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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90年代以來隨著台灣與越南間的政治、經貿、社會交流關係日益發展，台灣在越南投資

金額及件數上長年佔居外國直接投資的第一位。在越南民間華語成為流行語言之一，各行各業亟

需華語人才，諳華語者便能有較多就業及發展機會。 

鄰近胡志明市的平陽省現有千餘家台資企業投資，也衍生出僑民子女教育問題，雖於胡志明

市設有台灣學校，但來回通勤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對家長及學生均不堪負荷。「越華國際學校」

位於越南平陽省，由臺灣企業家發起，聯合日本東急電鐵株式會社共同合作，於2019年9月招收

第一屆學生，為平陽省地區居民與外商子弟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免於學童舟車勞頓到胡志

明市就學，並滿足外商子弟的就學需求。 

研究者曾為越華國際學校教師，在2019年加入越華國際學校的籌備行列，從籌備期到落成招

生至2022年7月將近三年，在該校服務的三年多收穫頗豐。研究者回顧相關越南華語教學文獻並

反思在越華國際學校服務的寶貴經驗，學校從創校初期便經歷新冠肺炎阻撓，導致招生不易。學

校的經營和發展至今小有規模，深究其背後辦學與經營點滴，以及越南華語文教育的發展，實屬

難能可貴，且頗具研究價值。 

本研究透過平陽越華國際學校的華語文教學現況，深入探討平陽省的華語文教學發展，以

及台商在當地辦學的經營模式。論文概述2019-2021年間學校創辦期間的經營模式，及面對

Covid-19疫情衝擊的教學現況，並使用問卷及半結構訪談的方式收集經營管理團隊、學校教師及

學生家長的看法，進而探討越華國際學校華語文教學的現況以及所面臨的問題。在華語教育未

來發展與展望之層面，剖析平陽地區的家長和學生對學習華語的市場需求，提出有益台灣及越

南當局對於未來華語教育發展之建議。 

(本論文改寫自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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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growing political, economic, trade,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Taiwan's investment in Vietnam has been the number on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many years. In Vietnam, Chine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popular languages, and Chinese-speaking 

talent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all walks of life. Those who are proficient in Chinese can have more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inh Duong Province, which is adjacent to Ho Chi Minh City, has more than 1,000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it, which has also led to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of expatriates. Although there 

is a Taiwanese school in Ho Chi Minh City, the commute time is more than two hours, which is 

unbearable for parents and students.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located in Binh Duong 

Province, Vietnam. It was initiated by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cooperated with Japan's Tokyu 

Electric Railway Co., Ltd. to recruit the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in September 2019, creating a high-

quality school for residents of Binh Duong Province and children of foreign businessmen. Learning 

environment, freeing schoolchildren from traveling to Ho Chi Minh City to study, and meeting the 

schooling needs of foreign businessmen. 

The researcher used to be a teacher at the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joined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School in 2019. It was nearly three years from the preparatory period to the 

completion of enrollment to July 2022. The three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school have been fruitful. The 

researcher review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reflected on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serving in the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Since the school was founded, the school 

experienced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ovid-19 pneumonia,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to recruit students. Bu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has been successful so far, and it is worthwhile to study 

the details of its 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Vietnam.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this 



research deep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Binh Duong Province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running schools there. The paper outlines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school during its establishment from 2019 to 2021, as well a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uses questionnaires an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the views of the management team,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ents, and then explores m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market demand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in Binh Duong for learning 

Chinese, and proposes that i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aiwan and Vietnam authorities to develop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Overseas Taiwanese schools,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Vietnam, Viet Hoa International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Vietnam,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壹、 前言 

自 1990 年代以來的台灣與越南間的政治、經貿、社會交流關係日益發展。台灣在越南投資

金額及件數上長年佔居外國直接投資的第一位。台商在越南投資以中小規模製造業為主，集中在

胡志明市、平陽省及同奈省。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圖一-1 平陽省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s://www.becamex-tokyu.com/en/introduction_of_binh_duong_province/ 

由於台商積極投資越南，所衍生出台商子女教育問題因而產生。我政府為解決在越南經商之

臺商子女就學問題，協助及輔導當地臺商於 1997 年越南胡志明市成立「臺灣學校」，其學制與國

內教育體制一致，並設有幼稚園、小學、國中及高中，為一所完全學校。 (僑務委員會，2020) 

鄰近胡志明市的平陽省現有千餘家台資企業投資，也衍生出僑民子女教育問題，雖於胡志明

市設有台灣學校，但來回通勤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對家長及學生均不堪負荷。「越華國際學校」

位於越南平陽省，由臺灣企業家發起，聯合日本東急電鐵株式會社共同合作，於 2019 年 9 月招

收第一屆學生，為平陽省地區居民與外商子弟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免於學童舟車勞頓到胡

志明市就學，並滿足外商子弟的就學需求。 (越華國際學校-招生影片，2020) 

研究者曾於 2016 年派赴巴拿馬擔任僑教替代役，後陸續於 2017 年派赴蒙古及越南從事華語

教學，2017~2019 年於越南平陽省擔任華語教師，在海外教學過程中認識各地的僑胞、教師、台

商、外交人員與華語學習者，並觀察海外華語教育及學校發展，對於海外僑校教育及國際華語文

教學的研究頗具心得，感觸很深。隨後在 2019 年有幸加入越華國際學校的籌備行列，從籌備期

到落成招生至今已兩年多，在該校服務的三年收穫頗豐。近年越南各地華語學習者人數日益增多，

也陸續有更多研究者投入越南華語教學的研究，並且在越南的國際學校彼此競爭激烈。研究者回

顧相關越南華語教學文獻並反思在越華國際學校服務的寶貴經驗，學校從創校初期便經歷新冠肺

炎阻撓，導致招生不易。學校的經營和發展至今小有規模，深究其背後辦學與經營點滴，以及越



南華語文教育的發展，實屬難能可貴，且頗具研究價值。 

從以上描述，為了解平陽省的華語教育市場需求，透過研究越華國際學校教育現況並進一步

探討。若能在當地建立起完整的華語教育系統，將來不管是想銜接台灣教育的台商子弟，或是想

鞏固下一代華語能力的華商，抑或是有遠見的外商或越南家長，都可以就近使用平陽省擁有的學

習資源和學習環境。除了上述因素外，和平陽省更擁有重要的地理及經濟條件。在華語文教育產

業在平陽省的發展確實擁有巨大潛能。因此，研究者想要將進一步分析與探討越華國際學校的經

營及華語文教學現況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一)自從越南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以及台商和華商子女的就學需求與台商辦學如何影響越

南的華語文教育？ 

(二)藉由訪談學校教師與家長並結合自身參與經驗，描述越華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情形。華

語教學現況包括學生的學習動機、師資來源、教材教法、華語教學課程等項目、學習環境以及了

解學校和學生對於華語學習面臨哪些問題? 

(三)透過實際調查與研究，進一步分析越華國際學校以及越南平陽省華語教學發展的趨勢為

何？ 

貳、 研究方法 

本文根基於研究者在越華國際學校三年的實踐經驗，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量化研究為輔。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和「調查法」包括問卷調查、訪談以及參與觀察法進行。對於研究問

題進行資料搜集並加以分析。目的主要在描述和探討越南的華語教育發展中，經濟發展以及台商

和華商子女的就學需求與台商辦學如何影響越南的華語文教育，研究越華國際學校的辦學模式和

華語文教學現況，藉由剖析平陽地區家長和學生對學習華語的市場需求，提出建議，尋找有助於

未來越華國際學校及平陽省華語教育發展之方向。 

本研究針對研究議題，來設計訪談大綱，運用問卷調查法於學校、教師和學生的部分，首

先經由問題選項之作答情形，分析越華國際學校內部之教師基本資料、背景與教學方式等；另

一方面則是蒐集學生和家長的基本資料、學習動機、學習情況等，來了解學生學習華語文的議

題。而學校方面則是透過與經營管理團隊填寫相關問卷及訪談等來分析「中文課程」在學校施

行的效果為何。透過學校、教師及家長三者資料的探討，而設定的問卷語言以中文為主，輔以

越南文、英文翻譯。 

本文研究範圍下圖為例：以越華國際學校為主軸，由此為中心研究對象並延伸探討學校的

教學及其經營模式，研究期間為 2021 學年度第一學期(2021 年 9 月-2022 年 1 月)，主要訪問的對

象會是以經營管理團隊，如創辦人、執行長、校長、越華國際學校教師及學生家長為主。 



 
圖 一-2 論文研究對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經由文獻探討釐清本研究核心與框架之後，本論文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研究為主，彙整越南

平陽省越華國際學校服務教學經驗、教學資料，輔以口述記錄、訪談、發放問卷，調查與統整資

料分析等方式，探討該學校的背景、現況及發展的趨勢。其中也包括所有關於華語教學課程、教

材教法、師資、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學環境等進行撰述。最後為給予結論並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方向。 

 

參、 文獻回顧 

一、 越南華語文教育歷史回顧 

(一) 越南華語政策與華語教育之演變 

越南人曾經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1884 年法國佔領越南，法國傳

教士為越南設計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就是現在越南人稱為「國語」的拉丁化越南文

字 (趙紅霞，2009)。漢字在越南傳播的途徑主要由： 

漢字所負載的文化對越南社會影響相當深遠，如社會政治文化、移民、興辦學校、科舉制度、

宗教傳播等影響。1945 年後，越南政府雖把拉丁化拼音文字定為國家正式文字，但漢字和漢文典

籍仍在民間流傳，越南老一輩知識份子大都懂得漢文 (吳應輝，2009) (祈廣謀，2006) (阮氏明紅，

2009)。 

由於越南在語言與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漢語教育歷史悠久。本研究因係探討越南華語文

教學現況，故僅概述 20 世紀至今的越南華語政策及教育之演變。並以越南幾個重要時期畫分其

華語教育政策： 

1. 越南分裂以前：1954 年以前的華語教育政策： 

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越南被分割成社會主義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與

越華國
際學校

學生
家長

經營
團隊

教師



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越南共和國（南越）。從 20 世紀初到 1954 年華文教育分為三種類型：

華人會館的學校、私塾學校、華人教會學校。 (盧憶，2014) 

2. 越南分裂時期：1954-1975 年的華語教育政策： 

北越此階段的華語教育政策尚屬寬容。自 1970 年後北越才採取軟中帶硬的漸進策

略，接收華僑學校、修改教材、審理師資，以黨組織取代舊有華人會社等方式 (許文堂，

2014) 

1950 年代，南越為防止中國勢力，通令全國華僑中學停辦；須依照越南中學體制另行申

請立案，成為越南私立中學學制，校長應為越籍，並用越文教材 (許文堂，2014)。 

3. 越南統一至改革開放：1975-1989 年的華語教育政策： 

越南統一後，所有的華人學校有的被解散，有的收歸國有，與越南普通學校合併，

華語文教育從此中斷，華人子弟甚至無法接受高等教育。以 1960 年後出生者，僅能受基

本教育；1970 年後出生者則全無華文教育 (許文堂, 2014) 

4. 改革開放之後：1989 年後的華語教育政策 

1986 年，越南開始實行革新開放政策。胡志明市是越南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隨著

社會的發展，學習華文已不再是單純滿足學習民族文化的需要，而是社會發展尤其是經

濟發展的需要。1988 年，越南教育訓練部推動少數民族學習該民族的語言文化政策；1989

年，越南准許在華人集中的地區，華人子弟可以學習華文，可以成立各種華語表演的文

化文藝組織 (阮氏明紅，2009) (高偉濃，2011) 

 

(二) 越南華語文教育之現況 

 

以胡志明週邊地區之華人教育為例，華語教育機構共有越南學校之華語進修班，由傳統華校

演變的華文中心、越南華校與外語中心等四類 (蘇玉龍、林志忠、黃淑玲、楊洲松等，2010)  (李

賢軍，2011)： 

1.越南學校的華語教學：在越南一般中小學課程中，將華語視為一種外語或民族語言，而且

以小學每週五節，中學每週四節的方式進行教學。 

2.華文中心之華人教育：華文中心是胡志明另一種華人教育的模式，通常開設在華人較多的

南越地區；這類學校由華人子弟較多的學校組成。 

3.越華雙語學校：由華人社團創辦，且成立校董事會管理，因在華語學習中兼辦越語課程，

故常稱之為越華學校或越華民立學校。此類學校有的只教華文，也有的採用雙語教學。 

4.外語中心之華語教學：相當於一般外語補習班性質的華語教學中心，在胡志明第五郡和第

六郡最多。招收學生不分年齡只依程度分級，通常沒有固定的學制、班級與學習時間。 

隨著時代變化與社會發展，越南近幾年來的改革開放，許多國家、地區包括中國、香港、臺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的廠商也來到越南投資，學習華語也逐漸成為越南民間的趨勢 

(李依霖，2008)。 

 

 



(三) 平陽省華語文教學歷史 

 

越南南部地區亦為臺商投資重鎮，臺商主要聚集在胡志明市、同奈省及平陽省(駐越南代表

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平陽省經濟發展迅速，也帶動華語教學發展，華語

中心林立，但近代關於平陽省華語教學的文獻較少，研究者僅整理一篇蘇中南的碩士論文做為參

考。 

蘇中南 (2016) 整理越南平陽省華語文教育的歷史： 

在 1975 年前，平陽省土龍木市各幫華人負責人特別重視和關心華文教學工作，動員社會各

界和捐款﹑捐物進行建設了華僑學校。當時，這些華人學校的教學內容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

直接規定，主要教授華文。學習者如果想繼續讀上去要到胡志明市各所學校學習或前往中國、國

外各所學校去留學。 

在 1956 至 1975 年階段內，由於受政治的影響，因此國家政府封閉了所有華文學校，把華

文學校改為越文學校，以教授越文為主，華文成為選修課。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 1975 年。 

1975 年以後，越南政府開始對華人和華文教育作出重大調整，恢復了一些華文學校。學生

上午上越文課，下午上華文課。隨著社會的發展，學習漢語的人越來越多，不但華人子弟學習華

語，而且越南人子弟也愛學習華語，甚至形成了一股漢語熱。 

每年都有不少青少年(華籍與越籍)學習漢語，由於師資缺乏，很多已經退休的華文教師不得

不繼續執教，為社會培養更多的人才，貢獻力量。目前，土龍木是平陽省華人居住和生活最多的

城市之一。 (蘇中南，2016) 

二、 越南經濟貿易發展與華語學習的需求探討 

 

武貴山(2012)探討越南商務華語與經貿關係對華語教學的影響指出： 

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日益發展，經濟活動與語言發展的關係日益密切，經濟活動

是一種互動行為，離不開語言交際。語言具有本身經濟的價值、效用、費用、以及效益等特性。

經濟促使語言發展，中國經濟發展促使華語發展。隨著近年越南經濟發展，大量的臺灣、中國、

香港、新加坡等地區之外商紛紛前往越南投資設廠。越南各家企業對具備華語能力之人才的需求

也不斷提高。(武貴山，2012) 

研究者參考越南經貿相關資料，藉由越南經貿及外商投資的概況，來探討越南華語文教育的

需求，越南經貿概況及台商投資概況分述如下。 

 

(一) 越南經貿發展概況 

 

根據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 2021 年 9 月越南經貿暨投資環境參考資料，越南 2020 年總

體經濟發展情況，2020 年越南經濟成長率為 2.91%，其中工業暨營造業成長 3.98%，服務業成長 

2.34%，農林水產業成長 2.68%，出口成長 6.5% (US$ 2,815 億)，進口成長 3.6% (US$ 2,624 億)，

核准外人投資(新案件及增資案)為 285.13 億美元，相當 2019 年的 75%，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較 2019 年上漲 3.23%。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圖 三 1 近年越南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越南經濟正在起飛，惟 2020 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因此 2020 

年越南經濟僅成長僅 2.91%，但仍為全球少數經濟呈現正成長的國家。經濟發展吸引外商到越

南投資，經濟因素影響越南社會語言流行趨勢。最重要是目前在越南的外商貿易和投資現況，

在 2020 年越南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中國⼤陸的貿易總額在越南佔第一名、臺灣佔第五名如下

表。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表 三-1  2020 年越南前十大貿易夥伴 

 

資料來源：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在表 三-1 的數據中，中國大陸和臺灣都使用華語的地區就佔有 154,114 百萬美元龐大的貿

易金額，在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佔約四分之⼀，加上香港、馬來西亞都有不少人使用華語，在 10 大

貿易夥伴中就有四個國家和地區使用華語。 

越南的貿易夥伴和投資國中，計有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五個國家和



地區使用華語。綜上所述越南當地對於華語學習的需求很⼤，使得華語成為越南的熱門外語。隨

著臺灣、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華商紛紛來越投資，具備華語能力之人才需求

日益增加，影響越南華語學習發展。 

 

(二) 越南台商投資概況 

 

累計至 2021 年 6 月，台商在越投資金額約為 348.58 億美元，案件共 2,821 件，投資金額

排名第 4 位，次於南韓(720.76 億美元)、日本(630.59 億美元)、新加坡(622.71 億美元)。 (駐越

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表 三 2 1988 年至 2021 年 6 月底台商在越南投資之統計 

 

資料來源：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21) 

越南南部地區係越南吸收外資最多之區域，台商在該區域之投資占我商在越南投資總額超過 

50%，台商主要聚集在胡志明市、同奈省及平陽省。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經濟組，2021) 

台商在越南投資或從事經營活動估計超過 4,600 家，至於長期居住在越南的台商及其家眷

人數，目前越南查無相關資料。若僅依我國各地使領館、處及僑委會駐外人員推計，並填報各國

臺僑人數彙集統計，估計在越台灣僑民超過 80,000 人 (僑務委員會，2020) 

外商、臺商大規模投資越南，這些外商不僅創造經濟、貿易等各個面向的合作機會，對具備

華語能力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帶動華語學習的需求和華語文教育的發展，除此之外在越南經

商之外商、臺商子女就學教育問題也隨之產生。  



肆、 越華國際學校創辦與發展現況 

 

鄰近胡志明市的平陽省現有千餘家台資企業投資，也衍生出僑民子女教育問題，雖於胡志明

市設有台灣學校，但來回通勤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對家長及學生均不堪負荷。「越華國際學校」

位於越南平陽省，由臺灣企業家發起，聯合日本東急電鐵株式會社共同合作，於 2019 年 9 月招

收第一屆學生，為平陽省地區居民與外商子弟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免於學童舟車勞頓到胡

志明市就學，並滿足外商子弟的就學需求。(中央社，2019) (越華國際學校-招生影片，2020) 

 

圖 四-3 越華國際學校位於平陽省行政中心附近 

資料來源：越華國際學校網站 https://www.viethoa.edu.vn/zh 

表 四-2 越華國際學校簡史 

 

資料來源：校方提供-研究者整理 

•創辦人和日本東急電鐵及熱心教育之人
士成立學校籌備會

2017年4月

•成立學校法人(越華國際學校有限公司)2018年4月

•學校建築工程開工2018年8月

•學校動土典禮2018年9月

•學校工程竣工2019年5月

•開學(第一屆幼兒園及小學生入學)2019年9月5日

•學校落成典禮2019年11月30日



一、 教學環境 

校地總面積為 12,504 平方米，樓層總面積為 15,465 平方米。教學設備包括普通教室、專科

教室、演講廳、圖書館、多功能會議室及綜合體育館等空間，主要分為幼兒園校區和小學部校區，

幼兒園三層樓 12 間教室，小學部六層樓 18 間教室。另有戶外遊樂區，如：沙池、兒童遊樂區、

種植區及校園圍欄保護設施。(越華國際學校招生簡章，2020) 

 

圖 四-4 越華國際學校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校方提供 

  

學校鳥瞰圖 學校大門外觀 

  

學校接待大廳 國際演講廳 

  
幼兒園教室 小學教室 

圖 四-5 越華國際學校實景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二、 教學概況 

越華國際學校開辦初期設置幼兒園、小學，預計 2022 年開辦初中，學生來源以台灣(33%)、

大陸(36%)、越南(25%)為主，以中越混血兒居多，另有少數星、馬、泰，以及英美籍的學生(6%)。

幼兒園一班有一位老師，兩位越籍助教，課程規劃中包含中文及英語課，及體育、美術、音樂等

課程，從各方面培養孩子成為一位自主、主動、積極、熱情、負責、有教養的地球公民。 

小學部以上除每周英語 18 節外，安排中文課每周 8 節，數學、自然、社會等主要也是台灣

教材並以繁體中文授課，校內的主要課程內容皆以繁體注音為主。此外，每周有一節圖書館閱讀

課，增加學生閱讀能力，能快速掌握文章重點，欣賞作者的文才。隔週安排二節作文課以增進學

生寫作能力，每學期/每生要寫 5 篇作文。小學部以上的班導師包辦國語、數學、生活和自然科

學，目前中文母語和非母語的學生都在同一班上課，班導師除了中文外，還需以英語及少量越南

語輔助授課，另針對中文非母語的學生，還開設課後中文加強課程。 

三、 課程與教材 

學校主要教材為台灣《南一出版社》出版，的各年級教科書，科目：國語、數學、英語、自

然、社會等等。此外，學校還以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簡體語文課本作為課後班輔助教

材，服務中國及其他想讓孩子學簡體語文的家長。 

學校課程依照領域分科教學，學習科目有：國語、英語、越南語、數學、自然、社會、生活、

健康與體育等。華語文教學採用台灣南一版國語課本，採精緻教學，每課內容包含聽、說、讀、

寫，封面設計與插圖活潑、豐富，符合學童的心理特質。單元主題以兒童本位為設計概念，貼近

兒童生活。 

低年級的國語課本在課文中皆標示注音，中高年級以上，課文本身則無標音，僅有習寫及認

讀字標示注音。習寫字以田字格呈現，富有筆順、部首及注音，以利學童學習及自習。識字方面

則採用部首識字法，大多集中在低年級課本，並且搭配部件識字。自主學習方面，課本還編有查

字典的方法之章節，先學習音序查字法再學習部首查字法，步驟詳盡，搭配圖示，有利學童清楚

掌握查字典的步驟。 

   

國語課本 數學課本 自然課本 



   

社會課本 語文(簡體)課本 Family and friends 

英語教科書 

圖 四-4 越華國際學校小學部使用教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伍、 訪談與問卷結果分析 

一、 學校主管訪談 

本節根據 2021 年 12 月依照個別訪談越華國際學校的董事長(創辦人)、執行長、副校長(代理

校長)、教導主任等，並錄音及做文字記錄，來進行分析，從而瞭解並掌握現今越華國際學校的教

學現況和校務發展，並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 

表 五-1 訪談主管清單 

代號 職稱 姓名 國籍 任職年份 

P1 董事長 (創辦人) 謝○○ 台灣 2018 迄今 

P2 執行長 鄭○○ 台灣 2018 迄今 

P3 副校長(代理校長) 姚○○ 台灣 2018-2021 

P4 教導主任 吳○○ 台灣 202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 對課程和師資的看法 

 

1.學校的師資質量和數量是否滿足目前學校的課程安排? 

P3：本校成立後正式開學一學期就遭遇 COVIR-19 的疫情，經過封城及社會隔離等措施的防

疫結果，具備合格証的教師普遍裹足不前，大大影響著師資的質量和數量，因此師資質量捉襟見

肘下，相對影響課程安排，教師很難發揮專長教學，大部分的課程都在臨危中受命而為。 

 

2.學校的課程是否有其競爭和挑戰 

P2：我們越華學校非常獨特，以繁體為主又兼教簡體中文的學校，之前的話可能是有培訓機

構教簡繁兩種系統，但正規的基礎教育學校，我們是第一間，並且我們還實施中英雙語教育，這



樣的學校在越南很有競爭性。 

3.您認為學生組成為中國、台灣、越南等多元背景下，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 

P4：學生的家庭背景多元，中國、台灣雖是同為華語，卻紮紮實實的存在著兩種南轅北轍的

拼音及文字，拼音方式和文字卻是老師和學生之間一條深深的鴻溝。中國學生上課的時候，聽著

老師的講解是懂著的，離開了老師自己面對著課本文字和複習的習作的時候就矇了。家長具有越

南人背景的孩子面對華語的學習更是困難重重，他們得不到來自父母家庭的支持，完全得靠自己

努力學習，而老師的難處就是必須得花好幾倍的時間來說明一件事情，即便是懂得越語的老師對

越語背景的學生進行教學，「言及義未及」恐怕也是想當然爾的事。 

 

4.分享學校師資來源、背景、和聘任管道 

為了因應多元背景的學生，本校聘請多元背景的師資，聘任的管道自然也是很多元，茲將本

校因應不同需求師資的管道整理如下： 

(1)外籍師資：以台灣經驗而言，外籍教師的來源多數藉由進口英文原文的書商所成立的仲介

公司派任，這個部分經諮詢本校副校長表示，越南也有這方面的仲介公司，但是本校的外籍教師

是經由發布徵人啟示而來。 

(2)臺籍教師：臺籍教師分為華語教師及一般修習教育學分後具備教師證的合格教師，而華語

教師則是具備華語教學專業學分及格，具備華語教學資格的老師。一般合格教師證的教師需透過

台灣各師範院校公布徵人訊息或經由國內教師之間相互推薦而來，華語教師可透過華語培訓單位

和胡志民市台灣辦事處不定期的委託關係徵選而來，也有透過華語教師之間相互介紹聘任的。 

(3)因應中國籍學生學習簡體中文而聘請的簡體中文老師，這個部分的師資來源我比較不清

楚，日前本校有用人需求的時候是透過同樣來自中國的簡體中文老師介紹的。 

(4)越語教師：由於當地教育水準的提升，越語教師的來源相較其他師資單純，加上越籍的工

作者普遍樂於學習第二國語言（中、英）。因此越語教師來源不僅相對容易素質也都很不錯。 

 

(二) 學校的教學現況及面臨的問題 

 

1.目前學校在師資和課程上面臨那些問題? 

師資和課程具備很大優勢，因為學校實施中英雙語課程，兼有簡體繁體，但在他鄉異國辦國

際學校，師資流動高，未來也希望師資趨於穩定，建立更完善的課程系統。疫情期間老師們只能

在網路上教學，遇見這種情況老師的專業能力抒展自然是受限的，但現有的老師仍是充滿熱情，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網路課程上的種種不方便，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協助孩子們克服因為疫情因

為只能在資訊 3Ｃ上與老師互動的困境。 

 

2.分享疫情期間網課的實施所遇到的狀況和問題。 

P4：本校學生家庭背景相當多元，因著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老師和學生在網路平台上進

行教學與交流，景況宛如在「空中畫字」那麼的虛無飄渺，一件事情、一個基本的概念老師要用

盡各種語言、各種的表達方式來說明，很多時候因著文化背景的不同，傳達的意思變得非常不容



易，中國籍的孩子和台灣籍的孩子，同樣是中文，文字句子的表達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語言表

達方式之不同不勝枚舉，更何況還有越語、英語等不同文化語言的學習者透過網路聚集一起學習，

老師的辛苦可想而知，上網課，老師唯一能做的事只剩下課程而已，也就是除了知識概念的傳授，

很多學校裡該有的人際互動、社會性交流、互助合作與團結、情感的交流……。均被排除於教育

之外，這些在在影響著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三) 學校的招生現況和未來發展方向 

 

1.學校的招生現況和未來發展方向 

越南平陽市雖然位於胡志明市的邊陲，卻是外商投資重鎮，然以本校過去招生的經驗看來，

這所學校的課程結構，並不真正能吸引外籍（越南生以外）學生前來就讀，反而是越來越多的越

南本地學生，對於學習中文的興趣逐年增加中。因此，本校當前就讀學生中以台商的子女、中國

大陸籍、越籍子女為主加上少數泰籍、英籍等子女且以趨勢來看，越籍學生對於就讀本校學習中

文，是對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未來本校發展方向應該會做微型的調整。 

2.分享對學校的期許和未來展望。 

P2：我身為教育從業者 30 多年，看著華語教學市場發展茁壯，我走訪過幾個國家，當我來

到越南，更是親眼見證，華語學習在越南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展望未來，期待越華的中小學及

幼稚園教育能獲致永續發展、國際展能、跨國學習的目標，更希冀能透過國際架接機制之建置，

引進國際交流夥伴，讓越華國際學校獲得更多跨國學習的機會，達成「點亮越華、接軌國際」的

創校宗旨。 

 

 

二、 教師問卷及訪談 

本節根據 2021 年 12 月「越華國際學校教師調查表」SurveyCake 表單發放給越華國際學校中

文科教師共 6 名，針對 2021 學年度第 1 學期(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的情況作問卷調查

以及半結構訪談，從而瞭解並掌握現今越華國際學校的教學現況並探討改善方向 

 

(一) 教師問卷內容 

題目除教師個人背景資料外，設計了有關教學現場的問題，蒐集教師對於教材、課程安排及

網課期間的教學現況來做問卷調查，不足之處則輔以半結構訪談作深入探討。 

題目共有 8 題，分別為：「授課使用語言」、「你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為何? 」、「現行使用教

材的優點」、「現行使用教材的缺點」、「你認為學校中文課程安排有什麼問題? 」 「網課期間課

程安排及教學情形」「您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 」「您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教學情形? 」 

 

 

 



表 五-2 問卷調查教師背景一覽表 

代號 國籍 出生年 教學年資 在本校服務

年資 

專業背景 

T1 台灣 1963 五至十年內 六個月以下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系學士 

T2 台灣 1978 十年以上 六個月以下 國立臺灣師大華語

教學研究所碩士 

T3 中國 1986 五至十年內 六個月至一

年 

雲南大理大學漢語

言文學學士 

T4 台灣 1988 五至十年內 六個月至一

年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T5 中國 1990 五至十年內 一年至二年 四川師範大學對外

漢語教育學士 

T6 中國 1993 一年至三年內 六個月以下 華東交通大學漢語

國際教育學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接受訪談的越華國際學校中文科教師皆為華語(漢語)教學領域合格教師，並有多年豐富經驗。

多數教師為 2021 年新聘教師。中國和台灣比例各占一半。 

 

Q1.授課使用語言 

 

圖 五-1 授課使用語言條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1 

本題中，6 名教師皆填答全中文授課。 

因學校課程是以中文為主；班級中有少部分越籍和其他國籍學生，針對少數特定學生的教學，

另在教師訪談中作分析探討。 

 



Q2.你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為何? 

 
圖 五-2 教師教學遇到的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2 

本題為複選題，基本上都是教學中常見的問題，「學生經常不寫作業」有 5 名填選、「教學資源

缺乏」有 2 名填選、「學生課堂積極性差或態度不佳」有 2 名填選、「班導師或校方給予協助有

限」有 2 名填選、「經常遲到」有 1 名填選、「其他」1 名；「課堂秩序差」、「聽不懂學生用越南

語或英語」這兩題無人填選。 

填選「其他」的老師補充，因這學期課表安排較混亂，造成老師較學備課進度上較難安排。 

Q3.現行使用教材的優點 

 

圖 五-3 教材優點條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3 

本題為複選題，「圖文並茂，內容有趣」有 5 名填選、「練習豐富」有 4 名填選、「符合學生

知識水平」有 2 名填選、「其他」有 1 名填選。填選「其他」的老師補充說明，學校使用的教材

系統完善。 

 



Q4.現行使用教材的缺點 

 
圖 五-4 教材缺點條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4 

本題為複選題，所有教師皆一致填選「內容太難，不適合本地和其他國籍學童」，其餘選項皆無

人選取。 

學校中文課使用的教材，編排和內容以小學學童的生活經驗為考量，且有配套的多媒體資源和

練習冊，架構和系統完善，更可供學生大量練習，對母語為華語的學生來說，學習更加事半功

倍，但對沒有華語背景的學生來說學習較為吃力。 

 

Q5.你認為學校中文課程安排有什麼問題? 

 

圖 五-5 中文課程安排的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5 

「學生背景和語言能力混雜」有 6 名填選、「課程定位不適合母語非華語學童」有 4 名填選、

「教學時間太短」有 3 名填選，其餘選項無人填選。 

研究者認為，目前學校的中文課只有繁簡體，因現階段學生人數較少，客觀考量下，學校無法

另外分班，而將不同華語程度的學生編在一班。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上會是一大挑戰。 



Q6.您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 

 
圖 五-6 網課期間教師對課程安排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6 

「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有 4 名選填「普通」，1 名「滿意」，1 名「不滿意」。由此可

看出老師們對於網課期間的安排，多數沒有太大意見，是故課程安排上應算妥善，詳細情況會

在教師訪談中作探討。 

 

Q7. 您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教學情形? 

 

圖 五-7 網課期間教師對教學情形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7 

「是否滿意網課期間的教學情形」，有 5 名選填「普通」，1 名「滿意」。從填答情形判斷，研究

者認為，經驗豐富的老師，不會受時空環境限制而影響教學情形，詳細情況會在教師訪談中作

探討。 

 



(二) 教師訪談分析 

1. 您對學校的現行課程安排有何看法? 

T1(台灣)：學校使用和台灣同步的教學課綱和教材，已經有很完善的系統，對於母語是中文

的小朋友來說，我們課程是適合的，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不同國籍學生基礎的問題，還有繁

簡體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課程教材以繁體為主，那學簡體的小朋友，在初期就會比較吃力。 

T4(台灣)：學校的小學課程跟台灣的小學課程科目是差不多的，但是學生的組成並不是全部

都是中文母語者，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混血，如果學校沒有語言輔助課程，對於非中文母語的學生

來說，在正課的學習上是非常吃力的。 

T5(中國)：如果是只有繁體課程的話，其實是可以滿足就是在越南生活的臺灣的小朋友的學

習需求的，但是由於課程上面加入了簡體的中文課程，就導致我們的課程安排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學簡體的小朋友，課程只有中文課是用簡體拼音，其他的課程又是用繁體注音，所以在低年級時

剛入學時就出現了一些混亂的情況。 

 

2. 您覺得學校現行的教材是否充足且適合學生? 教材除了學校指定教材外，是否使用自己

的補充教材? 

T2(台灣)：高年級和中文母語的孩子，使用目前的教材是完全沒問題的，但是一年級，因為

他們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家庭，我覺得初級的階段，用對外華語的方式會比較好。所以針對華語

非母語的孩子，我做一些補充對照一下注音符號發音和拼音，因課程教材有教學進度跟評量的考

量，要以多數的學生為主，顧好百分之八十的孩子，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孩子再實施補救方案。 

T6(中國)：教材對於沒有基礎的學生來說偏難。教材的配套資源完善，偶爾會補充其他學習

資源。 

 

3. 您認為學生組成為中國、台灣、越南等多元背景下，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有什麼影響? 

T4(台灣)：老師端必須要清楚地了解我們人在越南教學，而且是在國際學校裡，勢必會遇到

多元組成的學生，不能用在台灣對中文母語小朋友的教學經驗一概而論在這裡的 case。老師的耐

心和同理心是需要受到磨練的。若是母語非中文的學生，一開始進學校學習一定會有很大的挫折，

如果不盡早語言補救，很快會影響到非語言的科目，畢竟我們是中文教學為主的學校。 

T5(中國)：因爲我們很多小朋友，可能他們的第一語言是越南文，但是我們的教材是繁體中

文或者簡體中文，或者是全英文，如果是二年級、三年級才來入學的小朋友，基礎很差的，他們

學習難度非常大，然後爸爸媽媽輔導起來會比較困難。我自己教的科目，是簡體中文，我會補充

一些圖形來認字的這種教材和視頻，讓小朋友們會覺得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情況下，能更記憶

深刻的記憶漢字，幫助他們學習中文。 

 

4. 您是否會因為班上越籍學生的需求而調整課程進度和內容? 

T1(台灣)：你有時候調整，要花比較多的時間，特別去關注那些學生，但是先決條件也是他

自己很努力，在家裡面，他自己有在複習，和家長努力配合，那我在課堂上的時候多給他表現的

機會跟互動...但是這種情形，.....花太多時間，為什麼？因為有些中文程度比較好的學生會有意見，

會覺得這樣子好無趣，他就在在那邊等著別人。不過慢慢帶上來之後，這些狀況就比較少。 



T3(中國)：三、四年級的學生中文程度算是平均，部分中文基礎較差的同學，我也會要求他

們基本的朗讀、識字，額外補充多媒體視頻給他們。 

T5(中國)：如果一個班越籍學生所佔的比例比較高，那這樣他們整個班上的漢語的平均水平

會較低，那我們的課程一定要放緩慢，需要有一些輔助來幫助他們理解，幫助他們入門。如果這

個班的越籍學生較少，那我們就不能爲了照顧少部分學生，而去影響大部分學生的學習需求，按

照適中的程度來講課，至於需要輔導的越南學生，我會補充不同教材，或者課後輔導的方式來幫

他們加強。 

T6(中國)：不會特別針對少部分孩子調整。上課會放慢語速，上課時對於學生不理解的地方

會進行解釋。 

 

5. 您如何評估學習成效? 有哪些方式? 

T3(中國)：課堂上的出缺席、學習態度、口語考試、紙筆考試，另外在出考卷時，我會出 AB

卷，讓程度稍微跟不上的孩子做基礎的試題。 

T4(台灣)：以平常的上課互動、平時作業(紙本+錄音)、平時小考、期中期末考來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 

T5(中國)：紙筆考試、平時表現、學習能力態度、平時作業，注重學生平時的上課表現。 

 

6. 分享疫情期間網課的實施所遇到的狀況和問題。 

T1(台灣)：網路不穩、設備問題、學生不好掌控、上課態度、作業批改狀況等，那不會只是

在越華出現而已，而是全世界普遍性的問題。但我覺得線上教學只是一個過渡期，未來疫情穩定

還是會回到實體上課，我們應該多想學校的優勢，家長對老師的教學熱忱、課程跟教學的內容等

方面，都抱持很大的肯定。 

T6(中國)：課中：網課期間，學生容易遲到早退以及缺席，課上的紀律也是比較不好把控，

學生注意力不好抓。課後：學生作業完成度不太理想。 

 

7. 除以上問題，您對學校是否還有哪些建議和看法? 

T4(台灣) ：目前學校師資缺乏，造成老師們一人身兼多職或是超出基本授課節數，希望學校

能多招聘有教學能力的老師，以解決人力缺乏的問題。對於中文非母語的學生，在入學之前，校

方應該要先跟家長說明清楚學校是以中文授課為主，教材絕大多數也是繁體中文，讓家長有心理

準備。 入學後的這些中文非母語學生，如果時間允許，能夠在正課開學前先上幾堂華語課，至

少有基本的教室用語、生活用語的華語能力，畢竟不是每位老師都有華語教師的背景，正課時授

課老師必須要顧及全班，也不可能為了少數一兩人而拖慢教學進度。 

T5(中國)：(1).繁體簡體課程混合問題：學校開設完整的臺灣體系課程，但是為了服務中國家

長，又開設了簡體中文課程。學生上中文課時被分成了簡體班和繁體班分開上課，但是其他科目

如數學，生活，健康等科目都是統一的繁體課程體系和繁體課本。對於選擇簡體課程的孩子來說

卻出現了識字的問題。 

(2).新生入學無語言基礎出現的問題：小學階段新生入學無基礎語言要求。由於沒有對進入

小學的學生進行針對性的測試，導致一些完全沒有一點中文基礎的孩子進入課堂，孩子學的吃力，



效果甚微，老師教的吃力，需要為了這些個別的孩子付出比正常學生多幾倍的工作和時間，結果

卻並不理想，而且影響了大多數母語是中文的孩子無法正常上課。 

(3).特殊疫情情況下，師資缺乏，因為是基於現在新冠疫情情況嚴峻的形勢下產生的問題，

我覺得學校可以借鑒一些其他國際學校的解決教師人力的方法，例如在教師充足的情況下就儲備

聯繫一些可以提供各個科目兼職的老師，提前做好準備，如果有老師需要請假或者突然離職學校

也可以有老師來上課，不會出現無法應付的情況。 

 

 

 

 

三、 家長問卷調查 

為了對家長的觀點有更仔細全面的探討，研究者針對 2021 學年度第 1 學期(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的情況進行問卷調查，包括選擇學校的動機、讓孩子學華語的目的、對學校環

境師資課程的滿意度及網課期間的滿意度進行調查，問卷內容以中英越三語呈現。 

學校這個學期因疫情關系，學生人數較少，最終研究者回收 57 份問卷，因此每個班級的取

樣數不多。 

 

(一) 背景資料 

1.班級 

 
圖 五-8 家長問卷分析-班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學童性別 

 

圖 五-9 家長問卷分析-學童性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學童國籍 

 

圖 五-10 家長問卷分析-學童國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填答問卷結果中，學童國籍為中國籍 32 名、其次為台灣籍 15 名、越南籍 13 名，其他國籍 2

名。 

4.家長國籍 

 

圖 五-11 家長問卷分析-家長國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填答結果，家長國籍為中國籍 27 名、其次為台灣籍 18 名、越南籍 13 名，其他國籍 1 名。 



5. 孩子在學校就讀的時間 

 

圖 五-12 家長問卷分析-孩子在學校就讀的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年至二年有 17 名、二年以上有 16 名、六個月以下有 15 名、六個月至一年有 9 名。 

 

(二) 學習目的及動機調查 

1.家長替孩子選擇學校的動機 

 
圖 五-13 家長問卷分析-選擇學校的動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1 

針對選擇越華國際學校的動機調查中，本題可複選，「中英雙語課程」有 47 名佔 82.4%、「環

境」有 24 名佔 42.1%、「距離」有 24 名佔 42.1%、「未來升學銜接」有 13 名佔 22.8%%、「師

資」有 11 名佔 19.2%、「學費」1 名佔 1.7%、「評價」0 名、「其他」2 名佔 3.5%。 選填「其

他」的家長補充因為學校教授簡體中文課程。 

家長選擇學校的動機與課程、環境、未來升學銜接、師資等關聯較大，而這些因素皆是越

華國際學校的特色，學校坐落在外商投資眾多的平陽省，經濟發展同時，家長也重視子女教

育，多數更考量未來升學銜接，學校採用的課程大致符合未來回國內或接軌國際的需求。 

 



2.家長讓孩子學習華語的目的 

 
圖 五-14 家長問卷分析-讓孩子學習華語的目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結果分析 2 

針對讓孩子學習華語的目的中，本題可複選，「母語為華語」有 41 名佔 71.9%、「熱愛中華文

化」有 15 名佔 26.3%、「未來到國外留學」有 12 名佔 21%、「多一項外語能力」有 8 名佔

14%、「其他」1 名佔 1.7%%。 選填「其他」的家長為香港籍，表示因母語為粵語和華語相似。 

由數據可看出，因多數家庭母語為華語，部分因熱愛中華文化，或讓孩子未來出國留學，或者

多一項外語增加競爭力，而讓孩子學習華語。 顯示出華語在越南是一門重要的外語。 

 

 

(三) 學校滿意度調查 

 

 
圖 五-15 家長問卷分析-學校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學校滿意度調查分為「環境」、「師資穩定性」、「中文課程的教材內容，是否符合期望? 」、「中

文課程的上課時數和時間安排? 」、「中文老師教學內容和方式，是否符合期望? 」等五個面

向，由數據圖表中看出，滿意度平均在 3(普通)至 4(滿意)之間，以下分項說明。 

 

1.環境滿意度 

 

圖 五-16 家長問卷分析-環境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環境滿意度中」，「非常滿意」有 7 名佔 12.2%、「滿意」有 31 名佔 54.3%、「普通」有 16 名佔

28%、「不滿意 」有 1 名佔 1.7%、「非常不滿意」有 2 名佔 3.5%，由數據可看出家長們對學校

環境大致算滿意。 

 

2.師資穩定性 

 

圖 五-17 家長問卷分析-師資穩定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師資穩定性」調查，「非常滿意」有 3 名佔 5.2%、「滿意」有 23 名佔 40.3%、「普

通」有 19 名佔 33.3%、「不滿意 」有 6 名佔 10.5%、「非常不滿意」有 6 名佔 10.5%，由數據可

看出家長們對師資穩定性大致算滿意。 

學校課程以台灣課程為主，需要穩定的台灣師資，由於疫情影響國境封鎖，所以這段期間

人員流動性較大，也影響教師的留用和招聘。 

 

 

 



3.中文課程教材是否符合期望 

 

圖 五-18 家長問卷分析-中文課程教材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中文課程和教材的內容是否符合期望」，「非常滿意」有 5 名佔 8.7%、「滿意」有 23

名佔 40.3%、「普通」有 25 名佔 43.8%、「不滿意 」有 3 名佔 5.2%、「非常不滿意」有 1 名佔

1.7%，由數據可看出家長們對課程和教材大致算滿意。 

學校課程以中英雙語課程為主，使用的教材符合多數學生的需求和家長期望；僅少數越籍

和其他國籍家長，因為家庭使用語言非華語，孩子學習華語較吃力，而選填「不滿意」。 

 

4.中文課時數和時間安排 

 

圖 五-19 家長問卷分析-中文課時數和時間安排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中文課上課時數和時間安排」，「非常滿意」有 5 名佔 8.7%、「滿意」有 24 名佔

42.1%、「普通」有 26 名佔 45.6%、「不滿意 」有 2 名佔 3.5%、「非常不滿意」有 0 名佔 0%，由

數據可看出家長們對課程和教材大致呈現正面態度。 

5. 中文教師的教學內容及方式 

 
圖 五-20 家長問卷分析-中文教師的教學內容及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中文教師的教學內容及方式」，「非常滿意」有 4 名佔 7%、「滿意」有 27 名佔

47.3%、「普通」有 22 名佔 38.5%、「不滿意」有 4 名佔 7%、「非常不滿意」有 0 名佔 0%，由數

據可看出家長們對教師的教學專業多持肯定態度。 

(四) 網課期間滿意度調查 

 

 
圖 五-21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期間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網課期間滿意度調查分為「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網課期間的中文老師的教學方式」、

「網課期間孩子的中文學習情形」等三個面向，由數據圖表中看出，滿意度平均在 3(普通)至

4(滿意)之間，以下分項說明。 

 

1. 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 

 

圖 五-22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網課期間的課程安排」，「非常滿意」有 3 名佔 5.2%、「滿意」有 14 名佔 47.3%、「普

通」有 26 名佔 45.6%、「不滿意」有 11 名佔 19.2%、「非常不滿意」有 3 名佔 5.2%，由數據可

看出多數家長對網課期間的滿意度尚可，但也有一定比例上的家長對網課的課程安排不滿意。 

 

 



2. 網課期間中文教師的教學方式 

 

圖 五-23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期間中文教師的教學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網課期間中文教師的教學方式」，「非常滿意」有 4 名佔 7%、「滿意」有 27 名佔

47.3%、「普通」有 24 名佔 42.1%、「不滿意」有 1 名佔 1.7%、「非常不滿意」有 1 名佔 1.7%，

由數據可看出家長們對網課期間教師的教學多持肯定態度。 

 

3. 網課期間孩子的中文學習情形 

 

圖 五-24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期間孩子的中文學習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網課期間孩子的中文學習情形」，「非常滿意」有 3 名佔 5.2%、「滿意」有 17 名佔

29.8%、「普通」有 20 名佔 35%、「不滿意」有 15 名佔 26.3%、「非常不滿意」有 2 名佔 3.5%，

由數據可看出多數家長對網課期間孩子的學習情況的滿意度尚可，但也有一定比例上的家長對

此不滿意。 

填選不滿意的多數為低年級的家長，因低年級的學童無法長時間專注，較易分心，操作電

子設備上也需要大人在旁輔助，因此也影響了學習效果，越高年級因心智能力較成熟，受到的

影響較小。 

 

 

 

 

 

 

 



4. 網課遠距教學的優點 

 
圖 五-25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遠距教學的優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網課遠距教學的優點」，本題為複選題，「疫情期間在家學習更加安全」有 47 名佔

82.4%、「不會因為疫情影響學習進度」有 29 名佔 50.8%、「能更好地陪伴和監督孩子」有 3 名

佔 35%、「佈置作業和提交作業都更加方便」有 2 名佔 3.5%，由數據可知多數家長都認為網課

期間在家會更加安全並且不會拖累學習進度。 

5. 網課期間孩子和家長遭遇到的困難 

 

圖 五-26 家長問卷分析-網課期間孩子和家長遭遇到的困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網課期間孩子和家長遭遇到的困難」，本題為複選題，「孩子難以專注」有 45 名佔

78.9%、「長時間使用電子設備影響視力」有 38 名佔 66.6%、「網路和設備問題影響上課品質」

有 36 名佔 63.1%、「缺乏老師和同學間的互動」有 32 名佔 56.1%、「耗費很多時間心力陪孩子上

課」有 29 名佔 50.8%、「孩子跟不上課堂進度」有 27 名佔 47.3%、「家中環境不適合網課」有

14 名佔 24.5%。 

由數據可知多數家長都認為網課期間孩子難以專注，也影響了學習進度，長期使用電子設

備會影響視力，網路學習也因為網路設備和家中環境影響而打折扣；且網課期間缺乏老師和同

學間實體的互動，低年級的家長還需犧牲時間陪伴孩子上課，這些都是遠距教學先天上的劣

勢，親師生皆需要耗費很多心力去克服。 

(五) 對孩子上網課時的看法或建議事項 

此題為開放式的簡短問答，在此可以知道家長們對於網課期間的相關具體意見，如希望課程

進度調整、上課時間的調整、老師教學方式的調整、作業方式的調整皆有不同意見，家長也體諒

學校因疫情的影響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而實施網課實屬不得已，也期待學校針對網課期間的缺失，

能有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安排，並做好改善工作。 

(六) 對學校的看法或建議事項 

此題為開放式的簡短問答，在此可以知道家長們對學校較為全面的具體意見，有家長提出師

資不穩定，老師更換太頻繁。小朋友在非中文的環境生活，所受到的課外刺激較匱乏，建議學校

可多補充書刊或相關多媒體資源，鍛鍊孩子的閱讀和口語能力。有些家長提出，應在入學前，針

對學生華語程度作測驗，以辨別孩子的華語程度，在開學前可事先安排上華語先修課程，將學生

的華語程度拉近，以利跟上開學後的學習進度。 

 

陸、 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探討越南平陽省的華語文教育發展，以越華國際學校為例，從訪談現任學校之管理層、

教職員、學生家長、台越兩地的經貿交流與華語學習需求的探討，結合問卷訪談的整理與分析，

提出越華國際學校的現況及未來發展的建議。本章分為研究結論與研究建議，首先將幾章的研究

發現與結果，歸納出結論；其次提供研究建議，對於越華國際學校提出未來進一步發展建議。也

可做為其他僑校在發展上的重要參考。 

一、 研究結論 

(一) 學校的發展現況及面臨的挑戰之探討 

1.繁體簡體課程混合問題。 

學校的設定是臺灣體系的學校，開設有完整的臺灣體系課程，但是為了服務中國家長，又開

設了簡體中文課程。學生上中文課時被分成了簡體班和繁體班分開上課，但是其他科目都是統一

的繁體課程。低年級學簡體班的孩子們識字量還不多，主要依賴拼音來認讀，對於選擇簡體課程

的孩子會面臨初期的識字和衍生的學習問題。 



2.新生入學無語言基礎出現的問題。 

小學階段新生入學無基礎語言要求，導致一些沒有中文基礎的孩子和台灣或中國孩子編在同

一班，加之使用的教材為國內(台灣的國民教育課程)的一語教材，需要為了少數孩子設計額外的

教學方式和補充教材，孩子學習受挫，老師也費盡心思，並影響了大多數母語是中文的孩子，因

而延宕課程進度，不過到了高年級，此現象隨著學生心智年齡及學識的提升，則稍稍緩解。 

 

3.提升師資穩定性是重要課題 

本校成立後不久就遭遇 COVIR-19 的疫情，經過封城及社會隔離等措施的防疫結果，具備合

格証的教師普遍裹足不前，大大影響著師資的質量和數量，因此師資質量捉襟見肘下，相對影響

課程安排，教師身兼數職很難發揮專長教學，如此也影響了多數教師留任的意願。 

(二) 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 

學校位於外商投資蓬勃發展的平陽省，故有先天的地理優勢，在此成立一所中英雙語的國際學

校對此地的外商子女是一大福音，也能帶動本地華語文教育的發展，但學校從創辦初期便遭遇

疫情衝擊，課程規劃上鎖定的招生對象以經濟條件較佳華人子弟為主，從而影響招生效果和學

生人數。而近年來因經濟的發展，平陽省的華語學習需求大量提高下，華語中心、補習班林

立，許多本地家長在教育考量下，也讓孩子學習華語，若越華國際學校要吸收廣大生源，未來

應在現行課程規劃及招生策略基礎上，做微型調整，以因應未來趨勢，逐步發展。 

表 六-1 學校 SWOT 優劣分析 

S Strengths 內部優勢 

1.學費與其他國際學校相比較優惠 

2.中英雙語為主，與其他國際學校有市場

區隔。 

3.師資團隊優質，教學品質受家長肯定。 

4.重視學生生活教育、多元活動，學生富

有自信心，愛校認同感強烈。 

3. 透過教學相關活動行銷學校辦學成

果。全體教職員和師生同心，行銷成效

良好，成功吸引校外家長報名。 

W Weaknesses (內部劣勢) 

1.學校剛成立第三年，品牌形象還須持續

強化。 

2.台灣課程為主，也遭遇教材不適合非華

語背景的學生及繁簡體問題(攸關定位) 

3.師資團隊優良，但教職人員流動率高。 

4.專業特色教室與教學軟硬體設備尚需建

置。 

O Opportunities 外部機會 

1.中文課程，符合廣大華商子女需求 

2.地理位置佳，平陽地區子女免於舟車勞

頓。 

3.與社區大樓洽談放置廣告，提升知名度

成效良好 

4.教學口碑逐漸建立，學生來源來自家長

介紹。 

T Threats (外部威脅) 

1.疫情因素，多數家長表示孩子還在國內

過不來，影響現有招生員額。 

2.越南本土疫情延燒，學校停課、原規劃

之對外活動停辦，招生行銷受到影響。 

3. 疫情尚未明朗，尚有潛在家長觀望

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研究建議 

基於本研究現階段的研究結果之基礎，研究者針對越華國際學校的現況，提出個人見解與建

議。 

(一) 對學校的發展現況建議 

1.繁體簡體課程混合問題。 

因在越南教育局登記學校為使用台灣學制及教科書的雙語學校，如要有完整的簡體中文課程，

由教育計畫的核定到中文簡體課程送審，耗時費力；加上師資問題，如全面開設完整的簡體中文

課程中文以外之數學及其他科目需大批陸籍教師，全面開設將無法達收支平衡，嚴重透支。 

綜上分析，仍應維持目前中文教學的作法為宜，要改善的是簡體中文學生在上數學、社會、

自然等主要科目對繁體字的識字的問題，等主要科目對繁體字的識字的問題，建議如下。 

(1)數學、社會、自然等科目在課堂上以教授內容為重點，在遇有課本內容文字有繁簡差異時，

授課老師予以說明，除讓學生能瞭解授課內容外亦一併學習容外亦一併學習繁簡差異繁簡差異。 

(2) 有關試卷，考試是在測驗是在測驗學生的學習成效，建議各科目考試的出題老師，出試

卷時老師可出繁簡兩種試卷。 

(3) 學生課後的家庭作業，目前老師們均使用現成南一版的習作及作業簿，均為繁體字，致

會有陸籍學生在家作業不易及家長輔導困擾的狀況，學校應再和老師協商如何輔導少數個案。 

(4) 簡體中文課本 (人教版)因非越南政府審核之教科書，故爾後正式的課本須因非越南政府

審核之教科書，故爾後正式的課本須參考人教版內容，以自編教案為宜。 

往後的課程規劃發展，則應視未來招生之學生組成，及師資聘任，向教育局申報課程教材等

各方考量下，做出合宜的安排。 

 

2.新生入學無語言基礎出現的問題。 

新生入學可分為小學一年級新生及二年級以上轉學生，建議作法如下。 

(1).小學一年級新生入學先經由招生組及教務處對新生各人及家長的訪談及簡易測試以評鑑

新生的基本能力：中文能力、英語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等等。並對家長提出入學建議； 

a.完全無或少量中、英文能力者，即要求參加學校 2 個月的暑期語文及幼小銜接課程，完成

後由教務處再施以語文測試合格即可正常入學，如尚需加強者，入學後再輔以課後語文課。如確

仍無法入學，將向家長建議先就本校幼兒園大班。 

b. 本校幼兒園生及評鑑合格新生，要求參加幼小銜接課程，以期完整銜接。 

(2).二年級以上轉學生，由教務處施實學科能力測驗，合格者始能按年級正常轉入，如不合

格將由學校向學生家長建議說明可轉入的年級，以符合實際可就讀的年級。 

 

3.提升師資穩定性 

學校應經由各方管道持續增強教師的陣容，建議學校在教師充足的情況下就先透過各種管道

儲備聯繫一些可以提供各個科目兼職的老師，提前做好準備，並且建立完善穩定的薪資福利制度，

吸引優質師資赴越教學，以提昇師資人力及教學的水準。 



(二) 對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之建議 

面對未來，除了突顯學校辦學特色、強化招生策略等外，品牌與學校定位也是關鍵所在。強

化國際教育，配合平陽省教育局政策，加強和各國學校、相關單位的連結合作，以適應國際化的

多元社會。並視未來學校發展規模對現行課程架構做微調，建議未來可走雙軌制度，除招收原鎖

定之台灣、大陸、星馬之學生外，建立適合本地越南學童的課程規劃，吸引越南家長選擇越華國

際學校，以擴大生源。 

 

表 六-2  TOWS 改善策略分析 

W—O Strategies (扭轉策略) 

1.明確學校課程定位(增加課程架構供不

同背景的家長做選擇，但須審慎評估效

益和現行可行性)。 

2.確立特色形象，建立與他校間有明顯差

異之特色及校園文化，例如:注重校園藝

術氛圍，培養學生文化創意及創新思

維。 

S—O Strategies (增長策略) 

1.學校持續建立特色優質形象，增進家長

對學校的選擇意願。 

2.透過各式的特別方案（如：學雜費減

免）或是學校特色課程來滿足家長的需

求。 

3.家長做口碑宣傳，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使

學校口碑達到最大效益。 

4.提高學生入學後附加價值的方式，例如

透過學習活動及生活體驗的過程，達到

提高學習成就及滿意度。 

W—T Strategies (防禦策略) 

1.學校與社區和商家合作，推出親子課

程，如:烘焙、手工藝等，打響學校知名

度外，更能與社區結合，資源共享。 

2.瞭解本校與其他學校所採行的競爭策略

的差異；因應教育市場競爭，發展本校

自我的特色與定位。 

3.後疫情時代，積極發展各式遠距教學系

統或平台，便利學生的學習環境。 

S—T Strategies (進取策略) 

1.招生方面，以行政及行銷宣傳人員為主

要行銷對象，溝通宣傳應對的觀念，培

訓並統一作法。 

2.提升師資穩定度，加強教師續留意願。 

3.完善軟硬體設備，如電腦教室、Stem 

教室。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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