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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閱讀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第十章〈多元文化學校環境之營造〉，本

章主要探討分流政策的影響、測驗與評量的實施、教師的多元文化知能，以及學

校環境布置的落實等。 

筆者想特別聚焦在教師的本身，教師作為直接與學生接觸的人員，若像書中

所提產生「概化」(overgeneralization)、「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等行為，

其影響力不容小覷。作者認為，教師必須具備多元文化專業、培養自我覺察能力

與開展文化議題對話的意願，由此才能奠定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基礎。1 

但臺灣目前的多元文化教育，大多仍以族群作為「分類」的依據，如此一來，

學生的個體性被抹煞，對文化的刻板印象將再造，例如：歌唱比賽或體育競賽習

慣找原住民族學生來代表，更是加強對該族群的既定印象。 

因此，教師所受到的師培教育便顯得重要，有學者指出，師資培育課程的架

構呈現高度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特質，以心理學為導向的諸多科目

成為主修，且被視為技術性的專業課程；如哲學、社會學等可使人們產生反思批

判的學科，均不被師資培育體系重視，也就不利於針對文化的研究。2 

Banks的書中提及 Spindler與 Spindler的「文化治療」(cultural therapy)此一

模式，其有三大核心：自我反省、自我監控與自我超越，最終目標在於增加教師

的多元文化知能，並分析學校內或社會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進而賦予實踐社會

改革的動能，此途徑值得參考。3 

可是，在新課綱即將上路的時刻，教師的培育系統若不做鬆綁或調整，未來

的教學現場仍然會呈現僵化且傳統，強調素養導向、合作學習與多元觀點的新課

綱將如何落實？又或者，身為師資生的我們，該如何補足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能，

勢必要重新反思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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