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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閱讀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第七章〈反歧視教育〉，本章主要探討何

為差異、偏見與歧視，以及反歧視教育的內涵。 

事實上，差異、偏見與歧視是一脈相承的進程，多元社會中本來就有差異，

但若用不公平的見解來看待社會，則產生個人偏見(prejudice)，當偏見出現在公

共領域，便成為歧視(discrimination)。1在這樣的背景中，特定的團體或個人將被

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例如種族、經濟階級、性別、年齡或身心障礙等，相對來

說較為弱勢，即為所謂的邊緣化(marginalized)。2 

文中亦提到產生偏見與歧視的數項因素，筆者對大眾媒體(mass media)面向

感到興趣，媒體做為監督政權的第四權，理應呈現公正客觀的社會面貌，但實際

上卻很難達成，媒體再現(representation)的世界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結果。3印象最

為深刻的便是某位已過世知名藝人參與演出的賀歲片，大量使用各族群的傳統文

化或刻板印象(stereotypes)當作題材，雖筆者未觀賞過，但當時輿論激烈討論、票

房亦打破多項紀錄的情景，也讓筆者感到匪夷所思。 

偏見或歧視本身是一種信念、價值與情緒的混合體，且根源於社會與文化的

情境。4最符合上述論述的社會議題即為婚姻平權，筆者身為基督徒，必須提出對

內部的自省與批判，因絕大多數台灣基督教會長期受到美國宗教右派論述以及封

閉的政治環境影響，所發展出的神學觀相當保守與扭曲5，遂「以真愛為名，行歧

視之實。」筆者認為，這群極度排他且不願對話的信徒與牧長，非常需要反歧視

教育的協助與培育，必須認知到台灣乃多元社會，而非基督帝國，如此才能夠實

踐耶穌走入人群、謙卑捨己的樣式。 

而媒體識讀、體驗教育、多元語言與文化、公民素養等教育實踐，更是教師

應該時常思考的議題。若延續上周談論的命題：什麼是台灣文化？對身為漢人的

我們來說，認為祭祖、祭拜或歌仔戲等元素能代表台灣文化並無大礙，但對原住

民或其他非漢人族群而言呢？(亦不要忘記原住民之族群、語言與文化錯綜複雜，

其非一同質體)因此，教師如何跳脫自我的文化框架，換位思考將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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