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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探討的的多元教育計劃有關於不同種族的高低偏見，尤其台灣越來越多

新移民以及新移民之子，要如何教導學生以相同的態度交朋友以及尊重認識不同

的文化是現今於校園中重要的課題，當然老師也要不停地提升多元文化素養給予

學生好的榜樣。 

一、有關老師多元文化素養方面 

除了平常多看報導以及文物等，增加自己對不同文化的初步認識外，我覺得在放

假的時候，可以親身到不同的地方體驗或是探訪不同國籍的新住民，如此比起透

過別人的觀點、文字敘述，自己去親身體驗較能更了解更深刻，以及當下如果有

任何對其文化的疑問也能立即得到解釋。 

二、班級經營方面 

我探討的文章報導中有提到許多的歧視偏見是來自不了解，因此在班級經營上，

老師要是非常客觀不帶任何偏見的去對待每一位學生。並且在班級布置上，每一

個月可以針對一個不同的國籍或民族請學生去調查，並做出該文化的特色布置。

並且現在班級內或多或少會有新住民之子或是原住民孩子，老師也可以透過不同

的活動，去使學生去更認識自己所含有的特色，增加他們對其文化有認同感，不

會因為覺得自己跟大部分的同學不一樣而沒有自信。而對於新住民學習效果較不

佳的印象，有研究報導曾指出，學習效果不佳其實和其家長的國籍並無相當的關

係，因為如果是歐美混血的二代，並不常聽到他們學習效能不佳的話語。因此，

大多是因其家庭經濟、或是語言還不熟悉的原因，而導致其學習效能較其他學生

低，因此老師應該去了解究竟是何種原因使該學生學習效果不佳。 

三、課程與教學方面 

音樂科別，帶領學生認識不同的文化主要是從民族的音樂特色，而我覺得比起老

師在講台上說明介紹各類的音樂特色，可以讓學生分組去探討找尋其父母國籍的

音樂特色，且還要介紹班上同學有的不同的音樂特色。像是父母國籍為台灣的學



生，除了要介紹一個台灣的音樂特色，還要去介紹另一個不同的音樂風格特色:

例如班上有父母親國籍有為越南的新住民之子，可以介紹越南的音樂特色。舉辦

世界文化音樂展，老師可以邀請家長等一同來完成這個活動，使家長也可以一同

參與其孩子的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