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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析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的影響作用，探究多

元文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在此影響關係的中介效果。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內容，

建構問卷並聚焦學習需求評估、教育支持功能、多元文化資源、社會連結網絡等 4 個潛在構面；

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之偏最小平方法統計技術來分析樣本資料。研究結果指出多元文化資源和

社會連結網絡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關係產生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價值在於突顯新

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需求評估之多元性與適性化，有助於因應不同學校教育階段所展現的教育

支持功能；且經由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的中介機制，更能增強教育支持功能的有意義

化與對準效應。我們應強調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評估之多元性與適性化，並對應不同學校

教育階段所展現的教育支持功能；且經由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的中介機制，更能增強

新住民身份學生的教育支持功能之有意義化與精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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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service professionals for new immigrant students on 

learning needs assessment and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and explor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necting network in this relationship. Researchers created a 

questionnaire and identified four latent factors, namely: learning needs assessment,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multi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necting network. These factor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e sampl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needs assessment and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is fully mediated by multi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networks. This research is valuable for showcasing the diversity and adaptability of needs 

assessments for students with new immigrant status. It helps address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across various school stages by leveraging diver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network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meaningfulness and alignment effects of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ioritize diverse and appropriate models of learning needs assessments for new immigrant 

students. This will enable schools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varying educational support functions requir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chooling. Furthermore, by utilizing multi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networks,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new immigrant students can be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meaningful and 

precise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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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新住民身份學生面對學校教育所遇到的挑戰，大多集中在學校教育資源與社會支持

經費的不足，家庭語言和社區文化與學校教育脫節，且受制於主流學校教育對新住民支

持運作機制的不公平與不平等現象（Li & Qin, 2022; Pomianowicz, 2023）。主流社會剝奪

新住民身份學生擁有正常且平等的學習環境條件，並視其教育失敗或學習不利因素限縮

為身份問題或角色扮演失常（Haukas et al., 2022）。學校教育施以補救式或片斷式的支持

系統，不只灌輸新住民身份學生要以主流語言和文化意識型態為榮，相反地貶低其面對

原生文化或原生家庭的遺產價值及族群尊嚴（Kiang, et al., 2023; Terhart & von Dewitz, 

2018）。 

新住民身份學生在學校教育和城市結構裡被系統性邊緣化，不只無法提供對等且適

性的教育機會均等資源，亦無法吸納優質的多元文化教育人員為此類學生群體提供優質

教育機會（Areba et al., 2021）。學校教育應關注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原生語言與文化獨特

性及其價值，關心其在語言學習或學術進展之特殊需求，並涵蓋學習本國語言或維繫其

母國語言之學習需求（林俊瑩等人，2020；Hu et al., 2022）。學校教育不能只單向度地為

不同語言定位個別差異化位置，應包容不同語言甚或弱勢語言使用機會，並為跨文化對

話與凝聚本國不同族群身份學生的公平多元語言學習發展共識（Li & Qin, 2024; Pena-

Diaz, 2019）。 

我們應結合社會支持網絡可以減少不同文化衝突、學習壓力與經濟壓力對新住民身

份學生福祉的負面影響，支持其學習和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進而培養積極的發展特質

與學習態度，協助其面對壓力所伴隨的生理與心理變化（Lashari, et al., 2023; Ma, 2020）。

學習社區建立、同儕指導計劃、積極課堂環境創造等社會支持策略之具體實踐，不只加

強新住民身份學生的社區網絡連結功能，亦協助其獲得完成學校教育所需多元文化資源

的公平機會（Mishra & Muller, 2022）。 

社會支持網絡強化新住民家庭和學校教育之間的聯繫，一方面協助學校調整與發展

多元文化教育活動，另一方面減少彼此之間的文化隔閡並建立友善文化聯繫管道（顏佩

如，2021；Nho et al., 2019）。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可支持新住民身份學生較

佳地適應學校和主流社會。此作為不只提供物質、教育和經濟援助，亦強化心理健康關

係來保護新住民身份學生免於受到社會歧視和偏見之負面影響。多面向的社會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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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和開發其在主流社會文化適應環境中的學習成功和社會適

應（Oppedal et al., 2020）。若其有機會接觸具有多元文化素養的社會榜樣和重要他人，

亦能透過社會學習及文化回饋機制來提升其學習表現及社會認同感。 

以往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與社會適應研究，較常關注文化內部適應及新文化的

跨文化適應現象（張芳全，2021；Lou, 2021）。事實上，此類適應機制不只關注其在特

定主流文化中的適應程度，更重要的是拓展其對不同文化的語言及身份之理解層次。當

新住民身份學生有充足能力來合宜表達移民國語言，將有機會表現出更佳的與主流社會

群體互動及社會適應，亦在學校教育的課堂學習內容和學習適應上表現更好。 

基於前述，研究者認為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評估工作的多元性與適性化應予以

重視，關心其可能面對具有社會偏見或刻板印象的學習需求和挑戰，進而檢視其學習需

求評估資源與教育支持功能的運作成效。現階段文獻較少關注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

功能的外部影響因素作用，亦少發現運用問卷調查蒐集相關人員對此類影響因素進行理

論建構和假設檢驗之研究成果。 

為了改善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與社會適應，本研究該聚焦其學習需求評估並發展

適性教育支持機制，並藉由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網絡連結來強化其身份認同及取得教育

成功。本研究即在此缺口上，分析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

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的連結性，探究多元文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在此關係所扮演的影

響效果，以爲學術社群與相關單位發展新住民教育的專業論述和教學策略之實踐參照。 

二、 文獻探討 

隨著新住民跨國移動所導致的跨層移動和社會融入之交互現象，不只在新住民身份

學生及其互動群體中產生變化，亦由於移民社會對其學習需求評估和因應策略之看法和

作法有所差異，導致學校和社區被賦與更重要角色以提供教學資源以解決其多元教育需

求（Volante et al., 2019）。教師及教育夥伴不僅關注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發展歷程，亦

結合學校教育的文化回應氛圍，設計全面性學習需求評估和學校諮詢方案，解決其所面

對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信念低落問題。 

教師和教育夥伴應花費更多心力來與新住民身份學生建立關係，一方面建置學校教

育提升學習參與度的友善教育場域（張芳全，2018; Ijadi-Maghsoodi, et al., 2024）；另一

方面認知和支持其專屬學習優勢，提供多元彈性教學方案來提升學業成功機會，強化學

習成功並發展積極職涯態度（Storlie & Toomey, 2020）。本研究即針對學習需求評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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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支持功能、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等相互關係進行探究，作為後續假設發展與

模型建立之依據。 

(一) 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功能的影響 

學習需求評估意指教育人員運用標準化測驗或真實評量等多樣化評估方法，針對不

同背景學生進行適性學習評估，減少社會偏見或刻板印象影響，準確反映學生真實學習

需求與表現（Michaels, 2020）。學習需求評估不僅考慮學生的不同文化背景、語言程度

與學習過程中受個別差異所產生的學習成效，應採取多元化評估方式減少社會不公平的

壓力與風險；並更佳地理解學生學習需求與平等教育機會，促進學生在學校和社會中的

良性適應與融合以提升學習成效（Murillo & Belavi, 2021）。 

新住民身份學生面對一個充滿族群隔離或不平等的學校教育體系，很容易受到社會

不平等因素與族群偏見的影響，降低其學習期望與成績表現；亦連結整體社會對其學習

表現的低期望，使其無能或無自信來建立教育成功信念與正向增強學習態度。Smith 等

人（2022）以國際學生評估計劃資料為主，探討以英語為母語的黑人移民青年在閱讀能

力方面之表現；此研究結果指出新住民身份學生受到表現不佳的社會標籤所影響，再加

上制度性族群語言主義與主流語言意識型態之形塑，消弱其人格、語言發展和識字素養

的發展合理性，降低其對學習與生存福祉的正當性訴求。 

現行學校教育所實施的標準化測驗，受到主流族群文化與教育專業之宰制，難以客

觀評估新住民身份學生的真實學習成效，亦負向導入重覆練習測驗科目而犧牲有意義的

學習時間及重要方式（Karakus, et al., 2023）。新住民身份學生在現行學校教育必須面對

標準化的學習要求，較少受益於非標準化學習成效對標準化學習歷程的正向效益。當前

表面客觀的學習評量方式，不只消弱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多元學習機會，亦破壞其表達和

自我宣稱受重視的學習權利與能動性。 

Miranda 與 Cherng（2018）以美國一所專門招收新來移民青少年的高中為例，探討

其運用學習需求評估技術支持學生語言學習、內容掌握和考試準備之精熟度；此研究結

果指出多數新住民身份學生在語言和文化面向處於不利地位，對其學習成效所進行的學

習需求評估較難客觀看待。我們應思考除了參照標準化測驗與公正評量程序外，亦應結

合真實評量與檔案評量的多元評估程序，減少形式客觀評量方式對新住民身份學生進行

學習需求評估之風險與壓力；亦應關注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及其對母國和移

民國文化的理解程度，尊重不同個體在此共存社會所連結的獨特文化軌跡與多元文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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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脈絡，方有助於主流社會與學校教育體系的良性學習適應與共融社會生存。 

教育支持功能意指的是學校及其相關教育人員為學生，特別針對弱勢群體或新住民

身份學生提供多元且持續性的教育協助方案，減少其面臨的社會與教育不利因素

（Sanchez et al., 2022）。此類支持方案包括情感支持、學術輔導、文化適應、社會賦權

或經濟援助等，並結合學校、教師、家庭與其他教育夥伴的通力合作，促進弱勢學生在

學業與社會層面取得正向成就（Kumi-Yeboah et al., 2020）。 

以支持和改善為主要功能展現的學校教育支持系統，經由教育資源投入而改善新住

民身份學生的學習困境，並為其學習表現負責以實施適性教育（Intxausti-Intxausti et al., 

2022）。教育支持功能具體展現為學校主管當局承擔責任，結合教育夥伴共同為新住民

身份學生提供定期且一致的資源投入；並藉由積極的教育支持與互助合作關係，促進不

同文化群體彼此之間的平等對待和社會賦權，承諾參與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表現改善

歷程以提升學習成效。 

新住民身份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經歷不同的系統性壓迫，從小學到大學甚至於家庭和

社會教育皆然，但各種微觀系統仍有機會作為資源提供或緩衝壓迫的支持機制（Gray, 

2023）。教師與教育夥伴幫助新住民身份學生抵抗和克服教育中的壓迫性障礙，一方面

提供情感和正當性支援的社會榜樣，另一方面圍繞教育功能目標來協助其建立更積極的

社會情感、學術表現與銜接職業之正向關係（蔡淑華，2020）。不同教育制度所展現的學

習支持、情感支援、工具強化、學習榜樣、社會資本與經濟支援等功能，有助於新住民

身份學生抵抗社會壓迫；亦可連結教師與教育夥伴的支持和認可，提升其對主流社會文

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和貢獻度。 

Preusche 與 Gobel（2022）以德國中學少數民族學生為調查對象，並控制性別、社

會經濟地位與文化資本等變項，研究發現具有較強雙文化認同學生在情感、認知與行為

層面之學校參與度較高。當新住民身份學生對其原生族群與隸屬群體的雙重文化身份之

認同度愈高，愈有可能獲取正向的學校適應與文化適應，進而取得更好的學習表現與教

育成功。 

為了強化新住民身份學生的教育適應和文化適應，唯有強化不同教育制度的支持功

能，連結原生家庭的文化資本，建立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合作關係。支持性的教師社群與

包容性學校氛圍之建立，可深化家長參與學習歷程和學校活動的公平機制，進而協助新

住民身份學生建構適性且多樣性的多元文化身份，提升其族群認同感、學術自我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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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 

Hama 等人（2020）以冰島大學移民學生和大學工作人員進行個別訪談和焦點小組

論，蒐集其在學習期間所獲得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支持類型之看法；此研究結果指出我們

應學習理解和認同社會日益多樣化，並規劃多元學習需求評估策略來消減教育不平等和

其他類型的邊緣化負面作為。由於學校教育存在鮮而易見的族群偏見和歧視問題，表面

客觀的學習評估機制容易使新住民身份學生難以適應移民國文化；面對主流社會文化與

語言差異時，亦難以克服教育不利的挑戰。但學校教育與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回應、學習

期望、學習評估、需求滿足、紀律規範和參與融入等支持性活動，將有助於新住民身份

學生正向適應移民國學校教育並取得好成績。 

簡言之，新住民身份學生享有與其他社會群體學生公平且平等的教育機會，為了解

決傳統主流偏見和刻板印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教育歧視或不當對待，並能基於學習需

求評估而準確反映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身份學生個別需求；新住民服務教育專業

人員運用多元化評估工具可以減少文化和語言偏見，為學生提供更具體學習需求診斷。

此類評估方式不僅確保弱勢群體獲得公平教育機會，亦提供教育與社會系統據此量身定

制學術與情感支持方案，設計適合其學習特徵的文化適應、學術輔導與心理支持等方案。

基於前述文獻探討，研究者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1：「學習需求評估」正向影響「教育支持功能」。 

(二) 多元文化資源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關係的中介作用 

多元文化資源意指教師承認並重視多元文化教育價值，為不同文化背景學生提供適

性且多元學習機會和資源（Yu, 2022）。教師應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知識與跨文化課程教學

能力，創造尊重與包容文化多樣性的課堂氛圍；並與社區和家庭合作，結合當地文化來

支持新住民學生的學業發展和社會融入（Smythe, 2020）。教師與學校輔導人員應積極促

進多元文化交流，提供雙語教學與減少社會隔離現象，以確保新住民身份學生在教育體

系中獲得公平學習機會。 

隨著新住民身份學生人數持續增加，主流課程與教學方法能否有效反映且因應不同

文化和族群背景學生需求，即為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公平發展之關鍵所在（Ialuna, et al., 

2024）。新住民身份學生在學校容易面對系統性排斥與社會隔離現象，雖然學校標榜教

育公平理念，但多數教學措施並未因應多元文化而進行實質教育公平的學習機構

（Rodriguez et al., 2022）；亦可能會因為疏忽或消極處理多元文化議題，加劇新住民身份



2024 年 明新學報 47 卷 e024005 

e024005 Vol. 47,2024 

Journal of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學生面對從其他管道而來的敵意對待，限制其獲得公平資源的教育機會。新住民身份學

生需要更多文化相關層面的支持作為，不只符合其獨特且共通的教育和社會背景，亦享

有機會以在學校教育體制裡順利學習符合教育目標的知識、觀點和技能（Wassell et al., 

2022）。現階段的各類教育支持系統或機構，尚未能充份提供新住民身份學生足夠的教

育支持功能，導致其接受不利學習結果且影響學業成功機會。 

學校教育應提供與創建跨文化聯繫課程模式，承認與賦與課堂中不同的文化族群權

力，支持教師創造多元文化教育空間，為新住民身份學生在校內外的文化生活能更好地

符應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和教學實踐（Kiramba et al., 2022）。以文化多樣性作為多元教育

資源支持的教育主軸，旨在將新住民身份學生相關教學人員與家庭和所處社區文化整合

起來；並運用文化包容方法來聯繫不同學科內容與其原生家庭和社區文化，提供其擁有

更多學習資源以激勵學習表現。 

為了提供新住民身份學生更好的教育成效和語言教育政策實踐價值，提供具有多元

語言教學專業的教師，並協助其採取多元文化觀點來進行語言教學活動即為關鍵所在

（鍾鎮城，2020）。Karanikola 等人（2022）探討阿提卡地區教育優先區教師對全球能力

和跨文化素養的看法，研究發現其大多未能充分準備全球跨文化教學能力及相關素養，

極需相關培訓計劃的支持；意指參與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的教師需要接受額外的多元文

化教育培訓工作，方能獲得有效的教學實踐和方法知識及經驗。 

Oczlon 等人（2021）以奧地利中學班級學生為樣本，採討其學習多元文化主題和跨

文化關係與學術自我概念之關係；此研究結果指出教師與新住民身份學生的互動，一方

面對其表達出教師關心其所屬文化且感興趣，另一方面支持其建構正向的學術自我概念

與學術成就。教師為新住民身份學生創造一種鼓勵同儕之間交流的學習環境，此作為有

助於促進同儕群體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並鼓勵所有學生更多瞭解自己和其他文化內容

（Gromova et al., 2021）。 

教師可運用成長型語言思維模式，打破此種語言焦慮惡性循環的工具，幫助新住民

身份學生重新解釋其所認知的負面經歷和溝通不暢（Lou & Noels, 2020）。適性且多元的

語言教育活動，不只有助於新住民身份學生有能力參與移民國社會交流活動，亦增進其

在不同文化社會裡建立國際移動的成功機會與競爭優勢。 

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知識和教授跨文化能力的教學意願，及其教授文化多樣性和跨文

化素養面向的教學效能，取決於其對不同文化特徵的公平認知，以及在多元文化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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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處理此類議題的教學回應模式（Brown & Livstrom, 2020）。教師對新住民身份學生

擁有堅定的教育承諾，不只反思自我過去和現在的教育不公正現象，亦結合社區服務力

量來進行整合支持工作（DeMatthews & Izquierdo, 2020）。 

Harju-Autti 等人（2022）探討新抵芬蘭的移民學生之語言學習經歷，發現當地學校

是其學習新語言的重要學習環境，且應為學生安排適性的鷹架學習方法來支持語言成效。

教師應用鷹架教學模式來加強新住民身份學生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中，解決因為母國語言

文化而干擾其對主流社會文化價值的學習發展，進而順利地增進語言使用和學習內容之

學習素養。 

學校輔導人員藉由更公平的多元語言和文化資本交流形式，凝聚整體社會的跨文化

理解和共識；並透過多元語言技能的教育策略，抒解其所面對的社會經濟隔離、貧困循

環和教育及就業機會不平等困境（楊蕙芬、張德永，2020；Lau et al., 2020）。學校輔導

人員促進不同族群學生積極發展夥伴關係，協助其欣賞不同文化觀點以順利發展同儕共

享交流活動；並關注與鼓勵新住民身份學生的獨特興趣和族群優勢，營造支持文化多樣

化的學習需求與關懷氛圍。 

Rust（2019）探討美國城市學校非裔美國學生的學業成績影響因素，運用美國學校

輔導人員協會所提供的領導、倡導、合作與系統變革作法，解決非裔美國學生在此類不

利社會文化因素影響下來提升學業成績。學校輔導人員積極鼓勵新住民身份學生參與課

外活動和體育活動，讓不同族群學生有機會與同儕對話或參與對話，並將生活技能習得

的自信心遷移至學術活動及對應學習表現。 

學校輔導人員可藉由學校與家庭和社區成員合作，有效地解決與欺凌、暴力和族群

歧視相關的教育不平等問題（de Castro et al., 2019）。學校輔導人員與教師合作建構具公

共性且開放式的同儕互動、課堂氛圍和教學風格，幫助新住民身份學生了解學習內容與

其當前和未來生活的相關性。當新住民服務教育專業人員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知識與技能

時，即更準確地評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多樣性學習需求，並依據評估結果提供適

當的教育與社會支持，例如：雙語教學、跨文化課程設計以及與社區合作實踐服務方案。

多元文化資源幫助新住民身份學生更好地融入學校體系並提升學業表現，縮小其與主流

學生在學習機會和資源獲取上的差距，實現更公平的教育機會與學習成效。多元文化資

源在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之間發揮了關鍵中介作用，有助於提升新住民身份學

生的學習效果與社會生存。基於前述文獻探討，研究者提出下列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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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多元文化資源」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關係具有中介效

果。 

(三) 社會連結網絡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關係的中介作用 

社會連結網絡意指個人或群體通過多元社會互動合作模式，建立具有支持性關係的

不同網絡，並透過相互支持與資源共享來滿足個人或群體的情感、社會和教育需求

（Lardier et al., 2018）。社會連結網絡有助於新住民身份學生擁有更多力量，克服學習與

生活中的挑戰，進而減少文化適應壓力以提升自尊、自我效能感、學業成就與社會融合

（Steiner, 2019）。教師、家長與社區成員合作進一步增強學生在學校的適應能力，提供

新住民身份學生資源以因應學校與社會挑戰，亦促進跨文化理解與社會凝聚力來彰顯其

學習賦權。 

不同社會連結網絡所提供的賦權機制，不只增加多元資源應用機會，亦強化新住民

身份學生積極生活的未來可能性。家庭凝聚力與多元社會支持網絡的存在，減少其落入

負面社會行為發展困境，提升學業成就、自尊心，進而強化其對社區活動的參與

（Froehlich, et al., 2023）。社會連結網絡所建立的人際互動關係，滿足我們對人與人之間

的相關性需求欲望，並支持我們對社群自主權和行為能力的期待表現（李美錡、林建信，

2022）。我們藉由公開交流資訊和互助的社會支持，一方面改善新住民身份學生及其家

庭成員的社區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則促進不同社會組織與學生及其家長和社區之間的社

會信任關係，方有助於新住民身份學生取得學業成功。 

新住民身份學生較其他族群身份學生擁有更強的韌性和毅力，主因在於其面對更多

的與其生活和學習環境有關之教育失敗和社會障礙（Sapiro & Davis, 2020）。為了協助其

擁有更多權力與能力來面對社會不公不義現象，我們應該連結社區、圖書館、大眾媒體、

家庭或同儕等社會連結網絡的非結構化支持，解決其日常學習需求及其所遭遇的教育不

利問題（Crooks et al., 2022）。社會連結網絡有助於解決新移民身份學生的文化適應與焦

慮壓力癥狀，藉由強大的夥伴關係和同儕支援系統，促進其發展社會融合、歸屬感、文

化適應和學業成績等正向心理表徵。 

從文化適應角度觀之，家庭、同儕與學校等社會機構有助於提供新住民身份學生的

族群身份發展與歸屬感之社會支持（Benbow et al., 2021）。跨族群身份同儕友誼支持新

住民身份學生了解主流社會文化，減少群體間偏見來促進社會凝聚力（黃騰，2022）。當

其面對問題時，可以接受重要他人的回饋和支持來獲得自我效能感。父母和同儕作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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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和生存榜樣，提供不同的鼓勵和應對策略，一方面支持其通過適應

性自我調節策略來回應壓力，另一方面則發展出更高水準的自我效能感來面對社會挑戰。 

Cook 等人（2021）運用採用混合方法探討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和混血兒大學生的

高中經歷情形，檢視家長、學校輔導人員與社區成員對其學術和教育發展層面的助益；

此研究結果指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良好夥伴關係，有助於新住民身份學生實現數學與科

學面向的預期學業目標。 

父母或監護人是新住民身份學生最重要的教學指導與輔導諮商之重要人力資源。

Diaz（2020）運用美國國家教育縱向研究資料，評估中學階段移民和美裔青少年學生的

教育期望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文化資源與學生特性會影響其教育期望。充足的家庭

支持可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認同與了解學校教育目標，並表現出更積極的學校教育價值

觀和更高的教育期望。教師應努力讓新住民身份學生及其家長有更多機會參與學校教育

的學習歷程並取得教育成功。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亦會影響新住民身份學生對學校和社區的聯繫感受，歸屬感不僅

與母國文化有關，亦被視為安全場域而讓其自由自在地與他人協商身份和建構認同感

（Nordstrom, 2022）。Valls 等人（2022）分析西班牙不同弱勢背景學校的新住民身份學

生教育成功案例，研究結果指出社會支持層面顯著提升此類學生的教育成功機會。社會

支持網絡透過賦權支持新住民身份學生及其家庭，使其擁有更多社會資本以向同儕或重

要他人學習如何在學校教育取得成功。新住民身份學生透過參與此網絡所提供課後學習

輔導方案，再加上家長參與的家庭本位協同教育模式，有助於在此情感支持與關懷氛圍

裡，更能面臨挑戰或失敗，並擁有更多社會資源及學習機會來解決問題。 

不同機構主管及實務工作者應將社會連結網絡整合至長期戰略規劃中，藉以提升新

住民身份學生的在學率、畢業率、參與感和歸屬感（Hypolite, 2020）。不同機構思考戰略

地使用社會網絡的多元方法，不只進行跨機構合作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亦應正向回應

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以建構交叉身份且發展良好適應的可行性。各機構及其內外

部組織必須更好地協調社會連結網絡所能發揮的工作效能和行動方案，承認並努力滿足

新住民身份學生和相關人員對教育支持功能與社會公平變革的需求。 

簡言之，社會連結網絡提供新住民身份學生重要的情感與社會支持，幫助其更有效

地表達學習需求並獲得回應。社會連結網絡整合家庭、學校與社區並建立多層次連結制，

一方面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從中獲取適當資源並增強自我效能與學業成就，另一方面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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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新住民身份學生克服文化適應與社會挑戰，促進學校內外資源的整合運用以滿足學生

學習需求。社會連結網絡不僅強化學習需求評估的準確性，亦促進教育支持功能的實現

效能。研究者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提出下列假設，並繪製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假設 3：「社會連結網絡」對「學習需求評估」與「教育支持功能」關係具有中介效

果。 

 
圖 1：研究架構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與樣本特徵 

研究者選擇全台地區從事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為問卷調查對象，新住民教育服

務專業人員意指提供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服務專業工作者，涵蓋各級各類學校教師、社

會福利工作機構專業人員等，其主要職責在於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融入當地教育體系，

滿足多元文化學習需求以提升教育支持功能。研究者依不同服務機構與不同區域進行分

層抽樣以發放問卷施測並回收填答資料；並參考經驗比例及問卷發放原則，針對個人基

本資料變項進行初步篩選並分配發放問卷數量。本研究以理論建模與多元中介作用進行

研究設計，考量結構方程模式的偏最小平方法對樣本數之理論要求（Hair et al., 2017），

研究樣本數應為問卷題目總數 10 倍以上。本研究預設計原始問卷題目為 26 題，故問卷

樣本應為 260 份以上。 

本研究依據研究假設的潛在構面與問卷題目等參數，考量經驗法則與預算成本推測

符合研究規準之合宜樣本數，共發出 600 份問卷。研究者在問卷發放前即根據服務機構

與所在區域進行初步篩選發放名單，採用分層抽樣方法選取樣本。研究者徵求機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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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依機構規模大小選取不同性別和職稱對象進行問卷施測，以郵寄問卷方式進行資

料蒐集。問卷回收後，研究者檢視受試者個人變項，如性別、年齡、學歷等，並與母群

體進行比對，確保樣本與母群體在各變項上具有良好對應性。 

本研究扣除未回收、未填答或填答不全的無效問卷數，有效問卷數爲 479 份，占全

部樣本數 79.8%。問卷填答對象所表示的個人基本資料次數及百分比資料，如表 1 所示；

前述樣本人口特徵尚符合全台母群體的分布屬性。 

表 1：問卷填答對象個人基本資料次數摘要 

個人基本資料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14 44.7 
 女 265 55.3 
族群身份   
 漢民族 394 82.3 
 原住民 27 5.6 
 新住民 39 8.1 
 其他 19 4.0 
年齡   
 30 歲以內 119 24.8 
 31~40 歲 185 38.6 
 41~50 歲 50 31.3 
 51 歲以上 25 5.2 
學歷   
 研究所 161 33.6 
 大專校院 249 52.0 
 高中職 62 12.9 
 其他 7 1.5 
服務機構   
 國小 45 9.4 
 國中 213 44.5 
 高中職 40 8.4 
 大專校院 28 5.8 
 政府機構 26 5.4 
 民間社會機構 71 14.8 
 其他 56 11.7 
服務機構所在區域   
 北部 118 24.6 
 中部 233 48.6 
 南部 76 15.9 
 東部 5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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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服務機構類型   
 公立 266 55.5 
 私立 136 28.4 
 其他 77 16.1 
職稱   
 教師 254 53.0 
 學校主任 43 9.0 
 學校校長 31 6.5 
 機構專業人員 49 10.2 
 機構主管 23 4.8 
 其他 79 16.5 
工作年資   
 5 年以內 121 25.3 
 6~10 年 98 20.5 
 11~15 年 117 24.4 
 16 年以上 143 29.9 
與新住民服務有關年資   
 5 年以內 285 59.5 
 6~10 年 98 20.5 
 11~15 年 52 10.9 
 16 年以上 44 9.2 

 

(二) 測量工具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內容，建構「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

卷」不同潛在構面；並基於結構方程模式的反映型指標設計原則，參考既有問卷工具並

界定操作型定義，作為問卷題目內容基礎。研究者自編「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

因素問卷」，並提交 3 位新住民教育與相關專業服務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問卷題目與文

字內容的修訂。「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題目爲 26 題，主要用來蒐集

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適性評估與各級各類教育支持機

制的功能展現之看法，聚焦學習需求評估、教育支持功能、多元文化資源、社會連結網

絡等 4 個潛在構面。 

「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採取李克特 5 點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計分選項安排，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計分爲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在此問卷上的得分愈高，認同新住民身份學生需

要搭配適性且多元學習需求評估機制，強調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及社會機構所扮演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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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功能和成效；且願意提供更多元且符合教育公平和機會均等原則之教育資源，並建

立完善的社會連結和整合各方機構的支持網絡，提升新住民身份學生在學校教育學習表

現之正向成效。「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敍述如下： 

1.「學習需求評估」構面：學習需求評估意指教育人員運用標準化測驗與真實評量

等多元評估方式，減少社會偏見與刻板印象對不同身份學生的錯誤評估判斷，進而以有

意義且符合其現況來探究真實學習表現（Michaels, 2020; Miranda & Cherng, 2018; Storlie 

& Toomey, 2020）。本構面即在前述文獻探討基礎上，設計問卷題目測量新住民教育服務

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與學習表現的適性評估之看法，涵蓋學習現況適性

評估、學習態度適性評估、學習能力適性評估等面向。 

2.「教育支持功能」構面：教育支持功能意指教育人員結合教育夥伴共同為不同身

份學生提供多元且長期的教育協助措施，減少弱勢學生所面臨的社會不利與教育不利現

象，整合各項教育公平機制提供教育機會均等作為（Hama et al., 2020; Kumi-Yeboah et al., 

2020; Volante et al., 2019）。本構面即在前述文獻探討基礎上，設計問卷題目測量新住民

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學生在不同學校教育階段所享有的教育支持功能及成效之

看法，涵蓋國小教育支持功能、國中教育支持功能、大學教育支持功能等面向。 

3.「多元文化資源」構面：多元文化資源意指教育人員認同多元文化教育價值，為

不同身份學生提供適性且多元的語言教育活動，展現多元文化教育知識與跨文化課程教

學素養，營造多元文化教學場域及課室氛圍（Brown & Livstrom, 2020; Lou & Noels, 2020; 

Smythe, 2020）。本構面即在前述文獻探討基礎上，設計問卷題目測量新住民教育服務專

業人員對各界提供新住民學生的多元文化教師、教學和學習資源之看法，涵蓋培訓文化

多樣性師資、促進不同文化交流活動、支持雙語教學機制作為等面向。 

4.「社會連結網絡」構面：社會連結網絡意指教育人員結合公開交流與互助合作之

社會網絡，整合家庭、學校、社區、圖書館與大眾媒體等連結網絡，解決不同身份學生

所面臨的社會身份發展與歸屬感之差異性，正向建構學習適應與社會適應態度（Diaz, 

2020; Lardier et al., 2018; Steiner, 2019）。本構面即在前述文獻探討基礎上，設計問卷題

目測量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不同社會連結網絡提供新住民學生的各式教育成長

資源與學校和社區共同組成學習資源中心之看法，涵蓋建立夥伴連結網絡、地區學習資

源中心、親師合作與社會融入等面向。 

(三)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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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基於結構方程模式之偏最小平方法統計技術來分析「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

持影響因素問卷」樣本資料，運用 Smartpls 3 軟體（Ringle et al., 2015）進行問卷資料的

潛在構面與假設路徑之統計檢定（Hair et al., 2017）。研究者針對假設模型分別從測量模

式與結構模式進行偏最小平方法之檢定工作，先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檢定「新住民身份

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題目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與因素負荷量，並使

用 5,000 次自助法（Bootstrap）考驗各題因素負荷量之統計水準。研究者接續報告

Cronbach’s α 信度、Rho_A、組合信度、平均變異萃取量、相關係數與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檢定、HTMT 矩陣），考驗不同潛在構面的收斂與區別效度，檢定測量模式信

效度的合理性與良好品質。 

就結構模式而言，研究者接續檢定不同構面的共線性、結構效度、f²效果值等參數，

考驗不同結構路徑的迴歸係數與解釋力，並運用 5,000 次自助法估計前項參數的統計水

準。最後，研究者進行中介效果檢定，先估計研究路徑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整體效

果，並運用 5,000 次自助法的信賴區間估計技術（Iacobucci et al., 2007; MacKinnon, 2008; 

Preacher & Hayes, 2008），考驗不同中介變項的效果值與統計顯著性，以檢定多元中介作

用的存在。 

依據多元中介分析理論要求（Hair, et al., 2017; Nitzl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10），

研究者先檢定中介效果是否達統計顯著性，若中介效果達統計顯著性，繼續檢定直接效

果的統計顯著性。若直接效果未達統計顯著性，完全中介作用成立；若直接效果達統計

顯著性，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四、 研究結果 

(一) 測量模式 

研究者運用「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蒐集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

員填答此問卷之態度資料，並使用偏最小平方法檢定潛在構面與問卷題目的效度和信度。

「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原始題目為 26 題，研究者刪除問卷題目的

因素負荷量低於 0.700 之題項，以滿足偏最小平方法對各題目的效度標準，保留題目並

重新編號為 20 題（如表 2）。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

響因素問卷」題目所反映態度的平均數介於 3.733 至 4.125，標準差介於 0.748 至 0.886，

偏態介於-0.425 至 0.139，峰度介於-1.2118 至-0.006。「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

素問卷」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18 至 .942，研究者運用 5,000 次自助法模式計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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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素負荷量統計顯著性，所得 t 統計量皆高於 3.29，顯示各題因素負荷量皆達統計水

準（p < .001）。 

表 2：問卷題目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與因素負荷量摘要 

潛在

構面 
問卷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因素負

荷量 
t 值 

學 習

需 求

評估 

V01針對新住民身份

學生的學業成就現

況進行適性評估。 

3.837 0.769 -0.016 -0.725 .930 134.163*** 

 V02針對新住民身份

學生的學習需求態

度進行適性評估。 

3.806 0.787 -0.157 -0.105 .924 120.576*** 

 V03依據新住民身份

學生的學習能力提

供適性入學管道。 

3.806 0.769 0.126 -0.736 .921 92.000*** 

 V04提供新住民身份

學生客觀的學習表

現檢核機制。 

3.797 0.753 -0.089 -0.148 .927 116.165*** 

 V05提供新住民身份

學生客觀的學習潛

能檢核機制。 

3.777 0.774 0.139 -0.697 .899 74.123*** 

教 育

支 持

功能 

V06國小在新住民身

份學生教育成長過

程提供支持功能。 

4.125 0.808 -0.304 -1.211 .906 87.572*** 

 V07國中在新住民身

份學生教育成長過

程提供支持功能。 

4.061 0.827 -0.269 -1.105 .942 158.900*** 

 V08大學在新住民身

份學生教育成長過

程提供支持功能。 

3.733 0.862 -0.045 -0.432 .718 24.109*** 

 V09學校同儕在新住

民身份學生教育成

長過程提供支持功

能。 

4.015 0.839 -0.241 -1.055 .905 76.490*** 

 V10家庭在新住民身

份學生教育成長過

程提供支持功能。 

4.084 0.865 -0.395 -0.837 .902 83.219*** 

多 元

文 化

資源 

V11 培訓具有跨文化

教學專業的教學人

員。 

3.958 0.777 -0.035 -1.087 .897 8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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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

構面 
問卷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因素負

荷量 
t 值 

 V12培訓具有文化多

樣性教學專業的教

學人員。 

3.925 0.837 -0.416 -0.006 .907 100.705*** 

 V13支持不同文化背

景學生的跨文化交

流。 

3.975 0.830 -0.305 -0.417 .911 86.201*** 

 V14提供不同文化背

景學生的語言溝通

機會。 

3.933 0.850 -0.425 -0.083 .905 81.445*** 

 V15支持教學人員與

新住民身份學生運

用雙語參與學習活

動。 

3.908 0.886 -0.343 -0.406 .896 75.628*** 

社 會

連 結

網絡 

V16建立新住民身份

學生居住區域之夥

伴連結網路。 

3.770 0.771 0.009 -0.342 .863 60.053*** 

 V17建立非營利機構

對新住民身份學生

的教育成長支持資

源。 

3.781 0.748 -0.009 -0.545 .915 81.268*** 

 V18建立社工單位對

新住民身份學生教

育成長支持機制。 

3.850 0.777 0.054 -0.913 .892 71.127*** 

 V19建立新住民身份

學生的地區學習資

源中心。 

3.846 0.771 0.053 -0.878 .904 91.458*** 

 V20整合新住民家庭

與學校間的各項學

習資源。 

3.850 0.801 -0.138 -0.537 .884 74.207*** 

***p < .001 

表 3 指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的信效度檢定摘

要，4 個潛在構面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924 至 .955，Rho_A 介於 .936

至 .957，組合信度介於 .944 至 .965，前述統計數值皆高於檢定標準值.700。「新住民身

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 .771 至 .847，皆

高於檢定標準值 .500。前述統計結果說明「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的信效度符合檢定標準，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

支持影響因素問卷」的填答內容，具有合理的聚斂效度和測量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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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潛在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信度、Rho_A、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摘要 

潛在構面 Cronbach’s α 信

度 
Rho_A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萃取

量 
學習需求評估 .955 .957 .965 .847 
教育支持功能 .924 .936 .944 .771 
多元文化資源 .944 .944 .957 .816 
社會連結網絡 .935 .936 .951 .795 

「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 .667

至 .764，平均變異萃取量的平方根介於 .878 至 .920。4 個潛在構面彼此之間的相關係

數，皆未高於相鄰潛在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量平方根，符合 Fornell–Larcker 對潛在構面

的區別效度檢定標準，顯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4 個潛在構面具

有區別效度。此外，不同潛在構面的 HTMT 數值介於 .705 至 .814，未超過 .850 的檢

定標準，4 個潛在構面具有 HTMT 區別效度（Henseler et al., 2015）。前述測量模式的各

項信效度統計結果指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具有良好品質，不同

潛在構面之間具有合理效度與信度，可繼續進行結構模式與研究假設的檢定工作。 

(二) 結構模式 

研究者利用變異數膨脹因素（VIF）分析，考驗假設模型所產生的多元共線性問題。

「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不同潛在構面依據研究假設所設定的 VIF 檢

定結果，介於 1.000 至 2.807，皆未高於 5 之檢定水準，顯示假設模型所設定的不同潛在

構面之共線性問題不明顯，結構模式具有合理的統計效度。 

結構模式的效度檢定結果指出 4 個潛在構面的 R2 值介於 .542 至 .658，調整後 R2

值介於 .541 至 .656。研究者使用盲解法（blindfolding）估計「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

持影響因素問卷」不同潛在構面對內生變數的預測相關性，Q²值介於 0.427 至 0.503，皆

高於 0 的檢定標準，意指「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結構模式對內生變

數具有預測相關性。結構模式的整體模型 SRMR 指標為 .076，低於 .800 的檢定標準，

顯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假設模型具有合理的模式品質和解釋力。 

圖 2 指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結構模式的路徑係數及相關統

計量。「學習需求評估」對「多元文化資源」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744，可解釋潛在構

面 55.4%的變異量；「學習需求評估」對「社會連結網絡」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736，

可解釋潛在構面 54.2%的變異量；「學習需求評估」、「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

對「教育支持功能」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 .070、 .429、 .377，可聯合解釋潛在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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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65.8%的變異量。研究者採取自助法檢定不同標準化路徑係數的顯著水準，5,000 次模

式計算結果指出「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功能」路徑係數的 95%信賴區間包含 0，

不具統計顯著性；其餘路徑係數則未包含 0，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圖 2：結構模式 

Hair 等人（2017）指出偏最小平方法對不同路徑係數的 f²效果值之低度、中度與高

度檢定標準分別為 0.02、 0.15、0.35。Aguinis 等人（2005）指出應用心理學與管理研究

論文，f²效果值介於 0.001 至 0.35 視為可接受的範圍。「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

素問卷」假設模型的路徑係數之 f²效果值介於 0.005 至 1.242，前述 f²效果值大多落在中

度至高度影響效果，顯示「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影響因素問卷」假設模型具有實務

性的結構效度。 

(三) 中介效果檢定 

研究者針對「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功能」關係進行統計分析，未加入「多

元文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的二因子中介變項，路徑係數爲.667。研究者運用自

助法進行 5,000 次樣本檢定估計整體效果的統計顯著性，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間估

計下界與上界爲 0.613、0.715。假設 1 的路徑係數信賴區間估計值不包含 0，具有顯著

統計水準，假設 1 獲得成立。研究結果指出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愈認同新住民身份

學生的適性學習評估成效作為，則愈認同不同教育階段及相關機制對其教育發展過程中

的支持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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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接續考驗「多元文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在「學習需求評估」對「教

育支持功能」關係的併列中介模型之中介效果（如表 4）；「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

持功能」關係加入「多元文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的二因子中介變項後，「多元文

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所産生的整體間接效果爲 .597，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

間估計下界與上界分別爲 0.522、0.672。整體間接效果之自助法信賴區間檢定結果未包

含 0，顯示間接效果具有統計顯著性。 

研究者接續檢定在此併列中介模型中的「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功能」關係，

直接效果降爲 .070，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間估計下界與上界分別爲-0.020、0.159。

由於直接效果的信賴區間估計值包含 0，顯示直接效果不具統計顯著性。加入「多元文

化資源」和「社會連結網絡」的中介作用，導致「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功能」

關係（假設 1）的直接效果降低，且不具有統計顯著性，故此併列中介模型具有完全中

介作用。 

就個別間接效果的檢定而言，「多元文化資源」在「學習需求評估」對「教育支持

功能」關係的個別間接效果爲 .319，「社會連結網絡」在此關係的個別間接效果爲 0.278。

前述個別間接效果之 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間下界與上界皆不包含 0，具有統計顯著

性，假設 2 與假設 3 獲得成立。就多元文化資源的中介作用而言，研究結果指出新住民

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愈認同教學人員專業培訓與不同學習活動交流機會之實務作為，則對

不同教育機構與社會機制所提供的教育支持功能之認同愈高。就社會連結網絡的中介作

用而言，研究結果指出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愈認同不同社會機制與對應資源對新住

民身份學生的支援網絡助益，則愈認同不同教育階段及同儕和家長所扮演的教育支持功

能成效。 

「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所造成的個別間效果之差異為 .041，經 5,000

次樣本檢定估計，Bias-Corrected 95%信賴區間估計下界與上界分別爲-0.084、0.166。前

述個別間接效果差異之 Bias-Corrected 與 Percentile 95%信賴區間下界與上界皆包含 0，

此差異不具統計顯著性。「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在「學習需求評估」對「教

育支持功能」關係，所造成的個別間接效果分占整體間接效果之 53.4%、46.6%，顯示

「多元文化資源」較「社會連結網絡」具有較多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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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併列中介模型的信賴區間檢定摘要 

潛在構面影響效果 路徑係數 
（標準誤、t 值） 

Bias-Corrected 95% 
信賴區間估計 
[下界、上界] 

直接效果   
學習需求評估→教育支持功能 .070 （0.045,  1.533） [-0.020, 0.159] 
整體間接效果   
學習需求評估→教育支持功能 .597 （0.039, 15.346） [ 0.522, 0.672] 
個別間接效果   
學習需求評估→多元文化資源

→教育支持功能 
.319 （0.037,  8.540） [ 0.249, 0.397] 

學習需求評估→社會連結網絡

→教育支持功能 
.278 （0.037,  7.514） [ 0.206, 0.350] 

五、 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建構「學習需求評估」、「教育支持功能」、「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

絡」等理論構面之併列中介模型，蒐集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

評估與教育支持看法，檢定多元資源與社會連結對此影響關係的中介效果。本研究價值

在於突顯新住民身份學生的學習需求評估之多元性與適性化，有助於因應不同學校教育

階段所展現的教育支持功能；且經由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的中介機制，更能增

強教育支持功能的有意義化與對準效應。研究結果有助於政府與社會機構對影響新住民

身份學生學習適性需求與教育支持作為之實踐心態，亦推促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實

施可行策略以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基於教育公平原則來彰顯學習潛能，以獲得更佳的教

學品質與學習表現。 

(一) 理論意涵 

前述統計結果指出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功能的認

知意向與行爲意圖之思考態度，主要受到其對學習需求評估的多元化與適性化表現之影

響。基於績效能力與真實能力考量的學習需求評估機制，允許新住民身份學生應用多元

方法來展現學習成效，具體呈現其在學校和課堂上的真實表現。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

員藉由適性學習需求評估機制，一方面提供教育公平機會來設定明確學習期望目標及項

目標準，並透過同儕回饋以修訂和滾動循環和發展優質學習內容知識及學習效能。 

研究者建構的「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之併列完全中介模型，指出新

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教育支持功能的看法，亦受到此中介因子的影響。此假設模型

的檢定結果，提醒我們為了營造積極的多元文化學校氛圍，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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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不同群體身份學生公開對話、建立夥伴關係，並為學校、家庭與社區之間創造互助

合作機會。 

如同前述文獻所述（楊蕙芬、張德永，2020；Lou & Noels, 2020; Wassell et al., 2022），

新住民身份學生需要更多支持性的多元文化資源，來面對其在學校場域和社會環境所遭

遇的學習與生活難題；並藉由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素養的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結合

多樣性社區服務資源來拓展適性且多元整合工作的支持綜效。研究結果指出新住民教育

服務專業人員應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知識及教學知能，滿足主流課堂中處於多元文化少數

族群學生的需求；其必須先審視自我的族群文化身份、價值觀和對其他群體可能產生偏

見，亦應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在主流社會可能會遇到的心理社會功能相關之社會文化問題

有充份了解；進而善用文化回應或相關政策工具來進行學習干預措施，解決新住民身份

學生可能面對的不合理教育內容及措施，改變主流社會的負面社會刻板印象。 

就社會連結網絡所扮演的中介效果而言，指出學校教育和社會服務機構可以為新住

民身份學生與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提供多元文化教育之教育支持作為；一方面減少

彼此之間的社會歧視與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促進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與理解態度。如同

前述文獻所述（李美錡、林建信，2022；Crooks et al., 2022; Valls et al., 2022），社會連結

網絡強化不同社會資源之非結構化支持效能，因應新住民身份學生需求協助其建構正向

的族群身份歸屬認同，減少主流社會文化及優勢族群所製造的偏見和刻板印象；並連結

多元社會資本來協力參與教育活動，強化社會連結網絡所彰顯的教育支持效能。 

研究結果發現正向且友善的社會連結網絡，有助於強化與優化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

多元文化教學適性作為；並建置友善教育多樣性學習場域，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能獲得

更好的學校適應與潛能發展。我們應該加強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原生文化

及歷史脈絡的認識及敏感性，進而因應原生文化特殊性來調整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適性

教育作為。 

(二) 實務意涵 

爲了深化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學生教育支持功能的體現意圖與實踐

作為，本研究建構併列完全中介模型，除了突顯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評估的重要性，

亦特別强調多元文化資源與社會連結網絡的正向影響效果。研究者建議為了解決新住民

身份學生所遇到的不客觀或不具公平性之學習需求評估問題，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

應回歸文化、語言和社會政治之多元回應教學模式，學習應用文化回應教學模式作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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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多元文化課程教學活動之主軸；並結合批判教育學對教育賦權與學習賦權之精神，

檢核、省思與強化其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日常教學決策和行動之合理性。新住民教育服

務專業人員應隨時檢視自我教育理念與省思社會偏見和刻板印象，一方面因應新住民身

份學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及族群脈絡，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提升弱勢族群在主流社會裡的文

化價值與認同感，建構和強化其學習參與及實踐能量。 

如同前述文獻探討（鍾鎮城，2020；Intxausti-Intxausti et al., 2022; Michaels, 2020），

具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或文化回應教學模式，有助於支持新住民身份學生面對學校場域難

以撼動之標準化偏見與文化刻板印象的教學實務。我們應更聚焦文化回應教學模式設計

符合其學習特性的學習評量模式，減少其在主流課堂所面臨的語言偏見和文化刻板印象；

並關注其在多元語言學習歷程中所遇到的學習困難，以跨語言與跨文化視野來打破單一

語言和單一文化的意識型態。 

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善用文化回應教學模式，協助新住民身份學生在課堂上更

容易發現學習意義或適性發展，整合跨語言實踐來培養多元語言素養與增強整體學業成

績。研究者建議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運用多元文化教學方法提升自我對主流社會文

化的不平等現象之批判意識，隨時在課程教學活動表達對新住民身份學生的母國語言和

文化身份價值及尊嚴之肯定和認同；且採取正向和積極行動，支持學校與新住民身份學

生居住社區之間建立友善聯繫關係，協助解決此類學生及其原生家庭在社區生活所面對

的生存問題。 

如同前述文獻所述（Lau et al., 2020; Rust, 2019），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依據新

住民身份學生需求，並因應其特有文化情境，選擇、詮釋和改編學習材料以提供多元適

性之學習支持機制。研究者建議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在文化回應教學設計過程中，

一方面適性選擇和調整社會資源，另一方面連結社區以蒐集和調動個人與課程資源。為

了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其必須依據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需求和多元文化教育目標，

進行適性且合宜之計畫修改和調整資源，或者創造全新課程內容以滿足不同族群身份學

生需求以彰顯和實踐學習潛能。 

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從主流課程導向轉向公共決策和社會行動的課程歷程是

漸進的，不只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及身處社區持肯定看法，亦為全體學生創造學習交流空

間以提升動機，進而連結其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參與度。我們應該依據新住民身份學生

的學習回饋意見，創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小組或團隊進行以增加學習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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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並融入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文化回應能力，整合多元文化與社區知識以省思社會

政治意識型態來實踐教育正義和社會公平。 

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突顯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優勢來教授主流社會語言，支持

新住民身份學生表現更佳學術和社會融合能力，促進有意義的多元語言和文化之全面發

展。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協同作為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其感受到權力賦與，且表現出更強

的教學效能與學習品質。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可彼此共享教學主題內容及教學方法，

除了增能自我並取得更多有效的教學實踐策略，亦促進多元文化教育的滾動式實踐及批

判反思。 

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有必要先針對新住民身份學生舊經驗，進行標準制定和實

施初步評估工作，一方面確認與了解其進入學校時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水準，另一方面

有助於設計適性教學策略，解決其可能會遇到多元文化背景知識不足與困難學習任務之

客觀挑戰。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亦可針對新住民身份學生提供額外學習課程，使用

適性教學與評估方法，整合多元文化學習資源和社會網絡來提升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成

效。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設計較容易完成任務的學習作業，並使用多元彈性的評估

標準，支持其逐步取得小成就來累積成更大的學習成就。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國內外對新住民身份之界定與探討稍有不同，國內較偏重於因婚姻關係移居台

灣所生子女，新住民身份學生對於母國文化的接觸與認同感較為不足。國外文獻大多探

討移民型的新住民族群，有些文獻探討與成人一同移居後的生活與學習狀況，有些則偏

屬於國內研究的焦點。不同屬性的新住民身份學生，在語言學習、文化習得或是社會連

結會與其母國文化之連結亦有所差異。本研究據以建構出來的理論模型與構面定義，不

免受到國內外文化情境不同而影響其客觀性。未來可在基礎上，省思不同屬性之新住民

身份學生在教育學習層面所遇到的差異性，進而發展更合適的理論架構以探究國內新住

民身份學生之學習適應問題。 

研究者對不同構面定義與問卷題目之設定，描述上較為抽象或未能反映新住民身份

學生實際情境脈絡；且研究設計偏向於教育服務專業人員的主觀判斷，可能忽略新住民

身份學生的學習感受與需求，影響研究結果的推論與適用性。研究者建議未來可參酌情

境化分析或個案研究，結合質性訪談或焦點團體方法瞭解新住民身份學生對教育需求與

社會支持機制之真實感受，進而協助相關單位發展出對應性之教育服務評估與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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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亦建議未來可思考跨文化因素對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的影

響，關注潛在社會偏見與刻板印象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形塑，提升不同學生群體的適性教

育服務品質。 

本研究關注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實踐新住民身份學生教學活動的多元文化教

育與適性教育影響因素及中介作用。研究樣本數基於理論建模需求而定，未針對台灣地

區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母群體進行大樣本資料蒐集工作。研究者建議未來可蒐集大

樣本群體問卷資料，或採取不同統計方法進行不同構面或影響關係之統計分析，藉以發

現不同抽樣方法與統計技術所得資料對樣本態度差異特性。 

此外，不同機構之教育專業服務人員對教育支持功能與社會連結網絡之思考，可能

會因不同教育階段與社會場域差異而產生理解和判斷上之不同，影響其在填答問卷時難

以真實反映其經驗。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區分不同教育階段與社會機構之支持功能，

並根據不同社會連結網絡屬性而進行差異化定位或分析。 

研究者基於文獻探討所建構的潛在構面問卷題目與理論模型研究假設，視「多元文

化資源」及「社會連結網絡」為中介變項，此中介變項是否具有調節變項或其他變項屬

項，並未於本研究進行探討與檢驗。研究者建議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在此基礎上，參

考更多文獻或不同論述以充實潛在構面和可能研究假設，或針對假設屬性檢視不同變項

的中介或調節效果，藉以發現與反映不同文獻論述所指涉的態度意向。 

研究假設及統計結果所檢驗的二因子中介變項之完全中介模型，提醒研究者尚有比

較或增補其他中介因子存在，此為本研究目前未能探討之處。建議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在

此基礎上，綜合文獻論述以探討或檢視其他中介因子的存在可能性，了解是否還有他因

素更能影響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對新住民身份學生學習潛能彰顯之有意義作為和

實踐價值。此外，未來研究可結合訪談與觀察來蒐集更多更深層且有意義的質性資料看

法，藉以補充或修訂未能於問卷調查所檢視的態度想法和影響因素。 

本研究探討影響新住民身份學生教育支持功能的影響因素，藉由多元適性的回應評

估方式，減少新住民身份學生受到傳統刻板印象的學習威脅和輟學手段，正向評估評估

其解決問題技能與使用跨域評估來確認真實學習表現。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及各類

學校教育和社會機構，應具備文化相關教學模式的教育視野，建立多族群融合互動氛圍

與正向學習場域。若能再融入積極的家庭和社區參與行動，結合具有教育公平理念和多

元文化素養的新住民教育服務專業人員，更可讓新住民身份學生感到安全與放心，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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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向學習環境中發展積極的心理發展和學校適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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