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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說
明 

數百年來，台灣即是典型的移民社會，除原住民、早期的漢人移

民、1949 年新移民、及 1990 年代之後日益增加的移民工，皆為這片

土地增添了多元族群文化的樣貌，如何學習接納與尊重不同族群文

化，是現代健康照護產業專業人員必備的能力。為因應此一社會課題，

培育本校學生多元文化素養，本課程介紹主題包括：族群理論概念、

文化理論意涵、多元文化理論概念、跨文化溝通與全球化、價值及自

我認同、文化語言與溝通，跨文化溝通能力與應用、台灣原住民族文

化、東南亞多元文化等議題，應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則及教學策略與

方法，培育族群概念與多元文化知能，增進學生對少數族群(如原住民

族群與東南亞國家移民工族群)的文化理解，豐富文化知覺與素養，並

期能應用所學於臨床實習暨未來的健康照護場域。 

教
學
目
標 

1. 建立學生正確認知族群的概念與差異 

2. 培育跨文化溝通的基礎能力。 

3. 理解並尊重族群間價值觀、信仰和態度的文化差異。 

4. 消除不同族群文化間刻的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5. 培養多元文化素養、技能、態度。 

6. 應用多元文化照護知能於未來的醫療場域。 

教
學
方
式 

    本課程除課程講述、指定教材閱讀、問題討論、心得撰寫，更

設計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與方法，例如，個案研究、角色扮演、遊

戲、戲劇、電影、短片、小組討論，欣賞教學法，發表教學法。並

至場域參與活動，參觀新住民文化展覽，透過沉浸式的文化體驗活

動，豐富學生的多元文化學習經驗。 

評
分
標
準 

1. 課室活動心得書寫：15% 

2. 參訪活動心得書寫：20% 

3. 學習參與態度、課堂互動、出席率：15% 

4. 影片欣賞心得：10% 

5. 分組報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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