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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們求學過程中，我們周遭或朋友群中，有幾位和我們有同樣膚色、講著一樣的語言，

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的母親是來自東南亞某個國家或中國大陸，他們就是我們口中的新台灣

之子或新住民子女。我們有時候也很好奇他們除了台灣的血統外，也有一半母親國家的血統，

那他們會講多少「母親的語言」呢？根據內政部在 2015 年的調查，我國有 4 成新移民子女是

不會說新住民母語（謝莉慧，2015）。這樣子的數據引起我們想了解為什麼新住民子女不會說

他們的母語？ 

 

二、研究目的 

 

不會說母語的新住民子女比例很高，所以我們想知道目前就讀高職的新住民子女對於學

習母親語言的想法與動機以及他們的母語能力，也想知道新住民母親對於教導他們的孩子母

語有什麼看法。事實上，新住民子女在這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他們是否可以發展他們和其

它人不同的特殊語言優勢?  

 

三、研究方法 

         

    本專題採用問卷調查法及實際訪談為研究方法。本組以樹德家商之新住民子女及訪談對

象新住民媽媽的子女作為填寫線上和紙本問卷的對象。訪談部份，我們訪問 3 位新住民母親，

分別來自印尼、越南和緬甸。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流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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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新住民第二代的優勢 

 

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台灣新住民第二代，包含中國大陸，總共有 19.4 萬多人就讀國中  

小學。東南亞新住民第二代學生中，其父母一方來自越南籍的最多，占 40.72%；其次是印

尼籍，占了 9.76%;第三多的為菲律賓籍，占了 2.13%（張錦弘，2017）。此外，新聞報導指

出台灣到 2030 年台灣的 25 歲青壯年人口中有 13.5%是新住民子女（曾俊豪，2015）。這些

資料顯示出新住民第二代除了讓台灣的校園更多元、也讓其它學生可以接納及認識不同東

南亞文化交流的機會。他們未來一定是台灣競爭東協關鍵的人力。 

 

台灣在這些新住民第二代中不乏有傑出的人才，他們將是我們台灣未來不管是教育上 

或是國際貿易上不可或缺人才。新住民二代具備有中文與母國語言的優勢，會比其他人多

一種語言能力，使他們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例如:蔡宇傑，越南新住民第二代，18 歲開始

學越南語，大學時期開始於高中任教越南語老師，當時就擁有人人羨慕的月收入。他也透

露很多會越語的學生未畢業前很早就被台商相中，受聘於越南工作（李昭安，2014）。此外，

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政策」，鼓勵台灣市場往東南亞發展設廠，這些新住民二代則可回

到母國如越南、印尼或菲律賓為台商工作，因為他們了解當地文化及擁有人脈的優勢，讓

他們在未來的發展上更有競爭力（顏宏駿，2017）。因此，善用新住民二代的優勢，由教育

部提供海外培訓、獎學金及提升母語文化教學等，讓新二代擁有更多與國際、東南亞接軌

發展機會（李怡欣，2016）。 

 

 二、新住民母語的學習 

 

近幾年新住民二代的教育問題和學習能力受到政府有關單位的重視。教育部甚至在

2014 年通過將新住民語文納入「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國小必修和國中選修課程

中且正式從 107 學年度國小開始正式實施新住民語的課程，並於寒暑假及社團課時間開設

母語傳承課程（林宜玄、范垂玲，2015；吳象元，2015），更加提升了學習新住民語文的重

要性。再者，政府也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例如，2012 訂定的「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2015

年訂定的「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和「新住民語文樂學計畫」等政策都是鼓勵新住民第二

代多接觸父母母國的母語外，也可以提升他們對於母國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因此，我們將

根據文獻資料探討新住民二代學習母語的重要性和教導現況。 

 

（一）學習母語的重要性 

根據林宜玄、范垂玲(2015)研究報告指出，學習母語是很重要的。他們還提到語文

是表達個人想法和學習的媒介，學校進行母語教學，讓孩子把從小所接觸的語言，變

成他們的學習的工具，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之下，他們也比較願意去發問和參與討論，

並且願意去接納母語。再來，學習母語也可以使學生可以更加認識母國語言和母國文

化。新住民子女接受母語的教育，還可以多培養一種語言能力、增加自信與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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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一方面，以文化角度來看，透過母語教學可讓新住民子女接納母親的文化，從

排斥到認同自己的身分而感到驕傲，並且向親朋好友介紹其文化的特色及美好之處，

使社會對於新住民文化更加的尊重與欣賞不同族群的差異。再者，新住民子女使用母

語和家人交談，除了可以增進親子間的互動，透過語言的交流，使新住民子女更認識

媽媽的文化，也可以透過母語跟家長討論課業和學習近況(吳江泉，2016)。 

 

（二）新住民教導母語的現況 

 

新住民子女因家庭環境擁有雙語的優勢，部分的新二代其實是能夠用簡單的新住

民母語進行溝通。然而，隨著孩子進入校園，在家庭的時間減少，少了母語的刺激，

新住民二代母語能力隨之停滯（陳庭安，2016）。此外，新住民二代的親人擔心語言隔

閡或國語講不好，甚至擔心新住民的身份曝光，反而，國語是他們主要學習語言（張

聰秋，2016）。新住民二代不會母語的原因牽涉較廣。薛百雯（2016）研究指出新住民

二代不學越南語的原因為國語的學習的重要性比越南語重要、缺乏可用母語互動和應

用的環境、母語的教與學兩方並沒有正面積極的態度、入學後和同儕互動交流後更加

深國語的認同感、新住民二代對於媽媽國家、親人、文化等的融入動機較弱、越南語

的學習重要性不如其它外語，例如英語；最後，新住民二代感受到環境中的歧視問題

而讓他們提不起意願學習。另外，研究也有指出新住民二代認為家人都講不一樣的話，

所以他們認為學習母語很困難，加上對自己較沒自信，害怕自己學不會母語，因而排

斥學習母語（潘佳涵，2009）。 

 

此外，新住民母親常是家庭中母語教導的「老師」。新住民二代是否會講，仍是 和

新住民母親有相關聯。潘佳涵（2009：5）指出，新住民母親教導母語原因有「增進子

女語言上的能力」和「促進子女對母親文化的認同」；反之，新住民母親未教導母語原

因為「擔心教導母語影響國語學習」和「教導子女母語意願低」。再者，東南亞新住民

夫家對其母語教導的態度為「擔心影響國語發音而反對新住民子女學母語」、「可多學

習另一種語言而贊成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因認同東南亞新住民母國文化而贊成新

住民子女學習母語」。由此可知，東南亞新住民母親是否教導孩子學習母語，不單單只

是「教導的意願」的問題，有時候也需要考慮整個家族認同、教育體制、社會結構的

問題（陳庭安 2016）。 

 

 三、圖表分析 

 

本組將以樹德家商之新住民子女及邀約訪談新住民媽媽的子女作填寫線上和紙本問卷

的對象。本研究在於了解目前就讀國中或高職的新住民子女對於學習母親語言的想法、動

機以及他們的母語能力。 

 

（一）新住民二代調查 

 

    1、受試者基本資料 



「語」眾不同-新住民子女母語學習現況調查 

4 

       

本研究為樹德家商新住民子女以及訪談對象新住民媽媽的子女，共 65 人。從圖

一）、（圖二）中，我們得知男性為 46 人，女性 19 人。年齡則以 17-18 歲居多，其次

為 15-16 歲。從（圖三）發現，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都來自越南，共 44 人。其次為

印尼，共 9 人。接著為菲律賓，共 7 人。其餘為柬埔寨 2 人、泰國 2 人和緬甸 1 人。 

 

          

                

 

 

 

 

 

 

 

                  

             圖一：性別                圖二：年齡               圖三：國家 

 

         2、溝通語言 

從（圖四）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的主要溝通語言為國語佔多數，

人數共有 57 人；而次要溝通語言為台語居多，共有 48 人。此外，越南語也是新住

民家庭次要溝通語言之一，共有 13 人。 

 

 

 

 

 

 

 

 

 

 

 

 

 

 

 

                                 

                             圖四：主（次）要溝通語言 

3、 母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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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母語使用程度 

      

從（圖五）中我們發現，在母語聽力能力的方面，新住民子女聽得懂少許的

單字、詞，共有 26 人為多數，14 人為聽得懂句子，而有 25 人為完全聽不懂母語。

在說的能力方面，分別有 29 人完全不會說母語以及會說單字、詞，只有少數 7 人

會講句子。在讀的能力方面，有 55 人完全看不懂母語，而看得懂單字、詞的有 7

位，只有 3 位新住民子女看得懂句子。在寫的方面，有 57 位新住民子女完全不會

寫母語，會寫單字、詞的有 6 位，只有 2 位新住民子女會寫句子。 

 

 

 

 

 

 

 

 

 

 

      圖五：母語使用程度 

    

         （2）母語使用頻率 

     

從（圖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幾乎沒有在生活中使用到聽、說、

讀、寫的能力，分別為 25 人、38 人、56 人、59 人。在生活中偶爾使用聽、說、

讀、寫的新住民子女，聽力為 22 人、口說為 22 人，以及讀、寫分別為 8 人、6

人。而在生活中經常使用聽、說、讀、寫的新住民子女，聽力為 18 人、口說為 5

人，以及讀、寫分別為 1 人和 0 人。 

 

 

 

 

 

 

 

 

 

 

        圖六：母語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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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習母語的原因 

   

此題為複選題。從（圖七）中我們發現，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原因是能跟

母國家人溝通佔多數，共有 34 人。其次分別為更加認識母國文化和能用母語和母

親溝通，共有 21 人。而有 18 位新住民子女認為學習母語可以增加外語能力。 

   

            

 

 

 

 

 

 

 

 

 

 

 

             圖七：學習母語的原因（複選題） 

 

         （4）學習母語的好處 

      

此題為複選題。從（圖八）中我們發現，大部分新住民子女認為融入母親的

家族為學習母語最大的好處，共有 30 人。其次分別為擁有語言的優勢與增加和母

親的互動，分別佔了 25 人以及 24 人。 

 

            

 

 

 

 

 

 

 

 

 

 

 

  圖八：學習母語的好處（複選題） 

         （5）學習母語遭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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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為複選題。從（圖九）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新住民子女在學習母語       

時，都覺得母語學習很困難，人數佔了 23 人。其次則認為沒有問題，共有 17 人。

有 6 人認為影響國語發音。 

 

            

 

 

 

 

 

 

 

 

 

 

 

    圖九：學習母語遭遇的困難（複選題） 

 

四、訪談結果 

 

  我們訪談了三位新住民母親，分別別為越南籍、緬甸籍以及印尼籍： 

 

   （一）新住民母語教導現況 

 

三位新住民母親都不重視教導孩子母語，除了越南籍母親認為能教導母語持較正面

的態度，但是她教導的次數仍是很少，主要原因是因為工作繁忙。此外，其他兩位覺得

學習母語對孩子未來沒有幫助。越南籍和緬甸籍的母親都是教導一些簡單字詞或用歌曲

教導母語，是比較簡易的母語教學。新住民家庭成員對於學習母語，印尼籍新住民母親

家中成員明顯反對，其他人認為有多一種語言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學校有開設母語傳承

課程，越南及印尼籍兩位新住民母親持贊成的態度但還是會考慮孩子的時間，緬甸籍新

住民母親則認為沒必要上因為要應付繁忙的課業。 

 

 （二）母語學習看法 

 

新住民母親中，緬甸籍和印尼籍皆認為學習母語幫助不大，學好國語或英文都比

自己的母語來得重要，所以覺得孩子沒有必要學習母語。不同國籍新住民母親對於教

導母語會影響國語發音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覺得影響不大，有人覺得會。 

 

 （三）母國文化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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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籍新住民母親認為讓孩子多認識母國文化是沒有幫助的，越南籍和緬甸籍母

親皆認為認識母國文化是有好處的，但其中一位媽媽工因工作繁忙，而沒有時間介紹

太多的文化。小孩對於母國和文化都沒有太大興趣，有的話，也只是因為能出國去看

看不一樣的國家。而在與母國家人溝通方面，新住民子女互動上還算熱絡，會藉由比

手畫腳或使用非母語的語言溝通，例如；雲南語、客語等。 

 

參、結論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可知： 

 

        一、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的現況： 

 

新住民子女普遍仍是使用國語或台語，能將母語應用於生活中的仍是少數。在

母語能力方面，我們發現到有超過 3 分之 2 的新住民子女是無法讀和寫，但是，他

們的聽力與口說能力較優，但也只侷限聽懂或說一些簡單的單字、詞語而已，無法

聽或說較長的句子。這也呼應內政部調查結果新住民子女的母語程度是不佳且不會

說母語的比例也高。另外，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時，多半認為學習母語很困難，學

習動機不強。 

 

        二、新住民子女學習母語的動機： 

 

學習動機是母語學習的一個關鍵。在我們研究結果中，我們發現新住民子女學

習母語是為了能與母國家人和母親溝通及認識母國的文化。他們也認同學習母語帶

來的優點是可以融入母親的家族、多一個語言的優勢和增加母親的互動。因此，我

們可得知新住民子女是認同其母親的移民身份和其特殊家庭及文化背景，融入動機

很強。除此之外，藉由學習母語，新住民子女希望可以增進親子間的互動與溝通。

誠如學者所言，透過母語的學習，使新住民子女更可以欣賞及融入媽媽的文化以及

更親近母親的家族(林宜玄、范垂玲，2015)。 

 

        三、新住民母親教導子女之現況： 

 

我們經過實際訪談，發現三位新住民母親普遍都是用國語和其子女溝通互動，

也認為國語或英語才是他們子女需學習的重要語言，因為對他們子女未來才是有幫

助而非母語。其中越南籍母親對於未來能讓小孩子學習越南語是樂觀其成，認為有

多一種語言也是一種優勢。如同薛百雯(2016)的研究結果，母語在新移民家庭中處於

劣勢。家長和子女的教學和學習上是不積極，甚至是不重視或反對。他們也沒有提

供母語良好互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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