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飄洋過海來愛你」家庭教育課程計畫 

 

    隨著全球化時代來臨，因為留學、出遊或是工作的緣故，使跨國婚姻自然形成。我

國國民與國際或大陸人士通婚情形日增。本市統計76年1月至107年1月底與外國人結婚

總計為10萬4,917人，男性1萬913人，女性9萬2,396人。新北市為全國外籍配偶人數最多

之地區，其中以大陸港澳地區為多數，本市佔全國外籍配偶總人數之冠。 

    因婚姻異國化，新住民家庭為全球趨勢，學習適應家庭生活需求迫切，故本市家

庭教育中心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課程，協助新住民及其配偶透過釐清夫妻角色認知，

探討家務分工，學習溝通的原則與技巧，探討原生家庭對所建立家庭的影響，促進性

別平等教育。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截至107年7月底，我國外裔、外籍配偶人數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數總計53萬

8,425人，其中男性4萬4,479人(占8.26%)，女性49萬3,946人(占91.74%)。再觀察六

都外籍配偶分布情形，以新北市之外籍配偶人數最多，計10萬4,917人(占全國

19.49%)；而排名第二為高雄市，計有6萬1,611人(占全國11.44%)，依序為臺北市6

萬552人(占全國11.25%)、桃園市5萬9,650人(占全國11.08%)、臺中市5萬6,317人

(占全國10.46%)及臺南市3萬3,623人(占全國6.24%)(詳圖一、表一)。 

 

 

圖一、六都及其他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所占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補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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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六都及其他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男女人數及比例 

 

計 
總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538,425 104,917 60,552 59,650 56,317 33,623 61,611 161,755 

男性人數(人) 44,479  11,166  9,008  5,403  4,455  2,332  4,076  8,037  

比例(%) 8.26  10.64  14.88  9.06  7.91  6.94  6.62  4.97  

女性人數(人) 493,946  93,751  51,544  54,247  51,862  31,291  57,535  153,716  

比例(%) 91.74  89.36  85.12  90.94  92.09  93.06  93.38  95.03  

資料來源：內政補移民署 

 

 

(二) 新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數位居六都之冠，按其國籍別分，大陸地區配偶以6萬

7,451人(占64.29%)最高、越南籍配偶以1萬8,124人(17.27%)位居第二、第三為

港澳地區配偶5,508人(5.25%)，所占比例占全體人數8成6以上，顯示有必要推動

對於大陸、港澳地區及越南籍配偶相關輔導措施(詳表2)。 

 

 

表2、新北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分 

單位：人、% 

國籍別 總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韓國 其他國家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人數 104,917  18,124  3,717  1,634  1,568  439  971  448  5,057  67,451  5,508  

比例 100  17.27  3.54  1.56  1.49  0.42  0.93  0.43  4.82  64.29  5.25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三)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民國101年《家庭生育調查報告》，約有63.25％的已

婚女性為家務工作的主要工作者，僅有17.13％的男性為主要協助者，為因應社會

變邊趨勢，隨著婚姻及家庭趨勢的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也面臨了挑

戰，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雙薪家庭漸成為常態。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造成

家務勞動一般多由女性承擔，易造成現代女性同時負擔職場工作與家務勞動的雙

重負擔(詳表3、表4)。 

 

 

 

 

 

 

 



表3、女性家務工作情形 

 

  

已婚女性 未婚女性 

完訪樣本

數 

主要工作

者 
協助者 

和家人平

均分攤 

完全不需

要做 
完訪樣本

數 

主要工作

者 
協助者 

和家人平

均分攤 

完全不需

要做 

% % % % % % % % 

合計 2,799  63.25  12.38  22.68  1.69  1,641  25.66  22.55  41.91  9.88  

年齡  

20-24歲 24  43.85  29.90  26.25  0.00  625  24.69  25.30  42.40  7.62  

25-29歲 196  36.67  27.54  31.92  3.86  466  21.37  24.64  42.19  11.80  

30-34歲 494  51.04  18.45  29.15  1.36  288  26.31  19.16  42.90  11.63  

35-39歲 618  65.04  11.36  22.13  1.46  109  24.29  25.11  42.69  7.92  

40-44歲 700  68.37  8.24  22.03  1.36  90  35.18  10.20  40.97  13.66  

45-49歲 767  77.87  5.48  14.99  1.65  63  48.53  13.16  31.47  6.84  

教育程度  

小學(含未就學) 101  74.98  7.11  14.45  3.46  5  69.67  0.00  0.00  30.33  

國中 386  72.55  10.38  14.91  2.16  23  42.51  18.51  30.52  8.45  

高中職 1,115  68.64  10.31  19.53  1.51  281  24.94  25.41  41.77  7.88  

大專 1,055  55.00  14.91  28.58  1.50  1,166  23.72  22.75  43.13  10.40  

研究所以上 142  56.00  16.55  25.42  2.04  166  36.32  17.87  36.74  9.07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民國101年《家庭生育調查報告》 

 

 

 

 

 

 

 

 

 

 

 

 

 

 

 

 

 



表4、男性家務工作情形 

  

已婚男性 未婚男性 

完訪樣本

數 

太太是主

要工作者 

自己是主

要協助者 

其他人是

主要工作

者 

和家人平

均分攤 
完訪樣本

數 

主要工作

者 
協助者 

和家人平

均分攤 

完全不需

要做 

% % % % % % % % 

合計 2,445  67.36  17.13  14.77  0.75  2,037  24.30  18.32  42.29  15.09  

年齡  

20-24歲 17  30.88  9.82  59.30  0.00  732  22.88  21.85  43.83  11.43  

25-29歲 153  50.44  20.17  28.45  0.93  645  21.78  16.57  45.02  16.63  

30-34歲 447  57.35  17.48  24.18  0.99  356  23.87  16.45  40.51  19.17  

35-39歲 512  66.32  16.83  15.74  1.11  170  32.50  12.06  41.51  13.93  

40-44歲 646  72.83  15.81  10.88  0.48  84  23.31  17.48  38.52  20.69  

45-49歲 670  74.86  17.86  6.76  0.52  50  41.41  26.64  22.79  9.16  

教育程度  

小學(含未就學) 20  58.50  30.49  11.01  0.00  11  42.72  10.01  28.66  18.61  

國中 349  70.08  17.27  12.28  0.37  96  18.80  19.73  41.98  19.49  

高中職 872  69.45  14.36  15.66  0.53  506  19.81  15.78  43.50  20.92  

大專 931  64.76  17.72  16.55  0.96  1,177  22.36  19.97  44.04  13.63  

研究所以上 273  67.47  22.10  9.31  1.11  247  43.76  15.57  32.53  8.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民國101年《家庭生育調查報告》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提升男性從事家務工作人數比例 

 

    由於「家庭教育法第11條」、「CEDAW第5條」及「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三：去除

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等相關規定及議題，均以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

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爰本局為增進國人對跨國

婚姻(外籍與大陸配偶及其家屬)之認識、強化新婚夫婦對婚姻的責任與認知，並學習有

效的溝通技巧，建立家庭共同願景融入多元家庭及性別平等概念，擬訂「107年飄洋過海

來愛你家庭教育課程」，於107年度辦理相關課程，參加學員性別比例為1:1(男性180人；

女性180人)。 

 

    為使目標能順利達成，提出方案共計2案，分別為「方案一：飄洋過海來愛你家庭教

育課程」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方案一即透過課程使參加學員理解與接納雙方不同的

個別與文化差異並學習溝通技巧，當誤會與衝突發生時，可以有效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

受；方案二即針對有需求之家庭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藉由透過課程提升男性的性別

平等意識，相關方案如表7。 

 

表7、107年「飄洋過海來愛你」家庭教育課程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飄洋過海來愛你」家庭教育課程 「性別主流化」培力訓練 

方案內容 透過課程理解與接納雙方不同的個別與文化差異並學

習溝通技巧，當誤會與衝突發生時，可以有效表達自己

的意見和感受。 

透過性別主流化培力訓練提升性別平等意識，藉

此瞭解多元文化觀點，並建立兩性互相尊重的價

值觀，陶冶健全的人格。 

對象 新北市有意願參加之新住民夫妻均可參加。 有部分限制參加對象。 

實施時間 1年 時間不固定。 

 

 

(二)衍伸議題 

 

    為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僅靠辦理相關課

程實難達成目標，需擴大向市民推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及善用行政院平等委員會家務分

工篇，透過男女性在廚房「共同分擔家事」的畫面呈現，表示做家事不再侷限於一般傳

統刻板印象中的女性，願意分擔家事的男人是重視性別平等具體表現，藉此呼應「性別

平等，從你我做起」的概念。 

 

 

 



(三)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業經相關評估後，決議以「方案一：107年飄洋過海來愛你家庭教育課程計畫」辦

理，由本局家庭教育中心執行，另將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位，將於107年

12月完成計畫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