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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is about cross-culture adjustment problem at foreign bride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different county foreign brides their different problem for adjustments when facing the culture shock in Changhua Counnty.

The study applies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employ mainly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real word. Three China foreign brides and three Vient Nam foreign brides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y faced difficulties such

as, dietary habits, languages barri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a foreign brides and Vient Nam foreign brides have same

cross-culture adjustment problems and different cross-culture adjustment problem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offered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school administrative. Hopefully, the research will help to promote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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