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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族群婚姻

配對的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之研究- 

以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童為例 

劉乃綸 * 

摘要 

本研究運用 2010 年「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探討屏東縣新住民、原住民

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之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不同之差異性。

研究顯示：(一)父母均本省漢人之子女學業成就最佳；父母均為原住民最差。(二)

社經背景對各組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具正向影響。(三)父親本省漢人而母親新住民

子女社經背景均數雖皆最低，相對於其他婚配子女是處於最弱勢，但其學業成就

卻非最低，僅落後於父母均本省漢人；且還超越社經背景均數皆最高的父親新住

民而母親本省漢人！控制社經背景後，其學業成就變成顯著超越父母均本省漢人。

(四)父親新住民而母親本省漢人子女社經背景均數雖均最高，但其學業成就卻非最

高，不僅落後於父母均本省漢人，也落後社經背景均數最低的父親本省漢人而母

親新住民！控制社經背景後，其學業成就反而變成顯著落後於父母均本省漢人。

(五)父母均原住民子女的社經背景均數雖非最低，但其學業成就卻是最低！控制社

經背景後，其學業成就，相對於父母均本省漢人雖然差距有所縮減，但仍是顯著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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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New Immigrants, 
Aboriginal, and Hans Marriage Mating: An 

Example of Elementary School Fourth Graders 
in Pingtung County 

Nai-Lun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2010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PELS", 

explored the marriage-mating' difference of immigrants, Aboriginals and Hans familie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would affect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Pingtung Count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both-parents-Hans-children is the best; the worst is both-parents-Aboriginals-children. 
Second: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has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rd: The variables' means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Hans-father and new-immigrants-mother, compared to the others is the most vulnerable, 
are the lowest. However,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not the worst which is behind 
only both-parents-Hans-children. Moreover, it's beyond new-immigrants-father and 
Hans-mother children which the highest means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fter 
controlling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becomes 
significantly beyond both-parents-Hans-children. Fourth: The means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new-immigrants-father and Hans-mother is the highest; however,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not the best. Not only is behind both-parents-Hans-children but 
also Hans-father and new-immigrants-mother which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means are the lowest! After controlling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becomes significantly behind both-parents-Hans-children. Fifth: The means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both-parents-Aboriginals are not the lowest; however,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the worst! After controlling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compared to both-parents-Hans has been 
reduced, but it's still significant the lowest. 
 
Keywords: immigrant children, Aboriginals and Han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marriage ma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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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 :我國平均每五對結婚，有一對為跨國聯姻

(比例 12.7％)(內政部統計處，2014a)；而每百名新出生嬰兒中，有 8 位為跨國

婚生子女 (外國籍生母占七位，外國籍生父僅一位 )(內政部統計處，2014b)。
外籍配偶(新住民女性)與跨國婚生子女(新住民子女)當然是台灣的一份子，多位學

者均預估多年後新住民女性與新住民子女這兩者相加總人口數，將會逼近原住民

人數(截至 102 年底 53 萬 3601 人)(內政部統計處，103c)，躍昇為臺灣繼本省漢人、

客家人、外省漢人和原住民之後的「第五族群」(方曄雲，2011；梁玉芳，2004；
彭德富，2007)，屆時將使臺灣原本四大族群之面貌有所改變(李盈慧等人，2008)。 

因為新住民家庭多數是屬於經濟與教育程度較低落者，故在社會中是處於相

對弱勢，被一般民眾視為「買賣婚姻」之偏見、或遭受媒體冠上「假結婚、真賣

淫」之污名化，甚至還有政府官員發表：「越南新娘餘毒說」與「外籍配偶別生太

多」，「外籍配偶所生之子女勢必會影響我們的人口素質，因為他們無法給下一代

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對未來的人口品質的負面影響不可言喻。」等藐視之不當發

言，使一般民眾產生：「新住民女性(東南亞原生國籍者)」為「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因此歧視之、並加以標籤化：就是這個「新住民母親」身分負面影響其子女之課

業學習(朱若蘭，2006；林河名，2006；夏曉鵑，1997，2005；彭德富，2007；陳

建州，2010；Hsia, 1997，2007)。但事實上，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真的如上述輿

論或研究發現是較差的嗎?又，其學業成就是否與他們的父母親婚姻配對組成以及

其社經背景有顯著相關呢？ 
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跨族群子女學業成就差異性之相關文獻多數是以父親

為學生之族群身分來區分，或者是僅以新住民與本國籍之母親身分來比較其子女

學業成就之影響差異；至於採用學生的父母親之婚姻配對組成來比較其子女的學

業成就差異性之相關實證研究非常少數，筆者只看到陳建州(2010)以及趙曼妏與趙

曼寧(2012)之研究；而且，上述兩篇研究均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而本研究則是以

國小學童作為研究對象；又，上述兩篇研究均分別指出：相較於漢人，原住民(趙
曼妏、趙曼寧，2012)與新住民子女(陳建州，2010)的學業成就都是較落後，這與多

數相關研究結論相類似(巫有鎰，1999，2007；巫有鎰、黃毅志，2009；陳建志，

1998；姚如芬，2009)；外界對不論是原本就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長久處於「不利」)、
亦或是近一二十年才因婚姻移居來臺的新住民(處於「新興弱勢」)這兩族群之社經

背景、家庭結構、語言和經濟等方面根深蒂固地存有「不利」和「弱勢」之社會刻

板印象。但新住民與原住民相較之下，新住民的社經背景和其子女學業成就是否

低於原住民而居於最劣勢地位呢？其子女的學業成就是否與社經背景有顯著相關

呢？又，相較於原、漢學生是否有明顯差異呢？筆者在各學術網絡中多次搜尋，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D%8E%E7%9B%88%E6%85%A7%E3%80%81%E7%8E%8B%E5%AE%8F%E4%BB%81%E3%80%81%E6%9E%97%E9%96%8B%E5%BF%A0%E3%80%81%E9%99%B3%E4%BD%A9%E4%BF%AE%E3%80%81%E9%BE%94%E5%AE%9C%E5%90%9B%E3%80%81%E6%9D%8E%E7%BE%8E%E8%B3%A2%E3%80%81%E5%9A%B4%E6%99%BA%E5%AE%8F&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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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未尋獲與閱讀過任何新住民子女之課業表現相較於原漢族群是明顯優越之

相關文獻，尤其是以父母親之婚姻配對模式來比較其子女學習成就差異性之相關

實證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因原住民族群則僅聚集於臺灣少數幾個縣市，而新住

民子女人數雖日漸增加卻較分散，故受限於取樣之困難；但是，屏東縣是例外，

其新住民與原住民子女之樣本人數均足夠與本省漢人學童做比較分析。 
因此，本研究運用 2010 年「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簡稱 PELS)全縣四年級學生普查資料作分析，旨在剖析屏東縣

學生出身背景(父母親婚配模式、父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以及家庭收入)與學業

成就之關聯性，以深入探討新住民、原住民以及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組成之

不同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之差異性。但本文分析屏東縣全體四年級學生

資料，不擬將結果推論至臺灣所有的國小學生，此為本文的研究限制。 

文獻探討 

新住民族群跨國婚姻配對 

臺灣自 80 年代起跨國婚姻會蓬勃發展，致因於政府於 1994 年推動「南向政

策」、資本主義國際化和勞力市場自由化等人口、經濟變遷以及高等教育快速擴充

等因素。兩性平權觀念興起，顛覆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刻板印象，女性就讀

大學的人數急遽上升，如今已呈現女多於男(楊靜利、李大正、陳寬政，2006)，造

成婚姻市場中高教育程度女性與低教育程度男性未婚比例提高(楊靜利、陳寬政，

2004)；而此一特殊現象，可能就是造成間接造成過去一二十年來國際通婚熱絡之

重要因素之一(駱明慶，2006；Marini, 1978；Oppenheimer, Kalmijn & Lim, 1997, 
Wilcox & Wolfinger, 2007)。因為低教育程度與低所得之本國男性因其在該地區(國)
的婚配市場中所具備的社經條件不利，使該地區(國)女性降低與其結婚之意願，使

得這些居於邊陲地區、低社經地位男性不容易在當地找到合適且有意願的婚配對

象，導致未婚比例提高，只能轉向其他國家尋求婚配的對象與機會(王宏仁，2001；
王宏仁、張書銘，2003；夏曉娟，1997，2000；Gould & Paserman, 2003；Lichter, 
McLaughlin, Kephart & Landry, 1992)，所以會增加外籍新娘的需求；相對的，高教

育程度與所得之女性未婚比例上升，亦會添增對外籍新郎的需求量；另外，外籍

新娘的來源國，大多是屬於教育程度較臺灣女性低落的東南亞和中國大陸(施建彬，

2003；夏曉娟，2000；楊靜利、陳寬政，2004)；而外籍新郎則是較多屬於來自東

南亞和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與日本）；又，外籍新娘較盛行之

縣市主要分布在發展較落後的農業或偏遠地區(澎湖縣居冠，其次為嘉義縣)；相反

的，外籍新郎比例最高的縣市，則是都市化程度最高者(台北市居冠，其次為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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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而且，教育程度相對於本國男性是較高的(駱明慶，2006)。 
針對現有文獻(王宏仁，2001；田晶瑩、王宏仁，2006；莫藜藜、賴珮玲，2004；

許文盈，2011；蔡榮貴、黃月純，2005；夏曉鵑，2000；張美惠，2012)，將「新

住民跨國婚姻」歸納出幾個特徵，簡述如下： 

（一） 早期新住民家庭大多屬於「老夫少妻」之婚配模式。 

（二） 臺灣迎娶新住民的男性主要集中於農業縣份或都會區的邊陲地帶；而大多

從事於是屬於比較低階層之農、工或漁民，故其本身社經地位低、條件較

不利。 

（三） 新住民女性之出身背景絕大多數也是屬於比較中、低下階級，家庭經濟不

佳，教育程度不高，以致於工作難尋、謀生不易，「跨海出嫁」成為脫離困

境的出路。 

（四） 有些電視、報章媒體雜誌以負面新聞：如娶外籍新娘的大多是年紀大、殘

障，收入低者，或外籍新娘「假結婚，真賣淫。」、「以婚姻作為告別貧窮的

方式」來報導或刊登，使「跨國婚姻」在社會中被誤解為不利之婚姻配對

組合。 

不過，田晶瑩與王宏仁（2006）在其質性研究訪談數位台灣男子選擇跨國婚

姻、娶越南女子為妻之關鍵原因卻是因為自己國家的女性太強勢，藉由跨海擇選

符合傳統溫柔女子為婚配對象，以維持自我的「男性氣魄」。因為「男尊女卑」之

傳統概念仍存在於台灣社會，男性為求確保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習慣選擇條件

低於自己（例如：社經地位）的女性作為婚配對象，以避免女方因其本身較優越

條件而挑戰或爭取其一家之主的權威地位（施建彬，2003）。 

社經背景變項與學業成就 

（一） 族群與學業成就 

原漢族群相關研究：過去文獻大部分皆顯示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是明顯落

後於漢人子女，其重要原因是原住民社經背景較低(巫有鎰，1999；2007；巫有鎰、

黃毅志，2009；楊肅棟，1997)。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教育成就處於相對弱勢之地位，

多年來並無顯著變遷的跡象(Tsai & Chiu, 1993)，反而還顯示出與漢人差距擴大之

趨勢(黃毅志，2001)；蘇船利(2009)亦揭示：原住民子女不但在各階段升學皆處於

劣勢，甚至近年來有研究發現在國小階段，已深受家庭社經背景(父母親教育、職

業與收入等)、文化以及語言等不利因素之影響，致使其學業成就低落(巫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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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7；陳建志，1998；陳淑麗、曾世杰、洪儷瑜，2006)。 

（二） 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 

國外學者 Coleman 等人(1966)在《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研究報告指出：對學

業成就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是社經背景變項，而學校教育投入之影響反而甚微；而

Bond (1981)將一些有關於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結果加以統整後，亦揭

示：不論任何地區，社經背景愈低之學童，其學業成就愈不如社經背景較優越者；

換言之，社經背景是影響學業成就之重要因素。 
國內不少研究結果都與上述結論相類似，例如：吳慧瑛(2007)研究結果顯示：

社經背景對臺灣四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與原住民)學童之教育成就是重要影

響之變數；而黃芳玫與吳齊殷(2010)檢驗台北地區於 1996 年國一入學新生之三年

長期追蹤調查資料,結果顯示：家庭背景會顯著影響學業成就，父母親教育程度愈

高，其子女教育成就愈佳，而且父親影響程度較大。 

新住民子女學業成就 

新住民女性因處於性別、社經、語言、家庭與族群等多重弱勢角色，生活習

慣與夫家迥然不同、教育觀念與教養方式差異亦懸殊；語言不通、與師長之間溝

通困難；又因語言不同、教育程度不高，在教導子女課業方面力不從心、無法稱

職的履行母職義務與彰顯家庭教育功能等因素，導致對子女的語言發展和學業成

就等各方面均有不利之影響（王宏仁，2001；莫藜藜、賴珮玲，2004；陳建州，

2010；張美惠，2012）；而現有國內新住民子女相關文獻，研究範圍較著重在語言、

數學、心智能力發展、學習行為、自我概念以及生活適應等方面(王振世、蔡清中，

2008；何緯山等，2011；姚如芬，2009；鍾鳳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但探

討學業成就的相關文獻並不多見。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

母親婚姻配對組成對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差異，故僅將與學業成就具關連性之量

化研究發現簡扼摘述。 
姚如芬(2009)研究顯示：雲嘉南國小低年級新住民子女在數學科目顯著落後ㄧ

般學童；而新竹縣竹北市國小一年級新住民子女的國語文成績普遍低於本國籍(邱
冠斌，2008)。另外，王振世與蔡清中(2008)研究結果揭示：在控制社經地位的影響

之後，東南亞組國小新住民子女在七大領域的學業成就均不如本國籍，而大陸新

住民子女僅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等四領域表現較

為弱勢。 
另一方面，僅有為數甚少的研究結果證實：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與漢人並

無明顯的差異。陳毓文(2010)研究顯示：相較於ㄧ般同儕，新住民青少年子女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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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並無較差。何緯山與陳志賢以及連廷嘉(2011)以全國抽樣比較本國籍 1100
人，新住民 60 人、共 1160 名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學業成就差異，結果並未達顯著。

又，吳毓瑩與蔡振州(2014)針對東南亞裔新移民女性之子女與本地學童的學業成就，

做三年的長期追蹤比較，研究發現：東南亞裔新移民女性與本地之子女的學業成

就並無差異。 

跨國籍或跨族群婚姻配對子女學業成就 

陳建州(2010)利用「2003 年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第一波國中學

生資料，將父母親區分為本國籍與外籍後，相互配對成四種婚生子女模式，進而

分析其綜合分析能力之差異性，研究發現：與父、母親均本國籍相較，「母親外籍

身分」對於子女的學習成效不具差異，但「外籍父親」身份對七年級生的子女之

綜合分析能力則有負面效果；可能原因為國人與外國人在教育理念和管教方面等

均有所不同；而且，相較於外國人，我國國人會較重視子女之學業成就。 
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運用「臺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將臺東國三學

生父母親族群分成原漢相互配對成四種婚生子女模式，分析其基測國語文成績之

差異性，研究發現：父母皆為漢人的國語文成績最高，其次為父原母漢、第三則為

父漢母原，成績最差的則是父母皆為原住民的子女。而控制文化資本後，上述成績

排序並無改變，但差距有縮減；總言之，母親為漢人之子女國語文成績均為較高，

若母親為漢人，則以父親為漢人之子女國語文成績較佳，此結果證明母親在子女

教養上占極重要地位，母親族群確實會正向影響其子女的國語文成就。 
過去研究各族群子女學業成就差異之相關文獻多數都是以父親身分來加以分

類比較，因為「母親身分較不重要」；但，一般民眾卻又將新住民子女相較於本國

子女，其學業成就有明顯落後之問題歸咎為是：「新住民母親(東南亞原生國籍者)」
這個身分負面影響其子女之課業學習(陳建州，2010)！另外，綜合上述陳建州(2010)
以及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兩篇研究結果分別發現：「父親身分」與「母親身分」

都可能因其「原漢」族群或「中外」跨國婚姻配對之不同社經背景，而對其子女之

學業成就產生正面或負面之不同影響；所以，將本省漢人、原住民以及新住民父

母親三族群婚姻交叉配對後，更能深入探究父母親不同婚配的社經背景對子女學

業成就之影響差異性，而這也正是本研究所要做的。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茲根據前一章節之相關文獻回顧，本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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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控制變項：性別) 
 

本研究以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族群之婚姻交叉配對模式，分成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父親為本省漢人

而母親是原住民」、「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父母親均為新住民」、「父

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原住民」、「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父親為原住

民而母親是新住民」以及「父母親均為原住民」，共九組不同的婚配組合；不過，

父母親均為新住民、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原住民以及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新

住民此三類子女族群組合因樣本數太少而須剔除(附錄一)，故本研究僅探討其餘六

組婚配之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 
本研究的自變項分為 1.主要變項：父母親婚姻配對組成；2.社經背景變項：父

親教育程度與職業、母親教育程度 1和家庭收入，它們可能會影響新住民、原住民

與本省漢人父母親婚配組成之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陳建州，2010；趙曼妏與趙

曼寧，2012）；3. 控制變項：性別，由於篇幅限制，也就不對它的影響多做說明；

依變項則是子女學業成就。在本研究中，主要是針對統計考驗達顯著者(p<.05)做
說明；若未達顯著，卻有特別之研究發現而值得說明者，仍會加以敘述。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述文獻探討，對屏東縣國小學生學業成就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1 本研究的社經背景變項並未納入母親職業此一變項，原因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屏東縣教育長

期資料庫」的家長問卷中，因為跨國婚姻移居來臺的新住民女性填寫其職業多數是⑪其他，若

將此變項也納入分析，在統計上將會造成不小的遺失值，故沒有並未納入母親職業變項。 

   社經背景變項 

 

    父親教育 

    父親職業 

    母親教育 

    家庭收入 

父母親族群之婚配 

主要變項 

依變項 

 

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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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的子女，學業成就最佳(陳建州，2010；趙曼妏與趙

曼寧，2012)；父母親均為原住民的子女，學業成就最差(趙曼妏與趙曼寧，

2012)。 
假設二：社經背景對各組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具正向影響(巫有鎰，1999，2007；

巫有鎰、黃毅志，2009；陳建志，1998)。 
假設三：假設 3-1：控制父親教育程度和職業後，其他各組婚配子女與父母親均為

本省漢人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會大幅縮減。 
假設 3-2：又控制母親教育程度後，其他各組婚配子女與父母親均為本省

漢人之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會繼續縮減。 
假設 3-3：再控制家庭收入後，其他各組婚配子女與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會繼續縮減。(陳建州，2010；趙曼妏與趙

曼寧，2012)。 

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99 年 12 月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童 9,868
名及其家長的資料來做分析(陳正昌、陳新豐，2011)，本研究開始分析時，只有釋

出 99 年資料，故只採用此年度之資料；「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PELS)是由國

立屏東教育大學劉慶中校長指示規劃及建置之長期性資料庫計畫，主持人為屏東

教育大學陳正昌和陳新豐教授，是針對屏東縣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的學習狀

況而進行為期三年(99-101 年)的長期追蹤調查之資料庫。 

變項測量 

（一） 自變項 

 性別：分為男、女兩類，迴歸分析時作虛擬變數，以男性為 0，女性為 1。 

 族群：以家長問卷所填答的父母親族別為準。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原住

民各族、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其中中國大陸又分為來台超過三十年(外

省)和未滿三十年；本研究因應用各統計方法分析之不同需求，先將父、母

親族別區分成本省漢人(閩南人、客家人和中國大陸來台超過三十年)、新

住民(中國大陸來台未滿三十年、東南亞配偶和其他國家)和原住民共三個

族群；其次，再將父、母親族別依婚配組成，採用樣本數足夠之父母親均

為本省漢人(N＝7375)、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N＝881)、父親

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N＝166)、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N

＝29)、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N＝72)以及父母親均為原住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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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共六組不同的子女族群組合；使其分析結論更能釐清不同婚姻配

對模式之子女的學業成就是否有任何差異性。進行迴歸分析各父母親婚姻

配對不同模式之子女族群組合作虛擬變數時，以父母親皆為本省漢人的子

女為 0(對照組)。 

（二） 社經背景變項 

 父親、母親教育程度：指學生家長在家長問卷上所填答其本人與配偶之最

高學歷，分為不識字、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

和博士；在本資料庫(PELS)調查中係屬於順序尺度(如小學畢業、國中畢

業...)，本研究進行均數分析與迴歸分析時，參考各階段教育修業年數(如

小學畢業＝6、國中畢業＝9...)，將原隸屬於順序尺度之測量轉換成已接受

學校正式教育之修業年數，使其符合迴歸分析所要求之尺度設定。 

 父親職業：依學生家長在家長問卷上黃毅志(2005)職業封閉式問卷填答選

項作測量，研究者轉換成五等職業類別 1.農林漁牧以及非技術工 2.買賣

服務、半技術工與技術工 3.事務工作人員與技術員 4.助理專業人員 5.民

意代表、主管和專業人員，數字愈大、職業地位越高。 

 家庭收入：以學生家長在家長問卷上所填答之全家每月總收入作測量。分

為不到一萬、一〜二萬、二〜五萬、五〜十萬、十〜十五萬、十五萬以上

共六個等級；在本研究中歸類於順序尺度。 

（三） 依變項 

 學業成就：依屏東縣四年級學生參予由屏東縣教育輔導團教師編製「屏東

縣教育長期資料庫－學科能力測驗」所得之成績，測驗內容包含國語及數

學兩科，每科滿分為三十分，總分共六十分；測驗主要目的是瞭解學童學

習成就與學習成長之情形。 

分析方法 

根據前面章節之文獻回顧和本研究架構來進行量化分析。本研究所應用之統

計方法有均數比較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步驟一：採用均數比較分析來探討六組

樣本數足夠的婚配子女社經背景變項之差異性；步驟二：以多元迴歸分析控制社

經背景後，再比較不同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之差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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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 

（一）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的家庭社經背景與子女學

業成就之關聯性探討--均數比較分析 

從表 1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的家庭社經背景與子

女學業成就之均數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父親教育程度與職業、母親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以及子女的學業成就的關聯性均達顯著水準，其中以母親教育程度最高，

Eta 值高達.366；其次為家庭收入，Eta 值亦達.249。而父親教育程度之 Eta 值則

為.239，與家庭收入差距不大；父親職業與子女學業成就之 Eta 值則都是最低，差

距亦不大(.178、.175)。 
在父親教育程度方面，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的教育平均年數

最高（M=14.1），其次為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M=12.4)、再次之則是父親為原住民

而母親是本省漢人(M=11.8)、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M=11.4)以及父母親

均為原住民(M=11.3)、最低者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M=10.4)。在父親

職業方面，以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之職業地位最高(M=3.5)、父母

親均為本省漢人與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並列第二(M=2.4)、父親為本省

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以及父母親均為原住民則並列第三(M=2.1)、而最低者仍是父

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M=1.7)。在母親教育程度方面，教育平均年數最高

者還是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M=13.6)，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與父

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並列第二(M=12.3)，再次之為教育平均年數低於高

中職 12年修業年數之父母親均為原住民(M=11.2)以及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

住民(M=11.1)、而最低者依然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其教育平均年數

均數只達 8.9 年。在家庭收入方面，以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之每月

家庭收入均數最高(M=3.5)、其次為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M=3.2)、第三是父親為原

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M=3.0)、再者為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以及父

母親均為原住民的平均家庭收入 M 值均為 2.7、最低者仍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

親是新住民(M=2.4)。至於子女學業成就之均數比較，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之均數

最高是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達 40.6 分，其他組別的子女學業成就之均數都低於

40 分，依高低順序是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M=39.9)、父親為本省

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M=38.7)、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M=36.8)、父親為

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M=35.2)以及最低的則是父母親均為原住民之子女只有

3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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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的社經背景四變項之均數(不
論是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教育程度甚或家庭收入)幾乎都是最低，此表

示其在屏東縣的確是處於最弱勢；但，其子女的學業成就不論是與四個社經背景

變項之均數皆為最高者的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本省漢人僅相差 1.2 分，而與學業

成就居首者之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之子女相差 1.9 分；又，父母親均為原住民的社

經背景均數皆非最低，但其子女的學業成就卻是最差，不但低於總平均數 6.4 分，

而且相較於社經背景最低的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之子女，其學業成就

也還遠遠落後 5.2 分。另一方面，社經背景之均數(不論是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

業、母親教育程度甚或家庭收入)都是最高者的家庭是學生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

本省漢人，但其子女的學業成就並非最高，仍落後學業成就均數最高者之父母親

均為本省漢人子女 0.7 分。 

表 1. 六組族群組合與父親教育、父親職業、母親教育、家庭收入和學業成就之

關聯性均數分析 
依變項 父親教育 父親職業 母親教育 家庭收入 學業成就 

自變項（樣本數） M N M N M N M N M N 

六組

婚配

子女

族群 

(父母)漢 12.4 4299 2.4 6579 12.3 7299 3.2 7178 40.6 7275 

(父)漢(母)新 10.4 869 1.7 773 8.9 847 2.4 853 38.7 870 

(父)漢(母)原 11.4 161 2.1 141 11.1 162 2.7 161 35.2 158 

(父)新(母)漢 14.1 29 3.5 25 13.6 28 3.5 28 39.9 28 

 (父)原(母)漢 11.8 72 2.4 59 12.3 72 3.0 71 36.8 72 

 (父母)原 11.3 510 2.1 444 11.2 520 2.7 507 33.5 510 

Total＝9068 12.2 8958 2.3 8038 11.9 8946 3.1 8817 39.9 8932 

Eta .239* .178* .366* .249* .175* 
說明：*表 p＜.05 

（二）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

就之影響探討-OLS 迴歸分析 

依據表 2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社經背景與子女

學業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從學業成就式一，只加入婚姻配對模式族群發現：學

業成就依照高低順序落後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且達顯著者為父母親均是原住民

(b＝–7.08)、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b＝–5.45)、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

本省漢人(b＝–3.76)、以及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b＝–1.94)。 
從學業成就式二，控制父親教育和職業之社經背景變項，得知：父母親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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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b＝–5.48)、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b＝–4.28)，以及父親為原住

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b＝–3.03)，相較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還是維持顯著落後，

但差距有縮小；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則是從顯著落後變成微幅超越，

但未達顯著(b＝.60)；另外，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卻是從未達顯著(b＝
–.68)變成顯著落後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b＝–5.02)；社經背景變項則是父親教

育影響力(β＝.28)高於父親職業(β＝.10)。R2 從式一.031 至式二加入父親教育與

職業社經背景變項後提高至.150，顯示父親教育與職業之社經背景變項對子女的

學業成就具有高影響力。 
但學業成就式三，再控制母親教育，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則是從

未達顯著超越變成顯著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b＝1.90)；父母親均為原住民(b＝–

5.34)、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b＝–5.08)、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

住民(b＝–4.04)以及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b＝–3.31)，仍是顯著落後

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差距變化不大；社經背景變項依影響力高低順序排列依

次為父親教育(β＝.21)、母親教育(β＝.14)和父親職業(β＝.09)；R2 僅略為提高

至.161。 
而學業成就式四，又控制家庭收入後顯示：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

仍是維持顯著超越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差距略微拉大(b＝2.27)；父母親均為

原住民(b＝–5.13)、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b＝–4.92)、父親為本省漢人

而母親是原住民(b＝–3.91)以及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b＝–3.10)，仍

是顯著落後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差距皆是微略縮減；而四個家庭社經背景變

項中，影響力最高者變成是父親教育與最後加入控制之變項：家庭收入，β值均

為.17，其次為母親教育(β＝.11)，而影響力最低的則是父親職業(β＝.05)；R2 從

模式三的.161 微略提高至.178。 
值得注意的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以及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

是本省漢人這兩組「漢新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在逐一加入社經背景之四個變

項後，有不同的變化趨勢。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加

入父親之社經背景變項後，從顯著落後變成略優於(b＝.60)對照組學生父母親均為

本省漢人，雖未達顯著，但再逐一加入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之社經背景變項

後，b 值(1.90、2.27)就變成均顯著超越了。 
而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的學業成就，加入父親之社經背景變

項後，則是從未達顯著(b＝–.68)變成顯著落後於對照組學生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b＝–5.02)，又，再逐一加入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之社經背景變項後，均維持

顯著落後(b＝–5.08、–4.92)，但其差距變化則是非常微小。 
綜合上述，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之婚配組合，因父親為本省漢人

與母親是新住民之身份占劣勢，兩者的社經背景處於相對弱勢，故在控制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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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背景變項後，其子女的學業成就 b 值均有上升。而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

漢人之婚配組合，因父親為新住民之身份占優勢，其社經背景處於相對有利局勢，

故在控制父親之社經背景變項後，其子女的學業成就 b 值就變成下降，但控制母

親之社經背景變項後，b 值變化不大，意即母親是本省漢人之身份並無優劣勢之區

分。 

表 2. 背景變項、社經背景變項與與依變項(子女學業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 
依變項 學業成就 

 (式一) (式二) (式三) (式四) 

自變項 b (β) b (β) b (β) b (β) 

六
組
婚
配
子
女
族
群 

(父母)漢[對照組]    

(父)漢(母)新 –1.94* (–.06) .60 (.02) 1.90* (.05) 2.27* (.07) 

(父)漢(母)原 –5.45* (–.07) –4.28* (–.05) –4.04* (–.05) –3.91* (–.05) 

(父)新(母)漢 –.68 (–.00) –5.02* (–.03) –5.08* (–.03) –4.92* (–.03) 

(父)原(母)漢 –3.76* (–.03) –3.03* (–.03) –3.31* (–.03) –3.10* (–.03) 

(父母)原 –7.08* (–.16) –5.48* (–.12) –5.34* (–.12) –5.13* (–.11) 

性
別 

男[對照組]    

女生  1.80* (.09) 1.83* (.09) 1.79* (.09) 

社
經
背
景 

父親教育  1.07* (.28) .79* (.21) .63* (.17) 

父親職業  .76* (.10) .63* (.09) .34* (.05) 

母親教育   .54* (.14) .42* (.11) 

家庭收入    1.80* (.17) 

常數項 40.60* 24.94* 22.03* 20.52* 

R Square .031 .150 .161 .178 

N 8932 7842 7755 7581 

說明：*表 p＜.05 

假設檢證結果之討論 

（一）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組合子女學業成就之差異探討 

本研究發現：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的子女學業成就均數比其他婚配子女組合

高，父母親均為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均數又比其他婚配子女組合低；「假設一：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的子女，學業成就最佳；父母親均為原住民的子女，學業成

就最差。」獲得支持。 



 
 
 
 
 
 
 
 
 
 
 
 
 
 
 
 
 
 
 
 
 
 
 
 
 
 
 
 
 
 
 
 
 
 
 
 
 
 
 
 
 

 

探討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族群婚姻配對的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之研究 
-以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童為例 

- 29 - 

（二） 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組合的社經背景與子女學業成

就之關聯探討 

本研究發現：社經背景(父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和家庭收入)愈佳，子女學

業成就愈高；「假設二：社經背景對各組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具正向影響。」獲得

支持。 

（三） 控制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組合、社經背景後，其子

女學業成就之比較迴歸分析 

本研究發現：控制父親教育和父親職業社經背景變項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

母親是新住民、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

人以及父母親均為原住民這四組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與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

人之差距縮小；但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與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子女學

業成就之差距卻增加；故「假設 3-1 控制父親教育程度和職業後，其他各組婚配子

女與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會大幅縮減。」並未得到全面性的

支持。 
又發現：控制母親教育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父母親均為原

住民這兩組子女的學業成就與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之差距有非常微幅地縮

減；而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之子女的學業成就幾乎無變化，父親為原

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之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增加；另外，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

親是新住民之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拉大且從未達顯著變成顯著優越；故「假設 3-
2 又控制母親教育程度後，其他各組婚配子女與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之子女學業

成就的差距會繼續縮減。」並未得到有力支持。 
最後發現：再控制家庭收入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父親為新

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父親為原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以及父母親均為原住民

這四組子女的學業成就與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之差距均略微縮減，僅有父

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之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拉大；故「假設 3-3 再控制

家庭收入後，其他各組婚配子女與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子女學業成就的差距會繼

續縮減。」得到部分支持。 

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的的四個社經背景變項之

均數(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教育程度甚或家庭收入)都是最高，故其社經

背景最佳，最不利者則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附表二)，此結果與駱明

慶(2006)發現：「外籍新郎比例最高的縣市，則是都市化程度較高者(如: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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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育程度相對於本國男性亦是較高的；而外籍新娘主要分布於發展較落後的農

業或偏遠地區，新住民(女性)家庭長期處於弱勢之社經地位」是相同的。 
本研究發現：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的子女雖然四個社經背景變項

之均數(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教育程度甚或家庭收入)都是最低，是處於

最弱勢之社經背景，但其子女學業成就不但非最差，而且還超越課業表現最不理

想的父母親均為原住民子女之學業成就！此結果與莫藜藜與賴珮玲(2004)研究中

指出：「新住民(女性)家庭的社經背景低落，以至於長期處於弱勢的地位」是相同

的，但與其結論：「新住民(女性)家庭無法善盡親職教育的責任與彰顯家庭教育之

功能，造成新住民子女在整體學習上呈現弱勢的現象」卻是不相同的！又，本研

究結果與過去之相關婚配或跨國婚配文獻揭示：「跨國婚配的臺灣迎娶新住民的男

性大多數是社經地位較低者(陳建州，2010)，而新住民女性之出身背景絕大多數也

是屬於比較中、低下階級，家庭經濟不佳，教育程度不高，在教導子女課業方面

力不從心、無法稱職的履行母職義務與彰顯家庭教育功能等因素，故新住民子女

因社經背景處於相對劣勢，導致對子女的學業成就有不利之影響(王宏仁，2001；
莫藜藜、賴珮玲，2004；許文盈，2011；蔡榮貴、黃月純，2005；夏曉鵑，2000)」
亦是迥然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就屏東縣而言，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

人的社經背景是六組婚配子女中最優越的，而其學業成就位居第二名，僅微幅落

後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本研究此發現為探索性之新發現。從另一角度而言，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子女(不論是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原住民、父親為原住民

而母親是本省漢人、亦或是父母親均為原住民)的學業成就不但都不如父母親均為

漢人子女，也明顯落後於較慢移居至臺灣的新住民子女(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

新住民以及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是所有族群中學業成就最不理想的。

筆者至今尚未閱讀過任何文獻有此發現；這與蘇船利(2009)揭示：「原住民子女在

國小階段即因受家庭社經背景不利之影響，學業成就比漢人低落(巫有錯，1999；
2007)」並不全然相同；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竟不如社經背景最劣勢的父親為本

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而筆者推論造成此現象之可能原因為原住民父母親

只希望孩子快樂的學習，較不重視子女的課業學習，灌輸子女「教育無用論」的

觀念，大多期待子女能及早就業(吳天泰，1996;黃毅志，2001；陳建志，1998；譚

光鼎，1997)。 
另外，本研究結果與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運用「臺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EPS)，將臺東國三學生將父母親族群分成原漢婚配之研究顯示：「其他三組子女

之國語文成績均是顯著落後於父母親均為漢人，其高低順序為：父原母漢、父漢

母原、父母皆為原住民」之結果是相同的(附表三與附表四)。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
解釋其研究發現：「母親為漢人之子女國語文成績均為較高，若母親為漢人，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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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為漢人之子女國語文成績較佳」之理由是：母親在子女教養上占極重要地位，

而母親族群確實會正向影響其子女的國語文成就。而本研究此結果與過去實證研

究之發現：「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明顯落後於漢人子女，多年來並無顯著變遷的

跡象(巫有鎰，1999，2007；黃毅志，2001；陳建志，1998；Tsai & Chiu, 1993)；而

重要原因就是原住民子女之社經背景較低(巫有鎰，1999；2007；巫有鎰、黃毅志，

2009；蘇船利，2009)；社經背景與子女學業成就呈現顯著正相關」是相符合的(吳
慧瑛，2007；黃芳玫、吳齊殷，2010)。 

但本研究結果：學生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以及父親為新住民而

母親是本省漢人，這兩組父母親均屬於「漢新族群婚配」之組合的社經背景與學

業成就之均數差異很大！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的社經背景雖然處

於最優勢，其學業成就卻非最優，仍稍微落後於居冠之對照組父母均為本省漢人 
(附表五)；不過，在控制社經背景後，反而變成顯著不如於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又，反觀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社經背景雖然是處於最弱勢，但

其學業成就卻非最差；又，控制社經背景後，相對於學生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對
照組)，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之學業成就卻變成是顯著超越(附表

四)！這與陳建州(2010)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第一波國中學生

資料，將學生父母親族群分成本國籍與外國籍婚姻配對模式之研究結果：「相較於

父母親均為本國籍，其他三組子女之綜合分析能力均是顯著落後，其高低順序為：

父本母外、父外母本、父母皆為外國籍者」之排序卻是不盡相同(附表三與附表四)！
陳建州(2010)解釋造成其研究結果：「母親外籍身分對於子女的學習成效不具影響

差異性，但外籍父親身份對七年級生的子女之綜合分析能力則有負面效果」的可

能原因為：我國國人與外國人在教育方式和管教方面上均有所差異；又，相較於

外國人，我國國人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認為教育本身就是非常重要

的社會地位，甚至遠比職業和收入重要(黃毅志，2002)，故較重視子女之學業成就。 
至於本研究與上述陳建州(2010)研究結果不盡相同之原因為：「父親為新住民

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的會受到父親之「新住民身分」而負面影響其學業成就，

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父、母親均會對子女學業成就有正

向影響力。換言之，屏東縣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之子女，若肯憑藉自

身努力學習，克服社經背景之劣勢困境，奮發「向上流動」，可能會有較佳的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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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運用「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99 年資料，建立研究架構，旨在探討

屏東縣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之家庭社經背景對子女學

業成就影響不同之差異性與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 

（一）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的子女，學業成就最佳；父母親均為原住民的子女，

學業成就最差。 

（二） 社經背景對各組婚配子女的學業成就具正向影響。 

（三） 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平均社經背景四變項之均數雖然都

是最低，相對於其他婚配子女是處於最弱勢，但其學業成就卻非最低，僅

落後於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而且，還超越平均社經背景四變項之

均數都是最高的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控制社經背景後，

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變成顯著超越對照組父

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子女。 

（四） 父親為新住民而母親是本省漢人子女的社經背景四變項之均數雖然都是最

高，但其學業成就卻非最高，不僅落後於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也

落後於平均社經背景四變項之均數都是最低的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

住民子女。控制社經背景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學業

成就，變成顯著落後於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子女。 

（五） 父母親均為原住民子女的社經背景四變項之均數雖非最低，但其學業成就

卻是最低！控制社經背景後，其學業成就，相對於對照組父母親均為本省

漢人子女雖然差距有所縮減，但仍是顯著最低。 

建議 

（一） 對未來教育實務之建議 

教育部關注弱勢學生(原住民、低收入貧困、單親與隔代教養、以及新住民等)，
近年來每年約有三百多個專案計劃，經費超過三百億，估計每個中小學一年執行

三十種以上特定補助計劃，例如：85 學年度推行「教育優先區計畫」、92 學年度

推行「關懷弱勢-弭平落差課業輔導方案」、95 學年度推行「攜手計畫」以及 97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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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推行「夜光天使點燈計畫」等措施(高台孆、沈彥君，2011；陳得文，2011)，
目的即是希望能幫助這些弱勢社經背景學童之學業成就能有所提升。 

本研究發現：屏東縣「漢新婚配組合」子女的平均學業成就均數皆非最低，

在控制社經背景後，父親為本省漢人而母親是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反而還超越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之子女！此結果不僅代表政府與教育相關單位所實施的上述

課後輔導計畫，在輔助社經背景「最弱勢」又低學業成就的「新興弱勢」新住民學

童方面可能因而成效彰顯，更有助於刷去媒體對新住民之子女因父母雙方都是教

育程度低落、甚至是精神和身體有殘缺的劣質人口，無法給予下一代有良好的教

育環境，不利於未來的人口品質之汙名化；以及打破官方甚或社會大眾對新住民

及其子女為「社會問題的製造者」的偏見與歧視(王宏仁，2001；田晶瑩、王宏仁，

2006；莫藜藜、賴珮玲，2004；許文盈，2011；蔡榮貴、黃月純，2005；夏曉鵑，

2000；張美惠，2012)。但，可惜的是，輔助原住民學童計畫至今已施行一、二十

年，甚至在各種升學考試與甄試都享有加分與保障名額之特別福利，但其學業成

就卻一直處於「最弱勢」！  
不論是原住民抑或是新住民子女都是臺灣未來的主人翁、國家的希望；前暨

南校長李家同教授提倡：別讓窮孩子落入永遠的貧困之理念、大力呼籲：「貧窮不

要循環」；並指明: 窮孩子唯一希望就是教育之方針(高台孆、沈彥君，2011)。屬於

弱勢社經背景的低教育成就孩子，必須及早修補其學習落差，藉由教育擺脫貧窮；

未來政府和教育相關單位在制定教育方案時，應先審慎評量各族群之差異性後，

再實施長期且穩定的輔助政策，才能改善弱勢學童的學業成就和達成教育機會均

等之教育目標。 

（二）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使用「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為研究資料，僅針對屏東縣新住民、

原住民與本省漢人父母親婚姻配對模式之社經背景與子女的學業成就之

差異性作比較分析，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中介變項(如：文化資本、社會資

本與財務資本)的統計測量，以進一步釐清各族群婚配子女學業成就不同

之因果機制。 

 本研究所採用之「屏東縣教育長期資料庫」因普查對象為屏東縣四年級學

生與家長，分析結果無法推論至整個臺灣地區，建議未來研究可運用「臺

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等其他資料庫，作更深入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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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父親三類族群與母親三類族群婚姻配對模式之關聯性探討--
百分比交叉比較分析 

從附表 1 父親三類族群與母親三類族群婚姻配對模式之次數百分比可知：屏

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生中以父親族群為本省漢人者，母親亦為本省漢人之子女比率

佔最多(87.6%)，其次是母親為新住民之子女佔 10.5%；而母親為原住民之子女佔

最低(2.0%)。父親族群為新住民者，母親為本省漢人之子女亦是最多，佔 65.9%；

其次是母親為新住民之子女，佔 27.3%；而母親為原住民之子女比率仍是最低，佔

6.8%。父親族群為原住民者，母親為本省漢人之子女佔 12.0%，母親為新住民之

子女佔 0.7%，所佔比率最低；而比率最高是母親為原住民之子女佔 87.4%。 

附表 1. 父親三類族群與母親三類族群婚姻配對模式之關聯性百分比交叉表 

 依變項 母親族群    

自變項（樣本數） 本省漢人 新住民 原住民  

父親族群 
本省漢人 
(N=8422) 

87.6% 
7375 

10.5% 
881 

2.0% 
166 

P=.000 
 

Cramer's V=.566 
 

新住民

(N=44) 
65.9% 

29 
27.3% 

12 
6.8% 

3 

 
原住民 
(N=602) 

12.0% 
72 

0.7% 
4 

87.4% 
526 

Total N 9068 
82.4% 
7476 

9.9% 
897 

7.7%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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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本研究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族群婚配子女之社經背景四個變項均

數與學業成就均數排序一覽表 
排序(由
高至低) 

父親教育 
程度均數 

父親職業 
均數 

母親教育 
程度均數 

家庭收入 
均數 

學業成就 
均數 

1 
父(新) 
母(漢) 

父(新) 
母(漢) 

父(新) 
母(漢) 

父(新) 
母(漢) 

父母(漢) 
(對照組) 

2 
父母(漢) 
(對照組) 

父母(漢) 
(對照組) 

 
父(原) 
母(漢) 

 
並列第二 

父母(漢) 
(對照組) 

 
父(原) 
母(漢) 

 
並列第二 

父母(漢) 
(對照組) 

父(新) 
母(漢) 

3 
父(原) 
母(漢) 

父(原) 
母(漢) 

父(漢) 
母(新) 

4 
父(漢) 
母(原) 

父(漢) 
母(原) 

 
父母(原) 

 
並列第三 

父母(原) 
父(漢) 
母(原) 

 
父母(原) 

 
並列第四 

父(原) 
母(漢) 

5 父母(原) 
父(漢) 
母(原) 

父(漢) 
母(原) 

6 
父(漢) 
母(新) 

父(漢) 
母(新) 

父(漢) 
母(新) 

父(漢) 
母(新) 

父母(原) 

 



 
 
 
 
 
 
 
 
 
 
 
 
 
 
 
 
 
 
 
 
 
 
 
 
 
 
 
 
 
 
 
 
 
 
 
 
 
 
 
 
 

 

探討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父母親族群婚姻配對的社經背景對子女學業成就影響之研究 
-以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童為例 

- 39 - 

附表 3. 本研究、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以及陳建州(2010)婚配子女之學業成就均

數排序一覽表(未作統計控制) 

學業成就排序 
(由高至低) 

本研究 
(新住民、原住民和 
本省漢人三族群婚配) 

趙曼妏與趙曼寧 
(原漢兩族群 

婚配) 

陳建州 
(本國籍與外國籍

兩族群婚配) 

1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對照組) 
父母親均為漢人

(對照組) 
父母親均為 

本國籍者(對照組) 

2 
父親為新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本國籍者 
母親是外國籍者 

3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新住民 

 
父親為外國籍者 
母親是本國籍者 

   
父母親均為 
外國籍者 

4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漢人 

 

5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父親為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6 父母親均為原住民 
父母親均為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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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本研究、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以及陳建州(2010)婚配子女之學業成就排

序一覽表(已作統計控制社經背景或其他變項) 

學業成就排序 
(由高至低) 

本研究 
(新住民、原住民和 
本省漢人三族群婚配) 

趙曼妏與趙曼寧 
(原漢兩族群 

婚配) 

陳建州 
(本國籍與外國籍

兩族群婚配) 

1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新住民 

父母親均為漢人

(對照組) 
父母親均為 

本國籍者(對照組) 

2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本國籍者 
母親是外國籍者 

3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對照組) 
 

父親為外國籍者 
母親是本國籍者 

   
父母親均為 
外國籍者 

4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漢人 

 

5 
父親為新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6 父母親均為原住民 
父母親均為 
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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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本研究新住民、原住民和本省漢人族群婚配子女之學業成就(社經背景統

計控制前後)排序一覽表 
學業成就排序 

(由高至低) 
未作統計控制 已作統計控制社經背景變項 

1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對照組)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新住民 

2 
父親為新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3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新住民 

父母親均為本省漢人 
(對照組) 

4 
父親為原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5 
父親為本省漢人 
母親是原住民 

父親為新住民 
母親是本省漢人 

6 父母親均為原住民 父母親均為原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