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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多元文化教育之現況探討

賴秀智

有益重於多元文化是社會發展的趨勢，而教育與社會改革常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本文精由探討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和目標，反省社

會上種種隱含的歧視與不'Ä平現象。針1t多元文化所起涵的各個層

面，依所蒐 1直到的文獻資料作以下分析:種族教育方面，由多數族

群文化為中心的課程結構，到肯定少數族群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宗

教教育方面，由以往禁止、冷漠的消拯態度，到開放、關注的積極

政策;兩性教育方面，梭討傳統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到重視兩性

平樣的教育;鄉土(母語)教育，課程內容和教學語言由「中國:意

識」、國語文教學到關懷本土歷史文化與母語保存;特殊教育方

面，由特殊學校或特殊班級的隔離政策至'J 回歸主流，使特殊學生融

入登體教育環境當中。最後歸結:多元文化教育乃是協助兒童擴展

知覺和關懷的領域，感受不同的生活型態和文化表達方式，學習尊

重、接納和欣賞每種人、事、物的美好。

關鍵字:多元文化、宗教教育、特殊性、種族



主題文章

壹、前言

台灣的社會型態，已逐漸進入開放的社會，開放社會裡所強調的就是

「多元化多元化」的意涵包括政治多元、經濟多元、資訊多元、語言

多元和族群多元等等，而多元社會所提供的，除了民主、自由以外，一個更

基本的原則就是「平等基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精神，才能保障多元社會的

品質與創新，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才有依據。

以下就多元文化教育所蘊含的意念及其所各達成的目標做一簡略的探

討，再進入本文的主題，以多元文化教育的各層面:種族、宗教、性別、鄉

土和特殊性等，一一對所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及檢討，提供推行多元文化

教育一條思考的途徑。

貳、多元文化教育的意涵與目標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意涵

台灣實施民主政治以來，已使社會呈現多元化的風貌，尤其是原住民族

群及文化認同的覺醒、婦女團體爭取權利的訴求，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重

視各地方的鄉土文化等等，使得社會在不斷變遷的動態中，為了滿足不同團

體複雜的社會需求，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制度也在隨時因應與改變，形成多元

的型態;再加上電子媒體和電腦網路資訊傳播發達、迅速，使原來不相容的

訊息，可同時接收，及表達不同的看法，加速多元化的腳步;而且在民主自

由的政體之下，賦予每個人追求平等的權利，因此多元化的社會乃時勢所趨

(林清江，民的)

面對多元化社會，如何教育未來社會的公民，應有一套適用的教育方針

來主導，首先我們應先了解教育的目的在那裡，依據尹建中(民 82 )的說

法，他認為教育的基本定向在於:(1)回顧傳統文化的發展 (2) 審視現今世界之

環境 (3) 展望未來世界之變遷。那麼很據上述的教育運念我們可以了解:教育

概是文化的產物，而文化又是社會組織結構最被本的基礎。因此，文化的價

值必須受到肯定，我們不僅要教導兒童熟悉自己的文化，對於其他(異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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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多元文化教育之現況探討

異國)文化也應有所了解和尊重，才能使文化呈現豐富的內涵和創新的動

力。且隨著交通和資訊傳播發達，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時空距離日漸縮

短世界」已不是遙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個親切熟悉的「社區對於未

來公民的教育 ，不但要培養其學沛的鄉土(國族)感情，還要提升其視野，

達到更廣闊的世界領域，以促進人類生活的和諧。

所以，多元社會裡的教育應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及其所屬的文化，並能

在自己文化的界域中得到釋放和自由，因為民主社會裡的教育，就是在協助

學生獲取知識、態度和技能，以便於他們能因應未來分歧紛擾的世界，進而

創造更公平正義的社會。當然，多元文化教育不僅是一個概念而己，而是所

有學生不論其種語言、宗教、性別、社會階層、特殊性等，在學校中都應獲

得平等的學習機會。而且，多元文化教育也是一種改革運動，藉由學校或其

他教育機構的改革，使不同屬性的學生，都有相同的機會去體會學習上的成

功，其改革範團應包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和潛在課程等，是整體的學校

或教育環境的改變。最後還要說明的是，多元文化教育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

過程，飯然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是在消除各種型式的歧視，並提供均等的教

育機會，這在人類社會是很難充分實現的，所以，它是一個越續努力的過程

(黃政(棠，民 84 張樹倫，民84 ; Banks • 1994 )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每個人從一出生就披裹著文化的包袱，不管是屬於少數族群或多數族群

的兒童都一樣，他們從小就接受自己文化的價值觀並將之內化為自己的概念

和定見( Banks • 1994 )。但是，對於在主流文化社會裡的少數族群兒童而

言 ，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卻要在入學時被迫檢視並質疑自己的文化價值是否出

了問題。相較於生長在主流文化的多數族群兒童而言，他們很少有機會去質

疑或挑戰自己文化的假設和價值，因為學校或社會時常增強他們從小在家、

在社區所學到的文化概念。結果，容易形成他們沈溺在單向文化縷的假設和

價值，很難從文化的界域中跳脫出來，自然也不易從跨文化的參與和彼此互

動的關係中去體驗和獲益。面對未來快速變遷及多元的社會，這樣的發展是

危險的，如果每一個族群都固守自己的文化假設而鄙視其他族群的文化價

值，只會造成更多的紛擾和不幸，於是致力於多元文化教育的學者專家，紛

紛提出自己的觀點和做法 ，以預防上述不幸的情況發生 。

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中外學者專家頗多論述，茲整理各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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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棠，民 84 莊明貞，民82 )的資料以供參考。

(→國外部份

表一 國外學者專家對多元文化教育目標觀點之概覽

學者專家 目 標 內 "句

甘

Banks I 1.增進所有學生的學業成就，希望轉變整體學校環境，使更符合學

學生本身的文化、行為和學習模式。

2幫助所有學生，發展他們對不同族群產生稜慟句態度，並協助弱

勢族群學生，產生學習成功的自信心。

3.培養學生了解不同觀點的能力，以宏觀的角度，考量因不同族群

所造成的不同看法。

英國學慷員會 1 1 體自己要學生騙自己的文化閉和歐酬，體會有效

的溝通備巨，及具備成功學習所應有的基輔E力。

2.尊重他人:認識種族(族群)在文化風俗和價值信念等差異的事

實，培養學生接納人騙句共同，性及獨特性，秉持公平正謝句原則

，珍視愛護世界的異文化。

Ti甜t & Ti剖t I 1.增進學生的自尊，說識自己的文化背景，並建立自我的價值感。

2.增進學生對社會其他人自領戰軍和欣賞，並能深化對國人和世界人

類需求的閱價。

Cilllnick I 1.促進文化多樣性的特性與價值。

2.促進人權觀點和尊重個體之間的差異。

3.促進每個人都有不同生活抉擇歐鵬會 。

4.促進全人關社會公平與機會均等。

5 .促進不同族群關奮力分配師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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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圍內部17'r

表二 國內學者專家對多元文化教育目標點觀之概覽

學者專家 目 標 內
耐，

廿

朝精祥 1 1增進對自掰咱我文化的了解，及學習如何適應大環境。

(民82) 1 2.培養對其他文化的接納與尊重。

3.鼓勵個人自由的選擇他願勸日入的文ft群體，還嗶他車輛接受的

方式 、 價值觀含糊言仰。

沈六 1 1 提升不同文化的強歸口價值。

(民82) 1 2.促進人權、並尊重與自己不同的他人。

3 增進人樹生活的選擇。

4提f自士會正義與全民自嚇會均等。

5.促進不同群體權力分間慘句等。

詹棟樑 1 1.文化化:對社會生活的適應，n'r\是積極參與多元文化社餅句活動

(民82)

2.社會化:學習的士會中旦憊不同的情境，扮嵐直當的角色。

3 .文化{比賽場士會化互相作用後，產生的功能。

自以上三個主要觀點有衍封句目標:

1.幫助決寇思想與動作的方式。

z .幫助養成遠大的眼光。

3.幫助建立和諧與了關嘲念。

陳掙淑 1 1助學生了關士會中存在不同的族群。

(民82) 1 2.助學生了解其他人，學習欣賞不同種族與異國文化。

3.建立互相關懷，彼此扶持的關係 。

4 .助學生發展與不同人相處的技能。

5.因應未來國際仕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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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上述學者專家對多元文化教育目標的描述，可以了解多元文化教育

的目的，除了協助少數族群學生解除學校生活中因特殊族群、語言或文化特

徵所導致的歧視，更進一步幫助多數族群學生在自己文化的界域中獲得解放

及自由。最重要的則希望培養學生了解文化多樣性的特質和價值，尊重不同

族群或個體之間的差異，增進個人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選擇和行動能力 ， 堅持

民主社會應有公平正義的原則以促進權力分配和參與機會的均等，及重視所

有生存在地球上人類彼此交互關聯的命運。

參、多元文化教育之各層面

一、種族

台灣原住民雖然人數尚不足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二，不過各族的歷史背

景、語言型態、生活方式和禮儀風俗都不盡相同(王慶齡，民 81) ，光復後

原住民生活和人口雖有明顯改善和成長，但其總人數仍占全台灣人口很少的

比例，屬於是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因過去政治權力、經濟資源和社會文

化等結構性的不利影響，形成社會的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往往無法分享多數族群所擁有的利益，且常常遭受種族歧視的

對待，落居社會結構的下層。屬於少數種族學生由於語言、文化背景的差

異，在學校教育過程中，造成學習困難的因素比較多，諸如社經地位較低、

家庭文化貧乏、教養方式不佳等，使原住民學生普通學業成績低落、教育程

度偏低、自我觀念比較消極、園中報學率偏高等(譚光鼎，民的;賴秀智，

民的;賴玉粉，民 84 黃麗滿，民81 )。歷來許多學者嘗試以遺傳基因、文

化衝突、文化刺激不足、語言型態差異、社會階層等因素來解釋他們較低的

學習成就，但都嫌過於單向考量。有鑑於此，譚光鼎(民的)將其蒐集的資

料作一番統整，歸納影響原住民教育低成就的因素為:

1.文化斷層理論:少數民族兒童進入學校以後，學凡教學語言 、 教科書內

容、學校常規等都是陌生的型態，需要花更多時間去適應，學校文化與

族群文化形成斷層，造成學習的困擾和失敗。

2 結構不平等理論:因為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分配不公平，少數族群長期

處在f~社經階層，即使努力奮門也無法突破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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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缺乏成功認同的典範再加貧窮的經濟條件，很難向上流動，故而

形成緊緊相扣的惡性循環。

3 文化模式理論:少數族群獨特的文化模式，將影響其適應多數族群社會

的策略和認同態度，這種凝聚的意識可形成族群成員的教育價值觀。於

是發展出積極或消極的參照架構，尤以消極的參照架構最易和多數族群

社會的價值觀衝突和對抗，而成為低成就的邊緣人。

譚光鼎的論點與以往單一因素考量原住民的教育低成就的看法，顯得較

周詳，從這些研究結果，也促使許多教育工作者了解，原來原住民學童較低

學業成就的原因，很多時候是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差異。而有關原住民問題，

由早期人類學者的關注，到近年來執政當局和教育機構的重視，紛紛投入人

力和經費從事原住民教育的研究。民國八十一年，教育部教育委員會，出版

一系列山胞教育叢書，包含我國山胞教育方向與課程內容設計、改進山地與

平地學校教學效果的差距等等。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員會，

近日才盛大學行成立一週年紀念活動。而原住民教育法案，也在立法院積極

討論當中，為7檢討過去原住民教育的缺失，提升原住民族的教育品質，與

會的立委們均主張原住民教育主管機關應由原住民委員會擔任，一改過去由

漢民族主導的立場，更能保障原住民教育權利和歷史文化(國語日報，民8

6 )。以上種種措施，都是因應多元文化社會所做行政及和教育政策上的改

革，而真正要落實到原住民學童身上的改變，課程與教學是必要的過程。

國內課程內容和教學語言一向都以多數族群的文化為主，加深少數民族

學生學習上的障礙。近來國內各族群意識提高，過去的課程和教學內容，已

不符實際的需要，不少國內學者專家針對族群文化差異，在課程設計上有頗

多見解，其中黃政傑(民 84 )綜合中西文獻所提出的觀點頗為完備，簡介如

下:
1. 補救模式:課程設計以優勢族群的經驗、觀點和文化為主，對於學業表

現差的弱勢族群施以補救教學，改變學生被視為不足之處。

2 消除偏見模式:刪除或調整傳統課程內容的偏見和歧視，基本上並不改

變課程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3 人際關係模式:除了刪除課程內容的偏見，更進一步加入人際關係的內

容，藉以促進族群彼此之間的尊重和諧。

4. 非正式課程模式:常在正式課程之外，舉辦有關少數族群的英雄人物、

節慶風俗或傳統文物等，藉以彰顯各族群文化之特色及對巨型文化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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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族群研究縷式 7.融合模式

團一 多元文化課程的設計途徑(黃政f績，民徊. p. ll3 ) 

(資料來源:黃政{祟，民 84 ， P.1l3 ) 

5 . 正式課程附加模式 : 不改變主流課程的基本結構、目的和特質，而將族

群相關內容分散到正式課程的科目中，但仍清楚其中的分野。

6. 族群研究模式:不改變主流課程的基本結德、目的和特質 ，而是另闖一

門族群研究的課，探討特定族群的歷史文化的沿革與興衰。

民融合模式:族群內容全完融入正式課程中，各科目教學單元中即含有關

各個族群政經、科技或歷史文化的介紹。

8 統整模式:以社會事件或歷史事件為核心，探討各族群對該事件的觀

點、經驗和感受做為課程內容。

9. 社會行動模式:也是以歷史或社會事件為焦點，統合各族群的觀點、經

驗或感受，但進一步由學生對此一事件作成相關決定、付諸行動，進行

社會改革 。

10. 整體改革模式:試著從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三方面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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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制度、課程結構到整個學校系統，實施多元文化的教育，學會對

自我的肯定和異己的接納，協助每個學生都能成功的學習。

從上途中，可以發現整個課程與教學內容，已逐漸從獨尊漢族，意識到

尚有其他其族群的存在，由過去消極的漠視到現在積極的尊重 。 課程設計模

式的發展過程，頗能說明少數族群己漸漸擺脫附屬性的地位進入主流課程，

成為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討論的核心，同時也能辦棄唯我中心的觀點，廣泛吸

取各族群的文化經驗，以豐富自己思想內涵。更有助於學生對同一歷史事件

能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來思考，體會因不同族群所產生差異性的觀點。無形

中，開闊了學生的視野和胸襟，也培養尊重差異的態度 。

二、宗教

宗教自由與尊重不同的信仰，一樣是多元化社會的特徽，而宗教教育在

國內一直未受行政當局和教育機關的重視的原因，綜合學者專家的看法(傅

佩榮，民的;黃隆民，民83) ，歸納為下列幾點:

1.宗教不是教育理論也不是科學

這個原因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當時的知識份子受西洋科學文明洗

禮，基於科學救國的理想，抨擊中圓積弱不接的原因，是無法拋擲傳統

制度和信仰的包袱所致，先後引發多次宗教問題的論戰，認為中國沒有

宗教存在的必要，視科學為萬能，宗教受忽視，甚至視為迷信，相信科

學足以處理生活與行為的一切問題，並在全國教育聯合會中通過:教育

與宗教分離，各級學校內概不得傳佈宗教. • .。

2 宗教進入學校會引起各派宗教闊的紛爭。

因為各個宗教對生死、痛苦、命運、報應及神明的性格解釋不同 ，

教徒所應遵守的戒律差異甚大，再加上繁複眾多的宗教儀式及迴異的宗

教學理觀念，易引發學校行政、教師或學生之間因宗教信仰不同，所產

生傳道、授業和解惑上糾種不清的困擾，所以不顧在學校課程列入宗教

教學，因而圈內部分教會學校將宗教課程列為選修，宗教儀式自由參

加宗教教育」也改為「完人教育」或「全人教育」

3. 執政當局的防治措施

過去統治者取締宗教結社的理由，實際是防治宗教所凝聚的社群會

造成統治者地位的動搖，同時也憂於宗教易引發圖謀不軌之人，意圖詐

財騙色;另一方面是中國自古秉眾傳統儒家思想，講求現世的生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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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與強調個人救贖及追求來生的宗教教義不合。於是對於宗教政策的

態度 ， 乃採取以維持政權穩定和社會秩序為主的做法，在法規和行政措

施上，則先是積極的管制取締，後又消極的冷漠忽視。

4. 憲法上的規定

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變成個人的私事，很難納入

教育設計中，如果教導某教義會剝奪學生自由選擇宗教思想的權利。

基於上述的因素，宗教教育始終難列入學校正式的課程與教學裡頭。

但是，當社會型態日趨多元化時，昔日的宗教政策已不符時代所需，近

來國內連續爆發宗教團體假宗教之名，行詐財騙色之賞，從宋七力、妙天禪

師、中台禪寺集體聲IJ 度事件，到最近的「上帝救贖教會」相信在世界末日

峙，上帝將派飛碟接 r i真道」教徒升天的熱門話題，除了反映出現代社會人

心的空虛與物欲橫流的病態之外，也凸顯過去宗教教育不足的結果。

其實宗教原來的目的，無非是在助人7解各種宗教的教義與風俗，激勵

學生發展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並希望藉此孕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宗教情

練，不是勸人信仰或強迫皈依任何一種教派(傅佩榮，民的;姜得勝，民 8

6 )。因此宗教教育應發揮宗教正面的功能:諸如滿足個人需求，提供人類情

感的依託與慰藉;確立社會價值規範，維持社會秩序，凝聚群力，促進團

結;提升文化生活層次，減輕人們對現世生活不滿，以建立超脫的世界觀

(陳忠本，民的)

因為宗教影響人心之深，及近幾年來民間宗教蓬勃發展，政府當局也開

始對宗教教育有所關心，在宗教教育實施上將其分為行政和教學上來看:

t刊)行政土:

1 . 將管理宗教事務的行政機關從內政部民政司的宗教輔導科，提昇為宗教

司。

2. 修訂私立學校法，規定私立大學得設宗教學院、宗教學系及宗教研究

所，但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任何宗教儀式。

3. 教育部在國立空中大學開設「宗教與人生」的課程，召集專家研討社會

(成人)宗教教育的事宜，並准許私立大學成立宗教系所。

4. 民國80年時，教育部成立宗教教育研究小組，開始對宗教育加以討論與

研究。

5 民國 82年，教育部委任學術機構，分別調查目前社會各界對宗教教育的

意見與看法，及研究比較外國的宗教教育措施，作為我國制定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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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參考。

6 對於以宗教為主的學術研究機構，只要提出合法的計畫，教育部均予以

支持。

7 將來可配合高中課程的學分化，提供宗教知識方面的學分供學生選修。

上述得知，宗教已由輔導民間社團的性質納入正式的行政體係來管理 ，

逐漸重視宗教教育的功能和事實，願意主動調查目前社會各界對宗教教育的

意見，及研究比較各國宗教教育實施的情況，以作為今後制定宗教教育政策

的參考。

匕j教學上:

雖然行政當局有意將宗教納入正式課程，但因為宗教的主觀性較強，如

何納入?課程及師資如何安排?都將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很據傳佩榮(民

86 )歸納目前兩派的看法:其中一派認為，中小學階段安排「宗教與倫理」

課程，上課時間排在下午或週末 。 有固定信仰者，由合格傳道者授教;無固

定信仰者，則上倫理諜。另一派的觀點則是，不論學生有無信仰，學校均施

予「普遍地」宗教基本知識。然而這兩派的意見，都必須考慮師資和教材的

問題，就師資而言:課程的內容易受教師的立場所影響，尤其是宗教信仰，

見仁見智各有理念;就教材而言:如果只談抽象觀念，內容則流於空泛，若

I步及具體事項，因各宗教的好惡不 I車，易引起各種爭護。

可見宗教教育在教學上的問題真是經緯萬端，正是人類多變的心靈反映

在信仰上。因此怎樣設計一套適切可行的宗教課程，教材的選散，教學活動

和時悶的安排，及師資來源等等，都考驗當局者的智慧。

不過，很慶幸的是，宗教教育的種子已然萌芽，雖然還有諸多的困難有

待克服，但畢竟開始了。比起過去，視宗教為迷信非科學，不足以處理生活

的一切;或以嚴格控制的方式，以禁止民間結社從事宗教活動;或採取忽視

冷漠，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看待民間宗教團體，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已經

不是最大的障礙了。

三、性別

隨著時代不斷變遷，傳統兩性關係也囡政治生態、經濟制度、社會組

織、教育普及的情況下，逐漸產生改變，兩性平權的主張呼聲日高。國外的

做法，早在 1972 年，美國為消除兩性教育的不平等，修正教育法條例第九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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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規定聯邦不得補助任何有性別別歧視的教育法案;並通過女性教育平等

法，在學校課程、教材、評量等，大大改善性別歧視的問題。但反觀國內的

課程和教學仍時常充滿了性別的偏見(單文經，民82) ，這些性別偏見包含

了:

l 語文方面的偏見:以男性名詞或代名詞指稱所有人。

2. 刻板印象 :將男性描寫為勇敢、主動、獨立;女性描寫腦小、被動、依

賴等，以傳統性別印象僵化區分男女的角色和工作。

3. 略去不提:教科書內文、插圖省略女性或女性出現率太低。

4 不平衡:一些歷史教科書，花在介紹女性服飾長度的篇蝠，多於女性自

主權。

5. 不實在 :未能適當反映現實，大都以核心家庭作為家庭代表，忽略軍親

家庭或混居家庭。

6 支離破碎:介紹女性的資訊潔革帶過，忽視女性對社會的貢獻，或對女

性的介紹零碎而不完整。

此外，尚有其他圍內學者專家以社會科教科書如國語、社會、生活與倫

理或其他科目等，發現在兩性教育理念上，普遍存在上述各類偏見及刻扳化

的意識型態，諸如家庭以核心家庭為主，忽視日益增加的單親家庭、隔代扶

養等事實;男尊女卑、男主內外的刻板印象;女性地位附屬在男性之後，或

以單一觀點來解釋兩性關係等等，茲將彙研究結果表列如表三所示:

綜合表三的觀點，得知國內的課程和教學，確實存有兩性關係不平等的

現象，這些現象包含:

I 女性是依附者:在農業社會，以人力為主要生產力峙，女性的生存必須

依於家族，雖然也從事生產，但沒有經濟自主權，所謂從父、從夫、從

子，完全是男性的附屬物。雖然現在家庭經濟結溝改變了，女性一樣外

出賺錢養家，但是傳統賦予女性刻扳印象並末消除。

2. 女性是陰柔的:有關重要職務，如學校校長、公司主管、民意代表或地

方首長，受刻紋印象的影響，以為男性比較果斷堅強，應擔任領導性職

務，而秘書、保姆等較細碎的工作則適合女性從事。

3. 女性是家庭的:如果職業婦女無法兼顧事業和家庭時，社會標準則要求

女性返回家庭，因為相夫教子才是女性的正業，有些企業機構甚至拒僱

已婚婦女，↑自家庭影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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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國內學者專家對兩性教育為述之概覽

姓名 年代 門 4甘, 

歐用生 民74 國小社會科課本甚少提及女性，忽視女性的貢獻，視女性

為社會或歷史上的配角，對男女角色具有嚴重的刻板化印

象。

李元貞 民77 國中小教科書傳遞男尊女卑的思想，男女性出現次數和頻

至終不成比例，男女角色在公共生活及家庭生活被刻板化的

區分，經常省略女性對于士會的貢獻。

黃政傑 民77 小學生活與倫理課本 ，男性角色複雜且多變化，而描述女

性的範圍卻很狹隘。

李元貞 民82 比較民77年和81年國立編繹館出版的國語、社會和生倫謀

本，兩性的基本觀點未改變，仍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兩

性分工，但在男女出現的次數及行為上有男女平衡的考量

。

林笑和 民84 教育部統計目前大專院校師生男女比例，反應出教師資格

層級越高，女性所仿比例越少，且反映出不鼓勵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的象現，而女性教授的缺乏，也造成大學女學生

較缺少模仿角色。

謝小苓 民84 台灣嚴重的父權領製，限制了女性的發展，由失衡的教育

推動政策，不利女性就業，而學校教育過程又普遍存在性

別偏見，更有校園性侵害等安全問題 。

謝臥龍、 民的 調查諮商員在諮商過程中對女性案主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莊勝發、 結果顯示學校輔導者對女性案主的刻板印象是:問題瑣碎

駱黨文 、情緒化、需男性肯定、較依賴、忽略追求平等的能力、

性關係態度較嚴鐘、有孩子會比較充實美滿. • .等守 。

此研究發現(1 )絕大多數學校輔導老師對女性案主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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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表

別角色刻板印象 (2)學校輔導人員會因其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與任教校別等個人背景因素，對女性案主的性別角

色印象也會有所差異。

主行 民的 揭開男性在傳統結構中也有脆弱的一函，如:失去對家庭

的參與機會、與子女距離疏離、成為家庭中被照顧的依賴

人口;也是父權意識型態下的犧牲品，諸如:性別特質大

於個人特質、被賦予不適合自己的生涯期待、成為母親情

緒的配偶、和沒有機會脫離父母家庭系統，形成精神上的

未斷奶。

張 E 民的 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對親職關係的影響，會造成父母親角

色的迷失，認為女人: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小孩、無法生育

是女人的缺陷、家庭主婦的自卑等;男人:應在外賺錢養

家、父親不知如何與子女互動、家庭暴力來源等。

莊明貞、 民的 根據民82年公佈新國小課程標準，及的學年度通過審查的

林碧雲 新版社會科課本，就兩性平等觀點加以探討。結果發現新

版教科用書仍存有性別偏見(男多女少) .家庭權力分配

結槽，仍有性別刻板印象，職業分工方面，仍有傳統兩性

刻扳化印象。

朱錦生 民的 以一名國小教師對學校行政安排、教室教學的觀察與訪談

， 反省兩位平權的問題。發現男性大多被安排高年級導師

、組長或訓導職務、教師會成員、總導言要、競賽時擔任裁

判 。班級經營觀念上則認為男生不守規矩，女生乖巧;實

驗解剖時，要男生操刀女生記錄;男生在數學或自然學科

應考的比女生好;體育科選擇也以為男生應選籃球、躲避

球，而女生則適合羽毛球。

教育研究 民的 舉辦兩性教育反省研討會，與會人士包含多位學者，閩中

雙月刊學 小行政人員、教師及醫學院，心理教授等，討論兩性教育的

辦(黃政 文化因素，在制度上如何化解刻板化性別印象，兩性平等

傑主持) 教育觀念如何通入朝4書中，教師如何透過自我性別經驗

的省思，也助兒童發展兩性互相尊重的態度、認知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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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教育的課題，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及自主性增加，使得有機會反

省經年累月積壓在社會結構和制度深層的問題得以見天日，自古以來男女不

均等的現象一一受檢視，才發現不只是家庭、學校、課本，甚至整個社會制

度都承襲並運作著這種觀點。幸而，透過學者專家的討論闡述，婦運團體的

呼籲奔走，方意識到男女存在著不均勢的對待關係。於是，在民國 84 年，頒

布「兩性教育工作實施計盒民國 85 年，行政院成立「兩性教育平等委員

會」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教育單位亦積極規I1J校園兩性教育教

學，在新課程標準中規定 ， 每學期應教授四小時的兩性教育課程 。

四、鄉士與母語教學

母語實屬於鄉土文化的一部分，在目前各地方際市政府積極推行鄉土教

學當中，母語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將母語與鄉土教學合併說明。

過去台灣一貫中央集構及「中國」為本位的教育體制下，教科書長久以來缺

乏台灣本土風俗文物的介紹，及推行「國語文」政策'.學童生長在這件土

地卻不了解這片土地，而教室裡用以吸取新知識的用語，也非日常生活所使

用的母語，形成傳統文化傳承與儲存的困難(謝高橋 ， 民的)

為 7使下一代對自己生長的環境有所7解，及培養對生存共同體的認

同，在各界強烈的要求下，教育部積極的著手辦理鄉土教育課程事宜，諸如(1)

成立鄉土和地理兩個輔助教材研究小組，突破課程標準限制，擬訂中小學教

材大綱，編輯鄉土及地理教材; (2) 加強中小學生對本土地理、民俗、宗教、

建築文物的認識; (3) 為保存族群文化，展開母語教學; (4) 規I1J製作國民中小

學鄉土輔助教材等。又在民國 82 年 9 月公佈，擬定在民國 85 年 8 月實施國民小

學新課程標準，在新訂的課程自標裡顯示對鄉土教育的重視，並決定在民國

87 年實施:國小三到六年級學章，每週一節課從事鄉土文化活動。有關鄉土

教學活動的總目標內容包含:(1)認識鄉土史地、自然、語言和藝術 (2) 培養鄉

土活動的興趣和欣賞能力，激發愛鄉土的情操 (3) 培養解決鄉土問題的能力 (4)

增進對各族群文化的認識與尊重，開闊胸襟和視野。

有鍍於此，各縣市政府相當重視這項鄉土教學活動且積極規劑，目前已

出版鄉土文化刊物之縣市有:基隆市、台北市 、 台北縣、新竹市、苗栗縣 、

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

雄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彭湖縣等十八個縣市。其他縣市也積極介

紹當地的文物風俗，並將地方特色納入學校相關課程與教材當中，使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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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生長的鄉土。而這些鄉土活動琳那滿目地含蓋了(黃政(棠，民84)

(l)歷史:指歷史源流、地名探源、古饋、鄉賢人物、教育發展等 。 (2) 地理:

指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物產與資源、交通建設、住民分佈等 。 (3) 自然:指

風景、特種作物、動物飼養等 。 (4) 藝術:指民俗、廟會活動、藝文活動等。

關於母語教學方面，因為語言是傳承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尤其是兒童

所獲得的第一語言(母語) ，通常具有強烈的社會心理功能，能幫助他在生

活脈絡裡建立意義及自我概念(劉蔚之，民82) ，因此，兒童的學習應與母

語相結合，才不致於背離自己的生活經驗，重視鄉土文化教學，應重視或擅

用母語。過去，台灣在解嚴之前，厲行國語文政策，嚴禁使用方言授課或傳

教，可由民國 73 年教育部函內政部的文件中7解當時語文教育偏重在官方的

「國語不重視地方「母語 J 教學的盛況(張佳琳 ， 民 82 黃宣範 ' 民 B

2 )。此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 76 年解除戒嚴之後，也於觀念和立場開始轉變，

「統一」不能再滿足社會多元化的要求，於是在民國 79 年，國小課程總綱修

訂小組才表示 r;在國民教育階段，應以建立國民共同之文化與語言基礎為

首耍，國小教師應使用國語教學，若有興趣各地方言之學生，可利用課外時

間學習」

不過，這時期並末將方言(母語)列入正式課程，這對於母語非國語的

族群而言，常造成其學習轉換的困擾，尤其是文化和i英文化差異較大的原住

民學童，國語文教學常是他們學習成績低落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因某些因素

遠離家鄉投入都市的原住民人口日漸增加，使得原住民對母語熟悉程度隨年

齡降低，而母語的流失，以遠離母語環境者(此指都市原住民)最為嚴重

(陳瑞芸，民 79 )。母語的流失相對的就是文化的流失，如果要積極推展具

有特色的鄉土文化，母語教學賣不能偏廢。

所以在民國 81 年，教育部訂定通過「發展與改進山胞教育五年計畫」

中，提到在推行國語之餘，不影響各族母語之發展，今後宜提供符

合各族特殊文化經驗之補充教材，並適度採行母語輔助教學，以延續各民族

之文化遺產，並進而發揚光大」。民國 82 年，因應尊重少數民族語言的要

求，教育部政策上同意開放母語及鄉土文化教學，著手推行母語教學工作，

包含修訂課程標準、整理母語 、 培育師資及應地方政府、學校 、 家長、學生

之需要，得開設相關課程。另外，在師資的培訓上，教育部函十二所師範院

校開設原住民語文相關課程，規劃教材 、 培養語文師資等(張佳琳，民82 ) 

如此才能為鄉土文化與母語教學奠定長遠的基礎 。

與其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相比較之下，國內鄉土文化課程與教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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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快速蓬勃，除了民主政治的推波助瀾以外，教學材料容易蒐集和取得也

是原因之一。從宣揚一統的「大中國」概念，到重視 r -地方特色」的表現，

是多元文化社會珍貴的果賞。

五、特殊性

特殊教育也是多元文化教育重要的內涵之一，有關於特殊教育的本質及

目的究竟為何?及國內特殊教育發展的情形，本小節就手邊所有的文獻作簡

略的探討:

H特殊教育的本質及目的

特殊教育的本質在於尊重生命、保障權利，教育的歷程，就是讓個人潛

能盡情發揮，不能因個人先天條件的限制或身體的殘障，被剝奪應有的教育

機會與權利。而特殊教育所服務的對象，不只是殘障或資優兒童而己，而是

更廣泛含蓋所有的學童(施耀昇，民 83) ，只要孩童在學習過程中，有特殊

的問題或困難時，教育行當局就有義務責任作適當的安排，解決孩子學習上

的困難，讓孩子的學習不受影響甚至中斷。所以看待特殊教育服務的對象

時，應以更寬廣的觀點來解釋，才能落實特殊教育就是教育權利的最佳保

障，也是對生命的尊重與珍惜。

ω特殊教育的發展

十八世紀以前，大眾對殘障的認知有限，對於殘障兒童不是棄置忽略就

是虐待漠視，甚至社會一般人對殘障兒童視之為魔鬼的附身或遭到神明的懲

罰，對殘障者頂多是照顧收容與接納，談不上教育及訓練。一直到十八世紀

後案，美、法革命所揭樂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才開始有系統地對殘障

者做有系統的教學，其安置方式也以收容機構為主及住宿性的特殊學校。到

十九世紀晚敗至廿世紀早期，一般人認為犯罪行為和心智薄弱有闕，又恐智

障會遺傳形成社會負擔，遂逐漸採取隔離措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醫

學界及心理學界的研究，對「異常人」有深入探討，才慢慢解除對殘障者的

恐懼心理，後來陸續有各種特殊教育法案頒布及修訂。而美國在 1975 年，公佈

94-142號公法(莊明貞，民82) ，法中規定學生必須在限制最少的環境下接受

教育，對每一位特殊的兒童都應該有一套「個別教育計畫同時必須做到

評量程序公正，且不因學生身心發展情況特殊而遭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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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特殊教育發展記事表

時間(民國) 重 要 記 事

5 1 年 試辦智能不足兒童實驗班。

5 2 年 在台北市辦理「優秀兒童實驗」。

5 7 年 省教育廳設立省立彰化仁愛實驗學校，授予肢體殘障者九年國
民教育。

5 8 年 省教育廳訂定「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實驗計畫 J '著手培育師資

與設班事宜。

5 9 年 台北市依教育局擬定之「台北市國民中學益智實驗班實驗計畫

」分別在四所圈中開設益智班。

6 0 年 教育部委託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輔導台北市大安、金華園中，

從事三年「才賦優異學生教育實驗」。同年省教育廳指定台中

師專附小辦理「才賦優異兒童課程實驗」。

6 3 年 教育部訂定「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兒童教育研究實驗計畫」開始

大規模且正式的，為期六年的實驗。

6 5 年 進行台灣地區第一次6 - 1 2歲，及。 15歲特殊兒童普查。

6 8 年 將上述民國 6 0 年實施的計畫修正為「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兒童

教育研究第二階段實驗計畫 J '為期三年。

7 1 年 繼續進行為期六年的「第三段階」實驗計畫，主要對象是一般
能力優異的學生。其他特殊才能優異的教育實驗，教育部亦訂

有「國民中小學美術教育實驗班實施計畫」、「國民中小學舞
蹈教育實驗班實施計畫」等。

7 3 年 頒布「特殊教育法 J '正式擁有推動特殊教育的法源依據。隨

後相繼頒發各種相關施行細則、辦法 實施要點及注意事項等

，具體落實「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精神。

8 1 年 進行台灣地區第二次6 - 12歲 ，及6- 1 5.歲特殊兒童普查。

8 2 年 教育部研訂「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五年計畫 J (82年到86年)
'以因應特殊教育發展之世界潮流及配合國家建設六年發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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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圍內特殊教育的發展，從王文科、謝建全、陳訓祥(民的)的研究

中可以了解，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同時兼顧資賦優異教育和身心障礙教

育。以下將其發展的過程略作介紹:

台灣地區特殊教育的發展，較多以實驗性質方式來推廣，較易進行，如

要在整體大環境下推行，所面對的問題將更複雜也更艱難，但這也是教育改

革最終目標。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在了解人與人之間的差異4隘，而多元化

的特殊教育措施就是為資賦優異、才能特殊、文化不利或殘障學生從事的特

別教學，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接受公平的教育。

特殊教育所做的種種的努力，最後仍要納入整體社會，就如那些上特殊

班級或特殊學校的學童一樣，放學之後還是要回到一般家庭，回到正常的體

系當中。以下則是討論特殊教育回歸主流:

已〉特殊教育回歸主流

為了彰顯人類的基本權利不圍於賢愚良勢，因此鼓勵特殊學生回歸主

流。在「最少限制的環境」的原則下，讓他們回歸普通班級得到「因材施

教」的妥當安置，再視其特殊需要，進行個別化的適性教學，避免被標記為

特殊的一群。有關特殊教育學生回歸主流的好處有(陳政見，民81 ) 

對普通學生而言:和障礙學生接觸之後，能了解一般人和障礙者的差異

在那裡'增進他們對人類弱點的7解與接受 ， 不僅懂得接受自已也能接納別

人，進一步了解社會現實的一面。

對殘障學生而言:提供殘障學生和非障礙學生一起學習的機會，能參與

正常的活動，避免被排除而生活在狹隘的世界裡，對適應社會的情感發展也

比較成熟。

對教師而言:對從事兩類不同製態教學的老師，可透過交流，分享各種

教學經驗和心得，並彼此砌種教學技巧，精進教育專業能力。

對學校行政而言:可避免隔離的困擾，使行政運作具有一元化的功能。

對家長而言 : 非障礙學生的家長，可藉此機會了解障礙者與建全者之間

的差異，體認人類的本質，進而發揮人性的胸懷;障礙學生的家長也能免除

被標記的心理困擾。

綜合上述，使我們了解，特殊教育回歸主流，可以讓學生透過觀察模仿

過程，學習適宜的社會行為，瞭解彼此的長處和限制，進而懂得珍惜自己尊

重別人。

過去，身心障礙者被視為妖魔，或是神怪附身，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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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安置照顧己深感萬宰，↑皇論教育。但隨著醫學、心理學的發展，對這些被

視為「異常人」的身心障礙者，才有多一點兒的了解和接納，而如令發展到

基於「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給予更多的教育支援來協助他們發揮生命的潛

能，幫助他們獲得參與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態度和技能，有能力選擇自己的

生活方式並能採取行動達到目標。

肆、結 去豆

，。

未來世界已愈趨於開放及多元化，因應這樣的潮流，必須培養未來公民

擁有關闊的胸襟和視野，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主要就是幫助學生獲得知

識、態度與技能，以便有能力去參與未來社會，及改造社會。回顧國內實施

多元文化教育的種種努力，在種族教育方面，已由忽視其他民族歷史文化唯

漢族中心導向，將為重視其他少數民族命脈存績的問題;在宗教教育方面，

除7提高主管行政層級之外，亦能主動研究宗教教育政策，並計量~J列入學校

課程;在兩性教育方面，檢討過去課程、教學及教材中所傳達的傳統性別刻

板印象 ， 藉由學者專家研究調查結果所提的建議，己做了相當的修改;在鄉

土母語教育方面，追求地方特色，鼓勵母語文化傳承，幾乎是每個地方教育

機關所重視的事，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獲得不少肯定與支持;在特殊教育

方面，過去採取隔離的措施已逐漸由回歸主流的理念所取代，而政府大力輔

助特殊師資的培育，擴增特教續費，可見其重視之程度。上述努力的成果，

顯示我們已朝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邁進。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如何長遠

的落，實在社會、在每一個人行為當中?誠如美國著名多元文化教育學者 Banks

所說的，還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實施多元文化教育，應具備有利的教育

情境 ，除了學校、教育機關的改變之外，還應包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

潛在課程，甚至是整體環境的改造和經營;還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必須

成為每一個人內化於心的概念，不分其種族、性別、宗教、社會階層或特殊

性等 ， 讓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立足點，給予均等的機會，選擇自己的目標和

生活方式。反省多元文化教育的理想與目前實際情形的差距，是否還有一大

段路要走。

而且，在邁向這個目標的過程裡也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的疑慮 ，部份社會

學者認為，教育本身很難改變社會結構，倒是社會變遷容易影響教育，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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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到底能解什麼樣的問題。多元與尊重是否影響文化的統整性 ?多元

文化教育是否真能根除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9 多元文化教育是否真的有利於少

數族群或其他團體成員?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忽視了人類對卓越及文明的追

求?個人多元文化能力與基本能力是否能夠兼容並蓄?

我們相信，教育是一項長期耕耘的工作，教育雖然一恃無法改變社會目

前種種的事實，但教育畢竟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及反省的行為，給未來社會

的發展提供一條可行的途徑。多元文化教育也許仍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

題，不過其目標的正確性是不容懷疑的，當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都能以

其自己的方式各成美好時，會發現原來「差異」是一件多麼令人驚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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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Exploration of Domestic Multicultual 

Education 

L的，正{siu-Chih

ln view of the fact that multiculture is the current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at social reform is c10sely related to education , this study aims to rethink the 

discrimination and injustice existing in society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objective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Based on documents on hand , 

analysis is made as follows: 

1. Raci 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s centered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jority 

have developed reflecting the minority's recogni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2.Religious Education: The negative attitude of prohibition and indifference 

has changed to the positive policy of permission and concern. 

3.Gender Education: Education in this respect has progressed from discussing 

the roles of both sexes to emphasizing gender fairness. 

4.Mother Tongue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language teaching have 

changed from "Chinese ide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o local history , 

local culture , and mother tongue. 

5.Special Education: Segregation policy of special schools and special c1asses 

has returned to the mainstream of education , and special students have been 

included in normal education. 

ln conclusion, the purpos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 to teach the different 

ways of Iife and different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lso to teach respect ,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of different kinds of m凹， things , an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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