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待家庭守則 

1. 國外學生是體驗文化，而非教英文或學中文。 

2. 誠心接待與熱情歡迎，避免炫耀或成為推銷。 

3. 關心愛心細心與熱心，避免溺愛與過度放縱。 

4. 與學校密切合作聯繫，家庭間分享心得甘苦。 

成為接待家庭，並非單純地提供來台國際學生食宿即可，除了給他們完

善的照顧外，如何進行國際文化交流，將臺灣在這方面的努力介紹給世

界各地，才是重要的目的。由於各國民俗風情有所差異，若您已有接待

國際學生的經驗，那麼，在與其相處方面，相信您與您的家庭成員已有

相當的認知與體驗；若您是首次加入接待家庭的行列，那麼以下的三大

基本接待原則，可以提供您做參考。  

三大基本原則：溝通 / 誠摯 /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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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且直接： 

與國際學生相處，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溝通，切忌拐彎抹角或忍耐隱瞞，以免雙方產

生誤解。若您對國際學生的作為或想法有不了解或不贊同之處，請主動提出並直接

說出心中感受，彼此和氣、誠心的溝通，相互尊重、體諒並理解對方與其文化背景，

這樣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磨擦。這一點對於向來「以和為貴」的臺灣人民來說，

或許並不容易但卻是接待家庭必須學習的課題―有話直說，但溝通時請記得語氣要

溫和，語意要明確。 

告知基本家規： 

基本家規包括分擔家務、飯前幫忙擺碗筷、飯後收拾餐桌及洗碗、定期打掃、整理

自己的房間、清洗衣物、清掃浴廁以及門禁時間等。在正式介紹家庭成員彼此認識

後，共同討論必須遵守的基本家規，能幫助國際學生在一開始就了解將來要適應與

配合的生活方式，明白其應盡的本分。 

告知設備使用規範： 

請事先與國際學生約定如何使用接待家庭中的設備（如電話、傳真機、印表機、電

腦、洗衣機等）使用問題，以及使用範圍。例如禁撥電話或允許撥國際電話、外縣

市長途電話或市內電話，是否有使用時間限制？或須依規定付費等。接待家庭應盡

量避免為交換學生代付任何電話費用。 

視其為家庭的一分子： 

接待家庭若將國際學生視為客人般禮遇，反而會使他們覺得不自然，也讓雙方倍感

壓力。尤其家中有與國際學生年齡相仿的孩子時，須特別注意勿有雙重標準及要

求，應以同等態度來面對，避免標準不一，影響雙方情感。考量雙方文化、民情的

差異，採取何種標準可事先共同商量。 

多使用中文交談： 

國際學生來臺的主要目的是認識臺灣文化，體驗臺灣的生活環境及學習語言（如國

語、閩南語等）；因此接待家庭的任務之一，是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力幫助國際學

生適應在台生活及認識臺灣。其中使用語言是首要重點，從初期的外語溝通至使用

簡單的中文詞彙，進而用中文句子交談，都有賴接待家庭給予適當的學習環境以及

家庭成員的協助。 

注重個人隱私： 

接待家庭的成員應尊重國際學生的隱私，如：不隨便進入國際學生的房間或是拆

閱其私人物品，避免因好奇心或過度干涉而對國際學生造成困擾與雙方的誤解。 

避免刻板印象： 

無論您是否有接待國際學生的經驗，對國際學生而言，都是首次處於外國人的環境

中，因此，請勿對您所接待的國際學生存有刻板印象，應視每個國際學生為獨立的

個體，真心對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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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接待家庭所有成員在決定接待國際學生前，務必詳讀本手冊，以做好接待的準備工作。 

2. 建議接待家庭的成員共同討論及參與接待的相關活動，將其視為一項家庭活動。 

3. 接待家庭的成員必須有共識，了解接待活動是義務性工作，接待期間生活作息的調整或

造成的不便，應盡量配合。 

4. 請將培訓課程的講義視為接待活動的輔助工具，善加利用。 

5. 對於欲接待的國際學生，其國情、文化、風俗民情以及生活習慣等，要先有基本認識，

藉此機會與家庭成員一同學習。這有助您面對國際學生時，更快速了解問題癥結(如文化

思想差異、飲食習慣差異等)所在，以寬容的心態接納和包容。 

6. 準備適當的接待家庭環境，盡量給國際學生足夠的空間，如擺放衣物的空間、浴室內放

置個人物品的空間、行李存放的空間、讀書休息的空間等。另外，歐美國家的浴室皆採

乾溼分離，浴巾習慣區分為大浴巾和洗臉毛巾兩種，故建議接待家庭可預先估計房間需

要的收納空間及須準備的物品。 

7. 記得向接待學校索取國際學生在臺期間的行程表，以準確掌握國際學生與接待家庭相處

的時間。 

8. 事先備好接待家庭的家用電話、每個成員的聯絡方式及接待家庭的地址(地圖)等資料，

以便國際學生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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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 

1. 接待家庭應提供國際學生單獨的客房或個人的床鋪，並備妥寢具、衣櫃及置物櫃等，供他們使用。 

2. 接待家庭的居家環境應保持乾淨，避免蚊蠅孳生，引發傳染病。 

3. 如接待期間為夏天，應視需要提供冷氣空調，冬季則提供被褥保暖或暖氣設備等。 

4. 若國際學生有需要清洗的衣物，接待家庭應提供洗衣機並指導他們使用。 

5. 一般歐美國家的浴室多採乾溼分離，臺灣則多半沒有這樣的習慣，因此接待家庭需解說浴室的使

用方法，避免發生意外和造成困擾。 

6. 接待家庭應尊重國際學生的隱私權，進入他們的房間前應先敲門，接待女學生時更應注意此禮節，

以免產生誤會，徒增雙方困擾，使國際學生產生不適感。 

7. 國際學生如須撥打國際電話，接待家庭可協助其購買國際電話卡並協助撥號，或由國際學生請其

父母從國外撥到住所，避免負擔其國際電話費用。 

8. 接待家庭中若有電腦與網路設備，應事先與國際學生溝通，共同制定使用規範。 

9. 家中的貴重物品須妥善保存，以避免遺失或因此造成誤會，同時提醒國際學生配合。 

飲食習慣  

1. 接待家庭難免會擔心國際學生的飲食習慣與我們不同，其實不須特別改變伙食，依照平時的飲食

習慣，多準備一人份即可。如能力許可，也可偶爾準備國際學生家鄉的家鄉料理，以紓解他們的

思鄉之苦。 

2. 即便國際學生無法立刻習慣中式料理，您也無須過度擔心，可準備麵包、土司和果醬等食品，提

供國際學生自行食用。惟須注意：大部分歐美國家人士無法接受動物內臟類食品。 

3. 遇到國際學生因宗教、個人飲食習慣或偏好而出現拒食行為時，無須強制其改變飲食習慣。 

4. 部分國家的自來水可直接飲用，但台灣的情形不是如此，因此接待家庭必須明確告訴國際學生台

灣飲用水品質及飲用習慣，避免他們因生飲自來水而造成腸胃不適。 

5. 切勿因表示好客而強行將食物夾至國際學生的碗盤內，以免造成尷尬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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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溝通 

進行接待活動前，接待家庭應先對語言溝通方面的問題做好心理準備。多數國際學生不懂或不熟悉臺灣

的語言，因此，他們能否克服語言溝通的問題，與是否能順利適應新環境息息相關。 

接待家庭的主要功用之一，正是協助國際學生克服語言溝通上的困難，利用他們與接待家庭成員相處的

時間，將本國語言融入生活中，使國際學生能輕鬆的在日常生活中練習中文。不過，接待家庭不須將語

言教學視為一己的責任，或是對國際學生抱持太高的期許，而對自己或國際學生造成壓力。若本國語言

或國際學生的母語皆無法讓雙方達到溝通與了解的目的，則可求助於熟悉國際學生母語的對象，如接待

學校的老師，請他們協助溝通，千萬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求助，因為國際學生反而會因此覺得倍感親切。 

另外，當國際學生使用本國語言時，切記不要取笑其發音或錯字，有時您的無心會造成雙方的誤解，使

國際學不願意繼續嘗試，也破壞雙方情誼。接待活動是接待家庭實際運用外語的絕佳時機，但仍須隨時

注意國際學生的反應與精神狀況。 

交通工具 

1. 接待前應先與接待機構聯繫，了解國際學生在臺期間的交通工具或上下學的接送方式；若接待家

庭無法接送，應事先告知接待學校。 

2. 若臨時無法接送國際學生時，請先聯絡接待機構或是親朋好友請求協助。必要時可視國際學生的能

力，協助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3. 請事先替國際學生準備中英文備忘錄(內含聯絡人姓名、緊急聯絡電話、目的地等)，以協助國際學

生能依此順利抵達目的地。 

4. 勿讓未成年的國際學生私自駕駛汽、機車，即使該國際學生擁有國外(際)駕照，但依照本國法律規

定，未滿 18 歲者仍然禁止駕駛汽車、機車。 

P5 



作息時間 

1. 接待家庭不須特別為國際學生大幅改變生活作息，反倒是國際學生須配合接待家庭的作息時間，

學習適應本國家庭的生活型態，進而深入了解臺灣的生活。基於家中的人口增加，些許的調整不

可避免，接待家庭對此應保持彈性，但不必刻意做太大的改變。 

2. 對於國際學生的安全或照顧無須過度緊張，請給予國際學生獨處的空間與時間，切忌緊迫盯人。 

3. 若國際學生尚未成年（即未滿 18 歲），接待家庭應明定其門禁時間；若已成年，亦不可任其徹夜

不歸。如規勸不聽時，請立即通知接待機構，交由其帶隊師長處理，不要與其正面衝突。 

4. 基本上，外國學生的作息時間都比台灣學生來得早，也請不需要因太過熱情而為國際學生安排許

多課後活動，以至於學生太過疲憊。 

疾病處理  

國際學生可能因氣候、食物或環境的轉變而產生不同程度的生理影響，接待家庭應細心觀察他們生理、

心理的轉變，適時給予協助。如罹患疾病，但無立即的生命危險時，接待家庭應立即通知接待機構，由

接待機構通知其帶隊師長，會同討論是否將國際學生送醫就診。記住千萬不可私下提供或建議國際學生

服用成藥，以免造成更大的問題。如屬急症，應立即送醫，同時通知接待機構會同帶隊師長處理。 

緊急狀況處理 

1. 因為國際學生對本國環境不甚瞭解，所以無論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都應立即通知接待機構，會同

帶隊師長一同處理。如事涉緊急，接待家庭應先行將其送醫或進行危機處理，並同時通知接待機

構處理後續事宜。 

2. 請務必告知國際學生，當發生地震、水災、火災、颱風等緊急災害時應如何應變以及避難的位置。

此外，務必教導國際學生使用家中器材(如：熱水器、瓦斯爐等)的安全方法，避免發生人為意外。

若不幸意外發生時，請遵循緊急事故處理原則，先將國際學生送醫，同時通知接待機構會同帶隊

師長處理。 

3. 提醒國際學生外出時，應隨身攜帶緊急聯絡處所(接待家庭、聯絡老師等)之相關資料，以便在外遇

到緊急事故時，可以即時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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