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全校導師分系會議 

日    期：2019 年 10 月 21日- 2019 年 10 月 25日 
地    點：各系會議室 
主    題：如何尊重和包容各種文化? 
主    席: 各系主任 
參加對象/人數：各系導師 165人(男:146人、女 19人) 
具體成效：  
東南科技大學 108-1第 1次(分系)導師會議，會議中透過導師經驗分享: 
一、直接把自己「丟進國際」，將自己定位為國際人，尊重、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種族、飲食
及風俗。 
二、引領學生了解、尊重與包容身邊的特殊生。當特殊教育落實了，尌有助多元文化的擴展，因
為學生懂得照顧身旁的特殊朋友，尌會善待漂洋過海而來的新移民。 
三、多瞭解有關鄉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及世界觀教育方面的知識概念。 
四、建立文化學習的實質價值與過程價值。 
五、培養研究、思考、社會參與、溝通等技能。 
江奇成老師: 1、目前本校外籍生逐年增多，如本班已有 3位外籍生及 1位僑生，基於國情文化
不同，宗教信仰，生活習慣會有莫大差異，也會顯現在校內學習與生活方式。 
2、常利用班會或課堂授課期間多將馬來的差異告知同學，並且強調外籍生離鄉背井到學校學習
的思鄉情惆，應多給協助與尊重其成長的文化習性。 
李家宇老師：文化間的差異包含語言、生活習慣、飲食，外籍學生來到台灣最難適應的尌是飲食，
其次為生活習慣及語言，生活習慣的養成，實屬不易，尤其學生遠渡重洋，難免對家鄉的習慣難
以改變，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不危害校園安全及學生間的和諧，會盡量希望台灣學生多包容外籍
學生。語言上的文化差異，則需要師長從旁協助，首先必須了解各種語言習性及背後的用語模式，
當台灣學生與外籍學生相互之間產生衝突時，師長可以嘗試用第三種語言了解緣由，再從旁協助
學生雙方化解誤會。 
林秉如老師：隨著地球村的形成，多元文化思潮傳入國內，而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正是希望社會
中能以尊重的態度來看待不同的文化，所以在提倡多元文化教育時，應對內容、實施層面多加考
量，使其教育發揮最大功效，如此一來才能培養國人多元文化觀。  
彭若雯老師：在學校裡，可能有同學的家長來自大陸、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外籍媽媽
在語言、文化和飲食習慣上跟本地有很大的不同，小朋友應嘗試去瞭解並且尊重。以台灣教育場
域教學活動觀之，多元文化教學實踐可協助學生認知不同文化的差異事實;藉由多元文化的比較
與省思行動之融入作為，建構主體性的文化素養。面對多元文化時代的到來，文化衝突隨處可見，
從學校的教育現場經驗，證實透過教育，下一代將學會相互尊重、彼此包容。 
陳麗惠老師：1、所謂〝不同文化〞不僅指境外生還包括特殊的台灣本地生。尊重來自不同文化
同學的生活、表達、做事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價值觀…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常具有指標意義。老師
如果能夠以平常心讓這些學生自由展現他們的特質，班上同學也比較能夠逐漸接納包容他們的差
異性。 2、尊重與包容常常源自於相互了解。課堂上盡量機會教育同學:每個人來自不同成長過
程，難免碰到行為、表達模式差異較大的同學，只要不傷害他人或團體盡量任其展現自我，也藉
機增進彼此了解。 3、對於有些境外生因為文化差異過大導致影響人際關係也可適度讓他了解本
地大多數同學的行為、表達模式以幫助其調整與融合，如此多少也能促進團體成員中互相接納、
包容、尊重與欣賞。 
蒲麗惠老師：1、現在每個班級或多或少有身心障礙的學生，師長應適時引領同學了解、尊重與
包容身邊的特殊生；也可以適時給予協助。 
 2、除了身心障礙的學生，還有新移民或原住民，甚至外籍生，都應教導同學，他們也都是我的
朋友，要彼此尊重，互相包容並且互相幫助。 
黃佳模老師：1、在適當的課堂或場合，請外籍生發表該國的文化或作法，除了可以互相觀摩外，
亦可增進彼此的了解。2、班上甄選幹部時，宜兼顧本地生與外籍生，讓外籍生亦能融入團體。 
3、作業編組時，可以採取本地與外籍同學混合的方式，不但可以學習合作，亦可增進彼此情感。 
楊孝生老師：由於海外婚姻、海外留學與交換生，社會移入人口增多，異國文化間的交流愈來愈
密切，加上女權意識抬頭、多元性別文化思想興起等等，傳統社會價值觀與開放的多元包容思維
衝撞，迫切尋求新的方法與策略回應此問題。在面對傳統教學工作的途徑上，「多元文化」的概
念較少融入學習思考與運用，如何將包容不同文化與課程結合，需要老師們帶領同學一起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