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美慧*

摘要

       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直被視為兩種不同的運動，各有不同的理論論述或教育實踐，但這兩種運動都有共同關懷的議

題，尤其在21世紀全球化的時代，跨界與相互依賴性愈來愈強，當我們在探討文化多樣性與社會正義的議題時，兼顧在地與全

球觀點，才是世界公⺠應具備的素養。因此，思考此兩種運動的整合並建構課程發展模式，將有利於學校議題融入課程的推

動。本文旨在探討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整合的可能途徑並發展議題融入課程模式，希望能為⼗⼆年國教課程改⾰的議題融

入課程開闢另⼀條新的出路。

關鍵詞：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全球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劉美慧（2017）。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的連結。教育脈動，12。取⾃

       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de789c4c-4ae8-4302-b69e

       -b819799ae646

壹、前⾔

       我⻑期投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在臺灣多元社會的邊界內，探討族群、性別與階級議題，直到2011年參與教育部的國際

教育計畫，指導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益體會兩種運動接軌的必要性。例如，當我們討論新移⺠女性的議題時，不能無視

於跨國流動的現象；⽽當我們分析國際⼈權議題時，也不能忽視本⼟的⼈權議題。多元文化教育和國際教育有許多相同的核⼼

關懷，例如正義、⼈權，但卻⼀直被視為兩種不同的運動在推動，⽽學校的課程時間有限，如果不能整合，許多重要的議題常

會被邊緣化。因此，若能將多元文化教育放在全球化脈絡下重新思考，使其與國際教育接軌，將賦予多元文化教育新視野，也

有利於國際教育的推動。

貳、兩種運動整合的可能途徑

       ⾏政院教育改⾰審議委員會（1996）在「教育改⾰諮議報告書」中建議將多元文化教育列為教育改⾰的重點之⼀，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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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運動。多元文化教育在臺灣發展已經20年，從最早聚焦在原住⺠教育，到現在以弱勢者教育與新移⺠教育為主，

雖然關注的對象改變，但無論政策制定或實務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仍以國內的族群文化多樣性為範疇。

       因應全球化的浪潮，教育部近幾年積極推動國際教育，欲培養學⽣全球移動⼒，厚植軟實⼒。2011年教育部公布「中⼩學

國際教育⽩⽪書」，以10年為期，透過課程與教學、國際交流、學校國際化、教師專業發展四軌，全⾯推動國際教育（教育

部，2011）。同年，臺北市也公布2011-2016全球教育⽩⽪書，以國際化與全球觀強化城市競爭⼒（臺北市，2011）。無論是

國際教育或全球教育，表⾯上看起來是名詞上的差異，但仔細分析⽩⽪書內容，可以發現⼆者都強調培養學⽣具備國際素養、

全球競爭⼒與全球責任感的世界公⺠，可謂殊途同歸。

       全球的經濟文化⼒量穿透了個⼈與社群，使得不同的文化形式產⽣跨國流動，打破了世界各國的疆界，提⾼了國與國之間

的同質性，也使得⼈類⾯臨了許多全球共同的議題，這些議題需要世界公⺠跨國合作、共同解決。因此，學界提出了世界公⺠

的主張，這些主張的具體呈現包括「彈性公⺠資質（flexible citizenship）」 （Ong, 1999）、「全球公⺠文化（global civic

culture）」（Boulding, 1988）與「多元文化公⺠資質（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Kymlicka, 1995）的概念，以因應

地球村世界公⺠的培養。對於各國⽽⾔，公⺠教育應如何兼顧全球視野與本⼟主體性，將會是⼀項重⼤的考驗。

       因此，開啟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的對話，從全球架構來思考本⼟議題，或從本⼟觀點提供解決全球議題的⽅法，將成

為全球化時代的重要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應如何整合？有哪些可能的途徑？Cole （1984） 提出全球教育多元化（multiculturalize global

education） 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化（globaliz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的途徑，他認為任何全球的改變都是從個⼈開

始，慢慢跨⼤到更⼤的群體。個⼈應適應群體，了解個⼈如何受到世界因素的影響。個⼈同時隸屬於不同團體，課程應幫助學

⽣理解我們所屬的團體如何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與態度，當個體了解團體，則更容易了解全球現象。

       此外，Gibson（2010）以提問的⽅式，思考多元文化與國際教育的連結：1、多元文化教育如何融入全球化的社會脈絡？

2、經濟不平等與全球文化交流兩股勢⼒如何形塑多元文化教育？3、多元文化教育學者如何在領域內外環繞全球化的對話？這

些提問很明顯的以多元文化教育為主體，從全球化的架構下重新思考多元文化教育⾯臨的問題。雖然沒有提供兩種運動整合的

答案，卻提出整合的思考⽅向。

       無論是多元文化全球教育或全球化多元文化教育，這兩種整合模式仍分別以全球教育或多元文化教育為主體，有主客之

分，屬於觀點上的融合。另⼀種可能的途徑是多元文化－全球教育，⼆者互為主體、互相參照。

參、課綱中的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議題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已於103年公布，即將於108年正式上路，新課綱以核⼼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其中「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為核⼼素養之⼀，並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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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解讀此素養，可以發現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是兩個並列的概念，定義的前半段在解釋多元文化，後半段說明國際理

解。此外，新課綱共納入19項議題，其中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是並列的兩個不同議題，相較於九年⼀貫課程僅有7項議

題，新課綱增加了將近3倍的議題量，如果沒有更明確的課程指引與規劃，很有可能會重蹈議題泡沫化的覆轍。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列為核⼼素養之⼀。課綱也列舉不同階段學⽣應具備的核⼼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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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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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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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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佩芬與陳麗華（2008）認為過去臺灣雖然推動環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權教育，但是比較沒有強調全球視野。對學

校⽽⾔，如果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被視為兩種不同的議題，在學校有限的課程時間考量之下，在課程選擇時，可能有⼀⽅

會被邊緣化。

       即使有些學校將多元文化議題納入課程中，我們也時常發現學校慣⽤附加課程或活動⽅式進⾏，最常⾒的就是「多元文化

週」活動，這是有趣⼜能快速讓學⽣體會文化多樣性的活動，但卻是短暫的教學活動，恐造成課程被簡化為活動，或是「為多

元⽽多元，為活動⽽活動」的情形（劉美慧，2011）。多元文化課程零碎化，失去整體感與系統性。

       我也發現有些學校有⼼推動國際教育，但因為課程領導者不清楚國際教育的定義，課程設計雖然很完整、具系統性，但內

容卻缺乏國際元素，例如課程⽬標希望培養學⽣向外國⼈介紹本⼟文化的能⼒，但課程內容都聚焦在本⼟文化的學習，並未說

明如何和外國⼈進⾏文化互動與交流，充其量只是裹著國際教育糖衣的本⼟文化學習課程。

       我之所以稱多元文化與全球教育為運動，是將他們視為⼀種社會運動，需要⼀群認同其願景的⼈⼠共同努⼒，使其進入主

流的課程與教學中，促進學校課程的⾰新。新課綱規定學校必須開設彈性學習課程或選修課程，為議題融入課程提供很好的發

展空間。許多學校有⼼進⾏課程改⾰，但需要更明確的指引，如果能利⽤這波課程改⾰，發展學校本位議題融入課程模式，相

信應有助於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的推展。

       臺北市全球教育⽩⽪書中，為多元文化教育與全球教育兩種運動的結合下了最好的註腳：

探討人權、公義、和平、環境、公平貿易等全球議題時，需同時放置在本土脈絡與全球架構中，才能有通盤理解問題的深度與

廣度。落入實踐與行動時，更不能忽略本土脈絡的思考，才能提升行動方案的價值性與可行性。例如，在關心全球的新移民問

題時，除了探討世界各地，各種類型移民之成因與問題之外，更要省思臺灣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等議題，兼顧本土脈絡與全

球架構。（臺北市，2011）

       既然文化為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核⼼，我們不能對國外的定義照單全收，這個外來名詞的本⼟意涵⽣成與建構就顯得非常

重要。臺灣的多元文化獨特之處在於：在主流文化⻑期壓抑之下的鄉⼟文化、以及因跨國婚姻的新移⺠文化，從這部分重新思

考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當使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更具本⼟意涵也能與國際連結。

肆、議題融入課程模式

       議題融入課程的層級有4種：課程層級、教科書層級、學校層級、教師層級（張芬芬、張嘉育，2015）。無論是何種層

級，在發展議題中⼼課程時，宜掌握幾個原則：1、系統化原則：課程設計時，宜顧及活動背後所要傳遞的議題概念，以概

念、事件或議題作為課程的組織要素。例如，在概念⽅⾯，可以涵蓋弱勢族群、涵化、遷移、偏⾒、歧視、種族中⼼主義、認

同等。事件分析部分，強調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時間軸。議題⽅⾯，以開放性問題為主，透過尚未解決的問題，培養學⽣解決

問題的能⼒。善加運⽤概念圖，以呈現概念的關聯性和系統性。2、脈絡化原則：多元文化—國際教育課程除了文化理解外，

更重要的是了解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能進⼀步分析國家之間的關係和處境，學⽣將可超越表⾯的學習，培養複雜的認知學習

和批判能⼒。例如，教導學⽣了解新移⺠議題時，可讓學⽣知道新移⺠女性現象如何改變臺灣的⼈⼝結構，並介紹新移⺠的⺟

文化，進⼀步將新移⺠議題放置在全球化的關係網絡中，分析優勢族群如何看待新移⺠議題，藉以凸顯族群間不平等關係。

3、轉化原則：多元文化教育⽬標除了幫助學⽣增進文化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弱勢族群和優勢族群間的關係，所以在課

程內容上應避免只敘述各族群歷史和文化，因為這種百科全書式或櫥窗取向的模式，看似⾯⾯俱到，卻只能提供學⽣表淺的知

識理解，⽋缺提供學⽣深入探究文化脈絡的機會。強調多樣性的和諧取向論述，或許適合低中年級的學⽣，但多元文化課程如

果停留在這種讚頌差異的層次，反⽽隱藏社會上族群衝突的事實，對於培養更深層的多元文化意識，其實還有很⼤的距離。議

題中⼼課程讓學⽣針對爭論性議題正反觀點的陳述，讓學⽣經歷認知結構的失衡和統整，並利⽤議題為核⼼，解釋不同族群的

觀點和經驗，讓學⽣了解族群的差異。教師更可在教學中，讓學⽣分析知識建構的過程，如何受到文化偏⾒的影響，以培養批

判思考的能⼒。議題分析是沉重的，具有挑戰性，但它卻真實反映社會的現況，多元文化課程不應迴避爭論性議題的討論（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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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慧、洪麗卿，2012）。

       將議題融入課程時，如何讓議題立體、多元？《全球⾯向的教學》⼀書中提出的全球教育四⾯向模式，提供很好的思考架

構，讓議題融入課程時能夠更豐富。茲將各種模式說明如表1：

表1

全球教育四⾯向模式

 關鍵概念 知識 技能 態度

空間⾯向 •互賴

•全球—在地

•系統

•全球—在地間的聯繫和依賴

•全球系統

•系統的本質與功能

•知識領域間的關聯

•全⼈類和其他物種的共同需求

•把⾃⼰視為⼀個全⼈

•關係性思維（強調模式和連接）

•系統性思維（了解變遷對於系統

的影響）

•⼈際關係

•合作

•適應變遷的彈性

•願意教學相⻑

•願意成為團體的⼀分⼦

•關⼼共同利益

•與他⼈及他們問題團結的觀念

議題⾯向 •全球—在地議

 題

•議題間的互連

•觀點

 

•在全球平臺下，⼈際間的批判性

議題

•議題、事件和趨勢間的相互關聯

•與議題相關的⼀系列觀點

•觀點形塑的歷程

•研究和調查

•資訊的評估、組

 織和呈現

•分析趨勢

•個⼈判斷與決策

•對議題、趨勢和全球狀況的好奇

⼼

•對於他者觀點的

 接受和批判

•同理與尊重其他

 ⼈⺠與文化

 

時間⾯向 互動的時期

•未來是可選擇

 的⾏動

•過去，現在和未來

之間的關係

•未來的範圍，包括

可能的，很有可能的

與更好的

•永續發展

•從個⼈層次到全球

層次的⾏動潛⼒

•因應變化與不確

 定性

•推論和預測

•創意與⽔平思考

•問題解決

•採取個⼈⾏動

 

•容忍模糊和不確

 定性

•做好考慮⻑期後

 果的準備

•做好利⽤想像和

 直覺的準備

•對個⼈和社會⾏

 動的承諾

內在⾯向 •內在探索 •和⾃我有關的知 •個⼈反思與分析 •相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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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學習過程

•媒體與訊息

 識，認同、強項，

弱點和潛⼒

•個⼈的觀點，價值

觀和世界觀

•個⼈信念和⾏動間

的不⼀致

•個⼈成⻑—情感、智⼒、⾝體與

⼼靈

•學習彈性（在不同

的脈絡下學習，利⽤

不同的⽅式進⾏學

習）

 和潛⼒

•認識到學習是⼀個

終⾝的過程

•真誠—呈現真實的

個體

•做好冒險的準備

•信任

資料來源：Hicks, D., & Holden, C. (2007：21).

       此模式的縱軸包括空間、時間、議題、內在4個⾯向，提醒議題融入課程時應考慮議題的地理與歷史脈絡，議題本⾝的核⼼

概念，議題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橫軸包括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標。在進⾏議題融入課程時，建議以此為思考架構，重

新整合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

伍、結語伍、結語

                誠如社會學家Giddens（1994）所說，全球化是⼀種世界各地區之間的相互連結性（interconnectedness）⼤幅提升

的⽣活⽅式。在全球化⽣活⽅式之中，正⾯與負⾯的現象快速的流動與傳播，全球化的⽣活⽅式，充滿了機會，也充滿了危

機。全球化是經濟、文化、環境及社會等⾯向相互依賴性的增強歷程，也是拉⼤經濟不平等與社會不正義的過程。

       ⽽國際教育的基本假設在於：分配不平等會抵銷我們對提升社會正義的努⼒，我們居住在相互依存的世界裡，沒有任何⼀

個國家可以獨立解決世界的問題，因此要打破國界、攜⼿合作，才有可能解決世界議題。Pike （2000）認為國際教育的⽬的

在於消除國家的疆界，培養具有全球意識的世界公⺠（cosmopolitan citizens）。

       基進取向的多元文化教育強調社會⾏動、批判與實踐精神。此取向希望能分析差異背後隱藏的衝突，並將批判意識轉化為

⾏動⼒，促進社會正義。這個取向以批判理論為基礎，認為不同群體為了資源⽽競爭，優勢團體會建立許多規則來鞏固既得利

益，⽽弱勢團體會意識到不公義的結構與制度，進⽽產⽣抗拒。多元文化課程希望培養學⽣發展對社會不公平的現狀產⽣實際

意識，繼⽽開展社會⾏動技能，以促進社會、政治與經濟現況的改變，強調不同形式的壓迫具有相同本質的分析，尋找議題結

盟的可能性（Sleeter & Grant, 2008）。

       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教育的最⾼理想，都在解決⼈類⾯臨的不公義問題，促進社會正義。⽽全球議題不可能直接跳到全球

的層級解決，還是要從個⼈與團體開始，因此，透過兩種運動相關議題的結盟與整合，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多元與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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