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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幼兒園中的多元文化 
廖家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多元文化教育是民主化的成果，幾十年來在多元文教育積極的發展開來，而

最熱烈的議題不外乎「種族」與「性別」，前者從原住民教育到新住民教育，後

者從兩性教育到性別平等教育，都將多元文化教育推向高峰。加上近年來婚姻平

權議題層出不窮，2019 年行政院已提出大法官釋字 748 號實行法已實行，同性

婚姻已受保障。 

由此可知未來的家庭組成結構開始改變，幼兒在未來的生活中，也逐漸會與

各式各樣不同家庭組成方式的幼兒交流與相處，這也成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大課

題，然而在幼兒園中，我們該如何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幫助幼兒發展多元的價值

觀並且以正確、真誠的態度面對每一個不同的文化，使不同背景的幼兒都能得到

公平學習的機會。 

二、幼兒園中的多元文化教育目標 

依照 Bank（2002）提出多元文化教育是從認識他人的文化中瞭解自己的文

化，教學應提供文化與族群的學習多樣性，讓幼兒學習多元文化的知識與態度，

使非主流文化學生能得到平等的待遇，同時培養幼兒認識、了解、接納不同的文

化。Tiedt 與 Tiedt（1995）將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分為瞭解概念、獲得價值、發展

技能、表現個人行為與社會行為等四方面。因應近年來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蓬勃

發展下，幼兒教育也逐漸受到影響，劉美惠（2016）將多元文化教育目標歸納出

以下五點： 

(一) 維護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 

我們須保障不同背景幼兒的學習機會，且幼兒在學校中有平等的待遇與適性

的教學，以維護憲法第 159 條「國民受教育機會一律平等」的精神。 

(二) 提升弱勢族群學童的學業成就 

國內外研究發現，常見到弱勢族群的幼兒學習成就較低，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種，像是教養不佳、文化差異、動機低落等。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即是找到造成幼

兒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並且採取補救措施，使其能適應校園生活進而提升學習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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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瞭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不外乎讓培養幼兒文化意識，其中包含對自己文化的歷

史、價值、族群貢獻等的認識與認同，還有對異文化的學習，了解文化的差異性，

並願意支持文化多樣性，程度上從排斥、忍受、接受、欣賞到肯定。 

(四) 培養群際關係 

我們透過讓幼兒了解不同文化差異的過程，檢視自己對文化的誤解與偏見，

以培養幼兒換位思考的能力，然而群際關係是一種跨文化的人際關係，多元文化

教育目的希望提供幼兒與不同族群幼兒共同合作的機會，使得幼兒能與不同文化

背景幼兒交流相處。 

(五) 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 

不同文化價值觀上差異，使得族群間容易有衝突發生，因此幼兒園中我們除

了培養幼兒關心族群、理性思考，以提升族群衝突時的解決能力，並培養幼兒關

心弱勢族群，並願意與其共享資源。 

綜合上述，我認為在幼兒園之中面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即是幫助幼兒

瞭解自我價值、尊重人權、開闊世界觀，強調學習均等，並擺脫補償性教育的性

質或讚頌文化差異的文化學習。 

三、幼兒園中多元文化教育 

我們在幼兒園中會遇到許多不同文化教育的問題，如何能幫助幼兒能夠以正

確的態度面對不同的文化差異，並達成上述多元文化教育目標，然而多元文化教

育的教學策略種類繁多，面對於不同的幼兒也因使用不同的方式教學，在實施教

學策略時，本文依照劉美惠（2016）提出多元文化課程設計時，應注意八項原則，

分別敘述如下： 

(一) 以概念為課程組織要素 

概念學習即是把具共同屬性事物用概括性的文字或符號表示。而在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中，概念方面凡事與文化有相關的整合性概念，皆可為多元文化課程組

織要素。我認為在幼兒園因為課程較為開放多樣，因此要融入文化相關議題，並

不困難，但要注意的是課程設計時，我們是否對該文化概念有正確的認識，像是

原住民文化、多元成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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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重深度學習 

課程應注意深度與廣度，這是課程設計者長久以來的煩惱，傳統的課程注重

廣度而忽略深度，使得學生學習時只是淺嚐即止，Parker（1991）曾批評傳統課

程使提供學生表面知識，面對於重要知識未做深入探討。我認為多元文化涵括的

概念知識相當多元且複雜，因此幼教師在選擇教學主題時，首先要詢問自己教學

目標是什麼，並且謹慎的選擇適合幼兒學習的議題與核心概念，並針對該議題深

入探討，如此一來可以讓幼兒去除不必要的負擔，且學習到較複雜的知識概念。 

(三) 強調科際整合 

多元文化教育強調議題的學習，然而與文化相關的議題較為複雜，牽涉的領

域也較為多元，必須運用多面向的知識，才能達成整體性的理解，為此多元文化

教育因注重科技整合，凸顯知識的統整性與多元性。我認為在幼兒園中現正實施

統整教學，因此在多元文化教育教學上，較無教材內容過度重複的情形發生，但

也因為統整課程的實行，我們須兼顧領域發展的均衡性，所以幼教師在課程規劃

時，將各領域的學習面向彼此相連，相互統整。 

(四) 以動態課程為主 

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消除幼兒的偏見與歧視，而消除偏見與歧視是

需要付諸行動的，因此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應強調培養幼兒針對多元文化議題搜集

相關資料，做出理性的分析與決定，進而採取各種解決爭論性議題的行動。我認

為在幼兒教學中，面對多元文化問題像是幼兒園中我們常見到的家庭組成的不

同，我們可以讓幼兒回家詢問自己的家庭成員，帶到課程中與其他幼兒分享，藉

由不同幼兒的角度，去發現文化的差異，進而降低因為不理解應此產生的偏見與

歧視。 

(五) 注重轉型知識 

多元文化課程重視不同族群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並以均衡且公平立足點呈

現於課程之中。從不同族群的觀點和經驗來解釋概念、事件與議題，使得幼兒瞭

解知識建構的過程，這樣的知識就是一種轉型知識。我認為在幼兒教學中，用團

體討論的方式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共同討論發聲，能有助於幼兒進行思考，並

且幫助幼兒對知識的建構，使其思考觀點逐漸變的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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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避免再製刻板印象 

前多元文化課程的學習大多採取附加模式，以片段的方式將文化課程放入既

有的課程之中，使得主流課程架構並未改變。在這樣的框架下，會導致強勢、弱

勢文化的強烈對比下，反而容易造成對弱勢文化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因此，需透

過整理與比較的觀點。從經驗中找到在地文化知識，讓文化課程更脈絡化。我認

為在幼兒園中會造成刻板印象的原因，主要來自對於弱勢文化的不瞭解，因此我

們在教學上因讓弱勢文化能夠有發聲的機會，並且強調文化的獨特性、平等性，

如此一來，能幫助弱勢文化幼兒增加學習的機會，也可以讓其他幼兒有一個瞭解

的機會。 

(七) 以所有學生為對象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基礎教育，因以所有學生為對象（Nieto, 1996）。多元

文化教育不僅在教導弱勢族群認識自己的文化，正重要的是在教導主流文化的學

生去了解不同的文化，進而學會尊重。我認為在設計課程時需要加以考量族群問

題，並且均衡族群的觀點，帶領幼兒學習，且教導時以幼兒自己為出發點，帶領

幼兒發現差異，進而去了解文化差異，如此一來幼兒較不會有偏見與歧視的產生。 

(八) 邀請原住民教師參與課程發展 

發展多元文化課程時，應有不同背景的教師共同參與，如此一來可擴大課程

設計的參與層面外，亦可憑藉不同教師經驗，共同創造出更完善的學習課程。在

幼兒園的教學環境中，因為幼教師之間的互動相當密切，因此在課程上討論層面

也較多面，我認為幼兒園在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時，可以運用家長與社區資源共同

參與，如此一來可以擴大層面外，更能使幼兒的學習更貼近生活。 

四、結語 

隨著民主的自由，多元文化教育已實行數十個年頭，在教育的推廣上，我們

不僅要理解與欣賞文化差異，更重要的是分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社會正義

的追求（劉美慧，2007）。又如同 Bank（1993）所說多元文化教育應幫助所有學

生對不同文化團體發展出正向且積極的態度。雖然我們不需要完全承擔幼兒的成

功與失敗，但我們的教學卻可以讓幼兒產生不同的變化。所以身為幼兒人生中的

第一位教師，我們要不停反省與批判，使我們的教學進步，經過我們的課程規劃

帶領幼兒認識與認同自己的文化，並以相同的態度積極對待所有文化，消除歧視

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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