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回顧與前瞻 

    本章先回顧我在書寫歷程中的學習與反省，再針對幼教專業領域及親職教育

實施方向提供我的看法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歷程的反思 

書寫的困境與突破 

書寫是一不斷試煉的歷程，期間我嘗試過以紮根理論的方式進行文本分析。

從紮根理論的研究方式裡，讓我得以在反覆比較、分析的編碼過程，瞭解文本含

括之屬性與面向，發現文本是否存有不一致或不清楚的內容。透過再次訪談，釐

清了我尚未理解之內容，得以使訪談內容更加完整。然研究方法的選取來自於研

究目的，紮根理論研究之目的在於建構理論，訪談之前由於考量外籍配偶口語表

達能力有限，影響訪談對象之選取。論文口試計畫時，原先計畫以兩位外籍配偶

做為研究對象，經口委建議，後來決定針對阿蘭的教養經驗進行更深入之研究。

但只以一位研究對象所收集而來的文本進行分析，據此作為建構理論之依據，代

表性仍顯不足。依照紮根理論展現出的教養經驗脈絡，可發現阿蘭於教養信念下

相對應的教養方式與教養態度，發現其教養間的一致性，但依此作為書寫模式卻

不易看見主體本身歷經的教養脈絡。為了更有脈絡呈現阿蘭在文化衝擊之後所經

歷到的教養經驗，更貼切阿蘭的心理歷程，於是我轉而採取故事敘說的方式，希

望透過阿蘭的故事敘說，保留阿蘭之主體性，呈現她的教養經驗圖像。 

從研究中學習 

研究者如何在研究的過程中，自覺是否帶著文化偏見？我認為需要思考的是

身處在海島型國家的我們又是如何認知到這群來自異文化的外籍配偶？對我而

言，過去生活中未曾有過直接和東南亞國家人群接觸、相處的機會，我對東南亞

國家的認識，起初來自過去書本裡所傳遞的知識內容，但這也只限於東南亞地理

位置以及略知一二的歷史發展之印象。媒體是我另一個得知東南亞國家訊息的管

道，從媒體報導的東南亞國家，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生活落後、政局混亂的國家，

以及幾個我們所熟悉的度假勝地。直到政府開放外籍勞工來台工作，於是我們生

活周遭處處可見和我們不同面孔的菲律賓人、泰國人等等。但面對這群外籍勞

工、外籍幫傭，我們多半以半邊陲國家的優勢文化地位自居帶著歧視的目光看待

這群東南亞國家的勞工，甚至當台灣迎娶外籍配偶現象日益頻繁時，我們對這群

外籍配偶仍舊未擺脫歧視的眼光。外籍媽媽親職教育班的經驗，則是我第一次接



觸到許多來自不同國家的人群，當時自己的心情可說是五位雜陳，有點緊張，也

有些興奮。緊張的是在親職教育班裡，我的角色是一位指導者，我該用什麼態度

和她們相處，才不會讓她們感到排斥與壓力？尤其當時班上有許多初至台灣的外

籍配偶，她們只會說一點簡單的中文，如何讓她們知道我要表達的意思，避免不

必要的誤會同樣是個難題。然經過了幾次相處經驗，因為逐漸熟悉，對彼此有較

多的瞭解，且在自在的學習環境下，卸下了她們不安的心防，讓她們重拾了信任

感之後，也就能夠放心的表達自己的意見，此時語言不再成為我們之間最大的溝

通阻礙。 

透過研究場域的參與、訪談與書寫經驗，使我得以站在一個不同的文化觀

點，實際感受她們生命歷程中所經歷過之生活處境與子女教養歷程，而有不同於

書本上所獲得的體驗。從托兒所裡和外籍配偶子女相處、參與社區大學外籍媽媽

親職教育班的經驗以及訪談經驗，外籍配偶之於我，不再是一個全然陌生的族

群，我們曾經在同一個場域裡彼此交流。對我而言，她們與我最大的差別僅止於

來自於另一個國家，慶幸的是我們共同居住的這個國家是我生長且熟悉的地方，

我不必和她們一樣重新學習另一種文化，重新適應另一個陌生的生活情境。和她

們相處的這段期間，我們從接觸、認識到瞭解，讓我體驗到唯有當我們能持平等

互重的態度，同理與包容方能使文化的差異不成為人與人共處間最大的阻礙，它

反而能開啟我們向另類文化學習的契機。 

從教養經驗之探究裡，我體會到父母在教養子女之前或過程中，逐漸形塑出

自我教養圖像，期望子女能成為自己理想中的樣子。有些父母希望孩子未來能夠

擁有很好的社會成就；有些父母則是希望子女能夠快樂、健康的成長。在這當中

我們很難加以評論父母的想法是對是錯，教養觀的差異性建構出父母對子女期待

之信念，只是強調社會聲望的現實社會環境裡，孩子未來學業表現以及事業成

就，仍為教養成功與否的主流價值評斷標準。這樣的評斷標準對處於社會邊緣化

地位的外籍配偶家庭，受限於她們社會參與能力，於是她們的聲音不容易被社會

聽見，被主流價值採納，甚至遭到扭曲與污名化。經歷文化衝擊歷程，外籍配偶

雖然有其特殊的教養問題與需求，但其面臨的教養問題仍可能發生在每一位父母

身上，卻因為社會大眾對外籍配偶存在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與偏見，外籍配偶在

生活意義世界中很快的被歸納為無教養能力的一群。阿蘭的教養故事顯現著這群

婦女獨特的教養潛能，從阿蘭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位樂觀、對子女未來充滿期

待的母親，她將自己所有的心力與努力專注於子女教養，這與現今社會父母以工



作忙碌為由，推卸自我應盡的教養責任、疏忽子女感受有過之而無不及。甚至從

阿蘭對子女的期許，讓我看到充斥升學掛帥之社會價值裡，另一個逐漸被我們忽

略與遺忘的道德價值層面。在這當中，雖然阿蘭也察覺到她對子女期待與教養

觀，不符合台灣社會所強調文憑、自由與開放的社會風氣及價值觀，但她卻未因

此隨波逐流，動搖她教養子女之信念，反而對子女有著更深的期許。遭逢生活不

適應、教養子女困境，亦無抹煞她對子女教養之熱情，以及自我不斷成長與學習

之期許。從阿蘭身上，我得到的不只有她教養子女之看法，她在面對生活與教養

困境時，所表現出來的勇氣、堅持與不放棄的態度更令我敬佩。 

另外，從阿蘭身上讓我體驗到宗教對人的影響與重要，尤其是遭逢生活困

頓、失去自我生命意義，其所帶來的支持力量足以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轉以更

積極的態度面對未來。然最為我所驚訝的是宗教之於阿蘭教養的影響，宗教是她

獲取教養知識的管道及形塑教養信念來源，從阿蘭身上顯現了另一種形塑教養信

念的可能性。從阿蘭述說的教養觀和同樣具有濃厚宗教思維的教育學者福祿貝

爾、蒙特梭利之教育思想皆表露出對人性與社會的終極關懷，雖然在實際教養過

程不免會遭遇挫折與困境，宗教教義仍為阿蘭教養方針，將其實踐於對子女發展

的觀點、教養的期待及父母的職責的面向。 

對自我幼教專業的反思 

在幼兒教育這塊專業領域，如何透過課程與教學讓幼兒在良好教育環境中獲

得更好發展與成長是我們不斷追求的目標，父母角色之於幼兒的影響性與重要性

同樣備受認同及肯定。親師合作以及親師溝通則是連結園所和家庭共同合作、學

習最主要的橋樑，藉此讓我們的孩子不論在園所或家庭裡都能夠得到良好照顧和

教育。 

不過，現在回想之前我在園所的經驗，過去我們所進行之親師合作，多半是

針對某一主題或節慶舉辦活動，家長實際參與的內容有限，這樣的活動安排最後

只流於形式。而親師溝通的方式主要透過平日教師或家長將其觀察子女之問題、

行為表現，提出來共同討論；或者透過書面的觀察紀錄、舉辦家長座談會或親職

教育講座的型式進行。但是討論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只針對了某些片斷問題予以

解決，傳遞教養知識技巧，然是否察覺此時自己是站在什麼樣的位置？是否曾仔

細傾聽過父母教養子女的想法，還是只照著我們給予的「專業」意見？在這當中

是否潛在著階級與權力的不對等關係？透過研究，讓我看到過去自己扮演親師合



作與溝通角色的不足。 

隨著外籍配偶子女進入園所就讀，園所之於外籍配偶子女，我們可以做的又

是什麼？是另一個我不斷思索的問題。從托兒所和這群孩子相處之經驗，我看到

了孩子發展的可塑性，若我們能夠提早給予所需要之發展刺激，孩子的成長與進

步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園所可以是提供豐富教育資源的學習場域，彌補外籍配

偶家庭教育資源與功能之不足。透過幼兒行為發展觀察方式，及早發現發展遲緩

之幼兒，提早提供治癒的輔助，皆可為外籍配偶子女注入更佳的發展契機。 

外籍配偶的生活範圍通常只侷限於家庭，當她們的子女進入幼兒園所就讀，

她們才跟著子女從家庭連結到所謂學校的另一個社會網絡。對於許多外籍配偶來

說，這或許是她們接觸與認識台灣教育環境的起始。台灣的教育體制和她們原生

國家不同，因此園所的責任不僅止於教育子女，同時有協助外籍配偶之義務，讓

子女身處園所與家庭間，得到良好的照顧與發展。園所如何積極啟動其作為外籍

配偶家庭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同樣攸關外籍配偶子女未來發展，亦是幼

兒教育專業進一步需努力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結果的再思考 

一、關於研究方法與研究範疇 

如果與一般研究相比較，外籍配偶的研究更需考量外籍配偶的生活處境，通

常研究對象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若家人無法提供教養子女之協助，外籍配偶通

常不方便接受訪談，因此訪談地點以及時間的選擇，需盡量考量能減輕外籍配偶

的教養負擔。而訪談研究資料的公開上，由於外籍配偶對於研究的保密性以及目

的有較多疑慮，她們會考量家人的觀感、是否同意，再來決定可否接受訪談。故

研究者訪談之前「清楚說明」研究之目的、進行方式以及研究結果之處理是有絕

對的必要性，最好還能當著她們家人面前一起說明。如果於訪談前多和外籍配偶

相處，增進彼此的認識與瞭解，對於降低研究對象的不安全感是有助益的。同時，

也能讓她們在接受訪談時較放心敘說自身的經驗與想法；亦有助於建立研究者的

先備認識。溝通理解的過程中，由於外籍配偶的口語表達能力有限，常出現文法

錯置現象，訪談前所擬定之訪談問題，訪談進行時，留意外籍配偶的用語及澄清

其所表達的意思，皆是資料採集過程中要特別關注的。 



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且個案之教養經驗與調適歷程，有著濃厚的宗教觀。未

來研究對象之選取可以其他未具有濃厚宗教觀之外籍配偶為訪談對象，探究其他

不同面向的教養觀以及調適歷程。或同時以多位外籍配偶研究之結果，進行不同

文本比較，建立系統性的外籍配偶之教養經驗與調適歷程知識。另外，外籍配偶

於不同家庭生命週期有不同的教養需求與經驗，未來在研究對象選取上，若能克

服語言溝通問題，則可進行階段性之微觀研究，例如針對初為人母的外籍配偶進

行其教養經驗與需求之探究；也可以針對外籍配偶與子女親子互動歷程，進行田

野研究。 

二、關於「外籍配偶」之社會支持系統 

對一位歷經文化衝擊的外籍配偶，宗教信仰是她們尋求心靈寄託、參與台灣

社會的管道，宗教成員擴展了外籍配偶社會網絡。從阿蘭的個案研究中，顯示了

外籍配偶初至台灣可能面臨的問題，會包括語言溝通障礙、缺乏人際支持、對台

灣社會環境的陌生感與隔離處境以致於缺乏尋求社會支持能力…等等。此時她們

最需要尋求歸屬感、認同感與社會支持，若我們能提供一個友善的社會環境，尤

其針對初至台灣的外籍配偶在她們的身旁能有一位可以瞭解與同理她們、陪伴與

傾聽的對象，以及能提供她們在台相關協助與資訊，將有益於她們適應台灣社會

文化。社會支持的建置上，結合社區中有共同信仰之成員，加以來台較久的外籍

配偶組成互助團體，透過實際經驗分享與關懷行動，就近提供所需的協助。 

當外籍配偶子女進入園所就讀，「園所」可以說是一個提供外籍配偶家庭所

需教育資源、教養協助之社會支持系統，以及作為她們和社區、社會接觸的媒介。

面對對於台灣教育體制感到陌生的外籍配偶，園所提供服務之過程宜考量外籍配

偶家庭的特殊性與個別差異，包括其家庭結構、外籍配偶的語言能力、參與園所

動機與阻礙，以降低她們的不安全感，增進認識、參與園所之機會。而園所可以

將相關資訊有效送達給外籍配偶家庭，並依照外籍配偶家庭個別需求，提供或轉

介相關社會資源，協助發揮外籍配偶家庭之功能。 

親職教育的實施是能有助於提供外籍配偶澄清、建立外籍配偶的教養觀，學

習教養子女的態度與技巧的平台。不論是透過園所實施親職教育或針對外籍配偶

辦理親職教育班，規劃、設計與實施親職教育課程時，首先，宜尊重外籍配偶的

主體性，貼近實際教養需求，使其將所學知識直接應用於生活情境，解決實際教

養問題，且可避免落入優勢文化觀點進行文化複製。同時，尊重外籍配偶教養的



自主能力，打破外籍配偶不具有教養能力的偏見，省思在既有社會文化環境下，

外籍配偶受制於文化差異，無法展現自身家庭文化，發揮家庭文化特色與優勢的

結構性因素。在課程設計與規劃過程，需建立在外籍配偶家庭原有家庭功能基礎

上，強化外籍配偶家庭功能與優勢。或事前需求評估調查，或者邀請外籍配偶共

同參與課程活動規劃。至於教養知識技巧的獲取，認識以及參與台灣教育環境、

精進中文能力、建立社會支持網絡等面向都是外籍配偶於教養過程中亟待解決之

問題。 

其次，為了提升外籍配偶的參與意願，規劃與設計課程時，參考外籍配偶的

學習動機與意願，彈性規劃課程內容是重要的。而影響外籍配偶參與活動的家庭

因素包括家人是否支持、子女照顧與托育問題、上課時間與地點的安排等等層

面。為了取得外籍配偶家人支持與信任，可以邀請家庭成員一同參與。課程活動

的進行若和社區托育機構合作或由親職教育班直接辦理托育服務，將可減輕外籍

配偶教養子女之責任。課程時間的安排盡量避開工作時段，或是提供多種時段，

建立多元學習管道，例如結合學校、社區、家庭教育中心或是社會教育機構與民

間團體等形成夥伴關係，讓外籍配偶依照個人需求，選擇合適的上課時間與管

道。地點的便利性亦是課程規劃應考量之面向。另外，能否將訊息內容正確、有

效的傳達給符合需求之學習者，尤其是針對資源獲取能力不足的外籍配偶同樣是

課程規劃應考量之面向。活動宣傳管道可以從外籍配偶最常獲取活動的方式，例

如透過同鄉的外籍配偶、由學校或相關機構粘貼或寄發活動訊息等。 

由於父母的教養觀念與行為改變非一蹴可及，通常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思考、

沉澱與轉化。因此長期性、延續性課程規劃與實踐，方能協助父母從建立教養觀

念到付諸實際行動，再歷經修正、再澄清與重建教養觀的循環歷程，建立自我教

養觀與行為。同時，外籍配偶依照來台時間、生活適應狀況以及子女行為表現與

發展階段亦有不同的教養需求。規劃與設計外籍配偶相關教育課程時，考量外籍

配偶在台的生活適應狀況、家庭發展週期以及子女發展階段，隨著父母成長與狀

態，方能提供不同深度、廣度的課程內容。 

進行親職教育課程時，能營造一個自在、無壓力與尊重的學習環境，讓外籍

配偶可以放心發表意見是首要任務，如此才得以開展平等的對話與討論空間。經

由主題內容意見發表與討論方式，提供外籍配偶相互分享、交換意見，從他人分

享教養經驗裡，學習正向的處理態度，並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教養方式，以及透



過相異觀點挑戰自我既存的價值體系，有益於釐清外籍配偶的想法與觀點，增進

語言表達能力、人際溝通以及自信。實施親職教育的目標為增進父母效能，獲取

教養知識技巧之外，同時需積極培養外籍配偶思考與問題解決能力。故教學方式

宜著重於引導，而不是灌輸教養知識。為了避免落入我族中心主義的迷失裡，教

師以及課程規劃人員也將會透過檢視自我對異文化觀點，省思、澄清存在著的偏

見與歧視，以及潛在階級、權力之不平等關係，培養多元文化素養。同時，透過

不斷學習與進修提升親職教育知能，以提供外籍配偶更專業的教養諮詢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