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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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 閱讀心得#1 

    透過這本書的一至三章節，可以了解此書主旨是要讓讀者更加了解及探索

兒童思想，檢視兒童的生活及分析與挑戰在家庭、學校及社會上所學到的許多

顯性與隱性的價值觀與偏好。 

    隨著現今社會以及科技的發展，導致人成熟的年齡層逐漸下降，家裡的弟

弟妹妹們時常會加入大人們一起探討著複雜的社會議題，並且很有主見的發表

他們的看法與觀點，但兒童的所知、所思與所感覺的社會文化總是較成人世界

中的單純許多。 

    兒童們在學校學習所有的人皆「生而平等」的道理，卻生活在一個將剝削

天然資源及特定人群視為可接受的、是競爭必然結果的世界。就法律上的平等

權而言，教師們應當「一視同仁」的對待學生們，無論他們是聰明或愚笨、乖

巧或調皮、富裕或貧窮；但相對的又要我們「因材施教」，對於不同資質的學生

以最適合他們的教材教法來任教，這不就產生了矛盾與不公平嗎？ 

    每個人的人生本來就與眾不同，不會有所謂的公平與不公平，我覺得我們

只要引導學生如何在一個充滿矛盾、不公平、不完美的社會，使自己活得正向、

快樂且有自信。 

 

03/16 閱讀心得#2 

    這次文章內容主要探討文化、性別與性傾向、能力與殘障的議題。在這個多

元文化的環境下，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從小教育一直在強調性別平等，但真

的有辦法完全落實這個「平等」觀念嗎？ 

    「女生玩洋娃娃、男生玩機器人」、「男主外，女主內」、「男生唸理工，女生

唸人文」、「男生要剛強，女生是柔弱」等等都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在這種印象

下常常造成工作上對於性別的歧視，例如男護士或是女司機，要在這種刻板印象

下實踐真的是難上加難。 

    美國不久前開放同意了同性戀婚姻，這是同性戀很重要的一步，我們音樂圈

中有很多同性戀，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但這個性傾向並不影響其音樂或生活的

發展，反而更能勇敢闖出他們自己的一片天，所以我不只尊重，反而欽佩。 

    我認為身為一個老師，首當應一視同仁，不可忽視其差異性，給予客觀的待

遇，教導他們在這文化大熔爐的環境下，要保持著尊重且認同多元文化的態度。 

 

閱讀三心得 05/07 



    文章中提到多元文化教育最少指涉三件事，第一個是觀念或概念、第二是教

育改革運動、第三則是一種過程。而教育概念中，作者認為要使教育機會平等，

並且讓不同團體或擁有不同文化特質的學生，在學校有較好的學習機會，且不應

該為任何團體與族群分類。 

    多元文化也是一種改革運動，這種運動是在轉化學校，使來自不同性別、文

化、語言與民族的學生，都能有同等的機會獲得成功，這是我們將來身為老師最

需要注重的。不同家庭的教育反映出學生不同的學習狀況，老師該如何教導學生

持有尊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5/25 閱讀心得 

    文章中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性，作者說：「閱讀可以讓我們的見識超越自己有

限的經驗，並更明瞭這社會上的不平等如何影響特定族群及個人。這些書籍和文

章也讓我們更看清楚自己的生活和主觀想法，並開始變得能理解局外人和局內人

管點上的差異。」 

    之前曾閱讀過洪蘭教授的文章，她說：「閱讀能力是文明的指標之一，它能

使人的心靈得以昇華，孩子經由閱讀，可以激勵出創造力，別人費盡一生的心血

寫一本書，我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書，就得到了他的經驗，正所謂『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透過閱讀能開啟視野、累積前人的智慧。父母如果了解閱讀的神經機

制，更能協助孩子開發潛能，她特別提醒家長不要把分數看得太重，鼓勵孩子閱

讀，能激發孩子多元的興趣，自己找出學習的方法，更能快樂的學習。」 

    藉由閱讀，我們能了解多元文化的脈絡，將作者們的經驗、想法、分享內化

於自己，使自己能累積智慧、開拓視野。 

 

閱讀五心得 06/01 

    本章節在描述主流中心課程，一開始就破題提出了主流中心課程的優劣，這

種課程不僅無意間增強了主流學生錯誤的優越感，也使學生們更無法了解「多元

文化」這個當今極為重視的重要議題。 

    Banks 對多元文化課程內容統整的四種取向，分別為貢獻取向、附加取向、

轉化取向及社會行動取向。這四種統整少數民族文化內容於課程中的取向，我覺

得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想要把少數民族文化融於課程裡，不能只採用其中一種

取向方式，四種取向皆有其優缺點，應該循序漸進把少數民族文化帶入相關專業

課程，加上本章節為後一部份提出的十四項指導原則，可以使多元文化這個議題

更有價值。 

    「任何一個獲得榮譽的學生，背後都有一雙老師或父母的手在推動」，不管

在教導哪個內容，老師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變項，老師都必須對課題有經驗或深

入的認識，才能將課題觀點統整於課程之中。 



閱讀六心得 06/08 

    在此文章劉美惠老師列舉出了五個多元文化教育的取向：第一、針對特殊及

異文化的教學；第二、人際關係；第三、單一群體研究；第四、多元文化教育；

第五、多元文化與社會重現。在這五點中，現今社會最著重的為第四點，也是本

課程之主旨─多元文化教育。 

    台灣不斷地面臨多元文化的衝擊，除了原有的文化多樣性、同性戀、新台灣

之子等議題，不斷地考驗基層教師的智慧，也不斷地產生困惑與質疑。近幾年來

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蓬勃發展，每個老師都滿腹的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論述，這幾

年的教育發展的確有實質上的貢獻，包括理論發展、政策分析、教科書設計、課

程設計、教學策略等方面。 

    在不同的族群、語言、社會階級、性別、特殊性、性取向等，以及因差異而

產生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能反映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關懷面向，要使大家皆能

尊重且包容多元文化，是老師的重要課題。 

 

閱讀七心得 06/15 

回到平等：營造一個多音交響的環境 

    在上多元文化課程之前，我對於異文化雖然沒有如應應老師那般的忍受態度，

但面對異文化突來的到訪我也只覺得：噢~跟我不一樣！不會有排斥但也沒有認

同。 

    改變的起點：從閱讀與旅行中形成另一種對異文化的察覺。文章中的應應老

師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本書改變了他對異文化的心態，而我閱讀了這篇教

育研究月刊以及上了多元文化課程，讓我最於異文化多了認同及尊重。我體悟到

每個文化都是一個族群長時間的生活過程，尤其在文化大熔爐的時代，大家都一

樣，那些相對少數民族的非主流文化(異文化)，更值得我們去認同、保存。 

    我很認同文章中的一段話：將學生的文化當成學校知識的重要資產，自然融

入學校知識，讓學校知識變成異文化可以展演的，相互生成的場域。例如：龍井

區四箴國中，大家都知道此所學校有很多新住民及原住民學生，甚至有原住民合

唱團，讓學校文化更加豐富。 

    面對異文化，每個老師要將多元文化議題融入於專業科目中，文章中提到老

師必須是「文化研究者」，也應為「差異發掘者」，多元文化不只是學生從老師

課堂上、生活上的學習，老師也能從每個獨一無二的學生身上學到異文化。 

 

wiki 討論文化的學習 

第三組文化學習 

1.什麼是文化?   

http://moodle.thu.edu.tw/mod/assign/view.php?id=14416


我們這組認為文化即是生活，我們從出生到死亡都與文化息息相關。文化受家庭

和教育與社會層層影響著，家族的宗教信仰，從小被教育的方式，個人受文化影

響慢慢形成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也可以受文化傳播而改變，文化可以輸入和

輸出如現在各種異國料理與貨物等物質傳入，也有可能是精神層面如風俗習慣，

萬聖節與聖誕節的慶祝。 

 

2. 什麼是多元文化？  

在生活中在多元文化的教與學這本書中，作者給了「多元文化主義」這個術語一

個廣泛的解釋：「它包括種族、社會階級、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文化、語言、

性別、性傾向、殘障以及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對我來說，多元文化字面上可

以解釋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很真實的存在於個體與個體、群體

與群體之中。很多時候，這樣的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差異造成了很多誤解、衝突與

不公平，這也是為什麼學習和尊重多元文化是如此重要。我還記得以前的歷史課

本上用過「百花齊放」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多元文化，我很喜歡這種說法，它讓我

相信文化與文化之間可以和平共存，也讓我相信世界應當因文化的多元而變得更

美好。 

 

3.文化的差異性及不平等、特權？ 

「所有的孩子都生長在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我們教導他們平等的意義，但是他

們每天所看到的與經驗到的都是不平等。」文化的差異在於所有人皆有屬於自己

的成長背景、生活環境及價值觀。然而，這樣的差異卻間接的形成不平等與特權。

當我擔任課輔志工時，面對的是一個個習慣以拳頭、落狠話交談的學生，即使他

們在我們眼中仍然善良可愛，但在進入學校、社會等體系後，又怎能確定其他人

也會這般接納他們。反觀，當我擔任家教時，我面對的是一個個接受完整社會化

的學生，他們擅長與師長聊天、進退得宜又有禮貌，在這樣龐大的文化落差下，

進入社會體系後，又怎能不產生差異。因此，我認為尊重多元文化不能僅是口說

無憑，要真正的與不同文化的人群相處後，發自內心接納並理解，但我仍舊認為，

這個社會唯一的公平就是它永遠不公平。 

 

4.在多元文化的學習上，什麼樣的經驗最寶貴？ 

我覺得在文化的學習上最寶貴的經驗就是自己能夠去親身體驗、去享受、去了解

發現，因為許多事情在我們還沒有親自去體會前我們都只是推測判斷，或是聽別

人所說的去了解，而自己親自去體會是感受更為深且解真實的，所以我認為親自

去體驗的經驗是在學習多元文化中最寶貴的。另外是要去學會尊重不同文化間的

差異，意識到從前未發現到有關多元文化的議題，並在以做為未來教師角色的角

度來思考教學中應考量到的多元文化核心價值─尊重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