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狀病毒在美國校園拉警報 

，反亞洲的歧視卻可能造成更大傷害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儘管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不斷增加，但在美國校園爆發疫情的風

險仍然很低。然而，伴隨著對病毒的恐慌而來的，是對亞裔美國學生

的歧視。 

該病毒起源於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在那裡已有數千個病例，許多

甚至是致命的。到目前為止，美國只出現少數確診病例，但許多大學

揭露在其校園裡可能存在疑似案例，並取消了前往中國的公務行程。

這類的公告加上對流行病大爆發的恐懼，引發了對「看起來像中國人」

的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視，而此一現象已顯現在社交媒體上。 

一名 Snapchat 用戶上傳了一張截圖，抱怨自己的數學課同學全是

亞洲學生，截圖的文字寫著「希望我不會感染冠狀病毒」。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在其衛生服務部門的

Instagram 頁面上發布了一張圖表，將「仇外情緒」列為對冠狀病毒的

「正常反應」，此舉引來強烈的反彈。 

Reappropriate 部落格的創辦人方珍 (Jenn Fang，音譯) 說該文章是

「什麼事情不該做的最好例子」。 Reappropriate 是一個專門討論亞裔

美國人女權主義、流行文化和政治的部落格，Jenn Fang 最近也在《華

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警告大家不要將冠狀病毒「種族化」。

她說，大學管理者的發言必須傳達出包容性，而不是助長仇外情結和

種族主義，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無處不在，且充斥著歧視性言論的時代。

方珍認為，當今大學校園裡所倡導的文化包容性應該有助於對抗反亞

洲情緒，她說：「我希望大學生社群中，相較於校園之外的人，更有

機會可以有一群心態較開放、不易落入仇外心理的人能促進和激發倡

導文化包容性的對話。」 

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社會學副教授馬英義 (Yingyi Ma，

音譯) 最近剛從中國南方回來，她一直在觀察美國和中國的幾個社交媒

體平台，以評估可能的歧視跡象。她說：「在華人社群、亞洲社群之



 

中，人們確實擔心受到歧視，擔憂他們不僅在大學校園內，也在美國

主流社會及其他公共場所中遭受迴避。」 

馬副教授說，中國學生在決定是否戴醫用口罩時面臨「難題」，

因為雖然口罩目前在中國被視為必需，但美國的衛生組織通常不建議

使用。馬說，許多美國人認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但事實上他們戴口

罩只是想避免生病。她說：「當中國人戴著口罩時，他們會被孤立且

針對。」 

 

反亞洲人的反應 

 

為了應對這一病毒，康乃狄克大學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亞洲

與亞裔美國人研究所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stitute) 所長

Jason Oliver Chang 啟動了一份協作文件，以追踪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

族主義事件以及最新的新聞動態。張教授說：「在康州大學有人感染

冠狀病毒的可能性並不大，較有可能出現的是針對亞洲人的反應。」

儘管他尚未聽聞校園內有任何針對亞裔或亞裔美國學生的歧視事件，

但記錄其他大學的反應很重要。 

在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校長肯特·賽維路德  (Kent 

Syverud)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鼓勵學生互相尊重和理解同學。賽維路德

在信中寫道：「在全球，許多亞裔社區的人僅僅因其國籍而遭受不公

正的審查。不管他們來自哪裡，都是我們校園社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現在對他們的額外善意和幫忙是至關重要的。」 

馬教授說，對於亞洲面孔的歧視和刻板印象反映出美國人對於病

毒爆發地武漢的過度概化。「很多美國人並不真正理解，他們把武漢

等同於中國，然後中國等同於亞洲，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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