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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擬答】 
新移民子女文化公民權之現況與課題： 

新移民（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由於母國文化、語言、風俗及文字與本地的差異，容易造成新移民子女在生活

適應、學習適應上的困難，對於新移民教養子女亦因新移民不諳本國文字而造成家庭作業指導及親師溝通的困

難。大陸配偶在語言上雖亦使用華語，但因其並非使用注音符號拼音，因此在教導子女學習漢字上亦有部分困

難。 
綜觀歐美先進國家對新移民子女所提供之教育輔導措施可知，其除在保有新移民母國的文化特色外，亦重視協

助新移民子女融入當地生活，解決其生活適應、學習適應、課業輔導、親師溝通等課題。 
為因應新移民子女（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人數逐年成長，協助新移民子女生活適應、學習適應、課業輔導及

親師溝通等課題，教育部曾辦理「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以符應新移民子女教育發展之需要。 
新移民子女文化公民權之改善方案 

教育部對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相關教育計畫有「補助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補助

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等，其中「補助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之

主要辦理項目有：實施輔導活動方案、親職教育活動、舉辦國際日或多元文化週活動、辦理多元文化教師研習、

辦理教育方式研討會等。另「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之主要辦理項目為學習成就低落者

之補救教學。 
為因應新移民子女人數逐年成長，以符應新移民子女教育發展之需要，教育部修正「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

輔導計畫作業原則」，訂定「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方案內容如下： 
實施諮詢輔導方案： 

諮詢服務：學校可與民間團體合作，由民間團體提供外籍及大陸配偶及其子女諮詢輔導，或到家庭輔導訪

問。 
小團體活動：透過小團體活動方式提升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自我認同並能敬親尊長，輔導其在學校之生活

適應、學習適應，以接納、關懷及尊重不同族群。 
辦理親職教育研習：辦理親職教育研習：聘請專家學者，有系統的協助外籍及大陸配偶認識自己、了解子女

的發展，增進為人父母的知識與技巧，進而改善親子關係。必要時可提供參加親職教育之外籍配偶臨時托育

服務。 
舉辦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以尊重、接納他國文化特色，建構豐富多元文化社會，辦理各國文化特色活動。 

辦理教育方式研討會：全國分北、中、南三區辦理，由各縣市政府輪流主辦，由縣市政府人員、學校教師與

外籍及大陸配偶（含團體）共同參與，以研討最適合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之教育方式。 
辦理教師多元文化研習：培養多元文化教育種子教師，由縣市建置多元文化教育專長教師資料庫，做為講師

參考名單。並結合多元文化教育之學者專家與教師共同研發多元文化教材。 
實施華語補救課程：對於外籍配偶子女曾在國外居住數年後返國就學，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由學

校聘請教師對學生進行華語補救課程，必要時聘請簡單通譯人員提供師生間溝通即時翻譯，協助其語言學

習。另學校亦可就近引進家長通譯志工，補助通譯志工費用，以共同協助該類學生學習。 
編印或購買多元文化教材、手冊或其他教學材料：藉由運用教材、手冊、報章雜誌、器具、服飾等，使學生

了解多元文化，縣市並可建置多元文化教材教具流通網站，提供教師借用與諮詢。 
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由縣市政府辦理，提供優良教案甄選獎金以鼓勵教師研發多元文化

教育教案。並將優良教案上傳網站提供下載，以精進教師多元文化教學能力。 
辦理母語傳承課程：藉由開辦外籍配偶母語之傳承課程，讓外籍配偶子女認同並樂於學習、運用其父（母）

之母語，形成其另一語言資產，同時孕育國家未來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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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答】 
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是一體兩面，人口老化將造成人力斷層，勞動人口減少。由於「生者少，食者眾」，年輕人

負擔加重，加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周期循環快速，不少人被迫離開職場，甚至提早退休。有關老年生活的規

劃，須順勢加以因應，以避免造成世代的衝突，以下分別就少子化和老年化說明在文化預算與政策方針上，應

如何因應與準備。 
少子化對文化教育的影響 

少子化後，生源減少，學校可能整併，小班小校制度面臨考驗；也可能招生不足，學校面臨關閉的命運；以

及師資需求減少，形成人力資源浪費等，從幼兒到高等教育都將產生骨牌效應。但是教育當局對少子化的因

應不足。 
因應少子化的對策 

提高生育率 
鼓勵小班小校制度 
提升師資的品質 
校舍空間重新規劃 
高等教育必須轉型 
進修教育應更人性化 
加強外籍子女教育 
以實際行動面對少子化 
美國知名作家布坎南所著「西方之死」曾經提到，少子化會使西方文明崩潰，說明了少子化可能撼動的的效

應。但事實上，少子化影響的是人口數的問題，或是人口結構改變的問題？在無疆界的全球化社會，其實國

家的界限已日趨模糊，若就人口種族主義來說，少子化所涉及的就是失去推展民族主義的機會，甚至成為強

勢國家的殖民，那麼量變的影響就是負面的效應。但若從國際分工角度來看，各司其職，更可以促進區域整

合，提升經濟的競爭力。是以少子化不能單純從量變的角度來看，必須從系統化及文化的角度思維，方才能

預應全球化的布局。 
老年化對文化預算政策之影響與因應策略： 

根據內政部統計，民國 89 年台灣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即佔總人口的 8.6%，已超過聯合國所訂定的 7%標準，

成為名副其實的「老年化國家」。到了 93 年，社會老年化的趨勢變本加厲，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所佔比例已大

幅攀升到 9.4%，政府提出一套有效的老人政策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對文化預算和政策也是同樣要有大幅

增加的考量。 
環境已然險惡，專家紛表憂慮，但目前政府對老年化社會來臨的趨勢雖有警覺，但反應依舊太慢，以全台老人

安養養護機構可供進住的人數為例，總計不過 3 萬出頭，相對於全台需要照顧的老年人數恐怕是杯水車薪。在

屬於老人福利的通報專線和緊急通報點方面，93 年僅設有專線 69 條，受服務人次不過 7599；全台緊急通報據

點僅 546 處，受服務人次僅 6723，相對於真正需要服務的老年人數，這樣的數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在教

育文化上，例如終身學習教育，文化硬體設施之提供無障礙空間等，政府不但應在文化上的預算大幅提升，也

應考慮未來少子化與老年化的時代。 

三、【擬答】 
為加強維護文化遺產，以提升文化品質，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文化資產之保存，並引進新進保存

技術，甚至將此精神廣為宣傳深入各村里。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條規定：「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

又依同法第 2 條前段規定：「文化資產 之保存、維護、宣揚及權利之轉移，依本法之規定。 
復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大事項，

應設相關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局長應依上開規定成立審議委員會確實辦理之。 
另為加速整理文化資產資料，以提升文化品質，請確依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傳習及人才養成輔助辦法相關規定，

作成文字或影音紀錄並建置資料庫，同時將成果定期展示，甚至深入各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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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的保存，應引進新進保存技術，以確保文化資產的保存能盡善盡美。 

四、【擬答】 
地方政府在推動文化事務與舉辦各項文化活動時，常會面臨僧多粥少的困境，因此必須善用其他團隊資源，包

括政府部門之外的農會、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及地方居民等，才能開源節流，以有限經費，在創造文化產業

發揮無限的空間。 
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成效除妥慎之規劃外，尚取決於制度設計及各權力集團角色分配是否完備。地方文化產業

之推動涉及政府部門、農會、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及地方居民等權力集團，各權力集團皆扮演重要之角色，

應有合宜之權責結構分配並被賦予充分之權力，其中地方政府應扮演整合、協調地方資源，引導與補助民間組

織，以及環境建置之角色；農會應扮演整合、協調、引導農業資源之角色；地方非營利組織應扮演智庫、理念

倡議、文化活動企劃與實質執行之角色；營利組織扮演產業發展之經濟力量，且讓產業富有文化使命，並適當

贊助之角色；地方居民為地方文化產業振興的主要動力，應扮演凝聚認同意識、社區參與之角色。各權力集團

兼負自身之角色，共同合作並建立良性互動機制，始在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發揮有效動力，創造出地方文

化產業的價值。 
對於文化藝術表演團隊，故可以優先給予場地、行銷、補助等優惠，對於非表演類的藝文團體，也可給予活動

補助，在有限的經費預算下，經由上述各團體的合作與互動，以文化活動的結餘收入補足不足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