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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2008)

• 從這幾年投入移民華語教學研究以來，我發現，其實我們對於台
灣這塊土地上的長期居留或已定居成為公民的外籍移民在華語習
得上的歷程並不了解，雖然在教育學及社會學領域，已有不少的
學者專家們邁出一定的步伐，協助台灣初步因應了全球移民潮；
然則，語言相關領域投入此類研究的人實在太少。



行動(2008)

• 諷刺的是，許多語言領域的研究者與教師（包含我自己），或許
十分理解華人移民在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如何習得華語，並稱之
為帶有傳承意涵的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但是卻不太
清楚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居住的移民，如何在他（她）們的母語或
原有語言的基礎上，經由哪些語言教學策略或是語言轉移現象而
習得基本的生存或學術華語。



移民華語習得與母語

• 在移民華語課堂裡，口語及書面語上的媒介作用，是一種當下與
過去學習及生活經驗的連結表現。就以移民的母語為例，它在移
民學習華語的當下，媒介了他（她）們過去的語言知識與生命經
驗。也就是說，移民的華語學習，是建立在他（她）們喚醒或是
啟動過去母語使用的背景知識基礎之上的。



語言習得場域

• 對於移民而言，華語課室是一種經由語言，以轉換兩種以上之區
域、國家、歷史、生活、教育、文化、情感與語言本體的知識經
驗場域。

• 所習得的內涵，是不同於其原生之區域及國族語言，但又相異於
移居地（台灣）之在地主流群體語言的轉化及修正觀點、價值、
態度與知識體系。



To be continued

• 移民學生可能在越南看過許多馬路上的商業招牌形式，
所以她知道招牌上的文字、符號、顏色與空間所呈現
的是商業販售訊息。因此，當她在台灣看到街上的華
語招牌時，由於她的語域知識及母國街頭場域經驗的
轉移，推知招牌上的文字形式與語域是一種商業訊息，
這種就是語言的全球化現象。

• 移民學生也可能知道，語言會因地域、使用慣例、文
化及使用者本身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表現系統與形式，
換言之，語言也存在著強烈的在地化特性。



家庭語言使用原則

• 若是視移民為發話者（或是受話者），而公婆及丈夫為受話者
（或是發話者），則發、受話者之間的言語互動及權力、文化關
係，對於女性移民家庭場域語言使用選擇重要性的影響，遠大於
移民本身的語言使用類別及能力考量。

原則一: 趨近於「丈夫及長輩的語言使用」原則

原則二: 語言使用自主性(autonomy)較顯現於親子溝通時



家庭語言使用事實

• 移民家庭中的女性移民語言使用權力與機會，是與人(公婆、丈
夫、子女或其他親屬)、與主流家庭文化，以及與其他各類因素
交疊後，所釐出的家庭語言政策。

印尼的客籍女性移民:家中客語及華語語言權力的來源，未必全部來自台籍
丈夫，女性移民的印尼華族族裔身份亦是關鍵之一。

以華語單語的思維(如:中文不好)來考量移民親子教養的觀點，在移民家庭
裡會顯得過於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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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台中新移民家庭教育中心

高雄市新移民家庭中心、
前鎮、旗津、魔法屋

嘉義扶緣服務協會

高雄美濃姐妹會

高雄鳳山國際家協、
忠孝國小、愛國國小、
扶輪社

屏東扶輪社

青草湖社區大學

台南疼厝邊



• 培力(empowerment)型的華語教學服務

• 識字(literacy)型的華語教學服務

• 政策性(72小時)的華語教學服務

• 家庭母語復振(revitalization)、挽救與維持的華語教學服務

• 傳承語概念的 (heritage language)華語教學服務

• 補救與附加式的兒童華語教學服務

• 專業華語(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的教學服務

• 兒童華語的習得與教學服務

• 全球華語(global Chinese)的教學服務

• 雙語與雙文化(bilingual/bicultural)的華語教學服務

• 外勞(含產業與社福外勞)華語的教學服務

• 華語寫作的教學服務

移民華語的實踐研究



• 教育系統是輕忽的，因為現在的方程式是:  

 移民孩子n.+學校n. = 沒有問題

• 理想的方程式，可以是:

 (學v. 移民孩子 校n.)ᴺ = 可能性





跨轉生之定義與判別

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
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2017）

定義

 學生自國外來（回）臺灣或在國內從不同教育系統進入國教體系就讀 (可能為本
籍生或是外籍生)。

--無論學生是否在臺灣出生，亦無論其家庭背景係屬父母為雙臺、一臺一外或是雙

外，在來（回）臺灣就讀國教當下，學生本身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部分

或全部）零/初級程度，或是在非屬特教生身分之情況下，其華語文溝通能力無

法達到一般國教同齡學生之程度者。

判別



來自非東南亞七國約36.97%，
人數最多者：
美國、中國、韓國、日本、中國香
港、加拿大等

來自東南亞七國約63.03%，其中包含：
1. 父母一臺一外(符合申請)，佔51.32 %
2. 父母皆雙外(不符合申請) ，佔8.02%
3. 父母皆雙臺(不符合申請) ，佔3.70%

衍生問題：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是否能針對非
國教署補助之非東南亞七國跨轉生，
進行預算編列和挹注?

全國22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轉生之家庭來源與來源國分析(截至112年11月6日止)



• 以有效數據進行統計
• 數據統計截至112.11.06

跨轉數據分布現況（學齡年級/降轉級距）



語文
教育班

大安區新生國小
士林區士東國小
簽證及白領身分別
Chinese as a survival and 
prestigious language 

移民華語

跨國銜轉
教育

海外攬才
子女專班

僑生
班

雙語教
育班

國際
學校

桃園大園國際中學
台北市陽明高中
簽證及白領身分別
Chinese as a survival and 
prestigious language 

板橋華僑中學
華人身分別
Chinese as a survival 
and medium of language 
for learning

全國國小、國中及
高中職
曾在非台灣國教系統接受過
一定期限教育的學生
Chinese as a survival and
medium of language for
learning

竹科實中
中科實中
南科實中
園區外籍人員子女
Chinese is a plus

台北美國學校
台北歐洲學校
高雄美國學校
外僑人員子女教育
Chinese as a second or 
worl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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