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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論 

壹、 前言 

  近年來，在全球跨境教育的興起以及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推動下，台灣的

校園裡，外籍生的蹤跡愈來愈隨處可見。另外，也有一批是以跨境教育之姿來到

台灣的學生，也就是我們傳統上稱呼的「僑生」。僑生在台灣由來已久，隨著外

籍生人數的快速增加，僑生這個名詞愈顯隱諱。 

  僑教政策產生的歷史意義，則可以遠溯到滿清末年。十七世紀左右，就有許

多中國人到國外工作，進而居留國外，然而，當時的政府對於「僑」並不看重。

但在推翻滿清，建立中華民國的過程中，華僑是一股重要的助力。因而，建立中

華民國後，孫中山先生開始大力宣揚關於華僑的各項事務。以致於像現在主要推

動各項僑務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於在民國十六年在南京成立，當初命名為

「華僑委員會」，透過這個政府組織在南洋推動華僑學校與華僑社群的成立，並

提供各種優惠措施鼓勵華僑「回祖國」就讀，以振興當地華僑的「中華意識」。

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播遷來台，為了拉攏僑胞對於台灣國民政府的支持，在政府對

於當時的僑教部份，依然延續之前的優惠措施，目的是為了吸引僑胞前往台灣就

讀，並增加對台灣的向心力，這就是僑教政策的興起以及僑生來台的導因(陳慧

嬌 2005：1)。 

  台灣僑教已行之有年，台灣學生約莫都有接觸過僑生同學的經驗。因此，僑

生團體對於我們來說並不陌生。不過，近年來台灣就讀的僑生多半是當初遷徙到

東南亞華人的第三、四代，從小在當地出生。如此一來，他們還會認為自己是「僑

生」以及接受來台灣唸書代表「回國唸書」嗎?在 2007 年筆者秉持著此疑問，進

行了一項以馬來西亞僑生為研究對象的小型研究，在透過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

後，發現一個看似有高度同質性的馬來西亞僑生團體內存在著相當的異質性，而

此異質性也影響他們來台的生活經驗及認同上的差異化。當中發現異質性之一是

他們國籍的不同，意謂著馬來西亞僑生內部分野成為馬來西亞籍僑生跟台灣籍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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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且，國籍的不同通常也影響到他們來台前後的教育歷程及生命經驗的差異。  

  馬來西亞僑生由國籍產生的差異很可能會影響其在來台前之教育歷程與生

活經驗，進而左右他們的未來升學規畫。當其來台灣後，他們擁有「僑生」的身

分，在接受與不接受之間，他們會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實踐在其生活在與人

應對進退上，會選擇不同的策略來適應。當然，除了國籍之外可能還會有其他歧

異的因素，這都是本研究可能會探討的觀察點，但在研究中還是會以國籍為觀察

點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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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跟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來自馬來西亞並具有僑生身份的學生。在本研究中，包

含了兩個主軸，第一個主軸是了解馬來西亞僑生的教育歷程(尤其是以國、高中

為主)，探知留台僑生在來台前的教育背景，以及他們選擇來台的原因。第二個

主軸，則是試圖探討馬來西亞僑生群體內部的異質性對其在台生活經驗及「僑生」

身分認同上的影響。若以國籍為主要的區分點，則在台僑生主要分為兩類：一類

是在海外出生的華裔學生；另外一類則是在台灣出生，之後在馬來西亞居留六至

八年以上，然後在回台灣唸書者，即是所謂的台籍僑生1。除了上述兩個主軸外，

本研究意欲以馬來西亞僑生在國籍上的差異為切入點，探究因為國籍不同的僑生

其教育歷程與來台後的生命經驗，並且進而探知對於僑生身分的看法對於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的互動所產生的影響。 

  以下則是本章的研究問題： 

一、 「僑生」此詞彙出現的歷史脈絡，以及「僑」所隱含的意義。 

二、 馬來西亞僑生在馬來西亞的教育歷程為何？就以此探知他們選擇來台

唸書的因素。 

三、 馬來西亞僑生對於「僑生」的看法為何？不同的「僑生」身分看法如何

影響他們在台求學之生命經驗？ 

 

                                                       
1台籍僑生為筆者在文中為了相對應馬來西亞籍僑生，用來稱呼擁有中華民國籍的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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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假設： 

  以下則是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由兩個假設所組成： 

假設一：教育歷程(在馬求學背景歧異性)等四種因素有可能影響馬來西亞僑

生升學未來規畫。 

假設二：僑生之在馬教育歷程的差異，有可能會讓「僑生」在僑生身分看

法產生歧異，並進而影響其來台之生命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