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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0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成效研究 

期 程 110 年 3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 285,000 元 

緣起與目的 

新北市身為新住民移入最多的縣市，多年前已率全國之先，投

注資源規劃相關新住民輔助政策，尤其於教育行政方面，國內首設

的｢新住民文教輔導科｣專責推動國際教育與新住民二代教育深耕

與支持系統，其中極具特色的「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涵蓋國

小至高中職學習階段，從增進親子連結的國小「回到外婆橋子計

畫」，拓廣東南亞跨國文化認同的國中小「文化體驗子計畫」，而至

加強職涯與國際認識的高中職「企業見習與實習子計畫」，累積推動

至今已七年，曾參與計畫的學生已陸續從國高中進入到大學社會

端。本研究欲了解「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對高中職學生培力

是否產生影響與啟發，並分析計畫成效作為政策評估與未來規劃依

據。 

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為主，焦點座談為輔，依研究問

題設計問卷，分析參與者問卷之回饋數據及開放性意見，並從問卷

參與者中選擇各年度參加昂揚計畫之學生，以及昂揚計畫政策推動

之始的行政規劃者，再加上歷年執行昂揚計畫的教育行政人員與帶

隊老師，辦理焦點座談，收整訪談內容輔助問卷分析以解答研究問

題。 

研究發現及
  本研究從「文化理解」、「文化體驗」、「文化認同」和「活動

滿意度及活動建議」四個層面進行探討有以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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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一、在跨文化理解層面： 

1. 對東南亞國家的新認識難以從書本取得。 

2. 參與經驗有利於刻板印象的省思與翻轉。 

3. 文化衝擊透過「親身體驗」而更加深刻。 

4. 人我差異的省思更利於凸顯出個人特質。 

二、在文化體驗層面： 

1. 學生因跨文化經驗後，對赴國外工作有較高意願。 

2. 見習組與實習組學生均增進外派意願。 

3. 透過與臺商面對面對話，向企業家精神學習。 

4. 不同年度的參加學生均得到良好的文化體驗。 

三、在文化認同層面： 

1. 從體驗、體會、欣賞等循序地發展出認同歷程。 

2. 學生更願意接觸東南亞文化並體會多元文化新優勢。 

3. 對自我出身的認同成為探究新住民文化的動力。 

4. 文化與身份認同延伸出學生對國家發展的責任。 

四、在參加動機及活動滿意度層面： 

1. 各校教師的推薦與鼓勵，是學生參與昂揚計畫的重

要因素。 

2. 任務分組激盪動能，見賢思齊互見彼此優點。 

3. 海外臺商堅毅打拚精神的傳遞，使得昂揚培力更具

意義。 

4. 回到父或母親生長的故鄉強化母語學習的動力。 

  在本研究案依據上述之研究結論為基礎，分別對新北市政

府、新北市高中職學校、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及後續研究提出以下

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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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建議： 

1. 擴辦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發揚新北創新政策嘉

惠更多學子。 

2. 培訓課程及參訪行程設計兼具深、廣度與賦予學習任

務。 

二、對新北市高中職學校的建議： 

1. 充實各級行政人員多元文化的知能，關注新住民二代

培育的需求。 

2. 增強參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推廣與擴散。 

三、對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建議： 

1. 學生前往國外見習／實習前及早做好相關準備。 

2. 勇於改變現況跨出舒適圈以成為世界公民。 

四、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 進行參與計畫前後的研究施測以利追蹤評估。 

2. 增加焦點訪談的人數與面向使研究更臻完整。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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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係針對新北市教育局於 2015 年起執行「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針對新北市高中職學生

於參加計畫後之國際多元文化增能情形及後續生涯規劃與多元發展，

進行多面向與多步驟之探究，以瞭解其現況、困境、影響要素、施行

成效以及未來政策方向。本章分為四節，依序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

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名詞釋義以及研究方向與流程。茲論述如次。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研究背景 

  新北市是新住民移入最多的縣市，多年前已率全國之先，投注資

源規劃相關新住民輔助政策，尤其於教育行政方面，國內首設的教育

局新住民文教輔導科專責推動國際教育與新住民二代教育深耕與支

持系統，其中極具特色的「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涵蓋國小至高

中職學習階段，從增進親子連結的國小「回到外婆橋計畫」，拓廣文

化認同的國中「文化體驗計畫」，而至加強職涯與國際認識的高中職

「企業見習與實習計畫」，推動至今已七年，曾參與計畫的學生已陸

續從國高中進入到大學社會端，本研究欲了解計畫對高中職學生培力

是否產生影響與啟發，並分析計畫成效作為政策評估與未來規劃依據。 

一、新住民及其二代人數已佔我國人口相當數量，其教育漸受重視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2021）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全國新住民配偶人數已達 56 萬 9,329 人，其中以大陸及港澳地區配

偶之 37 萬 653 人最多，占 65.10%，其次為來自東南亞國家的配偶，

依序為越南（19.60%）、印尼（5.47%）、菲律賓（1.86%）、泰國（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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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0.76%），東北亞國家日本（1.00%）、韓國（0.36%），及其他

國家（4.12%）。而新北市新住民配偶人數達 11 萬 1,002 人之譜，占

全國 19.50%，其中以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之 7 萬 5,634 人最多，占

68.14%，其次為來自東南亞國家配偶，依序為越南（17.66%）、印尼

（3.59%）、泰國（1.66%）、菲律賓（1.55%）、柬埔寨（0.41%），東北

亞國家日本（1.06%）、韓國（0.49%），及其他國家（5.43%）。可見新

北市新住民國籍來源比例與全國比例相近，人數為全國之冠。 

  據教育部（2020）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二代學生就學概況

報告顯示，新住民二代學生比例逐年提高，108 學年度達 31.2 萬人，

占學生總數比率來到 7.4%（如圖 1），另從圖 2 新住民結婚人數及其

子女出生人口數圖分析，其中於 88－93 學年間出生之新住民二代每

年有 3 萬人以上，是新住民二代出生數的高峰，估計此群體目前就學

階段落於高中職至大學，未來幾年隨出生人口數下降，新住民二代學

生亦隨之減少，但其占學生總數之比率仍會增加（如圖 3）。 

目前各縣市的新住民二代分布狀況約有三分之二集中於六都；但

若以新住民二代占各縣市學生總數之比率而言，以連江縣約四分之一

的最高，金門縣亦超過 15%，占比 10%者皆為六都以外縣市。按新住

民二代學生分布縣市觀察，以新北市 4.9 萬人（占 15.7%）居首，桃

園市 3.7 萬人（占 11.9%）次之，臺中市 3.6 萬人（占 11.5%）再次，

六都新住民二代學生合計 20.8 萬人，合占全體新住民二代學生之

66.7%。若同時觀察全體學生之分布，計有 71.7%位於六都，顯示六

都之新住民二代學生密集度似不及全體學生，然而新北市新住民二代

學生占全體學生數之 8.2%，仍較全國平均占比 7.4%為高。新北市新

住民二代的學習階段分布，以國小最多 1 萬 6,981 人（占 34.8%），其

次是高中職 1 萬 952 人（占 22.4%），再次為國中 9,642 人（占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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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6,516 人（占 13.4%）為第四，幼兒園 4,701 人（占 9.6%）

為最少（如圖 4），顯示近幾年新北市內新住民二代學生多數在高中職

階段學習，因此近年來新北市教育局推動新住民二代昂揚培力高中職

學生企業見習、實習計畫正當適時。 

 

圖 1 全國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二代就學概況統計表。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圖 2 新住民結婚人數及其子女出生人口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二代就學概況統計表。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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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3 至 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二代就學概況統計表。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圖 4 108 學年度各縣市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108 學年度各級學校新住民二代就學概況統計表。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son_of_foreig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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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住民二代的教育與培力已為新北市教育的施政重點  

新北市新住民人口數高居全國之冠，升格直轄市前臺北縣政府即

十分關注新住民相關議題。根據連峰鳴（2014）整理，臺北縣自 2003

年公布「臺北縣新住民教育中程計畫」起推動新住民教育議題，隔年

2004 年「臺北縣新住民教輔計畫」整合縣府各局處資源，於 2005 年

12 月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負責全市新住民福利服務的提供。

進而結合各地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等單位，於 29 區設

置 34 處「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利用社區的人力及特色，提供在

地化且就近的服務。2006 年「臺北縣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深耕計畫」

加入新住民二代教育與輔導，2007 年推動「臺北縣多元族群幸福關懷

計畫」，2008 年 3 月教育局全國首創成立「新住民文教輔導科」，同年

11 月完成「新住民教育白皮書」，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新住民問題及需

求進行專案研究，以白皮書及研究結果作為整體施政規劃基礎。新住

民教育白皮書之三大政策主軸為：邁向成功學習、培育社會公民、經

營幸福家庭。新北市教育局承其施政精神並以教育為主軸，經分析與

評估新住民二代教育之需求，規劃「2015-2018 新北市多元文化教育

行動方案」，培育學生從小紮根，了解多元文化價值，並習得尊重、

欣賞與認同，進而逐漸影響社會大眾，減少歧見與偏見，讓市民學習

尊重多元文化。 

新北市政府於 2011 年設置「新住民事務委員會」遴聘專家學者進

行政策諮詢，規劃一系列新住民文教輔導計畫，為新住民及其子女之

教育範疇提供完善服務措施。同年，教育局於九大分區1分別設置「國

際文教中心」，辦理多元文化活動及藝文展覽，建構校際合作網絡，

                                                      
1 資料來源：https://www.international-

education.ntp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271/?cid=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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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增進民眾對國際多元文化的認識與尊重。 

配合新住民語言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新北市亦積極

推動相關教育計畫，自 2016 年起首創舉辦各級學校東南亞語文競賽，

提供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舞臺，並鼓勵新住民親子用母語溝通互動。

2018 年 4 月全市首座「新住民語文教育資源中心」成立，整合教材編

輯、師資培訓、課程輔導與語文競賽等四大功能，成為新住民語言教

育新平臺。資源中心裡配有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

西亞及菲律賓等 7 國語言教材，更與臺灣駐外館合作國際教育資源網

站連接越南及印尼電子圖書資料庫，讓語言教育人員在取得學習資源

更加便利。此外，在新北市新住民語文教學輔導團努力下，2019 年 12

月發表全國首套的新住民語文課程雙語教案，除以中文理解新住民語

文課程的教學內容及多元文化外，也讓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透過

母語掌握教案內容、教學方式及意涵，創造領航全國的優質新住民語

文學習環境。據統計，新北市更是全國唯一新住民語文課程 7 語全開

課的縣市，以 109 學年度為例，針對適用新課綱之年級，新北市總計

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 613 班、1,742 名學生選修。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0）表示，新北市額外加碼補助非適用新課綱之 3-6 年級開設近

90 班，合計 109 學年度新住民語文開課總班數超過 700 班，學生數

超過 2,000 人，無論是開課班數，還是學生選課人數，新北市皆為全

國第一。 

回顧過去在國內約自 1999 年前後，新住民相關教育議題逐漸受

到關注，教育部自 92 學年起著手蒐集全國各校之基本資料，並自 93

學年起按年加以彙整分析，冀望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下，提供研訂具體

可行教育措施之重要資訊，以強化新住民溝通能力，促使其加速融入

臺灣社會，進而有效地提升其子女之學習成效。2015 年 12 月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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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定「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目標有三：1.展現新住民二代語言發展

優勢，培育多元優質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2.暢通新住民多元學習

管道，展現新住民優質潛能。3.辦理多元文化課程，提升國人對新住

民文化的瞭解、尊重與認同，以促進社會和諧。同時教育部公告「新

住民二代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 2016 年至 2020

年）」，政策目標為：一、建立專責服務支援系統，落實整合行政架構

目標。二、精進師資、課程與教學，落實提升教學成效目標。三、資

源整合國際技職體驗，落實人才培育目標。四、營造友善家庭支持環

境，落實優化家庭教育目標。伴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為達

「成就每一個孩子」的核心願景，在新住民二代教育問題上，朝積極

訂定新住民二代教育政策，漸進式提供良好的行政支持系統，培育具

備多元文化觀念與多元文化教學能力的師資，引導新住民二代融入整

體教育環境，並擴展同儕認同，輔以新住民家庭教育的落實，強化新

住民家長親職功能，共同建構友善的優質學習環境，有效地回應學生

的學習需求，提升學習成效。 

2016 年 8 月 16 日總統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新南向

政策」政策綱領，啟動我國重新定位國家在亞洲發展重要角色，尋求

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是創造未來價值的重要經貿戰略一環。

臺灣作為亞洲及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我國必須因應全球情勢變化及

區域整合趨勢，作出相應的調整。因此開啟我國和東協、南亞及紐澳

等國家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期待建立緊密的合作，共創區域的發展和

繁榮。「新南向政策」的總體及長程目標：促進臺灣和東協、南亞及

紐澳等國家的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層面的連結，共享資源、人才與

市場，創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進而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建立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機制，形塑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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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並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和分歧，逐步累積互信及共同體意識。而

短中程目標：1.結合國家意志、政策誘因及企業商機，促進並擴大貿

易、投資、觀光、文化及人才等雙向交流。2.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

推動產業新南向戰略佈局充實並培育新南向人才，突破發展瓶頸。3.

擴大多邊和雙邊協商及對話，加強經濟合作，並化解爭議和分歧。據

此，新住民二代教育在人才培育的落實與新南向政策可相輔相成。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在前述背景環境下，依據「新

北市政府之 2012－2015 新北市推動國際教育行動方案」、「2015－

2018 新北市多元文化教育行動方案」及「2015 年 3 月 24 日新北市政

府第 220 次市政會議市長指示事項」（新北市政府，2015），於 2015

年 4 月開始推動，目標為培育新住民二代及一般生具備：一、強化國

家認同，建立國家意識。二、發展母語優勢，提升文化認知。三、善

用東協優勢，培育競合人才。四、建構公平正義，接軌國際教育。因

此，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依照不同目的，分成不同子計畫進行，

其中「外婆橋返鄉溯根計畫」甄選新住民親子檔，提供新住民家庭返

鄉溯根機會，並透過隨行導演影片紀錄，培養新住民二代具備文化認

識及跨國跨文化理解，增進親子共學，化育雙邊文化優勢種子。「東

南亞國家文化體驗」計畫則透過行前培訓營及出國參訪，促進新住民

二代文化具備跨國文化認識與理解的優勢並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東

南亞國家臺商企業見習」及「東南亞國家臺商企業實習」計畫以新北

市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經歷行前培訓、國外見學及成果分享，過程中

學生需應用先備知識、小組討論，透過團隊合作完成學習任務，期能

增進新住民二代自信心及跨國跨文化理解的能力，擴展職涯認知、提

升青年國際競合力，培育成為接軌國際的經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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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新北市教育局全國創舉的「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學習成果

亮眼，每年透過分享會發表獲大眾關注。2015 年至 2019 年間已選送

216 位學生赴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及緬甸進行企業

實習、見習及文化體驗，外婆橋部分則有 23 組新住民親子赴越南、

泰國、印尼、緬甸、柬埔寨、越南及菲律賓尋根探源，成果豐碩（新

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2022）。 

 

圖 5 新北市教育局舉辦昂揚計畫成果發表會 

資料來源：陳國維（2018 年 11 月 5 日）。展現新住民二代優勢 新北學子發表昂揚計畫成果。中

央廣播電臺。取自 https://www.rti.org.tw/ 

教育部國教署則引用昂揚計畫概念，於 2018 年開始辦理「新住民

二代溯根活動」補助新住民二代家庭暑假期間至其父（母）原生家鄉，

進行文化體驗及語言學習。此外，亦辦理「新住民二代國際職場體驗」，

讓新住民二代至東南亞國家參訪臺商工廠進行海外職場體驗，藉由參

訪體驗企業經營，以增進自身職場就業知能。在推動「新住民二代國

際交流」方面，補助學校師生與東南亞國家進行交流，以增進雙邊的

認識，瞭解不同的文化與尊重差異，搭起與東南亞國家之橋樑。 

前述有關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多年累積的報導及成果內容

https://www.r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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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新住民二代教育雖然備受重視，相關教育計畫推動也逐漸開展，

但卻缺乏以學生為主體的計畫成效作為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亟待補

強。因此，綜合前述研究背景，本計畫研究動機有三：  

一、 了解新北市執行「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

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執行現況。 

二、 探討與分析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

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學習成效與相關問

題。 

三、 彙整學生的參與經驗與意見，提出研究建議，以作為未來新

北市推動「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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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

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現況。 

二、 探討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影響。 

三、 分析新北市執行「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

業見習、實習計畫」的困境。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執行「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建議。 

貳、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現況為何？ 

二、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影響為何？ 

（一）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跨文化理解」的

情形為何？ 

（二）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文化體驗（企業

參訪）」的情形為何？ 

（三）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文化認同」的情

形為何？ 

三、 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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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困境為何？ 

四、 提出建議，作為未來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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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新住民二代 

本研究所稱之新住民二代係指新住民之子女，而新住民乃是指居

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結婚之配偶，其身份為非設籍與居住臺灣地

區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或港澳居民。爰此，本研究所

指之新住民二代即是前述之新住民，與國人結婚所生之已設籍、且在

臺居住及就學者之子女，並聚焦於 109 學年度就讀於國內高中職或

大專校院之新住民二代。 

 

貳、昂揚計畫 

  本文指稱「昂揚計畫」系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

以「培養新住民二代文化認識，具備跨國文化理解的優勢」、「增進新

住民二代職涯認知，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人才」及「拓展新北市學生

之國際視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合力」為目的，進行「外婆橋計畫」、

「國中小文化體驗」、「高中職企業見習」及「高中職企業實習」等四

個子計畫。本文研究以「高中職企業見習」及「高中職企業實習」二

子計畫為主。 

參、昂揚計畫成效 

一、跨文化理解 

「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 awareness）根據陳國明（2003）為跨

文化溝通的認知面向，強調經由理解自己並與對方的文化互動，進而

改變環境對個人觀感的過程。 

二、文化體驗（企業參訪） 

  「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屬於一種校外參訪的模式，目的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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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實地到企業內部參訪。企業會以簡報、導覽參觀、影片介紹

等等方式，向學生介紹與說明，使學生對企業有初步的了解。 

三、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根據吳瓊洳（2009）指個人接受

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態度與行為，以文化象徵、風俗習慣或儀式等作

為認同的基礎，並且不斷將該文化之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

的過程。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本市高中職學生經由參與昂揚計畫

企業見習及實習後，藉由行前訓練、營隊中所給予賦能的小組任務與

課程及回國後的成果發表等等活動，過程中學生與同儕、師長、臺商

企業及當地的人事物互動過程中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變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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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經諮詢專家學者及研究團隊研討後，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問卷調

查為主，焦點座談為輔，依研究問題設計問卷，分析參與者問卷之回

饋數據及開放性意見，並從問卷參與者中選擇不同年度參加昂揚計畫

之學生，以及昂揚計畫政策推動之始的行政規劃者，再加上歷年執行

昂揚計畫的教育行政人員與帶隊老師，辦理焦點座談，收整訪談內容

輔助問卷分析以解答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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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方法 

 

圖 6 研究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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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工作期程 

           月次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蒐集文獻資料、文

件分析及撰寫研究

計畫 

          

依據審查意見進行

計畫修正及執行研

究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依據研

究目的設計問卷 
          

問卷調查：預試修

正 
          

問卷調查： 

正式進行問卷調查 

根據研究進度實施

問卷調查與分析 

   
  

     

  

焦點座談           

進行量化與質性資

料之綜合分析與討

論 

          

提出研究結論與具

體修正建議 
          

完成報告並提交期

末審查結案 
          

圖 7 研究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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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討論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

畫之成效，為使本研究所編製問卷及非結構式訪綱具備學理依據，並

參考或調整過去相關之研究量表以符應本研究問題，在文獻探討部分

主要分為「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跨文化理解」、「文化

體驗（企業參訪）」及「文化認同」此四部分進行論述。 

 

第一節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的緣起與目的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實施計畫」辦理方式包含「國內甄

選培訓營」、「高中職海外企業見習」和「高中職海外企業實習」。 

 

壹、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的緣起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以下稱：昂揚計畫）是為培育

新住民二代學子，能透過文化認識、回外婆家、職涯認知與企業見習、

實習等課程，發揮自身跨文化特質，進而放眼東協、接軌國際，成為

跨國領袖人才，亦鼓勵一般生參與（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2022）。 

 昂揚計畫包含外婆橋計畫、國中小文化體驗、高中職企業見習和

高中職企業實習，共四個子計畫。「外婆橋計畫」是新住民二代學生

與新住民母親回外婆家尋根探源之旅。「國中小文化體驗」則以東南

亞景點之文化體驗為主。「高中職企業見習」計畫內容為至東南亞設

廠之臺商企業進行參訪，並與企業家進行深度訪談。「高中職企業實

習」計畫則是透過至越南臺商公司實習工作，與當地員工互動，理解

企業文化。 

 2015 年至 2019 年共有 216 位學生至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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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及緬甸等國家進行外婆橋計畫、文化體驗、企業見習及企業

實習。 

 2015 年辦理昂揚計畫甄選培訓，有 162 位學生參加，最後從中

甄選 20 名國中小及 24 名高中職學生分別至泰國與越南，進行七天的

文化體驗與企業見習行程及 5 組親、師、生及導演返鄉溯源執行回到

外婆橋紀錄影像計畫，回國後辦理 4 場分享會，以擴散後續影響力。 

 2016 年開始完整進行昂揚計畫四個子計畫，選送 20 位國中小前

往越南進行文化體驗，有 4 組新住民親子參與外婆橋計畫，20 位高

中職學生前往印尼企業見習，並開始辦理高中職越南企業實習。此外，

亦於三重區集美國小舉辦 500 人參與之大型昂揚計畫成果發表會。更

前往各校辦理多場次昂揚分享會，預估曾有 1200 多位學生的參與。 

 2017 年持續選送 50 位學生赴越南及印尼等國辦理文化體驗、企

業見習與企業實習，5 組新住民親子參與外婆橋計畫，共有 122 位學

生參加。回國後於新北高工舉辦大型成果發表會，更辦理紀錄片放映

會及 6 場各校成果分享會。 

2018 年共計 46 位學生赴菲律賓、泰國及越南進行文化體驗、企

業見習及實習，並有 6 組親子參與外婆橋計畫。回國後以攤位體驗及

紀錄片播映等方式於新北高工辦理成果發表會，呈現企業實習、見習

與文化體驗心得成果。 

 2019 年則有 36 位學生赴緬甸、馬來西亞及越南進行文化體驗、

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並有 4 組親子參與外婆橋計畫，回國後於板橋

車站舉辦大型成果發表會。 

 2020 年因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暫停辦理昂揚計畫，然而，於 2021

年開始啟動「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 2.0」，改以線上營隊方式，由

雙溪高中、黎明技術學院、秀峰高中和新北高工 4 校分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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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

畫目的 

一、高中職「企業見習」實施目的 

 從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計畫目的」的內容，可以看見新北市

教育局對參加昂揚計畫見習組學生的期許。計畫目的皆欲培養學生跨

國職涯發展能力與國際競合力。各年度計畫目的之差異在於，2015 年

度較強調培育學生為親善大使與國際公民力，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

則較著重培養學生文化認識與跨文化理解，2019 年度則重視學生外

國語言學習動機之強化。此外，2015 年度提及學生須「立足國家認

同」，2016 至 2019 年度則積極培養學生「拓展國際視野」，以國家認

同為基礎，走向拓展國際視野。 

（一）2015 年度計畫目的 

1.立足國家認同，培育親善大使，強化全球移動力與公民力。 

2.初探東協發展，尋找職涯新進路，運用資訊力培育競合人才。 

3.透過企業見習與志工服務，善用二代優勢發展就業力與創新力。 

（二）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計畫目的 

1.培養新住民二代文化認識，具備跨國跨文化理解的優勢。 

2.增進新住民二代職涯認知，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人才。 

3.拓展新北市學生之國際視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合力。 

（三）2019 年度計畫目的 

1.拓展新北市學生國際視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合力。 

2.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神，涵養未來跨國發展的動機。 

3.瞭解東協經貿發展現況，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人才。 

4.強化外國語言學習動機，儲備與世界溝通的語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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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職「企業實習」實施目的 

  昂揚計畫高中職企業實習自 2016 年度起實施，2016 年度是昂揚

計畫高中職企業實習的第一屆，由當時雙溪區柑林國小吳瑞文校長帶

隊。2016 年度企業實習學生是從 2015 年度企業見習的學生挑選參加

企業實習，當時計畫規劃理念是「企業見習」為初階，「企業實習」為

進階，但於 2017 年後調整為兩個各自獨立的子計畫，不再從曾參與

「企業見習」的學生中挑選「企業實習」學生。2016 年度至 2019 年

度昂揚計畫高中職企業實習目的與企業見習相同。 

 綜上述，高中職「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的實施目的，皆以

增進學生文化認識、職涯認知及國際視野為宗旨，期盼學生透過參與

昂揚計畫，增進跨國跨文化理解的優勢、跨國職涯發展能力、語言溝

通力及國際競合力，成為接軌國際的經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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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的內容與實施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實施計畫」的內容及實施辦法，將

分別針對「國外見習體驗」和「國外實習體驗」進行說明。 

 

壹、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企業見習的內容與實施 

一、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承辦學校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承辦學校分別是 2015 年度由北新國小承

辦，由雙溪高中、淡水商工及深坑國小協辦、2016 年度為中和高中承

辦、2017 至 2019 年度由雙溪高中承辦。 

二、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報名資格、錄取方式和名額 

 錄取名額皆以東南亞新住民二代佔二分之一以上為原則，本計

畫主要補助對象為新住民二代。錄取標準中，皆有 10%的「師長推薦」。

自 2019 年度開始，增加「自我介紹短片」和「面試回應」，使用手機

錄製影片，長度為 1 分鐘。在昂揚計畫成果發表會中，多以影片呈現

學生學習成果，學生具有基礎影片拍攝與剪輯能力，影片即可從學生

視角拍攝，可更了解學生的學習心得及所見所得，並使成果發表會內

容更豐富精彩。 

 從 2017 年開始，錄取標準增加「額外加分條件」，分別是有參與

2016 年東南亞語言競賽獲「特優」、「優等」者，未來有意願前往越南

就業者，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者，可額外加分。新北市全國首創

東南亞語言競賽，將東南亞語言競賽成績納入昂揚計畫加分項目，鼓

勵學生參加東南亞語言競賽。 

「國內甄選培訓營」的錄取名額有遞減的趨勢，在 2015 年度共有

90 名，比例上是東南亞新住民二代 60 名，一般生 30 名。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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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度皆為 60 名，並皆以東南亞新住民二代佔 1/2 以上為原

則。「國外見習」的錄取名額亦有變化，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分別有

20 名，2018 年度有 23 名，2019 年度為 16 名。2015 年度至 2019 年

度「昂揚計畫」之報名資格、錄取方式和名額詳如附錄一。 

三、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辦理方式 

 自 2015 至 2019 年度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組的「國內甄選培訓營」

辦理天數有差異，2015 年度四天不過夜，2016 至 2018 年度皆為兩天

一夜，2019 年度為兩天不過夜。 

 「國外企業見習」則皆為七天六夜，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曾前

往之國家依序是越南、印尼、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 

 出國全額補助來回機票、食宿、交通、保險、課程及教材等費用，

不含簽證、護照等個人支出。 

 學生的相關義務為參加國外見習之學生應全程參加行前培訓、

繳交作業、出席成果發表會、進行親善活動 3 次，未盡上述義務應繳

回所有出國費用，不得異議。 

四、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程 

 2015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地點為三重商工、中和高中、鶯

歌高職，2016 至 2018 年度在明德高中舉行，2019 年度則在新北高工

舉行。課程表中「認識東協」、「國際禮儀」、「認識多元文化」及「團

體動力」為共通課程。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

程詳如附錄二。 

五、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企業見習」行程 

 昂揚計畫高中職組企業見習組七天六夜行程於 2015 年度至越南

進行企業見習，分別參訪了平陽省鞋業、納智捷汽車生活館、頭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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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儒鴻織染越南分公司、中鋼住金越南分公司等臺商企業。2016 年度

至印尼進行七天六夜企業見習。 

  2017 年度至越南進行企業見習，分別參訪了納智捷展廳、今立集

團、眾安公司、DDK 鋒明國際、味丹集團公司、中鋼住金等臺商企

業。新北市教育局原規劃昂揚計畫在十年間，完成東南亞十國參訪，

承辦學校雙溪高中認為，若可以 2015 年越南臺商公司為基礎，於 2017

年再次出訪越南，更深化參訪深度，因此於 2017 年再度至越南進行

高中職企業見習。 

  2018 年度至泰北進行企業見習，分別參訪了農友種苗公司、龍眼

工廠、蜂蜜工廠、生薑工廠、水果農場、茶廠等臺商企業。 

  2019 年度至馬來西亞進行企業見習，分別參訪了和豐生技農業

公司、杜甫科技公司、環泰企業公司和 ADTEK 亞太熱熔膠公司等臺

商企業。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如附錄

三。「國外見習」行程多經由當地國家之臺商會會長協助徵求願意接

待的公司，這些公司並非來自於一個工業鏈，參訪公司數量和種類多

元。 

六、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性別、學校別及父母國籍別 

（一）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性別 

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的學生性別數詳如表 1。自 2016 年度

起，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組的女性多於男性，總計女性參與人數佔

整體參與人數約六成三的比例，女性參與比例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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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學生之性別表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總計 

男性 11 8 3 10 4 36 

女性 11 12 15 13 12 63 

總計 22 20 18 23 16 99 

 

（二）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學校別 

經統計，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的學生，普通型高中參與人

數佔整體參與人數的比例為 52.5%，技術型高中參與人數比例為

36.3%，綜合型高中參與人數比例為 11.1%，普通型高中參與人數比

例相對較高（如下表 2）。 

 

表 2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學生之學校別人數表 

年度 普通型

高中 

技術型

高中 

綜合型

高中 
技術型高中科別 

2015 13 9 0 表藝、模具、製圖、機械、 

資料處理、廣設、美術 

2016 13 4 3 無資料 

2017 11 5 2 無資料 

2018 9 11 3 
設計、商經、汽車、語文、 

資料處理、國貿、應用外語、

廣設、觀光 

2019 6 7 3 國貿、多媒體、商經、 

應日、餐飲 

總計 52 36 11 

表藝、模具、製圖、機械、 

資料處理、廣設、美術、 

設計、商經、汽車、語文、 

應用外語、觀光、國貿、 

多媒體、應日、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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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父母國籍別 

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的學生的父母國籍別如下表 3。昂揚

計畫企業見習組參與之新住民二代中，父或母國籍別為越南的學生最

多，共 40 人，父或母國籍別為印尼的學生次多，共 10 人。父或母國

籍別分別有越南、印尼、大陸地區、緬甸、泰國、菲律賓和日本，共

七個國家。 

 

表 3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學生之父母國籍別人數表 

父或母

國籍 
越南 印尼 

中國 

大陸 
緬甸 泰國 菲律賓 日本 總計 

人數 40 10 5 4 2 1 1 63 

 

（四）學生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的比例 

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的學生之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人數

詳如下表 4。總計新住民二代學生參與人數佔整體參與人數約六成三

的比例，符合昂揚計畫簡章規定之新住民二代學生參與比例。 

 

表 4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學生之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人數表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總計 

新住民 

二代 
12 8 13 16 14 63 

一般生 10 12 5 7 2 36 

總計 22 20 18 23 1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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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企業實習計畫的內容與實施 

一、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辦理單位 

  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組第一年（2016 年）是由雙溪區柑林國小吳瑞

文校長帶隊，前往越南進行企業實習。自第二年（2017 年）開始，由

新北高工老師帶隊。主辦學校與帶隊老師由國小端轉至高職端，因參

與者為高中職學生。 

  新北市新住民文教輔導團成立旨在推展新北市國際教育及新住

民相關專案及活動、辦理國際教育及新住民教材與課程研發，以及辦

理國際教育專業師資及新住民母語師資與通譯人才培訓。昂揚計畫與

其業務相符，故在 2016 年度指派新住民文教輔導團成員吳瑞文校長

帶隊至越南進行高中職企業實習。 

二、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錄取方式和名額 

依據各年度新北市教育局函告簡章，昂揚企業實習組「國內甄選

培訓營」的錄取方式及錄取標準，皆和昂揚計畫企業見習組相同，錄

取名額則不同，昂揚企業實習組在「國內甄選培訓營」招募 20 名學

生，其中東南亞新住民二代佔 1/2 以上為原則。2016 年度「國外實習」

學生是從 2015 年度赴昂揚計畫見習組中選拔三位表現優良學生。

2017 至 2018 年度「國外實習」時則從 20 名「國內甄選培訓營」學生

中，選擇 5 位學生。 

2019 年昂揚企業實習組「國內甄選培訓營」錄取方式須先繳交資

料（占分 40%），以及面試回應（占分 60%），共錄取 12 人。資料包

含師長推薦內容（該生學習態度）、特殊專長或事蹟、參加動機、自

我期許、自我介紹短片（長度：1 分鐘，請用手機錄製即可）、其他獲

獎證明。2019 年度新增繳交「自我介紹短片」，從此處可以了解到新

北市教育局重視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及基本的影片拍攝和剪輯能力。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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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企業實習組「國外實習」的錄取標準，須為全程參加行前培訓輔導

課程，並依出席率、課堂表現及學習態度（40%）與面談甄選成績

（60%），最後選擇 8 人前往越南實習。 

三、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辦理方式 

「昂揚計畫」辦理方式包含「國內甄選培訓營」和「高中職組企

業實習」，昂揚計畫高中職企業實習組的「國內甄選培訓營」與高中

職見習組共同辦理，因此辦理方式相同。企業實習組的行前培訓也與

見習組一起進行，出國費用全免和應負義務皆與企業見習組相同。企

業實習組和企業見習組的差異主要在於出國時間為期兩周，自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外見習國家皆為越南。 

四、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和「行前培訓」行

程內容介紹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和「行前培訓」行程

與昂揚見習計畫相同，詳如附錄二。 

五、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 

「昂揚計畫」皆前往越南同奈臺商企業進行高中職企業實習，各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詳如附錄四。 

六、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培訓營」和「行前培訓」行程內

容介紹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國內培訓營」和「行前培訓」行程與昂

揚見習計畫相同。 

七、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性別、學校別及父母國籍別 

（一）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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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的學生性別數詳如表 5。總計女性參

與人數佔整體參與人數約六成一的比例，女性參與比例偏高。 

 

表 5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學生之性別表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總計 

男性 0 4 3 1 8 

女性 3 1 2 7 13 

總計 3 5 5 8 21 

 

（二）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學校別 

經統計，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的學生，普通型高中、技術

型高中與綜合型高中參與人數分別為 9 人、11 人及 1 人（如下表 6）。 

 

表 6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學生之學校別人數表 

年度 
普通型

高中 

技術型

高中 

綜合型

高中 
技術型高中科別 

2016 1 2 0 表藝、資處 

2017 2 3 0 無資料 

2018 2 3 0 汽修、機械 

2019 4 3 1 資訊、演藝、製圖 

總計 9 11 1 
表藝、資處、汽修、 

機械、演藝、製圖 

 

（三）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參與學生父母國籍別 

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的學生的父母國籍別如下表 7。昂揚

計畫高中職企業實習組參與之新住民二代中，父或母國籍別為越南的

學生最多，共 15 人，佔整體新住民二代人數約八成八的比例。父或

母國籍別分別有越南、印尼和緬甸，三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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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學生之父母國籍別人數表 

父或母國籍 越南 印尼 緬甸 總計 

人數 15 1 1 17 

 

（四）學生新住民與一般生的比例 

歷年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的學生之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人數

詳如下表 8。總計新住民二代學生參與人數佔整體參與人數約八成，

符合昂揚計畫簡章規定之新住民二代學生參與比例。 

 

表 8 參與昂揚計畫企業實習學生之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人數表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總計 

新住民二代 3 3 4 7 17 

一般生 0 2 1 1 4 

總計 3 5 5 8 21 

 

  綜上述，本研究彙整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計畫執行內容，以進行文獻回顧。透過

分項整理新北市教育局逐年計畫資料，可更了解計畫背景，作為研究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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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的成效評估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高中職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從

2015 年到 2019 年歷經五年，研究者整理各年度計畫目的並依預期目

標歸納為下表 9。從表格中可以得知，2015 年度還尚未有企業實習計

畫，企業見習計畫以國家認同為出發，強調培育親善大使及東協發展，

計畫目的提及志工服務，盼藉由企業見習及志工服務善用二代優勢並

發展就業力與創新力。直到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新住民二代」才

正式明確地使用於昂揚計畫目的之中，並且著重於新住民二代對跨文

化理解的認識、職涯認知以及具備國際視野的國際競合力。2019 年度

則以過去三年計畫為基石，更重視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神，希望培育

未來跨國發展的動機及國際經貿人才。 

 

表 9 昂揚計畫企業見習與企業實習目的比較表 

年度 企業見習計畫目的 企業實習計畫目的 

2015 年 

1.立足國家認同，培育親善

大使，強化全球移動力與

公民力。 

2.初探東協發展，尋找職涯

新進路，運用資訊力培育

競合人才。 

3.透過企業見習與志工服

務，善用二代優勢發展就

業力與創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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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企業見習計畫目的 企業實習計畫目的 

2016 年 

至 

2018 年 

1.培養新住民二代文化認

識，具備跨國跨文化理解

的優勢。 

2.增進新住民二代職涯認

知，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

人才。 

3.拓展新北市學生之國際視

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

合力。 

1.培養新住民二代文化認

識，具備跨國跨文化理解

的優勢。 

2.增進新住民二代職涯認

知，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

人才。 

3.拓展新北市學生之國際視

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

合力。 

2019 年 

1.拓展新北市學生國際視

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

合力。 

2.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神，

涵養未來跨國發展的動

機。 

3.瞭解東協經貿發展現況， 

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人

才。 

4.強化外國語言學習動機，

儲備與世界溝通的語言

力。 

1.拓展新北市學生國際視

野，提升我國青年國際競

合力。 

2.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神，

涵養未來跨國發展的動

機。 

3.瞭解東協經貿發展現況， 

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人

才。 

4.強化外國語言學習動機，

儲備與世界溝通的語言

力。 

 

研究者統整及分析昂揚計畫高中職各年度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

之計畫目的，發現 2015 年到 2019 年的計畫實施目的均相當重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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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及國際視野，其中敘述包涵強化全球移動力、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提升國際競合力、瞭解東協經貿現況等等，顯示出昂揚計畫期盼高中

學生透過至國外企業見習及實習，能具備跨文化理解能力。此外，昂

揚計畫高中職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也非常重視與東南亞當地臺商的

交流與互動，從計畫目的中盼參與學生能初探東協發展、增進新住民

職涯認知、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神及培育國際經貿人才得以窺見文化

體驗（企業參訪）在計畫中佔據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也強調立足

國家認同及培養新住民二代的文化認識，可以推論出參與昂揚計畫之

高中學子能在計畫中習得跨文化理解能力，並且從文化體驗（企業參

訪）中增進對跨國企業的認識及瞭解身為新住民二代的優勢，進而促

進其文化認同。 

綜上述，研究者統整昂揚計畫高中職各年度企業見習及企業實習

之計畫目的，依其所強調之內涵形成三大構面，分別為「跨文化理解」、

「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及「文化認同」，統整歸納為下表 10。 

 

表 10 昂揚計畫企業見習與企業實習之目的內涵一覽表 

構面 跨文化理解 文化體驗 

（企業參訪） 

文化認同 

年度  

2015 

1.強化全球移動力與

公民力。 

2.培育親善大使。 

1.初探東協發展，尋找

職涯新進路，運用資

訊力培育競合人才。 

2.善用二代優勢發展就

業力與創新力。 

1.立足國家

認同。 

2016 

| 

1.具備跨國跨文化理

解的優勢。 

1.增進新住民二代職涯

認知，培育接軌國際

2.培養新住

民 二 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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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拓展新北市學生之

國際視野，提升我國

青年國際競合力。 

的經貿人才。 化認識。 

2019 

1.拓展新北市學生國

際視野 

提升我國青年國際

競合力。 

2.瞭解東協經貿發展

現況。 

1.學習海外臺商創業精

神，涵養未來跨國發

展的動機。 

2.培育接軌國際的經貿

人才。 

 

 

壹、 跨文化理解 

一、跨文化理解之定義 

「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 awareness）根據陳國明（2003）為跨

文化溝通的認知面向，強調經由理解自己並與對方的文化互動，進而

改變環境對個人觀感的過程，文化可以分成表層文化及深層文化，表

層文化是了解文化是「什麼」的面向，例如地理、歷史、社會、政治

系統等等；深層文化則代表背後的價值結構，其所關注的為了解文化

「為什麼」的面向。 

二、跨文化理解之構面與要素 

黃文定（2015）根據 Chen 與 Starosta（1996）、Deardorf（2006）、

Byram（1997）、Kim（1998, 1991）及 Ting－Toomey（1999）的跨文

化理論模式，整理出對跨文化能力之四大向度「意願與態度」、「知識

與理解」、「技能與應用」、「多元思考與判斷」並建構出小學生國際交

流跨文化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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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願與態度：發現和探索不同文化的好奇心、理解多樣性的價

值、尊重他人的文化、具備人際安定感、自信心。 

（二）知識與理解：理解自己及交流對象的文化、習俗與特色。 

（三）技能與應用：傾聽與觀察的技能、外語能力、展演本國特色文

化的技能、展現合宜的國際禮儀、具備跨文化同理心；具有彈

性（能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溝通形式和行為）、對所見所聞進行反

思的能力。 

（四）多元思考與判斷：能將在交流過程中的見聞與自己過去的經驗

連結、比較、分析及評價。 

此四大向度底下又包含了十個項目與 27 項指標，例如於向度一

「意願與態度」能力指標其中一項為能瞭解並接納與國外陌生人、事、

物互動時的不確定性；向度二「知識與理解」其中能力指標為理解自

己的文化、習俗與特色；向度三「技能與應用」其中能力指標為能在

與交流對象溝通時，運用聆聽的技巧來覺察不同文化的內涵；向度四

「多元思考與判斷」其中能力指標為能將交流過程的見聞與自己過去

經驗相連結並比較。 

三、昂揚計畫中之跨文化理解 

昂揚計畫透過營隊初期的培訓，邀請大使及專業文化講師為學生

進行文化認識與理解上等「表層文化」的增能，以 2015 年度為例，

邀請阮蓮香老師教授東南亞文化與臺灣文化差異的課程；王清源副參

事講授國際禮儀；陳尚懋副教授以認識東協為主題的系列課程進行教

授。企業見習 7 天及企業實習 14 天的出國參訪則以實際與當地臺商

互動、參觀工廠、參與實習工作、認識企業故事、經營理念、拜訪當

地著名景點、體驗當地風俗等，過程中藉由觀察、反思、提問回饋、

教師引導、臺商分享等，使「表層文化」慢慢實際應用及體會於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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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中以達到「深層文化」的認識，進而達成「跨文化理解」。 

 

貳、文化體驗 

一、文化體驗之定義 

高慶豪（2014）提出文化體驗是個體接受到現場環境刺激，經由

感官與內心歷程所轉換出的呈現。Schmitt（1999）認為體驗源自對事

件之觀察，經由不同媒介的誘發，以及參與者的心理產生作用而形成

影響。文化體驗強調個體在真實情境的相互交流下，感官、情感、思

考、行動以及綜合前面四項的關聯體驗中之牽動與影響，包含的形式

多元，如品牌行銷、休閒娛樂、民俗節慶等等，本研究所指的文化體

驗以文化體驗（企業參訪）模式為主，透過帶領學生至東南亞當地企

業內部進行參訪，真實體驗現場氛圍、情境與互動。 

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屬於一種校外參訪的模式，主要是讓學生

可以實地的到企業內部參訪。一開始企業會以簡報的方式，向學生介

紹與說明，讓學生對企業有初步的了解。接下來透過文化體驗（企業

參訪）的進行，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企業各部門的工作環境與實際運作

的情況。 

陳偉民（2009）對於戶外教學提出看法，其認為戶外教學是指在

真實情境的互動歷程中，透過實際參與活動所得到的體驗加強學生對

教室中所學知識的記憶及理解，並展現其對知識的應用，從直接體驗

中學習相關知識的分析、綜合與歸納，形成完整的知識，以達成教學

目標。 

二、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相關理論 

梁偉成（2016）討論求職者之雇主知識增量與組織人才吸引力之

關係，發現雇主知識增量對組織人才吸引力有所影響，雇主知識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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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對潛在求職者的影響程度也隨之增加。Cable 與 Turban （2001）

將「雇主知識」定義為求職者對於特定組織的記憶與聯想，認為求職

者會因為雇主知識存量之高低而影響其處理與反應關於該組織的資

訊，也影響求職者的應徵意圖。雇主知識主要可分為三個構面，分別

為雇主熟悉度（Employer Familiarity）、雇主聲望（Employer Reputation）

與雇主形象（Employer Image）。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實習）透過實際

至當地文化體驗（企業參訪）接觸老闆及員工，增加對企業的熟悉度，

故本研究以雇主熟悉度（Employer Familiarity）進行探討。  

Collins （2007）將雇主熟悉度定義為求職者識別特定公司或潛在

雇主的能力。雇主熟悉度著重於潛在應徵者是否知曉組織的存在，當

潛在應徵者察覺到組織的存在，對組織的了解程度愈深時，愈能引發

之後對組織的正面評價與好感（Aaker & Equity, 1991；Turban, Forret,& 

Hendrick, 1998）。相反的，如果求職者對於組織完全不認識，缺乏有

關於雇主的相關資訊，自然不會有任何聯想，也不會產生任何的評論。

因此，雇主熟悉度可說是雇主知識中的核心基礎，因為在完全不知曉

雇主是誰的情況下，求職者是不會對該組織有任何後續的追蹤與搜尋

資訊的念頭與想法的。 

雇主熟悉度可分成四種程度： 

（一） 未察覺（unawareness）：指求職者完全沒有聽過該組織。 

（二） 識別（recognition）：指求職者能夠識別出該雇主名稱的能力。 

（三） 喚起（recall）：求職者若具備了品牌喚起的能力，則其對於雇

主將具有足夠的熟悉性。當接觸到與公司相關的顯著資訊，

求職者就能回想起該雇主的名稱。 

（四） 內心首選（top of the mind）：在求職者的心目中是第一個被想

起的公司，此為最高的察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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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昂揚計畫中之文化體驗 

以 2018 年度企業見習為例，帶領學生至泰國進行參訪，訪查行

程包含前往龍眼、蜂蜜工廠，由臺商老闆分享其奮鬥打拼故事，並帶

領學生前往養蜂廠等工廠實際走訪，透過身歷其境的戶外式教學，使

紙本上的文獻概念體現於真實情境中，對於知識的理解能活用，例如

從參訪中體認到東協國際競合的角力關係，窺見國際經貿人員所需的

特質，以及真實產業所面臨的優勢及困境。 

 

參、文化認同 

一、文化認同之定義 

認同（identy）是一個人將另一個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或內引的

人生觀、價值觀等予以內化成為個人屬性的一種過程（張春興，1991），

而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根據吳瓊洳（2009）指個人接受某一特

定族群的文化態度與行為，以文化象徵、風俗習慣或儀式等作為認同

的基礎，並且不斷將該文化之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 

林靜宜（2016）提出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有密切的關係，新住民

二代文化認同發展越佳，其自我認同發展也會越好，若新住民二代對

其母親成長的原生國有越密切且正向的附屬關係，對原生國文化有越

多的知識與了解，有助於自我認同的正向發展。 

本研究根據吳瓊洳（2009）的定義，進一步探討本市高中職生經

由參與昂揚計畫企業見習及實習後，藉由行前訓練、營隊中所給予賦

能的小組任務與課程以及回國後的成果發表等等活動，過程中學生與

同儕、師長、臺商企業及當地的人事物互動過程中自我認同與文化認

同變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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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認同相關理論 

Phinney（1990）提出文化認同理論的三大論述包含社會認同論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self）、涵化論（accultural theory）、認同形成論

（identity formation theory），依序分別介紹： 

（一）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1982）： 

著重於個體將自己歸類於某一個文化族群裡，並透過自覺屬於某

族群的成員進而發展出認同與歸屬感。個體經由穩固的群體隸屬關係

以維繫自身的定位與自我意識，並協助達成身心的安適與自我身分的

認定。 

（二）涵化論（Berry, Trimble,& Olmedo, 1986）： 

當兩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接觸的過程中，其中一方全體或是兩者

族群在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產生改變，又分為： 

1. 兩極化的線性模式：將文化認同的概念視為一條直線，一端

為母國文化認同，另一端為所處社會之主流文化，個體會傾

向兩極的其中一方。  

2. 雙向模式：強調文化間並非為直線的兩端，而是獨立存在，

個體可以同時擁有對母國及主流文化的高度認同。 

3. 多元模式：文化間的互動及對話並非僅僅是文化融合，而是

產生新的一種文化變體。 

  另外，Matsunaga、Hech、Elek 和 Ndiaye（2010）提出兩文化接

觸，涵化為必然的過程，文化涵化會引發個體情感、行為與認知的衝

突，特別會影響到下一代子女。 

（三）認同形成理論（賴慶安，2002）： 

認同形成理論主張認同是個體、文化、時間及社會背景交互作用

下，經過不斷的抉擇、衝突與評價而形成的，因此認同形成理論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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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體在認同形成中其心理發展歷程的探究。 

三、昂揚計畫中之文化認同 

有鑑於文化認同對於個人信心及國家認同影響甚大，昂揚計畫於

營前培訓也安排相關課程，以 2016 年度為例，吳瑞文校長以宣介臺

灣為題，分析臺灣過去歷史的定位，以及隨著政治、貿易等國際情勢

下發展至今的角色；2018 年，隨著新北市政府對於新住民政策的及新

住民二在子女教育及培力越加重視，進而安排新住民二代培力政策概

述；2015 到 2018 年度每年都有聘請專業講師團體與領導動能培力，

從中建構學生自我價值與認同。 

四、文化認同相關量表 

  吳瓊洳和蔡明昌（2009）對於文化認同提出不管是對己族或他族

的文化認同都包含了某些重要的因素，並且參考 Dehyle（1992）、Hill

（2004）、Phinney（1990）的文化認同量表，將這些因素分別整理為

文化歸屬、文化投入及文化統合三大構面之概念；再將此三大構面結

合 Likert 五點量表型式進而編製出新住民二代文化認同量表，量表中

依此三大構面進行分類共有 34 題，如：文化歸屬構面題目包含填答

者與母親原生國文化的關係密切；文化投入構面題目則涵蓋填答者喜

歡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原生國的歷史事蹟；文化統合則包含填答者喜歡

聽母親談論有關她原生國的歷史事蹟。 

吳瓊洳和蔡明昌（2009）文化認同三大構面定義如下： 

1. 文化歸屬：係指對新住民原生國文化或臺灣本土文化之依附

歸屬、共榮共滅、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 

2. 文化投入：係指能瞭解新住民原生國或臺灣本土文化的文化

背景及文化概念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化認知的熱忱及

投入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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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統合：係指感受或體認新住民原生國文化與臺灣社會本

土主流文化的差別，而對雙重文化所採取的一種調適性的統

合策略。 

本節整理歷年昂揚計畫的計畫目的，並從表 10 中各年度的目的

歸納出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文化認同之三大構面，

透過各個構面的定義介紹、相關文獻的爬梳及整理、及闡述昂揚計畫

中與構面相關的各個細節操作，以形塑昂揚計畫中的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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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乃探討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

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人才培育發展之成效，主要以問卷調查與焦

點座談之方式進行研究。本章節說明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實施方

式，各節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節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

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實施方式，第三節為焦點座談之設計與實施，第四

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第五節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節旨在探討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

習、實習計畫人才培育發展之成效，共分成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

業參訪）、文化認同三個面向來討論。依據性別（男性、女性）、學校

別（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參加計畫年度（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參加活動類型（企業見

習、企業實習）、父母親原生國籍或地區（中華民國／臺灣、中國大

陸、越南、印尼、泰國、緬甸、菲律賓、日本、其他）之背景變項，

分析影響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文化認同之因素，發

展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8，並說明其研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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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研究架構圖 

 

路徑 A、B、C 分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

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後之跨文化理解、文化

體驗（企業參訪）與文化認同之差異情況，以 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瞭解各變項之間之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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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實施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以了解參與者對於參加新北市新住民

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成效。設計之問卷乃經

過探討其相關理念與整理相關文獻，建立其立論基礎與研究之架構，

隨後再進行問卷調查。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歷屆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

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學生共 120 人次，問卷的回收數量共 85

人，其中有 26 位男性、57 位女性，回收率為 70.0%。研究參與者中

2015 年度的參加者 17 名、2016 年度的參加者 10 名、2017 年度參加

者 15 名、2018 年度的參加者 20 名以及 2019 年度參加者 21 名，各

年度參加計畫人次與問卷回收數量之摘要如下表 11。  

 

表 11 各年度參加昂揚計畫人次與問卷回收數之摘要表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計 

參與計畫 

人次 
22 23 23 28 24 120 

回收數 17* 11 15 20 21 84 

回收率 77% 48% 65% 71% 88% 70% 

註：有三位研究參與者同時參加 2015 年、2016 年兩年之昂揚計畫活

動，本表將三位計算在 2015 年度之參與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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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中為新住民二代身分的有 52 位、一般生有 31 位。而

參與者中高中職階段就讀普通型高中者有 40 位、技術型高中 30 位、

綜合型高中 13 位。 

 

參、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之成效，研究流程可分為計畫階段、發展階段與調查階段，

各階段流程的說明以下分述之。 

一、計畫階段 

 研究者閱讀國內外有關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文化

認同的相關理論與文獻，並瞭解國內外現有的相關測驗工具加以分析

比較，以完成本研究之文獻探討。 

二、發展階段 

（一）編製研究工具 

 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之理論或現有之測驗工具，編製「新北市新

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參與意見調查專家內

容效度問卷」，其內容包含「參加動機」、「活動滿意度與建議」、「跨

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與「文化認同」等面向。 

（二）研究工具之專家效度 

本研究完成「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

習計畫參與意見調查專家內容效度問卷」後，邀請國內三位教育政策、

生涯輔導領域之專家學者針對理論架構、問卷內容、試題文字等面向

進行修訂，並依照專家們的建議進行問卷修改，建立本研究之專家效

度，完成正式施測版之「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

習、實習計畫參與意見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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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階段 

（一）正式施測 

本研究以歷屆曾參與過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

業見習、實習計畫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以通訊軟體、電話、簡訊等方

式聯繫歷屆參與過計畫之學生，邀請學生填寫本研究正式施測版之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參與意見

調查問卷」。 

（二）資料整理分析 

回收正式施測版之「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

習、實習計畫參與意見調查問卷」。因本研究採線上問卷填答，研究

參與者需要填答所有必填題項才能送出問卷，故無需刪除有缺漏填答

之無效問卷。研究者針對填答內容進行檢查，如有全部問卷題目皆填

答同一答案者，視為無效問卷予以剔除。經判斷可使用之回收調查問

卷以三位數數字代碼進行編碼，其個人基本資料與問卷填答內容皆予

以登錄於電腦中，並運用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與考驗。 

（三）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彙整統計分析之結果，並佐以相關理論、文獻資料，分析

與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肆、研究工具 

本問卷之編製過程為：問卷編製、建立專家效度、信度分析，統

合各項資料編製成正式施測之問卷。 

問卷說明指導語中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參與新北市新住

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者目前人才發展之現況，

請歷屆之參與者依照自身之現況進行填答，並強調所得之資料僅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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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與未來政策建議之用途，只針對整體之資料進行分析，不會

對於學校、班級或個人之比較，並對於個別之資料絕對保密。 

問卷內容主要分成五大部分：參加動機問卷、活動滿意度與建議

問卷、跨文化理解量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量表、文化認同量表，

以下針對各部分的問卷內容進行說明。 

一、參加動機問卷 

為瞭解昂揚計畫參與者的參加動機與其個人與外在因素，本研究

自編「參加動機問卷」，包含 4 個題項，將其劃分為參加原因、家人

支持程度、參與甄選積極程度及自我效能感程度等。 

參加原因為複選，參加者評估自己參與原因是個人有興趣、師長

推薦參加、家長鼓勵、同學邀約或其他因素影響。家人支持程度、參

與甄選積極程度與自我效能感程度皆採李克特五點量表進行評量，參

與者評估自己的狀態填答。 

二、活動滿意度與建議問卷 

為瞭解昂揚計畫參與者在參與活動後對各項活動的滿意程度與

建議，本研究自編「活動滿意度與建議問卷」，問卷內容分兩大面向：

活動滿意度、活動建議。活動滿意度問卷部分包含 12 題，分別針對

甄選、國內甄選培訓營、企業見習／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與整體活

動等細項進行滿意度的調查。活動滿意度問卷中有 11 題採李克特五

點量表進行評量，依照「非常滿意」、「滿意」、「有點滿意」、「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分別給予 5 至 1 分；一題為詢問參與者覺得國內甄選

培訓營舉辦最適合的天數。而活動建議問卷則有三題，採開放式問題，

請研究參與者回答在昂揚計畫參與過程中印象深刻的活動、與原本想

像不同之處以及對昂揚計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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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文化理解量表 

本研究以黃文定（2015）發展出的跨文化能力指標為架構，與教

育政策、生涯發展相關學者討論修改其指標構念後，發展出改編「跨

文化理解量表」。本量表包含四大構面：意願與態度、覺察與理解、

技能與應用及多元思考與判斷，各構念分別皆有三題，總共 12 個題

項。量表題目採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量，依據參與者填答「非常

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分。 

本研究自編跨文化理解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詳如表 12，跨文化

理解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11，各構念之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

為意願與態度 0.684、覺察與理解 0.771、技能與應用 0.788、多元思

考與判斷 0.808。 

根據吳明隆與涂金堂（2005）綜合多位學者之觀點，提出總量表

信度係數為 .80 以上、分量表.70 代表擁有較佳之 Cronbach α 係數。

除了理解與態度分量表為中等程度之信度表現外，其餘分量表與總量

表都擁有良好之信度。 

 

表 12 跨文化理解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構面 Cronbach’s α 

跨文化理解 

理解與態度 0.684 

0.911 
覺察與理解 0.771 

技能與應用 0.788 

多元思考與判斷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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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體驗（企業參訪）量表 

本研究參考梁偉成（2016）發展之「雇主知識量表」，改編「文化

體驗（企業參訪）」量表。本量表包含兩大構面：企業認識與工作意

願，兩個構面分別有五題與三題，總共 8 個題項。量表題目除了企業

認識中一題為確認參加者參與昂揚計畫前對參訪或實習企業的認識

程度為單選題外，其餘皆採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量，依據參與者

填答「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分別給予 5 至 1 分。文化體驗（企業參訪）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如下

表 13，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77，

而企業認識構念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03、工作意願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88，顯示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量表具有中等程度之信

度，兩個分量表則有良好的信度表現。 

 

表 13 文化體驗（企業參訪）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構面 Cronbach’s α 

文化體驗 

（企業參訪） 

企業認識 0.703 
0.777 

工作意願 0.788 

 

五、文化認同量表 

本研究改編吳瓊洳和蔡明昌（2009）所編製的「新住民二代文化

認同量表」，將量表用詞修改成不論新住民二代與否皆可填寫。本文

化認同量表中包含三個構面，分別為文化歸屬、文化投入、文化統合，

每個構念分別都有三題，總共 9 個題項。問卷題目採李克特五點量表

來進行評量，請參與者依照其對各題項的態度反應勾選出所認同之選

項，分別是「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意」、「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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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其代表之分數依序為 5 分至 1 分。文化認同量表之信度分析

結果如下表 14，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30，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文化歸屬 0.699、文化投入 0.856、文化統合

0.855。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之信度。 

 

表 14 文化認同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構面 Cronbach’s α 

文化認同 

文化歸屬 0.699 

0.930 文化投入 0.856 

文化統合 0.855 

 

六、問卷效度 

本研究編製之問卷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指導建立專家效度。

為探討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成

效，研究團隊歸納彙整前述之文獻分析結果，編製成「新北市新住民

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成效研究調查專家內容

效度問卷」，邀請教育政策與生涯輔導領域之三位學者專家對於問卷

內容、用詞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性進行審核評估，並提出專家之修正建

議，以建立本研究問卷之專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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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座談之設計與實施 

壹、焦點團體座談對象 

為深入探討影響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人才培育發展之成效，以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特邀集國

內計畫之相關政府機關人員、學校人員、專家學者、新住民等召開四

場焦點座談，深入蒐集影響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

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後之文化認識、企業認知與文化認同之差異

情況等，以確實了解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人才培育發展中，可能

遭遇的問題與執行上的困難，並提供研究的建議，以供未來政策擬定

與實際推動與執行修正之參考。 

本研究為確實蒐集有關了解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後之成效，邀集相關推動的機構及學者專

家，分別針對跨國跨文化理解層面、職涯認知層面與國際視野層面等，

以了解落實的情形以及執行的成效與問題。  

故焦點團體訪談對象包括四類人員： 

（一）政府機關人員選取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

業見習、實習計畫業務承辦人員。 

（二）學校人員方面，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帶隊教師。 

（三）專家學者方面，本研究邀請參與新住民方案制定或推動之

專家學者。 

（四）新住民方面，則為全部參與過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

學生及新住民家長。 

 

貳、焦點團體座談之規劃 

為能進一步了解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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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畫之成效，除了量化問卷之外，本研究辦理 6 場焦點座談，邀

請政府機關人員、學校人員、專家學者、參與過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計畫企業實習及見習學生等，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會，以確實了解新北

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成效、問題與

改進策略，以作為後續執行與推動的參考。 

焦點團體座談會於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舉行，因疫情影響及

受訪學生目前散落全臺各地大學，故其中 5 場利用科技軟體，採取線

上訪談進行，另 1 場則為實體訪談。本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邀請政府

機關 2 位、承辦學校人員 3 位，專家學者 1 位、參與過新住民二代培

力昂揚計畫企業見習與實習學生 9 位，總計 15 位受訪者。焦點座談

設計與實施對象類別如下表 15，焦點座談學生訪談編碼如下表 16，

焦點座談行政人員訪談編碼如下表 17，本焦點座談大綱請參見附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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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焦點座談設計與實施一覽表 

服務機構/ 

原就讀高中 

政府 

機關 

人員 

學校 

人員 

專家 

學者 

參與昂揚計畫

（見習、實習）

學生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 0 0 0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 0 2 0 2 

新北市立坪頂國小 0 0 1 1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0 1 0 1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0 0 0 1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0 0 0 1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0 0 0 1 

新北市私立南強工商 0 0 0 1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職 0 0 0 1 

合計 15 名 2 3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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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焦點座談學生訪談編碼表 

訪談 

編碼 
性別 身分別 

活動 

類型 

參與 

年度 
學校類型 訪談日期 

S1 男 非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8 技術型 20211027 

S2 男 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8 綜合型 20211029 

S3 男 新住民 企業實習 2018 技術型 20211029 

S4 女 新住民 企業實習 2019 綜合型 20211029 

S5 男 新住民 企業實習 2017 普通型 20211029 

S6 女 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6 技術型 20211029 

S7 女 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7 普通型 20211029 

S8 女 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6 普通型 20211029 

S9 男 非新住民 企業見習 2019 綜合型 202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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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焦點座談行政人員訪談編碼表 

訪談 

編碼 
性別 

行政 

類型 

活動 

類型 

參與 

年度 

學校 

類型 

訪談 

日期 

A1 女 
行政、 

帶隊老師 
企業見習 2017-2019 綜合型 20211027 

A2 男 帶隊老師 企業實習 2017-2018 技術型 20211027 

A3 男 承辦人 
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 
2016-2019 教育局 20211027 

A4 男 
行政、 

帶隊老師 
企業見習 2017-2019 綜合型 20211105 

A5 女 行政長官 

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 

文化體驗 

2016-2019 教育局 20211105 

A6 女 校長 文化體驗 2015 國小 202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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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資料處理 

一、問卷調查之資料處理 

調查問卷回收後，逐一檢查其填答內容。如有全部問卷題目皆填

答同一答案者，視為廢卷予以剔除。經判斷可使用之回收調查問卷以

三位數數字代碼進行編碼，其個人基本資料與問卷填答內容皆予以登

錄於電腦中。  

二、焦點訪談之資料處理 

為了對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在焦點團體

座談將採全程錄音錄影，且座談後必將座談內容轉譯成可分析的逐字

稿，研究團隊採用雙項細目表方式，縱向為受訪者姓名、橫向為量化

研究所分析之主要項目，並將受訪者內容經由分類及歸納，統整於雙

向細目表中。 

貳、分析方法 

一、問卷調查之資料分析 

為驗證不同背景變項在「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

「文化認同」之差異性，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

分析。本研究之資料處理以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統計套裝軟體做

為資料分析之工具。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所適用之統計方法說明

如下：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適用時機為自變項只有兩類之類別變項時，探討

兩組別之連續依變項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之「性別」與「新住民二代

身分」變項可分為兩種分類屬性之類別變項，即可使用獨立樣本 t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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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析不同性別之「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與「文化

認同」是否有顯著之差異。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變異數分析適用於三組以上平均數差異之檢定，本研究之背景變

項中，「學校別」、「參加計畫年度」、「參與活動類型」可再細分成三

種以上之組別。本研究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背景變項在「跨

文化理解」、「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與「文化認同」是否有顯著之差

異，如變異數分析之同質性檢定（Levene’s 檢定）不同質，則使用

Welch’s F 進行校正。若差異達到顯著水準（p＜.05），則採用雪費法

（Scheffe'）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各組之間之大小差異情況。 

二、焦點座談之資料分析 

焦點座談內容，經由研究人員反覆閱讀，將逐字稿與焦點團體座

談紀錄之內容進行分析並統整於雙向細目表中，藉由分析受訪者所提

到的相關內容，抽離其所蘊含的核心概念，依照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搭配量化研究結果作為補充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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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本節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倫理進行說明，以下針對研究倫理中

重要的兩大面向—知後同意與匿名與保命兩項原則進行說明，以下分

述之。 

 

壹、知後同意 

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前，都會知會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

的相關事宜。 

在研究參與者填寫問卷前，會請研究參與者閱讀參與研究之說明

指導語，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進行方式、問卷填寫的時間、後續資料

處理等資訊，請參與者依照依照自身現況來進行填答，並強調所得之

資料僅用於學術研究與未來政策建議之用途。參與者閱讀完指導語並

同意，才會開始正式填寫問卷內容。 

研究者於訪談前會先知會受訪者知情同意的事宜，並給予同意書

確保尊重受訪者之意願，同意書內容包含向受訪者敘明本研究的目的

及進行方式、使其充分了解研究過程中自身權益：受訪者有權拒絕錄

音、拒絕回答某些問題、訪問過程中若有任何不佳的感受，可隨時告

訴研究者並終止訪談…等。 

 

貳、匿名與保密 

在研究中，研究者獲取的調查問卷結果與訪談資料皆予以保密，

包含研究問卷的資料、訪談的錄音稿、訪談文本資料等，確保研究參

與者資料的保密性。同時，研究資料亦會以匿名的方式發表，調查問

卷只針對整體之資料進行分析，不會對於學校、班級或個人之比較，

並對於個別之資料絕對保密。訪談結果在發表時會以代號代替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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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姓名，且不公開其所就讀之學校名稱，確保研究中不會暴露可

識別受訪者之資料，以維護研究參與者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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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問卷資料與焦點座談訪談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本章

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學生參與昂揚計畫之動機分析，第二節為學生

參與昂揚計畫之滿意度分析，第三節為參與昂揚計畫學生之跨文化理

解分析，第四節為參與昂揚計畫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分析，

第五節參與昂揚計畫學生之文化認同分析。 

   

第一節 學生參與昂揚計畫之動機分析 

依據問卷分析結果，關於學生參與昂揚計畫動機的影響因素（可

複選）詳如下圖 9。 

 

圖 9 學生參與昂揚計畫的動機分析圖 

註：學生的參加動機可複選，故細項合計超過 100%。 

在參與動機方面，學生表示自己有興趣者佔 89.3%、師長推薦參

加者佔 60.7%、家長鼓勵者佔 15.5%、同學邀約者 7.1%、至於其他原

因則佔 1.2%。由前述可知，參與昂揚計畫學生有將近九成是自己感

興趣而參與，可見學生持自主參與動機的比例很高；其次，師長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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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推薦也是促成學生參與動機的重要因素，其中有六成以上的學生

是受到學校師長推薦所影響，顯示教師和家長都是昂揚計畫推動過程

中不可或缺的推手。在焦點座談裡曾參與昂揚計畫的受訪學生也表示

如上的看法： 

 

當時就讀中和高中，起初是因為學校是主辦單位且自身是新住民

二代。媽媽是越南人，當時沒有去越南覺得很可惜，但是去印尼

也覺得很值得。透過老師推薦而得知活動，我本身喜歡學習外語

且希望未來能在國外工作所以對昂揚計畫很有興趣。本身對國外

事務感興趣，因此很快答應。 

……20211029S8 

 

我所就讀的是北大高中，因為參加糾察隊時常協助學校，所以認

識許多老師。那時候的訓育組組長知道我是新住民二代，就詢問

我有沒有參加的意願，當時我不知道這是個甚麼樣的計畫，但因

為自身就很喜歡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更何況昂揚跟越南（媽媽

故鄉）有關，所以就立刻答應老師。 

……20211029S7 

 

在安康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受到老師的支持鼓勵去參加了昂揚計

畫的徵選，最後也順利獲選參加昂揚計畫。 

……20211029S5 

 

參加昂揚計畫的起因是當時學校有張貼宣傳公告在各班（有開說

明會，有學姊有分享昂揚心得），學校也積極的遊說新住民二代去

參加這個計畫，當時的教務主任是我國中的數學老師，就直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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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給我叫我填一填要幫我報名。 

……20211029S2 

 

高中老師注重多元能力，老師會積極推薦學生參與營隊及校外活

動，例如領培營，加上當時已經有同學參加過昂揚計畫，有與同

學聊過昂揚計畫的過程，所以老師的鼓勵加上同學的經驗，就決

定參加了！從新聞得知西進策略會遇到政治上的阻礙，因此了解

政府想推廣南向政策分擔風險。 

……20211027S1 

 

 關於參加昂揚計畫的學生對於家長支持與個人動機的看法方面，

描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18。首先，學生對於家長支持程度的感受方

面，平均數達 4.81 為最高，顯見家長支持程度對於學生參與計畫與

否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其次，在個人動機方面，以參與甄選態度與參

與甄選自我效能感兩項題目進行評估，其中學生對於參與甄選持肯定

態度的平均數達 4.70，顯示多數學生在參與昂揚計畫甄選的態度相當

積極；另在參與甄選自我效能感方面，平均數達 4.39，顯示多數學生

認為參與計畫甄選需要一定程度的努力，並認為只要能積極準備就可

以獲得順利錄取。 

 

表 18 參加昂揚計畫學生對於家長支持與個人動機的描述統計分析 

 家長支持程度 參與甄選態度 
參與甄選 

自我效能感 

M 4.81 4.70 4.39 

SD 0.43 0.51 0.73 

 



70 

 學生為了想要挑戰自己，會抱持較高的自我動機及自我效能感

報名昂揚計畫，以下受訪同學有相同看法： 

 

我的母親是一位新住民，因為父母親工作的關係，將我託付給在

越南外婆，直到要上學才回臺灣（國小前是住在越南），從小媽媽

就灌輸我獨立自主的觀念，主動學習，累積人生的經驗，培養我

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高中就讀於莊敬高職表演藝術科升學班，

偶然得到個「可能去越南的機會」，且自己非常喜歡越南，如此難

能可貴的機會我一定要把握住呀!因此透過層層徵選政府辦的「昂

揚計畫」，更非常幸運地在隔一年獲選參加昂揚計畫企業實習。 

……20211029S6 

 

參與昂揚計畫的原因，是因為千載難逢有機會能夠自己到國外見

識不同的國家，且當時也想要挑戰自己，突破現狀。本身是比較

會要資源的學生，因此某位教務處老師就轉知這個資訊給我。 

……20211029S3 

 

  在焦點座談的質性資料，亦可以發現最主要的動力是來自於老師

推薦與鼓勵，教師身分包含教務主任、班導和訓育組組長等，「教師」

是學生是否參加昂揚計畫徵選的最大因素，有不少老師並不只是轉知

昂揚計畫活動，而更能鼓勵支持學生參與。 

  其次，「學生本身的積極度」亦很重要。若學生本身積極度高，

教師僅是推薦計畫，學生就會主動報名參加。此外，是聆聽已參加過

昂揚計畫的同學分享、學校舉辦昂揚計畫說明會、學校張貼宣傳公告，

都能提高學生對昂揚計畫的參加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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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參與昂揚計畫之滿意度分析 

  本節意探討學生參與昂揚計畫各項活動之滿意度，參與者分別針

對甄選、國內甄選培訓營、企業見習／企業實習、成果發表會、整體

計畫滿意度等細項進行評分。 

  關於參與昂揚計畫的學生對於甄選的規定與流程滿意程度，描述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19。首先，學生對於「參與甄選的規定」的滿意度

之平均數為 4.41，顯示多數的學生對於甄選規定感到非常滿意；其次，

學生對於「甄選流程」之滿意度平均數為 4.36，由此可知學生對於甄

選的流程規劃多數都感到滿意。 

 

表 19 參與昂揚計畫學生對甄選滿意度之描述統計分析 

 參與甄選的規定 甄選流程 

M 4.41 4.36 

SD 0.62 0.58 

 

  在問卷中，參與者對於甄選針對甄選規定中新住民二代、一般生

的比例提出建議，有參與者建議可增加一般生的名額，亦有建議增加

東南亞以外的新住民二代學生。 

  在焦點質性訪談中，有學員（S6）建議報名的時候可以增加企業

的產業別，如此可以搭配學員的學習專業，未來在長才發展上更為精

確；另外亦有學員建議（S7）計畫內容更應該延伸到大學，因為大學

生才會未來最直接與企業接軌的階層。 

  在國內甄選培訓營方面，參與學生對於國內甄選培訓營之描述統

計分析如表 20。首先，昂揚計畫參與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滿意度之

平均數為 4.22，顯示學生對課程內容多數都感到滿意；其次，昂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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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參與學生對於「上課方式」之滿意度平均數為 4.14，顯示他們對於

國內甄選培訓營的上課方式也多數感到滿意。 

 

表 20 昂揚計畫參與學生對國內甄選培訓營滿意度之描述統計分析 

 課程內容 上課方式 

M 4.22 4.14 

SD 0.72 0.72 

 

  在問卷的建議部分，研究參與者多針對國內甄選培訓營的課程內

容提出建議，建議主要可概括成三點：（一）增加參訪國家的語言與

文化課程；（二）國內甄選培訓營時培養小組的凝聚力，幫助參訪時

的小組成果產出；（三）國內甄選培訓營課程內容與之後的參訪活動

重點、影片製作有關連。 

  在焦點質性訪談中，學員（S1）反應行前培訓的課程，在思維和

設計訓練方面幫助很多，相對於僅偏向某個軟體或硬體的操作課程，

思維和設計訓練帶來的創意彈性更多。也有學員（S3）反應在小組行

動中，可以學習人際溝通，溝通聆聽，在未來工作時，團隊行動也是

一門藝術。而有學員（S3）建議在培訓營可以教一些更親近於當地的

一些日常生活用語，若能因此能跟當地人有一些對話，會是很難得的

體驗與機會。亦有學員（S5）建議行前培訓可能可以再增加一些課程，

例如增加簡報課程、學長姐的分享，可以因此先知道國外行程過程中

的報告方式為何。 

  關於昂揚計畫參加學生認為國內甄選培訓營適宜的辦理天數，其

回應結果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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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學生建議國內甄選培訓營最適合之舉辦天數分析 

 

  參與昂揚計畫學生認為國內甄選培訓營最適合舉辦為兩天佔

20%、兩天一夜佔 48%、四天 20%、五天佔 12%。從學生的回應中可

以得知，近半數的學生認為國內甄選培訓營以兩天一夜的形式舉辦最

佳。昂揚計畫歷年的國內甄選培訓營舉辦天數分別為 2015 年的四天

與 2016 至 2019 年的兩天一夜，從學生的回饋中顯示目前執行最久的

兩天一夜規劃也是學生認為最適合的舉辦天數。 

  針對參與昂揚計畫學生對赴東南亞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之滿意

度方面，描述統計結果如表 21。第一，學生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

「行程安排」滿意度平均數為 4.58，顯示大多數的對相關的行程安排

皆感到非常滿意；第二，學生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參與方式」

之滿意度平均數為 4.64，為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各個面向中滿意度分

數最高者，顯示目前的參與方式讓大部分學生都感到非常滿意；第三，

學生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之「見習／實習討論」滿意度平均數為

4.54，表示每晚進行的「見習／實習討論」讓大多數的學生都感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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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意；第四，學生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之「參訪心得影片製作」

滿意度平均數為 4.35，說明多數學生對於製作參訪心得影片都感到滿

意；第五，學生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心得撰寫」滿意度的平均數

為 4.46，顯示有多數的學生都滿意心得撰寫的部分。 

  各項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參與昂揚計畫學生對於企業

見習或企業實習的相關安排與形式都感到相當滿意。除此之外，也可

以發現企業見習或企業實習的各項滿意度分數皆高於其他活動的滿

意度，這也說明著學生對於目前昂揚計畫的所有環節中的企業見習與

企業實習感到最滿意，且最核心的重要項目。 

  在焦點質性訪談中，學員（S9）反應每天晚上的檢討報告跟心得

分享，除了可以即時回顧所學，在過程中 PPT 或是海報的呈現，也是

表達力的展現，另外也有學員（S5）反應，透過每晚紮實的報告訓練，

報告投影片不再是攏長的文字敘述，學會了用圖片輔助，內容消化後

用自己的方式報告出來，這樣的能力對於他上大學後很有幫助，成果

總是比同儕再更精緻一點，做報告也更有效率。 

 

表 21 參與昂揚計畫學生對企業見習／實習滿意度之描述統計分析 

 行程安排 參與方式 
見習/實習

討論 

參訪心得 

影片製作 
心得撰寫 

M 4.58 4.64 4.54 4.35 4.46 

SD 0.59 0.60 0.53 0.74 0.65 

 

  在問卷的建議中，內容較多著重於「行程安排」與「見習／實習

討論」這兩大項。與「行程安排」有關的建議可以概括成三項：（一）

增加與當地工作者、學生等交流的機會；（二）減少見習企業數量，

深入瞭解企業運作；（三）參訪企業產業類型多元化。而在「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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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討論」方面，部分的參與者認為每天晚上的「見習／實習討論」

時間不夠充裕，希望可以增加討論的時間，同時也建議整體的行程安

排不要太過緊湊，應讓每位學員都可以充分的休息。 

  在焦點質性訪談中，有學員（S2）建議參訪的時間可以精緻化，

使得有更多時間進行反思和反芻。 

  在「成果發表會形式安排」滿意度平均數為 4.29。問卷的建議中

亦有提到成果發表會的形式可以舉辦得更有質感。 

  在焦點質性訪談中，有學員（S5）反應回國記者發表會是一個很

好的經驗和歷練，身穿數個東協國旗製成獨一無二的服裝，參加歸國

記者會，引發後續效應很大。 

  而最後針對「整體計畫」滿意度之平均數為 4.52。上述的滿意度

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對於昂揚計畫的各個面向都抱持著高度的滿意

程度。在問卷中針對整體計畫的建議裡，有數位參與者皆表達對於本

計畫非常的滿意，並強烈希望未來可以延續辦理昂揚計畫，嘉惠更多

的新住民二代學生。 

  在質性的結果中亦可以看到參與者對於昂揚計畫感到滿意，且希

望未來有更多的學生可以透過昂揚計畫得到豐富的學習。除此之外，

參加者建議在參與計畫後可以舉辦一些延續的支持活動，如定期的聚

會、就業機會媒合等，讓昂揚計畫的影響力可以延續到學生準備就業

之際，建立學生與企業間媒合的橋樑，提供學生有更多到東南亞發展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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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昂揚計畫學生之跨文化理解分析 

本節意探討學生參加昂揚計畫後其跨文化理解之表現，探討性別、

新住民二代身份、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以及不同參加年

度在跨文化理解表現之描述統計與差異分析，並佐以焦點訪談的結果

加以說明。 

 

壹、不同性別學生在跨文化理解之差異分析 

以下將分述跨文化理解總分、意願與態度、覺察與理解、技能與

應用、多元思考與判斷之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表 22 為

不同性別學生在跨文化理解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表 22 不同性別在跨文化理解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p 

男性（N = 27） 女性（N = 57） 

跨文化 

理解總分 
56.07（4.75） 56.60（3.99） 82 -0.53 .60 

意願與態度 13.93（1.33） 14.33（1.00） 82 -1.61 .11 

覺察與理解 14.11（1.28） 14.39（1.00） 82 -1.08 .29 

技能與應用 13.81（1.47） 13.86（1.37） 82 -0.14 .89 

多元思考 

與判斷 
14.22（1.25） 14.02（1.33） 82 0.67 .50 

 

在跨文化理解總分中，男性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總分平均值為 56.07、

標準差 4.75，女性學生的平均值為 56.60、標準差 3.99，女性學生的

跨文化理解總分有高於男性學生的趨勢；在跨文化理解分量表意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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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分數上，男性的平均值為 13.93（SD = 1.33）、女性為 14.33（SD 

= 1.00），女性在意願與態度的分數上有高於男性的趨勢；而在覺察與

理解分量表中，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4.11、標準差 1.28，女性的平均

分數則為 14.33、標準差 1.00，女性的的覺察與理解分數高於男性；

在技能與應用層面，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3.81（SD =1.47），女性分數

為 13.86（SD =1.37），女性的技能與應用分數高於男性；最後，多元

思考與判斷的表現上，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4.22、標準差 1.25，女性

的平均分數為 14.02、標準差為 1.33，女性同樣在多元思考與判斷上

有較高於男性的分數。 

進一步針對各項量表的數值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性別的差異檢

定，發現在跨文化理解總分（t(82) = -0.53，p = .60）、意願與態度（t(82) 

= -1.61，p = .11）、覺察與理解（t(82) = -1.08，p = .29）、技能與應用

（t(82) = -0.14，p = .89）以及多元思考與判斷（t(82) = 0.67，p = .50）

中，男女性的分數表現皆無顯著差異。 

在跨文化理解在不同性別學生的描述統計與差異分析結果顯示，

跨文化理解不管是總分還是各分量表的分數上女性的分數有高於男

性的趨勢，但進一步進行差異分析，男女性的表現並沒有差異，表示

在參與昂揚計畫後不分性別的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各項層面都有同

樣良好的表現。 

 

貳、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跨文化理解的差異情形 

為瞭解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之跨文化理解的表現與差異情

形，以下將分述其描述統計結果，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其

描述統計與分析結果摘要表如表 23 所示。 

在跨文化理解總量表中，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56.15（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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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56.90（SD = 3.72），一般生在跨文化理解

總量表分數中有高於新住民二代之趨勢；意願與態度中，新住民二代

的平均分數為 14.19（SD = 1.18）、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4.23（SD = 

0.96），一般生在意願與態度分量表中表現出高於新住民二代學生之

趨勢；覺察與理解上，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4.30（SD = 1.10）、

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4.29（SD = 1.10），在覺察與理解層面上新住民

二代學生表現出高於一般生之趨勢；技能與應用層面，新住民二代的

平均分數為 13.70（SD = 1.45）、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4.10（SD = 1.30），

一般生在技術與應用上表現出高於新住民二代之趨勢；多元思考與判

斷中，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3.96（SD = 1.40）、一般生的平均分

數為 14.29（SD = 1.10），一般生在多元思考與判斷中亦表現出高於較

高於新住民二代之趨勢。 

  為探討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在跨文化理解各層面中表現是否有

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發現在跨文化理解總分（t(82) = 

-0.79，p = .43）、意願與態度（t(82) = -0.15，p = .88）、覺察與理解（t(82) 

= 0.05，p = .96）、技能與應用（t(82)  = -1.26，p = .21）及多元思考

與判斷（t(82) = -1.12，p = .27）中沒有發現顯著之差異。顯示無論學

生身分是新住民二代還是一般生，在參與昂揚計畫後，其跨文化理解

分數並不會因其身分別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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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跨文化理解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摘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

由

度 

t p 新住民二代 

（N = 53） 

一般生 

（N = 31） 

跨文化理解總分 56.15（4.51） 56.90（3.72） 82 -0.79 .43 

意願與態度 14.19（1.18） 14.23（0.96） 82 -0.15 .88 

覺察與理解 14.30（1.10） 14.29（1.10） 82 0.05 .96 

技能與應用 13.70（1.45） 14.10（1.30） 82 -1.26 .21 

多元思考與判斷 13.96（1.40） 14.29（1.10） 82 -1.12 .27 

 

研究者則發現受訪學生中，新住民身分的學生對於跨文化理解所

分享的內容範圍較廣，主要於宗教、語言與生活環境及東南亞印象等；

非新住民學生則較強調刻板印象的翻轉。關於語言上的察覺，學生們

意識到多元語言學習的重要性： 

 

我看到了泰國已經開始推行雙語甚至多語學校，而且在上課中的

互動跟臺灣的英文學習明顯的有落差，了解臺灣近期已經開始實

行雙語教育，國外的教學已經開始實行多年，在語言這部分上，

觀察東南亞國家甚至做得更好。在泰國參訪學校時，發現他們學

語言時，會真的把語言融入在生活中，而不是只是考科，這也影

響我目前的英語教學。 

……20211029S3 

 

對於昂揚計畫對於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特別是語言方面的影響，

帶隊老師也抱持著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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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程過程中會問學生說這個行程對你們的影響是什麼？有學

生說要回去 向學生學泰文。 

……20211105A6 

 

東南亞國家宗教上的差異也帶給學生文化衝擊，在宗教文化上，

在臺灣的宗教很多元，但在泰國幾乎全部都是佛教徒，在泰國的

廟宇中，與臺灣有很大的不同，像是在衣著方面，臺灣是並沒有

特別規定的，而在泰國是要求長褲跟有袖的衣服，在參拜廟宇的

時候也必須拖鞋、脫襪，而且人也不能站的比佛還要高，這些都

是在臺灣看不到的風景！ 

……20211029S2 

 

對於東南亞國家刻板印象的翻轉則是大多數同學多有共鳴。 

 

如果我沒有參加昂揚計畫到越南企業見習，可能到現在我還以為

越南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可能只有少數城市的經濟發展較佳，

但當我參加昂揚計畫到越南企業見習後，我真的感覺到越南的貧

富差距再縮小。 

……20211029S5 

 

去泰國前的想像，交通建設可能較臺灣落後，但實際發現曼谷的

交通建設類似機捷運規畫是很不錯的，放射型空間設計很不錯，

可以提供臺灣前瞻計畫參加。 

……20211027S1 

 

參加昂揚計畫之前，父母親對馬來西亞的刻板印象就是很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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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得很龜速，不能跟擺在同一水平比較，但我告訴他們這個計

畫的宗旨之後，他們也支持我多去看看，很難得的機會可以到國

外跟大家一起學習，回國後，我告訴他們我在當地所學，也向他

們分享馬來西亞現在的狀況，徹底感變了原本的刻板印象。 

……20211027S9 

 

參、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跨文化理解的表現與差異情形，

以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其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活動類型

學生之跨文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24 所示。 

在跨文化理解的分數上，見習組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56.22（SD = 

4.43）、實習組的平均分數為 57.25（SD = 3.42）、參加見習與實習學生

之平均分數為 57.50（SD = 3.00）。在跨文化理解分數表現上，有見習

與實習組高於實習組、實習組高於見習組之趨勢。 

進一步對見習組、實習組、見習與實習之跨文化理解進行差異分

析，其變異數分析結果未達顯著差異（F(2,81) = 0.43 , p = .51, η2 = .01），

表示不同的活動類型參加者在跨文化理解的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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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跨文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活動 

類型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見習 68 56.22 4.43 組間 15.63 2 7.82 0.43 .01 

實習 12 57.25 3.42 組內 1466.94 81 18.11   

見習與

實習 
4 57.50 3.00 總和 1482.57 83    

 

無論是參與企業見習或是企業實習，都有學生提到從參訪中所觀

察到臺商老闆與當地員工民族性的不同，可見昂揚計畫除了讓學生認

識企業，也達到跨文化理解的目的，而又可發現參與企業見習的學生

大多從臺商老闆的口述分享而察覺；參與企業見習的同學則因較長時

間待在實習工廠，而更能有親自的發現與體悟。 

 

越南人普遍都沒有自信，比較唯唯諾諾不懂得捍衛自己的權益，

以及想辦法突破現狀。臺灣的優勢在於想法和創新，比較有跳躍

思想。 

……20211029S6 

另外，同樣是參與企業實習的學生也有相同的看法： 

 

臺商與員工看待工作的方式的文化差異是我認為很不相同的地

方，越南的工人戴的安全帽有不同顏色的分別，原因是擔心他們

偷懶，臺商認為越南工人的民族性沒有那麼積極，讓我深感那些

臺商在國外設廠所需適應及融入的過程有多不容易。 

……20211029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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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表現與差異情形，以描

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

跨文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25。 

  在跨文化理解的分數上，普通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57.24（SD 

= 3.30）、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56.07（SD = 4.43）、綜合型高

中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4.50（SD = 5.96）。在跨文化理解分數表現上，

有普通型高中生高於技術型高中生、技術型高中生又高於綜合型高中

生之趨勢。 

  進一步對普通型高中生、技術型高中生、綜合型高中生之跨文化

理解分數進行差異分析，因其 Levene's test 之變異數同質檢定達顯著

（F(2, 81) = 8.40, p < .01），代表其變異數不同質，故使用 Welch’s F

校正。結果顯示不同學校類型學生之跨文化理解分數未達顯著

（Welch’s F(2,26.25) = 1.63 , p = .21 , η2 = .05），即高中職階段就讀不

同學校類型的參加者其跨文化理解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表 25 不同學校類型學生之跨文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學校 

類型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Welch’s 

F 
η2 

普通型 42 57.24 3.30 組間 76.09 2 38.04 1.69 .05 

技術型 30 56.07 4.43 組內 1406.49 81 17.36   

綜合型 12 54.50 5.96 總和 1482.57 83    

 

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跨文化理解的表現與差異情形，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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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跨文

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26 所示。 

  在跨文化理解的分數上，2015 年度學生平均分數為 57.06（SD = 

3.51）、2016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7.45（SD = 2.88）、2017 年度學

生之平均分數為 55.80（SD = 4.49）、2018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6.85

（SD = 4.28）、108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5.43（SD = 5.11）。在跨

文化理解分數表現上，其依照分數高低排序分別為 2016 年、2015 年、

2018 年、2017 年、2019 年。 

  進一步針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跨文化理解分數進行差異分析，

其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差異（F(4,79) = 0.67 , p = .61, η2 = .03），表示

不同參加年度的參加者在跨文化理解的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表 26 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跨文化理解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參加 

年度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2015 年 17 57.06 3.51 組間 48.81 4 12.20 0.67 .03 

2016 年 11 57.45 2.88 組內 1433.76 79 18.15   

2017 年 15 55.80 4.49 總和 1482.57 83    

2018 年 20 56.85 4.28       

2019 年 21 55.43 5.11       

 

  雖然本計畫每年度參訪的國家或見習實習的企業有所不同，但因

為計畫承辦學校與教育局在行程規劃與活動帶領方式皆有緊緊扣住

昂揚計畫的中心理念，故每一屆在跨文化理解的表現上不會有落差，

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跨文化理解表現。 

  以各項背景變項分組探討其跨文化理解的表現差異，發現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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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的學生之跨文化理解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顯示不同性別、

新住民二代身分、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與不同參加年度

都不會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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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表現分析 

本節意探討學生參加昂揚計畫後其文化體驗（企業參訪）之表現，

探討性別、新住民二代身份、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以及

不同參加年度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表現之描述統計與差異分析，

並佐以焦點訪談的結果加以說明。 

 

壹、不同性別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差異情形 

  以下將分述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分、企業認識、工作意願之

描述統計結果與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表 27 為不同性別在文化體

驗（企業參訪）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問卷總分中，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30.33、

標準差 4.39，女性的平均分數為 31.95、標準差 3.73，女性在文化體

驗（企業參訪）問卷表現出較高的趨勢；而在企業認識分量表中，男

性的平均分數為 18.89（SD =2.33）、女性的平均分數為 19.35（SD 

=2.27），女性在企業認識分量表中有較高的分數之趨勢；在工作意願

部分，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1.44（SD =2.61）、女性分數為 12.06（SD 

=2.24），女性在工作意願的分數上有高於男性之趨勢。 

  進一步針對文化體驗（企業參訪）、企業認識與工作意願之分數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不同性別學生的差異檢定。在文化體驗（企業

參訪）的工作意願分量表中女性學生的分數顯著高於男性學生（t(82) 

= -2.09，p = .04），顯示在昂揚計畫的參加者中，女性比起男性展現出

較高之赴東南亞工作的意願。然而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問卷總分

（t(82) = -1.04，p = .30）、企業認識分量表（t(82) = -0.86，p = .39）並

無發現有顯著之性別差異。 

  在描述統計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女性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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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企業認識、工作意願的分數表現上有高於男性的傾向。更進一

步進行差異檢定分析，發現在工作意願分量表中女性的分數顯著高於

男性，表示參與昂揚計畫的女性對未來至見習、實習公司工作或是將

來外派東南亞工作具有較高的意願。而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量

表與企業認識分量表上男女性的分數則無顯著之差異。 

 

表 27 不同性別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摘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

由

度 

t p 男性 

（N = 27） 

女性 

（N = 57） 

文化體驗 

（企業參訪） 

總分 

30.33

（4.39） 

31.95

（3.73） 
82 -1.04 .30 

企業認識 
18.89

（2.33） 

19.35

（2.27） 
82 -0.86 .39 

工作意願 
11.44

（2.61） 

12.06

（2.24） 
82 -2.09 .04* 

* p< .05 

 

  近年勞動部（2019）的調查，勞工有打算至海外工作者佔 11.5%，

男性有 13.7%有打算至海外、女性有 9.6%。其中 15 至 24 歲的青少

年有打算至海外工作者更是佔了 22.4%，當中有 5.4%的人有意願至

東南亞工作。然而在本研究參與者的填答中，在「我能接受未來工作

地點在東南亞國家」與「如果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公司提供我外派

至東南亞的工作機會，我會接受」兩題中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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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44.0%、28.6%以及 45.2%、34.5%，顯示有超過七成的研究參

與者表示有赴東南亞工作的意願，比起勞動部的調查報告來得高。這

樣的現象亦符合過往研究的結果—有越多的國際接觸經驗越有意願

被外派（吳欣蓓、陸洛，2011），亦即昂揚計畫提供了一個跨文化的經

驗，藉由與不同文化的接觸，也讓學生更有機會發展出到國外工作的

意願。由於昂揚計畫增進學生赴東南亞工作意願，因此焦點座談行政

人員訪談者提到昂揚企業見習與實習參訪扣合「國際教育發展」與「臺

商企業需求」進行調整： 

 

昂揚計畫要因應國際教育的發展，進行調整，要思考新住民二代

已經在我們臺灣土地生長，不適合以外國弱勢學生看待，應該更

瞭解企業的需求來進行調整，我們教育端才可以真正幫助到學生

與企業，讓學生不要等到就業市場才被選擇，而是學生可以提前

做準備。 

……20211105A5 

 

  然而在本研究中的量化資料中還發現參與昂揚計畫之女性學生

展現出較高的赴東南亞工作意願，而過往的研究發現男性擁有較高的

外派工作意願（Markham, Macken, Bonjean, & Corder, 1983），勞動部

（2019）的調查亦顯示男性展現較高的國外工作意願。本研究與過往、

現今調查資料不一致之處有幾項可能性：Tharenou（2010）統整過去

國外的研究結果，發現女性與男性擁有同等程度的自願外派意願，打

破的女性較不願意被外派至國外的迷思；吳欣蓓與陸洛（2011）的研

究中發現高學歷、單身、資歷尚淺者越有意願外派，而 Tharenou（2010）

認為越主動的女性（且無伴侶、子女），越會將自願外派視為職涯發

展的選項。因為本研究的參與者大多為大學就學中或是剛畢業一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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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新鮮人，並且在甄選時就展現出較高的動機，因此參與者有可

能展現出較高的自願外派意願；陳佳雯、路洛和王煜榕（2013）針對

外派的年輕單身臺灣女性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員工對外派工作會同時

考量「獨立自主自我」以及「互依包容自我」，意即她們會追求個人

獨立、成就感等需求的滿足，也會同時考量家人、情人或主管的支持

與否，已非傳統概念中的女性職涯發展受到性別角色影響甚劇的樣態

（Markham et al., 1983）；同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20）的調查，108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者中女性占了 45.7%，相較於 98 年增加 4.9 個百分

點，顯示兩性的差距逐漸縮減中。 

受訪學生在焦點座談裡也表示如上的看法： 

 

對於這次越南的企業見習，我多了解臺商到那裏發展的狀況和經

營模式，認為東南亞臺商企業是溫暖有愛的。回國後也有告訴同

學朋友們越南已不是他們印象中的那樣，有能力、有興趣的話不

妨外派就業。我個人的話，還蠻希望能到臺商公司發展的，媽媽

原本非常反對，認為自己為了更卓越來到臺灣，為什麼我還要回

去越南？看到我這兩年的收穫和成長之後便非常支持我的決定。 

……20211029S6 

 

該位受訪學生從越南企業見習中，學習到「當地就業狀況」，以及

「企業經營模式」。其未來目標希望能到越南臺商企業工作，本來受

到媽媽的反對，因為媽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來到臺灣，不了解為何

女兒現在要回去越南，但是看見女兒透過昂揚計畫的學習與成長，轉

而支持女兒赴越南臺商企業工作的決定。 

 

昂揚計畫這個寶貴的經驗讓我在大學所接觸的相關產業課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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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認識。參加學分學程的契機是受到昂揚計畫的影響，本

身是外文系，計畫前往越南鞋業實習（昂揚撒下種子），也同時感

受到語言的重要性。 

……20211029S8 

 

  該位受訪者因為昂揚企業見習經歷而計畫前往越南鞋業實習，並

理解語言的重要性。 

 

我自身本來就有前往越南當地就業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

媽媽目前在那裡生活，二是覺得越南相較臺灣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及可能，對於我來說目前臺灣太過緊繃，沒法在繼續發展，三是

希望能夠到新環境接觸不同的文化及語言，四是爸爸也一直很鼓

勵我去國外工作。本身是繁星，本來想要選越語系，但是因為暨

南等學校越語校區較偏僻，而改為輔仁外文系。 

……20211029S7 

 

  該位受訪者因為父母鼓勵與本身個性因素，原本前往越南就業的

意願即高。在過去，女性常會因為受限於性別角色的期待而放棄其自

身生涯發展規畫，但是現在的女性普遍受到高等教育，且較晚進入家

庭中，她們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方向開始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其中外

派至國外工作即是其中一個選項。而昂揚計畫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她

們增加對東南亞的文化、公司的認識，也是開展她們未來選項的重要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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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差

異情形 

  為探討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表現

與差異情形，以下將分述其描述統計結果，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

分析，其描述統計與分析結果摘要表如表 28 所示。 

  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量表中，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31.66（SD = 3.64）、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31.03（SD = 4.59），新住民

二代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總量表分數中有高於一般生之趨勢；企

業認識分量表中，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9.23（SD = 2.16）、一般

生的平均分數為 19.16（SD = 2.52），新住民二代在企業認識上表現出

高於一般生之趨勢；工作意願上，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2.43（SD 

= 2.24）、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1.87（SD = 2.68），新住民二代學生在

工作意願的分數有高於一般生之趨勢。 

  為進一步瞭解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各層

面中表現是否有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不論是在文化體

驗（企業參訪）總分（t(82) = 0.69，p = .49）、企業認識（t(82) = 0.13，

p = .90）或工作意願（t(82) = 1.03，p = .31），皆沒有發現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無論學生身分是否為新住民二代，參與昂揚計畫後的文化體

驗（企業參訪）分數皆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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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

由

度 

t p 新住民二代 

（N = 53） 

一般生 

（N = 31） 

文化體驗 

（企業參訪） 

總分 

31.66

（3.64） 

31.03

（4.59） 
82 0.69 .49 

企業認識 
19.23

（2.16） 

19.16

（2.52） 
82 0.13 .90 

工作意願 
12.43

（2.24） 

11.87

（2.68） 
82 1.03 .31 

 

  結果顯示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各項分數並不會因為參加學生

為新住民二代或是一般生的不同而有表現上的差異。此結果顯示在昂

揚計畫的見習或實習活動後，全體的參加者都會對該公司的工作內容

與產業發展有認識，並且會有興趣瞭解更多關於該企業相關的資訊。

從全體學生在題目「參加本活動之前，我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

的認識程度」的回答中，有約 48.2%的學生回答完全沒聽過、43.4%

曾經聽過、8.4%有些許的了解，顯示學生在參與昂揚計畫前對於東南

亞臺商企業是陌生的。然而透過昂揚計畫的企業見習與企業實習活動

後，全體參加者之對參訪公司有一定的企業認識，在於企業參訪行程

是透過臺商大力協助，安排許多有深度的產業介紹與企業家訪談，而

臺商支持昂揚計畫的原因，在於有助於解決人才斷層問題，焦點座談

行政人員訪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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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從零到有，一開始沒有人知道會計畫的成敗。昂揚計畫除了

市府支持之外，也很感謝臺商支持。當時出國參訪也需要有當地

協助的人，幸運的是當時得到臺商企業的大力協助，願意開放工

廠參觀與幹部對談，避免小孩只是走馬看花。當時候的成功就是

遇到對的人，隨著國際一直發展進步，我們要走出去。昂揚計畫

的啟動也讓臺商覺得很感動，因為臺灣開始注意新住民人才培育。

臺商覺得昂揚計畫很好，是因為政府在為他培養臺幹，因為這個

幹部有臺灣的學經歷，也會了解當地文化與語言。 

……20211105A5 

 

  受訪學生無論是新住民二代或是一般生，在焦點座談裡皆表示如

上的看法，認為昂揚計畫對東南亞產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從一開始

對東南亞企業感到陌生到開始了解企業的現況，開始對東南亞工廠環

境改觀。 

 

原先對東南亞的臺商企業沒有大多的關注及印象，直到透過昂揚

計畫真正踏入第一線工廠後才有了概念，但也只是參訪走過而已，

所以會希望能夠有機會真正的與工人一起工作、感受他們的生活，

進而了解企業經營及管理中是否有哪些需要改善或是可以學習

的部分。 

……20211029S7 

 

  該位受訪學生原先較少關注「東南亞的臺商企業」，但實地走訪

越南臺商企業後，即增加對工廠的概念。他透過越南企業見習，增加

對「越南臺商企業」的關注與了解，但是他認為因為沒有實際與工人

一同工作生活，而對於「企業經營及管理」的學習與理解較有限。昂



94 

揚計畫企業見習組是透過高中學子與臺商企業企業家的對話，促進其

對「企業經營及管理」的學習與理解，若想獲得實際與工人一同工作

的機會，則可以報名昂揚計畫企業實習組。 

 

去完後我覺得跟我的理解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原先的我可能

覺得臺商在越南當地的工廠環境是比較嚴峻的，但實際走入工廠

後發現是跟我當初想的是有出入的，環境算是非常好的。 

……20211029S5 

 

該位受訪學生在前往越南進行企業見習之前，以為越南工廠環境

較嚴峻，但實地探訪後發現越南工廠環境非常好，他對於「越南工廠

環境」有更深的認識。 

 

農產品因為臺灣已經是很豐富的大國了，沒想到還有很多臺商會

選擇在泰北發展農業，而且規模及品質也都還不錯，可以看見在

泰國在工業及農業的成長及未來的前瞻性。 

……20211027S1 

 

該位受訪學生發現除了臺灣之外，泰國的農業規模及品質也不錯，

認為泰國農業發展具有成長性與前瞻性，他對於「泰國農業」有更深

的認識。 

 

參加昂揚計畫後，我對於東南亞臺商企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以

前對於東南亞臺商的認知僅局限於紡織業，實際到東南亞後才發

現其實產業類別有很多，不管是民宿還是農業，處處都可以見到

臺灣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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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9S2 

 

  該位受訪學生原以為東南亞臺商企業產業類別局限於紡織業，但

參訪過程中發現泰國臺商在農業和旅宿業亦有所發展，他對於「泰國

臺商產業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昂揚計畫透過讓學生實際走訪當地企業，以深化文化體驗，在企

業參訪過程中，學生向臺商的企業家精神學習，也親眼看見世界的脈

動。焦點座談行政人員訪談提到： 

 

企業參訪時也滿特別的，臺商會分享經歷過 513 抗中事件(註 1)的

事情，謝瑞文董事長站著跟這群參訪學生（當時也才八月）分享

他如何在工廠被燒毀後再度重建自己的工廠，並將工廠做得更大。

他的動力來自於他有土地、人力、人脈，且他有員工的家庭要照

顧，所以他重新振作而沒有頹廢，這個很能影響激勵小孩。 

……20211105A5 

 

  而在工作意願方面雖然在初步的統計分析中並沒有發現新住民

二代與一般生的差異，但是再針對「我能接受未來工作地點在東南亞

國家」與「如果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公司提供我外派至東南亞的工

作機會，我會接受」兩題不同身分別學生的回答，會發現新住民二代

在這兩題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佔全部新住民二代學生的比例

為 77.4%與 81.1%，而一般生則為 64.5%與 77.4%，顯示新住民二代

在赴東南亞工作的意願還是有高於一般生之趨勢。不過，不論是新住

民二代或是一般生，本研究的參與者皆展現出非常高的赴東南亞工作

意願，比起勞動部（2019）調查之 15 至 24 歲有 5.4%有意願至東南

亞工作高得非常的多。顯示在經過昂揚計畫的活動後，不同身分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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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展現出很高的工作意願。 

  在焦點座談中，受訪的九位學生中有六位學生表示有意願前往東

南亞就業。 

 

如果在未來有機會的話，我會想到東南亞地區教華語，可以結合

自己所學並推廣臺灣文化，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20211029S2 

 

  該位受訪同學的未來職業規劃是華語教師，目前正積極學習母親

的母語越南語中，有意願前往東南亞工作，工作別是「教育業」。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嘗試看看，一方面薪資確實蠻吸引人的，一方

面對當地也相對比較熟悉所以我認為我是蠻有機會的，自己也比

較不排斥。不可否認家庭的確會是一個考量，自己到外地上大學

後真的比較能理解外地遊子想家的感覺，不過自己如果有機會到

那邊工作可能幾年後經濟允許且家人不反對的話，可能舉家前往

當地吧，不設限各種可能。 

……20211029S5 

 

  該位受訪者因為「越南外派薪資高」與「身為新住民二代，對越

南的熟悉度高」而不排斥前往越南就業，但因為親人多在臺灣，所以

會多一些考慮。 

 

我景仰泰國的臺商勇敢追夢去創業的價值，也因為這樣，我的想

法不僅僅是只限於幾個國家，我想要讓影響力觸及更多人更多國

家，而目前我正在做這一件事情，也就是用網路來分享做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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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確定是否去當地就業（暫時沒規劃），但我看到當地老師受到

不錯的待遇，老師跟學生不會有落差，老師跟學生沒有高低的差

別，是一視同仁。 

……20211029S3 

 

  該位受訪學生對於未來職業規劃是擔任英文老師，在泰國昂揚見

習行程中，曾至「Wichai Wittaya 雙語學校」進行參訪，他發現 Wichai 

Wittaya 雙語學校師生關係互動平等，將英語融入學校生活中，而不

僅視其為一個學科，他希望將這兩個要素帶入自己未來的英語教學中，

雖然他目前沒有前往東南亞就業的計畫，但是昂揚見習亦對此受訪者

的未來職涯規劃產生影響。 

 

從以前就很想去國外工作（無論哪個國家），從昂揚計畫後，就會

想去東南亞臺商企業工作，他們對於人才培育等公司制度和核心

價值很棒，也影響到我。 

……20211029S9 

 

該位受訪者原本就有意願前往國外工作，去了馬來西亞昂揚企業

見習之後，因為認同臺商企業「人才培育」的公司制度與核心價值，

而有意願前往東南亞臺商企業工作。 

 

 

參、不同活動類型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其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表現與

差異情形，以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

活動類型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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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29 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

要表（N=84） 

活動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見習 68 31.15 4.16 組間 28.38 2 14.19 0.88 .02 

實習 12 32.58 3.26 組內 1300.20 81 16.05   

見習與實習 4 32.75 2.75 總和 1328.57 83    

 

  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上，見習組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31.15（SD = 4.16）、實習組的平均分數為 32.58（SD = 3.26）、參加見

習與實習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32.75（SD = 2.75）。在文化體驗（企業參

訪）分數表現上，有見習與實習組高於實習組、實習組高於見習組之

趨勢。 

  進一步對見習組、實習組、見習與實習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

分數進行差異分析，其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差異（F(2,81)= 0.88 , p 

= .42，η2 = .02），表示不同的活動類型參加者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

的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此結果顯示無論是參觀大量不同企業的見習組、深度瞭解特定企

業的實習組、還是兩種活動都有參加過的見習與實習組，其文化體驗

（企業參訪）都擁有同樣良好的分數。這項結果亦顯示不管是認識大

量的企業還是深度瞭解單一企業文化，昂揚計畫參加學生對於企業的

認識以及進一步的工作意願都有很正面的影響。這也代表著昂揚計畫

的重要之處是給予學生機會到東南亞認識不同的文化與瞭解不同企

業工作場域，無論舉辦的活動形式為何，學生在經歷昂揚計畫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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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會有相同程度的表現。 

 

肆、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表現與差異

情形，以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活動

類型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30 所示。 

 

表 30 不同學校類型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84） 

學校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普通型 42 31.57 3.95 組間 19.74 2 9.87 0.61 .02 

技術型 30 31.70 4.08 組內 1308.84 81 16.16   

綜合型 12 30.25 4.00 總和 1328.57 83    

 

  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上，普通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

為 31.57（SD = 3.95）、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31.70（SD = 4.08）、

綜合型高中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30.25（SD = 4.00）。在文化體驗（企業

參訪）分數表現上，有技術型高中生高於普通型高中生、普通型高中

生又高於綜合型高中生之趨勢。 

  進一步對普通型高中生、技術型高中生、綜合型高中生之文化體

驗（企業參訪）分數進行差異分析，其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差異

（F(2,81) = 0.61 , p = .55, η2 = .02），表示不同的學校類型參加者在文

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此結果顯示，無論昂揚計畫參加學生是就讀普通型高中、技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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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還是綜合型高中，其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上都有同樣優

異的表現。顯示透過昂揚計畫中體會到的不同文化與企業的認識，無

論是學術傾向還是技職傾向的學生都會有相同強烈的刺激，並不會因

為其生涯或升學的傾向有所差異。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中，企業見習或

是企業實習的活動較常在技職傾向的學校體制中舉辦，相對的普通型

高中或綜合型高中較少有讓學生接觸真實企業工作環境的機會。而昂

揚計畫的結果顯示無論學術傾向或技職傾向的學生透過企業參訪都

可以有相同程度的學習與刺激，這也表示或許可以增加普通型高中或

是綜合型高中學生相關企業參訪的機會。 

 

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表現與差異

情形，以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不同參加年度

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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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84） 

參加年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2015 年 17 31.24 3.75 組間 27.56 4 6.89 0.42 .02 

2016 年 11 30.27 5.10 組內 1301.01 79 16.47   

2017 年 15 31.47 4.17 總和 1328.57 83    

2018 年 20 31.40 4.17       

2019 年 21 32.19 3.47       

 

  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上，2015 年度學生平均分數為

31.24（SD = 3.75）、2016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30.27（SD = 5.10）、

2017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31.47（SD = 4.17）、2018 年度學生之平

均分數為 31.40（SD = 4.17）、2019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32.19（SD 

= 3.47）。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分數表現上，其依照分數高低排序

分別為 2019 年、2017 年、2018 年、2015 年、2016 年。 

  進一步針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分數進行

差異分析，其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差異（F(4,79) = 0.42 , p = .80, η2 

= .02），表示不同參加年度的參加者在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分數

表現上並無差異。 

  根據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年度的參加者，其文化體驗（企

業參訪）的表現沒有落差，表示就算參訪的國家、見習／實習企業、

行程安排有所不同，以企業參訪來獲得文化體驗都獲得同樣良好的結

果。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歷年的昂揚計畫主辦與協辦單位皆有掌握昂

揚計畫的精髓，藉由見習、實習來增加對東南亞企業的認識。Cabl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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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an（2001）認為求職者對組織瞭解程度越深時會讓求職者有更高

的應徵意圖，昂揚計畫透過企業的見習與實習，有效的讓參與者更加

瞭解企業的工作內容與產業現況，也成功提升參與者赴該企業或是赴

東南亞的工作意願。 

  以各項背景變項分組探討其文化體驗（企業參訪）的表現差異，

發現除了不同性別學生在工作意願上有差異之外，其他不同背景變項

的學生之文化體驗（企業參訪）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其新住民

二代身分、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與不同參加年度都不會

有差異。這些結果顯示出無論是學生的不同背景、不同的活動設計，

昂揚計畫提供學生機會赴東南亞的不同企業見習或實習，都讓學生對

東南亞當地企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會對於至東南亞工作展現出很

高的意願。這也顯示出昂揚計畫的核心精神是給予學生機會瞭解東南

亞的工作的環境與機會，透過增加學生的跨文化經驗提升其外派至海

外工作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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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參與昂揚計畫學生之文化認同分析 

  本節意探討學生參加計畫後其文化認同之表現，以性別、新住民

二代身份、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以及不同參加年度其文

化認同之表現之描述統計與差異分析，佐以焦點訪談的結果加以說明。 

 

壹、不同性別學生在文化認同的差異情形 

  以下將分述文化認同總分、文化歸屬、文化投入、文化統合之描

述統計結果與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下表 32 為不同性別在文化認

同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表 32 不同性別學生在文化認同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

度 
t p 男性 

（N = 27） 

女性 

（N = 57） 

文化認同總分 41.96（4.14） 42.91（3.33） 40.16 -1.04 .30 

文化歸屬 14.19（1.36） 14.49（0.89） 36.89 -1.07 .29 

文化投入 13.78（1.65） 14.16（1.37） 82 -1.11 .27 

文化統合 14.00（1.36） 14.26（1.29） 82 -0.86 .39 

 

  文化認同總分的表現上，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41.96（SD = 4.14）、

女性為 42.91（SD =3.33）；分量表文化歸屬上，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4.19

（SD = 1.36），女性平均分數為 14.49（SD = 0.89）；在文化投入層面

上，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3.78（SD = 1.65），女性平均分數為 14.16（SD 

= 1.37）；而在文化統合的表現上，男性的平均分數為 14.00（SD =1.36），

女性平均分數為 14.26（SD = 1.29）。不管是在文化認同總量表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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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文化歸屬、文化投入、文化統合等分量表分數中，女性的各項分

數皆有高於男性之傾向。 

  而進一步以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不同性別學生文化認同之差異檢

定，發現文化認同總分（t(42.59) = -1.04，p = .30）、文化歸屬（t(36.89) 

= -1.07，p = .29）、文化投入（t(82) = -1.11，p = .27）、文化統合（t(82) 

= -0.86，p = .39）皆無發現顯著差異，顯示男性學生與女性學生在文

化認同的各項層面有同樣的表現。 

  在文化認同的面向中，不管是總分還是各分量表的表現，雖然女

性的分數有高於男性之趨勢，但進一步進行差異檢定都沒有發現男女

性有差異。顯示參與昂揚計畫的成員無論其性別，在文化認同的表現

上皆有相似的分數。 

  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質性訪談中參與昂揚計畫的女性學生在參

與計畫前，較於男性更不害怕與別人透漏新住民二代的身分。 

 

我其實一直都對自身新住民二代的身分很自豪。 

……20211029S8 

 

我本身就不太會害怕跟別人說自己是新住民二代，反而會很直接 

地跟大家分享。 

……20211029S7 

 

貳、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文化認同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之文化認同的表現與差異情形，

以下將分述其描述統計結果，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其描述

統計與分析結果摘要表如下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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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新住民二代學生與一般生在文化認同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

要表（N=84） 

 平均值（標準差） 自

由

度 

t p 新住民二代 

（N = 53） 

一般生 

（N = 31） 

文化認同總分 42.79（3.37） 42.29（4.04） 82 0.61 .54 

文化歸屬 14.47（0.97） 14.26（1.21） 82 0.89 .38 

文化投入 14.08（1.41） 13.97（1.58） 82 0.32 .75 

文化統合 14.25（1.25） 14.06（1.41） 82 0.61 .55 

 

  在文化認同總量表中，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42.79（SD = 

3.37）、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42.29（SD = 4.04），新住民二代在文化認

同總量表分數中有高於一般生之趨勢；文化歸屬分量表中，新住民二

代的平均分數為 14.47（SD = 0.97）、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4.26（SD 

= 1.21），新住民二代在文化歸屬上表現出高於一般生之趨勢；文化投

入上，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4.08（SD = 1.41）、一般生的平均分

數為 13.97（SD = 1.58），新住民二代學生在文化投入的分數有高於一

般生之趨勢；文化統合上，新住民二代的平均分數為 14.25（SD = 1.25）、

一般生的平均分數為 14.06（SD = 1.41），新住民二代學生在文化統合

的分數有高於一般生之趨勢。 

  為進一步瞭解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在文化認同各層面中表現是

否有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在文化認同總分（t(82) = 0.61，

p = .54）、文化歸屬（t(82) = 0.89，p = .38）、文化投入（t(82) = 0.32，

p = .75）及文化統合（t(82) = 0.61，p = .55）上皆無發現顯著差異。顯

示無論學生身分是否為新住民二代，參與昂揚計畫後的文化認同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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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無差別。 

  新住民二代與一般生的文化認同表現上在本研究結果中並未發

現差異，與林靜宜（2016）的質性訪談研究中有發現有類似的結果：

新住民二代因為在臺灣缺少接觸越南文化的機會、新住民家長為了適

應臺灣文化而未能讓孩子學習新住民語言，而造成新住民二代文化認

同不佳。從此結果也可得知，目前的教育或社會未能提供足夠的環境

與機會，讓新住民二代可以學習到新住民母國的語言與文化，而錯失

接收到雙文化薰陶的機會。昂揚計畫雖然主要舉辦在高中職階段且只

是一周的體驗活動，但仍提供的一個接觸到新住民母國文化的機會，

並增進家庭連結。 

 

昂揚計畫在過程中很棒的地方在於真的與學生的家庭連結，整個

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從臺灣回到越南的歷程，前七天後七天兩組新

住民二代泰國小孩是另外甄選的。在泰國時，沒被甄選上外婆橋

的小孩，阿公阿嬤還特地來看他們。 

……20211105A6 

 

透過文化與語言的優勢，絕對比土二代更有優勢，因此才會想如

果現在讓這些學生在這些基礎上，發揮其優勢，不會讓新住民二

代學生覺得自己在學校格格不入，而能透過了解母親母國文化來

加深文化認同。 

……20211105A5 

 

原本學生很害羞不敢說話，包括面試，但是提到專業時就亮起來

了，在國外 14 天訓練之後，發現自己身分的優勢有自信，願意選

越南語，目前就讀高雄大學。成果發表會可以看到學生出國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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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的轉變，從小屁孩變得成熟，甚至感謝媽媽，孝順媽媽。 

……20211027A3 

 

  儘管近幾年政府透過教育大力推倡多元文化教育，社會上給予新

住民二代的偏見與汙名化的標籤仍舊尚未完全去除，家庭、學校及社

會上所營造的氛圍，依然或多或少帶給新住民二代壓力。然而，透過

昂揚計畫給予學生文化刺激增進跨文化理解，翻轉隊東南亞國家的刻

板印象，並讓學生有機會認識父母親的原生國，提供了撕下新住民二

代汙名化標籤的契機。 

 

以往社會大眾對於東南亞的刻板印象總是「落後的國家」，我從小

就被洗腦說媽媽的國家很落後，如果說媽媽是越南人會很丟臉! 

但參加昂揚計畫之後實際去一趟東南亞，這個刻板印象完全被打

破，東南亞國家現在其實都很繁華、交通也很方便，幾乎跟臺灣

沒兩樣，甚至還比臺灣國 際化，所以對我身分認同影響很大！ 

……20211029S2 

 

在參加昂揚計畫之前，我並沒有對「新住民」有什麼了解，參與

昂揚計畫後才開始了解。對於自己有新住民二代這項身分，是我

獨特的身分認同，有了這樣的身分，以前常常和家人回去越南，

有了這樣的身分，我有機會去接觸原生地之外文化。一般生也因

為參加這個營隊，而對新住民二代身分改觀。透過新住民，國家

與國家有更多的機會與資源。 

……20211029S3 

 

  瞭解新住民二代的文化優勢是參與昂揚計畫學生共同得到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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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雙語言的優勢激發同學重拾學習父母親原生國語言的動力。 

 

參加完昂揚計畫後激起我學越南文的動機，越南語是我的母語，

但我在高中之前卻沒接觸過越南語， 在那之後我也開始修越南

文的課程，直到現在大學仍然繼續的把母語學回來。 

……20211029S2 

 

更有多位同學表示在昂揚計畫中認識了許多優秀的新住民二代

同儕，進而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文化認同。 

 

在去昂揚計畫之前，因為對於媽媽的越南身分不了解，因此對於

媽媽的越南身分不能說認同，但是在昂揚計畫過程中遇到其他很

厲害的新住民二代，進而改觀，新住民二代覺得應該修改「因為

是新住民二代而自卑的心情」，有時就是這種想法而限制自己。 

……20211029S3 

 

經歷了昂揚計畫，讓我看見那麼多優秀的新住民二代，也了解到

新住民二代這個身分是具備非常多優勢的。所以現在的我只有機

會都不吝嗇去分享我新住民二代這個身分，也希望將來有機會能

透過自己的經歷及角度，來幫助像我一樣的新住民二代，找出屬

於自己的一條路。 

……20211029S5 

 

  由學生的反饋內容也發現昂揚計畫的整體活動內容確實激起重

新檢視自身的文化認同，新住民二代因為更瞭解父母親原生國的文化

進而願意產生更多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非新住民學生也因為更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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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南向政策、東南亞國家實際的樣貌以及獲得與新二同儕相處及

合作的機會，而增進彼此互動關係。 

 

我本身不是新住民二代，但希望臺灣在國際上不管商業或是科技

上都能有更大的競爭力，可以先拓展東南亞市場，累積金援；以

前在學校的時候對於新住民會有些內心的隔閡，上課分組可能下

意識會不想要一組，但參與昂揚計畫讓我學到放下心中的成見，

放下偏見後大家其實都一樣可以打成一片。 

……20211027S1 

 

  同樣為非新住民的同學也有相似的看法： 

 

小時候會受到父母刻板印象的影響（或是社會上一些對於新住民

二代不禮貌的稱呼），會覺得新住民是異類，在臺灣社會中格格不

入，但參加完昂揚計畫後反而會覺得新住民二代同學會說一些外

語很厲害，也從新住民二代同學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不論是不是

新住民，到國外我們就是代表臺灣，國民外交就是我們的責任，

推廣臺灣， 經過這一次昂揚計畫，讓我更想運用自己善於社交及

語言能力，將臺灣與各個國家連結起來，使臺灣發光發熱。 

……20211029S9 

 

參、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在文化認同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其文化認同的表現與差異情形，以

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

之文化認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34 所示。 

 



110 

表 34 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文化認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活動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見習 68 42.38 3.79 組間 18.06 2 9.03 0.69 .02 

實習 12 43.58 2.61 組內 1065.98 81 13.16   

見習與實習 4 43.50 3.00 總和 1084.04 83    

 

  在文化認同的分數上，見習組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42.38（SD = 

3.79）、實習組的平均分數為 43.58（SD = 2.61）、參加見習與實習學生

之平均分數為 43.50（SD = 3.00）。在文化認同分數表現上，有實習組

高於見習與實習組、見習與實習組高於見習組之趨勢。 

  進一步對見習組、實習組、見習與實習之文化認同分數進行差異

分析，其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差異（F(2,81) = 0.69 , p = .51, η2 = .02），

表示不同的活動類型參加者在文化認同的分數表現上並無差異。 

肆、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文化認同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在文化認同的表現與差異情形，以描述

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參加不同活動類型學生之文

化認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35 所示。 

 

表 35 不同學校類型學生之文化認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學校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η2 

普通型 42 42.60 3.25 組間 0.03 2 0.02 0.01 .00 

技術型 30 42.63 4.26 組內 1084.00 81 13.38   

綜合型 12 42.58 3.37 總和 1084.0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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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認同的分數上，普通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42.60（SD 

= 3.25）、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42.63（SD = 4.26）、綜合型高

中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42.58（SD = 3.37）。在文化認同分數表現上，有

綜合型高中生高於技術型高中生、技術型高中生又高於普通型高中生

之趨勢。 

  進一步對普通型高中生、技術型高中生、綜合型高中生之文化認

同分數進行差異分析，其變異數分析結果無顯著差異（F(2,81) = 0.01 , 

p = 1.00, η2 = .00），表示不同的學校類型參加者在文化認同的分數表

現上並無差異。 

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文化認同的差異情形 

  為探討不同參加年度學生在文化認同的表現與差異情形，以描述

統計與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描述統計與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文化認

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下表 36 所示。 

  在文化認同的分數上，2015 年度學生平均分數為 57.06（SD = 

3.51）、2016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7.45（SD = 2.88）、2017 年度學

生之平均分數為 55.80（SD = 4.49）、2018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6.85

（SD = 4.28）、2019 年度學生之平均分數為 55.43（SD = 5.11）。在文

化認同分數表現上，其依照分數高低排序分別為 2016 年、2015 年、

2018 年、2017 年、2019 年。 

  進一步針對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文化認同分數進行差異分析，因

其 Levene's test 之變異數同質檢定達顯著（F(4, 79) = 2.85, p < .05），

代表其變異數不同質，故使用 Welch’s F 校正。不同參加年度之文化

認同分數未達顯著差異（Welch’s F(4,37.198) = 1.09 , p = .37 , η2 = .01），

亦即不同年度昂揚計畫參與學生，其文化認同分數上的表現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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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不同參加年度學生之文化認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84） 

參加年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SS df MS 

Welch’s 

F 
η2 

2015 年 17 57.06 3.51 組間 49.93 4 12.48 1.09 .01 

2016 年 11 57.45 2.88 組內 1034.11 79 13.09   

2017 年 15 55.80 4.49 總和 1084.04 83    

2018 年 20 56.85 4.28       

2019 年 21 55.43 5.11       

 

  以各項背景變項分組探討其文化認同的表現差異，發現有不同背

景變項的學生之文化認同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顯示不同性別、新住

民二代身分、參與不同活動類型、不同學校類型與不同參加年度都不

會有差異。因文化認同是需要長期在生活經驗中不斷建構而成，昂揚

計畫雖然提供一個很獨特的文化接觸機會，但短期的活動較難以改變

學生們長期的文化認同，這可能是各項背景變項分組後沒有差異的可

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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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問卷調查的量化分析及質性訪談內容統整後，對於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

｣之成效，得到之研究結論與建議，以下分述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量化分析與質性焦點訪談的方式探討學生在參與昂揚

計畫後在跨文化理解、文化體驗與文化認同的成效表現，以及昂揚計

畫學生的參加動機及活動滿意度，得到的研究結論以下分述之。 

 

壹、在跨文化理解層面 

一、對東南亞國家的新認識難以從書本取得 

  政府大力推動的南向政策，學生僅從課本及報章雜誌上所能涉獵

的知識相當有限，帶領學生實際踏上東南亞國家並實地至企業進行見

習及實習的昂揚計畫則給予學生完整情境的沉浸式體驗，對於東南亞

國家的認識不再是從一篇文章內容取得，而是由與當地臺商企業與員

工的互動及計畫中的各項文化參訪活動內容中逐漸建構而形塑出來。 

二、參與經驗有利於刻板印象的省思與翻轉 

  尚未實際參與體驗之前，學生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第一印象常流於

較負面的刻板印象，例如非法外籍移工、婚姻買賣及生活水平落後等

等，但透過實地走訪的經驗，學生藉由行前的國際禮儀相關多元文化

培訓課程、出國參訪的親身經歷、教師於每晚小組討論時的引導及分

享，讓學生有機會得以接觸並透過親身經歷的體悟改變其對東南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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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原有的既定印象，進而有更深層的討論與反思。 

三、文化衝擊透過「親身體驗」而更加深刻 

  昂揚計畫提供學子至東南亞國家實地進行參訪，不僅僅跳脫了紙

上談兵的課程框架，讓學生有機會藉由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對兩地的

文化差異與衝擊有切身經歷的體會，例如與臺商老闆、幹部及員工的

實際對話訪談、親自體驗東南亞國家的飲食與氣候、接觸當地的語言

與當地的人事物等等，因為有了實地的親身體驗，一切的學習都立體

起來且變得更有溫度，也留下更深刻的回憶及印象。 

四、人我差異的省思更利於凸顯出個人特質 

  昂揚計畫企業見習與實習同時提供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學生參與，

學生從東南亞國家的參訪中，認知國際市場區域競合的趨勢，從中體

悟臺灣未來人才所需培養的技能。其中新住民二代更是看到同儕的優

秀(英語、第二外語或母語等跨文化溝通)表現，逐漸發現自己的優勢

與潛能。從行前培訓至成果發表會，學生們從一開始陌生，到後來透

過各種小組任務分工及交流回饋，逐漸熟悉完成任務，新住民與非新

住民學子能打破疆界，學會發現及尊重彼此的潛能與特質。 

 

貳、在文化體驗層面 

一、學生因跨文化經驗後，對赴國外工作有較高意願 

  學生因為昂揚計畫之跨國文化體驗，而有較高赴東南亞工作的意

願，這顯示有越多國際接觸經驗的學生，越有意願接受外派工作，其

中女學生赴東南亞的工作意願又比男性更高。過去女性多因受限於性

別角色期待而放棄自身生涯發展規劃，但現在女性普遍受到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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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延後結婚年齡，生涯規劃增加許多可能性，昂揚計畫提供她們對東

南亞企業的認識，有助於開展她們職涯選項。 

二、見習組與實習組學生均增進外派意願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體驗的各項分數並不會因參加學生是否為新

住民二代而有差異。在昂揚計畫的見習或實習後，全體參加者皆對參

訪公司的工作內容、產業發展及工廠環境等有更深的認識，並且更有

興趣進一步了解該企業之相關資訊。因為參加昂揚計畫後，具備一定

的企業認識，增進外派意願，更有機會赴東南亞臺商企業工作，成為

臺商所需人才。 

三、透過與臺商面對面對話，向企業家精神學習 

  在焦點座談時，學生多提到昂揚計畫最寶貴的地方，在於使其在

高中職階段，即有機會向企業家學習。每間公司皆在參訪過程中，安

排企業主管進行公司與產業介紹，並與高中學生對談。在這過程中，

學生能直接與企業家互動。昂揚計畫參與者在與企業家面對面深入訪

談過程中，深受企業家精神啟發，從中學習企業家對工作的抱負和熱

忱，以及學習進取等態度。 

四、不同年度的參加學生均得到良好的文化體驗 

  各年度的參加者，其文化體驗的表現均無不同，顯示即便參訪國

家、見習／實習企業、行程安排不同，透過企業參訪來獲得之文化體

驗均得到同樣良好的結果。這是因為歷年的昂揚計畫主辦與協辦單位

掌握昂揚計畫的精髓，能藉見習、實習有效使參與者更加了解企業的

工作內容與產業現況，進而成功提升參與者赴東南亞的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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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在文化認同層面 

一、從體驗、體會、欣賞等循序地發展出認同歷程 

  昂揚計畫提供新住民二代學子有機會回到父母親原生國進行實

地的訪查，透過在東南亞國家做中學的實際經歷進而對於自我認同產

生心理歷程上的轉變，除了能對父母親的母國能有更深層的認識，更

是對自我認同向下紮根，並且產生一段從原本較不瞭解或是抱持負面

的態度，逐漸轉向為不排斥甚至欣賞的認同歷程。 

二、學生更願意接觸東南亞文化並體會多元文化新優勢 

  新住民學子於計畫中有機會接觸許多優秀的同儕，甚至實際看到

已經在東南亞國家就業的新住民二代成功案例，這不僅加深了新住民

二代對自我的自信心，更能發現臺灣新住民二代在東南亞所擁有的獨

特文化優勢。非新住民學生也因為有機會與許多新住民二代相處及共

事，能打破以往對於東南亞刻板印象，並且學會尊重及欣賞多元文化。 

三、對自我出身的認同成為探究新住民文化的動力 

  參與昂揚計畫讓新住民二代認知新住民文化不再與弱勢有直接

的連結，而是提供對自我認識開啟了新的契機，透過回到父母親母國

參訪，強化與父或母親的連結與親密關係，激起對自我身分認同的追

尋及探究，並且更加珍視自己所擁有的跨文化優勢及新住民文化。 

四、文化與身份認同延伸出學生對國家發展的責任 

  昂揚計畫提供了更深度認識及瞭解東南亞國家的橋樑，不僅串起

了學生對東南亞國家文化上的理解，更深化了非新住民學子與新住民

二代學生的自我認同，進而對於臺灣未來在東南亞及國際市場上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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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有了更新更多元的想像，並且對於自身該如何精進專業與語言等等

有了更明確的方向，並盼望能做好國民外交，有朝一日成為臺灣之光。 

 

肆、在參加動機及活動滿意度層面 

一、各校教師的推薦與鼓勵，是學生參與昂揚計畫的重要因素 

  學生參與昂揚計畫的主要原因是本身有興趣、師長推薦參加以及

家長鼓勵，而在焦點座談的過程中，訪談學生提到學校師長的推薦是

推動學生報名參與的重要推手，顯示各校教師的主動推薦適合的學生

並鼓勵其參與，在推動昂揚計畫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任務分組激盪動能，見賢思齊互見彼此優點 

  除了正式課程，透過學員分組方式進行活動，亦能發揮潛在課程

功效，大部分的學員反應在小組行動中，可以學習人際溝通及傾聽，

在未來工作時，團隊行動也是一門藝術，而師長們也反應透過小組行

動，人際的磨合，學員之間互相扶持，看見彼此的優點，更能促進想

法激盪與學習。因此在未來活動規劃上，建議持續以小組作為學習單

位。 

三、臺商堅毅打拚精神的傳遞，使得昂揚培力更具意義 

  各國臺商會在過程中協助安排行程與接待，各廠家的臺商都給予

學員很多想法上的激盪。學員反應，在臺商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每位

臺商都像是一本活的教科書，有許多寶藏可以探索，從生產線參訪、

接單、行銷手法到供應鏈的了解，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學習如何

善用各項資源，保持前瞻眼光。透過臺商的引導，學會如何架構問題

和主動問問題，也因為在過程中被鼓勵多問問題，所以之後在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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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場合上，能很勇敢地提問，也知道自己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可以

幫助些什麼。因此在未來活動規劃上，建議主辦單位與各國臺商會保

持密切友好關係。 

四、回到父或母親生長的故鄉強化母語學習的動力 

  學員反應回國成果發表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和歷練，身穿數個東協

國旗訂製而成獨一無二的服裝，出席成果發表會接受記者採訪，引發

的後續效應，更是極大。而過程中的文化體驗，親眼見到培育媽媽長

大的土地，覺得感動，讓自己有機會和媽媽那邊的親人再一次見面，

即便我們根本不懂彼此的語言，強化他們未來學習自己母親語言的動

力，其他有參與分享會的同學也能夠感受到這份感動而積極學習母親

的語言。因此在未來活動規劃上，建議促進與母親母國的情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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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在本研究案中不論是量化問卷調查或是質性焦點訪談皆可以觀

察出新北市昂揚計畫所帶來的實質效益確實能夠達標，在國際交流成

本相對較低的情形之下效益相對顯著。以研究依據上述之研究結論為

基礎，分別對新北市政府、新北市高中職學校、新北市高中職學生與

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以下分述之。 

 

壹、對新北市政府的建議 

一、擴辦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發揚新北創新政策嘉惠更多學子 

  從量化分析與焦點訪談過程中發現許多實例，都再再顯示出昂揚

計畫具有良好的成效。由此可見從歷屆的學生學習成果已達成計畫預

期目標，且行政、帶隊老師、承辦人與參與的學生，皆建議新住民二

代學生昂揚培力計畫需要繼續推動，借助新北市新住民與多元族群人

口眾多的特殊人口結構，在文化體驗、親職教育、文化認同與職涯發

展等面向下，發展以國際視野出發的昂揚計畫，嘉惠更多新北的高中

職學生。 

  根據研究發現，學生透過實際參與的親身經驗有助於跨文化理解

能力及提高文化認同，因此建議未來新北市政府執行昂揚計畫企業見

習及實習能繼續保持讓學生有實地的踏查體驗。 

  建議計畫內容更應該延伸到大學端，辦理以參加者為大學生為主

的東南亞企業見習、實習的相關活動。一方面為大學生已開始深入了

解特定專業的知識，對於東南亞企業的觀察與學習更能夠鎖定特定專

業的學習內容並接軌；另一方面，大學生對於未來的就業市場的瞭解

更有其迫切性，若能在此階段了解東南亞的產業與職場工作現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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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破除學生的迷思與刻板印象，有效增加他們赴東南亞外派工作的意

願。 

  同時建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未來可提供昂揚計畫學生與東南亞

臺商公司的工作媒合機會，如：定期提供學生關於東南亞工作職缺的

資訊、舉辦東南亞臺商公司的就業博覽會、提供學生至東南亞臺商公

司面試機會……等。目前歷屆昂揚計畫的參與學生已陸續從大學畢業，

並且開始投入職場中，為避免學生空有赴東南亞工作的意願卻缺乏尋

找相關工作機會的管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可以主動出擊成為昂揚計

畫參與學生與東南亞臺商的連結，讓昂揚計畫的成效可以持續發酵。 

二、培訓課程及參訪行程設計兼具深、廣度與賦予學習任務 

  從眾多學生反饋中，發現夜間小組心得反思與學習收穫良多，這

源自帶隊教師與學生之高師生比，才能帶來有品質的學習與討論，應

持續具深度的課程安排，如夜間小組參訪心得討論與發表。在昂揚企

業實習與見習組的行前培訓課程中，應更增進對參訪企業公司的認識，

讓學生初步了解產業別與企業概況。此外，建議在培訓課程中設計多

一些以小組為單位的任務與活動。 

  在企業參訪行程安排建議上，或許可以更增加合作之臺商企業的

類別，或讓學生有機會參訪整條產業鏈之企業，以深化學習。亦建議

未來報名的時候，可以提供見習或實習企業的產業別的介紹，如此可

以搭配學員的學習專業，未來在長才發展上更為精確；同時對於臺商

而言，更能鎖定人才培育，達到雙方互利互惠。 

  建議可以針對未來參與昂揚計畫的學生、家長、帶隊教師、參訪

之臺商企業進行問卷資料的收集，方便之後作為統計分析的依據，而

學生參與活動後的改變與發展也可以再更進一步進行後續的追蹤，以

利反饋於活動的修正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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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揚計畫能夠有良好的成效，必須歸功於東南亞臺商的大力支持，

如果沒有他們提供機會讓學生赴企業見習與實習，學生們難有機會了

解到當地產業的現況，也缺乏看到東南亞臺商企業家精神的機會。建

議新北市政府能夠適時公開表揚合作臺商，以感謝他們對於昂揚計畫

的投入與付出。 

  除了現行舉辦的成果發表會以外，建議新北市政府可以研商更多

不同的可能方案將出國參訪學生成果效益持續發酵，如：擴大辦理各

校巡迴分享講座，以讓出訪學生能影響同儕。又如，透過社群平臺分

享相關成果影片，將行程中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感動呈現，讓昂揚計畫

的的影響不只是在教育圈內，而是擴散影響力至社會的各個角落。 

 

貳、對新北市高中職學校的建議 

一、充實各級行政人員多元文化的知能，關注新住民二代培育的需求 

  高中職學校的教師在推薦學生參與計畫上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因

素，建議各校承辦昂揚計畫宣傳業務的同仁可以持續積極尋找並鼓勵

符合資格且高動機的學生參與昂揚計畫的參與，並充實各校行政人員

多元文化的知能，使本計畫能夠被更多有潛力的學生注意到並且投入

甄選，擴大昂揚計畫的影響力。此外，亦鼓勵各級學校東南亞語外語

及文化教學相關課程的開設。 

二、增強參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推廣與擴散 

  除了高中職學校多加宣傳計畫活動，鼓勵有相關資格或條件的學

生參與外。建議可以在活動之後的成果發表會上多加著力，讓參加昂

揚計畫的學生能夠在校內進行分享，將計畫所帶來的效益更加擴張。

也是讓昂揚計畫參與學生能夠以學校同學的身分鼓勵其他人，讓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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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效益可以擴散到未能參與計畫的學生上。 

 

參、對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建議 

一、學生前往國外見習／實習前及早做好相關準備 

  建議高中職學生多加把握參與計畫活動的機會，並善加利用學校

及周遭資源及早準備，例如新北市國際教育資訊網所提供新住民語言

教學平臺，若能於參與計畫前就開始累積英文、越南等東南亞語系之

語言實力，對參與昂揚計畫及未來職涯能有所幫助。尤其新住民二代

更應該看見自己所擁有的優勢條件，在行前課程上多加培養自己所缺

乏的能力，於行程中吸收學習，於行程後持續培養並且保持人脈。 

二、勇於改變現況跨出舒適圈以成為世界公民 

  相對於男性，女性赴國外意願更高，然建議學生無論是男性或是

女性，不要被社會上的刻板印象或期待所框架，都應該勇於接受挑戰，

增進自己的國際移動力，將出國工作納入選項，成為世界公民。學生

雖有興趣前往國外工作，但常因為家庭因素而無法前往，建議家長對

孩子前往東南亞工作保持開放的心胸，以鼓勵的態度支持孩子的職涯

選擇。 

 

肆、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進行參與計畫前後的研究施測以利追蹤評估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問卷調查乃採取學生參加昂揚計畫後填寫，

在研究結果的詮釋與成效結果的比較上有其研究設計上的限制。建議

未來持續辦理昂揚計畫之際，可以邀請學生在參加計畫活動前即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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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研究問卷，瞭解學生在參加活動前的起始狀態，之後參與昂揚計

畫系列活動後再填寫後測問卷，藉由前測、後測的研究設計以瞭解學

生在昂揚計畫中得到的成長與學習改變，並可以進行不同年度的追蹤

比較。 

  目前歷屆昂揚計畫的參加學生普遍為大學學生或剛畢業的社會

新鮮人，故較難調查他們在就業上是否有選擇外派至東南亞傾向。等

待這些參與學生進入職場後，可以針對其就業的選擇進行研究，探討

參與昂揚計畫後是否會提升其外派至東南亞工作的意願，以及是否有

赴東南亞工作的實際行動。 

  在本研究的問卷蒐集階段，遇到與難以聯繫到昂揚計畫參加學生

的困境，因為部分早期年度參加學生的聯繫資料已有更換，同時又缺

乏社群網路平臺的聯繫方法，而難以取得學生的聯繫以邀請其填寫研

究問卷或進行訪談。這也造成本研究中有部分的參加年度的問卷回收

率偏低，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有其限制。建議未來的昂揚計畫辦理單

位積極建立學生的聯繫平臺或管道，並定期更新參與學生的聯絡資訊，

定期追蹤學生的就學、就業狀態。若未來欲針對參與計畫學生進行後

續就業的追蹤研究，也較容易與其取得聯繫。 

二、增加焦點訪談的人數與面向使研究更臻完整 

  在本研究中針對 9 位昂揚計畫參加學生與 6 位行政、專家學者進

行焦點訪談，以焦點訪談的研究設計而言其人數雖已足夠但並不算多，

這些受訪者們的經驗也未必能推論到全體參加昂揚計畫的學生與行

政人員身上。故後續若要對未來舉辦之昂揚計畫進行研究或是對已舉

辦之昂揚計畫學生進行追蹤研究，建議可將增加焦點訪談人數作為考

量。此外，目前研究僅針對昂揚計畫參加學生與行政人員、專家學者

進行焦點訪談，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不同對象進行訪談，如：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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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校昂揚計畫甄選宣傳承辦人員、參與昂揚計畫學生的家長、合作

臺商企業……等，擴充不同角度對於昂揚計畫的觀點與建議，增加後

續研究的豐富性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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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一：「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參與意

見調查問卷 

 

線上版問卷 

QRcode 

線上版問卷 

網址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 ？

id=1uhkjAUxdEK5CQs2l1Uk3ywwCtmtFjhEmFDJdx2A8R

9UQUpaQUdJM0UwMllaQTk1Q1NONzQ3M1E4Sy4u 

 

親愛的同學們，你好！ 

 非常感謝協助填寫此問卷。我們是新北市立雙溪高中的教師研究團隊，目

前正在執行新北市政府的研究計畫案。這是一份關注曾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學生意見的調查問卷，目的是為了

解你對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實施成效、

困境與政策建議，可以作為辦理單位、政府機關之參考。 

    你的意見非常寶貴，請根據真實狀況和感受做答，大約需要填寫問卷的時

間約 5～10 分鐘。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你所提供的填答訊息會受到嚴格

保密，僅供研究不做任何用途，請放心填寫。你的回饋將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在此衷心感謝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專案研究團隊 敬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填寫說明：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請在適當的「□」中打「✓」或圈選，題目若無

特別註明，皆為單選題，謝謝你！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1uhkjAUxdEK5CQs2l1Uk3ywwCtmtFjhEmFDJdx2A8R9UQUpaQUdJM0UwMllaQTk1Q1NONzQ3M1E4S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1uhkjAUxdEK5CQs2l1Uk3ywwCtmtFjhEmFDJdx2A8R9UQUpaQUdJM0UwMllaQTk1Q1NONzQ3M1E4S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1uhkjAUxdEK5CQs2l1Uk3ywwCtmtFjhEmFDJdx2A8R9UQUpaQUdJM0UwMllaQTk1Q1NONzQ3M1E4Sy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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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2. 高中職階段就讀： □1.普通型高中 □2.技術型高中（高職） □3.綜合型高

中 

3. 參加計畫年度（民國）：（可複選） 

※可以參考連結複習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

104-108 各年度行程：https://reurl.cc/yEOgrD 

□1.104 年 □2.105 年 □3.106 年 □4.107 年 □5.108 年 

4. 您當時參與的活動是企業見習或企業實習？（可複選） 

 □1.企業見習   □2.企業實習 

5.  父親原生國籍（地區）：□1.中華民國（臺灣） □2.中國大陸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緬甸 □7.菲律賓 □8.日本 □9.其他：__________ 

6.  母親原生國籍（地區）：□1.中華民國（臺灣） □2.中國大陸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緬甸 □7.菲律賓 □8.日本 □9.其他：__________ 

 

二、參加動機：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此為第二部分，此部分在於調查你當初參

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緣由與動機，請你依照當時的真實狀況回答，謝

謝！ 

 

7. 當初報名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1.自己有興趣 □2.師長推薦參加 □3.家長鼓勵 □4.同學邀約  

□5.其他：_____________＿＿＿＿ 

8. 家長對於您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支持程度？ 

□1.非常支持 □2.支持 □3.有點支持 □4.不支持 □5.非常不支持 

9. 您在準備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甄選過程的態度為何？ 

□1.非常積極 □2.積極 □3.有點積極 □4.不積極 □5.非常不積極 

10.「只要積極準備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有很高的機會可以通過甄選？」

您對這句話的同意程度為何？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有點同意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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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滿意度與建議：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此為第三部分，此部分在於調查

你當時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時的感受與建議，請你依照當時的真實狀

況回答，謝謝！ 

在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後，我

對於…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有
點
滿
意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1.本計畫有關的「參與甄選的規定」滿意

度？ 
5 4 3 2 1 

12.本計畫辦理的「甄選流程」滿意度？ 5 4 3 2 1 

13.本計畫的「國內甄選培訓營*課程內容」

滿意度？ 
5 4 3 2 1 

14.本計畫的「國內甄選培訓營*上課方式」

滿意度？ 
5 4 3 2 1 

15.你覺得本計畫的「國內甄選培訓營*」舉辦最適合的天數為？ 

□1.兩天  □2.兩天一夜 □3.四天 □4.五天以上 

*註：問卷題目中之「國內甄選培訓營」為 104 年與 105 年所舉辦之「國內夏令營」、

106 年至 108 年舉辦之「國內培訓營」。 

 

在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後，我

對於…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有
點
滿
意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6.本計畫的「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行程安

排」滿意度？ 
5 4 3 2 1 

17.本計畫「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參與方

式」的收穫程度？ 
5 4 3 2 1 

18.本計畫「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中「見習

討論／實習討論」的滿意度為何？ 
5 4 3 2 1 

19.本計畫「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中「參訪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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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影片製作」的滿意度為何？ 

20.本計畫「企業見習／企業實習」中「心得

撰寫」的滿意度為何？ 
5 4 3 2 1 

21.本計畫的「成果發表會之形式、安排」滿

意度？ 
5 4 3 2 1 

22.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5 4 3 2 1 

 

23.在參與計畫的過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活動、事件為何？ 

 

 

 

 

24.在參與計畫的過程中，請提出與你原本想像不同之處？ 

 

 

 

 

《請翻下一頁繼續作答》 

25.你對於整體計畫活動有無想提出的建議？ 

 

 

 

 

四、計畫成果調查 

(1)跨文化理解：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此為第四部分的(1)跨文化理解。 

此部分在於調查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後對於東南亞文化的理解程度，

請依照參加活動後自身對不同文化的態度圈選出最符合你的狀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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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後，我

認為…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26.與外國人相處時，我能夠尊重對方的文

化。 
5 4 3 2 1 

27.在與國外的人、事、物互動時，我能展現

出自信。 
5 4 3 2 1 

28.與國外的人、事、物互動時，我更願意抱

持開放的心胸去接觸。 
5 4 3 2 1 

29.與外國人互動時，我可以理解對方的文

化、習俗與特色。 
5 4 3 2 1 

30.與國外的人、事、物接觸後，我更可以理

解不同國家間文化的差異。 
5 4 3 2 1 

31.我能覺察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差異。 5 4 3 2 1 

32.與外國人溝通時，我會聆聽並覺察不同的

文化內涵。 
5 4 3 2 1 

33.與外國人互動時，我會根據對象與情境的

不同，選擇運用不同的溝通方式。 
5 4 3 2 1 

34.在與外國人互動時，我能夠判斷自己的表

現在該情境下是否合宜。 
5 4 3 2 1 

35.與國外人、事、物接觸後，我能用多元觀

點瞭解不同文化的意義。 
5 4 3 2 1 

36.與國外人、事、物接觸後，我在平常生活

中遇到不同的文化時，能更快地對差異的

地方提出解釋。 

5 4 3 2 1 

37.與國外人、事、物互動後，我能與自己過

去經驗進行連結與比較。 
5 4 3 2 1 

《請翻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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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參訪：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此為第四部分(2)企業參訪。此部分在於調查

瞭解你對於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的想法，請依各項敘述選出同意的程度，謝

謝！ 

 

38.參加本活動之前，我對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的認識程度為： 

□完全沒聽過  

□曾經聽過，但不是很清楚這家公司的實況 

□有些許的了解，只要一接觸到這家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就馬上想起來他的名字 

□十分熟悉，我非常喜歡這家公司 

 

在參加新北市新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後，我

認為…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9.能瞭解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的工作

內容。 
5 4 3 2 1 

40.能瞭解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的產業

發展。 
5 4 3 2 1 

41.能瞭解企業見習／企業實習公司在東南

亞的工作環境。 
5 4 3 2 1 

42.會想知道更多關於企業見習／企業實習

公司的相關資訊。 
5 4 3 2 1 

43.我能接受未來工作地點在東南亞國家。 5 4 3 2 1 

44.如果我正在找工作，我會優先向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之公司應徵。 
5 4 3 2 1 

45.如果企業見習／企業實習的公司提供我

外派至東南亞的工作機會，我會接受。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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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經驗量表（若父母原生國籍皆為本國籍則不用作答） 

    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此為第四部分。以下問題在於了解你對父母親文化的

看法，請依指示與自身經驗來回答以下問題，若父母原生國籍皆為本國籍則不用

作答，謝謝！ 

請各位填寫此份問卷時，題目中提到的「父親／母親」為你的新住民家長。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6.父親／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應該要受到尊

重。 
5 4 3 2 1 

47.我想探索與學習父親／母親原生國的文

化。 
5 4 3 2 1 

48.我覺得應該介紹父親／母親原生國的文

化給同學。 
5 4 3 2 1 

49.我願意參加和父親／母親原生國相關的

各種文化活動。 
5 4 3 2 1 

50.我願意學習父親／母親原生國的語言和

文字。 
5 4 3 2 1 

51.了解父親／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以後

會有幫助。 
5 4 3 2 1 

52.同時認識父親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有助

於我拓展視野。 
5 4 3 2 1 

53.同時學習父親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5 4 3 2 1 

54.同時學習父親與母親原生國的文化，對我

各方面的學習是一種助力。 
5 4 3 2 1 

 

55.你願意接受後續針對計畫的研究訪談嗎？如願意協助會提供你參與訪談之車

馬費： □1.願意 □2.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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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你的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7.你的聯絡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全部填答完畢，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敬祝闔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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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研究參與同意書與訪談大綱 

 

    您好： 

    我們是新北市立雙溪高中的教師研究團隊，目前正在執行新北市政府委託的研

究計畫案，這場座談會將聚焦於「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誠摯地邀請您分享參與昂揚計畫的想法或故事，讓您的真實經驗帶

領社會大眾更加理解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

實施成效、困境與政策建議，以作為未來辦理單位、政府機關之參考。 

    為求訪談資料能被完整記錄，整個訪談的過程將進行線上錄音與錄影，並於訪

談後謄寫成逐字稿。文本內容僅供本研究之用，遵守保密的原則，除非您同意於

研究報告中公開姓名，否則將以匿名方式謹慎處理個人資訊。如果同意以上說明

並參與研究，懇請勾選下述問題並在同意欄內簽名。感謝您的協助，順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 願意參與，且於本研究報告中呈現姓名。 

      □ 願意參與，但不要在本研究報告中呈現姓名。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專案研究團隊 敬啟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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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一 (學生版) 

1. 請簡單介紹你自己(當時就讀的高中、學程等等)，並說一說當初為什麼會參加

昂揚計畫呢？ 

 

2. 說一說在昂揚計畫中從徵選、行前培訓、出國參訪一直到回國後的成果發表

會的過程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或是產生影響的事件？ 它們是如何發生？

帶來哪些影響？ 你如何感覺及解讀呢？ 

 

3. 參與昂揚計畫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令你難忘的困難或挫折？它們如何發生？

對你有哪些影響？如何克服及面對？ 

 

4. 參與昂揚計畫的過程中你對計劃本身最得意或最滿意的體驗學習經驗是什麼？

它們如何發生？對你帶來哪些影響？你是怎麼做到的？ 

 

5. 參與東南亞企業見習與實習中，你獲得了哪些與臺灣環境不同的人事物體驗？

帶給你對東南亞的國際關係有什麼樣的體會與理解？ 

 

6. 對於昂揚計畫，從徵選、行前培訓、出國參訪一直到回國後的成果發表會有

沒有覺得哪一個環節可以調整得更好呢？ 

 

 

7. 在你了解昂揚計畫的目的及願景後，你對於昂揚計畫、南向政策的看法為何？ 

 

 

8. 請分享看看參與昂揚計畫後，對於東南亞臺商企業的認識與原本的理解是否

相同？ 未來會想去當地就業嗎？為什麼呢？ 家庭是否有影響到你的決定呢？ 

 

 

9. 參與昂揚計畫後，對於自己的身分(新住民及非新住民)有何種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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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二 (行政人員、帶隊教師版) 

1. 請簡單介紹您參與昂揚計畫的背景以及您所擔任的角色及負責的工作內容?  

2. 在承辦與執行昂揚計畫中，從徵選、行前培訓、出國參訪一直到回國後的成

果發表會，，讓你印象深刻的事件為何？請簡單描述事件的內容與產生的

影響，以及您對事件的看法為何。 

3. 在承辦或執行昂揚計畫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令你難忘的困難或挫折? 請簡 

單描述事件的經過?您是如何克服?  

4. 在承辦或執行昂揚計畫的過程中，你最得意或有成就感的經驗是什麼? 

請簡單描述事件的內容與產生的影響招生對象與方式  

5. 經費運用 

6. 辦理期程  

7. 行政支持  

8. 學生成長與回饋  

9. 你認為昂揚計畫執行成果有達成當初預期目標?您贊成繼續辦理嗎？如果可

以調整辦理的方式或內容，您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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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一：新北市新住民二代昂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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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二：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報名資格、錄取方式和名額 

 

年度 錄取方式 錄取名額 

2015 

國內甄選培訓營錄取方式： 

1 報名資格：報名截止日前，設籍新北市滿 6 個月以上，

且為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升二、三年級）學生。 

2 報名方式：學校推薦。各校彙整報名資料（申請表、推

薦函、成績單影本）後推薦至多 2 名學生（其中 1 名為

東南亞新住民二代）。 

3 錄取標準：特殊專長或事蹟（30%），參加動機 （25%），

自我期許（25%），103 學年度上學期之學期成績單

（10%），師長推薦 （10%）。 

東南亞新住民二

代 60 名、一般生

30 名。 

國外見習錄取標準：全程參加國內甄選培訓營之學生。

依學生於國內甄選培訓營成績擇前 20 名參加國外見習

行程。 

20 名 

2016 

同 2015 年國內甄選培訓營錄取方式 60 名 

國外見習錄取標準：由國內甄選培訓營學生中甄選。國

內甄選培訓營平時表現 30%。築夢計畫 40%。口試 30%。

另參與東南亞語言競賽獲「特優」、「優等」者將酌予加

分。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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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內甄選培訓營 

1.報名資格：105 學年度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高一、高二

學生。 

2.報名方式：由各校推薦報名，書面審查初選，針對「越

南企業見習組（初階）」及「越南企業實習組（進階）」兩

案，每校每案可至多推薦 2 位學生（其中至少 1 名需為

東南亞新住民二代），合計至多 4 人，兩案不可重複報名。

報名資料包含申請表、師長推薦、成績單影本、得獎紀錄

3 錄取標準： 

（1）特殊專長或事蹟（30%）。參加動機（25%）。自我

期許（25%）。105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得獎紀錄（10%）。

師長推薦、學習態度（10%）。 

（2）額外加分條件：參與 2016 年東南亞語言競賽獲「特

優」、「優等」者。未來有意願前往越南就業者。中低收入

戶或低收入戶。 

60 名 

國外見習錄取標準：營隊平時表現 30%、築夢計畫 40%、

口試 30%，額外加分條件為具東南亞語言基本口語能力

者。 

20 名 

2018 

2018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同 2017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

錄取方式 
55 名 

國外見習錄取標準：營隊平時表現 20%。營隊上課表現

20%。築夢計畫 30%。口試 30%。額外加分條件：具東

南亞語言基本口語能力者。 

23 名 

2019 

國內甄選培訓營： 

1 報名資格：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高一、高二

學生。 

2 報名方式：由各校推薦報名，請務必轉知校內新住民二

代學生，每校至多可推薦 2 位學生（其中至少 1 名需為

東南亞新住民二代）。報名資料包括申請表、師長推薦、

2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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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影本、得獎紀錄。 

3 錄取標準：書面資料（40%）包含師長推薦內容（該生

學習態度）、特殊專長或事蹟、參加動機、自我期許、自

我介紹短片（長度：1 分鐘，請用手機錄製即可）。面談

回應（60%） 

國外見習錄取標準：經面談錄取之學生須全程參加行前

培訓輔導課程，且培訓考核（含出席與課堂表現、作業及

學習態度等）總成績 80 分以上者，始得由本局選送出國

學習;未達 80 者不選送出國亦不後補。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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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程 

（地點：三重商工、中和高中、鶯歌高職） 

1.三重商工國內甄選培訓營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         7 月 1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00~09：20 報到 
三重商工 

（內聘講師） 
0 

09：30~10：20 

團體動力：團隊與領導 
莊越翔 

（外聘講師） 
3 10：30~11：20 

11：30~12：40 

12：40~13：30 
午           餐 

（繳交相關文件資料、調查出國意願、分配小組） 

13：30~14：20 

宣介臺灣 
吳瑞文校長 

（內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16：20~16：30 國內甄選培訓老師叮嚀 

 

第二天課程         7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8：20~9：30 

東南亞文化與臺灣文化差異 
阮蓮香老師 

（外聘講師） 
3 09：30~10：20 

10：30~11：20 

11：30~12：40 認識東協 
陳尚懋副教授 

（外聘講師） 
1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認識東協 陳尚懋副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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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20 
東南亞發展概況- 

越南發展現況分析 

（外聘講師） 

15：30~16：20 

16：20~16：30 國內甄選培訓營老師叮嚀 

第四天課程         7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20~11：40 

情境測驗（一） 

創意表現測驗（二） 

結業式 

（心得分享與團體合照） 

國內甄選培訓

營評審 
 

 賦     歸 

 

第三天課程         7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00~12：40 出發前往 

納智捷汽車參訪 

納智捷 汽車 

（免費接待導

覽）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國際禮儀 王清源副參事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2.中和高中國內甄選培訓營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         7 月 1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00~9：20 報到 中和高中 0 

09：30~10：20 
東南亞文化與臺灣文化差異 

阮蓮香老師 

（外聘師資） 
3 

10：3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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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40 

12：40~13：30 
午           餐 

（繳交相關文件資料、調查出國意願、分配小組） 

13：30~14：20 

團體動力：團隊與領導 
呂學忠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16：20~16：30 國內甄選培訓營老師叮嚀 

 

第二天課程         7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8：30~09：20 
認識東協 

陳尚懋副教授 

（外聘講師） 
2 

09：30~10：20 

10：30~11：20 
宣介臺灣 

洪福明主任 

（內聘講師） 
2 

11：30~12：40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國際禮儀 
洪正彬副參事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16：20~16：30 國內甄選培訓營老師叮嚀 

 

第三天課程         7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時數 

09：00~12：40 
出發前往 

納智捷汽車參訪 
納智捷汽車 （免費接待導覽）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東南亞發展概況- 

越南發展現況分析 

陳尚懋副教授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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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20 

 

第四天課程         7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20~11：40 情境測驗（一） 

創意表現測驗（二） 

結業式 

（心得分享與團體合照） 

國內甄選培

訓營評審 

2 

 賦     歸 

 

3.鶯歌高職國內甄選培訓營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            7 月 1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00~09：20 報   到 鶯歌高職  

09：30~10：20 

團體動力：團隊與領導 
吳俊叡老師 

（外聘講師） 
3 10：30~11：20 

11：30~12：40 

12：40~13：30 
午           餐 

（繳交相關文件資料、調查出國意願、分配小組） 

13：30~14：20 

認識臺灣與東協之關係 

越南發展現況 

陳尚懋副教授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第二天課程                  7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30~10：20 
國際禮儀 

王淑玲校長 

（內聘講師） 
3 

10：3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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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40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認識臺灣與越南之關係 

越南文化 

阮蓮香老師 

（外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第三天課程         7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00~12：40 
出發前往 

納智捷汽車參訪 

納智捷汽車 

 （ 免 費 接 待 導

覽） 

 

12：40~13：30 午           餐 

13：30~14：20 

宣介臺灣 
洪福明主任 

 （內聘講師） 
3 14：30~15：20 

15：30~16：20 

 

第四天課程         7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上課時數 

09：20~11：40 

情境測驗（一） 

創意表現測驗（二） 

結業式 

（心得分享與團體合照） 

國內甄選培

訓營評審 
2 

 賦     歸 

 

（ 二 ） 2016 年 度 「 國 內 甄 選 培 訓 營 」 行 程 （ 地 點 ： 明 德 高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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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程（地點：明德高中） 

第一天 4 月 29 日 

（星期六） 

第二天 4 月 30 日 

（星期日） 

8：30 集合乘車 7：00 起床 

10：00－ 

11：00 

昂揚計畫介紹 7：00－ 

8：00 

早餐 

11：00－ 

12：00 

營隊開訓典禮 8：00－ 

12：00 

高中職見習組： 

團隊與領導 

高中職實習組： 

國際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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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30 

午休用餐 12：00－ 

13：00 

午休用餐 

13：30－ 

14：30 

中越文化差異 13：00－ 

15：00 

築夢計畫 

14：30－ 

15：30 

小記者課程 15：00－ 

17：00 

甄選評分 

15：30－ 

16：30 

高中職見習組： 

認識東協 

高中職實習組： 

實習企業認識 

17：00－ 

18：30 

結訓典禮 

16：30－ 

18：00 

晚餐 18：30 搭車返家 

18：00－ 

20：00 

築夢計畫   

20：00－ 

22：00 

領導與團體培訓課

程 

  

22：00 小組時間   

22：30 就寢   

  

（四）2018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程（地點：明德高中） 

第一天 4 月 28 日（星期六） 第二天 4 月 29 日（星期日） 

8：30 集合乘車、出發 7：00 起床 

09：30－ 

10：30 

新住民二代 

培力政策概述 

7：00－ 

8：00 

早餐 

10：30－ 

12：10 

認識東協 8：00－ 

10：00 

團體動力與分享 

12：10－ 

13：30 

午休用餐 10：00－ 

12：00 

國際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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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14：30 

認識多元文化課程 

高中職企業見習： 

認識泰國文化 

高中職企業實習： 

認識越南文化 

12：00－ 

13：00 

午休用餐 

 

（五）2019 年度「國內甄選培訓營」行程（地點：新北高工） 

第一天課程 5 月 25 日（六） 第二天課程 5 月 26 日（日） 

08：30－ 

09：00 

報到 09：00－ 

10：00 

報到 

09：00－ 

10：00 

自我介紹與破冰 10：00－ 

12：00 

拍出新想像： 

淺談紀錄片 

10：00－ 

12：00 

團體領導與培訓課程 12：00－ 

13：30 

午休用餐 

12：00－ 

13：00 

午休用餐 13：30－ 

15：30 

認識多元文化： 

1.高中職企業實習： 

認識越南文化 

2.高中職企業見習： 

認識馬來西亞文化 

13：00－ 

15：00 

認識東協 15：30 賦歸 

15：00－ 

17：00 

國際禮儀課程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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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 

 

（一）2015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 

日期 行程說明 

8 月 9 日 搭乘下午班機前往胡志明市，觀賞越南水上木偶演出。 

8 月 10 日 參訪平陽省鞋業、納智捷汽車生活館。 

8 月 11 日 參訪同奈省家俱業。 

8 月 12 日 參訪平陽省自行車業。 

8 月 13 日 參訪頭頓巴地儒鴻織染越南分公司、中鋼住金越南分公司。 

8 月 14 日 
參觀頭頓耶穌山、鯨魚廟、西貢歌劇院。 

拜訪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8 月 15 日 

參觀胡志明市安東市場、堤岸天后宮、市政廳等。 

搭乘晚間班機返臺。 

2 對參與外婆橋計畫親子檔續留越南 7 日，進行文化傳承及尋根

溯源的親子交流。 

 

（二）2016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地點：印尼雅加達） 

 7/25

（一） 

7/26（二） 7/27（三） 7/28（四） 7/29（五） 7/30（六） 7/31（日） 

上

午 

啟程 拜 會 當

地 辦 事

處 當 地

學校 

參訪  A

工廠&臺

幹座談 

參訪  C 

工廠&臺

幹座談 

參訪  E 

工廠&臺

幹座談 

文 化 古

蹟參訪 

古 蹟 參

訪（印尼

文化） 

下

午 

文化古

蹟參訪 

回 教 文

化 認 識

與 

參 訪 B

工廠&臺

幹座談 

參 訪 D

工廠&臺

幹座談 

參 訪 F

工廠&臺

幹座談 

簡 易 印

尼 語 會

話 與 應

用 

回程 

晚

間 

分組 小組 

討論 

小組 

討論 

小組 

討論 

小組 

討論 

夜市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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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地點：越南） 

日期 行程敘述 

2017/08/06 

（日） 

上午：抵達越南胡志明市 

下午：古蹟參訪、文化巡禮－胡志明市 

2017/08/07 

（一） 

鞋業及衛星工廠及納智捷汽車展廳 （平陽） 

09：45~10：20 納智捷展廳參訪 

10：30~13：00 今立集團參訪 

13：20~15：00 參訪眾安公司 

2017/08/08 

（二） 

上午：自行車及衛星工廠 DDK 鋒明國際（平陽） 

下午：（越南）家具及衛星工廠 （同奈） 

2017/08/09 

（三） 

上午：味丹集團公司（平陽） 

下午：參訪巴地頭頓 -美之城、耶穌觀景臺 

2017/08/10 

（四） 

上午：中鋼住金（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巴地頭頓） 

下午：拜會平陽商會、拜會巧聖廟、平陽文化巡禮、古芝地道 

2017/08/11 

（五） 

上午：喬盟公司參訪 

下午：臺北駐胡志明市經濟文化辦事處 

2017/08/12 

（六） 

上午：胡志明市區文化巡禮 

下午：賦歸 

 

（四）2018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地點：泰北清邁） 

 7/22

（日） 

7/23

（一） 

7/24

（二） 

7/25

（三） 

7/26

（四） 

7/27

（五） 

7/28

（六） 

上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龍 眼 工

廠 

蜂 蜜 工

廠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生 薑 工

廠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茶廠 

學 校 交

流 

Wichai 

Wittaya 

雙 語 學

校 

文 化 參

訪 

文 化 參

訪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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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啟程 

文化參

訪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農 友 種

苗公司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水 果 農

場 

文 化 參

訪 

學 校 交

流 

或文化、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晚間 分組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住宿 清邁 清邁 清邁 清邁 清邁 清邁  

 

（五）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見習」行程 

（地點：馬來西亞檳城、吉隆坡） 

日期 國家 地點 行程任務 

2019/07/28

（日） 
馬來西亞 檳城 

1.桃園機場-馬來西亞檳城 

2.檳城文化參訪 

2019/07/29

（一） 
馬來西亞 檳城 

1.和豐生技農業公司見習 

2.杜甫科技公司見習 

3.小組任務方向討論 

2019/07/30

（二） 
馬來西亞 

檳城 

-吉隆坡 

1.霹靂州環泰企業公司見習 

2.前往吉隆坡見習 

2019/07/31

（三）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與吉隆坡臺灣學校交流 

2.ADTEK 亞太熱熔膠公司見習 

3.小組心得影片分享 

2019/08/01

（四）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皇家雪蘭莪錫器博物館參訪 

2.Y.S.P.永信藥品（馬）公司見習 

3.各小組抓緊時間完成任務 

2019/08/02

（五）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黑風洞-印度教文化參訪 

2.參訪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3.各組毛片成果分享發表會 

2019/08/03

（六） 
馬來西亞 吉隆坡 

1.粉紅清真寺-回教文化參訪 

2.吉隆坡機場-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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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四：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 

 

（一）2016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地點：越南同奈） 

 8/4（四） 8/5（五） 8/6（六） 8/7（日） 8/8（一） 8/9（二） 8/10（三） 

上

午 
啟程 

實 習 企

業 相 見

歡 

實習 
越 南 文

化體驗 
實習 實習 實習 

下

午 

文化 

體驗 

認 識 實

習部門 

小記者 

採訪 

越 南 語

應用（超

市） 

小記者 

採訪 

小記者 

採訪 

小記者 

團 體 討

論 

晚

間 

行 動 研

究討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回程 

 
8/11

（四） 

8/12

（五） 
8/13（六） 

8/14

（日） 

8/15

（一） 

8/16

（二） 
8/17（三） 

上

午 
實習 實習 實習 

越 南 文

化體驗 
實習 實習 實習 

下

午 

小記者 

採訪 

小記者 

採訪 

小記者 

採訪 

越 南 語

應用（市

集） 

小記者 

採訪 

小記者 

採訪 

感 謝 實

習企業 

晚

間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回程 

 

（二）2017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 

     （地點：越南平陽、胡志明市） 

 

8/6 

（ 星 期

日） 

8/7 

（ 星 期

一） 

8/8 

（ 星 期

二） 

8/9 

（ 星 期

三） 

8/10 

（ 星 期

四） 

8/11 

（ 星 期

五） 

8/12 

（ 星 期

六） 

上

午 
啟程 

實 習 企

業 

相見歡 

實習 

（平陽） 

實習 

（平陽） 

實習 

（平陽） 

實習 

（平陽） 

實習 

（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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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 

下

午 

文 化 體

驗 

（ 胡 志

明市） 

認識 

實 習 企

業 

（平陽） 

晚

間 

行 動 研

究 

討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住

宿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8/13 

（ 星 期

日） 

8/14 

（ 星 期

一） 

8/15 

（ 星 期

二） 

8/16 

（ 星 期

三） 

8/17 

（ 星 期

四） 

8/18 

（ 星 期

五） 

8/19 

（ 星 期

六） 

上

午 

越南 

文 化 體

驗 

（平陽） 
實習 

（平陽）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平陽）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平陽）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 胡 志

明市） 

實 習 成

果分享 

（平陽） 

回程 

下

午 

越 南 語

應用（超

市） 

（平陽）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平陽）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平陽） 

拜 訪 臺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胡志

明市） 

實 習 成

果分享 

（平陽） 

 

晚

間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住

宿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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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地點：越南同奈、胡志明市） 

 
7/29 

（日） 

7/30 

（一） 

7/31 

（二） 

8/1 

（三） 

8/2 

（四） 

8/3 

（五） 

8/4 

（六） 

上

午 
啟程 

7 ：

30~11 ：

30 

認 識 越

南 與 企

業文化 

（同奈） 

勝 邦 金

屬 工 業

股 份 有

限公司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材 料 的

認 識 與

應用 

工 廠 安

全與 5S

認識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自 動 化

程 序 認

識 與 運

用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數 字 的

概 念 與

認知 

0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基 礎 化

學 與 物

料 管 理

概念 

0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烹 飪 比

賽 

（甜點） 

下

午 

文 化 體

驗 

（ 胡 志

明市） 

13 ：

00~15 ：

30 

（同奈） 

認 識 自

己 與 週

遭環境 

13 ： 00-

15：30 

工 業 近

代史 

（ 工 業

4.0 的認

識） 

13 ： 00-

15：30 

新臺灣 

近代史 

（ 臺 灣

在 東 協

的處境） 

13 ： 00-

15：30 

企 業 實

習 

期 中 測

驗 

13 ： 00-

15：30 

人 生 與

職 場 經

驗 分 享

（一） 

13 ： 00-

15：30 

人 生 與

職 場 經

驗 分 享

（二） 

晚

間 

行 動 研

究 

討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住

宿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8/5 

（日） 

8/6 

（一） 

8/7 

（二） 

8/8 

（三） 

8/9 

（四） 

8/10 

（星五） 

8/11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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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越南 

文 化 體

驗 

（同奈）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工 廠 管

理 

實務 

越 南 精

密 集 團

VPIC 參

訪 

（同奈） 

國 豐 越

南 責 任

有 限 公

司 

參訪 

（同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 胡 志

明市） 

外 貿 協

會 

與 

新 世 界

酒 店 集

團參訪 

07 ： 00-

11：30 

企 業 實

習 

期 末 測

驗 

回程 

下

午 

越 南 語

應用（超

市） 

（同奈） 

13 ： 00-

15：30 

現 代 行

為學 

江 田 工

業區 

GPMI 全

球 動 力

集 團 參

訪 

（ 考 察

江 田 遊

樂區） 

印 刷 企

業 

參訪 

（同奈） 

 

拜 訪 臺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 胡 志

明市） 

富 美 興

傳奇 

實 習 成

果 

分享 

（同奈） 

 

晚

間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住

宿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四）2019 年度「出訪國家」及「國外實習」行程（地點：越南同奈、胡志明市） 

 7/28 

（ 日

） 

7/29 

（一） 

7/30 

（二） 

7/31 

（三） 

8/1 

（四） 

8/2 

（五） 

8/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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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啟程 7：30~11：

30 

認識越南

與企業文

化 

（同奈） 

勝邦金屬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材 料 的

認 識 與

應用 

工 廠 安

全與 5S

認識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自 動 化

程 序 認

識 與 運

用 

7 ：

30~11 ：

30 

實習 

（同奈） 

數 字 的

概 念 與

認知 

07 ：

30~11：30 

實習 

（同奈） 

基礎化學

與物料管

理概念 

07 ：

30~11：30 

實習 

（同奈） 

烹飪比賽 

（甜點） 

下

午 

文 化

體 驗

（ 胡

志 明

市） 

13 ：

00~15：30 

 （同奈） 

認識自己

與週遭環

境 

13 ： 00-

15：30 

工 業 近

代史（工

業 4.0 的

認識） 

13 ： 00-

15：30 

新臺灣 

近代史 

（ 臺 灣

在 東 協

的處境） 

13 ： 00-

15：30 

企 業 實

習 

期 中 測

驗 

13 ： 00-

15：30 

人生與職

場經驗分

享（一） 

13 ： 00-

15：30 

人生與職

場經驗分

享（二） 

晚

間 

行 動

研 究

討論 

小組討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住

宿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8/4 

（ 日

） 

8/5 

（一） 

8/6 

（二） 

8/7 

（三） 

8/8 

（四） 

8/9 

（五） 

8/1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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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越南 

文 化

體驗 

（ 同

奈） 

7：30~11：

30 

實習（同

奈） 

工廠管理 

實務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07 ： 00-

11：30 

企業實習 

期末測驗 

回程 

下

午 

越 南

語 應

用

（ 超

市） 

（ 同

奈） 

13 ： 00-

15：30 

現代行為

學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文 化 體

驗（企業

參訪） 

（同奈） 

實習成果 

分享 

（同奈） 

 

晚

間 

小 組

討論 

小組討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 組 討

論 

小組討論  

住

宿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同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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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五：「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參與意

見調查問卷專家效度意見統整與修正內容 

 

一、研究架構圖 

  

1. 性別：男性、女性 

2. 學校別：普通型高中、綜合

型高中、技術型高中 

3. 參加計畫年度：104至 108

年 

4. 參與活動類型：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 

5. 父親原生國籍(地區)：中華

民國(臺灣)、中國大陸、越

南、印尼、泰國、緬甸、菲

律賓、日本、其他 

6. 母親原生國籍(地區)：中華

民國(臺灣)、中國大陸、越

南、印尼、泰國、緬甸、菲

律賓、日本、其他 

背景變項 

文化理解 

1.意願與態度 

2.覺察與理解 

3.技能與應用 

4.多元思考與判斷 

影響成效 

文化體驗（企業參訪） 

1.企業認識 

2.企業工作意願 

文化認同 

1.文化歸屬 

2.文化投入 

3.文化統合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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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審定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本研究所擬訂之「基本資料」將其劃分為性別、就讀學校類型、參加計劃年

度、參加活類型、父母親原生國籍（地區）別等，依序其題項內涵如下：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

教

授 

賴局長 

歐

校

長 

1 
性別：□1.男性 □2.

女性 
 

  
1 

 

2 

高中職階段就讀： 

□1.普通型高中 

□2.技術型高中 

□3.綜合型高中 

 

修改為: 

高中職階段就讀： 

□1.普通型高中 

□2.技術型高中 

(高職) 

□3.綜合型高中 

 

2 

高中職階段就讀： 

□1.普通型高中 

□2.技術型高中（高

職） 

□3.綜合型高中 

3 

參加計畫年度（民

國）：（可複選） 

※可以參考連結複

習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

職企業見習、實習

計畫 104-108 各年

度 行 程 ：

https://reurl.cc/yEO

grD 

□1.104 年 

□2.105 年 

□3.106 年 

 

修改為: 

參加計畫年度（民

國）：（可複選） 

※可以參考連結複

習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

職企業見習、實習

計畫 104-108 各年

度 行 程 ：

https://reurl.cc/yEO

grD 

□104 年 

□105 年 

 

3 

參加計畫年度：（可

複選） 

※可以參考連結複

習新北市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高中

職企業見習、實習

計畫 104-108 各年

度 行 程 ：

https://reurl.cc/yEO

grD 

□1. 民國 104 年 

□2. 民國 105 年 

□3. 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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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

教

授 

賴局長 

歐

校

長 

□4.107 年 

□5.108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4. 民國 107 年 

□5. 民國 108 年 

4 

您當時參與的活動

是企業見習或企業

實習？（可複選） 

□1.企業見習 

□2.企業實習 

 

  

4 

你當時參與的活動

是企業見習或企業

實習？（可複選） 

□1.企業見習 

□2.企業實習 

5 

父親原生國籍（地

區）： 

□1.中華民國（臺

灣） 

□2.中國大陸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緬甸 

□7.菲律賓 

□8.日本 

□9. 其 他 ：

__________ 

 

  

5 

 

6 

母親原生國籍（地

區）： 

□1.中華民國（臺

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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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

教

授 

賴局長 

歐

校

長 

□2.中國大陸 

□3.越南 

□4.印尼 

□5.泰國 

□6.緬甸 

□7.菲律賓 

□8.日本 

□9. 其 他 ：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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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參加動機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之「參加動機問卷」將其劃分為參加原因、家人支持、參與甄

選積極程度及自我效能感程度等，依序其題項內涵如下：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7 

當初報名參加

新北市新二代

培力昂揚計畫

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1. 自己有興

趣 

□2. 師長推薦

參加 

□3.家長鼓勵 

□4.同學邀約  

□5. 其 他 ：

_______ 

 

  

7 

 

8 

家人對於你參

加新北市新二

代培力昂揚計

畫支持程度？ 

□1.非常支持 

□2.支持 

□3.無意見 

□4.不支持 

□5. 非常不支

持 

 

建議家人

再細分為 

母親與父

親各自成

一題 

 

8 

家長對於你參加

新北市新二代培

力昂揚計畫支持

程度？ 

□1.非常支持 

□2.支持 

□3.無意見 

□4.不支持 

□5.非常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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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9 

你在準備參加

新北市新二代

培力昂揚計畫

甄選過程的態

度為何？ 

□1.非常積極 

□2.積極 

□3.普通 

□4.不積極 

□5. 非常不積

極 

 

  

9 

 

10 

「只要積極準

備新北市新二

代培力昂揚計

畫，有很高的

機會可以通過

甄選？」你對

這句話的同意

程度為何？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 非常不同

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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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活動滿意度與建議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之「活動滿意度與建議問卷」將其劃兩大面向，分別為活動滿

意度及活動建議，依序其題項內涵如下： 

一、 活動滿意度：為瞭解參與者在昂揚計畫各項活動的滿意度，皆採李克特式

五點量表進行測量。 

二、 活動建議：採開放式問題讓參與者自由回答。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活動滿意度 

11 

本計畫的「甄

選辦法、甄選

流 程 」 滿 意

度？ 

一個問題

以一個概

念或議題

為主，甄

選辦法、

甄選流程

是兩個議

題，建議

可分成兩

題。 

 一個題幹

即可，改

為甄選過

程，即可

包括辦法

與流程 

11 

你對本計畫有關

的「參與甄選的

規定」滿意度？ 

12 

你對本計畫辦理

的「甄選流程」是

否滿意？ 

12 

本計畫的「行

前培訓課程」

滿意度？ 

 

行前培訓

課程一詞 

略含糊籠

統，建議

依培訓課

程再細分

幾題 

例如: 

 

15 

你覺得本計畫的

「行前培訓課

程」舉辦最適合

的天數為？ 

□兩天 

□兩天一夜 

□四天 

□五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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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培訓時間

長短 

內容 

培訓地點 

培訓課程 

培訓師資 

培訓教材 

培訓上課

方式 

13 

你對本計畫「行

前培訓課程內

容」的滿意度？ 

14 

你對本計畫「行

前培訓課程上課

方式」的滿意

度？ 

13 

本計畫的「企

業見習 /企業

實習的活動設

計 、 行 程 安

排 ...等」滿意

度？ 

建議同第

11 題。若

研究者覺

得活動設

計、行程

安排是完

全不一樣

的流程，

可分成兩

題，亦或

可以合併

為 一 題

「活動行

程規劃」。 

「企業見

習/企業實

習的活動

設計、行

程安排 ...

等一詞略

含 糊 籠

統，建議

依活動設

計或行程

安排再細

分幾題 

例如: 

時間長短 

地點 

課程 

師資 

 

16 

你對本計畫「企

業見習／企業實

習行程安排」的

滿意度？ 

17 

你對本計畫「企

業見習／企業實

習的參與方式」

的收穫程度？ 

18 

你對本計畫「企

業見習／企業實

習」中「見習討論

／實習討論」的

滿意度為何？  

19 

你對本計畫「企

業見習／企業實

習」中「參訪心得

影片製作」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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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見習方式 意度為何？  

20 

你對本計畫「企

業見習／企業實

習」中「心得撰

寫」的滿意度為

何？  

14 

本計畫的「成

果發表會之形

式、安排」滿意

度？ 

 

  

21  

15 
本計畫的整體

滿意度？ 
 

  
22  

活動建議 

16 

在參與計劃的

過程中，您印

象最深刻的活

動 、 事 件 為

何？ 

不知填答

者是否有

參與此一

計 畫 規

劃，若有，

則 沒 問

題。若無，

則建議將

「計劃」

改為「計

畫」。 

  

23 

在參與計畫的過

程中，你印象最

深刻的活動、事

件為何？ 

17 
在參與計劃的

過程中，請提

建議同第

16 題。 

  
24 

在參與計畫的過

程中，請提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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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出與您原本想

像不同之處？ 

你原本想像不同

之處？ 

18 

您對於整體計

畫活動有無想

提出的建議？ 

 

改為 

您對於整

體計畫是

否有其他

建議？(無

則免填) 

 

25 

你對於整體計畫

是否有其他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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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文化理解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之「跨文化理解問卷」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將其劃分為四構

面，分別為意願與態度、知識與理解、技能與應用、多元思考與判斷等，其題項

內涵描述依序如下： 

一、意願與態度：發現和探索不同文化的好奇心、理解多樣性的價值、尊重他人

的文化、具備人際安定感、自信心。 

二、察覺與理解：理解與覺察自己及交流對象的文化、習俗與特色。 

三、技能與應用：傾聽與觀察的技能、外語能力、展演本國特色文化的技能、展

現合宜的國際禮儀、具備跨文化同理心；具有彈性（能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溝

通形式和行為）、對所見所聞進行反思的能力。 

四、多元理解與判斷：能將在交流過程中的見聞與自己過去的經驗連結、比較、

分析及評價。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意願與態度 

19 

在與外國人相

處時，我能夠

尊重對方的文

化。 

建議一個

構面宜有

至少三題。

此外，建議

將「能夠」

改為「願

意」，以符

合構面意

涵。 

修改為: 

與外國人

相處時，我

能夠尊重

對方的文

化。 

19題是外

國人 

20題是國

外的人 

請問有什

麼不一樣 

26 

與外國人相處

時，我能夠尊重

對方的文化。 

27 

在與國外的人、

事、物互動時，

我能展現出自

信。 

20 

在 與 國 外 的

人、事、物互動

時，我更願意

建議一個

構面宜有

至少三題。 

修改為: 

與國外的

人、事、物

這一題能

否改成覺

察與態度 

28 

與國外的人、

事、物互動時，

我更願意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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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抱持開放的心

胸去接觸。 

互動時，我

更願意抱

持開放的

心胸去接

觸。 

如 19 

我能覺察

國 外 的

人、事、物

與我國相

同或不同 

開放的心胸去

接觸。 

覺察與理解 

21 

在與外國人互

動時，我願意

理解對方的文

化、習俗與特

色。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將

「願意」改

為「可以」，

因為願意

較屬於第

一個意願

與態度的

範疇。 

修改為: 

與外國人

互動時，我

願意理解

對方的文

化、習俗與

特色。 

 

29 

與外國人互動

時，我可以理解

對方的文化、習

俗與特色。 

22 

與國外的人事

物相處後，我

更能夠理解不

同國家間文化

的差異。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將

「能夠」改

為「可以」。 

修改為: 

與國外的

人、事、物

接觸後，我

更能夠理

解不同國

家間文化

的差異。 

 

30 

與國外的人、

事、物接觸後，

我更可以理解

不同國家間文

化的差異。 

31 

我能覺察不同

的文化之間的

差異。 

技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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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23 

在與外國人互

動時，我願意

根據對象與情

境的不同選擇

與運用不同的

溝通方式與行

為應對。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潤

飾語句為

「…的不

同，選擇運

用…」，以

及建議將

「願意」改

為「會」，

以展現技

能應用。 

修改為: 

與外國人

互動時，我

願意根據

對象與情

境的不同，

選用不同

的溝通方

式。 

 

33 

與外國人互動

時，我會根據對

象與情境的不

同，選擇運用不

同的溝通方式。 

24 

在與外國人溝

通時，我願意

聆聽對方並覺

察對方不同的

文化內涵。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將

「願意」改

為「會」，

以展現技

能應用。 

修改為: 

與外國人

溝通時，我

願意聆聽

並覺察不

同的文化

內涵。 

移 到 前

面，覺察

的層次比

較低 

 

32 

與外國人溝通

時，我會聆聽並

覺察不同的文

化內涵。 

34 

在與外國人互

動時，我能夠判

斷自己的表現

在該情境下是

否合宜。 

多元理解與判斷 

25 

與國外人事物

互動後，我願

意以不同的觀

點解釋和分析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將

「願意」改

修改為: 

與國外人、

事、物接觸

後，我願意

 

35 

與國外人、事、

物接觸後，我能

用多元觀點瞭

解不同文化的



198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對方的文化。 為「能夠」，

以展現多

元思考與

判斷之能

力。 

以不同的

觀點，解釋

和分析對

方的文化。 

意義。 

26 

與國外人事物

互動後，我願

意從不同觀點

解釋、分析與

評價交流過程

中的訊息。 

建議同第

20 題。此

外，建議將

「願意」改

為「能夠」。 

修改為: 

與國外人、

事、物接觸

後，我願意

從不同觀

點，解釋、

分析與省

思此過程

的訊息與

經驗。 

 

36 

與國外人、事、

物接觸後，我在

平常生活中遇

到不同的文化

時，能更快地對

差異的地方提

出解釋。 

37 

與國外人、事、

物互動後，我能

與自己過去經

驗進行連結與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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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企業參訪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之「企業參訪問卷」除 27 題外皆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將其

劃分為兩個構面，為企業認識與企業工作意願，依序其題項內涵如下： 

一、企業認識：參加計畫前後對於企業見習／實習公司的瞭解程度，對於其工作

內容、公司資訊、產業發展、東南亞的工作環境等是否能夠瞭解。 

二、企業工作意願：參加計畫後對於企業見習／實習公司的就業意願，以及是否

有意願赴東南亞就業。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企業認識 

27 

在參加本活動

之前，我對企

業見習／企業

實習公司的認

識程度為： 

□完全沒聽過  

□曾經聽過，但

不是很清楚這

家公司的實際

狀況 

□有些許的了

解，只要一接

觸到這家公司

的 產 品 或 服

務，就馬上想

起來他的名字 

 修改為: 

參加本活

動之前，我

對企業見

習／企業

實習公司

的認識程

度為： 

□ 完 全 沒

聽過 

□ 曾 經 聽

過，但不是

很清楚這

家公司的

實況 

□ 有 些 許

 

38 

參加本活動之

前，我對企業見

習／企業實習

公司的認識程

度為： 

□完全沒聽過  

□曾經聽過，但

不是很清楚這

家公司的實況 

□ 有些許的了

解，只要一接觸

到這家公司的

產品或服務，就

馬上想起來他

的名字 

□十分熟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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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十分熟悉，我

非常喜歡這家

公司 

的了解，只

要一接觸

到這家公

司的產品

或服務，就

馬上想起

來他的名

字 

□ 十 分 熟

悉，我非常

喜歡這家

公司 

非常喜歡這家

公司 

28 

能瞭解企業見

習／企業實習

公司的工作內

容。 

   

39  

29 

能瞭解企業見

習／企業實習

公司的產業發

展。 

   

40  

30 

能瞭解企業見

習／企業實習

公司在東南亞

的工作環境。 

   

41  

31 
會想知道更多

關於企業見習

與第 27 題

的第四個

  
42 

會想知道更多

關於企業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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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企業實習公

司的資訊。 

選項有衝

突，建議潤

飾語句為

「會想知

道更多關

於參與企

業見習／

企業實習

的相關資

訊」。 

／企業實習公

司的相關資訊 

企業工作意願 

32 

能可以接受企

業見習／企業

實習公司在東

南亞的工作地

點。 

 修改為: 

能接受企

業見習／

企業實習

公司在東

南亞的工

作地點。 

去掉可以 

43 

我能接受未來

工作地點在東

南亞國家。 

33 

如果我正在找

工作，我會優

先向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之

公司應徵。 

   

44  

34 

如果企業見習

／企業實習的

公司提供我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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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派至東南亞的

工作機會，我

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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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文化認同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之「文化認同問卷」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將其劃分為三個構

面，依序為文化歸屬、文化投入及文化統合，其題項內涵如下： 

一、文化歸屬：係指對新住民原生國文化或臺灣本土文化之依附歸屬、共榮共滅、

不可分割的整體情感。 

二、文化投入：係指能瞭解新住民原生國或臺灣本土文化的文化背景及文化概念

與歷史知識，並展現對該文化認知的熱忱及投入該文化的學習與文化參與的

程度。 

三、文化統合：係指感受或體認新住民原生國文化與臺灣社會本土主流文化的差

別，而對雙重文化所採取的一種調適性的統合策略。 

 

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文化歸屬 

35 

父親／母親原

生國的文化應

該 要 受 到 尊

重。 

 

  

46  

36 

我想探索與學

習父親／母親

原 生 國 的 文

化。 

 

  

47  

37 

我覺得關於父

親／母親原生

國的文化應該

介紹給大家知

道。 

 

我覺得應

該介紹父

親／母親

原生國的

文化給大

家。 

 

48 

我願意介紹父

親／母親原生

國的文化給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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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文化投入 

38 

我願意參加和

父親／母親原

生國相關的各

種文化活動。 

 

  

49  

39 

我願意學習父

親／母親原生

國的語言和文

字。 

 

  

50  

40 

了解父親／母

親原生國的文

化，對我以後

會有幫助。 

 

  

51  

文化統合 

41 

同時認識臺灣

本地文化與父

親／母親原生

國的文化，更

可以幫助我拓

展視野。 

 

修改為: 

同時認識

臺灣本地

文化與父

親／母親

原生國的

文化，更可

以拓展視

野。 

臺灣本地

文化改成

我國文化 

52 

同時認識父親

與母親原生國

的文化，有助於

拓展我的視野。 

42 

同時學習父親

／母親原生國

的文化與臺灣

 

 

同上 53 

同時學習父親

與母親原生國

的文化，對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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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題

號 

題目敘述 

修正意見 新

題

號 

修正後題目 
戰教授 賴局長 歐校長 

本地文化，對

我而言都是非

常重要的。 

言是非常重要

的。 

43 

同時學習父親

／母親原生國

的文化與臺灣

本地文化，對

我各方面的學

習 是 一 種 助

力。 

 

  

54 

同時學習父親

與母親原生國

的文化，對我各

方面的學習是

一種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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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問卷題目對應雙向細目表 

 

（一）研究目的 

1. 了解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

見習、實習計畫」的現況。 

2. 探討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影響。 

3. 分析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

見習、實習計畫」的困境。 

4.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

—高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的建議。 

 

（二）研究問題 

1. 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的現況為何？ 

2.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之影響為何？ 

2－1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跨文化理解」的情形為何？ 

2－2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企業認知」的情形為何？ 

2－3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之後，對於增進「文化認同」的情形為何？ 

3. 新北市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職企業見習、

實習計畫」之困境為何？ 

4. 提出建議，作為未來執行「高中職學生參與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

中職企業見習、實習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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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與問卷題目雙向細目表 

研究問題 向度 細目 題號 合計 

新北市執行「高

中職學生參與新

北市新住民二代

培力昂揚—高中

職企業見習、實

習計畫」的現況

為何？ 

參加動機 
個人與外在

因素 
7、8、9、10 4 題 

活動滿意

度與建議 

活動滿意度 
11、12、13、14、15、16、

17、18、19、20、21、22 
12題 

活動建議 23、24、25 3 題 

新北市高中職學

生參與新住民二

代培力昂揚計畫

之影響為何？ 

文化理解 

意願與態度 26、27、28 3 題 

覺察與理解 29、30、31 3 題 

技能與應用 32、33、34 3 題 

多元思考與

判斷 
35、36、37 3 題 

企業參訪 

企業之認識 38、39、40、41、42 5 題 

企業工作意

願 
43、44、45 3 題 

文化認同 

文化歸屬 46、47、48 3 題 

文化投入 49、50、51 3 題 

文化統合 52、53、54 3 題 

總計 4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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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六：106 年度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成果冊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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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七：107 年度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成果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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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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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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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八：108 年度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成果冊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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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九：中央廣播電臺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越南企業見習採訪報告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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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十：歷年新北市高中職學生參與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相關媒體報導 

 

【新住民二代昂揚計畫 培訓國際人才】 

大新店記者張雯琪、陳正平／新北報導 2015/08/03 

 

  新北市新住民子女約有 3 萬 8 千多人，居全國之冠，為了翻轉

新住民二代教育新契機，新北市教育局今年首創『新住民二代培力

昂揚計畫－師生手牽手，搖到外婆橋』，共甄選了 20 名國中小以及

24 名高中職學生，8 月 6 號及 8 月 9 號將分別前往泰國與越南，展

開為期 7 天的文化體驗與企業見習，希望能增進學生對跨國文化的

了解，培育未來具有『東協、臺灣』雙邊優勢的國際人才。新北市

教育局局長龔雅雯 3 號親自主持首航儀式，並且為參訪團授旗。 

 

資料來源：https://m.life.tw/?app=view&no=305918 

  

https://m.life.tw/?app=view&no=3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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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昂揚計畫成果發表 朱立倫勉扮演臺灣與東協重要橋梁】 

臺灣好新聞 記者黃村杉／新北報導  2017/12/12  

 

 

新住民二代國中小學生分享赴印尼的文化體驗心得。（圖／記者黃

村杉攝） 

  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12 日於府中 15 紀錄片放

映院發表成果，25 名國中小學生分享赴印尼的文化體驗心得，「昂

揚外婆橋計畫」則有 5 組親子以紀錄片方式與大家分享。市長朱立

倫特別到場期勉新住民之子，未來成為臺灣與東協 10 國及世界各

地，在文化、企業發展等方面的重要橋梁。 朱立倫表示，已進入第

3 年的昂揚計畫，除了文化體驗也安排企業參訪，讓新住民第 2 代

的孩子能找到自己的優勢。外婆橋的尋根探親之旅，除傳承文化、

互動交流，也讓親子關係更貼近；透過「昂揚外婆橋計畫」，希望

更多學生拜訪他們的阿公阿嬤或外公外婆，去學習語言及傳承文

化，將成果分享更多人。 

    朱立倫指出，今年教育局帶領 25 名新住民同學到印尼體驗當地

文化，並且透過鏡頭紀實，回臺分享到新北市各個學校，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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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的做法。透過文化交流甚至企業參訪，希望同學們未來都可以成

為臺灣與世界各國的重要橋梁，除了能跟周邊國家及新住民的原鄉

取得更緊密連結，也希望建立更多商機。 

 

  教育局表示，今年昂揚計畫前往印尼，規劃日惹及泗水文化古

蹟體驗，以及參訪昇咨食品廠、開發木業 2 家企業，了解當地文化

特色及臺商產業發展現況。外婆橋部分則有 5 對親子分別回到越

南、柬埔寨、緬甸、印尼及菲律賓的家鄉，透過鏡頭記錄回鄉和親

人的互動與情感交流。 

  目前就讀五峰國中 7 年級的章亞倫同學受訪表示，過去跟媽媽

回印尼時很少參觀古蹟，這次參加昂揚計畫文化體驗之旅，是一次

很難得的經驗，希望能再精進語言，深入了解印尼文化。 

    鳳鳴國中 8 年級的陳逸文同學說，這次跟媽媽伊仁娜回菲律賓

馬尼拉外婆家，除探望外婆也悼念過世的外公。逸文說，回到媽媽

居住過的房子，媽媽特別的興奮，因為屋內擺設依舊，跟媽媽小時

候完全一樣；媽媽也一一述說她兒時的點點滴滴，非常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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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

%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

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

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

%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https://www.taiwanhot.net/news/525829/%E6%96%B0%E4%BD%8F%E6%B0%91%E6%98%82%E6%8F%9A%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B1%E7%AB%8B%E5%80%AB%E5%8B%89%E6%89%AE%E6%BC%94%E5%8F%B0%E7%81%A3%E8%88%87%E6%9D%B1%E5%8D%94%E9%87%8D%E8%A6%81%E6%A9%8B%E6%A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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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二代展優勢 未畢業就被越南臺商相中！】 

自由時報 記者翁聿煌／新北報導  2017/02/03  

  新北市運用新住民族群的雙語及跨文化優勢，從兩年前起就開

辦「昂揚計畫」，選送優秀新住民子女前往東協國家企業參訪與文

化體驗，已逐漸開花結果，教育局新住民科長吳宜真說，去年薦送

前往越南實習的高中職學生，因擁有母語優勢，加上態度積極，當

時即獲得越南實習臺商企業青睞，目前高中職還沒畢業，已搶先獲

得面試機會。 

    淡水商工資料處理科三年級學生王芊琪，是越南籍新住民二

代，前年參與一週的新北市高中職越南企業見習計畫，首次前往越

南參訪當地臺商產業現況，去年再次獲選參與進階企業實習，於越

南平陽省的「今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入實習兩週，王芊琪

發好學精神，在不同部門單位實習，並與企業臺籍幹部和越籍員工

交流互動，獲益匪淺，也讓相關主管留下深刻印象。 

    王芊琪說，自己從小跟媽媽學習母語，擁有越語基本能力，去

年很高興參加新北市昂揚計畫前往越南臺商公司實習，她很容易就

融入當地的文化和工作環境，因此受到相關上下游產業鏈的廠商看

中，她返國後，就有在當地從事為名牌球鞋代工的廠商翔鑫堡鞋業

集團向她洽詢，將特別栽培參與該公司的相關培訓，未來前往越南

受訓成為正式員工。 

    乖巧的芊琪從高中起即開始在外打工，對臺商面試邀約非常珍

惜，會全力爭取外派職缺，並且精進自己越語能力，提升職場競爭

力。 

 

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6404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6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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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成果發表會】 

臺灣英文新聞  2017/12/12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計畫成果發表會，

今(12)日在府中 15 紀錄片放映院登場，由 25 位赴印尼參與文化體

驗的國中小學生分享出國學習的心得，以及 5 組新住民親子娓娓道

來回外婆家 7 天的心得感想，現場瀰漫著濃濃的鄉愁與懷舊尋根之

情！ 

    朱立倫市長表示，昂揚計畫已經邁入第三年，除了文化體驗也

安排企業參訪，讓新住民第二代的孩子能找到自身的優勢。外婆橋

的尋根探親之旅，除建立起文化間的傳承與交流，也藉由難得的機

會讓親子關係更靠近，鼓勵更多學生走出去體驗多元文化，再將成

果分享給更多人。 

    今年在昂揚計畫前往印尼，規劃日惹及泗水文化古蹟體驗，以

及昇咨食品廠、開發木業進行企業參訪，了解當地文化特色及臺商

產業發展情形。外婆橋的部分則有 5 對親子分別回到越南、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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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緬甸、印尼及菲律賓的家鄉，透過鏡頭完整保留親人之間的文

化與情感，並以紀錄片方式與大家分享。 

    五峰國中七年級章亞倫同學表示，過去跟媽媽回印尼的時候很

少會到古蹟參觀，而這次能獲選參加昂揚計畫文化體驗之旅，讓自

己有機會能深入了解印尼文化，也期許自己在未來能在語言溝通上

更加精進。鳳鳴國中八年級陳逸文同學這次參加外婆橋計畫，跟媽

媽伊仁娜回菲律賓外婆家，除探望外婆外，也悼念過世的外公，一

起回到媽媽以前居住的房子，看到屋內的擺設依舊，媽媽興奮地分

享著，也讓逸文瞭解媽媽的童年生活，同時隨著家人到市區體驗吉

普尼，對菲律賓的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 

    教育局表示，今年昂揚計畫成果及外婆橋紀錄片將會到各校分

享，也藉由隨行老師回到教學現場，將多元文化體會感染給更多學

生。未來將持續辦理文化體驗及外婆橋尋根溯源，讓新北市的孩子

們立足臺灣、放眼國際! 

 

資料來源：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18717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1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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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住民師生參訪泰北臺商工廠】 

泰國世界日報 發布者 HeDaWei  2018/07/25 

 

  臺灣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泰國企業見習參訪一行，包括

領隊老師及學生共 32 人。7 月 22 日前來泰北清邁參訪。在泰北臺

商聯誼會程日德會長的招待下，同學們享用了地道的珍珠奶茶並猜

關了民宿的房間及代理臺商的食品加工等。 

    23 日早上，老師同學們參觀了泰北臺商副會長趙志雄經營的宏

大龍眼工廠。在趙副會長的帶領，同學們參觀並目睹了龍眼乾的加

工製作過程。趙副會長進行了詳細的講解，使同學們對龍眼乾產品

的製作及銷售有了全新瞭解。當日下午參訪了農友有限公司示範農

場基地，得到了總經理劉瑞麟及經理柯東岳的節慶接待。在公司特

地為同學們舉行的座談會上，劉總經理向大家介紹了公司在泰北創

建過程，柯經理向大家展示了有關於公司產品及產品市場的視頻短

片。同學們一邊聽解說一邊品嘗農友公司的特色產品「酸甜瓜」。 

    24 日老師同學一行前往泰北臺商副會長林宜生經營的旭全食品

公司，在之後前往清萊美斯樂參觀泰北臺商理事盧瑞銘的瑞銘有限

公司茶廠以及位於泳媽巴鄭桐漢理事的果園。在 5 天行程中，同學

們也去參觀泰北華校交流訪問，讓同學在本次泰北參訪執行收穫滿

滿，受益良多。 

 

資料來源：http://www.udnbkk.com/portal.php?mod=view&aid=260452  

http://www.udnbkk.com/portal.php?mod=view&aid=26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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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新住民二代馬來西亞企業參訪 見證臺商海外打拼精神】 

臺灣英文新聞  2019/08/07 

 

  20 名來自新北市 10 所高中職的師生，利用暑假期間由雙溪高

中彭盛佐校長擔任團長帶領，前往馬來西亞的檳城與吉隆坡，展開

為期 7 天的企業見習與參訪之旅，期間到 5 家臺商企業見習及參訪

吉隆坡臺校與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學生們獲得許多啟發，滿載而

歸。 

    彭校長表示，本次馬來西亞企業見習在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

總會監事長陳俊男准拿督及吉隆坡臺灣學校白聖舟董事長分別引薦

下，七天行程中分別前往和豐生技、杜甫科技、環泰企業、亞太熱

熔膠和永信藥品等五家臺商進行企業參訪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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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到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訪，由教育組張佳琳組長

和白博文秘書與同學們座談，分享馬、臺二國在經濟、教育及文化

方面交流現況，學習收穫豐碩。 

    參與馬來西亞企業見習的 16 位學生中有 14 位分別是菲律賓、

越南、緬甸、日本及印尼的新住民第二代。 

    泰山高中張桂妮同學表示，她的爸媽都是菲律賓華裔，10 歲以

前在菲律賓長大，這次的見習讓她發現自己的語言優勢，目前能說

菲律賓語及英文，將來想成為外交官！ 

    板橋高中王棋儒同學的爸爸是緬甸人，經這次見習後，會向爸

爸學習緬甸語，增加語言能力，也期許將來能到經濟系就讀。 

    北大高中賴慈穎同學提到，媽媽是從越南嫁來臺灣，以前無法

體會媽媽遠渡來臺生活的辛苦，參訪中看到臺商企業在異地打拼的

努力過程，回家後會好好謝謝媽媽。 

    雙溪高中佐藤健同學說：「參訪過程中看見學生族群很多元，

企業裡面也很多不同族群一起生活，啟發他很想多認識不同文化的

生活。」 

    教育局表示，新北市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揚高中企業參訪計畫自

104 年起開辦至今已邁入第 5 年，參訪的國家從越南、印尼、泰國

到今年的馬來西亞，共已甄選 103 位新住民二代學生前往東南亞臺

商企業參訪。期盼透過此計畫的推動，讓更多的新住民二代學生有

機會了解臺商在國際企業佈局、更深層的認識東南亞文化，並能省

思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及建立自身未來職涯發展的想像。 

 

資料來源：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760354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76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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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培訓計畫 新北邀海外企業經驗談】 

中時新聞網 記者 蔡雯如  2021/07/25 

 

 

    為培育新住民子女，新北市 2015 年開辦新住民昂揚培力計畫，

今年雖因疫情無法送學生出國，但仍在舉行 3 天線上營隊，55 位高

中職學生與海外大老闆面對面 Online，其中也邀請產官學代表線上

分析東南亞產業趨勢，盼學生激發自我優勢，成為頂尖國際人才。 

    教育局指出，新北市新住民昂揚培力計畫舉辦多年，至今已送

216 名國中小至高中職學生赴東南亞文化體驗、企業見習及實習，

這次「與大老闆面對面海外 Online 體驗營」在 20 至 22 日舉行，邀

請海外中高級主管講授跨國企業奮鬥歷程、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

等議題，談論疫情間如何帶領企業度過危機。 

    另外，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教授也為學員分析全球產業發展趨

勢，以及海外實習管道，觀光局產業處官員、前中華民國駐海外大

使等官方代表也分析最新國際政策、職場方向，讓學生掌握未來職

涯發展脈動。 

    這次體驗營邀請泰國產製鳳梨廠商、海內外知名品牌服飾、旅

遊公司分享創業經歷、人才培育、各國布局現況等經驗。三重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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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楊淑婷表示，參與的學生都必須完成團體任務，甚至熬夜線上

討論，但卻從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未來需要培養的能

力，大家非常期待疫情解封後，能實地到東南亞的企業參訪，親身

體驗東南亞的文化與產業發展。 

    教育局表示，新北對新住民子女的培力不遺餘力，除了重視自

身文化與語言優勢外，更希望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疫情後全球各

市場重新布局不容忽視，期望學生除提升專業技能與語言能力外，

也須深化自身對職場的適應力及國際競爭力，迎向未來的挑戰。。 

 

資料來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210725001917-

260421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210725001917-260421
https://www.chinatimes.com/amp/realtimenews/20210725001917-2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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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新住民子女昂揚培力  

大老闆越洋 Online 分析產業趨勢 學生直呼賺到了】 

新北市訊 發布者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1/07/25 

 

    為培育新住民子女成為優秀國際人才，新北市新住民昂揚培力

計畫自 104 年開辦迄今，多年來合計選送 216 名國中小至高中職學

生赴東南亞文化體驗、企業見習及實習。今(110)年因防疫無法出國

交流，改於 7 月 20 日至 7 月 22 日暑假期間舉辦為期 3 天線上營

隊，讓學生參加與大老闆面對面海外 Online 體驗營，總共計 55 名

高中職學生參加，特別邀請產官學代表於線上分析東南亞產業趨

勢，鼓勵參與的學生能激發自我的優勢，掌握潛力十足的東南亞市

場外，培養自己未來成為優秀的頂尖國際人才。 

    教育局表示，此次「與大老闆面對面海外 Online 體驗營」規劃

師資堪稱重量級登場，企業代表均為中高級主管，講授跨國企業奮

鬥歷程、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等議題，並結合時事，暢談疫情風

暴下如何帶領企業挺過危機，並化為轉機。學界代表為臺北城市科

技大學教授，為學員剖析全球產業發展趨勢，及大學生赴海外實習

之管道，官方代表亦有觀光局產業處官員介紹新南向政策、前中華

民國駐海外大使講授職場及社交禮儀，讓學生提前了解職場必備人

際力，再掌握國際脈動，建構自身未來職涯發展的藍圖。 

    澤泰吉興業在泰國生產鳳梨，戴睿辰經理遠從泰國連線表示，

從創業經歷中了解布局東南亞推向國際發展之可能性。寀奕國際製

作海內外知名品牌服飾，在越南、柬埔寨、緬甸設廠。元老級幹部

邱建銘顧問及人力資源李姿樺資深副理，分享訓練和專業知識傳

承，表示企業相當重視人才培育。和光工業許吉欽董事長致力於新

北市東北角教育不遺餘力，暢談新世代應具備社會責任的精采故

事。 

    鴻毅旅行社是臺灣唯一在中南半島實質投資的旅遊公司，蔡家

煌董事長從舊金山上線與學生分享旅行業在面對疫情困境時的態度

與精神。自 104 年就與教育局合作新二代昂揚計畫，並協助海外實

習課程的今立塑膠工業，在越南和印尼等多國家設廠，創辦人謝明

輝董事長也從越南線上現身說法，除論述各國布局現況，前往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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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設廠的機會，並和學生分享現階段自我預備未來競爭力的技能，

謝董事長允諾同學如果 5 人以上想聽他失敗的經驗，可與大家再上

一堂課，同學課後立即號召，謝董事長特地於晚上 10 點線上加開課

程回應同學的熱情，引起熱烈回響。 

 

資料來源：

https://www.ntpc.edu.tw/home.jsp?id=d127e0ce0f4f407b&act=be4f4806

8b2b0031&dataserno=14dc56f04de79a098096b2fbb0c1348e 

https://www.ntpc.edu.tw/home.jsp?id=d127e0ce0f4f407b&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14dc56f04de79a098096b2fbb0c1348e
https://www.ntpc.edu.tw/home.jsp?id=d127e0ce0f4f407b&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14dc56f04de79a098096b2fbb0c1348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