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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剛接觸「多元文化」這個名詞時，常與「族群文化」混淆，重視的是外貌、經濟甚⾄是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所造

成的對立和衝突，⽽忽略了對「多元」的了解和包容。張德永（2005）提到，多元文化關注的是在平等、了解、尊

重之中，建立起⾃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間的交流平臺，讓文化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避免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現

象，實現真正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平等社會。⾃從在研究所修習相關的學分後，我也開始對文化的多元和多樣性有

了更深廣的認識和定義，當「新臺灣之⼦」這個名字的出現後，不只讓社會在經濟、社會福利等層⾯有不同的因應

策略，在教育層⾯更是⾯臨不可⼩覷的改變。

        從語⾔的多樣化⽅⾯，英語是國際共通的語⾔，更是不可或缺的第⼆外語，但是，立⾜本⼟才能放眼國際，尤

其是我們的社會已是族群的熔爐，重視本⼟語⾔，以及學習⺟親的語⾔，也是邁向國際化重要⼀步。從親師溝通的

同理⼼來看，因為語⾔和⽣活環境的不同，親⼦教養的觀念和家庭關係的營造不只是呈現迥異的態度，更會產⽣雞

同鴨講的情形，以⾄於誤會連連，造成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不易。從教材的整合與設計來看，教材設計者的文化觀

和國際觀，以及對多元文化的了解和包容影響著教材內容的選擇與涵蓋範圍，甚⾄隱涵在其中的意識形態都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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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產⽣潛移默化的影響。從班級經營輔導的改變來看，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刻板印象，讓新臺灣之⼦對⾃我的

認知就缺乏平等的概念，師⻑和同儕間的互動使得班級經營和輔導需要花費更多的⼼⼒，以提升⾃信⼼和學習成

就。這些複雜的改變在在讓⼈深刻感受到多元社會的來臨，尤其是政府正如火如荼地推動著「新南向政策」的同

時，「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已是必然的新趨勢。

        從文化和社會的多元⾓度來推展，多元文化應賦予更寬廣的定義，結合社會福利、醫療衛⽣、家庭教育、國際

教育…等等⽅⾯共同推展，對於學習概念的整合和連貫，將更有效益。鍾宜興和黃碧智（2013）提到，若不從全球

觀點出發，則可能忽視地球與⼈類息息相關，環境巨變之永久影響；若不觀照其他族群文化，則可能認定我族優

越，從⽽獨享資源。從知識的教導到道德的教育，從知之到行之。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與全球教育正是因應流

動文化疆界，建構下⼀代跨界⼼靈之重要⼯程（鍾宜興、黃碧智，2013）。因此，多元文化的實務推動從以往單純

針對學⽣的學習成效的提升，以及改變刻版印象的輔導活動，漸漸地，從教材和教學者著⼿，注重統整和多元語⾔

的教材研發，以及教師多元文化概念的培育，現今，更著重在家庭和社會的整體改變和地位提升，從語⾔、教材的

國際化，到學習活動的文化交流，甚⾄是⾃發、互動、共好的社會參與，融入在⽣活情境中好好的體認和尊重不同

文化的存在感。

貳、多元文化教育的解構與新貌

⼀、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

       文化是⼀種⽣活型態的理解， 是動態的歷程，不同時期的文化意涵不相同，⽽文化本⾝就有多元的意涵（劉美

慧，2011）。「多元文化」的概念是起源於1960 年代，傳統以移⺠建國的美國和加拿⼤等的⺠權運動。多元文化

教育是⼀種概念、觀點，也是⼀種教育改⾰運動和過程，所有的學⽣不分性別、社會地位、⺠族、種族、文化特

性，在學校學習的機會應該平等（王環鈴，2010）。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於2002 年八⽉簽署

了⼀項中⼩學教育改⾰⽅案，名為「不讓任何孩⼦落後」的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P.L.107-110），將

「閱讀優先」作為政策主軸，提撥50億美元的經費，補助閱讀環境較差的弱勢學⽣，⽬標是希望在五年內，讓美國

所有學童在⼩學三年級以前，具備基本閱讀能⼒，改善少數與貧困族群學⽣與主流學⽣的學習成就差距，此法案也

凸顯出在美國近年的教育改⾰運動中，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占有核⼼地位。

       多元文化教育包含5個⾯向，分別是內容統整、知識建構、減低偏⾒、平等教學，增能的學校文化，同時為多元

文化教育的內涵及實踐提供了學校改⾰的引導⾯向（張德永，2005）。林瓊惠（2004）則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

整體的改⾰策略，包括課程與 教學、學校的改進、甚⾄社會整體的改造。多元文化教育正視並尊重每⼀種文化的價

值與差異，更積極強調文化的整體性、相對性與互補性，主張學校教育的實施應掌握正義與公平，促使不同種族、

階層、性別、宗教的 學⽣能平等的接受教育，發揮所⻑，並能互相欣賞、包容與學習。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是植基於平等原則、⼈權概念、社會正義與⽣活選擇權，也就是在教育⽅⾯，

無分性別、年齡、種族、宗教、社經地位等，⼀律可以接受相同的教育或提供學⽣各種機會，讓學⽣了解各種不同

族群文化內涵，培養學⽣欣賞其它族群文化的積極態度，避免族群的衝突與對立。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觀

       （⼀）教師素養與課程設計

       王環鈴（2010）提到多元文化教育希望教師能依據學⽣的文化差異來教學，避免⽤主流文化的標準來評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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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為。劉美慧（2005）指出，「以相同的⽅式對待基礎點不平等的學⽣，並不是真正的公平。」以新移⺠⼦

女為例，許殷誠（2005）研究發現，現階段國⼩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解與素養呈現普遍不⾜的現象，但班級中

有較多外籍配偶⼦女的⼈數以及曾有先備相關教學案例經驗的教師，對外籍配偶⼦女的看法較為客觀與中立。此

外，教師積極的關懷與指導，對家庭教養不利以及學習表現不佳的外籍配偶⼦女影響重⼤。陳伶姿（2007）研究結

論指出，由於教師或社會⼤眾普遍缺乏多元文化素養，對新移⺠及其⼦女多存有負⾯的刻板印象，⽽其偏⾒⼜⼤都

受新聞媒體偏頗報導之影響。成⼈的偏⾒會傳遞給孩童，孩童會採納和接受⽗⺟、朋友及其他重要他⼈的偏⾒，偏

⾒容易將新移⺠及其⼦女標籤化，進⽽阻斷其⼒爭上游的機會。

       對多元文化的意涵及多元文化教育的⽬標宗旨之構念，對其教學設計和班級經營的策略有深遠之影響，因此，

基於實質正義的概念，積極的增進教師正向的多元文化素養，避免負⾯刻版印象的傳達，在⽣活教育和家庭教育中

潛移默化「尊重多元、個別差異」的概念，才能建置友善的社會風氣。

      （⼆）新課綱的內涵分析

       臺灣教育界⼤多會引⽤ Banks 所提出的四種課程設計取徑，分別是貢獻取徑、添加取徑、轉化取徑和社會⾏動

取徑。Noffke（1998）便曾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設計必須超越科學化的課程制定，不要將其降為教與學的技

術性概念，如全國性或標準化的測驗。顧瑜君（1995）也曾提出類似的看法，即要跳脫套裝式的課程發展模式，同

時不要被⼯學（technology）取向的課程所限制。

       在核⼼素養中，可發現其中⼀項為「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凸顯多元文化教育在課綱⾰新中的重要定位。此

⼀核⼼素養的內涵係指「具備⾃我文化認同的信念，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

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理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在國⼩教育階段核⼼素養的具體

內涵為：「具備理解與關⼼本⼟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在國中教育階段為：「具備敏

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本⼟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在⾼中教育階段則為：「在堅定⾃我文化價

值的同時，⼜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全球議題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語⾔的學習⽅⾯，除了保留原有九年⼀貫課程的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語，⼗⼆年國教課程⼜加入新住⺠

語。在國⼩列為必修，國中和⾼中則列為選修。要以這些語⾔作為單語教學，雙語則為輔，並注重⽬標語的互動

式、溝通式教學，以營造完全沉浸式或部分沉浸式教學環境和⽬標。

三、議題⾰新的新趨勢

       （⼀）多元文化議題在新課綱的省思

       楊智穎（2015）提到，在推動各種在地的語⾔課程時，有必要同時思考，在主流社會結構仍未改變的情況下，

是否會因此讓少數族群學⽣失去競爭⼒，⼜是否會增加學⽣的學習負擔，⽽降低多元文化教育原本要達到的⽬的。

現今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和新住⺠語學習班都非常注重雙語或多語的學習，以文化回應教學的觀點，無論是本⼟語⾔

或新住⺠語⾔課程，其和國語或數學等課程的性質應不相同，課綱內涵更應具彈性空間，同時納入地區和學⽣的背

景因素進⾏考量，此外，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課程」定位和典範轉移也是重要的課題（楊智穎，2015）。

       （⼆）國際教育議題的結合

       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興起，儼然形成無國界的地球村，不單只是族群的融合、經濟的互惠、觀光的交流，更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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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平等尊重、包容學習。鍾宜興、黃碧智（2013）提到，國際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兩者在⽬標與對象皆有不

同。但是，兩者在跨越文化疆界上的努力卻是⼀致。進行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時，學⽣都必須經驗跨文化理解

與溝通。因此，學⽣應先在國內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學習到跨文化溝通與理解之知識與技能，然後逐步擴展⾄其他

國家不同文化的跨文化學習。以⾃我的文化（⺟語）的學習為基礎，進⽽學習理解國內不同社群的文化，最後再進

入國際，探討他國文化。所以，就學習者中⼼的⾓度觀之，此將是⼀連串文化與跨文化學習之路。⽽國際教育與多

元文化教育之劃分，僅是整體文化學習歷程上的區別。

參、多元文化教育實務分享

       政府為因應新住⺠的⽣活適應和文化學習…等，除提供經濟、社會福利、醫療等資源外，更是積極推教育學

習，不管是內政部或教育部都有許多的資源和專案可以申請辦理，例如：火炬計畫、⼤陸暨外籍配偶家庭⼦女輔導

計畫…等。筆者僅就任職於輔導主任和學務主任期間所辦理相關的多元文化教育活動和課程，與各位分享討論。

⼀、統整式的課程和教材

       （⼀）課程設計

      在多元文化不斷衝擊、交流的今⽇，我們要從臺灣本⼟文化為起點，放眼全世界，以符合新課綱的核⼼素養為

中⼼理念，統整各領域的教材內容，結合學校的本位課程和社區資源，運⽤⾃編教材設計⼤單元統整式課程，或是

配合節慶或學校⾏事活動，發展學校特⾊課程，引領孩⼦運⽤廣⼤的視野、寬容的⼼境，去體會世界各個⺠族的不

同⾯貌，去學習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性，進⽽展現屬於⾃⼰的文化特⾊。筆者嘗試透過「多元文化週」的學習活

動，融合各國的⺠俗傳統與文化特⾊，帶領兒童從親⾝體驗中博覽世界，可充分運⽤領域教學群和課發會的功能，

確立學校各年段實施的課程架構，做好縱向連貫和橫向聯繫，以推展認識多元文化與經驗分享，使師⽣了解、進⽽

涵養關懷、接納情操，營造溫馨、關懷之友善校園，建構豐富多元文化社會。

表1

【多元文化週】課程架構範例⼀：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對象  

配合領域課程教學

設計實施

【認識多元文化】（⼀⾄六年級）

1、低年級⽣活領域特⾊課程－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新住⺠

2、中年級社會領域特⾊課程－多元文化教育：

新住⺠在○○

3、⾼年級社會領域特⾊課程－學習臺灣新住⺠

來源的國家基本資料。

各年級學⽣  

1、多元文化⾯⾯觀：刊版布置、外語教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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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作伙⾛ 食饗宴。

2、「⾝體我最⼤」光碟宣導

全校師⽣
 

過五關

斬六將

闖關活動：由志⼯協助擔任關主，共有6關，分

為「⽣命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庭

教育」三⼤主題，蓋滿6個章才算完成闖關卡，

可以進⾏摸彩活動。

低年級

親師⽣

 

我和我最敬愛的⼈

1、⽣命教育宣導講座：由世界展望會蒞校進⾏

宣導活動。

2、繪畫競賽：輔導室提供8K圖畫紙，主題為

「我和我最敬愛的⼈」，每班推薦⼆件作品參

賽，各學年再擇優選出前三名頒給獎品及獎

狀，並張貼在穿堂展⽰。

中年級

親師⽣

 

 

環遊世界

80天

1、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由新世代基⾦會蒞

校進⾏「性侵害暨網路交友防治」宣導活動。

2、多元文化⼩書製作：輔導室提供每位學⽣

4K粉彩紙⼀張，⼩書主題以介紹各國的食衣住

⾏育樂為主，每班擇優推薦三件作品，由輔導

室頒給獎品及獎狀，作品於輔導室公布欄展

⽰。

⾼年級

親師⽣

 

 

表2

【多元文化週】課程架構範例⼆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對象

【放眼看世界】 1、⾼年級多元文化海報展：認識地球村的好鄰居。

2、了解異國特有飲食文化。

3、認識各國性別主流文化的狀況。

（⾼年級）

【多元文化影片欣賞】 1、各國慶祝⺟親節的體驗活動。

2、多元文化影片欣賞。 （中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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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新住⺠家⻑蒞校介紹各國⼿⼯藝品與風⼟⺠情

【多元文化體驗活動】 1、服務學習

2、⽣命教育體驗活動

3、創意秀⾃⼰（各國⾳樂、服裝和舞蹈）

（中⾼年級）

【多元文化影片欣賞】 1、有獎徵答

2、故事媽媽繪本教學

3、闖關活動

（低年級）

       每個年級的活動都能依照孩⼦的程度來設計，更符合孩⼦的需要，尤其是低年級的闖關活動，邀請志⼯媽媽協

助擔任關主，以氣球讓孩⼦體驗媽媽懷孕時的辛苦和期盼，讓孩⼦們挺著⼤肚⼦過五關斬六將，體驗懷孕時做家事

的不⽅便，也認識家庭中不同⾓⾊的分⼯和責任，更了解各國⺟親花和⺟親節的慶祝⽅式。另外，學⽣朝會時也邀

請⾺來⻄亞籍的志⼯媽媽來介紹該國的語⾔、風景和文化，當天下午更有越南籍的志⼯媽媽⽰範越南春捲的作法，

學⽣們跟著老師們的講解⼀起動⼿做，雖然每個⼈都做得⼿忙腳亂，但是能親⾝體驗和品嚐「不⼀樣」的異國味

道，也是另⼀番特別的風情，做好後更分送成品給全校教職員⼯共同分享，讓學⽣從中學習感恩和惜福的態度。還

有，⾼年級的多元⼩書製作讓學⽣從蒐集資料、閱讀和整理資料到美⼯製作，主題涵蓋各國⺟親節的花朵、傳說和

慶祝活動，不但讓孩⼦學習到多元文化的內容，也對⺟親節的意義有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

 

 

圖1. 以闖關活動引領學⽣認識世界各國⺟親花和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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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邀請外配家⻑分享該國的風俗⺠情和文化，並進⾏⺟語教學

 

圖3. 邀請越南媽媽教導越南春捲的製作               圖圖4. 本活動刊登在報紙的新聞稿

圖5. 誠品閱讀週～多元文化繪本

       （⼆）教師增能與文化素養

      透過進修研習活動的實務分享、困境解決，讓教師對多元文化能更深⼀層的了解、認同、進⽽落實於教學中。

同時，提供充⾜資源，協助新住⺠⼦女於學習及⽣活上的良好適應，讓教師重新檢視班級經營和教材內容，重視個

別差異，改善新住⺠⼦女受教育條件，落實協助國際家庭教養關懷與教育機會均等之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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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教師研習

⼆、多樣化的教學與評量

       （⼀）親⼦DIY‧「融合」好熱鬧！

       新住⺠來到臺灣後，不但要適應新環境，更要負擔起家庭教養的責任，在⽣活和語⾔⽅⾯有許多需要留意和加

強的部分，實在是很辛苦。親職講座部分邀請性別教育和⽣命教育的專家講演，讓新住⺠對於臺灣社會所提供的資

源和福利有深入了解，除了獲得精神上的⽀持外，也讓新住⺠家⻑的教養態度和觀念有更進⼀步的提升。⽽親⼦共

學活動部分則邀請校內美術老師擔任講師，教導新住⺠家庭親⼦共同製作最近流⾏的環保袋「蝶古巴特」，讓親⼦

在美勞作品的製作過程中增進親⼦關係，也在共同合作的製作過程中對彼此有更多的認識和認同，享受親⼦共同完

成作品的樂趣和成就感。

圖7. 親⼦⼯作坊

       （⼆）新住⺠⺟語學習

       利⽤週⼆及週三的晨光時間進⾏越南語的教學，⿎勵親⼦共同學習⺟親的語⾔，另外，為促進融合和認識尊重

不同的文化，也歡迎有興趣學習越南語的本國⼈⼠共同參加，讓我們的社會能更平等的接納不同國家和⽣活環境的

⼈們，內容包含越南文化介紹、越南⾳樂及⼿⼯藝品、越南文字及⼝說練習。學員反應良好，不只對越南文化有多

⼀層的認識，也多學⼀種語⾔，尤其是學⽣更是比他⼈更具備國際觀和競爭⼒。⺟語學習班開班期間適逢越南的暴

動，和⺟語老師接觸後則多⼀分體諒和關⼼，則是另類的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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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語學習班

       （三）We are⼀家⼈～國際志⼯

       結合國際教育和服務學習，運⽤社會資源申請國際志⼯入校服務，不只是提供國外的志⼯有服務學習的機會，

更是讓我們的孩⼦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包含學制、⽣活習慣、習俗和飲食…等等，從⽣活中體驗學習，從⽣活中

接觸認識，從⽣活中尊重包容，從⽣活中模仿交流，有別於以往的多元文化教育⼀直強調的新住⺠文化的認識體

驗，真正的地球村就在我們的⾝邊。

       （四）幸福多體驗

       為增進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在地文化的認同感，並促進親⼦關係的親密，拉近家庭成員的關係和互動，也利⽤假

⽇安排觀光⼯廠的DIY體驗和在地文化博物館的參觀，讓新住⺠家庭對在地文化有更多的認識和認同感，同時藉由

體驗活動使得親⼦互動和關係更緊密。

 

圖9. ⼾外⾛讀，親⼦互動

三、異質性的輔導活動

       ⼤部分的⼈們對新住⺠家庭的孩⼦有著「學習成就低落」的刻板印象，筆者個⼈認為其實不然，就如同弱勢家

庭的孩⼦常因文化刺激不⾜或缺乏適性適時的學習環境⼀般，能充分給予內外在學習動機的刺激，孩⼦⾃信⾃發的

學習動⼒是強⼤的，因此，邀請專業的諮商⼼理師運⽤異質性⼩團體輔導活動的動⼒活動，建立⾃信⼼，改善⽣活

適應問題，提升⼈際互動的技巧，發現⾃我內在⼒量，讓多元文化「⾃然」融合，更能尊重包容彼此的不同，建立

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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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Leader和學員分享繪本⼼得                   圖11. Leader⽰範講解

圖12. 學員作品                            圖13. 學員繪製情緒圖

肆、代結語～「多」⾊共存的「元」氣時代

⼀、情境脈絡課程的省思評鑑

       多元文化課程如同品德教育課程⼀般，很難⽤量化的數據和評量來呈現學習的成效，因此，⼤部分都著眼在新

住⺠⼦女的補救教學和語⾔學習⽅⾯，但造成新住⺠⼦女學習低成就的因素繁多，其中不乏缺少文化刺激、⽣活關

懷、經濟弱勢…等。個⼈認為，由根本著⼿，給予正向的⼒量，加強⽣活適應和提⾼內在學習動機，重視個別差

異，在⽣活情境中學習他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在團體中培養⼈際溝通的技巧和態度，在課程中建立文化理解的準

則和素養，讓孩⼦和家庭成員可以共同參與學習、評量，尤其是本國居⺠。

⼆、多元議題整合的學習地圖

       新課綱的實施讓課程的設計和學校特⾊的發展多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更需要教師專業素養的提升和發揮，盤點

資源，提供交流的平臺，將可以運⽤的資源整合，議題的融入更是重要的課題，因為各議題不再有達成的指標，⽽

是融入各領域課程中展現。個⼈認為，可配合學校⾏事活動和節慶，依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發展成學校的特⾊課

程，將類似的議題結合，如：國際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命教育和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和家庭教育…等等，

重要的是，確實發揮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功能，訂定學校本位課程和學⽣的學習地圖。

三、培養平等尊重的概念態度

       學校教育需要與家庭教育緊緊結合，同樣的，學校就是⼀個⼩型的社會，當孩⼦在家庭⽣活中學習到平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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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籍的家⼈，在學校和社會⽣活時，他就能尊重不同國籍的同儕和朋友，理所當然，對於他們的文化就會⾃然

⽽然的接受和學習。學校在辦理各種活動和語⾔專班時，常遇到的困境是來參加的對象和⼈數不如預期，無法讓學

校和社區的⺠眾確實的達到文化理解和交流的⽬的，更遑論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如何宣導和加強聯繫⼯作，以提升

新住⺠和弱勢族群的社會地位，消弭歧視和不平等的刻版印象，建立互信互重的態度和觀念，才能有效的推動多元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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