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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社經環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受到國人與外國籍人士婚配情

形逐漸減少及生育率低落影響，我國生父或生母為新住民之出生嬰兒人數

呈現遞減趨勢，對於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及教育環境已產生相當大之衝擊。

茲就統計結果重點說明如下： 

一、 民國 87 年至民國 92 年，新住民出生嬰兒數快速增加，自民國 93 年起

逐年遞減，雖民國 101 年新生兒人數小幅反彈回升至 17,752 人，仍造

成 107 學年度國小一年級屆齡入學之新住民子女新生數 818 人再創新

低，此現象亦影響近幾年本市國中、小學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呈下滑

趨勢。 

二、本市 107 年 5~9 歲人口性別比為 107.87，10~14 歲為 108.37，15~19

歲為 109.01，顯見學齡人口男女性別比皆大於 100。由性別比可見，

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女性學生人數皆少於男性學生人數，並與其

他直轄市情況差異不大。 

三、新住民子女學生之父母主要來自鄰近我國之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

其中又以越南籍占 44.50％為最多，次之為中國大陸（含港、澳）占

42.60％，再者為印尼籍占 3.98％，三者合計占 91.08％。 

四、本市 290 所公、私立國中、小學校中（含附設國中、小部），只有 1

所私立寶仁小學無新住民子女學生就讀，107 學年度國中小共 11,203

位新住民子女分散就讀於 289 所學校中，本市 37 個行政區中皆有新住

民子女學生分布，其中又以人口數較多之永康區、安南區、東區、北

區、南區等地區的學校中有較多新住民子女學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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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國人與外國籍人士結婚登記人數

於民國 92 年以 5.46 萬人達到高峰，至民國 102 年已下降至 1.95 萬人，在

民國 107 年時緩和回升至 2.06 萬人。新住民嬰兒數也由民國 93 年的 3.01

萬人下降至民國 107 年的 1.38 萬人，比率由 13.92％下降至 7.62％。雖然

新住民子女數呈現下降趨勢，但仍為國家整體競爭力中重要的一環，故針

對本市目前新住民子女學生概況作重點整理，期望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下，

提供研訂教育方針之參考。 

 

貳、 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概況 

一、 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先增後減 

如圖 1 所示，本市之粗出生率自民國 89 年的 12.77‰逐年遞減，於民

國 99 年降至低點（6.19‰），至民國 107 年粗出生率小幅回升至 6.57‰。

受出生率持續降低影響，近 10 年來本市國中小學生總人數自 98 學年度之

197,655 人逐年遞減至 107 學年度之 137,315 人，創歷年新低紀錄；然而，

新住民子女學生數卻反自 98 學年度 10,272 人逐漸攀登至高峰 14,480 人，

隨後人數逐年下降，至 107 學年度時減少為 11,203 人，所占比率也由 5.20

％上升至最高 9.50％，再反轉下降為 8.16％（見表 1）。 

民國 87 年至 92 年間國內新住民人口快速增加，於民國 93 年起國人與

外國籍人士登記結婚人數逐漸減少，隨其子女陸續進入就學階段，國小新

住民子女學生比率於 98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間呈現遞增情形，自 10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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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反轉遞減。隨國小新住民子女學生畢業進入國中就讀，國中新住民子

女學生比率持續增加，至 107 學年度首見反轉下滑（見表 1 及圖 2）。 

近幾年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減少的趨勢亦可從具指標意義之歷年國小新

住民子女一年級新生數（見圖 3）變化看出端倪，98 學年度以前國小一年

級新住民子女新生人數呈增加之趨勢，自 99 學年度開始減少，雖尚未立刻

反映在新住民子女學生總數上，但此種現象持續 8 年，仍使國中小新住民

子女學生數受到影響而逐漸減少。 

雖近 10 年來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相對於國中小學生總人數而言呈現

逆勢成長，但近幾年已出現下降趨勢。根據統計，107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

就讀國中小學生總人數為 11,203 人，占國中小學生總數 8.16％，較 106 學

年度之 12,369 人減少 1,166 人，所占比率減少 0.81 個百分點。以國小觀察，

雖因 101 年龍年出生嬰兒屆齡入學，107 學年度國小學生數較上一學年度

增加，然而新住民子女學生仍持續減少為 6,336 人，占國小學生總數 7.14

％，所占比率較 106 學年度減少 1.04 個百分點；107 學年度國中新住民子

女學生人數 4,867人，占國中學生總數 10.02％，較 106學年度微幅減少 0.31

個百分點（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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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南市歷年粗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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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8 至 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學生數及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98 197,655     10,272       5.20           121,200     9,027         7.45           76,455       1,245         1.63           

99 188,760     11,836       6.27           115,066     10,128       8.80           73,694       1,708         2.32           

100 179,877     13,034       7.25           109,942     10,782       9.81           69,935       2,252         3.22           

101 170,730     13,765       8.06           103,436     10,949       10.59         67,294       2,816         4.18           

102 163,653     14,393       8.79           97,519       10,870       11.15         66,134       3,523         5.33           

103 157,653     14,480       9.18           94,520       10,093       10.68         63,133       4,387         6.95           

104 150,729     14,265       9.46           92,569       9,218         9.96           58,160       5,047         8.68           

105 142,564     13,538       9.50           89,475       8,196         9.16           53,089       5,342         10.06         

106 137,885     12,369       8.97           87,329       7,144         8.18           50,556       5,225         10.34         

107 137,315     11,203       8.16           88,745       6,336         7.14           48,570       4,867         10.02         

較上學年

增減數
-570 -1,166 -0.81 1,416 -808 -1.04 -1,986 -358 -0.31

單位：人、％、百分點

新住民子女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學年度 新住民子女總計 國小 國中 新住民子女

 

 

    圖 2、98 至 107 學年度臺南市          圖 3、98 至 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 

         國中小新住民子女比率                新住民子女一年級新生數 

如表 2 所揭示，觀察 107 學年度國小及國中新住民子女分布情形，皆

主要集中於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六都，

合計占超過 6 成。以國小角度切入，新北市 17,974 人（18.37％）、桃園市

12,410 人（12.68％）、臺中市 10,694 人（10.93％）、高雄市 9,977 人（10.20

％）、臺北市 7,305 人（7.47％）及臺南市 6,336 人（6.48％），累計 64,696

人，占總數之 66.12％。以國中角度分析，新北市 10,806 人（15.67％）、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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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 7,913 人（11.48％）、臺中市 7,065 人（10.25％）、高雄市 7,708 人（11.18

％）、臺北市 4,567 人（6.62％）及臺南市 4,867 人（7.06％），累計 42,926

人，占總數之 62.25％。 

表 2、107 學年度各縣市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及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全國 166,801     100.00 97,846       100.00 68,955       100.00

新北市 28,780       17.25 17,974       18.37 10,806       15.67

桃園市 20,323       12.18 12,410       12.68 7,913         11.48

臺中市 17,759       10.65 10,694       10.93 7,065         10.25

高雄市 17,685       10.60 9,977         10.20 7,708         11.18

臺北市 11,872       7.12 7,305         7.47 4,567         6.62

臺南市 11,203       6.72 6,336         6.48 4,867         7.06

彰化縣 9,680         5.80 5,420         5.54 4,260         6.18

雲林縣 6,834         4.10 3,730         3.81 3,104         4.50

屏東縣 6,518         3.91 3,383         3.46 3,135         4.55

苗栗縣 5,714         3.43 3,330         3.40 2,384         3.46

新竹縣 5,160         3.09 3,130         3.20 2,030         2.94

嘉義縣 4,862         2.91 2,664         2.72 2,198         3.19

南投縣 4,042         2.42 2,143         2.19 1,899         2.75

新竹市 3,186         1.91 2,050         2.10 1,136         1.65

宜蘭縣 3,089         1.85 1,777         1.82 1,312         1.90

基隆市 2,806         1.68 1,561         1.60 1,245         1.81

花蓮縣 1,884         1.13 1,026         1.05 858            1.24

嘉義市 1,677         1.01 864            0.88 813            1.18

臺東縣 1,482         0.89 775            0.79 707            1.03

金門縣 1,252         0.75 770            0.79 482            0.70

澎湖縣 801            0.48 400            0.41 401            0.58

連江縣 192            0.12 127            0.13 65              0.0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縣市別
總計 國小 國中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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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住民子女學生占全部學生比率與其他縣市相比，國小 7.14％居

全國第 17 位、直轄市第 4 位；國中 10.02％居全國第 16 位、直轄市第 4

位（見圖 4）。雖國中小新住民子女主要集中分布於新北市、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都會區縣市，但若以新住民子女占該縣市

學生數比率觀察，則以連江縣、金門縣、嘉義縣、澎湖縣、苗栗縣、雲林

縣及屏東縣等離島或農業縣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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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7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占該縣市學生數百分比 

 

二、 新住民子女女性學生人數少於男性學生人數 

本市 107 年 12 月底 5~9 歲人口男女性別比為 107.87，10~14 歲為

108.37，15~19 歲為 109.01，顯見 5~19 歲人口性別比均大於 100，亦即 5~19

歲男性人口數較女性人口數多。由分齡性別比可見，本市國中、小女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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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均少於男性學生人數，新住民子女學生亦然，如表 3 所示，本市 107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學生性別比分別為國小 110.57、國中 105.79。又 98 至

107 學年度之國小新住民子女學生男女性別比大約維持在 110~114 左右；

另除 104 學年度外，國中新住民子女學生男女性別比大約維持在 101~105

左右。此外，由表 4 可觀察到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性別比與其他

直轄市相較之下差異不大。 

表 3、98 至 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性別比 

性別比 學生數 男 女 性別比 學生數 男 女

98 107.80 9,027     4,683     4,344     110.66 1,245     654        591        

99 110.21 10,128   5,310     4,818     110.86 1,708     898        810        

100 111.45 10,782   5,683     5,099     104.17 2,252     1,149     1,103     

101 112.73 10,949   5,802     5,147     101.29 2,816     1,417     1,399     

102 111.19 10,870   5,723     5,147     100.51 3,523     1,766     1,757     

103 110.31 10,093   5,294     4,799     101.79 4,387     2,213     2,174     

104 114.62 9,218     4,923     4,295     98.39 5,047     2,503     2,544     

105 113.60 8,196     4,359     3,837     104.75 5,342     2,733     2,609     

106 112.81 7,144     3,787     3,357     104.02 5,225     2,664     2,561     

107 110.57 6,336     3,327     3,009     105.79 4,867     2,502     2,365     

國小新住民子女 國中新住民子女

學年度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單位：人

 

表 4、107 學年度直轄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性別比 

性別比 學生數 男 女 性別比 學生數 男 女

臺南市 110.57 6,336     3,327     3,009     105.79 4,867     2,502     2,365     

新北市 111.01 17,974   9,456     8,518     101.04 10,806   5,431     5,375     

臺北市 107.29 7,305     3,781     3,524     102.17 4,567     2,308     2,259     

桃園市 114.82 12,410   6,633     5,777     105.69 7,913     4,066     3,847     

臺中市 105.61 10,694   5,493     5,201     101.40 7,065     3,557     3,508     

高雄市 111.83 9,977     5,267     4,710     101.15 7,708     3,876     3,832     

直轄市

國小新住民子女 國中新住民子女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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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住民子女之父母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 

由表 5 及圖 5 可發現，107 學年度 11,203 位就讀國中小之新住民子女

中，其父母以越南籍為最多，計 4,985 人，占 44.50％；其次為來自中國大

陸（含港、澳）者，計 4,773 人，占 42.60％；再次者為印尼籍 446 人，占

3.98％，三者合計共占 91.08％。以國小 6,336 位新住民子女分析，其父母

以來自中國大陸（含港、澳）為最多，計 3,041 人，占 48.00％；其次為越

南 2,420 人，占 38.19％；再次為印尼籍 248 人，占 3.91％，三者合計占 90.10

％。國中 4,867 位新住民子女中，其父母以來自越南為最多，計 2,565 人，

占 52.70％，超過半數；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含港、澳）1,732 人，占 35.59

％；再次為印尼籍 198 人，占 4.07％，三者合占 92.36％。 

表 5、107 學年度臺南市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國籍別分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1,203       100.00 6,336         100.00 4,867         100.00

中國大陸(含港、澳) 4,773         42.60 3,041         48.00 1,732         35.59

越南 4,985         44.50 2,420         38.19 2,565         52.70

印尼 446            3.98 248            3.91 198            4.07

泰國 203            1.81 132            2.08 71              1.46

菲律賓 152            1.36 88              1.39 64              1.31

柬埔寨 210            1.87 79              1.25 131            2.69

日本 94              0.84 73              1.15 21              0.43

馬來西亞 59              0.53 42              0.66 17              0.35

美國 79              0.71 61              0.96 18              0.37

南韓 29              0.26 24              0.38 5                0.10

緬甸 28              0.25 23              0.36 5                0.10

新加坡 9                0.08 9                0.14 -                0.00

加拿大 19              0.17 18              0.28 1                0.02

其他 117            1.04 78              1.23 39              0.8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總計

單位：人、％

總計 國小 國中
國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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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之父母國籍比率 

如表 6 及圖 6 所示，與歷年相比較，以國小觀察，越南籍新住民子女

自 98 學年度超越中國大陸（含港、澳），至 106 學年度則又被中國大陸（含

港、澳）所取代；以國中分析，越南籍新住民子女自 98 學年度起取代印尼，

成為僅次於中國大陸（含港、澳）之原生國籍，並於 104 學年度超越中國

大陸（含港、澳），成為目前最大宗之原生國籍。 

圖 6、臺南市國中小歷年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之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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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6 至 107 學年度臺南市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新住民子女數 

中國大陸

(含港、澳)
越南 印尼

中國大陸

(含港、澳)
越南 印尼

96 2,540         1,815         738            296            73              89              

97 3,082         2,741         815            364            117            152            

98 3,623         3,624         836            542            225            212            

99 3,974         4,389         809            687            396            305            

100 4,017         5,113         710            888            638            356            

101 4,003         5,463         632            1,197         820            380            

102 4,013         5,445         568            1,503         1,206         405            

103 3,832         4,974         457            1,835         1,740         395            

104 3,655         4,395         380            1,977         2,306         372            

105 3,454         3,685         310            1,997         2,650         309            

106 3,240         2,970         274            1,885         2,712         246            

107 3,041         2,420         248            1,732         2,565         19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學年度

國小 國中

單位：人

 

 

四、 新住民子女分散就讀於本市各個行政區中之學校 

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分布極廣，只有 1 所私立寶仁小學無新住

民子女就讀。由表 7 及圖 7 可見本市 37 個行政區中皆有國小及國中新住民

子女學生分布，以國小新住民子女人數多寡排序，前 10 名依序為永康區

（837 人）、安南區（741 人）、東區（501 人）、北區（371 人）、南區（368

人）、安平區（279 人）、新營區（240 人）、中西區（226 人）、仁德區（224

人）、佳里區（176 人），共計 3,963 人，占 62.55％。如以國中新住民子女

人數多寡排序，前 10 名依序為安南區（476 人）、新營區（431 人）、東區

（424 人）、永康區（411 人）、北區（257 人）、南區（237 人）、麻豆區（205

人）、佳里區（173 人）、七股區（163 人）、西港區（162 人），共計 2,939

人，占 60.39％。根據數據顯示，新住民子女學生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之永

康區、安南區、東區等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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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分布地區統計 

新住民子女

學生人數

占本市新住

民子女學生

百分比

占該區學生

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學生人數

占本市新住

民子女學生

百分比

占該區學生

數百分比

新住民子女

學生人數

占本市新住

民子女學生

百分比

占該區學生

數百分比

合計 1,883,831      11,203       100.00 8.16 6,336         100.00 7.14 4,867         100.00 10.02

永康區 234,891         1,248         11.14 7.04 837            13.21 6.58 411            8.44 8.20

安南區 193,438         1,217         10.86 8.75 741            11.70 8.02 476            9.78 10.20

東區 186,250         925            8.26 4.74 501            7.91 4.57 424            8.71 4.95

新營區 77,617           671            5.99 8.29 240            3.79 5.68 431            8.86 11.14

北區 132,112         628            5.61 5.46 371            5.86 4.64 257            5.28 7.33

南區 124,824         605            5.40 11.63 368            5.81 10.77 237            4.87 13.28

安平區 66,775           418            3.73 5.62 279            4.40 5.60 139            2.86 5.66

中西區 78,167           357            3.19 5.19 226            3.57 5.46 131            2.69 4.77

麻豆區 44,260           356            3.18 9.09 151            2.38 7.66 205            4.21 10.52

佳里區 59,083           349            3.12 9.00 176            2.78 6.57 173            3.55 14.45

仁德區 75,878           326            2.91 9.78 224            3.54 8.87 102            2.10 12.62

白河區 28,105           288            2.57 21.97 158            2.49 18.24 130            2.67 29.21

歸仁區 68,403           280            2.50 5.55 149            2.35 4.36 131            2.69 8.04

西港區 24,690           250            2.23 9.62 88              1.39 8.79 162            3.33 10.13

善化區 48,968           249            2.22 7.98 163            2.57 6.61 86              1.77 13.17

關廟區 34,353           248            2.21 13.93 130            2.05 10.59 118            2.42 21.34

七股區 22,732           244            2.18 14.74 81              1.28 13.68 163            3.35 15.33

新化區 43,456           231            2.06 8.63 121            1.91 6.40 110            2.26 14.03

東山區 20,788           219            1.95 25.73 112            1.77 21.17 107            2.20 33.23

新市區 36,898           215            1.92 5.04 140            2.21 4.72 75              1.54 5.79

鹽水區 25,395           190            1.70 12.94 103            1.63 10.64 87              1.79 17.40

六甲區 22,148           186            1.66 13.00 88              1.39 9.15 98              2.01 20.90

安定區 30,483           164            1.46 10.57 96              1.52 8.87 68              1.40 14.47

下營區 23,916           163            1.45 13.36 94              1.48 10.77 69              1.42 19.88

學甲區 25,665           160            1.43 12.10 102            1.61 9.74 58              1.19 21.09

後壁區 23,346           147            1.31 18.08 81              1.28 14.29 66              1.36 26.83

將軍區 19,664           132            1.18 23.00 79              1.25 17.44 53              1.09 43.80

官田區 21,314           126            1.12 16.36 74              1.17 12.19 52              1.07 31.90

玉井區 13,997           110            0.98 14.61 62              0.98 13.05 48              0.99 17.27

北門區 11,051           106            0.95 24.37 64              1.01 21.33 42              0.86 31.11

楠西區 9,537             98              0.87 22.95 55              0.87 19.93 43              0.88 28.48

柳營區 21,205           95              0.85 14.12 74              1.17 13.31 21              0.43 17.95

大內區 9,605             71              0.63 17.44 29              0.46 11.15 42              0.86 28.57

南化區 8,724             53              0.47 20.23 35              0.55 18.72 18              0.37 24.00

山上區 7,317             36              0.32 15.06 16              0.25 10.53 20              0.41 22.99

龍崎區 3,995             22              0.20 24.72 15              0.24 26.32 7                0.14 21.88

左鎮區 4,781             20              0.18 12.66 13              0.21 12.62 7                0.14 12.73

該區人口數

單位：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行政區

總計 國小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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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7 學年度臺南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分布地區比率 

以個別學校觀察，如表 8 所示，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最多之學校為位於

新營區的新東國中（178 人），其次為永康區永康國中（160 人）、再者依

序為佳里區佳里國中（150 人）、麻豆區麻豆國中（139 人）、安南區海佃

國小（133 人）、永康區永康國小（131 人）、白河區白河國中（130 人）

及七股區昭明國中、安南區安慶國小、東區崇明國中（皆為 127 人），可

觀察到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最多之前 10 所學校所在的行政區與先前統計數

據大致吻合。然而，若以新住民子女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分析的話，

則以南化區、將軍區、北門區、七股區、後壁區、東山區等偏鄉地區之學

校較高，造成此現象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為城鄉差距大，通常偏鄉地區居

民經濟情況較不佳，再加上目前台灣社會中經濟弱勢的人有較高的比率會

娶外籍配偶，導致偏遠地區的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比率較高（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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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自 108 學年度開始新課綱實施上路，新住民

語言列入國中、小的必選修課程，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

來西亞及菲律賓等七國語言之課程皆有開設，因教育資源有限，為顧及學

生受教權益及開設課程之效益，故針對本市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較多及新

住民子女學生比率較高之學校，列出其主要國籍之新住民子女人數（見表

8 及表 9），提供施政及資源分配之參考。 

表 8、107 學年度臺南市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最多之前 10 所學校 

總數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泰國 柬埔寨

新營區 市立新東國中       1,160          178            49          104              6              3            14           15.34

永康區 市立永康國中       1,567          160            54            88              7              2              4           10.21

佳里區 市立佳里國中       1,102          150            42            93              4              3              -           13.61

麻豆區 市立麻豆國中          792          139            43            86              8              1              1           17.55

安南區 市立海佃國小       2,011          133            80            38              6              3              1             6.61

永康區 市立永康國小       2,286          131            69            53              2              3              -             5.73

白河區 市立白河國中          445          130            32            71              5              -            22           29.21

七股區 私立昭明國中          930          127            54            68              2              -              3           13.66

安南區 市立安慶國小       1,282          127            54            54              8              5              2             9.91

東區 市立崇明國中       1,515          127            68            44              1              1              1             8.3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單位：人、％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學生數
新住民子女

學生比率

 

表 9、107 學年度臺南市新住民子女學生所占比率最高之前 10 所學校 

總數 中國大陸 越南 印尼 泰國 柬埔寨

南化區 市立瑞峰國小 7            5            -            4            -            -            1            71.43         

將軍區 市立將軍國中 121        53          14          32          1            -            1            43.80         

北門區 市立雙春國小 21          9            1            6            1            1            1            42.86         

七股區 市立後港國中 27          11          5            3            1            -            2            40.74         

後壁區 市立菁寮國中 58          23          7            12          4            -            -            39.66         

東山區 市立東原國中 173        65          6            53          2            -            4            37.57         

七股區
市立光復生態

實驗小學
27          9            4            5            -            -            -            33.33         

官田區 市立官田國中 163        52          14          30          7            1            -            31.90         

北門區 市立北門國中 135        42          11          30          -            -            1            31.11         

北門區 市立三慈國小 69          21          8            8            -            5            -            30.43         

學生數
新住民子女

學生比率
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單位：人、％

行政區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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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 

一、 受本國人與外國人結婚登記情形轉少及出生率降低影響，國小新住

民子女學生自 103 學年度起反轉年年遞減，國中新住民子女學生人

數則是增加之幅度略趨減緩，自 106 學年度起呈下降趨勢。惟民國

101 年為龍年，受喜愛龍子、龍女之鄉土民情影響，粗出生率有所

回升，然 107 學年度屆齡入學之國小一年級新住民子女新生數仍較

106 學年度減少。出生率銳減導致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人

數逐年減少，此現象先於國小發生，而後遞延至國中，預計此下滑

趨勢仍將延續。雖近幾年國人與外籍人士婚配情形已較先前巔峰時

減少，但仍維持在約 2 萬人左右，然而新住民子女出生率卻是愈來

愈低，推敲其原因可能與多數新住民家庭經濟狀況普遍較差有關，

故若提高對新住民家庭之補助或許有望提高新住民子女之出生率。 

二、 107 學年度國中、小新住民子女之父母，44.50％來自越南，42.60％

來自中國大陸（含港、澳），另有 3.98％來自印尼，三者合占超過

九成。自 108 學年度起新課綱上路，將新住民語言列入國小必選課

程、國中選修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

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七國語言，學生可依意願選讀。因只要有

學生選讀，學校就必須開課，故應盤點本市國中小學新住民語文開

課需求，據以培訓完善師資、充實教材，並建構良好新住民語言學

習環境，提升學習成效。本市東南亞七國語言課程皆有開設，其中

以越南語、印尼語及泰語等三大宗語言為主要開課之標的，目前實

施措施包含辦理新住民語教師之培訓及研習，並針對較為偏遠、授

課教師無法親自前往之學校提供遠距教學服務，兼顧偏鄉莘莘學子

之受教權及開課效益。此外，國中、小併計，本市新住民子女學生



14 

 

佔全體學生的比率約為 8％，相當於每 12~13 個學生中就有 1 位是

新住民子女，文化上的落差、課業中的學習、同儕間的互動皆會影

響到新住民子女在校園生活中的適應情況，學校端應特別注意，本

市相關單位亦應定期追蹤並給予必要之援助。 

三、 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散布極廣，除 1 所私立寶仁小學外，

其餘每間學校中皆有新住民子女學生的蹤跡，然而新住民子女學生

數較多的行政區，其人口數亦相對較多。另一方面，若以新住民子

女學生占全體學生人數比率觀察，可發現占比較高之學校多位於南

化區、北門區、東山區、後壁區等較為偏遠、學生數較少的地方，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本市各區發展相距甚大，因此縮小城鄉差距、均

衡各區學校發展為本市應努力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