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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使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比較不同國籍新移民母親 (中國籍、東南亞籍)

子女在國語、英語、數學三科和本國籍子女國小至高中職的學習差異。 實證發現,控制性別

及父母的教育程度後,母親國籍中港澳子女於小六及高二時國語科成績顯著優於本國籍子

女,其餘階段與本國籍無異;英語科除小四落後之外,高中職時的表現反而優於本國籍子女;

數學科於小四時成績稍微落後本國籍子女, 但隨著年級上升並無差異。 母親國籍東南亞子

女, 國語、英語及數學等三科成績雖於國小國中階段全面落後, 但國語及英語延伸至高中職

階段時,成績與本國籍皆無差異,僅數學科持續落後。 新移民子女就讀高中機率方面,母親

國籍中港澳的子女讀高中的機率顯著較高,而母親東南亞籍的子女則顯著較低。 除此之外,

父母教育程度與子女的學習成果有正向顯著關係,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 念高中的機率也

越高。

關鍵詞: 學習成果、新移民子女、母親國籍、中國、東南亞、TASA、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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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TASA) "

to compare the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three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native or

denizened mothers . Three subjects,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are eval-

uated and traced in the fourth, sixth, and eighth grades in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second year of ( vocational ) high schools. We find that after con-

trolling the gender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parents, the children with mother

from China whose Chinese score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native children in the

sixth grade and high school. The scores in English are lower for fourth graders but

better for high schoolers than native children; The scores in mathematics are slightly

behind the native children in the fourth grade but there’s no difference in others. The

scores of children with mothers from South-East Asia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a-

tive children in all three subjects during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s. However,

the sco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f ( vocational ) high schoolers shows no remark-

able differences from native children. There are , however ,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mathematics. In addition, children with mothers of foreign nationality have dif-

ferent progression rates to high school. The children with mothers from China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gression rates and the children with mother from South-East

Asia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progression rates. Moreov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par-

ent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nd pro-

gression rate to high school.

Key words :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hildren with denizened parents, mother na-

tionality ,China, South East Asia, 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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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國於1987年開放中國探親, 1992年放寬台商至大陸地區投資後, 加速的交流使得兩岸

婚姻也隨之增加。 而東南亞地區因應政府1994年的南向政策, 台灣男性受到鼓勵往東南

亞發展, 進而增進與該區域女性接觸之機會, 使得婚姻移民人數上升。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

資料,截至2018年12月底, 台灣地區新移民共計543,807人, 其中大陸、港澳地區配偶數為

359,461人(佔總體66.1%),而外籍 (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等)配偶數為184,346人 (佔

總體33.9%)。

表1呈現1998年至2017年間我國結婚人數的變化。 外籍配偶包含男性及女性, 但由表

1可知, 我國外籍配偶女性的比例遠高於男性, 因此本文以下所稱外籍配偶以非本國籍之

女性為主。 1998年至2003年間, 大陸籍配偶(含港澳) 每年由原先的11,452人增加近3倍

至31,353人。 外國籍配偶於1998年至2004年間,每年也由8,302人穩定增加2倍至17,588

人。 然而為遏止假結婚來台, 內政部於2003年起施行大陸配偶面談制度, 外交部亦於2005

年起加強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 可以推測自2003年後外籍配偶人數大幅縮減與此相關。

隨著婚姻移民逐漸成為我國第五大人口,新移民子女人數也成為我國整體國民素質以

及競爭力的重要環節。 根據教育部107年6月所編印的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

況統計, 近十年來國中小學生總數自270.7萬人降為180萬人, 新移民子女卻從10.4萬人

成長至18.1萬人, 在國小以及國中的學生比例分別為9.37%以及11.31%。 新移民不論在家

庭人口結構或者勞動力方面都對我國產生了重大的變化, 使台灣逐漸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國

家。 了解異國婚姻對其子女學習成效的影響等議題也受到關注,而新移民子女未來是否可

以成功融入台灣社會,觀察他們在學時期的表現也許能提供我們初步的方向。

目前文獻對於新移民子女學習研究主要集中於國中小階段,然而隨著時間推進,我們也

想持續了解分析新移民子女高中/職時的表現。 由於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陸續有

珍貴的資料釋出, 本研究得以使用同一年齡層跨年度的資料, 持續追蹤新移民子女與本國

籍子女至高中職的學習成果表現。 控制家庭社經背景後,進一步探討不同母親國籍對於子

女學習成就是否存在差異? 若有差異,是否隨年級產生變化? 不同科目是否會有不同特性?

新移民子女較偏向選擇高中或高職? 這些議題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本文共分5節,第1節為前言,第2節為文獻回顧,第3節為資料來源、變數說明及基本統

計量,第4節為計量模型及實證結果分析,最後第5節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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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過去關於新移民子女的研究議題大多為新移民以及其子女的生活適應、自我認同、學習態

度以及教養探索等, 相關文獻亦多集中於局部地區或單一年級、單一科目的研究。 王文玉

(2006)使用2004年的 「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資料,比較東南亞籍

配偶國小子女和本地子女的學習表現。 結果發現,控制了家庭背景、城鄉差距因素之後,東

南亞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與本國一般國小學生在學業表現上幾乎無顯著差異。 阮氏秋水

(2012)研究高雄市335位三至六年級國民小學新移民學童學習表現,發現父母親教育程度

越高的新移民子女, 國語文能力顯著高於父母親教育程度低的孩童。 蔡清中 (2006)以2005

年度台中縣國小中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結論為新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顯著低於

本籍配偶子女, 其中東南亞籍配偶子女的學習適應及學業成就均較大陸籍配偶子女為差,

學業成就因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及母親國語程度的不同而有差異。蔡旻芳 (2009)以2008年

臺南縣國小四至六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 發現台南縣外籍配偶子女年級愈高, 學

習適應漸有改善, 同時本國籍子女學習適應優於新移民子女,母親國籍對學習適應有顯著

影響。 王振世與蔡清中 (2008)以台中縣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東南亞籍、大

陸籍與本國籍配偶子女在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是否有所不同。 結論是外籍配偶子女之學

業成就與台灣一般學生有顯著不同, 在控制社經地位的影響之後, 東南亞組學生在七大領

域的表現均不如台灣組學生,1 而大陸組學生僅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

與人文等四學習領域較為弱勢。

相對於認為新移民較為負面的影響,部分國外相關文獻則發現移民第二代表現甚至更

佳。 Kao and Tienda (1995)使用美國1988年國家教育縱向研究資料發現,移民父母和本國

籍父母之間的行為差異是解釋不同國籍子女差異表現的重要因素。移民第二代因為英語能

力較父母流利,加上父母樂觀的期望使其更具向上企圖,因此學習成績較同儕更佳。 Fuligni

(1997)針對加州高中及中學的青少年研究家庭背景、父母態度、同儕支持以及青少年自己

的學習態度和行為對移民家庭學生學業成績的相對影響。 結果發現,第二代學生的數學和

英語成績高於本地家庭的學生。 Fuligni認為除了社會經濟背景,更重要的原因是同儕分享

以及移民父母對子女的教育。

以下介紹國內使用TASA資料分析的學習效果的相關論文研究。謝進昌 (2006)使用2007

年TASA 的資料比較本土和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差異, 結果顯示在國小六年級內, 並未

存在顯著的族群差異, 但是於國小四年級中, 則是以本土子女的表現平均優於新移民子女。

蔡瑜馨 (2012) 亦使用2007年TASA資料比較新移民母親子女與本國籍母親子女之國小六

年級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五科之學習成就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依序控制家庭社經

背景等變數後, 國籍效果與顯著水準皆下降, 除母親東南亞籍子女在數學科仍呈負向顯著

1七大領域為: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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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其餘四科皆已呈不顯著,而母親為中國籍者之子女學習成就, 在國語與社會兩科不論是

否控制家庭社經背景等變數, 均較本國籍母親子女佳, 國籍效果呈正向顯著關係。 謝進昌

(2006) 及蔡瑜馨 (2012) 兩者雖使用同樣資料但有不同結論, 可能是因為謝進昌 (2006) 並

無區分母親國籍 (中國籍或東南亞籍) ,而蔡瑜馨 (2012)進一步針對母親國籍比較子女學

習成就。

陶宏麟,銀慶貞,與洪嘉瑜 (2015) 使用TASA 分析同一個年齡層學生於小四、小六、國二

的國語文、英語文、數學成績。 在控制父母親教育程度之後, 實證發現父親是否為新移民,與

子女各類學科的成績無系統性的關係。 在母親方面, 中國大陸籍母親子女的成績多與本國

籍子女成績無差異;母親若為東南亞籍,與子女的成績有系統性的全面負向關係。這項系統

性的差異在國語文上沒有隨年級而擴大, 但差異持續保持;英語文與數學上的成績差異隨

年級而擴大, 其中以英語文最為嚴重,數學隨年級擴大的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 然而TASA

並非每年有資料釋出, 因此陶宏麟等 (2015)採用2007與2009年的小六資料代替2008小

六樣本,無法完整研究同一年齡層的資料。

為避免不同量測方式出現誤差,謝佩蓉,曾建銘,王如哲,與郭工賓 (2015) 使用TASA的

資料分層叢集抽樣2011年在學的四、六年級新移民家庭子女,並以非新移民子女為對照,檢

視學習表現是否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結果發現就讀四、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學習

表現顯著低於非移民子女, 且四年級差距較大,六年級差異較小。

上述的研究中,目前對於新移民子女學習研究主要集中於國中小階段,然而隨著時間推

進, 我們也想持續追蹤分析新移民子女高中時的表現,是否亦呈現上述結論或是隨著年級

持續擴大。 現行的教育體制及多元化的升學管道下,絕大部分的學子國中畢業後選擇繼續

升學,教育分流的影響於學生選擇高中或高職時已經出現。 林大森 (1999)探討了性別、省

籍、出生年次、出生地、父母親教育程度與父親職業等七個變項與教育分流的關連。 其中發

現,父親、母親教育程度以及父親職業三個變項愈好者, 子女愈偏向於就讀公立高中; 相反

的,父母背景愈差者, 子女只能考上私立高職。 駱明慶 (2002) 使用1954-2000年台大學生

學籍資料, 描述台大學生的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 發現考上台大和省籍、父母教育程度以

及居住地呈現正相關。

由於TASA後續有資料釋出,本研究得以使用同一年齡層跨年度的資料,持續追蹤新移

民子女與本國籍子女國小至高中職的學習成效表現,由此探討兩者學習的成就差異以及新

移民子女選擇就讀高中、高職的機率是否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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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來源、變數說明及基本統計量

本文使用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建立的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以下簡稱TASA)釋出的資料進行新移民子女與本

國籍子女學習成果分析。2 TASA採二階段隨機抽樣設計:第一階段根據全國二十五個縣市、

鄉鎮人口密度及班級數等三個變項, 進行分層叢集隨機抽樣學校名單;第二階段則根據抽

到之樣本學校所分配的抽樣學生名額, 於該校學生名單中進行簡單隨機抽樣。 而高中、高

職部分則採全國學校普測, 以比例進行運算抽樣。 TASA 以此建立國民中小學、高中及高職

學生學習成就長期資料庫, 同時受測學生填寫問卷,蒐集學生家庭等背景資料, 做為資料庫

變項分析使用以追蹤、分析學生在學習上之變化趨勢。

近年來TASA已釋放多筆資料,我們將其整理為表2。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欲以同一年齡

層在跨年度的表現做分析, 因此我們採用2007小學四年級 (以下簡稱2007小四) 、2009小

學六年級 (以下簡稱2009小六) 、2014高中及高職二年級 (以下簡稱2014高二、2014職二)

等三個年度、四個年級資料檔,觀察新移民子女隨著年級和本國籍子女的學習成果變化。然

而政府於2011年並無公布國中八年級的資料,本文因此採用2010年釋出的國中八年級資

料作為替代, 以便我們對於國中階段的學習表現可以不間斷地分析。 TASA 評量的五個科

目中, 我們使用的五個年級皆有針對國語、英語、數學三科施測, 本文因此選用此三科成績

作為評量, 分別進行分析。 表3為本文欲使用之各科原始釋出樣本數。

本文關心母親國籍對子女隨著年級 (小四、小六、國八、高二、職二)於各科 (國語、英語、

數學) 的學習成果變化, 故限定分析樣本為父親出生地本國籍者。 各科目的學習成就皆用

答對比例來衡量,即答對題數/總題數。 依照問卷 「母親出生地」選項, 將母親國籍分為四大

類: 台灣 (本國籍,以下簡稱母臺) 、中國大陸地區包含港澳 (以下簡稱母中) 、東南亞地區 (越

南、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新加坡等地, 以下簡稱母東) 以及其他,3 同

時排除母親出生地為 「不知道」者。4迴歸模型亦納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用以控制樣本的社

經背景,5 將選項分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含以上) 、「不知道」等四組。6

考量各科不同題本可能會產生難易度的差異,模型中也加入題本號控制題本變數。 五個年

級合計國語共75份題本,英語共38份題本,數學共75份題本。 以下我們將本文使用之迴歸

樣本數整理於表4, 其數量均占原始釋出樣本數九成以上。

2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授權號碼:17500064。
3因各年度東南亞地區分類選項不盡相同, 因此保留 「其他」。
4陶宏麟等 (2015)有針對母親出生地 「不知道」 做敏感度測試, 分別把 「不知道」歸入東南亞籍 、歸入本國

籍或者刪除來檢驗是否會對結果產生影響,結果並無因為樣本歸類而改變迴歸結論。
5除2007年問卷有父母職業外,2009、2010及2014皆無,故採用父母教育程度控制樣本的社經背景。
6樣本中勾選 「不知道」選項者的比例不少,故我們予以保留。

5



doi:10.6342/NTU201900676

表 2: TASA釋出資料整理

施測年度 年級 科目

2005 國小六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

2006、2007 國小四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

國小六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國中八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高中及高職二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09 國小四年級 國語、數學、自然

國小六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0 國中八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1 高中及高職二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2 國小四年級 國語、數學、自然

國小六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3 國中八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4 高中及高職二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5 國小四年級 國語、數學、自然

國小六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2016 國中八年級 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

資料來源: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釋出清冊

表 3: TASA釋出樣本數

學科別

施測年

度

年級 國語 英語 數學

2007 國小四年級 8,462 8,184 8,200
2009 國小六年級 8,390 8,241 8,198
2010 國中八年級 8,658 8,247 8,304
2014 高中二年級 7,344 7,357 7,061
2014 高職二年級 7,012 6,573 6,607

共計 39,866 38,602 38,370

資料來源: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2007
年數學資料於使用手冊上是8,205人, 合併時發現
有5人重複因此更正為8,200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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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科迴歸樣本數一覽表

科別 國語 英語 數學

釋出樣本數 39,866 38,602 38,370

A.限定父親國籍為本國並排

除未回答性別者之樣本數 37,580 36,212 36,087

B.排除母親樣本為
「我不知道」 之樣本數 287 155 241

C.未回答母親國籍之樣本數 233 232 205

D.排除未回答父母教育程度
之樣本數 35 39 49

E.樣本迴歸數
E=A-B-C-D 37,025 35,786 35,592

表5分別列出各組樣本的國語、英語及數學三科平均答對率與標準差。 首先就國語科分

析, 本國籍母親子女除了2007年小四及2014職二平均答對率 (以下通稱成績)較優外, 其

餘學習階段皆落後中國籍母親子女成績。 若和東南亞籍母親子女相較, 兩者學習成績在國

小國中階段持續保持落差,但進入高中職後成績落差縮小。而母親國籍為其他之樣本,於國

中小階段明顯落後本國籍及新移民子女, 但至高中/職階段時, 學習成績反而優於本國籍子

女。 英文科方面,本國籍母親子女學習成績僅於2014年職二些許落後中國籍母親子女, 其

餘學習階段皆表現較佳, 但兩者差距不大。 母親國籍為東南亞或其他子女則持續落後母親

為本國籍者,此現象隨年級增加,趨勢依然沒有改變。 母親國籍其他者,成績亦全面落後本

國籍子女。數學科方面,初步統計顯示母親中國籍子女和母親本國籍子女相比, 學習成績均

為落後但差距不大。 母親東南亞籍子女各階段亦落後母臺子女, 其差距至高中職階段依然

明顯。 母親其他子女於國小階段明顯落後母親本國籍及中國籍,然而在高職階段成績表現

反而更佳。

總括來說,根據表5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年級增加,母親中國籍子女表現至高中職時期,

不論國語、英語或數學,成績表現皆和本國籍差異不大或者優於本國籍子女。母親國籍東南

亞的子女則於國語、英語及數學皆全面持續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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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ASA資料受測者母親非本國籍比例

2007小四 2009小六 2010國八 2014高二 2014職二

國語 4.66% 3.72% 3.18% 2.49% 3.94%

英語 4.39% 4.09% 3.05% 3.02% 3.94%

數學 4.09% 3.75% 2.80% 2.09% 3.61%

母體 4.62% 4.85% 2.98% 3.80% 3.80%

資料來源: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 及教育統計

查詢網公告之資料。

為確定本文的新移民子女樣本數與實際母體是否相近,表6我們列出TASA資料中母親

為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籍比例, 和教育部公布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

及教育統計查詢網比較,7 兩者比例相似。 故本文假設於問卷中選擇母親國籍 「不知道」者

之樣本為隨機發生,並無偏向某一類組, 因此排除於迴歸樣本之外應不會造成偏誤。值得留

意的是, 高中/職階段母親為中國與東南亞籍比例出現落差,高二多低於母體比例,高職則

多高於母體比例。核對同一年齡層各級年度學生(母體), 2007年小四共288,491人, 2009小

六共288,304人, 2014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學生數268,614人, 加上2014專二人數18,364

人, 其中的差額為1,300餘人。 由於政府並無公布專科學生組成資料, 因此無法推估新移民

子女就讀專科的比例, 但可以推測雖然絕大多數的學子於國中畢業後依然選擇繼續升學。

7政府並無統計新移民子女就讀高中及高職人數分布概況資料, 因此本文用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公布103學

年高級中等學校總新移民子女人數統計占103學年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加上高職科人數,計算比例作為母體

數。 表中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含計普通科、專業群(職業)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學校)等學

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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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量模型及實證結果分析

4.1 國語、英語、數學學習成就分析

本文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母親國籍對子女的學習差異。 國語、英語及數學三科目的迴歸

式皆如下:

Sj ,i =α+βC DC j ,i +βE DE j ,i +βO DO j ,i + X j ,iϕ+η1E j ,i +η2E j ,i +η3E j ,i + . . .+ηR E j ,i +ε j ,i

其中:

1.Sj ,i表示j 學年第i 位學生的成績, j 學年共分為2007、2009、2010、2014S 及2014V。 其中S

代表高中生, V 代表高職生。 因此2014S 代表2014年高中生, 2014V 代表2014高職生。 成

績為答對率,由答對題數/總題數計算而成。

2. D代表母親國籍的虛擬變數,母親國籍C =中國, E =東南亞, O =其他,母親出生地台

灣者為參照組。

3. X j ,i為控制變數, 代表第j學年第i位學生的學生特性, 分別以虛擬變數呈現,包含性別、父

母教育程度。 本文分別以男生、父母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為參照組。

4. E為試題題本, ε j ,i為誤差項。

以下實證結果按照國語、英語、數學三個科目的學習成就依序呈現於表7、8、9。表7為各

年度分別跑的國語成績迴歸結果, 本文將其整理於同一表格, 以便觀察各組隨年級上升的

成績變化。 控制樣本性別、母親出生地、父母教育程度及題本等變數後,我們發現女生的國

語從國小至高中職階段皆顯著高於男生,此項結果和蔡瑜馨 (2012) 及陶宏麟等 (2015)相

同, 女生在國語學科具有性別優勢。

接著我們觀察母親出生地與子女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母親國籍為中港澳者,除了2009

小六及2014高二分別優於本國籍3.02%及4.52%外, 其餘年份皆和本國籍子女無差異。 而

母親國籍為東南亞籍者於2007小四、2009小六及2010國八時, 分別顯著落後本國籍子女

4.87%、2.67%及3.73%, 但至高中職時成績並無差異。 母其他子女於國小階段分別顯著落

後10.8%及12.9%, 但國中及高中職時則與本國籍無異,成績並無持續性落後。 父母教育程

度方面,相較於父母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的參照組,迴歸結果顯示隨著父母教育程度提高,

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正面顯著的影響。 以高中及高職階段來說,父親學歷研究所相較於國

中及以下者,成績分別高約5.56%及4.17%,母親學歷研究所相較於國中及以下者,成績分

別高約6.81%及5.96%。 而 「不知道」父母教育程度者則除了2007小四之外其他皆不顯著。

我們推估母親來自中港澳者較沒有語言及文化的適應問題, 其子女在國中小階段因此表現

和本國籍子女無異或者更好; 母親東南亞籍者雖然來台面臨語言隔閡以及生活習慣差異,

輔導自身小孩學業較為困難, 但我們將觀察延伸至高中職階段時, 母東子女的表現如同母

中子女,成績和本國籍子女無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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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母親國籍與子女學習成就差異-國語

2007小四 2009小六 2010國八 2014高二 2014職二

女生 0.0155*** 0.0313*** 0.0508*** 0.0446*** 0.0423***
(0.004) (0.003) (0.004) (0.004) (0.005)

母中 -0.0112 0.0302** 0.0203 0.0452*** -0.00589
(0.014) (0.013) (0.018) (0.015) (0.021)

母東 -0.0487*** -0.0266** -0.0373** 0.00331 -0.0225
(0.015) (0.012) (0.016) (0.020) (0.016)

母其他 -0.108*** -0.129*** -0.0509 0.0257 0.00948
(0.020) (0.041) (0.049) (0.026) (0.034)

父親高中職 0.0427*** 0.0248*** 0.0296*** 0.00999 0.0124**
(0.007) (0.006) (0.006) (0.007) (0.006)

父親大學專 0.0734*** 0.0608*** 0.101*** 0.0387*** 0.0556***
(0.008) (0.006) (0.007) (0.007) (0.008)

父親研究所 0.109*** 0.103*** 0.152*** 0.0555*** 0.0417***
(0.011) (0.009) (0.010) (0.009) (0.016)

父親不知道 0.0282*** 0.00975 0.0294*** -0.00787 -0.00489
(0.007) (0.007) (0.009) (0.013) (0.011)

母親高中職 0.0440*** 0.0360*** 0.0390*** 0.0112 0.0238***
(0.007) (0.006) (0.006) (0.007) (0.006)

母親大學專 0.0500*** 0.0615*** 0.0748*** 0.0351*** 0.0494***
(0.008) (0.007) (0.008) (0.008) (0.008)

母親研究所 0.0396*** 0.0748*** 0.0694*** 0.0681*** 0.0596**
(0.014) (0.012) (0.014) (0.011) (0.023)

母親不知道 0.0174** 0.0125 -0.00983 -0.00468 -0.0122
(0.008) (0.008) (0.010) (0.014) (0.011)

題本 略 略 略 略 略

常數項 0.584*** 0.647*** 0.574*** 0.603*** 0.467***
(0.008) (0.010) (0.009) (0.010) (0.010)

樣本數 7,033 7,803 8,276 7,144 6,769
R-squared 0.0843 0.1502 0.1338 0.0790 0.0538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星號標示***p<0.01,**p<0.05,*p<0.1。

表8為英語成績迴歸結果。 英語的學習方面, 女生的表現和國語科相同, 國小至高中職

時皆顯著優於男生, 且國中以上差距大於國小階段。 接著我們觀察母親出生地和子女學習

成就的影響,母中的子女除2007小四顯著落後本國籍子女8.19%外,其餘年級並無差異,高

中職階段時的成績甚至分別優於本國籍3.06%及4.64%。 母東以及母其他的子女於國小至

國中階段皆落後本國籍, 其中母東與母臺子女差距分別為9.67%、4.72%及 7.24%, 但高中

職階段時兩者表現沒有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陶宏麟等(2015)於英語科目發現母親國

籍為東南亞的子女, 國小到國中階段的學習成績似乎有落後擴大的現象, 而本文將觀察年

級延伸至高中高職階段時, 並無持續落後或者落後擴大的情形。

父母教育程度的部分, 不論是父親或母親,隨著教育程度提高, 子女成績皆顯著高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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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育為國中以下的參照組,此趨勢於子女國小至高中職階段皆相同。 而父母教育程度不

知道者,於國中以下階段亦優於參照組。

表 8: 母親國籍與子女學習成就差異-英語

2007小四 2009小六 2010國八 2014高二 2014職二

女生 0.0388*** 0.0374*** 0.0822*** 0.0683*** 0.0995***
(0.003) (0.003) (0.005) (0.005) (0.006)

母中 -0.0819*** 0.00435 -0.0215 0.0306* 0.0464*
(0.015) (0.012) (0.024) (0.019) (0.027)

母東 -0.0967*** -0.0472*** -0.0724*** -0.0351 -0.0142
(0.013) (0.012) (0.018) (0.022) (0.019)

母其他 -0.0972*** -0.0416* -0.180** -0.0526 0.0172
(0.019) (0.023) (0.089) (0.064) (0.041)

父親高中職 0.0427*** 0.0623*** 0.0742*** 0.0371*** 0.0520***
(0.007) (0.006) (0.008) (0.009) (0.008)

父親大學專 0.0622*** 0.108*** 0.180*** 0.0856*** 0.125***
(0.007) (0.006) (0.009) (0.009) (0.010)

父親研究所 0.0981*** 0.143*** 0.237*** 0.133*** 0.149***
(0.009) (0.009) (0.012) (0.011) (0.020)

父親不知道 0.0306*** 0.0530*** 0.0639*** 0.01 0.00101
(0.007) (0.007) (0.011) (0.017) (0.014)

母親高中職 0.0259*** 0.0413*** 0.0680*** 0.0378*** 0.0379***
(0.007) (0.006) (0.008) (0.010) (0.008)

母親大學專 0.0530*** 0.0804*** 0.138*** 0.0874*** 0.0871***
(0.007) (0.007) (0.010) (0.011) (0.011)

母親研究所 0.0372*** 0.0796*** 0.159*** 0.121*** 0.0820***
(0.012) (0.011) (0.016) (0.013) (0.030)

母親不知道 0.0231*** 0.0165** 0.0209* -0.0167 -0.016
(0.007) (0.008) (0.012) (0.019) (0.014)

題本 略 略 略 略 略

常數項 0.776*** 0.616*** 0.452*** 0.548*** 0.413***
(0.007) 0.009 (0.010) (0.012) (0.010)

樣本數 6,721 7,646 7,891 7,154 6,374
R-squared 0.0972 0.5788 0.2203 0.1345 0.1134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星號標示***p<0.01,**p<0.05,*p<0.1。

表9為數學成績迴歸結果。數學學習方面,女生小四及高二時分別落後男生2.85%、3.57%,

其餘階段皆與男生無異。 母親國籍方面,母中子女成績僅2007小四落後本國籍子女4%, 其

餘階段皆無異。 而母東子女於國小至高中職全面落後本國籍子女, 分別低6.72%、6.61%、

6.55%、7.75%及3.38%,高二成績與過去學習階段相比,落後差距些許擴大, 但職二則無此

情形, 同時職二相較於高二落後幅度較少。而母其他子女除了國小階段落後母臺子女外,高

中職表現並無落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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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母親國籍與子女學習成就差異-數學

2007小四 2009小六 2010國八 2014高二 2014職二

女生 -0.0285*** 0.00238 0.0031 -0.0357*** 0.000383
(0.004) (0.005) (0.006) (0.005) (0.005)

母中 -0.0400** 0.0043 -0.024 -0.00405 -0.00814
(0.016) (0.022) (0.026) (0.023) (0.020)

母東 -0.0672*** -0.0661*** -0.0655*** -0.0775** -0.0338**
(0.014) (0.019) (0.020) (0.035) (0.015)

母其他 -0.0702*** -0.187*** -0.0913 -0.0237 0.0374
(0.025) (0.068) (0.058) (0.037) (0.038)

父親高中職 0.0335*** 0.0506*** 0.0528*** -0.00539 0.0103
(0.008) (0.008) (0.008) (0.009) (0.006)

父親大學專 0.0584*** 0.100*** 0.145*** 0.0317*** 0.0419***
(0.009) (0.009) (0.010) (0.009) (0.008)

父親研究所 0.115*** 0.144*** 0.206*** 0.0627*** 0.0689***
(0.012) (0.013) (0.014) (0.012) (0.019)

父親不知道 0.0156* 0.0333*** 0.0558*** -0.0251 -0.00614
(0.008) (0.010) (0.012) (0.016) (0.011)

母親高中職 0.0335*** 0.0401*** 0.0452*** -0.00401 0.0243***
(0.008) (0.008) (0.008) (0.009) (0.007)

母親大學專 0.039*** 0.063*** 0.145*** 0.033*** 0.0439***
(0.009) (0.010) (0.010) (0.010) (0.009)

母親研究所 -0.0132 0.0732*** 0.113*** 0.0404*** 0.0598**
(0.015) (0.017) (0.019) (0.014) (0.024)

母親不知道 0.0232*** 0.00242 0.00804 -0.00241 0.0105
(0.008) (0.011) (0.012) (0.017) (0.012)

題本 略 略 略 略 略

常數項 0.558*** 0.566*** 0.473*** 0.591*** 0.377***
(0.009) (0.015) (0.012) (0.013) (0.010)

樣本數 6,768 7,598 7,953 6,876 6,397
R-squared 0.0770 0.0834 0.1307 0.0494 0.0331

註1 : 括弧內為標準差,星號標示***p<0.01,**p<0.05,*p<0.1。

父母教育程度方面, 在國中小階段時, 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大學/專及研究所者的

子女, 成績顯著較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佳。 高中階段時, 父母親教育程度大學專以

上才對子女成績有正向影響。 另外, 控制了父母教育程度後, 母東子女成績依然顯著落後

於本國籍及母中子女。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98學年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

統計,新移民子女分布地區有顯著差異, 如越南、印尼籍多集中在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

南等農業縣, 中國大陸籍則多集中於都會區或者鄰近都會區為主。 如同蔡瑜馨 (2012)認為

教育資源的多寡對英語及數學影響最大, 我們認為由於新移民子女分布不平均,生活背景

亦不相同,數學科成績的落後現象也許只是反映城鄉差異而非母親為東南亞籍新移民。 然

而TASA資料中並無公布學生居住區域、家庭年收入等項目, 同時本文採用的各年度資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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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除2007年外皆無父母職業調查, 因此我們僅能猜測此可能性為成績差異的原因之一。

過去的研究著重於國小階段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多為母親為中港澳籍者表現較母臺

學生佳,而母親為東南亞籍則表現落後母臺學生。 但當我們將研究延伸到高中職時可以發

現,除了母東子女的數學科確實落後母臺及母中子女, 國語及英文成績皆無落後, 並沒有如

陶宏麟等(2015)所言,英語與數學上的成績差異隨年級而擴大的問題。 我們推估有可能是

下列幾項原因:一是學生在考高中時已經經過篩選, 分別根據自身的學習成績進入了適性

的學制, 因此學習差距並沒有隨年級上升而有持續落後的現象。 二是高中/職時期的學習

多半不經由父母指導,而是經由學校、自身或者補習班,母親是否國語流利已非重要影響因

素。

4.2 不同國籍新移民子女就讀高中機率的差異

陶宏麟等 (2015) 在控制父母親教育後發現,本國籍子女在國語、英語及數學科成績皆優於

東南亞籍者; 但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 國語科的表現則優於本國籍子女,本文的結論與其相

左。 我們發現, 和過去多數的研究結果不同,當研究延長至高中職階段時,母親國籍東南亞

子女除了數學之外, 國語及英語的表現皆與本國籍子女無異;母親國籍為中港澳籍的子女,

在於2014高中國語、2014高中及高職英文成績優於本國籍子女。 本文推估其原因或許是

因為學生在選擇念高中或高職時, 分別根據自身的學習成績進入了適性的學制。

根據表6本文所採用的TASA 2014年資料中,母親為外籍子女就讀高中比例較本國籍子

女低(相對於就讀高職)。 我們欲進一步探討是否與本國籍和外籍母親子女有不同家庭背景

有關。 本文採用父母教育程度作為社經背景的變數, 因此表10整理2014高二及職二的父

母教育程度分布。 8

首先我們觀察高中和高職子女的父親教育程度特性。高中子女的父親,就讀國中以下的

比例約為11.7%,較高職子女父親的26.4%比例為低。 此外,相較於高中子女的父親就讀大

學/專以上的比例為53.1%, 高職父親則為23.6%。 高中學生母親方面, 外籍母親的教育程

度明顯較本國籍母親低,母親東南亞籍情況又更甚母親中港澳籍者。 母中和母東就讀國中

以下者分別為26.9%及41.5%,母臺則為8.8%。 母中和母東就讀大學/專以上者為27.5%及

21.7%,母臺則為47.9%。

表10下方我們進一步觀察高職學生的情況。母中和母東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的比例分別

為40.1%及42.7%,仍舊明顯高於母臺的20.3%。除此之外,母中和母東教育程度大學/專以

上者比例也低於母臺。 而同樣是本國籍,高中子女的母親教育程度則高於高職子女的母親,

兩者就讀大學/專以上的比例分別為47.9%及21.6%。

8本文父親皆為本國籍, 因此僅母親依不同國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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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合併了2014年高中和高職國語、英語及數學的資料, 使用 『 2014高中生 』這個虛

擬變數作為被解釋變數, 『母親國籍 』、『性別 』、『父母教育程度』等虛擬變數作為解釋變

數。 以迴歸式表達即為 :

T 2014Si =α+βC DC j ,i +βE DE j ,i +βO DO j ,i + X j ,iϕ+ ε j ,i

其中T 2014Si為2014年第i位高中生, D代表母親國籍的虛擬變數 ,母親國籍C =中國, E =

東南亞, O =其他, X i代表第i 位學生的學生特性,包含性別、父母教育程度。 本文分別以男

生、父母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參照組,迴歸結果呈現於表11的模型 (1) - (3)。 模型 (1)僅以

性別和母親為外籍作為解釋變數, 女生就讀高中的機率顯著較男生高了約4.9%,而母親為

中港澳或東南亞籍則有不同顯著效果,母中的子女就讀高中比例較本國籍高約4.4%,而母

東子女則低了約23%。 模型 (2)我們加入父親教育程度為控制變數,相較於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 (含) 以下,父親教育程度越高, 子女就讀高中的機率越高,父親為高中職、大學專和研

究所者,就讀高中機率分別顯著的高了11.6%、34.8%和50.7%。模型 (3)我們加入母親教育

程度做為控制變數, 和前述相同,母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選擇念高中有顯著的效果。

值得留意的是,控制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後,母親為中港澳者念高中的機率上升至12.8%,而

母親為東南亞籍者念高中的機率由原先低23%上升為低約7.9%,女生念高中的比例依然顯

著較男生高4.59%,這樣的結果也和駱明慶 (2018)相同,控制了母親國籍及父母人口特性

後, 女生就讀高中的機率依然比男生高。 我們得以推測, 父母的教育程度確實會影響子女

念高中的機率, 性別女生就讀高中的機率較男生為高, 同時母親國籍的不同會對子女就讀

高中職的機率產生影響。而新移民子女在高中職的表現和本國籍子女多無差別的原因可能

來自於念讀高中職比例的不同,若高中高職使用相同的題本進行測驗, 也許差異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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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子女就讀高中迴歸結果

就讀高中

(1) (2) (3)
女生 0.0491*** 0.0489*** 0.0459***

(0.005) (0.005) (0.005)
母親中港澳 0.0438** 0.106*** 0.128***

(0.021) (0.020) (0.020)
母親東南亞 -0.230*** -0.109*** -0.0789***

(0.017) (0.017) (0.017)
母親其他 -0.0597 -0.0491 -0.0318

(0.040) (0.036) (0.037)
父親高中職 0.116*** 0.0833***

(0.007) (0.007)
父親大學專 0.348*** 0.249***

(0.007) (0.008)
父親研究所 0.507*** 0.358***

(0.009) (0.011)
父親不知道 0.0412*** 0.0469***

(0.011) (0.013)
母親高中職 0.0798***

(0.007)
母親大學專 0.198***

(0.009)
母親研究所 0.263***

(0.013)
母親不知道 -0.000065

(0.013)
常數項 0.500*** 0.305*** 0.252***

(0.003) (0.006) (0.007)

樣本數 40,714 40,714 40,714
R-squared 0.0062 0.1082 0.1238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星號標示***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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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本文使用TASA 釋出的資料進行新移民子女與本國籍子女學習成果分析。 過去使用TASA

資料研究不同母親國籍子女學習成果的文獻主要有四篇,其中謝進昌 (2008)及蔡瑜馨 (2012)

皆使用2007小四的資料,謝佩蓉等 (2015)則使用2011年小四及小六的資料,陶宏麟等 (2015)

使用2006、2007、2009、2010的小四、小六、國八資料,檢視同一年齡層跨年度的移動分析。

不過相較於上述的研究僅聚焦於國小及國中階段, 本文使用2007、2009、2010、2014年小

四、小六、國八、高二/職二等同一年齡層跨年度的資料, 將學習成果的探討延伸至高中職。

此外,本文亦進一步討論新移民子女就讀高中、高職的機率是否與本國籍子女有所不同。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控制了性別及父母教育程度後,母親國籍的不同與子女的學習成果

存在差異,然而母親為新移民對子女成績無全面負向關係。 母親國籍中港澳者子女於小六

及高二時國語成績顯著優於本國籍子女, 其餘階段與本國籍無異;英語科除小四落後之外,

高中職時的表現反而優於本國籍子女;數學科於小四時成績稍微落後本國籍子女, 但隨著

年級上升並無差異。 而母親國籍東南亞者子女, 國語、英語及數學等三科成績雖於國小國

中階段全面落後, 但國語及英語延伸至高中職階段時,成績與本國籍皆無差異,僅數學科持

續落後。 然而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考高中時的教育分流,新移民子女分別依據自身成績

進入了高中及高職,若兩者持續使用相同題庫測驗,或許差異依然存在。 除此之外,與過去

研究結果相同, 我們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與子女的學習成果有正相關,從國小至高中職階段

多為顯著。

新移民子女就讀高中機率方面,控制了性別及父母親教育程度後,母親國籍中港澳的子

女讀高中的機率顯著較高,而母親東南亞籍的子女則顯著較低。 顯示即使同為新移民子女,

母親國籍不同仍有不同效果。 另外,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 子女就讀高中的機率顯著越高。

因為TASA並非每年進行施測或者部分資料無開放外界使用,本文國中階段的學習成果

僅得用他年資料一併分析。 由於資料即使是同一年齡層但並非同一群樣本, 因此無法完全

排除樣本特性不同造成影響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TASA 的學生問卷並無持續調查父母職

業或居住區域, 關於社經地位的變數我們僅能採用父母教育程度, 也許無法完全解釋實證

結果。

過去多認為新移民子女因為需要文化及語言上的適應, 學習表現常不若本國籍, 但本文

研究發現,當研究延伸到高中職階段時, 他們的表現並無較差。 母親國籍中港澳者, 其子女

的求學時期的表現和本國籍並無太大差異;母親東南亞籍子女, 在國中小階段較為弱勢,顯

示母親母語非國語的確會造成影響。 有鑒於此,政府可以推動東南亞籍新移民的成人班或

多元進修學習,進一步消除語言隔閡、提升他們的教育程度,加強協助新移民融入台灣社會。

學校教育方面,針對不同族群的新移民子女須有不同的介入輔導方式, 投入輔助其子女在

國中小時期的學習,減少新移民子女的適應時間以及消彌中低年級時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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