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成果及心得（具體收穫事項、與校內學習映證並附活動照片） 

協助服務台服務  

  剛開始進入移民署的時候沒想過要學什麼特別的，但從第一天開始學法規時我就發現我一定能學

到很多以前沒碰過的東西，加上我其實算是較早開始實習，所以比較沒概念。第一和第二個星期我

努力學法規，並到志工櫃台幫忙志工大哥大姊，那時其實有點害怕，害怕自己拿錯表格，什麼都問

志工大哥大姐們，大哥大姐們都很熱心的教導我們不會的部分，所以我很喜歡服務民眾的時間，雖

然有時候會遇到比較沒耐心的民眾，但仍然微笑面對。在志工櫃台屬於第一線，我能遇到很多很多

的外國人，大多數中文還是說得不太好，我就能利用這種機會好好的練習英文，畢竟在國際事務系，

英文是需要練習好的。我在櫃檯需要拿十餘種表格給民眾，又分成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外國人及

本國人，舉例來說大陸事務其中一樣是探親，很多人會透過探親來台停留久一些，探親需要準備親

屬關係公證書、來探的人身分證影印本、兩吋白底大頭照、繁體字印章、父母基本資料、被探人身

分證(若無身分證，由台灣親人當保證人，被探人則帶著居留證)，準備妥了可以填7及9表格即可辦

理；外國人大部分比較單純，即是辦理居留證，居留證需要注意的是效期，在到期前一個月內可至

服務站辦理延期，延期需要準備居留證、護照、兩吋白底大頭照，先生或太太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本國人最多是關於役男出國及辦理自動通關，自動通關須滿14歲以上，本人並帶著身分證(居留證)

及護照即可辦理。在志工櫃台覺得很開心，學到很多法規也接觸到很多有趣的民眾! 

協助行動服務列車及協助家庭教育講座 

  聽到行動服務列車時完全不懂這是在做什麼，第一次出門時也是戰戰兢兢的，原來就是到比較偏

鄉的地方去收件，方便那些民眾。在行動服務列車時也會到新住民家裡看看他們的生活適應情形，

第一次到太平及霧峰，家訪時能看的出來他們其實生活過的很勉強，所以提供一些資訊給他們，例

如工作或是托育的資訊讓他們參考，第二次到大肚及龍井區，第一個個案是讓人看了會感動及放心

的，婆媳關係非常好，家裡環境也都還行，因此不太需要太多觀察，而第二個個案則是家裡環境不

好，空氣很悶熱，有一種奇怪的味道，但案主說他挺習慣的於是我們也就沒有再多做些什麼，提醒

她要趕快去上課，學好中文就可以去工作賺錢。社工們都會提醒新住民們一定要先學好中文，剩下

的其他比較簡單解決，所以學好中文之後大部分都很適應也習慣台灣的生活，我覺得讓我參與到行

動服務列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能真正進到新住民姊妹們所住的地方，去了解他們的環境，去體會

一下是什麼感受，對我而言其實感觸和印象都蠻深刻。而家庭教育講座部分是針對新入境夫妻辦的，



他們很多都會問這是一定要參加嗎，通常社工會回答:我們基本上希望都能來上一次課程。他們也都

會乖乖來上課，這課程對夫妻都很有幫助，老師會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民眾互動，用幽默的語言講課，

也有老師會帶一些小遊戲小活動給夫妻增進對彼此的感情，在旁協助的我其實也會加入其中，做一

個 co-leader的角色，因為民眾剛開始還放不開，還沒辦法很融入課程，到後半段就會跟老師一起

享受在愉快的氣氛中，我也很喜歡參與在其中。 

初次入境關懷訪談 

  這個訪談是屬於移民輔導組的工作，剛開始跟著社工在旁邊觀摩，這是一個針對剛入境的夫妻的

訪談，留一個紀錄。跟著觀摩兩個多星期讓我試試看的時候實在是做得不好，可能太緊張所以都問

不出口，這個訪談主要目的是要了解這對夫妻的家庭生活背景，所以技巧上來說不能太侵犯隱私又

要問出比較仔細的部分，在進行訪談時有幾個主要問題是一定要提出的，例如雙方如何認識、認識

過程怎麼樣、認識多久、婚後和誰一同居住、是否為第一次結婚等等…。在問問題過程中要夾雜著

一些閒聊，讓對方比較輕鬆，不尷尬地回答問題，在問完這些之後，社工會告知雙方有關居留在台

的權益，包含居留、工作、健保及駕照。不管是大陸配偶或是外籍配偶都會先問有沒有打算長住台

灣，再問是否考慮拿台灣身分證，畢竟拿台灣身分證是需要放棄大陸戶籍及外國國籍的，如果有就

會告知其拿台灣身分證之流程，大陸籍拿台灣身分證比較複雜，要先經過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才到

定居，外國人居留滿三年即可開始辦定居，第一步驟是到戶政事務所辦理歸化國籍，接著一連串手

續辦完大概需5年時間。這訪談看似簡單，但其實非常重要，可從中了解到雙方的關係到底好不好，

婚後生活到底能不能適應，這些都是移民輔導組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其他業務 

  我還有幫忙案件掃描的部分，通常每天數量不一定，少則300多，多時到500也可能，從數件及分

類到掃描在到截照片最後釘件看起來貧乏簡單，但卻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時間，因為做掃描需要耐心

及專注和細心，不能著急，否則一個弄錯後果會很嚴重，一開始在分件時，對於名詞比較不熟悉，

像是外勞團件及外人這個會分不清楚，但做一兩天就可以熟悉並且速度加快，做掃描有很多需要注

意的小細節，所以也不能小看這看似簡單的工作。 

  郵寄部分，我有幫忙做幾次，其實不難，就是在一開始也先分好件，接著到二號櫃檯去抽卡及拿

證，然後將卡片掃進電腦再把卡片或證件放入信封封起來，最後把地址打入電腦在寄出信件即可，



郵寄部分也很重要，每天也都會有一定的進度，所以每個步驟都要做好。 

  電話通知延期部分，第一次雖然有稿能幫助我，但仍然卡卡的不夠順暢，打電話對我來說反而比

當面看到民眾還緊張，有時候民眾還會發問，問到我不會的問題時我都會很慌張，後來越做越習慣

的時候就能夠馬上臨機應變轉接給承辦人員接聽。到實習後期時，督導有讓我們試試看接電話服務，

我有接到幾通是自己能夠回答的，但也很多民眾問的問題比較複雜我沒辦法解答就一樣轉接給承辦

人員接聽即可。 

  在移民署學到的不只是只有專業知識，我覺得學到更多的是人與人應該怎麼相處，要怎麼表現才

是讓對方感到舒服輕鬆的方式，當然在專業知識方面是真的學到很多，兩個月下來，我在小型社會

感受到和大學生活截然不同的一面，或許外面的社會會更不一樣，但我相信經過這樣的洗禮之後我

能更適應這個社會，並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得更好。 

 

 

       

 



    

 

 

 

 

 

 

 

     

 



         

 

 

 

 

      

 



     
 

 

 

 

 

    
 

 

 

 



 

 

 

    
 

 

 

 

 

 

 

 

 

檢討建議（可包含對自我和學校課程的檢視）： 



  在參加家庭教育的時候，雖然做為一個輔助的角色，但是仍然需要參與其中，我覺得我一直呈現

一個放不開的樣子，畢竟一直覺得自己跟那些夫妻真的太不相同了 ，好像上這樣的課不會得到什

麼，於是老師在請大家跟著唱跳得那時候我也只是動作很小的跟著，我本身就不太擅長這方面的事

情吧，害怕被別人關注而不敢放開做自己。第一週的老師只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老師也是印

尼人，所以和那些新住民姊妹們比較有話說，第二週的老師就很會帶遊戲，我就必須給老師很多反

應才能帶動氣氛，雖然督導跟我提醒過，我仍然沒有成功放開心胸，在週誌裡有提到這方面的問題，

督導也很耐心的再跟我們講一次，結果我還是跟自己過不去，到最後一週的時候才慢慢的有點放開

了，但是我也即將離開，這對我來說算是遺憾吧，沒有做好的遺憾。 

  在來到移民署之前，我沒有學過任何訪談技巧，因為在學校學的是國際事務相關，所以連案主這

個名詞都不知道，一開始的時候很多障礙一直無法克服，因為我覺得我對那些夫妻沒有懷抱著好奇

心，加上害怕侵犯到他們的隱私，所以一直表現得很尷尬，只有問紙上面要填的問題就結束，一點

也沒有什麼閒聊，這對整個訪談來說就是不好的，畢竟訪談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對方的生活背景，如

果只是片面上問幾個問題，是拼湊不出來他們的故事的，經過很多次跟在督導旁邊做訪談我才領悟

到原來做訪談就是像交新朋友一樣，當然也會遇到比較不好相處的民眾，就是能盡量應對就去輕鬆

的應對，不要太緊張，就是像聊天一樣就可以，到後面越來越上手了我才熟悉了初次入境關懷訪談，

在實習期間難免碰到做不好的地方，有些很難改但是就是要逼迫自己改進才會進步。 

 

對實習機構與日後想來該機構實習的學弟妹之建議： 

給學弟妹的建議就是如果不擅長交際的可以來移民署磨練一下，因為會遇到非常多的民眾，要幫忙

他們很多像是拿表格，也有要教他們寫東西，或是幫忙影印，還有做訪談等等。這些都可以改善怎

麼跟人溝通，而且想學法規或之後對移民署有興趣的都可以來實習，對未來人生的方向很有幫助，

在移民署真的可以學到以前完全不會的專業知識，還可以練練英文，如果有修東南亞語言的更好，

可以練習和新住民姊妹們交流，練習自己學習得成果，都是很好的經驗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