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 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生命教育之新移民文化融入課程行動研究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花蓮縣 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貳、背景與需求分析： 

自 100 年起政府為落實十二年國教不遺餘力，並擘劃三大願景：「提升中小學教育

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以期發揮對每一位孩子有合宜之

輔導策略。然因各校之人力規模、地理位置、文化場域不盡相同，落實教育政策之方式

需因時因地制宜，為加強領域課程教學的縱深，以持續深耕孩子的在地公民意識，規畫

以行動研究模式與學校合作其生命教育中對個人生命經驗的反思關照，而能發展相應之

執行方式，研發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方案，以供他校參照，提升課程教學相關知能。 

總統於 105 年 9 月提出「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以凝聚民間各部門力量，同時也

向國際社會尤其是東協及南亞國家等傳達我國願意推動各項合作的意願。故花蓮作為有

相當比例的新移民家庭地區，如何讓多數比例為東南亞國家的新移民之子在既有的教育

系統中確立自身文化認同，且互與台灣的多元族群彼此交流，從語言、文化等面向，共

同在學校場域裡深耕其生命經驗之發展，為學校教師可精進學習之創造友善校園條件。 

参、 目的： 

一、透過生命教育發展新移民家庭與新移民之子在教育系統中的建立自身的文化認

同，使其在台灣社會翻轉過去因未能深入理解，而導致對東南亞國家發展落後的

刻版印象，連帶發生的汙名化標籤。建立校園內新移民家庭文化的深入認識與對

東南亞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理解。 

二、藉由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增能賦權教師於實務場域中之行動與反思，回歸在地

經驗知識之深化與產出，使教師具備研發新移民文化生命教育教學方案之專業能

力，使校園內多元文化族群之友善共處與共榮能夠持續開展。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協辦單位：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 

伍、參與對象：參與成員共計 12 人 

一、外聘專家： 

(一)楊華美(花蓮縣議員) 

(二)張明慧(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發起人暨理事、台灣兒童發展協會馬匹輔助教育

中心) 

二、國中小各領域教師 

三、輔諮中心人員 

四、行政工作人員 

陸、實施時間：108 年 2月～6月間辦理。 

柒、實施地點：富源國中閱覽室、馬匹輔助教育中心。 

捌、課程安排： 

場次/日期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負責人/進行方式 地點 

(1) 5 月 10日 

(星期五) 

9:00~12:00 

13:30~16:30 

新移民家庭之親子教養知能 

擁抱你的愛 

外聘專家： 

張明慧/主題講座 

富源國中

閱覽室 

(2) 5月 26日 

(星期日) 

9:00~12:00 

13:30~16:30 

新移民家庭學生輔導工作建構 

將心比心，消除潛意識歧視 

外聘專家： 

張明慧/主題講座 

馬匹輔助

教育中心 

(3) 安排中 

(星期  ) 

9:00~12:00 

13:30~16:30 

新移民姊妹的賦權之路 

如何發展其社會行動參與策略 

外聘專家： 

張明慧/主題講座 

富源國中

閱覽室 

(4) 安排中 

(星期  ) 

9:00~12:00 

13:30~16:30 

新移民家庭多元文化認識 

母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差異 

東南亞美食文化介紹 

外聘專家： 

楊華美/主題講座 

富源國中

閱覽室 

 

玖、預期成效： 

一、參與者能透過此行動研究方案，從歷程中發展出對新移民家庭與文化具有脈絡化

的認識，視為完整系統且整體性地看待，產生新的視框重新理解新移民文化，

進而具備生命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之專業知能。 



二、參與者藉由行動研究與新移民文化之學習，具備研發創新生命教育教材教學方案

之專業知能，並在課堂中實踐。 

拾、成效評估： 

一、透過問卷形式評估參與者對此議題的了解程度；並透過研習過程中之討論、反思

與回饋，確認參與者是否具備生命教育融入課程之專業知能。 

二、藉由研發創新之生命教育教材教學方案（教案或輔導方案）之產出，評估參與者

是否具備研發創新教學方案之專業知能及實踐力。 

拾壹、敘獎：辦理本計畫有功之相關人員，依規定予以敘獎鼓勵。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