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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2 期 委員會紀錄 

台灣學童受教環境，杜絕台灣學童疲勞程度過量以及學習過勞之情形。 

提案人：陳學聖 

連署人：吳思瑤  蘇巧慧  高金素梅 柯志恩 

主席：請問委員，對本案有無意見？（無）無意見。 

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 

吳部長思華：沒有意見，我們遵照辦理。 

主席：第 2 案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本委員會四月六日於台中地區光隆國小與頭汴國小的考察發現，隨著東南亞經濟發燒，加上

台商大舉投資東南亞的推波助瀾，台灣的大學院校大量招收東南亞學生，儼然成為一門新顯學

。這批來自新住民母國的高教生在台灣接受碩博士教育時，許多人抽空學習中文並盡心教導新

住民學童其母國文化與母語，此舉不但對台灣教育界有益，更能提高新住民學生的光榮感。 

根據內政部截至 2015 年 2 月底的統計，新住民子女人數已突破二十萬人，台灣新住民總數已

逼近五十萬人。文化差異對新住民帶來異鄉生活適應的挑戰，再加上台灣偏鄉教育資源缺乏、

高比例的單親和隔代教養家庭，使得許多新移民子女產生嚴重學習落差現象。於四月六日於台

中地區光隆國小的考察，本席見證了新住民子女強烈的學習母語意願（例如越南語、泰國語等

），而新住民家長對學校提供的中文課程也有極高熱情與參與度。因此，建請教育部以台中地

區光隆國小與頭汴國小為借鏡；引導新移民二代發揮自身多元文化背景，激發他們的學習潛力

，並善用東南亞在台碩博士生之資源，建立人才資料庫，以便學校招攬師資，鼓勵這批高學歷

留學生進入台灣校園，宣揚其母國文化並加強新住民母語教育之品質，藉此提升新住民兒童光

榮感並促進其學習意願效率，共同改善台灣新住民受教環境。 

提案人：陳學聖  何欣純 

連署人：柯志恩  吳思瑤  吳焜裕  黃國書  張廖萬堅 

主席：請問委員，對本案有無意見？（無）無意見。 

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 

吳部長思華：沒有意見，我們遵照辦理。 

主席：第 3 案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查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大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室者，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

教師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本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有鑑

於過往設置教官於校園之目的，與現今民主潮流以及大學自治的精神相違背，再者，教官與軍

訓室的設置於大學之定位亦不明確，爰請教育部刪除上開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規定。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