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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蒙特梭利教學談多元文化教育的應用 
周佩諭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理教授 

 

台灣自 1994 年政府開放南向政

策，跨國婚姻家庭普遍化以及新舊移

民的社會浪潮下，促使台灣呈現多元

族群的多元文化社會。根據內政部出

生人口數與教育部的入學人口資料統

計結果顯示，跨國婚姻所產生的新移

民子女族群比例逐年增加，在教育現

場中，越來越多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

學生，學校人員正面臨一個多元文化

的微型社會，幼兒園更是成為第一個

呈現多元文化社會的學校機構。 

一、 多元文化教育在幼兒園

推動的問題：師資和課程模式結

合 

    對於學校機構宛若一個小型的多

元文化社會，政府自 2004 年起鼓勵幼

兒園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研習或

活動，企圖透過教師實施多元文化教

學，增進幼兒對母文化的認同，同時

也能欣賞不同的文化，以回應關懷弱

勢的核心目標。學術界也著手研究幼

兒階段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議

題，透過學者專家結合多元文化元素

設計課程，輔以多樣化的教學策略，

呈現整體且統整的多元文化課程，以

證實幼兒階段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必

要性與價值。 

    而幼兒園本身也因應政策鼓勵和

教師自身的發起而設計多元文化課

程，但具統整的多元文化課程卻比單

一的多元文化活動來得少。換言之，

舉辦一個母語活動或體驗客家文化活

動比較容易，但若要設計一個完整的

多元文化課程卻有困難。筆者藉由指

導幼保科專科實習課程訪問多家公私

立幼兒園實習課程，對於多元文化教

育實施的看法，結果反應師資和幼兒

園課程模式無法結合。 

(一) 師資問題：大多數幼兒園的教師

並未接受多元文化教育的修課學習，

除了觀摩別家園所實施過的多元文化

活動，亦或透過幾小時的多元文化研

習課程，就要教師能依據多元文化教

育理念設計一個完整的多元文化課

程，實在困難。 

(二) 幼兒園課程模式無法結合問題：

台灣幼兒園課程模式大多採用歐美的

幼兒課程模式，包括蒙特梭利教學、

角落與發現學習、方案教學、華德福

教學、主題教學、大單元教學、福祿

貝爾教學等種類眾多，不少園長與幼

兒教師反應多元文化教育無法與其園

所的課程模式結合，其中實施蒙特梭

利教學的幼兒園表示蒙特梭利有現成

的教具以及獨特的教學模式，若硬要

把多元文化教育套用進來，頂多也只

能透過園遊會、親子活動或者分享活

動呈現，但多元文化教育就宛若被硬

嵌入幼兒園裡，但與實際的課程與教

學仍是毫無關係，而這更不是幼兒園

正確的教育理念。 

上述問題引發筆者思考：多元文

化教育的重點是多元文化套裝課程還

是教師多元文化教育信念的轉化？根

據國內外探究幼兒與多元文化教育的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元文化課程設計

與實施議題較多，雖有少數幾篇討論

政策、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與新

移民子女的文化身分問題，但確實沒

有研究結果指出教師的多元文化信念

如何轉化，而如何形成多元文化素

養，更不用提及幼兒園課程模式與多

元文化教育之間的關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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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企圖從蒙特梭利的幼

教課程模式規擬出在多元文化教育的

實踐方式，藉由參與觀察、教師訪談

即個人反思方式，以打破多元文化教

育強調的不是套裝式的課程設計，而

是從教師與學校教育人員自身的多元

文化素養。  

二、 我的觀察發現~從蒙特梭

利教學與多元文化教育 

蒙特梭利教學是馬利亞‧蒙特梭

利（Maria Montessori）女士所創，其在

1907 年設立兒童之家，將其研發的教

具應用在教導兒童之家的弱勢兒童，

結果證實蒙特梭利教具啟發兒童之家

的弱勢兒童心智，培養出做事得體、

思考周密、有禮貌與有自信的兒童，

因而引發各界對於蒙特梭利教具與教

學的推崇。 

蒙特梭利的教育理念植基於成人

提供一個預備好的真實環境，讓學習

者主動藉由與教材或教具的操作互動

中，學習概念。蒙特梭利將其自創教

具分為日常生活領域、感官領域、算

術領域、語文領域以及文化領域，簡

要將各領域的培養目標和內容列於表

1。

表 1  蒙特梭利教具摘要表 

領域  培養目標  教具名稱 

日常

生活

領域 

1.培養基本動作  坐、搬運、倒水的方法 

2.社會行為建立  打招呼、打哈欠的方法 

3.養成對自我的照顧  洗手、折襪子、折手帕、穿衣服等 

4.環境的關心  打掃、照顧植物盆栽等 

感官 

領域 

透過視覺、聽覺、觸覺（膚覺）、

味覺、嗅覺的接觸學習概念 

帶插座圓柱體組、彩色圓柱體、粉紅塔、棕色梯、長

棒、色板、立體物等（視覺教具） 

雜音筒、音感鐘（聽覺教具） 

味覺瓶組（味覺教具） 

嗅覺瓶組（嗅覺教具） 

觸摸板、溫覺瓶、重量板、布盒等（觸覺/膚覺教具）

算術

領域 

建立數與數量、十進位，及簡

單四則運算等概念 

數棒、塞根板、串珠（彩色串珠）、紡錘棒箱、單項

式、二項式、三項式、郵票遊戲、數字與籌碼、構成

三角形等 

語文

領域 

認識文字的音義  觸摸式砂紙文字卡、金屬嵌板、畫卡集、圖書 

文化

領域 

培養對鄉土、國家、世界文化

與藝術的熱愛 

音感鐘（音樂教具） 

地球儀、世界地圖拼圖（地理教具） 

花卉卡、植物卡（植物教具） 

     

其中，蒙特梭利強調文化領域教

具可彈性因應各國文化情境而設計，

例如認識台灣地理環境、認識各國的

節慶活動等。此外，語文領域的砂紙

文字卡也可因應各國國情而改變，如

台灣的砂紙文字卡將英文字母改為注

音符號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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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蒙特梭利教具在文化領域特

別聲明可因應不同國情文化研發，似

乎從中可具體找到與多元文化教育的

連結性。故筆者於 2010 年 9 月至 11

月期間實際到台北市一間蒙特梭利教

學的幼兒園擔任參與觀察者的角色，

藉由教室觀察、訪談教師與個人省思

等方式，歸結出以下發現。 

(一) 教具僅只是概念學習，文化不是

學習重點 

該園所在文化領域擺放地球儀、

世界地理拼圖，以及不同服裝人物的

對應拼圖等教具，但實際教學僅只呈

現師生正確的操作教具，其中的文化

內涵或是與臺灣的文化關係，卻未提

及，實為可惜。筆者經與園所的園長

與教師討論文化教具的「文化」內涵，

但只獲得教具應是正確操作獲得概

念，而與多元文化難以產生關聯的回

應。 

(二) 教師並未察覺蒙特梭利教具本身

就蘊含了文化元素 

    該園所除了文化領域擺放與文化

有關的教具外，在語文領域也有擺放

與文化有關的繪本，如：台灣古早厝、

環遊世界唱童謠、我們住在同一個世

界，以及英文字母和注音符號的砂紙

文字卡。筆者觀察到幼兒會在教具操

作正式課程時段、午餐結束時間、自

由活動時間、等待家長接送時間等進

行繪本閱讀，但教師認為繪本閱讀也

是教具操作之一，且不應干擾幼兒學

習。筆者進一步追問擺放這些與文化

有關的教具理念，教師僅只表示繪本

選擇是師生共同討論而選擇，並沒有

刻意選擇文化主題。 

 

(三) 雖園長與教師有意回應幼兒文化

結合教學，但苦無坊間具體案例可參

考 

筆者在每次進入該園所的真實情

境後會與園長和教師討論，從一開始

提到蒙特梭利教具與多元文化教育結

合的可能性，園長和教師表示不認同

的反應，直到幾次筆者具體從教具衍

伸在教師示範教具操作時，則可以很

自然將文化帶入，如： 

教師示範砂紙字卡時，可拿英文

字母和注音符號兩組教具，告訴幼兒

英文字母是英國和美國的文字符號，

注音符號是台灣的文字符號，讓幼兒

感受兩種符號的不同。 

雖從園長和教師的反應當中感受

對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教學的興趣，但

也很實務面表達坊間沒有具體可參考

操作的案例，即使有心嘗試去做，在

教師沒有具體多元文化教育概念之

下，頂多也只能按照筆者所建議的方

向依樣畫葫蘆。而若有真實的成功案

例可模仿，在有圖有具體步驟的指引

下，才能漸進式的激發教師對多元文

化教育融入教學的關注。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歸引出教師

缺乏多元文化教育的素養，實難以落

實多元文化教育。教師對於文化缺乏

敏感性，無法察覺教具衍生的意涵，

即使經由他人對話與討論，激發出對

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教學的興趣，但慣

性依賴坊間成功案例，顯現教師關心

的是「我該做什麼」，而不是思考「我

能怎麼做」、「我為什麼要做」，而後兩

者卻是形成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

依據。 

三、 多元文化教育應用在蒙

特梭利教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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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此次實際進入蒙特梭利教學

的幼兒園現場，透過教室觀察、訪談

教師和個人省思之下，發現多元文化

教育要能融入教學，不是只有完整的

多元文化課程方案，而是教師有無文

化意識，而將其多元文化教育信念轉

化在教學。因此，筆者透過理論檢核，

以及和園所師生互動及對話當中，澄

清與再構對多元文化教育實務面推展

的思維，分別就環境佈置、課程規劃

與實施及教師素養方面提供具體參考

建議。 

(一) 多元文化教育之環境佈置 

台灣蒙特梭利的教室情境佈置大

多只有依照五大教具領域作分類，偶

有穿插幼兒的藝術作品或參與課程照

片，完全遵照蒙氏情境規劃的結構、

秩序、簡單等標準。蒙氏教學理念強

調提供給兒童的學習環境必須是自然

且真實，適合兒童學習，此理念與多

元文化教育在環境規劃觀點不謀而

合。多元文化教育主張在環境佈置要

能結合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脈絡，以能

回應兒童的文化背景，促進兒童對熟

悉文化的安全感，同時也能欣賞不同

的文化。 

但是教師在情境上的規劃完全只

仰賴蒙氏的一套既定教具與環境規

則，但卻未思考教具與文化之間的關

係，甚至也因既定的操作步驟硬生生

切斷學習與家庭文化的脈絡性，尤其

蒙氏在文化領域教具特別強調因應不

同國情而要能彈性設計，但事實上在

文化領域的教育實為缺乏，僅有擺放

世界各洲拼圖與地球儀。而此區最易

展現多元文化教育的環境佈置，例如

對應植物卡擺放各國國花圖片、對應

地球儀可張貼平面世界地圖或各地明

信片，甚至對應不同服裝人偶的拼

圖，則可讓幼兒傳統服裝照片等，這

些皆是可展現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教學

的方式。     

(二) 多元文化教育之課程規劃與實施 

蒙氏課程以教具示範教學與操作

為主軸，但教師在準備或設計教具概

念時，呈現單一化概念，只著重在技

能操作與知識概念學習，在文化情感

上的欣賞與認同較為缺乏。例如進行

繪本教學，則可結合地理拼圖和音感

鐘，以瞭解繪本的國家場景，並從繪

本中的國家名稱或國土形狀在對應地

理拼圖，促進教具的多方應用。 

(三) 多元文化教育之教師素養 

蒙氏教師強調身教，要能尊重每

一位兒童。而教師是實踐多元文化教

育成功的重要關鍵，教師要能尊重每

一位幼兒不同的文化背景，隨時自我

檢視可能潛藏的文化偏見或歧視，以

在進行教學時，能因對幼兒不同文化

背景的認知，而有效改變教學策略以

回應幼兒的文化，促進均等教育機會

與社會正義的實現。這一觀點是培養

教師身教與素養的重要養分，但在蒙

氏教學裡，教師只有聚焦於幼兒能否

正確操作教具中學到知識概念，即使

操作錯誤或學習速率較慢，認定重複

練習則能達到學習效果，否決了探討

幼兒無法學會的因素與家庭文化有

關。 

四、 結語 

師資和課程向來是任何教育領域

中最為關注的亮點，我們期待課程設

計要能合乎時宜因應當代社會文化脈

絡，師資更要能敏銳關注教育現象的

發展趨勢，尤其察覺幼兒園宛若一個

微型的多元文化社會，教師要即刻進

行調整，以發揮幼教課程模式特色之

際，更能展現對不同文化背景幼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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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與重視。多元文化教育所追求的

均等教育機會與社會正義的目標，不

是納入龐大豐富的文化內容以改變課

程，而是教師如何將多元文化教育融

入在教學裡，以呈現教室環境、師生

互動及「教」與「學」之間都要更多

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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