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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提出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的概念，希望

培養學生參與在地、全球及跨文化議題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在全球素養

測驗內容領域的知識及認知技能框架中，包含了「文化與跨文化關聯」（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向度，希望幫助學生瞭解文化多樣性影響觀點的形成，

使他們能更好地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以及保護文化差異的重要性（OECD, 

2018）。 

周珮儀、王雅婷、吳舒婷（2019）以 PISA 全球素養測驗內容領域的知識及

認知技能框架，針對九年一貫的審定版國中英語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

顯示，教科書涵蓋全球素養的內容占了約四成，大部分集中於「文化與跨文化關

聯」向度，呼應 2008 年英語課綱所強調的「文化與習俗」部分。現今《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納入了「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素養（教育部，2014），

而「多元文化教育」的議題也應《總綱》的實施要點規定，融入了英語文領域的

課程設計中（教育部，2014），彰顯了我國透過英語領域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的重視。 

臺灣是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繼原住民、本省籍、客家人及外省族群之

後，隨跨國婚姻以及國際移工所帶來的人口流動，使得新住民成為新的一股勢力，

造成原有的族群結構更益複雜。如何透過教育來處理新住民家庭的學生與其他族

群互動所產生的文化認同感、文化調適的問題，以及可能遭遇的偏見與歧視等困

境，為一重要課題（張嘉育、黃政傑，2007）。本文旨在探究當前的英語教育如

何結合多元文化教育相關之議題，以達成培育學生全球素養的教育目的。 

二、全球素養、文化與跨文化關聯的內涵 

OECD 在《以全球素養建構一個包容的世界》（Global Competency for an 

Inclusive World）以及《PISA 2018 全球素養架構》（PISA 2018 Global Competence 

Framework）中，以「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來回應全球化的現況，並提出

「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的概念，期許學習者能以多元觀點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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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全球以及跨文化的議題，排除偏見、採用適切的方式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

通（OECD, 2016；OECD, 2018）。 

在 PISA 2018 全球素養評量的內容領域當中，包含了「文化與跨文化關聯」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向度，其意義在呈現文化多樣性的複雜表徵，

如：語言、藝術、知識、傳統及規範。若將此向度下的四個子向度（多元文化社

會中的認同形成、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際，以及觀點取替、刻板

印象、歧視和不容忍），與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9）中多元文化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我族文化的認同、文化差

異與理解、跨文化的能力，以及社會正義）進行對照，會發現兩者雖有形式上的

重疊，但背後理念仍有不小的落差。 

全球素養所強調的「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是以「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為前提，從人類社會的文化多樣性概念，到文化群體之間不

斷互動、共享文化表達的動態關係，是地方、區域、國家的跨文化交流和對話的

結果（UNESCO, 2006）。我國的多元文化教育行之有年，如今面對全球化的浪潮

以及臺灣日益複雜且多元的社會結構，若希望學生從被動地看見差異以及互相包

容，到積極地欣賞差異以及相互學習，面對全球素養所倡導的跨文化教育，應審

慎因應（王俊斌，2020）。 

三、文化與語言學習的關聯性 

英語是世界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也是我國外語教育主要的項目。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英語文》中，說明英語文課程與教

學應使學生透過語言學習探索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跨文化反思，提升社會參與

並培養國際觀（教育部，2018）。透過英語文學習，學生能豐富多元文化的視野，

培養人際互動的跨文化素養。在探討如何以英語教育來進行跨文化教育，涵育學

生的全球素養前，首先來說明「文化」一詞與語言學習之間的關聯，以下就三個

層面論述之。 

(一) 認同面 

在語言學習中，文化扮演重要角色。「文化」（culture）這個複雜的概念包括

了藝術、文學、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是個人認同、社會認同的核

心，也是協調群體認同、凝聚社會的重要元素（UNESCO, 2001；UNESCO, 2006）。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在個體的獨特性以及其在群體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重

要的影響力（Mor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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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溝通面 

人們透過語言溝通來形塑彼此之間的認知、經驗與觀念。從語言習得的角度

而言，文化與語言是相輔相成的要素。教學者應思考如何將語言教學以及文化教

學相互結合（Kramsch, 1993）。在學習語言及文化的過程中，學習者能瞭解自己

所使用的語言特徵（language features）或語言表達（language expressions），能否

適切地傳達該語言文化的內涵。除了語言能力之外，溝通能力、文化能力、跨文

化溝通能力等指標，也是教學是否成功的參考依據（Moran, 2001）。 

(三) 理解面 

學習外語不僅是掌握一項新的溝通工具，也是認識另一種文化的過程。在外

語教學中融入文化，可以激發學習者的好奇心，提升學習興趣，進一步增加語言

的感受力；可以培養學習者的溝通、交際能力、對於多元文化差異的敏感性，減

低與異文化人士交流之誤會與衝突；可以促進學習者的心智發展，開闊眼界以及

思路，認識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以及文化精髓（林娟娟，2006）。 

四、英語領域的教學實踐 

筆者曾訪談三位現職國中英語教師，探討其對於國中英語教科書中文化與跨

文化關聯的認知情形、使用經驗、困境與因應方式，取得以下三項結論（陳琳筑，

2022）。 

(一) 教師對教科書的認知大致符合全球素養脈絡 

教師覺察到教科書的題材已經不像過去侷限於特定的歐美國家或社會階級，

包含更加豐富的文化面貌。但教師對於多元文化的認知多半集中於各國的節慶習

俗、風土民情、飲食文化、大眾流行文化等文化表徵，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比較，

較少提及有關認同感、跨文化溝通、刻板印象以及歧視等層面。 

(二) 教師不會特別進行文化與跨文化關聯的教學及評量 

教師在授課時以語言教學為主，不會特別偏重於文化與跨文化教學，若有提

及，多採取問答、口述、小組討論的方式，並利用指派個人回家作業、課文改編、

課堂分享、角色扮演等方式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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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導致教師教學的困境 

教師表示受限於自身經驗、教學目標、學生語言程度、授課時數以及教科書

內容編排等因素，較難提供學生額外的文化學習機會。國中英語教學的核心主要

還是在語言，由於學生語言程度有限以及教師有授課進度的壓力，文化相關的教

學容易被犧牲掉。是否進行文化相關的教學，要看教師個人的授課意願。另外，

教科書內容多半為顯性層面的文化，不利於老師進行深度文化教學。舉例而言，

教師曾提到教科書雖然會將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但他希望教科書內容可以

納入文化禁忌的主題，讓學習者瞭解某些言行舉止可能會冒犯到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士，並且反思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及觀點差異的問題。 

教學者若希望藉由英語教育提升學習者的跨文化素養，有以下具體方式（柯

宜中，2017；姜曉玟，2013）：(1)認知層面：藉由影片、文本、真人分享、文化

體驗等方式，讓學習者學習文化知識；(2)技能層面：讓學習者操作文化產物及學

習社交禮儀、進行腳本對話或角色扮演、做跨文化的文本分析與相關議題的文化

比較；(3)情意層面：讓學習者藉由腦力激盪、討論及對話、聚焦寫作、探究與反

省等方式，覺察自身或他人的想法、感覺、價值信念及態度，並進行分析、回應、

澄清、反省及抉擇。 

五、結語 

(一) 研究結果對於英語教育的建議 

根據周珮儀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可得知九年一貫的教科書中涵蓋了約四

成的文化與跨文化關聯內容。陳琳筑（2022）的研究發現教師對於教科書內涵的

文化與跨文化關聯內容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唯教師授課仍以語言教學為主軸，在

種種限制之下導致進行文化與跨文化相關教學的困難。若教師在現實條件的允許

下，覺察到此議題的重要性，利用額外的時間豐富相關知能、增加備課時間，以

及提高授課意願，應能提供學生更多學習的機會。另外，教科書在選材及編排上

可納入有關認同感、跨文化溝通、刻板印象等不同層面的主題，提供學習者深度

思考的機會。 

(二) 英語教育的未來展望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在《總綱》中將「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列為核心素養之一，而英語文作為我國主要的外語教育科目，在學習重

點中涵蓋了「文化與習俗」、「文化理解」等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教育部，2018）。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為十二年國教課綱十九項重大議題之一，其核心概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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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題與 PISA 全球素養所強調的跨文化教育有相互呼應之處。本文藉由「文化

與跨文化關聯」為透鏡，從臺灣的多元文化族群脈絡出發，探討了多元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背後的核心價值；另外，本文探討了英語文與文化之間的關聯性、相

關概念在英語教育落實的現況以及可能的解方，期待對於英語文教學領域提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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