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議題融入新住民語文課綱



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性平教育



越南語第11冊





引導學生習

得生活應用

能力

發展素養

導向議題

教學

增進跨文

化議題討

論

覺知問題、理解知識、
習得技能、建立價值
與實踐行動的能力。

覺察社會現象、探
究與思考、體驗與
實作、討論與對話、

解決問題。

議題融入可以加
強教學的深度與
廣度，並進行跨
文化議題比較，
拓展議題效益。

議題融入之主要目的





十九大議題



議題融入學習重點示例

議
題

學習
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
學習重點

議題融入說明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語言、
文字
與符
號的
性別
意涵
分析

性E6
了解圖像、語
言與文字的性
別意涵，使用
性別平等的語
言與文字進行
溝通。

3-Ⅲ-4
能認識新住民語
言與文化中的性
別規範。

結合生活情境的
語言學習規劃，
認識新住民語言
與文化中的性別
規範，例如男女
有別的用語、肢
體動作、生活習
俗等規範。



議題融入之作法

依照在地社區特

性選擇合適議題

鼓勵現場教師

協同展現專業

運用生活案例

與時事報導
安排討論、反

思等學習活動

鼓勵學生親身

參與及實踐



蛋蛋家族-

從鴨仔蛋談文化理解

認識蛋蛋家族

(綜合領域)

認識各種不同
的蛋，並分組
試吃。

認識鴨仔蛋

(社會領域)

新住民說明食
用鴨仔蛋的目
的並解除學生
的心理的恐懼。

認識動物胚胎
(自然領域)

1觀看影片，了
解動物繁殖及
小雞孵化過程

2觀察鴨仔蛋的
構造，認識卵
生動物的胚胎。

看看我 聽聽我

(藝文領域)

從飲食、交通、
服飾、節慶了
解台、越的文
化差異，能看
看對方，聽聽
對方的想法與

做法。

95年公益族群平台全國教案特優第一名
(天生國小)



說明：第一節認識蛋蛋家族，
試吃

說明：第二節越南媽媽介紹鴨仔
蛋，

說明：第三節自然課，認識胚胎 說明：第四節社會課，看看我，
聽聽我



第陸章

與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關係



1.國民中小學校訂課程與部定課程的關係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定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
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其他類

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跨領域

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



核心素養(總綱)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
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力，
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
懷生態環境。

3.「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自然觀察家的閱讀探究—Ⅰ



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的分析矩陣

示例：自然觀察
家的閱讀探究

學習表現

國5-Ⅲ-6 國5-Ⅲ-7 國6-Ⅲ-2 國6-Ⅲ-3 自tr-Ⅲ-1 自tc-Ⅲ-1 自po-Ⅲ-2
自ah-Ⅲ-
2

學
習
內
容

國 BC-III-2 國-E-A2
國-E-A2
國-E-C1

國 Ba-Ⅲ-1 國-E-B3 國-E-B3

國 Bb-III-3 國-E-C1 國-E-B3 國-E-B3

國 Bd-III-1 國-E-C1

自 INb-Ⅲ-6
自-E-A2
自-E-B3

自-E-A2 自-E-A2 自-E-A2

自 INc-Ⅲ-9 自-E-A2 自-E-A2

自 INd-Ⅲ-6 自-E-A2 自-E-A2

自 INe-Ⅲ-11 自-E-A2
自-E-A2
自-E-B3

自 INe-Ⅲ-12
自-E-A2
自-E-B3

自-E-A2

自 INb-Ⅲ-7 自-E-A2 自-E-B3 自-E-A2 自-E-C1

自 INg-Ⅲ-2 自-E-C1 自-E-C1

3.「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自然觀察家的閱讀探究—Ⅱ



2節

3節

2節

2節

探究歷程（每專題皆規劃9節課）

3.「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自然觀察家的閱讀探究—Ⅲ

觀察與定題 計劃與執行 分析與發現 討論與傳達



實施方式 節數安排 實施說明

1.班級教學 每週一節
一學期以18週計，一個專題規劃9節
課，一學期可安排2個專題的閱讀探
究。

2.班群教學 每週一節

以班群方式進行教師共同授課，不同
專題規劃不同的探究方法

（資料蒐查、觀察或實驗）。
班群一 動物專題→植物專題
班群二 植物專題→動物專題

3.學生社團
每週一節

成立學生社團，利用社團活動時間，
進行自然觀察家的閱讀探究。

隔週二節

3.「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自然觀察家的閱讀探究—Ⅶ



「越」來
「越」精彩

我與家庭

(語文領域∕新住民)

認識你真
好

全家人相
親相愛

美越佳餚

(綜合領域)

食在特別
的生春捲

節慶體驗

(藝文領域)

製作斗笠
我最行

製作燈籠
我最行

咚吱世界

(健體領域)

蹦蹦跳跳
竹竿舞

106學年度全國教案第一名—桃園市東安國小



子題名稱
節
數

教學重點

認識你真好(語) 1 認識自己的越南名字，並學會自我介紹用語。
最後透過活動，幫助學生熟悉自己的越南名字，
以及同學的名字，做為與越南交流的第一步！

全家人相親相愛(語) 1 認識家庭稱謂念法及招呼用語，接著透過歌曲
帶動唱，幫助學生熟悉課堂所學。

食在特別的生春捲(綜) 1 越南春捲為越南傳統美食之一，更於 2011 年名
列 CNN 世界前 50 大美食的第 30 名。本課程
將與學生一起品嘗生春捲的美味！

動動手，頭戴斗笠新潮
流(藝)

1 斗笠為以前重要的防曬、遮雨用具，隨著越南
的觀光興起，斗笠已逐漸成為遊客不可或缺的
紀念品之一。本課程將帶領學生更進一步認識
越南斗笠，並製作出屬於自己的小小斗笠。

動動手，製作燈籠我最
行(藝)

1 越南農曆八月十五也過中秋節，與眾不同的是，
中秋節在越南被視為兒童節，小朋友是主角。
越南的小朋友在中秋節這一天，都會提著燈籠
出門玩耍。本課程將帶領學生認識越南中秋節
的傳說及習俗，並動手做出自己的越式燈籠。

蹦蹦跳跳 竹竿舞 1 越南人傳統的民間舞蹈主要是「竹竿舞」，源
於民間宗教舞蹈，結合日常娛樂，具娛神、娛
人的文化功能。本課程將透過體驗活動，讓學
生體會越南傳統舞蹈。









「越」來
「越」精彩

我與家庭

(語文領域∕新住民)

認識你真
好

全家人相
親相愛

美越佳餚

(綜合領域)

食在特別
的生春捲

節慶體驗

(藝文領域)

製作斗笠
我最行

製作燈籠
我最行

咚吱世界

(健體領域)

蹦蹦跳跳
竹竿舞

106學年度全國教案第一名—桃園市東安國小









分組討論



第七章
108課綱實施相關配
套

第七章
108年實施相關配套措施



新住民課綱推動新三寶


穩定的師資免費教材 兼顧理想與實

際的排課



大寶：免費教材

新住民語文紙本教材：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南投高商
配發紙本教材，包括越印泰緬柬菲馬，七國語言，
每語18冊，總計126冊。教育部委託新北市團隊編
輯。--每年寒暑假調查。

數位教材：教育部委託資策會發展數位教材

影音教材：新北市善用摩根大通補助款，編寫全國
越南語===1-12冊影音教材



體驗活動

每位與會人員，進入數位教材，
練習同一語言三個問候語，並分
享。



二寶：穩定的師資來源

1.學校和教師努力自聘

---LES  GO!!







臺中市經培訓合格有191位



新住民母語師資來源為何？

母語師資來源有四種

1.學校自聘：

透過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或其他方式。

2.參加縣市政府共聘

3.參加遠距教學

4.縣市政府培養在地師資，配合新住民上課時間，
教育送上門，利用晚間開課。

學校能主動尋找社區新住民，鼓勵她們參與母語傳
承



三寶：兼顧理想與現實的排課
大約有七種模式

1.本土語言時間

2.晨間模式

3.課後模式

4.週二隔週模式：如國中社團

5.寒暑假模式：國中為主

6.週三下午隔週模式：跨海小金門模式

7.週二下午隔周本土語生活綜合社團模式(冬山
模式)

開課困境：在地模式



新住民語文前導學校開課模式

開課模式 說明 衍生問題或配套

1.本土語模
式(8:50-
15:40)

學生於正課本
土語言時間學
習

影響母語教師在
外正常上班時間。

2.晨間模式
(8:00-8:40)

1.母語教師可
以教學完再去
上班。

2.除了一年級
學生上課，其
它年級也可以
選讀。

1.必須向教育局
報備，核准後才
可以實施。

2.學生於晨間時
間上課，正課時
間又必須上閩、
客語，成績要如
何計算？



開課模式 說明 衍生問題
或配套

3.課後模式 同上。母語老師
下班之後再到學
校來上課。

同上

4.週二隔週
模式

學校每周二隔周
實施社團活動，
將新住民語文納
入社團選讀，母
語教師隔周來一
次上二節課，經
濟效益高。

無



開課模式 說明 衍生問題或
配套

5.寒暑假模
式

只限國中實施，屬於
選修和社團時間

6.週三隔週
下午模式

學校利用周三下午，
隔週實施課後教學。
母語教師隔周來一
次，上二節課，經
濟效益高。

因為非於正
課實施，必
須向教育局
報備。



開課模
式

說明 衍生問題或配
套

7.週二下
午隔周本
土語生活
綜合社團
模式(冬山
模式)

隔周二下午低年級第一節課-
-本土語上越南語課；第二節
生活課也上越南語；
中年級綜合社團課，有越南
語社團課，過來搭便車。
所以低年級隔週上越南語課
二節，中年級每周上三節社
團課，其中二節上越南語。

開課困境-
在地模式

依據教育部規定，本土語需
開在同一節，而且要有中高
級認證的閩南語、客語師資！
新住民語也是相同。

無法兼顧理想面，
同一時段很難找
到合格有證照的
師資，所以…還
是要有證照。



答客問
Q1.請問新住民語文課綱推動的業務，
例如選課、師資招聘，屬於哪一個
處室的業務？

A1.屬於教務處，因為新住民語文屬
於語文領域，而且已經納入正式課
綱



新住民語文課綱的重要內涵03
43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規劃



Q2：英語都學不好，為什麼還要學新住民語
文？

A2：
1.英語是必修，新住民語只是必選修，沒有
強迫。

2.新住民語言是必選修，從四種語言(閩、
客、原、新)選一種就可以。

3.推動新住民語文原來的目的是要新住民二
代學習父母的語文

4.藉由新住民父母和新住民二代，來推動多
元文化和國際理解，培養多文化視角的思
維。

。



Q3：為什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要實施
「新住民語文」課程？

A3：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社會，隨著全球
國際化的趨勢，來自東南亞各國及其他國家
的新住民已成為臺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豐富了臺灣的多元文化。
另一方面，新住民語言亦為臺灣對外發展合
作的重要資源，能幫助孩子開啟國際理解的
窗，增進跨文化溝通和跨國行動能力與素養。



Q4：新住民語文課程為什麼只選擇越南、
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
來西亞？

A4：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統計，目前在我
國婚姻移民及其二代子女中，除中國大陸、
香港及澳門地區外以越南、印尼、泰國、
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人數
最多，因此本課程大綱之設計現階段以上
述七國的官方語言及文化為主要考量。其
他的新住民語文依課綱P.12說明可於彈性
學習課程中開設。



Q5：開課調查表誰提供？
A5：開課調查表由教育部或縣市政府提供。



新住民子女教育-中程計畫

五年中

程計畫

行政支持

力

提升學習

力

發展適應

力
強化教學

力

國際移動

力

補助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
女教育補助要點



• 學校國際文化日

• 拍攝微電影

• 華語補救、諮詢輔

導

•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 語文競賽

• 學生微電影比賽

• 親子共讀心得比賽

• 教師教案競賽

• 樂學活動

• 前導學校

• 遠距教學

• 教材試教

• 多元情境佈置

• 展演活動

學校

活動

語文

開課

教輔

計畫

競賽

活動



營造學校多元文化環境

• 多元文化學習體驗空間

•語文學習情境教室

•相關圖書、器具、服飾、文物

每校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設置

購置

至國立台南高商申請



辦理多元文化展演活動

• 地方政府（或所轄學校）

•融入式團體綜合表演活動

每校十萬元

歌唱表演

闖關

展演

觀摩

活動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教輔計畫

華語補救課程

• 返國就學新住民子女

• 課程或營隊上課

聘請教師

• 得聘請通譯助理

鐘點費、交通費、教材費等

缺乏基礎華語
表達溝通能力

課程

• 寒假20節

• 暑假80節

• 學期中72節

營隊

• 5天各6節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教輔計畫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培養種子教師

•營造校園多元文化氛圍

依該縣市子女
人數占全國比
例分配

地方政府

• 各校合計

• 三至六十萬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教輔計畫
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

拍攝多元文化教育議題微電影

• 提升多元文化校園能見度

•促進文化融合與交流

地方政府

• 各校合計

• 三至六十萬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教輔計畫

多元文化教材

•編印、購置或研發

地方政府

• 各校合計

• 三至六十萬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諮詢服務

• 諮詢輔導

• 家庭訪問

小團體活動

• 提升自我認同

• 輔導生活適應

• 輔導學習適應

學校可和民
間團體合作

教輔計畫

15-60人

• 二萬五千元

61-120人

• 四萬元

121人以上

• 六萬元

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親職教育研習

• 認識自己

• 了解子女發展

• 增進為人父母知識技巧

• 改善親子關係。

聘請專家學者

教輔計畫

新住民

15-60人

• 二萬五千元

61-120人

• 四萬元

121人以上

• 六萬元

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返鄉溯根計畫

•短期返回父母親原生國

•深化文化體驗活動

補助類型

•家庭體驗組

•團體體驗組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家庭組

• 每一家庭5萬

•老師3萬

團體組

•每位師生

3萬



樂學計畫 教材試教

前導計畫 遠距教學

語文教學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樂學活動

• 彈性課程

• 假日

• 社團活動

每年最高8萬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前導計畫

• 正式課堂

每期最高4萬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教材試辦

• 二學期

• 曾參加106學年度試教計畫者

• 泰柬緬馬菲第二冊起

一學年最高8萬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遠距教學

• 徧鄉不易聘任老師

• 學生人數過少

陪伴人員工作費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申請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報名



•語文競賽

•各縣市舉辦

親子共讀心得

比賽

苗栗縣

獎金

1000~4000元

教師教案競賽

宜蘭縣

獎金

1200~15000元

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