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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上寫著「戶口名簿影本」六個字

的紙條，我今天第三次用緩慢且字正腔

園的國語說：「媽媽，你有聽懂我的意

思嗎？我想請您回去跟爸爸說，下次上

課時請他讓你帶你們家的戶口名簿影印

本過來！」這位越南籍媽媽輕輕點了點

頭。我稍微鬆了口氣，暗暗期待下週媽

媽能夠成功完成「任務」。或許有人會

問：「乾脆直接打電話給孩子的爸爸就

好了！何必那麼麻煩？」關於這個問題

的答案，請容許我在文章最後才公佈！

外籍配偶任務繁重，適應困難

我想先說的是：上述這種有點「雞同

鴨講」的畫面，常常發生在醫院當中，

而我所服務的兒童發展復健中心(簡稱

「兒復」)也不例外！國內就有醫師曾

說：外籍配偶的孩子由於環境、文化、

生理等因素，容易有發展遲緩的情況發

生。的確，在兒復我看到不少印尼、越

南等國家嫁到台灣來的東南亞籍媽媽

們，由於自己的中文不好，因此不敢跟

孩子說話互動；也有些東南亞籍媽媽忙

於家務、或忙著幫先生工作，而無法常

常陪伴孩子。當然，教養孩子並非只有

媽媽能做，但在主要照顧者多半是女性

的台灣，不可否認：迎娶外籍配偶的家

庭中，「傳宗接代、幫助家務」責任多

半仍被賦予在她們身上！所以，當孩子

出現疑似發展遲緩情況時，醫療團隊成

員往往接觸地就是這群「仍在適應台灣

文化」的東南亞籍媽媽。

孩子的發展遲緩，讓問題雪上加霜

但如果你們問：「這樣子孩子會不

會就沒有未來了？」我會斬釘截鐵的

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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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問題問得很有偏見喔！」在

兒復，有著不少比本國媽媽更用心的東

南亞籍媽媽，自己努力在台灣生活的同

時，認真跟著專業人員學習如何照顧發

展遲緩或特殊兒童！

媛琪媽媽就是個標準例子！

不到二十三歲，長得溫柔可愛的她，

到台灣已將近兩年，從孩子姑姑幫忙填

寫的基本資料我得知：媛琪媽媽在越南

至少讀到高中畢業，但回想跟她第一次

面對面談話的情景，我卻沒有得到這種

感覺！在詢問她懷孕過程、孩子發展情

況等問題時，媛琪媽媽剛開始多半會停

頓一會兒，當抬頭準備跟我說話時，就

被坐在一旁的孩子姑姑打斷，後來，我

發現媛琪媽媽乾脆不回答了，低著頭、

眼睛盯著膝蓋，整個對話過程變成是我

和孩子姑姑的事情。

愛子心不分國籍，為母則強

由於孩子的確有發展遲緩問題，媛琪

媽媽抱著剛滿一歲的孩子開始每週到醫

院復健兩次的生活，孩子爸爸多半只扮

演接送角色，實際跟著治療師學習復健

技巧的人是她。在治療室中，我發現媛

琪媽媽雖然害羞、內向，但在聆聽治療

師示範居家復健方式時所流露出的專注

眼神，以及幫忙孩子做復健時不受孩子

哭泣影響的堅定表情，都讓我覺得自己

最初的評估是正確的：這個媽媽並不像

我表面第一眼所看到那麼無能力！她的

家人太小看她了！而且從孩子這三個月

的進步來看，我跟治療師都覺得媛琪媽

媽一定用心的花費許多時間執行居家復

健計劃。

外籍媽媽們通常要肩負多

重角色，而語言不通讓生

活適應更加困難，若能給

予信任與機會，其實能幫

助她們的家庭與生活更加

美好，也避免下一代發展

遲緩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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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媛琪媽媽是有能力的！只

是她需要別人給予機會！給她一個「信

任」！

我開始在每次孩子做治療時，跟媽媽

聊聊她在台灣的生活情況與作息。我發

現，她除了帶孩子外，還需要負責大部

分家事，而孩子姑姑與爸爸對於孩子發

展遲緩的事實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是

因為媽媽不會照顧孩子造成的。(雖然我

跟治療師一再跟他們解釋過：孩子的遲

緩情況並非因為媽媽教養方式不當所造

成。)有這樣的了解後，我決定開始進行

一項計劃。

雖然她現在聽不懂，仍然要尊重對待

首先，我請治療師每週將孩子的進步

情況跟媽媽說明，並且將這個進步與媽

媽所做的具體努力相連結，以增加她的

自信；然後，我不定期打電話給孩子的

爸爸，讓他知道醫療團隊對於孩子進步

的愉悅，並且稱讚媛琪媽媽的努力。當

孩子姑姑或爸爸難得出現在治療室時，

我也會故意串通治療師一起堅持以緩慢

簡易的國語對媛琪媽媽解釋孩子發展或

治療情況，並且隨後當面邀請姑姑或爸

爸配合，而不會跳過媛琪媽媽直接跟他

們溝通⋯⋯。這種種的行動都指向同一

個目的：我想讓媛琪媽媽，以及這個家

庭其他成員正視及接受媽媽對於孩子的

正向意義與重要地位。即使主要決策者

不是媛琪媽媽，我也希望她不要被當作

隱形人般對待！

看到這裡，相信聰明的讀者應該已經

知道文章最前面那個問題的解答啦！我

之所以寧願再三跟媽媽交代說明資料準

備內容，也不願直接一勞永逸地直接打

電話給爸爸或姑姑，就是因為：我想要

讓媽媽感受到我對她存在的重視，讓她

有完成任務的機會與自信；當然，也想

要讓爸爸或姑姑接收到團隊對於媽媽的

信任。這個行動能否成功的前提在於：

提供適當協助，讓媽媽能力得以發揮。

因此除了口頭告知外，我也另外寫了字

條請媽媽轉交給爸爸，畢竟，記住一段

不熟悉的語言內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終於讓家人也學著尊重信任外籍媽媽

一個星期後，媛琪媽媽果然成功完成

任務了！之後沒多久，當姑姑或爸爸出

現在治療室時，對於媽媽與醫療團隊的

互動也不會像過去般過度干涉，而是表

達出適度的關心。

每當看著媛琪媽媽，我常問自己：

如果是我單獨去一個文化、語言不通的

陌生環境生活，會是什麼情景呢？能否

有同樣的勇氣、能力去面對媛琪媽媽所

遭遇的人、事、物呢？我沒有肯定的答

案！所以，我只能以更崇敬、更積極關

心的態度與行動，來陪伴像媛琪媽媽這

群台灣新住民在台灣順利生活！

「信任」與「公平機會」是我想要給

她們的！在媛琪媽媽身上，我看到她獲

得這兩者時，展現了美麗能量！如果願

意，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