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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學創新與創新學習 

貳、實施課程：多元文化教育 

授課教師姓名：羅逸平 

參、前言 

臺灣社會隨著歷史的發展，在種族、族群、語言、宗教、性別等文化層面上

皆蘊涵豐富的多元性，同時，也因為種種文化的差異，進而衍生歧視、偏見、霸

凌、壓迫和剝削等問題，不論是過往的族群間的仇視、新移民女性的歧視、爭議

不斷的同志婚姻等，這些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突和矛盾，影響著生活在這片土地

上的人們，長久以來也造成社會群體間的不安與對立。 

在教育部（2013）1公布的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提及培育優質創新的人才為

教育整體發展之願景，更以轉型與突破為主題，強化學生之競爭力；同時，面對

世界局勢快速的變化，聯合國提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United Nations，2015）2，例如：終結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

址、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減少不平等、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等，而在 SDG4

優質教育的目標中，主要提及確保有教無類、公平和高品質的教育，讓全民皆享

有終身學習的機會，是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之一。在臺灣，由教育部（2014）

3推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也在近年如火如

荼的展開，素養導向的課程正在被積極的推展；所謂「素養」，即是一個人為了

能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所以，「核心素養」

即是強調真實的生活情境，並結合實踐力行4。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提及 19 項

重要的教育議題，「多元文化教育」即為其中一項，近年來也被熱烈的討論著。

                                                 
1 教育部（2013）。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2021 年 04 月 09 日取自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5/pta_2189_2524507_39227.pdf 
2 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publication 
3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4）。「數位學習推動計畫」103 年起全面啟動。取自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 ode=1088&Page=22491&Index=1&WI 

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 6e6ead 
4 何雅芬、張素貞主編（2017）。總網種子教師實地宣講問題解析 Q & A。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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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計畫以「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為實施場域，以 SDG4 優質教育為主

軸，接軌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所強調之「素養」概念，結合教育議題中之多元文化

教育，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生觀察且瞭解我們所生存的環境，關心社

會，進而參與改變，亦為一場在高等教育中進行素養導向之教育創新。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的教學模式，教師擔任課程

引導者，透過專題導向學習，以師生之共學、共備、共創和共好的設計理念，翻

轉過去教師講述法之傳統教學，結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改革，以學生為

學習主體，兼顧學生的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同

時也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家公民的責任，展現共生智

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由於本

課程為教育專業課程，本計畫在課程開始之初，請學生以個人的自我經驗出發，

分組討論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曾接受過不同面向的多元文化體驗，並與小組成

員和班上同學進行分享。 

在本計畫「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中，以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為主，學生透過所選擇的、真實的、有目的專題，依其日常生活之觀察、

資料收集與小組討論，進行探究活動，並產出具體成果。在課程中，首先，教師

針對課程內容的擬定是重要的，教材內容需要引起學習者的興趣，引起探究動

機，利用各種不同的多元文化教育主題，來刺激學習者的思考及探索未知的知

識，並引領小組合作學習，找到探究之主題，擬定專題計畫，實地探究與收集資

料，整理並分析找到問題的根本，同學們互相分享所搜尋到的知識，亦或是藉由

討論得到小組所認同的答案或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將知識內化在學習者心中，以

多媒體方式產出學習成果、發表與分享，教師與同學們相互回饋，達到學習的最

佳狀態。 

專題導向學習能有效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獲取資訊、批判思考、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等二十一世紀所必備能力的教學方式。因此，在一學期的課

程進行中，透過閱讀文本、創意活動、時事討論與分享、多元文化主題報告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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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並運用多元評量之方式檢視學生之學習，以期能激勵學生之學習動機，

亦能提升其學習成效，同時，期待讓學生們在面對未來世界的快速變動與挑戰，

能擁有多元文化之素養與價值觀，在大學的求學生涯裡，裝備適應現在生活及面

對未來世界挑戰的核心素養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實施是一種軟實力和價值觀的培養，在此課程與教

學設計中，授課教師引導學生對於不同多元文化議題及其產生原因之相關因素進

行思辨，並蒐集此議題之重要問題，帶領學生分組討論；在討論中，同學開始反

思其對於議題之關切，進而蒐集相關之資訊，小組成員彼此接受多元的訊息，進

而判斷資訊之正確性與價值性，找到問題解決的最佳策略，最後傳遞正確的知識

給大家。透過本計畫所執行之教學創新課程，能開展學生在多元文化議題上的敏

銳度，同時提升其 5C 學習成效；此外，在教師部份，藉由課程中學生的活動學

習單、自我反思與意見回饋等，能夠讓教師持續滾動式修正教學策略，透過教與

學的互動，增進教師之教學能力與教學品質。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課程參與之同學為教育系二年級之學生，在課程中為引導同學瞭解多元文

化教育的本質為尊重差異，對文化型態發展多樣性的認識與態度，從了解、接納、

進而尊重與欣賞，進而減低文化的偏見與刻板印象，發展跨文化的素養，並有意

識的覺察與批判主流社會所預設的價值觀與運作方式，首先，同學以自身之成長

故事進行回顧、反思與分享，其次，以專題導向學習之方式進行各主題分享，相

關之成果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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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故事之敘說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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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導向學習之報告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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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課程之進行是以教師引導、學生主導以及師生共學、共備、共創及

共好為原則。在課程中，藉由各種教學科技之媒材，引導同學對於現今多

元文化教育之議題進行思辨，利用六合分析法（5W1H）進行社會及教學

場域之觀察與討論，觀察社會中發生了什麼事件，這些事件在多元文化教

育領域中和己身有什麼關係，對個人和社會有什麼影響，以自身經驗出

發，從微觀到鉅觀，鼓勵同學發現不同的現象，選擇主題，進行專題計畫，

成員間分工合作收集資料、討論、整理及分析，最後運用科技融入製作專

題成果，發表、分享、回饋及反思。 

經由教師與學生的共同腦力激盪，針對不同主題，同學們收集與彙整

相關資料，彼此分享、討論，製作成果，甚至，共同提出相關問題之可行

性的解決策略。藉由思辨與資料收集的過程，讓學生動腦、動口、動手寫

出或畫出所討論之成果，進行專題成果分享。在每次的實務操作中，皆有

形或無形的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多元文化教育之知識與創新思維，更

進一步達到學生學習成效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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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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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因學生學習成果豐富，以下檢附學生觀看多元文化教育相關之電影（衝擊效

應）心得（附件 1）5份，若需其他學生之學習成果，請與我聯繫，再將其他學

生之成果一併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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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影心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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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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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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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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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