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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在地東南亞　培養全球公民視野
─雙溪高中推動國際多元文化教育實例分享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校長　彭盛佐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教師　陳奕諠

摘要

本文以學校所在社區跨國婚姻移民及其子女

教育多元文化元素，從「看見在地東南亞培養全

球公民視野」的角度推動校本位國際教育案例分

享。從新住民及其二代家庭發展需求發想，闡述

因應而生的多元文化全球公民教育，並融合在地

化的教學策略規劃，進而深耕落實到具體成效展

現。

內文說明了對新住民的友善策略，舉如：成

立新住民親子烘焙丙級證照班以提升自我認同

感；書寫東南亞以培養對多元文化之尊重，理解

新住民來到臺灣適應歷程，找到自信展現自我而

能以開放態度融入在地生活。藉由跨國文化之交

流互動，使學生能從自身環境、本我需求及自我

條件出發，看見自己，發現世界，最終重新審視

自我。在學校學習支持系統下，新二代孩子能正

視自身跨國文化優勢，進而發展自我能力，具備

開放且宏觀的態度，體驗多元文化之交疊勇敢邁

向世界學習。

壹、前言

即將進入21世紀20年代，全球化世界日益突

顯，許多議題與焦點將破除國家界線，全球化的

力量穿透個人與社群，使不同文化產生跨國流

動，打破世界各國疆界，提升國與國間的同質性

（劉美慧，2017）。在資訊科技發展與社會結構

改變之挑戰下，全球化所帶來的似乎是國際間整

合的過程，教育也符合此全球化來臨產生漣漪效

應，使得國家教育也必須更具有彈性。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綱便將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納入核

心素養之一，希冀學生具備國際視野及接軌世界

地球村的觀念，除瞭解肯定自我文化價值，亦能

尊重多元文化，主動關心全球議題（教育部，

2014）。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截至2018年

9月底，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在內，台灣新移

民總人數已達53萬9,090人。其中東南亞裔佔了

將近30%，依序為越南，佔了19%，印尼5%、菲律

賓和泰國各2%。其中以新北市為臺灣新住民人數

最多的城市（內政部移民署，2018），又臺灣於

2016年正式啟動「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正是

極力培育臺灣新住民二代全球公民教育的契機。

   

貳、動機與目的

雙溪高中位於新北市雙溪區，是臺灣東北角

的偏鄉，身兼教育優先區及偏遠地區學校雙重性

質。在地國中部學生將近40％為新住民二代，

高中部近四成的社區生中約15％為新住民子女，

其中跨國婚姻以東南亞越南籍占大多數。因應全

球化趨勢，臺灣社會亦受到新移民、都市化和少

子化等社會發展情勢的影響，致使偏遠學校之教

育問題變得比以往更加多元且複雜（吳美瑤，

2019）。學校把握學生多元文化背景之特色，奠

定基礎，引領學生接軌國際，邁向全球。

於104學年度以「紮根多元文化•培養在地

國際視野」為主軸，邀請各領域教師規劃國際教

育多元文化課程，其中的「特色選修課程－看見

在地東南亞」（如圖1）便運用在地學生新住民

家庭特色，引進社區新住民家長資源，發展相

關課程，引領學生熟悉在地文化，從自身角度

出發，開啟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學習動機，進而

接軌世界，看見全球脈動，學習欣賞與尊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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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其能兼顧在地與全球觀點，成為全球公

民。

參、誘發策略：成立新住民親子烘焙丙級證

照班　提升自我認同感

家庭是每個人來到世界上最先接觸的環境，

也是生活中基本且重要的。學校學生多為基層

農、工業家庭、單親、隔代教養與新住民家庭，

因此格外重視學生家庭成長背景。新學期開始校

長、主任、專任輔導老師及導師會至國中新生家

庭中進行訪問，學校裡舉辦各式親職講座會邀請

家長們共同參與，以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但新住

民家長大多自信心不足，對學校活動的參與率相

當低。

為試圖提升新住民家長之自信，及其對其國

家文化的認同，學校藉由與中華民國千手兒少關

懷協會合作，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經費成立

新住民親子烘焙技職證照班，建立與學生家長良

好雙向互動關係。除提供新住民家長工作之餘學

習機會、享受親子烘焙樂趣外，更使新住民二代

看見母親從異鄉來台的努力與自信，進而提升自

我學習能力。家長范垂玲表示：「嫁來台灣15年

來，從沒慶祝過母親節，有機會做母親節蛋糕，

跟家人同樂，很感動！來到這裡也交到很多朋

友！」

透過烘焙丙級證照班的設立，成功建立了學

校與家長之交流管道，亦提升新住民家長及孩子

自我認同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不同國家的文

化與語言相互交流，進一步活化了東南亞文化，

促進學校、家庭與社區連結。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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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深化學習：書寫東南亞　培養對多元文

化之尊重

播下學校與家長連結的種子後，為培養學生

尊重與理解多元文化，校方主動邀請新住民家長

現身分享來臺跨國婚姻生命故事，並開設東南亞

越南語課程；又承辦新北市政府新住民二代昂揚

計畫，前進東南亞參訪臺商企業見習交流機會，

多元拓展學生之全球世界觀。

一、書寫東南亞－紀錄跨國文化婚姻生命故事

由校刊社學生設計「新住民媽媽專刊」

主題，透過實際訪談，紀錄新住民家長跨國

文化婚姻的生命故事，並對越南生活文化更

為深刻。深度訪談中，學生聽見新移民來臺

後，首先將面臨的便是不同文化的挑戰，如

何從生活的壓力中求得一線生機，使其更懂

珍惜身邊豐富的學習資源。

吳春梅女士分享：「為了家裡著想，我

透過婚姻仲介來臺灣，雖然不能選擇自己的

出生，但能改變自己的未來！來到台灣後，

我努力學習語言，考取新北市越南語言師資

認證，現在在雙溪高中上越南語課，完成了

我的夢想！」

此外，於慶祝母親節活動時間，邀請新

住民家長蒞校分享跨國文化婚姻成長故事，

藉由真實故事與經驗交流，除了使學生對越

南有深層認識，更打破學生對東南亞的刻板

印象，發現東南亞多元文化之豐富。

二、開設第二外語東南亞越南語言課程

學校邀請具有新北市語文教學支援人員

證照的學生家長吳春梅女士擔任越南語授課

教師。越南語課程的開設使該家長擁有一份

穩定工作，同時亦開展學生對東南亞語言及

其文化的交流學習機會，使其具備更開闊的

心胸去認識世界。經過4年期間的開課，已

超過百位學生對東南亞越南語言及文化初步

認識。

三、建立新住民二代學生學習典範

為建立新住民二代學習的自信心，學校

尋求外界資源，分別自臺科大及中原大學研

究所引介兩位越南國際生到校進行課後及選

修課英語教學，透過小班教學及全英語的學

習環境，提升低學習動機孩子的信心，使其

能有自信且勇敢開口說英語，能認識自我、

肯定自我為全球公民首要特質之一。

四、新北昂揚前進東南亞企業見習

新北市政府辦理「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計畫－高中職企業見習」已邁向第五年，學

校有幸於2017年起承辦此計畫，帶領新北市

新住民二代孩子前往越南、泰國及馬來西亞

進行為期一週的企業見習。透過參訪不同產

業的重量級臺商企業工廠，學生更理解臺生

在生產布局及全球經濟市場之運作，深入瞭

解臺灣與世界之緊密關係。

陳詩韻同學表示，臺商們的身上皆具備

「肯做、肯學、肯努力」的特質、能力和精

神，真的很不容易！這趟見習參訪，使我了

解到臺商在外奮鬥的精神及初衷。

翁嘉佑同學和佐藤見同學也說：「臺商

老闆不斷強調第二外語是個優勢，走出臺

灣，世界就是你的，我要把自己的英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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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才能把握機會，在未來實習或進入職場

都是很好的謀生工具，要努力地走出臺灣！

踏出每一步，繼續挑戰。」

由上述可看見，學生們因走出台灣，體

會到世界正運轉著，全球議題與事件也正影

響著我們，彼此環環相扣。透過此見習，同

時也探索未來更多元面向的職涯方向，儲存

未來全球移動力。

五、與世界做朋友多元文化足跡

學校雖位處偏鄉，但積極拓展學生全球

視野，提供在地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

化刺激。除了與日本姊妹校岡崎商業高校多

次校際交流外，也與北京十中簽訂友好學

校，以促進兩岸學生相互學習機會。

亦甄選優秀學生申請新北市與姊妹市美

國辛辛那提短期交換計畫，至今每年都有2

位同學幸運錄取，且每年都有辛辛那提師生

到校生活學習體驗。而在新北市承辦ICG國

際青少年運動會期間，接待來自斯洛維尼亞

的青年運動選手們，打開學生們對世界的好

奇與探索！

另外，因應政府南向政策，亦前進東南

亞各國進行文化交流，除新北市昂揚計畫至

越南企業見習外，也到馬來西亞、泰國進行

校際互訪活動。2018年5月在觀光局的牽線

下，有幸接待來自泰國曼谷的Mathayomwat- 

sing School共65位教師，由學生擔任志工

導覽雙溪在地文化與認識校園環境，並入班

與學生互動，使師生們皆有全新且有趣的文

化交流體驗，接續這樣的緣分，同年12月前

往該校，簽訂3年合作備忘錄成為國際夥伴

學校，未來學生將可藉由獎學金或輔助計

畫，進行兩校師生深度的課程互動及學習交

流機會。

透過建立與世界做朋友的基礎態度，培

養學生全球移動及跨文化學習能力，規劃深

度之文化認識，使校際交流不再流於表面形

式，而是雙方互相包容、理解不同風俗民情

之情感流動。

伍、能力展現：新二代找到自信展現自我　

開放態度向世界學習

學校提供豐富學習資源，規劃學生學習支持

系統，親子努力練習考取烘焙丙級麵包證照，鼓

起勇氣說母語，新二代學生開始正視自身優勢，

產生正向改變，奮發向上不向挫折低頭。

一、考取烘焙丙級麵包證照

自2016年成立新住民親子烘焙證照班至

今，已有8位家長及6位學生成功考取烘焙丙

級麵包證照。練習過程固然辛苦，但藉由這

親子共同學習過程找到自己的定位，培養另

一項專長，具備多元能力。

二、東南亞語文競賽獲佳績

自開設越南語課程後，積極鼓勵學生上

台展現自我，學生穿上美麗的奧黛越南國

服，參加2017年新北市東南亞語文競賽獲得

國中部朗讀組優等，2018年獲得越南語團體

朗讀優等，多項的肯定已建立更多自信，激

起語言學習的興趣。

三、奮發向上獲總統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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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國中部簡汶琪同學獲選2018總統教

育獎，該生為新住民二代的孩子，在母親無

預警離開家後學會照顧自己，以樂觀的態度

面對挫折，曾參與圖書館志工服務、敬老供

餐服務，未來想就讀法律系，幫助更多權利

受到侵害的人謀取屬於他們基本的權利。

陸、結語：

學校近年來與世界交流足跡已遍布四大洲，

包含亞洲的中國與日本姊妹校；吸引香港大學助

理教授Lisa多次蒞校蹲點研究學校多元文化教育

之推動；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深度文化參訪；

歐洲則有比利時國際志工來訪和接待斯洛維尼亞

少年體育團隊認識臺灣特有文化；非洲肯亞國中

生來台短期遊學以及北美洲加拿大與美國辛辛那

提交換生體驗在地生活等。透過跨文化之交流互

動，學生能從在地出發，體驗多元文化之交疊及

看見全球。

然接軌混沌世代的全球化概念下，將使得國

際邊界更顯模糊且容易跨越，而學生處於在地化

和全球化脈絡交織的環境中，學校在多元文化

教育推動上，更應提供學生多方面的學習機會與

文化刺激；在教師專業方面，應如何有效提升學

校教師或行政主管人員在跨國文化理解與溝通能

力上精進，亦需多做考量與安排。由校長領導著

手，找尋對多元文化教育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學

校領導者與教師們一同共學，培養國際教育教師

社群。進而引領學生從正視自我身分、深入認識

在地文化與歷史脈絡做起，紮根在地，放眼全

球。鼓勵學生由被動等待教師給予知識，轉化為

主動搜尋全球重要議題，更積極關注國際相關時

事新聞，體認臺灣與全球並進，才能發現原來自

身與世界如此貼近。希冀在認識世界的同時，能

更進一步反思回饋，亦即回歸其根源所在，成為

能在世界移動之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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