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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教學運用於「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面對社會文化多元人口組織的改變，所衍生文化衝突與歧視議題（Friedman, 2005），

使得多元文化教育議題更顯得重要（余采蓉，2010）。學者（劉美慧，2007；Banks, 2010；

Nieto & Bode, 2008）主張學校為培養多元文化教育素養最佳的環境和途徑，應以實踐多元文

化教育目標，教導學生尊重與接納個體間的文化差異，進而了解自我及他人，並培養多元社

會所需求的知能。然教師為社會文化工作者，其角色與責任攸關學校多文化教育的成敗（劉

美慧，2007；Bank, 1994；Pang, 2001；Tiedt & Tiedt, 2009）。二十一世紀國際間交流頻繁，

世界各國邁入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社會，台灣的社會結構因大量的外籍勞工的引進，與超過

50 萬的外籍配偶的移入，而成為五大族群（內政部，2015），台灣的全球化多元文化社會的

現象，使得教育學生對多元文化學習與理解更顯得重要。 

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處（2019）的資料顯示，108 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小學之新移民子女

人數為 153000 人，占全國國中小學生總人數的 8.6%。面對多元文化教室挑戰，教師能不能

不分族群、社經階層、性別、能力，提供所有學生均等的學習機會，師培教育扮演極重要的

角色（Darling-Hammond & Sykes, 2003；Darling-Hammond & Youngs, 2002；Weisberg, 

Sexton, Mulhern, Keeling, Schunk, Palcisco, & Morgan, 2009；Zeichner, 2010）。學者們（吳雅

玲，2007；陳美如，2010；陳憶芬，2001；Ladson-Billings, 2011；Vavrus, 2002；Zeichner & 

Flessner, 2009；Zeichner & Hoeft, 1996；Zeichner, Grant, Gay, Gillette, Valli, & Villegas, 1998）

指出提升師資生多元文化素養，促進師資生對文化差異及平等的認知與教學能力，是師資教

育非常重要的工作。回應多元文化師資的培育，我國的師資培育白皮書也明白指出未來師資

的教學專業能力必須要具備多元文化素養，以適應學校中多元文化族群的教學環境，培養優

質的未來公民（教育部，2013）。 

反思歷年的開課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修課的在職教師經常透過教學故事敘說對其教學

工作進行反思檢討，且從學生學習的回饋，得知多元文化育的課程對教師之公平與多元性之

教學實踐有極大影響。而近年來，我國在全球化下，台灣已成為五大族群的多元文化社會。

面對教育現場中因族群性別經濟的不同的背景學生，往往因為欠缺適當與豐富的學習機會與

學習活動，在學校便成為學習弱勢的一群，面對這樣的挑戰，職前/在職教師更有需要對多

元文化教育加以學習與瞭解，來提升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以便能對來自多元文化背景

的學生，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 

面對教育現場中因族群性別經濟的不同的背景學生，如果職前/在職教師缺乏多元文化的

生命經驗，容易形成單一的觀點，有可能無法理解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為學生提供公平的

學習機會。Bruner（1994）、及 Dyson 與 Genishi（1994）皆指出敘事是在多元社會瞭解他人

與自己非常有力的工具，另外，一些研究（王碧霜、黃淑玲，2009；Clark &Median, 2000；

Luna, 1993；Phillion &He, 2004）也指出敘事可以促進多元文化的學習，王雅玄（2008）及

Kang 與 Hyatt（2010）的研究更建議師資培育過程透過生命經驗的敘事，可以提升師資生的

多元文化素養。 

因此秉持著教學者為研究者（Cochran-Smith & Lytle, 1993）的想法，本教學實踐以敘事

教學融入研究者所開設「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的課程，進行行動研究探究敘事教學對師資

生之多元文化教育認知、情意、與技能轉變為何。透過敘事學習活動，能否引導師資生對他

者文化的解構再建構，建構對多元文化的認識理解、與包容欣賞尊重的學習以了解如何透過

敘事教學對促進多元文化師資培育，作為多元文化教育工作者及師資培育者之參考。 

 



3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多元文化師資教育及多元文化敘事為本教學實踐行動研究之焦點，以下就此二部分進行

文獻探究，以幫助瞭解故事敘說為媒介的多元文化師資培育。 

（1）多元文化師資教育 

台灣幾百年來，因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移民的移入，早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但對多

元文化教育的各種政策，台灣自 1987 年政府解嚴後，受到西方多元文化運動的影響，漸漸

在教育政策上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張茂桂，2002）。在 2009 至 2012 年的教育施政藍圖，提

出以「公義關懷」、「全球視野」、「永續發展」等作為執行綱領，以促進各族群了解尊重與參

與，推展多元族群文化，發揮社會教育意義，學習尊重多元文化（教育部，2009），而 2014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更是基於教育機會均等以達到社會正義的角度，

提倡教育應以學生為本，尊重受教者的學習權，成就每一個孩子（教育部，2011）。綜合上

述，可見因應社會文化的改變，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國教育政策改革中，備受重視。 

Banks（1994）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應涵括瞭解（to know）文化的差異、關懷（to care）

因文化多元所帶來的差異、及社會正義改革的行動（to act）三個階段。Banks（2010）更進

一步解釋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理想、教育改革、與持續的過程，其目的是透過對教育的改

革，使來自不同的種族、族群、社會階層的學生皆能在教育上接受平等的待遇，擁有好的學

習機會，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及民主的生活方式。Ramsey（2004）也指出多元文化教

育主旨是培養學生成為能夠批判思考、有道德勇氣、願意投身公眾事務的公民。相同的劉美

慧（2007）也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任務不能僅停留於對不同文化的容忍與欣賞，或是對文化

差異的包容與尊重，否則弱勢族群的則將永遠處於社會（權力）邊緣位置。 

欲達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Banks（2010）指出學校可以從課程統整、知識建構、減

低偏見、有效教學、與增能的校園文化五個面向實踐多元文化教育；教師對於多元文化教育

的課程設計，可以從貢獻取向、附加取向、轉化取向、與社會行動取向四種模式進行發展。

而Sleeter與Grant（2007）整理各學者對於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做法，歸納提出針對特殊及異

文化者的教學、人際關係、單一族群，多元文化教育、與多元文化與社會重建教育的五大多

元文化教育取向。 

然教師為改變的代理者，任何教育改革成敗，其關鍵人物在於教師（Fullan, 1993）。多

元文化教育既是一種教育改革，則教師需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素養知能，才有可能幫助不同文

化背景學生獲得適性發展與需求。Lee（1994）認為一個教師如果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不足，

是無法對學生提供多元與平等的學習機會；Howard（2006）更指出當教師對所要教導的學

生一無所知時，是無法進行教學的，而Kohl（1994）也認為許多學生拒絕學習的原因是因為

教師對學生而言，是不尊重他們文化的陌生人。Delpit（1995）也主張當教師缺乏多元文化

素養時，可能堅持從自己的文化觀點出發，如此一來，教師有可能看不清學生真正的需求、

聽不見學生真正的訴求、體會不到學生真正的感受，而無法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總結上述可知，多元文化教育為教育之基礎，其目標為追求每一個學生能有均等的學習

機會，以培養能理解欣賞不同文化，且有行動力的現代公民，以創造一個民主與正義的社

會。然而要達此目標，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對於提供學生教育的公平與正義性，具有極大的

影響。 

陳美如（2004）的研究指出教師實有其必對學生文化的了解與學習，如此一來，才能從

異文化的察覺中，獲得教學的原動力，從學生「有什麼」的文化背景出發，設計出適合學生

的課程，營造一個平等及多元的學習環境。吳雅玲（2007）與陳憶芬（2001）皆認為師資培

育應該將多元文化教育融入培育課程，以促進師資生對文化差異與平等的了解。而曾素秋

（2011）與蔡純純（2006）的研究調查結果更指出，修習多元文化相關課程能幫助師資生從

察覺異文化中獲得教學的能力，提升師資生的多元文化素養能力，對職前教師之多元文化素

養有正面的影響。王雅玄（2008）的研究則建議在師資培育之多元文化課程讓師資生體驗不



4 

 

同的族群文化，培養多元文化情感。陳美如（2010）也認為師培課程需納入對多元族群的理

解，使師資生對多元族群的學生有所了解，如此一來才能與學生進行對話，促進學生之學

習。  

總結上述，台灣學者們對師培教育多元文化課程的價值與重要性有一致的看法，然台灣

雖已成為多元文化社會，然多數教師並未察覺班級學生文化背景帶來的深層影響，更未曾檢

視課程對少數族群造成壓迫（何青蓉，2004），吳瓊洳（2011）的研究亦鼓勵師資培育多提

供東南亞新移民文化之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因此，本研究針對台灣的多元族群及多元文化現

象，擬透過敘事教學的多元文化師資培育課程，提升師資生之多文化學習經驗。 

 

(2) 敘事之內涵 

 

A. 敘事為學習認識文化的方式 

Dyson 與 Genishi（1994）認為敘事是名詞（故事）也是動詞（敘說），是一種無所不在

的談話形式，普遍存在於人類的生活經驗中，不管是說或聽故事，皆形塑著人們對生命的意

義與內涵。Rossiter（1999）認為敘事是一種根據內在的經歷而非透過外在觀察的策略，是

人們用來組織、詮釋、創造所經驗的意義的形式，所牽涉的是人的內在情感（inward）與外

在的情境（outward），它所要表達的雖然是過去某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但也牽涉現在與未

來，因此，他指出敘事是俱有脈絡（contextual）、是一種解釋說明（interpretive）、是回顧

（retrospective）、 是指特定一段的動態活動（temporal）。  

Bakhtin（1986）認為敘事根植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當人類說故事時，會將自己放置

在一個特別的社會文化角度進行敘說，在故事中包含著性別、階層、種族、年齡等資訊，因

此不管是聆聽故事或是敘說故事，都可以從中學習文化。而 Greene（1994）認為因人的能力

有限，對於所見所聽，是無法全然吸收，然透過敘事，若能覺察地將自己的主觀開放，聆聽

他人的觀點與聲音，運用他人獨特的觀點與經驗，可以填補自己經驗上的缺口。因此她主張

敘事是一種認知的方式，透過敘事可以從社會文化世界的他者得到回應，知道自己與他人的

生活，而使得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更周延，獲得整體的瞭解。 

生命的本身就是故事，因此是敘事是認識自己，認識他人，認識文化的方式（Bruner, 

2004；Williams, 2009）。Bruner（1994）認為當人們在敘說（telling）故事，也是在發展

（making）故事，建構世界對人的意義。如同魚離開水面才能發現到水對牠生命的意義一

般，人們透過自傳的敘事形式可以思索（回顧）生命過程所發生的事。 

 

B. 敘事為理解人類的生活經驗之方法 

Pang（2001）與 Shabatay（1991）認為在多元文化社會裡，因為不同的文化、社經地

位、性別，人們受到自身的觀點限制或成見所影響，很難完整的了解別人，因此人與人之間

往往存在衝突和緊張。Shabatay（1991）更指出尤其是那些處於非主流社會的他者

（others），常是多數人所謂的陌生人（strangers）。當人們與這些陌生人有所接觸時，可能因

為對他們所知不多，而可能造成衝突。她認為如同輕敲窗戶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陌生人的

敘事可以提供人們對於生活在社群邊緣的人的想像。當仔細地聆聽他人的故事，代表著人們

的注意力轉向另一個世界，開始從別人的角度想像一個事件，理解他/她的獨特性，人們試

著思考、想像、感覺他者是如何思考、想像、感覺，如此一來「陌生人不再是陌生人，而是

成為值得學習的他者」（Shabatay, 1991, p.137）。 

同樣，Witherell（1991）也指稱故事允許人們打破彼此間的障礙，讓人們得以分享另一

人的生活經驗，他認為敘事可以提供人們對其他人類行為與感情最大的理解。因此透過敘事

可以教導人們描述與理解人類經驗（Clandinin& Connelly, 2000）。Eldred 與Ｍortensen

（1992）認為透過閱讀文本所建構的書中人物角色發展的過程，可以幫助讀者獲得文化的瞭

解，因此主張閱讀文本也是一項敘說的行動。Clark 與 Medina（2000）也舉出閱讀女性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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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種的故事文本，可以幫助讀者聽到她/他們的聲音，理解她/他們的掙扎。Ramsey

（2004）也認為運用閱讀與影片，可以幫助瞭解來自不同生活經驗的作者觀點和立場，跳脫

我們既有的思考模式，拓展有限的見識和經驗，進而理解不同族群文化間之差異。 

  

C. 敘事為建立個人與他人關係之工具 

Ford與Dillard（1996）認為越能經歷以他人角色取替（role taking）的觀點，則越能發展

對多元文化的瞭解，Dyson與Genishi（1994）指出敘事除了可以賦予那些從未被注意事件力

量，同時可以顯現那些故事的獨特性，透過敘事，人們可以學習別人的文化與不同經驗，可

能重新省視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建立個人與他人的關係。Andrews（2007）主張敘事的想像

可以幫助人們看見不同性，因為當人們探索、閱讀、聆聽故事，或是進行歷史口述訪談，假

如人們希望進入他者的意義結構，必須有意願並且跳脫他們所知道的那個世界去想像，想像

別人可能的生活，而透過敘事的過程，敘說者或聽故事者都能發覺自己與他人（self and 

other）有所聯繫。因此他認為敘事想像是探索別人世界最有價值的工具，幫助人們想像別人

「可能的生活」，可以創造人們在多元社會中與他人之間的聯結。因為敘事可以創造人與他

人的聯結，Witherell（1991) 與Noddings（1991）皆主張敘說或聆聽故事可以是多元文化社

會中，人類關懷彼此的有力符號。 

綜合上述，可知敘事可以學習認識文化，理解人類的生活經驗，創造人們在多元社會中

與他人之間的聯結，可知，敘事可以是學習多元文化的方法。Luna（1 993）更主張透過故

事提供人們對可能世界的想像，允許看到可能的途徑，產生新的一種想法，強調敘事是多元

文化教育非常有效的教學方式。因此本教學研究擬運用敘事的教學模式，設計多元文化教育

師資課程，透過撰寫自我生命故事、閱讀生命故事文本、觀賞生命紀實影片，聆聽故事分享

等敘事學習活動，提供修課師資生向他者學習，關注他者與多元差異的聲音，與他人連結，

對多元文化的認識理解，以提升其多元文化教育素養。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1) 探究敘事教學對師資生提供的多元文化學習活動為何? 

(2) 透過敘事學習活動，引導師資生對他者文化的解構再建構為何? 

(3) 透過敘事教學，學生之多元文化教育轉變為何?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架構 
行動研究是依據真實世界中生活經驗的分析、掌握其具有的意義，而運用研究的歷程加以

探索 (成虹飛，2001)。Watts（1985）也認為教師往往藉由行動研究而體認教學過程的複雜

性，從實務的改變中教學相長。本教學實踐行動研究旨透過敘事教學融入於教育學程的「多

元文化教育」課程，提升師資生的多文化教育素養與對多元平等教學的能力，因此擬採行動

研究，進行對本課程研究，希望透過本課程的教學行動經驗，對敘事教學運用於多元文化師

資的培育，形成教學知識進行了解，以下圖一為本教學實踐行動研究結構。 

本課程教學以敘事方式融入於所開設「多元文化教育」一課程中，配合課程每週的學習目

標與核心，規劃多元的敘事學習活動，例如生命故事的自我撰述，閱讀選用生命故事文本，

聆聽文化講師進入課堂分享生命故事與對話，觀賞生命紀實影片等活動，已達到本課程之教

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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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而言,雖開設「多元文化教育」一課程，然而課程多著重於

教師多元文化教育信念之增強，較缺乏與多元文化社會議題的實際接觸，因此對於實際教育

現場的較難進行批判與省思，此計畫以敘事為教學取向，可謂是師資培育課程結合與社會議

題，對師資培育的課程所進行的一種課程的改革。 

 就本校中等師資生而言，背景大多為中等階層，對於以後進入教育職場任教，所面臨的

為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較為陌生，因此培養師資生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素養甚為重要。而此

計畫課程的文化講師教學取向，可以幫助師資生認識新移民族群的文化，培養師資生對不同

文化的尊重包容，另外也由檢視社會對他者的偏見與歧視，培養師資生能致力教育改革，在

教學上實踐民主的學習環境。因此本研究之教學以修習「多元文化教育」之中等師資生為對

象進行本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嚴守研究倫理，於本課程的第一堂課，即向修課同學清楚說明本教學行動研究之

經費來源，研究目的與問題，並告知蒐集資料的方法，同時向學生保證所有資料為了解敘事

教學運用於課程所用，研究資料不會影響其該課程之學習成績。且研究資料不會作為其他目

的所用或與他人分享。研究資料將存於安全之處三年後銷毀。獲得學生同意後，研究者始開

始進行資料資蒐集，而學生保有隨時撤回同意參與本教學研究之權利。 

 

(3)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教學行動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及文件等方法進行資料之蒐集。研究於課程開始前對

108學年度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33位中等教育學程學生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師

課前/課後問卷調查/ 

 

學生 E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文件 

中等師資生多元文化教育

素養 

探究敘事教學學習活動為

何?透過敘事學習活動，師

資生對他者文化的解構再

建構為何?學生之多元文化

教育轉變為何? 

 

敘事教學活動 

1. 自傳撰寫生命故事 

2. 閱讀生命故事文本 

3. 文化講師生命故事

分享 

4. 觀賞生命紀實影片 

5. 學校田野參訪 

研究結果 

 

提供中等師資培

育機構對多元文

化師資培育課程

的規劃建議與策

略 

圖一: 教學實踐研究結構 

108 下「多元

文化教育」課

程教學實踐行

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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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之多元文化素養情形，課程結束前再進行一次課後的問卷調查，以作為師資生之多元文

化素養前後測之比較。 

考量資料之信實度，除了問卷資料外，本研究資料透過瀏覽學生的Ｅ學習歷程檔案上的

文件資料，搜集 108學年度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中等教育學程學生，資料將包括生田野

調查，讀書會海報、聆聽文化講師分享心得回應，進行文件分析，以了解敘事教學所提供的

學習活動對師資生的多元文化學習情形，並進行歸納出本課程敘事教學對師資生對多元文化

學習的影響，用以以了解敘事教學於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運用並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用以

建議未來師資培育機構培育多元文化師資的參考。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教學共分為三個階段的學習活動。第一階段是發現問題及瞭解問題，主要的學習活動

是讓師資生從探索自己的文化開始，進而了解多元文化社會，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讓學生

發現文化的差異及衝突。第二階段是整理問題及深入理解。透過分析整理台灣社會的社會

經濟背景事實，及社會對（性別，階級，經濟，族群，特殊性）弱勢族群的偏見與歧

視，讓師資生深入理解因對他族偏見歧視，在教育上所造成在的不公平、不正義。第三階

段為連結生活及行動。也就是師資生將透過規劃課程連結生活，提出對教育上的行動計畫，

培養每一位師資生在教育上的改革有行動能力，而在擔任教職後成為一位多元文化教育種子

老師，為教育工作上進行改革，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持續努力。 

本教學研究完成之成果如下: 

A. 完成蒐集文獻及編輯發展教材之工作 

B. 建置教學平台，放置閱讀教材與影片 

C. 建置敘事教學之多元文化教育學習網站(http://thuchen802.weebly.com/) 

D. 進行開課，辦理 5場文化講師之生命故事分享 

E. 蒐集學生之教學回饋，及 30份期末課後問卷調查 

F. 參與二場師資培育社群的工作坊與心得分享 

G. 完成教學實踐研究報告並發表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教學實踐計畫，透過敘事教學設計學習活動的設計，運用文本閱讀、影片的觀賞、討

論、田野的參訪、與心得的撰寫等多元的教學方法，以及透過文化講師、同學、與現場教

師，建立學習社群的對話，提供學生與他文化的接觸，發展學生對他者文化的認識與理解。

教學研究者認為本教學實踐敘說教學的模式，透過分享的學習社群，提供文化的元素以及學

習的資源，可以促進多元文化之學習。透過本教學實踐，師資生透過敘事對他者文化的進行

學習，從聆聽、閱讀、觀賞、與對話，檢視自我的偏見，擴大視野，能理解不同文化的文化

觀點，進而發展洞察力與產生了同理心。透過敘事教學，師資生能以同理心去理解欣賞彼此

的差異對多元文化的學習，將來可能發展出平等與多元的教學。 

(3) 學生學習回饋 

從 30 份的課後問卷，學生對於本教學實踐給予高度肯定。有 46.7%的學生反應文化講

師活動最能幫助理解多元文化的學習，而透過本教學實踐，學生了解學校多元文化的議題有

性別、原住民新住民、偏鄉教育、特殊教育等。休克學生對台灣教育的多元文化議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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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的多元文化議題不是只有侷限於單一而是涵括了很多面向 

文化沒有高低之分，每個人都需要被尊重。 

我認為在台灣的教育中，就像老師所說的 A+B+C 會變成 A’+ B’+ C’，我們需要教導與讓孩子發

現，文化是很多元的，我們可以透過瞭解，讓這些文化也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非給予外來的文

化歧視與偏見。 

台灣一直在多元文化思維上有很大的努力，因為我們提倡的自由且民主的風氣，不過社會是一直

變動的，而且身為群體的一份子，將有可能會疏漏，看不到那些你不了解的群體正遭受的不公平

待遇，因此仍然需要努力觀察與關懷，實行社會正義 

 

而對於修完課，學生對於身為教師應具備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是: 

教師應去除偏見、刻板印象保持中立的態度、多元文化專業素養的相關知識以及能夠將多元文化

素養傳遞給學生和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環境的技能。 

了解學生的文化、傾聽學生的聲音、尊重每位學生、照顧每位學生 

首先知識的部分，需要能夠將課本上的內容與文化做結合，而非只是傳授背誦的知識。接著態度

的部分，需要對於多元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論在種族、性別、原住民等等的議題，都會試

著去認識這些議題背後的意義，並以這樣的態度與學生們相處。 

知識上理解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的意涵與實行制度；規劃多元文化教育議題的課程能力；關

懷社會文化態度與創造具有增能的教學環境 

為一位教師，對於各種不同的文化，都贏先進行了解其特色和內容，具備一定的相關知識，並抱

著尊重的心態來面對每一種不同的文化，這樣才能一步步的落實多元文化素養。 

 

而對於未來進入教職，修課學生將如何在多元文化教室中實踐: 

期許自己能以具有多元文化素養的專業態度，盡一己之力幫助弱勢孩子，也幫助所有學生能發展

多元智力創造自我實現的機會。 

我會先以一些自己的經驗和我擁有的文化和學生分享，營造一個尊重、包容及友善的教學環境，

並使每個人都有展現自身文化的機會。 

我會想經營一個友善的教室，目標是讓學生從尊重他人以及他人文化，到可以欣賞他人文化。自

己的方面會先了解學生的背景，但會小心別讓紙本的資料成為對學生的偏見，會想透過相處去發

現學生的特質。 

我想進入教職後一定會面臨更多帶有不同文化的學生，我也許會想先嘗試海外志工的體驗，把自

己丟到不同文化的地方學習，讓自己面對不同的文化可以產生最快速的觀察及適應能力，之後回

到台灣任教時遇到不同文化的學生也能有最正確的態度並且不慌張的接手，也讓更多一般的孩子

學習試著接納而不是歧視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9 

 

敘事教學，不管是透過與人面對面的對話，或是文本、影像的體驗，都是以故事提供不

同生命經驗的分享，間接提供師資生對於不同生命的想像與理解，進而可擴大師資生的視野，

也就是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學習，與他人面對面的實際接觸，能提供最真實的學習經驗。因

此，本研究建議多元文化師資的培育應多提供師資生與他人接觸地機會，促使師資生向他者

學習，將可以使學生對於文化的學習更加有意義。 

然而，這學期因為碰到武漢肺炎疫情關係，人與人的接觸須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也因

此邀請文化講師進入教室，進行面對面的接觸，有些限制，而教育田野調查的學習活動也因

此面臨實際接觸的挑戰，改成線上或是電訪，成效不彰。這引起研究者思考敘事教學如全面

改為線上(非實體上課)，是否會挑戰敘事教學的成效。因此未來教學實踐可能可以繼續探究

以科技融入敘事教學對多元文化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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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附件一: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課程期初意見調查表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課程期初意見調查表 
各位同學好： 

為了提升同學與教師間的互動、學習興趣、教學成效與缺失，以做為日後教學改善的參

考與方向，請就目前對本課程的瞭解，填答下列問題，供授課教師教學上的參考。 

    本問卷填妥後，由助教收齊交回給授課教師，本問卷調查表結果絕不影響你的本科成

績，請同學詳實填答，謝謝你(妳)的合作。 

           東海大學「敘事教學運用於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計畫 

 

一、基本資料： 

1.填答日期：     年    月     日   2.年級： □大二  □三  □四  □研究所 

3.性別：□男    □女    

4.為什麼會選修這門課？（可複選） 

□興趣    □同學邀約    □好過    □老師有名    □他人介紹   

□喜歡這個老師    □時間空堂    □其他                 

二、對多元文化的基本認識： 

1.你（妳）是否曾接觸過與你不同的文化？□是    □否 

如果勾選是，請寫下是那些? 

2.你（妳）認為什麼是台灣的教育有哪些多元文化的議題? 

3.據上題，你（妳）對這些議題的看法如何？ 

4 . 面對多元文化教育現場，身為未來教師的你（妳），應該要具有什麼的多元文化素養(知

識技能與態度) 

5. 你對這門課的期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