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參與─偏鄉教育關懷活動摘要報告 

 

名稱 新住民議題-公義講堂～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培力經驗 

日期 2016年 5月 17日(週二)下午 12:15~13:30 

地點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量化 

成效  

輔大同學、師長、教職員約 105名，主講人：洪滿枝女士。 

 

活動 

摘要 

講師是越南籍家庭主婦，分享自己在台灣姊妹會的培力項目接受培力，逐漸也能培力別人，

進而參與了東南亞文化的導覽領域。 

 

在她的演講中，讓大家瞭解台灣的東南亞姊妹在居留權、子女的文化傳承方面所面臨的困

境，主要是因為子女們在早年沒機會在家庭中學習，而對母國文化感到陌生，加上社會長年

來對新住民子女貼標籤，長大後自然難以認同，這些都需要大家深思。同學們針對在居留權

政策要求面上，提出看法。 

 

分享中，描述這個團體如何帶領一群來自異鄉的新住民走出孤立，並能夠成為台灣積極的社

會參與者。透過有深度的培力課程（學習中文、電腦、關懷台灣議題、親子教育等），讓新

住民可以奠定基礎知識教育。之後並從學習者搖身成為一個教學者，跨出語言不熟稔的障礙

與孩子一同學習成長以外，還能藉由生命故事分享，期盼與台灣民眾產生友善連結，改變大

眾對之既有的刻板印象及歧視，藉此為台灣注入多元文化的活泉。 

 

透過南洋姊妹們在立法上的訴求，聽眾們得知其訴求之背後原因，官方不友善的設限，造成

不少新住民媽媽們無法在台灣安身立命，養育和陪伴孩子長大。另一方面，會場上從聽眾發

問內容，可嗅到有些人對新住民居留問題，仍有些疑慮，在演講中雙方各抒己見，拉近彼此

的成見，極負正向意義。 

 

這個團體結合新住民婦女及本地志工的團體，來幫助新住民了解到台灣法令的相關規定以

及透過哪些管道可以尋求資源協助，的確造福了許多孤立無緣的新住民媽媽，足證透過民

間團體為社會弱勢族群發聲，與政府和平地溝通協調，有助於促進法令的改善。 

 

 

  



講者簡報 

 

結合東南洋移民姊妹和台灣志工的團體，自助

助人的製造絕處逢生的奇蹟！ 

 

積極保握日常生活的自我培力機會，團體內

彼此支持、互動。 

 

深研倡議的背景、集思廣益、鍛鍊反思能力 

 

穿上她的衣服，穿她的鞋，體會周遭的眼光！ 

異國婚姻與配偶入籍的規定，我國是否對各國

一視同仁？是否存在歧視？ 

 

陪伴新住民新生代在多文化家庭中成長，學

習欣賞多元文化！ 

 

 



活動照片實錄 

生命需要從不同角度去培力，新住民女性努力

活得更好，帶給子女勇毅的典範！ 

東南亞姊妹齊聚學習，天助自助者! 

輔大師生帶著希望瞭解更多新住民議題來到，

在午休時間聆聽主講人的經驗分享。 

在演講之後，邀請聽眾提問和與講者交流。 

 

教授詢問新住民子女是否更適合投入政府的南

向政策，答覆令人詫異！ 

參加的師生由於趕上下一堂課，無法留下留影，

與洪女士合影，表達一份由衷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