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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嗎？在先⼈前輩的努⼒推動之下，臺灣已經熱烈的擁抱文化多樣性，多元文化能⼒逐

漸成為⼈們的⽣活⽅式，進⼀步更要求邁向多元文化素養。可以這麼說：多元文化誰與爭鋒？誰敢不從？本文試圖

從多元文化在臺灣社會中的實踐，如世⼤運的舉辦、運動會進場秀，到中⼩學教學實務現場的社會教育、科學教

育，深入討論諸多實踐多元文化思維的創舉如何可能演變為多元文化霸權？並呼籲提倡多元文化認同與跨界認同來

削減多元文化霸權的危機。

關鍵詞：多元文化素養、多元文化霸權、跨域連結、跨界認同

王雅⽞（2017）。多元文化誰與爭鋒？誰敢不從？─ ─兼論多元文化霸權的危機。

       教育脈動，12。取⾃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a7bdbf2c

　　-b80a-4172-845c-45c69e04e3c6

壹、前⾔：不只擁抱文化多樣性

       臺灣發展多元文化教育已經⻑達20年，社會⼤眾對於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的思維並不陌⽣，尊重不同族群也成

了政治正確的說詞。在移⺠全球化的今⽇，多元文化的發展更是蒸蒸⽇上，誰與爭鋒？在教育領域中，從⼤學課程

到教師研習，各階段教師們多少都接受過多元文化教育。「擁抱文化多樣性」使得多元文化教育在眾多元素中脫穎

⽽出，多元文化能⼒不但已經成為⼈們的共同⽣活⽅式，當代對於⼈⺠的要求已經超越多元文化能⼒，進⽽邁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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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素養。

⼀、多元文化能⼒已成為⼈們的⽣活⽅式

       今年暑假臺灣主辦的世界⼤學運動會可說是世界各國展現多元文化能⼒的最佳例證。不但世⼤運的開幕、閉幕

典禮所呈現的節⽬充分展現臺灣的多元族群文化如原住⺠、閩客與外省文化，來臺的世界各國運動選⼿在激烈的競

賽之餘，也不忘⾛進市集、夜市與量販店，拍攝臺灣⼤街⼩巷之美，品嘗臺灣經典⼩吃臭豆腐、鴨⾎糕、蛇湯蛇

⾎…等等，甚⾄親⾃體驗臺灣傳統挽⾯經驗。轉換觀點欣賞多元文化美學、轉換⼝味品嘗特⾊美食體驗差異文化，

這些超越⾃⾝文化束縛的能⼒，是當代⼈們在文化觀光上的體驗重點。

       此種能⼒最重要的教學策略是轉化能⼒，無論是中⼩學教師或幼教老師，在設計差異文化的體驗或美食品嘗之

際，都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觀點轉換、立場轉化、⼼態轉化，也就是說，體驗差異文化不能⽤⾃⼰原⽣文化的⼝味、

立場與⼼態。以我個⼈的留學經驗為例，我對藍黴乳酪（gorgonzola cheese）的初體驗，始於天壤之別的觀點轉

化。最初在超市看到滿滿發霉的起司，還誤以為是過期商品，仔細⼀瞧不得了，才剛製造且價格不菲，於是好奇⼼

使然買回家準備體驗，⼀試之下被辛辣黴臭味給嚇到退回冰箱封存。直到希臘室友跟我借去吃，望著他滿⼼喜悅、

如獲⽢霖般的臉部表情與讚不絕⽿的聲調，⼼裡⼜起了疑竇：「到底是多好吃？讚嘆成那樣！」於是我模仿他的臉

部表情與讚美語調來品嘗，沒想到⼼態轉換、立場轉換，整個⼝味都改變了，我感受到天降⽢霖般的美味。這個插

曲，變成了我每年回英國必吃藍黴乳酪的儀式。

⼆、邁向多元文化素養：知識、能⼒、素養

       前陣⼦鬧得沸沸揚揚的國際新聞，臺灣⼀所中學學⽣因為學校運動會進場活動扮演納粹希特勒⽽惹議，中學⽣

們在此事件中展現多元文化能⼒，能夠透過資訊能⼒查詢納粹集團各種⾓⾊與坦克⾞及其使⽤⾔談，扮演得栩栩如

⽣重現歷史。然⽽，殊不知這種⾓⾊扮演⾏為等於是在猶太⼤屠殺的傷⼝灑鹽，碰觸了歷史禁忌，以吹捧之姿誤觸

歌頌納粹精神之地雷。這是典型的空有多元文化能⼒⽽缺乏多元文化素養的例⼦。素養，是超越認知、情意、技能

等實務⾯向，更需擁有後設認知的批判精神、敏覺文化意識、甚⾄是意識覺醒。

       各級教師在提升多元文化素養的實務現場上，可以試圖⽤解構的概念，將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分解為多元文化

認知、多元文化情意、多元文化技能、多元族群意識、多元語⾔意識、多元文化意識、多元文化關係、多元文化環

境等多層⾯意涵（王雅⽞，2017），但是重點是不能僅僅局限於其中⼀個內涵，素養是全⽅位的，是⼀種綜合認

知、情意、技能、意識的統合。從微觀⼼理層⾯到鉅觀的社會結構⾯，不但需屏棄對差異的排斥，還要能欣賞差

異、並將差異發揚光⼤。⽬前的教育趨勢，早已從過去的知識導向，轉成了能⼒導向，最近更從能⼒導向，轉成了

素養導向，我們教育的層次，不再僅限於獲得「知識」、培養帶得⾛的「能⼒」，更需要培養的是「素養」。

貳、超連結：多元文化教育的跨越邊界

       過去臺灣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經常僅局限於與⾃⾝相近的文化，抑或限於易融入領域如⼈文社會科學。近

年來開始發展了多元文化的跨域連結，從⼈文社會領域的多元文化教學，轉向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王雅

⽞，2013）；從單⼀族裔的原⽣認同，轉向跨族裔的多元認同。

⼀、增能教育：從社會領域轉向科學教育

       增能教育的特質包括：參與的、情意的、提出問題的、情境化的、多元文化的、對話的、去社會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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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的、跨學科的、⾏動的（Shor, 1992），這些特質都與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特質不謀⽽合，多元文化科學

教育便是挪⽤學⽣文化情境、設計不同文化背景學⽣可參與的探究學習，⼈只有在有對話的、投入情感的情境中才

能提出問題與真正學習，因此多元文化科學教育必然也是增能的教育。科學教育需要有思維的教學，才能夠成就⾜

以運⽤科學進⾏增能的學⽣。

       國⼩教師可以操作的教學實務實例很多。例如，國⼩⾃然領域的植物單元，科學老師可以運⽤原住⺠的「⽵

⼸」、「陷阱」、「吹箭」等傳統武器來教導物理原則，運⽤「⿂藤」、「⽵炮」、「電⼟燈」教導化學原則。從

原住⺠⽣活中的世界觀著⼿，將學⽣之前的⽣活經驗帶入科學教室學習。⽬前，原住⺠的科學智慧已經累積相當豐

富的素材。多元文化科學內涵還可以包括認識東⻄⽅國家的香草知識、⽤途，實際讓全校同學分班種植香草，熟悉

不同香草的種植環境，實際製作香草精油、香草⼿⼯皂、香草鹽、香草香包、世界各國香草料理、香草飲茶文化。

這樣的課程顛覆了原本教科書的植物教學，僅僅在於認識特定植物的學名、根、莖、葉、果實等零碎片段的知識，

這過程當中由於討論到「香草」與「雜草」之別，也有師⽣發現新品種香草，⼀些原本沒有被命名所謂的雜草其實

符合香草的定義，因此也開發出新的香草種類。

       ⼜如，國中物理領域的「熱和我們的⽣活」單元，為了討論炎熱地區的⼈們如何因應熱氣、熱傳導、熱對流與

輻射現象，老師可以⽤房屋設計與建材讓學⽣進⾏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逐漸擴⼤為「多元文

化建築課程」，包括⼟⽿其⼈使⽤洞穴建造地下教堂與⼯廠的通風設計，臺灣閩南建築三合院如何配合太陽運⾏軌

跡來設計，舊式公寓的天井設計，通風塔的使⽤，讓學⽣實地架設窗簾於室內或室外，比較⽊屋、磚屋、⽔泥屋等

建材，還有泰雅族⽯版屋的屋頂⽤材以及⽬前最熱⾨的綠建築等。

⼆、多元文化認同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多元文化認同（multicultural identity）已然形成，⼈們的認同不再僅根據原⽣的文化傳

統（Jensen, 2003）。臺灣的多元文化議題，從過去展開了承認四⼤族群論述，不但復甦各族群文化，也提升了各

族群認同；今⽇更由於新移⺠的加入，進⽽展開了混⾎族裔的跨界認同。然⽽，多數⺠眾並沒有多元文化認同或跨

界認同的概念，我們依然是習慣單⼀認同的。

       曾經遇到⼀些代表臺灣出國進⾏國際交流的舞蹈團教練表⽰，「每年出國我們都⼀定要跳原住⺠舞蹈，不能只

跳傳統舞蹈或⺠族舞蹈，因為就跟中國團沒有差別，可是我們⼜不是原住⺠，跳起來也不對味，服裝也常弄錯，實

在很困擾，難道臺灣⼈沒有⾃⼰的文化嗎？」我可以理解這位教練複雜的⼼情，到底臺灣文化是什麼？就是原住⺠

文化嗎？還是中華文化呢？其實，臺灣就是多元文化。我們必須承認臺灣是個擁有多元族群的社會，因此我們應該

向國際展現這份多元文化融合的⼒量。所以我們跳原住⺠舞，不是因為我們是原住⺠，⽽是因為我們承認原住⺠屬

於臺灣；我們也跳客家舞，或許我們也不是客家⼈；我們也跳中國傳統舞蹈、臺灣⺠族舞蹈，這些都不是因為我們

個⼈的族群所屬，⽽是我們擁有多元文化認同，我們認同原住⺠、閩南、客家、外省文化，未來我們還要跳東南亞

特⾊的舞蹈，這就是臺灣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就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應該發展多元文化認同。

三、承認混⾎文化 ⿎勵跨界認同

       我們不僅要發展多元文化認同，我們還要允許並⿎勵「跨界認同」（cross-border identity）。如今移⺠全球

化使得全球⼈⼝快速移動，許多⼈⼀⽣經歷著地理疆界的逐漸模糊，⼈們不再僅屬於某⼀區域，於是形成了跨界認

同（Sigalas, 2010）。跨國婚姻也孕育許多混⾎兒，多元混裔後代的⼈⼝越來越多，跨文化⼈⼝的族群認同探索更

為複雜化。當⼀個⼈⾝上不僅僅是單⼀族群，跨界認同便是⼀個貼近移⺠全球化下跨越疆界與認同政治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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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來我們的⼦孫會在相對⾼流動的地球村上⽣存著，那麼跨越疆界與跨界認同便是個關鍵議題。移⺠，會

遭遇跨越疆界的問題；混⾎兒，更會直接⾯對跨越疆界的問題。立基於跨文化主義（transculturalism）的意涵

（Lewis, 2002），跨文化⼈⼝包括本⾝擁有多樣起源的多族群⼈⼝（polyethnic population of diverse

origins），由於多樣起源形成了多元⾝分，多元⾝分創造了獨⼀無⼆的⼈格，不再是單⼀靜態的⾝分認同。跨界認

同是指⼈們由於族群跨界（polyethnic）或地理跨界（multiple localities）⽽形成多元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跨文化⼈⼝擁有多元的認同且屬於多群體在各群體中都有若⼲程度的認同。猶如法國的塊莖理論

（Rhizome）（Deleuze & Guattari, 1987），混⾎族裔的優勢在於擁有盤根錯節的成⻑經驗，同時⽣⻑於兩種或

多種以上的文化脈絡，如同蘭花接枝⽣產千品萬種，創造出混雜美學。文化的⽣命⼒來⾃能否衍⽣新型文化的能

⼒，因此，多元文化認同與跨界認同將是決定未來⽣態多樣性的關鍵。

參、多元文化霸權之危機

       然⽽，任何⼀⾯倒的論述容易⾛向極端。多元文化論述的形成固然有助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不過臺灣社會對

⺠主發展羈絆最深的是政治正確論述。當⼤眾的觀點形成顛撲不破的真理狀態時，就形成了政治正確的統⼀論述，

這恐怕仍深深受到過去威權體制下⼈們偏好統⼀論述的影響。多元文化誰與爭鋒？誰敢不從？這形成了多元文化政

治正確的危機。

⼀、誰敢反對多元文化？

       當⼀個論述發展成政治正確，就是霸權。近年來臺灣社會同志運動如火如荼，抨擊異性戀霸權的同時，也被反

擊為同性戀霸權。如果有⼈稍稍懷疑同志教育的適齡性，就可能被誤解為反同志教育、甚⾄是缺乏性別平等意識，

這就是⼀種同性戀霸權。我們希望⼀個真正⺠主的社會，是允許眾聲喧嘩、樂意討論各種議題的。多元文化亦然，

當多元文化⾛到政治正確論述的時候，誰敢反對多元文化？例如，新移⺠⼆代培⼒是當代當紅的新南向政策，政府

⿎勵新移⺠⼆代學習⺟語未來到東南亞發展，此舉有助於提升東南亞在臺的實質地位。然⽽，我們是否也應該樂⾒

新移⺠⼆代有⾃主選擇性到其他國家發展⽽不去東南亞發展？就像臺灣多數⼈祖先來⾃中國，難道我們只能往中國

發展？多元文化的精神最終不是發展⾄極權，我們應該保存多元文化教育的初衷，允許並擁抱文化多樣性之餘，也

允許對各類不同文化的多重認同⽽非單⼀認同。

⼆、尊重多元=專業崩盤？

       在這個積極營造多元文化的⺠主環境中，我們最擔⼼的其實就是這種政治正確的危機，這種尊重多元的政治正

確論述，導致在教育現場的教師經常誤解多元文化的精神，以尊重多元之名，⾏「去專業之實」。最常聽到中⼩學

老師的「偽多元文化論述」，諸如：「我都非常尊重學⽣，他不想學數學那就不要學」、「原住⺠學⽣不讀書我都

很包容啊，體育好就好了」、「家⻑都不管⾃⼰的⼩孩了，我們何必勉強學⽣」…這種論述實在相當危險，這類話

語不但象徵了虛假的多元文化，更是虛假的⺠主。中⼩學教育是義務教育也是強制教育，並非家⻑不管教老師就可

以不⽤管；也不是學⽣不願學，老師就可以不⽤教；更不要假借尊重多元文化之名，僅僅讓學⽣發揮原⽣天賦。如

果這麼簡單，我們也無須讓孩⼦上學了，這種完全沒有專業的論調，並非多元文化教育所樂⾒。

肆、結語與展望

⼀、魔術教師、轉化能⼒：化無聊為精彩、化危機為轉機

       多元文化教育不但反對上述論調，反⽽會以不同取向解決上述問題。例如，學⽣不想學數學，老師應該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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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回應教學策略，把學⽣眼中無聊的數學變成學⽣喜愛的數學；家⻑不管⼩孩，老師應該運⽤文化親和⼒與文化關

聯能⼒將家⻑轉化為共同關⼼⼩孩的夥伴；原住⺠只愛運動，老師應該借⼒使⼒將運動在各科教學發展統整教學，

各類運動中也存在著物理、數學、語文、藝術等等，這才是多元文化專業教師。教師最迫切發展的是多元文化轉化

教學能⼒，所謂教師就是個轉化型知識分⼦，轉化能⼒就像變魔術，魔術教師就是有本事讓家⻑與學⽣看似沒有興

趣的知識，在教師的妙語如珠或巧⼿中立即轉化為親⺠有趣的教材，這才是教育專業。切勿讓「偽多元文化論述」

或虛假的⺠主藉由尊重多元差異的說詞，成了專業崩盤的殺⼿。

⼆、統合多元文化價值，重建社會道德

       多元文化教育並非顛覆所有教育價值、怎樣都⾏。多元、開放、⺠主、⾃由，經常被過度濫⽤，這些概念經常

導致反專業反權威，也就是Bernstein（1971）所謂集合知識的神聖性帶來專業認同，⽽統整知識象徵知識結構多

元開放⺠主⾃由，卻也帶來⼈們在專業界線的意識模糊。多元文化教育⾯臨此種專業崩盤的危機，這也可能引發社

會道德的危機，或許可能終結某種教育體制，教師如何在多元開放⾃由⺠主的氛圍中發展教育專業，引導學⽣免於

道德崩盤，是現階段的臺灣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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