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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應具備多元文化素養 
鄭雅婷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庭服務系教師 
 

一、前言  

隨著婚姻移民來台的人數逐漸累

積，由內政部統計處針對 104 年的調

查統計結果可知，截至 104 年底外籍

與大陸配偶人數已高達 510,250 人，原

住民人數為 546,698 人，而 104 年非本

國籍生母的嬰兒出生數為 13,253 人，

占該年度出生比的 6.2%.（內政部，無

日期）。也就是說，隨著多元文化社會

的來臨，會有越來越多不同文化背景

的幼兒出現在園所班級中，例如：一

個班級中可能同時存在漢人、原住民

族、客家人、新住民等不同文化背景

的小孩。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指

出，國家的未來，關鍵在教育；教育

的品質，奠基於良師（教育部，2012）。
以教師而言，學齡前幼兒仰賴幼兒園

教師提供教育及保育上的協助程度較

高，依附關係較為密切，所以幼兒園

教師可謂幼兒的「第一位教師、第二

位母親」，其影響層面甚廣，也極具影

響力（劉乙儀、張瑞村，2014）。因此，

教師如何與文化脈絡、家庭背景不同

的學生互動，與其本身具備的多元文

化素養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教師不

僅需教導幼兒還得使自身具備多元文

化素養以增進其教學成效。 

二、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性 

多元文化素養可使人在多元文化

社會中具備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適切

溝通的能力（楊傳蓮，2000），而這包

括了教師對自身文化的瞭解與認同、

對不同文化的認知與支持的程度以及

無偏見與刻板印象的文化觀等（譚光

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因此，

教師若缺乏多元文化素養的相關知

能，便無法教導不同文化背景的學

生，且容易造成族群的偏見或歧視（侯

靖男，2005）。然而學校教育是培養多

元 文 化 素 養 的 有 效 途 徑 (Banks, 
2007)，幼兒園教育不僅是教育體系中

最基礎的教育階段，更是最早面對多

元文化洗禮的時期，此階段幼兒的敏

銳知覺與及早接觸族群文化間的差異

事實，將有助於屏除不當的偏見與刻

板印象，並且為幼兒人格、社群觀感

奠定和未來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黃

儒傑，2010；張耀宗，2006；鍾芳玲、

曹俊德、賴文宗，2013）。 

因此，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自省本

身專業素養的問題，特別是尊重多元

與差異的文化態度，以及寬闊的國際

視野（何青蓉，2003）。當教師具備多

元文化素養不僅有助於教學與師生互

動，亦有助於與不同文化背景之家長

溝通 (陳美如，2004；黃郁婷、葉嘉瑜

2014），換言之，教師是落實多元文化

教育之關鍵（王千倖，2013）。因此，

在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時，教師

若能在多元文化層面具備更多的認

知，擁有相關的態度以及教學的技能

時，對教師自身的教學內容與成效等

等，應是有所助益的。再者，根據研

究發現（周佩諭，2012；常雅珍，2010；
陳伶姿、陳世佳，2007；陳儒晰，2011；
黃郁婷、葉嘉瑜， 2014； Seefe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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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研究結果多傾向於主張幼兒園

教師面對多元文化的教學現場時，必

須具備多元文化素養，所以幼兒園教

師之多元文化素養對於教學的影響有

其實質上的重要性。 

三、多元文化素養的相關研究 

由近年來的相關研究發現，多元

文化教育的研究在國內已受到越來越

多的關注，其相關研究也順應時勢的

轉變與需要而蓬勃開展，其中與教師

相關的議題包括多元文化師資培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多元文化教育

的信念與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態度

與多元文化教學效能等（巫鐘琳等，

2008）。 

然而，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包括

認知、情意及技能等層面的探討，且

為多元文化教育是否能順利推展的重

要因素。就相關研究而言，各研究者

的 著 重 焦 點 皆 不 同 。 例 如 ，

Capella-Santana(2003)發現參與教師準

備課程與師資培育課程後，準教師的

多元文化態度與知識的改變是正向

的。Seefeldt(2005)認為幼兒多元文化

教育應強調文化相似性的概念，課程

要能融入人類共享的經驗與多元的文

化，增加幼兒的文化認同，對他人的

瞭解、關懷與尊重，亦即，教師在教

學時，應將不同文化相似之處進行連

結，以增加幼兒對不同文化的了解與

認同。常雅珍（2010）在幼教老師實

施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之個案研究中

發現，站在教育第一線的幼教老師是

僅次於家長的重要啟蒙者，若教師對

不同族群心存偏見，將會影響幼兒對

不同族群的想法，亦即，教師的身教

與言教都將成為幼兒學習模仿的對

象，因此需強化幼兒教師的多元文化

素養，建立其正確的信念，以免造成

幼兒不當的學習。再者，陳儒晰（2011）
針對幼教人員對多元文化教學實踐之

思考所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幼教人

員對多元文化認知傾向於文化多樣

性、文化相對論、尊重包容等方面，

屬於表面性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解，距

離建構主體性或彰顯文化行動意識的

批判與轉化之多元文化素養尚有一段

距離。此外，周佩諭（2012）的研究結

果也發現，即使幼教人員意識到多元文

化教育的重要性，也會因多元文化教育

素養不足，以致於發展的多元文化課程

容易流入片段式的學習經驗。 

綜觀上述可知，教師的多元文化

素養方面雖已逐漸受重視，但仍多著

重於現況的瞭解。但多元文化觀點要

從小扎根，要帶領學生認識不同的世

界，必須仰賴教師宏觀的文化視野

(Merryfield,2000)：當教師無法察覺不

同文化的重要時，儘管有不同文化資

源出現時，亦無法形成多元文化教育

的過程，無法為學生開啟看待不同文

化的視野（陳美如，2004）。換句話說，

當教師在多元文化素養上具有對不同

文化的認識與了解、無偏見的觀點、

尊重差異與欣賞的態度以及具有處理

文化差異問題的能力等，都有助於教

師在教學活動的準備、教學策略的使

用、班級經營以及教學評量的善用上

有所幫助。因此，隨著多元文化社會

的來臨，使幼兒園教師本身具備多元

文化素養，以增進其教學內容的豐富

度與成效更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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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綜合上述，使幼兒園教師本身具

備更多的多元文化素養以為必要，因

此提出下列建議。 

(一) 各縣市教育局以及園所應提供幼

兒園教師增進多元文化素養的機

會與管道 

各縣市教育局應提供幼兒園教師

更多增進其多元文化素養的機會與管

道，並鼓勵教師將多元文化素養積極

地融入教學活動中，引導幼兒瞭解、

接納、尊重與欣賞不同的文化，使教

師在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群體溝通

或互動時能更加流暢。例如：各縣市

的教育局可利用「教保服務人員每年

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

以上。」的規定，將多元文化素養的

相關研習納入專業知能研習中，除了

讓幼兒園所教師能依其現況所需選擇

有益增進自身多元文化素養的研習來

進行。再者，園所可聘請不同文化背

景的家長或是針對不同文化背景有深

入研究的專家學者到園所來舉辦講座

或舉辦體驗活動，讓教師們能對不同

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運用於教

學活動中。 

(二) 幼兒園教師應多充實本身在多元

文化方面的素養，藉以提升本身

的教學效能 

教師應覺知自己本身的多元文化

素養將會影響自身教學成效的高低。

所以幼兒園教師應省思自己在多元文

化素養方面是否能欣賞不同族群的文

化，並考量其文化背景，且將其文化

融入教學活動中，進而採用多元評量

的方式來了解幼兒的學習成效。正因

如此，幼兒園教師應積極的參與多元

文化素養相關的知能研習或培訓，省

思自己的不足點並加以補強，如此才

能使自己本身的教學效能得以提升。

例如：幼兒園教師應多參與各縣市教

育局所舉辦的多元文化相關的研習，

藉以增加自己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認

知，了解在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

時，有哪些多元文化方面的技能可以

運用，以及該如何進行教學評量等相

關的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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