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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議程緣起簡介 

  隨著全球化浪潮，近年來，臺灣跨國婚姻蓬勃發展，全臺人口的族群

結構產生改變，新住民儼然成為臺灣第五大族群，是社會重要新興動力來

源之一。 

  為落實照護新住民及其子女，提供全方位服務，且形塑友善移民的生

活環境，使我國移民政策之內涵及相關措施更為貼近民意，本年度爰規劃

辦理「2013 年移民政策國際研討會暨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成果展」；活動

中除呈現火炬計畫之成果外，更積極邀請德國、新加坡、美國等國內、外

學者，分別就跨越族群與多元文化、移民照顧、二代子女教養與學習等議

題進行跨國對話，激盪出新創意與思維，以引起各界對上開議題重視及迴

響。 

Under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arriage prosper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which influence demographics. New Immigrants have become the fifth 

biggest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also an emerging power in the society.  

To provide care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o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offspring, to build an Immigrants-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public opinion,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migration Policy and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Achievements Exhibition is organized. The event invites experts in Taiwan and 

from Germany, Singapore, and USA,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in community 

relationship, multiculturalism, immigration services, and offspring education. 

It is hoped to inspire new ideas and proposals, and initiate further 

convers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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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議程 

日期：102年11月19日（星期二）  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時間 

09:00-09:10 貴賓致詞及合影 

09:10-09:30 頒獎 

09:30-09:35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短片欣賞 

09:35-09:55 
建構友善移民環境 點亮全國新住民火炬 

李部長鴻源／內政部 

09:55-10:20 茶敘及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成果展示 

10:20-11:00 
專題演講：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重點學校推動實務分享 

主講人：高校長元杰／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11:00-11:40 

專題演講：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雲嘉南區域運作分享 

主講人：吳校長建邦／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11:40-12:00 雙向交流 

12:00-13:00 午餐 

13:00-14:20 

【議題一】跨越族群與多元文化 

主持人:薛教授承泰／國立臺灣大學 

主講人: Dr. Wilhelm Hofmeister／The Konrad-Adenauer-Stiftung 

       （KAS，艾德諾基金會）新加坡分會主任 

主講人:潘院長淑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與談人:吳助理教授樹欉／雲林虎尾科技大學 

14:20-14:35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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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內容 

14:35-15:55 

【議題二】移民照顧及生活適應 

主持人:王副教授曉明／美國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 

主講人: Dr. Leong Chan-Hoong／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學院公共

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主講人:葉系主任郁菁／國立嘉義大學 

與談人:鄭副教授穆熙 James Vyathappan／天主教輔仁大學 

15:55-16:10 茶敘 

16:10-17:30 

【議題三】二代子女教養與學習表現 

主持人:陳系主任明傳／中央警察大學 

主講人: Dr. Colin Dalton／美國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助理教授 

主講人:王副教授大修／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與談人:曾副研究員建銘／國家教育研究院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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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Date: Tuesday, November 19
th

, 2013  

 Venue: G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nvention Center 

Time Agenda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10 Opening remarks and photo-session 

09:10-09:30 Awarding ceremony 

09:30-09:35 Footage of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09:35-09:55 
Presentation: Building an Immigrant-friendly Environment, Light the 
Torches for New Immigrants across the Country 
Mr. Hong-Yuan Le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09:55-10:20 Tea Break and Exhibition for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10:20-11:00 
Speech: Best Practices on Campus in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Speaker: Master Gao Yuan-Jie 

11:00-11:40 

Speech:Practice of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in 
Southern Taiwan 

Speaker: Master Jian-Bang Wu, Xin-tung Elementary School, Hoh-bi 
Borough, Tainan City  

11:40-12:00 Discussion  

12:00-13:00 Lunch 

13:00-14:20 

Keynote I: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nd Multiculturalism 
Moderator: Dr. Hsueh, Cheng-Tai  
Speaker: Dr. Wilhelm Hofmeister  

Director of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s (KAF) regional 
program "Political Dialogue with Asia" 

Speaker: Dr. Shu-Man Pan  
Dean of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anelist: Dr. Shu-Tso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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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genda 

14:20-14:35 Tea Break 

14:35-15:55 

Keynote II: Immigrants' Adaptation and Assistance 
Moderator: Dr. Hsiao-Ming Wang 
Speaker: Dr. Leong Chan-Hoo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Speaker: Dr. Yeh, Yu-ch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Panelist: James Vyathapp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University 

15:55-16:10 Tea Break 

16:10-17:30 

Keynote III: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s 
Moderator: Dr. Mark M. Chen 
Speaker: Dr.Colin Dalto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Urba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 

Speaker: Dr. Ta-Shiou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anelist: Dr. Zeng Jian-Mi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 

17:30~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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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長官開幕致詞 

一、 內政部李部長鴻源致詞 

  副總統、我們謝署長、教育部的王主秘、各位外交使節、各位貴賓，大家早

安！今天很高興也很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分享新住民火炬計畫的一些成果，移民是

臺灣非常重要的政策，現在在我們臺灣的大陸籍配偶跟外籍配偶，有大概 50 萬

人左右，這些所謂的新臺灣之子大概有 30 萬人。 

  給大家一個數字，到了 2030 年我們 25 歲的年輕人，有百分之十三點五，就

是所謂的新臺灣之子，這些移民到臺灣來碰到的問題是調適的問題、文化的問題，

有經濟上需要協助；還有家庭的問題需要協助；有就業的問題需要協助，所以內

政部跟教育部就在兩年前，甚至在更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辦理火炬計畫，希望

我們可以點亮一個火炬，讓這些新到臺灣來的這些外籍的移民，可以受到政府的

輔導跟照顧，另外，希望在學校的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朋友，可以得到應該要

有的認同跟照顧。 

  這兩年多來，我們有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當然我們也有一些經驗，希

望大家給我們一點鼓勵，可以跟大家互相交流，另外一種移民政策，就是人才競

逐，我們不可諱言臺灣很多人才也會被人家搶走，我們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外國

優秀人才到臺灣來，所以如何營造一個更友善的移民環境，如何修改我們的移民

法規，讓外國人可以在臺灣活的很自在、很舒服，這也是我們移民署在努力的目

標！ 

  很多國家的移民法的確比我們友善，我們也很清楚我們移民法規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調整、需要修正的，所以我們有一個新的移民法版本在立法院，上個會期

就進去了，現在還沒審，等新的移民法頒布以後，臺灣應該會是一個對移民更友

善的國家！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參加，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研討會，除了跟

大家分享我們一些經驗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互相學習，讓臺灣讓整個全

世界，都變成一個對外來移民非常友善的國家，謝謝大家的參加，我們祝賀大會

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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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吳副總統敦義致詞 

  內政部李部長、教育部王主秘、內政部移民署謝署長、各位駐華使節代表，以及

來自德國、美國、新加坡、不遠千里來的講者，我們歡迎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

先生，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榮幸代表馬總統來出席「2013 年移民政策國際研討會」，以及新住民在

全國跟各縣市都非常受到重視跟肯定的「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成果展覽」，首先要特別

感謝內政部與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就是 2011 年開始編列預算，我們在 2012 年，就

是去年 101 學年的 3 月 1 號開始，實施我們這個新火炬計畫。 

  這個新火炬計畫雖然只有編新臺幣 2 億元，但是實際上各地方政府以及熱心的團

體，踴躍捐輸配合、熱情的參與，所以已經有相當具體的進展，實際上更早之前，就

是剛才李部長提到，現在從大陸或其他境外到中華民國來生產或者工作，其中有將近

50 萬是成為我們國籍的配偶，因此，在此之前就有許多熱心的團體，已經在推動新住

民的各種服務，及提供給他們的子女，就俗稱的新臺灣之子，能夠擁有更好的教育、

生活的輔導協助的網絡。 

  所以今天我們一方面要表揚這些推動新火炬計畫熱心而著有績效的團體跟個人，

借這個機會，一方面要謝謝我們這些團體跟個人過去推動這項工作獲得的豐碩的成果，

而也要特別感謝剛才提到三位國外來臺的講者，我相信這個國際研討會一定能夠對中

華民國未來的移民政策，以及現在已經在貫徹實施的新火炬計畫，能夠讓它更充實、

更健康、更符合我們移民政策的施行需要，因為臺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實際上多年來，我們政府因為在臺灣這一塊，大家胼手胝足，共同來打拼建設的

一個寶島上，我們能夠把許許多多西方和東方的文化能夠吸納，近數十年來，我們也

由於有中華文化的注入，使得我們文化有源遠流長的基礎，也因為中華文化在臺灣實

踐，融入了臺灣的特色，所以使得我們中華文化更為豐美而多姿，我們這樣一個具有

包容性、多元性、多采多姿的文化，不僅僅在美食當中表現出來，實際上在很多，我

們國民所展現的美德，也能夠很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來，所以使得我們中華民國，不僅

僅在各項國際機構的國家競爭力評比當中贏得很好的成績，而且我們在免簽，對中華

民國護照免簽證的國家跟地區，近年來有大幅度的增長，從過去 54 國，增加到當今的

134 個國家，各地區給我們中華民國護照免簽，或者落地簽的這個禮遇。 

  所以總結一句話，中華民國、臺灣得到全世界友善的對待，我們一定要將心比心，

要提供一個更符合移民社會的需求，更能夠讓新住民樂於居住，而能夠安居樂業的一

個友善的社會，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各界人士，更積極、更廣大、更具深度的參與，

在這裡再一次謝謝各位的光臨，也謝謝各位在過去這段時間，所投注的心力，祝福大

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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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引言報告 

 建構友善移民環境 點亮全國新住民火炬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執行情形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Introduction 

建構友善移民環境 點亮全國新住民火炬 

李部長鴻源／內政部 

Mr. Hong - Yuan Le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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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議程實錄 

 專題演講一：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重點學校推動實務分享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新住民重點學校推動實務分享 

Best Practices on Campus 

in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主講人：高校長元杰／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Speaker：Master Gao Yuan -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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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雲嘉南區域運作分享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雲嘉南區域運作分享 

Practice of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in Southern Taiwan 

主講人：吳校長建邦／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Speaker：Master Jian - Ba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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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會議摘要 

 建構友善移民環境 點亮全國新住民火炬 

緣起與現況 

  目前臺灣人口為 2300 萬人，然而，事實上我們人口持續在減少，到了 2060

年，臺灣的人口可能只剩下 1800 多萬，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況，到了民國 125

年，臺灣將會變成一個極度老化的國家，是以，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下，我們必須

要吸引優秀的外國人，讓他們留在臺灣，我相信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碰到同樣的問

題。 

  截至今年(102年)7月為止，臺灣外籍配偶跟大陸籍配偶的人數約有48萬人，

在這 48 萬人裡面，新北市是最多的，有 9 萬 9 萬多人，在新北、臺北、臺中、

高雄、桃園所有的大都會，我們都會碰到這些外籍配偶，以及所謂的新臺灣之子，

而這些新住民小朋友，將近有 30 幾萬人，開始進入我們的教育系統，然而，我

們的老師是不是有能力去教一個文化背景不一樣的小朋友，我們是不是有能力來

接納、來輔導這些嫁到我們臺灣來的這些外籍新娘，這都是我們火炬計畫的設立

目的。 

新加坡經驗 

  現今，新加坡每三個就有一個是外國人，今天很榮幸可以跟新加坡人學習，

如何營造一個友善的移民環境。 

  當然他們有很多的做法，例如整廠輸入，同時也希望製造很多機會，例如寬

鬆移民政策，目前臺灣的移民法已經開始在鬆綁，但我相信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現在在立法院，在這個會期通過以後，未來我們的移民法將會更友善！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火炬計劃事實上是民國 96 年，我在新北市服務的時候，開始從新莊做起，

於民國 96 年，新住民的人口是 39 萬，然而才過了 5 年，現在已成長至 48 萬，

由此可看出，它的成長速度是相當高的，故希望從新北市的經驗，慢慢延伸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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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來推動，當然新住民的問題，包含生活不良、語言隔閡、就業問題、經濟問題、

風俗習慣、人際網絡、家庭暴力等有很多的負擔：再者，媒體對這些外來的移民

也並不友善，不經意之間，有很多暴力的語言，其實都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當然他們也有很多需求，需要輔導、教育、就業、醫療、還有基本人權的保障，

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社會裡面，需要努力的。 

  那麼這些新住民小朋友的困境是什麼？當他們進到學校裡面，我們的老師不

見得有能力去輔導一個文化背景不一樣的小孩，我在新北市服務的經驗告訴我說，

第一個，我們要讓他瞭解他母親的文化，讓大家尊重不同的文化，讓他建立自信

心；再者，我們要編出很多的教材，我們的老師是需要被教育的，我們的整個社

會秩序也是需要被教育的。 

  我們的理想是，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理解，理解一個不同的文化。第二

個：欣賞，最後是希望這些不同的文化，可以融入到我們臺灣文化裡面來。我們

希望從一個很消極的，慢慢變成很積極的，從文化批判，到採取行動、追求公平

正義，再來制定出政策，我們希望他從一個新住民，變成新市民、變成新國民，

最重要是變成一個國際公民，同樣的，也希望透過他們的加入，讓臺灣變成一個

國際的社會，這是我們要來努力的，它的核心價值是：理解、欣賞、尊重、關懷。 

  目前臺灣共有兩千多所學校為「新住民重點學校」，我們在 101 年至 102 年

間，輔導將近四百個學校，以我過去的經驗，事實上我們只接觸到其中的三分之

一，這些新住民家庭，還有三分之二是找不到的，故我們希望透過全國新住民火

炬計畫，鼓勵他們站出來，接受政府的輔導。 

  過去，外配基金總共有投入了三十多億，現在我們希望爭取外配基金持續地

挹注，目前有很多服務專線有七國語言的簡介，也都是在兩三年之內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的動作是很快的，因為我們在跟時間賽跑，只要晚推動一年，就有兩三

千個小朋友受到耽擱，所以我們有生活輔導、保障就業、健全法令，我們也希望

透過今天這個訊息，告訴很多不知道政府這項計畫的外籍配偶，或是新住民子女

們，政府可以如何協助及幫助，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宣導，我們現在試著也跟電視

臺及廣播合作，希望有各種不同語言的計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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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過去我們的人口政策是消極的，未來我們希望營造一個友善的移民空間，讓

優秀的外國人願意到臺灣來，目前的移民現況看起來是一個危機，但是它可以是

一個轉機，另外，除了內政部跟教育部，其實我們需要很多部會的通力合作，譬

如說勞委會、衛福部，透過跨部會的整合、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我

們可以把這個火炬計畫更發揚光大！ 

  最後，我們也期待國人對這些新住民家庭的理解，對不同文化人的尊重，我

們也希望這些小朋友自我認同，希望這些外籍新娘，妳要自我認同，自己站起來

很驕傲做一個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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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一：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重點學校推動實務分享 

現況 

  仁愛國小目前校齡 25 歲，共 84 班，2386 位的學生當中，我們有 244 位的

新住民子女，比例大約是百分之十點二，從我們的年級分布圖可以看到，我們學

校除了六年級是百分之七之外，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分別是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

二中間。 

  對仁愛國小來說，怎麼樣去形塑一個友善尊重的校園，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

重要，所以我們用彩虹代表學校的顏色，我們用彩虹的精神去，是我們努力經營

的一個方向，我們希望在這裡的孩子共存共榮，當然我們更期待的是，每一個孩

子 ，無論你來自哪一個社會階層；無論你的家庭；無論你的族群，都在這裡能

夠被平等友善的對待。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之推動 

  當我們在推火炬計畫的時候，我們有幾個想法，第一，如果火炬計畫不談人

權，如果火炬計畫不談多元文化、不談國際教育，這個火炬計畫是空洞的、是沒

有內涵的；第二，火炬計畫應該是全面式的推動，不應該只是在校園，所以我們

在推火炬計畫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從校園，走入社區、走入家庭。 

  第三，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不只是關懷我們新住民的家庭及其子女，更重

要的是，要教育我們的社會大眾，有個好姊妹跟我們一起分享，她真的非常感謝

臺灣的政府，當他們懷著夢想來到臺灣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們，只要妳嫁到臺灣

來，妳就會有幸福，這是她們的第一個印象。來了以後，她們也看到臺灣的政府，

非常的努力照顧她們，讓她們很容易適應臺灣的社會，可是她們心中有大大的渴

望，渴望的是，所有的臺灣民眾是不是可以有多一點理解，去認識她們的文化。 

  第四，火炬計畫價值在於從小就在校園區推動、從小在校園裡面去做紮根、

從小就教我們的小孩去欣賞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及差異性，讓大家懂得去欣賞每一

個人的獨特性，這是我們認為火炬計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仁愛國小校園推動實務 

校內行政分工 

  仁愛國小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行政的合作分工，我自己也兼這個火炬計

畫中央團的團員，我們看到很多的學校一個主任推了這個火炬計畫，我們有好多

好多的感動，但是我們覺得好辛苦，因為火炬計畫的執行要項，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總務處，當然本來就要一起合作、一起分工，這

是我們的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火炬計畫要成功，真的要靠老師，因為在小

學，這樣一個小小的年齡，老師才是能夠直接影響我們的孩子，如果老師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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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計畫，那麼我們再推很多很多的活動，他會視為是一個干擾，而且是影響他

們的課程，所以怎麼樣讓老師支持，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是火炬計畫的內容，本來就是我們教育工作，原來都在做的，火炬計

畫重新檢視我們一直說多元教育，我們一直說尊重欣賞，可是我們有把它當作一

回事來做嗎，我們把它合到原來既有的計畫，我相信它的可行性會比較高 

這是我們在校內系統裡面，一直努力在做的三個重點。 

校外社區資源 

  在校外的系統裡，適時的利用社區資源的力量，會很容易讓我們的火炬計畫

推動的非常順利，再者，我們都知道現在火炬的計畫，事實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學

校有這個福氣，還有很多的學校，其實沒有被補助的，我們剛好跟正在努力的跟

我們隔壁的友校鷺江國小，一起做策略聯盟，我們希望火炬計畫的效益可以更廣，

我想這是我們的做法。 

結合課程與真實感動 

  我們認為推動火炬計畫的時候，基礎性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一個是我們的環

境跟我們的課程是不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一個是人的問題。如果多元文化的活動 

是特別來做多元文化的活動，沒有跟我們的課程結合的話，老師會覺得怎麼又來

了一個活動，所以怎麼樣讓我們的孩子用漸入式的方法，時時的、處處的，都可

以感受到多元文化，是必需要被重視的。 

  其實我們比較期待的是，透過我們的環境跟我們的課程結合，希望孩子在每

一段的過程當中，他的體悟是幸福的，希望每個孩子能夠真實的感動，什麼叫做

多元文化，而不是只有嘴巴在講多元文化，我們必須承認，火炬計畫一開始是由

行政強勢的主導，可是也為什麼要強勢的主導，你怎麼樣讓你的老師，不覺得它

是一個額外的工作，我很幸福，因為我們一直期待，火炬計畫一定要全面式的推

動，剛剛的影片是我們的輔導主任，她講了一句話，你要先感動自己，再感動他

人，如果你能從裡面感受到、感動到，那麼火炬計畫缺一不可，這真的是一個非

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 

  我用這樣的一個案例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是我在「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

這本書的一個案例，我跟老師們分享，一個新住民的媽媽，她非常的擔心她的孩

子在臺灣的時候會被排擠、會被社會打問號，她很擔心她的孩子問她，媽媽我是

哪裡人？臺灣人？越南人？我是不是比同學笨？可是你知道嗎，他更擔心的是什

麼？他更擔心的是，如果他問的問題 ，連他媽媽自己都不能回答。各位，一個

新住民的媽媽，她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我們也會跟老師分享案例， 我們新住民姊妹的鴨仔蛋，跟我們的皮蛋，到

底哪一個好？到底哪一個野蠻？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拋棄，我們自己的一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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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認為什麼人家的怎麼那麼可怕，同樣的，他們沒有辦法理解，明明就很臭

的臭豆腐，為什麼臺灣人覺得很香，類似等等的議題。 

全面式推動 

  火炬計畫一定要全面式的來推動，怎麼樣把學校的家長會、學校志工大隊的

力量納進來，仁愛國小有 265 位志工，這是我們最幸福的地方，所以把家長會跟

志工的力量納進來，其實是一件很棒的一個方式；第二個，多元文化幸福講座，

好多好朋友跟我們分享說，親子講座這樣一個型態，對於弱勢的一些族群，其實

他不太喜歡，站在這裡然後很嚴肅，他不太喜歡，其實我比較建議跟各位學校分

享的就是，活動是要有方法、要有策略的，親子講座，什麼樣的講座最受歡迎？

如何開發孩子的潛能？你會發現大爆滿，所以如果你講你的火炬計畫，多元文化

的時候，可能來的大概不會超過十個人，可是為什麼你不把這樣的議題，分散在

這樣的一個講座？所以怎麼樣去開發觀眾群，讓更多人理解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

跟緊迫性式值得被思考的。 

  第三個，新住民的輔導志工，學校在志工培訓，有 12 年長期的經驗，我們

透過這樣子的培訓，幫助我們來擔任新住民在校長期的輔導志工，也許一開始，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壓力，可是如果你習慣了以後，你會發現，這些都是我們重要

的種子。第四個，是我們家庭的訪視，真正很多的問題，你必須得到他的家庭去

做訪問，可是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家訪的形態已經很多元了，有的老師用電話訪

問、有的老師可能是請家長來到學校、可是有一些特殊的個案、你得到他的家庭，

你從環境，你呼吸到的、你感受到的，那個才是最真實的。另外，在親子體驗營

的部分，好多人都會誤解，是不是一定要帶出去玩，其實不一定，我們在親子體

驗營，我們大概分成兩種方式，有到戶外踏青的；有在學校的親子體驗，那我們

學校的親子體驗營呢，是有一個親子一起互動；或者是親子一起分開，其實都有

各他的一個功能目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得徵選活動，心得徵選只是一個表象的活動，

重點是這個活動，你把它擺在學校既有的課程的哪裡，你事前做了什麼？你事後

的延伸活動是什麼？我們在這裡是這樣做的，第一個我們邀請繪本的作者到我們

學校分享，第二個，我們把本校的故事志工跟輔導志工，把繪本當作是重要的培

訓課程，第三個，我們讓孩子們把繪本帶回去，跟他的爸爸媽媽一起共讀，然後

寫出他的心得感想，完後我們更延伸的，希望故事志工把這個繪本，列入到班級

說故事的內容，然後故事志工也改編了這個繪本的內容，去做年度的公演，然後

輔導志工將繪本列入小團體的輔導課程，這個是我們辦的一系列的活動。 

  下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簡易生活母語學習營，以前我們在街上很少會

聽到原住民在街上說原住民語，因為他的認知，這個是被臺灣社會認為是鄙視的

語言，但是自從學母語以後，他會認為原來我的媽媽的語言，是尊貴的、是值得

被學習的。 



 

 124  

  再者，是創意家譜競賽，當時第一階段我們是按照學生的能力，低年級是結

合生活課程；高年級是結合資訊課程，可是各位，多元文化有一個非常奇妙的事，

如果我們不願意分享我們的生命經驗，我們很難去貼近孩子的生命經驗，這個是

很多老師的障礙，其實家譜是這樣一個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慢慢的

去理解他媽媽的生命經驗，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活動，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謝

移民署，能夠有智慧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接下來第九個案例是美食競賽，我剛剛提到的是，互相學習是一個重要的關

鍵，所以我們的對象是全校的家長都可以參加，可是我們設定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不論你是哪一個國籍別的，您都要煮自己的菜跟別人的家鄉菜，各位製造互相學

習的機會，這是我們在辦這個活動最重視的。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這個創意作為，包含火炬兒童劇團、文化小尖兵講座，

其實文化小尖兵 ，就是我們 244 位的新住民寶貝們，我們成立了文化小尖兵，

給他一系列的課程，因為火炬，學校正在改變。 

結語與建議 

  各位，我給大家看的後面的數據，都不是火炬計畫的參加量，而是我要從火

炬計畫的推動，我要去看的是，我在推動火炬計畫的時候，我們的孩子有什麼樣

的問題，包含說我很欣慰的是，在個案課輔的部分，我的高關懷的孩子，其實比

例並不高，很多數據是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學習，但是最開心的是，我們辦了火炬

計畫之後，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新住民好姊妹們，都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的是從志工大隊這樣的一個組合，我們也看到了好多的新住民的媽媽，開

始走進來，因為她發現學校是友善的、學校是很幸福的，甚至在這裡也擔任小組

長。 

  我們很期待，每一個人都能夠大聲的說「你好棒，因為你好特別！」，當然

我們新北市比人家多幸福，是在還沒有推火炬計畫之前，因為我們有一個全國首

創的新住民舞蹈課，所以我們更能夠更深入的，慢慢去瞭解到火炬計畫的這特

性。 

  最後，我還是要說的是，這本來就是教育該做的工作，當然靈魂人物跟我們

的李部長有很大的關係，但是我要特別謝謝一個單位，也就是我們的移民署，我

看到了他們的努力，也看到了學校裡面很多很多珍貴的、值得感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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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雲嘉南區域運作分享 

前言 

  在新東國小有一株特別的樹，叫做「桃花心木」，有另外一種含意，每當清

明之前，它會先掉葉子，掉完葉子後，它的種子才會飛出來，所以我們會去跟孩

子說明，跟他們講一件事情。這株樹就好像你們的媽媽，我們學校不到 100 個人，

我們新住民的比例大概百分之五十，其中，我們會跟孩子講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如同你媽媽是非常的愛你們，看她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在這邊建立一個家

庭、生下了你們，我想這個對孩子來講的話，他們或許聽不懂我們講的道理，但

是當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可能在以後，他會去想到這樣一個故事。 

雲嘉南區域運作實務 

  在火炬計畫的推動上，其實我們的對象都是人，我們一直會去提到火炬計畫

是希望說，「他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亮一把火」，但是我個人的詮釋就是，我

們希望能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對他人帶來正向的能量，都對他人帶來溫暖。 

  我們雲嘉南工作小組，定位就在於我們是一個服務的平臺，提供學校資訊交

流的平臺，由總統、還有我們的署長、還有我們部長，共同的來主持，希望透過

火炬計畫的一個推動，能夠讓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家庭知道我們在做的事情，讓

他感受到我們積極要帶來的溫暖。 

區域工作小組 

  在區域工作小組方面，基本上它的定位就是協助大家，它是由校長來擔任召

集人，整個六個區域的話，包括了這個全臺灣，我們雲嘉南所服務的是臺南市 、

雲林縣、嘉義市、還有嘉義縣，我們服務了這四個縣市，關於成員的部分，各區

域諮詢小組置成員至多 15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地方政

府擇定 2 所新住民重點學校校長兼任；其餘組員由下列人員兼任。 

  工作小組他最主要的任務是，作為計畫的一個諮詢輔導跟協調，所以我們這

邊有工作坊、研討會、座談會、檢討會等，另外，要邀請教育部、移民署服務站、

家庭服務中心等相關單位參與會議，而各區域諮詢小組總召集學校，負責本案會

議召開、公文處理、成果彙整等。 

督導考核機制 

  目前，在火炬計畫督導的考核機制，其實早上大家看到很多都是屬於獎勵的

部分，但是有獎勵相對的，我們如果持平而論，有一些學校他其實是需要幫助的，

我們能不能有一些透過行政部門的機制來協助這些學校呢？我覺得這個就是有

賴執行督導小組，執行督導必須要由公部門來處理，所以在這個執行督導，相當

重要的是說，他需要定期督導跟檢討，以及針對他的執行率加以輔導，甚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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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計畫有一些相關的宣導，或者是說比賽，鼓勵學校參加的一個宣導，這部分

的話就是目前我們區域工作小組實際上負責的人員。 

網絡平臺 

  火炬計畫每個學校都是在去年剛接，他會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甚至學校要

找這樣子的人他找不到，所以我們黃郁雯小姐，特別建議了一個 Q&A，當然這

個 Q&A 在移民署的網站上也有，但是黃小姐這邊又寫得特別的詳細，包括說大

家很關心的經費的異動、勞健保，以及實際上你在執行會遇到的師資不容易取得

的問題，黃小姐她都很認真的，把這些 Q&A 做一個整理，各個學校都比較能夠

掌握到第一手的訊息。甚至我們一開始要開會，也都是用線上調查的方式，去彙

整大家的時間。 

  我們年度的這個研討會，我們邀請雲嘉南區，這個四個縣市裡面執行的比較

好的學校，請他們來做分享，就如同剛剛高校長的一個分享，這個部分的話就看

得出來，我們運作一年的成果是這個樣子。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很貼心去做了一個說明會的簡報，主題是「學校執行全

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之應然與實然」，當時他寫的一篇文章，不過那邊文章講什麼

不重要，結論是，這個就是學校要做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吧！負責做簡報的涂

信忠 涂組長，我們看到他都很快速的，把我們開會的狀況直接丟在 FB 上面。 

實行策略 

  他也在這個說明會的簡報裡面呢，建議各縣市政府可以怎麼樣來做，第一，

主管機關提供整合平臺，或者是學校希望成立一個策略聯盟等，第二，希望各校

都能夠串連互補，有些活動是可以一起來辦，包括說母語的學習、生活體驗營等，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們在去年一開始，提供了一些講師的名單，鼓勵雲

嘉南區域的學校，辦理志工培訓，我覺得這個是辦這個火炬計畫一個蠻不錯、意

外的收穫。 

  這給各位做參考，這是我們到各縣市輪流主辦會議的一個情形，我們也在會

議當中會確定輔導訪視跟推薦的機制，推薦機制怎麼確定，就是由中央輔導團的

團員，也就是我們這些輔導的校長或是教授到現場訪視，依據現場訪視的一個結

論來決定。在我們的課程裡面，都會邀請他們來作分享，並邀請服務站來做報告，

其實，服務站能夠提供相當多的資源，包括說剛剛所看到的講師，甚至包括你要

做異國文物展，他們也都能夠轉介提供，甚至有的服務站，他就有這些異國的服

務，當然像一些宣導品等不在話下，所以我們定期性的讓服務站的主任來作分享，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蠻不錯的。 

 

 

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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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看完去年的執行狀況，包括說我最近看到一份審計室的查核報告，

其實會有一些問題，問題在於整個行政督導考核的機制，或者是說能不能有一些

及時支援的系統， 102 年跟 101 年，若縣市的學校超過三分之一是新的學校，

真的要特別的去思考怎麼去輔導他們，為什麼超過三分之一呢，因為代表有三分

之一的學校做了一年的火炬計畫，他不敢做了，或是不想做了，我們是不是要去

瞭解它的原因，我想這個是需要重視的一個地方。 

  另外，執行效率困難的學校，有些學校他的預算執行率很低，不到八成，針

對這樣的學校，我們有沒有一些輔導的機制，這些輔導機制，或許是透過區域工

作小組，有一些民間團體他們本身很有能量，他們或許可以來協助等，不要讓這

個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這些經費，到最後年度結束報表一攤不到八成，相當可惜，

當然這是少數中的少數，但是我們要改善，不就是針對少數中的少數去改善嗎，

我想以這個部分來跟大家分享。 

  最後我想火炬計畫，就是希望結合大家的力量，我們點亮火炬，讓大家感受

到我們的正向能量，感受到我們的溫暖，讓希望能夠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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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交流 

 主講人：高元杰 校長/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主講人：吳建邦 校長/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小 

 主持人：謝署長立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列席人員：李組長臨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謝署長立功：火炬計畫成效良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並感謝大家認同本署

的服務，在此感謝本署同仁的努力。 

李組長臨鳳：目前跨國婚姻媒合不得營利或期約報酬及廣告，如有違法事項，都

可以向本署檢舉，經本署專勤隊查證屬實，本署將予以裁罰。其次是母語師            

資難尋的問題，目前本署正委託輔仁大學辦理新住民母語教學人才培訓           

課程，教授新住民如何設計教案及教學技巧。 

提問一：屏東縣鶴聲國小鍾校長文郁 

火炬計畫執行一年以來，有許多感動，也謝謝各界的協助與配合。在此提出二個

問題： 

1. 對於新住民媽媽們有何支援系統？ 

2. 請教吳校長：辦活動時，如何動員新住民媽媽們來參加？ 

回應(李組長臨鳳)第一個問題：除移民署服務站及專勤隊資源外，其實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的資源更多，包括就業服務類（在縣（市）政府是勞動局（處），

在中央是行政院勞委會）、醫療類（衛生所等）、民政類（戶政事務所）等。                             

  火炬計畫在學校實施的目的，是因為新移民子女與學校接觸較多，所以透過

火炬計畫的安排，讓學校即時發現需要幫助的新住民家庭，才能儘早提供相關資

源協助。 

回應(吳校長建邦)第二個問題：學校在執行火炬計畫的項目時，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向中央輔導團請教。有關提升新住民媽媽參加活動意願的部分，在此提供本

校的實施經驗與大家分享： 

1. 透過辦理成人識字班，提升新住民媽媽的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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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新住民媽媽擔任臨時人員，因為辦活動在找人時，新住民媽媽透過其小團

體的力量，更易找到參加人員。 

3. 本校在辦理活動時，會結合鄰近非重點學校一起辦活動，將資源與其他學校

共享，活動效果極佳，甚至在本（102）年 6 月辦理美食競賽時，更與學區內國

中合辦，效果出奇良好。因此建議辦理活動時，不要僅以自己學校為對象辦理，

與其他學校合作，或許更能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 

屏東縣鶴聲國小鍾校長文郁：本校曾辦理原住民活動，透過這些活動理解到無論

原住民或新住民家庭，他們有團體性，只要找到他們的意見領袖參加活動，他們

就會一起出席。此外，有些教育性的活動，應先與其建立信任感及友善感覺後，

他們就願意參加這些活動。 

李組長臨鳳：一般新住民對於公部門會有恐懼感，因此在活動設計上要更多方面

思考，例如本署服務站每個月會辦理家庭教育課程，這個課程就考驗講師的功力，

講師必須設計一些肢體互動的課程才能與新住民拉近距離；又如大部分的新住民

為生計奔波，比較難抽空參加活動，因此活動在時間安排上也要注意能配合新住

民的空檔。透過這一年火炬計畫的實施，成效已逐漸顯現，例如以前新住民的子

女在學校不敢表示自己的媽媽是新住民，但現在已有小朋友會開玩笑地問自己的

媽媽：「你從哪裏來?別人的媽媽有的從泰國、有的從越南來，你真遜!」。 

  此外，剛才吳校長的簡報提到區域工作小組若有長官蒞臨與會，其重視感更

強烈，本署會盡力安排長官參加！ 

吐瓦魯大使：我的孫子目前讀重點學校，但對於教學用中文，而非英文深感困擾。

謝立功署長：不同移民來臺，其子女在我國就學，如要有多語版本，實屬不易。

高校長元杰：我們期望老師能具備多文化素養，也更盼望能有多語政策，但多元

文化要求較易達成，多語能力實難達到，若國際學校也許可以，但一般學校目前

老師的多語能力仍無法達成。不過，多語教師是一個目標，可以努力。 

謝署長立功：剛才提到新住民參加活動人數少的問題，在各縣市可找許多民間團

體，他們都非常樂意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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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成果展示內容 

一、 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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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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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VD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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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工作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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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短片字幕(中英文版) 

截至 102 年 9 月底止 臺灣新住民人數已經超過 48 萬人 

With  over  480 thousand  new immigrants as o f  September 2013,  
 

使臺灣族群益趨多元 

Ta iwan  i s  becoming  a  more mult icu ltura l  society.  

為協助新住民穩定生活與長期發展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to  promote a  stable l i f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for  new immigrants,  

並加深民眾對多元文化之瞭解與認識 

as wel l  as further  the Ta iwa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mult icul tural i sm.  

內政部及教育部特舉辦「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the Minist ry  of  the Inter ior  and Min ist ry  o f  Educat ion have jo ined forces  

除展現新住民生活樣貌 

Th is  program not  only  sh ines  a  l ight  on the l ives o f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也藉此鼓勵民眾關心新住民議題 

but a lso increases the publ ic ’s  awareness o f  th is  issue.  

我們臺灣這些新住民 

We are new residents in Taiwan, 

這些所謂的外籍配偶 

or so-called foreign spouses. 

衍伸的問題就是說 

The issue is that 

他們所生的小朋友 

the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我們叫他做新臺灣之子 

or the “new children of Taiwan”, 

已經陸陸續續進到我們學校裡面去了 

have entered our schools. 

我們全國有 2,657 所小學 

We have 2,657 elementary schools. 

裡面將近有 2,036 所達到百分之 76.6 的比例 

Among them, 2,036 schools, or 76.6%, 

是我們所謂的新住民重點學校 

are what we call key immigrant schools. 

所以新住民火炬計畫 

So, the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目前看起來是解決一個危機 

resolves this crisis, 

但是未來他會變成一個轉機 

but it can also be an opportunity. 

這裡面需要中央各部會的通力合作 

Agencie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 to work together, 

需要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 

as well as work closely with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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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趁著這個機會呼籲 

Of course, we want to urge 

這是一個全民都需要被教育 

all citize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issue. 

是一個全民的運動 

This is a nationwide movement. 

我們希望 

We hope, 

透過內政部的努力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MOI, 

我們可以把這個火炬計畫更發揚光大 

that the Torch Project can shine brightly and succeed.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分別設置推動委員會 

A  comprehensive  consul tat 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 l i shed,  

縣市政府執行督導小組 

inc luding a  promot ion  committee,  implementat ion and super v is ion groups for  
local  governments,  

中央輔導團 6 個區域諮詢小組等輔導機制 

central  consul tat ion team, and six  regional  consultat ion  teams,  

協助新住民重點學校落實工作執行 

to  assi st  key immigrant  schoo ls in  carry ing out  th is  program.  
 

101 年政府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The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which began in 2012, 

希望透過跨部會、跨區域的資源照 

seek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agencies and regions  

顧新住民及其子女 

for the care of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促進社會多元文化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will help nurture future multilingual talents  

並培養具備多國語言能力的人才 

and improv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與國際接軌 

thus allowing Taiwan to become a key player in the global arena. 
 

我從我開始接到這個計畫 

When I first started on this program, 

我要執行的時候 

when I was carrying it out, 

我一直在想 

I kept thinking, 

我已經站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I am living in my own country, 

只是我周邊的人跟我看起來不是和我相同文化背景的人 

but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我都有一點點擔心和害怕 

which worries me a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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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些新住民的媽媽 

But for these new immigrants 

如果來到我們臺灣的話 

who have moved to Taiwan, 

他們其實要面對的問題是更多的 

they have to face many more issues, 

文化的問題 

like cultural issues, 

然後融入、瞭解臺灣文化 

and understanding and assimilating into Taiwanese culture, 

以及怎麼融入這個家庭的生活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family life. 

對他們來講壓力都非常的大 

They are dealing with a great amount of stress. 

那這些新住民之子又這麼的龐大 

There are so many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真的很需要教育的介入 

They really need education and assistance. 

所以其實我推動這個政策 

So I am working hard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 

我唯一的想法是先要感動我自己 

I feel that this is a meaningful project 

讓我知道社會上需要這麼做 

and something that society really needs. 
 

其實當時是因為家裡也有小孩子 

Actually,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就發現很多姊妹 

I found that other mothers 

都沒有在家教小孩子 

didn’t teach their children at home. 

她每次回去 

So when they go back, 

小孩子她們帶回家 

and bring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就發現說（小孩）都沒辦法跟外婆溝通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ir children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譬如說我媽媽過來 

For example, when my mother came to visit, 

那我小孩子也不太能溝通 

my children couldn’t really talk to her. 

所以我都盡量讓小孩子學母語 

So I try to teach children my mother tongue 

所以就想說有機會讓更多小朋友 

and help more of them. 

媽媽是越南的 

If their mother is from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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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學到母語 

they can learn Vietnamese, 

然後可以回去跟外婆溝通 

and talk to their grandmother in Vietnam. 
 

他讓我瞭解很多新住民的文化 

This introduces me to the cultures of new immigrants 

還有認識很多新住民的東西 

and their lives, 

可以認識他們的文化  

so that I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ir cultures 

然後去尊重他們 

and really appreciate them. 
 

101 學年度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重點學校 

In 2012, several key program were carried out  

共執行多項重點工作 

in the National New Immigrants Torch Program,  

包含新住民家庭關懷訪視 

inc luding home visits to the domiciles of immigrants,  

母語學習 

mother tongue language learning classes, 

輔導志工培訓 

volunteer training for counseling immigrants, 

家庭創意家譜競賽 

creative genealogy contest for new immigrants, 

多元文化美食競賽 

cooking contest for multicultural cuisine, 

多元文化幸福講座 

multicultural seminars, 

幸福家庭親子生活體驗營 

family camp, 

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活動 

multicultural picture book report contest for parent-child joint reading, 

及創意作為等。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共辦理 1 萬 2,542 場活動 

the program has carried out 12,524 events 

訪視 1 萬 6,206 戶新移民家庭 

and 16,216 home visits, 

計 61 萬 8,780 人受惠 

with a total of 618,780 participants and beneficiaries. 
 

此外，101 年 1 至 12 月 

In addition, in 2012,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執行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ubsidized local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assistanc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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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助計畫 

for children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Chinese spouses. 

總計 40 萬 1,551 人參加 

A total of 401,551 people benefitted from the programs. 
 

未來將持續與企業合作 

With continued effort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e future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enterprises, 

培育新住民二代母語教學及國際人才 

this program will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the mother tongue language of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nurture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talents, 

亦加強宣導尊重多元、欣賞差異 

foster respect for various cultures and celebrate our differences, 

培養國人多元文化國際觀 

and broaden the public’s horizons, 

打造一個友善、無歧視、多元和諧的社會 

to create a friendly, tolera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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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績優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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