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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設東南亞語文選修課程  新住民教師展現專業與熱忱 

(圖文/ 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江怡君提供) 

為提升國家永續發展競爭力，發揚我國多元語言及文化優勢，十二年國教課綱自 108

學年起將東南亞七國新住民語文列為國小語文領域選修，國中及高中亦分別納入彈性學習

課程與第二外國語文課程選修，有助於啟發學生學習東南亞語言與文化的興趣，拓展國際

視野，培養跨文化溝通與跨國行動能力與素養。 

為做好新住民語文開課準備，教育部國教署自 105 年起積極培訓教學支援人員，讓具

東南亞語文專長之新住民參與專業培訓課程、進階課程及回流教育課程等，取得合格之教

學支援人員並納入師資人才庫，全國已達 2 千 4 百餘位，並透過線上師資查詢系統，提供

學校充裕師資人力。 

108 學年度學校開學至今，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不只課堂中展現教學專業與熱情，

提升學生對東南亞國家文化之理解與尊重，更積極參與學校多元文化議題與活動，有助於

體整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 

在新竹縣二重國小教授馬來語課程的陳鑀枚老師，畢業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來臺已

有 22 年，曾在教育部國教署、內政部、移民署協助推動新住民相關業務，也陸續在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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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功高中、培英國中、民富國小等學校擔任馬來語相關課程教師，還曾協助拍攝公視記

錄片「我在台灣你好嗎?」經驗相當豐富。 

陳老師教學生動活潑，教材豐富多元，包括上台作答、語文遊戲、唱童謠等，讓學生

以最自然的方式學習馬來語。她回想第一次上課時，正逢中秋前夕，她準備了燈籠、柚子

和月餅向學生介紹馬來西亞也跟臺灣一樣有過中秋節的習俗，不同的是馬來西亞會提燈籠，

這樣的文化差異讓學生感到有趣，也加深文化與語言學習的印象。她說，學習要快樂，也

要有耐心，相信持之以恆，學生與馬來語的距離會越來越近。 

來自越南的范懿筑老師，目前在台中 14 所國小和及五權國中兼任越南語教學工作，

是全國新住民語授課最多的前三名。她在越南大學時期主修中文，6 年前與先生結婚後來

到臺灣，並努力參與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培訓，因此展開了越南語教學的旅程。 

范老師表示，她個性活潑，喜歡與小朋友互動。目前一周要上 17 節越南語課，為兼

顧聽、說、讀，她準備豐富的教具，以遊戲方式帶入學習，重視與學生的互動，並交流彼

此生活中的小樂趣，從而運用在教學中。希望藉此讓孩子在開心與無壓力的情境下學習語

言，提高成效。她說，雖然一周 17 節課必須騎機車東奔西跑，但看到笑容滿面的學生積

極學習，覺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也讓她更努力提升教學專業。 

教育部表示，為提升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教案設計、教材教法及班級經營等各項

教學知能，持續辦理進階班及回流教育班之培訓課程，並辦理相關研習，讓教學技巧持續

深化，也交流實務經驗，以確保教學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