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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9年跨國銜轉孩子之系統建置研究與評估計畫
109-112年跨國銜轉學生之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 (Ⅰ)
112-115年跨國銜轉學生之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 (Ⅱ)

112年度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線上研習



截至112年8月1日止，全國22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已填報跨國銜轉學生
（含結案）填報校數及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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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於109年
5月開放全國跨
轉生線上系統填
報，目前除連江
縣以外，全國21
縣市皆有跨轉生
通報且開案案例。

• 截至112/08/01，
高中職填報計有
39校、54人；
國中計有247校、
504人；國小計
有552校、1239
人。共計838校、
1797人。



花蓮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案中之跨國銜轉學生涵蓋區域分布2

數據統計截至112.08.01

行政區域 總校數 總人數 學校 人數

花蓮市 5 6

縣立美崙國中 2

縣立自強國中 1

縣立中華國小 1

縣立中正國小 1

縣立明廉國小 1

新城鄉 2 2
私立海星高中 1

縣立嘉里國小 1

壽豐鄉 1 2 縣立壽豐國中 2

鳳林鎮 2 2
縣立鳳林國中 1

縣立鳳仁國小 1

玉里鎮 1 1 國立玉里高中 1

吉安鄉 1 1 縣立北昌國小 1



跨轉生之定義與判別

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

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鍾鎮城，2017）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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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國外來（回）臺灣或在國內從不同教育系統進入國教體系就讀 (可能為本

籍生或是外籍生)。

 無論學生是否在臺灣出生，亦無論其家庭背景係屬父母為雙臺、一臺一外或是雙

外，在來（回）臺灣就讀國教當下，學生本身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部分

或全部）零/初級程度，或是在非屬特教生身分之情況下，其華語文溝通能力無

法達到一般國教同齡學生之程度者。

 以上兩者皆符合，即具有跨轉生填報資格。

判別



跨轉生與學校所面臨之困境4

問題解決率 (%)



跨轉生之可能家庭來源5

大專院校境外學生
(109-110學年正式修讀
學位者-含中國&港澳)

127,770
(教育部統計處，111.12更新)

外籍配偶
(新住民)

575,779
(內政部移民署，111.10更新)

外籍工作者
(產業和社福移工
& 外國專業人員)

1,439,129
(勞動部統計處，111.10更新)

臺人赴海外
工作者

約501,000
(行政院主計總處，109.12更新)

合計 約 2,643,678人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
https://statdb.mol.gov.tw/html/mon/i0120020620.htm
https://www.stat.gov.tw/np.asp?ctNode=6391


跨轉生之多元背景組成要素與交叉影響6

在臺灣出生
（出生後一年內
被帶至國外）

在臺灣出生
（出生後一年後
被帶至國外）

在國外出生

第一次
來(回)臺灣

曾多次
來(回)臺灣

學齡前
來(回)臺灣

學齡期間
來(回)臺灣

父母皆外籍
且非華裔

父母
皆中華民國籍

父母
一外籍且為華裔、
一中華民國籍

父母皆外籍
且為華裔

父母
一外籍且非華裔、
一中華民國籍

父母皆外籍
且其一為華裔

華語文能力
聆聽

華語文能力
口說

華語文能力
閱讀

華語文能力
書寫

(近)零基礎

略可

達基本

流利

一般



跨轉生之定義與判別7

跨轉生來（回）臺灣並進入國教體制後，各方所面臨的情況

1. 當地語言（即華語文）的使用
2. 學制的對應及差異
3. 學科的學習與測驗
4. 校園及班級融入與適應
5. 文化的認同與隔閡

學生端

1. 年級編列的判別
2. 降轉的必要與否與考量
3. 導師與科任教師的意願
4. 華語文師資的投入與培養
5. 其他學習資源的安排
6. 處室間的業務分工

行政端

1. 語言溝通不良
2. 教材的選擇與使用
3. 同儕的反應與互動
4. 學科學習評量的依據及

標準

教學端

解決問題

發現問題

「跨國銜轉」(transnational) ≠「轉銜」(transitional)



來自非東南亞七國約38.68%，
人數最多者：
美國、中國、韓國、日本、中國香
港、加拿大等

來自東南亞七國約61.32%，其中包含：
1. 父母一臺一外(符合申請)，佔48.75 %
2. 父母皆雙外(不符合申請) ，佔8.24%
3. 父母皆雙臺(不符合申請) ，佔4.34%

衍生問題：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是否能針對非
國教署補助之非東南亞七國跨轉生，
進行預算編列和挹注?

全國22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轉生之家庭來源與來源國分析(截至112年8月1日止)8



臺灣跨轉生語言教育支持系統:共生共存的語言服務(1)9



跨國銜轉學生
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

跨轉生
入校

該縣市教育局(處)/學校/家長：
跨轉生華語文習得規劃會議與安置

全國22縣市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高中職、
國中、國小）

高師大跨轉團隊：
列舉跨轉生名單並通知各縣市教育局(處)

該縣市教育局(處)：
1. 查詢孩童目前就學情況

及追蹤去向
2. 已入校者須進行填報

由上而下之資料
對接通知

由下而上之跨轉生入學通報
該縣市教育局(處)：
依會議決議開案

學校：
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經費

國教署/該縣市教育局(處)：
核准華語文學習扶助經費

資料介接(跨單位)

介接資料尚未與填報系統整合，
預計日後新增此功能

清華大學(負責學籍系統單位)：
提供介接之「收養登記(FA61)」及「初設
戶籍登記(FA77)」特定欄位資料

臺灣跨轉生語言教育支持系統:共生共存的語言服務(2)10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之數據輸入11

※各級學校跨轉業務承辦人員可登入填報系統檢視



原班級(融入)

作業指派和學習評量方面

• 針對學習差異化，酌量分配作業

• 成就與表現評量客製化，符合學習進度

課程內容方面

• 初級(學習華語文)：著重生活華語文課程

• 中級(以華語文學習華語文)：以國教課程為
主，輔以任務主題，如：以社會科主題引
導華語文學習

溝通 & 協調

華語文課(抽離)

混合式
教學

跨轉生之華語文習得課程安排12



• 華語文相關系所準華師
• 大學華語中心教師

• 現職/退休教師
• 代理代課教師
• NGO教育團體教師
• 學校志工

現階段師資來源 未來師培方向

校方自理 師資媒合 具備二語教學能力之國教教師

優點
• 教師和導師容易配合，了

解跨轉生學習狀況。
• 華語文教師具第二語言習

得或雙語之理論背景。
• 國教教師具有協助跨轉生之教學能力，

可縮短尋求師資之行政時間。

缺點
• 教師可能無第二語言習得

或雙語雙文化之理論背景。

• 華語文教師並非編制教師。
• 華語文教師與導師之間難

以有溝通討論時間。

• 協助跨轉生可能會被視為校園內具備
二語教學能力之國教教師理應優先承
接之教育工作。

跨轉生之師資來源
跨轉生

校方自理

師資媒合

跨轉生之現階段師資來源與未來師培方向13



• 以有效數據進行統計
• 數據統計截至112.08.01

跨轉數據分布現況（學齡年級/降轉級距）14



跨轉數據分布現況（性別/降轉級距）15

• 以有效數據進行統計
• 數據統計截至112.08.01



“我一直認為，人在移動過程中，為了成就或追逐當下最迫切
需要的，常會透過損失已有的認同或智能作為代價，可是這不
該是拋棄而後獲得的取捨過程。我一直在追求的是怎麼樣取得
共存共好，建立起相互依賴性的生態原則。如果做得好，全球
很多人，在移動過程中，不會拋棄他原有的語言文化，反倒是
珍視他所擁有的，同時又擁抱新事物。以上的跨轉研究追尋，
帶給我極大的成就感。” （胡依嘉，2021，P.91）

胡依嘉(2021)。新世代華文教育先行者-專訪鍾鎮城教授。華文世界。127, 89-93。

我的跨轉生教育志業--為什麼考量銜轉因素很重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