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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08 年底以前，我國新移民教育政策的實施依據為：「教育部

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隨著該計畫的實施期程（2005-2008 年）之結

束，教育部並未研擬任何新的政策。結果新移民成人教育限縮至與成

人基本（識字）教育合流，亦即，從此新移民教育回歸一般教育體系

當中，然而，曾經於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高舉的整體的三大目標從政

策中消失。在此情況下，究竟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願景為何？目前的

作法的合宜性為何？值得進一步釐清。為此，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援

引先進國家成人識讀教育政策做為國內政策改進的參考。發現新移民

識讀教育政策存在的四大問題，包括：新移民人力資源觀點未受到重

視；政策上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聊備一格，實務中內蘊偏差的文化觀點；

成人識讀教育課程內容重複，且缺乏清楚分級設計；以及新移民識讀

教育目的不夠清楚。進一步，本研究提出一個以分級分類的識讀教育

方案為核心，從成人角色扮演開展新移民識讀教育功能的概念架構。

最後，在實施上則分別就學校分級的識讀方案、家庭識讀方案、公民

識讀方案與職場識讀方案的實施途徑與法源依據，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新移民、跨國婚姻移民、外籍配偶、大陸配偶、成人識字教

育、識讀教育、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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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壹、前言 

在全球化的浪潮中，移民已經是國際社會中常見的一個現象。雖

然移民不應止於婚姻移民，然而以現實環境而言，當前我國的新移民

主要以婚姻移民為主。1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2009）之重要內政統計

指標數據顯示：1987 年至 2009 年 4 月止累計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

約達 41.8 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14.0 萬人，

佔 33.5%，大陸與港澳地區配偶 27.8 萬人，佔 66.5%。在這異國婚姻

的趨勢當中，內政部戶政司（2009）的統計資料顯示臺閩地區外籍與

大陸配偶國籍的比例而言，從 1987 年 1 月至 2009 年 2 月底以大陸地

區配偶 26.4 萬人最多，佔 63.6%；其次為越南籍配偶 8.1 萬人，佔

19.5%，其三則為印尼籍配偶 2.6 萬人，佔

在 2008 年底以前，我國新移民教育政策的實施依據為：「教育部

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教育部，2006），隨著該計畫的實施期程

（2005-2008 年）之結束，教育部並未研擬任何新的政策。目前教育部

的作法係將新移民教育併入原本的教育體系，如：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簡稱「成教班」）和家庭教育中心業務當中，並且鼓勵各縣市國中

小依據「教育部設置社區終身學習中心實施計畫」，2 提供一至二間教

室設置新移民學習中心。相較於過去幾年的施政方針，如：2005 年的

「建立外籍配偶終身學習體系」、2006 年的「發展新移民文化，促進在

地國際文化交流」、2007 年的「發展新移民文化」，及 2008 年的「強化

新移民教育」，2009 年度的施政方針，則為：「加強新移民語文及親職

教育」。此一政策的演變結果，新移民成人教育限縮至與成人基本教育

合流，亦即，從此新移民教育回歸一般教育體系中，然而，由於國內

成人基本教育實施上原本存在著一些問題（詳如後述），新移民的加

入，誠如林秀英（2005）普查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三縣市 212 所

 
1  本文對於 1980 年代末期以降之跨國婚姻移民（含大陸配偶）除以下情形外，均

一律稱之為「新移民」：官方文書、引用論述時放在引號內之用語，及統計資

料必須區分外籍與大陸配偶者。 
2  2007 年 8 月 31 日第 096012957 號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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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國小成教班全體教師共 475 人指出：由於學員組成生態的改變--

本國籍與外國籍學員各占一半呈雙峰狀態，在程度、年齡、生長背景

差異極大的情況下，對於任課教師業已造成相當大的教學困擾。在此

情況下，究竟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應如何調整較為適當？為此，

本文透過蒐集分析與相關的公文、法令規章、計畫、措施、報告書、

統計與調查資料等，以及學者相關論述與調查報告，分析我國成人識

讀教育政策的問題，援引先進國家相關政策做一參考，最後提出省思

與建議。 

貳、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問題分析 

一、新移民人力資源觀點未受到重視 

在 2003 年之前，教育部係採取被動配合的施政態度，並沒有獨立

的新移民教育政策，僅是配合內政部（2005）統籌之外籍與大陸配偶

照顧輔導措施。依據 2003 年 5 月 7 日內政部長提出之「外籍與大陸配

偶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報告」顯示：當時的政策理念有三：（一）符合人

權理念，提升國家形象；（二）維持家庭功能，促進社會安定；及（三）

厚植人力資源，強化國家競爭力。目標則為：（一）協助輔導新移民早

日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共組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不良而衍生

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及（二）以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整

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平等對待新移民，落實

保障其權益與需求（內政部，2003）。 

2004 年以後，隨著新移民人數增多，對台灣社會及人口結構之影

響與日俱增，進一步強化新移民協助體系成為政府施政重點。一方面，

行政院乃規劃分十年成立三十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並於 2005 年

正式施行。該基金設立目的有四：（一）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建

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層次清楚且分工明確的合作伙伴關

係，強化執行效能；（二）建構並研發整體性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服務

政策與方案；（三）開發人力資源，創造國家新生產力；以及（四）營

造和諧多元文化新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第三項目的中，新移



 
 
 
 
 
 
 
 
 
 
 
 
 
 
 
 
 
 
 
 
 
 
 
 
 
 
 
 
 
 
 
 
 
 
 
 
 
 
 
 
 

 

4   教育與社會研究（十八）                                             

民被視為「我國人力資源，可填補我國目前勞動市場之缺口」（內政部，

2007），相較於前一階段，新移民的價值雖然超出了家庭的範疇，不過

係被定位在填補勞動市場的缺口位置。 

再從教育部角度而言，檢視其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對於新移民的

角色定位，新移民若其學習成效良好，至多被定位為擔任新移民教育

之助教或講師。關於其就業能力的學習部分，則是「鼓勵國內技職院

校於推廣教育班開設各類技藝學習課程，協助其習得一技之長」（教

育部，2006）。然而在預算經費的分配上，明顯地全部侷限在社教司

和國教司。之後 2006 年雖曾一度為新移民開設短期手工藝班，並在發

展新移民文化計畫中提列開設各類技藝學習課程，但卻不具有任何的

約束力。 

綜觀上述，相關政策隱約呈現一種父權和我族中心的意識型態，

從解決問題的角度，將新移民的價值定位在維持家庭功能的概念之

中，因此新移民教育的功能就在於生活適應。教育部將重點放在提升

新移民語言能力，將新移民教育納入成教班當中，目標在使其適應在

台生活，並有助於教養子女。 

為瞭解此成教班的功能定位，在此僅就當前成人基本教育政策內

涵簡單作一說明。依據何青蓉（2007）分析，1990 年代以降，我國成

人基本教育政策之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全面推動期

（1991-1995 年），第二階段為降低不識字率期（1996-2000 年），第

三階段為解決問題期（2001 年迄今）。由於在第一、二個階段已經將

成人基本教育定位為「基本識字」（basic literacy）階段的教育，係為

照顧弱勢族群的教育，內蘊一種殘補式的福利觀點，成人基本教育被

等同於失學民眾的教育，故教育部的著眼點在於「降低不識字率」。

而本文所討論的新移民識讀教育係處於第三階段；延續上階段的基本

識字概念，新移民識讀教育被納入成教班與補校系統。明顯地，僅從

解決新移民語言學習的角度思維。 

諷刺的是上述政策所欲解決的是國家競爭力排名的問題，因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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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 字 率 係 為 瑞 士 洛 桑 國 際 管 理 學 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發展的全球競爭力評比標準之一。然在我國

卻將僅上過一期（三個月）的成教班視為「識字」，而從不識字人口

中刪除。此種作法其實並未能真正回應國家競爭力的提升問題。換言

之，成教班的角色功能並不符前述「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專

案報告」理念之第一項：符合人權理念，提升國家形象，及第三項：

厚植人力資源，強化國家競爭力。可見教育部對於新移民的定位主要

係將新移民的價值侷限在家庭當中，寬廣的人力資源概念在教育部門

中並沒有清楚地被勾勒出來。 

二、政策上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聊備一格，實務中內蘊偏差的文

化觀點 

尊重多元文化係為教育部 2005 年至 2008 年施政主軸四大綱領之

一的「建立台灣主體性」下的主要策略，而其以行動方案則包括發揚

台灣各族群文化與特點、發揚新移民文化（轉引自譚光鼎、劉美慧、

游美惠，2008：21-22）。在新移民教育政策面上，教育部的「發展新移

民文化計畫」的具體目標所呈現的是一種為因應台灣社會日漸增多的

跨國婚姻移民現象，運用教育的力量協助台灣社會朝向多元文化社會

邁進的思考。不過，誠如前述，新移民教育的學習重點仍被侷限在識

讀、家庭與親職教育中，政策目標仍被放在協助其獲得基本語文能力

和溝通能力，以及提升夫妻溝通和親職教養之能力，看不出深刻的多

元文化教育的內涵。 

其次，在實務面，依據方德隆、何青蓉和丘愛鈴（2007）針對當

前國內最廣為使用的新移民教育教材，亦即教育部版的六冊「外籍配

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進行內容分析，結果顯示該教材非僅未能真正

呈現出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譬如：（一）將新移民女性的人際關係網絡

侷限於家人和社區長者；（二）主題流於主流文化櫥窗式導覽。更嚴重

的是教材內蘊含偏差的文化觀點，包括（一）存在明顯的性別刻板印

象；（二）以跨國婚姻幸福美滿為故事腳本；（三）新移民族群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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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貧乏；及（四）反映出新移民家庭皆為勞工階級者，子女則多為

學習成就表現低下者。 

其三，實證研究更顯示：教育現場的教師簡單地從我族中心的角

度出發，認為識讀目的在提升新移民女性教養子女的能力（賴建達，

2002；邱琡雯，2000；何青蓉，2007）。不僅如此，在何青蓉（2007：

170）針對成教班、外配專班和補校教師的質性研究中更發現：有老師

憂心新移民女性教養子女，係出自於一種深怕台灣被同化的危機意

識，所以必須趕快強調跨國婚姻婦女教育： 

再不做的話，台灣的基層社會會被越南統一。到處都聽不到

我們台灣話，…越南來這麼多，她們的次團體出現的話，以

後在菜市場買菜的五六個，都會說一些你聽不懂的話。我講

過的，台灣本土的女生生育率越來越少，對不對，已經低於

0.1%了，那邊的越來越多，再經過 10 年、8 年以後，在第二

代以後，難道不至於被同化？這個一定會的，你不趕快在語

文方面，在社會地理方面，文化認同方面著手的話，你真的

會有危機。 

三、成人識讀教育課程內容重複，缺乏清楚分級設計 

儘管教育部認為基本的語言能力及溝通能力係為新移民教育或生

活輔導的重點工作，然而成教班能達到多少功能則不無疑問。現行新

移民語言學習的主要的管道—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開設之成教班，係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理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主要是針對失學國

民、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使其具有聽、說、讀、寫、算能力，以充

實基本生活知能；並增進其語文溝通能力，拓展人際關係，融入現代

社會環境，以提升生活品質。依據上述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理論

上成教班可區分為初、中、高三級，每期上課時數為 72 小時，然而由

於受限於逐年申請的制度設計與經費核撥的期程，目前各縣市辦理之

成教班很少能夠區分為三級循級而上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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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成教班實施上遭遇的問題，依據林秀英（2005）普查高雄市、

高雄縣及屏東縣三縣市成教班全體教師，結果發現成教班除前述指出

學員組成本國籍與外國籍學員各占一半呈雙峰狀態，背景差異大產生

教學困擾外，並且存在著以下的問題：（一）成教班屬短期計畫性質，

依經費補助辦理且經費和鐘點費不足；（二）成教班硬體設備不足、上

課環境不適合成人學習且欠缺成人專用教室；（三）欠缺課程標準、統

一版本及整體系統規劃，及現有教材及輔助教具不足使用；（四）現有

的課程教材編寫不夠實用與生活化；（五）教師普遍認為白天上課晚上

兼任負荷太重，無意任教成教班，致教師來源不足或流動性大，造成

學校在安排成教班師資方面感到困擾；以及（六）教師強烈認為白天

上課夜間兼職，無暇再研習進修等。  

由於缺乏清楚的分級設計與上課時數之限制，成教班能否協助外

籍配偶語言能力的提升則有待評估。關於此點，在何青蓉與丘愛鈴

（2007：111-112）之「新移民教育發展之研究」的全國性焦點團體座

談多次被談到： 

1.  外籍姐妹及他們的家人現在很焦慮的是，現在上識字班、

生活適應班，這班上完之後，下一班在哪裡？有很多外籍

配偶先生來問我：你們這個開完後，還會不會開？讀過了

這個，是不是要一直重讀？也曾碰過在一個識字班十年，

在同樣的操作模式下待了十年，雖然找到歸屬感，但是把

一個人的十年用在同樣東西的學習相當可惜。（南 7） 

2.  目前成教班要申請到經費才辦理，而不能像學校系統那樣

有制度的一級一級上去。（南 7） 

3.  像剛剛王小姐說的如何分級、分階段，讓他們可以很順

利，不用再每一年都在等下一季有沒有這樣的課程，學習

內容是不是跟我上次學的又是一樣。我們的經費來自於教

育部補助，所以我們就只能等到經費下來之後，才能進行

下一步。（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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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辦了以後，其實他每年辦的都是一樣的，很少有學校

是辦三期，很少是有連續性的課程。（南 3） 

5.  對於歸化國籍的身分證的 72 小時，我個人覺得太少，建

議應該改到 200、甚至是 300 小時。因為我們住在台灣，

要學的第一個是語言，再來是怎樣跟人家溝通，72 小時真

的太少。外配參與學習活動不光只是為了自己，也是為了

未來的台灣、自己小孩的未來。而不是只要拿到身分證就

停止其他的學習。（北 7） 

6.  關於學習時數 72 小時的部分，會讓一些先前學習中斷的

姊妹，因為法律的規定而又重新回來學習。但是往往她嫁

入台灣，就侷限在生活的勞動，或是就業市場的勞動，導

致她根本就不是很有條件去學，所以我覺得就以她生活適

應的實際面與要拿到身分證的實際面，如果能夠有所區別

的對待。就是說，身分證歸身分證，生活適應、親子教育

或識字的學習是我們長期在推的一塊，讓外配從基本的聽

說讀寫中，如何去延續她後面持續的發展。（北 4） 

上述的困境與成教班和語言學習班的設計，均屬年度性計畫性質

有關，並且涉及開班經費的申請和核撥期程等不可控制之因素。詳言

之，成教班目前的實施依據為「教育部補助辦理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

則」，表面上看來，成教班可分為三級，然而並沒有課程綱要規範各級

的授課內容，又受限於國小兼辦性質，無論在課程設計或教師專業上，

均難以要求各該學校做到分級的設計。其次，教學和研習時數不足，

以致於課程內容無法完整講授（張菀珍、黃富順，2007）。加上學員來

源不穩定，上課期間學員進出頻繁，故而授課內容層級往往參差不齊。 

再者，由於成教班係屬臨時性質，經費來自教育部，各縣市開班

日期經常視教育部補助經費核撥下來後才開班，直接影響開課的時效

（張菀珍、黃富順，2007）。若遇國家財政不穩定的狀況，難免出現類

似 2001 年行政院將原本中央部會直接補助地方專款專用的科目納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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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致使教育部喪失以專款補助地方的教育支配權。在那種情況之

下，教育部只好行文地方政府：停止適用「獎勵及補助成人教育活動

實施要點」，加上地方政府財政不足或漠視的情形，成人基本教育就會

面臨斷炊的困境（詳見何青蓉，2007：111-114）。 

最後，在制度設計上，依據何青蓉（2007）的分析，由於國小補

校與成教班課程未能適當地銜接，造成成教班流為國小補校的先修

班；國小補校因其固守學科本位的分科設計、採取全國一致的教材，

甚至依循傳統學校上課的方式，無法滿足不（低）識字參與者的學習

需求，影響所及國小補校輟學情況嚴重。總之，成教班缺乏以成人為

本位的整體設計。 

四、 新移民識讀教育目的不夠清晰 

在國內，談到新移民教育，無論是政策或學界，都肯定新移民識

讀教育的必要性。然而，識讀教育目的通向何處？則是必須進一步關

切的。譬如：曾秀珠（2003）問卷調查台北縣國小補校人員對新移民

教育課程規劃意見，結果指出填答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培養識讀能力」

與「溝通能力」。至於「創造多元文化價值」則在九個選項中排名第八。

類似的看法亦出現在林霖杉（2004）以教師角色知覺和實踐歷程為題，

針對高雄市光明國小補校六位教師的質性研究中。該研究指出：教師

認為「補校學生認為上學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認識字、要學寫字。只要

能夠讓她們認識字的課，學生就喜歡」（林霖杉，2004：96）。同樣地，

在何青蓉（2007：147-148）歸納賴建達 2002 年的研究與邱琡雯 2000

年的研究指出：「教師簡單地從我族中心出發，認為識讀有助於提升跨

國婚姻婦女教養子女的能力」。 

然而，若以上述教育工作者的立場對照新移民的參與動機，顯示

兩者存在著相當的落差。譬如：李俊男（2004）以 203 位南部地區東

南亞新移民識字教育專班學員為對象，調查結果指出：現況主要是以

培養基本語言技能，即適應日常生活等功能性目的為主；新移民參與

識字教育動機主要是讀書識字、教養子女、適應生活、語言溝通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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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林君瑜（2003）以三個跨國婚姻婦女為對象的質性研究指出：

個案參與識字學習的動機各為：為了符合婆婆的期待；家庭主婦生活

的延伸和為重拾專業生活作準備，以及把握有利條件，追求學習機會，

和嚮往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對於個案一，課程結束為學習的終點；對

於個案二，識讀學習顯現出工作導向的價值；對於個案三，識讀學習

顯現出工具導向的價值。換言之，當前的成人識讀教育並沒有充分地

對學習者的能動性與異質性給予適當的回應，此一現象在何青蓉

（2007）以高雄縣市國小補校、成教班和外籍配偶專班學員與教師為

對象的實徵研究中，亦明顯地呈現。 

進而言之，究竟成人識讀教育的目的為何？無可否認識讀是抽象

的、變動的、相對的，其內涵隨時間而轉移，基準愈漸提昇，並沒有

一個共同的定義，甚至是多向度的（詳見何青蓉，2007），因此，自 1950

年代以降，以聯合國和美國為首關於「功能性識讀」的主張，儘管表

面上使用同樣的語彙，然而背後的觀點差異極大，影響所及各自主張

的成人識讀教育目的自然不同。要言之，各該國家和組織對於識讀教

育的觀點呈現出人本和經濟觀點的拉扯；亦即，有從識讀是種人權，

人本乃至解放的角度著眼；有從人力資源的經濟角度出發。不過，整

體而言，識讀教育對於學習者扮演家庭成員、工作者與公民的角色功

能最常被提及（詳見何青蓉，2007）；功能性識讀的定義則如 Hunter

和 Harman（1979: 7-8）歸納係指： 

特定的個人或團體為完成自我決定的目的，如：做為家庭及

社區成員、公民、消費者、工作者及社會、宗教與其他組織

的成員角色，所必須具有的能力。包括：獲取、利用訊息以

謀求個人及他人福祉的能力，滿足自我要求之適當的閱讀和

書寫能力，積極地處理社會對自己要求的能力，以及解決自

己生活所面臨問題的能力。 

上述的功能性識讀定義亦反映出成人識讀教育三個層次的功能：

借用 Habermas（1971）對於人類知識旨趣的說法，其一為技術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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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以培養學習者基本的語言和算術技能為目的，即所謂「基

本識字」（basic literacy）；其二為實際層次（practical），使學習者會應

用語言和算術技能於日常生活當中，與人互動，即達到所謂功能性識

讀的目的；其三為解放層次（emancipatory），使學習者能運用所學的

語言和算術技能以重新詮釋外界的物事，而達到批判和創新的功能。

成人識讀教育政策的研擬除應關注到上述識讀可能發揮的功能外，可

從成人角色扮演出發。以新移民而言，他們立即地面臨家庭成員、公

民與工作者的角色，提供給他們的教育自不能偏廢任何一項，而上述

的觀點在當前我國的成人識讀教育政策中是沒有被清楚看見的。 

叁、先進國家成人識讀教育政策的評介 

一、成人識讀教育政策目的 

美國在其 1998 年訂定的「成人教育和家庭識讀法」將識讀定義為

「個體在工作、家庭和社會中行使其功能所必要的閱讀、書寫與講說

英文、算術和問題解決的精熟度」（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teracy, 

2004）。而美國國家識讀機構（National Literacy Institute）更是花了近

十年的時間（1994-2004 年）從事「裝備未來計畫」（Equipped for the 

Future，簡稱EFF）。該計畫目標在定義和建立寬廣和一致性關於成人必

要的知識和技能，使之「識讀並擁有必要的知識和技能，能夠在全球

經濟競爭中，行使其公民身份權利和責任，並幫助其小孩在校學習之

成功。」（Merrifield, 2000），以協助其國人「裝備未來」。3 因此設定

成人學習的四項目標為：接近性、發聲、行動和邁向未來。 

該計畫從成人所扮演的角色：工作者、家庭成員與社區成員三者

出發，進一步發展出 16 種內容標準／核心技能，並將之分為四大類，

溝通技能、人際技能、作決定技能、和終身學習技能。詳而言之，第

一，在溝通技能方面，包括五項：理解性閱讀、用書寫傳達觀念、說

話能讓別人理解、主動的傾聽、批判地觀察。第二，在人際技能方面，

包括四項：與他人合作、指導別人、倡導和影響，及解決衝突和協商。

 
3  資料來源：2007 年 1 月 8 日。取自 http://eff.cls.utk.edu/fundamental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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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作決定技能方面，包括三項：解決問題和作決定、規劃、使

用數學以解決問題和溝通。第四，在終身學習技能方面，包括四項：

對學習採取責任、透過研究學習、反思和評鑑，及使用資訊和溝通科

技。 

此外，晚近國際社會對於功能性識讀標準的界定，以 1994 年迄

1998 年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的「國際成人識讀調查」（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為例，將識讀內涵歸為以下三類：文書識讀、檔案識

讀與數量性識讀；每類識讀又分為五個層次，從這些類別與層次以任

務模擬的方式找出識讀任務。 

文書識讀係指個體對於瞭解和使用主題訊息的能力，包括對社

論、新聞故事、詩歌的瞭解和使用，亦即閱讀理解能力。檔案識讀：

係指對訊息分類和利用的能力，包括填寫工作申請表、使用公共汽車

時刻表、地圖、表冊和指引，亦即資料處理能力。數量性識讀係指對

數字的操作能力，如完成現金、存款的手續、平衡支票簿的收支帳目，

以及填寫購物表及計算利息等，亦即算術能力。 

在每個類別當中，識讀能力被區分為自 0 到 500 的尺度（scale），

包括五個程度相對應一些分數，如第一級分數從 0 至 225；第二級從

226 至 275；第三級從 276 至 325；第四級從 326 至 375；第五級從 376

至 500。調查中共建構出 114 個具有跨文化效度的識讀任務（tasks）

（OECD & Statistics Canada, 2000）。上述功能性識讀觀點不僅含括對識

讀內涵的分類與分級概念，更進一步從成人角色扮演出發，擴展國內

從補充正規教育之不足的基本識字概念，提供國人對於識讀教育的內

涵與功用更寬廣的認識。 

二、成人多元角色扮演的識讀教育政策觀點 

長期以來，以移民為主的美國，為協助移民從事英語學習，乃透

過各種教育方式，其所內蘊的功能性識讀觀點是不言而喻的。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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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一般而言有以下各種（National Center for ESL Literacy Education, 

2003）：生活技能或一般給其他語言者的英語課程（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給其他語言者的英語課程家庭識讀方案、英語識

讀和公民教育（簡稱公民識讀方案）（English Literacy/Civics Education 

program）、職業性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方

案，及職場上給其他語言者的英語課程。與前述「裝備未來計畫」理

念一致：彈性化並考量學習者諸多的角色和特性，如公民、家庭成員、

和工作者等角色，係為美國提供給移民和給其他語言者的英語教學方

案的重要特徵，茲詳述如次： 

（一）以公民識讀方案協助移民扮演公民角色 

在協助移民公民角色扮演上，美國聯邦政府係以公民識讀方案進

行。該方案設立於 2000 年，法源依據為：成人教育和家庭識讀法（Toblert, 

2001），係為提供給移民和其他英語能力有限者的一項整合性服務，目

的在讓學習者成為知性的公民和主動的社區成員（Center for Adult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6）。 

公民識讀包含兩個成分：公民資格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和

公民參與教育（civic participation education）。公民資格教育教導移民

基本技能以通過移民和歸化服務（Immigrant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測驗。公民參與教育透過提供移民廣泛性的理解美國文化、政府和教

育系統，教導他們如何成為主動的社區成員，以及為何他們必須是主

動者（Toblert, 2001）。 

公民識讀方案核心要素有二：其一為分級的英語課程，其二為計

畫本位的學習取向。在課程的分級上，一般而言，將學習者分成三個

層級，提供教師設計課程之參考。初階程度重點在協助學習者動手操

作的活動、閱讀準備活動和幫助學習者發展書寫所需要的動作技能

中，了解美國社區、政府和歷史。對中級程度者，重點在提供背景資

訊，如美國政府的行政與立法部門，以建立基本的概念和語彙。進階

英語學習者所關心的議題，通常在於複雜或學術的脈絡（Cen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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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6; Terrill, 2000）。在計畫本位的

學習取向上，學習將學習者放在需要真實使用之語言溝通的情境當中

（Moss & Duzer, 1998）。在課程與教學的過程中強調：從閱讀真實的材

料中獲得意義；為讀者而書寫；與課堂外的人溝通；以團隊方式進行；

讓個人發表其意見和觀點；以及識讀的影響改變（Wrigley, 1998）。 

整體而言，依據何青蓉（2006）歸納分析指出，美國公民識讀教

育 方 案 的 理 念 已 經 浮 現 了 若 干 的 「 反 身 性 公 民 資 格 」（ reflexive 

citizenship）觀點。亦即，強調透過各種設計，培養學習者自我批判和

動態學習，以及主動的公民資格以參與和行動於公民社會當中。至於

多元文化教育所重視的「差異性公民資格」（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觀點，雖未明顯揭諸於方案的目的當中，然而在實際的作法上則強調

多樣文化的重要性。 

（二）以家庭識讀方案協助移民扮演家庭成員的角色 

在協助移民扮演家庭成員角色上，係以家庭識讀方案的進行。家

庭識讀方案在 1990 年代快速地發展，被正式建立和理解為一個教學脈

絡，係由於 1989 年全國家庭識讀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Literacy）和 1991 年立法通過支持家庭識讀政策。平等起始方案（Even 

Start）是家庭識讀方案經費的主要來源，在 2002 年提供各州 25,000 萬

元經費（Belzer & Clair, 2003: 32）。 

至於家庭識讀方案的內涵，則與許多對於家庭和識讀的信念有

關。約略而言，有兩個理論立場：匱乏觀點和社會脈絡觀點。匱乏觀

點假設教育程度低的家庭充斥著代間不識讀的循環，因為錯誤的家庭

識讀互動與不適當的識讀價值。認為專家可以找到一組既有「好」的

識讀知識和親職實務，並且這組知識需要被轉化給貧窮和低識讀的父

母（Auerbach, 2001）。社會脈絡觀點則主張不能將社會脈絡當做負面

的外在勢力，並且理解到那些形塑家庭識讀方案的條件是學習動力本

身的中心。要鼓勵父母探索他們自己所關心的，並為自己的期待辯護，

讓父母更能參與自己和小孩的識讀發展（Auerbach, 1989）。不過，上



 
 
 
 
 
 
 
 
 
 
 
 
 
 
 
 
 
 
 
 
 
 
 
 
 
 
 
 
 
 
 
 
 
 
 
 
 
 
 
 
 

 

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之問題評析與前瞻   15 

述兩個立場共同分享了兩項關於在家識讀學習的觀點：1.父母的識讀對

於小孩的獲取、發展和使用識讀的動機具有顯著的影響；2.識讀可作為

家庭所有成員解放和增能的勢力（Gadsden, 2002）。 

在基本理念方面，家庭識讀方案認為父母（或其他負有責任的成

人）在確保兒童獲得社會成功所需的識讀技能上扮演關鍵性角色

（Belzer & Clair, 2003; Chisman, 2002; Nancy, 2002）。並且，含括四個

概念主軸：1.兒童在家庭中獲得基本的認知和語言技能；2.兒童基本的

識讀學習早於正規識讀指導之前發生；3.親職教育和家庭中的識讀實務

和他們與兒童學習成就和測驗表現的關係；4.低識讀水準的父母在幫助

他們小孩識讀學習的限制（Gadsden, 2002）。 

至於方案的內容上，依據美國 1998 年「成人教育與家庭識讀法」

之定義，家庭識讀教育係整合以下所有活動：1.父母和其子女的互動式

識讀活動；2.關於訓練父母如何成為子女的主要教師和教育子女的伙

伴；3.關於導向父母經濟自足的識讀訓練；4.為準備子女學校和生活經

驗之成功的適齡教育。方案結合上述四項元素，以創造包容性的方案

（Belzer & Clair, 2003）。 

儘管如此，學者如 Auerbach（2001）提醒實施家庭識讀方案時必

須明確地說明其意識型態的根基，否則將被誤用。譬如：國家家庭識

讀中心彰顯於平等起始方案的觀點，包括明白的指導和情境實務的機

會，以及某些文化的連結。國家家庭識讀中心明白地擁抱全語言和過

程書寫的傳統，雖然含括情境式實務，然而它最終的目標在以家庭為

單位，打破低教育和貧窮的代間循環，透過改變家庭裡所傳遞的有關

學習的價值和成功的期待的訊息。其目標背後假設貧窮家庭和低教育

家庭的識讀文化是有問題的，並且是造成學校低成就的主要原因。又

如：Cuban 與 Hayes（1996）用性別化的觀點檢視許多家庭識讀方案，

亦建議：在家庭識讀方案規劃中，必須瞭解到婦女因其多重角色和責

任，需求與期待所引發的生活中的複雜性和衝突。凡此都是採用家庭

識讀方案時必須深思的課題。 



 
 
 
 
 
 
 
 
 
 
 
 
 
 
 
 
 
 
 
 
 
 
 
 
 
 
 
 
 
 
 
 
 
 
 
 
 
 
 
 
 

 

16   教育與社會研究（十八）                                             

（三）以職場識讀方案協助移民扮演工作者角色 

在協助移民扮演工作者角色上，則以職場識讀（workplace literacy）

方案為之。文獻中有關職場識讀的用語包括：職場識讀、勞動力識讀

（workforce literacy）及職場基本能力（workplace basics）。雖然三者在

語意上不完全相同，但經常被混用，本文以職場識讀一詞概括之，因

此以下先就各家說法綜合說明之。 

Park（1992）認為職場識讀必須包含那些獨特於技術或職業工作場

所 的 閱 讀 和 書 寫 的 元 素 ； 學 生 在 學 校 的 所 學 集 中 於 為 學 而 讀

（ reading-to-learn ） 的 活 動 ， 而 在 職 場 的 閱 讀 主 要 在 為 做 而 讀

（reading-to-do）。Chisman 與 Campbell（1990: 145）則認為，職場識

讀指的是個體在經濟中為有效地行使其功能所需的基本技巧，通常包

括五種基本技能：閱讀、書寫、溝通、數學，以及問題解決。這些技

能能夠促使個體獨立工作和學習；與他人合作；快速並有彈性地回應

新的情境；依序處理多重的任務，以及決定個人所需要的，然後發現

有關訊息。 

Mikulecky 等人則就職場需要彈性化勞動力的觀點，強調專為一特

殊工作的訓練已不再夠用，需要有更多的勞動力，而不僅是在職場的

方案，方案必須著重於雇用時所需的共通性技能（generic skills），而非

那些特殊工作的技能。這包括問題解決、團隊工作、理解書寫的說明

與手冊，以及使用電腦以接收訊息（Mikulecky & Others, 1996: 24-25）。 

Belzer 與 Clair（2003）則區分勞動力識讀教育和職場識讀教育兩

者。勞動力識讀教育包含設計給勞動者和潛在的勞動者的識讀技能發

展的方案，而就業前的方案成為一種共通的服務提供的例子。未就業

者得到基本識字，或高中同等學歷（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ED）程度的訓練，包括履歷的書寫、面談技能和其他有助於獲得和

維持就業的知識。職場識讀方案則是指在工作場合提供給目前的受雇

者參與基本技能教育，通常與參與者的某種特殊的工作任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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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說明當中可見，學者對於職場識讀在異中有同。儘管職

場脈絡分析係為職場方案的出發點，然而職場識讀教育不僅止於與職

場工作技能有關的閱讀、書寫與數學等基本技能的養成，更擴及問題

解決與任務處理、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乃至學習如何學的能力。 

誠如前述，識讀技能會帶來經濟競爭力的觀點，清楚地反映在美

國成人與識讀教育政策當中。此從其「國家識讀法」於 1998 年被併入

「勞動力投資法」（Workforce Investment Act）的第二章：「成人教育與

家庭識讀法」（Sticht, 2002）可見一斑。依據 Belzer 與 Clair（2003）分

析，目前美國勞動力識讀教育方案是與工作有關的成人識讀教育中最

顯著者，並吸引最多的各州與聯邦經費，成為成人基本教育最主要的

一部份。類似美國，晚近加拿大聯邦政府也因覺察到識讀與全球職場

競爭的密切關係，大力推動根本技能（Essential Skills）和職場技能計

畫」（Workplace Skills Initiative），企圖運用職場識讀，整合正規與非正

規 教 育 、 貫 穿 學 校 教 育 與 企 業 訓 練 （ Human Resource and Skills 

Development Canada, 2009）。 

至於職場識讀方案的類型，依提供場域，一般可分為：雇主本位、

社區本位、勞工工會本位方案（Levenson, 2003）。就方案內容類型可

區分為：工作相關對象的訓練、勞動力的發展、無法輸出於其他國家

的工作、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及長程的教育，以因應未來的雇用趨勢

需要有適應性與彈性化（Mikulecky & Others, 1996)。就產出的方案則

可區分為兩種類型：採用量身打造（tailor-made）的方案，或單一尺寸

（one-size-fits-all）的方案，即採取事先預備的學習系統，著重於共通

性技巧者。 

最後，誠如 Imel（2003）提醒，使用職場識讀方案必須檢視兩個

相關的假設：其一為不適當的基本技能和國家經濟的關係；其二為功

能性脈絡取向是最有效的改善工人基本技能的方式。 

首先，就職場識讀和經濟的關係而言，存在著一些迷思，如：工

人的不適當或有限的基本技能經常被引用做為國家經濟苦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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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工人缺乏技能，而非職場的改變，被視為經濟表現差的原因，並

且技能被視為美國在全球競爭當中人力資本的要件。這論點和假設忽

視諸如全球化、組織結構的作用和社會與經濟政策對於國家生產力的

影響力。 

其次，由於工作日漸複雜，所需要的是更豐富且有意義的識讀制

訂（formulations），而非僅是應用在工作脈絡中的功能性識讀。因此倡

導其他教育取向，如：參與式取向，激勵批判探究，促使學習者透過

分析限制其選擇的社會勢力以便掌控工作情境；使用社會認知學習理

論，著重於連結學習和做事。它不僅包含工人所用的文本，而且還包

括社會網絡和關係。將識讀不僅放在立即的工作環境，而且在大的文

化、社會和歷史環境；用社會文化取向以理解職場的識讀需求，幫助

工人反思他們在脈絡中所獲得的顯性和隱性知識。這些取向均理解到

職場的複雜性，社會關係和網絡的重要性，以及寬廣的社會、政治和

經濟環境對於識讀要求的影響。 

肆、結論和建議 

一、當前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問題 

綜合上述，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面臨四大問題亟待解決：其

一，新移民人力資源觀點未受到重視；其二，政策上多元文化教育觀

點聊備一格，實務中內蘊偏差的文化觀點；其三，成人識讀教育課程

內容重複，且缺乏清楚分級設計；以及其四，新移民識讀教育目的不

夠清晰。 

二、一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概念架構的提出 

為務實地提出未來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發展方向，本文建構

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概念架構，如圖 1，含括以下要素：其一，增列

多元文化教育和人力資本論作為新移民教育政策的理論基礎；其二，

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特別強調分級分類識讀教育的重要性；其三，從

分級的識讀教育出發，進一步回應扮演的三種主要成人角色（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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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成員、家庭成員與工作者），建立三種新移民教育方案。最後，為落

實此一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概念架構，本文進而就上述四種實施方

案之法源依據和實施原則提出具體建議。 

 

學習者 

分級識讀教育 

家庭成員 

家庭教育中心 

公民／社區成員 

社區多元文化中心 

工作者 

技職知能 

人力資本論 

多元文化教育 

圖 1  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概念架構芻議圖 
 

（一）以分級分類的新移民識讀教育方案為核心 

在我國，新移民教育與成人基本教育合流，且被矮化為成人基本

識字教育，等同於成教班和國小補校教育。甚且，成教班課程內容重

複，缺乏清楚分級的設計，缺乏以成人為本位的課程設計。此一教育

功能定位與國際社會對於成人識讀教育的內涵相去甚遠。國際社會自

1970 年代以來普遍採用功能性識讀觀點，而在功能性識讀標準的界定

上，譬如：1994 年到 1998 年的「國際成人識讀調查」係將識讀內涵歸

納為：文書識讀、檔案識讀與數量性識讀三類；每類識讀又分為五個

層次。美國的「裝備未來計畫」則設定成人識讀教育四項目標：接近

性、發聲、行動和邁向未來。並且從成人所扮演的角色：工作者、家

庭成員與社區成員三者出發，進一步發展出 16 種內容標準／核心技

能，並將之分為四大類，溝通技能、人際技能、作決定技能、和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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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技能。同時，勾勒了清楚的角色地圖內容架構。落實到移民教育

上則是全方位的分級和分類的課程，提供決策者澄清與規劃識讀教育

的層次與內容之參考。 

（二）從成人角色扮演開展新移民識讀教育之功能 

承上所述，就成人角色扮演而言，新移民立即地面臨公民／社區

成員、家庭成員與工作者的角色，提供給他們的教育自不能偏廢任何

一項。首先，就新移民的角色而言，新移民既然來到了台灣，期許其

成為具有民主觀念的現代公民，有益於整體國家社會的發展。透過成

人公民教育可協助成人建構意義，並發展人民關於有效公民資格／資

質的價值。在協助移民公民角色扮演上，美國聯邦政府係以公民識讀

方案進行可提供我國參考。其核心要素有二：其一為分級的英語課程，

其二為計畫本位的學習取向，並且浮現了若干的「反身性公民資格」

觀點可供我國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之參考。不過，若在我國實施時，

建議加入「差異性公民資格」的內涵，以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 

其次，就新移民的家庭成員角色而言，可參考美國家庭識讀方案。

該方案主要認為：父母的識讀對於小孩的獲取、發展和使用識讀的動

機具有顯著的影響，並且識讀可作為家庭所有成員解放和增能的勢

力。同時，含括四個概念主軸：1. 兒童在家庭中獲得基本的認知和語

言技能；2. 兒童的基本識字學習早於正規識讀指導之前發生；3. 親職

教育和家庭中的識讀實務和他們與兒童學習成就和測驗表現的關係；

及 4. 低識讀水準的父母在幫助其小孩識讀學習的限制。不過，使用時

要注意到其意識型態的根基。避免落入責難貧窮家庭和低教育家庭的

識讀文化，認為那是造成學校低成就主要的原因。在方案規劃時，必

須瞭解到婦女因其多重角色和責任，需求與期待所引發的生活中的複

雜性和衝突。 

其三，就新移民的工作者角色而言，可參考美國和加拿大職場識

讀方案。職場識讀教育不僅止於與職場工作技能有關的閱讀、書寫與

數學等基本技能的養成，更擴及問題解決與任務處理、人際關係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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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乃至學習如何學的能力。不過，使用職場識讀方案必須小心

避免落入責怪工人的不適當或有限的基本技能，做為國家經濟苦難的

原因；其次，除了工作脈絡中的功能性識讀外，可採取如：參與式取

向、社會認知學習理論和社會文化取向，以反映職場的複雜性，社會

關係和網絡的重要性，以及寬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對於識讀要

求的影響。 

三、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實施之具體建議 

為促使上述新移民識讀教育政策的概念架構更具體可行，並使之

具有發展性，本文依據教育基本法（2006）第 2、3、4 條的內容，進

一步分別針對分級的學校成人識讀教育、家庭識讀教育、公民識讀教

育與職場識讀教育方案，提出法源依據與實施途徑之建議，如表 1。 

表 1 新移民識讀教育方案的實施途徑與法源依據建議 

方案 
學校分級的成人

識讀教育方案 
家庭識讀 
教育方案 

公民識讀 
教育方案 

職場識讀 
教育方案 

 
 

實施

途徑 

國小、國中補校 家庭教育中心 社區多元文化

學習中心（由社

教機構、社區大

學、民間團體承

辦；將新移民學

習中心轉型之） 

各級補校開設

國中技藝班、高

職 實 用 技 能

班，或與勞委會

職訓局合作辦

理短期的職業

訓練班。 
 
 
 

法源

依據 

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2004） 

國民小學補習

學校課程標準

（1996） 

國民中學補習

學校課程標準

（1996） 

家 庭 教 育 法

（2003） 

教育部補助辦

理家庭教育老

人教育及婦女

教育活動實施

要點（2008） 
 

終 身 學 習 法

（2002） 

教育部補助辦

理家庭教育老

人教育及婦女

教育活動實施

要點（2008） 

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2004） 

促進外籍配偶

及大陸地區配

偶就業補助作

業要點（2008）

（一）學校分級的成人識讀教育方案 

建議仍應回歸到正規的補習及進修教育系統，將成人識讀課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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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制當中，如此一來，課程分級自然呈現。再者，就法源基礎而言，

目前成教班所依據的僅是教育部的行政規定，名義上等同於國小補校

初級部一年級，然實施的內容有所差距，且屬臨時性質，經費常需仰

賴教育部補助，徒增開班的不確定性。新移民若接受補習教育更可因

此獲得學歷證書。若新移民不想上補校的其他課程，僅上語文課程，

亦可因此得到學分證明，作為學歷認證時抵免科目之用。不過，相關

的國中小補習教育課程標準等則需隨之而修訂。 

（二）家庭識讀教育方案 

建議納入家庭教育中心業務當中。家庭教育中心之法源依據為家

庭教育法，就其組織功能與服務對象而言，從事新移民家庭識讀教育

有其正當性與專業發展性。至於與其功能重疊的新移民學習中心因沒

有法源依據，建議轉型為社區多元文化學習中心。為落實此一功能需

訂定補助、獎勵要點鼓勵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將家庭識讀教育納入其

業務當中。 

（三）公民識讀教育方案 

建議依據終身學習法，委由社教機構、社區大學、民間團體承辦

社區多元文化學習中心，修訂或訂定相關的補助及獎勵要點或實施計

畫，將公民識讀教育方案納入其業務之中。另外，亦可參考目前的新

移民學習中心的作法，借用學校閒置空間作為設置地點，或與國中小

學合作；目前的新移民學習中心若要續辦，則修訂既有的「教育部補

助辦理家庭教育老人教育及婦女教育活動實施要點」，將之轉型為社區

多元文化中心。如此一來，既有法源依據，又可避免落入對於新移民

的標籤化作用，真正邁開大步，從性別、族群、階級等角度從事多元

文化教育，廣納社區內各種背景的公民參與。 

（四）職場識讀教育方案 

建議於各級補校開設國中技藝班、高職實用技能班，或與勞委會

職訓局合作辦理職業訓練班，乃至協助新移民取得職業證照。國中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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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高職補校開設技藝或實用技能班，除可讓新民得到學歷證書，同

時又可儲備新移民投入就業市場的知識與技能，對於吸引經濟狀況較

差的新移民就學的誘因會更大，且較短期職訓更具長遠性。目前勞委

會職訓局合作辦理短期的職業訓練班雖有針對新移民開設一些職訓課

程，如：餐飲班。然就現實面而言，若要取得證照必然需要通過學科

考試，語言能力因此變成關鍵。更何況，理想上進步的職業訓練方案，

應含括職場識讀教育所強調的為做而閱讀的共通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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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end of 2008, in Taiw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teracy 

educational policy for new immigran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Immigrant Culture Pla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2008)”.  

Along with the ending of this pl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d not draw 

up any new policy.  The result is that adult literacy educ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is limited and shrunk to adult basic literacy education.  That is 

to say, from this time the new immigrant education returns to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three goals o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Immigrant Culture Plan have vanished from the policy.  In this 

situation, what is the prospect of literacy educ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What i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present approach?  All of these are worthy of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erefore, this essay aims to review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cy educational policy for 

new immigrants, its embodied issues, and thu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policy.  It is founded that issues embodied in the current polic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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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llows:  The human resources perspective is neglected;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 just served as a specimen; the curriculum of 

the adult literacy education lacks clear graded design; and the goal of 

literacy educ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is not clearly enough.  Further, the 

authors propo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y setting graded and classified 

literacy education programs as the core concern, and helping adult roles 

acting as the classification basis for literacy program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the programs of school literacy, family literacy, 

civic literacy and workplace literacy regarding their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the law origin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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