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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究者在社會「多元文化」課程單元的教學過程中，融入自編教學

並執行實驗教學，以了解自編教材能否從「認知、情意、技能」層面，改善學生在多元

文化課程的學習成效。實驗教學的對象為樂樂國小六年級學生，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各

為 28 名，並以上學期社會領域多元文化單元內容為研究範圍。先後運用前測與後測的

學習評量資料、教學觀察記錄、影像記錄、學習單、學生訪談、教學省思札記等資料，

依循三角校正法的引導進行資料分析，從中歸納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研究證實翰林版多元文化教材內容不足，自編版教材課程內容有助於學生對多元文

化概念的學習；多元文化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聯結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自編教材

而言，能夠從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層面提升學習成效。在前述研究發現的基礎上，提

出三項「研究建議」如下：（一）多元文化教學應融入體驗活動讓學生體會如何尊重、

包容不同文化差異性。（二）國小師資的養成教育及研習進修應納入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三）多元文化教材的編寫原則應盡量圖文並茂展現多元、活潑特質。 

 

 

關鍵詞：社會教材、適用性評估、翰林版、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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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urpose of the further comprehension of the cognition, sentiment and technique 

of student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s that teachers add the self-compiled 
materials, and implement teaching experiments into ”Social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The 
senior students of Lao-Lao elementary school are the object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re are both 28 stud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re 
the same with the contents of social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that the school adopted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201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 that analyzed with the record of 
pre-test, post-test, teaching observation, learning shipment, conversation, deliberation notes, 
and so on. The research concludes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Research findings： 
1. There’s still insufficient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Han-lin version. Teacher 

self-compiled materials are conducive to learning multi-culture concept for students. 
2. Students developed more interest in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i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 correlated with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3. For the teacher self-compiled material, there are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in aspects of 

cognition, sentiment and technique. 
 
The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does: 
1. Directly experiencing activity in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help students to learn nice to 

respect more other culture and contai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2. The associated curriculum should be included in “Teacher Training Educ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and “Teacher Advanced Study.” 
3. The more lively contents and graphic materials can make better contribution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social material, applicability evaluation, Han-lin version, mul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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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

研究範圍與限制，將於本章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目前處於二十一世紀，每個國家為了充實人力資源，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世界各國

都在進行全國性的、大幅度的教育改革運動；於是許多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活動便應然

而生，然而其中改變最大的部分，莫過於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教育培育人才，而人才

決定國家的未來，這是教育不容置疑與無可取代的功能，先進國家無不以提升教育水準

來作為國家富強之根基，因此，在教育的建設上是永不停歇的施政重點之一（王嘉新，

2011：1）。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曾強調，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

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力（教育部，2003）。針對

社會學習領域而言，在教材編定的說明中，也提到了教育是在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現

自我、適應環境並進而改善環境的一種社會化歷程。且社會學習領域在性質上是屬於統

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識領域，其學習範疇是多元化的，換

言之，社會學習領域之學習在國小的基礎教育階段上更是不可或缺。 

近年來，臺灣已經慢慢走向民主、自由、開放和多元的社會，加上臺灣本身主要是

由四大族群所組成：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現在還要再加上新住民，然而

在這麼多的族群，彼此之間的文化和語言具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如何讓學生對族群得以

了解，避免族群之間的對立與衝突，讓學生學會「尊重、接納、認同」不同的文化是當

前重要的課題。 

多元文化教育所追求的目標，是要營造一個機會均等的教育環境，讓不同族群、性

別、階級、文化背景的學生，都能適性發展，有效學習。隨著臺灣社會政治、經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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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的多元化，多元文化教育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自2001年開始實施的國民教育

九年一貫課程，在綱要中也提及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九年一貫課程在臺灣的教改過

程中，是一項重大的革新，除了對課程規範的鬆綁外，教科書也全面開放民間出版，而

呈現百家爭鳴的景況（顧書華，2011：1-2）。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發覺事實上學生在進入教科書裡的多元文化課程中，因為課

文中的內容教材與其生活經驗有差距，學生只是粗略的知道不同族群之文化及習俗，缺

少實際的體驗，因此研究者才起心動念想透過一些自編的體驗課程，讓學生更深入的了

解不同族群的特殊文化及習俗，此為研究動機一。 

再者，目前校園裡是個多元化社會的縮影，研究者希望在課程中運用自編教材課

程，希望能夠為學生在學習多元文化的過程，透過既有課程教材之適用性評估，以及自

編教材的應用經驗，協助學生能夠懂得尊重、包容不同族群的文化，此為研究動機二。 

相較於過往教師的教學模式，大部分是一人唱獨角戲，學生習慣於只有接收，因此

研究者想透過教學教法的調整設計，加入一些創新的教學活動，結合生活周遭的議題，

闡釋多元文化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衝擊，讓學生潛移默化的學習到解決問題以及價值判

斷的能力，此為研究者之研究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學習科目中，沒有其他領域的課程會比社會領域和人類關係更為密切的（Chapin 

& Messick,1996；轉自王嘉新，2011：3），在多元文化的衝擊和教育環境的變遷下，透

過一些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藉由一些體驗機會，補充教科書內容的不足之處。換言

之在一個有效的教學活動過程，學生能建立一些良好的學習態度，師生可以教學相長。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究者在社會「多元文化」課程單元的教學過程中，融入自編教學

及活動設計後，學生理解教材的程度是否改善，整體教學目標或預期成效達成程度是否

改善。整體研究構想係利用教學實驗歷程對前述研究目的加以驗證，為達成前述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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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研究將運用相關研究方法陸續解答下列研究問題： 

一、探討國小高年級社會學習領域教材的適用性？ 

二、探討多元文化單元與學童生活經驗是否有互相聯結？ 

三、探討在多元文化單元教學過程中，運用自編教材後，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什麼改變？ 

四、探討社會學習領域的教材內容編製，在未來可以採取哪些修正方向與具體改善措

施？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近年來隨著地球村與區域化的發展趨勢，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社會價值觀也產生

更為複雜多元的思考與覺醒，在與日俱進的文化潮流衝擊之下，教育系統的發展便極具

動力，能幫助每位文化中的個人，發展民主社會所欠缺的關懷與諒解，而多元文化教育

更能貫穿所有教學活動，成為一項始終進行不墜的過程（江雪齡，1996）。再加上近年

來新住民在臺灣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因此研究者便選定多元文化的議題來加以探討，

希冀透過多元文化的教育，發展學生能有鑑賞不同文化的觀點，並可以尊重與包容不同

的文化。 

教育部於 1998 年所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理念，在於培養具備

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

而其所重視的十大基本能力中，培養「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的能力。在能力指標中，

例如：社會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探討不同文化的

接觸與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等，尊重並學習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

欣賞本國籍世界各地歷史文化，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多處可以看見多元文化教育的

影子（賴金河，2012：76）。現今的臺灣社會不斷的變遷之下，不僅是一個價值體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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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社會，更是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2)的資料顯示，於民國 101

年 6 月底我國外籍人士（不含大陸人士）共計 63 萬人，其中持居留簽證者計 53 萬 5 千

人，持停留及其他簽證者 9 萬 6 千人；與民國 100 年同期相較，在我國外籍人士增加 4

萬 2 千人，其中以持居留簽證者增加 3 萬 5 千人最多，主要為外籍勞工之增加。截至民

國 101 年 6 月底的資料得知外籍配偶的總人數有 44128 人，而以越南籍的人數居多，依

序為泰國籍、印尼籍、菲律賓籍。因為新住民的人數日益增多，所以目前學校的教學現

場新住民的學生比例也日益增加，綜合以上的因素，啟發研究者想探討多元文化這個單

元。 

在目前國小社會科學習領域所使用的版本有康軒版、南一版以及翰林版，研究者會

選用翰林版的原因有三：（一）因為六年級社會翰林版的市占率1有 61.3%；其次為南一

版有 17.7%；最後康軒版有 21%。（二）研究者查閱三個版本第五~八冊（高年級）的社

會課本，發現翰林版在多元文化的內容較集中於六上的五、六單元說明介紹，而其餘南

一、康軒版在多元文化課程則分散於五、六年級的課程單元中講述，這樣的呈現方式較

為零散，缺乏整體性；此為原因之二。（三）六上翰林版本相較於其餘兩個版本，較能

符合多元文化的課程目標（見表 1-1），這是選用翰林版本的原因之三。在表 1-1 中依

據劉美慧在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目標來檢核三個主流版本，透過認知、情意、技能三個

教學目標來回應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目標，因此，以下就劉美慧所提出之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目標為評量準則，將三個版本的多元文化內容逐項比較： 

                                                
1 有關各個版本的市占率目前並沒有完整精確的統計數字，但依據教材的銷售人員親身訪談，其所答覆得

到此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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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六上社會學習領域就三個版本多元文化內容分析比較表 

    多元文化 

         課程目標 

 

 

 

版本 

瞭
解
與
認
同
己
文
化

 

瞭
解
文
化
多
樣
性

 

培
養
自
我
概
念

 

消
除
刻
板
印
象
與
偏
見

 

培
養
群
際
關
係
能
力

 

培
養
多
元
觀
點

 

培
養
社
會
行
動
能
力

 

培
養
適
應
現
代
民
主
社
會
的
能
力

 

翰林 ◎ ◎ ◎ ◎ ◎ ◎ ◎ ◎ 

南一 ◎ ◎ ◎   ◎ ◎  

康軒     ◎ ◎ ◎  

資料來源：參考康軒、南一、翰林版教科書，為研究者自繪整理。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研究場域、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課程三方面來界定： 

一、研究場域：研究者任職於臺中市樂樂國小（化名），研究期間擔任六年級社會學習

領域教學活動工作，針對所授課的兩個班級進行教室觀察，甲班、乙班每班人數各

為 28 人。 

二、研究對象：以六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課程：研究課程之單元主題，以學校選定的社會科學習領域教科書-六上翰林

版中的多元的社會文化內容為研究範圍，除此之外，還融入研究者自編版的教材；

其中包括介紹多元的文化、不同的飲食文化、風俗民情，進而討論互動與調適。 

研究者選擇此單元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考量目前學校中不同族群的學童人數日增；

再者，研究者在多元文化單元的課程，教學三個循環後，深感這部分的課程教材內容不

足，教科書的敘述說明並不清楚，故研究者欲從自己所設計的教材做為補充；透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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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來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研究的對象學習程度本來就有所不同，因此實驗出來的結果不一定適用於其他班

級。 

二、研究時間的限制 

研究者本身即為實務工作者，考慮到時間有限，故無法長時間、大範圍的觀察、比

較與分析，且觀察的時間僅限於在學校時間，因此對於學生的態度行為表現，不易觀察。 

三、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研究範圍是探討自編版與翰林版社會學習領域之多元文化教材，是否能達到提升

教學目標，而本研究僅討論若自編版教材沒有達成教學目標時，須再重新檢驗探究自編

版教材內容；對於政策面中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課程理念」，以及「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與多元文化之關係」，並不屬於主要研究範疇中。 

四、研究方法的限制 

 由於教學實驗部分受限於學校行政作業困難，無法打破班級限制，將受試者學業成

績隨機分派至實驗、控制兩組，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樣本係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抽樣，無法

達成完全隨機化設計的理想 

五、其他干擾變項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準實驗設計」法，以及「學生訪談」方法，因此教師和學生可

能會受到個人認知或情緒等主客觀因素影響，而使得研究結果有所誤差。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本研究之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藉以建立本論文之研

究架構，本章共分為以下三節敘寫：第一節從適用性評估之理論基礎與主張開始談起；

第二節多元文化教材與相關研究分析，從多元文化教育與相關研究分析、國小社會學習

領域課程綱要與多元文化教育，以及現行國小教材適用性評估之相關研究等三個面向來

討論，作為本研究方法的參考依據；第三節則是運用前兩節的文獻分析成果，建立本論

文之研究架構並詳予說明。 

第一節 適用性評估之理論基礎與主張 

許多研究會針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分析、比較，而對於教材之適用性評估的相關研究

不多，研究者以適用性評估以及教材適用性、評估理論等關鍵詞，分別在CEPS期刊資料

庫、博碩士論文加值網、GRB以及教育部的網站等資料檢索後，發現目前國內尚未針對

社會學習領域教材進行適用性之調查，但針對教材設計相關的研究，研究者蒐集到四

篇：評估氣喘兒的教材適用性、數位典藏網站連結調查與學生適用性評估、競賽式數位

遊戲融入教學對小學生社會領域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以及多媒體教材的自製過程、教

學成效及適用性之研究－以國小「可愛的無尾鳳蝶」單元為例等資料；以上幾篇論文研

究的角度從教學方法之改變，以及在不同領域運用多媒體的適用性和學生學習改變。 

另外，研究者經由政策評估的理論選擇出可以應用於教育上的部份，並結合多元文

化教育的意義到課程的設計，最後參酌國民小學六年級社會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後，採

用兩者兼具的部分歸納整理後，成為本研究之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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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評估理論內容分析 

一、評估的定義 

評估(evaluation)簡單的說：是指對某物或事的評價，不管是主觀或客觀都是一個評

估的過程（黃俊英，1993：119）。在韋氏字典的解釋中認為評估一詞為判定某事物的

價值或品質。而在美國文官委員會(U.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認為評估是一套有計劃

的過程，其目的在為選定的主題、困難或問題，提供特殊有價值的資訊，俾供價值的決

定以及決策之用（張建忠，1981：297）。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出評估是一個過程，而它運用指研究技術衡量某一特定方案

的過去績效，其目的是希望能夠改善欲解決的問題來達成政策目標，評估比對某一方案

或政策之運作與結果所作的系統性評量，其方式係與一套明示的或隱示的標準、檢視、

衡量並權衡進行比較作為改進方案或政策的一種手段 ( means )（籃文烱，2011：9）。 

而「評估」這個詞在不同領域解釋不同，對於「評估」(evaluation)一詞，在教育領

域多譯成「評鑑」，例如：教育評鑑2、學校評鑑及課程評鑑等；而在公共政策領域多譯

成「評估」，政策評估是政策循環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活動，為診斷政策的結果或政策執

行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弊病，最後會回饋給決策者作為改進決策的參考（丘昌泰，1999：

148）。而在公部門及私部門會以「績效評估」來衡量機關的效率，將績效評估作為一

種誘因機制或管理工具（吳瓊恩、李允傑、陳銘薰，2005：136-137）。換言之，評估

是在評斷一個政策或方法在執行過程中，是否有達到所設立的目標，決策者會依照過程

中所遇到的問題來修正決策，因此依它為一準則。 

在本研究的評估界定於教學活動實施後的成效層面，所以研究者採用方案成效評估

                                                
2
吳清山、王湘栗（2004）將教育評鑑歸納為：對於教育現象或活動，就其人員、方案、運作結果，對照

評鑑標準，透過質與量的方法，採系統而客觀地蒐集、分析資訊，進行價值判斷，以了解教育成效、改

進教育缺失和達成教育目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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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來說明適用性評估。透過成效考評的機制來檢測方案的實施成果，來作為未來的方

案改進及參考值。那麼成效需要如何評估？下列有幾位學者提出其論述： 

Kirkpatrick (1977) 認為一個訓練辦得是否有效，一般可從下列四個層面來判定：

（一）學員反應為何？（二）學員是否學到該學的東西？（三）學員的學習是否能應用

在工作上？（四）訓練的成效是否對組織產生正面的影響（盧淑娟，2006：35）？換言

之，透過學員的學習反應以及是否能學以致用，最後將所學到的技能應用在工作中進而

對組織有正面助益，如此就能評估這個訓練是有效益。 

Tyler 也曾於 1953 年提出：成效評估乃指「將學員的表現與行為目標相比較的過程，

亦即評量受訓者改變的情形。」（趙惠文，2002：5）。國內學者黃德祥(1997)認為評估是

一種非批判性的蒐集資料，以發現學習狀況的評量方法；教育訓練評估是藉由訓練的過

程，從學員的行為表現透過一些評量之指標，得知是否有達成目標。 

林水波、張世賢(1982：330－331)認為政策評估乃基於有系統和客觀的資料蒐集與

分析，進行合理判定、產出、效能與影響的過程，而其主要之目的在於提供現行政策運

作的實況及其效果的資訊，以為政策管理、政策持續、修正或終結的基礎，擬定未來決

策的方針，發展更為有效和經濟的政策。 

吳定(2003：232－233)指出政策評估人員利用科學方法與技術，有系統地蒐集相關

資訊，評估政策方案之內容、制訂與執行過程及執行結果的一系列活動。其目的在提供

選擇、修正、持續或終止政策方案所需的資訊。 

上述多位學者為「政策評估」提出具體見解，研究者從中歸納出一項共同點，那就

是學者們認為評估之最終目的是為了修正決策，擬定最佳的策略以達成目標（林水波、

張世賢，1982；吳定，2003）。而本研究則針對翰林版，以及自編版的多元文化教材進

行評估，比較控制組以及實驗組教學成效後，據此研討如何提出具體建議以利於多元文

化教學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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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irkpatrick 的評估模式 

本研究採用 Kirkpatrick 的評估模式來作為參考，Kirkpatrick 模式屬於總結式評量，

其適用於經由學習活動之後、衡量訓練課程之學習成效、價值或貢獻（吳盛金，2002：

7）。Kirkpatrick(1994)認為，評估訓練方案有四個要素，分別是反應、學習、行為及結果；

該模式於每一個層級均有其中心議題及明確的評估項目，下列就這部份詳述： 

1.反應層次(reaction level) 

「反應」係指學生對整個教育訓練內容的看法，換言之，就是學生會在教育訓

練內容、講師、設備、授課教材、行政支援等面向提出整體之滿意程度，而在這個

層次較常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評估。另外，Kirkpatrick進一步說明訓練課程得

到學生的反應（回應）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得到正向的反應更為重要。因為學生能

正向回饋表示學習動機強，相對學習成效便高。 

2.學習層次(learning level) 

「學習」係指學生自該教育訓練課程中，學習到的知(knowledge)、技能(skill)

及態度(attitudes)，而評估學習層次即是衡量學生在教育訓練課程結束後對所學是否

了解，以及其吸收力如何；因此需要將評量學生規劃在學習課程中，一般而言常用

筆試、口試、課堂表現來加以檢視。 

3.行為層次(behavior level) 

「行為」層次主要係評量學生接受教育訓練之後，是否能將學習移轉到現職工

作中，使其在工作行為產生改變，亦即能將教育訓練之效果呈現在工作上的評估。

換言之，就是學生在學習後一段時間之後，是否可以將所學內化並運用於日常生活

中，這部份一般會透過觀察法或訪談法來加以檢視。 

4.結果層次(result level) 

結果層次主要係評估學生經由訓練之後，對組織的具體貢獻為何，可經由比較

訓練前後的具體表現得知，相關面向包括：生產力之提昇、服務品質之改善、請假

或離職率之降低、顧客滿意度之提高等，因此可稱為「影響組織成果的評估」（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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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2012：36-37）；此層次運用於教學中，研究者認為經由教學活動後，可以

透過學生的回饋，以及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的學習表現進行檢視。 

Kirkpatrick 的階層評估，其內容計分為反應、學習、行為、結果四個層次，茲

表列說明之。 

 

表 2-1：Kirkpatrick 的階層評估模式內容 

層

次 
定義 評估內容 評估方式 

反

應

層

次 

受訓者對訓練的喜

愛和感覺程度，亦可

視為受訓練者對訓

練的滿意。 

包括師資、課程、教材、教學

方法、教室設備等。 

自評、他評、問卷調查法、

面談法、觀察法、綜合座談

法 

學

習

層

次 

受訓者透過訓練瞭

解並吸收到原理原

則、知識技術等。 

測量學員態度的改變、知識的

改善、技能的提昇程度。 

自評、他評、問卷調查法後

測法（技能測驗、筆試）、學

前測驗與學後測驗比較法、

模擬測驗座談會、實驗比較

法、自我評等法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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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行

為

層

次 

受訓者能將所學到

的原理應用到工作

中。 

受訓者受訓後回到工作崗位的

行為。亦即受訓者在受訓後，

在工作上運用知識、技能、態

度的情形。 

自評、他評（主管評估、專

家評量）、問卷調查法、個人

與組織績效成本目標達成率

相比較法、實際比較法 

結

果

層

次 

受訓者參與訓練後

對組織產生的影響。 

訓練對組織績效影響的效果，

如：投資報酬率、士氣提昇、

組織氣氛的轉變等。 

他評（主管評估、專家評

量）、問卷調查法、實驗比較

法、預測與實際比較法、平

均比較法、觀察法、前後比

較法 

資料來源：翟永麗，2004：45；表為研究者自繪。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適用性評估屬於成效評估，為總結性評量，因此採用 Kirkpatrick 

的四階層評估模式，此模式是以學習者的反應、吸收程度、運用程度及對組織的影響為

評估的四個層次，每一層次都會受前一層次影響，每一層次是呈正相關的。在本研究的

實驗過程中，透過課程教材的教學，以及評量方式得知學習成效，再者從學生的反饋得

知此教材內容適用與否。 

研究者與教學團隊多年的教學經驗觀察，事實上教學者是有能力針對旣有的教材予

以補充，因此希望透過 Kirkpatrick 的評估模式來分析自編版教材，研究者為了達到一個

完整的評估：反應、學習、行為、結果層次等四個階層評估，分別使用了觀察法、學前

測驗與學後測驗比較法、自評、他評、問卷調查法，以及實驗比較法等評估方式。 

貳、適用性評估之相關研究 

從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以及期刊搜尋適用性評估、教材適用性、評估理論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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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搜尋到幾篇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部份，但並沒有直接關於探討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

材的適用性評估之研究。其中搜尋到三篇討論教材適用性較相關的為曾于芬(2011)的研

究，此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臨床學齡期兒童氣喘教材適用性情形，以及教材是否為學

齡期氣喘兒童接受、理解及期待之學習教材。文中提到氣喘之盛行率逐年增加，許多學

者探討自我管理計畫對學齡期氣喘兒童疾病控制之成效，而教材之適用性，將會影響氣

喘管理指導之成效，因此國外近十年已開始重視教材之適用性。黃靚芬(2011)的研究

中，採用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對照，實驗組透過數位遊戲式的教學策略後，觀察是否有

助於學生主動學習，引發其學習動機，進而提昇學習成效。黃蕙霜(2012)的研究，針對

國小自然課程中「可愛的無尾鳳蝶」單元為例，希望透過行動研究法、問卷調查法與質

性訪談研究法等方式，深入探討多媒體自製教材適切性評估。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出前述的幾篇相關文獻研究有一項共同之處，那就是透過有

趣、活潑的教學方式，一改傳統講述法教學，學習得到的學習成效會大幅提升。因此這

部份提供了研究者「多元文化」單元教學活動之設計，需要多元且活潑化；同時本研究

也採行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研究方式，來進行比較學生的學習成效。 

另外，在探討適用性評估的文獻資料，則參考許嘉文(2012)社區諮商教育訓練成效

之初探性研究，此文是以 Kirkpatrick 四層次評估模式為理論架構，主要探討社區諮商

師之課程訓練成效，包含「課程滿意度」、「個人專業能力」及「實際工作應用成效」，

及不同背景因素對課程訓練成效之影響。再者，參考陳靖旻(2004)國小自然領域數位教

材模糊化評估工具及平台之發展研究，此文則針對國小自然領域數位教材發展一套評估

工具及平台，邀請專家藉由此評估系統建立國小自然領域數位教材評估的項目及權重，

並以模糊化的方式計算其評等。此研究所發展之國小自然領域數位教材模糊評估系統進

行德懷術3專家調查，發展出國小自然領域數位教材評估的五種向度，分別為(一)教材的

設計；(二)畫面(版面)的設計；(三)互動性的設計；(四)學習評量的設計；(五)國小自然科

                                                
3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是利用多次的問卷調查方式，以獲得所有專家學者對問題的共同意見，可

以將分散各地的所有專家學者，經由結構化的溝通程序，統合其意見，表達出整體的意見（周新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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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等。 

從上述相關研究之探討可以瞭解關於教材評估，在國內曾經有哪些人曾研究探討

過，本研究則以 Kirkpatrick 四層次評估模式為評估理論架構，參酌此評估模式後，研

究者進而歸納出社會學習領域教材之適用性評估，透過社會學習領域教材之適用性評

估，期望能解決下述四項問題：(一) 判斷目前國小高年級的社會學習領域教材適用性；

(二) 教材內容與學生生活經驗之聯結性；（三）學生的學習成效改變；(四)學生透過學

習之後，能否將內容內化，並應用於其生活當中。下一節接續討論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

及相關研究分析。 

第二節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相關研究分析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新興的教育改革運動，它強調的是尊重文化差異與追求教育機

會均等的教育（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2）。而在現今趨於多元的社會，多

元文化教育普遍日漸受到重視，因此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正當性與迫切性是責無旁貸。 

壹、多元文化教育理論 

一、何謂多元文化 

論及到多元文化首先就需要先定義何謂「文化」，因為文化與教育是息息相關，人

類藉由教育發展出更高價值的文化；因此「教育即文化」這句話就是描述教育與文化之

間的關係（毛宣晴，2011：8）。 

學者Tylor在1871年對文化提出最古典的定義： 

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識、信仰、藝術、道德、法律、習慣以及其他

人類最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種種的能力、習性在內的一種複合集結整體（引

自莊錫昌、顧曉鳴、顧雲深，19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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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類活動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特性，在教育領域中，特別強調知識、觀念、行

為的特性及其表現（吳清山、林天祐，2005）。Brooker 認為文化是透過藝術、智識、

個別風格或特色的發展表現在社會群體的生活與傳統上（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 

多元文化教育的興起，是在近代種族衝突與社會運動的激盪下產生，強調的是文化

差異與教育機會均等（顧書華，2011：9）。多元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1940年代的美國，

在1950年代後期的加拿大開始流行，1960年代以後廣泛使用，主要用於描繪一種社會現

實，形容一個社會的狀況和特徵，就其涵義而言，是指一個社會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

語言特徵（楊洪貴，2007：75-77）。在1960年代以後，多元文化涵義開始擴大，納入

了性別、社經地位、宗教、特殊性等議題的討論，多元文化所關切的面向日漸廣泛。臺

灣在解嚴後也開始關注族群、性別與鄉土教育等議題（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

詹棟樑(1993)的研究指出不同的族群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也提及到文化相對主義

主張尊重文化的互相差異，對於文化的互相尊重，於是就形成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 

綜上所述，由於社會多元化，不同的族群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多元文化

教育須從小紮根，教育學生尊重文化的差異；所以多元文化的概念如何運用在國小教科

書中，讓學生學會尊重與調適心態去接納不同的族群，便是一個重要課題。下列就多元

文化教育之意義以及目的逐一說明之：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 

臺灣自1990年代以來，「多元文化」成為一個新興的熱門議題，一開始它的興起是

與政治相關聯，希望建構出追求族群和諧，連帶著影響的教育政策如：原住民教育、鄉

土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新移民子女教育等（張建成，2007）。教育機構為了回應各種

族群的需求，透過將他們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反映在課程與教學實務上，而多元

文化教育便油然而生（Banks & Banks, 1989）。 

多元文化教育也是強調一種文化差異與教育機會均等之教育改革運動，它會關注不



 

 16 

同的團體在教育實踐的過程中，力求公平性，並且以理解、檢視、或導引教育實踐，重

建社會規範與秩序，訴求象徵意義或文化權的運動（莊勝義，2007）。 

Banks(1993)認為多元文化教育不只是一種概念，也是一個教育改革過程，更是一

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他認為多元文化是一種教育改革運動，試圖改變教育環境及課

程，且所有的學生皆應享有相等的受教機會，不受到身分地位、種族、宗教的差異的影

響；除此之外，雖然我們會想努力去消弭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問題，但是某種程度它

還是無法完全消除，因此仍應該持續不斷為所有學生促進其教育機會的均等（林君穎，

1998：33-34；蘇吉勝，2006：8-9；毛宣晴，2011：9；顧書華，2011：14-15）。 

黃政傑(1995：98)從事多元文化課程的設計，首須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Tiedt & 

Tiedt(1990：3-4)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界定，其關鍵在於文化。文化是個複雜的信念和行

為的系統，每個人都生在文化之中。信念是源自於自己的民族以及家庭背景，持續受到

出生後所有的經驗所塑造。 

多元文化教育經常會因為不同的社會環境，在社會大眾以及教育工作者眼中就有不

同的定義、認知。因為它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涉及的範圍層面較廣泛（黃政傑，1995；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而各派學者切入的角度不盡相同，因此對多元文化

教育就會產生不同之詮釋與看法（鍾政凱，2011：26）。於下分述各方研究文獻或學者

的見解： 

（一）多元文化教育辭典的定義  請縮排 如您的 P25 

根據多元文化教育辭典(Dictionary of Multiculture Education)對多元文化教育的

界定如下： 

多元文化教育起源於年代的族群研究運動，它是一種哲學概念，也是一種教育

過程。多元文化教育植基於哲學上平等、自由、正義、尊嚴等概念。希望透過

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提供學生不同文化團體的歷史、文化及貢獻等方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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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使學生瞭解與認同自己的文化，並能欣賞及尊重他人的文化。另外，也對

文化不利地位的學生提供適性及補救教學的機會，來協助其發展積極的自我概

念。它牽涉種族、社會、階層、性別、宗教、語言、特殊性等層面的議題。 

 由上述的定義可以知道，多元文化教育是多元文化社會下的產物（譚光鼎、劉美慧、

游美惠，2008：8），這部分研究者很認同，也因為文化的多樣化，所以才需要透過教育

的力量，來肯定尊重文化多樣化之下的人權，進而才能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二）Neito 的定義 

Neito(1996)強調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普遍性與文化差異性，他認為多元文

化教育是學校整體改革的過程，是對所有學生的基本教育。她強調多元文化教

育就是挑戰並拒絕學校內各種形式的歧視，接受並肯定學生背景的文化多樣性

（包含人種、族群、語言、宗教、經濟、性別），多元文化教育以批判教育學

為哲學基礎，強調知識、反省與行動為社會改革基礎，其最終的目標是提升社

會正義之民主原則（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16-17）。 

（三）Bennett 的定義 

Bennet(1995：13)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建基於民主價值和信念上的教學

途徑，並且試圖在分歧的社會與相互關聯的世界中培養文化多元性」，他認為

多元文化教育的定義，應該包含四個面向： 

1.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運動，旨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和公道性，使不同族群團

體的子女都能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這個運動指向學校環境改革部分，特別重

視的是潛在課程5。 

2.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課程設計途徑，以少數族群為學生對象，引導學生有關

民族團體和國家的文化差異、歷史和貢獻，及過去的各種文明，並將多元民

族和全球觀點統合於傳統課程之中。 

                                                
5 潛在課程包含有教師態度和期望、學生分組和教學策略、學校訓導政策和措施、學校和社區關係、教室

氣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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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轉變過程，藉發展個人多元文化性，促進個人以多元方式

知覺、評鑑、信仰和行動，來理解和學習如何在國際間和國內面對文化多樣

性，以及接納和欣賞不同文化的差異。 

4.多元文化教育一種承諾，透過適切態度和社會行動技能的發展，來對抗種族、

性別或其他形式的歧視和偏見。 

（四）國內學者江雪齡的定義 

國內學者江雪齡也為多元文化做了九項定義，認為多元文化是一種教育哲

學，應關切教師如何教與交的內容；同時需涵蓋所有的科目，讓每一個學生對

他們的受教育的經驗感到正向及良好，最終之目標是創造一個較美好的民主社

會(江雪齡，1996：53-55）。 

綜合以上學者的見解，我們可以了解到，多元文化它所涵蓋的範圍廣泛，不過都沒

有脫離尊重與包容的本質，和教育改革的理想。事實上在多元的社會中，要維持族群和

諧，是需要透過教育的力量來推展、促進族群間的文化認識、學習以及尊重多元文化觀。

透過這樣的多元文化教育活動，逐漸消除各方面的偏見和歧視。整體而言，多元文化教

育是整體教育環境與思想觀念的更新，同時也不特定在任何科目、課程或教學計畫及教

學活動中實施。 

 

中外學者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詮釋與意義提出諸多觀點，研究者將多元文化教育的

意義，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內涵： 

1.多元文化教育應藉由教育過程已達成目標：在所有的教育改革中，是以培養

具備群際關係能力的社會公民，而多元文化教育便是以此為首要目標。藉由

環境教育以及課程的改革更新，幫助個體增進對我族文化的瞭解與認同，並

且學習尊重欣賞他族文化，減少族群間歧視與偏見，培養開闊的視野與胸懷，

訓練批判思考能力。換言之，將多元文化教育概念延伸為教育持續改革的信

念與過程，以公平正義的互信互融為原則，採積極的理解與實踐，才可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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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出多元文化社會之複雜的適應能力 

2.多元文化教育提倡教育均等的概念：將教育視為傳承文化的媒介，不論性別、

社會階層、文化特色、宗教、身心障礙、族群等，皆應該享有均等的受教育

機會，且應該受到公平對待。 

3.多元文化教育主張要先自我肯定後進而尊重他人：在現在多元社會裡，每個

成員都是各自代表著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歷史，因此在思想與觀念的差異，都

應該受到相同的尊重與包容，大家要互相接納與扶持；透過互相欣賞與尊重

的態度，慢慢便能消除成員之間的偏見，共同塑造較和平的社會。 

多元文化教育即是透過教育追求社會公平的持續改革過程，幫助個體增進對我族文

化的瞭解與認同，並且學習尊重欣賞他族文化，減少族群間歧視與偏見，培養開闊的視

野與胸懷，訓練批判思考能力，追求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全民教育運動與基

本教育理念。在推動多元文化教育概念融入到社會科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過程當中，首

先應確立的是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下列就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部份進行探討。 

三、多元文化教育目標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主要在培養學生擁有宏觀的眼界，並以開放的心胸與批判反省

能力，達到平等、公平的教育機會，並指導學生用「認同、接納、尊重」來面對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 

Lynch(1994)對於多元文化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之看法，是促使在原本課程各種族

群偏見和刻板印象獲得改進，學生經由學校的多元文化課程，能夠認識自身文化和其他

族群文化，學會尊重自己以及自身所屬族群，進而尊重其他族群，而且讓弱勢族群學生

獲得補償教育，以提高整體教育品質，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理想的實現（黃政傑 譯，

1997）。而Banks(1994)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應該協助學生瞭解自身文化之外，也應該走

出自身文化的侷限，從而提出了五項目標：（1）從異文化觀點來撿視自己，以獲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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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自我瞭解；（2）提供學生更多文化及族群知識的選擇性；（3）提供學生技巧、

態度和知識，以便和其他文化達成良好互動；（4）希望能透過多元文化教育來降低，

抑或消除對其他族群等差異團體的歧視；（5）透過包含多元文化內容的教育，幫助學

生掌握基本的讀寫及思考能力（賴金河，2012：22）。 

Tiedt & Tiedt(1990：20-25)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整體目標是要增進學生的自尊及對

社會上其他人的理解以及欣賞；因此在多元文化教育課程部分，便需要先讓學生認識自

身的文化背景、飲食習慣等面向開始。先肯定認同自我價值後，進而在接觸教室內不同

文化背景的他人時，較能用尊重與欣賞他人的不同文化。Tiedt等人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

目標應該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方面，教師透過教學活動將其融入課程中，而他們所

主張的多元文化之能力目標，分別為瞭解概念、獲得價值、發展技能及表現個人行為和

社會行為四大類；而這些目標必須進一步發展為具體目標，在各科中進行教學。例如：

自尊和欣賞他人的目標適用於融入各學科領域。而下列具體目標則是適用於閱讀課與社

會領域：（1）能列出個人的長處。（2）指出自己需要成長的領域。（3）能表現對他

人的積極情感。（4）能在團體情境中與他人合作。（5）說出家族起緣的事實。（6）

指出自己所屬的各種團體。（7）列出社區中的民族團體。（8）演出民族團體的民間傳

說。（9）描述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族群的貢獻。（10）界定「種族偏見」和「性別偏

見」兩個名詞。（11）說明人類互相理解對世界和平的重要性（Tiedt & Tiedt，1990：

23）。 

劉美慧(1999)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在於：（1）維護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2）

提升弱勢族群學童的學業成就（3）提升學童的自我認同（4）了解與認同自的文化（5）

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6）減低偏見與刻板印象（7）培養群際關係（8）培養適應現

代民主社會的能力（9）培養多元觀點（10）培養社會行動能力。 

綜合以上各家學者的分析，研究者歸納出幾項關於多元文化教育之共同目標：多元

文化教育想要追求一種機會均等的教育環境，希望學生能先認同自己的文化後，進而去

尊重並欣賞他人的文化。研究者非常認同這些目標及內涵，因為全球的浪潮下，多元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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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社會結構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所以研究者認為教學現場中，教師是占居第一線，

因此教學者應該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能力；而在教材上其實不需要過於強調文化的差異

性，需要傳達的部份係尊重與欣賞他人的文化；應該強調的係「認同、接納、尊重」多

元文化教育之基本精神，才是當務之急。 

四、多元文化課程設計 

課程是知識內容的一種呈現，而教學則是師生互動的歷程表現，要達成多元文化教

育之目標，教材的設計及選用就需要考量到學生之文化經驗與背景，並且將文化多元性

之議題融入、統整於課程教材當中。國內學者劉美慧、陳麗華(2000)提出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目標三個向度，在認知方面，首先要先瞭解與認同自我的文化，進而去瞭解文化的

多樣性；在情意方面，培養自我概念之後，再消除刻板印象與偏見；在技能方面，培養

學生的群際關係能力、多元觀點、社會行動能力以及適應現代民主社會能力。換言之，

先從認同自我文化後，接著改變自己的態度，進而實際行動。 

Banks 認為多元文化課程應涵蓋文化、社會化文化溝通權力及族群遷移等主要概

念，每一個概念又包含許多相關概念，見表 2-2： 

 
表 2-2：Banks 的多元文化課程之概念 

主要概念 相關概念 

文化 族群、弱勢族群、族群發展階段、文化同化、涵化、社區文化 

社會化 偏見、歧視、種族、種族主義、族群中心主義、價值、自我概念 

文化溝通 溝通、感受、歷史偏見 

權力 社會反對、社會抗爭 

族群遷移 遷移、移民 

資料來源：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著，200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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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ra(1995)以三大範疇十二項主題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科的課程要素，此三大範疇

及十二項主題分別是： 

1.瞭解自我和他人：文化、種族與個人和團體認同。 

（1） 種族認同(Ethnic Identity)。 

（2） 文化概念運用(Applying Concepts of Culture)。 

（3） 文化多樣性(Culture Diversity)。 

2.在多元民主社會中的批判式參與。 

（4） 重建社會的行動(Social Action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5） 社會和文化的權利與責任(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 

（6）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3.多元文化轉型知識。 

（7） 相互關聯性(Interconnectedness)。 

（8） 多元觀點(Multiple Perspectives)。 

（9） 環境脈絡(Context Settin)。 

（10） 種族、階級、性別意識(Race, Clas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11） 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 

（12） 貢獻(Contributions)。 

根據以上的三大主題為多元文化課程的要素，教學者如果將它運用融入於社會科教

學活動中，可以提供學生在多元民主的社會中積極的參與所需要具備的技巧訓練。 

除了課程目標以及課程的要素之外，其中與教學效果息息相關的是課程設計之模

式，因為在多元文化教育部份並不會單獨開設一門課程，因此教學者必須將多元文化教

育的內涵融入於其他相關課程中。因此，Banks(1995：3-24)從課程架構改變的情形，提

出四種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如圖 2-1），層級性由淺入深的多元文化課程實施模式，

分 別 是 ： 貢 獻 法 (Contribution Approach) 、 附 加 法 (Additive Approach) 、 轉 化 法

(Transformation Approach)、社會行動法(Social Ac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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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貢獻法(Contribution Approach)：主要是介紹不同族群的英雄貢獻、文化節日或慶

典，這個發展模式較常被使用於小學課程中。 

2.附加法(Additive Approach)：不改變原來課本的課程架構，會再加入民族有關的

概念、主題添加在課程內容當中。 

3.轉化法(Transformation Approach)：主要是希望教導學生透過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概

念，從多元的文化觀念來瞭解不同的人、事、物，教導學生縝密的思考，運用

一些事實材料的建立，支持其推論和概念，盡而幫助學生發展其技能。 

4.社會行動法(Social Action Approach)：社會行動法除了變換的所有內容之外，並

要求學生對與學習單元中少數民族文化有關的概念、議題與問題做出決定，採

取行動。 

 

 

 

 

 

 

 

 

 

 

 
 
 

圖 2- 1：Banks 的多元文化課程的四大層次 

資料來源：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13), by Bank & 

Banks ,1995 ,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層次四：社會行動法 

學生對重要的社會議題做決定並採取行動協助解決 

層次三：轉化法 

課程的結構已改變，使學生能從多種文化 

和民族的觀點去看概念、議題、事件和主題 

層次二：附加法 

僅將內容、概念、主題和觀點 

增加於課程中，但並沒有改變課程的結構 

層次一：貢獻法 

聚焦於英雄人物、假日及個別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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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1998) 頒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係以培養學生基本

能力為導向，其中提及「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的能力，希望學生能尊重並學習不同族

群文化，理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了解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

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面對多元社會中，不同的價值判斷，發展多元教育課程是

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之一。 

綜合以上各家學者所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研究者採用 Kirkpatrick 提出的評

估標準，以及劉美慧所提出的「多元文化課程教學目標」中的三個向度（認知、情意、

技能），再參酌國民小學高年級社會學習領域應具備的能力指標後，採用兩者皆有的標

準，自行歸納整理出本研究教材適用性之指標。 

 
表 2-3：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 

教學目標 評估的層次 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 

1.暸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

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認知 

反應層次 

學習層次 

文
化
多
樣
性 

3.能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情意 

反應層次 

學習層次 

行為層次 

結果層次 

尊
重
與
包
容
異
文
化 

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能欣賞並尊重不

同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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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技能 

反應層次 

學習層次 

行為層次 

結果層次 

群
際
互
動
關
係 

1.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

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基於目前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雖多，但是多為探討多元文化教學之成效，採用量

化的數據來檢視教學成效；探討在國民小學高年級的多元文化教材是否適用，目前並沒

有相關研究；因此透過教材適用性評估的指標，在本節中歸納整理多元文化教育的學者

所提出的定義及課程設計的原則，作為評估教材適用與否的理論基礎。 

貳、國小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與多元文化教育 

一、九年一貫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關係 

根據教育部所頒布的九年一貫基本內涵（教育部國教司，2008），分別從基本理念、

課程目標及十項基本能力三部分來探討九年一貫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間的關係，其分

述如下： 

（一）基本理念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關係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及新課程應該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

主素養、本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換言之，九年一

貫課程包含了五種面向的基本理念，分別為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

鄉土與國際意識、終身學習。其中有三個面向與多元文化教育相關，以下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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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面向加以敘述： 

1.人本情懷方面：包括了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及不同文化，這部分與多元

文化教育所倡導的先了解自身的文化，進而去欣賞及尊重他人的文化，是有

相同的意涵。 

2.民主素養方面：主張與人溝通、包容異己，與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尊重     

每一種文化的差異性及價值，懂得去包容不同的文化，有著相同的理念。 

3.本土與國際意識方面：其著重於本土情與世界觀，這個部分和多元文化教育

所追求的瞭解認同自身文化，並支持文化的多樣性，培養多元的概念，有

著相同的目標。 

（二）課程目標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關係 

國民中小學之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

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詠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

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因此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

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

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

合作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與世界觀的健全國民，為了實現國

民教育之目的提出了十項課程目標（教育部國教司，2008）。而其中與多元文

化教育有關係的目標分別是「增進自我了解、發展個人潛能」、「培養欣賞、表

現、審美及創作能力」、「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發展尊重他人、關

懷社會、增進團隊合作」、「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及「培養獨立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顧書華，2011：30-31）。Tiedt & Tiedt(1990)認為，多元文化

教育的整體目標是要增進學生的自尊及其對社會上其他人的理解和欣賞，深化

其對國人和世界人類需求的關懷，因此研究者認為這兩部分的目標是有相同之

處(199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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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項基本能力與多元文化教育 

為達成上述課程目標，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

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教育部國教司，2008）。而在這

十項基本能力之中，有六項與多元文化教育息息相關，分別是「了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下列針對這六項基

本能力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間的關係加以闡述。 

1.在「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方面：所要求係充分了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

緒、需求與個性，愛護自我，養成自省、自律的好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

及良好的品德；並能表達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

值觀。這些與多元文化教育中提到的要提高學生之文化素養，由認識自己

的文化開始，進而激發強烈的價值感和自尊心（林君穎，1998：34），這些

概念是有類似之處。 

2.在「欣賞、表現與創新」方面：所要求係培養感受想像、鑑賞、審美、 表

現與創造的能力，表現自我特質，提升日常生活的品質。這些與多元文化

教育中提到的了解認同自身的文化，還能夠欣賞以及尊重他人的文化，這

些概念是有類似之處（顧書華，2011：30-31）。 

3.在「表達、溝通與分享」方面：有效利用各種符號（例如：語言、文字、聲

音、動作、圖像或藝術等）和工具（例如：各種媒體、科技等），表達個人

的思想或觀念、情感，善於傾聽與他人溝通，並能與他人分享不同的見解

或資訊。這部分與多元文化教育中提到要多與他人不同文化進行交流、分

享，是有類似之處。 

4.在「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方面：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平等 對

待他人與各族群；尊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遵守法

治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Grant 和 Sleeter(1999)提出在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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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課程中必須兼顧不同族群的文化觀點，運用合作學習，使不同族群

的學生有接觸的機會，因此在這部份是有類似的地方。 

5.在「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方面：所要求的是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了

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是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

養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這些與多元文化教育所提供學生不同文

化團體的歷史、文化及貢獻等方面的知識，使學生了解認同本身的文化並

能欣賞及尊重他人的文化是完全相同。 

6.在「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方面：所要求係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                                               

與習慣，有系統的研判問題，並能有效的解決問題和衝突，這部分和多元

文化教育的消除種族歧視，達成教育機會均等是有相似的地方。 

二、國小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之關係 

（一）從多元文化教育分析課程基本理念 

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提及國小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基本理念有三個面

向，下列就多元文化教育與基本理念三方面之間的關係加以說明（教育部國教

司，2008）： 

1.在「學習社會學習領域的理由」方面，其主張教育是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

現自我、適應環境並進而改善環境的一種社會化歷程，此與多元文化教育

的理念有相同之處，美國學者 Banks(1993)曾提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概念

且是一種教育改革運動，透過教育改革課程以及教育環境。 

2.在「社會學習領域的性質」方面，其主張是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

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識領域，其中包含四種環境，分別是人的生存、生計、

生活、生命等四大層面，其中生命層次涉及到每個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這部分與多元文化教育內涵有雷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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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統整的功能」方面，指出關於課程設計之考量在於鼓勵教師透過各種成

長方式與進修管道，配合課程精神，改善教學，以協助學生之學習；這部分

與江雪齡（1997）所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教師必須運用不同的教學

方法，以幫助各種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生學習，也就是說教師必須做適性教

學，因此在這部分兩者是有相同之處。 

（二）從多元文化教育檢視課程目標 

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提及國小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的課程目標有十

項，而其中分成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層面來談，下列就多元文化教育與課程

目標之間的關係加以說明（教育部國教司，2008）：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中

有提到要增進個人對自我和自我文化的了解，先了解之後並認同己文化；進而

了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這個與課程目標「認知層面」中要求的了解本土與他

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問題；了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

之多元交互關係，兩部分是有相同的意旨。再者又與課程目標「情意層面」中

提到的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以及培養了解自我與自我實

現的能力，這部分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有相同之處。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中有提到培養適應現代民主社會能力以及社會行動能力，這部分與課程目標

「技能層面」中要求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是相類似的。 

（三）從多元文化教育探究分段能力指標 

多元文化教育目標中所強調的能尊重及欣賞他人的文化資產，這部份與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十大基本能力指標的：了解自我發展潛能、尊重關懷與國際

理解、主動探究與研究等地方，都是有相契合之處。而在分段能力指標又是更

具體的呈現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以下就社會學習領域之分段能力指標與多元文

化教育有關部份，由研究者自行整理，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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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多元文化教育相對應之國民小學分段能力指標 

主題軸 分段能力指標 

1-3-1 
暸解生活環境6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

特色。 

1-3-2 
暸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

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人與空間 

1-3-3 暸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7 
人與時間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8 
意義與價值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5-3-2 
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俗

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自我、人際

與群己 
5-3-3 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互動關係。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價值、信仰、態度的影響。 科學、技術

與社會 8-3-2 探討人類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

化創新。 全球關聯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司，2008，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得知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多處是可以看見多元文化教育的影子，

                                                
6 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和人文的生活環境。 
7 應該包括「海洋文化」，例如不同時期的臺灣先民（如原住民或其他族群）海洋拓展的歷程，及其臺灣

文化之間的關係。 
8 尤其是流行於臺灣的宗教以及和海洋活動有關的信仰，盡可能納入教材和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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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在顯示於課程安排方面，政府也開始重視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並且將這些議

題列入教材編寫中，培養學生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的能力。 

参、現行國小教材多元文化教育之相關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研究在國內近十年，隨著教育改革的浪潮，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日漸的蓬勃發展，有更多的學者會提出多元化的觀點、看法；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有關文

化、族群間的議題，學者們不僅是透過實務與理論間來探討而已，更鼓勵研究者能深入

教學現場，從事課程設計與教學之探究，這部分也顯示出多元文化教育已漸漸受到社會

之關注。 

關於國內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相關研究很多，研究者為了解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與課

程之相關，針對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及研究結果進行探究，並將其繪製成表格比較，如

表 2-5。 

表 2-5：國內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相關研究摘要表 

文獻名稱 
研究者 
時 間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概述 

小學社會科多元文

化之族群關係課程

設計研究 

林君穎 
(1998) 

實驗研究 

針對社會科中族群關係之課程設計

出多元文化之族群關係課程教材，

以瞭解族群關係教學對於學生之影

響，並檢討其適用性。 
多元文化課程方案

的實施 - 學生 經驗

課程之研究 

莊采珂 
(1999) 

質性研究 
在多元文化課程中的課程設計以及

課程實施方面提出建議以實踐多元

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課程理念

與實踐之研究 
陳美如 
(1999) 

質性研究 
依據多元文化課程理念與實施檢視

學校教育在多元文化教育實施上的

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社會科多元文化課

程分析 研究 - 以國

小教科書為例 

張亦正 
(2006) 

質量並重 

針對目前市面上三大版本，在多元

文化教育的教材內編寫上做分析比

較，提出建議作為未來在教材內容

編寫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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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 

多元文化學校本位

課程實施之研究-
以北市一所高級中

學為例 

李美鶴 
(2009) 

質性研究 

探討多元文化學校本位課程實施之

概況，多元文化本位課程實施所產

生的效益及所遭遇之問題、及個案

學校多元文化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

落實途徑，最後根據研究資料分

析，提供具體建議，以作為學校實

施多元文化學校本位課程之參考。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

領域教科書客家文

化教材之內容分析

研究 

鍾政凱 
(2011) 

質性研究 

本研究主要內容在探討現行國小社

會領域教科書中，對於與客家文化

相關內容，加以研究分析，目的在

藉此了解教科書是否能傳達正確的

常識，幫助學童更深層體認正確的

客家文化。 

多元文化教學實踐

之行動 研究 - 以一

位山區小學教師為

例 

毛宣晴 
(2011) 

行動研究 

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設計實施一套

多元文化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

多元文化素養及增進教師的專業成

長。 

國小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實施與教學成

效之研究-以兩所

國小為例 

賴金河 
(2012) 

質量並重 

旨在探究國小推展多元文化教育的

課程實施與教學成效，最後歸納出

研究結果，提出國小推展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實施的相關參考建議。 
資料來源：檢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檢閱日期：2012.1.31 

 

歸納統整上述的研究，研究者得到下列幾點結論： 

1.就研究主題而言 

研究者發現在多元文化教材的參考文獻中可以分成兩大類別，一是針對多元文

化課程教材在國小或國高中學生實施的成效，如在（林君穎，1998；莊采珂，1999；

陳美如，1999；李美鶴，2009；賴金河，2012；毛宣晴，2011）中提到；另一個則

是針對教材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如在（張亦正，2006；鍾政凱，2011）等篇論及。

研究者所蒐集到的文獻多從這兩方面著手進行研究探討，鮮少人透過探討國小教科

書中的多元文化教材是否適用，因此本研究從此方向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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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研究方法而言 

在多元文化教育的主題中，多篇的研究多採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莊采珂，

1999；陳美如，1999；李美鶴，2009；鍾政凱，2011），藉由實際的參與教學現場，

針對學生所面臨到的困境及問題，透過觀察、訪談以及資料的分析，提出解決方案。

也有部分學者以行動研究（毛宣晴，2011）實際進入教學現場與教學者合作，運用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發展課程設計以及教學策略，進而去探討實施成效以及其運作

課程之情形；然而本研究應用質性研究中的準實驗法，採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兩班

學生進行教學比較分析。 

3.就研究結果而言 

以蒐集的相關文獻可分成三個種類，一是針對目前教科書版本在多元文化教材

內容的編寫上進行分析比較，經由詳盡的分析後提出建議，作為未來廠商在編寫教

材時可以作為參考，如（張亦正，2006）；二則是在學校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後所遇

到的困難或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方向，如（莊采珂，1999；陳美如，1999；李美

鶴，2009；賴金河，2012）；最後其中一篇與本研究的方向相近的是林君穎(1998)

所提出小學社會科多元文化之族群關係課程設計研究，最後的結果是透過研究瞭解

族群關係教學對學生的影響，並且檢討其適用性；在這個部分與本研究較有關聯

性。在本研究者所要探討的是在六年級目前所使用的社會學習領域的教科書，在多

元文化的課程內容的適用性，希望透過本研究的結果能給予未來主流書商，在編寫

課程內容上提供具體之建議。 

 

就本研究的價值性而言，歸納前述得知目前尚未有人針對六年級社會教材內容的適

用性進行研究，而本研究是採用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以及評估理論為依據，探討目前社

會學習領域在高年級多元文化單元部份，教材在教學現場中實施上的成效，教材設計是

否有所不足，研究者透過自編教材來補足教科書不足之處，依據學生在認知、情意、技

能之學習成效作為教材適用性的指標之一。所以，透過兩班的實驗教學後，從相關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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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分析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達成教學目標，來評估自編版的教材對六年級的多元

文化單元適用性，則成為本研究主要之探討重點。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動機與問題發想自教學現場，在釐清了研究目的之後結合了適用性評估

標準、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以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及市場主流教材與研究者自編教

材的教學比較構想後，擬定出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2-2），希望藉此探討多元文化教學目

標提升之道。前述研究架構之建立是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的成果，由實務及教材適用性

評估標準、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以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經過歸納整理而提出一套教材

適用性評估的準則，透過這樣評估準則來檢驗目前六年級學生的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

教材內容。在比較翰林版及自編版多元文化教材的教學成果後，便能釐清國小社會領域

主流教材內容設計的需求與方向，進而協助學生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的學習目標。 

此外，前述學習目標的達成與否，也同樣會是研究者嘗試自編版教材過程，可能會

遇到的問題，於是在本文研究架構的安排下，研究者採用前後測學習成效試題、影像紀

錄、教室觀察、學生訪談以及教學省思札記等，來蒐集研究分析資料。 

最後根據學生的學習成效探討是否有達成提升教學目標，如果沒有達成教學目標，

再回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課程理念，以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多元文化之關係（政策

面）作檢討，修正自編版的自編社會學習領域之多元文化教材內容，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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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檢驗 

依據：1.適用性評估的標準 
      2.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課程理念 
      3.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多元文化之關係 

翰林版社會學習領

域之多元文化教材

內容 

自編版社會學習領

域之多元文化教材

內容 

檢驗 

調

整 

提升教學目標 

 可達成 
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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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案例分析與設計 

本研究的背景主要是在教學現場中發現教材課程的問題，進而尋求解決的方法，所

以研究者針對課程教材另行自編教案，選擇兩個班級觀察學生學習情況，本研究所採取

的研究方法為準實驗法，透過觀察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狀況進行研究。主旨為分析

多元文化課程在六年級社會學習領域中，學生學習的情況；教學者即研究者針對原課程

教材調整，依照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結果，歸納整理教材適用性評估的規準，自編教材則

依據此規準設計來補足原教材的部分，期望透過實施教學活動後，學生之學習成效能夠

進步；並且在多元文化議題之教學活動設計方面，能聯結學生之生活經驗。 

本章共分為三節，主要是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案例做說明，第一節為

研究案例的分析、第二節是自編教案的內容說明，第三節則是研究設計的介紹，茲分述

如下：                                                                                                                             

第一節 研究案例的分析 

研究者目前任職於臺中市樂樂國民小學（化名），研究期間擔任六年級社會學習領

域的教學工作，在六年級社會科學習領域教學有六年時間，因此教材內容有一定的熟悉

程度。以下會針對研究場域、研究對象、研究案例的介紹來加以說明。 

壹、 研究場域 

本研究施行之學校位於臺中市郊區，屬於中型學校，由於學校界處於工業區附近，

所以學區內的家長職業多以農、工業為主，社經地位中等，經濟的貧富差距很大，學區

內的外配子女以及弱勢家庭有逐年增加的情況，在 100 學年度全校班級數有 52 班，學

生總人數為 1452 人，外籍配偶子女 125 人，佔全體學生人數 8.6%，而 101 學年度全校

班級數有 48 班，學生總人數為 1179 人，外籍配偶子女 124 人，佔全體學生人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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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大陸籍和越南籍的人數居多（詳見表 3-1），這部分與內政部統計處於 101 年 6

月的資料相符。 

 

表 3-1：樂樂國小 101 學年度學生人數及外籍配偶學生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國家名稱 

年
級

 

學
生
數

 

大
陸

 

印
尼

 

馬
來
西
亞

 

菲
律
賓

 

泰
國

 

緬
甸

 
柬
埔
寨

 

越
南

 

新
加
坡

 

其
他

 

合
計

 

一 192 8 4 1 0 2 0 0 9 0 1 25 

二 155 6 2 0 0 2 0 0 7 0 0 17 

三 168 11 1 0 0 0 0 0 12 0 0 24 

四 157 10 3 0 0 1 0 1 2 0 0 17 

五 239 8 1 0 0 0 0 0 12 0 0 21 

六 268 8 1 1 0 3 0 4 2 0 1 20 

合計 1179 51 12 2 0 8 0 5 44 0 2 124 

資料來源：學校輔導室全校外籍子女統計資料，研究者自行整理 

 

透過上表得知學校學生組成的元素較多元，再加上學校各班皆配有電腦、網路以及

單槍投影機設備，硬體設施充足，這些外部的條件更有利於進行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自

編版教學活動。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係採立意取樣的方式，在研究者所任教之國小，全校的六年級共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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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班級，從研究者所授課的三個班級中挑選兩個班級，排除其中一班為體育班9，來進

行教學實驗。考量到其他兩個班級的人數相當，且學生素質較一致，兩個班級都各有兩

名學習障礙的學生，且在社會領域學習成績相近。在先備知識方面，學生在四年級時已

經都學過家鄉的習俗及節慶，也介紹了過臺灣的原住民族群；所以研究對象在臺灣本土

的多元文化已有基礎的知識，因此在六年級的多元文化課程部分，就延伸介紹到新住民

的文化等。 

此教學實驗從 101 年 11 月 18 至 102 年 1 月 18 日，於每週的一到兩節社會課進行

教學活動，兩個班級中隨機選取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進行課程教學前，控

制組與實驗組同時進行「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概念」之認知程度測驗，前測完後，實驗組

班級才進行有關自編版的教學活動課程融入多元文化單元教學活動，而控制組仍然進行

翰林版本的課程活動。教學活動結束後一周內，兩組學生會再進行後測，以兩次的測驗

結果分析兩組的認知學習表現差異，以探討「自編版的多元文化教材」是否有達到提升

教學目標，以及改變學生學習成效。下列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人數、男女生分布，

整理出如表 3-2 所示。 

 

表 3-2：研究人數分配表 

項次 男生 女生 新住民子女 原住民子女 合計 

實驗組 14 14 1 1 28 

控制組 14 14 2 0 28 

總人數 28 28 3 1 56 

實驗組中有一名男生為印尼籍的子女，以及一名女生為阿美族的子女；控制組中有

一名男生為越南籍的子女，以及一名男生為柬埔寨籍的子女；為了使兩班學生在接受實

驗的過程中不受到影響，研究者並沒有告知學生編為實驗組還是控制組，在上課的口

                                                
9 本校體育班的學生人數較少，平時會花許多時間在訓練足球技能，因此學生在課業表現上較不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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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及班級經營方式皆相同，以作實驗控制。 

參、研究案例的分析 

從目前國中小課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多元文化在學校課程的實施情形來看，其

課程設計多數是採融入其他相關領域方式來呈現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未見單獨的「多

元文化課」，此小節會針對目前翰林版在國小高年級多元文化教材的內容部分加以分析： 

一、 國小高年級多元文化教材內容分析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時，曾針對目前在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六年級學生所應

學習到的能力指標做探討，就目前翰林版的六年級多元文化教材分布在六上的第五單元

及第六單元，這兩個單元的教學重點為：（1）認識促進社會多元化的各種不同因素（2）

尊重不同的價值觀（3）學習欣賞各種不同的民俗文化（4）認識臺灣傳統文化的主要內

容（5）了解臺灣現今文化發展的趨勢。 

目前臺灣的教科書編寫並未將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獨立為單一科目，採行方式為透

過融入相關之領域方式來呈現其內涵。國內學者黃政傑(1995)根據Banks以及國外數位多

元文化教育學者的論述，歸納出了十項多元文化課程設計類型：（1）補救模式（2）消

除偏見模式（3）人際關係模式（4）非正式課程模式（5）正式課程附加模式（6）融合

模式（7）統整模式（8）社會行動模式（9）族群研究模式（10）整體改革模式（黃政

傑，1995：111-117），在教學現場中這些模式實際運用於教學教材中的只有消除偏見

模式、人際關係模式、非正式課程模式、正式課程附加模式、融合模式、統整模式以及

社會行動模式；然而在人際關係模式以及社會行動模式屬於教學目標的情意部分，這部

分在教材內容較不易呈現，情意部分需要長時間之後才能觀察到學生的改變，因此在上

課教學時，教學者需要透過討論方式來做價值澄清、角色扮演的方式或是體驗活動讓學

生去感受、思考進而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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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計的組織步驟方面，劉美慧(1999)也曾提出課程組織的要素會影響學生學

習多元文化時所形成的概念與通則，因此她提出了三項教學者在安排課程時應該注意的

地方： 

（一）課程安排的順序應由具體而抽象化，而在概念的呈現可以在不同年級重複出

現，不過隨著年級的增長必須加深加廣。在學習心理方面需要考慮到學生的年

齡認知發展。 

（二）從不同學科領域選定概念後，要確定一個貫穿這些概念的通則，以解釋不同文

化及不同層面的人類行為與經驗。 

（三）按照不同的主題設計教學策略以及活動。 

從上述所提到在安排課程時有幾項通則，研究者在目前社會學習領域發現第一點的

部分，書商在編寫教材時有留意到這部分，多元文化教育概念在不同年級有重複性的出

現，當然在內容部分也是螺旋式往上加深加廣，因此在六年級時學生對於多元文化教育

已有部分的先備知識。 

二、 目前國小六年級翰林版多元文化教材內容分析 

本研究控制組的所使用之課程版本，以學校所選定的社會科學習領域教科書-翰林

版六年級多元文化單元內容為主，依據研究者所提出的適用性評估標準，來評估翰林版

多元文化教材內容，提出未達到評估標準的部分，以作為下一節中自編版教材編寫之依

據。翰林版在本研究中適用性評估標準檢核結果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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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翰林版教材適用性評估檢核表 

評估的層次 
指
標
別 

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 反

應 

學

習 

行

為 

結

果 

1.暸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

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 ◎   

2.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 ◎   

文
化
多
樣
性 

3.能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 ◎ ◎ ◎ 

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能欣賞並尊重不同文

化的特色。 
◎ ◎   

尊
重
與
包
容
異
文
化

 

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 ◎   

群
際
互
動
關
係

 

1.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互動

關係。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透過表 3-3 評估翰林版教材適用性的檢核表得知，雖然翰林版的社會教材內容有提

到暸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但

是並沒有詳盡的介紹，在本研究的適用性評估指標僅達到反應、學習的層次，如在課文

中第 86 頁的「節慶習俗」，只有提到冬至搓湯圓以及中元節時舉行普渡，因此研究者認

為在這個部分它並沒有說明詳盡，可以透過學生的經驗分享或是蒐集相關資料做延伸性

的活動，便可達到結果層次。 

「文化多樣性」中的「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在課文中的第 88 頁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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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臺灣的傳統藝術文化，雖然在傳統藝術文化方面介紹很詳盡，但在本研究的適用性

評估指標僅達到反應、學習的層次，因為課文中所提到的傳統藝術文化，對學生而言平

時不常接觸，需要教學者透過體驗或影片欣賞的教學法，學生較容易理解。 

「尊重與包容異文化」中的「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能欣賞並尊重不同文化的

特色」以及「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在課文第 78 頁中「多元文化的社

會生活」有提及，這部分最容易貼近學生的生活面，但是課文中並沒有仔細討論，僅以

多元文化展現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面向上，例如：藝文、飲食等，的文字敘述帶過。「能

欣賞並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能包容、欣賞不同文化的人」這部分是屬於情意層面，

教材編寫上是需要教學者運用教學方法以及體驗活動才能呈現出來，所以在這部分研究

者認為翰林版本也沒有詳細說明這個面向。 

「群際互動關係」中的「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互動關係」在

課文中第 80 頁中有提到「多元社會中是需要以互相尊重作為基礎」，不同的角色是需要

學習互相尊重、學習溝通，在翰林版本中也僅達到學習、反應層次面。 

 綜上所述，得知翰林版的教材內容設計上，多偏重學習、反應層面，在行為及結果

層面的教學內容明顯不足，因此這部分在自編版的教材內容編寫會進行修正調整，下一

節針對自編教案的內容進行說明。 

第二節 自編教案的內容說明 

壹、教學模式 

本研究是以多元文化單元的課程設計為主軸，教學活動設計依照多元文化適用性評

估標準進行設計，標準參酌 Kirkpatrick 的階層評估模式，下列針對自編版的教材做一個

檢核表，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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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多樣性 

（一）暸解各地風俗民情之形成背景、傳統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之重要性，

在自編教材中透過分組蒐集資料，實作評量中來達成行為以及結果層次，此指

標呈現在活動二「文化調色盤」中。 

（二）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在活動二「文化調色盤」中透過介紹臺灣傳

統藝術外，延伸學習學區中的廟宇裝飾藝術與課文中的內容進行比較。 

（三）能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在活動三「風情萬種」中會提及學生舊

經驗中的宗教信仰活動，還會延伸到介紹其他國家的服飾，因為有些國家的服

飾是與宗教信仰活動有關聯的。 

二、尊重與包容異文化 

（一）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能欣賞並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這個指標在活動一、

二、三都會包含在內，透過小組的分享、價值澄清以及異國飲食體驗活動，達

到評估指標。 

（二）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這部份在活動二討論臺灣風俗時，透過

分組繪製概念架構圖，與同學分享臺灣文化的淵源由來。 

三、群際互動關係 

（一）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互動關係，這部份在活動四的部份

會藉由角色扮演方式融入，讓學生藉由表演的方式了解不同文化間應有如何正

確的互動關係，雖然生活方式有些差異性，但是能夠秉持欣賞尊重的心態面

對。透過此項指標希望能夠達到情意及技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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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自編版教材適用性評估檢核表 

評估的層次 
指
標
別 

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 學

習 

反

應 

行

為 

結

果 

1.暸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

禮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 ◎ ◎ ◎ 

2.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 ◎ ◎ ◎ 

文
化
多
樣
性 

3.能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 ◎ ◎ ◎ 

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能欣賞並尊重不同

文化的特色。 
◎ ◎ ◎ ◎ 

尊
重
與
包
容
異
文
化

 

2.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 ◎ ◎ ◎ 

群
際
互
動
關
係

 

1.了解各種角色扮演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互

動關係。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針對多元文化單元的教學目標擬定之活動設計，在活動設計以多元文化的

食、衣、育樂為主，因為這些主題較貼近於學生的生活經驗，從學生生活周遭的議題更

能引起學習動機，因此研究者依據這個想法設計了四個主要教學活動。教案設計部分（詳

見附錄一），各類教學活動的設計主題與理念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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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在有意思（教學活動一） 

（一）主題活動 

首先讓學生了解「多元文化」的意義及原因，接下來是異國飲食文化的活

動，除了學生與老師帶的異國美食外，更邀請班上學生的家長（印尼籍）到班

上介紹當地道地小吃。藉由異國飲食活動，讓學生體驗並了解不同的氣候環境

會影響飲食文化。 

（二）設計理念 

透過料理的呈現及品嚐，除了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外，當然它也最

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藉由實地品嚐之後學生更能比較出與臺灣在地口味不同

之處，當然也是希望學生多方嘗試不同的食物，並且能與同學分享品嚐完的感

受；更重要的是透過體驗活動，學會尊重差異性，懂得欣賞及包容不同的文化

特色。 

二、文化調色盤（教學活動二） 

（一）主題活動 

介紹臺灣節慶習俗以及傳統廟宇的裝飾藝術，讓學生分享其舊經驗曾經參

與過的習俗活動，或是節慶習俗活動，最後分組完成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並

進行分享。 

（二）設計理念 

透過概念架構圖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將節慶習俗新舊經驗聯結，把瑣碎的

知識統整並繪製出來。除此之外，小組蒐集其他國家特殊的節慶活動分享，讓

學生培養欣賞與尊重的態度。在介紹傳統廟宇的裝飾藝術以及傳統戲曲，這部

分研究者希望經由觀賞影片，讓學生欣賞不同文化之美。 

 



 

 47 

三、風情萬種（教學活動三） 

（一）主題活動 

讓學生了解臺灣文化的多樣性，而在這個活動僅呈現在服飾方面，由學生

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多元文化主題開始，研究者認為較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最

後也邀請學生家長（印尼籍）到班上介紹印尼服飾、用印尼話說幾句常用的問

候語。 

（二）設計理念 

利用學校電腦教室讓學生分組進行討論並蒐集資料，與同儕有互相學習的

機會，除了分享交流心得之外，更能有系統的整理資料製作成簡報，與班上同

學分享。邀請印尼籍家長入班來介紹印尼服飾和印尼話，研究者期許學生能有

包容的心態去接納不同的文化層面。 

四、文化大熔爐（教學活動四） 

（一）主題活動 

臺灣的社會是非常多元化的，呈現在不同的層面，因此在這部分希望透過

體驗活動、角色扮演方式來促使學生能有欣賞、尊重的心。 

（二）設計理念： 

這個活動設計是屬於統整之前學生所學習到的多元文化內涵，所以會希望

透過角色扮演，以及戲劇的方式呈現；學生能夠內化尊重與欣賞異文化的態

度，來達到情意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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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想探討翰林版的多元文化教材，實施在國小六年級學生身上是否適

用，且教材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聯結性高不高？因此採用準實驗法中「不相等控制組

前後測設計」的方式，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課程內容教學。本實驗分成兩組班級，A 組為

實驗組進行的課程為翰林版教材加上自編版教材，B 組為控制組，進行的課程仍維持原

來翰林版本進行課程。整個實驗設計以多元文化單元進行，每周二到三堂課，觀察時間

為兩個月的時間。 

在實驗之前兩組學生都須接受「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概念」之認知程度測驗，課程進

行中，會蒐集實驗組學生上課討論的學習單，以及透過影像錄影來紀錄學生課堂中的討

論，並視狀況訪談學生；在控制組部分就沒有介入任何的實驗。等待課程實施完後一周

內，將實驗組以及控制組的學生統一實施「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概念」之認知程度後測，

前後測的分數以及收集到的文本資料作為本實驗分析對象，從其中可以瞭解學生學習的

歷程。在研究過程中，邀請協同研究者共同參與，進行課程教案設計的交互批判及反省

辯證，增加研究資料的客觀性，避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然而在準實驗研究法中可能會

發現存在著受到觀察者與情境交互作用效應的干擾，而限制了研究的外在效度。因此，

本研究除了研究者本身之外，另外邀請其他兩位協同研究者，共同參與研究；並且再架

設 DV 錄影，藉由工具來提高研究的內在效度。 

壹、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者 

研究者即為教學者，目前任教於臺中市樂樂國小（化名），擔任六年級社會科

科任老師，教學年資邁入第十一年，在高年級任教的時間有七年的時間，雖然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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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任老師的時間僅有兩年時間，但在高年級社會領域教學年資已有七年的時間，其

中有兩年時間擔任學校社會學習領域召集人。 

二、協同研究者  

（一）小蓉老師 

小蓉老師任教於臺中市樂樂國小（化名），目前擔任三年級級任老師，任教年

資十年，其中在高年級教學年資六年，且在社會學習領域學有專精，畢業於臺中教

育大學社教所，因此在整個課程設計方面，與研究者共同討論，並給予建議。 

（二）小蕙老師 

小蕙老師任教於臺中市樂樂國小（化名），目前擔任低年級級任老師，任教年

資二十年，小蕙老師教學認真且為人熱心，是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學輔導老

師，更是本校教專推動的種子教師，因此在本研究中邀請其擔任第三觀察者，在進

行部分課程時之教室觀察，針對研究者的教學活動給予建議。 

貳、研究流程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採準實驗法。研究的流程如圖 3-1，一開始先透過前測

來瞭解學生對國小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概念」之認知程度，發現問題

之後，研究者針對此自編教案來補足學生這方面的知能；進行的模式以兩個班級進行，

控制組的班級課程的教學活動，仍然以翰林版本的多元文化內容進行教學；而實驗組班

級除了進行翰林版的課程外，還加入研究者的自編版教材同步進行；完成實驗後，兩個

班級進行後測，透過後測來瞭解學生學習的成效如何，並隨機抽樣學生進行訪談，最後

分析出來的結果，提出建議，並提供給教科書廠商做為未來編製教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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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瞭解學生對國小社會學習領域中

的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概念之認知

程度 

實施前測 

 
翰林版的課程內容 

自編版教案 

 
翰林版的課程內容 

實驗組 控制組 

分析整理後測及訪談學生的資料 

評估原教材的適用性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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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六年級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課程的單元設計，針對所要達到的教學目

標以及學生學習成效，透過自編版教材與翰林版的教材進行兩組學生的比較，以下就資

料蒐集、資料分析與整理兩個方面來說明。 

一、資料蒐集部分 

 研究者將蒐集的資料分成兩部分，一是學生部分，主要有前測與後測學習成效試

題、活動學習單、小組互評表、學生訪談等文本資料。二則為研究者部分，透過教室觀

察、影像紀錄，以及教學省思札記等方式蒐集資料，藉由這些資料的蒐集，再進行結果

分析，以下針對這些蒐集的文本資料逐一說明。 

（一）學生部分 

1.前測與後測學習成效試題（請見附錄二、三） 

在課程進行前，研究者對學生實施自編的學生學習成效前測試題評量，第

一部分主要以多元文化單元課程內容相關概念進行測驗，透過前測結果得知學

生的起始學習行為。第二部份則是針對學生參與多元文化課程之學習感受的問

卷調查，主要分成五大部分：學生對課程的喜愛程度、不同教學方法（小組學

習、蒐集資料方式）的接受度、對不同文化的接納度，以及課程與日常生活經

驗的聯結性之調查。 

後測試題之第一部分內容則以多元文化單元課程內容相關概念進行測驗，

題目部分與前測一樣，藉以分析學生透過自編版教材，進行教學活動後學生之

學習改變與成效。第二部份以學生歷經整個教學課程後，表現在對課程的喜愛

程度、不同教學方法（小組學習、蒐集資料方式）的接受度、對不同文化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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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度，以及課程與日常生活經驗的聯結性等，分析各個項目的學習成效； 

 2.活動學習單（請見附錄四） 

   研究者視課程的需要，在課程前先給予學生學習單，目的是讓學生事先蒐

集資料，以利於引導學生進入教學情境中，活動結束後再讓學生回家寫上心得

部分以及家長提出建議，透過回饋來提供下一個教學活動的修正參考。 

3.小組互評表（請見附錄五） 

以小組為單位，由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再聽完其他同學分享後，依照評分

項目給予評比；目的是希望藉由小組互評的方式，讓學生可以學習如何看待他

人的表現，當然提供機會讓學生發表與討論的時間，藉由聆聽學會自我反思，

並且吸收他人的優點並改進自己的缺失。 

 4.學生回饋表（請見附錄六） 

   進行完多元文化教學活動後，讓學生檢視在多元文化方面的自我學習、改

進以及心得，藉由回饋表發表自我的意見和想法。 

5.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大綱如附錄七） 

 訪談方式是採用半結構式，研究者在教學活動進行完後，按照後測的成績

取高低分成低、中、高三個族群，捨去低分族群，因為考量資料的信效度；因

此由成績中、高族群中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各五名學生進行訪談。 

（二）研究者部份 

1.教室觀察（請見附錄八） 

 教室觀察部分採兩種方式，一是入班觀察老師採用教室觀察檢核表（請見  

附錄八）來記錄教學者教學，此檢核表是參考研究者所服務學校之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檢核表10（評鑑工具四）做修改，入班觀察的老師使用教室觀察檢核

                                                
10 此檢核表為研究者所服務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所設計的評鑑規準表，在規準表中又分為

四個不同的評鑑工具檢核表，而本研究的教室觀察檢核表則參酌評鑑工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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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記錄教學者的教學，主要觀察的重點為師生之間的互動及對答，觀察結束後

再給予回饋。二是研究者在進行教學活動時，透過錄影方式記錄教學現場，藉

以詳細記錄活動流程，作為研究者自我檢視的重要依據。 

 2.教學省思札記 

 在進行完實驗班級的課程後，教學者記錄教學省思札記，透過教學省思札

記可以將進行教學活動時，所遇到的困境、想法、情感記錄下來，方便進行課

程修正的參考（詳見表 3-5）。 

 

表 3-5 ：教學省思札記 

時間  地點  

重要事件  

我的省思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課程教學方面為了增加研究的信效度，避免過於主觀的研究限制，所以邀

請研究者所服務學校之教學輔導教師入班觀察，透過三角校正法11的方式來確認資料的

信效度。會採用 Denzin(1978)所提倡的三角校正法是因為此研究方法一般多使用在教育

現場，而且是質性的研究，因為在分析學生資料時如果只有單方研究者的部份，資料會

過於主觀，因此這種研究法是教師觀點、學生觀點，最後再加上第三者的中立觀點，這

                                                
11 所謂三角校正法是指「在研究中採用不同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理論」。研究者可將初步的分析結

果或報告大綱拿來與其他研究者討稐，以便獲得校正或啟發；也可以拿這些資料和被研究的對象作初步

的溝通，以便校正研究者的分析與解釋（高敬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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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形成一個三角，在資料分析部份便可以增加可信度。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有教師的教學省思札記、教室觀察檢核表、訪談資料、學習單、

教學錄影，以及前測與後測學習成績等文本資料。為了便於分析與探討，研究者將前述

不同來源的文本資料予以編碼，並明確交代引用文本之原則，以供實務的學術各界查證

研究資料之正確性，於下說明各類文本資料內容屬性之適用編碼原則，並同時列出參與

者編碼表（表 3-6），利於參考與對照。 

（一）教室觀察：教室觀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協同教師利用教室觀察檢核表進

行記錄，另一部份則透過錄影方式記錄教學現場。根據這兩部分的文本資料

進行編碼。「觀 1011001」代表協同研究者在 101 年 10 月 01 日進行多元文化

教學活動的觀察記錄摘要。「影 1011001」代表研究者在 101 年 10 月 01 日進

行多元文化教學活動的錄影紀錄轉成摘要稿。 

（二）教學省思札記：教學省思札記是教學者進行完教學後，記錄教學過程的想法，

根據所蒐集的十三篇教學省思札記進行編碼。「札 1011001」代表研究者在 101

年 10 月 01 日的教學省思札記。 

（三）學生訪談資料：進行完多元文化教學實驗後，研究者隨機選出實驗組與控制

組的學生進行訪談，依據所蒐集到的學生訪談資料進行編碼。「音 1011001-S」

S 表示學生在 101 年 10 月 01 日的訪談錄音摘要稿。 

（四）小組互評表：分組報告時，其他組別會根據分享的同學進行評分。「互評 1S1」，

第一個「1」表示小組代號，「S1」表示學生代號。 

（五）學生回饋表：教學活動結束，學生檢示自我學習狀況。「回饋 S1」，S1 表示

學生代號。 

 除上述的文本資料進行質性分析外，研究者為增加教學實驗的信效度，所以將學生

前測與後測答題率的資料，運用 SPSS Window12.0 成對樣本 t 檢定；針對問題三研究者

提出一個假設：實驗組使用多元文化自編版教材教學後，學習成績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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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參與者編碼表 

代號 代表意義 

T1 代表教學者即研究者 

T2 代表協同教師 

實／控 S1 實代表實驗組，控代表控制組 
S 代表學生，1 表示座號 

S 全 代表全班多數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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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分析 

本章從「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面向針對「學習成果測驗資料、學生訪談資料、

教室觀察、教學省思札記、學習單」等研究資料進行分析，藉此深入探討以下三個研究

問題：一是探討在國小高年級社會學習領域教材的適用性；二則探討學童在學習多元文

化單元是否與生活經驗互相聯結，最後探討融入自編教材之後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在

認知層面部份，研究者透過前、後測的內容以及學生訪談資料來進行分析；情意部份研

究者藉由前測與後測的內容之第二部份、教室觀察中師生互動對答部份、教學省思以及

訪談部份來呈現；最後在技能方面研究者運用了教學觀察中的學生互動、操作以及學生

訪談的資料來呈現，因此在本研究過程中使用了教室觀察以及紀錄十三篇的教學省思、

前測與後測的內容、學習單，教室觀察檢核表、影像記錄以及訪談內容，研究者透過多

元的角度來呈現。 

教學省思的重點主要為了解教學者在班級實施自編教材的現況是否流暢，透過學生

的反應來省思教材對於學生的適用性，在教室觀察中使用了十次的教學錄影，教學錄影

之目的是想要從教學過程當中去掌握教學問答中的情意表現，前後測的資料比較可以了

解到學生在認知層面的學習成效，而訪談的資料來佐證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學習情

況。以下從認知、情意、技能層面分析教學目標的落實成果。 

第一節  教學目標在認知層面的執行成果分析 

 本節為探討教學目標在認知層面的執行成果，選用質性與量化資料進行分析，在量

化分析主要是從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後測內容，來比較分析其結果；而質性分析則是

透過訪談學生的文本資料來尋求支持性論述，於下由多元文化概念測驗成果以及多元文

化認知訪談成果分析來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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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多元文化概念」測驗成果比較 

在教學過程當中控制組的教學活動按照原版本（翰林版）的方式實施；而實驗組的

部份則是再融入研究者自編的教學活動於社會學習領域的單元課程中；希望藉以讓學生

在學習上加深加廣。在資料處理的部份，為了瞭解學生在認知層次學習成效是否有改

變，在研究過程曾安排了多元文化實驗前的測驗及實施之後的教學成果測驗，在認知的

部份研究者主要放在課題內容的相關概念，承如第三章第二節所提到，在多元文化測驗

的研究問卷中，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多元文化課程內容之認知做提問；而

第二部份則針對學生學習之感受做提問。而本節是以認知層次來作陳述，所以下述的多

元文化測驗成果的分析比較主要是聚焦在認知層次，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答對率差

距比較、後測答對率差距比較、前後測答對率成長幅度比較，以及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

四個部份來進行結果分析： 

一、前測答對率分析 

進行教學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皆進行多元文化相關概念試題測驗，從表 4-1 的

資料中可以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前測部份的平均每人答對率是 62.2%；控制組學生在前

測部份的平均每人答對率是 62.5%，從這個數據可以得知兩組學生在起始能力的差異並

不大。研究者發現前測部份在試題 5、6、8、10、12、14、21、24 的答對率，實驗組表

現沒有控制組好，而研究者歸納這些試題的類型為地方習俗佔有四題，宗教佔兩題，服

飾以及遺蹟建築各佔一題。透過這樣的結果分析，給予研究者於設計自編版教材之啟

發，在教學內容設計可再增加地方習俗、服飾、建築等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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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實驗組、控制組學生前測答對人數分析 

實驗組學生前測 控制組學生前測 
題目 

答對人數 答對率 答對人數 答對率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

測答對率差距12 

1 13 46.4% 12 42.8% 3.6% 

2 12 42.8% 10 35.7% 7.1% 

3 21 75.0% 19 67.8% 7.2% 

4 22 78.5% 22 78.5% 0.0% 

5 19 67.8% 20 71.4% -3.6% 

6 12 42.8% 13 46.4% -3.6% 

7 24 85.7% 23 82.1% 3.6% 

8 11 39.2% 14 50.0% -10.8% 

9 24 85.7% 22 78.5% 7.2% 

10 8 28.5% 9 32.1% -3.6% 

11 20 71.4% 18 64.2% 7.2% 

12 8 28.5% 16 57.1% -28.6% 

13 18 64.2% 18 64.2% 0.0% 

14 22 78.5% 24 85.7% -7.2% 

15 24 85.7% 21 75.0% 10.7% 

16 22 78.5% 21 75.0% 3.5% 

17 24 85.7% 24 85.7% 0.0% 

18 4 14.2% 3 10.7% 3.5% 

19 18 64.2% 17 60.7% 3.5% 

20 19 67.8% 17 60.7% 7.1% 

                                                
12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答對率差距＝實驗組學生前測答對率－控制組學生前測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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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21 18 64.2% 16 78.5% -14.3% 

22 18 64.2% 18 64.2% 0.0% 

23 23 82.1% 21 75.0% 7.1% 

24 15 53.5% 19 67.8% -14.3% 

25 17 60.7% 15 53.5% 7.2% 

平均 -- 62.2% -- 62.5% -0.3% 

 說明：答對率＝答對人數／班級總人數，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取到小數第一位。 

 

二、後測答對率分析 

學生在歷經整個教學活動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再進行多元文化相關概念試題測

驗，透過後測來檢視學生在多元文化認知方面的學習成效，從表 4-2 的資料中可以得知，

實驗組學生在後測部份的平均每人答對率是 84.2%；控制組學生在後測部份的平均每人

答對率是 74.6%。整體而言，實驗組的多元文化認知學習成效大幅提升且高於控制組；

但有趣的是，在試題 3、17、19 中實驗組的答對率沒有控制組高。 

試題 3 是要測驗學生對臺灣因為地理和政治情勢的特殊與形成多元文化的樣貌，兩

者之間的關係；對形成臺灣多元文化的因素，雖然研究者在教學時也強調在臺灣看到的

一些國外的遺蹟有哪些，但學生仍選擇「葡萄牙」，此試題是屬於記憶部份，研判實驗

組的學生在上課的專注力須加強，未來教學上，對於記憶性的部份可運用一些口訣背誦。 

試題 17 是要測驗學生對於接受外來文化的行為表現，雖然在教學時也提及到政府

會舉辦一些異國文化展、觀光年活動，但是學生多選擇「收看韓劇」的答案，推測學生

是受到媒體資訊的影響，但是研究者認為，未來在設計題目需要多著墨。 

試題 19 主要針對臺灣傳統戲曲的了解來測驗，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平劇和歌仔戲

是分不清楚，因為這是學生在生活上很少接觸的傳統戲曲，因此在未來教學上，對於傳

統戲曲可以在設計更深入、活潑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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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實驗組、控制組學生後測答對人數分析 

實驗組學生後測 控制組學生後測 
題目 

答對人數 答對率 答對人數 答對率 

實驗組與控制組 

後測答對率差距 

1 20 71.4% 19 67.8% 3.6% 

2 24 85.7% 17 60.7% 25.0% 

3 23 82.1% 27 96.4% -14.3% 

4 26 92.8% 26 92.8% 0.0% 

5 26 92.8% 19 67.8% 25.0% 

6 24 85.7% 16 57.1% 28.6% 

7 28 100.0% 25 89.2% 10.8% 

8 18 64.2% 10 35.7% 28.5% 

9 27 96.4% 26 92.8% 3.6% 

10 27 96.4% 20 71.4% 25.0% 

11 24 85.7% 18 64.2% 21.5% 

12 18 64.2% 14 50.0% 14.2% 

13 23 82.1% 20 71.4% 10.7% 

14 26 92.8% 25 89.2% 3.6% 

15 26 92.8% 24 85.7% 7.1% 

16 25 89.2% 25 89.2% 0.0% 

17 26 92.8% 27 96.4% -3.6% 

18 9 32.1% 5 17.8% 14.3% 

19 26 92.8% 27 96.4% -3.6% 

20 23 82.1% 23 82.1% 0.0% 

21 28 100.0% 25 89.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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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續） 

22 25 89.2% 23 82.1% 7.1% 

23 25 89.2% 25 89.2% 0.0% 

24 20 71.4% 16 57.1% 14.3% 

25 23 82.1% 21 75.0% 7.1% 

平均 -- 84.2% -- 74.7% 9.5% 

 說明：答對率＝答對人數／班級總人數，百分比採用四捨五入取到小數第一位。 

 

三、前後測答對率成長幅度分析 

這部份是透過答對率成長幅度13（表 4-1、表 4-2），來檢視學生在認知方面的學習成

效，佐證實驗組學生在透過教學者自編版的教學活動補充後，在認知層面是否有進步。

分析結果為實驗組平均成長幅度為 21.7%，控制組平均成長幅度為 12.4%，從這個數據

分析結果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效比控制組的學習成效高。 

四、前後測答對率成對樣本 t 檢定 

 多元文化相關概念試題測驗共有 25 題，為了檢測教學實驗結束後，實驗組與控制

組學生在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改變，因此進行前後測答對率成對樣本 t 檢定，由表 4-3

可知，實驗組前後測成績具有高相關(r=0.709)，而控制組前後測成績也具有高相關

(r=0.765)，代表在前測答題率較高者，在後測答題率仍然很高。兩組學生在學習成效的

顯著性都很高(p＜0.05)，而實驗組 t＝-7.769，控制組 t＝-4.453，代表實驗組後測平均準

確率高於前測，而且比控制組還要明顯。所以研究者推論自編版多元文化教材，學生的

學習成效有顯著改變，且教材是適用於國小六年級學生。 

 

                                                
13成長幅度＝後測的每人平均答對率－前測的每人平均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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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答題率成對樣本檢定表 

 相關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實驗組前測 - 

實驗組後測 
.709 -7.679 24 .000 

控制組前測 - 

控制組後測 
.765 -4.553 24 .000 

 

貳、「多元文化認知」訪談成果分析 

 在學生訪談部分是透過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而訪談對象是從後測結果的中、高兩

組在實驗組與控制組中各取 5 名學生進行訪談，想知道學生對於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

教材內容呈現是否清楚？以及在多元文化中學到哪些知識？藉由訪談的方式來說明實

驗組與控制組學習狀況的改變，以及教材內容能符合學童的生活經驗，以下針對這二個

面向提出說明： 

一、豐富的教材內容有助於改善認知程度 

（一）課文內容加上完整圖例說明，更能提升學習效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共同反應，在翰林版教材中課文內容呈現大部分是清 

楚，不過在課文內容的例子，如果可以再加上圖片說明，會讓學生更加清楚了 

解 

（二）課文內容可再多元化，更能提升學習興趣 

另外在多元文化是有許多面向，如果可以陳列一些例子或是透過圖片表達，學

生會更容易理解；且在多元文化中似乎偏重於宗教的介紹，所以內容不夠多元，相

關的訪談資料如下： 

T1：你覺得在多元文化課程內容上，文字的敘述或是圖片說明是否清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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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7- T1） 

實 S2：我覺得有些地方很清楚，不過像異國飲食部份，雖然文字內容有介紹

一點，但是如果可以透過圖片再加敘述，我會比較清楚。（音 1020117-實

S2） 

實 S18：課文內容過多陳述性的語詞，讓我有點捉不到重點。（音 1020117-實

S18） 

實 S10：圖片的說明敘述不清楚。（音 1020117-實 S10） 

控 S10：清楚，不過多元文化的介紹說了好多宗教的部分，可是我有興趣的不

是這個。（音 1020117-控 S10） 

控 S25：部分清楚，好像在宗教的介紹上特別詳細，不過像節慶活動就只有圖

片帶過，嗯（停頓）如果有說明我會更清楚。（音 1020117-控 S25） 

 

二、 自編教材的多元性有助於改善認知程度 

（一）透過自編教材發現學生更能清楚深入地陳述所學到的知能 

實驗組的學生透過學習已了解臺灣會形成多元文化交流的背景原因，由於交通

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加速資訊的傳遞，促使文化交流活動日益頻繁；以及

臺灣曾經被日本、荷蘭所統治過，因此也留下一些建築遺跡。除此之外，學生也能

清楚的陳述出多元文化包含了許多面向：語言、宗教、飲食、建築、民間習俗等，

針對節慶習俗活動能說出其由來。相關的訪談如下： 

T1：在多元文化單元中你學習到哪些知識呢？（音 1020117-T1） 

實 S12：嗯…風俗文化、語言、飲食。喔，還有像神社的鳥居、熱蘭遮城、紅

毛城的建築古蹟，得知我們曾經被外族統治過。（音 1020117-實 S12） 

實 S5：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介紹異國飲食部分，很有趣，嗯…除了嘗到

不同的異國美食，不同的烹調調味都是和其生活的環境相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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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因為天氣較寒冷，所以他們的食物會偏向辣的或醃製食品，東南

亞的食物會偏甜會加入椰汁等。（音 1020117-實 S5） 

實 S18：嗯…老師請班上兩位新住民的同學帶當地傳統服飾分享，我覺得印象

很深刻，服飾的顏色很鮮豔、漂亮。（音 1020117-實 S18） 

實 S10：因為張同學分享他們馬來西亞中秋節不吃月餅，只有提燈籠，與臺灣

很不一樣。（音 1020117-實 S10） 

 

（二）控制組對多元文化的瞭解較淺顯，多偏重宗教認知 

在控制組的部份，學生很明顯的僅提及宗教的介紹，以及了解臺灣由於交通科

技的進步以及網際網路的發達，導致資訊的傳遞的快速，也因此促使文化交流活動

日益頻繁；還有一些不同族群遺留的建築遺跡，所以控制組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瞭解

僅限於課文內容所提的層面，對於多元文化了解的面向不夠廣泛。相關的訪談如下： 

控 S10：宗教部份，小時候常弄不清楚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在這個單元中介紹

後就比較清楚；還有建築部份，因為臺灣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異國的建

築物。（音 1020117-控 S10） 

控 S21：宗教部份，小時候常弄不清楚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在這個單元中介紹

後就比較了解。（音 1020117-控 S21） 

控 S25：從課文中了解到因為交通和網際網路科技的進步，讓我們可以很快色

的和其他國家做文化交流，這是形成臺灣多元文化的因素。（音

1020117-控 S25） 

 

由上述的比較分析研究者發現，實驗組的學生在多元文化所提出的面向比控制組的

學生廣，學生能清楚表達並提出在多元文化所學到的知能，因為實驗組在飲食、節慶活

動方面有另外再做延伸活動，因此實驗組所發表就比控制組深入。另外，學生能舉例分

享自己曾經參與的節慶活動，並能說出其由來，以及嚐過的異國飲食，氣候環境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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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飲食習慣；所以整體而言，在認知方面的學習成效實驗組是優於控制組。 

第二節  教學目標在情意層面的執行成果分析 

 本節為探討教學目標在情意層面的執行成果，選用質性與量化資料進行分析，在量

化分析主要是從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後測第二部分之「參與社會課程的學習感受」分

析內容，來比較分析其結果；而質性分析則是透過訪談學生以及教室觀察的文本資料來

尋求支持性論述，於下僅分由多元文化概念學習感受之成果、多元文化教學觀察，以及

多元文化情意訪談成果分析來逐一說明： 

壹、「多元文化概念學習感受」之成果比較 

研究者在下列會依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後測之數據說明，並且列出學生訪談的資料

來加以對照。此外研究者自訂評估的標準，在情意感受的部份，將前面兩個選項如：非

常喜歡、喜歡，非常同意、同意等歸類於正向選擇，因此將實驗組前後測的正向選擇，

與控制組前後測的正向選擇之相差數據進行比較分析，透過前後測的進步比率來加以說

明，以下就五個面向來進行分析： 

一、實驗組在多元文化課程喜愛程度高於控制組 

這一部分研究者主要是想探討學生對於多元文化是否有興趣，對於這個多元文化課

程內容的喜歡程度。由表 4-4 的數據得知，實驗組前後測結果進步 25%，而控制組後測

的結果比前測低，所以實驗組在教學後對於多元文化課程的興趣明顯進步，因為在自編

教材中，研究者對於教材內容多進行延伸教學，並且藉由體驗活動來強化學生生活經驗

印象及增強其學習動機；由此顯示融入自編的教材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有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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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學生對多元文化課程喜愛程度之統計量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選項內容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非常同意 11（39%） 15（53%） 8（29%） 8（29%） 

同意 2（7%） 5（18%） 7（25%） 6（21%） 

普通 13（46%） 8（29%） 9（31%） 14（50%） 

不同意 1（4%） 0（0%） 3（11%） 0（0%） 

非常不同意 1（4%） 0（0%） 1（4%） 0（0%） 

總和 28（100%） 28（100%） 28（100%） 28（100%） 

說明：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到整數，若不足或超過 100%則將差距加減在最大值。 

二、實驗組在自主學習方面與控制組並無差異 

研究者主要想了解在教學活動中，學生是否能自主利用資料蒐集方式，提升對課程

內容的了解；藉由表 4-5 的統計量得知，實驗組前後測結果進步 5%，而控制組則為 4%，

由數據顯示兩組學生在自主學習資料蒐集上並無差異，大部分學生平時就有良好的閱讀

習慣，因此會自發性的進行資料蒐集來提升學習。 

表 4-5：學生在自主學習方面之統計量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選項內容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非常喜歡 9（32%） 12（43%） 8（29%） 9（32%） 

喜歡 12（42%） 10（36%） 12（42%） 12（43%） 

普通 5（18%） 6（21%） 8（29%） 7（25%） 

不喜歡 1（4%）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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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非常不喜歡 1（4%） 0（0%） 0（0%） 0（0%） 

總和 28（100%） 28（100%） 28（100%） 28（100%） 

說明：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到整數，若不足或超過 100%則將差距加減在最大值。 

 

三、實驗組對不同文化展現的包容尊重態度方面高於控制組 

這部分研究者主要是想了解透過多元文化教學後，學生對於不同文化能夠持尊重、

包容的態度。在表 4-6 的統計量得知，實驗組的前後測結果進步 26%，而控制組則為

13%，兩組學生都有提升進步，由此研究者推測透過教學活動對於學生在態度的表現會

有正面助益；但實驗組的學生有明顯改變，研究者推測因為在自編教材（活動四-文化

大熔爐）中，課程融入角色扮演的活動，經由體驗活動更能讓學生了解如何用包容、尊

重的態度面對不同文化的人。 

表 4-6：對不同文化展現的包容尊重態度方面之統計量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選項內容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非常同意 4（14%） 10（36%） 3（11%） 8（29%） 

同意 13（46%） 14（50%） 11（39%） 10（34%） 

普通 8（29%） 4（14%） 9（32%） 8（29%） 

不同意 2（7%） 0（0%） 3（11%） 1（4%） 

非常同意 1（4%） 0（0%） 2（7%） 1（4%） 

總和 28（100%） 28（100%） 28（100%） 28（100%） 

說明：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到整數，若不足或超過 100%則將差距加減在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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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組在小組學習喜愛程度方面高於控制組 

在進行多元文化教學活動時，部份課程會採取分組共同完成作業，並上台分享給班

上同學；這部分研究者主要是想了解透過小組學習的方式，其實可以觀察出學生在面對

與同儕間意見相左時，如何達成共識。在表 4-7 的統計量得知，實驗組的前後測結果進

步 18%，而控制組則為 8%，兩組學生都有提升，而實驗組的學生進步程度明顯高於控

制組，研究者推測因為在自編教材的活動二與活動三中，藉由小組學習的機會很多，在

多次的磨合學習，學生學習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實驗組有 7%的比例並不喜歡透過小

組學習方式進行教學活動，但整體而言，多數的學生對於小組學習還是持正面態度。 

表 4-7：學生在小組學習喜愛程度方面之統計量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選項內容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非常喜歡 15（54%） 21（75%） 10（35%） 11（40%） 

喜歡 6（21%） 5（18%） 5（18%） 6（21%） 

普通 4（14%） 0（0%） 8（29%） 9（32%） 

不喜歡 2（7%） 0（0%） 4（14%） 2（7%） 

非常不喜歡 1（4%） 2（7%） 1（4%） 0（0%） 

總和 28（100%） 28（100%） 28（100%） 28（100%） 

說明：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到整數，若不足或超過 100%則將差距加減在最大值。 

 

五、實驗組的學習成效因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聯結而高於控制組 

這部分研究者主要是想了解多元文化的課程內容與學生平時的生活經驗是否有相

關，因為生活經驗的範圍很廣泛，因此學生在勾選時，有提出疑惑，所以研究者鎖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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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節慶活動、服飾、建築以及傳統藝術等方面。在表 4-8 的統計量得知，實驗組前

後測結果進步 47%，而控制組為 7%，透過數據顯示，實驗組在課程內容對於強化生活

經驗聯結方面，學生學習成效明顯進步，研究者推測因為在自編教材的教學活動，融入

了體驗活動（異國飲食的分享會、傳統藝術的影片欣賞等），藉由實際嚐過、看過更強

化了學生的生活經驗，所以學生更能了解多元文化的許多面向，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唾手

可得的。 

表 4-8：學習成效因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聯結之統計量一覽表 

實驗組 控制組 
選項內容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前測人數（%） 後測人數（%） 

非常同意 8（29%） 17（61%） 6（21%） 8（29%） 

同意 5（18%） 9（32%） 8（29%） 8（29%） 

普通 11（38%） 2（7%） 11（39%） 12（42%） 

不同意 3（11%） 0（0%） 2（7%） 0（0%） 

非常同意 1（4%） 0（0%） 1（4%） 0（0%） 

總和 28（100%） 28（100%） 28（100%） 28（100%） 

說明：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到整數，若不足或超過 100%則將差距加減在最大值。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後，研究者歸納出實驗組所實施的自編版教材，因融入一些體驗

課程，更能讓學生懂得去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因為自編版教材課程內容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相聯結，不僅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且有助於學生學習狀況。不過，在分組學

習方面實驗組與控制組並無差異。 

貳、多元文化教室觀察的結果分析 

 在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除了影像錄影之外，也邀請學校教學輔導老師擔任觀察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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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觀察紀錄，主要觀察重點是從師生問答及互動關係來評估教學目標之情意方面學習成

效；觀察教師在入班觀察時是透過觀察檢核表（表4-9）來檢視情意方面之學習成效。

以下針對情意方面的六項教學目標逐一分析說明： 

一、實驗組展現尊重的態度接納不同的文化方面與控制組並無差異 

在這個指標部分，實驗組與控制組無差異，學生透過教學後，學習到應該用尊重的

心態去接納不同的文化差異，與協同教師溝通後，歸納出這個目標在課堂上的問答是無

法顯現出來，從學生的回答方面僅能知道學生確實有學習到要尊重、包容的心態去面對

不同文化的人。 

二、實驗組對不同文化能持包容態度方面高於控制組 

這部分實驗組與控制組有些差異，實驗組在回答A-2-4問題的時候，兩組的學生討

論都很熱烈，不過實驗組的學生能用正向的態度來對待，研究者推測這也是因為這組學

生的舊經驗關係，曾經有家長（印尼籍）到班上教唱歌曲；而控制組的學生平時沒有這

樣的機會接觸。在這部分又呼應到第一個教學目標，學生懂得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態度

是需要長時間才能內化。師生問答相關資料如下： 

T1：（老師先放一段音樂）聽到其他國家的音樂（如泰國、柬埔寨、印尼）你

有什麼感覺呢？ 

實S8：剛開始不習慣，但是聽久了還滿好聽的喔。而且班上小維的媽媽在五年

級的時候利用早自修時間來班上教我們唱印尼的民謠，最後還組隊參加

學校新住民的母親節歌謠比賽。 

實S10：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歌曲似乎都比較像我們臺灣五十年代的老歌旋律，

還滿有特色的。 

控S全：（聽到歌曲後，班上一陣笑聲）。 

T1：為什麼大家會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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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S1：因為聽起來很像阿公時代的歌曲。 

控S7：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旋律…因為和我們平常所聽的流行歌很不一樣。   

                                                    （影-1011218） 

三、實驗組在異國飲食文化態度表現方面高於控制組 

這部分實驗組與控制組有明顯差異，因為實驗組在介紹異國美食的課程時，學生分

組帶自己喜歡的異國美食來班上與同學分享，藉由分享過程學生的感受就更深入（如圖

4-1），除此之外，班上小維的媽媽還熱心的煮了三盤印尼道地的菜餚，也順道介紹了印

尼菜的配料、調味料；而控制組的部分，課文內容的異國飲食介紹僅附上兩張圖片（如

圖4-2），所以學生僅能從自己的舊經驗分享，所以在回答時就比較沒有這麼熱烈。師生

問答相關資料如下： 

T1：請同學們分享自己嚐到異國飲食的味道及感受？ 

實S3：我很喜歡吃小維媽媽準備的巴東牛肉，非常辣，很下飯，配黃薑飯超好

吃的。 

實S8：我喜歡第三組帶的日本料理（壽司和拉麵），吃起來很清淡，不過媽媽

說在日本吃的拉麵是很鹹的，並不像在臺灣吃得這樣。 

實S20：我最愛吃泰式的涼拌木瓜絲，酸酸辣辣，很爽口。 

                                                （影-1011122） 

透過異國飲食文化的分享，主要是希望透過學生感興趣的主題，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之後，再藉由活動讓學生懂得尊重、包容的不同文化差異，以下為當天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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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這是什麼呢? 

 

印尼的黃薑飯 

 

巴東牛肉 

 

吃的津津有味，很辣！ 

 

蝦餅&黃薑飯 

 

好吃的奶油義大利麵！ 

圖 4- 1：實驗組異國飲食文化活動照片 

 

控制組的學生在異國飲食文化沒有體驗活動，僅以翰林版課文內容為主，課文中僅

以一張圖片以及一段文字敘述帶過，以下為翰林版課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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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控制組異國飲食文化翰林版課文圖片介紹 

資料來源：翰林版教材 

綜合以上所分析結果，研究者推測透過體驗活動更能讓加深學生的學習成效，且引

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因此實驗組在異國飲食文化情意表現就比控制組還要好。 

 

四、實驗組對不同的傳統節慶活動的態度表現方面與控制組無差異 

這部分在實驗組與控制組並沒有明顯差異，研究者在進行教學活動時，透過師生的

問答得知，兩組學生對於各種傳統習俗與節慶活動都能夠用尊重的態度來面對。師生問

答資料如下： 

T1：請同學分享你曾經參與過的習俗活動？ 

實S3：阿公曾經帶我去參加大甲媽祖的進香團，還帶我鑽神轎，很可怕。 

實S5：對呀，八家將在廟會常會出現。 

實S7：有時候也會有宋江陣的陣頭表演喔，我覺得很酷。 

控S20：我並沒有參加過什麼習俗活動，但是我在電視上有看過元宵節的時候

，鹽水會放蜂炮，參加的人很多。 

控S15：我們奶奶家在宜蘭，所以中元節我曾經看過搶孤活動，很刺激喔！ 

                                                   （影-10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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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組能深入分享自己觀賞傳統戲曲的經驗方面高於控制組 

學生在分享曾經觀賞傳統戲曲的感受方面，雖然兩組學生都能分享自己的舊經驗，

但實驗組學生分享的更深入；例如：實驗組學生分享自己曾看歌仔戲的經驗，也提出傳

統戲劇和現代的很不一樣，因為科技進步，所以不論歌仔戲或是布袋戲皆會加入聲光效

果，吸引觀賞者。例如：明華園的白蛇傳水淹金山寺，就利用水車灑水以及聲光特效，

來增強臨場感。師生問答資料如下： 

T1：請同學分享你曾經參與過或看過的傳統藝術活動？ 

實S5：廟會的北管樂。 

實S9：在電視上有看過霹靂布袋戲。 

實S25：我曾經和家人看過明華園「白蛇傳」的演出，很精彩，與課本中看到

的布袋戲和歌仔戲的圖片不一樣，因為他們的服裝很精緻，現場也運

用很多聲光特效。 

控S18：看過琵琶表演。（影-1011213） 

 

六、實驗組在小組學習的態度表現方面高於控制組 

這個部分兩組是有差異的，實驗組在進行小組分工及討論的表現比控制組佳，實驗

組的學生在進行分組時能夠快速地找出組長以及組員，並且由組員間分配好各自的工作

項目，當組員間意見相左時，能互相尊重不同的意見，能平和的協調出一個解決方法。

研究者歸納出二項，一是班級的風氣不同，某些學生擅長於溝通協調，本身就擁有領導

的氣質，所以在進行分組學習時，便能迅速完成。二則是上課如果經常採用分組學習的

方式來進行教學活動，學生也會慢慢習慣於這樣的模式，所以分組學習時也較能尊重不

同的主張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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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教室觀察檢核表（情意方面）14 

實驗組 控制組 

層

面 

教學 

目標 
教學者提問項目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A-1-1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曾經和

不同族群的人相處過呢? 
      

A-1-2 你是否曾經接觸過外來文化，

當時感覺如何? 
      

A-1-3 對於異國的文化，你都能全盤

接受嗎？ 
      

A-1 能 尊

重並接納

不同文化

的精神 

A-1-4 當產生文化衝突時你會持怎樣

的態度？ 
      

A-2-1 隨著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普及,

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

同的文化,我們應該用什麼樣

的態度去面對？ 

      

A-2-2 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活動有什

麼好處？ 
      

A-2-3 臺灣社會有許多不同族群所組

成，這樣的情況會為社會帶來

哪些問題？ 

      

A-2 培 養

從不同角

度去觀察

多元文化

的態度。 

A-2-4 聽到其他國家的音樂（如泰

國、柬埔寨、印尼）你有什麼

感覺呢？ 

      

A-3-1 分享自己嚐到異國飲食的味道

及感受？ 
      

A-3-2 每一道食物的味道你都喜愛

嗎？ 
      

A 
情

意 

A-3 能 分

享自己曾

嚐過的異

國美食 
A-3-3 你最喜歡哪一道食物呢？       

 

                                                
14

教室觀察檢核表參考研究者所服務學校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具四，此檢核表為教學輔導教師入班觀察

研究者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多元文化教學，觀察重點在於師生之間的問答，以學生回答的情意及技能方

面做檢核，在觀察後逐一判斷教學者是否需要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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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續） 
A-4-1 你最喜歡一年當中哪一個節慶

活動呢？ 
      

A-4-2 分享你曾經參與過的習俗活

動？ 
      

A-4 能 尊

重各種傳

統習俗與

節 慶 活

動。 
A-4-3 面對不同的習俗活動，你會有

怎樣的態度呢？ 
      

A-5-1 分享你曾經欣賞過的布袋戲或

歌仔戲的看法？ 
      

A-5-2 你喜歡這些傳統藝術活動嗎？       

A-5 能 分

享觀賞傳

統戲曲的

心情。 A-5-3 你曾經在什麼樣的場合看過

這些傳統戲曲活動呢？ 
      

A-6-1 分組時能分工合作進行       

A-6-2 討論時能適時地提出自己的想

法 
      

 

A-6 小 組

進行討論

時，能尊

重不同的

主張與想

法。 

A-6-3 當意見分歧時，請協調出解決

方法 
      

 

綜合上述的資料分析，整體而言，情意層面表現實驗組優於控制組，研究者歸納出

課程內容和學生的生活經驗或舊經驗有聯結時，學生在答題時可以深入回答，並且提出

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學生對於多元文化表現出來的態度，是需要時間去內化的；在教學

當中，研究者發現實驗組的學生態度表現是比控制組好，原因是學生的舊經驗讓他們對

不同文化的接納度提高；除此之外，透過分組學習也可以讓學生懂得尊重不同的意見，

接納不同的想法。 

參、多元文化訪談的結果分析 

 藉由訪談的方式來說明實驗組與控制組情意方面學習成效之改變，以及學生的學習

喜愛程度，得知課程內容有沒有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以及能達到教學目標，由此也可以

知道教材的適用性與否。以下針對三個面向提出說明並提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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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方面與控制組無差異 

這個部份在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差異性不大，整體而言，學生都知道要用尊重

以及包容的態度來面對不同的文化，而遇到實際狀況能表現出正確態度才是重要的，因

此研究者推測在這一部分透過訪談是很難呈現，需要經由觀察才能知道學生是否有內

化。所以研究者在教室觀察時，觀察實驗組的學生在對於不同文化的行為表現，較能用

尊重的態度去面對，例如：實驗組的學生聽到其他國家的歌曲不會用嘲笑的語氣，因此

雖然從學生訪談中，兩組的回應差異不大。但是透過觀察得知實驗組學生對於異國的文

化接受度較高。相關的訪談如下： 

T1：對於不同的文化（藝術、語言、宗教、飲食等），你可以用尊重或欣賞的

眼光來接受嗎？（音 1020117- T1） 

實 S12：可以，雖然不是每種文化我都喜歡，但是我會欣賞不排斥。（音 1020117-

實 S12） 

實 S5：嗯…像飲食方面，雖然不是每一國家的食物味道我都喜歡，但是我也

不會嘲笑排斥。（音 1020117-實 S5） 

控 S27：會的，我會用尊重的態度來接納不同文化。（音 1020117-控 S27） 

二、實驗組在小組學習態度表現方面高於控制組 

小組合作學習的意義，研究者是希望透過小組的分工，讓學生可以彼此截長補短，

相互合作，順利完成活動任務。當然小組合作就好比不同文化的組合，在進行討論難免

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那麼如何取得平衡並懂得尊重同儕的意見，這也是一種文化交

流。而這部份實驗組的成效就比控制組好，這部分與表 4-8 的小組學習的統計量互相呼

應，在表 4-8 的統計量得知，實驗組前後測結果進步 18%，而控制組為 8%，兩組學生

雖然都有進步，但實驗組的學生有顯著進步。而在自編教材中，研究者進行許多的教學

活動是採取小組學習方式進行，讓學生練習上台報告分享，讓台下的同學進行互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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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樣的教學方式，達到學習的目的。而控制組的學生缺乏這樣的機會，所以會排斥小

組學習的方式。相關的訪談如下： 

T1：你喜歡上課用小組學習的方式來進行嗎？（音 1020117-T1） 

實 S10：很喜歡，因為每個同學的專長不同，透過小組分工合作的方式，可以

更有效的完成老師的指令。（音 1020117-實 S10） 

實 S21：非常喜歡，因為我喜歡上台分享，雖然有時候組員會意見不合，甚至

有些組員不合群，都是很傷腦筋；但是很快就可以協調好，老師說這也

是一種學習。（音 1020117-實 S21） 

控 S1：還好，因為有時候組員會不做事，坐享其成，我看了就很生氣。（音

1020117-控 S1） 

控 S5：還好，因為如果被分配到上台報告，我覺得很恐怖，會害怕。（音 1020117-

控 S5） 

三、實驗組在多元文化教學活動的學習興趣方面高於控制組 

因為研究者在自編教材中融入一些體驗活動，透過實作強化學生在多元文化情意方

面，其中學生最感興趣的是品嚐異國料理，此活動教學目的是希望透過體驗來了解飲食

習慣背後含意，同時養成學生欣賞與尊重的價值觀。而控制組的學生大多數對於多元文

化教學活動沒有特別的感覺，就只是介紹多元文化有不同面向。因此在多元文化學習興

趣上，實驗組的學生是優於控制組的。以下訪談的相關資料如下： 

T1：你喜歡多元文化這個單元的課程嗎？（音 1020117-T1） 

實 S12：很喜歡，因為這個單元有許多體驗課程，尤其在飲食文化的差異，老

師還讓我們品嚐異國美食，很有趣。（音 1020117-實 S12） 

實 S25：非常喜歡，上完這個單元後，我會特別去留意生活中，有沒有屬於異

國文化的地方，當然也比較懂得去欣賞，用尊重的態度接納，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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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個單元和生活經驗很有相關。（音 1020117-實 S25） 

控 S15：我覺得還好，沒有太特別的地方。（音 1020117-控 S15）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如下，由於實驗組在自編教材融入一些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題

材，如飲食、節慶活動等，所以較能引起學生興趣，且部分課程也融入體驗活動及小組

學習方式，讓學生學習到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且更能體會要用尊重、包容的態度

來對待不同文化的人。反之，控制組學習機會不夠多元，所以在情意層面的學習改變就

沒有實驗組多。 

第三節  教學目標在技能層面的執行成果分析 

 在多元文化課程教學內容上，研究者在實驗組的班級教學內容融入自編教材，課程

的安排部分有加入體驗活動，希望透過實際體驗的活動歷程裡，讓學生做中學，進行技

能方面的學習。 

 因此為了更正確的分析結果，研究者會從影像紀錄、教學觀察檢核表作為實驗組與

控制組技能方面學習成效比較；實驗組的部分會再加上學習單、小組互評表來加以佐

證，但由於此項文本內容不多，因此研究者將這些文本資料放在其他成果分析來說明。

下列僅由多元文化教學觀察，以及其他文本資料分析結果逐一說明： 

壹、多元文化教學觀察結果分析 

在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除了影像錄影之外，也邀請協同教師入班觀察教學，主要是

從師生問答以及實際操作來記錄在技能方面之教學目標；協同教師在入班觀察時是透過

教室觀察檢核表（表 4-10）來記錄。下面則針對技能方面的五項目標來逐一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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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在說明形成多元文化的原因方面與控制組並無差異 

這部分在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上課觀察顯示出之結果並沒有明顯不同，兩組的學

生經由課文內容的介紹後，皆能明確清楚的說出造成多元文化之原因。相關資料如下： 

T1：請同學說出在臺灣形成多元文化的原因有哪些呢？ 

實S1：臺灣曾經被不同族群所統治過，因此就可能留下他們的文化遺跡了 

實S5：嗯…因為交通的發達，可以搭飛機到國外做生意或玩。 

控S7：現在交通很進步呀，想到國外觀光都很方便。 

實S10：網路的因素，使得我們可以很容易和國外有交流、互動。 

（影-1011120） 

二、實驗組在接納不同文化的行為表現方面高於控制組 

在接納不同文化的行為表現方面，實驗組的表現比控制組好，兩組的學生皆能說出

面對不同文化時應該持有正面的態度表現，不過實驗組學生卻能舉出自己的舊經驗來分

享，實際說出自己在態度上的轉變。另外實驗組在教學安排時，加入了角色扮演的課程，

透過狀況題的演出；以達到學生技能方面的學習成效。相關資料如下： 

T1：請說出當產生文化衝突時，你會採取怎樣的態度，或是自己曾經遇過因為

文化差異而產生矛盾的事情？ 

實S9：像剛才老師請同學表演的狀況題，媽媽是外籍配偶在臺灣受到歧視的情

況，我內心有所感觸。雖然我們教科書都教我們要尊重包容，可是記得我

剛進小學時，同學都笑我笨，因為我媽媽是外籍配偶。所以小一的時候常

常會因為這樣而和同學吵架。但是同學之間熟了之後，慢慢同學也了解而

不再取笑我了。 

實S5：老師，其實當我遇到文化衝突時，會先去了解原因後，再思考要如何去

面對解決，並不會一下子就完全否定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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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S9：要用尊重包容的心去接納。 

（影-1020108） 

三、實驗組在說出造成文化交流因素以及交流的影響方面與控制組並無差異 

針對說出造成文化交流因素以及交流的影響這部分，從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比較

發現差異並不大，對應第一項的教學目標，證實了兩組的學生經由課文內容之介紹後，

皆能明確清楚的說出造成多元文化之原因，同時也了解造成文化交流的因素。相關資料

如下： 

T1：請同學能否舉例說出造成文化交流的原因以及文化交流的影響？ 

實 S5：造成交流的原因很多，例如：交換學生、觀光等。 

實 S9：嗯…其實文化交流蠻好的，因為可以吸收到別人的優點。 

控 S20：透過文化交流我們可以看到國外的一些藝術作品展。 

（影-1011120） 

四、實驗組在分享傳統節慶及其意義之舊經驗方面與控制組各具特色 

（一）實驗組學生對於傳統節慶所代表之意義表現高於控制組 

在進行發表節慶活動所代表的意義時，實驗組比控制組的學生更能深入說

出其意涵，研究者推測是因為實驗組學生在自編教材的活動二中，學生已經先

蒐集過相關資料，已具有先備知識，再藉由實際繪製出概念架構圖後；上課的

分享發表部份更能清楚表達，由此得知實驗組在技能方面的學習成效是有進

步。相關資料如下： 

T1：請同學說出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傳統節慶及其意義？ 

實 S5：過年祭祖，我們家人會回鄉下和阿公阿嬤一起過年，以前農業時代

這個時候已經是冬藏，所以大家會祭祖感謝老天爺一年來的幫忙，讓

大家有農作物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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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S27：中秋節賞月、烤肉，不過在早先中秋節是和二十四個節氣有相關，

因為中秋正處於秋收的季節，所以會祭拜老天爺讓農民豐收，當然它

有許多美麗的傳說故事，例如：嫦娥奔月、玉兔搗藥等。（影-1011206） 

（二）控制組在發表自己曾參與的傳統節慶表現高於實驗組 

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學生皆能踴躍發表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傳統節慶活動，

但是實驗組因為學生上課反應熱烈，所以導致教學時間拖延以及討論方向失

焦（在情意部份已探討過），因此協同教師在勾選檢核表時，實驗組在這部份

是屬於尚待加強。 

五、實驗組以概念架構圖方式呈現節慶習俗 

因為研究者在節慶習俗的教學活動中，先讓學生根據分組蒐集資料，小組彙整資料

後繪製出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此項教學活動的意義在於聯結學生瑣碎的概念，再重新

與以分類聯結，當然透過這樣的方式更能強化學習概念，而控制組並沒有進行此活動，

因此在節慶習俗概念較零碎。協同老師也認為節慶習俗之概念部份，實驗組比控制組脈

絡清楚，透過手繪的方式，讓學生加強相關的學習概念，下面圖 4-3 列舉了學生的概念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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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端午節主題 

 

活動二：冬至主題 

圖 4- 3：學生架構概念架構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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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教室觀察檢核表（技能方面） 

B-1-1 說出形成多元文化的原因有哪

些？ 
      

B-1 能 說

出 造 成 多

元 文 化 的

原因 

B-1-2 說出造成文化交流的原因有哪

些？ 
      

B-2-1 能說出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活

動有什麼優缺點？ 
      

B-2-2 隨著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普及,

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同

的文化,請說出你會用什麼樣

的態度來面對？ 

      

B-2 能 說

出 面 對 不

同 文 化 時

應 有 的 態

度 
B-2-3 請說出當產生文化衝突時，你

會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B-3-1 能說出造成多元文化交流的原

因有哪些？ 
      

B-3-2 請你說出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

的優缺點？ 
      

B-3 能 說

出 造 成 文

化 交 流 因

素 以 及 交

流的影響 

B-3-3 請你說出臺灣社會有許多不同

族群所組成，這樣的情況會為

社會帶來一些問題呢？ 

      

B-4-1 請你說出曾經參加過的節慶活

動？ 
      

技

能

層

面 

B-4 能 說

出 自 己 曾

參 與 的 傳

統 節 慶 及

其意義 

 

B-4-2 能說出自己參加過的節慶活動

所代表的意義？ 
      

實驗組 控制組 
技

能

層

面 

教學 

目標 
教學者提問項目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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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續） 
B-5-1 請分組進行繪製節慶習俗概念

架構圖。 
      

 

B-5 能 根

據 分 組 找

到 的 資 料

繪 製 出 節

慶 習 俗 概

念架構圖 

B-5-2 能將自己小組的資料上台分

享。 
      

 

貳、其他文本資料成果分析 

基於本研究為了要達到教學目標，所以實驗組的學生使用了學生學習單、小組互評

表、教學省思札記，以及教室觀察等文本資料，各有其內容，文本類別多而詳盡，為了

更有效的做分析，以下透過前述的文本資料來分析學生技能方面的學習成效。而這部份

的文本資料僅分析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改變，因為這部份於控制組的班級並沒有實施，底

下研究者就多元文化單元的自編教材內容（詳見附錄一）中四個教學活動，透過學生學

習單、小組互評表、教學省思札記，以及教室觀察等文本資料來逐項提出分析： 

一、食在有意思（教學活動一） 

（一）此活動的設計目的，是希望藉由品嚐異國料理的方式，讓學生感受不同國家

的風味，在分享之餘，了解背後的因素，最終目的是要教導學生能抱持著尊重

與接納的態度看待多元的文化。 

（二）小組互評、學生回饋、教學省思成果分析 

在小組介紹異國飲食文化時，學生透過簡報方式來介紹國家的地理位置、

特有的飲食，最後為小組的學習心得；研究者發現五組的學生表現非常好，資

料蒐集很豐富；在進行班級分享時，台下的同學也能專注聆聽，或許是因為以

食物為出發點，較容易吸引學生，下列的分享可以看出學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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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評 1S18：我很喜歡介紹韓國的那一組，因為他們介紹的每一道食物看起來

都很好吃；而且他們把這個飲食文化背景介紹的很詳盡。 

互評 2S5：第三組報告的同學聲音太小，大家都很害羞；第四組的報告內容很

豐富，報告的同學也自然。 

互評 3S2：第一組報告美國的飲食文化的同學很幽默，一邊介紹還一邊模仿外

國人的腔調，所以大家都笑翻了。 

互評 4S15：我很喜歡第五組報告的內容，而且他們在報告時很好笑，表現很

自然。 

互評 5S10：我覺得第三組帶的韓國的泡菜很好吃，很辣很下飯，而且這組製

作的簡報內容很豐富，不過進行報告分享心得時，如果音量可以再

大聲點會更棒喔。 

 

在進行品嚐分享時，研究者觀察到有些學生對於一些不常接觸到的食物，會因為看

到它的外表就排斥，不敢嘗試，如：泰式涼拌木瓜絲、巴東牛肉，但透過同學的鼓勵分

享，便會試著嚐一口。所以在經過教學活動後，學生懂得以尊重與接納的態度對待不同

文化，由下面學生的回饋資料得知： 

 回饋 S2：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本來就不相同，都會有自己的特色，有的會就 

地取材，所使用的香料不同味道就不一樣。 

回饋 S9：雖然我覺得有些食物賣相不好，我不喜歡吃；但是在他們的國家會

覺得很可美味；所以我們要尊重他國的飲食，不應該排斥別人。 

T1：在進行完活動一的教學活動後，研究者深深感覺透過這樣實際操作的活

動，遠比只是透過圖片來講解的有效果；不過在事前的準備從協調學生

安排帶的食物，到當天必須將部分食物利用下課時間加熱調理，確實是

很忙；但是過程是有趣的，而且經由這樣的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對教學成效是有幫助的。（札 10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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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在進行異國飲食活動，我覺得很有趣，學生的反應也很好。                                        

（觀 1011129） 

雖然只是透過簡單的體驗活動，卻能讓學生親自體驗品嚐不同國家的食物，除了體

驗之外，更透過發表分享方式來強化學習，透過這樣的教學活動，多數的學生懂得反思，

在未來接觸多元文化時，能喚起曾經學習的經驗，同時能夠帶著尊重以及欣賞的態度來

面對。 

二、文化調色盤（教學活動二） 

（一）此活動的設計目的，是希望相關經驗的聯結，讓學生藉由分享曾經參與過的節

慶活動，提醒學生能以尊重、包容與接納的態度；同時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統

整，所以分組完成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 

（二）小組互評、學生回饋、教學省思成果分析 

在本活動的目的是要聯結學生瑣碎的概念，重新分類統整，當然這樣的學

習方式也教導學生能運用在其他學科學習，透過這樣的方式強化學習概念，另

外學生在小組互評當中，多數對於同學的報告持正面肯定，底下為學生分享的

相關內容： 

互評 2S1：我喜歡第一組所畫的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因為畫的很漂亮，而且

報告的很清楚，所以聽完之後對中秋節的由來和典故都很瞭解了。 

互評 3S20：第四組畫的很漂亮，但是內容太雜亂，可以再精簡一些。 

互評 4S4：我喜歡第三組畫的，因為版面清楚，而且還將他們自己家裡會有的

活動都列上去。 

 

有學生回饋透過繪製概念架構圖有助於記憶學習，也可以運用在其他科目的背

誦，底下為學生回饋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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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S9：透過畫圖的方式來記東西很有趣。 

回饋 S15：在背其它科目的重點，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記憶。 

回饋 S20：用聯想的畫圖方式，記東西不容易忘記。 

 

透過小組互評方式以及觀摩同儕的分享，能學習他人之優點，並給予正向的回

饋，廣義來說，這也是多元文化的一個部分，學習欣賞與接納不同文化的態度。 

T1：在節慶習俗的概念架構圖繪製活動，學生的反饋都很好。但在這活動中

對於廟宇的裝飾藝術部份，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沒有明顯

不同；在這部份的教學與協同教師會談後，建議之後在這部份可以藉由

圖片、影片欣賞或是實地探訪來教學，教學後能讓學生繪製出傳統廟宇

應有的裝飾藝術，這樣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札 1011206） 

 

本單元活動進行完後，讓研究者發現對於一些傳統藝術，如：布袋戲、歌仔戲；

甚至廟宇的裝飾藝術，大部分的學生都很陌生；假日很少到戶外走走，逛逛社區，

所以這部分老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就更需要多提供一些影像、圖片給學生，有助

於學習。 

 

三、風情萬種（教學活動三） 

（一）此活動的設計目的，是希望透過異國服飾以及語言的差異，讓學生去欣賞不同

國家服飾之美，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教學活動中分組去查詢不同國家的服

裝特色，並將它畫在學習單中與班上同學分享。 

（二）小組互評、學生回饋、教學省思成果分析 

進行這個部份的教學活動時，學生透過網路將自己所查到的相關服飾資料

彙整，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資訊能力，讓學生打開視野，認識他國的文化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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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欣賞；最後學生透過學習單（圖 4-4）的方式呈現他國之服飾特色，相關資

料如下： 

 

 

 

 

畫出韓國服飾 

 

 

 

 

畫出日本服飾 

 

 

圖 4- 4：異國服飾學生作品 

 

透過先查詢資料後，學生繪製異國之服裝特色，學生的印象會更深刻，最後進行分

享時，學生的回饋都很棒。底下為學生分享的相關內容： 

互評 1S10：我喜歡第二組介紹韓國服飾，也知道了韓國服飾是受到中國的影 

           響。 

互評 2S1：我喜歡第一組介紹日本服飾，讓我欣賞到日本服飾之美，有一種古

典美。 

透過上網找資料的方式，讓學生對於他國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了解到不

同的國家有自己的歷史背景，也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色。底下為學生回饋的相關內容： 

回饋 S3：透過上網方式可以查到更多關於他國文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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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S11：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色，所以我們應該去欣賞他國的文

化之美。 

 分組透過網路查詢異國文化的方式，學生反應很好，因為能看到更多元的文化介

紹，不過在教學活動的時間控制上需要留意，因為學生對於網路五花八門的資料，會不

知如何聚焦，這部份需要老師從旁邊指導提醒。 

T1：異國服飾的部分是先透過網路查詢資料再完成學習單，最後進行分享，學

生的反饋很好。不過在一節的教學活動時間並沒有控制好，因為學生使用

電腦上網，看到大筆的資料後就不易聚焦，甚至有些同學就開始瀏覽網

頁；所以需要老師從旁指導協助，或事先規定幾個網站，由限定的網頁去

統整資料，學生學習成效會更好。（札 1011220） 

 

四、文化大熔爐（教學活動四） 

（一）此活動的設計目的，是希望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進行情境討論，進而做價值澄

清；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更能體會，面對不同文化的族群要用尊重包容的態度去

接納。 

（二）小組互評、學生回饋、教學省思成果分析 

學生第一次課堂用戲劇表演方式進行，學生覺得很有趣，雖然有部分學生，因害

羞而聲音較小；但是學生仍合作盡力完成角色扮演。底下為學生分享的相關內容： 

互評 2S5：我覺得第五組表演的很有趣，表情動作很逼真，讓我深深感受到外

籍新娘嫁到臺灣來的一些辛酸。 

互評 4S2：第二組的同學太害羞了，可能因為放不開，所以比較看不懂在演什

麼，不過還好有安排口白同學。 

 

學生對於一些族群文化衝突新聞的例子，經由同學的演出後，學生反思自己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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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族群的行為表現無意間是否顯露歧視的眼光，但是經過「角色扮演」的活動，

學生懂得調整心態，包容差異性。底下為學生回饋的相關內容： 

回饋 S3：我在假日搭公車常會遇到一些外勞，自己常會離他們遠一點， 今    

天透過這個活動，我才知道原來自己心裡是有歧視的意味，和同學討

論後了解，他們也是不得已才到臺灣工作。 

回饋 S11：了解到要將心比心，要尊重差異。 

回饋 S20：透過表演方式很有趣，因為更能體會用包容心對待他人。 

 

透過角色扮演，再進行討論做價值澄清，學生更能懂得尊重與包容他人，當產生文

化衝突的時候，會用包容的態度去接納對方。 

T1：雖然學生在表演時有點生疏，但是討論角色分配以及如何呈現新聞內容的

過程，許多學生會提出不同看法，最後協調出結論，這就是接納差異性的

學習態度。學生在發表文化衝突時，應持有正面的態度，透過發表、討論，

學生更能深刻體會如何去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相處。（札 1020108） 

 

綜合上述的資料分析，研究者歸納出學生進行多元文化教學活動時，實驗組在技能

方面的學習成效有改變，學生透過實際操作體驗，更能用尊重包容的態度去接納差異

性；同時學生透過上課討論發言以及小組學習方式，無形當中學會與別人交流，學習聆

聽及尊重他人的意見。除此之外，自編教材中安排一些體驗活動，更能讓學生專注並提

高其學習興趣；當然若教學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致，所以

整體而言，實驗組在技能方面有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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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在社會多元文化課程單元中，融入自編教材教學活動設計

後，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所改變，經過教學的歷程以及資料分析探討後，歸納出本章

的結論，並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作為往後研究的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研究者綜合資料的分析與歸納，將得到的結論分為社會學習領域教材的適用性、多

元文化單元與學童生活經驗的聯結，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改變等三個方面，分別述說

如下： 

壹、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教材適用性 

一、自編版比翰林版在多元文化教材適用性高，在第三章的表 3-3、3-4 利用適用性評估

檢核表，從六項教材適用性評估指標來看，自編版教材有五項指標高於翰林版。 

二、比較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層面的表現，自編版的教材較翰林版教材更適用

於學生學習： 

（一）認知層面：從多元文化概念測驗成果得知，實驗組的學生在認知層面的學習成

效高於控制組，由此可知融入自編版教材後，可以補足翰林版的多元文化內容，

讓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內涵概念更加清楚。 

（二）情意層面：從學生對於多元文化課程的喜愛度得知，實驗組對於課程的喜歡程

度高於控制組，因為自編版的課程內容從學生的生活經驗的食、衣、育樂等方

面著手，因此更能引起學生對課程的喜愛；由此得知自編版的教材適用性較高。 

（三）技能層面：自編版教材融入一些體驗活動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透過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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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成效有明顯進步，例如：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懂得如何與不同文

化的族群相處，不再只是文字上的勸說而已，因此透過此觀察得知自編版的教

材與翰林版教材相較之下，更適合學生學習多元文化。 

貳、多元文化單元內容與學生生活經驗的聯結 

研究者在第三章的部分，針對目前國小六年級翰林版多元文化教材的內容進行分

析，發現在一些內容陳述上，由於說明不夠詳盡或與生活經驗沒有相關，不易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興趣，正因這個因素，所以研究者希望設計活潑、有趣，又能和學生的生活

經驗結合之教學活動。如整合「教學觀察與學生訪談相關資料」的分析結果，發現實驗

組學生在歷經自編版多元文化單元內容的教學後，在「情意、技能」兩個層面所展現的

生活經驗聯結是比翰林版還高，於下條列相關佐證分析 

一、帶入生活經驗有助於激發學生討論 

實驗組所討論的多元文化議題，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會融入一些與學生生活

經驗有關的例子。從實驗組的教學中，明顯感受到當課程內容的議題與學生的生活經驗

或舊經驗有聯結時，學生在答題時較深入，並且踴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例如：討

論「傳統節慶活動」、分享「異國飲食」等議題引起學生熱烈討論，因此，課程內容設

計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就顯得重要。 

 

二、學生透過體驗活動更能懂得尊重差異 

研究者設計自編版教材時，希望透過活潑的教學活動學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

進而包容、接納。飲食文化這部份是學生日常生活當中會接觸到的，且學生對於食物的

執著總是無法抗拒，所以進行異國飲食文化體驗活動時，學生興趣十足。確實透過這個

教學歷程，學生不但學習有興趣，且體會到不同國家就地取材烹調食物，雖然會因環境

差異，食物的味道就有差別，但是食物的美味是因人而異，需要學會尊重他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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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所呈現的面向很多（如：飲食、語言、宗教、服飾、節慶習俗等），這些

議題都是學生在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部份，不過在翰林版中的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是透

過文字與圖片來說明這些是屬於多元文化面向，提醒學生要用尊重包容的心去接納不同

文化。但在自編版的多元文化教材中，融入體驗活動來呈現多元文化面向，讓學生做中

學，印象更深刻，因此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學習成效明顯高於控制組。 

 

參、學生學習的成效與改變 

 此部份以教學目標、小組學習，以及學習改變三個方面來論述： 

一、教學目標的達成 

 從研究資料的分析來看，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皆有兼

顧，整體的教學目標皆有達成。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多元文化概念測驗中部份題目答題

率，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差距不大；原因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實驗組的學生較活潑，所以

班級秩序有時會失控，學習不夠專注導致某些知識面的學習成效不高。這部分教學者需

要再調整教學方法，且適時的提醒學生課堂的專注力，以求更好的學習成效。 

 

二、小組學習的成效 

 透過小組的分工合作，讓學生能發揮自己的專長，當然學生會做意見與經驗的交

流，廣義來看也是進行多元文化交流，同儕之間互相學習，截長補短順利完成活動的任

務。實驗組的學生經由多次分組學習模式，學生從一開始容易因意見不合而爭執，慢慢

的學會如何彼此溝通協調；不過這部分需要教學者適時的從旁協助、介入指導，以提升

小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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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改變的成效 

 實驗組學生在歷經教學後，對於社會課的喜愛程度、統整資料的能力等部分，成效

上有明顯提升。學生因為對課程的喜歡，便能增強學習興趣；上課就會踴躍發表，師生

互動高，學習成效相對就會提升。此之外，在節慶習俗的部份，學生將瑣碎的知識整合，

繪製成概念架構圖，這部分學生一致反應很好，認為這樣的方法同時可以運用在其他學

習領域，有助於記憶學習。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具體的建議，以供教師、教科書出版社、學校行

政、教育當局及未來研究之參考，底下就課程設計、教學方面、教科書廠商、政策方面

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幾項建議： 

壹、課程設計的建議 

一、課程設計生活化 

 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雖然主要內容還是以教科書的內容為主，但是考量到教

材內容不夠生活化，所以在自編教材融入一些生活化的議題；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更可以讓學生懂得去關心週遭的人、事、物。 

二、小組學習常態化 

 每個班上都會有少數程度落後或是特殊狀況的學生，所以往往在班上會成為弱勢族

群。因此藉由分組讓同儕之間互相學習，每位學生發揮其專長，當然，分組討論時，教

學者應適時的從旁協助，讓這些學生的能力也有可以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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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教學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可以考量這些學生的程度，有時可以加入一

些特別的活動方案，讓他們也有表現的舞台。 

三、課程統整多元化 

 在教學歷程中，研究者與協同教師交換教學與觀察心得，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反

應，來修正教學活動。建議在進行部份教學活動可以結合其他科目，如角色扮演的教學

演示可以結合綜合課，在使用電腦查詢資料時可以結合電腦課等，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

效果。 

因此研究者建議在課程設計時，若事先有課程統整計畫，結合其他教師參與，對整

個研究計畫會更有幫助的。 

貳、教學方面的建議 

一、教學設計應將學生文化背景納入考量 

 在這次的教學活動當中，邀請新住民的家長到班上進行飲食文化分享，以及服飾的

展示，透過此項教學活動促使學生更懂得尊重及欣賞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對新住民的學

生，讓他們對自己的文化背景清楚了解，對於情意層面的學習成效是有幫助的。 

 因此，研究者建議可以結合家長的力量，舉辦多元文化活動展示，營造多元文化的

學習氛圍；同時學校可多舉辦多元文化學習活動，鼓勵教師將多元文化素養積極的融入

課程，引導學生去瞭解、接納、尊重與欣賞不同的文化，特別是班上新移民子女母親的

祖國文化，教師用正面的態度介紹，促進族群間的相互瞭解，減低族群偏見與刻板印象，

也有助於新移民女性子女在學校適應與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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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秩序的維持 

 進行教學活動時，有時因為師生討論過於熱絡，影響到教學進度；因此這部分建議，

在教學中若是討論的話題是學生感興趣的部份，但不在這堂課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就

不要花太多時間討論，可以利用課餘時間與學生互動，避免教學活動受到延誤或切割。 

 同時在班級經營這部份，教學者須與學生多培養默契來共同約束，以免影響教學品

質或打擾到其他班級。 

三、提升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的素養 

 教師平時需多充實自身的多元文化素養，便能內化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教師的態

度較能採客觀、尊重來進行多元文化教育教學活動。因為教師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素養，

在選擇教學內容上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聯結，這樣的教學活動較能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

學生之學習興趣和動機，也能達到好的學習成效。 

 除此之外，教師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就能提供一個支持且安全的學習環境，

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學生能夠得到更多的知識。因此建議教

師能多參加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習活動，來提升自我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 

参、給教科書廠商的建議 

一、多元文化教材內容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以提高學習興趣 

 在第四章成果分析得知，教學內容與學生的日常生活較相關之議題或是與其舊經驗

聯結，學生進行討論會比較熱烈，且能提高學習動機。因此，建議書商在編寫教材內容

上，以學生生活週遭之議題為主軸出發，向外擴散內容深度及廣度，更能提高學生的學

習成效。 



 

 99 

二、教材內容編寫需多增加圖例說明 

 在教材內容的編寫上可以多加入圖片以及相關的例子在教材中，不要只有文字敘

述，透過圖片再結合說明達到的效果更好，學生對於內容的了解度也會提升。 

三、教材內容編寫需兼顧統整性以及多元化的原則 

 臺灣是個多元族群所組成的社會，因此讓學生從小學習多元文化的族群觀點，認識

不同文化之美，學會互相尊重是必要課題。既然有這麼多元的族群，所以在內容編寫方

面要有所取捨，可以分散在各年段的社會領域教材中，但是內容需要統整有系統的呈

現，由淺而深，由點到面，內容加深加廣，學生得以有系統的學習。 

肆、對政策方面的建議 

一、將多元文化教育納入評鑑指標中 

 目前學校係多元文化社會的縮小版，學生來自不同族群的人數日增，因此建議可將

多元文化教育納入校務評鑑、教師專業評鑑和學校自評，以及教師自評的指標中，如此

一來，可以讓學校以及教師更重視多元文化教育這部份。 

二、學校行政的支援 

 在學校的活動中，可以每學期安排一至二次的多元文化教育活動，營造學校整體的

多元文化氣氛；透過全校性的活動更能讓學生認識不同文化，懂得去欣賞進而學會尊

重。然而這部份需要行政的支援，如：在人力資源的運用、場地的安排，以及尋求家長

的協助等；這些方面是需要學校行政的支持及配合，才能營造出多元文化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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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教育部於民國87年所公佈「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理念中，有提及培養具備人本

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而其

所重視的十大基本能力中，培養「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的能力－尊重並學習不同族群

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籍世界各地歷史文化，認識世界為一整體地球村，培養互相依賴、

互助互信的世界觀的理念，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是相一致的。雖然是建議將多元文化

教育融入其他科目教學當中，但是因為多元文化教育未納入正式課程中，所以容易被忽

視；因此建議教育當局可以規定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時數，每學期需要達到幾個小時；

確實落實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伍、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此處針對本研究不足之處，從研究對象、研究時間以及研究方法三個部份，提出可

供進一步探討的建議，作為日後從事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在研究對象上 

 因為本研究採用控制組與實驗組來進行整個班級教學成效的比較，但因選取的實驗

組學生，班級的特質較為活潑，所以在進行教學活動時，有時候會因為討論過於熱絡而

延誤時間，因此在某些部分的學習成效並沒有高於控制組學生太多。 

 建議未來在進行研究此相關主題時，可以採用觀察整個年段學生在教學前與教學後

的學習改變；再者，本研究訪談對象只以學生為訪談對象，未來建議可以擴及到訪談家

長、班級導師以及其他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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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研究時間上 

 研究者為教學班級的科任老師，因此在觀察時間僅限於課堂中，而在情意層面的教

學目標的達成，若僅有課堂觀察稍嫌不足，需要觀察學生下課與同儕的互動以及回家後

與家人的對答互動關係，才能更全面有利的證實學生在情意層面的態度表現是否有內

化。建議未來在進行研究此相關主題時，可以請班級導師和家長一起加入觀察。 

三、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以「質性研究」為主，「量化研究」為輔，建議未來可以採取

量化為主、質性為輔的方法，同時擴大研究對象的樣本數，透過廣泛的數據資料來檢視

多元文化融入自編版教材的教學後，學生學習成效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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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自編版國小六上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單元活動設計     

自編版國小六上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多元文化】 
活動一：食在有意思（飲食文化） 

活動二：文化調色盤（風俗民情） 

活動三：風情萬種（各國服飾） 

活動四：文化大熔爐（異文化間的包容與尊重） 

設計理念 

在多元的社會中，讓學生學習與認識社會中各種不同生活（從服

飾、飲食、宗教等）、風俗民情，透過學習後能以尊重、包容與接納

的態度去適應多元的社會。 

教學研究 

一、 教材分析 

本教學活動主要透過多元文化體驗活動並教導學生透過網路搜尋

資料，並且將資料整理彙整後利用 ppt 介紹，最後藉由同儕分享討論，

使學生對於「多元文化」單元教材內容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教學重點 

1.從飲食、服飾文化切入認識異國的文化特色。 

2.利用 e化教室，讓學生以小組方式，上網蒐集不同國家的文化

特色資料。 

3.透過多元文化議題的分組討論方式，讓學生懂得尊重、包容不

同的族群。 

4.訓練學生的口條能力，讓學生能上台做「異國文化」的分享。 

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 

1.能讓學生了解形成臺灣多元文化的因素。 

2.能認識臺灣多元的社會生活。 

3.能培養不同角度面向去認識不同的文化。 

4.能夠了解到臺灣的節慶習俗源自大陸地區，但到臺灣後也發展

出本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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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 

1.認識其他各國（泰國、越南、印尼等）的不同節慶習俗。 

2.認識臺灣廟宇建築的裝飾藝術。 

3.了解歌仔戲與布袋戲的演變。 

4.認識異國服飾的特色。 

【情意層面】 

1.能尊重並接納不同文化的精神。 

2.培養從不同角度去觀察多元文化的態度。3、能分享自己所帶  

來的異國美食。 

3.能尊重各種傳統習俗與節慶活動。 

4.能分享觀賞傳統戲曲的心情。 

5.小組進行討論時，能尊重不同的主張與想法。 

【技能層面】 

1.能說出造成多元文化的原因。 

2.能說出面對不同文化時應有的態度。 

3.能說出造成文化交流因素以及交流的影響。 

4.能說出自己曾參與的傳統節慶及其意義。 

5.能回答臺灣廟宇主要的裝飾題材。 

  6.能根據自己的參與經驗繪製出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 

 

能力指標 

 

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通、相互尊重

與適當協調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1-3-1 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間的不同特

色。 

1-3-2 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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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

活。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同的傳統與文化。 

【資訊教育】 

4-3-3 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口頭評量 

   



 

 112 

單元名稱（活動一）：食在有意思 

班級：六年    班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者：林憶菁                             教學時間：160 分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 教學準備： 

簡報、小組工作分配表、異國菜餚、圖卡 

一、引起動機： 

玩「環遊世界找朋友」的遊戲。 

二、發展活動： 

1.透過遊戲中提到的不同國家的禮節，教師

詢問在日常生活當中，是否有遇到不同族

群的人？是哪一族群的人？ 

2.教師透過簡報向學生解釋什麼是「多元文

化」 

3.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有接觸過外來文化，當

時的感覺如何？ 

4.教師和學生討論臺灣形成多元文化的原因

為何？ 

5.教師和學生討論多元文化對臺灣的衝擊或

影響為何？ 

6.將學生分成六組，學生討論就自己所接觸

的外來文化中，對哪一個文化最感興趣。

小組分配準備此文化的料理。 

◎教師總結 

 

 

 

5 分 

 

30 分 

 

 

 

 

 

 

 

 

 

 

 

5 分 

 

 

 

 

 

音樂 

 

簡報 

單槍 

 

 

 

 

 

 

 

 

 

小組分配表 

 

 

 

 

 

 

參與評量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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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驗活動 

1.教師展示各國料理數道，讓學生先猜猜此

料理的來源地。 

2.猜對的學生可以品嚐此料理，並發表自己

的感受心得。 

3.教師公佈正確答案後，同時探討料理製作

時的背景（當地氣候、食材取得，或是飲

食文化特色）。 

4.小組進行討論並發表心得。 

5.教師歸納。 

四、 延伸活動 

1.每組學生先收集想介紹的異國飲食文化，

分成三大方面（地理位置、當地有特色的飲

食文化、小組的心得），並將資料製作成剪報

檔分享。 

2.小組分享時，其他同學互評並給予建議。 

3.指導學生完成小組互評表。 

4.老師歸納 

~活動結束~ 

10 分 

 

10 分 

 

15 分 

 

 

5 分 

 

 

60 分 

 

 

 

10 分 

5 分 

5 分 

 

 

眼罩 

料理 

學習單 

 

 

 

 

 

 

 

簡報 

 

 

 

小組互評表 

 

小組合作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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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活動二）：文化調色盤 

班級：六年    班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者：林憶菁                             教學時間：160 分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 教學準備： 

臺灣傳統節慶影像資料、其他國家的傳統節

慶影像資料、廟宇建築特色圖片、臺灣的傳

統戲曲圖片以及影音資料 

一、引起動機： 

玩「節慶＆國家對對碰」的遊戲，接著詢問

學生曾經參與過哪些節慶活動，讓學生做經

驗分享。 

二、 發展活動： 

1.教師展示出臺灣傳統節慶的名稱，詢問學

生知道的有哪些？而這些節慶有哪些相

關的慶典活動或民俗藝陣？ 

2.老師與學生共同歸納整理，節慶/慶典活動

/民俗藝陣。 

3.影片欣賞：傳統節慶相關影像。 

4.讓學生分享自己最喜歡的節慶活動或曾參

加過的活動。 

5.指導學生完成節慶習俗概念架構圖並分

享。 

6.指導學生完成小組互評表。 

 

 

 

 

 

5 分 

 

 

20 分 

 

 

15 分 

 

20 分 

20 分 

 

30 分 

5 分 

5 分 

20 分 

 

圖卡 

影片 

 

 

圖卡 

 

 

 

 

 

 

 

影音檔 

 

 

概念架構圖 

小組互評表 

 

影音檔 

 

 

 

 

 

學生參與 

 

 

口頭評量 

學生發表 

 

 

 

 

學生發表 

 

 

小組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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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師歸納講評。 

8.透過影片介紹廟宇的裝飾藝術，之後教師

介紹社區有名的廟宇（萬和宮、張家祖師

廟），介紹其由來。 

9.教師播放布袋戲與歌仔戲片段的影音資

料，邀請學生分享個人的經驗及感想。 

◎教師總結 

 

~活動結束~ 

 

 

15 分 

 

5 分 

 

布袋戲與歌

仔戲影音資

料 

 

 

學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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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活動三）：風情萬種 

班級：六年    班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者：林憶菁                             教學時間：160 分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 教學準備： 

影片、圖卡、簡報、異國服飾 

一、引起動機： 

1.放「不一樣的分享會」影片。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與學生討論文化的多元性可以

從哪些方面來呈現？（如飲食、語

言、服飾等） 

2.教師先展示一些異國的服飾，讓學

生去猜看看，相對應的國家。 

3.分組介紹六個不同國家（或族群）

的服飾，學生依照服飾的特色將它

畫在學習單上，（和全班同學分

享）。 

4.指導學生完成小組互評表。 

5.教師歸納講評。 

6.邀請班上的印尼籍家長向學生介紹

印尼服飾及飲食文化，並教導班上

學生說幾句印尼話「你好」「不客氣」

「謝謝」等，教唱印尼歌。 

◎教師總結 

~活動結束~ 

 

 

 

5 分 

 

20 分 

 

 

15 分 

 

75 分 

 

5 分 

35 分 

5 分 

 

 

 

 

影片 

 

 

圖卡 

 

服飾 

服飾圖卡 

國家圖卡 

學習單 

 

 

 

印尼服飾 

音樂 

 

 

 

 

 

 

口頭評量 

 

 

 

學習單完成度 

學生報告 

 

小組互評表 

 

 

 

學生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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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活動四）：文化大熔爐 

班級：六年    班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者：林憶菁                             教學時間：40分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 教學準備： 

新聞、簡報、學習單 

一、引起動機： 

透過一則關於「族群衝突」的新聞來

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和學生討論臺灣當下社會中，

許多不同族群組成，可能會為社會

帶來哪些問題呢？ 

2.角色扮演方式：讓學生分組演出這

些文化衝突產生的問題點。 

3.學生發表針對文化衝突，應該持有

怎樣的態度，透過討論做價值澄清。 

4.教師總結。 

 

~活動結束~ 

 

 

 

5 分 

 

 

5 分 

 

 

30 分 

 

 

 

 

 

 

 

新聞資料 

 

 

狀況題 

 

 

 

 

 

 

學生參與度 

口頭評量 

 

學生表演 

 

學生發表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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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生學習成效前測試題範本 

學生學習成效前測試題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 

     老師想知道你對於社會學習領域的概念了解程度，做為老師教學準備

的參考，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所以不會列入成績，請你們用心回答，這樣

對老師的教學非常有幫助！最後請仔細看清楚每一題問題，並填入適宜的

答案。 

 

一、 課程內容相關概念：請選出最適宜的答案。 

1.（  ）下列哪一個不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交通快速發展科技進步

觀念保守對異國文化的好奇與尊重。 

2.（  ）從下列哪一項建築遺蹟可以看到日本人曾經統治過臺灣？ 

高雄市玫瑰聖母教堂鳥居石板屋臺北 101 大樓。 

3.（  ）臺灣因為地理和政治情勢的特殊，所以可以看到下列哪種文化？

葡萄牙非洲荷蘭芬蘭。 

4.（  ）接觸多元文化時不應該有下列哪一種行為？應該尊重接納別人的

選擇對於不喜歡的觀點，我們可以隨意批評試著了解各種文化

的特性試著去欣賞不同的文化。 

5.（  ）新竹縣新埔鄉的每年的義民節會舉辦什麼樣的民俗活動呢？○１搶

孤○２ 放天燈○３ 提燈籠○４賽豬公比賽及放水燈。 

6.（  ）住在臺南 鹽水的大雄為家鄉特色「放蜂炮」製作網頁，她放

在網頁上的內容哪一項錯誤了？○１是元宵節舉辦的傳統習俗○２傳

說放蜂炮可以驅邪除疫○３是一種祈求平安的活動○４最後會以燒王

船作為活動的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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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加哪項活動可以發現臺灣文化中含有原住民文化的特色？玫瑰

聖母堂巡禮日本泡湯之旅達悟族飛魚祭到高雄 英國領事館

一遊。 

8.（  ）如果有外國朋友想認識臺灣多元文化的樣貌，你要怎樣介紹才是

正確的？從石板屋可了解臺灣 阿美族傳統建築從神社可發現

芬蘭人曾短期統治臺灣由於西班牙人的建設讓臺灣科技快速起

飛從玫瑰聖母堂的建築可以得知西班牙人曾經統治過臺灣。 

9.（  ）不同的人在看待相同的一項文化傳統時，會有不同想法與觀點，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處理？強迫對方接納彼此尊重排擠

毀謗、攻擊 

10.（  ）阿明是天主教教徒，他會參加天主教的什麼活動來強化他的信仰

？向聖地麥加朝拜吃素主日學活動佛學講座 

11.（  ）在臺灣社會中，下列哪項是多元文化互動的最佳示範？對不同

的宗教能相互尊重民眾對政治只能有一種主張吃不習慣的異

國食物禁止進口以上皆是。 

12.（  ）以下「宗教」與「儀式活動」的配對，哪一項正確？天主教─

主日學佛教─報佳音回教─吃素基督教─法會。 

13.（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明玉一家人到教堂做禮拜並為臺灣祈禱，可

見明玉是信奉什麼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14.（  ）世界各地的民俗活動來臺灣表演所帶來的好處不包括什麼？讓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互相了解讓臺灣遠離天災人禍增加文化

交流的機會提供欣賞不同文化的機會。 

15.（  ）下列哪一個情形不是多元文化生活適應良好的例子？小宇喜歡

學日本漫畫中的暴力行為緯立喜歡蒐集布袋戲偶立美的外籍

老師喜歡用筷子吃飯弘仁全家都喜歡吃日本料理。 



 

 121 

16.（  ）在今日的國際社會中，下列哪一種態度是正確的？關懷處於劣

勢的國家和族群拒絕和其他國家交流排斥異國文化歧視不

同種族。 

17.（  ）下列哪一項是接受外來文化的表現？收看韓劇欣賞歌仔戲

舉辦臺灣觀光年到落後國家救災。 

18.（  ）你說你的「ABC」，我說我的「ㄅㄆㄇ」，這是指多元文化彼此在

哪一方面相互尊重？藝術語言音樂飲食。 

19.（  ）下列有關臺灣傳統戲曲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許多傳統戲

曲都是由歐洲傳入的是現代工商業社會主要的休閒娛樂現今

布袋戲已結合聲光效果，展現新風貌平劇是源自於臺灣本土的戲

曲。 

20.（  ）關於文化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文化之間是無法交流

的文化是不斷的在變化的東方人無法接受、學習西方文化文

化是古人的產物，不需保存。 

21.（  ）小伍到高雄市 內門區參加「宋江陣嘉年華」活動，對宋江陣有深

入的認識之後，才發現自己以前對宋江陣的了解真是錯誤百出。

下列是小伍原本對宋江陣的認識，請問只有哪一項是正確的？是

一種廟會時常見的陣頭表演宋江陣是神明的部將宋江陣由軍

人組成宋江陣通常在喜慶宴會場合表演。 

22.（  ）下列哪一項的發達，不只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加快資訊的

傳遞，還能增進文化的交流？教育網際網路政治宗教。 

23.（  ）韓國的服飾是由衣、褲、袍組成，他們很講究穿戴，因此韓服是

可以顯示出地位年齡身份以上皆是。 

24.（  ）日本的和服是仿照我們中國那個朝代的服裝設計？ 

周代隋唐漢朝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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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哪一種不是推廣臺灣文化的方式？獎勵優秀藝術家成立

博物館供大眾參觀只學習外來文化鼓勵文化團體到國外演出。 

 

二、參與多元文化課程的學習感受 

1.我對「多元文化課程」的內容很有興趣。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我喜歡透過資料蒐集方式來提升自己對課程了解。 

□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3.當我接觸不同文化的人、事、物，會以包容尊重的態度面對。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我喜歡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習方式。 

□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5.我覺得多元文化課程的內容和我的日常生活是有密切關係的。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感謝你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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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生學習成效後測試題範本 

學生學習成效後測試題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 

     老師想知道你對於社會學習領域的概念了解程度，做為老師教學準備

的參考，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所以不會列入成績，請你們用心回答，這樣

對老師的教學非常有幫助！最後請仔細看清楚每一題問題，並填入適宜的

答案。 

 

二、 課程內容相關概念：請選出最適宜的答案。 

1.（  ）下列哪一個不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交通快速發展科技進步

觀念保守對異國文化的好奇與尊重。 

2.（  ）從下列哪一項建築遺蹟可以看到日本人曾經統治過臺灣？ 

高雄市玫瑰聖母教堂鳥居石板屋臺北 101 大樓。 

3.（  ）臺灣因為地理和政治情勢的特殊，所以可以看到下列哪種文化？

葡萄牙非洲荷蘭芬蘭。 

4.（  ）接觸多元文化時不應該有下列哪一種行為？應該尊重接納別人的

選擇對於不喜歡的觀點，我們可以隨意批評試著了解各種文化

的特性試著去欣賞不同的文化。 

5.（  ）新竹縣新埔鄉的每年的義民節會舉辦什麼樣的民俗活動呢？○１搶

孤○２ 放天燈○３ 提燈籠○４賽豬公比賽及放水燈。 

6.（  ）住在臺南 鹽水的大雄為家鄉特色「放蜂炮」製作網頁，她放

在網頁上的內容哪一項錯誤了？○１是元宵節舉辦的傳統習俗○２傳

說放蜂炮可以驅邪除疫○３是一種祈求平安的活動○４最後會以燒王

船作為活動的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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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加哪項活動可以發現臺灣文化中含有原住民文化的特色？玫瑰

聖母堂巡禮日本泡湯之旅達悟族飛魚祭到高雄 英國領事館

一遊。 

8.（  ）如果有外國朋友想認識臺灣多元文化的樣貌，你要怎樣介紹才是

正確的？從石板屋可了解臺灣 阿美族傳統建築從神社可發現

芬蘭人曾短期統治臺灣由於西班牙人的建設讓臺灣科技快速起

飛從玫瑰聖母堂的建築可以得知西班牙人曾經統治過臺灣。 

9.（  ）不同的人在看待相同的一項文化傳統時，會有不同想法與觀點，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處理？強迫對方接納彼此尊重排擠

毀謗、攻擊 

10.（  ）阿明是天主教教徒，他會參加天主教的什麼活動來強化他的信仰

？向聖地麥加朝拜吃素主日學活動佛學講座 

11.（  ）在臺灣社會中，下列哪項是多元文化互動的最佳示範？對不同

的宗教能相互尊重民眾對政治只能有一種主張吃不習慣的異

國食物禁止進口以上皆是。 

12.（  ）以下「宗教」與「儀式活動」的配對，哪一項正確？天主教─

主日學佛教─報佳音回教─吃素基督教─法會。 

13.（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明玉一家人到教堂做禮拜並為臺灣祈禱，可

見明玉是信奉什麼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14.（  ）世界各地的民俗活動來臺灣表演所帶來的好處不包括什麼？讓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互相了解讓臺灣遠離天災人禍增加文化

交流的機會提供欣賞不同文化的機會。 

15.（  ）下列哪一個情形不是多元文化生活適應良好的例子？小宇喜歡

學日本漫畫中的暴力行為緯立喜歡蒐集布袋戲偶立美的外籍

老師喜歡用筷子吃飯弘仁全家都喜歡吃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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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今日的國際社會中，下列哪一種態度是正確的？關懷處於劣

勢的國家和族群拒絕和其他國家交流排斥異國文化歧視不

同種族。 

17.（  ）下列哪一項是接受外來文化的表現？收看韓劇欣賞歌仔戲

舉辦臺灣觀光年到落後國家救災。 

18.（  ）你說你的「ABC」，我說我的「ㄅㄆㄇ」，這是指多元文化彼此在

哪一方面相互尊重？藝術語言音樂飲食。 

19.（  ）下列有關臺灣傳統戲曲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１許多傳統戲

曲都是由歐洲傳入的○２是現代工商業社會主要的休閒娛樂○３現今

布袋戲已結合聲光效果，展現新風貌○４平劇是源自於臺灣本土的戲

曲。 

20.（  ）關於文化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文化之間是無法交流

的文化是不斷的在變化的東方人無法接受、學習西方文化文

化是古人的產物，不需保存。 

21.（  ）小伍到高雄市 內門區參加「宋江陣嘉年華」活動，對宋江陣有深

入的認識之後，才發現自己以前對宋江陣的了解真是錯誤百出。

下列是小伍原本對宋江陣的認識，請問只有哪一項是正確的？是

一種廟會時常見的陣頭表演宋江陣是神明的部將宋江陣由軍

人組成宋江陣通常在喜慶宴會場合表演。 

22.（  ）下列哪一項的發達，不只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加快資訊的

傳遞，還能增進文化的交流？教育網際網路政治宗教。 

23.（  ）韓國的服飾是由衣、褲、袍組成，他們很講究穿戴，因此韓服是

可以顯示出地位年齡身份以上皆是。 

24.（  ）日本的和服是仿照我們中國那個朝代的服裝設計？ 

周代隋唐漢朝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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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哪一種不是推廣臺灣文化的方式？獎勵優秀藝術家成立

博物館供大眾參觀只學習外來文化鼓勵文化團體到國外演出。 

 

二、參與多元文化課程的學習感受 

1.上完這個單元後，我對「多元文化課程」的內容更有興趣。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我喜歡透過資料蒐集方式來提升自己對課程了解。 

□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3.上完這個單元後，我更能用包容尊重的態度面對不同文化的人、  

    事、物。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上完這個單元後，我更喜歡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習方式。 

□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5.上完這個單元後，我覺得多元文化課程的內容和我的日常生活是  

   有密切關係的。 

  □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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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一：「食在有意思」學習單 

 
 
 
 
 
 
一、 親愛的小朋友：今天班上舉辦了各國料理的品嚐大會，大家看到了許

多美食呈現在眼前，每一道料理都各具特色，大家一起分享品嚐，並將自

己品嚐的感受寫下來吧！ 

料理名稱 我的品嚐感受 猜測的地區 

看起來：  

嚐起來： 

 

看起來：  

嚐起來： 

 

看起來：  

嚐起來： 

 

看起來：  

嚐起來： 

 

看起來：  

嚐起來： 

 

看起來：  

嚐起來： 

 

二、 現今是個科技時代，你認為多元文化的形成原因有哪些？ 

 

 

三、 隨著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普及，讓我們能有很多機會去接觸不同的文化，我們應該

用什麼態度去面呢？                                                 。 

 

 

六上 社會學習領域學習單 

「食」在有意思 
六年   班    號 

姓名：             

家長建議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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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二：異國服飾學習單 

 
 
 
 
 
 
各位同學，請畫出異國服飾讓班上同學猜一猜，你們所畫的服裝是哪一個

國家的服飾。大家動動腦、動動手吧！ 

 

 

六上 社會學習領域學習單 

風情萬種~異國服飾 

六年   班    號 

姓名：              

家長建議及簽名 

這是（         ）國家的服飾，它的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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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小組互評表 

社會學習領域小組互評表 

六年（  ）班 第（   ）組 

※活動名稱【                   】 

 

請同學根據各組別所報告的部份，勾選出你們小組所討論後給的分數。 

 

※ 評分的說明 

5分：表現優秀，值得學習。 

4分：表現良好，合乎老師要求。 

3分：表現尚可。 

2分：需再加油，可以在充實些。 

1分：許多地方需要再加強。 

 

評分小組簽名： 

 內容充實 口條清晰 台風穩健 講解清楚 聲音適中 合計 

第
一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
二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
三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
四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
五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
六
組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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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學生回饋表 

學生回饋表 
六年   班    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 

上完了多元文化單元後，你是不是對多元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呢？請你寫下你上完課的心得以及印象最深刻的活動？ 

 一、最喜歡的課程內容？ 

                                                             

二、寫出原因？ 

                                                              
 

三、心得＆省思 

家長建議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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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生訪談大綱 

學生訪談大綱 
一、學生對於社會教材內容的理解及感受 

1.你是否看得懂社會科的課文內容？你覺得說明夠清楚嗎？ 

2.你覺得現在所使用的教科書的課文內容會不會不足，缺少什麼？ 

3.你覺得現在所使用的教科書的課文能直接呈現出要傳達的知識內容

嗎?是否容易學習？ 

4.你覺得現在所使用的教科書對照的圖片足夠嗎?（若不足，缺少什麼？）

圖片的解說內容清楚嗎? 

5.課文的文字和圖片的搭配是否讓你可以清楚的了解教材內容？ 

6.社會科所教的內容和你的生活有沒有相關？ 

7.對於老師的教學活動，你印象最深刻（較喜歡）的有哪幾個？原因為

何？ 

二、 針對多元文化相關主題學生瞭解之程度。 

1.目前臺灣多元的文化中，你知道有涵蓋哪些國家或哪些地區的文化

嗎？ 

2.在目前的社會科多元文化單元中，你學到的哪些知識?簡單描述。 

3.你有跟外國人相處的經驗嗎？哪一國人？如果沒有，若是有機會你會

用怎樣的態度面對他們？ 

4.透過這個單元的學習，你是否更能接受並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

（為什麼？） 

5.你喜歡多元文化這個單元社會課的內容嗎？為什麼？ 

三、小組學習的情況 

1.在小組教學活動中，你和你的組員間如何討論事情、分配工作？ 

2.你比較喜歡負責什麼樣的工作？（工作界定，如幕前幕後） 

3.你覺得這樣的分組教學活動方式有什麼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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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一：教室觀察檢核表範本  

教室觀察檢核表（情意方面） 

（參考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檢核表評鑑工具） 

壹、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級任 □科任； 

教學所屬年級/領域：                       日期：                                   
 

貳、填寫說明 

教學輔導教師入班觀察研究者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多元文化教學，觀察重點在於師

生之間的問答，學生回答的情意方面做檢核，在觀察後逐一判斷教學者是否需要再成長。 

   

實驗組 控制組 

層

面 

教學 

目標 
教師提問項目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A-1-1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曾經和

不同族群的人相處過呢? 
      

A-1-2 你是否曾經接觸過外來文

化，當時感覺如何? 
      

A-1-3 對於異國的文化，你都能全盤

接受嗎？ 
      

A-1 能尊

重並接納

不同文化

的精神 

A-1-4 當產生文化衝突時你會持怎

樣的態度？ 
      

A-2-1 隨著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普及,

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

同的文化,我們應該用什麼樣

的態度去面對？ 

      

A-2-2 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活動有

什麼好處？ 
      

A 

情

意 

 

A-2 培養

從不同角

度去觀察

多元文化

的態度。 

A-2-3 臺灣社會有許多不同族群所

組成，這樣的情況會為社會帶

來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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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控制組 

層

面 

教學 

目標 
教師提問項目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A-2-4 聽到其他國家的音樂（如泰

國、柬埔寨、印尼）你有什麼

感覺呢？ 

      

A-3-1 分享自己嚐到異國飲食的味道

及感受？ 
      

A-3-2 每一道食物的味道你都喜愛

嗎？ 
      

A-3 能分

享自己曾

嚐過的異

國美食 
A-3-3你最喜歡哪一道食物呢？       

A-4-1 你最喜歡一年當中哪一個節慶

活動呢？ 
      

A-4-2 分享你曾經參與過的習俗活

動？ 
      

A-4 能尊

重各種傳

統習俗與

節 慶 活

動。 
A-4-3 面對不同的習俗活動，你會有

怎樣的態度呢？ 
      

A-5-1 分享你曾經欣賞過的布袋戲或

歌仔戲的看法？ 
      

A-5-2你喜歡這些傳統藝術活動嗎？       

A-5 能分

享觀賞傳

統戲曲的

心情。 A-5-3 你曾經在什麼樣的場合看過

這些傳統戲曲活動呢？ 
      

教學目標 觀察指標 - - - - - - 

A-6-1 分組時能分工合作進行       

A-6-2 討論時能適時地提出自己的

想法 
      

情

意

層

面 

A-6 小組

進行討論

時，能尊

重不同的

主張與想

法。 

A-6-3 當意見分歧時，請協調出解決

方法 
      

總體表現 

 

 

 

◎ 檢核項目 70% 以上獲評為「值得推薦」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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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二：教室觀察檢核表範本 

教室觀察檢核表（技能方面） 

（參考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檢核表評鑑工具） 

壹、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級任 □科任； 

教學所屬年級/領域：                       日期：                                   
 

貳、填寫說明 

教學輔導教師入班觀察研究者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多元文化教學，觀察重點在於師

生之間的問答，學生回答的情意方面做檢核，在觀察後逐一判斷教學者是否需要再成長。 

 

自評 教學觀察 

層

面 

教學 

目標 
老師提問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B-1-1 說出形成多元文化的原因有

哪些？ 
      

B-1 能說

出造成多

元文化的

原因 

B-1-2 說出造成文化交流的原因有

哪些？ 
      

B-2-1 能說出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

活動有什麼優缺點？ 
      

B-2-2 隨著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普及,

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不

同的文化,請說出你會用什麼

樣的態度來面對？ 

      

B-2 能說

出面對不

同文化時

應有的態

度 
B-2-3 請說出當產生文化衝突時，你

會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B-3-1 能說出造成多元文化交流的

原因有哪些？ 
      

B-3-2 請你說出與其他國家進行交

流的優缺點？ 
      

B 

技

能

層

面 

B-3 能說

出造成文

化交流因

素以及交

流 的 影

響。 

B-3-3 請你說出臺灣社會有許多不

同族群所組成，這樣的情況會

為社會帶來一些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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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 教學觀察 

層

面 

教學 

目標 
老師提問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待

加

強 

B-4-1 請你說出曾經參加過的節慶

活動？ 
      

B-4 能說

出自己曾

參與的傳

統節慶及

其意義。 

 

B-4-2 能說出傳統節參加過的節慶

活動所代表的意義？ 
      

B-5-1 請你說出臺灣廟宇有哪些主

要的裝飾題材？ 
      

B-5 能回

答臺灣廟

宇主要的

裝 飾 題

材。 

B-5-2 請你說出廟宇中的裝飾題材

所代表的意義？ 
      

B-6-1 請分組進行繪製節慶習俗概

念架構圖。 
      

技

能

層

面 

B-6 能根

據分組找

到的資料

繪製出節

慶習俗概

念 架 構

圖。 

B-6-2 能將自己小組的資料上台分

享。 
      

總體表現 

 

 

 

 

◎ 檢核項目 70% 以上獲評為「值得推薦」或「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