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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報告乃是「小琉球社區文化與教
育之民族誌考察（II）」之簡要成果報
告。本報告共分為四部份，即中文摘要、
緣由與目的、結果與討論、計劃成果自
評四個主要部份，還有一份簡要的參考
文獻。本研究計劃有幾個主要特色：

（１）強調探討教育與社會文化生活之
間的關係。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一
再證明學童之教育與學習成就並
非只是智力、學習態度或學習因
素影響所致。社會階層與家庭背
景乃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因
素。而晚近的文化研究及文化再
製理論則進一步指出，社會階層
與家庭背景又如何藉由文化及日
常生活實踐影響到學習過程，形
成透過文化再製的社會再製過
程，具體而微地分析文化與日常
生活過程，讓我們能真正深入了
解社會文化因素對教育的影響。
這乃是本研究主要的工作。

（２）小琉球由於地理因素乃是一相對
封閉的社群。在文化生活上，小
琉球並非異於台灣本島，可是相
對於台灣本島的快速發展，小琉
球又有其特殊的時空限制。民族
誌之田野調查正適合深入探討其

社區文化與日常生活實踐的特
色。因此除了基本統計資料的掌
握外。不論是在經濟型態、社會
關係及社區文化的調查上，本研
究以民族誌的深入觀察訪談為
主。並凸顯在地人的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來分析相關的社
會文化及教育問題。

（３）本研究希望運用 Bourdieu 有關
habitus 的討論，以及 Bernstein 有
關 speech code 的研究，來探討小
琉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面臨
的結構限制。

（４）延續去年田野調查之資料分析，
由於當地外籍新娘日漸增多，而
家庭因素及教養方式對當地學童
學習成就影響至大。外籍新娘由
於語言文化的隔閡，是否對學童
學習成就形成更為不利的影響，
或是未必然，乃是今年欲詳加探
討的問題。其次九年一貫課程於
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其強調開
放與學校本位課程，如此課程理
念與實踐是否對當地學童學習較
有利，抑或有不同的反應，亦是
本研究想要初步了解之處。

關鍵詞：社區文化、文化研究、日常生
活、民族誌、小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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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乃是兩年計劃之第二年研
究，其緣由與目的乃是延續第一年的構
想，其詳細討論可參見第一年的成果報
告。然而在本年的研究焦點與第一年的
研究稍有不同，蓋在第一年的調查中發
現，外籍新娘所形成的家庭型態與九年
一貫課程，可能對小琉球地區中小學學
童之學習成就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蓋外
籍新娘做為母親，無論在語言、文化與
社會調適上，均可能處於更不利的條
件，其對學童的教養及課業輔導也可能
更為困難。而九年一貫課程對於家長參
與學童學習之要求則是更多的。此外，
九年一貫課程雖然強調學校本位課程具
多元教學的精神，然而這樣的理想是否
真能落實，是否真能配合當地社區文化
脈絡，有助於學童的學習，銜接其日常
生活與學校文化。則是有待考查的。因
此本年的研究以這兩個主題為焦點。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兩個主題為中心進行資料

蒐集：（一）家庭組成型態與教育的關

係；（二）國小教師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現況。從這兩方面著手的考量乃基於過

去探討小琉球社區文化與教育間的相關

問題上，在學校老師所提供的資料中（以

琉球國中教師所提供的資料居多），我們

發現家庭型態與學童在校表現有很強的

連結，且其內部的互動常成為教師解釋

學生學習成果的理由。於是本研究試圖

再深入瞭解國小階段，學校教師如何看

待普遍存在於小琉球的典型家庭型態─

─隔代教養與假性單親與教育的關係。

此外，本學期正值國小一年級實施「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第一年，教師在運用

教材、編排課程及評量方式等方面都必

須配合新式改革方案實施。本計畫希望

藉由自離島地區所蒐集之資料以進一步

瞭解課程改革實施現況為何。

（一）家庭組成型態與教育的關係

（１）商業村落中的「隔代教養」

小琉球面積雖不太，但該島仍可因

其與台灣之相對位置而劃分出不同的人

文風貌。這種現象顯然與當地的經濟活

動習習相關，其經濟活動又與家庭結構

密不可分，故在瞭解其家庭結構形成的

背景下，不可不循此脈絡探其究竟。依

小琉球當地居民所熟悉的區域劃分方

式，全島共分為四個角頭，位於鄰近屏

東縣東港鎮的白沙尾（本福村、中福村、

漁福村等三個村），因白沙港碼頭的載運

量使這一帶形成小型商業村，亦是當地

居民心中的繁榮地區。在交通運輸與地

型便利等條件下，居民前往台灣本島就

業的情況相較其他村落多。因此，設立

於該學區的白沙國小同時接觸較多來自

「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童。該校一年級

W 老師，針對這個現象提供他個人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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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家庭兩方面的經驗：他認為「隔代

教養」的家庭型態在當地已很普遍，在

他的教學經驗中，並沒有發現學生因缺

乏父母的教養而特別難教或其他問題，

甚至有些由外公外婆，爺爺奶奶帶大的

學生，表現相當不錯。他個人的家庭經

驗亦為一實例；W 老師的姪女自幼則交

由爺爺奶奶扶養，與父母親的關係並不

好，但學校功課一直維持優良的成績。

他認為只要教養人的態度是關心的，即

使教育程度不高，學生的表現也不會太

差。由此觀之，「隔代教養」的家庭型態

對學童的影響層面，親子關係更甚於學

業表現。W 老師的看法並非特例，琉球

國小 C 老師的觀點亦為是。根據他所任

教的班級學生表現，他也不認為「隔代

教養」有特別不好的影響。這兩位老師

所提供的資料幾乎否定以往的研究結果

及一般討論「隔代教養」的家庭型態對

孩童學習成就之影響。

從教師對該問題的回應，可以協助

我們進一步澄清這個推論的成立過程。

對小琉球社區而言「隔代教養」的存在

及其意義，並不異於其他與雙親同住的

孩童。該現象普遍之極已足以使這些教

養者循其他管道協助他們教育孫女。一

位受訪老師就表示，有祖父母因缺乏教

導孫女的功課而求助其他鄰居的實況。

以往我們可能以教養者之文化資本缺

乏，推論其對學童學習之不利影響。但

在此，社區文化的人際關係網絡及互助

似乎形成某種社會資本。藉由社會資本

之助，這些文化資本相互缺乏之教養

者，乃可彌補其不足。如此隔代教養的

現象，也就未必不利於學童的學習。但

是有兩個問題還是需要進一步討論。首

先是這種社會資本的幫助，未必是各個

小社區都存在的現象。其次是文化資本

之相對缺乏現象，並非是個別家庭，而

是小琉球整個社區與台灣本島相較之下

的情形，社區互助的社會資本對於改善

整體文化資本相對不足的狀況，能有多

幫助呢？我們是否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

考進一步提昇當地學童學習成就的可能

方法嗎？

（２）以外籍新娘為主的「假性單

親」

根據屏東縣東港分局「外僑戶口簿」

統計，小琉球外籍新娘人數呈現逐年增

加的趨勢，但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從東港

分局、屏東縣警察局、警政署網際網路

系統、小琉球分駐所、戶政事務所等相

關單位對外籍新娘資料的建檔皆呈現出

各單位業務承接與管理上的瑕疵。在這

一連串的資料搜集過程，同時也深刻感

受到，個人身份如何被認定，似乎與這

個人本身是分離的。唯有居住所在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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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且必須在各承辦單位都按正常程序

將資料列入，一個移民者身份才正式被

確定。且一旦被認定身份後其原屬國的

身份就在制度下消失。因此，小琉球實

際外籍新娘人數並不易得到精確統計數

字。在戶政與警政系統間連繫不夠完備

的情況下，只有透過學校教師以取得相

關資料。

以外籍新娘為主而形成的「假性單

親」同樣有區域的差別。位於小琉球本

島東南方的南福村，一般居民稱其為「山

頂」。這一帶因距碼頭較遠，往來台灣的

機會相對減少；然而外籍新娘的引入卻

使原本較為封閉的村落相對開放。由於

居民以遠洋漁民為主，先生長時間居於

海外迫使這些外籍媽媽必須獨立擔負扶

養學童的責任。我們對該地區的國小教

師進行訪談，以其教學經驗探討以外籍

新娘為主的假性單親家庭是否造成學童

學習更為不利的條件。

座落於該學區的天南國小 L1 老師

表示，這學期該班共有八位學生來自外

籍新娘家庭。這些家長都已能和老師溝

通，關心學童課業的家長也很多。他認

為學童最主要的學習問題是語文表達不

通順而非僅因來自外籍家庭，這個問題

常造成教學的中斷與無力感，尤其是教

生字時，要用閩南語解釋一次他們才會

了解。如果是外籍家庭的孩童，可能是

學習外籍媽媽講閩南語的方式，長期相

處後表達方式常是片斷不完整的語句。

但是當老師再進一步比較其他非外籍家

庭時，他發現其他學生也有同樣的語言

問題，與來自外籍家庭的學童沒有太大

差異。全德國小的 L2 老師也表示，該班

學生無論是否來自外籍家庭，語言能力

明顯表現差。從這兩位老師執教的經驗

發現，縱使學童因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以

致在語言表達具有差異性，但語言習慣

確實是老師感受深刻的教學問題。L1 和

L2 兩位老師都曾在師院學習階段接觸

過非小琉球學生，當他們比較兩種不同

的經驗時都表示，外地的學生比較好

教，通常只要教一次學生就易了解，但

小琉球的學生則要花更多時間才有辦法

解釋教學內容。這樣的問題顯然是來自

學校課業內容與語文形式跟當地學童日

常生活經驗與語言使用之間的落差所

致。可是這種落差並非只來自外籍媽媽

的假性單親家庭，而是社區整體生活經

驗所導致。值得反省的是，教師未必願

意積極主動解決這些困難，而有年一貫

課程強調社區文化與日常生活經驗對學

習的重要性，在相關機構及教學人員未

必積極配合下，終將可能淪為空洞的形

式與口號。

（二）國小教師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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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小琉球社區分別有白沙、琉

球、天南及全德等四所小學。當地因人

口外移逐年增加的現象，目前除了白沙

及全德兩所國小一年級還招收兩班學生

（每班學生平均不足 30 名）外，其他兩

校各年級只有一班。

有關各校執行「九年一貫課程」的

現況可從兩方面瞭解：

（１）課程與教學

由於教科書市場開放，審訂本教科

書早在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前就已

進入校園。目前小琉球除了天南國小使

用康軒出版社的教科書外，其餘各校皆

採用南一書局教科書。各出版社按「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公佈之七大學習領域

為內容設計教材並提供多樣輔助教具，

包括掛圖、影音教材。然小學一年級目

前的日課表則只有，語文、數學、生活、

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五領域及彈性

課程。

內容方面，雖然「九年一貫課程」

教材內容較生活化，教師覺得教學容

易，但是學生學習則不然。以國語課為

例，課文內容因配合生活題材，生字的

部份不同於舊教材是按其易難程度編

排，以致出現在課文中的生字太難，學

生練習生字較辛苦。此外，在強調各科

統整的精神下，某些領域內容重複多

次，學生對內容感到無聊，老師只好簡

單帶過。其次，因領域劃分的關係，教

材編排是固定的（如生活領域包含生

活、美勞、音樂），這些原來都是單科獨

立的課，統整的結果無法教得深入，覺

得學生無法學到東西。由於老師要教的

課很多，無法每科自備教材，只好依賴

書商製作的教具，廠商準備多少，老師

就教多少。

從這些初步觀察中，我們可以反省

一些九年一貫課程之理念與落實差距的

問題。首先是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

位課程及課程自主、自編教材的精神，

原本是有利於地區文化差異的。但是在

資源相對稀少，以及未來升學考量下，

個別學校與教師似全然無法發揮其自主

精神。因此地區文化差異與日常生活經

驗仍可能是學習阻力，而非助力。這讓

我們進一步省思，所謂課程整合，生活

化與多元化的意義究竟重點為何？依怎

樣的架構整合？是誰的生活化？什麼標

準劃分下的多元化？這些理念似乎是以

普遍抽象的形式而被提出，卻未能落實

於地區具體差異中。這是來自教育體制

的結構限制，是做為 agent 之教師之教

學習性使然，亦或是有年一貫課程及教

學規範理念不切合實際，乃是值得進一

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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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評量

為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多元的評

量，學校常需要家長配合。白沙國小的

W 老師表示，學習單雖是很普遍的課後

活動，但常因家長不能配合，以致無法

進行。此外，琉球地區的家長習慣從考

試分數了解孩童的表現，如果使用非紙

筆測驗，恐怕家長會質疑老師的評分標

準。但是，以目前趨向活潑又生活化的

教材內容，如何進行紙筆測驗？事實

上，出版社早已設計整套測驗卷，包括

平時練習及期中、期末考試以備教師自

行運用。

隨著評量方式的改變（縱使老師還

是選擇紙筆測驗，但是屏東縣教育局要

求所有老師按統一格式登記學生成

績），成績單的評分方式亦有所調整。學

生成績單包含日常生活表現成績及學習

領域成績，老師除了依學生的表現在適

當的評語欄註記外，尚需在學習表現欄

加以文字描述。琉球國小的 C 老師認為

每一領域都要按學生的實際表現加以文

字描述對他而言負擔太重，他常為了想

不出適當的評語而苦惱。為了配合教育

局的評鑑，他只好上網蒐集相關訊息，

並參考其他學校老師的資料，整理出所

謂的“佳句精選集”──按各個領域

（語文、數學、生活… … ）適合的評語

製成一份選集，內容大部份是配合學生

學習課程進度結果來描述。他表示簡單

地寫難以表達學生到底學了什麼，詳細

交待清楚可能會累死，分數還是最能表

達的。

四、計劃成果自評

從學校老師的回應，再一次引導本

研究去思考，該如何調整我們理解不同

家庭型態與教育間的相關論述。這個議

題衍生的過程，已從一般以「假性單親」

家庭、外籍新娘家庭對教育產生的影響

作為變項來討論的結果而發展出其真正

促成討論的主題應源於語言的型態。以

小琉球社區而言，語言型態所涉及的層

面似乎已構成主流文化與次文化間討價

的籌碼。學校在這裡成為一個公開的地

方，提供落置在師生互動中兩個文化衝

突的實踐場域。

關於探討家庭組成型態與教育的關係，

其資料蒐集結果最大的獲得是將離島社

區（單一個案）的經驗帶回與論題的原

點，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關聯性如何成

立。然資料有限，對於家庭內部的運作

及學童在課堂上的回應仍缺乏足夠的內

容作進一步討論。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對小琉球的
老師來說，並未產生太大的衝擊，學生
對這套學習過程似乎也沒有特別的反
應。家長的意見部份，除了全德國小一
年級曾舉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說明



8

會外，其他家長極少參與。當地老師對
於教改的態度仍以配合居多，一方面是
因為他們總能在上級的要求下完成屬於
他們應該繳交的功課（例如評鑑時需要
的各項表格）。另一方面則是面對學生
時，並不需調整太多教學上的習慣；因
為在他們的認知裡，傾向主張教與學的
關係是，老師教什麼，學生就吸收什麼，
不管課程怎麼改，只要學生上課認真、
專心，其實課程、教材都不是問題。一
位琉球國中的數學老師也提到，學生若
要學習效果好，最佳的方法就是上課的
時候跟隨老師的思考方式思考，再加上
回家復習。這點學習心得正是來自班上
一位學生的經驗。因此，在小琉球，老
師要克服「如何教懂學生」這個問題更
甚於教育改革的其他理念。問題在於九
年一貫不論標榜什麼理念，對教師與學
生而言，仍是一套制式的課程與教學方
式。就此而言，九年一貫課程反而是更
為抽象，而不是更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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