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主軸計畫成果報告書 

主軸一 「長材茂學，教學創新計劃」 

分項計畫1-2：推動學生及教師學習能力認證 

 

 

 

 

 

執行策略：1-2-A 「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社群名稱：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主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6 日 ~ 112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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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檢核 

1-2-A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成果檢核表 

社群名稱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社群執行

起迄日期 

112年 4 月 6 日 

至 112年 12 月 4 日 
社群人數 

六人 

(本社群之成員) 

核定經費 30,000元 實際執行經費 30,000元 

社群活動
執行內容
重點概述 

本社群成立主要理念乃基於反思目前臺灣幼兒園教學現場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

其實踐，所出現的挑戰、困境有哪些？有哪些解決辦法和策略？進一步來說，為

增進社群成員有關反歧視教育之相關知能，於 112年 7 月 29 日至 7 月 31 日，前

往宜蘭地區，如北后寺、烏心石造林地、寒溪部落、天主教靈醫會聖嘉民天主堂、

英士泰雅部落、太平山林業鐵路展覽館等地參訪，由實地參訪體驗了解不同地域

之文化脈絡，及其環境對人類文明的歷史與社會意義，省思如何透過這些場域連

結課程教學，引導學生習得反歧視教育強調尊重、欣賞與同理的素養。本社群也

延伸這些經驗，於 112年 10月 7日，舉辦線上實務研習會，敬邀國立中正大學教

育學研究所，王雅玄教授擔任主講，分享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如職業、

性別、繪本教學等主題，也開放國內相關科系的師生報名，提供幼兒園現場教師

研習增能，而社群成員亦為各場次的主持人，以此實踐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

的目標。同時間，本社群在 112 年 10 月 14 日，參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之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分享有關反歧視教育之相關研究，以此展

現本社群成員學術研究與現場實務之專業。 

是否依據核定之質量化指標執行？ 

■是                       □否，原因                  

質化指標 
舉辦線上研習會，以及實地

參訪體驗 
執行
成效 

參與者均非常滿意，也達到宣傳本校、展現

本系於幼兒教保相關知能的專業力 

量化指標 
已參與一場國際型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 
執行
成效 

將研討會議論文，擇日修正並發表於期刊論

文 

是否與其他主軸活動進行成效倍增？ 

□是，主軸___執行策略______  ■否 

辦理此活動較著重之面向？ 

■教學面  □公共面  ■社會面  ■特色面 

檢 
討 
與 
建 
議 

本社群此次經費支出合宜，但因線上研習會舉辦時程規劃倉促，且安排適逢連假

期間，確實需再調整，且未來朝實體舉辦思考，使主講者及與會者有更多的互動

空間。此外，本社群建議未來經費補助，期許能提高至五萬元，主要是本社群長

年關注偏鄉、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幼兒園等場域，伴隨社群成員增加需求較大。 

承辦人(簽章)：             經辦主軸主管(簽章)：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簽章： 

查核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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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編序 預算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差異說明 

單價 數量 總額 

1 印刷費 0/份 0 0元 0元  

2 講座鐘點費（校外） 2,000/時 4 8,000元 8,000元  

3 專家諮詢費 2,000/時 2 4,000元 4,000元  

4 交通費 0/人 0 0元 0元  

5 住宿費 2,360/人 5 11,800元 11,800元  

6 材料費 0/份 0 0元 0元  

7 工讀費 0/份 0 0元 0元  

8 教學業務費 0/份 0 0元 0元  

9 雜支 1,240/人 5 6,200元 6,200元 

變更經費項目

用做參訪每日

雜費 

總計 30,000元  

 

承辦人：          (親簽) 經辦單位主管：          主軸計畫主持人： 

說明： 

1. 預算項目請就原修正申請書之支出預算明細資料填寫。 

2. 實際支出欄位，請就實際執行的支出金額填寫，並說明差異原因。 

3. 如有學校配合款支付之項目，務必填寫清楚。 

4.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及紙本各一份)、滿

意度問卷調查表及活動歷程檔案（含紀錄紙本、照片、影音檔、活動滿意度

調查結果分析等）。 

5. 為展現社群成果、擴大教師交流，成果報告書將進行紙本實體或線上展示。 

6. 社群成員須參加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期末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7.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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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時程表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參訪活動時程 

1. 參訪目的：為落實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計畫之成效，以及提升本社群 

教師有關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經驗與知能 

2. 參訪時間：112年7月29日至7月31日 

3. 參訪地點：北后寺、烏心石造林地、寒溪部落、天主教靈醫會聖嘉民天主

堂、英士泰雅部落、太平山林業鐵路展覽館 

4. 參與成員： 

（1）社群召集人：陳必卿 

（2）社群成員：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3）出席成員：陳必卿、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5. 日程安排： 

參訪日期 參訪地點（休館日） 

7 月 29 日（六） 
北后寺、烏心石造林地、寒溪部落、天主教靈醫會聖嘉

民天主堂（全年無休） 

7 月 30 日（日） 英士泰雅部落（全年無休） 

7 月 31 日（一） 
太平山林業鐵路展覽館（平日 06：00－20：00、假日

04：00－20：00） 

6. 反歧視教育素養與實踐及教學知能，除書籍理論之學理外，於建築物、地

理環境、人文互動等，均有顯現歧視與反歧視意涵的機會。本社群安排多

元豐富文化活動，如參觀北后寺、烏心石造林地、寒溪部落、天主教靈醫

會聖嘉民天主堂，以及體驗英士泰雅部落文化活動、太平山林業鐵路展覽

館，思考不同時空背景、歷史社會及文化的生活環境、服飾穿著、餐點的

意義價值，及其可能的衝突與挑戰，嘗試以局內人角度感同身受。本社群

運用此次參訪經驗，思考融入本系相關課程，如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多

元文化教育、融合教育課程與教學、特殊幼兒教育、幼兒與家庭、各國托

育服務比較等課程的安排，將課程深度化，以增加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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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議程表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舉辦日期：2022年10月7日（星期六） 

舉辦地點：線上Webex Meeting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3：20 報到時間 

13：20－13：30 

開幕式 

系主任：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葛婷 副教授 

引言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汪麗真 副教授 

主持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陳必卿 助理教授 

13：30－15：00 

專題演講I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王雅玄 教授 

主持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謝文慧 助理教授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30 

專題演講II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王雅玄 教授 

主持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田佳靈 助理教授 

16：30－16：50 

綜合座談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王雅玄 教授 

主持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洪慧英 助理教授 

16：50－17：00 

閉幕式 

講評人：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汪麗真 副教授 

主持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系科 齊君蕙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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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簽到表（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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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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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照片 

七月份（112年7月29日）社群實地參訪體驗－北后寺、天主教靈醫會聖嘉民天

主堂、寒溪部落、烏心石造林地 

  

說明：參訪

日系襌風庭

院寺廟，體

驗當地人文

風情，思考

不同國家、

宗教信仰與

生活經驗的

關係。 

  

說明：走訪

烏心石造林

地眺望蘭陽

平原，並觀

賞常綠大喬

木 植 物 之

美。 

  

說明：參訪

寒溪部落及

其幼兒園，

了解原鄉地

區 幼 兒 家

庭、學校與

社區連結的

過程。 

  

說明：參訪

天主教靈醫

會聖嘉民天

主堂，釐清

與基督教、

佛道於文化

活動和儀式

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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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112年7月30日）社群實地參訪體驗－英士泰雅部落文化活動 

  

說明：當地

泰雅族嚮導

以馬路邊圖

騰及傳說，

為我們介紹

英士部落的

起源。 

  

說明：手作

獵人飯包，

並實際走訪

當年泰雅族

人祖先開墾

遷 徙 的 路

線，體驗獵

人文化。 

  

說明：參與

手作染布，

將山豬與飛

鼠，拓印於

包 包 的 過

程，構思如

何引導學生

將其活動融

入幼兒園。 

  

說明：為更

了解英士部

落的文化，

除穿上泰雅

族服外，亦

進入傳統竹

屋內，接受

獨有的迎賓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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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112年7月31日）社群實地參訪體驗－太平山林業鐵路展覽館 

  

說明：漫步

太平山，吸

收芬多精，

讚嘆臺灣高

山瑰寶壯麗

的美景。 

  

說明：搭乘

森 林 小 火

車，深入了

解當年為開

發太平山紅

檜 群 的 路

線。 

  

說明：欣賞

太平山獨有

的林相，如

紅檜、紫葉

槭，體驗臺

灣 高 山 之

美。 

  

說明：參觀

由日本人建

造的太平山

車站構造及

其文化館，

了解太平山

林業興衰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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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112年10月7日）社群線上實務研習－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

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說明：社群

召集人必卿

老師，擔任

實務研習開

幕 式 主 持

人，介紹引

言人，並歡

迎社群主講

人 及 與 會

者，邀請大

家開啟鏡頭

合影留念。 

 

說明：社群

實務研習開

始前的合影

留念（由於

本社群實務

研習與會者

眾多，畫面

限制，僅附

一張）。 

 

說明：社群

成員麗真老

師，擔任實

務研習開幕

式引言人，

並分享自身

有關反歧視

教 育 的 經

驗，使今日

實務研習更

具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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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社群

成員文慧老

師，擔任實

務研習第一

場 次 主 持

人，分享自

身有關國際

公約、性別

人 權 的 經

驗，以此引

領與會者進

入主題。 

 

說明：社群

主講人雅玄

老師，為與

會者帶來第

一階段反歧

視 教 育 議

題：「國際

公約與性別

人權」，有

關人類多樣

性的概念。 

 

說明：社群

主講人雅玄

老師，為與

會者帶來第

一階段反歧

視 教 育 議

題：「國際

公約與性別

人權」，有

關性別迷思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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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社群

成員佳靈老

師，擔任實

務研習第二

場 次 主 持

人，分享自

身有關族群

文化、職業

歧 視 的 經

驗，以此引

領與會者進

入主題。 

 

說明：社群

主講人雅玄

老師，為與

會者帶來第

二階段反歧

視 教 育 議

題：「族群

文化、職業

歧視」，有

關族群繪本

分 析 的 概

念。 

 

說明：社群

主講人雅玄

老師，為與

會者帶來第

二階段反歧

視 教 育 議

題：「族群

文化、職業

歧視」，有

關不同體型

繪本分析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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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社群

成員慧英老

師，擔任實

務研習提問

時間的主持

人，並分享

自身對於反

歧視教育的

感觸，以此

引發與會者

的思考。 

 

說明：社群

成員麗真老

師，提出親

子館舉辦活

動過往都是

女性、媽媽

參加，現在

「規定要有

男性」，這

樣有無踩到

直接性別歧

視的地雷？ 

 

說明：社群

成員文慧老

師，向雅玄

老師請教如

何 引 導 學

生，注意「不

要讓人隨便

觸碰」與「不

要用異樣眼

光 看 待 身

體」之間的

界線？ 



 

 16 

 

說明：社群

成員慧英老

師，向雅玄

老師請教與

分享「惡意

的偏見」與

「善意的偏

見」感觸。 

 

說明：社群

主講人雅玄

老師為三位

老師精闢解

析與回應，

以此深化有

關反歧視教

育於教學現

場的應用，

如幼兒園、

親子館等。 

 

說明：社群

實務研習結

束前的合影

留念（由於

本社群實務

研習與會者

眾多，畫面

限制，僅附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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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112年11月30日）社群線上專家諮詢－如何透過國際公約與性別人

權的概念，釐清反歧視教育的內涵？ 

 

說明：社群

成員與雅玄

老師於諮詢

開始前，開

啟鏡頭合影

留念。 

 

說明：雅玄

老師指出反

歧視教育應

於 家 庭 著

手，以此連

結與深化社

群成員於幼

兒教保專業

知能。 

十二月份（112年12月1日）社群線上專家諮詢－反歧視教育於職業、性別與族

群的邊界？如何將反歧視精神落實在幼兒繪本教學？ 

 

說明：社群

成員與雅玄

老師於諮詢

開始前，開

啟鏡頭合影

留念。 

 

說明：雅玄

老師指出反

歧視教育亦

可從家庭階

級 進 行 判

斷，如家庭

休閒活動、

居家用品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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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家庭住

宅 建 築 。

此，外多元

文化社會的

特徵，更可

以分為六點

來 聚 焦 理

解。 

 

說明：社群

成員與雅玄

老師於諮詢

結束前，開

啟鏡頭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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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專題講座內容（含諮詢內容等）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實務研習內容 

研習日期 112年10月7日（星期六） 

研習時間 13：00－17：00 

研習方式 Webex Meeting 

研習主講 王雅玄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社群成員 陳必卿、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出席成員 陳必卿、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專題演講（I）：反歧視教育－國際公約與性別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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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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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實務研習內容 

研習日期 112年10月7日（星期六） 

研習時間 13：00－17：00 

研習方式 Webex Meeting 

研習主講 王雅玄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社群成員 陳必卿、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出席成員 陳必卿、汪麗真、謝文慧、田佳靈、洪慧英、齊君蕙 

專題演講（II）：反歧視教育－族群文化職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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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專家諮詢意見表（1） 

專家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王雅玄教授 
時間 112  年  11  月  30  日 

諮詢

主題 
1. 如何透過國際公約與性別人權的概念，釐清反歧視教育的內涵？ 

諮詢

意見 

1. 反歧視法：在防止歧視特定人群的立法，這些組通常被稱為受保

護組或受保護類。反歧視法在管轄範圍內因受禁止的歧視類型以

及受該法律保護的群體而異。通常，這些類型的立法旨在防止就

業、住房、教育和其他社會生活領域的歧視，例如公共房屋。反

歧視法可能包括基於性別、年齡、種族、國籍、殘疾、心理的群

體保護疾病或心靈能力、性取向、性別、性別認同、性別特徵、

宗教信仰、信條或個人政治意見等。 

2. 人權兩公約、CEDAW、ICERD、「種族歧視法」、「性別歧視

法」、「就業平等指令」、「殘疾歧視法」。 

3. 反歧視公約： 

(1) 1965 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CE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2) 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4. 反歧視教育：ICERD 第七條，締約國承諾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尤其

在講授，教育、文化及新聞方面以打擊導致種族歧視之偏見，並

增進國家間及種族或民族團體間之諒解，容恕與睦誼，同時宣揚

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宣言及本公約。例如，兒少反歧視，1989 年《兒童權利

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5.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1) 1999 年成立，主張打破傳統男女二分法的兩性框架；性少數

的關懷也不應該停留在同性戀者身上，而應該擴及到所有的

性少數族群，如跨性別者、性工作者和愛滋感染者等。 

(2) 宗旨促進教育、法律、生活、政治等四個方面的性別人權，

冀望打破教育、家庭、政治、經濟、婚姻愛情、法律等主要

社會建制內的性別人權，解除傳統社會制度對性別弱勢的壓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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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專家諮詢意見表（2） 

專家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王雅玄教授 
時間 112  年  12  月  1  日 

諮詢

主題 

1. 反歧視教育於職業、性別與族群的邊界？ 

2. 如何將反歧視精神落實在幼兒繪本教學？ 

諮詢

意見 

1. 人類多樣性，可從膚色、語言、宗教、信念著手了解，從中看見

文化歧視、文化衝突，意即個人所屬文化的行為規範與主流文化

發生衝突。 

2. 文化衝突的意涵： 

(1) 移民者所遵從的母國文化與主流社會文化相衝突，於是產生

犯罪。 

(2) 外籍勞工不適應雇主國的文化生活。 

(3) 農村社會的少年遷移至工商社會，因不適應而生偏差行為。 

(4) 少數族群（原住民）不適應主流族群的文化生活，易生偏差。 

3. 文化衝突的歷程： 

(1) 出走：從在地文化奔向多元文化的旅程。 

(2) 碰撞：面對強勢文化的侵略、壓迫、殖民。 

(3) 對話：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尋找相容論述空間。 

(4) 融合：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之看見差異。 

(5) 返回：從多元文化返回在地文化的認同政治。 

4. 歧視的根源：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某種無法擺脫的文化價值與假

設。文化隨著人們理解人和自我的本質方式之不同而有不同。文

化也隨著人們相信人們應該是什麼或成為什麼之不同而有不

同。這些假設既非可選擇，亦非可逃避的，他們永遠存在。所有

的人（包括科學家）必然沿用他們無法跳脫的架構來解釋人生。

這個無法擺脫的架構是支撐人類認同的主力。我的認同被那個提

供我所認為好的、有價值的、什麼是應該做的視野架構（the frame 

of horizon）的承諾與認同所定義（Taylor, 1989）。 

5. 反歧視繪本教學： 

(1) 灰姑娘：注意是否過度「傳達勞動階級對中產階級的嚮往」。 

(2) 爸爸捕魚去：注意是否過度「傳達漁村勞工階級的苦難不

幸」。 

(3) 老鼠洞的大姊貓：注意是否過度「歌頌漁村勞工階級的真善

美」。 

6. 建立多元文化認同：沒有「文化」距離、沒有「語言」障礙、沒

有「認同」污名、沒有「不是你對就是我錯」的二元對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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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回饋單統計 

長庚科技大學 112度 有教無類：幼兒園教師對反歧視教育之素養及其實踐研究 

回饋評值表 

 

1、基本資料 

1-1.您是來自 
本校林口校區 本校嘉義校區 他校 其他單位 

8人 0人 2人 57人 

2、知能提升 

 非常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2-1.我對

反歧視教

育概念的

了解 

9人 17人 20人 3人 6人 

16.36％ 30.91％ 36.36％ 5.46％ 10.91％ 

2-2.我在

幼兒園實

施反歧視

教育活動

的程度 

10人 16人 23人 1人 5人 

18.18％ 29.09％ 41.82％ 1.82％ 9.09％ 

2-3.我能

辨識不同

形式的歧

視 

12人 17人 16人 7人 3人 

21.82％ 30.91％ 29.09％ 12.72％ 5.46％ 

2-4.我能

辨識不同

類型的歧

視 

11人 19人 16人 6人 3人 

20.00％ 34.54％ 29.09％ 10.91％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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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辦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1.本研

習課程目

標明確清

楚，有助

於教師專

業成長 

44人 10人 1人 0人 1人 

78.57％ 17.85％ 1.79％ 0.00％ 1.79％ 

3-2.本研

習課程內

容充實完

整，有助

於日後個

人教育工

作實施之

參考 

45人 9人 0人 1人 1人 

80.35％ 16.07％ 0.00％ 1.79％ 1.79％ 

3-3.教師

授課方式

靈 活 生

動，能充

分引起學

習動機 

44人 10人 0人 1人 1人 

78.57％ 17.85％ 0.00％ 1.79％ 1.79％ 

3-4.教師

授課時講

解清晰，

選材合宜

適中深入

淺出 

45人 9人 1人 0人 1人 

80.35％ 16.07％ 1.79％ 0.00％ 1.79％ 

3-5.對於

個人參與

本研習課

程的學習

態度評量 

44人 10人 2人 0人 0人 

78.57％ 17.85％ 3.5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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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對於

辦理本研

習單位行

政支援配

合度的情

形 

49人 5人 0人 1人 1人 

87.50％ 8.92％ 0.00％ 1.79％ 1.79％ 

3-7.本研

習課程的

日期時間

安排適宜

度 

38人 16人 2人 0人 0人 

67.86％ 28.57％ 3.57％ 0.00％ 0.00％ 

3-8.對於

本研習場

地硬體設

備之齊全

度 

47人 8人 1人 0人 0人 

83.93％ 14.28％ 1.79％ 0.00％ 0.00％ 

3-9.如果

本研習課

程繼續開

辦，您會

推薦同事

或朋友報

名 參 加

嗎？ 

46人 7人 3人 0人 0人 

82.14％ 12.50％ 5.36％ 0.00％ 0.00％ 

4、建議以後辦理哪些活動 

(1) 請多辦一些關於 ADHD、ADD、ASD實務教育困難的方法。 

5.其他指導與回饋 

(1) 感謝講師的專業能力與承辦人員的辛勞。 

(2) 非常好的研習！多多益善！提供性別繪本，很棒。 

(3) 謝謝您們，收穫很多，提供思考方向，對教學很有幫助。 

(4) 感謝主辦單位，獲益良多。使用線上研習很方便！ 

(5) 謝謝老師，收穫滿滿，謝謝老師精彩的課程。 

(6) 謝謝老師精彩的分享，獲益良多，期待下次還能再次參與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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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果產出 

研討會議名稱 《2023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發表日期 112年10月14日（六） 

研討會舉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前刻板印象研究之共現分析 

齊君蕙
1
  汪麗真

2
  田佳靈

3
  謝文慧

4
  洪慧英

5
  陳必卿

6＊
 

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2,3,4,5,6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摘要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種泛化概念，其定義為對一群個體的信念，且

此信念可以是正向也能為負向，包含對人、對事、對物的概括（Kanahara, 

2006）。事實上，刻板印象是將具有特定社會或文化的某些特質或特徵的群

體聯結起來，並超越個人內部信念的共同信念（Way, Hernandez, Rogers, & 

Hughes, 2013），如在學科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中，男孩較女孩數學能力更

強，女孩較男孩更擅長閱讀（Bigler & Liben, 2006），而有關年齡的刻板印

象，如幼兒會認為老年人較年輕人容易生病、動作很慢和一直重複講同樣事

情（Goldman & Goldman, 1981; Kwong See, Rasmussen, & Pertman, 2012; 

Lynott & Merola, 2007），以及族群刻板印象顯示，受媒體影響，幼兒傾向與

自己相同族群的同儕學習（Power & Smith, 2017），這些共同信念都是受社

會或文化的形塑。此外，刻板印象也會建構幼兒看自己的方式（Master & 

Meltzoff, 2020），且他們大多會以口語或非口語展現，如當幼兒受某群體刻

板印象的影響，出現負向厭惡與排擠的行為，或正向接受和歡迎的對待時，

皆左右了自我認同的發展（Cvencek, Kapur, & Meltzoff, 2015）。 承接上述

脈絡，且為了解學前教育刻板印象研究的發展軌跡，本研究透過系統性科學

圖譜法（science mapping），回顧國外有關學前刻板印象的研究（stereoty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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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並就論文期刊引用次數、論文發表地區、主要學

者、論文關鍵詞進行分析。本研究資料均以SCOPUS資料庫為主，且以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stereotype、preschool、kindergarten、children、child等

詞彙做為搜尋關鍵詞，再以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analyses）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以及藉由VOSviewer軟體分

析文獻計量和時間趨勢做為方法。本研究經由SCOPUS資料庫搜尋，並排除

研討會論文、書籍章節、研究筆記等非期刊論文之後，共分析748篇期刊論

文，結果發現：（1）論文期刊引用次數前五名，依序是Sex Roles、Frontiers 

In Psychology、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進一步來說，這五本期刊論文

的品質，均為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第一級核

心期刊（Q1）或第二級重要期刊（Q2），多數有關學前教育與刻板印象的

研究收錄於此；（2）前十名發表地區分別為美國、德國、加拿大、澳洲、

中國大陸、英國、西班牙、中國香港、以色列、土耳其；（3）發表至少五

篇研究的主要學者有Bers, M. U.、Blomeke, S.、Jenßen, L.、Sullivan, A.、Brown, 

C. P.、Dunekacke, S.、Gottfried, M. A.、Kikas, E.、Nurmi, J. E.；（4）關鍵詞

共現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顯現七個群集，分別是關注性別、性別刻

板印象、幼兒教育、親職教育、學業成就、族群、幼兒園，而在這七個群集

中，前十名共同探討焦點的議題，依序為性別刻板印象、族群刻板印象、性

別差異、課程活動、學習動機、幼兒發展、語文發展、認知發展、遊戲、STEM

教育等。 

 

關鍵字：學前教育、刻板印象、共現分析、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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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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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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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論文發表 

 

 

左為必卿老師 

右為君蕙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