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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變項」(性

別、年級、母親原國籍、家庭社經地位、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族群認同」和「自尊」之情形，以及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

群認同」與「自尊」在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差異，屏東縣外籍配

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相關性，瞭解屏東縣外籍配偶

國中子女「個人背景變項」對「族群認同」之解釋力，瞭解屏東縣外

籍配偶國中子女「個人背景變項」對「自尊」之解釋力，以及瞭解屏

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對「自尊」之解釋力，並瞭解屏

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個人背景變項」、「族群認同」對「自尊」之

解釋力。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Survey)之立意取樣方式，以屏東縣九十

八學年度國民中學學生 527 位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個人背景

調查表」、「族群認同量表」與「自尊量表」。本章將歸納本研究之發

現作成結論，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父母親、學校、政府以及社會

服務機關與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本章主要分為兩節進行探討，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第二節則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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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分析，歸納出下列幾點： 

 

一、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背景資料 

本次研究對象男生與女生約佔各半，男生人數稍多，年級以七年

級學生居多。家庭社經地位以「低社經地位及無業」所佔人數為最多。

母親原國籍方面，以母親國籍為「菲律賓」所佔人數為最多。就讀學

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以「人數多」為最多。  

 

二、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傾向於良好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整體族群認同傾向於良好。在分構面

上以「族群身分自我認定」層面表現最好，其次是其次依序為「族群

態度」、「族群行為」、「族群歸屬感」。綜合來說，女生的族群認

同較男生好。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父母雙族群認同」方面，「對父

親的族群認同」及「對母親原國家的族群認同」皆傾向於良好，且「對

父親的族群認同」高於「對母親原國家的族群認同」。 

    

三、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尚佳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整體自尊在中等程度以上。在分構面

上以「家庭自尊」與「社會自尊」的表現最為良好，其次是「身體自

尊」，最低為「學業自尊」，顯示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在學業部

分自我評價較低。綜合來說，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多的學生其

自尊較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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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與「自尊」有中程度正相 

    關性存在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其族群認同與自尊達顯著相關。屏東縣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愈好，其自尊也愈正向；自尊愈高，其族

群認同愈佳。 

 

五、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女生」對「族群認同」有3.9%解 

釋力        

    本研究結果發現，「女生」對「族群認同」有3.9%解釋力，意即「女

生」的族群認同較好。 

 

六、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變項」對「族群認同」無 

    顯著解釋力 

七、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對自尊有18.6％顯著解釋力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對自尊有18.6％顯著解釋

力，表示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越好其自尊就有可能越

高。 

 

八、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性別為「男生」者及「族群認同」此兩 

    變項對自尊有20.9％之顯著解釋力 

    本研究結果發現，「男生」及「族群認同」對自尊有20.9%解釋力，

意即「男生」及「族群認同」高者的自尊較正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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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與結論，從對教育行政機關、學校行政與教師

及未來研究方面提出建議，作為教育輔導與未來學術研究上之參考。 

 

一、政府行政機關 
 

  (一) 編修外籍配偶原國籍文化文宣刊物，廣辦多元文化活動 

    本研究研究發現，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傾向於正

向，且對父親或母親原國家族群認同皆顯著高於理論中點，其中，對

於母親原國家之認同顯著低於對父親的認同，顯示受試者族群認同有

可能因為居住在台灣及對母親原國家文化不了解等外在因素。另外，

本研究亦發現，有七至八成的學生能分辨母親原國家語言、傳統文

化，也知道母親原國家文化與台灣之不同處，但若要受試者穿上母親

原國家傳統服飾進行表演時，卻有七成學生表不願意，這結果可能與

外界對於外籍配偶有不同觀感，導致其子女在公開場合不願意表演原

因之一。 

   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對於母親原國家文

化是屬於認同，但有可能因為不了解或是大眾觀感不同，而不願意外

顯對母親原國家文化的認同，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行政機關編修外

籍配偶原國家文化文宣刊物，廣辦多元文化活動。藉由不斷的文化活

動交流，及文宣發放，使大眾多了解進而欣賞外籍配偶國家文化，對

國外文化產生尊重感，再者，其外籍配偶子女亦可能增加對母親原國

家的文化認同感，或許因此會不再排斥參與母親原國家文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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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發展各地有特色之異國文化，營造多元文化環境 

     本研究研究發現，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對於母親原國家之

認同顯著低於對父親的認同，且本研究亦發現在屏東有較多菲律賓籍

外籍配偶，因此建議政府單位可以依照不同縣市之外籍配偶文化背

景，來建設不同國家文化館。文化館內可展示不同國家的文化傳統。

文化館亦可融合當地特色舉辦活動，如此一來，帶動地方文化之外，

亦促進與外籍配偶原國家文化之融合，創造新景點和新視野。對於外

籍配偶家庭而言，減少了外界的誤解，也增加大眾對於外籍配偶原國

家的認識與好感，進而，外籍配偶子女從文化館了解母親原國家文化

之外，再獲得對母親的族群認同。 

 

二、學校行政與教師 
 

  (一)結合課程與教學，設計多元文化的教育與活動 

     本研究發現，族群認同與自尊成正向關係，因此為維護學生自

尊不致降低可從提高族群認同著眼起。本研究建議學校行政單位結合

課程與教學，設計多元文化的教育與活動，以提高學生族群認同。學

校行政主管透過改革一整體的多元文化設計課程，將學校營造成多元

文化教育環境，進而增進校園學生對不同文化認知與尊重。整體的多

元文化教育改革，可包括課程設計、教材、校園活動、校園環境與社

團等，藉由多元文化在校園的推廣，使學生更能融入多元文化，也間

接讓教育行政單位及師長具備多元文化觀念來教育學生。 

 

  (二)母語文化活動推廣 

     本研究發現，有六成受試者希望學習母親國家語言，另外，在

陳毓齡(2009)研究發現會使用母親語言的外籍配偶子女比不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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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族群認同高，且以母親語言能增進親子互動，促進子女安全感及

更加認同其母親原國家文化。以上皆表示學習母親語言對族群認同是

有益無害，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行政及師長，可以在課程設計中，

將母語文化納入教學，或是在假日時，鼓勵外籍配偶擔任教師，提供

學生學習不同語言文化機會。亦可設定針對外籍配偶不同語言文化進

行每週一次的活動，例如請外籍配偶到學校來舉辦演講或是園遊會

等，藉由不同語言文化刺激達到校園多元文化及族群認同。 

 

  (三) 重視班級輔導，建立班上良好同儕關係 

     本研究發現，性別為男生且族群認同高者對自尊有 20.9%解釋

力，且其自尊亦較高。因此本研究建議，身為多元族群的教師應重視

不同背景學生的班級輔導，依據不同背景的學生給予協助，並在適當

營造班級學生間互助與友愛氣氛，同時在課程中教導人際互動與相互

尊重的觀念與技巧，更應該創造小組互動機會，促進青少年發展歸屬

感並建立正向人際關係，學會自尊與尊重別人。 

      

(四) 增加輔導外籍配偶子女事務的輔導老師，及邀請外籍配偶家庭

家長擔任輔導志工 

     本研究發現，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多的學生其自尊較為

正向。因此研究者建議，可以經由學校輔導老師進而關心外籍配偶子

女。另外，研究者於發放問卷階段，與受試學校進行聯繫時，發現某

些學校輔導室設有外籍配偶子女專員來協助外籍配偶子女的各項事

務，研究者對於其專員的專業與熱誠印象深刻。因此，本研究建議每

間學校，不論外籍配偶子女多寡，都可配置一名外籍配偶子女輔導老

師，及邀請外籍配偶家庭家長擔任輔導志工來協助學生事務。輔導老

師及外籍配偶家庭之家長志工可辦理學生一般事務外，亦可當學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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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家庭的橋樑，建立良好溝通管道。 

 

三、給外籍配偶子女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女生族群認同顯著高於男生，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

或社區，可在固定假日安排一系列台灣或是母親原國家文化活動，邀

請學生與父母一起參與策劃活動，透過每週文化推廣活動，增加自我

認同感。 

 

四、給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由於時間和經費限制，僅限於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今後研究若可針對其他區域或縣市學生做取樣進行比

較研究，結果則將更具代表性。 

     另外，本研究僅做外籍配偶子女間比較，未將大陸籍配偶子女

及本國籍子女納入研究，因此無法將外籍、大陸籍配偶子女和本國籍

在族群認同與自尊方面做比較，亦無法了解其差異性。建議未來研究

可針對不同族群之間作比較，研究結果會更周延。 

 

  (二)在研究工具和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量化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研究工具均為自陳式

量表，學生可能因自我防衛、臨場反應或個人對問卷觀感而填答不

實，且利用統計處理問卷資料，較適合說明一般狀況，無法就某一個

別之樣本作深入的探討。未來資料蒐集若能輔以質性研究，利用田野

調查、深度訪談，將更增進資料的客觀性，更能深入探討外籍配偶國

中子女族群認同與自尊之問題，以彌補量化研究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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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橫斷性研究為主，雖然獲得廣泛的資料，但是難以深

入了解樣本之個別內在思維，與不同年齡階段之發展情形，亦無法釐

清現象背後複雜影響因素，引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採用縱貫性研究或是

觀察研究等方法，來補足橫斷性研究之不足。 

 

  (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所採取之背景變項有年級、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母親

原國籍、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等，然而這些變項對族群認同與

自尊之解釋力仍顯不足，因此有待採取更多變項，以全盤了解影響外

籍配偶國中子女的族群認同與自尊的因素。未來研究變項上可以增加

父母教養方式、父母教育程度、親子關係、外籍配偶子女父母之父妻

關係、使用母親原國籍語言、宗教信仰、學校外籍配偶子女比例等，

作更廣之探討，使研究結果結果解釋更周延。 

 

  (四)在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僅探討影響族群認同與自尊之因素及兩者間相關情形，

重點之一在探討族群認同對外籍配偶子女自尊的解釋力，但因影響外

籍配偶子女自尊因素非常多，建議未來可進一步探討外籍配偶子女之

家庭資本、學業成就、人際與同儕關係、社會行為，與族群認同或自

尊之關係，以呈現更完整之外籍配偶子女之族群認同或自尊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