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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intending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1) analyzing the issues encountered by new resident children in school; (2)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counseling measures for new resident children in school education; (3)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via a relational graph; (4)

suppor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s

attained through actual instances from the resear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nd constructed a relational graph examining four issues – language learning, school study, 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Via this relational graph, the influences yielded by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school education on the

school adjustments and life adjustment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were understoo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was summarized and concluded from the result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school education adopted an aptitude-oriented counseling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new resident children; (2) the upbringing function of parents improved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3)

parent-teacher cooperation and frequent exchanges contributed positively to the life adjustments of new resident children. This

chapt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results and proposed suggestions that will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schools, teachers and new resident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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