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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 新住民、華語教材、識字能力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台灣因「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也帶來人口結構快

速改變，新住民已成國內的一大族群。本團隊長期關注新住民華語學習議題，亦發現

新住民依來台先後，大部分已具備基本的聽、說能力，而識字、書寫能力則是一大困

難與挑戰，因此在教養子女、職場就業、醫療保健及處理日常事務等方面皆產生諸多

困難。國內新住民的華語識字教材，缺乏長時間學習成效的教材分析，如何幫助新住

民學習華語，如何讓新住民能在短時間內學習到基本的用字，並提升識字、書寫的能

力，在學習華語上仍須依靠教材來幫助學習，因此教材的內容是否能呈現得當，與學

習成效之間有著極大的關聯。因此，本研究將以實際學術研究為基底，實際精進新住

民華語之教材與作法，讓新住民可將所學華語實際運用在生活中，最後，並期望藉由

加強新住民精進華語學習，進而可培養新住民具備本國語言能力，促進新住民在地生

活適應及提升個人終身學習成效及有助個人身涯規劃，進而可培育我國多國語言人

才，提升國際競爭力，也可有助於跨國企業南進策略。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焦點訪談、對照實驗等方法進行研

究。 

一、文獻分析：本研究蒐集新住民華語識字教材現況、新住民華語識字學習需

求、新住民華語學習在文化上的差異、新住民華語教師、新住民華語學習的多元化教

材等相關資料。文獻主要分為三部份，一、來自於專書、與網際網路資料；二、透過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三、政府單位出版相關之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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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卷調查：包含新住民華語學習相關調查問卷-分學員與教師二部份。在新

住民部份以北部(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臺北市)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之新住民

為主，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則利用 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調查資料處理分析。 

 三、焦點團體訪談：本研究將透過焦點訪談來強化及補充「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

調查問卷」不足之處，透過焦點訪訪問新住民及華語教師、並加一場專家座談，分析

階段則整理出討論內容、歸納一致性的看法、找出不同的意見，並提出可行方式與建

議，以提供政策規劃，達成資源有效運用。 

 

 四、教學對照實驗法：透過實驗組與對照組對比的課程，一組實施傳統華語教學

法，另一組則運用漢字動畫情境進行教學。以測試漢字動畫情境教學是否能有效幫助

不同國籍之新住民精進華語閱讀與書寫能力。將相關實驗結果，做為本研究之參考。 

 

三、重要發現    

(一)國內新住民華語課程使用教材概況 

◎焦點座談：新住民華語教師曾使用華語教材統計(可複選)： 

 
一語教材 二語教材 自編 

教 

材 

 

 

國小國語

課本 

(康軒

版、翰林

版、南一

版)/教育

部 

成人基

本識字

教材/

教育部 

《學華

語向前

走》/

僑委會 

《來去

移民華

語》/

高雄來

去華語

協會 

《來去華語

100句》/高

雄來去華語

協會 

《實

用視

聽華

語》/

台師

大 

《我

會說

華語》

/僑委

會 

自編 

教材 

小 

計 

6 

(60%) 

3 

(30%) 

2 

(20%) 

1 

(10%) 

1 

(10%) 

1 

(10%) 

1 

(10%) 

6 

(60%) 

 

參加焦點座談的新住民華語教師曾使用「國小國語課本」教材的有 6成，使用成教班「成

人基本識字教材」的有 3成，曾使用或兼用各種二語教材的教師合計約 6成，曾自編教材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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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有 6成。 

    這其中，使用國小「國語課本」的新住民華語教師都是小學教師，使用教育部「成人基本

識字教材」的有 3成，使用二語教材教學的則大部分是非小學教師及有二語教學師培經驗的教

師。 

 

◎焦點座談：新住民學員曾使用華語教材統計(可複選)： 

教材 

 

學員 

國小國 

語課本 

國中國 

語課本 

高中國 

語課本 

學華語 

向前走 

國語日 

報教材 

Radical  

Chinese 

多媒體 

教材 

教師自 

編教材 

人數 20 6 3 1 1 2 2 7 

比例 87% 26% 13% 4% 4% 9% 9% 30% 

 

    曾使用「國小課本」學習華語的新住民高達 8成七，使用二語教材的「學華語向前走」、「國

語日報教材」「Radical Chinese」不到兩成(參加焦點座談的新住民 7成以上來臺超過 10年，

10 多年前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二語教材者極少)，使用老師自編教材(部分或全部自編)的占 3

成。 

(二)新住民及華語教師對各華語教材之看法： 

國 

小 

國 

語 

課 

本 

優 

點 

1.教材內容從注音符號開始，對新住民很有幫助，可以比較清楚發音

跟聲調。 

2.按部就班學習，在中文的筆畫、筆順可以學得很紮實。 

3.教材提供造詞造句，有系統地認識漢字。  

4.內容不難，還算可以引起學習興趣。 

5.可以看得懂孩子的功課，可以教小孩。 

 

缺 

點 

 

 

1.國小國語課本的內容是給小朋友，對於成人新住民學員內容需求搭

不上關係。 

2.新住民學員學習時間有限，國小國語課本有 12冊。無法有系統的

學習完畢，所以覺得不適合。 

3.比較缺乏新住民學員需要的語法跟句型分析，幫助新住民學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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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完整地表達語句。 

4.缺乏實用性的生活對話。 

成人 

基本 

識字 

教材 

優 

點 

1.專為新住民學員編寫內容主題，內容符合新住民需要。 

2.有中越、中印、中泰、中菲、中柬等雙語教材，新住民學員覺得十

分適用。 

 

缺 

點 

1.新住民華語教師提及《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很艱深，內容雖然比較

適合大人，但是對新住民來講在初期學習有困難。 

2.內容難易分級不清楚。 

3.可以增加漢語拼音。 

4.教材內容應該加一些練習及問題，提供新住民學員練習及討論。 

5.圖片不夠，生字與詞彙太難。 

學習

Easy 

Go：在嘉

好生活 

優 

點 

1.裡面有注音及圖片容易理解。(新住民華語教師焦點座談也

有兩位教師表示相同看法。) 

來去移

民華語 

優 

點 

1.提供語法和句型的練習很不錯 

缺 

點 

1.因為沒有注音，新住民學員閱讀起來有困難。 

學華語

向前走 

優 

點 

教材還蠻適用有很多台灣社會及文化的內容。 

Radical 

Chinese 

 此本教材的內容應按部就班教學，不然學員容易跟不上。 

 

(三)新住民對各華語教材內容主題之需求如下： 

依問卷統計，新住民對華語教材內容主題需求依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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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2).親子溝通、(3).親子教育、(4).台灣社會與文化、(5).台灣節慶文

化、(6).兩性相處、(7).親職教養、(8).婚姻與家庭、(9).食品、與健康、(10).

台語、(11).電腦資訊與網路、(12).台灣民俗節日與禁忌、(13).台灣交通。 

(四)新住民對各華語教材內容之建議： 

依焦點座談，新住民對華語教材之需求如下： 

(1).一開始列入注音符號、(2).有人希望兼用漢語拼音，符合學習者的需求、(3).

教材主題及生字之選擇以實用性程度為優先考量、(4).介紹生字的筆劃與筆順、(5).

帶入部件及部首的教學，讓學習者更能夠掌握漢字的構造及意義、(6).課文要口語

化，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上比較實用，如會話式的內容、(7). 每課要有語法跟句型的

介紹、(8).最好有雙語對照的國別化教材、(9).有圖片幫助課文內容的識讀、(10).

美工編排及顏色能賞心悅目、(11).能夠有練習及習作、(12).能夠有討論的問題，

練習口語、(13).能夠讓學習者了解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內容。 

(五).新住民華語教師對新住民華語教材建議： 

 依焦點座談，新住民華語教師對華語教材之建議如下： 

(1).應注意性別觀點，避免有性別偏見、(2).搭配具體圖像，可以幫助新住民識讀

教材內容、(3).內容要符合學員的生活經驗，才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4).教材內

容應放入文化主題，一方面讓新住民學員認識台灣文化，老師可以藉由教學讓新住

民學員做跨文化主題的討論交流、(5).華文是有聲調的語言，教材應有音標符號，

幫助學員拼讀華語語音及正確聲調、(6).對於華語語音中的特殊音素，可特別標示。

讓不同國別的新住民學員可特別注意及加強練習、(7).可以考慮以新住民母語編製

國別化教材，對新住民學習華語有更大的幫助。 

 

四、主要建議事項  

透過文獻分析、問卷分析、焦點座談整理分析，本研究針對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

提出下列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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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專責機構負責新住民終身學習的資源統整及規劃 

1. 課程規劃：新住民終身學習規劃，發展新住民課程運作模式。 

2. 研擬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製方案：新住民學習華語教材編製。 

3. 規劃語文能力測驗：規劃新住民華語能力測驗，評估新住民語文能力，可檢核識

字班成效、入籍新住民之識字量、提供入學及工作需求。 

4. 教師專業發展規劃：規劃新住民教師研習：充實華語文專業知識、新住民多元語

言文化知識、掌握語言文化的對比分析、成人教育及二語教學法、差異化教學

法等。 

(二)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建議 

依文獻研究分析、及新住民及華語教師焦點座談建議，整理新住民華語教材規劃建議

如下： 

1. 訂定新住民華語課綱及能力指標： 

由專責單位統整新住民教學及學習資源，負責新住民課程的規劃及教學

設計；研擬及訂定新住民華語學習課程大綱，依課程分級大綱，擬定課程目

標及相關能力指標。 

2. 研擬新住民華語文教材編寫方案： 

依據新住民特性及學習需求研擬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方案。如：考量成

人識字、第二語言學習理論及教學原理原則，整理分析新住民實用性、生活

化、階段性學習需求；注重聽、說、讀、寫之語文基本技能訓練內容、平等

共榮的多元文化觀及性平觀點、趣味性及科學性之教材編製、教材分級及國

別化教材需求、多元立體化教材之設計等，提出相關教材編製方案以檢討教

材編製之必要性。 

3. 教材系統性需求及教材分級 

新住民依來台時間、語言能力、學習歷程，而有不同階段的的華語學習

需求。華語教材亦應配合新住民不同級別學習需求，規劃編製出適合各級別

程度的學習者。隨著新住民來台時間加長，在自我發展、工作職場、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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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需求，需要的華語文能力亦加深加廣。一方面每年台灣皆有新加入的新

住民，有各級別教材之需求。依級別不同，辭彙、漢字、語法之選用應依等

級大綱級別，以符應不同程度、階段學習者的需求。考量各級語言學習重

點，教材編寫應留意： 

(1).初級：標音符號、注意漢字讀寫、及以符合初級字彙設計課文及練

習。 

(2).中級：能銜接初級及高級教材、依等級大綱選用詞彙、漢字、及語

法點、可採主、副課文搭配、進行比較多元、綜合性練習的課室活

動。 

(3).高級：注意詞彙、漢字、語法點選擇原則、難度與篇幅控制原則、

提升趣味性，設計各類應用及練習活動。 

4. 新住民學習主題需求： 

參考相關研究調查結果，依新住民華語學習主題需求，規劃主題完整之

華語學習教材。依教材分級、分冊、分單元之架構，從新住民生活適應、公

民素養、人際溝通、在地文化習俗、工作職場素養、自我發展等需求，規劃

符合新住民需求之學習主題。 

5. 檢視教材多元文化及性平觀點： 

跨文化溝通是第二語言學習重點，故文化內容是語言教材的重點。在

文化單元學習教材，應避免要求單向的同化及融入觀點，而以注重文化多

元共榮、平等尊重、互相欣賞的多元文化觀為編製原則。在相關教材內容

亦應檢視性別觀點，是否落入失衡、僵化的性別觀，造成錯誤認知及負面

影響。 

6. 提供實用性及生活化的內容： 

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須符合新住民的實際需求及生活面向，始能引起學

習者學習動機及興趣。 

7. 聽、說、讀、寫語言技能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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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為新住民在地適應最優先項目，新住民華語教材宜提供規劃完

整之課文(會話、短文)、詞彙、漢字讀寫(筆畫筆順及部件教學)、語法、寫

作、等。 

8. 標註音標符號： 

初級班之入門課程宜先規劃注音符號教學，可協助新住民順利展開識字

讀寫，幫助新住民展開自學(國內相關出版品及繪本皆採注音符號)、新住民

也可教導新二代的學習。此皆為新住民期待學習注音符號之原因。對有漢語

拼音學習需求之新住民，亦可提供漢拼教材別冊或同時標註於教材上。 

9. 趣味性、科學性兼顧： 

教材內容富趣味性可提升學習動機，教材編輯的科學性須符合語言教學

的規律性和語言知識的準確性。 

10. 國別化教材編製規劃： 

考慮外籍新住民主要的國別：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國

別之  語言文化對比，在內容規畫相同的新住民華語教材大架構下，發展不

同的國別化教材，以符合不同國別新住民需求。 

11. 華語能力測驗： 

研擬新住民「華語能力測驗」機制，提供有華語能力證明需求之新住民

報考及檢測，可用於求職、認證、申請學校、華語能力證明所需；亦可提供

華語課程開課單位檢視教學成效、政府相關單位規劃統計國民脫盲政策及統

計數據之參考。可委請相關單位(如：華測會)進行可行性實施方案評估，供

有需求之新住民或相關單位參考。 

12. 多元立體化教材： 

提供完整之教材配套，含習作、多媒體動畫教材、教師手冊、教材參考

資料、翻譯別冊、漢字習寫ＡＰＰ等，供學習者及教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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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各機關建制相關教材網站，開放華語教材資源共享 

另外，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新住民有文化了解、短期來台移工學習的需求，為

了資源共享，本研究提供各部會相關的建議，如下： 

1. 建置教材網站及提供多媒體輔助教材：根據調查顯示，新住民及教師在華語教材

上有很大需求，調查也發現新住民及教師有使用多媒體數位教材作為學習及教

學輔助之需求。建議業務主管機關，如教育部、勞動部等，建議建置新住民教

材網，提供編製完整之分級教材及多媒體輔助資料等。 

2. 大多數新住民對在地文化了解有需求，建議相關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移民

署等建置網站，讓新住民不管來台前後，都可藉由網站了解台灣文化。可再加

上手機 APP推播，藉由網站發送訊息給新住民。另外，也可加上新住民各國多

元文化介紹網頁，介紹新住民多元文化給國人認識，促進文化交流，進而能共

存共榮。 

3. 國內有超過 50 萬的短期來台移工，相關單位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亦可於線

上提供華語教材，供短期來台移工學習及溝通使用，也可進一步研發不同業種

(醫療看護、工廠移工…)之專業華語教材，提供國內業主及各國短期移工朋友

參考使用。 

4. 政府在教育議題上需進行國人文盲比率統計、及新住民終身教育規畫需求。目前

入籍新住民除已拿到國內學位者外，幾無是否達脫盲標準依據。可委由相關單

位(如華測會)規劃華語文能力檢測，鼓勵及提供新住民華語文能力檢測管道，

新住民亦可依需求(如升學、就業等)選擇是否參加相關能力檢測。 

 

以上建議業務主關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移民署、勞動部供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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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壹、研究緣起 

近年來台灣因「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也帶來人口結構快

速改變，目依據內政部所公佈的新住民人口統計數據顯示1，我國新住民人數民國 76

年 1月至民國 106年 12月 530,512人，其中大陸與港澳地區新住民 353,684人，其他

國家如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國新住民 176,828人，由資料得知新住

民人口已成國內的一大族群。而新住民進入台灣後衍生出種種挑戰，其中產生的諸如

生活背景、語言隔閡、文化差異等適應方面問題造成極大的困難與挑戰，而最先面臨

著語文溝通與識字問題。 

近年來，政府與民間均提供多項與多樣化的資源服務，中央與各縣市政府相關相

為開設一系列資源輔導，如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昇教育

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在民間資源有

南洋姐妹會、賽珍珠基金會、臺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臺灣婦女展業協會等。而語言

學習方面，各縣市政府積極開設新住民識字班的課程、國中小補校及成人基本教育研

習班、生活適應輔導班、新住民閩南語課程、新住民客語課程………等等。 

因此，政府長期且積極涵蓋各層面的資源投入外，本團隊因長期關注新住民華語

學習議題，亦發現新住民來臺後因忙於相夫教子、侍奉公婆，語言能力大多來與自家

庭成員互動，而產生聽和說的能力較佳，但識字、書寫能力相較之缺乏，因此藉由政

府的相關資源輔導後或自學，已具備基本的說、讀能力，而識字、書寫能力則是一大

困難與挑戰，因此在職場就業、醫療保健、處理日常事務及教養子女等方面皆產生諸

                                                 
1
內政部移民署(2018 年 1 月 29 日)。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人數。臺北市：內政

部。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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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難。 

近年來政府規定新住民取得身分證之一條件是必須上識字班 72小時並取得結業

證書2，但一旦取得身分證後，因個人、家庭、工作、華語課程設計及教材編寫不夠

實用與生活化、教材內容無法滿足學員的需求等等因素而中斷學習華語機會；因此本

團隊希望提出相關解決方案，期新住民都希望能學習更多華語，才能在教養子女、職

場就業、醫療保健及處理日常事務上面更為得心應手，更積極融入台灣社會環境中。  

國內新住民的華語識字教材，缺乏長時間學習成效的教材分析，如何幫助新住民

學習華語，如何讓新住民能在短時間內學習到基本的用字，並提升識字、書寫的能

力，在學習華語上仍須依靠教材來幫助學習，因此教材的內容是否能呈現得當，與學

習成效之間有著極大的關聯，因此，本研究將以實際學術研究為基底，實際精進新住

民華語之教材與作法，讓新住民可將所學華語實際運用在生活中，最後，並期望藉由

加強新住民精進華語學習，進而可培養新住民具備多國語言能力，提升個人學習終身

學習成效，有助個人人生規劃，進而可培育我國多國語言人才，進而提升國際競爭

力，也可有助於跨國企業南進策略。 

 

貳、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台灣與東南亞各國人民的交流也日益頻繁。而東亞籍新住

民則起肇因於 1994年的「南向政策」，由於政府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連帶增加了

台灣人民與東南亞各國通婚機會。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外裔、外籍配偶統計數據顯

示，3自民國 76年 1月至 106年 12月已達 176,828人。新住民離開家鄉遠到台灣落地

生根，短期時間面臨生活上極大的變化，新住民在臺生活時，必須要克服語言不通、

文化差異、家庭相處模式，以及生活習慣等種種難題，才能漸漸融入臺灣家庭與社

                                                 
2
民國 94 年政府修訂國籍修訂國籍，「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歸化我國國籍  

    之要件。  

3政部移民署(2018 年 1 月 29 日)。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臺北市：內

政部。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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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華語是新住民生活在台灣時最迫切需要的溝通語言，有鑒於新住民人數日益增

加，且對於華語學習有著大量的需求。針對新住民的環境適應調查發現，「語言」與

「文字」是新住民在臺灣無法融入台灣社會及面臨生活的最大障礙夏曉鵑(1996)4。識

字教育可以幫助外籍配偶更快適應台灣環境，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協助與公婆、先生

的溝通(鄭雅雯，2000)5。華語的漢字識讀對於外籍配偶而言，不僅是在於提升生活

的適應與獨立完成事務，也可提升自信及成就感。6 

為了幫助新住民能夠更快融入社會，讓新住民在友善多元的臺灣生活更有感，夏

曉鵑教授於高雄美濃鎮開設第一個外籍配偶輔導專班7，內政部於民國 88年通過「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8以提升外籍配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由各縣市政府負

責開設外籍配偶在臺生活輔導專班，加強地方風俗民情的了解以及增進外籍配偶的華

語能力。之後各縣市政府機構陸續成立外籍配偶輔導專班，更於民國 91年起開放外

籍配偶持居留證、中華民國護照者可進入我國補習或進修學校就讀。9 

此外，我國正值全球化發展與積極發展東協市場之際，除了外籍姊妹們，其他已

歸化或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其中會東南亞語的新住民及其二代將是臺灣在新南向政

策上的發展助力，如果能運用多元文化背景及自身優勢，接軌國際，未來將可成為我

                                                 
4夏曉鵑(1996)。外籍新娘在美濃。美濃鎮誌。下冊。1147-1151。  

5鄭雅雯(2000)。南洋到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婚姻與生活探究-以台南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花蓮市。 

6侯伶瑩(2012)。外籍配偶華語學習教材分析─以識讀能力為探討範圍。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開南大學，

桃園市。 

7夏曉鵑(1996)。外籍新娘在美濃。美濃鎮誌。下冊。1147-1151。  

8民國 88 年 12 越 28 日函頒實施(台(八八)內戶字第八八九一七三八號)，依據立法院內政部及民族委員 

    會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審查內政部預算之附帶決議；內政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

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辦理，服務對象包含台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未入籍之外國人、無

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仍有照顧輔導需要者，並鼓勵其在台

共同生活親屬參加。 

9
教育部於民國 91 年 1 月 11 日以台社(ㄧ)字第 09188125 號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自 91 學年 

    度起持居留證、中華民國護照者(即採廣義之國民定義)，進入補習或進修學校就讀，取得正式學籍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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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貿人才。 

本研究計畫定位研究方向為「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研究」，希冀透過文獻

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法、對照實驗法，一、分析現行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

之使用現況與學習成效；二、找出不同國籍新住民對於華語教學教材需求之差異與原

因；三、並探討不同國籍新住民文化差異對於華語教學教材需求差異之影響；四、最

後研擬出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壹、研究問題 

近年來，新住民的人口不斷的增加，儼然成為台灣一大新興族群，因其生活背

景、與言隔閡、文化差異等適應方面問題造成極大的困難與挑戰，因此，如何協助新

住民適應台灣社會環境，讓新住民可將所學華語實際運用在生活中，實際幫助新住民

融入社會，擴大其就業、創業及生活互動的優勢，增進華語學習將是台灣教育的一個

重要課題。本團隊因長期關注新住民華語學習議題，發現新住民在華語學習的相關問

題如下： 

一、缺乏多元觀點的視角 

新住民華語教材多只以女性觀點進行教材編寫，缺乏多元視角觀點。 

二、開班現況難以顧及新住民程度分級 

各地區新住民開班人數有限，難以依新住民華語程度分級，適合新住民的華語程度學

習。 

三、教學師資不齊及缺乏東南亞語能力 

新住民華語課開班不一定能找到適合及願意帶領的師資。由於目前擔任華語文課程教

師能通東南亞語言者極少。即使能通單國語言，亦無法照顧完全不熟悉華語或其他語

言的新住民，若遇到無法使用自然教學法的華語教師，就難以進入學習狀況，導致學

習狀況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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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教材缺乏多元文化觀 

部分新住民華語教材只重台灣觀點及文化介紹，強調新住民單方面的融入台灣，未能

以多元文化觀點及視野編輯教材內容。 

五、新住民無法持續學習華語課程 

目前新住民中以女性居多。這些新住民嫁至臺灣之後，往往受限於傳統家庭之女性必

須持家或生兒育女之觀念，因此許多家庭會禁止女性出外學習，或者因為覺得新住民

學習華語沒有進步就覺得課程無效，不願意讓新住民上課。 

六、文化差異造成隔閡 

以文化相似度來說，越南過去曾經是儒化國家，因此越南人承襲部分儒家文化，因此

在傳遞中華文化的相關內容時，較容易獲得認同。而印尼為伊斯蘭國家，因此在文化

上有較多的差異之處。因此在教學或教材的案例說明上，就容易產生迷思或是難以理

解之處。 

七、缺乏新住民高級華語文課程及教材 

新住民來台多年，許多已具中級華語能力，但進一步的能達 CEFR(歐洲語言架構分級

標準)高級及流利級華語能力者不多，此限制了新住民進一步的職場及人生規畫開

展，有必要提供進一步的教育及教材、課程規劃，培養具競爭力的跨文化、跨語言的

新住民人才。 

 

基於以上述發現的問題，本研究將兼採量化及質性研究方式，歸納出以下研究方

向並提出解決方案。 

一、依問卷分析現行新住民華語使用的現況與背景 

二、依文獻分析，新住民華語學習之二語習得理論、教學觀級教學法、及教材編

寫理論 

三、依焦點座談，調查分析新住民及教師華語教材之使用現況及評析 

四、依焦點座談，分析新住民及教師對華語教材之需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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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後提出新住民華語教材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以學術研究為基底，實際精進新住民華語之教材與教法，讓新住民可將所學

華語實際運用在生活中。 

二、檢視新住民華語教材，將文獻分析結果，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意見調查、一

線新住民華語教師對新住民教材的意見調查分析，提供學界及相關單位參

考。 

三、幫助新住民藉由適當教材精進華語能力，有效的學習華語，提升交際表達能

力，有助新住民專業發展，自我成長，開創有意義的人生。 

四、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藉由加強新住民精進華語策略，進而可培養新住

民成為跨語言文化人才，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也可有助於跨國企業南進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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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力求能全面蒐集各項相關資料，以獲得完整、嚴謹的

研究成果，但因為其他主、客觀因素，有以下幾項限制與困境： 

 

壹、研究範圍方面 

本論文研究範圍只限於臺北市及台東市地區，而臺灣其他地區之現況與此

二區域可能有所不同，又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對象也會受到該地區生活經驗之

影響而有差異，但因研究團隊人力、物力、時間等限制，無法做更全面性的調

查探討。 

 

貳、問卷調查方面 

(一)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主要以台北市及台東市新住民意見結果作分

析，以此推論全體新住民之看法可能會有所偏頗。 

(二)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雖已將問卷翻譯成各國版本，但因受訪者教

育程度或生活經驗，也許造成問卷理解差誤，影響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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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新住民 

本研究定義的「新住民」是以原國籍為東南亞地區，包含越南、印尼、菲律賓、

泰國、柬埔寨、緬甸等地區，已取得臺灣身分證及居留證之人士。 

另外，有研究認為台灣的「外籍配偶」應指多數來自東南亞地區，與台灣及男子

結婚之女子(夏曉鵑,2001)10。內政部於民國 2008年 10月 1日內授移字第 0960946753

號函，則重新將「子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

為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族群定義為「新住民」。並於 2012年，政府統稱

之為「新住民」。然而在統計資料中，仍以「外籍配偶」稱之(程啟峰,2012)11。因此，

本研究除因引用原文獻、焦點座談者的回答、機構名稱等，而採用「外籍配偶」、「新

移民」或「外籍新娘」一詞外，其餘均以「新住民」一詞代表。 

 

貳、華語教材 

本研究所指的「華語教材」是以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對象，所設計編輯或使用

的華語語言教材。包含政府出版之華語學習教材教材、民間出版之華語學習，與教師

自編教材。 

 

參、識字能力 

本研究所提及的「識字能力」，以詞作為語意理解單位，如藥單的識字能力，在

於是否能認識藥單上的病歷號碼、科診、藥號、掛號費及部份負擔等詞彙；及在媒體

的閱讀能力上(如網路平台、報章雜誌等)，在於是否了解單篇報導中的主要意涵及敘

事對象與事件發生的時間等。 

                                                 
10夏曉鵑(2001)。「外籍新娘」現象的媒題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11
程啟峰(2012)。外配正名-謝立功：統稱新住民。中央社報導。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外配正名-謝立功-統稱新住民-092210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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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區分為十二個小節探討本研究的相關文獻。第ㄧ節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教學

觀及教學法、第二節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特點與原則、第三節以華語為第二語言

之教材編寫理論、第四節新住民華語學習背景及課程開設、第五節探究現有新住民華

語教材現況及相關研究、第六節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分析、第七節新住民華語學習難

點及相關研究、第八節新住民教師選用教材考量因素分析、第九節不同國籍新住民華

語教材需求分析、第十節新住民華語教材之架構與內容分析、第十一節新住民華語學

習的多元化教材、第十二節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相關研究、第十三節新住民華語教育

與差異化教學，兹將各節之文獻探討分析如下。 

 

第一節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教學觀及教學法  

壹、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外籍配偶新住民來台後因生活適應，首先需學習華語，而華語為其母語外之第二

語言。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學習過程不同，第一語言教學是以母語做為教學媒介，教

學目標主要在訓練並增進語文能力；而第二語言教學則必須依照學生語言程度，提供

合適的詞彙、語法等，以習得聽、說、讀、寫等語言技能。兒童習得母語與成人學習

第二語言最大的差異在於所處的語言環境不同，兒童處於自然的語言環境中，而成人

學習第二語言常常是在非自然的語言環境，如課堂；所以即使到了臺灣學習華語，但

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成效仍不如兒童從小處在當地語言環境中所受到之影響（王魁

京,1990）。 

 

Krashen（1983）曾說明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與語言學習（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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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兩者之差異；語言習得是個體在自然情境中獲得語言能力，類似於嬰幼兒學

會語言的過程，而語言學習是經由規劃過的課程與教師的指導等刻意安排的情境，有

目的地、有系統地學會語言。要學會語言必須有「輸入」（input），然後才能「吸收」

（intake），最後「輸出」（output），他也強調所謂的「輸入」必須是可理解的、有趣

的、跟學習者相關的、不是以語法為大綱的，另外必須是大量的（Krashen,1985）原

則。 

 

另外 McLaughlin（1990）從心理角度來看學習語言的過程，McLaughlin 認為人腦

是有容量限制的信息處理機制（capacity limited mechanism），無法在同一時間處理不

同的信息，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處理新的信息或任務，當新的任務熟練後，

處理過程就會自動化；但新信息和技能尚未熟練之前，大腦處理的過程是「被控制的」

（controlled processing），而熟練以後則是「自動的」（automatic processing）。(許

銘桂,2009) 

 

貳、第二語言教學觀與教學法 

從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當中，可以瞭解第二語言的學習不像學習第一語言那樣地容

易，因此許多學者致力於第二語言學科領域的研究，發展出第二語言之教學觀與教學

法等。 

 

一、第二語言教學觀 

Richards和 Rodgers（2001）指出教學觀（approach）是指語言的本質以及語

言學習中依循的不同理論。不同的教學信念對於語言教學的方法與目的會有不同的

影響，進而也會影響到教材與教學法，因此應在規畫、設計教材之前，先對教學觀

有所瞭解，並確立所應遵循的觀點。 

 

目前主要可分為三種語言觀： 

1.結構觀（structural  view）： 

認為語言是一種跟意符元素相關的結構系統，語言學習的目的在於熟練音韻、語法、 

字彙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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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觀（functional view）： 

認為語言是對於功能性意義傳達的媒介，強調語義和溝通，而不只是結構和語法。 

 

3.互動觀（interactional view）： 

認為語言是進行人際關係互動以及個人社交的媒介，是創造與維持社交關係的工具。 

結構觀、功能觀及互動觀提供第二語言教學法之理論架構，但除了語言教學觀之

外，要建構一種教學法仍需要藉由其他的語言學習理論，才能使之充實、完整。 

 

二、第二語言教學法 

早期語言教學以文法翻譯法為主流，之後隨著第二語言教學的發展，各家學者

依據不同的教學理念而發展出各種教學法，如直接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聽說教學

法、全身反應法、啟示頓悟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 等，不同的教

學方法有其不同的教學觀。但是語言學習涉及到聽、說、讀、寫四種技能，且每位

學習者的個人特質皆不相同，語言教學無法只採用一種教學法，因此林壽華（1991）

提出了「折衷教學法」。Brown（1995）也提到要證明哪一種教學法是最好的，仍缺

乏有利的實證，融合各家並依照實際教學情況做應用才是最佳的方式。 

 

以下列舉幾種第二語言相關教學法： 

1.文法翻譯法：透過閱讀資料，比較目的語及母語的文法規則。 

2.直接教學法：直接使用標的語，提供語境，培養交談能力。 

3.聽說教學法：認為語言有層次組織，以教師為本位，注重對話的反覆練習。 

4.全身回應法：聽命令同時做出動作，聽力理解應先於說的能力，學習語言結構及字

彙。 

5.啟示頓悟法：減少心理障礙，配合音樂，學生自由交談、作業少、重朗讀。 

6.自然教學法：重視溝通，提供大量可理解語料的輸入，營造高動機、低焦慮的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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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溝通式教學法：強調語言結構與詞彙的習得， 以學習者為中心，師生互動及學生間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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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特點與原則  

不同語言在其語音、語法、字形、詞彙等方面，各有千秋，雖然語言教學的教學

觀、教學法、原則等可相互沿用，但仍各有其獨到之處。 

 

黎文琦、林克辛（1996）指出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特點包括：漢字書寫、語音

聲調、詞彙及語法特色等因素，這些特點也可說是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重點與難

點，這些重點與難點也構成了教學內容和順序安排的特殊性，最後由教學順序的特殊

性形成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唯有瞭解一種語言之特點，才能在教學方法設計、教學

活動安排、教材編寫等各項層面，做出更合適、合宜的考量，達到語言教學之效。 

 

教學原則可提供教學者在設計、安排課程時，做為參考依據之準則。葉德明

（1999）指出華語教學之原則有以下幾點： 

 

1.目標（why）：為什麼要教？所要達到的教學目標為何？學生能力達到什麼程度。 

2.學生（who）：所教的學生是誰？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背景都要了解。 

3.地點（where）：在國內或在國外教，因語言環境不同應有不同的調適。 

4.時間與程度（when）：做課前測驗（placement test）進行適當的分級。應注意同儕

的程度。什麼時候教什麼，要有詳盡的計畫。 

5.教什麼（what）：每位學生的學習目的不同，教師因各種學習的目的選定教材與教法。 

6.教學方法（how）：語文教學的方法最為人重視的約分為兩類，一是「行為學派」，主

張不斷地做機械式練習就可以產生語言。另一派為「認知學派」， 認為學習靠內

在認知的能力及知覺力，不能只靠機械式練習。以認知學派為主，行為學派為輔，

才能在教學上達到目標與效果。 

在更早之前，Nunan（1989）則是針對語言教學，根據構成語言技能溝通技巧的八

項要素，提出了以下的原則，亦可做為實施華語教學課程之前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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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goals）：考量課程目標，是否能反映教學理論、適合學習者能力。 

2.輸入（input）：根據目標選擇或創造輸入的形式，並強調其真實性。 

3.活動（activities）：應考量是否與真實世界有所聯繫、是否具有訊息溝通可做意義

協商的條件、是否能帶動團體合作等。 

4.角色（roles）：考量學習者與教師角色之相對關係。 

5.設置（setting）：教室內的佈置需符合活動形態。 

6.實施（implementation）：觀察學習者使用語言的情形，包括學習興趣、溝通互動，

是否超過預期等。 

7.分級（grading）和整合（integration）：觀察任務難度是否適當、編排是否具有遞

進層次，是否納入學習策略等。 

8.評量（assessment）與評鑑（evaluation）：包括學習者的自我評量、對活動設計的

評鑑、教師的自我評鑑等。 

 

綜合上述得知，在進行實際教學活動之前，應先經過縝密的規畫與考量，從教學

目標、教學對象與程度、教學活動等等，有計畫且全面的詳加考慮，才能達到有效的

教與學。(許銘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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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理論  

關於語言教材編寫之相關理論。基於新住民對於語言學習有其迫切之需要，但新

移民華語之教與學皆和本國語文之教學方式不同，教材教法應以第二語言教學之理論

為基石。是故，在此節將探討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理論，期能為之後編寫新

移民華語教材奠定完備的理論基礎。 

 

壹、第二語言教材發展理論與步驟 

 

一、教材發展的要素 

Brown（1995）認為語言教材的設計應考量四個層面，分別是教學法、課程大

綱、教學技巧和活動練習等，這也是教材編輯成書之前最主要的因素，他認為此四

項因素的定義為： 

1.教學法：在於確立學生應該學什麼以及如何學。 

2.課程大綱：是課程以及教材的組織方式。 

3.教學技巧：是教材以及教學的呈現方式。 

4.活動練習：是對於學過的語言內容所設計的練習。 

在教學法的統領之下，課程大綱是教材具體實行的依據，課程大綱呈現出語言

課程的具體內容，對於大綱的看法，各家學者亦有所不同（Yalden,1983,1987；

Dubin& Olshtain,1986；Nunan,1988）。 

以 Brown 的論點來看，他將大綱歸納為七種： 

1.結構大綱（structural syllabus） 

2.情境大綱（situational syllabus） 

3.主題大綱（topical syllabus） 

4.功能大綱（functional syllabus） 

5.主旨大綱（notional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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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能大綱（skills syllabus） 

7.任務大綱（task syllabus） 

大綱可被視為教材的骨架，與教學法共同呈現教材編寫之精神。教材編寫者在

編寫之初，就應掌握所欲採用的大綱與教學法，因為這將影響到教材的呈現方式以

及教學活動的安排。 

 

二、教材規畫與設計 

教材在規劃、設計之前必須有依循的具體項目與程序，語言教材設計需要根據

需求分析、目標設定、課程發展等階段規劃出教材藍圖，在籌畫教材規劃的藍圖前

必須注意以下幾點（Brown,1995）： 

1.教學單位背景資料：了解教學單位的特色、教學條件及環境。 

2.整體課程概況：說明課程架構及所採用的教學法。 

3.需求分析：分析教師與學習者雙方的各種情況。 

4.總體目標與教學目標：教學類型與課程目標。 

5.測試：對學習者的語言程度進行如能力測驗、分級測驗、診斷測驗、成就測驗等測

試。 

6.教材：包括教材類型、分析類項、所含括之範圍與順序、時程表等。 

7.教學：包括所採行的技巧與練習活動。 

8.評估：須評估教材的效益，並研議修定或更新教材的辦法。 

教材的發展是一不斷循環的系統，環環相扣，而在大原則之下，不同的課程需

各自配合不同的需求與差異，有彈性地並經由審慎地規畫與設計，才能發展出最合

適的教材。 

 

三、教材發展的步驟 

詹秀嫻（2002）將教材的設計分為以下三個層次，分別表示教材設計所歷經的

不同階段： 

1.哲學層次：選擇教學觀，語言教學的教學觀及教學法的使用可看出編纂者對教學的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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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理層次：屬於語言學習理論，以掌握該語言的核心與外圍。例如就華語的特性來

看，語音、漢字、詞彙、語法、篇章等語言知識必須有次序地編排呈現出來。 

3.實踐層次：是指可以促進語言學習的活動、練習與習題的設計。不同特性的教材有

相異的設計模式與適用方法。 

 

貳、教材編寫原則 

關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許多學者提出相關見解：有科學

性原則、針對性原則、實踐性原則、循序漸進原則、趣味性原則及針對性、實用

性、科學性、趣味性、系統性(趙賢州,1996、劉珣,2000） 

 

李泉(2004)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教材編寫的基本原則有下列十項： 

1.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的基本方向。 

2.目標原則：根據需求分析，參照教學目標及教學環境等因素，研究並制訂教材的預

期目標。 

3.特色原則：考量教材與同類教材不同之處。 

4.認知原則：考量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 

5.時代原則：應體現研究的新成果、水平和需要。 

6.語體原則：包括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的確定和風格的選定，以及介紹語體知識、

識別語體風格及訓練語體轉換。 

7.文化原則：增強目的語文化教學，並善加處理目的語文化和學習者母語文化間的關

係。 

8.趣味原則：教材內容和形式都要緊扣著趣味性，使學習者產生持久的興趣。 

9.實用原則：應考慮教材的實際應用價值，課文內容、詞彙語法、練習等，均要利於

實現教材總體目標、滿足學習者當前及未來各方面的實際需要。 

10.立體原則：除了教科書外，考量配套的教學用書及多媒體等素材。 

 

王曉均(1997)則特別針對成年的外國學習者，提出編寫教材時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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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已發展成熟，應考慮學生的認知能力，設計能讓學生可以將所學

的生詞和句型靈活運用在生活中的教材。 

2.從學生的母語影響出發，將學生母語運用在華語的學習上，協助掌握與母語相似的

句型，利於學習記憶，與母語不同的句型，則增加練習機會。 

3.利用成年學生的抽象思維和邏輯推理能力，進行句型操練與替換，以提高學習的效

率，使學生能舉一反三。 

4.將教材與學生的學習目的結合，加強情景對話，補充真實語料，使能學以致用。 

5.分別設計互相聯繫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但重點不同的練習，使學生的四種技能

都能得到充分發展。 

 

綜上所述，新移民的華語教材亦應遵循以華語為第二語言之教材編寫理論及原

則，規劃新移民華語教材。 

 

參、教材設計類型 

在探討過教材發展的步驟、確立原則之後，最後所呈現出的教材類型也可因教

學方式、課程類型、程度、學習者背景、學習者母語等做劃分；於此歸納呂必松

（1993）、趙金銘（1997）、劉珣（2000）等所提出的教材類型，主要可分為七種

類型： 

1.課文型： 

以講授課文為主，透過課文來學習語言結構和詞語。在一定的語境、文化背景下

學習語言，有助於說話能力和綜合運用能力的培養。不過，缺點是不容易將語言

要素和語言技能訓練突出，因此，不適合初級教材。 

2.結構型： 

即以語法結構為綱要，教學內容是根據語法或句型的難易、詞語的分佈等安排，

並加以排序。最能體現此類型特點的教材即為聽說法的教材，強調反覆操練句型，

使成習慣。不夠重視語言的交際運用為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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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型： 

以功能為綱，根據功能項目（交際任務）的常用程度安排教學內容及其順序，結

構的先後順序則較不考慮。溝通法教材為典型的教材，強調語言溝通能力的培養。 

4.結構—功能型： 

結合結構與功能，以結構為基，亦須考慮結構所表達的功能。較適合做為初級階

段的教材。其形式可兼取純結構型和純功能型教材之優點，並彌補其不足。 

5.功能—結構型： 

結合結構與功能，但以功能為主軸，在功能項目下教結構，因此較難顧及結構的

系統性，適用於已掌握語言結構的中級學習者，而不適宜初級。 

6.話題型： 

以話題為綱，話題是指會話的中心內容，如天氣、家庭、職業、愛好等。在話題

中亦具有功能和結構，但因為話題大於功能，能同時包括數個功能，因此選題較

為靈活。課文因能顯示出特定的情景和文化，在此類教材中有重要作用，可培養

交際及綜合運用語言的能力。 

7.文化型： 

以文化知識結合語言教學而編寫的教材，文化知識是指跨文化交際中與母語文化

對比所顯露出的文化差異。不過此類型教材必須跟語言教學做良好搭配，否則易

流於文化教材而非語言教材。 

 

不同類型的教材，所依據的準則各不相同，應以學習者的背景及需求為出發，

並與教材設計模式、原則等結合，在教材編寫時依據所探討的理論、文獻為基礎，

進行教材編寫，期能發展出最合適的新移民華語教材。(許銘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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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住民華語學習背景及課程開設 

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移入五十多萬新住民，來台之新住民中超過九成為女性婚姻

移民，移民來台最高峰為民國 92年，當年內即有超過五萬名新住民移入。之後來台

人數雖年年遞減，但近十年來仍維持每年超過 1萬人數持續增加。 

 

依據內政部 9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新移民學歷在高中職

以下佔 90%，國中國小程度占 62％，不識字者占 2.6%，即國小、國中、高中學歷約各

佔三分之一。 

 

隨著新住民來台人數的增加，相關研究都指出語言正是新住民來台適應最大的考

驗與難題(陳源湖,2002)，來台新住民中除大陸配偶外，東南亞新住民約佔 34%(中華

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18)，故除大陸配偶外之外籍新住民的語言學習規劃，為新住民

來台生活適應的重要議題。 

 

新住民來台後即開始在地語言之學習，通常選定之語言為婚姻新住民移入之家庭

語言，依本研究調查華語約佔 69%、閩南語約佔 22%、客家語約佔 4%。一般而言新住

民於來台半年、一年後即具有中級的在地語言口語聽說能力，但華文的識讀與書寫能

力則因新住民來台的個人學習歷程而有極大的差異。 

 

壹、新住民華語課程開設 

新住民學習課程之開設早於 1998年教育部頒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學

習型家庭」理念，並於 1999年透過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動各類型的「學習型家庭方

案」；同年教育部公布「掃除文盲推動情形報告」，協助內政部試辦「外籍新娘識字

班」，12月頒布「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劃」，在法源與經費皆具下，新住民

華語文學習班紛紛成立。2002年政府將新住民納入成人基本教育，2003年教育部擬

定「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重點對象為 55 歲以上失學民眾與新住民，目標將

國人不識字率降低至 3％，同年 10月新住民華語文教育承辦機關委由各縣市政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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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協調輔導學校、民間團體辦理。 

 

2004年教育研擬「建立外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中程計畫」草案中，分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為 2005至 2008 年建立外籍配偶家庭檔案，以學習語言文字與獲取生活之

能，促進社會適應能力為目標；第二階段為 2009 至 2013年，加入提升教育文化水

準，提高生活品質的目標，輔導新住民進入適當的學校或年級就讀；第三階段，將新

住民納入終身教育體系，充實新知，助其完全融入台灣社會。 

 

2005年教育部修正「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將外籍和大陸配偶納入成人基本教

育對象。此外內政部依國籍法第三條，增訂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時應具備我國語

言基本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規定，教育部亦委託新北市政府完成《外籍配

偶成人教育教材》共六冊做為教學參考。同年教育部訂定「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尊

重多元文化，並運用教育力量統整識讀、家庭與親職教育。 

 

辦理新住民成教相關單位為縣市政府民政局、教育局、文化局、區公所民政課等。

委請縣市內國民小學或民間團體、宗教團體辦理。 

 

從 1999年內政部試辦「外籍新娘識字班」、「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計畫」開始、

2002年教育部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班」以來，新住民多進入各縣市國小及民間單位學

習華語文。展開了新住民於台灣的教育及華語學習。 

 

新住民成教班開設之挑戰為：一、學員有年長失學民眾及年輕新住民混齡、混國

別的學習者；二、學員華語程度不齊，因學員人數及經費考量，亦無法做到分級分班；

三、專業師資的招聘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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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新住民華語教材現況及相關研究  

壹、新住民華語教材現況 

新住民議題近來在台灣受到各領域的矚目，本研究調查發現現今新住民華語教材

使用結果大致區分為五類：ㄧ、政府單位編印；二、各縣市政府依照轄內新住民屬性

各自編印在地化的專屬教材；三、民間出版社；四、國民小學國語課本；五、教師自

編教材。如下述之。 

 

表 2-1 新住民之學習華語教材彙整表 

ㄧ、政府單位 

出版機構 教材名稱 

教育部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快樂、學習、新生活》、《終

身學習好生活》 

勞動部、台灣知識庫 《新住民生活語文數位教材》 

二、各縣市政府 

臺北市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新北市 《加入台灣新家園》 

桃園縣 《桃園縣外籍配偶成人教育教材》 

台中市 《走讀台中新故鄉》 

彰化縣 《快樂學習好生活-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嘉義縣 《學習 EasyGo 再嘉好生活》 

南投縣 《南投-我的心故新鄉》外籍配偶讀本 

臺南市 《府城之愛》 

屏東縣 《幸福屏東：屏東縣新移民學習教材》 

高雄市 《高雄市新移民學習輔導教材》 

宜蘭縣 《輕鬆學、歡喜過、享受宜蘭好生活》 

花蓮縣 《花蓮的泥土會黏人》 

台東縣 《台東縣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班語文課本》 

三、民間出版社 

新學林 《來去移民華語》 

財團法人台灣來去華語協會 《來去華語 100 句》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37 

四、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康軒 《國小康軒版國語課本》 

翰林 《國小翰林版國語課本》 

南一 《國小南一版國語課本》 

五、教師自編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教育部於 2004年出版《我國失學國民脫盲識字教育字彙》以 1680字作為基礎，

延伸詞彙量之新住民教材後，執行新住民華語教育相關單位作為教材內容編寫參考的

方向12，及各地方政府為針對新住民來台各項的需求，陸續出版融合地方特色的新住

民華語教學教材。 

由上述彙整資料得知，新住民華語教材以新住民為主要使用對象，在政府相關政

策推動下，不僅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合作推出相關教材，亦有民間團體自行出版華語

教材，也因此陸續有以新住民華語學習議題、包括新住民華語教學、學習及教材分析

為探討之研究文獻發表。 

 

貳、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相關文獻 

與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相關研究論文包括：《嘉義縣外籍新娘現行使用之識字教

材分析》(薛淑今,2003)、《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研究-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汪

素娥,2004)、《部編本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材分析研究》(許明騰,2006)、《台北縣外

籍配偶識字教材學習成效之研究》(陳永成,2007)、《新移民識字班教師選用教材考量

因素之研究》(張瑜芬,2007)、《桃園縣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研究》(劉孟

甄,2008)、《台南市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研究》(戴佩君,2008)、《新移民華語

初級教材設計及其教學研究》(許銘桂,2008)、《新移民華語初級教材設計及其教學研

究》(王仁,2011)、《外籍配偶華語學習教材分析─以識讀能力為探討範圍》(侯伶

瑩,2012)、《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譚翠玉,2015)等，其均是針對現今政府單

                                                 
12盧玉琴、周德禎(2009)。外籍配偶華語文教學補充教材之研究。孫敏芝，新移民華語文教育研究。2009

年亞太地區語言與文化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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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民間團體、及自編華語教材分析，探討當中的教材是否適用於新住民，以及同時

也對識字書寫知教材對於新住民學習華語的方面作出討論。 

 

表 2-2 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相關研究論文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薛淑今

(2003) 

嘉義縣外籍新娘現行

使用之識字教材分析 

內容分析

法、 

問卷法 

1.除自編教材外，此書是嘉義縣成

人基本教育補充主要教材； 

2.強調語文的學習，不強調運算或

符號的學習，課文以念山歌為主要

形式，不易培養口語能力； 

3.教師認為注音符號的教學有助於

外籍新娘學習本國語文，應加強拼

音練習。 

汪素娥 

(2004)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

育教材研究-以多元

文化教育觀點 

內容分析

法 

1.教材方面：教材編輯目的與教學

目標主要為識字與生活適應。取材

具「生活化」與「鄉土化」特色。

教材編輯出版尚未建立審查機制。

課文結構鬆散。不易統整概念。各

版教材內涵各有編重，教學者依照

需求選用參考。 

2.教材問題：教學活動設計未完全

合成人學習心理。 

3.內容多採「同化觀點」未能呼應

「多元文化」理念。教材內涵缺乏

新住民原生文化背景。 

4.性別偏見問題仍存在教材之中。

並隱藏族群偏見之事實。 

許明騰 部編本外籍配偶成人 內容分析 1.教師須小心處理對話與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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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基本教材分析研究 法 的課文型式內容，避免流於偏見； 

2.語文活動型態均以國小習作形態

出現，不太合乎成人以問題導向、

生活需求及自我導向之學習需求； 

3.課文主題強調「同化」與融合的

台灣本土觀點，忽略新住民學員原

生國文化的呈現； 

4.性別平等議題上仍發現以男性為

主體的內容、 

5.課文型是從注音符號開始循序漸

進教學，也兼顧新住民學員的日常

生活需求，環境適應需求。 

陳永成  

(2007) 

台北縣外籍配偶識字

教材學習成效之研究 

質化研

究、半結

構式訪談

法 

1.「外配版」、「康軒版」教材，

在識字學習成效「聽」、「讀」及

「聽與讀」三方面無顯著差異。但

在「讀」方面使用「外配版」教材

的學生進步幅度顯著高於使用「康

軒版」教材的學生； 

2.教室觀察結果：(1)教學程序相

似。(2)康軒組教師較具幽默感，較

少作課間巡視，常作個別批改。(3)

外配組教師較關心學員，常作課間

指導與批改。(4)兩組學員的拼音不

準、容易寫錯注音，且他們對具體、

簡易的語詞容易懂，對少見、抽象

的詞不易了解。(5)國小補校初級部

不適合實施「混合班」教學；「學

齡兒童陪讀」會增進外籍配偶識字

學習成效； 

3.訪談結果：(1)多數受訪者認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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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注音，再教國字學習會較好。(2)

多數受訪者認為先教注音、筆順，

再解釋生字的教學步驟較適合學

習。(3)學員與教師對評量的認知有

差異。(4)影響外籍配偶識字學習成

效因素：識字教材、教師風格、個

人因素、家庭因素、其它因素。(5)

學員較重視讀、說的能力培養；教

師較重視聽、說的教導。(6)多數受

訪者認為「康軒版」教材先編排注

音，再呈現國字成效會較好，(7)「外

配版」教材圖片多、非常生活化。 

張瑜芬 

(2007) 

新住民識字班教師選

用教材考量因素之研

究 

質性研

究、半結

構式訪談

法 

新住民識字教師選擇教材考量因素

(1)屬於教師教學層面的有：注音符

號是識字的基礎、對教學使用者的

便利性、教學目標的達成有幫助、

教學彈性空間、教學活動設計、豐

富教學內容及新的嘗試等七項因

素。(2)屬於教材層面因素有：新的

內容、內容適合初學者、具有地方

文化特色、提高學習信心與興趣、

教材的適用性、教材提供的數量及

對教材專業性的考量等七項因素。

(3)屬於學員需求層面的選用因素

有：適合學員個別差異、符合生活

需求、符合學習需求、子女教育及

可作為親子教材等五項因素。 

劉孟甄 

(2008) 

桃園縣外籍配偶成人

基本教育教材研究 

內容分析

法 

1.採單元方式編纂； 

2.單元內容取材生活化； 

3.以圖文對照呈現單元主題； 

4.注重識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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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尊重文化多元； 

6.強調鄉土與民俗； 

7.提供學習單供外籍配偶評量自己

的學習效果，或提供教師評量之

用，以掌握教學成效，或讓學員延

伸學習內容，亦提供外籍配偶家庭

其他成員參與的機會； 

8.提供教師手冊編製教師指導內

容，提醒與提供輔助教材資訊； 

9.提供多媒體與輔助教材。 

戴珮筠 

(2008) 

台南市外籍配偶成人

基本教育教材研究 

文件分析

法與質性

研究 

1.重視生活化； 

2.以大單元教學； 

3.具有當地民俗特色； 

4.配合當地公共設施； 

5.配合習作練習； 

6.重視注音教學； 

7.配合溝通分享，促進文化交流； 

8.主題豐富沒有重複。 

王仁昭

(2011) 

新住民華語初級教材

設計及其教學研究 

文獻分析

法、半結

構式訪談

法 

1.學習者學習華語的前三大需求依

序為：可以與人溝通、可以處理事

情、可以教育子女； 

2.多數學習者認為先教注音，再教

國字，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3.多數學習者認為先教注音、部

首，再解釋生字和教導筆順的教學

步驟會較適合她們學習； 

4.學習者依據她們本身需求而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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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的學習區塊，研究者本身則

較重視新住民「聽」和「說」的能

力培養； 

5.學習華語為新住民帶來便利的生

活以及提昇教養子女的能力，同時

也增進其自信心，使其精神愉快； 

6.與同儕共同學習是新住民樂於參

與學習的動力； 

7.教學者對於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中

的犯錯態度，應予以用鼓勵重述的

方式代替立即的糾正行為，較能建

立學習者的學習信心； 

8.各種不同教學法各有其優缺點，

教學者宜利用不同教學法當中的優

勢，配合學習者的特質以及教材強

調的技能部份，搭配變化練習。 

侯伶瑩

(2012) 

外籍配偶華語學習教

材分析─以識讀能力

為探討範圍 

文獻資料

分析法 

1.教材已預設使用對象為女性，且

以傳統女性為主； 

2.三套教材的課文主題以「家庭生

活類」為最多； 

3.教材內皆涵蓋漢字教學元素，在

漢字教學目的上《快樂、學習、新

生活》與《桃園縣成人教育外籍配

偶教材》以漢字書寫教學為主，《來

去移民華語》較傾向於識讀教學； 

4.教材皆涵蓋漢字教學元素，漢字

教學重點在於多音字及相似字； 

5.課中教授之詞句在日常生活的書

面資料上應用度不大。 

譚翠玉 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 內容分析 1.臺灣新住民對華語教材之需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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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研究 法 九種類型：語言教育、親子教育、

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

文化了解、生活適應、自我發展以

及工作技能； 

2.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之特色，課

文主題注重生活實用資源、教材重

視漢字讀寫能力之培養、教材以女

性為主要教授對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許銘桂(2009)在《新住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指出：就新住民華語課

程及教材設計兩方面提出研究總結，在新住民華語課程方面有 1.課程應兼具心理適

應輔導與語言教學需求;2.新住民華語課程分級之困難;3.專業師資之專業發展。教材

設計方面，1.應先了解新住民的需求及學習特性;2.設計新住民華語教材之必要性;3.

新住民華語教材之設計準則。之後對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有三:1.規劃主題完整之進

階式教材;2.發展新住民課程運作模式;3.發展合適的測驗評量模式或工具。 

由此可見新住民華語教材應依新住民程度及階段性需求，規劃出主題完整之分級

進階式教材，以因應不同程度華語學習需求之新住民需要，亦可提供全台不同新住民

華語班學習教材之需求。 

 

參、關於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輯建議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及小學國語課本常被用做新住民之語言學習教材，不過即使做

為本地失學民眾之教材亦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缺失可從下列幾點來說明(黃富

順,1991、魏惠娟,1997、何青蓉,1995、黃明月,1997): 

1.未符合成人生活經驗、需求。 

2.缺乏結構性、連貫性。 

3.缺少可供教師參考之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 

4.課文體裁以韻文為主，課文淺顯但生字艱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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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做為新住民的識字教學材料，是否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因

為新住民的語言學習應該與一般失學之成年母語者不同，如採用國小語文教材，並強

調識「字」，而非學習「語言」，那麼，使用這些教材來教授新住民也會有第二語言

學習者面臨的困難及挑戰。 

譚翠玉(2015)在《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指出：所研究的國內新住民教材的

特色是:一、課文主題注重生活實用資源;二、教材之練習重視漢字讀寫能力之培養;

三、教材以女性為主要教授對象。而依照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一、課文中之日常生活

用語比例仍有提升空間;二、教材中可增加漢語拼音，以因應不同國籍之新住民;三、

教材中宜增加可引起學習興趣之短文，以提升閱讀能力。期望未來編教材者，能參考

本研究所歸納的需求與建議，編出更適合新住民使用之優質教材。13 

黃玉萍(2016)在《台灣新住民教學教材中的文化分析》中提到，新住民教材編輯

目的與教學目標多以識字與生活適應為首要，但穿插在其中的文化因素缺乏較完善的

編排，仍需要教學者加以引導。六冊當中的內容豐富多元，但是涵及眾多的文化內容

卻是多半僅在課文中提到的諺語和課文描述，容易使新住民學習者在缺乏足夠的引導

之下一知半解，往往依賴教學者的補充才能清楚了解。男女角色性別在教材中仍呈現

偏重女性觀點。教材中的編寫觀點，主要以家庭主婦、新手媽媽或是婆婆的角度描寫，

像是提到坐月子、帶小孩等單元。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選擇或編輯適

切之新住民學習者教材可以以多元的角度。不僅限制在女性 的觀點進行描寫，能夠增

加孩子的角度、先生的角度，也提到許多家庭分工、價值觀會面臨的問題，增加學習

不同角度的看法。跳脫只學中文識字的刻板印象，兼顧其他文化內涵充實。《成人基本

識字教材》在編排上呈現的優點為色彩繽紛，讓新住民學習者能輕鬆學習為現今教 材

特色，除學習之外，於內容中提供台灣多元的文化色彩，不但增加對台灣風俗民情的

認知，實際應用在生活當中，也可以藉著文化內涵的充實，學習到更 多相關的文化字

彙內容。 在多元學習資源上增加文化認知上的學習，以協助課文編排上的難處。受限

於版面編排或是時間有限，許多的多元學習資源亦能被應用在教材輔助中，例如網路

影片或是學習平台能以 Qrcode的形式增加在書籍編排中，或是增加介紹相關的博物

館、市政府機構、民間機構等等協助增加認識的管道，擺脫以往 的學習外，更加有聲

                                                 
13譚翠玉(2015)。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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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14 

以上試整理出： 

一、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現況，不僅中央政府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皆出版

了新住民華語教材，亦有民間團體自行出版，另有不少新住民華語教師以國小國語教

科書為新住民華語教材、或自編教材等。 

二、目前亦有不少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的相關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研究結果、建

議新住民華語教材應依新住民程度及階段性需求，規劃出主題完整之分級進階式教

材，以因應不同程度華語學習需求之新住民需要。 

三、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輯建議：應符合成人生活經驗、及新住民生活實用、教材

有結構性及連貫性、應以多元角度、非只以女性角度編寫、跳脫只學中文識字、增加

介紹相關的在地生活資訊如博物館、市政府機構、民間機構等等。 

                                                 
14黃玉萍(2016)。台灣新住民教學教材中的文化分析。竹塹文獻，63，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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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新住民華語學習需求及華語教材內容主題分析  

壹、新住民識字學習需求  

隨著新住民的人數增加，近來的相關研究都指出「語言」正是新住民來台適應上

最大的考驗與難題(陳源湖,2002)15。新住民的學習在台灣越來越受重視，且因其來到

陌生國度，異文化加上語言、社會文化隔閡等原因，學習需求與一般成人學習者不同

(李素蓮,2005)16。因此，無論是成人基本教育班、新住民識字班、華語訓練班或是民

間團體舉辦的華語識字班，皆秉持相同的目的-促進外籍配偶能夠提早識字，從而追

求自已所需完成之人生目標(吳秀瑾,2005)17 

 

陳蓓婷(2008)針對高雄縣新住民的漢字學習經驗及需求之研究，歸納出高雄縣新

住民漢字學習需求顯示，無論在來臺前、後，甚至是參與國內開設之新住民成人教育

班級時，其所教授者多注重在聽、說華語會話的部分進行學習，對於華語文字的識別

與學習機會比較少，因此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與華語文字有關的筆畫、圖文解說、

文字結構、部首等項目，皆有極高的需求。18 

 

根據侯伶瑩(2012)研究顯示，新住民的學習需求約略可分成語言教育、親子教

育、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自我發展、以及生活適應等方面。

呂瑾瑛(2013)研究也指出「語文識字」為首要需求，而其對於相關法律、親職教育、

工作技能、醫療保健、鄉土文化:由表可發現，新住民所急需的學習需求可彙整為九

種類型，其中以「語言教育」的需求為最為迫切，其他依序為親子教育、就業相關、

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自我發展以及生活適應，需求最低的則是工作技

能。由於全國各縣市均開設針對外籍配偶的華語學習教育課程，因此相關研究顯示亦

                                                 
15陳源湖(2003)。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成人教育，68，25-34。  

16李素蓮(2005)。台南縣外籍配偶學習需求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

嘉義縣。  

17吳秀瑾（2005）。女性主義立場論與社會習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3)，654-658。  

18譚翠玉(2015)。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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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各縣市的學習課程較為多數。19 

 

顏瑞蓮(2009)以就讀臺北市國小補校之新住民為研究對象的問卷調查，分析 371

份有效問卷結果，將新住民的學習動機依其重要性分為「語言學習」、「生活適應」、

以及「親職教育」等三項目為最大的學習動機20;范蕙華(2009)臺南市的研究則是針對

參與公辦進修教育的新住民調查其學習動機，共計 318份的有效問卷中，將分析出的

學習動機依照高低順序分別是「中文識字」、「生活適應」、「就業求職」、「社會

需求」、「親職教育」、以及「外界期望」。21 

 

吳芳茜(2008)於臺中縣新住民女性的學習需求探討研究中曾提及，新住民的學習

需求可約略分為「語言學習」、「就業需求」、以及「子女教養」等三種類別，其中

又以「語言學習」需求度被認為最重要，因此語言學習不僅可為新住民提升知能，同

時也能在就業與子女教育方面都有良好的協助。22 

 

張莞章及黃富順(2007)在《我國外籍配偶學習問題之研究》一文中指出： 

一、關於新住民華語學習成效及障礙：1.外籍配偶學習成效主要受到外籍配偶來台時

間長短、母國教育程度、參加識字班時間長短、原生國家庭背景、人格特質、夫

家經濟及生活狀況、家人支持與否、同儕、識字動機、交通等因素的影響;2.外

籍配偶識字學習障礙方面:可以歸納為個人、家庭、工作、同儕和學校等因素所

造成之影響。 

                                                 
19侯伶瑩(2012)。外籍配偶華語學習教材分析─以識讀能力為探討範圍。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開南大學，

桃園市。  

20
顏瑞蓮(2009)。外籍配偶在不同公辦進修教育中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異同研究-以台南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21范蕙華(2009)。臺北市國小補校母語非華語外籍配偶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22吳芳茜(2008)。台中縣新住民女性學習經驗之研究-以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探討之。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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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識字教材方面：主張應以「外籍配偶為中心」,教材應融入多元文化觀點,並將在

地文化和外籍配偶的原生文化結合,以協助其能更快速地適應並融入當地文化。 

三、學習需求層面：1.語文識字的學習需求:對於外籍配偶而言,要融入一個新的文化

最快的方式,便是學習此文化的語言和文字(鄧中階,2005;賴建達,2001);2.民俗

文化的學習需求:由於台灣社會的民俗文化與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存在許多的差

異,唯有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分殊性,方能有助於減少無謂的衝突及誤會; 3.

工作技能的學習需求:工作技能的學習是獲取就業的必要條件(李素蓮,2005;徐

意淳,2005;鄧中階,2005);4.親職教育的學習需求:外籍配偶需要學習子女教

育、課業輔導與親子溝通等學習內涵(王瑞壎,2004;李素蓮,2005;莫蔾藜、賴珮

玲,2004;鄧中階,2005);5.醫療保健的學習需求:外籍配偶除了需要適應自身對

台灣飲食、氣候及文化的身心調適之相關健康照顧學習外,對於子女生育、子女

養育、家人保健等健康照顧知識,及醫療網絡的運用也需要學習(李萍、李瑞

金,2002);6.認識相關法律的學習需求:認識與外籍配偶相關的法律知識對外籍

配偶而言，能保障外籍配偶以協助其在遭遇困難時能即時尋求解決或幫助(李素

蓮,2005)。综合以上的研究，對於外籍配偶的學習內涵，可以歸結出以下六個層

面:語文識字、工作技能、親職教育、醫療保健、民俗文化、相關法律等學習層

面的需求。23
 

 

黃富順(2009)在《新住民生活適應所需識字能力之研究》中指出： 

一、新住民的生活適應所需識字需求，經過修正可以分為飲食、服裝、居住、交通、

教育、休閒、法治、經濟等八大面向。 

二、新住民識字能力方面，包括在原生國的起始能力及來台後的課程學習，兩者皆顯

示新住民識字能力存在參差不齊的現象。 

三、以各種方式所蒐集字彙 20餘萬字，經電腦篩選計有 332字，依參考其他學習族

                                                 
23張菀珍、黃富順(2007)。我國外籍配偶學習問題之研究。國教學報，19，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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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識字研究及團隊累積之新住民學習狀況經驗，選定 1319字為新住民生活適應

所需字彙，並依使用次數分為四級，分別為最需要字 353字，次需要字 193字，

基本字 350字，次基本字 423字。 

四、根據新住民生活適應所需的識字標準，習得需要字 546字可以涵蓋生活中出現中

文字之百分之七十，可應付生活中急切需要;習得需要字與基本字 1319 字可以涵

蓋生活中出現中文字之百分之八十六，可應付生活中基本使用。 

五、教育部所公佈之失學民眾脫盲識字標準為 1680 字，其目的為解決失學民眾在參

與經濟、政治、社會行為時，能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以期能有正確行為判斷、

配合社會脈動，減少對社會的負面、消極影響。而新住民在生活適應上之識字需

求，因以「個人生活適應」為主要訴求，故在識字量上而言，應少於脫盲識字標

準。 

六、台北縣為增進新住民成人適應在臺生活及豐富其子女教養知能，於民國九十八年

十月所編印出版「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六冊，識字量總計為 1178字，因編製

之時本識字標準尚未建構完成，未來當可作為教材修訂之參考。24 

 

王玉秀(2013)認為新住民女性識字學習的困境包含生活適應和識字學習背景的差

異。ㄧ、生活適應有語言、飲食、文化習慣、心理和社會五個困境。二、識字學習的

背景包括是否學過中文和對課程需求的不同。並認為以學員為主體的識字學習方案，

才能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包括：(一)以增能為教學目標，而非只以聽說讀寫為主要教

育目標。(二)課程內容應與學員生活經驗相結合。(三)教學心態應有別於傳統以講述

為主的方式。 

在識字方案的實施方面應該要靈活運用教學策略(一)應該多元取代單一。(二)對

話活動的課程有助於學習者的互動，形塑自我尊重的情境。 

在識字學習方案協助新住民女性增能方面主張：(一)提升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和意

識覺醒。(二)口語溝通更積極，家人關係更和諧。(三)走入社區，與外在世界溝通、

                                                 
24黃富順(2009)。新住民新生活適應所需識字能力之研究。台北縣政府教育局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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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另外，在識字學習教學活動的困難為:(一)學員中文識字背景，由於來台年數以及

參與識字學習的次數，造成差異。(二)方案規劃工作繁重，一般成人教師較難接受。(三)

教學內容因學員或教學者的流動，無法連續、持久。25 

 

以上試整理國內新住民華語學習需求相關文獻。其中除談到新住民學習需求外，

亦提及新住民學習語言之挑戰及困境，兼及新住民華語課程規劃及教學建議等。 

 

貳、新住民華語教材內容主題分析 

范惠華(2010)指出，臺北市國小補校外籍配偶對於學習動機五個取向而言，分語

文識字、生活適應、親職教育、工作準備、外界期待等五個向度，整體認同皆高，其

中以「語文識字」學習動機最強，「生活適應」最低，表示語文識字為外籍配偶最強

的學習動機及視為最重要的學習項目。26 

相關新住民華語識字學習相關需求文獻，李素蓮(2005)研究認為，外籍配偶的學

習需求以「語文識字」的需求為最高，其次為「相關法律」、「親職教育」、「工作

技能」、「醫療保健」和「鄉土文化」。而外籍配偶的學習需求以「語文識字」的需

求為最高，其次為「相關法律」、「親職教育」、「工作技能」、「醫療保健」和「鄉

土文化」；鄧中階(2005)研究發現外籍配偶成人教育的需求以「基本語言需求」為最

高，其次為「親職教育需求」，再其次為「社會適應需求」，而以「工作知能需求」

最低。而外籍配偶成人教育的「基本語言需求」中以「增進國語讀、聽、說、寫的能

力」需求為最高；吳芳茜(2008)新住民女性的學習需求可分為語言需求、教養需求以

及就業需求三大面向；范蕙華(2010)外籍配偶對於學習動機五個取向與整體認同皆

高，其中以「語文識字」學習動機最強，「生活適應」最低；侯伶瑩(2012)新住民的

學習需求可分成語言教育、親子教育、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

                                                 
25王玉秀(2012)。新住民女性識字學習方案規劃實施與成效評估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

大學，嘉義縣。  

26范蕙華(2010)。臺北市國小補校母語非華語外籍配偶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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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生活適應等方面；譚翠玉(2015)研究結果發現：新住民對華語教材的需求

是：語言教育、親子教育、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自我發展、

生活適應以及工作技能等面向。如表 2-3。 

 

依據蔡依珍(2012)研究發現，新住民女姓學習華語文主要是為了培養獨自生活的

能力，以融入台灣社會；此外，為了實踐母親的角色，她們學習華語文以負起教養子

女的責任，及督導孩子的課業；最後，透過華語文的學習以增加溝通能力，並期盼找

到理想的工作。27 

 

譚翠玉(2015)在《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指出：新住民對華語教材的需求是

語言教育、親子教育、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自我發展、生活

適應以及工作技能等面向。28 

以下本研究試依不同研究者所歸納新住民學習需求項目，彙整新住民華語學習教

材內容主題表如下： 

 

表 2-3 新住民識字需求學習彙整表 

      需求 

 

研究者 

語文 

教育 

生活 

適應 

親子 

教育 

醫療 

保健 

就業 

相關 

自我 

發展 

法律 

相關 

文化 

了解 

工作 

技能 

李素蓮

(2005) ●  ● ● ●  ● ●  

鄧中階

(2005) ●  ●  ●     

張菀珍、

黃順富

(2006) 
●  ● ● ● ● ● ●  

張菀珍 

(2007) ●  ● ● ●  ● ●  

陳蓓婷

(2008) ●         

                                                 
27蔡依珍(2012)。屏東縣新移民女性華語文學習特性、學習困境及解決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縣。  

28譚翠玉(2015)。臺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需 
求 研 

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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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芳茜

(2008) ●  ●  ●     

范蕙華

(2010) ● ● ●  ● ●    

顏瑞蓮

(2009) ● ● ●  ●     

侯伶瑩 

(2012) 
● ● ● ● ● ● ● ●  

呂瑾瑛

(2013) ●  ● ●   ● ● ● 

譚翠玉

(2015) ● ● ● ● ● ● ● ● ● 

李幸育 

(2015) 
  ●  ● ●    

資料來源：整理譚翠玉(2015)，表 2-3再加以增修 

 

由上表中發現，早期新住民所急需的學習需求以語言教育的需求最為迫切，其他

依序為親子教育、就業相關、醫療保健、法律相關、文化了解、自我發展以及生活適

應等等，近期新住民所急需的學習需求以自我發展、就業需要、文化了解、生活適

應、法律常識、親子教育、醫療需要最後是語言教育。因此，新住民學習需求不能在

單純以生活會話為主，應融入其他層面的學習需求。 

如以新住民華語教材特色而言，可以歸納出：1.教材以女性為主要對象、2.課程

主題注重生活實用資源、3.教材重視漢字讀寫能力的培養三大特色及面向。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USER
打字機文字



 

53 

 

第七節   新住民華語學習困境及相關研究  

壹、新住民學習華語的困境   

黃富順(2006)、黃昭勳(2007)、張菀珍、黃順富(2007)、邱愛鈴與何青蓉

(2008)、王玉秀(2012)、李宜頻(2012)、李幸育(2015)等歸納新住民學習困難因素

有：個人、家庭因素、工作因素、環境因素、學習機構因素、政策因素和其他因素

等。如下述之。 

一、個人因素 

是指來自個人情境的問題而影響學習，包含語言能力、學習時間、心理因

素、懷孕而導致中輟、自信心不足、學習的積極度等。 

二、家庭因素 

是指面臨家庭的困擾而影響學習活動的參與。包含夫家的阻撓、家務羈絆、

子女乏人照顧與上課時間不能配合等使得新住民無法學習。 

三、工作因素 

是指上班時間與上課時間的衝突，若二者無法銜接新住民多會以工作做為考

量，而放棄或中斷學習。 

四、環境因素 

是指地理或環境的因素而影響學習，包含居住地較偏遠，氣候因素如冬天氣

溫太低、夏天雨多颱風多；發現交通不便等因素會影響新住民之學習。 

五、學習機構因素 

辦理學習機構因執行層面的關係而影響新移民女性的學習。包含課程內容及

科目多樣化、課程教材編寫不夠實用與生活化、欠缺課程標準及整體系統規

劃、教材內容無法滿足學員的需求、缺乏專業師資或流動性大、欠缺學習場

地與硬體設備、上課環境不適合成人學習、參與活動或修課人數不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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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因素 

各行政部門均有相關的在執行新住民相關政策，無法整體規劃，造成學習斷

層、相關經費無法有效統一運用。 

七、其他因素 

包含新新住民學習訊息來源的斷層、過去失敗的學習經驗、學習不符程度、

害怕旁人異樣的眼光、同儕團體、學員間的嫌隙摩擦等。 

綜合以上所述，新住民學習華語的困難與挑戰分析，個人的學習態度是否積極、

家人是否願意協助與支持、工作時間是否會有影響、課程教材是否實用與生活化、欠

教材內容是否滿足學員的需求、制度的完善與社會的支持等均會影響新住民學習華語

之意願與成效。 

 

貳、新住民學習華語相關研究 

 

表 2-4 識字教育議題相關之研究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

方法 

資料收

集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 

蔡秀珠 

（2004） 

台中縣外籍

配偶識字學

習障礙及其

相關因素之

研究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1.識字學習障礙因素可歸納為：「個人因

素」、「家庭與工作因素」、「同儕因素」、

「學校因素」，其中以「個人因素」的障礙

最高。 

2.個人因素以「聽不懂中文」和「懷孕生產

過後，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幼兒」為主要學習

障礙。 

3.「家庭與工作因素」以「家庭經濟壓力」、

「工作忙碌或需照顧幼兒」為主。 

 4.「學校因素」以「辦理單位招生策略不

足」、「教學設備老舊」、「教材教法不適

合」為主。 

5.「同儕支持」及「一起上課及相互研究可

以消除寂寞」促進學習的參與。 

6.學習障礙受個人變項的影響，與「原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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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年齡」、「來台結婚年數」、「原

生國家教育程度」、「有無工作」等受試者

背景變項有關。 

林秀英 

（2004） 

高高屏地區

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現

況與困境 之 

研究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1.課程屬於依經費補助辦理，但學校及教師

普遍反應經費及鐘點費不足，恐影響成教班

之教學推展。 

2.硬體設備的不足及上課環境不適合，會影

響學員的學習。 

3. 學習與識字教育學習障礙有四，依其顯著

性排列為：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心理因素

＞同儕因素。 

4.不同背景的新住民會有不同的學習障礙，

且其影響的因素相當多元。 

李俊男 

（2004） 

東南亞外籍

配偶識字教

育方案學習

障礙之研究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訪談法 

1.東南亞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方案辦理主要以

「培養基本語言技能」及「適應日常生活」

等目的為主。 

2.參與識字教育的動機有：讀書識字、教養

子女、適應生活、語言溝通、找工作。 

3.學習障礙因素與「來台時間」、「原生國

教育程度」、「參與次數」等受試者背景變

項有關。 

4.學習障礙以「語言溝通因素」最高，以「教

師教學因素」最低。 

5.「語言溝通因素」中「讀」和「寫」的障

礙比「聽」更大。 

陳美玲 

（2006） 

新住民女性

識字教學之

行動研 究 

以竹東國小

補小為例 

質性

研究 

行動研

究 

1.教材融入生活經驗，兼顧多元文化色彩，

最能吸引她們投入學習。 

2.學習表現為認真積極，透過學習可增強處

理事情的能力，拓展視野及人際關係，增進

自信心及求知向上的精神。 

3.學習困境源於缺少適合的教材、教學活

動、及完善的支持體系，其中以一字多音的

辨認與語音矯正的挫折感最重。 

4.學習的支持體系主要來自於家人的支持與

鼓勵，其次是教師與同儕的互勉量。 

林依韻 台北縣國小 量化 問卷調 1.外籍配偶學習者的特色：以原生國籍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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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補校外籍配

偶學習型態

與學習成效

之研究 

研究 查法 南者最多，年齡大多在 30 歲以下，教育程度

在國中階段，來台時間多為七年以上，目前

在家沒有出外工作。 

2.學習型態偏好程度為：參與學習型＞合作

學習型＞獨立學習型＞依賴學習型＞競爭學

習型。 

3.學習型態會因年齡、原生國籍、母國教育

程度、及就業狀況而有顯著差異。 

4.學習成效會因年齡、原生國籍、及母國教

育程度有顯著差異。 

李錦忠 

（2009） 

外籍配偶識

字獲取之研

究以嘉義市

長青綜合服

務中心電腦

班之外籍配

偶為例 

質性

研究 

深度訪

談法 

1.外籍配偶的學習知識類型與學習方式有其

對應關係。 

2.影響外籍配偶學習的因素為環境因素與個

人因素兩大類。 

3.外籍配偶在適應階段分為三個階段，各階

段對應不同的知識類型學習方式。 

馬香 

（2009） 

外籍配偶補

校教育學習

參與障礙之

研究 

質性

研究 

半結構

式訪談 

1.學習動機來自於外在環境及滿足「母職角

色實踐」與「工作生活」的需求。 

2.具有沉默接收與服從權威特質的學習型

態。 

3.擁有歡喜學習與輕鬆字在的學習態度。 

4.為了解決日常生活的學習目的。 

5.具有害怕與焦慮情緒壓力的學習特點。 

吳芳茜

（2009） 

台中縣 

新住民 

女性學 

習經驗 

之研究－以

其學習動

機、需求、態

度與困境探

討之 

質性

研究 

深度訪

談法/

參與觀

察法 

1.台中縣新住民女性的學習動機包含：成就

感會增強動機、學習可協助拓展人際關係、

企圖改變現況及對課程與教師的認同。 

2.學習需求可分為三個面向：語言需求、教

養需求、就業需求。 

3.學習態度可由三方面綜合表述：對於學習

的認知、外顯的學習行為及對學習抱持的情

感。 

4.學習困境主要來自三大面向： 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及機構因素。 

簡素玲 

（2010） 

新竹縣外籍

配偶識字教

質性

研究 

訪談法

/半結

1.外籍配偶可因識字教育促成生活便利、擁

有工作且獲得升遷的機會、自我成長、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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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參與困

境研究-社會

行銷的觀點

分析 

構式訪

談/文

獻分析

法 

溝通能力、獲得肯定且增加自信。 

2.與家人間成效包含：參與子女教育而增進

親子感情、獲得家人認同及促進家庭感情融

洽。 

3.參與的困境因素包含：訊息獲得不直接或

推廣管道不對稱、工作時間不能配合、須照

顧家人。 

4.其他因素包含： 個人因素（天氣、心情、

朋友）、家人認知錯誤、交通因素，並未造

成阻礙； 5.若識字教育可產生成效，可促進

外籍配偶自我效能的增強，再善用社會行銷

策略就能使外籍配偶識字教育順利取得並持

續參與。 

鄭雅雯 

（2011） 

高雄市新住

民女性就讀

補校學習動

機與學習成

效之研究 

質性

研究 

參與觀

察法/

訪談法 

1.外籍配偶的學習動機包含：拓展人際網

路、企圖改變現況、成就感會增強學習動機。 

2.學習成效包含：提升溝通的質量、由識字

提升各種知能； 3.就讀補校的所產生的影

響：可結交越南籍朋友，以增進人際網路及

給予心靈上的慰藉、語言能力的增進，可使

生活更便利，並與他人做有效的溝通、增進

親職教育與生涯規劃。 

張普謙 

（2011） 

外籍配偶持

續學習之研

究：以桃園縣

某國小為 

例 

質性

研究 

訪談法

/觀察

法 

1.外籍配偶嫁至台灣最大的因素為經濟。 

2.學習的過程可增進學習的廣度及自信。 

3.學習的態度為積極認真，提昇子女的教育

能力為其最大動力。 

4.工作與家務繁忙造成學習的困境。 

5.注音學習與書寫文字為學習的困難之處。 

6.專班經費不固定使得識字班難以實施。 

黃慈芳 

（2011） 

我國外籍配

偶識字教育

的學習動機

與學習滿意

度 之 研 究

以桃園縣國

小為例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1.外籍配偶的學習動機各層面屬高水準，以

「工作需求」最高，而「求得知識」及「親

職教育」相對較低。 

2.學習滿意度各層面屬高水準，以「教師教

學」最高，而「學習環境」較低。 

3.來台年數較長及婚姻仲介為婚姻媒介者學

習動機 較高。  

4.年紀較輕及原生國籍為越南者其學習動機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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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6.學習動機中以「社會適應」對學習滿意度

最具預測效果，其次為「親職教育」與「工

作需求」。 

薛怡芬 

（2011） 

屏東縣新住

民華語文學

習滿意度與

學習成效之

研究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1.新住民的華語文學習滿意度達中上及高等

程度，其中「師資方面」滿意度最高，而「行

政服務」滿意度較低。 

2.學習成效達中等程度，其中「情意方面」

表現最好。 

3.來台時間達三年以上之新住民的學習成效

顯著高於時間較短者。 

4. 越南籍之新住民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其

他國籍者。 

5.學習時數 24 小時以下之新住民的學習滿

意度及學習成效高於其他時數學習者。  

6.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相關，學習

滿意度可有效預測學習成效。 

鄭惠珮 

（2012） 

台東縣國小

補校新住民

女性學習適

應與中輟傾

向之研究 

量化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訪談法 

1.新住民女性學習適應表現屬中上程度。 

2.中輟傾向表現屬中下程度。 

3.學習適應會因「原國籍教育程度」、「結

婚年數」、「丈夫學歷」、「家中經濟狀況」、

「補校就讀年級」、「國籍取得與否」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 

4.學習適應與中輟傾向屬高度負相關。學習

適應情形越好，中輟傾向越低。 

張淑芬

(2014) 

運用部件教

學策略對提

升新住民女

性漢字書寫

能力及動機

之行動研究 

質性

研究 

文獻分

析法、

深度訪

談法 

根據研究結果，新住民識字班的開課情況並

不佳，師資嚴重缺乏，故欲解決新住民識字

問題必須從授課師資檢試及檢討應對方案；

請授課老師根據上課情形編纂專用教材，需

符合新住民語文程度的上課教材，一套具有

完整延續性的教材，才能傳達完整的學習概

念，也才能配合各種不同程度的新住民學習

的軌道與節奏。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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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新住民教師選用教材考量因素分析  

 

新住民學習華語識字教材內容主要應符合新住民的需求，同時也須兼顧新住民的

學習興趣及成效，新住民的華語學習是否有其成效，教材亦扮演關鍵的角色。教師為

第一線教育工作者也最為了解學習的學習需求，因此，教師在選用教材方面各種學習

因素就必須列入考量。以下探討教師選用教材考量因素相關研究之相關文獻。 

 

薛淑今(2003)研究發現，教師在教材評估上以 1.教材選編者主要以詢問學習者

或相關人是來了解外籍新娘的生活背景；2.教學者以自已的教學回饋為教材評估方

式；3.外籍新娘在發音與筆順的學習上有困難；4.語言的差異造成溝通的困難語發表

的信心；5.教材無法提供外籍新娘複習或自學。29
 

 

張瑜芬(2007)以六位具有新住民華語教學經驗老師為研究對象，經研究分析後得

知，新住民識字教師選擇考量因素，在屬於教材層面因素有：新的內容、內容適合初

學者、具有地方文化特色，提高學習信心與興趣、教材的適用性、教材提供的數量及

對教材專業性的考量等七項；在屬於學員需求層面因素有：適合學員個別差異、符合

生活區需求、符合學習需求、子女教育及作為親子教材等五項因素；教師層面因素

有：注音符號是識字的基礎、教學使用者的便利性、教學目標的達成、豐富教學內容

及新的嘗試等因素。30
 

 

陳蓓婷(2008)以外籍配偶教師及外籍配偶學員進行訪談，經由採觀察、訪談與問

卷方式進行研究，其結果顯示：外籍配偶來台前、來台後入學前，多著重在聽、說華

語的學習，鮮少學習漢字的機會；就學後，在識字上，依賴注音符號拼讀漢字；在寫

                                                 
29
薛淑今(2003)。嘉義縣外籍新娘現行使用之識字教材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嘉義

縣。 

30
張瑜芬(2007)。新住民識字班教師選用教材考量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

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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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隨著教師教導的書法，學習漢字筆順與數筆畫，但有筆畫不分、拼湊成字的現

象，而且對於同音異義字、形近字與一字多音的區辨，有其困難度；教材內容方面，

關於漢字的筆畫、筆順、圖文解說、結構、部首與部件等項目，有高度需求。31
 

 

蔡依珍(2012)研究發現，華語教師在新住民語言學習教材的運用上，面臨教材內

容與配套不完善的問題；在華語教師在新住民華語教學上，面臨課堂不易維持與新住

民程度参差不齊是華語教師主要的教學問題；集中式的注音符號學習單元和包含聽說

讀寫的主題單元有利於華語教學；新住民在語言教材的學習上，面臨聲調與記憶保留

不能持久的問題。32 

 

王春菊(2012)以屏東縣華語學習班教學經驗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結果得知，教

材層面：內容較簡易不複雜，也遵循了語言學習時從拼音系統到文字教學的方向、華

語教學教材提供不足、缺乏或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教材、教材的適用性與否等項是教

材選用考量的因素；學員需求層面：生活中識字的需求性、教養子女的需求、符合學

員實際生活需要、依照學習狀況調整，提高學員學習的興趣等因素是選用時考量的因

素；教師教學層面：注音符號是學習華語文的基礎、取材的便利性、豐富教學的內

容、教學的彈性空間大、教學實用性、擴充學員認知層面等是敎師教學時考量的因

素。33
 

 

綜合上述整理歸納出教師選用教材時考量因素，可分為教材、學生及教師等三方

面來探討。在教材考量的方面有：教材的適用性、教材內容須選擇符合學生的程度、

以及須具有吸引學員的圖片與文字的搭配、具有功能性與實用性與教具或其他輔助教

材的提供。在學生方面：教材須符合學生使用需求、教材要能適合學生能力程度、課

                                                 
31
陳蓓婷(2008)。外籍配偶漢字學習經驗與需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高雄市。  

32蔡依珍(2012)。屏東縣新住民女性華語文學習特性、學習困境及解決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屏東縣。 

33王春菊(2012)。新住民華語學習班教師選用教材考量因素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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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銜接問題以及讓學生足以因應考試。最後為教師方面，注音符號是識字的基礎、教

學使用者的便利性、教學實用性、教學目標的達成、豐富教學內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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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不同國籍及文化背景新住民之華語教材需求分析  

壹、不同國籍新住民華語學習需求 

 

一、 越南  

武氏惠(2016)在《臺灣越南學生學習華語的困擾與因應策略之研究》一文指出，

越南人學習華語的困擾如下： 

1.教材實用性不足：上課的教材很多很複雜，但很多在日常生活上都沒運用到。

課本選材及順序未顧及學習者需求、生活常用字彙非常不足。 

2.「漢字」：對於習慣用拉丁文字拼寫越南文的學生而言，漢字十分複雜及困難。 

3.「多義詞」這兩個因素是所有外國人學習華語覺得困擾的地方。華語中，有時

一個詞彙會有許多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背景意思就變成完全不一樣，若是

不知道，便容易在說話或聽話時產生誤會。因此，若有一個以上的意思，越

南學生很容易因為只知道其中的某一個意思，而不知道其它用法，容易造成

誤會，成為談話雙方的困擾。比方說“黃色”這個字。“黃色”的基本意義

是黃的顏色，如，她穿著黃色的衣服。但黃色還有另外的意義，象徵腐化墮

落，特指色情。 

4.「華語發音」的問題幾乎是所有越南學生都感到難以準確掌握的問題。越南語

的發音跟華語發音比較起來，差異很大。華語語音中含有送氣音，破音字以

及捲舌音，如 ch，s，r，zh，q，c，越南語沒有這種發音，使越南人要發出

華語語音有較大的困擾。韻母部分也是，越南人 iong，ao，ing...發音不標

準。還有，總是聽不太出來某些很相近的發音有何不同而造成誤會。 

5.「聲調差異造成的困擾」：多數越南學生都搞混第一跟第四聲，常常把第四聲

發音成第一聲或者不知道該發的是第一還是第四聲。這點讓越南學生很怕發

音不標準所以台灣人不懂他在講什麼。
34 
 

另外，越南學者王季香與阮黃英(2013)在《漢越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教學建議》一

文中提到越南人學習華語難點如下：越南的成語有些是原生的，也有些是從漢語引進

                                                 
34武氏惠(2016)。臺灣越南學生學習華語的困擾與因應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台科技大學，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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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語中源於漢語的成語語源雖一致，但隨著語言與社會現實交際需要的語境互

動、共構，語形、語義和語用會跟著移轉或重構，或借形賦義、借形衍義、音義化形

等，遂產生了語意範圍的變化、褒貶色彩的轉化或詞語的重構等。目前學界關於漢語

成語和越南的漢源成語的對比研究不少，如語義對比、結構對比、文化對比等，但對

比較結果的解釋及將之運用於越南漢語教學的研究還有待挖掘。成語教學可以激發學

生瞭解歷史的熱情，並提高閱讀寫作能力，然因各民族文化背景的殊異，學習者容易

產生偏誤。本文針對越南漢源成語中詞頻較高的語料，一方面通過對比分析的角度，

探析漢語和越語成語在跨文化交流時的特點及差異，一方面經由調查蒐集了解學生語

用偏誤的情形，並希望能藉由研析的結果，可運用在越南華語文他教材編輯上，同時

提出相關的華語教學建義。35
 

由以上研究可見，越南人在華語文學習上較感困難的是：漢字、多義詞、送氣音

破音字以及捲舌音、韻母 iong，ao，ing、成語等，在此，亦可由越南人士學習華語

難點及相關越漢語義對比、結構對比、文化對比等，掌握越南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的

要點。 

 

二、印尼 

季安鋒(2012)在《印尼學生漢語習得的語法偏誤考察》中指出：印尼學生漢語習

得過程中產生的偏誤包括句法成分缺失(遺漏)，語序錯誤、用詞或搭配不當、誤加、

誤用、否定錯誤等諸多類型，其中成分缺失和錯序尤為突出，其原因是漢語和印尼語

兩種語言在語序和表達方式上存在明顯差別，極易給學生造成負遷移；另外漢語中的

助詞、連接詞、副詞等意義較虛的成分用法較複雜，學生難以掌握。這些成分是教師

教學中應該注重講解、訓練的難點。36
 

 

王紅俠(2017)在《印尼學生漢語習得的偏誤類型和成因》中提到：印尼學生初級

階段漢語習得常見的偏誤有句法偏誤、詞語使用偏誤、句子表達偏誤三種類型。句法

偏誤有語序偏誤、不對稱偏誤、標記成分偏誤等五種類型。句子表達偏誤常見的有合

併偏誤和邏輯篇誤等幾種。產生偏誤的成因有：一、用母語類推漢語而產生偏誤，

                                                 
35王季香、阮黃英(2013)。漢越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教學建議。臺灣華語教學研究，6。 

36季安鋒(2012)。印尼學生漢語習得的語法偏誤考察。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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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已有的漢語知識類推新的語言規律產生偏誤，三、不能準確理解辭典釋義產

生偏誤。37
 

 

杜瑞鄭娜(2012)在《從漢外對比角度淺析留學生的常見偏誤》中指出：從漢外對

比角度從語音、詞彙、語序、文化等方面以印尼為母語的留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進

行分析。一、語音方面印尼語沒有複韻母，所以發複韻母音時，不是把複韻母當一個

整體，而是把複韻母分開來讀，如把「qiu」讀成「qi」+「ou」兩個音節。二、詞彙

方面，很多印尼學生在量詞使用上經常犯錯，因為印尼語中量詞的數量很少，一個量

詞會和很多詞搭配，印尼學生受母語的影響，就會出現很多量詞上的搭配錯誤。三、

語序方面，1.因漢語和印尼語中，時間狀語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偏誤，如：我吃了蘋果

昨天。2.因形容詞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偏誤。3.因地點狀語的位置不同所造成的偏誤。

四、文化方面(儒家文化與穆斯林文化的不同)。38
 

由以上分析可見，印尼母語者在學習華語時會有句法偏誤、詞語使用偏誤、句子

表達偏誤等；及複韻母語音、量詞使用偏誤、及時間狀語、形容詞、及地點狀語位置

的偏誤等，這些都是對印尼母語者進行華語教學及教材編寫時可以對比之處。 

 

三、泰國 

林月穎(2009)在《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網站設計研究》中提及，隨著

漢語學習的普及化現象，泰國人接觸漢語的機會越多，學習漢語的問題越明顯。對泰

國學習者而言，雖然一部分語法有所差別，但是以大致的語言型式、單音節語言等方

面，使兩種語言之語法有幾分相似。而學習漢語的最大問題則在於「漢字」。在泰國

人的概念裡，漢字是難寫、又難記。此點是學習漢語者的最大障礙。39
 

 

羅敏誠在《針對泰國大學生之漢字部件教學研究》一文中指出，許多泰國學生習

寫漢字的難點，例如書寫辨識上出現受母語遷移之符號化現象，泰國第二語學習者在

書寫中文上易發生的情形為「母語遷移」、「部件辨識不清」、「學習記憶問題」、

                                                 
37王紅俠(2017)。印尼學生漢語習得的偏誤類型和成因。海外華文教育，84(1)。  

38杜瑞鄭娜(2012)。從漢外對比角度淺析留學生的常見偏誤。群文天地，9，下。  

39林月穎(2009)。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網站設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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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偏誤的情形」。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設計相關初級漢字部件教學課程，以符合

在泰地區漢字書寫和辨識需求。40
 

 

鄧小琴(2005)指出，無論「漢字」的筆劃順序及漢字結構，皆是泰國人學習漢字

的難點。因泰國文字是拼音文字，泰國學習者對表意文字的漢字，總是感到陌生。就

以其在泰國華新蓋崗翁皇宮學校經驗為例：那裡的學生較習慣看有拼音格式的漢語教

材，缺少漢字閱讀的主動性。寫漢字時也常常有隨機的錯誤，而錯誤情況有因人而

異。 

 

歸結以上三人結論，皆認為泰國母語者學習華語的難點是「漢字」的學習。學習

者亦受泰國「母語遷移」、「部件辨識不清」、「學習記憶問題」、「漢字偏誤的情

形」影響，對漢字較難把握。 

 

以上試從越南、印尼、泰國母語者學習華語文時之難點、及容易產生之偏誤，分

析華語教學者在編寫規劃華語文學習教材時，需考慮的面向及國別化教材編寫要點。 

 

貳、跨文化觀點的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 

 

劉珣(2000)指出若想要學好一門語言，就必須去學習該語言所蘊含的文化，任何

人都不能孤立的去學習某一種語言，而不去了解或學習其中承載的文化。而文化的內

容是什麼?對新住民的教學當中如何進行文化教學?這些文化教學的內容該如何安排順

序。41
 

 

在對外華語教學的研究當中，關於文化教學的部分，學者張占一(1990)首先將文

化分成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42所謂的知識文化，指的是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

                                                 
40羅敏誠(2010)。針對泰國大學生之漢字部件教學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市。  

41劉珣(2000)。對外漢語教學概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42張占一(1990)。試議交際文化和知識文化。語言教學與研究，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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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時，不直接影響準確傳遞資訊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所謂的交際文化，指

的是兩種不同文化背景薰陶下的人，在交際時，由於缺乏有關某詞、某句的文化背景

知識而發生誤解。這種直接影響交際效果的文化知識，稱之為「交際文化」。這樣的

文化分類方式也獲得其他學者如趙賢州、呂必松等人認同。呂必松並且進一步為交際

文化建立新的界定：交際文化也可以理解為，隱含於語言系統中作為反映一個民族的

價值觀念、是非標準、社會習俗、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審美情趣等等的文化因素。 

 

陳光磊(1997)提出把潛在的、融合體現於語言系統之中的文化內容顯露於語言層

面之上，便於在教學中加以說明，易於學習者理解和掌握，提出語構文化、語意文化

和語用文化之劃分。43
 

 

王德春(1990)則認為含有文化的詞彙應具備下列條件： 

1.反映我國特有的事物，並沒有其他特殊色彩的詞語。 

2.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詞語。 

3.有特殊歷史文化背景意義的詞語。 

4.成語、諺語、警語、格言、歇後語等。 

5.具有民族特點的習慣系寒暄用語。 

6.民族文化所賦予的具有修辭意義的人名。 

7.兼具兩種以上國俗語言的詞語。44 

 

胡明揚(1993)則將能夠體現文化詞語的條件歸納為以下幾點： 

1.與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有關的詞彙。 

2.與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相關的詞彙。 

3.與特定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相關的詞彙。 

4.與特定的精神文化生活有關的詞彙。 

5.受特定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心態制約的詞彙。 

6.受特定的認識方式影響制約的詞彙。45 

                                                 
43陳光磊(1997)。關於對外漢語課中的文化教學問題。語言文字應用，1，   

44王德春(1990)。漢語國俗辭典。河海大學出版社。 

45胡明揚(1993)。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語言教學與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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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毅(2006)則認為選取在某領域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內容，以能引起學生興

趣的內容為方向而提出下列內容：當代中國社會、傳統中國、文化觀念及哲學觀念。

46 

 

主 題 種 類 

姓名 字號、姓名 

藝術 戲曲、書法、工藝技術、武術和運動 

飲食 茶、酒、各地名菜 

服飾 旗袍、馬褂 

文學 民謠、故事傳說、詩詞歌賦 

重要人物 歷史名人、當代名人 

社會關係 長幼關係、家庭成員 

風俗節慶 生肖、占卜、節慶 

國情政治 基本國情、民族、歷史 

地理概況 自然景緻、城市簡介、名勝古蹟、建築 

價值觀念 重男輕女、中庸之道、以和為貴 

語言文字 漢字、方言 

學術科技 學術思想、發明創造 

語用文化 日常交際用語、招呼語、稱呼語、道歉、道謝、接

受、拒絕等等 

                                                 
46婁毅(2006)。關於 AP 漢語與文化教材文化內容設計的幾點思考，語言文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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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文化 褒貶色彩不同的詞語、含有民族特殊文化傳統資訊

的詞語、成語典故、名言名 

 

兪燁(2008)提出有關文化教學階段性的內容，他強調中華文化教學不能獨立於語

言教學之外，講授的重點、程度、方式、份量要依據不同層次、不同課型、不同教學

對象的教學要求合理安排。 

 

一般來說，在初級階段，多教一些與語言相關普及性的文化知識，到了中高級階

段，則多講一些與語言相關的專門性文化知識。而教育部編纂給新住民的讀本成人基

本識字教材，其中文化教學階段性的內容，呈現集中於第三冊為主。 

兪燁提出的為文化教學的大原則，不過究竟哪些文化因素在實際上應為初級階段

教授，哪些在中高級教授，仍是待需各界學者商討的議題。然則若是授課教材中涵括

文化教學內容有一套文化大綱作為準則，如同詞彙大綱或是語法大綱一樣，透過大綱

的制定，能讓教學或教材都有所依據，但是文化大綱不同於詞彙或是語法大綱較易於

以量化的概念設定，藉此，透過目前較教育部編纂較完整的新住民讀本《成人基本識

字教材》，來歸納和分析，以期能提供文化因素融入語言教學或教材編寫適切的內容

與數量。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第一冊的首要單元安排認識數字與注音符號，台灣常用的

讀音方式，同時在六冊各課也皆以注音為編排方便認讀;數字教學的方面，舉例而

言，第一課有一部份的練習以手勢表數字，然而，在教材中的數字手勢，與日常生活

當中的數字手勢表示方式不同，因此在學習數字不僅有算術部分，各地的數字手勢文

化上的差異，或是數字上的文化意義，是可以加以考量與納入。接下來後面部分，第

一冊後面內容介紹的與證件、飲食相關貼切生活的內容，容易引起注意力，因此在文

化因素上，第一冊與飲食有關的文化詞彙量是六冊中最多如上圖 2文化因素詞彙統計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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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冊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內容介紹的多為與婚姻家庭相關的內容，在上表中，以

語言文字這類文化項目的比重為高，因內容提到許多與養兒生子相關的習俗與諺語。

例如在初二級第一單元優生保健的部分，設計內容期望提供懷孕產檢，心情調適以及

坐月子飲食和撫育新生兒等知識。其中雖也提相關文化內容如懷孕時的禁忌，課文提

及剪刀的使用需多加注意，不過卻未加以補充說明其中文化含義，像是由於動刀動剪

事實上是易讓人想到有血光之災，在傳統觀念上則認為會生出畸形兒。或者是廣泛認

知的孕婦禁忌，是認為懷有身孕不能參加任何的婚喪喜慶活動，據傳統民俗的說法，

懷孕時會有「胎神」護身，參加婚喪喜慶活動時，與孕婦的胎神正面交鋒，就會導致

對胎兒不利，文中提及的僅略其中一二，在缺乏教材的補充之下，則須仰賴教師的解

說。另外，生產過後，除了坐月子的介紹時提及了許多國情的坐月子習俗之外，也提

到關於新生兒的生長俗諺，舉例課文中便提到：「七坐、八爬、九發牙」，但是較為

可惜的是未能介紹到相關的嬰兒後繼傳統習俗，且為生活中仍會碰到的禮俗，例如分

發紅蛋、油飯等等活動。接著第二單元主要介紹家庭與學校間的聯繫，介紹家長和學

校師長之間的對孩子的協助，使新住民認識孩子與學校、家庭之間有的權利與保障，

然而在生字部分，卻在字彙練行中選擇「單」作為一字多音的認讀，提到中國漢代史

上匈奴人對他們部落聯盟的首領的專稱「單于」的「單」，於第二冊當中，對於入門

級的新住民學習者而言，這點的文化背景可能對他們並未有益處而顯得困難，亦或是

學之無用。 

 

第三冊的內容在上面文化因素詞彙統計折線圖中可以觀察其地理概況、風俗節

慶，這兩類比重高。 再者以語言文字量最為突出點是第六冊，教材中涉及大量的成

語和諺語。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第五冊第六色最大的特點為，在字句的詞彙使用上，增加

了很多的成語和諺語，但主要放置在練習的部分，因此對新住民學習者而言，若是缺

乏老師的引導，較不易學習。 

 

綜觀六冊內容編寫，可以察覺內容涵及許多人物皆是以婦女為出發點作為描寫，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二章文獻探討



 

70 

傳達許多以女性角度的觀點與職責，從文化內容主題統計來看，在人物姓名方面，統

計結果女性的姓名多於男性姓名。另外在文化項目中的擇取，也有所偏重，以主要的

三大節慶，春節、端午、中秋，作介紹，但是缺乏更完整文化內涵說明。47 

 

柳玉芬在《從跨語言與跨文化之比較談對印尼的華語文教學應用》中提到： 

印尼教師的在印尼進行華語文教學，可以從跨語言結構以及跨文化的比較來設計

教學，如此不讓兩個語言及文化的不同成為阻力，而是助力。實行的方式是基於劉珣

(2005)、李泉(2011)所建議的教材編寫主軸「結構、功能、文化」三項，然後根據柳

玉芬(2015)以跨文化理念進行的華語文教材編寫方式，以語言功能為主軸，根據兩個

語言不同處進行語言結構及文化的比較來做教學內容的選擇。依據此方法，在印尼的

華語文教師便可根據自己在語言和文化雙邊優勢，在進行教學時思考語言教學的主要

功能為何，然後依語言的功能，在選擇語言結構及文化要點時，從跨語言及跨文化的

比較來評估選擇所要教授的內容。48 

 

翁玉珠在《將伊斯蘭節慶融入印尼華語文教材研究－以開齋節為例》中談到：在

一個濃厚的伊斯蘭宗教文化環境中，印尼華語文教學有關節慶教材的設計應考量地主

國主流文化而因地制宜，增編在地化伊斯蘭重要節慶，如開齋節，以期符合當地穆斯

林的風俗習慣，使學習者能將所學應用在實際生活上，並使學習成果獲得穆斯林社會

群體意識的認同與肯定。基於此研究動機，本研究針對印尼使用比例較高之三套華語

教材，《漢語》、《小學華文》、《中文》，以及僑委會《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

《一千字說華語》，在節慶、宗教信仰兩方面進行統整分析。除探討宗教節慶文化融

入教材的情況外，並以開齋節為例，試編伊斯蘭節慶補充單元，也為即將前往海外伊

斯蘭文化地區之華語教師試編伊斯蘭風俗民情入門手冊。本文建議有關單位在培訓有

志前往印尼、馬來西亞、中東阿拉伯國家教學的華語教師、華語志工及替代役男時，

增設伊斯蘭社會文化的先備知識課程，透過對教學實際環境、學習者文化背景的預先

了解，更迅速有效地達到教學目標。 

                                                 
47黃玉萍(2015)。臺灣新住民教材中的文化分析。竹塹文獻雜誌，63，64-82。 

48柳玉芬(2015 年)。從跨語言與跨文化之比較談對印尼的華語文教學應用。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 

    8，1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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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在「跨文化觀點的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中，先探討語言學習與文化的不

可分關係，把潛在的、融合體現於語言系統之中的文化內容顯露於語言層面之上，而

提出語構文化、語意文化和語用文化之劃分。文化教學階段性的內容，不能獨立於語

言教學之外，講授的重點、程度、方式、份量要依據不同層次、不同課型、不同教學

對象的教學安排，期能提供適切的質與量的文化因素融入新住民華語文教材及語言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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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新住民華語教材之架構內容分析與教材分級  

壹、新住民華語教材內容架構分析 

茲以教育部出版之新住民《成人基本識字教材》(2009)及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出版

之《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2009)為例，分析新住民華語教材主題及內容架構如下。 

 

一、《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2011) 

教育部為了協助我國失學民眾、新住民及其他國外朋友，可以有系統學習華語文

之聽、說、讀、寫、算等識字能力及跨文化適應，以培養具有基本公民素養的終身學

習者，因此設計編輯這套教材，除亦參照我國失學民眾脫盲識字標準 1680 字之外，

並以「讀本」與「習作」兩種，提供學員使用。其他如單元設計理念及學習重點，已

呈現在單元頁內;而教學建議則呈現在課名頁內，所以不再另行編輯「教師手冊」。在

編輯的形式上，讀本內容分為三部分：課文、語文活動及生活加油站;習作的內容分

為三部分：生字習寫、語文練習及學習單。讀本的生活加油站，需要教師指導;而習

作的學習單，則採活潑趣味性的設計，學員可以自行完成。另一方面，教材另外提供

簡易評量系統，包括聽力、閱讀等已供學員與教師了解學習成效。此教材具有特色

為：第一冊至第六冊之學習主軸具有一貫性，並加註注音，以增強學習信心;採全彩

印刷，版面設計活潑趣味，有助於親子或祖孫共同學習;教材中融入各國文化，有助

於國際之瞭解，增進族群的和諧相處;建立系統化分級架構，有助於教師教學及學員

學習。自民國 103年 3 月開始，教育部網站上已陸續有《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的雙語

版，包括：中越版、中印版、中泰版、中非版、中柬版，以利學習者在家自修。另

外，網路上也有紙本的雙語版教材供學習者購買。 

 

二、《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臺北縣政府教育局(2009)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參考我國失學民眾脫盲識字標準 1680字，主要是為新住

民進入臺灣社會，面臨文化適應的種種考驗時，協助其與中文識字與生活適應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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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且編輯目的是希望新住民藉由成功學習、幸福家庭經營，乃至成為優質社會公

民。此教材編及設計包括「讀本」與「習作」兩種，提供學員使用。編輯型式上內容

可分為：課文、語文活動與學習單。而習作亦分為：生字習寫、語文練習與學習單。

讀本的學習單需要教師指導;而習作的學習單，則採活潑趣且有趣的設計，學員可以

自行完成。另一方面，此教材具有特色為：第一冊至第六冊之學習主軸具有一貫性，

並加註注音，有助新住民學習並可增強學習信心;課文與習作皆採全彩印刷，有助於

新住民與子女共同學習;教材中融入多國文化，有助國際理解，增進族群認識;因應新

住民學習時間的個別差異，教材兼顧各冊課文篇數、識字量與課文字數，以符合實際

學習進度。茲將此二部教材架構分析如下： 

 

表 2-5《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2009) 

冊數 單元名稱 課程名稱 內容編排 

第一冊 單元一：自我

介紹 

第一課：認識注音符號及數字 

第二課：自我介紹(上)─ 我的

家 

第三課：自我介紹(下)─ 我的

生活 

補充教材一 

複習一 

1.利用生字學習、附上相關圖片

與文字說明，最後為分享相關經

驗; 

 

2.語文活動部分的單元有部首

造詞、部件造字、同音或多音字

或相似字介紹、詞語接龍、造

句、與句型練習， 

 

3.每一單元後有「補充教材」， 

 

4.在「補充教材」之後另編有「複

習」可供課後練習。 

 

5.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第二

冊中有些補充教材使用英文對

照，此對新住民而言，或許可成

為提示或加強理解的部份。 

單元二：我的

證件和金融卡 

第四課：居留證和身分證 

第五課：駕駛執照和健保卡 

第六課：金融卡和信用卡 

補充教材二 

複習二 

單元三：食物

與購物 

第七課：異國美食 

第八課：健康的飲食 

第九課：購物達人 

補充教材三 

複習三 

生字一覽表 

第二冊 

 

單元一：優生

保健 

第一課：新手媽媽 

第二課：坐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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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寶貝的誕生 

補充教材一 

複習一 

 

6.第三冊有「生活加油站」部分

提供較為活潑生動的填空、 

「連連看」或是「傳統節慶活

動」，如，過新年剪字等。 

 

7.識字量統計： 

第一冊：172 字。 

第二冊：198 字。 

第三冊：243 字。 

第四冊：243 字。 

第五冊：288 字。 

第六冊：288 字。 

合計：1432 字 

 

 

 

 

單元二：學習

做父母 

第四課：家庭守護網 

第五課：寶貝上學去 

第六課：家庭聯絡簿 

補充教材二 

單元三：人際

關係 

第七課：幸福三代情 

第八課：我的鄰居 

第九課：喜歡妳我他 

補充教材三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三冊 單元一：民俗

節慶 

 

 

第一課：團圓中秋夜 

第二課：歡喜過新年 

第三課：五月過端午 

複習一 

單元二：節慶

文化 

第四課：清明與祭祖 

第五課：傳統藝術 

第六課：智慧的諺語 

複習二 

 

單元三：認識

臺灣 

第七課：臺灣面面觀 

第八課：繞著臺灣跑 

第九課：計劃去旅行 

複習三 

生字一覽表 

第四冊 單元一：就業

服務 

第一課：職業訓練 

第二課：求職就業 

第三課：創業諮詢 

單元二：就業

須知 

第四課：勞工權益 

第五課：勞工安全 

第六課：樂在工作 

單元三：金融 第七課：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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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第八課：財務管理 

第九課：謹慎投資 

生字一覽表 

第五冊 單元一：安全

生活 

第一課：居安思危 

第二課：安心專線 

第三課：醫療資源 

複習一 

 

單元二：社會

生活 

第四課：公德心 

第五課：人民公僕 

第六課：學習好去處 

單元三：民主

生活 

第七課：中央政府 

第八課：地方政府 

第九課：選賢與能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六冊 單元一：科技

生活 

第一課：科技生活 

第二課：悠遊網路 

第三課：媒體素養通 

 

單元二：多元

文化 

第四課：信仰與宗教 

第五課：超級奶爸 

第六課：四海一家親複習 

單元三：幸福

人生 

第七課：一輩子的好朋友 

第八課：快樂當志工 

第九課：環保愛地球 

生字一覽表 

本研究整理自：譚翠玉 2015《台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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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臺北縣政府教育局(2009) 

冊數 單元名稱 課程名稱 內容編排 

第一冊 單元一： 

我和我的證

件 

第一課：認識注音符號及數字 

第二課：自我介紹 

第三課：居留證和身份證 

第四課：駕駛執照和健保卡 

複習一 

 

1.包含「教學設計理念」與「學

習重點」， 

 

2.每課之前有「教學建議」，包

含「重點掌握」、「延伸練習」、

「分享活動」、「參考資源」等。 

 

3.教材內容的「語文活動」有： 

「注音符號拼音練習」、 

「同部首的字」、 

「生字造詞」、 

「一字多音」等， 

 

4.「總複習」以「學習單的應用」

讓新住民重新複習所學，自由應

用在課程單元中所學到的生字、

字詞、以及句型 。 

 

5.「照片及圖片」：內容安排大

量實景、實物照片，再加照片。 

 

6.識字量統計： 

第一冊：138 字。 

第二冊：144 字。 

第三冊：192 字。 

第四冊：192 字。 

第五冊： 256字。 

第六冊：256 字。 

合計：1178字。 

 

 

單元二： 

食物與購物 

第五課：健康的食物 

第六課：奇特的調味料 

第七課：異國美食 

第八課：超級購物達人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二冊 單元一： 

優生保健 

第一課：第一次當媽媽 

第二課：坐月子 

第三課：我的小寶貝 

第四課：快樂人生 

複習一 

單元二： 

學習做父母 

第五課：認識兒童及青少年保護法 

第六課：寶貝上學去 

第七課：家庭聯絡簿 

第八課：幸福家庭三代情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三冊 單元一： 

民俗節慶 

第一課：團圓中秋節 

第二課：歡喜過新年 

第三課：清明祭祖 

第四課：五月過端午 

複習一 

單元二： 

認識臺灣 

第五課：寶島自由行 

第六課：風景名勝遨遊 

第七課：具有特色的傳統藝術 

第八課：臺灣諺語 

複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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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一覽表 

第四冊 單元一：職業

訓練與就業 

第一課：找工作 

第二課：一技之長 

第三課：自己當老闆 

第四課：樂在工作 

複習一 

單元二：職業

安全與理財 

第五課：我的工作權益 

第六課：安全的生活 

第七課：金融機構 

第八課：謹慎理財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五冊 單元一：政府

體制 

第一課：我的第一張選票 

第二課：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第三課：民意代表 

第四課：人民公僕 

複習一 

 

單元二：服務

與學習場所 

第五課：居家醫療 

第六課：995 安心專線 

第七課：郵局 

第八課：學習好去處 

第九課：我的鄰居 

複習二 

生字一覽表 

第六冊 單元一：科技

與環保 

第一課：科技生活好幫手 

第二課：優遊網路 e 指通 

第三課：節能減碳愛地球 

第四課：幸福人生存款簿 

複習一 

單元二：多元

文化 

第五課：信仰與宗教 

第六課：不同的節慶與習俗 

第七課：書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第八課：四海一家親 

複習二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二章文獻探討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78 

生字一覽表 

本研究整理自：譚翠玉 2015《台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49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內容主題共計涵蓋 17項，其中以「社會資源與就業」部

分為數最多，計有 17課，在整套教材 51課中占 33.33%。其次為「家庭生活」部份，

計有 16課，占 31.37%，可見台北縣政府《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中，新住民在家庭

生活的部分是以飲食、家庭互動與社會資源、就業為重心。 

而在總類目 19 項中涵蓋項目第二廣之教材，為《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此教材共計

涵蓋總類目 15 項，其中以家庭生活部分為數最多，計有 17 課，在整套教材 56 課中占

30.36%，其次為社會資源與就業部份，計有 16課，占 28.57%，可見《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與《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部份內容類似，亦認為新住民在家庭生活的部分是以飲食、家

庭互動與社會資源、就業為重心。 

 

綜合各類的課程課數討論，可發現《快樂學習好生活 ─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

教材》較重視家庭生活類的課程。《成人基本識字教材》與《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部份內容較為相似，顯然較為重視社會資源與就業類的課程，其次才為家庭生活類課

程，同時，此兩套教材亦將課程範圍納入科技與環保，試圖將更新穎的生活應用歸類

置教材中，希望不僅提升新住民在臺適應度，同時帶入新的生活觀念與應用，以社會

資源與就業為主軸，再配合家庭生活與國家常識為輔的方式提升新住民適應度，且重

視醫療保健、風俗文化以及居住環境的地理知識。另一方面也較為注重證件辦理等事

務。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是教育部委託臺北縣政府教育局為了新住民進入臺灣社

會後所面臨的跨文化適應之考驗，為協助其中文識字與生活適應而編輯的。此教材共

有六冊，並另附有習作，每冊有二個單元，分別是第一冊的「我和我的證件」、「食

物與購物」;第二冊的「優生保健」、「學習做父母」;第三冊的「民俗節慶」、「認

                                                 
49譚翠玉(2015)。台灣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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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臺灣」;第四冊的「職業訓練與就業」、「職業安全與理財」;第五冊的「政府體制」、

「服務與學習場所」;第六冊的「科技與環保」、「多元文化」。六冊識字量合計：1432

字。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是教育部為了協助本國失學民眾、新住民及其他國外朋

友，有系統的學習華語文的聽、說、讀、寫、算等識字能力及跨文化適應，以培養具

有基本公民素養的終身新住民，特別委託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文教輔導科團隊編

輯之教材。此教材共有六冊，依照其冊數由低至高區分為六級程度，同時教材中所用

之常用字，參照自教育部公布之「我國失學民眾脫盲識字標準 1680字」，六冊識字量

共計 1680字，含生字 1432 字、認讀字 148字。 

 

貳、華語文的教材分級 

一、語言分級參考 

如以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以下簡稱 

CEFR的分級標準將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課文進行分級，是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在 2001年 11 月通過的一套建議標準，為歐洲理事會組織各成員制定語言在

評量架構和教學指引、學習、考試、教材所提供的基準。 其政治與教育上意義在於可

用來評估語言學習者在所學語言的成就，同時也給予教育評估方針。CEFR對於學習外

語能力的分級描述廣泛而完整，以學習者語言程度分成三個階段，基礎使用者(basic 

user)、獨立使用(independent user)、精熟使用者(proficientuser)3個階段，以及分

為 6層等級，基礎級(breakthrough)、初級(watstage)、中級(threshold)、中高級

(vantage)、高級(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精通級(mastery)。各等級當

中又命名 A1、A2、B1、B2、C1、C2，並透過分級建立總體分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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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共同參照等級-總體能力說明 

程度 級數 說明 

精熟使用者 

Proficient 

user 

C2 

精通級 

Mastery 

能毫無困難且完全了解所聽語所讀到的訊息。能由不

同的口頭或書面訊息做出摘要，重建要旨以做有條理

地呈現。能自然、流利、精確地表達自我，甚至能在

更複雜的情況下，精準分析當中的細微差異。 

C1 

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能了解多智識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字，認識隱藏其

中的深意。能流利隨意地自我表達而不會明顯露出尋

找措辭的樣子。對社交、學術及專業的目的，能彈性

地、有效地運用語言工具。能清楚地針對複雜的議題，

創造出清晰、結構完整且詳盡的內容，顯示其有效掌

控你才、銜接與連貫的技巧。 

獨立使用者 

independent 

user 

  

B2 

高階級 

vantage 

無論是具體及抽象主題的複雜內容，均能了解其重

點。這也含括了個人專業領域的技術討論。能以某種

流暢度且自然地與母語人士互動，且不會感到緊張。

能針對大多數的主題創造出完整詳盡的內容，並能針

對相關議題提出解釋，對各種觀點分析優缺點。 

B1 

進階級 

threshold 

針對一般職場、學校、休息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

務時，在收到標準且清晰的訊息後，能了解其重點。

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

一般狀況。針對熟悉及個人感興趣之主題能製造簡單

且相關的話題。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志向，

針對看法及計畫能簡短地給予理由及解釋。 

基礎使用者 

basic user 

A2 

基礎級 

watstage 

能了解大部分與切身相關的句子及常用詞會，例如非

基本之個人家族資訊、購物、當地地理環境、工作狀

況等。針對熟悉、單純、例行性的任務能以簡單、直

接溝通方式交換訊息。能簡單地敘述出個人背景、周

遭環境及立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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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入門級 

breakthrough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表達方式，及使用非常簡單

之詞彙以滿足基礎需求。能介紹自己及他人，並能針

對個人背景資料，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

什麼事物等問題做出問答。能在對方語速緩慢、用詞

清晰並提供協助的前提下作簡單的交流。 

相比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的語言能力分級，兩岸的華語(漢語)能力測驗

皆具有相對應的能力等級以及相對應的必備語彙詞量。然而，新漢語水平考試 HSK與

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對比 CEFR的級次，詞彙量卻有差距。例如以中國大陸 A1級的

新 HSK詞彙量為 150個詞彙，而台灣的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的詞彙量卻是 500個。

另外台灣的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的 C1級是 8000 個詞彙量，與中國大陸新 HSK的

2500詞彙量卻是有極大對比。 

 

表 2-8 CEFR 分級對照表與新 HSK 以及華語文能力測驗 TOFCL 

CEFR(歐洲) 新 HSK詞彙量(大陸) TOCFL 詞彙量(臺灣) 

A1 HSK一級 150 入門級 500 

A2 HSK二級 300 基礎級 800 

B1 HSK三級 600 進階級 1500 

B2 HSK四級 1200 高階級 5000 

C1 HSK五級 2500 流利級 8000 

C2 HSK六級 5000以上     

 

本文內容依據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的總體能力內涵及各級能力指標 12

與課文詞彙量、課文語法、課文句子結構長短、課文使用文體與課文主題內容等多元

考量，論教材內容而言，為較完整的對外語言教材，以(CEFR)的分級標準對教育部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課文進行分級，其六冊所呈現的教材內容分級大致呈現為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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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CEFR 分級與《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對照表 

級數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單元 

C1 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B2 高階級 vantage 高二級 

B1 進階級 threshold 高一級 

A2 基礎級 watstage 中一級、中二級 

A1 入門級 breakthrough 初一級、初二級 

 

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整六冊的內容設計主要期望能使新住民學學習了解

並使用熟悉的日常表達方式，使用非常簡單之詞彙以滿足基礎需求，並且能介紹自己

及他人，可以針對個人背景資料，例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以及擁有什麼事物等問題

做出問答。大部分與切身相關的句子及常用詞彙都含及於六冊的教材當中，像是非基

本之個人家族資訊、購物、當地地理環境、工作狀況等。 針對熟悉、單純、例行性

的任務，練習以簡單、直接溝通方式交換訊息。以簡易地方式敘述出個人背景、周遭

環境及立即需求。 

在第二冊中，對於一般職場、學校、休息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務則有多做介

紹，不過由於在日常真實生活環境所可能遇到的情境不同，因此困難度相對提升。 

此外，第三冊中，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一般狀

況。 

第四冊介紹許多就業、創業資訊管道、資源，和工作權益和訴求方法，同時以對

話式的課文針對熟悉及個人感興趣之主題能製造簡單且相關的話題。 

第五冊和第六冊針對價值觀和重要的議題做介紹，提供新住民學習者能藉以個別

練習表述自身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志向，進一步學習針對看法及計畫能簡短地

給予理由及解釋。教材編寫期望新住民學習者可以達到無論是具體及抽象主題的複雜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83 

內容，均能了解其重點，含括了個人熟悉的領域的技術討論，能以某種流暢度且自然

地與在地母語人士互動，且不會感到緊張。
50
 

 

以上針對新住民華語教材必須規畫的分級標準，對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EFR)、台灣的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及中國大陸新漢語水平考試 HSK，對照教育

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單元，評估國內新住民華語教材之分級概況。 

 

參、新住民高級華語文課程及教材 

隨著新住民來台歲月的增長，新住民在臺個人安身立命、及職場工作的需求，來

台多年的新住民多已經具一定的華語文能力，如完成《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六冊各單

元學習，粗估已具 CEFREL 高階級華語能力，故應有越來越多新住民有學習高級華語

文需求，何秀瓔(2017)指出： 

一、在新住民高級華語文課程單元方面： 

1.應以職場核心能力之功能觀點制定。 

2.人文素養能力結合文化教學提升人文知識及能力。 

3.規劃職場商業寫作課程單元。 

二、在新住民高級華語文教材方面： 

1.依據分級標準及能力指標編寫新住民高級華語教材。 

2.成語資源及教材須淺顯易於理解，成語學習單需創新豐富有趣。 

3.職場商業教材可採納商業雜誌之真實材料，結合媒體資源作為延伸學習。 

4.人文素養書法教學教材須從基礎筆畫設計，節慶教材可深入節氣與節慶由來。 

5.讀報教材編寫方向以提升新聞詞彙為要點。 

6.開發適合新住民職場技能相關寫作教材。 

7.詞彙教材可增加多音字、近義詞、反義詞、相似詞補充說明，協助新住民詞彙

學習。 

                                                 
50黃玉萍(2016)。台灣新住民教學教材中的文化分析。竹塹文獻，36，72-75、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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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新住民高級華語文教學法方面 

1.採用成人教學策略，以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教學法、遊戲教學法、媒體輔導

教 學法及實作法符合參與者需求。 

2.加強持續學習動機，教學法設計關注單元時間的佈局。成人學習者角色多元，

需以效率性考量，達成輸入後能輸出所學。 

3.就高級華語能力而言，詞彙教學法、閱讀教學法、寫作教學法是重心。51 

 

以上分別就： 

一、新住民華語教材內容架構分析：以教育部出版之新住民《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2009年)及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出版之《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2009)為例，

分析台灣新住民華語教材主題及內容架構。 

二、華語文的教材分級：針對新住民華語教材必須規畫的分級標準，對照歐洲共

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台灣的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及中國大陸新漢語

水平考試 HSK，對照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單元，評估國內新住民華

語教材之分級概況。 

三、新住民高級華語文課程及教材：規劃扶應現階段新住民需求的高級華語文學

習內容，以職場核心能力之功能觀點制定及人文素養能力結合文化教學，提

升人文知識及能力的高級華語文內容規劃。 

 

                                                 
51何秀瓔(2017)。新住民高級華語文學習需求與課程規畫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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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新住民華語文教材編寫原則及相關理論  

壹、成人識字教材編選原則 

針對成人所編製之教材與兒童語文教育不同，設計適宜之成人教育教材，應有其

可供遵循的原則，做為編寫時的重要參考，Brady(1990)曾提出六項成人教育教材內

容在編輯選用上之規準： 

1.有效性(validity)：是否涵括該主題的基本知識、能否達成教學目標。 

2.有意義的(significance)：選擇教材內容能否更廣、更深;是否符合研究的精神

與方法。 

3.興趣的(interest)：是否能引起學習者興趣。 

4.可學習性(learnability)：是否易於學習。 

5.與社會現實一致性(consistency with social realities)：能否對世界有正確

認知和態度。 

6.實用性(utility)：是否對生活有用。 

 

不過，新住民識字教育對象雖為成人，可以參考以上原則，但不宜只以成人識字

教育、補習教育的觀點來設計教材，需要更多元審慎的考量，否則就淪於工具性地學

習識字、使用中文；在缺乏多元文化觀點下，甚至被迫單方面接受臺灣文化習俗(吳

美雲,2001)。因此這也是本研究之目的，不只是從成人識字教育觀點來看新住民的中

文學習，更應全面性地考量，新住民最主要之特點為非本國籍人士，以第二語文學習

觀點，並融合新住民在台生活發展相關面向領域，才能更完整的考量新住民華語教材

的編寫相關原則。 

 

貳、新住民華語文教材的編寫原則 

Brown(1995)強調教材的編寫和設計上需遵循教材設計藍圖，依序包含了背景、

整體課程的概說、需求分析、總體目標和教學目標、測驗、教材、教學，以及評估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二章文獻探討

USER
打字機文字



 

86 

等。 

呂必松(1995)提出了實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科學性和針對性六項教

材編寫原則，為教材的內容和語法提供了札確的指導原則，強調學習者認知的心理過

程和重視應用。呂指出語法的教材設計也應考量到實用性、交際性。其次是知識性與

趣味性，在教材編寫時，學生的程度需納入考量，在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上，提供新

知識，且所提供的學習內容，應該是滿足學習者的需求、貼近生活，並且能啟發學習

者，吸引學習者的目光，才能激發其學習興趣。最後是科學性和針對性，呂為教材的

編 寫與語法教學方陎提出具體的方向。 

 

依據呂的教材編寫觀點，劉珣(2000)把教材的編寫原則概括為五性：針對性、實

用性、科學性、趣味性和系統性。劉珣提出的五個教材特性內容包含： 

1.針對性：要適合使用對象的朮語和文化背景、學習目的、學習起點、學習時限、

年齡、國別、文化和教育程度。 

2.實用性：從學習者的需要出發，語言材料需來源於生活，提供大量且生動有趣

的練習，使教學過程交際化。 

3.科學性：要教規範、通用的語言，內容組織要符合語言教學規範，題材由近到

遠，注意重現 率，解釋要準確，反映出學科理論研究的新水帄等。 

4.趣味性：教材內容和形式要生動有趣，多方面介紹目的語文化、題材、體裁、

語言風格、練習方式多樣化。 

5.系統性：教材內容與言語技能要互相配合，學生用書、教師手冊、練習本等要

分工合理，初中高不同階段要銜接。 

 

依成人識字教材編選原則，以及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並輔以教學者及學習者之需

求分析結果，綜合考量適合編寫新住民華語教材之原則為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

科學性，另外研究者另提出真實性原則，茲將五項原則分述如下： 

一、針對性 

針對在臺生活之新住民而規劃設計之華語教材，與一般來臺灣學習中文之外籍人

士之需求應有所區分。又許多新住民在原生國之教育程度不齊，在針對新住民設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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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時，內容應簡單、明瞭，除了幫助新住民建立華語基礎能力之外，並能運用於生活

中，減少適應上的困難。 

二、實用性 

新住民學習華語，不只是在於學習語言知識技能，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能將之應用

於日常生活當中，因此教材內容需具備高度實用性，且需符合新住民之需求，包括各

種日常生活情境，以提高實用性。 

三、趣味性 

教材內容的趣味性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效果。又新住民華語教材以生活

化之題材為主要內容，不應過於枯燥、沈悶，因此教材內容編排的方式、活動的設

計、題材等，以「趣味性」做為設計原則。 

四、科學性 

科學性原則在於教材內容之詞彙、句型、課文、練習等在設計與安排上，應由簡

而繁、由易而難、由淺入深，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奠定學習者的語言基礎，利於提高

學習成效。 

五、真實性 

全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要求在教學中提供「真實的聽說讀寫事件」

(Goodman,1986)，而新住民華語教材之規劃係以生活情景為單元主題，學習內容應盡

可能提供真實性材料與語言結合，包括課文對話、圖片、練習活動等，有助於在實際

情境當中實踐，以達教與學之目的與成效。52 

 

參、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 

由於新住民背景差異大，因國籍、在臺居住城市、家庭環境...等不同，因此需

建立一共同性的教學設計原則，以做為編寫教材之依據。依李泉(2006)的《對外漢語

教材研究》的語言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原則： 

1.定向原則：確定基本方向，包含針對何種教學類型、編寫哪類教材、為什麼樣的教學對

                                                 
52 許銘桂(2009)。新移民初級華語教材規劃設計與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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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編寫、編寫何種等級的教材、編幾本、需要多少學時才能學完。 

2.目標原則：參照教學大綱和課程大綱等規定的教學目標和課程目標，以及語言環境和學

時學制等限制，研究制訂教材預期目標，並對完成本教材所應達到的語言能力的具體

表現或語言知識、文化知識的具體範圍做出盡可詳細的表述。 

3.特色原則：教規範、通用的語言，內容組織要符合語言教學規範，題材由近到遠，注意

重現率，解釋要準確等。 

4.認知原則：教材內容和形式要生動有趣，多方陎介紹目的語文化、題材、體裁、語言風

格、練習方式多樣化。 

5.時代原則：教材內容與言語技能要互相配合，學生用書、教師手冊、練習本等要分工合

理，初中高不同階段要銜接。 

6.語體原則：精心規劃語體問題，包括口語語體和書陎語語體大類的確定，具體語域風格

的選定，語體知識的介紹，語體風格的類別、語體轉換的訓練;語體需多樣化、具體化。 

7.文化原則：需適時適切地增強目標語的文化教學，文化點應為目標語的主流文化、現代

文化 、和目標語溝通交際相關的文化，可能跟學習者朮語文化有差別的文化。 

8.趣味原則：融入教材內容和教材型式方面，以內容(尤其是課文)為主，內容既有趣又實

用，才能延長學習者持續學習的動力。教材內容包括課文、詞彙、語法、注釋、翻譯、

練習等 ;教材型 式是指教材的封面設計、體例篇幅、字體字號、插圖照片、印刷效果

等。 

9.實用原則：充分考慮教材的實用價值、課文內容的取向、詞彙與法的選擇、練習的內容

和方式，都需緊扣教材總體目標，好滿足學習者當前的學習和生活需求，和培養應有

的學習策略和技能，提升他們自學或自行運用目標語的能力。 

10.立體原則：不僅包含教科書的設計，還應包括練習冊、教師用書、課外讀物的編寫、錄

音帶、光碟等相關製作。
53
 

 

考量以上五項的教材編寫特性和十項原則可以確定語言教材的基本走向，並根據

                                                 
53
 李泉(2006)。對外漢語教材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89 

學習者的需求分析，以新觀念來支持教材的特色與創意，且應儘量考慮學習者在語言

習得中的認知因素。此外，教材亦要能反映時代，與時俱進，選擇使用清楚明確的語

體，並適時融入目的語的文化，最後教材配套理應齊全，包括教師用書、練習冊、教

育、影音，甚至是線上的網路教材等等週邊資源，有效幫助學習者學習華語文(趙金

銘,2004;蔡雅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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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新住民華語學習的多元化教材  

現今數位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在全球各行各業被廣泛的使用，而數位科技在華

語教材方面的運用上也不例外。靳洪剛、許德寶(1994)曾提出，利用電腦整合多媒體

教學資源，能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強化訊息的接收，也幫助記憶和學習。人類的語

言習得式機於聽、說、圖、寫四種技能，由這四種型態來接受的語言輸入，形式越是

多元，學習上的變化及回饋也就越多元。54陳亮光(2009)使用電腦輔助學習可減少學

生對中文學習的焦慮，運用電腦可濟整合輔助華語學習，最主要的目標應該是提升學

生的自我效能。55 

因此，結合多元化媒體型態來呈現學習資料，學習內容也將更容易被學習者記

憶，進而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甚至能增進學習成效。而現今無論是各種多元化媒

體在華語教學教材上的呈現均受到教育界的關注，本研究範圍將以探討多媒體在教材

上運用的相關文獻。 

 

根據 shelly與 Cunter(2006)對多媒體的定義是包含了文字(Text)、顏色

(Color)、圖片(Graphics)、動畫(Animation)、聲音(Audio)及影像(Video)
 56
。多媒

體結合文字、圖片、聲音、影像與及動畫特殊效果等媒體，並能依據所需以不同形式

來搭配(游朝煌,1994)57。 

靳洪剛(2003)研究指出，出及華語文學習在學習新的漢字時，多媒體環境較非多

媒體環境，更有利於幫助學習者利用文字的語言及非語言傳息，利用圖像、聲音及符

號有效地記憶及學習漢字。研究分別以四組來實驗，ㄧ組採用傳統紙筆呈現漢字；其

他三組則搭配多媒體呈現，1.利用多媒體呈現部首、2.利用多媒體呈現筆畫、3.利用

                                                 
54靳洪剛、許德寶（1994）。多媒體電腦軟件在中文教學中的應用。第四屆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教

材教法組，臺北市。 

55
陳亮光（2009）。教育科技融入美國華語文教學之現況與省思。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90，137-158。 

56
 Shelly,C.,& Cunter,C.(2006)Teachers discovering computers: Intergrating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dia in the classroom (4th ED.).Boston, MA: Thomoson Course Technology. 
57
游朝煌(1994)。多媒體在電腦輔助教學之應用現況與發展趨勢。資訊與教育，44，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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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呈現拼音，其結果顯示以部首呈現的效果最為有效，其次是筆畫，最後則是接

近非多媒體形式的拼音。
58
 

多媒體學習有別於傳統學習，多媒體具有學習優勢其原因在於結合認知心理學的

相關研究，其中包含認知負荷研究。「認知負荷」理論 1988年由澳洲學者 Sweller

發表並引進教育界，才開始探討教學法、學習內容對於學習概念獲得與認知方面的影

響，並正式稱為「認知負荷」。而 Sweller將認知負荷分為三類： 

一、內在認知負荷：主要與教材本身的難易度及教材內容的複雜度。 

二、外在認知負荷：主要與教材呈現與組織方式有關，即為學習者接收不同程度

之認知負荷。 

三、增生認知負荷：增生認知負荷與外在認知負荷相同，皆為透過教學設計、訊

息呈現方式與教學活動吸引學習者建構認知基模。 

這三類中，只有第一類是無法改變的，及教材設計無法改變所學內容的難度。第

二類和第三類額外的認知負荷，對學習而言，是不需要的也透過教材設計來改變，以

減少認知負荷。 

Mayer(2009)於「Multimedia Learning」一書中，將多媒體設計原則大致歸納成六

點設計原則，並可以減少外在認知負荷，以下就分別說明：59
 

一、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 

教材設計採用文字與圖像組成的呈現，會比僅採用文字的呈現效果好。 

二、空間鄰近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 

不論是用電腦螢幕或紙本學習時當教材中相關文字與圖像呈現的位置愈接近，學

習者的學習學習效果愈好。 

三、時間鄰近原則(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 

多媒體教材中相關的文字與圖像同時呈現時，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比兩者接續呈現

的效果好。 

四、ㄧ致性連貫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 

在設計教材時將與主題不相關的文字、圖像或聲音加以排除，則學習效果較好。

                                                 
58
靳洪剛（2003）。多媒體漢字呈現與漢字習得研究：三個跨語言組的漢字測試分析。第三屆全球華文

網路教育研討會，臺北市。  

59
 Mayer, R. E. (2009). Multimedia learni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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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的訊息會耗損記憶認知資源，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干擾訊息的組織，誤導學

習者圍繞在不恰當的主題上。 

五、信號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 

在教材中加入重點提示，學習效果較好。信號原則中較常用的方式為「突顯標題」

（heading）與「強調關鍵訊息」（key information）或畫底線、粗體字提示重點。 

六、多餘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 

相較於「動畫＋旁白＋文字」的教材，「動畫＋旁白」的學習效果比較好。因當訊

息呈現只有動畫及旁白時，兩者可分別經由視覺及聽覺通道傳輸訊息；若當動畫、

旁白及文字皆出現時，動畫及文字會同時占用視覺的資源，造成視覺超載，干擾

學習。 

以上說明在教材設計時，須排除不相關的資訊，在空間與時間上使相關的文字、

影音接近，其原則都是為了幫助新住民學習華語，降低學習者的認知負荷，提升學效

成效。 

經上述研究資料發現，多媒體數位教材是學習華語的新途徑。多媒體教材透過動

畫、聲音、文字，帶給學習者不同管道的刺激。基本上設計良好的聲音、動畫、圖像

可以幫助學習者了解抽象複雜的概念。相關研究顯示，以多媒體動畫作為教學教材工

具可以幫助學習者理解複雜的概念、導正錯誤的觀念，並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學習成就、信息處理及其對教學的滿意度。 

藉由多媒體結合感官刺激的功能，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能。在多媒體運用學

習華語教學教材上的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根據許多實證研究顯示，無論是在母語教學或第二語言教學的場合，以多媒體融

入閱讀教學教材，都能得到正面成效，透過多媒體能幫助學生增進閱讀理解能力，提

升閱讀成效，並且增進學習動機與閱讀的態度(卓亨億,2006；陳秀玲,2010)。 

陳玉涵(2016)，在研究中發現視覺與聽覺的感官學習，其記憶保存度高達 65%，

認為教材搭配多媒體動畫影片是有助於學習者學習。60 

董鵬程、馬寶蓮、魏林梅(2016)「多媒體於漢字教學的優勢與應用」以「動畫說

漢字」為例，文中表示透過有故事情境的多媒體教材，教導學習者漢字的部首與相關

                                                 
60
陳玉涵(2016)。《動畫漢字學中文》之教材編寫與設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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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的漢字，以藉此減低學習者認知負荷，提升學習興趣，進而提高學習效能；多媒體

融入漢字教學的優勢與應用，亦舉例說明如何有效地整合科技資源(AR)與行動裝置設

備整合來實現課程的目標，並達成學生成功的學習結果。61
 

黃明月(2016)在「學習者的視覺速度在動畫說漢字影片中産生的認知焦慮、負荷

對學習成效之影響」中指出，運用影片媒體進行華文教學以提昇學習成效，是科技促

進學習的最佳方式之一。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學習上運用動畫影片進行學習時，學

生的中文視覺速度愈好，則他們在運用動畫學漢字時的認知焦慮愈少，外在認知負荷

也愈輕；同時他們感知其認知焦慮愈少，外在認知負荷愈輕，則前後測進步量愈大。

本研究建議建議國小學生可以動漫介紹部件的生成及部件轉化為漢字部首，來提供小

學學生學習漢字。62
 

經上數多位學者研究顯示，多媒體教材運用在華語教學教材上，可幫助學生學

習，降低學習者的認知負載，提升學習成效。 

 

 

 

                                                 
61
董鵬程、馬寶蓮、魏林梅(2016)。多媒體於漢字教學的優勢與應用─以「動畫說漢字」為例 讓學習好

「Fun」鬆。第十一屆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印度尼西亞。 

62
黃明月(2016)。產學合作計畫－動畫說漢字。科技部(原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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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新住民華語教育與差異化教學  

 

壹、學員程度落差大的新住民華語課堂 

新住民華語學習的課堂特色是學員的多元差異性。在臺灣各區開設的新住民華語

課，大多無法因應學員程度需求，開設不同級別華語課程。教師面對的是國別多元、

程度不一、年齡不同、學歷不等的學習者，使新住民華語教師於課堂教學時面對極大

挑戰，新住民華語教師多只能設定某一程度學習者進行教學，而不得不忽略其他程度

學員的需求；或只能再針對某部分學員需求進行教學補救或增強等。以目前新住民華

語課程而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教師面對多元差異性學生的教學挑戰與負擔、無法

提供符合學員程度級別的華語課程、無法兼顧多元文化背景的學員需求等，都是在台

灣新住民華語課程可見的普遍現象。 

 

貳、差異化教學定義 

吳清山(2012)於研究中提到，教學的主體在於學生，任何一種教學方法的運用，

必須以能夠激勵學生有效學習為優先考量。傳統的講授法，偏重於內容傳授，忽略學

生學習需求差異性，導致學生學習效果有限。近年來，為讓教師教學內容和方法更能

貼近學生個別差異和需求，學者們倡導「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以彌補傳統講授法之不足。基本上，「差異化教學」係指教師能依據

學生個別差異及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進度和評量方式，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和

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因應學生差異化的教學，一直都有許多教育專家強調，但並沒有系統化做法。國

外是到了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 ) 的推動，將特殊學生從隔離的教育設施中

回到普通教育體系，才開始有了此種因應學生差異性日大的教學改變 (李真文、羅寶

鳳，2013) 。「差異化教學」其實就是針對傳統教學上的缺失，如未能依學生的個人

差異進行適合學生的教學，而加以調整的。教師教學內容必須貼緊教學主體的學生的

個別差異和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進度和評量方法，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彌補傳

統教授法的不足，創造對學生有利的學習環境，(林蕙涓，2017)讓不同程度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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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學習到適合他們能力的學習內容。 

 

參、差異化教學特色 

丘愛鈴(2013)於研究中提到「差異化教學」(differenttiated instruction )又

稱為「區分化教學」，係以學生為中心，配合學生個別差異與需求，考量學生背景知

識、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學習風格、語言、性別、文化等因素，從教材內容、教

學過程、結果評量與課堂環境等四個面向進行調整，或提供學生替代的選擇方案，以

滿足所有學生需求的作法（Arends & Kilcher, 2010;Tomlinson, 2001）。並對傳統

化教室與差異化教室做出比較如下： 

 

傳統的教室 差異化教室 

教師中心 學生中心 

包含選擇內容、設計作業、實施評量 
包含確認標準、診斷學生學習準備度、興趣、 

偏好、設計多元學習及評量方法 

語言及邏輯數學智能最重要 辨識和尊重多元智能 

很少運用學生興趣 經常運用學生的興趣 

課程綱要和教科書主導教學 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興趣和學習輪廓型塑教學 

全班教學 彈性分組：全班、小組、獨立研究 

相同的作業 可選擇作業 

使用有限的教學策略 運用多元的教與學策略 

教科書為主、輔以補充教材 有多樣化的不同層級教學資源 

學習和評量選擇有限 鼓勵學生進行學習和評量的選擇 

大部分時間由教師主導學生的學習 教師經常促進學生自主發展和做決定 

建立優秀的共同標準 以個人的成長和進步來定義優秀 

全班使用共同的評量 採用多元的學生評量 

課程和單元結束後才進行評量 持續進行診斷性、形成姓、總結性評量 

 

肆、差異化教學的教學策略 

丘愛鈴進一步提出「差異化教學」十二點教學策略： 

一、發展學習者輪廓 

二、提供不同形式和難易度的教材 

三、提供不同層次的提問和思考 

四、提供選擇學習活動和評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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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彈性分組和任務安排 

六、實施資優生的濃縮課程 

七、安排同儕小老師、師傅和專家 

八、設計多元智能的學習活動 

九、思考學生學習風格 

十、規劃班級學習中心或分站活動 

十一、運用合作學習 

十二、運用問題導向學習 

 

伍、新住民華語課室與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是針對學生的程度及背景的多元差異，以學生為中心，配合學生

的個別差異與需求，教師從教材內容、教學過程、結果評量與課堂環境等進行調整，

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此應可嘗試應用於背景多元差異、程度落差大的新住民華語

教學。若要真正做到差異化教學，教師就必須要不斷充實以下三項專業能力：一是教

材設計方面的能力，提供學生適性多元的學習材料。第二；教學設計的能力，亦即能

夠發揮創意，設計適性多元的教學方法。第三；是教學評量方面的能力，亦即能夠運

用多元評量方式，提升學員自信心，促進學習者的成長及進步。 

 

實施新住民華語的「差異化教學」，教師須先對新住民學員的能力與學習狀況進

行評估、要根據學員的需求準備多層次的教材、亦需根據教學目的進行彈性分組及設

計教學、及對學生學習成果設計多元適性的評量等，皆對新住民華語教師存在著不少

的試煉及考驗，教學的行動實踐亦充滿著挑戰的過程。但是「差異性教學」所追求的

教育機會均等、滿足學生學習需求、讓每個學員都能有成功學習的經驗等價值，卻值

得新住民華語教師的投入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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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的使用、需求及文化差異等相關影響，最後

研提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將採取以量化研究為主質性研究為

輔的方式，以問卷及焦點訪談法深入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之後再依據問卷與訪談結果

資料，加以整理、分類、歸納，並提供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研究方法、第二節研究流程；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

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分析以往關於現行新住民華語教學之使用現況；不同

國籍新住民對於華語教學教材需求差異與原因；及不同國籍新住民文化差異於華語教

材需求差異的影響之相關文獻。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

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

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

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

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

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

（朱柔若譯,2000）63 

 

                                                 
63Neuman, W. L.。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朱柔若譯)。台北：揚智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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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著從不同時期蒐集到對於現有新住民華語識字教材現況、新住民華語識

字學習需求、新住民華語學習在文化上的差異、教學老師的意見、新住民華語學習的

多元化教材等相關議題的資料分析。因此，在文獻探討部份主要分為三部份，其一來

自於專書、期刊與網際網路資訊；其二則是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其三政府單位出版相關之資料的蒐集，進一步進行歸納與整理，文獻資料亦可補足現

行研究之不足，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依據。 

 

貳、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旨在了解新住民對於目前所學習華語教材的相關需求。問卷

內容編製、施實問卷對象之背景資料，以及發放方式等說明如下： 

 

一、 問卷調查內容-新住民華語教學學習調查問卷(學員) 

問卷內容為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及團隊教學實務經驗，在經過教學實證確認

後訂定之。主要分為以下部份， 

1.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居留證字號、原國籍別、來台時

間、是否歸化為台灣國籍及以家庭成員等。 

2.第二部份為新住民華語學習背景：學習華語時間、可使用的語言種類、目

前在臺灣的工作情形等。 

3.第三部份為華語學習環境因素：家庭語言使用狀況、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地

點。 

4.第四部份為華語學習需求：學習華語聽說讀寫難易程度、新住民 72小時

必修華語課程後，吸引繼續華語學習的因素、以及閱讀華語的困難原因

為何、書寫漢字的困難原因為何、不會閱謮及書寫漢字會有什麼困擾。 

5.第五部份為華語教材的需求：目前上課老師所使用的教材媒體為何、對於

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的建議方式、教材主題上希望增加那些內容。 

6.第六部份華語學習自我評估：在華語「聽力」、「口說」、「識字」、「書

寫」上，自己的華語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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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部份為數位華語教材對照學習：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教材後，學華

語哪一個部分能力增強，以及學習華語文有何幫助等等。 

 

因顧及許多新住民華語能力尚無法獨立完成中文問卷，故本研究另將問卷翻

譯成越南文、印尼文、泰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緬甸文等，並指派協助者協

助新住民問卷填寫，以讓受訪者能夠更清楚了解問項內容，以利數據統計及分

析。詳見附錄一「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

泰國文、柬埔寨文、緬甸文)，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二、 問卷實施方式 

本研究於 2018年 4月 1日~10月 31日間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蒐集北部(新

北市、桃園市、基隆市、臺北市、高雄市、苗栗縣)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之國

民中小學附設補校、新住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社區大學華語班、外籍配偶協

會、新住民中心等單位資料，在ㄧㄧ以電話詢問是否接受問卷調查，在獲得該單

位同意後，其發放方式如下： 

1. 採派員訪問調查，徵求具說寫讀相關原國語言能力者為調查員。於調查

前並就調查目的，調查技術及注意事項，先辦理訪員訓練。  

2. 工作人員與負責老師或連絡人約定好時間後，親自前往該單位發放，並

立即回收問卷。施測過程中，學員若有問題，本研究工作人員在旁隨

時提供說明。 

本研究共發出 244份問卷，回收 214份。(原母國為越南籍 112份、印尼籍

32份、菲律賓籍 20 份、泰國籍 20份、柬埔寨語 10份、及緬甸籍 20份，其中以

越南所占比例最高，其次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緬甸。樣本配置：採比

例配置計完成本次調 214份有效樣本，依內政部移民署發布歸化（取得）國籍及

外僑居留統計人數，進行主要原國籍別之新住民樣本數決定。 

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利用SPSS及Excel統計套裝軟體計，進行調查資料處

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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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為新住民，擔心研究分析有所疏漏，故發放新住民問卷後，再發

放教師問卷，藉此進行對照，以補研究資料之不足。 

 

三、 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調查問卷(教師) 

問卷內容為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及教學實務經驗，在經過資深華語教師、教

授討論、確認後訂定之。主要分為以下部份： 

1.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居留證字號、原國籍別、學歷系

所、擅長語言等。 

2.第二部份為華語教學基本資料：教授華語時間、曾教導過哪些國籍的新住

民。 

3.第三部份為華語教學環境因素教學地點、新住民在學習華語時，那一部分

最困難、華語學習課程的動機等。 

4.第四部份為華語教材需求：華語教材編製來源、使用的教材媒體、選取的

教材方式、對於華語教材的建議、華語教材可以增加哪些內容。 

5.第五部份為閱讀書寫困難之處：新住民閱讀、書寫華語的困難原因為何。 

6.第六部份為數位華語教材對照學習試測：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教材後，

學員學華語哪一個部分能力增強，以及學習華語文有何幫助等等。詳見

附錄二「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調查問卷」。 

 

參、焦點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是指以研究為目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來進行

訪談。研究者以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的氣氛，使參與團體的成員就研究者所欲討論

的議題，表達他們的經驗、看法或觀點。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錄音轉錄成文本資料，以

便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64 

                                                 
64

 周雅容，焦點團體法在調查研究上的應用。調查研究，3，52。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journal.survey.sinica.edu.tw/files/paper/186_177318b8.pdf，檢索：107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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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方法與其他研究法一樣，必須從一個問題開始，焦點團體正

如其名，被設計為有焦點，且有清楚界定的議程，其執行步驟可歸納如下：（1）確定

研究的問題；（2）設計抽樣架構；（3）確認主持者及設計訪談大綱；（4）召募焦點

團體參與者；（5）進行焦點團體訪談；（6）資料分析、解釋與報告撰寫，為焦點團

體研究的最後階段。65 

 

焦點團體法具有幾個優點，第一、獲取資料的速度較快且成本較低；第二、可以

直接與受訪者進行互動，也可以觀察受訪者的手勢、表情等非口語回答，以補充口語

回答的訊息；第三、可以得到受訪者以自己的話表達的大量且豐富的資料，因此可以

區別出受訪者表達和意義上的細微差異，得到深層的資訊；第四、受訪者可以回應自

己及其他團體成員的回答，彼此互動可能引發個別訪談中未能發現的想法或資料；第

五、具有彈性，可用於不同背景和不同個人間以檢驗不同範圍的主題；第六、是少數

能自兒童或不識字的人身上獲取資料的研究工具之一；第七、可以很快的瞭解受訪者

的口語反應（歐素汝譯,1999）66。通常座談會進行 90分鐘至 120分鐘，座談進行中會

錄音，以利座談會結束後轉成文字資料進行分析。 

本研究於今年 10月份在北部(新北市、桃園市、臺北市)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

場舉辦各舉辦一場焦點座談會，共邀請 10位新住民、1位主持人、1位華語教師，共

23位與會者參與討論，參與者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台東市等地區新住民。討論議

題為聚焦新住民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使用現況與學習成效，教學教材需求之差異與

原因，及新住民文化差異對於華語教學教材需求差異之影響。 

 

本研究將透過焦點訪談來強化及補充「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透過焦

點訪談請教專家看法，分析階段則整理討論內容、歸納一致性的看法、找出不同的意

見，並提出可行方式與建議，以提供政府政策規劃，達成資源有效運用。新住民焦點

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三，華語教師焦點訪談討論大綱詳見附錄四。 

                                                 
65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焦點團體訪談。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268/  

66
 David W. Stewart & Prem N. Shamdasani（1999）。焦點團體：理論與實務(歐素汝譯)。台北：弘 

    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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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訪談的對象： 

新住民焦點訪談 

1.主持人 1名。  

2.北部(新北市、臺北市)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舉辦各舉辦一場焦點座談會。 

3.華語教師 1 名：須有新住民教學 1年以上的經驗與專業、畢業於語文教育系所

相關背景。 

4.新住民： 

(1).邀請 10位新住民\場。 

(2).參與訪談對象的條件：須是有識字班學習經驗的學員，或是正在學習華

語 6 個月以上。 

 

華語教師焦點訪談 

1.主持人 1名。 

2.北部(臺北市、桃園市)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舉辦各舉辦一場焦點座談會。 

3.華語教師： 

(1).邀請 5位華語教師\場。 

(2).參與訪談對象的條件：須有新住民教學 1年以上的經驗與專業、及畢業

於語文教育系所相關背景。 

肆、對照實驗 

對照實驗（control experiment）是在實驗中設置比較對象（對照組）的一種科

學方法，目的是為了與進行實驗的對象（實驗組）進行對照，減少實驗中不確定的變

數帶來的影響，以之來顯示出實驗的結果。使用對照實驗可以增強實驗的可信度。進

行實驗時，要同時進行對照實驗，是因為要在同一環境下得出兩種實驗結果的資料用

作定性及定量的對比分析。同一時間進行對照實驗可測出實驗在環境因素改變下所作

出的改變。67 

                                                 
67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對照實驗。2018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D%E7%85%A7%E5%AF%A6%E9%A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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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團隊依據所探討之研究目的，訂定本研究架構與步驟，茲將其說明之，如下： 

 

壹、擬定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以實際學術研究為基底，實際精進新住民華語之教材與

作法，讓新住民可將所學華語實際運用在生活中，並實際幫助新住民融入社會，擴大

其就業、創業及生活互動的優勢，最後，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藉由加強新住民

精進華語學習策略，進而可培養新住民具備多國語言能力，進而可培育我國多國語言

人才，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將其研究結果作出分析，並研提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之

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 

 

貳、蒐集相關資料與教材 

蒐集探討新住民華語學習的教材、相關政府法令與統計資料、碩博士論文、專

書、期刊及網路等資料。 

 

參、研究對象 

本研究識字課程規劃，以內政部移民署統計原國籍新住民歸化（取得）國籍及取

得外僑居留證的國家為準，包含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居住地

區以北部(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臺北市、高雄市、苗栗縣)與東部(臺東縣市)地

區歸化或取得居留證之新住民。華語教師部份：以北部(臺北市、桃園市)與東部(臺東

縣市)地區之敎授華語教師、須有新住民教學 1年以上的實務經驗與專業，及畢業於

語文教育系所相關背景等為研究對象，以文獻、問卷、訪談等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

新住民華語學習經驗與意見，最後，整理調查結果，以比對分析所使用之教材是否符

合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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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寫結論與建議 

針對分析結果撰寫本研究之結論；以及根據分析結果，提供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

之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其研究步驟以表示之 3-1。 

 

表 3-1 研究流程表 

 

 

 

 

 

 

 

 

 

 

 

 

 

 

 

 

 

 

 

 

 

 

 

 

 

 

 

 

 

 

 

 

 

    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 

    團隊討論，擬定研究 

   方向與主題 

    識字課程規劃     尋找華語教學單位 

進行識字學習 

的教學課程 

    實施評鑑回饋 

    擬定新住民學員問卷題目 

    發出新住民學員問卷 

    尋找新住民外配協會、國

中小補校、新移民服務中

心等相關單位 

    發出華語教師問卷 

    資料分析與歸納 

    進行焦點訪談-新住民學

員 

    進行焦點訪談-華語教師 

    擬定焦點訪談題目 

    資料分析與歸納 

提供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

之精進方向與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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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76年 1月民國 106年 12月，歸化（取得）國籍及取得外僑居留證

者，其原母國籍為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等新住民。 

為尊重與保障研究對象的權利、遵守研究倫理以及個資法，本研究在進行問卷

前，先對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說明，讓研究對象了解所得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之用，

絕對不會把個人資料外洩。若同意參與本研究計畫受訪者，須請其填寫同意書。本研

究受訪者名字皆以代號代表之。 

 

表 3-2 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 

區域別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176,828 33.33 100,418 18.93 29,451 5.55 8,703 1.64 9,075 1.71 4,300 0.81 

新北市 30,848 29.90 17,412 16.88 3,639 3.53 1,602 1.55 1,495 1.45 436 0.42 

臺北市 14,255 23.88 5,385 9.02 1,108 1.86 483 0.81 611 1.02 188 0.31 

桃園市 21,557 36.77 10,270 17.52 4,714 8.04 2,318 3.95 1,683 2.87 299 0.51 

臺中市 17,753 32.02 10,471 18.89 2,286 4.12 859 1.55 830 1.50 745 1.34 

臺南市 11,264 34.00 7,805 23.56 1,073 3.24 499 1.51 443 1.34 329 0.99 

高雄市 17,773 29.22 11,576 19.03 2,090 3.44 620 1.02 911 1.50 439 0.72 

宜蘭縣 3,314 39.69 2,267 27.15 451 5.40 116 1.39 91 1.09 131 1.57 

新竹縣 6,377 47.85 2,406 18.05 2,428 18.22 313 2.35 561 4.21 52 0.39 

苗栗縣 5,787 41.52 3,026 21.71 1,891 13.57 261 1.87 270 1.94 70 0.50 

彰化縣 10,293 45.52 6,864 30.35 1,738 7.69 493 2.18 395 1.75 411 1.82 

南投縣 4,901 46.34 3,269 30.91 909 8.59 173 1.64 116 1.10 226 2.14 

雲林縣 6,954 43.87 4,277 26.98 1,828 11.53 217 1.37 163 1.03 261 1.65 

嘉義縣 5,476 42.48 3,731 28.94 1,183 9.18 140 1.09 127 0.99 167 1.30 

屏東縣 8,133 42.83 4,833 25.45 1,715 9.03 203 1.07 796 4.19 240 1.26 

臺東縣 1,530 36.07 967 22.80 256 6.03 30 0.71 84 1.98 42 0.99 

花蓮縣 2,105 27.26 1,094 14.17 535 6.93 64 0.83 66 0.85 63 0.82 

澎湖縣 964 52.65 562 30.69 319 17.42 － － 8 0.44 42 2.29 

基隆市 2,584 25.78 1,712 17.08 295 2.94 110 1.10 97 0.97 67 0.67 

新竹市 3,144 35.05 1,364 15.20 678 7.56 149 1.66 260 2.90 23 0.26 

嘉義市 1,426 29.11 909 18.55 194 3.96 44 0.90 63 1.29 6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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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327 12.59 176 6.78 115 4.43 5 0.19 4 0.15 3 0.12 

連江縣 63 10.98 42 7.32 6 1.05 4 0.70 1 0.17 3 0.52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人數，76年

1月至 106年 12月。2018 年 7月 15日。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

mp=1&xq_xCat=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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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回收有效問卷後篩檢刪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

進行編碼、計分及建檔，利用 SPSS及 Excel統計套裝軟體計，進行調查資料處理分

析。 

 

壹、資料處理  

本研究蒐集之原始資料先進行編碼、計分及建檔後，在進行統計分析，其過程如

下： 

 

一、資料檢視 

1.回收問卷後，協助填寫問卷者先行檢視問卷，若發現填答不完全或以固定模式

填答者，將請協助填寫問卷者當場請受訪者填寫。 

2.本團隊回收問卷後，進行複查，若發現尚有填答不完全或以固定模式填答者，

將退請協助填寫問卷者親自或電話詢問之。 

 

二、抽樣設計 

1.母體來源：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76

年 1月至 106年 12月之統計資料。  

2.抽樣方法：採隨機抽樣法，於北部(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臺北市、高雄市、

苗栗縣)與東部(臺東縣市)地區之國民中小學附設補校、新住民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國中小學識字班、社區大學華語班、外籍配偶協會、新住民中心等

單位為主，進行隨機抽樣作業。 

3.樣本配置：採比例配置，預計本次調查完成 214 份有效樣本，依據內政部移民

署發布歸化（取得）國籍及外僑居留統計人數，進行主要原國籍別之新住民

樣本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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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 n

N

N i   

N 為新住民人數、 iN 為 i原國籍別新住民人數 

      in 為 i原國籍別新住民樣本數、n為總樣本數 

 

4.調查期間：2018年 4月 1日~10月 31 日辦理。 

5.調查方式：採派員訪問調查，徵求具說寫讀相關原國語言能力者為調查員。於

調查前並就調查目的，調查技術及注意事項，先辦理訪員訓練。  

 

三、資料輸入及校對 

將資料輸入 SPSS 及 Excel統計套裝軟體計建檔分析，並進行校對，以求電腦檔案

與問卷書面內容相符合，避免非抽樣之誤差。 

 

貳、統計分析 

一、次數分配(Frequency)分析 

藉由各問項之調查結果次數分配或百分比，瞭解新住民對華語學習/教學

議題之看法與評價。 

二、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以「各問項」對基本資料做交叉分析表，以瞭解不同新住民背景的在華語

學習/教學教材議題方面，是否具有差異性之看法。 

採用 Pearson 卡方檢定分析法，卡方檢定統計值（
2 ）定義如下： 

 
2 =

 
  )1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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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
O

為第 i列第 j欄位之觀察次數， 

     ij
E

為第 i列第 j欄位之理論次數。 

 

當卡方檢定統計值的 p-value小於 0.05 時，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兩變數間

並非獨立，亦即，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在特定議題中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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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整理分析 

 

第一節  新住民華語學習背景分析 

壹、台灣新住民華語學習環境因素 

學習語言的動機，環境因素是很重要的。不然會覺得，我學這語言要做什麼。而

這些新住民不外乎就是要和當地人溝通，再者就是能看懂漢字，許多新住民認為能識

字，即可遊走台灣境內。所以漢字教學，往往被學生視為種要的課程。論學習動機，

因婚姻而來台灣的新住民，多半是要配合夫家或娘家而學習華語。為了和公婆或岳父

岳母交談，或者是與伴侶溝通，甚至是為了孩子而學習中文，學習動機強烈。 

以工作來台的新住民，除非需要與當地人交談外，其實如果工作環境多半是同鄉

的朋友或是從國外飛來的工作者，他們使用華語的機會比較少，所以學習動機比較不

強烈。不會想要學到能與當地人溝通的程度；但是會為了生活需求，而學習一些生活

適應的華語。這些因素都是我們教師或者是教材編纂者，都需要注意的部分。 

 

依據對台灣新住民華語學習背景調查問卷歸納，新住民的華語學習現況和背景分

析如下：(詳細問卷數據，請參閱附錄八) 

 

表 4-1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聽懂華語難易度 

 

聽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3 15 46 21 7 112 

占總計% 20.5% 13.4% 41.1% 18.8% 6.3% 100.0% 

印尼 計數 7 6 14 3 2 32 

占總計% 21.9% 18.8% 43.8% 9.4% 6.3% 100.0% 

菲律賓 計數 6 5 4 5 0 20 

占總計% 30.0% 25.0% 20.0% 25.0% 0.0% 100.0% 

泰國 計數 3 3 8 5 1 20 

占總計% 15.0% 15.0% 40.0% 25.0% 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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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計數 5 3 2 0 0 10 

占總計% 50.0% 30.0% 2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2 6 2 0 0 20 

占總計% 60.0% 30.0% 1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56 38 76 34 10 214 

占總計% 26.2% 17.8% 35.5% 15.9% 4.7% 100.0% 

 

表 4-2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口說華語難易度 

 

說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6 13 40 23 10 112 

占總計% 23.2% 11.6% 35.7% 20.5% 8.9% 100.0% 

印尼 計數 9 6 10 5 2 32 

占總計% 28.1% 18.8% 31.3% 15.6% 6.3% 100.0% 

菲律賓 計數 6 3 6 5 0 20 

占總計% 30.0% 15.0% 30.0% 25.0% 0.0% 100.0% 

泰國 計數 2 2 9 5 2 20 

占總計% 10.0% 10.0% 45.0% 25.0% 1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2 3 0 0 10 

占總計% 50.0% 20.0% 3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8 5 6 1 0 20 

占總計% 40.0% 25.0% 30.0% 5.0% 0.0% 100.0% 

總計 計數 56 31 74 39 14 214 

占總計% 26.2% 14.5% 34.6% 18.2% 6.5% 100.0% 

 

表 4-3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華語閱讀難易度 

 

讀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17 2 39 33 21 112 

占總計% 15.2% 1.8% 34.8% 29.5% 18.8% 100.0% 

印尼 計數 3 3 13 12 1 32 

占總計% 9.4% 9.4% 40.6% 37.5% 3.1% 100.0% 

菲律賓 計數 3 1 5 6 5 20 

占總計% 15.0% 5.0% 25.0% 30.0% 25.0% 100.0% 

泰國 計數 0 1 9 7 3 20 

占總計% 0.0% 5.0% 45.0% 35.0% 1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2 1 5 0 2 10 

占總計% 20.0% 10.0% 50.0% 0.0%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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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計數 8 4 6 2 0 20 

占總計% 40.0% 20.0% 30.0% 1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33 12 77 60 32 214 

占總計% 15.4% 5.6% 36.0% 28.0% 15.0% 100.0% 

 

表 4-4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漢字書寫難易度 

 

寫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4 0 25 43 40 112 

占總計% 3.6% 0.0% 22.3% 38.4% 35.7% 100.0% 

印尼 計數 1 2 9 12 8 32 

占總計% 3.1% 6.3% 28.1% 37.5% 25.0% 100.0% 

菲律賓 計數 2 1 6 7 4 20 

占總計% 10.0% 5.0% 30.0% 35.0% 20.0% 100.0% 

泰國 計數 2 1 4 7 6 20 

占總計% 10.0% 5.0% 20.0% 35.0% 3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1 0 3 4 2 10 

占總計% 10.0% 0.0% 30.0% 40.0% 20.0% 100.0% 

緬甸 計數 7 4 8 0 1 20 

占總計% 35.0% 20.0% 40.0% 0.0% 5.0% 100.0% 

總計 計數 17 8 55 73 61 197 

占總計% 8.6% 4.1% 27.9% 37.1% 31.0% 100.0%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說、讀、寫，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1.新住民在學習華語-聽的難易度，整體而言，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4.0%，

尚可的樣本數占有 35.5%，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0.6%。 

2.新住民在學習華語-說的難易度，整體而言，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0.7%，

尚可的樣本數占有 34.6%，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4.7%。 

3.新住民在學習華語-讀的難易度，整體而言，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21.0%，

尚可的樣本數占有 36.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43.0%。 

4.新住民在學習華語-寫的難易度，整體而言，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2.7%，

尚可的樣本數占有 27.9%，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68.1%。 

以下是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說、讀、寫分析：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四章 研究結果整理分析



 

112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33.9%，尚

可的樣本數占有 41.1%，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5.1%。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34.8%，尚

可的樣本數占有 35.7%，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9.4%。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7%，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34.8%，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48.3%。 

(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3.6%，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22.3%，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74.1%。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0.7%，尚

可的樣本數占有 43.8%，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15.7%。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6.9%，尚

可的樣本數占有 31.3%，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1.9%。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5%，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5%。 

(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8.8%，尚

可的樣本數占有 40.6%，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40.6%。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55%，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2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5%。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45%，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5%。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20%，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 25%，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55%。 

(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5%，尚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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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占有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55%。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30%，尚可的

樣本數占有為 4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30%。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20%，尚可的

樣本數占有為 45%，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35%。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5%，尚可的

樣本數占有為 45%，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50%。 

(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5%，尚可的

樣本數占有為 25%，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65%。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80%，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為 2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0%。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70%，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為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0%。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30%，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為 5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20%。 

(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10%，尚可

的樣本數占有為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占有 60%。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表示： 

(1).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90%，尚

可的樣本數則為 1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則為 0%。 

(2).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65%，尚

可的樣本數則為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則為 5%。 

(3).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60%，尚

可的樣本數則為 30%，難與很難的樣本數則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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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的方面，容易與很容易的樣本數占有 55%，尚可

的樣本數則為 40%，難與很難的占樣本數有 5%。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聽、說、讀、寫的華語難易度 

從上表發現分析，可大致分為二部份： 

1.重視聽、說部份：越南、泰國、柬埔寨，此現象可表示(1).以聲調語言為例，越

南本身的語言是有聲調，他們就比較容易模仿，但也容易被母語聲調干擾，發

出不標準聲調。相對菲律賓、印尼就會比較不容易模仿，(2).以詞彙來說，越

南新住民學得很快，他們語言有漢喃語可與中文對應，可快速的學習，所以在

學習文字上來講也是越南最容易。再來就是文化，全世界與中華文化最近的就

是越南與韓國，越南包含節慶與中華文化都很相似，但是對其他國別的新住民

來說，對於文化議題就有特別需求。 

2. 緬甸、印尼、菲律賓，此現象可發現大部分為華僑，對他們

來說聽、說是容易，而他們認為須加強讀寫的部份。 

 

表 4-5 不同國籍受訪者能使用的語言種類 

  

請問您能使用的語言種類(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

語 

閩南

語 
英語 

越南

語 

印尼

語 

泰國

語 

柬埔

寨語 

菲律

賓語 
緬甸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103 6 21 15 94 0 0 0 0 1 240 

占總計

% 
42.9% 2.5% 8.8% 6.3% 39.2% 0.0% 0.0% 0.0% 0.0% 0.4% 100.0% 

印尼 

計數 31 9 11 13 3 30 0 0 1 5 103 

占總計

% 
30.1% 8.7% 10.7% 12.6% 2.9% 29.1% 0.0% 0.0% 1.0% 4.9%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7 0 6 18 0 0 0 0 12 0 53 

占總計

% 
32.1% 0.0% 11.3% 34.0% 0.0% 0.0% 0.0% 0.0% 22.6% 0.0%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3 6 0 0 17 2 0 0 44 

占總計

% 
36.4% 0.0% 6.8% 13.6% 0.0% 0.0% 38.6% 4.5% 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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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

寨 

計數 8 3 6 0 1 0 1 9 0 0 28 

占總計

% 
28.6% 10.7% 21.4% 0.0% 3.6% 0.0% 3.6% 32.1%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8 0 0 5 0 0 0 0 0 20 43 

占總計

% 
41.9% 0.0% 0.0% 11.6% 0.0% 0.0% 0.0% 0.0% 0.0% 46.5% 100.0% 

總計 

計數 193 18 47 57 98 30 18 11 13 26 511 

占總計

% 
37.8% 3.5% 9.2% 11.2% 19.2% 5.9% 3.5% 2.2% 2.5% 5.1% 100.0% 

 

新住民能使用的語言種類，整體而言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37.8%，其次為

閩南語占有 9.2%。 

 

以下是不同國籍能使用的語言種類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認為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42.9%，其次為越南語占

有 39.2%。 

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認為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30.1%，其次為印尼語占

有 29.1%。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認為以英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34.0%，其次為國語占

有 32.1%。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認為以泰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48.6%，次為國語占有

36.4%。 

5.原國籍柬埔寨受訪者認為以柬埔寨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32.1%，次為國語占

有 28.6%。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認為以緬甸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46.5%，其次為國語

41.9%。 

 

不同國籍受訪者能使用的語言種類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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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語及閩南語，或國語及客語：大部份新住民來到台灣，同時能夠具備二種語

言以上，例如嫁到臺灣，又在農村生活，新住民同時需要學習國語及閩南語，

或國語及客語。 

2.國語偏低：在國語使用的語言來說，還是偏低需要再加強，在臺灣與人溝通是

需要國語，這樣的比例是偏低的，有一定比例的新住民是可以使用臺語或客

語進行溝通。 

3.英文：菲律賓能夠使用英文進行溝通，其比例是所有新住民最高的。 

4.另外發現少數新住民是有語言才能，會使用其他東南亞語言。 

 

表 4-6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79 1 20 0 1 0 101 

占總計% 78.2% 1.0% 19.8% 0.0% 1.0% 0.0% 100.0% 

印尼 
計數 15 2 11 0 3 0 31 

占總計% 48.4% 6.5% 35.5% 0.0% 9.7%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1 0 4 7 1 1 24 

占總計% 45.8% 0.0% 16.7% 29.2% 4.2% 4.2%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1 1 0 0 18 

占總計% 88.9% 0.0% 5.6% 5.6% 0.0%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6 3 6 0 0 0 15 

占總計% 40.0% 20.0% 40.0% 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0 0 0 0 0 2 

占總計% 100.0% 0.0% 0.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29 6 42 8 5 1 191 

占總計% 67.5% 3.1% 22.0% 4.2% 2.6% 0.5% 100.0%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與公婆交談的語言，整體而言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67.5%，其次為

閩南語占有 22.0%。 

以下是不同國籍與公婆交談的語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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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78.2%，其次為

母語交談的語言占樣本數有 19.8%。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8.4%，其次為

閩南語交談的語言占樣本數有 35.5%。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5.8%，其次

為英語占樣本數有 29.2%。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泰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38.6%，其次為

國語占樣本數有 36.4%。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以國語與閩南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0.0%，其次為客家語占樣本數有 20.0%。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100.0%。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能夠使用臺語與公婆交談的新住民以印尼、柬埔寨的新住民為最多，發現

因是新住民嫁到臺灣夫家環境的關係，如果公婆使用臺語、客語，新住民當然

是使用臺客語與公婆交談，新住民面臨的狀況是須面對二種語言需求，國語社

會上使用，家庭可能是臺語或客語，對新住民來說這一個挑戰是極大的。另

外，某一些菲律賓新住民嫁來台灣，他本身能夠講英文，剛好他的夫家可以用

英語溝通，所以就會用英文說，另一原因是有些新住民是為了孩子教育，會與

孩子使用英文交談。 

 

表 4-7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72 0 14 1 20 0 107 

占總計% 67.3% 0.0% 13.1% 0.9% 18.7% 0.0% 100.0% 

印尼 
計數 20 1 5 1 6 0 33 

占總計% 60.6% 3.0% 15.2% 3.0% 18.2%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5 0 5 11 5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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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40.5% 0.0% 13.5% 29.7% 13.5% 2.7% 100.0% 

泰國 
計數 13 0 1 0 7 0 21 

占總計% 61.9% 0.0% 4.8% 0.0% 33.3%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8 2 5 1 2 0 18 

占總計% 44.4% 11.1% 27.8% 5.6% 11.1%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0 0 0 1 0 3 

占總計% 66.7% 0.0% 0.0% 0.0% 33.3% 0.0% 100.0% 

總計 
計數 130 3 30 14 41 1 219 

占總計% 59.4% 1.4% 13.7% 6.4% 18.7% 0.5% 100.0% 

 

不同國籍目前在「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根據上表問卷結

果顯示： 

新住民與與子女交談的語言，整體而言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59.4%，其次

為母語占有 18.7%。 

以下是不同國籍與公婆交談的語言分析：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67.3%，其次為母語

占樣本數有 18.7%。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60.6%，其次為母語

占樣本數有 18.2%。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0.5%，其次為英

語占樣本數有 29.7%。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61.9%，其次為母語

占樣本數有 33.3%。 

5.原國籍為柬埔寨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4.4%，其次為閩南語占

樣本數有 27.8%。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66.7%，其次為母語

占樣本數有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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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近年國家語言政策關係已納入教育體系，有一定比例的新住民家長會跟自已的

子女使用母語溝通，例如從此表可發現，緬甸新住民因為周遭比較多新住民及其子

女會使用緬甸話交談，是群聚的關係。柬埔寨來臺的新住民嫁到農村比較多，其臺、

客語比較好，與子女也會用臺語、客語溝通，表示學習臺語、客語能力較強，適應力

也較強。 

 

表 4-8 不同國籍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 

(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103 1 17 7 66 0 194 

占總計% 53.1% 0.5% 8.8% 3.6% 34.0% 0.0% 100.0% 

印尼 
計數 28 3 9 6 25 0 71 

占總計% 39.4% 4.2% 12.7% 8.5% 35.2%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8 0 4 16 13 1 52 

占總計% 34.6% 0.0% 7.7% 30.8% 25.0% 1.9%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3 1 6 0 26 

占總計% 61.5% 0.0% 11.5% 3.8% 23.1%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8 3 6 0 4 1 22 

占總計% 36.4% 13.6% 27.3% 0.0% 18.2% 4.5% 100.0% 

緬甸 
計數 15 0 0 1 15 0 31 

占總計% 48.4% 0.0% 0.0% 3.2% 48.4% 0.0% 100.0% 

總計 
計數 188 7 39 31 129 2 396 

占總計% 47.5% 1.8% 9.8% 7.8% 32.6% 0.5% 100.0% 

 

不同國籍目前在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根據上表問卷結果

顯示： 

新住民與與他人交談的語言，整體而言以國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有 47.5%，其次

為母語占有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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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不同國籍與他人交談的語言分析：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53.1%，其次為

母語交談的語言占樣本數有 34.0%。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39.4%，其次為

母語交談的語言占樣本數有 35.2%。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34.6%，其次

為英語占樣本數有 30.8%。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61.5%，其次為

母語占樣本數有 23.1%。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以國語為交談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36.4%，其次

為閩南語占樣本數有 27.3%。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國語、母語為主要的語言種類占樣本數有 48.4%，其次為

英語占樣本數有 27.3%。 

 

不同國籍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緬甸使用母語最高，因群聚之關係；印尼、越南也是因群聚之關係，菲律

賓新住民與菲律賓新住民碰在一起也講英文與母語，也是因群聚之關係，例

如，臺北的晴光市場，菲律賓新住民會在此地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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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國籍目前在臺灣的工作情形 

  
請問您目前在台灣的工作情形(可複選) 

總計 
無 協助自家 外出工作 自行創業 臨時工 學生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22 18 36 13 21 9 119 

占總計% 18.5% 15.1% 30.3% 10.9% 17.6% 7.6% 100.0% 

印尼 
計數 7 6 12 1 4 2 32 

占總計% 21.9% 18.8% 37.5% 3.1% 12.5% 6.3% 100.0% 

菲律

賓 

計數 4 1 13 1 5 0 24 

占總計% 16.7% 4.2% 54.2% 4.2% 20.8% 0.0% 100.0% 

泰國 
計數 6 0 12 1 2 0 21 

占總計% 28.6% 0.0% 57.1% 4.8% 9.5% 0.0% 100.0% 

柬埔

寨 

計數 1 2 5 2 3 1 14 

占總計% 7.1% 14.3% 35.7% 14.3% 21.4% 7.1% 100.0% 

緬甸 
計數 0 0 4 0 16 0 20 

占總計% 0.0% 0.0% 20.0% 0.0% 8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40 27 82 18 51 12 230 

占總計% 17.4% 11.7% 35.7% 7.8% 22.2% 5.2% 100.0% 

 

不同國籍目前在臺灣的工作情形，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與在臺灣的工作情形，整體而言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35.7%，其次為臨時工

占有 22.2%。 

以下是不同國籍目前在臺灣的工作情形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認為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30.3%，其次為無占有 18.5%。 

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認為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37.5%，其次為無占有 21.9%。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認為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54.2%，其次為臨時工占有

20.8%。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認為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57.1%，其次為無占有 28.6%。 

5.原國籍柬埔寨受訪者認為以外出工作為主占有 35.7%，其次為臨時工占有

21.4%。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認為以臨時工為主占有 80.0%，其次為外出工作占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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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住民華語教師華語教材使用概況及分析  

本節針對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與需求，分別對一、華語教師，二、新住民學

員進行焦點座談，對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及需求進行歸納分析。 

 

壹、新住民華語教師教材使用現況 

本研究欲了解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進行了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焦點訪談

分華語教師場及新住民學員場進行，並分別於台北、台東兩地舉行座談。地點及參與

人如下：一、新住民華語教師焦點訪談(台北場、台東場各五名教師)、二、新住民學

員焦點訪談(台北場、台東場各十名新住民學員)、三、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問卷(214

份新住民華語學習問卷)。試分別歸納分析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之焦點訪談及問卷結

果如下： 

 

焦點訪談：新住民華語教師 

(一)、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教材統計 

 

表 4-10 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教材統計 

教材 

 

 

 

 

 

教師 

國小國

語課本 

(康軒

版、翰

林版、

南一

版)/教

育部 

成人基

本識字

教材/

教育部 

《學華

語向前

走》/

僑委會 

《來去

移民華

語》/

高雄來

去華語

協會 

《來去

華語

100句》

/高雄

來去華

語協會 

《實用

視聽華

語》/

台師大 

《學華

語開步

走》/

僑委會 

《我會

說華

語》/

僑委會 

自編 

教材 

邱 

○ 

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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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 

芳 

●         

蔡 

○ 

美 

● 

 
●        

張 

○ 

渝 

 

● 

 

● ●    ●   

楊 

○ 

婷 

   ● ●    ● 

何 

○ 

硯 

  ●   ●   ● 

黃 

○ 

萍 

        ● 

劉 

○ 

妤 

● ●       ● 

蕭 

○ 

心 

● 

 
        

黃 

○ 

雲 

       ● ● 

小 

計 

6 

(60%) 

3 

(30%) 

2 

(20%) 

1 

(10%) 

1 

(10%) 

1 

(10%) 

1 

(10%) 

1 

(10%) 

6 

(60%) 

 

由以上 10位新住民華語教師所選用新住民華語教材之訪談統計可見： 

 

1.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最多的教材是國小國語課本，約占 60%，即十人中有六人選用。 

2.有六成(60%)的新住民華語教師教新住民華語時會自編教材。 

3.使用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的老師約占三成(30%)。 

4.其他教師選用以第二語言編寫的新住民華語教材如：《來去移民華語》、《來去華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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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實用視聽華語》、《學華語開步走》、《我會說華語》等，各占 10%(10人中有一人

選用)。 

 

        (二)、新住民華語教師選用各教材原因 

 

台北場/華語教師選用各華語教材原因 

 

表 4-11 台北場/華語教師選用各華語教材原因 

一 國小國語課本/縣市教育處 

採用

教材

原因 

1.因為課本的費用都是教育局出的，所以我們就沒有另外再去做(使用)其他成人教

育的版本。 

2.新住民也大多希望能夠現學現賣，教了以後學了以後可以直接回去教自己的小孩。 

一來是我們教學也還蠻方便的，(老師不用另外備課) 

3.教材編輯剛好是蠻循序漸進的，我們也希望可以對剛來台灣的新住民可以從初級

開始學。對初級的人來說根基會較好。 

4.課本是從注音符號開始學，對他們來說就可以慢慢地懂得一些基礎架構(拼音原

則)，對剛來的人幫助是蠻大的。但是對有程度的人來講又會太簡單。 

5.大部分小學老師來講，幾乎都是用教育局給的版本，再來去加深加廣，這是目前

的狀態。 

6.新住民他的小孩子是幼稚園中班，因為他沒辦法晚上把小孩放在家裡，所以就帶

來跟我們一起上課，新住民媽媽可以跟孩子一起學習。 

7.新住民二代跟媽媽一起提早學習，讓他的小孩超齡學習而表效優秀傑出。 

8.目前只換過康軒跟翰林兩個版本，其實是大同小異，我個人是建議他們還是要經

過一個基礎語言教育(指從注音符號開始)的過程。他們要打電腦也必須要透過

注音符號，或是手機可以用手寫的方式，但因為她們識字的範圍很有限，所以

手寫對他們來說是相對困難的。那當我們一開始就從注音符號開始教起，他們

就可以透過注音用手機書寫，這對他們來說就是很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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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目前夜補校是一個禮拜學三天，時間是 6:40-9:20四節課，總計一到三年級要學

完六冊，很多學生讀完三年級會選擇留學繼續學習。 

10.目前我們用的是康軒版，裡面就有附習作，我們會配合課本使用，但習作對新住

民來說還是有點難，除了第一大題的國字注音的認識比較容易，後面的造句或

換句話說有時候對他們來講還是有點難度，但是我都會教他們一個一個來寫來

看。剛來的人就會覺得很困難，如果是到二年級就相對比較熟悉。 

11.其實他們要在補校三年學完小學基本識字真的很壓縮，進度也很有壓力，像今年

二年級大概就有 14課，除了基本單字我們還會延伸相關的字音字形，或是導入

一些生活上常用的內容，讓學生提出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來一起討論，如果說讀

完三年之後畢業，她覺得她還不夠熟，跟不上國中程度，想要繼續留下來加強，

原則上我都還是會讓他們留下來，等到他們在這邊再上一陣子覺得可以了，他

們就會再去試試看了。 

 

二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採用

教材

原因 

1.裡面的文字都很艱深，他們根本看不懂。雖然比較適合大人，但是對新住民來講

在初期是有困難的。 

2.像《成人基本識字教材》那本我也覺得很難，目前我覺得並沒有一本可以很好銜

接從注音符號到識字過程的教材，只能靠老師一直補充，讓他在進入識字的時

候，比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或很挫折。 

3.我們學校夜間部的補校來說，學生希望可以把一周三天的上課火力集中在對識字

的學習。我看了教育部編寫的教材覺得說，美意良好，但事實上對他們來說不

是很實用。 

4.自編教材的部分就是，依照每個老師可能會針對這些學員的需求再去加深加廣。 

 

三 自編教材 

採用 1.老師自己自編，教材可能就無法那麼有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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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原因 

 

2.新住民學員多是混齡、混國別、混程度，在教學上真的很難拿捏，有時候我們要

針對每個學員的需求是很難的，在這塊如果要去自編或是找一些新的教材來教

學的時候，我們也難符合到大眾的需求，只能盡量做到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有

一定的程度。 

3.我曾經只有在注音結束要進入國字的時候，我有用過說文解字的方式對象形文字

部首、字型部分，我有自己畫了一些東西去說明文字是怎麼演變的，我覺得這

個東西對學生以後再學國字來講非常有幫助，因為他們後來只要看到哪一個部

首就會知道那個單字跟甚麼有關係，所以我覺得象形文字那部分對他們未來學

習中文是非常有利的。 

4.萬華社區大學的移民華語課目前是分注音班、初階班跟進階班。 

5.注音班老師會自編教材從注音符號開始教起；初階班就開始帶入句子，結合前面

教過的注音再做一些複習，透過句子教學讓他們可以運用在生活當中。 

 

四 自選數位教材 

採用

教材

原因 

1.用數位教材或是其他的輔助工具，老一輩的人就不能接受，年輕的新住民可能可

以接受。 

2.程度比較好的就會學習很快，但是如果是程度比較差的也還是沒辦法。 

3.剛剛其他老師有提到的 CD的部分，因為目前普遍學生都有手機，或許有錄音檔或

是雲端的就可以讓他們回家練習去聽課文的內容會更方便，像我們的話就是自

己建一個Line的平台由老師自己錄音讓學生聽，光碟機就未必每一個家庭都有。 

4.雖然有一些老師覺得有一些學生年紀比較大比較不會運用，但在我們班的經驗是

從二十幾歲到六十幾歲的學生都有，其實老師如果用短短的十分鐘教學的話，

他們很快就知道要怎麼使用了。 

5.有時候我們要用一些補充教材就要教他們拿字典或是利用 GOOGLE去查詢一些資

訊，就會有一些原本學歷比較低的學員會反應不知道要怎麼用手機，所以他們

學習上的落差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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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位的部分的話，因為小學生三年級就有電腦課程，出版社因應環保也開始呼籲

老師用雲端下載 CD內容，內容編寫則是與時俱進。 

7.我會想要落實符合班級的需求，除了學注音以外，因為我們的教材是用注音組成

單字，每課就是一個單字然後用注音的方式表達，所以我會調整比較簡單的生

字，用數位媒體的教學及網路的筆順方式去補充寫字的方面。 

8.我自己是蠻喜歡[動畫說漢字]這樣的教學動畫，我自己也有用過類似的動畫去做

教學，不過我發現學生也分很多類型，有些學生是視覺型的就會很愛這種，那

有些學生是聽覺型的就會覺得這對他來說就是兩張畫，他還是不知道他們的關

聯性，所以不一樣學生還是會喜歡不一樣媒體教材。不過整體來說，有視聽的

輔助是好的。 

9.其實我覺得這些新住民本身的學歷也有差別，如果他們在母國是讀到國中、高中

學歷以上，他們學這些科技 3C用品產品都很快，而且對於識字上的反應也都比

較快，如果程度是國小，那當然他們在接受這些訊息對他們來講也是很大的挑

戰。 

 

五 《學華語開步走》/ 僑委會 

採用

教材

原因 

1.我們新住民學習中心分初級班、中級班跟進階班。初級班選的教材是僑委會的《學

華語開步走》，從基本的注音符號開始教。 

2.中級班的話則是有分平日跟假日，平日班一樣是用《學華語向前走》，從注音教到

識字，假日進階班的話就是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從初級班想要跳到進階班，

結果發現上課的內容太難了，程度落差很大，變成說她又要退回注音符號的教

學但又覺得無聊，造成老師在教學的時候除了要教注音符號以外還要加入一些

生字，讓學生覺得課堂不會太無趣。 

3.我們會補充一些新聞時事，通常都是學生要求他們想要多看一些甚麼內容，或是

成語、修辭、語法這些她們可能需要練習，但是課本可能沒有那麼多練習題的

時候，就會另外自編一些練習題或活動讓學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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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來去華語一百句》、《來去移民華語》/ 高雄來去華語協會 

採用

教材

原因 

 

1.華社區大學是跟高雄來去華語協會合作，所以在教材方面，初階班是用《來去華

語一百句》。進階班用的是《來去華語一百句》、《來去移民華語》。 

2.初階班就是用《來去華語一百句》。因為有新住民反映說沒有注音很難學習，所以

我在教的時候有重新編輯，加入注音，但是學員可以自行選擇使用要不要使用

有注音的版本。 

 

七 台北市/國小教科書+自編教材 

採用

教材

原因 

 

 

1.我們在小學的部分，補充教材是由台北市教育局統籌編的免費自編教材，裡面有

習題、短篇、閱讀，等於加深加廣的部分。 

2.出版社也提供光碟用圖片的方式進行美彩，包括語詞的解釋都有圖片，所以有時

候我們在美彩上只要顯示圖片學生馬上就會懂意思，像是部首、形音義的了解

全部都有圖解，整個比較有系統邏輯，老師在使用上也比較全面。 

3.我們跟小學生同步有一個最大特色就是教材比較有結構性，我教低年級教了 26

年，九年一貫課程上路的時候，因為我們有這樣的需求所以才做了這個補充教

材，一開始也都是家長付費，後來教育局覺得這是小學生必然使用的東西，才

乾脆用官方的經費幫家長處理這部分，至少已經有 15年了， 

4.提供這種免費的生字練習簿給老師教學使用，再給學生當作課後作業。以學生來

講，補充教材是最基本面的內容，所以不管程度高、中、低都是很需求性的，

老師也都會彈性使用。以低年級來說，因為是基礎教學，我們幾乎是讓大家都

是一樣的練習量，可是中年級的老師就會因應學員的程度交待練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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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場/教師採用各教材原因 

 

表 4-12 台東場/教師採用各教材原因 

一 國小國語課本/教育處 

採用教 

材原因 

1.國小課本是既有的教材，它有搭配習作和補充，它的好處是，其實新住民都很想教

自己的孩子功課，這樣可以跟他們的教材做一些連結，這樣新住民才知道自己的

孩子在學校上了什麼。 

2.我為什麼要用康軒或是南一，然後一直重複，因為如果上完這一冊馬上升上去，他

們會很容易忘記前面教的東西，畢竟他們也有工作，所以能接觸到學習的部分也

只有在上課的時候，所以我才會一直使用康軒或南一的教材。 

 

二 《實用視聽華語》/台師大 

採用教 

材原因 

1.我在新住民華語識字班中級班使用《實用視聽華語》。詞彙量跟課文都偏長比較適

合中級班因為暑假時間較長，學生也沒有時間複習。所以剛上課時，先把課程的

難度調降，讓他們重拾學習中文的信心。之後慢慢的對漢字的部首和筆畫有概念

之後，再使用《實用視聽華語》這本教材。 

 

三 《學華語向前走》/僑委會華語學習教材 

採用教 

材原因 

1.使用《學華語向前走》比較適合程度淺或是沒有時間複習的學生。 

2.我暑假換過教材，因為暑假有點長，他們也沒有時間複習。所以把課程的難易度調

降，讓他們重拾學習中文的信心。 

 

四 《我會說華語》/僑委會青少年華語學習教材 

採用教 

材原因 

1.初級班我用的是僑委會的說華語，因為裡面都是用會話的方式，和生活一些需要比

較密切。 

 

五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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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教 

材原因 

1.因為教材需要考慮實用性跟在地性，所以我以自編教材補充。 

2.中級班的部分，我幾乎是自編，而我自編的教材都是以親子教養、夫妻相處和勵志

的內容主題。 

3.自己本身習慣使用自編教材，但看到現有教材後，會在之後沿用這些蠻適用的教材

概念。不直接使用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學生程度落差很大，除了新住民姊妹外，

還有村子裡的阿公阿嬤，教材不完全適用於自己的班級。 

 

六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採用教 

材原因 

1.我一開始以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為主。因為我們知道教育部都要老師訪視，訪視其中

有個項目是希望以教育部版本教材為主。 

 

七 各縣市編輯之教材 

採用教 

材原因 

1.喜歡台北市及嘉義縣這兩套的主題選用及內容編排，但除了這兩套教材外，現行教

材大多都屬於在地化教材，不利於跨縣市使用。不過其教學主題都符合新住民需

求，可以此為綱要。 

 

八 數位媒體教材 

採用教 

材原因 

1.有時候我要解釋一些詞語，就需要播影片。 

2.有一些成語的部分，像指鹿為馬。雖然有時候你可以解釋給他聽，但是用影片給他

看的時候他就會更清楚 

3.那我用到的是，部首演進的動畫，再來就是用教育部的筆順網，它會邊寫字邊念筆

順名稱 

4.對我們來說是有幫助的。如果一直用文字做解釋，其實對新住民學員是無法完全理

解的。 

5.解釋比較抽象的內容時，就會搭配影片動畫來解釋內容，讓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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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華語教師的焦點訪談得知，教師使用的華語教材有：(一)、國小國語課本(康

軒、南一版)、(二)、自編教材、(三)、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及(四)、其它

以第二語言學習為導向的華語教材。教師多傾向於依學生程度選擇教材，有的則會從

現有教材中，再以其他教材、或自編適合學生程度的教材補充。 

 

新住民華語教師選擇華語教材的原因為何？以下試依類別整理歸納如下： 

1.國小國語課本 

在本研究焦點座談邀請十位新住民華語教師中，高達六成教師使用國小國語課本

為新住民華語教材，選用國小國語課本作為教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理由： 

(1).由縣市教育局處提供。 

(2).新住民學員可以跟孩子一起學習，也可以教小孩。 

(3).國小老師不用另外備課。 

(4).教材循序漸進，由簡到深，教材完整(計 12冊)。 

(5).從注音符號開始，適合新住民需求。 

(6).附習作，可配合課本使用。 

(7).許多老師會補充自編教材，加深加廣。 

(8).國小夜補校修讀三年，畢業前可以從一年級讀到三年級、計六冊國語課本。 

 

國小課本為既有的教材，內容搭配有習作和補充，教材編製完整。而且還可以跟

自己的孩子學習做連結，例如回家後，家長可以親自教導孩子注音符號或是簡單的課

業問題。在選用教材中，也有教師會在每一期的新住民華語班重複使用，因學生每期

都有新生，加上學員容易忘記之前所學的內容，所以教材重複使用也能幫助學生複習

並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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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自編教材 

60%的新住民華語老師會自編教材，多數自編教材是從既有教材中調整改編，或

是配合學員需求而改編教材。像是將成人識字教材和自編教材做搭配使用。也有在新

住民華語課程全部自編教材的老師，編輯教材會依據學員程度、實用性和在地性的需

求而設計。自編教材如果在難易度、內容實用性符合學生需求，則會符合學生在學習

上的需要，反應自然會比較好。 

 

3.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是教育部為我國失學民眾、及新住民而編寫，以培養具有

基本公民素養的終身學習者，委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團隊編寫的教材。 

教材計六冊，分六級，每冊有三單元。六冊識字量共計 1680字，符合教育部公

布之「我國失學民眾脫盲識字標準 1680字」，含生字 1432字，認讀字 148 字。基本

上《成人基本識字教材》不是完全專門為新住民設計的教材，因為在其課本的編輯要

旨中寫道「教育部為了協助本國失學民眾、新住民及其他國外朋友，有系統的學習華

語文的 聽、說、讀、寫、算等識字能力及跨文化適應……」雖然提及針對外國人設置

的教材，但有些教師表示不太好使用。因為新住民學員大多希望能從日常生活中學

習。覺得《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有些地方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本調查中，有三成的華語教師選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新住民華語教師提及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很艱深，內容雖然比較適合大人，但是對新住民來講在初期學

習有困難。不能很好的銜接從注音符號到識字過程，只能靠老師補充，讓他在進入識

字的階段，比較不會覺得很大壓力或有挫折感。 

 

4.對外華語教材 

參與本研究十名新住民華語教師中，有四成老師選擇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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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寫的華語教材為新住民華語識字教材，如：《我會說華語》、《學華語向前走》、

《來去華語一百句》、《來去移民華語》、《實用視聽華語》等。因此，新住民華語

教師會選擇對外華語教材教學，考量的要點如下： 

 

(1). 依照學生華語程度，調整教材的難易度。如：有老師說明自己選用教材是依班

別不同選擇，例如初級班選用《學華語向前走》，中級班則使用《實用視聽華語》。

在教材的難易度中選用適合學生程度的教材。 

(2). 選擇生活會話的教材，像有老師使用《我會說華語》系列之教材，讓學生從生

活會話中學習華語。 

(3). 有社區大學的新住民識字班選用高雄來去華語協會的《來去華語一百句》(初階

班)、及《來去移民華語》(進階班)。因為有新住民反映此教材沒有注音很難學

習，所以老師在教學的時候會重新編輯，加入注音，學員可以自行選擇使用有

注音或無注音的教材版本。 

 

5.數位媒體教材 

大部分新住民華語教師都以選用紙本華語教材為主，數位媒體教材為輔，進行新

住民識字教學。像是教師在解釋生詞時，會搭配圖片。碰到意義抽象的詞，會在網路

搜尋適當影片來進行教學。例如利用 Youtube解釋一個現象，或是使用 Google或雅虎

搜尋引擎查詢較具體的圖片來輔助等。 

 

漢字教學的部分有老師使用教育部設置的網路字典，利用該網站，演示漢字的筆

劃、部首等資訊。使用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時，新住民學員多表示對學習和記憶很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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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展示新住民華語教材/新住民華語教師意見 

 

表 4-13 焦點座談展示新住民華語教材/新住民華語教師意見 

一 《學習 EasyGo 在嘉好生活》/ 嘉義縣 

 

 

1.裡面有很多圖示及生活化內容就還蠻不錯的。 

2.融入生活化很好，但如果學員對一般基本的認識都不熟的時候也還是有難度。 

3.自己看過之後，很喜歡台北市及嘉義縣這兩套的主題選用及內容編排，但除了這

兩套教材外，現行教材大多都屬於在地化教材，不利於跨縣市使用。不過其教學

主題都符合新住民需求，可以此為綱要，再新編一些課程。 

4.自己也很喜歡台北市及嘉義縣這兩套教材，但可惜嘉義縣課本只有一冊，且課文

選用文體不一，建議採對話式課文會更好。 

 

二                 《當代中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我們在華語中心有用一套教材叫《當代中文》，每一課的最後面都會有一個文化交

流的文章，如果以這樣的文章去搭配一些討論的問題，就可以讓班上不同國籍

的人分享他們各國的文化。 

 

三 《我們都是一家人》/台北縣教育局 

 
1.裡面加入一些漫畫式的對話，可以讓他們很容易理解。 

 

四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1.剛剛粗略的看過展示的教材，我覺得有一些以主題性編製的教材很棒，例如台北

縣政府教育局編的《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因為教的東西都是他們生活上會用

到的，比如說懷孕、看病、法律知識等等。 

2.注音的部分，在這些教材裡面都沒有看到，(注音符號)大部分都是使用國小的教

材或是老師自己自編，我覺得可以把它納入教材的最前面，或是在每一課裡面慢

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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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裡面融入台灣文化還不錯，但是我覺得裡面的詞彙很艱深，一開始是講到優生保

健，然後講一些懷孕的狀況，這些詞彙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就蠻難講解的，像坐月

子其實很多國家是沒有坐月子的，曾經就有緬甸的學員詢問甚麼是坐月子、月子

餐，這就是文化的差別，如果老師上課要解釋坐月子這件事情是蠻難的，而且他

是設定在初級，我覺得以初級來說這詞彙很難，以他們如果學完注音符號要進入

識字的話，這些詞彙我覺得相對的太困難了。 

4.目前國小補校的學生群主要分為新住民及失學長者，現有教材並無法同時照顧到

兩邊的需求，但就新住民來說，我認為還需要多加入習寫及成語等教學內容。 

 

五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自己看過之後，很喜歡台北市及嘉義縣這兩套的主題選用及內容編排，但除了這

兩套教材外，現行教材大多都屬於在地化教材，不利於跨縣市使用。不過其教

學主題都符合新住民需求，可以此為綱要，再新編一些課程。 

 

六 其他 

 1.有些教材內容已經不適用於現代，建議可加入手機使用、網路購物、親子教

育……等主題。 

2.因為新住民平時要工作、平時還要照顧家庭，只能抽出瑣碎的時間練習，若開

發一項漢字練習手機 APP，應該比起作業簿或習作更適合新住民。 

3.理論上，學完三年級識字量會超過一千個字，對於一般的文字應該都看得懂，

但意思不見得懂，要不斷在課堂上把不同的語詞用的地方、地點、時機一直反

覆地讓他理解。 

 

 

在新住民華語教師焦點座談時，研究團隊展示了新住民華語教材各種版本，供新

住民教師參閱。新住民華語教師對幾種版本之內容及編排提出對教材之意見，試整理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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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 EasyGo在嘉好生活》 

對本教材，有幾位新住民教師同時表示還不錯。比如，內容有很多圖示及主題符

合新住民現實生活需求。但此教材只有一冊，內容及份量豐富性不足，且各課課文文

體不一，建議採用對話式課文，會更符合新住民需求。 

 

2.《當代中文》 

台灣師大所編之華語教材《當代中文》，其中每一課教材最後都有文化交流主題，

可以讓不同國籍新住民針對文化主題搭配課文內容進行交流討論。 

 

3.《我們都是一家人》 

紙本教材內容有漫畫方格的對話，以圖畫的方式幫助識讀，可以讓新住民比較容

易理解。 

 

4.《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新住民華語教師表示本教材以主題編制，比如懷孕、看病、法律知識等。符合新

住民需求。本教材所使用的詞彙，對新住民比較艱深。如初級教材中，所用的詞彙對

學員來講也相對困難。另外，在教材中於第一冊第一課開始如果可以加入注音符號的

內容，讓新住民學員練習拼音，可以幫助新住民學員教材識讀，還有，新住民對漢字

的習寫有練習的需求，所以教材的最後建議加入練習習寫與生字簿的內容。 

 

5.《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針對失學民眾，編輯《成人基本教育教材》這本書，供成教班、

國小補校和國中補校及新住民學習華語使用。國語篇共七冊，計 1680 個常用字，符合

教育部頒布之識字脫盲標準每冊含六大單元，每單元二至四課，單元後含習作語活

動，及讀讀看的設計。 

新住民華語教師表示本書內容主題十分符合新住民需求，可以以此為新住民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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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編制之參考，老師再依學員的需求補充課程內容即可。 

 

6.其他 

有些新住民華語教材內容已經有些過時，建議可加入手機使用、網路購物等主

題。因為新住民要工作、平時還要照顧家庭，只能抽出瑣碎的時間練習，若開發一項

漢字練習手機 APP讓新住民隨時可以利用手機複習及習寫漢字。 

 

在混年齡、混程度、混國別的新住民華語教學，如何挑選教材？ 

 

表 4-14 在混年齡、混程度、混國別的新住民華語教學，如何挑選教材？ 

一 混年齡、混程度、混國別的新住民華語教學，如何挑選教材？ 

 1.在台東的中級班還有一位澳洲爸爸，要顧及到當中有男性的需求，不能完全都

以女性為導向，所以我選擇使用《實用視聽華語》。 

2.因為我的學生是混文化、混性別、混國籍所以我會補充一點額外的東西。我曾

經使用新聞報導作為教學，那他們說看新聞看不懂，所以我選用台灣的報紙

和新聞作為上課的教材。 

3.我盡量用一個具體的然後搭配圖像或是影像解說，因為有些姊妹剛來的，聽不

懂所以在說這方面比較困難，所以都請聽得懂的學生幫忙解釋，但比重不能

太多。所以我都是詞彙越具體越好，我都挑容易以圖像表示的詞彙。 

4.我以大部分的姊妹需求考量，所以我還是以基礎識字的課程優先。對於程度較

強的學生，我會給他們比較難的事情。例如，其他學生在學習簡易的字時，

我會請程度好的學生造句造詞或是問這個字或詞可以怎麼用，請他唸一個句

子，或是一個語詞讓我做檢定。那我會利用學生練習寫字時，給予高程度的

學生這樣子的任務。 

5.我的教材選擇就是說，要引起學生興趣的課。有些課文我就不會用，像是完全

沒符合生活經驗的我就不會用。我的學員多半是固定來上課的，那有時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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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新學生。會造成學生程度不均，所以我會建議，先進來聽聽看，如果聽得

懂且願意繼續，就留下來；如果不行就考慮一下台東外配協會的初級班。 

6.外配協會識字班有分級，所以教材的選擇，我覺得是還好。比較麻煩的是中途

進來的學員，在銜接上會比較辛苦，老師會特別費心照顧新進的學員。 

7.因為他們的語言文化差異真的落差很大，程度上有差、語言也不太一樣，所以

教材要選到大家都能接受很困難，目前也只能先就目前小學採用的教材進行

教學，再針對各個不同的需求去做協助，目前只能做到這樣。 

8.新住民過來當然是學台灣文化比較多，那我們可以加入適時的教材去做衍伸教

學……額外的補充，有時候可能會印一些資料給他們看，或是用投影片，或

是用 GOOGLE 搜尋網路資料補充教學。 

9.我們在華語中心有用一套教材叫《當代中文》，他在每一課的最後面都會有一

個文化交流的文章，我覺得如果以這樣的文章去搭配一些討論的問題，就可

以讓班上不同國籍的人分享他們各國的文化。 

10.越南跟台灣一樣，語言都有聲調，所以他們的發音就跟中文有點相近。那泰

國的聲調有八個，所以他們容易自己帶入。那之前教澳洲的爸爸，因為英文

沒有聲調，所以在教材上都要額外幫他們標聲調。因為混國籍的關係，我不

求大家唸得要標準，但是至少聲調要唸正確，我目前的要求是這樣。 

11.教師如果沒有在備課的時候注意學生國籍的文化，容易造成誤會。 

12.有些詞他們沒辦法發出來，例如越南學生蝦子、沙子都分不清楚。 

13.我覺得聲調和捲舌音可以和書面語搭配文字會比較清楚，所以在教材選擇或

是編制方面，如果把他們的母語也編進去作為輔助，會有幫助。 

 

對混年齡、混程度、混國別的新住民華語教學之教材，新住民華語教師表示可以

注意以下幾點： 

1.注意性別觀點，避免有性別偏見之華語教材。 

2.教材搭配具體圖像，可以幫助新住民更容易識讀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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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容要符合學員的生活經驗，才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 

4.教材內容應放入文化主題，一方面讓新住民學員認識台灣文化，老師可以藉由教學讓

新住民學員做文化主題的討論交流。 

5.華文識有聲調的語言，在教材上如果有音標符號，可幫助學員拼讀華語音及發出正確

聲調。 

6.對於華語音中的特殊音素，可特別標示。讓不同國別的新住民學員可特別注意及加強

練習。 

7.可以考慮以新住民母語編制國別化教材，將對新住民學習華語有更大的幫助。 

 

小結 

以上本節針對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與需求，研究團隊辦理台北、台東兩地焦點座

談，對新住民華語教師訪談結果進行歸納分析。 

 

首先，針對新住民華語教師對華語教材之使用分以下幾點進行說明： 

1.台北、台東各 5位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教材統計： 

(1). 有六成(60%)的新住民華語教師使用最多的教材是國小國語課本 

(2). 有六成(60%)的新住民華語教師教新住民華語時會自編教材。 

(3). 使用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的老師約占三成(30%)。 

(4). 其他教師選用以第二語言編寫的新住民華語教材如：《來去移民華語》、《來去華

語 100句》、《實用視聽華語》、《學華語開步走》、《我會說華語》等，各占 10%(10

人中有一人選用)。 

 

2.依以下類別整理歸納，分析新住民華語教師選用華語教材原因： 

(1). 國小國語課本 

(2). 教師自編教材 

(3). 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4). 對外華語教材，如：《我會說華語》、《學華語向前走》、《來去華語一百句》、《來

去移民華語》、《實用視聽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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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焦點座談展示新住民華語教材，並歸納新住民華語教師意見 

新住民華語教師分別對以下五本教材提出不同看法： 

(1). 《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 

(2). 《當代中文》 

(3). 《我們都是一家人》 

(4). 《新住民基本學習教材》 

(5).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除了對以上五本教材表達意見外，並對華語教學教材之編寫提供意見。 

 

4.對混年齡、混程度、混國別之華語教學之意見調查中，新住民華語教師對教材之編

寫除了提供國別化教材之意見外，大多是從教學層面來考量。對混程度、混國別之

新住民華語教學之教材，提出注意性別觀點、搭配具體圖像、要符合新住民的生經

驗、應放入文化主題、需要音標符號及放入新住民母語翻譯教材等之對教材等之教

材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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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住民學員華語教材使用概況及需求分析 

本節針對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使用現況與需求，進行焦點座談，將新住民對華

語教材使用現況及需求進行歸納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進行了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焦點訪談

分華語教師場及新住民學員場進行，並分別於台北、台東兩地舉行座談。地點及參與

人如下：一、新住民華語教師焦點訪談(台北場、台東場各五名教師)、二、新住民學

員焦點訪談(台北場14名、台東場 9名新住民學員)。本節試歸納分析新住民華語教師

教材使用之焦點訪談結果如下： 

 

壹、焦點訪談：新住民學員 

一、新住民學員曾使用華語教材統計 

表 4-15 新住民學員曾使用華語教材統計 

教材 

 

學員 

國小國 

語課本 

國中國 

語課本 

高中國 

語課本 

學華語 

向前走 

國語日 

報教材 

Radical  

Chinese 

多媒體 

教材 

教師自 

編教材 

潘○霞 ● ●       

梁○群 ●  ●      

何○玲 ●        

潘○艷 ●        

呂○昭 ●    ●    

蔡○婷         

阮○霞 ●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四章 研究結果整理分析



 

142 

杜氏 

○秋 
     ● ●  

阮○玲 ●        

Dimas○ 

june 
●        

楊○慢 ●        

潘○和 ●        

胡○鳳 ●       ● 

陳○達 ●       ● 

羅○丹 ● ●      ● 

蘇○妮 ●   ●     

黎○竹 ● ● ●     ● 

陳○釵 ● ●     ● ● 

陳○翠 ● ●      ● 

豐○敏 ● ● ●      

何氏 

○慧 
● ● ●     ● 

人數 19 6 3 1 1 1 2 7 

比例 87% 26% 13% 4% 4% 4% 9% 30% 

 

本研究邀請台東及台北 20位新住民學員進行華語教材使用之焦點訪談，新住民

學員曾經使用過的教材有以下不同版本： 

1. 國小國語課本 

新住民學員中，高達 19位(87%)曾使用國小國語課本學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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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中國語課本 

有 6 位(26%)學員曾經使用國中國文教材學習華語。此六位皆是曾就讀國中補校的新

住民學員。 

3.高中國語課本 

有 3位(13%)皆是畢業於高職補校的新住民學員。 

4.《學華語向前走》 

新住民學員中，使用《學華語向前走》有 1 位(4%)。 

5.國語日報教材 

新住民學員中，使用國語日報教材有 1位(4%)。 

6. Radical Chinese 

新住民學員中，使用 Radical Chinese共有 1位 4%)。 

7.多媒體教材 

新住民學員中，使用多媒體教材共有 2位(9%)。 

8.教師自編教材 

新住民學員中，使用教師自編教材有 7位(30%)。 

 

二、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各種版本之看法 

 

表 4-16 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各種版本之看法 

一 國小國語課本/各縣市教育局 

學員 

之看 

法 

1.國小的教材是編給小朋友的，內容好像跟我們的需求搭不上。 

2.我覺得在國小上課最大的問題是時間的關係，因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然後我覺

得小學課本好多冊，內容又不一定符合我們的需要。要學完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不適合，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3.國小的國語課本好處有兩個，第一個就是我們寫中文就是筆畫順序可以學得很紮

實，第二個就是可以練習，造詞造句。 

4.我覺得康軒版本裡面有講到台灣節慶文化的就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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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覺得我很喜歡康軒的教材，字很大也會教我們筆畫，還有造句的也很喜歡。我

也希望教材裡面可以多增加一些日常生活常用的單字，學好了可以馬上回家

用。 

6.我覺得不需要改什麼，現在這樣就很好了。最重要還是要會寫字認字。 

7.我覺得這個內容可以讓我們比較快認識字、怎麼寫。 

8.在仁○國小學習，學習內容有注音符號和一些台語，一樣是用國小的課本為教

材，對我們很有幫助。 

9.我以前學中文的時候用的教材有康軒也有南一，教材的內容也沒有覺得很難，還

算可以引起我興趣。 

10.我一開始到國語日報上課，那時候老師都是從注音符號開始教，才讓我比較清

楚那個發音跟語調，所以我認為那個是適合我程度而且符合我興趣的。 

11.我有用過康軒的課本，但是因為他上面沒有注音所以看不懂。 

12.去年開始已經讀一年了，也是用康軒的版本，覺得內容有一點困難。 

13.用過康軒的教材，上了一個月，不過我覺得以版本內容來說，對我這個剛學中

文人來說是蠻適合的。 

14.我覺得這套教材還可以，因為我們剛開始學習如果太複雜會學不來。 

15.我有用過康軒的教材，我覺得這個教材對我們來說是很適合的，不會很難內容

也不會太多。 

16.我有用過這套康軒的教材，內容還算有興趣，不會太難也不會太簡單，有些看

得懂有些看不懂。 

17.我也用過康軒的教材，雖然我在大學也學中文，但是我們都用拼音不是注音，

第一次我覺得很難。 

18.我來這邊讀國小的時候是用康軒當時我想學的是可以看得懂孩子的功課，可以

知道他們一些學校東西。 

19.我們國小用康軒的教材，她那個手部就會用不同的顏色標示出來，讓我們認部

首比較清楚，印象也會比較深刻，還有那個筆畫有寫順序讓我們照著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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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南一的教材，我覺得這個內容可以讓我們比較快認識字、怎麼寫。 

21.國小教材缺乏實用性的生活對話。 

 

二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教育部 

學員 

之看 

法 

1.有的是符合我們新住民剛來還不識字的狀況下所要學的，那裏面最好的就是剛才

有姊妹提到的交通部分，就是考駕照的一些基本的常識，還有要怎麼去應徵工

作的內容，我覺得這些都比較實用。 

2.我覺得這個裡面有介紹交通還不錯。 

 

三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教育部 

學員 

之看 

法 

1.我覺得這個課本一開始應該要針對我們認識一下發音，特別是注音符號，就好像

小朋友一樣，當我們學習發音標準之後再開始學單字，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2.這個課本是第一冊，裡面的內容每一張也都有翻譯的泰文去做指示，但是如果我

們要自己念會完全看不懂，看得懂泰文但是學不到東西，要靠老師教才能知

道，字太多又沒有圖案，而且內容應該比較適合第二三年級的人去讀。 

3.它的內容是用中英雙語去呈現，希望也可以有菲律賓文在裡面，因為我也想教小

孩。 

4.應該要用漢語拼音教中文，像我們是看得懂，比較方便。 

5.應該要加上一些問題讓學生有機會練習，看完可以一起發表討論，我覺得每一個

科目也應該要有單字的意思跟怎麼使用。 

6.我覺得它裡面內容不夠太正式不夠口語，在日常上比較難使用，而且圖片不夠比

較無聊。 

7.覺得裡面有生詞，但是裡面應該要有作業讓他們練習，還要有問題讓他們討論怎

麼運用 

8.因為我們內容都看得懂，但是我們發音發不好，就會希望上面有羅馬拼音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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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得懂。 

9.我覺得裡面的圖片太少，因為內容雖然很好，但是有圖片更容易懂，然後也希望

可以增加更多的練習題 

10.教育部編輯的，幫我們翻譯成我們的母語。這個可以讓我們自己學習。 

11.一翻開上面都是注音符號，但注音符號我不懂。 

 

四 《來去移民華語》/高雄來去華語協會 

學員 

之看 

法 

1.這本對新移民來講的話就真的很難，因為裡面幾乎只有少部分有注音，對新住民

來說閱讀很難，好的地方是有提供語法練習。 

 

五 《學習 EasyGo 在嘉好生活》/嘉義縣 

學員 

之看 

法 

1.我喜歡這本的內容，有注音跟圖片好懂。 

 

六 《學華語向前走》/僑委會 

學員 

之看 

法 

1.老師用華語向前走這個教材，還蠻適合。因為有很多這邊的社會、文化的內容。 

 

七 Radical Chinese 

學員 

之看 

法 

1.因為我們是剛來新住民，有很多單字我們都還不知道，但是老師以為我們知道了

就教得很快。 

 

新住民學員於焦點座談中，對華語教材各種不同版本之看法，試歸納分析如下： 

1.國小國語課本 

新住民學員表示贊成使用國小國語課本為新住民華語教材的意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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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覺得這個教材不會太難也不會太複雜 

(2).教材內容從注音符號開始，對新住民很有幫助，可以比較清楚發音跟聲調。 

(3).按部就班，在中文的筆畫、筆順可以學得很紮實。 

(4).教材提供造詞造句，可以讓我們多多練習。 

(5).可以讓我們有系統地認識漢字、怎麼寫。 

(6).內容不會很難，還算可以引起我的興趣。 

(7).內容有提到台灣節慶文化，我覺得還不錯。 

(8).讓我可以看得懂孩子的功課，可以教小孩。 

 

對於國小國語課本當作新住民華語教材，新住民學員的建議如下： 

(1).國小國語課本的內容是給小朋友，對於成人新住民學員內容需求搭不上關

係。 

(2).新住民學員學習時間有限，國小國語課本有 12 冊。無法有系統的學習完

畢，所以覺得不適合。 

(3).比較缺乏新住民學員需要的語法跟句型分析，幫助新住民學員可以正確完整

地表達語句。 

(4).缺乏實用性的生活對話。 

 

2.《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及《外籍配偶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 

新住民學員表示此教材內容看法如下： 

(1).專為新住民學員編寫內容主題，符合新住民需要，比較實用。 

(2).有中越、中印、中泰、中菲、中柬等雙語教材，新住民學員覺得十分好適

用。 

(3).可以增加漢語拼音，讓我們學習漢語拼音的可以看得懂。 

(4).教材內容應該加一些練習及問題，提供新住民學員練習及討論 

(5).內容不夠口語，新住民學員很難使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對話。 

(6).圖片不夠，應該加一些圖片輔助課文內容或教材裡的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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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來去移民華語》 

對於此本教材，新住民學員表示，因為沒有注音，新住民學員閱讀起來有困

難。此書的優點是，內容有提供語法和句型的練習。 

 

4.《學習 Easy Go在嘉好生活》 

新住民學員表示喜歡《學習 Easy Go在嘉好生活》，因為裡面都有注音及圖

片容易理解。新住民華語教師焦點座談也有兩位教師表示相同看法。 

 

5.《學華語向前走》 

以新住民學員表示，這本教材還蠻適用。因為有很多台灣社會及文化的內

容。 

 

6.Radical Chinese 

新住民學員表示，此本教材的內容應按部就班教學，不然學員容易跟不上。 

 

三、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主題之需求 

 

表 4-17 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主題之需求 

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主題之需求 

1.希望可以有比較生活化、記字的東西，另外像是法律、親子溝通部分也都是我覺得希

望可以再增加的東西。 

2.應該要有親子教育、認識台灣的文化，還有如何跟先生及先生的家人快樂的相處、如

何當一個好媽媽、如何維持一個好家庭等，因為新住民嫁來台灣甚麼都要靠自己學

習，要有敏感度去知道甚麼東西婆婆喜不喜歡。 

3.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健康食品的部分，我們自己知道哪些東西是健康的，可是我們來到

這邊講不出來，所以也想要可以知道食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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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覺得法律也很重要，因為我們新住民對於台灣文化也都不了解。 

5.因為我們是嫁來台灣，上課都是學注音，但是我們在這邊生活需要會聽一點台語，希

望老師在學校可以補充一下，因為有時候我們跟老人家講話的時候他們只會講台

語，但是我們完全聽不懂。 

6.我也是希望可以多學一點台語，因為家裡面有公婆所以如果不會講台語就會聽不懂。

我希望可以多學一點教育方面的內容，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想要學，可是小孩出生以

後就會想要多少學點中文，以後可以幫小孩子看功課，以後也想要自我發展。還有

我也希望可以加一點英文進去。 

7.我覺得我們剛開始是學注音符號開始跟小孩子一樣，可是我們是成人，我們要融入台

灣入境隨俗，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專屬於新移民的課程，教育我們一些生活上的基

礎。 

8.對我來說這些社會文化的理解是蠻困難的。因為我們經常都在分享嗜好、喜歡的地

方、喜歡的食物，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學到更多的單字可以用來跟台灣人溝通如果我

們不知道，我們往往就只能保持沉默，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用台灣的語言去表達。 

9.我也想要多學跟一些法律、生活、教育相關的內容。 

10.我覺得康軒版本裡面有講到台灣節慶文化的就還不錯。 

11.我想要學一些比較實用的，像是怎麼上網跟電腦資訊方面的。 

12.我們也想了解一下台灣的節日希望老師可以在上課的時候跟我們講一下，幾月幾號是

甚麼節日有甚麼禁忌，讓我們更了解。 

13.我覺得這個裡面有介紹交通還不錯 

14.我覺買東西跟去醫院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可以增加更多關於這方面的內容。 

 

根據新住民焦點訪談中，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主題之需求，試歸納整理如下： 

(1).法律 

(2).親子溝通 

(3).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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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社會與文化 

(5).台灣節慶文化 

(6).兩性相處 

(7).親職教養 

(8).婚姻與家庭 

(9).食品與健康 

(10).台語 

(11).電腦資訊與網路 

(12).台灣民俗節日與禁忌 

(13).台灣交通 

(14).台灣就醫與醫療 

 

四、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 

 

表 4-18 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 

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 

1.我一開始到國語日報上課，那時候老師都是從注音符號開始教，才讓我比較清楚那個發音

跟語調。 

2.老師都很用心用有圖片的教材讓我們看。 

3.我很喜歡那個注音的部分，位置跟圖案很大很漂亮，而且還有讓我們練習寫字的地方、認

識字的來源。 

4.針對康軒這個教材我的建議是，是否可以附一張 CD 給他們回去聽，那因為越南那邊不是

寫用注音符號，是否可以在教材上面也寫上漢語拼音。 

5.我覺得我很喜歡康軒的教材，因為我在國語日報學三個月都是學注音的，然後我一來看到

第一個課本也是學注音的，我覺得很適合我，字很大也會教我們筆畫，還有造句的也很

喜歡。 

6.我也希望教材裡面可以多增加一些日常生活常用的單字，學好了可以馬上回家用的，像是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151 

蘋果、菜類的。 

7.之前我來台灣讀一年級的中文，我也用我們自己的拼音，這樣讀書比較快，我們模仿一下

拼音註記下來學比較快，不然很容易忘記老師講的東西。 

8.我們老師寫的每一個中文字都會跟我們講要記得字的意義跟它為什麼長這個樣子，比如說

有些字我們還沒學過就不懂，但是我們看到部首或是什麼形狀的時候就會知道這個字是

針對什麼樣的意思去使用比如說人字旁或三點水，我覺得這樣認字還蠻快的，我現在也

是用這種方式去教小朋友認字。 

9.老師會教我們怎麼寫字，然後叫我們回家練習，但是上課的時候老師就會讓我們多多練習

講話、造句。 

10.筆畫我以前還沒有學的時候，我筆劃都是沒有順序的，現在有學了，就知道筆畫的順序

要怎麼寫。 

11.康軒的教材，她那個手部就會用不同的顏色標示出來，讓我們認部首比較清楚，印象也

會比較深刻，還有那個筆畫有寫順序讓我們照著寫。 

12.課本一開始應該要針對我們認識一下發音，特別是注音符號，讓我們學習發音標準之後

再開始學單字 

13.《來去移民華語》，這本對新移民來講的話就真的很難，因為裡面幾乎只有少部分有注

音，對新住民來說閱讀很難，好的地方是有提供語法練習。 

14.《外籍配偶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菲律賓)》，它的內容是用中英雙語去呈現，希望也可

以有菲律賓文在裡面，因為我也想教小孩。 

15.應該要用拼音教中文，像我們是看得懂，比較方便。 

16.我看的是《學習 EasyGo 在嘉好生活》，我喜歡這本的內容，有注音跟圖片好懂。 

17.應該要加上一些問題讓學生有機會練習，看完可以一起發表討論。 

18.我覺得內容不夠太正式不夠口語，在日常上比較難使用，而且圖片不夠比較無聊。 

19.應該要有作業讓他們練習，還要有問題讓他們討論怎麼運用，另外就是課文除了閱讀還

有很多特別的語法，應該要讓我們多多練習不同的語法跟句型。 

20.希望上面有羅馬拼音可以讓我們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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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覺得裡面的圖片太少，因為內容雖然很好，但是有圖片更容易懂，然後也希望可以增

加更多的練習題。 

 

根據新住民焦點訪談中，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試歸納整理如下： 

(1).一開始列入注音符號 

(2).希望兼用漢語拼音，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3).教材主題及生字之選擇以實用性程度為優先列入考量。 

(4).介紹生字的筆劃與筆順。 

(5).帶入部件及部首的教學，讓學習者更能夠掌握漢字的構造及意義。 

(6).課文要口語化，在日常生活上應用上比較實用，有會話式的內容比較符合實用。 

(7).應該每課要有語法跟句型的介紹。 

(8).最好有雙語對照的國別化教材。 

(9).有圖片幫助課文內容的識讀。 

(10).美工編排及顏色能賞心悅目。 

(11).能夠有練習及習作。 

(12).能夠有討論的問題，練習口語。 

(13).能夠讓學習者了解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內容。 

 

注音符號 

在華語學習教材的使用方向，許多新住民學員談到注音符號之使用： 

(1).在台灣，學習注音符號很重要，不管哪一種教材，要先從學習注音符號開始。 

(2).再來是識字能力，能依學生程度，一步步讓新住民學會讀國字及寫國字。 

(3).學生認為這些能力都有了之後，無論是在家裡或是外出辦事，都能獨立完成。對新住

民的在地生活適應才會有幫助。 

(4).關於教材內容主題方面，可以依照學生需求做調整。例如：可以針對剛來台灣的新住

民，設計生活適應的課程，像是交通、買東西、看醫生等。對於已來台一年以上的新住

民，內容則可以再有深度，像是夫妻關係、親子教育、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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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場/新住民學員 

學習項目 學員心得 

注音符號 學習注音符號，對中文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只要繪本或是文章裡的

漢字有注音符號，都可以自己讀。 

老師用國小的課本，教我們注音符號。所以覺得學華語不會這麼困難 

我覺得剛開始學中文有注音符號很好，因為在台灣要用中文就要注音

符號。 

學習內容有注音符號和一些台語，一樣是用國小的課本為教材，對我

們很有幫助。 

我的基礎是從注音符號開始。就跟小孩子一起學習，這樣學得比較

快，然後看國字就知道你要學什麼。 

注音符號對於初學的中文學習者非常重要。 

 

 

 

貳、小結 

以上本節針對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現況與需求，研究團隊辦理台北、台東兩地新住民

焦點座談，並對訪談結果進行歸納分析。 

 

其次，針對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之使用，分以下幾點進行說明： 

1.台東、台北場共 23 位新住民學員，於焦點訪談中，對曾使用之新住民華語教材意見

歸納如下： 

(1). 國小國語課本：高達 20位(87%)曾使用國小國語課本學習華語。 

(2). 國中國語課本：有 26%學員曾經使用國中國文教材學習華語。 

(3). 高中國語課本：有 13%學員於高職補校以高中國語課本學習華語。 

(4). 《學華語向前走》：有 4%的學員使用此教材。 

(5). 國語日報教材：有 4%的學員使用此教材。 

(6). Radical Chinese：有 9%的學員使用此教材。 

(7). 多媒體教材：有 9%的學員曾使用多媒體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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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師自編教材：有 30%的學員使用教師自編教材。 

 

2.分析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各版本之看法 

新住民學員針對以各版本之華語教材之適用性提出看法，包括： 

(1). 國小國語課本 

(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 

(3). 《來去移民華語》 

(4). 《學習 Easy Go 在嘉好生活》 

(5). 《學華語向前走》 

(6). 《Radical Chinese》 

 

3.歸納分析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主題之需求，如下： 

(1). 法律 

(2). 親子溝通 

(3). 親子教育 

(4). 台灣社會與文化 

(5). 台灣節慶文化 

(6). 兩性相處 

(7). 親職教養 

(8). 婚姻與家庭 

(9). 食品與健康 

(10). 台語 

(11). 電腦資訊與網路 

(12). 台灣民俗節日與禁忌 

(13). 台灣交通 

(14). 台灣就醫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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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歸納新住民學員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 

新住民學員表示對華語教材內容之需求如下： 

(1). 一開始列入注音符號 

(2). 希望兼用漢語拼音，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3). 教材主題及生字之選擇以實用性程度為優先列入考量。 

(4). 介紹生字的筆劃與筆順。 

(5). 帶入部件及部首的教學，讓學習者更能夠掌握漢字的構造及意義。 

(6). 課文要口語化，在日常生活上應用上比較實用，有會話式的內容比較符合實

用。 

(7). 應該每課要有與法跟句型的介紹。 

(8). 最好有雙語對照的國別化教材。 

(9). 有圖片幫助課文內容的識讀。 

(10). 美工編排及顏色能賞心悅目。 

(11). 能夠有練習及習作。 

(12). 能夠有討論的問題，練習口語。 

(13). 能夠讓學習者了解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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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國籍新住民對於華語教學教材  

需求的差異與原因之分析  

 

表 4-19不同國籍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 

  

教材主題上，您希望可以增加那些內容(可複選) 

總計 醫療 

保健 

金融 

理財 

電腦 

科技 

教育 

制度 

法律 

常識 

政府 

制度 

家庭 

文化 

台灣 

史地 

觀光 

休閒 

婚喪 

喜慶 

文學 

藝術 

職場 

就業 

消費 

活動 

人際 

關係 
其他 

原 

國 

籍 

越

南 

計數 58 32 52 56 53 26 70 45 38 18 25 59 26 61 1 620 

占總計

% 
9.4% 5.2% 8.4% 9.0% 8.5% 4.2% 11.3% 7.3% 6.1% 2.9% 4.0% 9.5% 4.2% 9.8% 0.2% 100.0% 

印

尼 

計數 20 9 15 17 18 7 18 13 16 7 7 17 2 13 0 179 

占總計

% 
11.2% 5.0% 8.4% 9.5% 10.1% 3.9% 10.1% 7.3% 8.9% 3.9% 3.9% 9.5% 1.1% 7.3% 0.0% 100.0% 

菲

律

賓 

計數 11 7 9 7 7 5 6 6 6 2 4 9 4 8 3 94 

占總計

% 
11.7% 7.4% 9.6% 7.4% 7.4% 5.3% 6.4% 6.4% 6.4% 2.1% 4.3% 9.6% 4.3% 8.5% 3.2% 100.0% 

泰

國 

計數 8 4 4 10 12 7 10 5 6 6 3 10 4 7 1 97 

占總計

% 
8.2% 4.1% 4.1% 10.3% 12.4% 7.2% 10.3% 5.2% 6.2% 6.2% 3.1% 10.3% 4.1% 7.2% 1.0% 100.0% 

柬 

計數 8 3 6 5 4 2 4 1 1 2 2 8 0 1 0 47 

占總計

% 
17.0% 6.4% 12.8% 10.6% 8.5% 4.3% 8.5% 2.1% 2.1% 4.3% 4.3% 17.0% 0.0% 2.1% 0.0% 100.0% 

緬

甸 

計數 7 10 12 4 5 2 8 1 8 6 6 5 6 11 0 91 

占總計

% 
7.7% 11.0% 13.2% 4.4% 5.5% 2.2% 8.8% 1.1% 8.8% 6.6% 6.6% 5.5% 6.6% 12.1% 0.0% 100.0% 

總計 

計數 112 65 98 99 99 49 118 71 75 41 47 108 42 101 5 1130 

占總計

% 
9.9% 5.8% 8.7% 8.8% 8.8% 4.3% 10.4% 6.3% 6.6% 3.6% 4.2% 9.6% 3.7% 8.9% 0.4% 100.0% 

 

 

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與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整體而言前三項以家庭文化占樣本

數有 10.4%，其次醫療保健占樣本數有 9.9%，第三職場就業占樣本數有 9.6%，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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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為文學藝術占樣本數有 4.2%、消費活動占樣本數有 3.7%，婚喪喜慶占樣本數

有 3.6%。 

 

以下是不同國籍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前三項以家庭文化占樣本數有 11.3%，其次人際關係占樣本

數有 9.8%，第三醫療保健占樣本數有 9.4%，後三項為政府制度、消費活動占

樣本數有 4.2%、文學藝術占樣本數有 4.0%，婚喪喜慶占樣本數有 2.9%。 

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前三項以醫療保健占樣本數有 11.2%，其次法律常識、家庭

文化占樣本數有 10.1%，第三教育制度、職場就業占樣本數有 9.5%，後三項

為金融理財占樣本數有 5.0%、政府制度、婚喪喜慶占樣本數有 3.9%、消費活

動占樣本數有 1.1%。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前三項以醫療保健占樣本數有 11.7%，其次職場就業、電

腦科技占樣本數有 9.6%，第三占人際關係樣本數有 8.5%，後三項為政府制度

占樣本數有 5.3%、文學藝術、消費活動占樣本數有 4.3%、婚喪喜慶占樣本數

有 2.1%。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前三項以法律常識占樣本數有 12.4%，其次職場就業、教育

制度與家庭文化占樣本數有 10.3%，第三醫療保健占樣本數有 8.2%，後三項

為台灣史地占樣本數有 5.2%，金融理財、電腦科技、消費活動占樣本數有

4.1%、文學藝術占樣本數有 3.1%。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前三項以醫療保健與職場就業占樣本數有 17%，其次電

腦科技占樣本數有 12.8%，第三教育制度占樣本數有 10.6%，後三項為婚喪喜

慶、政府制度占樣本數有 4.3%、台灣史地、觀光休閒、人際關係占樣本數有

2.1%。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前三項以電腦科技占樣本數有 13.2%，其次人際關係占樣本

數有 12.1%，第三金融理財占樣本數有 11.0%，後三項為教育制度占樣本數有

4.4%、政府制度占樣本數有 2.2%、台灣史地占樣本數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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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籍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1.家庭文化、人際關係：越南受訪者中以家庭文化、人際關係的項目最為重要，為受中

華儒家文化影響。 

2.醫療保健、法律常識：印尼受訪者中以醫療保健、法律常識的項目最為重要，顯示印

尼是重視實用主義的民族。 

3.醫療保健、職場就業、電腦科技：菲律賓受訪者以醫療保健、職場就業、電腦科技，

顯示菲籍人士重視實際及工作。 

4.法律常識、教育制度：泰國受訪者中認為法律常識是很重要，此現象為泰國較重視規

範，故重視法律常識與教育制度。 

5.職場就業、電腦科技：柬埔寨受訪者中重視職場就業、電腦科技，表示工作及就業需

求是重要的。 

6.電腦科技：緬甸受訪者重視電腦科技，表示學習技能很重要。 

 

表 4-20 不同國籍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閱讀華語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總計 閱讀時生

詞看不懂 

同個字有

很多意思 

字懂了意

思不懂 

學了很 

容易忘記 

只想 

學聽說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73 49 57 86 1 4 270 

占總計% 27.0% 18.1% 21.1% 31.9% 0.4% 1.5% 100.0% 

印尼 
計數 16 2 10 22 0 1 51 

占總計% 31.4% 3.9% 19.6% 43.1% 0.0% 2.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2 6 8 11 0 2 39 

占總計% 30.8% 15.4% 20.5% 28.2% 0.0% 5.1% 100.0% 

泰國 
計數 10 7 9 10 1 3 40 

占總計% 25.0% 17.5% 22.5% 25.0% 2.5% 7.5% 100.0% 

柬埔寨 
計數 3 8 5 5 0 0 21 

占總計% 14.3% 38.1% 23.8% 23.8%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6 2 4 13 0 3 28 

占總計% 21.4% 7.1% 14.3% 46.4% 0.0% 10.7% 100.0% 

總計 
計數 120 74 93 147 2 13 449 

占總計% 26.7% 16.5% 20.7% 32.7% 0.4% 2.9% 100.0%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159 

 

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整體而言以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2.7%，其次

為閱讀時生詞看不懂占樣本數有 26.7%。 

 

以下是不同國籍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分析：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占樣本數有 32.4%，其次為生活中很少用

到占樣本數有 26%。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9.3%，其次為生活中很少用

到占樣本數有 26.2%。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占樣本數有 41.7%，其次為學了很容易

忘記占樣本數有 27.8%。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生活中很少用到占樣本數有 33.3%，其次為漢字書寫困

難、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26.7%。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0.0%，其

次為漢字書寫困難、生活中很少用到占樣本數有 22.2%。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7%，其次為閱讀時生詞看不

懂占樣本數有 21.4%。 

 

不同國籍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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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書寫漢字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漢字書寫

困難 

學了容易

忘記 

不知筆順

規則 

生活中很

少用到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71 65 24 57 2 219 

占總計% 32.4% 29.7% 11.0% 26.0% 0.9% 100.0% 

印尼 
計數 12 24 6 16 3 61 

占總計% 19.7% 39.3% 9.8% 26.2% 4.9% 100.0% 

菲律賓 
計數 15 10 4 7 0 36 

占總計% 41.7% 27.8% 11.1% 19.4% 0.0% 100.0% 

泰國 
計數 8 8 3 10 1 30 

占總計% 26.7% 26.7% 10.0% 33.3% 3.3% 100.0% 

柬埔寨 
計數 6 6 4 4 0 20 

占總計% 30.0% 30.0% 20.0% 2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6 10 1 6 4 27 

占總計% 22.2% 37.0% 3.7% 22.2% 14.8% 100.0% 

總計 

計數 118 123 42 100 10 393 

占總計

的% 
30.0% 31.3% 10.7% 25.4% 2.5% 100.0% 

 

 

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整體而言以以漢字書寫困難占樣本數有 30.0%，其

次為生活中很少用到占樣本數有 25.4%。 

 

以下是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分析：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占樣本數有 32.4%，其次為學了容易忘記

到占樣本數有 29.7%。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9.3%，其次為生活中很少用

到占樣本數有 26.2%。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占樣本數有 41.7%，其次為學了很容易

忘記占樣本數有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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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生活中很少用到占樣本數有 33.3%，其次為漢字書寫困

難、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26.7%。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以漢字書寫困難、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0.0%，其

次為漢字書寫困難、生活中很少用到占樣本數有 22.2%。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學了容易忘記占樣本數有 37%，其次為閱讀時生詞看不

懂占樣本數有 21.4%。 

 

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整個研究發現，各國新住民認為漢字書寫很難，覺得漢字結構複雜、學了很容易忘記，

建議此部份可以用多媒體或影片教材來輔助學習，可加強漢字記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四章 研究結果整理分析



 

162 

 

第五節   新住民華語數位教材分析  

 

壹、問卷分析  

 

表 4-22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 

對您學華語哪一部份能力增強(可複選) 總計 

聽 說 讀 寫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60 15 75 60 210 

占總計% 28.6% 7.1% 35.7% 28.6% 100.0% 

印尼 
計數 10 0 28 25 63 

占總計% 15.9% 0.0% 44.4% 39.7% 100.0% 

菲律賓 
計數 7 2 16 16 41 

占總計% 17.1% 4.9% 39.0% 39.0% 100.0% 

泰國 
計數 7 4 11 10 32 

占總計% 21.9% 12.5% 34.4% 31.3%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4 4 6 19 

占總計% 26.3% 21.1% 21.1% 31.6% 100.0% 

緬甸 
計數 2 0 16 16 34 

占總計% 5.9% 0.0% 47.1% 47.1% 100.0% 

總計 
計數 91 25 150 133 399 

占總計% 22.8% 6.3% 37.6% 33.3% 100.0% 

 

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整體而言以數位華語教材可

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5.6%，其次「寫」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3.3%。 

 

以下是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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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44.4%。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9.9%。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4.4%。 

5.原國籍柬埔寨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寫」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34.4%。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認為以數位華語教材可以增加「讀」的部份占樣本數有

47.1%。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各國新住民認為最重要是讀與寫，有一部份的新住民認為讀、寫是有困難需要再加強，

藉由問卷數據得知新住民使用多媒體數位教材作為學習輔助，識有幫助華語學習，是受到

新住民肯定的。 

 

表 4-23 不同國籍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 

  

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您有什麼建議(可複選) 

總計 增加生動

活潑圖片 

增加數位

筆順練習 

增加動畫

遊戲輔助 

提供線上

多元教材 

不同國籍

專屬課本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50 50 69 50 34 1 254 

占總計% 19.7% 19.7% 27.2% 19.7% 13.4% 0.4% 100.0% 

印尼 
計數 11 11 19 20 14 0 75 

占總計% 14.7% 14.7% 25.3% 26.7% 18.7%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4 7 12 10 4 3 40 

占總計% 10.0% 17.5% 30.0% 25.0% 10.0% 7.5% 100.0% 

泰國 
計數 8 8 11 9 5 2 43 

占總計% 18.6% 18.6% 25.6% 20.9% 11.6% 4.7%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7 3 4 6 0 25 

占總計% 20.0% 28.0% 12.0% 16.0% 24.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1 11 9 7 1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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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27.5% 27.5% 22.5% 17.5% 2.5% 2.5% 100.0% 

總計 
計數 89 94 123 100 64 7 477 

占總計% 18.7% 19.7% 25.8% 21.0% 13.4% 1.5% 100.0% 

 

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整體而言以以教材內容可增加影

片/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作為輔助教材為主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25.8%，其次

提供線上網路多元化教材，方便學習占樣本數有 21.0%。 

 

以下是不同國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分析： 

1.原國籍為越南受訪者以教材內容可增加影片/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作

為輔助教材為主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27.2%，其次教材內容可增加多元化生動

活潑之圖片、教材內容可增加數位筆順書寫練習占樣本數有 19.7%。 

2.原國籍為印尼受訪者以提供線上網路多元化教材，方便學習為主要因素占樣本

數有 26.7%，其次教材內容可增加影片/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作為

輔助教材占樣本數有 25.3%； 

3.原國籍為菲律賓受訪者以教材內容可增加影片/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

作為輔助教材為主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30.0%；其次提供線上網路多元化教

材，方便學習占樣本數有 25.0%； 

4.原國籍為泰國受訪者以教材內容可增加影片/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為主

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25.6%，其次提供線上網路多元化教材，方便學習占樣本

數有 20.9%； 

5.原國籍為柬埔寨受訪者以增加數位筆順練習為主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28.0%，其

次不同國籍專屬課本占樣本數有 24.0%； 

6.原國籍為緬甸受訪者以教材內容可增加多元化生動活潑之圖片、教材內容可增

加數位筆順書寫練習主要因素占樣本數有 27.5%，其次教材內容可增加影片

/動畫、遊戲教學或其他教具，作為輔助教材占樣本數有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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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籍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各國新住民都覺得需要增加動畫遊戲輔助項目，從數據觀察大部份新住民認為動畫遊

戲對於他的學習漢字很重要，透過多媒體動畫學習希望可以讓學習漢字變簡單，容易記得。 

 

表 4-24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您學習華語文有什麼幫助(可複選) 

總計 

上課 

變有趣

喜歡上

課 

認漢 

字變簡

單 

寫漢 

字變簡

單 

不容 

易忘記 

可自 

行處理

日常事

務 

更加 

了解文

化習俗 

增加 

自信心 

可用 

通訊軟 

體跟家

人溝通 

沒學 

過的漢

字可用

猜的方

法了解 

幫助 

有限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86 49 46 59 5 81 41 7 63 3 0 440 

占總

計% 
19.5% 11.1% 10.5% 13.4% 1.1% 18.4% 9.3% 1.6% 14.3% 0.7% 0.0% 100.0% 

印尼 

計數 25 17 16 16 1 25 6 0 15 0 0 121 

占總

計% 
20.7% 14.0% 13.2% 13.2% 0.8% 20.7% 5.0% 0.0% 12.4% 0.0%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1 10 9 7 0 12 5 1 9 0 2 66 

占總

計% 
16.7% 15.2% 13.6% 10.6% 0.0% 18.2% 7.6% 1.5% 13.6% 0.0% 3.0% 100.0% 

泰國 

計數 16 8 7 8 0 11 3 0 5 3 1 62 

占總

計% 
25.8% 12.9% 11.3% 12.9% 0.0% 17.7% 4.8% 0.0% 8.1% 4.8% 1.6% 100.0% 

柬埔

寨 

計數 5 6 4 3 5 2 3 4 3 2 0 37 

占總

計% 
13.5% 16.2% 10.8% 8.1% 13.5% 5.4% 8.1% 10.8% 8.1% 5.4% 0.0% 100.0% 

緬甸 

計數 16 9 8 3 0 10 2 0 5 0 0 53 

占總

計% 
30.2% 17.0% 15.1% 5.7% 0.0% 18.9% 3.8% 0.0% 9.4%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59 99 90 96 11 141 60 12 100 8 3 779 

占總

計% 
20.4% 12.7% 11.6% 12.3% 1.4% 18.1% 7.7% 1.5% 12.8% 1.0% 0.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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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整體而言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為主

占樣本數有 20.4%，可自行處理日常事務占樣本數有 18.1%。 

 

以下是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認為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為主占樣本數有 19.5%，更加

瞭解文化習俗占樣本數有 18.4%。 

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認為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與更加瞭解文化習俗占樣本數

有 20.7%，寫漢字變簡單占樣本數有 14%。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認為以更加瞭解文化習俗占樣本數有 18.2%，上課變有

趣，喜歡上課與認識漢字變簡單占樣本數有 16.7%。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認為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占樣本數有 16.2%，更加瞭解

文化習俗占樣本數有 17.7%。 

5.原國籍柬埔寨受訪者認為以認漢字變簡單占樣本數有 16.2%，可自行處理日常

事務與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占樣本數有 13.5%。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認為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占樣本數有 30.2%，更加瞭解

文化習俗占樣本數有 18.9%。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 

從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由上表數據分析，大多數新住民認為使用多媒體教材，以學習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與

更加瞭解文化習俗項目為最多，而柬埔寨新住民則認為以認漢字變簡單、上課變有趣，喜

歡上課及可自行處理日常事務幫助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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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您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嗎(可複選) 

總計 
會認得 會書寫 嘗試造詞 

沒學過的

漢字可用

猜的方法

了解 

大腦會有

這個漢字

的形象可

試著寫出 

對認識漢

字幫助有

限 

對書寫漢

字幫助有

限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86 54 56 50 51 1 3 0 301 

占總

計% 
28.6% 17.9% 18.6% 16.6% 16.9% 0.3% 1.0% 0.0% 100.0% 

印尼 

計數 23 16 18 14 17 0 1 0 89 

占總

計% 
25.8% 18.0% 20.2% 15.7% 19.1% 0.0% 1.1%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2 8 12 3 10 0 0 1 46 

占總

計% 
26.1% 17.4% 26.1% 6.5% 21.7% 0.0% 0.0% 2.2% 100.0% 

泰國 

計數 16 11 6 7 5 1 0 1 47 

占總

計% 
34.0% 23.4% 12.8% 14.9% 10.6% 2.1% 0.0% 2.1% 100.0% 

柬埔

寨 

計數 8 1 3 3 3 2 2 0 22 

占總

計% 
36.4% 4.5% 13.6% 13.6% 13.6% 9.1% 9.1% 0.0% 100.0% 

緬甸 

計數 13 11 11 6 9 0 0 0 50 

占總

計% 
26.0% 22.0% 22.0% 12.0% 18.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58 101 106 83 95 4 6 2 555 

占總

計% 
28.5% 18.2% 19.1% 15.0% 17.1% 0.7% 1.1% 0.4% 100.0% 

 

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根據上表問卷結果顯示： 

新住民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整體而言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

漢字占樣本數有 28.5%，其次會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詞占樣本數有 19.1%。 

 

以下是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分析： 

1.原國籍越南受訪者認為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28.6%，其次會

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詞占樣本數有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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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國籍印尼受訪者認為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25.8%，其次會

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詞占樣本數有 20.2%。 

3.原國籍菲律賓受訪者認為以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與會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

詞占樣本數有 26.1%，其次大腦會有這個漢字的形象，可以試著寫出來占樣

本數有 21.7%。 

4.原國籍泰國受訪者認為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34%，其次會會

書寫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23.4%。 

5.原國籍柬埔寨受訪者認為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36.4%，其次

會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詞、遇到沒有學過的漢字，可以用猜的方法了解意

思、大腦會有這個漢字的形象，可以試著寫出來占樣本數有 13.6%。 

6.原國籍緬甸受訪者認為以會認得影片上看過的漢字占樣本數有 26%，其次會書

寫影片上看過的漢字、會嘗試用學過的漢字來造詞占樣本數有 22.0%。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 

上表發現分析，如下： 

多媒體教材對於新住民學習華語在識字書寫、了解文化習俗都有幫助，其

中對認字的幫助為最大，另外，大多數新住民特別對文化了解項目有需求，可

建議文化部建置相關網站，讓新住民尚未來台灣或已來到台灣，都可藉由網站

了解台灣文化，可再加上手機 APP 推播，可藉由網站手機發送訊息給新住民。

另外,除台灣文化之外，可藉由多媒體裝置，提供學習華語，例如每日一字播

送到新住民手機，可幫助學習華語。 

 

貳、焦點座談 

在新住民華語教師及新住民學員的焦點座談中，分別對數位教材之使用，進行焦

點座談。試歸納分析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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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焦點座談：新住民華語教師場 

 

表 4-26 新住民華語教學數位教材之使用：新住民華語教師場 

 新住民華語教學數位教材之使用 

採用 

教材 

原因 

1.用數位教材或是其他的輔助工具，老一輩的人就不能接受，年輕的新住民可能

可以接受。 

2.程度比較好的就會學習很快，但是如果是程度比較差的也還是沒辦法。 

3.剛剛其他老師有提到的 CD的部分，因為目前普遍學生都有手機，或許有錄音檔

或是雲端的就可以讓他們回家練習去聽課文的內容會更方便，像我們的話就

是自己建一個 Line的平台由老師自己錄音讓學生聽，光碟機就未必每一個家

庭都有。 

4.雖然有一些老師覺得有一些學生年紀比較大比較不會運用，但在我們班的經驗

是從二十幾歲到六十幾歲的學生都有，其實老師如果用短短的十分鐘教學的

話，他們很快就知道要怎麼使用了。 

5.有時候我們要用一些補充教材就要教他們拿字典或是利用 GOOGLE 去查詢一些資

訊，就會有一些原本學歷比較低的學員會反應不知道要怎麼用手機，所以他

們學習上的落差就是有。 

6.數位的部分的話，因為小學生三年級就有電腦課程，出版社因應環保也開始呼

籲老師用雲端下載 CD內容，內容編寫則是與時俱進。 

7.我會想要落實符合班級的需求，除了學注音以外，因為我們的教材是用注音組

成單字，每課就是一個單字然後用注音的方式表達，所以我會調整比較簡單

的生字，用數位媒體的教學及網路的筆順方式去補充寫字的方面。 

8.我自己是蠻喜歡[動畫說漢字]這樣的教學動畫，我自己也有用過類似的動畫去

做教學，不過我發現學生也分很多類型，有些學生是視覺型的就會很愛這

種，那有些學生是聽覺型的就會覺得這對他來說就是兩張畫，他還是不知道

他們的關聯性，所以不一樣學生還是會喜歡不一樣媒體教材。不過整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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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視聽的輔助是好的。 

9.其實我覺得這些新住民本身的學歷也有差別，如果他們在母國是讀到國中、高

中學歷以上，他們學這些科技 3C用品產品都很快，而且對於識字上的反應也

都比較快，如果程度是國小，那當然他們在接受這些訊息對他們來講也是很

大的挑戰。 

10.有時候我要解釋一些詞語，就需要播影片。 

11.有一些成語的部分，像指鹿為馬。雖然有時候你可以解釋給他聽，但是用影片

給他看的時候他就會更清楚 

12.那我用到的是，部首演進的動畫，再來就是用教育部的筆順網，它會邊寫字邊

念筆順名稱 

13.對我們來說是有幫助的。如果一直用文字做解釋，其實對新住民學員是無法完

全理解的。 

14.解釋比較抽象的內容時，就會搭配影片動畫來解釋內容，讓學生理解。 

 

二、新住民華語教材使用焦點座談：新住民學員場 

 

表 4-27 新住民華語教學數位教材之使用：新住民學員場 

 新住民華語教學數位教材之使用 

新住民

學員看 

法 

1.影片如果可以搭配課程內容使用，應該可以吸引學員的興趣，多一點上課

方式的變化。 

2.看過跟課程相關的影片以後，會對要學的字更有印象，也比較容易寫出國

字。 

3.用影帶搭配上課應該不錯，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4.動畫會讓我們看到之後覺得很深刻，假如說我們完全都不知道這個字是什

麼，看完之後就會知道這個部首有很多相關的字，如果我們本來就對這

個部首有認識了，那學起來就會更快。像這種用動畫多媒體的，我們就

可以一直看一直複習，不用等到上課才能學。那數位落差我覺得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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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以我覺得要簡單一點而且要把我們教好怎麼去用才是最重要的。

或是直接設定只要聽不用看，就可以隨時隨地使用了。 

5.看動畫學中文會比較不容易忘記。那我覺得這個電子教材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現在外面隨時都在用按按按的，所以也需要知道一些電子教材怎麼

操作。 

6.我覺得動畫對學中文是有幫助的。 

7.我覺得動畫對於初學者是可以增加印象，去了解字的來源，但是我們想要

學的是怎麼寫以及認識更多的單字。 

 

新住民學員在訪談中提及，播放影片動畫，可以幫助他們對生詞的意義增加印

象。且也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許多生詞光用文字去敘述會讓學生覺得無趣。也有新

住民華語教師談到，生詞搭配圖像或影片來加強解釋，是會好一些。因為有些生詞意

義抽象，無法用圖片解釋，所以有的老師則會使用動畫或影片，來進行生詞的教學。 

 

參、新住民數位教材教學實驗分析 

本研究針對新住民數位教材教學實驗選定臺東作為實驗地區，以下以臺東地區實

驗結果說明： 

 

一、 教學實驗說明 

本教學實驗分兩個部分進行，第一組為以融入新住民數位教材教學班為實

驗組；而未融入新住民數位教材教學之傳統教學班為對照組。在進行教學前，

選定臺東外配協會中級班為實驗組，而知本班則為對照組。 

 

二、 初次教學實驗分析 

1. 實驗組班學習者對於漢字影片教學覺得新奇，並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對

學習非常有幫助。對照組的知本傳統課程班學習者認為老師講解仔

細，但自己運用時卻較容易忘記。由此可證明圖像對於漢字學習是非

常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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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上課時可能學習者還不適應新的教學模式，故兩班在第一週答題

都表現不佳，尤其在預先講解今日漢字時，常常分心。 

3. 之後在臺東影片班可以看到學員寫的字型越來越工整，漢字書寫上開始

有顯著地改善，漢字筆順和字型都穩健許多。知本班答題正確率則越

來越高。(請參閱附錄六) 

 

三、 初次教學反思及第二次教學實驗說明 

因第一次教學分析後發現，若學習者不同，較難具體證明數位教學之成

果。因此，改為對知本班進行傳統教學之學生，先進行傳統教學後再進行影

片教學，看是否讓學習成果能具體提升，故 10 月份開始在知本班進行漢字

影片教學課程，與 6月時進行的知本傳統教學對照組互相比較。 

 

四、 第二次教學實驗分析 

1. 知本影片班學習者對於這樣的教學法感到新鮮，並認為動畫可以加強她

們的記憶。 

2. 因知本影片班選定教材為《學華語向前走》，教材裡每一課都會介紹一

個常見部件及其演變，故更容易與漢字教學影片做教學結合。 

3. 從知本影片班後側的試卷中發現，學習者就算不會寫字，也會努力寫出

部首，從這點可以看到以部首動畫影片進行教學，對華語學習者建立

部首概念有正面影響。 

4. 知本影片班前後測試卷中可以看到，很多前測 0分的學習者，在後測時

表現都不錯，有幾次甚至能全對。 

 

五、 實驗結果分析  

在三個實驗中我們先以原先的台東外配班實驗組與知本外配班對照組教學

成果做比較探討，再比對知本外配班先進行傳統教學及再進行數位教學後之結

果做差異分析比較。 

1. 台東外配班實驗組與知本外配班對照組 

在臺東外配班實驗組中，實驗團隊教學教材選用《實用視聽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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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學教材，再從教材中選用該課的基礎部首字進行傳統教學，並在

教學前進行前側，教學後再進行後側。在學員前測及後測答題的結果

中，前測大多數都只錯一兩題，可見學員程度多數普遍優異，而在後測

時將前測的錯誤修正，所以大多數學員在前測及後測的成績落差不大，

幾乎都可以在後測時達到全對的成績。 

 

在知本對照組(傳統教學班)的課程中，紙本教材選用《學華語向前

走》，在對學員的前、後測結果，有些學員前測只錯一兩題，但在後測

時則幾乎全對，能將前測的錯誤修正。但有些程度較差的學員則是前測

時只對一題，甚至全錯，後測時則能多答對兩到三個字而已。可見知本

對照組的學員華語程度及能力差異較大。 

 

故在研究團隊的討論下，由於顧慮兩班程度之差異，故決定在 10

月時在知本班進行漢字影片實驗教學，與 6 月時進行的知本傳統教學對

照組互相比較。 

 

2. 於知本傳統教學班再進行影片教學實驗 

本團隊在知本進行傳統教學實驗後，再進行影片教學實驗。在知本

影片教學實驗中，實驗團隊選用教材中的組合較複雜的部首字，並同時

沿用《學華語向前走》，想在同樣的教材及同樣一群人上做實驗。在前

測及後測答題正確率中，前測大多數都是錯了一半的題目，而後測時卻

能將前測的錯誤修正，大多數學員都在後測時達到全對的成績。 

 

知本班再進行影片教學以後，與之前的傳統教學結果比對，可以發

現，本來程度較差的學員，在前測識字表現不理想，但在經過影片教學

以後，其後測成績也進步許多，只錯了一、兩題。可以看到，數位教學

比傳統教學成效讓學員對漢字掌握書寫上有明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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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實驗上，我們也看見許多初學華語的學員看過影片後，答題

率提升不少，而中級以上的學員在書寫漢字上更為標準。很多前測 0 分

的學習者，在後測時表現都不錯，有幾次甚至能全對。證明影片教材對

於識字與書寫能力的提升是有正面影響的。而最後一次教學實驗時學生

數量提升許多，是因為學生們認為漢字影片教學非常新鮮有趣，而帶更

多的同鄉新住民一同參加課程。 

 

不同國籍受訪者在「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其記得及書寫影

片上的字，以此表觀之，各國受訪者大部份認為以使用數位教材學習，

對其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對學習華語文的幫助以上課變有趣，喜歡

上課與更加瞭解文化習俗。 

 

在教學實驗中大部分受試者在實驗結束後，認為使用數位教材學習

可增強學員的「閱讀」與「書寫」的能力。且認為使用數位教材學習，

對學習華語文的幫助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與更加瞭解文化習俗。在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其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各國受訪者

大部份認為使用數位教材學習，對其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對學習華

語文的幫助以上課變有趣，喜歡上課與更加瞭解文化習俗。(請參閱附

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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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新住民華語教材相關背景   

本研究之主題為「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教材為提供新住民華語的教與學

之依據。以下試整理教材研製必需之背景，含：新住民學員、新住民華語課程開設、

新住民華語教師、及新住民華語教材相關資訊。 

 

壹、新住民學員 

新住民來到台灣，在台灣生活，大部分已是中華民國國民或準國民；在地生活必

須使用華語，但畢竟華語文對新住民來說並非母語，外籍人士學習華語與本國成人的

學習特性、學習方法應不相同；雖然，新住民來台幾個月或一、兩年後多少能聽說華

語，進入華語課程時與零程度之外籍學員有差異，但外籍人士學習第二語言，涉及語

音﹑語法﹑漢字等專業華語學習課題，因此新住民語言課程之師資、教材、教法等，

仍應依據第二語言及成人識字的理論原則來設計規劃，才能真正符合新住民的語言學

習需求，達到華語文學習之成效。 

 

在許多新住民學習需求之文獻中可見，在地語言學習的需求最大，依序才是其它

如：生活適應、就業求職、親職教育、文化了解、醫療保健、自我發展……等（李素

蓮,2005；鄧中階,2005；范惠萍,2009；顏瑞蓮,2009；吳芳茜,2009），可見語言學習

需求在新住民展開在地生活之重要性。 

 

新住民因婚姻、工作、就學等因素，長期定居或短期居留在台灣。在新住民華語

班就讀之學員背景多樣，含混國別、混年齡、混語言程度之學員，常造成開課單位、

教學者、及新住民學員之挑戰及困擾。故在新住民華語課程最主要的問題在無法實施

分級，同一個班級當中，可能有來台灣超過十年及剛來一個月的學員，或同時有學過

兩、三年及一、兩個月的新住民。加上學員因家務、生產等原因，造成出席率不穩定

及學習中輟的現象亦十分普遍，此皆是新住民華語學習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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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推移，新住民來台時間越久，在個人人生規畫、自我發展、工作求職、

專業開展等，皆有更高階的華語使用需求，以利人生進一步之開展。不管是因應新來

的、近十年來每年以一萬多人數成長的新住民，或已久居並有高級進階華語學習需求

的新住民，皆需要有符合不同級別之華語教材，滿足相關的學習需求。 

 

貳、新住民華語課程開設 

所謂「華語課程」，指在非華語地區，以華語為外語教學的語言課程；或在華語

地區，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課程；新住民華語課程即屬後者。目前在台灣針對新住民所

開設的語言課程名稱不一，有：國語班、中文班、識字班、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國

小補校等。新住民進入這些班別主要目的即為華語文學習，此類課程都屬本研究所稱

之新住民華語課程。 

 

台灣新住民的華語課程，主要開課單位如下： 

 

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國中小及民間團體辦理的「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接受

教育部補助，每班學員以 15～20人為主，分初、中、高級班授課，每期每班研習

二至三個月(72 節)。成教班可分為本國國民、新住民、混合班等三種班別。據統

計，在各開課單位中，在成教班學習的新住民占最大比例。 

 

二、「國民中小學附設補校」：政府鼓勵新住民進入國中、小學補校就讀，以取得正

式學歷。教育部同意取得台灣地區（或外僑）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護照者，進入

補習學校就讀，於 91 學年度起實施。新住民在補校上課之編排，有與本國籍學員

混合上課者，亦有獨立成班者。學習科目主要以國語、數學、社會、音樂、生活

等科目。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177 

三、其他：各縣市政府亦有民政局、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為轄內新住民開設的語文

專班，或其他民間團體開設新住民生活輔導班、語文專班等，為不定期開設之課

程。 

 

現今台灣新住民的華語課程，除了專為新住民開設的華語專班外，在各縣市的成

人教育班，其中不少班別是新住民與本地不識字民眾一起上課，兩者之語言、文化基

礎完全不同，對教學者及學習者都有極大的困難及挑戰，因此不少第一線教學者建

議，新住民識字課程應與本國失學民眾有所區別（陳源湖,2003）。而國中、小補校三

年的課程內容有：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等科目，對新住民而言未必適用。有不少

新住民在母國已有國、高中學歷，進入補校課程的目的主要是為華語文之學習，故過

多的課程負擔將使新住民卻步，此皆是目前新住民進入華語課程之問題及挑戰。 

 

參、新住民華語教師 

任教於以上各新住民華語班別之華語教師，以在職小學教師兼職佔最大比例，其

次為退休教師及華語教學專業老師等。負責教授新住民語言的教學者，在擔任新住民

華語教學任務時，如前所述，華語教學有其專業性，如：需具備華語語音、語法、篇

章結構及華語文教材教法等專業知識，才能提供學員更有效而成功的學習課程，有效

能的協助學生學習。 

 

其次，新住民華語教師的專業發展上，可以對新住民來台背景、新住民原生國的

文化及語言知識，積極的充實，並進行第一語言(新住民母語)和第二語言(華語)的對

比分析，此將使教學者更能掌握教學方法及落實尊重多元文化之精神。另外，新住民

華語教師要能善用多元的語言教學法，針對新住民多元差異，隨時調整教學；也要針

對教學目標設計多元靈活的教學活動，增進學生口語表達及語文學習之成效(溫治

華,2012)。 

 

另一方面，以新住民華語教師言，其角色不只是語言課程領導者，更是新住民在

地生活適應之協助者及輔導者；語言課程提供新住民在家庭外，可外出、喘息、結識

同儕機會，而新住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如婚姻、婆媳、生育、工作、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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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藉由上課機會可跟老師及同儕傾吐，或者請教必要資訊及解決生活問題之管道，

有助協助新住民紓解情緒、解決問題、及生活適應。因此，新住民華語教師同時扮演

著語言教學者及生活協助輔導者的角色。 

 

目前一線的新住民華語教師大多皆具教育專業背景，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應由相

關專責單位規劃定期辦理新住民華語教師研習成長機會，鼓勵教師進修及掌握新住民

華語教學專業知能，提供新住民華語教師專業成長機會，更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成

效。 

 

肆、新住民華語教材 

 

教材是教學和學習所依據的材料，是課堂教學和測試的依據，在教學活動中佔有

重要的地位（劉珣,2000）。因此教材水準的高低，不但體現教學法的深度，而且更能

展現教與學之成效。 

 

根據邱琡雯(2000)的研究發現,新住民華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國小《國語》

教材、成教班課本、老師自編教材、僑委會雙語課本及各縣市自編教材等。2003年

教育部編印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快樂學習新生活》、與進階教材《終身學習

好生活》共六冊；2011 年台北市教育局編製《成人基本識字教材》，提供新住民華語

學習、教學之用。以下根據許銘桂(2009)及本研究之新住民開課使用教材之統計： 

 

表 5-1 許銘桂（2009）台北市新住民開課單位教師使用較材統計：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班級數 

(開班數:19班) 
比例 

1 國小國語課本/各出版社 9 32% 

2 教師自編 9 32% 

3 快樂學習新生活/教育部 5 18% 

4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台北市 2 7% 

5 新移民中文教材/台北市士林區公所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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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用視聽華語 1/台師大 1 4% 

合計 28 100% 

 

上表統計之教學單位之教學者並非單一選用一種教材，可能將 2至 3種教材搭配

使用，再加上教師自編教材，教學者會因學員的學習需求彈性調整、搭配所選擇之教

材。 

 

表 5-2 本團隊(2018)對台北、台東各 5名華語教師使用教材統計：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教師數 

(開班數:10班 ) 

用此教

材比例 
二語 

教材 

1 國小國語課本/各出版社 6 60%  

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台北市 3 30% ? 

3 教師自編 6 60% ? 

4 學華語向前走/僑委會 2 20% ※ 

5 來去移民華語/高雄來去華語協會 1 10% ※ 

6 來去華語一百句/高雄來去華語協會 1 10% ※ 

7 實用視聽華語/台師大 1 10% ※ 

8 學華語開步走/僑委會 1 10% ※ 

9 我會說華語/僑委會 1 10% ※ 

            合      計 22   

 

表 5-3 本團隊(2018)對台北、台東 20名新住民學員使用教材之統計： 

編號 教材名稱 
使用新住民數

(人數:23 人) 

用此教材 

比例 

二語 

教材 

1 國中小國語課本/各出版社 20 87%  

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台北市 9 39% ? 

3 學華語向前走/僑委會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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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用視聽華語/台師大 1 4% ※ 

5 國語日報教材/國語日報 1 4% ? 

6 Radical Chinese/ 2 8% ※ 

7 教師自編 14 61% ? 

合      計 48 100%  

 

以上由本團隊對新住民教材使用之統計，可見使用率最高之教材為國小國語課

本，其次為教師自編，再其次為《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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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理論及設計理念與原則  

 

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製與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成人識字理論、及新住民華語教學之

教學觀、教學法的選擇、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等息息相關，試將相關理論原則整理如

下： 

 

壹、第二語言習得及成人識字教育理論 

華語對新住民而言並非其母語，故新住民的華語學習應視為第二語言學習模式，

以下試歸納與新住民華語直接相關之二語學習與成人識字相關理論重點。 

 

(一)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第一語言教學是以母語作為教學媒介，教學目標主要在訓練並增進語文能力；而

第二語言教學則必須依照學員語言程度，提供合適的詞彙、語法等，以習得聽、說、

讀、寫等語言技能。兒童習得母語與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最大的差異在於所處的語言環

境不同，兒童是處於自然的語境中習得，無需特地背誦語法規則，而是自然而然的學

會語言，屬於潛意識的學習。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常在非自然的語境、如課堂中學

習。所以即使新住民來到台灣學習華語，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成效仍不如兒童從小

處在在地語境中所受之影響。(王魁京,1990) 

 

語言習得與語言學習之差異是：語言習得是個體在自然情境中獲得語言能力，而

語言學習是經由規劃課程與教師指導等有目的、有系統地學會語言（Krashen,1983)。 

新住民之華語學習如經由課程、教師、教材提供大量的﹑可理解的﹑跟學習者相關

的、符合學習需求的、有趣的內容等之「輸入」（input），經過學員「吸收」（intake），

最後「輸出」（output），並非完全以語法、翻譯為大綱的教學，而是以自然的方式、

提供實際生活語境讓學員反覆練習、廣泛應用目的語於日常生活中，則更能符合第二

語言習得之理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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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人識字教育理論 

 

新住民的華語學習屬於成人識字教育領域，試從成人識字教育觀點，看如何定義

識字、其內涵與成效，歸納新住民華語學習之意義與重要性。 

 

Hunter & Harman(1979)將識字分為傳統性識字(指個人具備適應生活環境之讀、

寫﹑算的能力)、與功能性識字（個人在學習某些技能後能適應社會生活，如家庭、工

作、社區等情境中的各個角色）。黃富順（2001）則認為功能性識字擴展了原本拘限

在基本讀寫能力的識字意涵，使個體能因應社會變遷，進而解決生活遇到問題的能

力。由此可知，識字不再只是單純的讀、寫字而已，而是以此為基礎，增進個人適應

生活之能力。Paulo Freire 進一步認為識字教育主要在幫助學習者實際運用知識，經

由實踐、反思和行動的過程，使個人有能力改變社會上不合理的事物。（邱琡

雯,2000） 

 

識字教育對個人影響有：1.工具、2.社交、3.新聞訊息提供、4.幫助記憶、5.替

代口語訊息、6.保留永久記憶、7.確認及表達支持某種態度或概念。（黃正治,2004） 

 

新住民來台前，多具中學以上學歷，甚至具有專業能力，並非不識字；由於婚姻

而移居來台，使新住民成了「功能性文盲」(指在社會中無法使用讀、寫﹑算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從事活動以促進自我及社區發展的個體)（薛淑菁,2003）。 因此識字教育

對新住民而言，是幫助新住民適應異國新生活的重要途徑，除了可提升個人語文能

力，還能獨立處理日常生活事務﹑促進家人與人際關係、教養下一代、參與社會活動

等，故華語學習對新住民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Brady(1990)曾提出六項成人教育教材內容在編輯選用之規準：1.有效性、2.有

意義的、3.有趣的、4.可學習性、5.與社會現實一致、6.實用性，此成人教育教材編

選規準可以成為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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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材設計理念 

本研究以「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為主軸，並將新住民定位為母語非華語之第二

語言學習者；是故本研究之教材精進方向將採用第二語言相關教學理論為主要方向，

關於教材設計相關理念分以下方向做說明。 

 

一、 教學觀之考量 

新住民移居台灣且將長期居住於本地，其華語學習之目的主要能處理生活事物、

求職工作、參與社會活動、個人自我發展為目標。根據第二章文獻研究第一節提及之

教學觀，研究者認為應優先採用互動觀(強調語言互動功能)為主、結構觀（重聲韻、

詞彙及語法結構)及功能觀(強調語義及溝通）為輔，並融合三種教學觀進行教學。以

互動觀為主之目的在強調人際互動與參與社會之語言技能，但仍需要以詞彙建立、基

本語法運用為基礎，即應用結構觀與功能觀，如此始能滿足大部分新住民華語學習需

求，達到語言學習之目的。 

 

二、 教學法之選擇 

在教學法方面，新住民華語教學法可採用「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自

然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全身回應法」、及「任務型教學法」等，綜合運

用各種教學法。 

 

許多新住民來到台灣一段時間以後才進入華語課堂，聽與說的能力已有一定基

礎，又因為任課老師大多無法以新住民母語作為教學語言，因此建議新住民教師掌握

第二語言教學相關方法，適切運用相關教學法進行教學。如以： 

 

(一) 直接教學法(經驗學派)： 

直接使用標的語，提供語境，多利用實物、圖卡、動作、表情來教授教學

重點，培養學習者聽說能力。 

 

 

(二) 聽說教學法(經驗學派)： 

以教師為本位，注重對話的反覆練習，達到如母語般熟練。透過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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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傳遞、替換、轉變和問答練習，加強學習者記憶。但需注意反覆練習帶來

厭煩，及成人學習者對練習糾錯的心理接受度。 

 

(三) 溝通式教學法(功能學派)： 

強調語言結構與詞彙習得，以學習者為中心，進行師生、生生間互動教

學，教學者須從旁聆聽，糾正語言錯誤，學習者不會的詞彙及表達不利的時

候，教學者要給予適時輔助。 

 

(四) 全身回應法(人本學派)： 

結合語言動作的教學法，聽命令同時做動作，強調聽力理解應先於說的能

力，學習語言結構及字彙。此法雖較適合孩童，但教學者可營造輕鬆活潑的學

習氣氛，適當應用於新住民課堂。 

 

(五) 團體語言學習法(人本學派)： 

以情意考量出發，以學習者為生命共同體，互相支持，克服學習障礙。教

學者設計小組活動，以實際溝通交際、互助合作進行；並以學習者為中心，不

造成學習壓力，學習者的對話內容為上課題材，是學習者感興趣及切身內容，

自然學習興趣高昂。符合情境化、個人化、生動實用；運用於成年的新住民學

習者，可聯絡感情，提高課堂參與度，但如學員語言背景差異大則不易實行。 

 

(六) 情境教學法(經驗學派)： 

強調語言知識跟真實情境之聯繫，教學者按照字句出現的先後次序營造語

言的情境，透過反覆演練讓學習者自然而然講出流利的目標語。此法遵循 3-P

原則，依序為演示(presentation)、練習(practice)、產出(production)，教

學者先融合情境，介紹教學內容，接著透過制式練習讓學習者培養語言能力，

最後，學習者有一定基礎後，便進行自由表達。教學順序為先口說再書寫，教

學以第二語言為主。此法是華語教學之主支架，先聽說再讀寫亦適用於新住民

之語言學習。 

 

(七) 任務型教學法： 

以完成語言任務為目標，在用中學，鼓勵學生創造性的使用語言，強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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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主動性和人際互動關係。藉由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習語言相關知識和溝

通交際的策略。教學者不採用詳細的語法教學、也不強調語言使用的精確性，

讓學習者透過語言實際運用，提高學習機會。此法強調實用性、多樣性、及小

組合作互動關係，可呼應新住民學習需求，從活動參與中增加語言學習機會。 

 

(八) 折衷教學法 

兼採各派教學法之優點。 

 

新住民教師可適當應用以上教學法靈活運用於教學。 

 

參、教學目標 

新住民華語課程之目標在於說明學習者在學習之後所需具備的語言能力。新住民

華語課程主要在提供新住民語言學習機會，並提升生活適應能力。因此新住民華語教

材亦應以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活語言為學習目標，同時也能從教材中獲取日常所需之

實用資訊，因故，教材設計須考慮與新住民生活高度相關之實際情境與主題。於此，

試定位新住民華語教材教學目標如下： 

 

一、培養學習者華語聽﹑說﹑讀﹑寫四項基本語言技能。 

二、提供學習者運用華語進行交際溝通、處理生活事務之能力。 

三、提供學習者獲取在台生活所需之實用資訊。 

 

肆、教材編寫原則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三節之文獻探討曾提出華語教材編寫五大原則，試擬新住民華

語教材編寫原則如下： 

 

一、 針對性： 

新住民華語教材是針對在台生活之新住民規劃設計，與一般來台學習、生活之外

籍人士有所不同。新住民在母國之學歷平均約在國中程度，在針對新住民設計教材

時，內容應簡單明瞭，除了幫助新住民建立華語基礎外，並能運用於實際生活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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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台生活適應。 

 

二、 實用性： 

新住民學習華語，不只是在學習語言技能，更重要的目的在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當

中，因此教材內容須具實用性，且需符合新住民之學習需求。 

 

三、 趣味性： 

趣味性的教材內容可提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效果，因此教材內容 之編排

方式、活動設計、內容題材等應具趣味性。 

 

四、 科學性： 

教材內容之課文、詞彙、句型、練習等之設計與安排，應符合由簡而繁、 由淺

入深、循序漸進原則，奠定學習者語言基礎，提高學習成效。 

 

五、 真實性： 

新住民華語教材之規劃應以新住民生活情境及相關事務為學習主題，盡可能提供

真實材料與語言結合，包括課文、對話、圖片、練習活動等，有助於新住民在實際生

活情境中實踐。（許銘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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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 

 

壹、文獻分析 

雖然目前已出版多樣化的新住民學習華語教材，各種教材也各具特色及優點，不

過其對新住民華語學習的適切性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如小學國語課本有系統性且編

製完整，但內容不適合成人及第二語言學習者；教師的自編教材實用性高，但缺乏系

統；而專為新住民編寫的華語教材也有缺失，無法完全滿足新住民的華語學習需求。

（張慧貞,2008） 

 

小學國語課本及《成人教育基本教材》常被用作新住民之華語學習教材，即使作

為本地成年母語者的失學民眾之教材，亦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缺失可從下列幾點來

說明：（黃富順,1991；何青蓉,1995；黃明月,1997） 

 

一、未符合成人之經驗、需求。 

二、缺乏結構性、連貫性。 

三、課文體裁以韻文為主。 

四、課文淺顯但生字艱澀。 

五、缺少可供教師參考之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 

 

汪素娥(2004)以多元文化觀點分析《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指出，教材的

目的主要為識字與生活適應，取材具生活化與鄉土化，但課文結構鬆散，教學活動也

未完全符合成人學習心理，教材內涵缺乏新住民原生文化，且存在性別及族群偏見等

現象。 

 

陳永成(2006)探討比較使用《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與《國小國語教材》，

兩組學員在學習成效上之差異，並了解教學者及學習者對教材之意見。多數受訪者表

示，《國小國語教材》之編排先注音再國字，成效較好。《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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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則有圖片多、生活化之優點。另外，在「聽」、「說」方面無顯著差異，但在「讀」、

「寫」方面使用度《成人教育基本教材》之學員進步幅度顯著高於使用《國小國語教

材》之學員。 

  

許明騰(2006)研究部編本《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指出，教材語文活動均以國小習

作型態出現，與成人語文學習有落差。教材主題強調同化與融合，但忽略多元文化的

欣賞與尊重。另外，教材從注音符號開始，漸進學習生字、語詞、句型等，則能顧及

日常生活及環境適應等需求。 

 

新住民在原生母國教育程度不一，但並非都不識字，而是因為移居造成「功能性

文盲」，使新住民在人際溝通、自我發展、家庭親職教養等，無法有效發揮個人能

力，也因此凸顯識字教育對新住民學習上之重要性。至今為止新住民華語教材不完全

適合新住民需求，也存在一些缺失，如不符成人生活經驗、缺乏結構性、內容用字偏

難、未清楚分級等，此皆將成為新住民學習華語之挑戰及難點。 

 

貳、問卷分析 

依據本研究對於新住民之問卷中，提出「新住民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增加內容」

之調查（可複選），經整理分析結果如下： 

 

在調查新住民所需學習之十五項主題中，經統計依需求度最高至最低之排序情形

為：1.家庭文化、2.醫療保健、3.職場就業、4.人際關係、5.法律常識、教育制度、

6.電腦科技、7.觀光休閒、8.台灣史地、9.金融理財、10.政府制度、11.文學藝術、

12.婚喪喜慶、13.消費活動、14.其他。以上需求排序可作為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輯主

題選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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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焦點座談：新住民學員及華語教師 

依據本研究辦理「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焦點座談，邀請台北及台東新住民 20

名及華語教師 10名，試將相關對華語教材之需求及評析整理如下： 

 

一、 系統性： 

--如國小教材先教注音符號，課文展開則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符合新住民學習需 

  求。 

--教育部成人基本識字雙語教材內容十分完整，也很有系統。 

--我喜歡嘉義縣的教材，不過只有一冊。 

--我覺得沒有一本可以很好的銜接從注音符號到識字過程的教材，只能靠老師一直 

  補充。 

--老師自己自編教材，教材可能就沒那麼有系統性。 

 

二、 生活實用性：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內容主題符合新住民生活適應需求。 

  --希望教材可以增加一些日常生活常用單字，學好了可以馬上回家用。 

--我看到教材裡面有很多圖示及生活化的內容，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教材需要考慮實用性跟在地性，所以我以自編教材補充。 

 

三、 音標符號： 

--老師一開始就用注音符號，讓我們比較清楚知道如何發音及聲調。 

--最好可以同時有注音符號和拼音（漢語拼音）。 

--課本是從注音符號開始學，對剛來的人幫助是蠻大的。 

 

四、 主題： 

--我覺得有一些以主題性編製的主題很棒，例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因為教的

都是我們生活上會用到的。 

--國小教材是編給小朋友的，內容好像跟我們的需求搭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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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材分級：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裡面的文字都很艱深，新住民都看不懂，雖然比較適合大

人，但對新住民來講初期是有困難的。 

 

六、 漢字及辭彙﹑部件﹑字型、漢字分級、常用字頻：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裡面融入台灣文化很不錯，但裡面的詞彙很艱深。 

--國小國語課本好處有兩個，第一就是筆畫順序可以學得很紮實，第二就是可以有 

  練習造詞和造句。 

--筆畫我以前還沒有學的時候都沒有順序，現在學了就知道怎麼寫了。 

 

七、 課文形式：對話﹑短文﹑韻文﹑其他 

--初級班我會使用僑委會的《我會說華語》，因為裡面都是用對話的方式。 

--國小國語課本缺乏實用性的生活對話。 

 

八、 圖片： 

--我覺得裡面的圖片太少，有圖片可以更容易懂。 

 

九、 多元文化： 

--我們用的教材《當代中文》每一課最後都會有文化交流的文章，可以分享各國的  

  文化。 

--教師如果沒有在備課的時候注意學生國籍的文化，容易造成誤會。 

--我覺得教材裡有談到台灣的節慶文化就還不錯。 

 

十、 輔助教材：習字簿﹑練習簿﹑教師手冊﹑ＣＤ 

--這個教材我的建議是可以附一張ＣＤ讓我們回去聽。 

--應該要加上一些問題，讓學生有機會練習。 

 

十一、 翻譯： 

--在教材選擇或是在編製的方面，如果把他們的母語也編進去會有幫助。 

--開始看到這本教育部的教材有我們的母語翻譯好開心，為什麼我們以前在上課的

時候，都沒有這樣子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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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趣味性： 

--我的教材選擇，要引起學生上課興趣的內容，不符合新住民生活經驗的我就不

會用。 

 

十三、 數位化教材： 

--新住民平時需要工作還要照顧家庭，只能抽出瑣碎的時間練習，如果可以開發

漢字書寫 APP，應該比作業簿及習作更適合。 

--數位媒體教材對教學來說是有幫助的，如果只用口頭作解釋，新住民學員是無

法理解的。 

--我用到的是用部首演進的動畫，再來就是教育部的筆順網，他會邊寫字邊唸筆

順名稱。 

 

十四、 與時俱進： 

--有些教材已經不適用於現代，建議可以增加手機使用、網路購物、親子教育等 

   主題。 

--我覺得要學一些比較實用的，像是怎麼上網跟電腦資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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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建議  

對「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之研究」，本團隊經過研究方法探討、文獻資料整理、新住民

華語學習背景問卷調查、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座談(教師組及新住民組)、新住民多媒體教

材教學實驗等，試統整相關研究調查結果意見，歸納分析，作成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建議

如下： 

壹、訂定新住民華語課綱及能力指標： 

由專責單位統整新住民教學及學習資源，負責新住民課程的規劃及教學設計；研擬及

訂定新住民華語學習課程大綱，依課程分級大綱，擬定課程目標及相關能力指標。 

 

貳、研擬新住民華語文教材編寫方案： 

依據新住民特性及學習需求研擬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方案。如：考量成人識字、第二

語言學習理論及教學原理原則，整理分析新住民實用性、生活化、階段性學習需求，考量

聽、說、讀、寫之語文基本技能訓練內容、注重多元文化及性平觀點、趣味性及科學性之

教材編製、教材分級及國別化教材需求、多元立體化教材之設計等，提出相關教材編製方

案以檢討教材編製之必要性。 

 

參、教材系統性需求及教材分級 

新住民依來台時間、語言能力、學習歷程，而有不同階段的的華語學習需求。華語教

材亦應配合新住民不同級別學習需求，規劃編製出適合各級別程度的學習者。隨著新住民

來台時間加長，在自我發展、工作職場、專業發展等需求，需要的華語文能力亦加深加

廣。一方面每年台灣皆有新加入的新住民，有各級別教材之需求。依級別不同，辭彙、漢

字、語法之選用應依等級大綱級別，以符應不同程度、階段學習者的需求。考量各級語言

學習重點，教材編寫應留意： 

一、初級：標音符號、注意漢字讀寫、及以符合初級字彙設計課文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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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級：能銜接初級及高級教材、依等級大綱選用詞彙、漢字、及語法點、   

可採主、副課文搭配、進行比較多元、綜合性練習的課室活動。 

三、高級：注意詞彙、漢字、語法點選擇原則、難度與篇幅控制原則、提升 

趣味性及加重文化份量，設計各類練習活動。 

 

肆、新住民學習主題需求： 

參考相關研究調查結果，依新住民華語學習主題需求，規劃主題完整之華語學習教

材。依教材分級、分冊、分單元之架構，從新住民生活適應、公民素養、人際溝通、在地

文化習俗、工作職場素養、自我發展等需求，規劃符合新住民需求之學習主題。 

 

伍、檢視教材多元文化及性平觀點： 

跨文化溝通是第二語言學習重點，故文化內容是語言教材的重點。在文化單元學習教

材，應避免要求單向的同化、及融入觀點，而以注重文化多元共榮、平等尊重、互相欣賞

的多元文化觀為編製原則。在相關教材內容亦應檢視性別觀點，是否落入失衡、僵化的性

別觀點，造成錯誤認知及負面影響。 

 

陸、實用性及生活化的內容： 

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須符合新住民的實際需求及生活面向，始能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

及興趣。 

 

柒、聽、說、讀、寫語言技能的培養： 

語言學習為新住民在地適應最優先項目，新住民華語教材宜提供規劃完整之課文(會

話、短文)、詞彙、漢字讀寫(筆畫筆順及部件教學)、語法、寫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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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標註音標符號： 

初級班之入門課程宜先規劃注音符號教學，可協助新住民順利展開識字讀寫，幫助新

住民展開自學(國內相關出版品及繪本皆採注音符號)、新住民也可教導新二代的學習。此

皆為新住民期待學習注音符號之原因。對有漢語拼音學習需求之新住民，亦可提供漢拼教

材別冊或同時標註於教材上。 

 

玖、趣味性、科學性： 

教材內容富趣味性可提升學習動機，教材編輯的科學性須符合語言教學的規律性和語

言知識的準確性。 

 

壹拾、國別化教材編製： 

考慮外籍新住民主要的國別：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國別之語

言文化對比，在內容規畫相同的新住民華語教材大架構下，發展不同的國別化教材，以符

合不同國別新住民需求。 

 

壹拾壹、華語能力測驗： 

研擬新住民「華語能力測驗」機制，提供有華語能力證明需求之新住民報考及檢測，

可用於求職、認證、申請學校、華語能力證明所需；亦可提供華語課程開課單位檢視教學

成效、政府相關單位規劃統計國民脫盲政策及統計數據之參考。(2018年底，教育部要統計

各縣市文盲比率，各新住民識字班曾被詢及新住民是否達脫盲標準 1680字)。因此，可規

畫相關單位(如：華測會)進行可行性實施方案評估，供有需求之新住民或相關單位參考。 

 

壹拾貳、多元立體化教材： 

提供完整之教材配套，含習作、多媒體動畫教材、教師手冊、教材參考資料、翻譯別

冊、漢字習寫ＡＰＰ等，供學習者及教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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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團隊針對新住民辦理問卷調查、及針對新住民及華語教師舉辦焦點座談、多媒

體教學實驗、整理相關研究發現如下： 

 

壹、問卷分析 

依據本研究對於新住民之問卷中，提出「新住民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增加內容」之調

查（可複選），經統計依需求度最高至最低之排序為：1.家庭文化、2.醫療保健、3.職場

就業、4.人際關係、5.法律常識、教育制度、6.電腦科技、7.觀光休閒、8.台灣史地、9.

金融理財、10.政府制度、11.文學藝術、12.婚喪喜慶、13.消費活動、14.其他。以上需

求排序可作為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輯主題選項之參考。 

 

貳、焦點座談：新住民學員及華語教師 

依據本研究辦理「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焦點座談，整理出對華語教材之需求重點如

下： 

1.系統性、2.生活實用性、3.音標符號、4.主題、5.教材分級、6.漢字及辭彙﹑7.課

文形式：對話﹑短文﹑韻文﹑其他、8.圖片、9.多元文化與在地文化、10.輔助教材、11.

翻譯、12.趣味性、13.數位化教材、14.與時俱進。 

 

參、多媒體實驗教學：兩班新住民華語班 

依據研究設計進行新住民多媒體教學，整理新住民數位教材教學實驗結果如下：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USER
打字機文字



 

196 

1. 由實驗教學前後測可見學員的「識字」與「書寫」能力明顯增進。 

2. 新住民學員更加瞭解漢字造字原理，掌握漢字部件與字義。 

3. 新住民學員漢字書寫正確率提升，同時提升了學員學習華語的信心。 

4. 不同的教學法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動機。 

5. 漢字書寫變得比之前結構更正確，字型更美觀。 

 

肆、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以下三點歸納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研究發現： 

 

一、新住民華語教材相關背景： 

1.新住民學員 

2.新住民華語課程開設 

3.新住民華語教師 

4.新住民華語教材 

 

二、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理論及設計理念與原則： 

1.第二語言習得及成人識字教育理論 

2.新住民華語教學法之選擇 

3.新住民華語教學目標 

4.新住民華語教材教材編寫原則 

 

三、新住民華語教材需求： 

1.文獻分析 

2.新住民華語課程開設問卷分析 

3.焦點座談：新住民學員結果分析 

4.焦點座談：新住民華語教師結果分析 

5.多媒體實驗教學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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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力求能全面蒐集各項相關資料，以獲得完整、嚴謹的研究

成果，但因為其他主、客觀因素，有以下幾項限制與困境： 

  

壹、研究範圍方面 

本論文研究範圍只限於臺北市及台東市地區，而臺灣其他地區之現況與此二區域可能

有所不同，又焦點訪談及問卷調查對象也會受到該地區生活經驗之影響而有差異，但因研

究團隊人力、物力、時間等限制，無法做更全面性的調查探討。 

  

貳、問卷調查方面 

一、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主要以台北市及台東市新住民意見結果作分析，以此推論全體新住

民之看法可能會有所偏頗。 

二、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雖已將問卷翻譯成各國版本，但因受訪者教育程度或生活經驗，

也許造成問卷理解差誤，影響調查結果。 

 

參、焦點訪談方面 

本研究焦點訪談對象主要以台北市及台東市新住民及華語教師意見結果作分析，以此

推論全體新住民及華語教師之意見可能會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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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提出下列具體建議，如下： 

 

壹、政府有專責機構負責新住民終身學習的資源統整及規劃 

一、課程規劃：新住民終身學習規劃，發展新住民課程運作模式。 

二、研擬新住民華語教材編製方案：新住民學習華語教材編製。 

三、規劃語文能力測驗：規劃新住民華語能力測驗，評估新住民語文能力。 

四、教師專業發展規劃：規劃新住民教師研習：充實華語文專業知識、新住民多元語言文

化知識、掌握語言文化的對比分析、成人教育、二語教學法、差異化教學法等。 

貳、精進新住民華語教材規劃建議 

一、訂定新住民華語課綱及能力指標。 

由專責單位統整新住民教學及學習資源，負責新住民課程的規劃及教學設計；研

擬及訂定新住民華語學習課程大綱，依課程分級大綱，擬定課程目標及相關能力指

標。 

二、研擬新住民華語文教材編寫方案。 

依據新住民特性及學習需求研擬新住民華語教材編寫方案。如：考量成人識字、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及教學原理原則，整理分析新住民實用性、生活化、階段性學習需

求，考量聽、說、讀、寫之語文基本技能訓練內容、注重多元文化及性平觀點、趣味

性及科學性之教材編製、教材分級及國別化教材需求、多元立體化教材之設計等，提

出相關教材編製方案以檢討教材編製之必要性。 

 

三、教材系統性需求及教材分級。 

新住民依來台時間、語言能力、學習歷程，而有不同階段的的華語學習需求。華

語教材亦應配合新住民不同級別學習需求，規劃編製出適合各級別程度的學習者。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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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新住民來台時間加長，在自我發展、工作職場、專業發展等需求，需要的華語文能

力亦加深加廣。一方面每年台灣皆有新加入的新住民，有各級別教材之需求。依級別

不同，辭彙、漢字、語法之選用應依等級大綱級別，以符應不同程度、階段學習者的

需求。考量各級語言學習重點，教材編寫應留意： 

1.初級：標音符號、注意漢字讀寫、及以符合初級字彙設計課文及練習 

2.中級：能銜接初級及高級教材、依等級大綱選用詞彙、漢字、及語法點、

可採主、副課文搭配、進行比較多元、綜合性練習的課室活動。 

3.高級：注意詞彙、漢字、語法點選擇原則、難度與篇幅控制原則、提升趣味性

及加重文化份量，設計各類練習活動。 

四、新住民學習主題需求。 

參考相關研究調查結果，依新住民華語學習主題需求，規劃主題完整之華語學習

教材。依教材分級、分冊、分單元之架構，從新住民生活適應、公民素養、人際溝

通、跨文化學習、工作職場素養、自我發展等需求，規劃符合新住民需求之學習主

題。 

五、檢視教材多元文化及性平觀點。 

跨文化溝通是第二語言學習重點，故跨文化內容是語言教材重點。在文化單元學

習教材，應避免要求單向的同化、及融入觀點，而以注重文化多元共榮、平等尊重、

互相欣賞的多元文化觀為編製原則。相關教材內容亦應檢視性平觀點，是否落入失

衡、僵化的性別觀點，造成錯誤認知及負面影響。 

六、提供實用性及生活化的內容。 

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須符合新住民的實際需求及生活面向，始能引起學習者學習

動機及興趣。 

 

七、聽、說、讀、寫語言技能的培養。 

語言學習為新住民在地適應最優先項目，新住民華語教材宜提供規劃完整之課文

(會話、短文)、詞彙、漢字讀寫(筆畫筆順及部件教學)、語法、寫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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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標註音標符號。 

初級班之入門課程宜先規劃注音符號教學，可協助新住民順利展開識字讀寫，幫

助新住民展開自學(國內相關出版品及繪本皆採注音符號)、新住民也可教導新二代的

學習。此皆為新住民期待學習注音符號之原因。對有漢語拼音學習需求之新住民，亦

可提供漢拼教材別冊或同時標註於教材上。 

九、教材富趣味性、科學性。 

教材內容富趣味性可提升學習動機，教材編輯的科學性須符合語言教學的規律性

和語言知識的準確性。 

十、國別化教材編製。 

考慮外籍新住民主要的國別：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國別

之語言文化對比，在內容規畫相同的新住民華語教材大架構下，發展不同的國別化教

材，以符合不同國別新住民需求。 

十一、規劃華語能力測驗。 

研擬新住民「華語能力測驗」機制，提供有華語能力證明需求之新住民報考及檢

測，可用於求職、認證、申請學校、華語能力證明所需；亦可提供華語課程開課單位

檢視教學成效、政府相關單位規劃統計國民脫盲政策及統計數據之參考。可委請相關

單位(如：華測會)進行可行性實施方案評估，供有需求之新住民或相關單位參考。 

十二、提供多元立體化教材。 

提供完整之教材配套，含習作、多媒體動畫教材、教師手冊、教材參考資料、翻

譯別冊、漢字習寫ＡＰＰ等，供學習者及教師運用。 

 

參、建議各機關建制相關教材網站，開放華語教材資源共享 

另外，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新住民有文化了解、短期來台移工學習的需求，為

了資源共享，本研究提供各部會相關的建議，如下： 

一、建置教材網站及提供多媒體輔助教材：根據調查顯示，新住民及教師在華語教材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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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需求，調查也發現新住民及教師有使用多媒體數位教材作為學習及教學輔助之需

求。建議業務主管機關，如教育部、勞動部等，建議建置新住民教材網，提供編製完

整之分級教材及多媒體輔助資料等。 

二、大多數新住民對在地文化了解有需求，建議相關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移民署等

建置網站，讓新住民不管來台前後，都可藉由網站了解台灣文化。可再加上手機 APP

推播，藉由網站發送訊息給新住民。另外，也可加上新住民各國多元文化介紹網頁，

介紹新住民多元文化給國人認識，促進文化交流，進而能共存共榮。 

三、國內有超過 50萬的短期來台移工，相關單位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亦可於線上

提供華語教材，供短期來台移工學習及溝通使用，也可進一步研發不同業種(醫療看

護、工廠移工…)之專業華語教材，提供國內業主及各國短期移工朋友參考使用。 

四、政府在教育議題上需進行國人文盲比率統計、及新住民終身教育規畫需求。目前入籍

新住民除已拿到國內學位者外，幾無是否達脫盲標準依據。可委由相關單位(如華測

會)規劃華語文能力檢測，鼓勵及提供新住民華語文能力檢測管道，新住民亦可依需

求(如升學、就業等)選擇是否參加相關能力檢測。 

 

以上建議業務主關機關如教育部、文化部、移民署、勞動部供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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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 

「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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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印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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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柬埔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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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菲律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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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學習華語學習調查問卷」-緬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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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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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218 

附錄三 焦點訪談團體座談會訪談大綱(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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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焦點訪談團體座談會訪談大綱(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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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教學流程及教案(實驗組對照組) 

 

一、實驗組教學流程及教案 

表 教學流程及教案 

單元名稱 示部字 班  級 知本影片班 人   數 5-10 人 

教材來源 學華語向前走 老  師 何楚硯 時   間 40分鐘 

教材分析 示部字 

教學方法 預習、測驗、影片、講述、討論 

學生分析 來台外籍配偶，來台時間從一年到十五年不等，對漢語有初級基礎。 

教學資源 
場  地 社區活動中心 教   具 

圖片、字卡 

便利貼、各式 

文具 

器  材 電腦、投影機 參考書籍 學華語向前走 

時間分配 

 

時

間 

月 日 教       學       重       點 

5

分

鐘 

  壹、準備活動-預習指導、引起動機 

5

分

鐘 

  

貳、發展活動 測驗 

5

分

鐘 

  

貳、發展活動 漢字教學影片 

20

分

鐘 

  

貳、發展活動 教師講述及討論 

15

分

鐘 

  

参、綜合活動 課後測驗及相似字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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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1能了解今天教的主題-示部－示、祖、神、視、祝、社 

2-1 能試著寫出示部字 

2-2能瞭解示部字演變，並加練習書寫 

2-3能學會示部字，加深印象，並在討論時加以應用造詞、造句表達各種情境 

3-1透過測驗及補充，能了解華人特有之祭祀文化 

 

教學 

計畫 
教 學 流 程 及 內 容 時間 教學評量 

第一節- 

5分鐘  

 

 

 

 

 

 

 

 

 

 

 

 

 

 

第二節- 

5分鐘 

 

 

 

 

 

 

 

第三節- 

5分鐘 

 

 

 

壹、準備活動 

一、預習指導 

1、課前預習。 

2、請學生快速看過字卡 

示、祖、神、視、祝、社 

二、引起動機 

1、請學生看向投影幕，帶領唸出示、祖、

神、視、祝、社之讀音，並配合每一個

字造詞。 

例:「表示的『示』」 

2、請學生書空，記好今天所教的字。 

◎配合實際演練與學生互動，讓他們知道今

天要教那些字，及大致瞭解這些字的讀

音及字形。 

◎可用 PPT以圖片呈現字及注音 

 

貳、發展活動 

一、課前測驗 

請學生將試卷對折，寫上姓名等基本資料

後，以聽寫方式進行測驗： 

例:「神明的『神』」 

 

考試後收回考卷。 

 

二、漢字影片教學 

播放今日漢字教學影片,並在甲骨文解析時 

暫停撥放，用更親近新住民學員的方式解釋 

給學員 

◎同時在 PPT 上呈現圖片，幫助學生聯想，

請學生看圖造句。 

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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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20分鐘 

 

 

 

 

 

 

 

 

 

 

 

 

 

 

 

 

 

 

第五節 

15分鐘 

 

◎隨機撥放甲骨文及圖片請學生回答、重複

幾次同樣動作加深漢字記憶。 

 

◎以圖片作為輔助，幫助學生記住句

型。 

◎在 PPT上呈現圖片，幫助學生聯想，請學

生看圖造句。 

 

三、教師講述及討論 

1.教師講述： 

每個字以 PPT 呈現，並造 2~3個詞，讓學生

瞭解字意及詞意。 

並以學生做例子，舉出例句： 

「ＯＯ的兒子在母親節祝媽媽母親節

快樂。」 

◎藉由學生生活經驗造句，能更容易讓學生

吸收。 

 

2.討論： 

詢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哪裡看過這些漢

字？為甚麼這個字跟那個地方有關？ 

Ex: 掃墓時看過祖先的祖 

同儕互相討論，最後老師歸納每個人的回

答，一一介紹 

Ex:祖字旁的且原為神主牌位及墳墓之意，

故現在的祖字即為示+且 

 

參、綜合活動 

一、課後測驗 

將考卷發還給學生，請學生將試卷翻至背

面，以聽寫方式進行課後測驗： 

例:「社會的『社』」 

 

二、相似字補充 

老師在白板中央寫上「示」，請學生回答還

認識那些示部字？學生回答後寫上黑

板，以心智圖方式呈現，並介紹其讀音

其造詞 

 

 

 

 

 

 

 

 

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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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出之漢字即為其生活中常見的

字，再以心智圖方式呈現可再加深印

象，若學生提的字不夠，老師也可以補

充其他常見示部字 

 

 

二、對照組教學流程及教案 

表 對照組教學流程及教案 

單元名稱 火部字 班  級 知本傳統班 人   數 5-10人 

教材來源 學華語向前走 老  師 何楚硯 時   間 40分鐘 

教材分析 火部字、學華語向前走－今天的晚餐真好吃 

教學方法 預習、測驗、影片、講述、討論 

學生分析 來台外籍配偶，來台時間從一年到十五年不等，對漢語有初級基礎。 

教學資源 
場  地 社區活動中心 教   具 

圖片、字卡、便利 

貼、各式文具 

器  材 電腦、投影機 參考書籍 學華語向前走 

時間分配 

時間 月 日 教       學       重       點 

5   壹、準備活動-預習指導、引起動機 

5   貳、發展活動 測驗 

5   貳、發展活動 漢字教學影片 

20   貳、發展活動 教師講述及討論 

15   参、綜合活動 課後測驗及相似字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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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1 能了解今天教的主題-火部－火、炒、煎、烤、照 

2-1 能試著寫出火部字 

2-2 能瞭解火部字演變及分辨火和灬，並加練習書寫 

2-3 能學會火部字，加深印象，並在討論時加以應用造詞、造句表達各種情境 

3-1 透過測驗及補充，能了解華人飲食料理特色 

 

教學計畫 教 學 流 程 及 內 容 時間 教學評量 

第一節- 

5分鐘  

 

 

 

 

 

 

 

 

 

 

 

 

 

 

第二節- 

5分鐘 

 

 

 

 

 

 

 

第三節- 

5分鐘 

 

 

 

 

壹、準備活動 

一、預習指導 

1、課前預習。 

2、請學生快速看過字卡 

火、炒、煎、烤、照 

二、引起動機 

1、請學生看向投影幕，帶領唸出火、炒、

煎、烤、照之讀音，並配合每一個字造

詞。 

例:「火焰的『火』」 

2、請學生書空，記好今天所教的字。 

◎配合實際演練與學生互動，讓他們知道今

天要教那些字，及大致瞭解這些字的讀

音及字形。 

◎可用 PPT以圖片呈現字及注音 

 

貳、發展活動 

一、課前測驗 

請學生將試卷對折，寫上姓名等基本資料

後，以聽寫方式進行測驗： 

例:「炒飯的『炒』」考試後收回考卷。 

 

二、漢字教學 

以投影幕呈現和漢字及讀音，用更親近新住

民學員的方式解釋給學員 

◎同時在 PPT 上呈現圖片，幫助學生聯想，

請學生看圖造句。 

◎隨機撥放甲骨文及圖片請學生回答、重複

幾次同樣動作加深漢字記憶。 

◎以圖片作為輔助，幫助學生記住句型。 

◎在 PPT上呈現圖片，幫助學生聯想，請學

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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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20 分鐘 

 

 

 

 

 

 

 

 

 

 

 

 

 

 

 

第五節 

15 分鐘 

 

生看圖造句。 

 

三、教師講述及討論 

1.教師講述： 

每個字以 PPT 呈現，並造 2~3個詞，讓學生

瞭解字意及詞意。 

並以學生做例子，舉出例句： 

「ＯＯ今天晚餐吃煎魚嗎？」 

◎藉由學生生活經驗造句，能更容易讓學生

吸收。 

 

2.討論： 

詢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哪裡看過這些漢

字？為甚麼這個字跟那個地方有關？ 

Ex: 看美食節目食譜常出現火部字 

同儕互相討論，最後老師歸納每個人的回

答，一一介紹 

  

參、綜合活動 

一、課後測驗 

將考卷發還給學生，請學生將試卷翻至背

面，以聽寫方式進行課後測驗： 

例:「照相的『照』」 

 

二、相似字補充 

老師在白板中央寫上「火」，請學生回答自

己還會怎樣的料理方式？學生回答後

寫上黑板，以心智圖方式呈現，並介紹

其讀音其造詞 

 

◎學生提出之漢字即為其生活中常見的

字，再以心智圖方式呈現可再加深印

象，若學生提的字不夠，老師也可以補

充其他常見火部字 

 

(休息下課，下堂接續學華語向前走之課文

及句型) 

 

 

 

 

 

 

四分鐘 

 

 

 

 

 

 

 

 

實驗組與對照組課堂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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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實驗組與對照組課堂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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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後測表 

 

臺東場-實驗組(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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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場-實驗組(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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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場-對照組(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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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場-隔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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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對照組(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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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對照組(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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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實驗組(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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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實驗組(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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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實驗組(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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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場-實驗組(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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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漢字書院網站及字表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USER
打字機文字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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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新住民問卷背景數據與相關統計 

 

表 新住民各國比例 

  

原國籍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緬甸 柬埔寨 總數 

數量 112 32 20 20 20 10 214 

百分比 51.9% 14.8% 9.3% 9.3% 9.3% 4.6% 100% 

 

表 性別 

  
性別 

女 男 總數 

數量 188 26 214 

百分比 87.0% 12.0% 100% 

 

表 年齡區間 

  
年齡區間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 總數 

數量 85 65 49 10 3 2 214 

百分比 39.7% 30.4% 22.9% 4.7% 1.4% 0.9% 100.0% 

 

表 歸化台灣國籍 

  
是否歸化台灣國籍 

已歸化 未歸化 總數 

數量 106 108 214 

百分比 49.5% 5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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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庭總人數 

  

家庭總人數 

1 2 3 4 5 6以上 無 總數 

數量 33 23 43 44 33 29 9 214 

百分比 15.4% 10.7% 20.1% 20.6% 15.4% 13.6% 4.2% 100% 

 

表 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 

公公 婆婆 先生 太太 兒子 女兒 總數 

數量 53 85 140 50 87 81 496 

百分比 11% 17% 28% 10% 18% 16% 100% 

 

表 學習華語時間 

 

請問您學習華語時間有多久 

總計 1個月內 2-6個月 6-12個月 1年以上 

性別 女 計數 14 30 27 115 188 

占總計% 6.5% 13.9% 12.5% 53.2% 87.0% 

男 計數 1 6 5 14 26 

占總計% 0.5% 2.8% 2.3% 6.5% 12.0% 

總計 計數 15 36 32 129 214 

占總計% 6.9% 16.7% 14.8% 59.7% 100.0% 

 

表 能使用的語言種類 

  

請問您能使用的語言種類(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越南語 印尼語 泰國語 

柬埔寨

語 

菲律賓

語 
緬甸 

性

別 

女 

計數 172 17 46 41 88 28 16 11 12 14 445 

占總計% 33.7% 3.3% 9.0% 8.0% 17.2% 5.5% 3.1% 2.2% 2.3% 2.7% 87.1% 

男 

計數 21 1 1 16 10 2 2 0 1 12 66 

占總計% 4.1% 0.2% 0.2% 3.1% 2.0% 0.4% 0.4% 0.0% 0.2% 2.3% 12.9% 

總計 

計數 193 18 47 57 98 30 18 11 13 26 511 

占總計% 37.8% 3.5% 9.2% 11.2% 19.2% 5.9% 3.5% 2.2% 2.5% 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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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目前在台灣的工作情形 

  
請問您目前在台灣的工作情形(可複選) 

總計 
無 協助自家 外出工作 自行創業 臨時工 學生 

性別 

女 
計數 38 27 77 18 41 3 188 

占總計% 17.8% 12.6% 36.0% 8.4% 19.2% 1.4% 87.9% 

男 
計數 2 0 5 0 10 9 26 

占總計% 0.9% 0.0% 2.3% 0.0% 4.7% 4.2% 12.1% 

總計 
計數 40 27 82 18 51 12 214 

占總計% 18.7% 12.6% 38.3% 8.4% 23.8% 5.6% 100.0% 

 

表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26 6 42 8 2 4 188 

占總計% 58.9% 2.8% 19.6% 3.7% 0.9% 1.9% 87.9% 

男 
計數 3 0 0 0 3 20 26 

占總計% 1.4% 0.0% 0.0% 0.0% 1.4% 9.3% 12.1% 

總計 
計數 129 6 42 8 5 24 214 

占總計% 60.3% 2.8% 19.6% 3.7% 2.3% 11.2% 100.0% 

 

表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伴侶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伴侶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31 2 30 13 6 1 183 

占總計% 71.6% 1.1% 16.4% 7.1% 3.3% 0.5% 100.0% 

男 
計數 2 0 0 0 2 1 5 

占總計% 40.0% 0.0% 0.0% 0.0% 40.0% 20.0% 100.0% 

總計 
計數 133 2 30 13 8 2 188 

占總計% 70.7% 1.1% 16.0% 6.9% 4.3% 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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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12 1 24 11 29 1 178 

占總計% 62.9% 0.6% 13.5% 6.2% 16.3% 0.6% 100.0% 

男 
計數 5 0 0 2 3 0 10 

占總計% 50.0% 0.0% 0.0% 20.0% 3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17 1 24 13 32 1 188 

占總計% 62.2% 0.5% 12.8% 6.9% 17.0% 0.5% 100.0% 

 

表 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51 3 31 24 100 1 310 

占總計% 48.70% 1.00% 10.00% 7.70% 32.30% 0.30% 100.00% 

男 
計數 17 1 0 7 21 0 46 

占總計% 37.00% 2.20% 0.00% 15.20% 45.70% 0.00% 100.00% 

總計 
計數 168 4 31 31 121 1 356 

占總計% 47.20% 1.10% 8.70% 8.70% 34.00% 0.30% 100.00% 

 

表 學習華語的地點 

  

您過去學習的地點(可複選) 

總計 國中小 

教室 

社區 

活動中心 

里民 

活動中心 
社區大學 家中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00 47 22 17 24 21 231 

占總計% 37.0% 17.4% 8.1% 6.3% 8.9% 7.8% 85.6% 

男 
計數 12 4 2 8 11 2 39 

占總計% 4.4% 1.5% 0.7% 3.0% 4.1% 0.7% 14.4% 

總計 
計數 112 51 24 25 35 23 270 

占總計% 52.3% 23.8% 11.2% 11.7% 16.4% 1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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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 

 

聽懂華語難易度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99 39 46 3 1 188 

占總計% 45.8% 18.1% 21.3% 1.4% 0.5% 87.1% 

男 計數 10 5 9 1 1 26 

占總計% 4.6% 2.3% 4.2% 0.5% 0.5% 12.1% 

總計 計數 109 44 55 4 2 214 

占總計% 50.9% 20.6% 25.7% 1.9% 0.9%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 

 

口說華語難易度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74 51 58 2 3 188 

占總計% 34.3% 23.6% 26.9% 0.9% 1.4% 87.1% 

男 計數 9 6 9 1 1 26 

占總計% 4.2% 2.8% 4.2% 0.5% 0.5% 12.2% 

總計 計數 83 57 67 3 4 214 

占總計% 38.8% 26.6% 31.3% 1.4% 1.9%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 

 

華語閱讀難易度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23 25 36 52 52 188 

占總計% 10.6% 11.6% 16.7% 24.1% 24.1% 87.1% 

男 計數 7 1 7 7 4 26 

占總計% 3.2% 0.5% 3.2% 3.2% 1.9% 12.0% 

總計 計數 30 26 43 59 56 214 

占總計% 14.0% 12.1% 20.1% 27.6% 26.2%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 

 

漢字書寫難易度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17 16 26 53 76 188 

占總計% 7.9% 7.4% 12.0% 24.5% 35.2% 87.0% 

男 計數 6 2 4 4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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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2.8% 0.9% 1.9% 1.9% 4.6% 12.1% 

總計 計數 23 18 30 57 86 214 

占總計% 10.7% 8.4% 14.0% 26.6% 40.2% 100.0% 

 

表 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閱讀華語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總計 閱讀時生

詞看不懂 

同個字有

很多意思 

字懂了 

意思不懂 

學了很 

容易忘記 

只想學 

聽說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03 69 80 130 2 11 395 

占總計% 22.9% 15.4% 17.8% 29.0% 0.4% 2.4% 88.0% 

男 
計數 17 5 13 17 0 2 54 

占總計% 3.8% 1.1% 2.9% 3.8% 0.0% 0.4% 12.0% 

總計 
計數 120 74 93 147 2 13 449 

占總計% 26.7% 16.5% 20.7% 32.7% 0.4% 2.9% 100.0% 

 

表 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書寫漢字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漢字書寫

困難 

學了容易

忘記 

不知筆順

規則 

生活中很

少用到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03 108 36 91 7 345 

占總計% 26.2% 27.5% 9.2% 23.2% 1.8% 87.8% 

男 
計數 15 15 6 9 3 48 

占總計% 3.8% 3.8% 1.5% 2.3% 0.8% 12.2% 

總計 
計數 118 123 42 100 10 393 

占總計% 30.0% 31.3% 10.7% 25.4% 2.5% 100.0% 

 

表 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的困擾 

 

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您認為會有什麼困擾(可複選) 

總計 
不方便 

子女教

學無法

協助 

不敢去

銀行郵

局 

無法參

與子女

班上

line 群

組 

需要用

到文字

工作不

能做 

覺得自

己什麼

都不會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43 99 71 61 120 43 2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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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23.9% 16.6% 11.9% 10.2% 20.1% 7.2% 0.3% 90.1% 

男 
計數 17 3 6 2 20 9 2 59 

占總計% 2.8% 0.5% 1.0% 0.3% 3.3% 1.5% 0.3% 9.9% 

總計 
計數 160 102 77 63 140 52 4 598 

占總計% 26.8% 17.1% 12.9% 10.5% 23.4% 8.7% 0.7% 100.0% 

 

表 目前上課老師所使用的教材 

  

請問您目前上課老師所使用的教材媒體是(可複選) 

總計 
以紙本 

紙本為主 

動畫為輔 

動畫為主 

紙本為輔 
網路教材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96 65 43 6 9 219 

占總計% 38.7% 26.2% 17.3% 2.4% 3.6% 88.3% 

男 
計數 9 15 4 0 1 29 

占總計% 3.6% 6.0% 1.6% 0.0% 0.4% 11.7% 

總計 
計數 105 80 47 6 10 248 

占總計% 42.3% 32.3% 19.0% 2.4% 4.0% 100.0% 

 

表 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 

  

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您有什麼建議(可複選) 

總計 增加生動

活潑圖片 

增加數位

筆順練習 

增加動畫

遊戲輔助 

提供線上

多元教材 

不同國籍

專屬課本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74 82 111 88 57 6 418 

占總計% 15.5% 17.2% 23.3% 18.4% 11.9% 1.3% 87.6% 

男 
計數 15 12 12 12 7 1 59 

占總計 3.1% 2.5% 2.5% 2.5% 1.5% 0.2% 12.4% 

總計 
計數 89 94 123 100 64 7 477 

占總計 18.7% 19.7% 25.8% 21.0% 13.4% 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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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 

  

教材主題上，您希望可以增加那些內容(可複選) 

總計 醫療 

保健 

金融 

理財 

電腦 

科技 

教育 

制度 

法律 

常識 

政府 

制度 

家庭 

文化 

台灣 

史地 

觀光 

休閒 

婚喪 

喜慶 

文學 

藝術 

職場 

就業 

消費 

活動 

人際 

關係 
其他 

性 

別 

女 

計數 95 54 87 90 88 43 105 63 62 36 39 97 33 87 4 983 

占總計% 8.4% 4.8% 7.7% 8.0% 7.8% 3.8% 9.3% 5.6% 5.5% 3.2% 3.5% 8.6% 2.9% 7.7% 0.4% 87.0% 

男 

計數 17 11 11 9 11 6 13 8 13 5 8 11 9 14 1 147 

占總計% 1.5% 1.0% 1.0% 0.8% 1.0% 0.5% 1.2% 0.7% 1.2% 0.4% 0.7% 1.0% 0.8% 1.2% 0.1% 13.0% 

總計 

計數 112 65 98 99 99 49 118 71 75 41 47 108 42 101 5 1130 

占總計% 9.9% 5.8% 8.7% 8.8% 8.8% 4.3% 10.4% 6.3% 6.6% 3.6% 4.2% 9.6% 3.7% 8.9% 0.4% 100.0% 

 

表 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聽力 

 

在華語「聽力」上，您認為自己的華語程度是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99 39 46 3 1 188 

占總計% 46.3% 18.2% 21.5% 1.4% 0.5% 87.9% 

男 計數 10 5 9 1 1 26 

占總計% 4.7% 2.3% 4.2% 0.5% 0.5% 12.1% 

總計 計數 109 44 55 4 2 214 

占總計% 50.9% 20.6% 25.7% 1.9% 0.9% 100.0% 

 

表 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口說 

 

在華語「口說」上，您的程度為何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74 51 58 2 3 188 

占總計% 34.6% 23.8% 27.1% 0.9% 1.4% 87.9% 

男 計數 9 6 9 1 1 26 

占總計% 4.2% 2.8% 4.2% 0.5% 0.5% 12.1% 

總計 計數 83 57 67 3 4 214 

占總計% 38.8% 26.6% 31.3% 1.4% 1.9% 100.0% 

 

表 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識字 

 

在華語識字程度上，您程度為何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23 25 36 52 52 188 

占總計% 10.7% 11.7% 16.8% 24.3% 24.3%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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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計數 7 1 7 7 4 26 

占總計% 3.3% 0.5% 3.3% 3.3% 1.9% 12.1% 

總計 計數 30 26 43 59 56 214 

占總計% 14.0% 12.1% 20.1% 27.6% 26.2% 100.0% 

 

表 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書寫 

 

在華語書寫程度上，您的程度為何 

總計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性別 女 計數 17 16 26 53 76 188 

占總計% 7.9% 7.5% 12.1% 24.8% 35.5% 87.9% 

男 計數 6 2 4 4 10 26 

占總計% 2.8% 0.9% 1.9% 1.9% 4.7% 12.1% 

總計 計數 23 18 30 57 86 214 

占總計% 10.7% 8.4% 14.0% 26.6% 40.2% 100.0% 

 

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您學華語哪一部份能力增強(可複選) 

聽 說 讀 寫 總計 

性別 

女 
計數 85 25 131 118 359 

占總計% 21.3% 6.3% 32.8% 29.6% 90.0% 

男 
計數 6 0 19 15 40 

占總計% 1.5% 0.0% 4.8% 3.8% 10.0% 

總計 
計數 91 25 150 133 399 

占總計% 22.8% 6.3% 37.6% 33.3% 100.0% 

 

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您學習華語文有什麼幫助(可複選) 

總計 
上課變

有趣喜

歡上課 

認漢字

變簡單 

寫漢字

變簡單 

不容易

忘記 

可自行

處理日

常事務 

更加了

解文化

習俗 

增加自

信心 

可用通

訊軟體

跟家人

溝通 

沒學過

的漢字

可用猜

的方法

了解 

幫助 

有限 
其他 

性

別 
女 

計數 137 88 80 84 10 126 54 12 89 8 2 690 

占總計% 17.6% 11.3% 10.3% 10.8% 1.3% 16.2% 6.9% 1.5% 11.4% 1.0% 0.3%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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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計數 22 11 10 12 1 15 6 0 11 0 1 89 

占總計% 2.8% 1.4% 1.3% 1.5% 0.1% 1.9% 0.8% 0.0% 1.4% 0.0% 0.1% 11.4% 

總計 
計數 159 99 90 96 11 141 60 12 100 8 3 779 

占總計% 20.4% 12.7% 11.6% 12.3% 1.4% 18.1% 7.7% 1.5% 12.8% 1.0% 0.4% 100.0% 

 

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您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嗎(可複選) 

總計 
會認得 會書寫 嘗試造詞 

沒學過的

漢字可用

猜的方法

了解 

大腦會有

這個漢字

的形象可

試著寫出 

對認識 

漢字幫助

有限 

  

對書寫 

漢字幫助

有限 

  

其他 

性

別 

女 

計數 142 91 94 76 81 4 6 1 495 

占總計% 25.6% 16.4% 16.9% 13.7% 14.6% 0.7% 1.1% 0.2% 89.2% 

男 

計數 16 10 12 7 14 0 0 1 60 

占總計% 2.9% 1.8% 2.2% 1.3% 2.5% 0.0% 0.0% 0.2% 10.8% 

總計 

計數 158 101 106 83 95 4 6 2 555 

占總計% 28.5% 18.2% 19.1% 15.0% 17.1% 0.7% 1.1% 0.4% 100.0% 

 

表 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閱讀華語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總計 閱讀時生

詞看不懂 

同個字有

很多意思 

字懂了 

意思不懂 

學了很 

容易忘記 

只想學 

聽說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03 69 80 130 2 11 395 

占總計% 22.9% 15.4% 17.8% 29.0% 0.4% 2.4% 88.0% 

男 
計數 17 5 13 17 0 2 54 

占總計% 3.8% 1.1% 2.9% 3.8% 0.0% 0.4% 12.0% 

總計 
計數 120 74 93 147 2 13 449 

占總計% 26.7% 16.5% 20.7% 32.7% 0.4% 2.9% 100.0% 

 

表 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書寫漢字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漢字書寫

困難 

學了容易

忘記 

不知筆順

規則 

生活中很

少用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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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女 
計數 103 108 36 91 7 345 

占總計% 26.2% 27.5% 9.2% 23.2% 1.8% 87.8% 

男 
計數 15 15 6 9 3 48 

占總計% 3.8% 3.8% 1.5% 2.3% 0.8% 12.2% 

總計 
計數 118 123 42 100 10 393 

占總計% 30.0% 31.3% 10.7% 25.4% 2.5% 100.0% 

 

表 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的困擾 

 

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您認為會有什麼困擾(可複選) 

總計 
不方便 

子女教

學無法

協助 

不敢去

銀行郵

局 

無法參

與子女

班上

line 群

組 

需要用

到文字

工作不

能做 

覺得自

己什麼

都不會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143 99 71 61 120 43 2 539 

占總計% 23.9% 16.6% 11.9% 10.2% 20.1% 7.2% 0.3% 90.1% 

男 
計數 17 3 6 2 20 9 2 59 

占總計% 2.8% 0.5% 1.0% 0.3% 3.3% 1.5% 0.3% 9.9% 

總計 
計數 160 102 77 63 140 52 4 598 

占總計% 26.8% 17.1% 12.9% 10.5% 23.4% 8.7% 0.7% 100.0%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254 

附錄八 不同國籍新住民對於華語教學教材需求之相關統計數據 

 

表 必修華語課程後繼續華語學習的因素 

 

 

表 不同國籍受訪者學華語時間 

 

學華語時間 

總計 1個月內 2-6個月 6-12個月 1年以上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12 21 21 58 112 

占總計% 10.7% 18.8% 18.8% 51.8% 100.0% 

印尼 計數 0 4 6 22 32 

占總計% 0.0% 12.5% 18.8% 68.8% 100.0% 

菲律賓 計數 0 4 2 14 20 

占總計% 0.0% 20.0% 10.0% 70.0% 100.0% 

泰國 計數 3 2 0 15 20 

占總計% 15.0% 10.0% 0.0% 7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0 5 1 4 10 

占總計% 0.0% 50.0% 10.0% 40.0% 100.0% 

緬甸 計數 0 0 2 18 20 

占總計% 0.0% 0.0% 10.0% 90.0% 100.0% 

總計 計數 15 36 32 131 214 

占總計% 6.9% 16.7% 14.8% 59.7% 100.0% 

 

 

  

請問 72小時必修華語課程後，吸引您繼續華語學習的因素(可複選) 

總計 語言 

教育 

親子 

教育 

就業 

需要 

生活 

適應 

醫療 

需要 

法律 

常識 

文化 

了解 

自我 

發展 
其他 

性別 

女 
計數 85 116 115 124 98 112 129 134 7 920 

占總計% 8.4% 11.5% 11.4% 12.3% 9.7% 11.1% 12.7% 13.2% 0.7% 90.9% 

男 
計數 2 2 19 17 8 12 14 16 2 92 

占總計% 0.2% 0.2% 1.9% 1.7% 0.8% 1.2% 1.4% 1.6% 0.2% 9.1% 

總計 
計數 87 118 134 141 106 124 143 150 9 1012 

占總計% 8.6% 11.7% 13.2% 13.9% 10.5% 12.3% 14.1% 14.8% 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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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國籍受訪者能使用的語言種類 

  

請問您能使用的語言種類(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

語 

閩南

語 
英語 

越南

語 

印尼

語 

泰國

語 

柬埔

寨語 

菲律

賓語 
緬甸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103 6 21 15 94 0 0 0 0 1 240 

占總計

% 
42.9% 2.5% 8.8% 6.3% 39.2% 0.0% 0.0% 0.0% 0.0% 0.4% 100.0% 

印尼 

計數 31 9 11 13 3 30 0 0 1 5 103 

占總計

% 
30.1% 8.7% 10.7% 12.6% 2.9% 29.1% 0.0% 0.0% 1.0% 4.9%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7 0 6 18 0 0 0 0 12 0 53 

占總計

% 
32.1% 0.0% 11.3% 34.0% 0.0% 0.0% 0.0% 0.0% 22.6% 0.0%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3 6 0 0 17 2 0 0 44 

占總計

% 
36.4% 0.0% 6.8% 13.6% 0.0% 0.0% 38.6% 4.5% 0.0% 0.0% 100.0% 

柬埔

寨 

計數 8 3 6 0 1 0 1 9 0 0 28 

占總計

% 
28.6% 10.7% 21.4% 0.0% 3.6% 0.0% 3.6% 32.1%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8 0 0 5 0 0 0 0 0 20 43 

占總計

% 
41.9% 0.0% 0.0% 11.6% 0.0% 0.0% 0.0% 0.0% 0.0% 46.5% 100.0% 

總計 

計數 193 18 47 57 98 30 18 11 13 26 511 

占總計

% 
37.8% 3.5% 9.2% 11.2% 19.2% 5.9% 3.5% 2.2% 2.5% 5.1% 100.0% 

 

 

表 不同國籍目前在臺灣的工作情形 

  
請問您目前在台灣的工作情形(可複選) 

總計 
無 協助自家 外出工作 自行創業 臨時工 學生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22 18 36 13 21 9 119 22 

占總計% 18.5% 15.1% 30.3% 10.9% 17.6% 7.6% 100.0% 18.5% 

印尼 
計數 7 6 12 1 4 2 32 7 

占總計% 21.9% 18.8% 37.5% 3.1% 12.5% 6.3% 100.0% 21.9% 

菲律 計數 4 1 13 1 5 0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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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占總計% 16.7% 4.2% 54.2% 4.2% 20.8% 0.0% 100.0% 16.7% 

泰國 
計數 6 0 12 1 2 0 21 6 

占總計% 28.6% 0.0% 57.1% 4.8% 9.5% 0.0% 100.0% 28.6% 

柬埔

寨 

計數 1 2 5 2 3 1 14 1 

占總計% 7.1% 14.3% 35.7% 14.3% 21.4% 7.1% 100.0% 7.1% 

緬甸 
計數 0 0 4 0 16 0 20 0 

占總計% 0.0% 0.0% 20.0% 0.0% 80.0% 0.0% 100.0% 0.0% 

總計 
計數 40 27 82 18 51 12 230 40 

占總計% 17.4% 11.7% 35.7% 7.8% 22.2% 5.2% 100.0% 17.4% 

 

 

表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公婆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79 1 20 0 1 0 101 

占總計% 78.2% 1.0% 19.8% 0.0% 1.0% 0.0% 100.0% 

印尼 
計數 15 2 11 0 3 0 31 

占總計% 48.4% 6.5% 35.5% 0.0% 9.7%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1 0 4 7 1 1 24 

占總計% 45.8% 0.0% 16.7% 29.2% 4.2% 4.2%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1 1 0 0 18 

占總計% 88.9% 0.0% 5.6% 5.6% 0.0%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6 3 6 0 0 0 15 

占總計% 40.0% 20.0% 40.0% 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0 0 0 0 0 2 

占總計% 100.0% 0.0% 0.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29 6 42 8 5 1 191 

占總計% 67.5% 3.1% 22.0% 4.2% 2.6% 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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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伴侶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伴侶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93 0 16 2 5 0 116 

占總計% 80.2% 0.0% 13.8% 1.7% 4.3% 0.0% 100.0% 

印尼 
計數 21 2 10 1 1 1 36 

占總計% 58.3% 5.6% 27.8% 2.8% 2.8% 2.8% 100.0% 

菲律賓 
計數 13 0 4 9 3 1 30 

占總計% 43.3% 0.0% 13.3% 30.0% 10.0% 3.3%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1 1 1 0 19 

占總計% 84.2% 0.0% 5.3% 5.3% 5.3%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8 3 6 0 0 0 17 

占總計% 47.1% 17.6% 35.3% 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0 0 0 0 0 2 

占總計% 100.0% 0.0% 0.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53 5 37 13 10 2 220 

占總計% 69.5% 2.3% 16.8% 5.9% 4.5% 0.9% 100.0% 

 

表 不同國籍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與子女交談的語言 

(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72 0 14 1 20 0 107 

占總計% 67.3% 0.0% 13.1% 0.9% 18.7% 0.0% 100.0% 

印尼 
計數 20 1 5 1 6 0 33 

占總計% 60.6% 3.0% 15.2% 3.0% 18.2%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5 0 5 11 5 1 37 

占總計% 40.5% 0.0% 13.5% 29.7% 13.5% 2.7% 100.0% 

泰國 
計數 13 0 1 0 7 0 21 

占總計% 61.9% 0.0% 4.8% 0.0% 33.3%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8 2 5 1 2 0 18 

占總計% 44.4% 11.1% 27.8% 5.6% 11.1%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0 0 0 1 0 3 

占總計% 66.7% 0.0% 0.0% 0.0% 33.3% 0.0% 100.0% 

USER
打字機文字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258 

總計 
計數 130 3 30 14 41 1 219 

占總計% 59.4% 1.4% 13.7% 6.4% 18.7% 0.5% 100.0% 

 

表 不同國籍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 

  
請問您的語言使用狀況─與他人交談的語言(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語 閩南語 英語 母語 其他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103 1 17 7 66 0 194 

占總計% 53.1% 0.5% 8.8% 3.6% 34.0% 0.0% 100.0% 

印尼 
計數 28 3 9 6 25 0 71 

占總計% 39.4% 4.2% 12.7% 8.5% 35.2%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8 0 4 16 13 1 52 

占總計% 34.6% 0.0% 7.7% 30.8% 25.0% 1.9% 100.0% 

泰國 
計數 16 0 3 1 6 0 26 

占總計% 61.5% 0.0% 11.5% 3.8% 23.1%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8 3 6 0 4 1 22 

占總計% 36.4% 13.6% 27.3% 0.0% 18.2% 4.5% 100.0% 

緬甸 
計數 15 0 0 1 15 0 31 

占總計% 48.4% 0.0% 0.0% 3.2% 48.4% 0.0% 100.0% 

總計 
計數 188 7 39 31 129 2 396 

占總計% 47.5% 1.8% 9.8% 7.8% 32.6% 0.5% 100.0% 

 

表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聽懂華語難易度 

 

聽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3 15 46 21 7 112 

占總計% 20.5% 13.4% 41.1% 18.8% 6.3% 100.0% 

印尼 計數 7 6 14 3 2 32 

占總計% 21.9% 18.8% 43.8% 9.4% 6.3% 100.0% 

菲律賓 計數 6 5 4 5 0 20 

占總計% 30.0% 25.0% 20.0% 25.0% 0.0% 100.0% 

泰國 計數 3 3 8 5 1 20 

占總計% 15.0% 15.0% 40.0% 25.0% 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3 2 0 0 10 

占總計% 50.0% 30.0% 2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2 6 2 0 0 20 

占總計% 60.0% 30.0% 1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56 38 76 34 10 214 

占總計% 26.2% 17.8% 35.5% 15.9% 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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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口說華語難易度 

 

說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6 13 40 23 10 112 

占總計% 23.2% 11.6% 35.7% 20.5% 8.9% 100.0% 

印尼 計數 9 6 10 5 2 32 

占總計% 28.1% 18.8% 31.3% 15.6% 6.3% 100.0% 

菲律賓 計數 6 3 6 5 0 20 

占總計% 30.0% 15.0% 30.0% 25.0% 0.0% 100.0% 

泰國 計數 2 2 9 5 2 20 

占總計% 10.0% 10.0% 45.0% 25.0% 1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2 3 0 0 10 

占總計% 50.0% 20.0% 3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8 5 6 1 0 20 

占總計% 40.0% 25.0% 30.0% 5.0% 0.0% 100.0% 

總計 計數 56 31 74 39 14 214 

占總計% 26.2% 14.5% 34.6% 18.2% 6.5% 100.0% 

 

 

表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華語閱讀難易度 

 

讀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17 2 39 33 21 112 

占總計% 15.2% 1.8% 34.8% 29.5% 18.8% 100.0% 

印尼 計數 3 3 13 12 1 32 

占總計% 9.4% 9.4% 40.6% 37.5% 3.1% 100.0% 

菲律賓 計數 3 1 5 6 5 20 

占總計% 15.0% 5.0% 25.0% 30.0% 25.0% 100.0% 

泰國 計數 0 1 9 7 3 20 

占總計% 0.0% 5.0% 45.0% 35.0% 1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2 1 5 0 2 10 

占總計% 20.0% 10.0% 50.0% 0.0% 20.0% 100.0% 

緬甸 計數 8 4 6 2 0 20 

占總計% 40.0% 20.0% 30.0% 1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33 12 77 60 32 214 

占總計% 15.4% 5.6% 36.0% 28.0% 1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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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國籍在學習華語-漢字書寫難易度 

 

寫的難易度 

總計 容易 很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4 0 25 43 40 112 

占總計% 3.6% 0.0% 22.3% 38.4% 35.7% 100.0% 

印尼 計數 1 2 9 12 8 32 

占總計% 3.1% 6.3% 28.1% 37.5% 25.0% 100.0% 

菲律賓 計數 2 1 6 7 4 20 

占總計% 10.0% 5.0% 30.0% 35.0% 20.0% 100.0% 

泰國 計數 2 1 4 7 6 20 

占總計% 10.0% 5.0% 20.0% 35.0% 3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1 0 3 4 2 10 

占總計% 10.0% 0.0% 30.0% 40.0% 20.0% 100.0% 

緬甸 計數 7 4 8 0 1 20 

占總計% 35.0% 20.0% 40.0% 0.0% 5.0% 100.0% 

總計 計數 17 8 55 73 61 197 

占總計% 8.6% 4.1% 27.9% 37.1% 31.0% 100.0% 

 

表 不同國籍在必修華語課程後繼續華語學習的因素 

  

請問 72小時必修華語課程後，吸引您繼續華語學習的因素(可複選) 

總計 語言 

教育 

親子 

教育 

就業 

需要 

生活 

適應 

醫療 

需要 

法律 

常識 

文化 

了解 

自我 

發展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49 74 69 74 53 69 82 84 3 557 

占總計% 8.8% 13.3% 12.4% 13.3% 9.5% 12.4% 14.7% 15.1% 0.5% 100.0% 

印尼 

計數 11 16 24 19 20 22 23 26 0 161 

占總計% 6.8% 9.9% 14.9% 11.8% 12.4% 13.7% 14.3% 16.1%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8 7 10 15 11 11 11 11 3 87 

占總計% 9.2% 8.0% 11.5% 17.2% 12.6% 12.6% 12.6% 12.6% 3.4% 100.0% 

泰國 

計數 10 8 12 15 12 12 12 15 3 99 

占總計% 10.1% 8.1% 12.1% 15.2% 12.1% 12.1% 12.1% 15.2% 3.0% 100.0% 

柬埔

寨 

計數 6 5 4 6 2 2 3 3 0 31 

占總計% 19.4% 16.1% 12.9% 19.4% 6.5% 6.5% 9.7% 9.7% 0.0% 100.0% 

緬甸 計數 3 8 15 12 8 8 12 11 0 77 

精進新住民華語教學教材研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錄



 

261 

占總計% 3.9% 10.4% 19.5% 15.6% 10.4% 10.4% 15.6% 14.3% 0.0% 100.0% 

總計 

計數 87 118 134 141 106 124 143 150 9 1012 

占總計% 8.6% 11.7% 13.2% 13.9% 10.5% 12.3% 14.1% 14.8% 0.9% 100.0% 

 

 

表 不同國籍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閱讀華語的困難為何(可複選) 

總計 閱讀時生

詞看不懂 

同個字有

很多意思 

字懂了意

思不懂 

學了很 

容易忘記 

只想 

學聽說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73 49 57 86 1 4 270 

占總計% 27.0% 18.1% 21.1% 31.9% 0.4% 1.5% 100.0% 

印尼 
計數 16 2 10 22 0 1 51 

占總計% 31.4% 3.9% 19.6% 43.1% 0.0% 2.0% 100.0% 

菲律賓 
計數 12 6 8 11 0 2 39 

占總計% 30.8% 15.4% 20.5% 28.2% 0.0% 5.1% 100.0% 

泰國 
計數 10 7 9 10 1 3 40 

占總計% 25.0% 17.5% 22.5% 25.0% 2.5% 7.5% 100.0% 

柬埔寨 
計數 3 8 5 5 0 0 21 

占總計% 14.3% 38.1% 23.8% 23.8%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6 2 4 13 0 3 28 

占總計% 21.4% 7.1% 14.3% 46.4% 0.0% 10.7% 100.0% 

總計 
計數 120 74 93 147 2 13 449 

占總計% 26.7% 16.5% 20.7% 32.7% 0.4% 2.9% 100.0% 

 

表 不同國籍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您覺得自己書寫漢字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漢字書寫

困難 

學了容易

忘記 

不知筆順

規則 

生活中很

少用到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71 65 24 57 2 219 

占總計% 32.4% 29.7% 11.0% 26.0% 0.9% 100.0% 

印尼 
計數 12 24 6 16 3 61 

占總計% 19.7% 39.3% 9.8% 26.2% 4.9% 100.0% 

菲律賓 
計數 15 10 4 7 0 36 

占總計% 41.7% 27.8% 11.1% 19.4%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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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計數 8 8 3 10 1 30 

占總計% 26.7% 26.7% 10.0% 33.3% 3.3% 100.0% 

柬埔寨 
計數 6 6 4 4 0 20 

占總計% 30.0% 30.0% 20.0% 2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6 10 1 6 4 27 

占總計% 22.2% 37.0% 3.7% 22.2% 14.8% 100.0% 

總計 

計數 118 123 42 100 10 393 

占總計

的% 
30.0% 31.3% 10.7% 25.4% 2.5% 100.0% 

 

 

表 不同國籍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的困擾 

  

不會閱讀及書寫漢字，您認為會有什麼困擾(可複選) 

總計 
不方便

(去醫

院) 

子女教

學無法

協助 

不敢去

銀行 

無法參

與子女

班上

line 

需要用

到文字

工作不

能做 

覺得自

己像文

盲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95 59 49 28 69 21 0 321 

占總計% 29.6% 18.4% 15.3% 8.7% 21.5% 6.5% 0.0% 100.0% 

印尼 
計數 20 16 10 16 21 11 0 94 

占總計% 21.3% 17.0% 10.6% 17.0% 22.3% 11.7%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5 11 9 11 16 7 1 70 

占總計% 21.4% 15.7% 12.9% 15.7% 22.9% 10.0% 1.4% 100.0% 

泰國 
計數 11 9 3 6 12 4 3 48 

占總計% 22.9% 18.8% 6.3% 12.5% 25.0% 8.3% 6.3% 100.0% 

柬埔

寨 

計數 5 6 3 2 7 3 0 26 

占總計% 19.2% 23.1% 11.5% 7.7% 26.9% 11.5% 0.0% 100.0% 

緬甸 
計數 14 1 3 0 15 6 0 39 

占總計% 35.9% 2.6% 7.7% 0.0% 38.5% 15.4% 0.0% 100.0% 

總計 
計數 160 102 77 63 140 52 4 598 

占總計% 26.8% 17.1% 12.9% 10.5% 23.4% 8.7% 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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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國籍目前上課所使用的教材媒體 

  

請問您目前上課老師所使用的教材媒體是(可複選) 

總計 
以紙本 

紙本為主

動畫為輔 

動畫為主

紙本為輔 
網路教材 其他 

原國

籍 

越南 
計數 49 43 27 3 4 126 

占總計% 38.9% 34.1% 21.4% 2.4% 3.2% 100.0% 

印尼 
計數 20 11 7 0 0 38 

占總計% 52.6% 28.9% 18.4% 0.0%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8 8 2 0 2 20 

占總計% 40.0% 40.0% 10.0% 0.0% 10.0% 100.0% 

泰國 
計數 9 5 9 2 1 26 

占總計% 34.6% 19.2% 34.6% 7.7% 3.8%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3 1 1 3 13 

占總計% 38.5% 23.1% 7.7% 7.7% 23.1% 100.0% 

緬甸 
計數 14 10 1 0 0 25 

占總計% 56.0% 40.0% 4.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05 80 47 6 10 248 

占總計% 42.3% 32.3% 19.0% 2.4% 4.0% 100.0% 

 

表 不同國籍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可以增加項目 

  

對於華語教材製作之媒體方式，您有什麼建議(可複選) 

總計 增加生動

活潑圖片 

增加數位

筆順練習 

增加動畫

遊戲輔助 

提供線上

多元教材 

不同國籍

專屬課本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50 50 69 50 34 1 254 

占總計% 19.7% 19.7% 27.2% 19.7% 13.4% 0.4% 100.0% 

印尼 
計數 11 11 19 20 14 0 75 

占總計% 14.7% 14.7% 25.3% 26.7% 18.7%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4 7 12 10 4 3 40 

占總計% 10.0% 17.5% 30.0% 25.0% 10.0% 7.5% 100.0% 

泰國 
計數 8 8 11 9 5 2 43 

占總計% 18.6% 18.6% 25.6% 20.9% 11.6% 4.7%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7 3 4 6 0 25 

占總計% 20.0% 28.0% 12.0% 16.0% 24.0% 0.0% 100.0% 

緬甸 計數 11 11 9 7 1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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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27.5% 27.5% 22.5% 17.5% 2.5% 2.5% 100.0% 

總計 
計數 89 94 123 100 64 7 477 

占總計% 18.7% 19.7% 25.8% 21.0% 13.4% 1.5% 100.0% 

 

 

表 不同國籍在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 

  

教材主題上，您希望可以增加那些內容(可複選) 

總計 醫療 

保健 

金融 

理財 

電腦 

科技 

教育 

制度 

法律 

常識 

政府 

制度 

家庭 

文化 

台灣 

史地 

觀光 

休閒 

婚喪 

喜慶 

文學 

藝術 

職場 

就業 

消費 

活動 

人際 

關係 
其他 

原 

國 

籍 

越

南 

計數 58 32 52 56 53 26 70 45 38 18 25 59 26 61 1 620 

占總計% 9.4% 5.2% 8.4% 9.0% 8.5% 4.2% 11.3% 7.3% 6.1% 2.9% 4.0% 9.5% 4.2% 9.8% 0.2% 100.0% 

印

尼 

計數 20 9 15 17 18 7 18 13 16 7 7 17 2 13 0 179 

占總計% 11.2% 5.0% 8.4% 9.5% 10.1% 3.9% 10.1% 7.3% 8.9% 3.9% 3.9% 9.5% 1.1% 7.3% 0.0% 100.0% 

菲

律

賓 

計數 11 7 9 7 7 5 6 6 6 2 4 9 4 8 3 94 

占總計% 11.7% 7.4% 9.6% 7.4% 7.4% 5.3% 6.4% 6.4% 6.4% 2.1% 4.3% 9.6% 4.3% 8.5% 3.2% 100.0% 

泰

國 

計數 8 4 4 10 12 7 10 5 6 6 3 10 4 7 1 97 

占總計% 8.2% 4.1% 4.1% 10.3% 12.4% 7.2% 10.3% 5.2% 6.2% 6.2% 3.1% 10.3% 4.1% 7.2% 1.0% 100.0% 

柬 
計數 8 3 6 5 4 2 4 1 1 2 2 8 0 1 0 47 

占總計% 17.0% 6.4% 12.8% 10.6% 8.5% 4.3% 8.5% 2.1% 2.1% 4.3% 4.3% 17.0% 0.0% 2.1% 0.0% 100.0% 

緬

甸 

計數 7 10 12 4 5 2 8 1 8 6 6 5 6 11 0 91 

占總計% 7.7% 11.0% 13.2% 4.4% 5.5% 2.2% 8.8% 1.1% 8.8% 6.6% 6.6% 5.5% 6.6% 12.1% 0.0% 100.0% 

總計 

計數 112 65 98 99 99 49 118 71 75 41 47 108 42 101 5 1130 

占總計% 9.9% 5.8% 8.7% 8.8% 8.8% 4.3% 10.4% 6.3% 6.6% 3.6% 4.2% 9.6% 3.7% 8.9% 0.4% 100.0% 

 

表 不同國籍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聽力 

  
在華語聽力上，您認為自己的華語程度是 

總計 
好 很好 普通 差 很差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4 52 33 2 1 112 

占總計% 21.4% 46.4% 29.5% 1.8% 0.9% 100.0% 

印尼 
計數 6 15 11 0 0 32 

占總計% 18.8% 46.9% 34.4% 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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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計數 1 12 5 1 1 20 

占總計% 5.0% 60.0% 25.0% 5.0% 5.0% 100.0% 

泰國 
計數 7 9 3 1 0 20 

占總計% 35.0% 45.0% 15.0% 5.0% 0.0% 100.0% 

柬埔寨 
計數 2 5 3 0 0 10 

占總計% 20.0% 50.0% 3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4 16 0 0 0 20 

占總計% 20.0% 80.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44 109 55 4 2 214 

占總計% 20.6% 50.9% 25.7% 1.9% 0.9% 100.0% 

 

表 不同國籍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口說 

  
在華語口說上，您認為自己的華語程度是 

總計 

好 很好 普通 差 很差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26 42 40 2 2 112 

占總計% 23.2% 37.5% 35.7% 1.8% 1.8% 100.0% 

印尼 
計數 12 8 12 0 0 32 

占總計% 37.5% 25.0% 37.5% 0.0% 0.0% 100.0% 

菲律賓 
計數 4 9 5 1 1 20 

占總計% 20.0% 45.0% 25.0% 5.0% 5.0% 100.0% 

泰國 
計數 10 4 5 0 1 20 

占總計% 50.0% 20.0% 25.0% 0.0% 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1 4 5 0 0 10 

占總計% 10.0% 40.0% 50.0% 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4 16 0 0 0 20 

占總計% 20.0% 80.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57 83 67 3 4 214 

占總計% 26.6% 38.8% 31.3% 1.4% 1.9% 98.1% 

 

表 國籍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閱讀 

  
在華語閱讀上，您認為自己的華語程度是 

總計 

好 很好 普通 差 很差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9 7 23 35 38 112 

占總計% 8.0% 6.3% 20.5% 31.3% 33.9% 100.0% 

印尼 
計數 7 3 5 11 6 32 

占總計% 21.9% 9.4% 15.6% 34.4% 1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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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計數 1 4 4 2 9 20 

占總計% 5.0% 20.0% 20.0% 10.0% 45.0% 100.0% 

泰國 
計數 2 3 3 9 3 20 

占總計% 10.0% 15.0% 15.0% 45.0% 1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2 2 1 0 10 

占總計% 50.0% 20.0% 20.0% 10.0% 0.0% 100.0% 

緬甸 
計數 2 11 6 1 0 20 

占總計% 10.0% 55.0% 30.0% 5.0% 0.0% 100.0% 

總計 
計數 26 30 43 59 56 214 

占總計% 12.1% 14.0% 20.1% 27.6% 26.2% 100.0% 

 

表 不同國籍華語學習自我評估-華語書寫 

  
在華語書寫上，您認為自己的華語程度是 

總計 

好 很好 普通 差 很差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6 5 14 32 55 112 

占總計% 5.4% 4.5% 12.5% 28.6% 49.1% 100.0% 

印尼 
計數 3 2 6 11 10 32 

占總計% 9.4% 6.3% 18.8% 34.4% 31.3% 100.0% 

菲律賓 
計數 1 4 2 1 12 20 

占總計% 5.0% 20.0% 10.0% 5.0% 60.0% 100.0% 

泰國 
計數 0 3 3 7 7 20 

占總計% 0.0% 15.0% 15.0% 35.0% 35.0% 100.0% 

柬埔寨 
計數 4 0 1 3 2 10 

占總計% 40.0% 0.0% 10.0% 30.0% 20.0% 100.0% 

緬甸 
計數 4 9 4 3 0 20 

占總計% 20.0% 45.0% 20.0% 15.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8 23 30 57 86 214 

占總計% 8.4% 10.7% 14.0% 26.6% 40.2% 100.0% 

 

表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 

對您學華語哪一部份能力增強(可複選) 總計 

聽 說 讀 寫 

原國籍 
越南 

計數 60 15 75 60 210 

占總計% 28.6% 7.1% 35.7% 28.6% 100.0% 

印尼 計數 10 0 28 2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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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計% 15.9% 0.0% 44.4% 39.7% 100.0% 

菲律賓 
計數 7 2 16 16 41 

占總計% 17.1% 4.9% 39.0% 39.0% 100.0% 

泰國 
計數 7 4 11 10 32 

占總計% 21.9% 12.5% 34.4% 31.3% 100.0% 

柬埔寨 
計數 5 4 4 6 19 

占總計% 26.3% 21.1% 21.1% 31.6% 100.0% 

緬甸 
計數 2 0 16 16 34 

占總計% 5.9% 0.0% 47.1% 47.1% 100.0% 

總計 
計數 91 25 150 133 399 

占總計% 22.8% 6.3% 37.6% 33.3% 100.0% 

 

表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文的幫助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對您學習華語文有什麼幫助(可複選) 

總計 

上課 

變有趣

喜歡上

課 

認漢 

字變簡

單 

寫漢 

字變簡

單 

不容 

易忘記 

可自 

行處理

日常事

務 

更加 

了解文

化習俗 

增加 

自信心 

可用 

通訊軟 

體跟家

人溝通 

沒學 

過的漢

字可用

猜的方

法了解 

幫助 

有限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86 49 46 59 5 81 41 7 63 3 0 440 

占總

計% 
19.5% 11.1% 10.5% 13.4% 1.1% 18.4% 9.3% 1.6% 14.3% 0.7% 0.0% 100.0% 

印尼 

計數 25 17 16 16 1 25 6 0 15 0 0 121 

占總

計% 
20.7% 14.0% 13.2% 13.2% 0.8% 20.7% 5.0% 0.0% 12.4% 0.0%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1 10 9 7 0 12 5 1 9 0 2 66 

占總

計% 
16.7% 15.2% 13.6% 10.6% 0.0% 18.2% 7.6% 1.5% 13.6% 0.0% 3.0% 100.0% 

泰國 

計數 16 8 7 8 0 11 3 0 5 3 1 62 

占總

計% 
25.8% 12.9% 11.3% 12.9% 0.0% 17.7% 4.8% 0.0% 8.1% 4.8% 1.6% 100.0% 

柬埔

寨 

計數 5 6 4 3 5 2 3 4 3 2 0 37 

占總

計% 
13.5% 16.2% 10.8% 8.1% 13.5% 5.4% 8.1% 10.8% 8.1% 5.4% 0.0% 100.0% 

緬甸 計數 16 9 8 3 0 10 2 0 5 0 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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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

計% 
30.2% 17.0% 15.1% 5.7% 0.0% 18.9% 3.8% 0.0% 9.4%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59 99 90 96 11 141 60 12 100 8 3 779 

占總

計% 
20.4% 12.7% 11.6% 12.3% 1.4% 18.1% 7.7% 1.5% 12.8% 1.0% 0.4% 100.0% 

 

 

表 不同國籍使用多媒體教材，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後，您會記得及書寫影片上的字嗎(可複選) 

總計 
會認得 會書寫 嘗試造詞 

沒學過的

漢字可用

猜的方法

了解 

大腦會有

這個漢字

的形象可

試著寫出 

對認識漢

字幫助有

限 

對書寫漢

字幫助有

限 

其他 

原

國

籍 

越南 

計數 86 54 56 50 51 1 3 0 301 

占總

計% 
28.6% 17.9% 18.6% 16.6% 16.9% 0.3% 1.0% 0.0% 100.0% 

印尼 

計數 23 16 18 14 17 0 1 0 89 

占總

計% 
25.8% 18.0% 20.2% 15.7% 19.1% 0.0% 1.1% 0.0% 100.0% 

菲律

賓 

計數 12 8 12 3 10 0 0 1 46 

占總

計% 
26.1% 17.4% 26.1% 6.5% 21.7% 0.0% 0.0% 2.2% 100.0% 

泰國 

計數 16 11 6 7 5 1 0 1 47 

占總

計% 
34.0% 23.4% 12.8% 14.9% 10.6% 2.1% 0.0% 2.1% 100.0% 

柬埔

寨 

計數 8 1 3 3 3 2 2 0 22 

占總

計% 
36.4% 4.5% 13.6% 13.6% 13.6% 9.1% 9.1% 0.0% 100.0% 

緬甸 

計數 13 11 11 6 9 0 0 0 50 

占總

計% 
26.0% 22.0% 22.0% 12.0% 18.0% 0.0% 0.0% 0.0% 100.0% 

總計 

計數 158 101 106 83 95 4 6 2 555 

占總

計% 
28.5% 18.2% 19.1% 15.0% 17.1% 0.7% 1.1% 0.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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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華語教師問卷背景數據與相關統計 

 

表 年齡區間 

  
年齡區間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總數 

數量 1 5 8 8 2 24 

百分比 4.2% 20.8% 33.3% 33.3% 8.3% 100.0% 

 

表 教授華語時間 

 

1.請問您教授華語時間有多久 

總計 1-2年 2-3年 3-5年 5年以上 

總計 計數 5 4 2 13 24 

占總計% 20.8% 16.7% 8.3% 54.2% 100.0% 

 

表 精通的語言種類 

  

請問您精通的語言種類(可複選) 

總計 
國語 

客家

語 

閩南

語 
英語 

越南

語 

印尼

語 

泰國

語 

柬埔

寨語 

菲律

賓語 
其他 

總計 

計數 24 3 13 4 1 0 1 0 0 0 46 

占總計% 52.2% 6.5% 28.3% 8.7% 2.2% 0.0% 2.2% 0.0% 0.0% 0.0% 100.0% 

 

表 教導過哪些國籍的新住民 

  
請問您曾教導過哪些國籍的新住民(可複選)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緬甸 柬埔寨 總數 

數量 24 18 11 12 5 1 71 

百分比 33.8% 25.4% 15.5% 16.9% 7.0%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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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教學華語的地點 

  

您過去的教學地點(可複選) 

總計 國中小 

教室 

社區 

活動中心 

里民 

活動中心 
社區大學 家中 其他 

總計 
計數 21 2 1 1 1 4 30 

占總計% 70.0% 6.7% 3.3% 3.3% 3.3% 13.3%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聽 

 

您覺得學員在學習華語時，那一部分最困難-聽 

總計 很容易 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總計 計數 0 15 6 2 1 24 

占總計% 0.0% 62.5% 25.0% 8.3% 4.2%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說 

 

您覺得學員在學習華語時，那一部分最困難-說 

總計 很容易 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總計 計數 1 6 11 5 1 24 

占總計% 4.2% 25.0% 45.8% 20.8% 4.2%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讀 

 

您覺得學員在學習華語時，那一部分最困難-讀 

總計 很容易 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總計 計數 0 1 11 9 3 24 

占總計% 0.0% 4.2% 45.8% 37.5% 12.5% 100.0% 

 

表 學習華語的難易度-寫 

 

您覺得學員在學習華語時，那一部分最困難-寫 

總計 很容易 容易 尚可 難 很難 

總計 計數 0 2 6 12 4 24 

占總計% 0.0% 8.3% 25.0% 50.0% 1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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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目前在華語教材編制來源 

  

您目前在華語教材編制來源? (可複選) 

總計 教育部成人

識字教材 

教育部快樂

學習新生活 

民間出版國

小語言教材 

自編 

教材 
其他 

總計 
計數 6 2 20 7 3 38 

占總計% 15.8% 5.3% 52.6% 18.4% 7.9% 100.0% 

備註：因台南市府城之愛、宜蘭縣府輕鬆學歡喜過 享受宜蘭好生活、花蓮縣府花蓮的泥土會黏人、彰化縣府快樂

學習好生活、屏東縣府幸福屏東、高雄市府高雄市新移民學習輔導教材、嘉義縣府學習 easygo 在嘉好生活、

桃園縣府桃園縣成人教育外籍配偶教材、勞委會新住民生活語文數位教材、新學林來去移民華語、台灣來去

華語協會來去華語 100 句等教材，皆無老師們勾選，以上選項用以備註表示。 

 

表 目前上課所使用的教材媒體 

  

請問您目前使用的教材媒體是(可複選) 

總計 
以紙本 

紙本為主 

動畫為輔 

動畫為主 

紙本為輔 

網路線上 

教材 
其他 

總計 
計數 9 12 3 2 3 29 

占總計% 31.0% 41.4% 10.3% 6.9% 10.3% 100.0% 

 

表 選取的教材方式為何 

  

在華語教學上，您選取的教材方式為何 

總計 華語教材

為主 

華語教材為主

多媒體輔助 

多媒體為主華

語教材輔助 

雙語 

教材 

自編 

教材 
其他 

總計 
計數 10 10 1 0 2 1 24 

占總計 41.7% 41.7% 4.2% 0.0% 8.3% 4.2% 100.0% 

 

 

  

就您所知，新住民參與華語學習課程的動機(可複選): 

總計 語言 

教育 

親子 

教育 

就業 

需要 

生活 

適應 

醫療 

需要 

法律 

常識 

文化 

了解 

自我 

發展 
其他 

總計 
計數 15 16 15 21 3 1 6 7 3 87 

占總計% 17.2% 18.4% 17.2% 24.1% 3.4% 1.1% 6.9% 8.0% 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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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閱讀華語的困難因素 

  

就您教學的觀察，新住民閱讀華語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生詞看 

不懂 

一字 

多義 

字看懂意

思不懂 

學過容易

忘記 

只想學

聽說 
其他 

總計 
計數 16 20 12 13 5 2 68 

占總計% 23.5% 29.4% 17.6% 19.1% 7.4% 2.9% 100.0% 

 

表 書寫漢字的困難因素 

  

就您教學的觀察，新住民書寫華語的困難原因為何(可複選) 

總計 漢字書 

寫難 

學過 

容易忘 

不知道 

筆順 

生活中 

少用 

僅著重

聽說 
其他 

總計 
計數 12 17 5 9 7 2 52 

占總計% 23.1% 32.7% 9.6% 17.3% 13.5% 3.8% 100.0% 

 

表 對於新住民之華語教材，可以增加項目 

  

對於新住民之華語教材，您有甚麼建議? (可複選) 

總計 增加多元

圖片 

增加數位筆

順書寫練習 

增加影片遊

戲教學輔助 

提供線上 

教材 

不同國籍

專屬課本 
其他 

總計 
計數 17 7 15 15 9 2 65 

占總計 26.2% 10.8% 23.1% 23.1% 13.8% 3.1% 100.0% 

 

表 教材主題上，希望可以增加的內容 

  

在授課主題上，您建議新住民華語教材可以增加哪些內容(可複選) 

總計 醫療 

保健 

金融 

理財 

電腦 

科技 

教育 

制度 

法律 

常識 

政府 

制度 

家庭 

文化 

台灣 

史地 

觀光 

休閒 

婚喪 

喜慶 

文學 

藝術 

職場 

就業 

消費 

活動 

人際 

關係 
其他 

總計 

計數 15 5 6 3 7 5 16 7 15 10 5 16 13 15 1 139 

占總計% 10.8% 3.6% 4.3% 2.2% 5.0% 3.6% 11.5% 5.0% 10.8% 7.2% 3.6% 11.5% 9.4% 10.8% 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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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習華語可增強哪一部份能力 

  

看過影片/多媒體動畫教材後，您覺得學生學華語， 

哪一個部分能力增強(可複選) 

聽 說 讀 寫 總計 

總計 
計數 11 9 7 9 36 

占總計% 30.6% 25.0% 19.4% 25.0% 100.0% 

 

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對於學生學習華語文的幫助 

  

用影片/動畫教材，您覺得對學生有什麼幫助嗎(可複選) 

總計 
上課變

有趣喜

歡上課 

認漢字

變簡單 

寫漢字

變簡單 

不容易

忘記 

可自行

處理日

常事務 

更加了

解文化

習俗 

增加自

信心 

可用通

訊軟體

跟家人

溝通 

沒學過

的漢字

可用猜

的方法

了解 

幫助 

有限 

總計 
計數 15 12 6 15 2 9 7 3 12 2 83 

占總計% 18.1% 14.5% 7.2% 18.1% 2.4% 10.8% 8.4% 3.6% 14.5% 2.4% 100.0% 

 

表 使用多媒體教材，對於學生識讀書寫上的幫助 

  

16.看完影片/多媒體動畫教材後，您覺得學生在識讀書寫上有那一些幫助(可複選) 

總計 
會認得 會書寫 

嘗試 

造詞 

沒學過的漢字

可用猜的方法

了解 

大腦會有這個

漢字的形象可

試著寫出 

對認識 

漢字幫助 

有限 

  

對書寫 

漢字幫助 

有限 

  

總計 

計數 21 10 10 14 15 7 6 83 

占總計% 25.3% 12.0% 12.0% 16.9% 18.1% 8.4% 7.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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