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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水能救近火？！推動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困境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1980 年代以降，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逐漸具體化於英美兩國的教育改革政策

中，旨在建立一個結合「學校本位管理」和「家長選擇權」的準教育市場，減少

不必要的控管，引起自由競爭，從而在不繼續投入教育經費的前提下，促進學校

教育的辦學績效。然而，此一教育市場化的論述，也對教育機會均等及社會公平

正義的理想產生了衝擊，諸如：擴大種族和社會階級的對立，瓦解公立教育的品

質，及使弱勢學生成為教育排除的對象等。 

 
為了一反新自由主義對公立學校教育的衝擊，Sleeter 在本文中提倡推動多元

文化的師資培育，期盼透過師資來源及師培課程的多元性，來減輕美國 NCLB 法

案在教育上造成的負面效應。換言之，Sleeter 寄望師資培育機構能夠流瀉而下一

泓清泉，即培養一批具有多元文化素養的準教師，以緩和不同族群學生因學業差

距擴大所可能產生的摩擦與火花。然而此一論點，勢必面臨來自「師培機構」和

「教育現場」的結構性限制。 

師培機構的限制：師資的來源難以多元 

美國現階段的「師培生」及「師培工作者」是以白人為主體，且兩者皆少有

機會接觸其他弱勢群體的成員，從而不易培養對文化差異知覺的敏銳度。尤其，

師培機構所青睞的學生，是那些「在校成績」表現不俗者，這就使得大部分的「師

培生」都是一路念上來的資優生，都是教育競爭制度下的常勝軍。可以說，若想

要成為執教於講台之上的基層教師（或師培工作者），則其必先成為學校教育的成

功產物，並通過文憑社會的層層考驗。試問，這些「求學路上一帆風順」的師培

生日後進到校園，我們可以期待他們能實踐「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理念？！師

資培育機構在多元文化教育上，若無法讓未來準教師理解與包容不同學習特徵、

成長經驗、社會文化背景的學生，則這些準教師們勢必在教學過程中繼續以自己

的「尺度」期許、要求與評價所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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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現場的限制：欠缺適當的實習楷模 

我們可以問一個淺顯的問題：那些在師培機構習得多元文化觀點的師培生，

他們該向「誰」實習？「適當的」實習輔導教師又該從哪兒找？事實上，在美國

推動 NCLB 法案之後，許多現職教師在重視學生測驗成績之餘，並未從多元文化

觀點來進行教學，以致那些在師培課程中習得多元文化教育理念的職前教師，無

法在第一線的課堂裡看到「相關的」實踐，也就難以將現職教師視為多元文化教

學的楷模。尤其，當實習輔導教師一味地迎合家長對學業成績的要求時，實習教

師屆時又該如何自處呢？ 

遠水救近火，困難重重？！ 

總的來看，多元文化師資養成的過程，會面臨到來自「師培機構」和「教育

現場」的結構性限制。首先就「師培機構」來說，文化背景過於單純的師培生及

師培工作者，鮮有接觸異文化成員的機會，不易活化個人對文化差異的知覺。基

本上，無論任何背景的師培生，都受到過去個人經驗與文化的限制，文化背景單

純者欲回應多元學生的學習需求，在在有賴師資培育過程中修課與實習的增能。 

 

再者，在教育實習階段，「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功能淡薄，從事實習的師培

生缺乏適當的學習楷模，也是落實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阻礙。與此同時，執著於

追求卓越的 NCLB 法案仍在學校層面發揮它的影響力，不斷要求教師達到國定的

標準，這更容易讓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不難想見，由多元文化師

培機構流瀉而下的「清泉」，可能尚未到達「失火」的教育現場，或尚未發揮「止

火」的作用，可能早已枯竭，似乎教育學者 Sleeter 那「遠水救近火」的構想，不

易容受教育現場的挑戰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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