/40%  

12 教師會為學習成績欠佳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

學。 
5/50% 5/50%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7/70% 2/20% 1/10%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

學。 
7/70% 3/30%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

同儕輔導)。 
6/60% 4/40%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學生填寫問卷） 

 

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01 父母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6/60% 4/40%  

02 父母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7/7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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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父母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7/70% 3/30%  

04 父母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7/70% 3/30%  

05 父母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7/70% 2/20% 1/10% 

06 當我在學校或家裡受了委屈，父母願意傾聽我的聲

音。 
8/80% 2/20%  

07 父母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修改建議： 
5/50% 5/50%  

08 父母認為我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7/70% 3/30%  

09 父母尊重我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8/80% 2/20%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5/50% 5/50%  

11 父母對我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5/50% 5/50%  

12 父母要求我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8/80% 2/20%  

13 父母忙於工作，沒時間陪我聊天、做功課。 10/100%   

14 父母總是對我的課業很關心，並指導我不會的地方。 9/90% 1/10%  

15 父母對我的生活起居很關心。 9/90% 1/10%  

16 父母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9/90% 1/10%  

17 父母常和老師聯繫，了解我在學校學習情形。 9/90% 1/10%  

18 父母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我。 10/100%   

 

 

附錄四：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 

         學校層面（專家內容效度問卷）質性資料分析 

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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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問卷題目 

 

 

委員意見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01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A08：本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A10：規劃 

□ □ □ 

02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 

修改建議： 

A01：傳承兩字或可刪除 

A02：學校會規劃畫辦理新住民母語課程。 

A07：傳承二字刪除 

A08：學校處室會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 

A10：規劃 

□ □ □ 

03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修改建議：  

A03：學校會規畫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A08：學校處室會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A10：規劃 

□ □ □ 

04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發展多元文化課程或教材。 

修改建議： 

A01：學校處室或教師? 

A02：學校會主動開發多元文化課程或相關教材資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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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製作或準備多元文化課程或教

材。 

A05：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製作或準備多元文化課程或教

材。 

A08：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教材。 

05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適切的生活輔導方案。 

□ □ □ 

06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上的協助。 

□ □ □ 

07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多元文化研習。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畫辦理新住民家長的多元文化研習。 

A10：規劃 

□ □ □ 

08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諮詢輔導方案。 

修改建議： 

A02 :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家長的教育諮詢輔導方案。 

A10：規劃 

□ □ □ 

09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親職成長活動課程。 

A05：可增加「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各項親師交流活

動。」 

A10：規劃 

□ □ □ 



                                                                             參考文獻 

122 

 

10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親職教育研習。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家長親職教育研習。 

A10：規劃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修改建議： 

A02：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支持措施。 

□ □ □ 

12 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修改建議： 

A02：教師會為學習較緩慢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A04：學校或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安排補救教學。 

A05：學校或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安排補救教學。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修改建議： 

A02：本題的問題過於抽象籠統,建議刪掉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修改建議： 

A01：教師會考量新住民子女背景 

A02：教師會在課堂中，落實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 

□ □ □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修改建議： 

A02：教師會為較弱勢的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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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01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修改建議： 

A07: 新住民家長能夠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 □ □ 

02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修改建議： 

A07：新住民家長能夠指導與協助孩子的課業。 

□ □ □ 

03 新住民家長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修改建議： 
□ □ □ 

04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修改建議： 

A03：「親職角色」一詞有點抽象，是否可以修改具體如：定時

參加學校親職教育，與教師保持聯繫等。 

A07：新住民家長能夠扮演好親職角色。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05 新住民家長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修改建議：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06 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修改建議： 

A02：當孩子受委屈時，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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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本校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A10：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的想法或原因。 

07 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修改建議： 

A01：學校老師的責任 

A02：新住民家長認為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A05：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A06：清標明反向題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職

責。 

□ □ □ 

08 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修改建議： 

A02: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做好課業學習。 

A05：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不需

任何幫助。 

A07：看不出本層面的意義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學習好學校的功課。 

□ □ □ 

09 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修改建議： 

A05：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的感受與對事情的看法。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 □ □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修改建議： 

A03：「雙方家長」建議修改為「家長雙方」 

A05：此題若為單親家庭即不適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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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本校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是一致的。 

11 新住民家長對孩子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修改建議： 

A01：開明權威定義或字義上不清楚? 

A03：「開明」「權威」為相對概念，容易造成混淆  

A05：「開明權威」一辭是否需稍加白話敘述，或提供例子？ 

A07：開明與權威？似衝突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對孩子的教養，會採取開明的方式。 

A10：本題應該分為兩題，開明一題；權威一題 

□ □ □ 

12 新住民家長要求孩子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修改建議： 

A07：表現認真改為表現良好或者課業表現認真改為上課認真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要求孩子認真完成學校課業。 

 

□ □ □ 

13 新住民家長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修改建議： 

A05：建議採正向敘述：「新住民家長即使工作繁忙，也會努力

謄出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A06：請標明反向題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 □ □ 

14 新住民家長總是對子女課業很關心，並且協助指導。 

修改建議： 

A02：新住民家長總是對子女課業很關心，並且參與指導。 

A03：：「總是」可以考慮拿掉，修改成根據聯絡簿內容檢查學

生作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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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本校新住民家長會關心子女課業，並且協助指導。 

15 新住民家長對子女生活起居很關心。 

修改建議：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會關心子女生活起居。 

□ □ □ 

16 新住民家長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修改建議：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 □ □ 

17 新住民家長常和教師聯繫孩子學習情形。 

修改建議： 

A07：新住民家長常和老師聯繫孩子在校及學習情形。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會和教師討論孩子學習情形。 

□ □ □ 

18 新住民家長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孩子。 

修改建議： 

A05：新住民家長「經常」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孩子。 

A08：本校新住民家長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孩子 

□ □ □ 

 

 

 

附錄五：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

學生層面一（專家內容效度問卷）質性分析 

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學生填寫問卷） 

 

題 

 

 

號 

 

 

問卷題目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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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讓家長參加。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讓家長參加。 

A10：規劃 

□ □ □ 

02 學校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讓我們學習。 

修改建議： 

A01：傳承或可刪除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母語課程，讓我們學習。 

A07：傳承二字刪除 

A10：規劃 

□ □ □ 

03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A05 : 學校會為我們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A07：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活動) 

A10：規劃 

□ □ □ 

04 學校會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課程或教材。 

修改建議： 

A01：學校教師 

A02：學校會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的各種資訊。 

A05：學校會為我們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課程或教材。 

A07：學校改為老師 

□ □ □ 

05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新住民子女生活輔導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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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學校會為我們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06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上的協助。 

A05：學校會為我們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 □ □ 

07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多元文化研習。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家長的多元文化研習。 

A05：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研習讓家長參與。 

A10：規劃 

□ □ □ 

08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諮詢輔導方案。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家長的諮詢輔導活動。 

A05：學校會為家長規畫辦理諮詢輔導方案。 

A10：規劃 

□ □ □ 

09 學校會為父母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新住民家長的成長活動。 

A05：學校會為家長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 □ □ 

10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親職教育研習。 

修改建議： 

A02：學校會規劃辦理新住民家長的親職教育活動。 

A10：規劃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修改建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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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支持措施。 

A05：教師會為我們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 

A07：教師改為老師 

12 教師會為學習成績欠佳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修改建議： 

A02：教師會為學業成績欠佳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A05：教師會為學習落後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修改建議： 

A02：本題較為籠統抽象,可刪掉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修改建議： 

A01：教師會考量 

A02：教師會在課堂中，落實多元文化的課程與教學。 

□ □ □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修改建議： 

A02 :教師會為較弱勢的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

輔導)。 

A05：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

導)。[刪除較能避免刻板印象]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學生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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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保 

 

 

留 

修 

改 

後 

通 

過 

刪 

 

 

 

題 

01 父母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修改建議： 

A05：我的父母了解如何適當地管教孩子行為。 

A07：父母會適當管教孩子的行為。 

□ □ □ 

02 父母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修改建議： 

A05：我的父母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A07：父母會協助並指導我的功課。 

□ □ □ 

03 父母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修改建議： 

A05：我的父母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A07：父母會和學校老師溝通及討論我在校的情形。 

□ □ □ 

04 父母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修改建議： 

A05：我的父母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05 父母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修改建議：  

A05：我的父母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06 當我在學校或家裡受了委屈，父母願意傾聽我的聲音。 

修改建議： 
□ □ □ 

07 父母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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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建議： 

A01：老師的責任 

A02：父母認為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A05：父母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A07：父母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該負責的。 

08 父母認為我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修改建議： 

A02: 父母認為我可以自動自發學好課業。 

A05：父母認為我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不需任何協

助。 

□ □ □ 

09 父母尊重我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修改建議： 
□ □ □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修改建議： 

A01：新住民雙方家長改為父母? 

A03：：「雙方家長」建議修改為「家長雙方」 

A05：父母對我的管教方式是一致的。 

A07：父母對我的教養信念及態度是一致的 

□ □ □ 

11 父母對我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修改建議： 

A01：開明權威不清楚? 

A05：「開明權威」一辭是否需稍加白話敘述，或提供例子？ 

A07：開明VS權威，似衝突 

□ □ □ 

12 父母要求我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修改建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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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父母要求我在學校課業表現良好。 

13 父母忙於工作，沒時間陪我聊天、做功課。 

修改建議： 
□ □ □ 

14 父母總是對我的課業很關心，並指導我不會的地方。 

修改建議： 
□ □ □ 

15 父母對我的生活起居很關心。 

修改建議： 
□ □ □ 

16 父母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修改建議： 
□ □ □ 

17 父母常和老師聯繫，了解我在學校學習情形。 

修改建議： 
□ □ □ 

18 父母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我。 

修改建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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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 

一、性別：□男  □女 

二、擔任職務：□校長 □主任□教務組長□教師 

三、教育程度：□一般大學 □教育大學(含師院)□研究所(含) 

四、任教地區：           縣/市 

五、學校規模： □18班以下 □19～30 班 □31 班以上 

附錄六：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學

校層面（預試問卷） 

高職學生學習策略、方法及模式調查問卷 

縣 

 

 

 

 

 

 

 

 

 

 

 

 

 

 

 

親愛的教育工作朋友： 

    ，您好，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對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

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的看法。煩請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你所填

寫的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填寫內容將不會對外公開，請依據你實際了解情況來勾

選適合的選項。 

    這份量表的每個題目都有五個答案： 「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

「少部分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請選出和您平常認知最接近的選項。 

請看下面的例題：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 □ □ □ □ 

例題：我很喜歡班上學生。-------------------------- 

     這一題中所說的情形，如果和您的情形「完全符合」，請在答案中「完全符合」
項下的□裡劃個「」；如果和您的情形「大部分符合」 ，就在「大部分符合」項下
的□裡劃個「」 。其餘的以此類推。 
 
敬祝 
    教安 
                              國立台南大學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林進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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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 □ □ □ □ 

02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 □ □ □ □ □ 

03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 □ □ □ □ 

04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發展多元文化課程或教材。 □ □ □ □ □ 

05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 □ □ □ □ 

06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 □ □ □ □ 

07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多元文化研習。 □ □ □ □ □ 

08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諮詢輔導方案。 □ □ □ □ □ 

09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 □ □ □ □ 

10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親職教育研習。 □ □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 □ □ □ □ 

12 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 □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 □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 □ □ □ □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 □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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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 □ □ □ □ 

02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 □ □ □ □ 

03 新住民家長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 □ □ □ □ 

04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 □ 

05 新住民家長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 □ 

06 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 □ □ □ □ 

07 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 □ □ □ □ 

08 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 □ □ □ □ 

09 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 □ □ □ □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 □ □ □ □ 

11 新住民家長對孩子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 □ □ □ □ 

12 新住民家長要求孩子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 □ □ □ □ 

13 新住民家長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 □ □ □ □ 

14 新住民家長總是對子女課業很關心，並且協助指導。 □ □ □ □ □ 

15 新住民家長對子女生活起居很關心。 □ □ □ □ □ 

16 新住民家長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 □ □ □ □ 

17 新住民家長常和教師聯繫孩子學習情形。 □ □ □ □ □ 

18 新住民家長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孩子。 □ □ □ □ □ 

感謝您的作答！  請再確認每題都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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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基本資料】請勾選 

一、性別：□ 男 □ 女 

二、就學年級：□ 七年級 □八年級 □九年級 

三、學校規模： □18班以下 □19～30 班 □31 班以上 

四、本學期國文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數學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英語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社會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自然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五、家長教育程度： □國中以下 □ 高中職 □ 專科□ 大學 □ 研究所（含）以上 

六、家長母國國籍： □中國大陸 □越南 □印尼 □菲律賓 □其他國家 

 

附錄七：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學

生層面（預試問卷） 

高職學生學習策略、方法及模式調查問卷 

縣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的調查問卷，希望藉由你的回答

來了解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你所填寫的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填寫內容將不會對外

公開，因此請依據你實際了解情況來勾選適合的選項。 

    這份量表的每個題目都有五個答案： 「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

「少部分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請選出和您平常認知最接近的選項。 

請看下面的例題：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 □ □ □ □ 

例題：我很喜歡上學。------------------------------ 

     這一題中所說的情形，如果和您的情形「完全符合」，請在答案中「完全符合」

項下的□裡劃個「」；如果和您的情形「大部分符合」 ，就在「大部分符合」項下
的□裡劃個「」 。其餘的以此類推。 
 
敬祝 
    教安 
                              國立台南大學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林進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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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讓家長參加。 □ □ □ □ □ 

02 學校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讓我們學習。 □ □ □ □ □ 

03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 □ □ □ □ 

04 學校會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課程或教材。 □ □ □ □ □ 

05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 □ □ □ □ 

06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 □ □ □ □ 

07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多元文化研習。 □ □ □ □ □ 

08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諮詢輔導方案。 □ □ □ □ □ 

09 學校會為父母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 □ □ □ □ 

10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親職教育研習。 □ □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 □ □ □ □ 

12 教師會為學習成績欠佳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 □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 □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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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 □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父母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 □ □ □ □ 

02 父母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 □ □ □ □ 

03 父母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 □ □ □ □ 

04 父母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 □ 

05 父母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 □ 

06 當我再學校或家裡受了委屈，父母願意傾聽我的聲音。 □ □ □ □ □ 

07 父母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 □ □ □ □ 

08 父母認為我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 □ □ □ □ 

09 父母尊重我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 □ □ □ □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 □ □ □ □ 

11 父母對我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 □ □ □ □ 

12 父母要求我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 □ □ □ □ 

13 父母忙於工作，沒時間陪我聊天、做功課。 □ □ □ □ □ 

14 父母總是對我的課業很關心，並指導我不會的地方。 □ □ □ □ □ 

15 父母對我的生活起居很關心。 □ □ □ □ □ 

16 父母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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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父母常和老師聯繫，了解我在學校學習情形。 □ □ □ □ □ 

18 父母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我。 □ □ □ □ □ 

感謝您的作答！  請再確認每題都寫好了！ 

附錄八：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學

校層面（正式問卷） 

高職學生學習策略、方法及模式調查問卷 

縣 

 

 

 

 

 

 

 

 

 

 

 

親愛的教育工作朋友： 

    ，您好，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對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

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的看法。煩請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你所填

寫的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填寫內容將不會對外公開，請依據你實際了解情況來勾

選適合的選項。 

    這份量表的每個題目都有五個答案： 「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

「少部分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請選出和您平常認知最接近的選項。 

請看下面的例題：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 □ □ □ □ 

例題：我很喜歡班上學生。-------------------------- 

     這一題中所說的情形，如果和您的情形「完全符合」，請在答案中「完全符合」
項下的□裡劃個「」；如果和您的情形「大部分符合」 ，就在「大部分符合」項下
的□裡劃個「」 。其餘的以此類推。 

 
敬祝 
    教安 
                              國立台南大學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林進材博士                   



                                                                             參考文獻 

140 

 

【基本資料】 

一、性別：□男  □女 

二、擔任職務：□校長 □主任□教務組長□教師 

三、教育程度：□一般大學 □教育大學(含師院)□研究所(含) 

四、任教地區：           縣/市 

五、學校規模： □18班以下 □19～30 班 □31 班以上 

 

 

 

 

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 □ □ □ □ 

02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 □ □ □ □ □ 

03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教師多元文化課程研習。 □ □ □ □ □ 

04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發展多元文化課程或教材。 □ □ □ □ □ 

05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 □ □ □ □ 

06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 □ □ □ □ 

07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多元文化研習。 □ □ □ □ □ 

08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諮詢輔導方案。 □ □ □ □ □ 

09 學校處室會為新住民家長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 □ □ □ □ 

10 學校處室會規畫辦理新住民家長親職教育研習。 □ □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 □ □ □ □ 

12 教師會為學習較遲緩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 □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 □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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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 □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 □ □ □ □ 

02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 □ □ □ □ 

03 新住民家長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 □ □ □ □ 

04 新住民家長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 □ 

05 新住民家長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 □ 

06 當孩子受委屈，新住民家長願意傾聽孩子。 □ □ □ □ □ 

07 新住民家長認為課業學習成績好壞是學校老師的工作。 □ □ □ □ □ 

08 新住民家長認為孩子可以自動自發學習好課程內容。 □ □ □ □ □ 

09 新住民家長尊重孩子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 □ □ □ □ 

10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 □ □ □ □ 

11 新住民家長對孩子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 □ □ □ □ 

12 新住民家長要求孩子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 □ □ □ □ 

13 新住民家長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孩子聊天、做功課。 □ □ □ □ □ 

14 新住民家長總是對子女課業很關心，並且協助指導。 □ □ □ □ □ 

15 新住民家長對子女生活起居很關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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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基本資料】請勾選 

一、性別：□ 男 □ 女 

二、就學年級：□ 七年級 □八年級 □九年級 

三、學校規模： □18班以下 □19～30 班 □31 班以上 

四、本學期國文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數學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本學期英語成績大約：□ 60分以下 □ 61～80 分 □ 81～100 分 

16 新住民家長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 □ □ □ □ 

17 新住民家長常和教師聯繫孩子學習情形。 □ □ □ □ □ 

18 新住民家長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孩子。 □ □ □ □ □ 

感謝您的作答！  請再確認每題都寫好了！ 

 

附錄九：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影響之量表—學

生層面（正式問卷） 

高職學生學習策略、方法及模式調查問卷 

縣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的調查問卷，希望藉由你的回答

來了解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你所填寫的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填寫內容將不會對外

公開，因此請依據你實際了解情況來勾選適合的選項。 

    這份量表的每個題目都有五個答案： 「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

「少部分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請選出和您平常認知最接近的選項。 

請看下面的例題：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 □ □ □ □ 

例題：我很喜歡上學。------------------------------ 

     這一題中所說的情形，如果和您的情形「完全符合」，請在答案中「完全符合」
項下的□裡劃個「」；如果和您的情形「大部分符合」 ，就在「大部分符合」項下
的□裡劃個「」 。其餘的以此類推。 

 
敬祝 
    教安 
                              國立台南大學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林進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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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學學校支持措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讓家長參加。 □ □ □ □ □ 

02 學校會規畫辦理新住民母語傳承課程讓我們學習。 □ □ □ □ □ 

03 學校會規畫辦理多元文化體驗課程。 □ □ □ □ □ 

04 學校會介紹新住民母國文化課程或教材。 □ □ □ □ □ 

05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規劃生活輔導方案。 □ □ □ □ □ 

06 學校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人際關係發展的協助。 □ □ □ □ □ 

07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多元文化研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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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諮詢輔導方案。 □ □ □ □ □ 

09 學校會為父母規劃成長活動課程。 □ □ □ □ □ 

10 學校會規畫辦理父母親職教育研習。 □ □ □ □ □ 

11 教師會為新住民子女提供必要教學資源與協助措施。 □ □ □ □ □ 

12 教師會為學習成績欠佳的新住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 □ □ □ □ □ 

13 教師會主動關懷新住民子女學習情形。 □ □ □ □ □ 

14 教師會結合新住民子女背景，落實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 □ □ □ □ 

15 教師會為較弱勢新住民子女提供輔導與協助(類似同儕輔導)。 □ □ □ □ □ 

 

 

二、家庭教養知能調查量表 

 

題 

 

 

號 

 

 

問卷題目(知識、信念、態度、行為) 

完

全

符

合 

5 

大

部

份

符

合 

4 

一

半

符

合  

3  

少

部

分

符

合

2 

完

全

不

符

合

1 

01 父母了解如何適當的管教孩子行為。 □ □ □ □ □ 

02 父母了解如何指導孩子做功課。 □ □ □ □ □ 

03 父母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性。 □ □ □ □ □ 

04 父母了解如何扮演好親職角色。 □ □ □ □ □ 

05 父母了解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 □ □ □ □ 

06 當我再學校或家裡受了委屈，父母願意傾聽我的聲音。 □ □ □ □ □ 

07 父母尊重我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 □ □ □ □ 

08 新住民雙方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念是一致的。 □ □ □ □ □ 

09 父母對我的教養，常採取開明權威方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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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父母要求我在學校課業表現認真。 □ □ □ □ □ 

11 父母忙於工作，沒時間陪我聊天、做功課。 □ □ □ □ □ 

12 父母總是對我的課業很關心，並指導我不會的地方。 □ □ □ □ □ 

13 父母對我的生活起居很關心。 □ □ □ □ □ 

14 父母會積極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 □ □ □ □ □ 

15 父母常和老師聯繫，了解我在學校學習情形。 □ □ □ □ □ 

16 父母能夠以正向的話來鼓勵、教導我。 □ □ □ □ □ 

感謝您的作答！  請再確認每題都寫好了！ 

 

焦點團體座談會討論綱要 

一、 對於新住民子女的學校支持措施，您有哪些意見？希

望學校可以做哪些？ 

二、 對於新住民子女的家庭教養知能的加強，您有哪些意

見？希望學校加強哪些？家庭配合哪些？ 

三、 對於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的提升，您有哪些意見？希

望學校加強哪些？家庭配合哪些？ 

四、 對於國中新住民子女學校支持措施、家庭教養知能及

學生學習成效，您有哪些意見？希望學校加強哪些？

家庭配合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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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本研究，您還有哪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