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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內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的多元文化素

養情形，尤其在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後，對其多元文化素

養有何影響。本研究採分層叢集抽樣方法，分別抽取北、中、

南部各 1 所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一至五年級共 643 人為研究

樣本，經由「五專幼兒保育科課程與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之

研究工具進行施測，採用描述性統計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驗

證研究假設。本研究結果顯示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在修習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期間及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後，對其多

元文化素養之認知、情境及技能等三面向均產生正面效益。 

關鍵字：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素養、五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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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ive-Year college students’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after studied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ourse. A group of 64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Department of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s the subjects. According the 

questionares survey, the data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produce positive benefits of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cognition, attitudes and skills between and 

after studied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ourse. 

Keywor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ulticuktural competence, 

Five-Yea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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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107年 6月 27日修正版)在第 10條提

及幼兒園教育目標之一為建構幼兒文化認同，教保服務人員

將生活中的文化多樣性納入課程活動，引導幼兒從文化互動

與參與中，成為文化的解釋與創新者。幼兒教保服務及照顧

實施準則(108 年 6 月 14 日修正版)第 2 條主張教保服務人員

秉持性別、族群、文化平等、教保並重、尊重家長之原則，

提供給幼兒具適齡、適性的支持性學習環境。教育部 101 學

年度編制幼兒園教保活動品質評估表依據之一包括發展本土

性的課程與教學評估指標，內容分為學習區規劃、課程教學

與實施、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分為四個項目，逐項列出四

種等第分數的標準以作為品質界定。其中教保服務人員能佈

置具多元文化的學習區皆屬於 4 分最高等級，且建立尊重差

異的班級文化為班級經營項目的首要指標，從幼兒園法規和

課程教學規範皆能顯示國內重視教保服務人員能否落實多元

文化教育。 

依循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同時

延伸發展的幼兒園文化課程參考手冊，其目的為讓幼兒接觸

與覺察社會社會文化內涵、了解生活環境中重要文化資產由

來與意義、探索社會文化活動的內容和價值、提高對在地環

境與在地文化的認同感，以及培養面對多元文化的接納與尊

重態度，並設計 19個實際文化課程案例，以提供教保服務人

員具有實際案例參考，並能發展出符合幼兒園的本土文化課

程，共同實踐具社會文化體系價值觀與對幼兒期待的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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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特色。 

檢視國內學前教育的法規與課程等參考手冊發展，都在

促進教保服務人員有效在幼兒園推動多元文化教育，雖然提

供許多具體的課程參考，但實則期望從中激發教保服務人員

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識，而能真正影響與促進幼兒文化認

同態度的發展。Pope、 Reynolds 和Mueller (2019)表示意識、

知識和技能是形成多元文化素養的要素。教師多元文化素養

越高，最容易將多元文化教育實踐於教學中(陳依欣，2016)，

劉益嘉(2017)認為身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其多元文化素

養內涵包括重視幼兒擁有良好的學習表現、給予幼兒豐富的

關愛、支持幼兒的文化能力、重視和家長間友善的雙向關係、

教師的批判意識和行動力，培養幼兒的批判意識及跨文化知

能。因此，要能實踐建構幼兒文化認同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教育目標，教保服務人員本身的多元文化素養會是影響推動

的關鍵。 

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較高，與其在養成教育階段修習過

多元文化課程有關(林瑩淑，2011；葉嘉瑜，2011；趙雲鳳，

2010；蔡蕙如，1999；蔡純純，2006)，且教師多元文化素養

的提升，來自修習多元文化課程所獲得的學識基礎，加上個

人反思，而能推行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洪鈺雯，2015)。師生在

教學歷程中，多元文化素養因互相影響而達到教學相長效益

(葉姈津，2015)。分析國內探究多元文化素養的相關論文研究

結果，一致性指出經由多元文化認知、情意和技能架構的多

元文化素養問卷，從幼兒園、國小、國中到高職教師普遍多

元文化素養高(吳雪錚，2011；林金玉，2012；林瑩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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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鈺雯，2015；許瑞芳，2018；陳依欣，2016；陳淑玲，2009；

陳薇如，2011；曾忠斌，2013；湯心怡，2010；葉嘉瑜，2011；

趙雲鳳，2010；劉至軒，2015；蔡純純，2006；蔡蕙如，1999；

鄭雅婷，2016；賴怡珮，2007；賴靜萱，2009)，且教師實踐

多元文化教育的策略，同步提升國中小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

(李育維，2018；林佳純，2014；姚美蘭，2015；張聖山，2012；

陳美年，2016；華李君，2019；蔡姈津，2015)。而周佩諭(2015)

以行動研究法探究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學習多元文化課程的

效益，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不謀而合，發展在地文化與反偏

見的多元文化課程，促進師生之間的賦權增能。不同之處在

於啟發對於祖先古老傳統的智慧融入在地文化，從生活科學

看待多元文化教育，促進學生能成為多元文化科學轉化知識

型分子。經由研究者先前的行動研究經驗，以及結合國內研

究一致性研究結果，引發研究者欲運用多元文化素養問卷，

調查全國專科學校設有五專學制幼兒保育科之五年級應屆畢

應生，多元文化素養與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的關係。 

選擇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為研究對象，作為探究多元文

化素養與多元文化課程修習學分關係的原因，除上述提及尚

未有學術研究以教保員為調查對象外，另從學術研究結果普

遍支持國中小學生經由多元文化課程後，多元文化素養提

升。尤其五專幼兒保育科應屆畢業生同時具備準教保員與學

生雙重身分，將能發現學生身分到準教保員身分轉換間多元

文化素養的形成歷程，因此，研究對象的個殊性與實質性為

本研究需要探究的利基點。 

承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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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對其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因此，在

相關文獻將從多元文化教育目標說明多元文化素養的關係，

分析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以及從幼兒園相關法規與課程規

範論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多元文化素養關係，期能歸擬

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 

二、文獻分析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五專幼兒保育科五年級應屆畢業生

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對其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因此，

在相關文獻將從多元文化教育目標說明多元文化素養的關

係，分析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以及從幼兒園相關法規與課

程規範論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多元文化素養關係，期能

歸擬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 

(一)  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在於發展師生的多元文化素

養 

多元文化教育是社會文化的產物，經由教育推動，實現

對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肯定、人權尊重、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

觀點，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多元文化教育核心理念價

值為文化自尊、文化尊重、肯定個別性、包容差異和尊重獨

特性(譚光鼎、游美惠和劉美慧，2010)，Gollnick與Chinn (1990)

主張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為提升文化多樣性的價值和尊

重，充實人權觀念和尊重個體間之差異、增進個體對不同生

活方式抉擇的機會，增進全人類的社會公平正義與機會均

等，Tiedt與 Tiedt(1990，1998)表示促進世界和諧，使人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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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背景的人共存於世界中，同時兼顧認知、情意、技能，

增進學生自尊與深化對社會上其他族群的欣賞、理解與關

懷。Diamond 和 Moore(1995)強調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在於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就及提升所有學生的文化覺知能力。因此，

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則在於文化多元論、社會正義及泯除

各種不同形式的偏見與隔離、教與學的過程中肯定文化的價

值，教育機會均等以提高所有學生學業表現(Bennett ,2001)。 

文化存有民族性的特質，當「文化」運用在教學當中，

除了知識內容傳授之外，最重要莫過於教學者的態度。教學

者必須接納與尊重每一個文化的特性，而非用既有的主流文

化思維改變文化的特質(周佩諭，2010)。文化素養對於教育實

踐者而言，要能意識自身的文化與它者文化差異，檢視自身

可能潛藏的偏見，接納不同的文化世界觀點，不同文化的榮

耀和認同能更豐富社會的多元文化，從互動中擴展知識，關

懷態度與修正行為的技能，轉化在教學、師生互動和評量學

生上能公平公正。文化素養教師要涵養一個在文化多元、差

異與跨文化的正向態度，以及在多元文化下的自我與專業經

驗的反思。多元文化教育的本質是讓教師學習教學轉化，以

能促進社會文化行為下個體及文化多元與世界觀的知識，並

能在教學和批判思考中瞭解文化的角色(Pang, Stein, Gomez, 

Matas & Shimogori, 2011；Ukpokodu, 2011))。多元文化教育的

推展有賴於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方能有效地轉化教學，促

使每個學生都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素養的

教師在教學時，不但能補充和確定所有學生的權力及文化差

異，同時可以相互欣賞和尊重族群間的平等，更可以強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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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我概念(Diamond & Moore, 1995)。 

(二)  多元文化素養內涵 

多元文化素養是植基於全體學生的文化性，經由學校和

老師透過教育實施，將文化信念、觀念和個人經驗進行對話，

教師須持正向肯定的態度，尊重學生的成就能力，讓學生在

學習上扮演主動的角色，從認識自己、組織與經驗自身文化

與它者文化觀點分享和互動，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Giroux, 1992)。教師應面對自身文化意識，增進對學生文化

差異的理解，落實多元文化理念的教學，提升教師的多元文

化意識(Bennett, 1986)，並將所有學生帶至學校的文化經驗、

歷史、語言與在學校裡的語言及學業學習作連結的歷程

(Diamond & Moore, 1995)。 

多元文化素養是指教師能瞭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且敏感

於個體的需求，繼而消除自身對不同文化的偏見與歧視，肯

定及尊重它們存在的價值，創造平等的教育機會(Pope & 

Reynolds, 1997；Craig, 2014)，促進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

知覺到多元文化教育，需建立教室、學校與社區中對文化和

族群異同進行跨文化的溝通，藉以落實多元文化教育

(Davidman, 1997)。Banks(2003)主張多元文化素養是辨識知識

創造者及旨趣的能力與技術、文化語言知識、多元知覺方式、

整合課程的後設架構。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要深入探究教師

的生命經驗，喚醒教師的批判意識，促使教師覺察學校課程

的政治性，鼓勵教師採取具體的教育改革行動，挑戰教育體

制中不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教育政策與作為。面對一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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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多元族群的教室環境，教師要能意識班級裡每個來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接納與尊重每個學生獨一無二的族群

文化，公平地對待學生(王千倖，2013；周佩諭，2005；Han& 

Thomas, 2010; Steven & Brown, 2011)。Pope、Reynolds 和

Mueller (2019)從社會正義論述多元文化素養，提及高等教育

在校園中存在於各種階級結構的系統性改變，包括所使用的

語言，即是導引行動朝向創造包容和公正的校園教育。 

教師的專業知能需先理解多元文化的意義，充實文化知

識，理解文化差異，檢視與了解自己的信念及偏見，進一步

去熟悉學生的文化背景，能引導學生從自身文化為出發點，

製造各種機會讓每位學生明瞭彼此文化，以分享其它文化的

特色，讓學生因了解而產生對話，改變彼此不對等關係，才

能在課堂有良好的互動 (Diamond & Moore, 1995；Lyon, 

2009；Baskerville, 2010)。民族是學生最易實踐多元文化的必

要先決條件，多元文化素養則是促進學生在文化異同之間有

效運作意識、知識和技能。意識，包括基本態度、價值、偏

見和我們看待世界觀的假設，以能塑造教養、教育和生活經

驗；技能，多元文化意識和知識在每天日常生活中互動和彼

此干預。因此，多元文化素養是打造一座橋梁，發展多元文

化領導者在校園創造和實施的必要性 (Pope, Reynolds & 

Mueller, 2019)。 

具有多元文化素養的教師，實際策略會從檢視教科書的

偏見內容處理適宜的知識，引導學生自我檢視，以批判性教

學方式在教室實踐歷程中，透過對話與討論，促進學生察覺

與解析潛藏的種族主義、歧視等偏見，進而能產生適宜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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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舉止(Banks, 1991；Courts,1997；Well, 1998)。Szabo 與

Anderson(2009)認為在師資培育過程中，應增加師培生對文化

差異敏覺性，增強他們對於學生文化、族群差異性之理解與

態度，有助於未來面對教室的多樣化學生，可透過社會文化

的結合設計多元的議題，在課堂上讓學生進行探討與理解

(Crafton, Silvers & Brenan, 2009；Taylor & Hoechsmann, 

2011)，引導自主討論或閱讀相關專書培養專業知識與形成批

判意識(Mcintyre,2002)，解構個體須從社會正義觀點有意識批

判主流群體文化與少數群體文化間的公平與正義(Villegas & 

Lucas, 2002；Boule-Baise,2002)。 

歸納上述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界定，其內涵包括文化知

識理解、尊重與欣賞文化的情意態度，以及能意識解析偏見

而有適宜人際溝通與互動的技能。國內研究對於教師多元文

化素養內涵，陳薇如(2011)認為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包含教師

的各種特性與自覺，早期的學習經驗，偏見或刻板印象，專

業知能，教學資源的利用，環境設備的組織，對學生個別差

異的了解，學科內容有意義編排，多種型態的教學模式，及

教師對於文化的反省與批判。許瑞芳(2018)、湯心怡(2010)和

賴靜萱(2009)指出多元文化素養包括認知、情意、技能，多元

文化認知是指教師應知曉不同群體、學生的文化背景、理解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知識，且能對己文化產生認同；多元文

化情意是指教師應堅持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持著多元文化態

度即公平公正的態度，具有文化敏感性，培養學生對不同文

化產生積極態度；多元文化技能包含教師應消除偏見、具備

處理多元文化問題的技能，實施文化回應教學，提升批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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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針對學生經由多元文化課程獲致的多元文化素養認知

層面為認識文化意涵、外來文化、各國文化差異，多元文化

素養情意則為尊重、合作和自我意識，以及多元文化素養技

能為尊重、欣賞或關懷態度和跨文化能力(葉姈津，2015)。 

葉美蘭(2015)抱持意識為多元文化素養的核心，包括自我

文化意識、多元文化意識、跨文化能力及公民意識與責任。

其中跨文化能力在多元文化素養論述中，Lee、Poch、Shaw

和 Willians(2012)主張教師需增加和刺激有目的的互動，能跨

越複雜的文化、經驗和認識論觀點提供學生經驗溝通、聆聽

和協商，重視教室中每個學生帶來的文化資產，讓學生能在

一個開放的空間可以表達和發展複雜的認知與溝通技能。師

生從中發展出的跨文化技能，引導學生進入一個跨文化會面

臨對既存思想與行為的衝突，學生要能學習面對衝突不能害

怕對話，要學習詮釋與回應的方式，才有機會促進深度的思

考。另分析國內相關研究對於多元文化素養的探究結果指

出，學生多元文化素養有助於跨文化溝通、多元文化意識、

全球公民反思，具社會行動實踐力(李育維，2017；華李君，

2019；蔡姈津，2015；姚美蘭，2015；)。教師多元文化素養

有助於跨文化溝通、教學成效、自我效能與良好親師互動(許

瑞芳，2018；劉至軒，2015；鄭雅婷，2016；葉嘉瑜，2011；

陳薇如，2011；賴怡珮，2007)。 

因此，鑒於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性，本研究從多元文化

教育的目標和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中，歸結出五專幼兒保育科

的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的目標和內容，修習的學生是否知悉，

對其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也有相對應的影響，尤其是學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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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意識到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性。由於大多數探究多元文

化素養的結果以國中小以上的教師或學生為主，再加上幼兒

園相關課程規範對於多元文化推動也有相關論述，以下將分

析幼兒教育階段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以利本研究工具編定

的適用性。 

(三)  幼兒園課程規範與多元文化素養關聯 

多元文化存在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實施通則(教育

部，2016)中，在幼兒園課程發展手冊(教育部，2019)與幼兒

園文化課程等課程面向以引導幼兒注意生活環境中文化的多

元現象，體驗多元文化的價值與功能，實現多元文化教育的

目的，另在輔導方面以幼兒園課程品質評估表明定多元文化

教育在班級經營和學習區佈置的實施標準。以下歸擬出幼兒

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以能釐析五專幼兒保育科應屆畢業生

須具有的多元文化素養，益於未來進入幼兒園從事教保員工

作，而能徹底推動多元文化教育。 

1. 文化多樣性促發幼兒對文化建構與創生 

106 年 8 月 1 日實施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教育

部，2016)在總綱闡明提供幼兒群體活動的機會，支持幼兒學

習在社會文化情境中學習，教保服務人員有義務經營良好的

教保環境，支持幼兒成長，同時還須創造各種社會文化活動

的機會，促進幼兒對日常生活環境中文化之多元現象的認識

與在地文化的認同。生活環境文化訊息有助於幼兒發展心

智，幼兒經由參與理解環境，主動解釋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和

價值，在過程中與成人的協商、分享和創造，幼而成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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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再生創造者。從此論述對照多元文化素養，表現在多

元文化認知和技能，意即主動解釋文化，不同觀點的分享互

動，學習文化共享與再創。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

中，學習區環境佈置規劃項目中，若教師能運用多元文化素

材佈置學習區，其分數落在最高分，代表有機會發展出園本

位課程。 

2. 在地文化為認同基礎，發展幼兒的文化意識 

課程大綱的重要概念在於社會文化活動參與，從文化價

值觀、歲時祭儀和文化素材與資產範圍為起始點，貼近幼兒

在地生活經驗，讓幼兒在其中學習理解、認同和接納自己與

它者文化，獲得文化意義的內化與創新歷程。讓幼兒主動參

與、體驗取代灌輸，將讓幼兒體察社群的共識，激發對社群

的情感認同，增進幼兒參與其他社會文化活動的意願。因此，

在地取材需選擇與幼兒生活有意義的素材，發展幼兒體認與

自己的關係，發展幼兒對在地文化的熟悉與喜愛，涵養對本

土的認同。 

3. 幼兒多元文化素養在認知、情意和技能的內涵 

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在社會領域之學習面向與

課程目標，幼兒在領域能力獲致與核心素養的連結，其多元

文化素養在認知上為認識不同的文化、理解文化的意義和文

化資產的由來，知道生活環境中文化多元現象，情意上為覺

察文化訊息意義，展現主動關懷愛護人與環境，避免性別等

文化刻板印象的態度，以能調整自己展現適宜行為舉止培養

平等互動的的技能。而教師的引導實為重要，在幼兒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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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品質評估表中，班級經營項目之一即尊重班級文化的

差異也視為師生多元文化素養的展現。 

鑒於學前教育階段在法規、課程與輔導面向具有明確的

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理念，反推在五專幼兒保育科五年級應屆

畢業生其在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對幼兒多元文化教育是

否具有認知、自我的意識覺知、文化認同與欣賞尊重態度，

以及批判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等多元文化素養。為確立本研究

架構教保服務人員之多元文化素養內涵正確性，進一步分析

國內探究學前教師之多元文化素養研究工具編定要項，周宣

辰(2016)提出教保人員多元文化素養自我檢核，內容分為多元

文化認知、多元文化情意、多元文化技能、多元文化意識、

多元族群意識、多元語言意識、多元文化環境與多元文化關

係，多元文化認知包括文化知識、文化理解、文化經驗、文

化記憶、文化批判；多元文化情意包括文化接受、文化認同、

文化覺察、文化敏感、文化欣賞；多元文化技能包括文化溝

通、文化分析、多元文化評量、尋找文化資源、文化適應、

文化愉悅、文化學習；多元文化意識包括柔和文化觀與文化

相對哲學、文化回應；多元族群意識包括辨識族群差異、挑

戰族群偏見、族群意識；多元語言意識包括雙語能力；多元

文化環境包括幼兒園與教室塑造出多元文化物理環境；多元

文化關係包括文化親和、文化信任、多重夥伴關係、跨文化

人際互動、文化關聯和跨文化關係。 

林瑩淑(2001)將多元文化素養分為多元文化認知、情意、

技能與意識，多元文化認知包括理解文化差異的原因、能理

解幼兒覺知文化差異、具備跨國的文化知識與族群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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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辨識，在多元文化情意部分，以文化認同、欣賞、尊重，

及同理不同文化背景幼兒的態度與行為，願意主動學習其他

文化，並將少數文化納入教學課程。多元文化技能則具有準

備多元文化素材、教材，提供不同族群幼兒文化學習內涵與

教學策略，提供機會讓幼兒上台分享文化經驗，肯定其表現，

能與幼兒溝通，發展彼此信任關係，並結合社區與家長資源

做為課程的 和評量的資源。多元文化意識在於用詞、主動相

處態度、意識自己的文化會特別留意與幼兒互動的適切性等

可能偏見問題。 

蕭雅婷(2017)同樣將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分為認知、情

意與技能，多元文化認知包括文化相關知識、理解意義、分

析解釋、應用與綜合評鑑，多元文化情意包含教師以族群之

美的視角引發少數族群的民族使命與認同感，呈現中立、客

觀的族群差異，允許學生挑戰主流價值，時常檢視對族群偏

見之意識形態，教師的多元教學場域對於差異性問題的處理

與應對能力則為多元文化技能。 

賴怡珮(2017)是以外籍配偶家長的親師互動為主題，故學

前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包括多元文化認知、多元文化教

學技巧與多元文化覺知，認知層面以對外籍配偶之子女的背

景形成原因、文化差異、文化價值及融入課程實施，在多元

文化教學技巧能注意到外籍配偶子女的學習情形，介紹其文

化，提供多樣化教學策略，讓外籍配偶子女適應班級文化，

讓外籍配偶子女有自由表達機會，及使用家長資源，促進親

師互動。在多元文化覺知，能察覺外籍配偶子女與家長的需

要、有意識檢測自己的不舒服感和刻板印象，能反省並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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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從幼兒園相關課程與輔導項目確立幼兒教育階段的多元

文化教育實施原則，對照相關研究結果，雖然僅有周宣辰(2016)

針對教保人員歸擬出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但因項目過多，且

有些不符專科學生學習的重點，整合其他研究大多以認知、

情意或意識/覺知，及技能/教學技巧，作為多元文化素養內

涵，實質分析可循一致性在認知等同於文化知識、情意或意

識在於教師的公正平等態度、批判思維與教學策略運用，在

技能上則依據意識覺察而調整適切行為，促進良好溝通能

力。因此，本研究將整合上述相關研究編定符合五專幼兒保

育科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問卷，作為研究工具蒐集資料。 

(四)  小結 

經由相關文獻探究，歸擬出多元文化素養內涵來自於多

元文化教育目標，透過教育實施，教師的認知、情意和技能，

藉由教學歷程中，文化經驗和觀點的分享交換，同步提升師

生的多元文化素養，同時也能展現教師的教學成效、親師互

動。鑒於多元文化素養對於教師和學生的正面效益，解構多

元文化素養表現在認知、情意和技能上的要項，在認知，包

括文化知識與理解、使用多種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在情

意上，是一種意識的評估，發展批判思考力，檢核潛藏的偏

見，而能以開放心態納入不同的思維，從中產生對文化的認

同、欣賞和尊重。技能，是透過意識發展的正向態度，而能

調整適宜的行為舉止，產生合宜的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 

相較於學前教育階段，建構幼兒的文化認同為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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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教保服務人員要能意識社會文化的內容貼近幼兒生活

經驗，引導幼兒實際參與與體驗，解讀文化訊息的意義，理

解社會中的文化多元現象，而能從中發展出喜愛和認同的情

感，而有更多的參與意願，進而在傳襲文化更能創新文化。

因此，本研究歸擬為促進幼兒的文化認同建構，教保服務人

員之多元文化素養內涵，方能有助於本研究發展出適宜研究

工具，回應研究目的。 

1. 多元文化素養核心在於意識覺知，而在認知、情

意和技能有具體的表現 

個體的多元文化素養的關鍵在於意識誘發對文化多樣性

的覺知，意識代表個體觀測出文化異同，而產生思考，個體

的態度和行為經由意識和思考互動而有所調整，而能認識文

化的多樣性，從中感受文化的喜愛與接納，逐漸形塑認同態

度，而能有適宜的跨文化能力和行為實踐。因此，對於準教

保員的五專幼兒保育科應屆畢業生是否意識多元文化教育在

幼兒園的關係，意識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的價值為何，及

自己修習後的學習效益對於在多元文化教育的轉化應用等，

以能驗證本研究的待答問題。 

2. 多元文化素養形成的基礎與建構 

多元文化素養須經由認知、情意和技能而形塑成為一種

特質，以能在真實社會文化事件展現個體的價值體系。幼兒

的多元文化素養經由教保服務人員的課程教學與行為輔導，

而產生賦權增能─自主意識的發展，經由認同的核心元素共構

出文化的解釋者與創生者。因此，專科的準教保員自身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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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素養，是否受到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的學習或是個體的

背景因素變項，兩者之一或同時影響其多元文化素養，是否

具有堅固的基礎而能逐步建構，以能有效轉化應用未來從事

幼兒園教育中，有效影響幼兒。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界定準教保員之多元文化素養，則

從意識為核心，建構多元文化的認知、情意和技能三個面向

為內涵，認知部分包括對文化知識的理解與覺知文化差異，

情意部分以偏見檢核、自我文化認同、欣賞、接納與尊重它

者文化，肯認文化認同是具有重要價值。在技能部分，有意

識將多元文化實踐於教學中、促成跨文化的行動與溝通能

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的多元文化素

養現況，從相關文獻與幼兒園法規、課程與輔導面向對於幼

兒階段的多元文化教育目標，以及參考相關的學前階段教保

服務人員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等文獻，設計五專幼兒保育科

多元文化素養之問卷進行調查，以蒐集學生多元文化素養的

內涵與可能影響因素等結果，提出在教學與未來研究的相關

建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全國設有五專之幼兒保育科學生為研究取

樣範圍。最終樣本則分為北部、中部及南部三個主要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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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學生為取樣範圍，並利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同時由

於時間和經費上的限制，本研究採分層叢集抽樣方法，分別

抽取北部 1所、中部 1所及南部 1所，共 3所學校，再以班

級為單位實施抽樣，每所學校分別在一、二、三、四、五年

級抽取班級進行調查，總共有效樣本為 643 人：其中包含一

年級 139人、二年級 111人、三年級 127人、四年級 121人、

五年級 145人，各年級人數尚稱比例相近。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五專幼兒保育科課程與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進行施測，該問卷乃根據主要理論和相關研究，並參考國內

外學者之量表或問卷(何緼琪、蔡純純、范德鑫、張景媛，2009；

李宛霏，2010；周宣辰，2019)，最後擷取改編適合本研究欲

測量之題項而成。問卷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三大項

內容，分別為多元文化認知素養、多元文化情意素養、多元

文化技能素養；第二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及背景屬性」。 關

於教保員多元文化之「認知素養」、「情意素養」及「技能素

養」題項之測量內容與方法分述如下： 

1. 教保員多元文化認知素養 

認知素養題項包括：（1）我能理解「族群中心主義」這

個詞彙的意思；（2）我能理解「跨文化」這個詞彙的意思；（3）

我能理解「文化封閉」這個詞彙的意思；（4）我已具備不同

年龄幼兒在「種族」層面的發展任務知識；（5）我已具備不

同年龄幼兒在「性別」層面的發展任務知識；（6）我已具備

不同年龄幼兒在「階級」層面的發展任務知識；（7）我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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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前階段男女幼兒在「數學」成就上並無差異；（8）我能

理解學前階段男女幼兒在「科學」成就上並無差異；（9）我

能了解少數族群幼兒可能遭遭的學習障礙；（10）我能記得少

數族群的偏好或興趣；（11）我能認識少數族群幼兒認同發展

的基礎；（12）我能了解多數族群在種族上的優勢狀況等 12

個測量指標。 

再者，本研究根據正式問卷所得資料，先進行相關分析，

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40的題項，接著在因素分析時，以

主軸法抽取因素，採直接斜交轉軸法進行，刪除因素負荷量

較低的題項，只保留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高於 .40 的

題項，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最後考量刪除後可增加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題項，最終則保留全部題項。至於，計分則採

Likert 四點計分量表，反應項目包括「非常不符合」、「不符

合」、「符合」、「非常符合」，依序給 1、2、3、4 分。本研究

以題項的所得分數取其平均值，作為此部分之得分，最小值

為 1，而最大值為 4。若受試者的得分愈高，表示教保員多元

文化之認知素養愈高。 

2. 教保員多元文化情意素養 

情意素養題項包括：（1）我能以同理心了解幼兒可能想

要與同族群的人互動；（2）我能以同理心了解不同文化幼兒

的需求後為其保守秘密；（3）我能同理那些被歧視幼兒的內

心感受；（4）我願意花費時間了解他人的文化；（5）我能看

重少數族群文化；（6）我能了解少數族群幼兒並非全然相同；

（7）我能接受幼兒會因為不同文化習俗而產生問題；（8）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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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覺察某些文化訊息，會讓我對幼兒產生負面觀點；（9）我

能覺察某些文化訊息，會讓我對幼兒產生刻板印象；（10）我

能覺察自己本身的文化背景會影響自己的思考與行動等 10個

測量指標。 

再者，本研究根據正式問卷所得資料，先進行相關分析，

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40的題項，接著在因素分析時，以

主軸法抽取因素，採直接斜交轉軸法進行，刪除因素負荷量

較低的題項，只保留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高於 .40 的

題項，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最後考量刪除後可增加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題項，最終則刪除（8）我能覺察某些文化訊息，

會讓我對幼兒產生負面觀點及（9）我能覺察某些文化訊息，

會讓我對幼兒產生刻板印象則保留全部題項，保留 8 個測量

題項。至於，計分則採 Likert 四點計分量表，反應項目包括

「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依序給 1、

2、3、4分。本研究以題項的所得分數取其平均值，作為此部

分之得分，最小值為 1，而最大值為 4。若受試者的得分愈高，

表示教保員多元文化之情意素養愈高。 

3. 教保員多元文化技能素養 

技能素養題項包括：（1）我已具備能夠帶領幼兒體驗多

元族群節日或事件的能力；（2）我已能察覺我的價值信念，

將如何影響幼兒的文化觀點；（3）我能依據互動對象的文化

背景，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4）我能記得少數族群的偏好

並善加應用；（5）遇到與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我能控制

我的談話風格；（6）我能有效評估與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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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之需求；（7）我能有效評估不同身心障礙的幼兒之需求；（8）

我能有效評估不同族群背景的幼兒之需求；（9）我能有效評

估不同性別傾向的幼兒之需求；（10）我能有效評估不同經濟

背景的幼兒之需求等 10個測量指標。 

再者，本研究根據正式問卷所得資料，先進行相關分析，

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40的題項，接著在因素分析時，以

主軸法抽取因素，採直接斜交轉軸法進行，刪除因素負荷量

較低的題項，只保留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高於 .40 的

題項，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最後考量刪除後可增加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題項，最終則保留全部題項。至於，計分則採

Likert 四點計分量表，反應項目包括「非常不符合」、「不符

合」、「符合」、「非常符合」，依序給 1、2、3、4 分。本研究

以題項的所得分數取其平均值，作為此部分之得分，最小值

為 1，而最大值為 4。若受試者的得分愈高，表示教保員多元

文化之技能素養愈高。 

(三)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使用 SPSS/Windows22版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分析，先進行信效度分析，再以描述統計呈現研

究數據之基本概況，再以針對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狀況、

年級、族群、學校區域等因素對幼保科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分析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狀況，以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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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族群、學校區域等背景因素對五專幼保科學生多元文化

素養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分析當中慣習以性別作為

背景因素，而考量到五專幼保科學生之男性比例相當少，故

本研究不對此進行分析。其中，從表 1 的獨立樣本變異數分

析結果摘要表可知，在修習多元文化課程學分狀況方面，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顯示認知素養、情意素養、技能素養均具有

顯著差異(F＝51.74，p< .05；F＝17.78，p< .05；F＝34.12，

p< .05)。進一步採事後比較加以進行平均數比較發現，無論

是認知素養、情意素養、技能素養，呈現一致性結果，均為

曾經修習多元文化課程高於未曾修習多元文化課程，且正在

修習多元文化課程也高於未曾修習多元文化課程。 

再者，在就讀年級方面，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亦顯示認知

素養、情意素養、技能素養均具有顯著差異(F＝30.59，p< .05；

F＝22.10，p< .05；F＝19.93，p< .05)。進一步採事後比較加

以進行平均數比較則發現，認知素養、情意素養、技能素養，

呈現不一致性的結果。首先，在認知素養方面，一年級低於

三年級、四年級及五年級，二年級級低於四年級與五年級，

三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級，四年級低於五年級；其次，在

情意素養方面，一年級高於二年級及三年級，二年級低於四

年級及五年級，三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級，四年級低於五

年級；最後，在技能素養方面，一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級，

二年級級低於四年級與五年級，三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

級，四年級低於五年級。 

而在學校區域及個人族群方面，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顯示

在認知素養、情意素養、技能素養等三面向均沒有顯著差異(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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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p> .05；F＝1.36，p> .05；F＝0.58，p> .05；F＝0.26，

p> .05；F＝0.64，p> .05；F＝0.25，p> .05)。亦即，對於五專

幼保科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而言，學校區域及個人族群在認

知素養、情意素養或技能素養等三面向的影響力，在本研究

中則未獲支持。 

多元文化素養是結合個人與個體在社會建構的經驗而成

的心理素質(李淑菁，2021)，以至於在本研究結果發現尚未接

受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一年級學生，在情意之多元文化素養

比二、三年級高，可能受個人心裡素質影響所致。陳怡靖(2019)

指出師資生多元文化素養情意較高，對於文化知識(認知)較為

困擾，而技能對於多元文化活動實施才有真正效益。這也是

可驗證本研究結果中提出有無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影響

學生多元文化素養之認知和技能，惟須深入探究分析是教授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之教師，其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是否能同

步檢核對學生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尤以在認知、情意和技

能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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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獨立樣本變異數分析結果摘要表 

 認知素養 情意素養 技能素養 

自變項 M SD 
F 比

較 
M SD 

F 比

較 
M SD 

F 比

較 

多元文化

課程修習 

1.未曾 

2.曾經 

3.正在

修課中 

 

3.05 

3.34 

3.33 

 

0.26 

0.46 

0.45 

51.74* 

1 < 

2 

1 < 

3 

 

3.20 

3.39 

3.35 

 

0.30 

0.44 

0.41 

17.78* 

1 < 

2 

1 < 

3 

 

3.07 

3.31 

3.30 

 

0.27 

0.48 

0.44 

34.12* 

1 < 

2 

1 < 

3 

就讀年級 

1.一年

級 

2.二年

級 

3.三年

級 

4.四年

級 

5.五年

級 

 

2.97 

3.06 

3.10 

3.25 

3.38 

 

0.26 

0.25 

0.23 

0.42 

0.47 

30.59* 

1 < 

3 

1 < 

4 

1 < 

5 

2 < 

4 

2 < 

5 

3 < 

4 

3 < 

5 

4 < 

 

3.35 

3.09 

3.14 

3.28 

3.43 

 

0.27 

0.28 

0.26 

.038 

0.44 

22.10* 

1 > 

2 

1 > 

3 

2 < 

4 

2 < 

5 

3 < 

4 

3 < 

5 

4 < 

5 

 

3.06 

3.04 

3.10 

3.22 

3.36 

 

0.27 

0.24 

0.26 

0.41 

0.48 

19.93* 

1 < 

4 

1 < 

5 

2 < 

4 

2 < 

5 

3 < 

4 

3 < 

5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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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區域 

1.北部 

2.中部 

3.南部 

 

3.15 

3.18 

3.15 

 

0.38 

.037 

.037 

0.36  

 

3.27 

3.30 

3.23 

 

0.36 

0.41 

0.33 

1.36  

 

3.15 

3.20 

3.15 

 

.037 

0.39 

0.36 

0.58  

個人族群 

1.原住

民 

2.客家

人 

3.閩南

人 

4.外省

人 

 

3.19 

3.14 

3.16 

3.19 

 

0.37 

0.36 

0.37 

0.45 

0.26  

 

3.27 

3.24 

3.27 

3.18 

 

0.39 

0.40 

0.36 

0.31 

0.64  

 

3.18 

3.14 

3.16 

3.21 

 

0.39 

0.34 

0.37 

0.39 

0.25  

五、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內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在修習多元文

化教育課程後，對其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研究結果則顯示

五專幼兒保育科學生，在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期間及修習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後，對其多元文化素養之認知、情境及技

能等三面向均產生正面效益。在就讀年級方面，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亦顯示在情意素養方面，一年級高於二年級及三年

級，二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級，三年級低於四年級及五年

級，四年級低於五年級，對於在情意素養方面產生如此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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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同於文獻指出多元文化素養與心理素質有關，是個

人與個體在社會結構產生的經驗所致，如同品格素養，但不

見得在實際行為(技能)能與情意有一致性的結果。另猜測可能

是因為研究題項在涉及情意上的用語較為難以完全掌握，致

使填答學生在填答時較難釐清題義；也有可能是因為愈是低

年級的學生愈是容易傾向感覺自己具備同理心去理解或能自

我覺察幼兒狀態，反而是在進入幼保科就讀後才發現自樣的

自我感覺是奠基於想像，而待逐漸習取幼保知能後，開始調

整校正想像基礎的素養，而在二年級之後，逐漸進行調整轉

化，這部分頗值得未來更多研究加以深入探究。 

至於，學校區域及個人族群在認知素養、情意素養或技

能素養等三面向的影響力，在本研究中未呈現出顯著差異，

且平均數之間的差異甚小，此可能意味著幼保科學生在國內

的家庭及學校的教化及影響下，均受到相當程度正向的多元

文化素養的教育歷程影響，致使並未明顯在多元文化素養下

呈現高度差異，包括授課教師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詮釋、認

知價值等，是否能真正影響學生認知到多元文化素養的價

值。本研究之實徵結果值得幼兒保育科未來在課程規劃及教

學安排上作為參考。這樣的研究結果，對於在教學實務現場

的幼兒保育科教師有著極大的鼓舞，同時對於課程安排也突

顯出意義，此實值得作為幼兒保育科未來在課程規劃及教學

安排上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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