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底是誰？

東南亞新住民二代的

自我認同之掙扎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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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動機



我有一個新住民媽媽

1.社會環境對母親國族的標籤與污名

2.親戚關係裡對母親的不諒解

研究動機



 

1.新二代的發聲

2.和自己對話也為父母書寫

3.社會現實與社會期待下的掙扎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

研究動機



社會的偏見與歧視 隱藏身份以獲正面回應

儘管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太多的排斥

研究動機



2.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

東南亞新住民的發展背景

新二代的主體性

新二代的成長之路



文獻回顧2-1東南亞新住民的發展背景

1990年代末跨國婚姻盛行

社會對新住民的負面評價與觀點

新二代身上的負面觀點

來自主流社會的偏見與歧視



文獻回顧2-2 新二代的成長之路

不被社會重視及尊重

子女的認同感低或是感到迷惘

子女與社會間的疏離感

低社經地位、負面社會觀感的新住民



文獻回顧2-3 新二代的主體性

新南向政策的人力資本

從新台灣之子到新住民二代

社會對新二代的想像與預期效益





研究背景
1.過往研究：國中、小學生與高中

-校園生活、家庭教養與學習行為

3.過往研究：20-30歲

-文化與自我認同，缺乏家庭面向的理解

2.打開這個世代的枷鎖並傾聽。



新二代的

自我認同歷程

家庭如何影響

新二代發展？

新二代如何建構
其對新住民家人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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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東南亞新二代

父親或母親是東南亞

籍人士，且雙方皆持

有中華民國戶籍的國

民。

東南亞新住民

婚姻基礎下與臺人

結婚，並持有中華

民國戶籍，而展開

在臺生活的東南亞

籍人士。



3.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22-25歲東南亞新二代

 東南亞新二代之父母

以新二代為主，其父母為輔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法

滾雪球抽樣法



研究架構

新住民二代 新二代之父母

成長歷程

家庭互動

自我認同

對政府及社會

的評價之回應

社經狀況

子女互動模式

家庭背景

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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