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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跨文化能力涵養之研究──以卑南族

除草祭互動電子繪本製作歷程為例 
 

張如慧1 
 

本研究運用 Deardorff 跨文化能力理論，涵養數位媒體學系大學生跨文

化能力及探究其影響，並將成果展現在除草祭互動電子繪本創作。研

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訪談、參與觀察及繪本作品分析等方式蒐集資

料。研究發現學生可習得大部分的跨文化能力，僅知識層面的文化自

我察覺能力和社會語言學覺察能力，以及內在結果的同理心，尚無法

完整發展。而跨文化能力涵養需要較長教學時間，以協助學生掌握文

化深層內涵，並在理論與現場間進行批判性反思。學生的繪本清楚傳

遞出除草祭的流程及文化意涵，也提升了數位作品內容的深度，使得

跨文化能力涵養和專業能力發展，形成正向的循環連結。最後，本研

究對 Deardorff 理論的應用進行討論，並將作品提供給學校和社區，彌

補原住民族民族教育教材不足，及平衡教科書我族中心取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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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ed to cultivat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mong nonindigenou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majoring in digital media by helping them 
create an interactive e-picture book about the Misahur of  the Puyuma tribe. The 
research was a type of  action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interviews, par-
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works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e-picture book.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tudents learned most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of  inter-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demonstrated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
tion and behavior in the intercultural situation. Only the competencies of  cul-
tural self-awareness, socio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empathy were not completely 
developed.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requires a longer period for 
instruction to explore cultural content and facilitate students’ critical reflections. 
Affective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cultural situation here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digital techniques, and through this, they learned to positively 
link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wit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skill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eardorff ’s 
theory and suggests that picture books could be used as supplements to teach-
ing material for indigenou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o balance the eth-
nic-centered perspective of  current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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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多元文化與全球化社會中，許多人都會遇到和不同文化或族群的

人共同工作之機會，因此在各領域專業工作中，都必須學習如何處理文

化差異（Gröschke & Bolten, 2012）。在文化的相遇中，各文化團體可能

以保護自己既有立場或價值標準為優先考量，導致彼此間的衝突與對

立，但也可能彼此吸納異質的文化內涵，轉化部分文化組型，豐富或更

新了原有的文化（莊勝義，2007）。因此，若人民具有「跨文化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即能在多元文化的處境中，根據所具備的跨

文化知識、態度、和技能，有效且適宜地與不同文化之群體或個人交流

互動，吸納不同文化優點，可讓我們社會文化得以持續豐富開展，而非

造成偏見歧視或衝突（孟昭昶、賴毓潔，2010；Deardorff, 2006）。是以

高等教育日益重視涵養學生跨文化能力，許多企業亦將文化多樣性列為

公司重要政策（Lustig, 2005; King, Perez, & Shim, 2013）。 

關於處理文化差異的議題，最常被運用的是從「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的理論觀點出發。而本研究之所以選擇「跨文化」

（interculturalism）的觀點，首先，在理論概念上，多元文化一般是指社

會中存在多種語言、族群或宗教等之自然狀態，強調彼此共存與尊重。

而跨文化以「跨」（inter）作為字首，即意味著這是可以克服的障礙，因

此它強調要積極地面對差異，重視彼此的交流與互動，以及文化間的相

互影響與滋長。文化本是在與不同文化交流後，而獲得動態的開展，而

且在交流的過程中，也能增加對自身文化的反思，並探索與其他文化共

存與合作的方式（Gerhard, 2012）。因此，「跨文化」一詞較著重在兩個

群體的溝通與互動（黃文定，2015b）。其次，在研究應用上，基於全球

化的脈絡，目前臺灣學界多僅將跨文化理論運用於國際教育或外語學習

的領域。但因為跨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了解不同文化及文化多樣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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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的應用，在國外的相關研究，也由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擴展至

了解同一國家內不同的文化和族群（Lustig, 2005）。當跨文化能力運用於

此領域時，關注的重點會更強調在以優勢文化為主的社會中，主流社會

的成員應該要具備了解異文化的能力，與不同文化的人互動和學習 

（Rissanen, Kuusisto, & Kuusisto, 2016），也會討論到如何在專業領域中，

對國內不同文化及族群提供更適切的服務（Jokikokko, 2010; Sandell & 

Tupy, 2015）。最後，在教學策略上，以往跨文化能力學習似乎理所當然

透過出國或語言學習的方式進行，然研究發現在國內實施跨文化課程，

具有易與國內的文化脈絡連結，並引發學生從本土的觀點來連結和思考

文化多樣性的優點（Wang & Kulich, 2015）。 

基於上述跨文化能力研究在理論及教學上的特點及重要性，本研究

嘗試在臺灣將此概念，運用於大學生進行本國不同文化和族群的探究與

交流。而基於文化有其獨特性和脈絡，在教學設計時，應回到學生真實

生活經驗中，較能產生意義和共鳴。以研究者居住的臺東為例，這是個

多元族群與文化的地區，高達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原住民。對於從事多元

文化教育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原住民族文化充滿了魅力，然而對許多缺

乏跨文化能力的非原住民學生而言，卻似乎並非如此。國立臺東大學大

多數學生都非當地人，對臺東的原住民族文化，或是不了解，或是僅有

粗略的刻板印象。特別是研究者服務的數位媒體科系，對這些生活在數

位世代的學生來說，虛擬世界的文化，反而可能比周遭的真實世界更令

他們感到熟悉，甚至更為真實。雖然過去研究者亦嘗試引導大學生製作

具有臺東文化特色的數位作品，但因學生對文化理解不足，減低了在文

化和教育現場應用的價值。因此本研究希望採取行動研究，從涵養學生

跨文化能力做起，鼓勵本系非原住民學生走入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原住民

族群，就像到不同的國家交流一樣，置身於原住民族文化中學習，同時

也反思自身的原生文化，最後表現在數位作品創作之上。 

本研究選擇以卑南族除草祭作為數位作品之主題，是因為這是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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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中，少見的是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並隨著時代轉變，也發展出傳

統精神與現代意義的融合，可彰顯出當代卑南族重要的族群與性別文化

意涵。然而目前卑南族學童受限於時間及課程等因素，多無法全程參

與，因此若能有具趣味性的互動電子繪本，也可以作為民族教育之補充

教材。綜上說明，本文研究目的包括：一、運用跨文化能力理論，涵養

大學生跨文化能力，以有效且適宜地與卑南族人交流互動及學習除草祭

文化；二、探討大學生參與互動電子繪本工作坊對其跨文化能力的影

響；三、應用所獲得之跨文化能力，將成果展現在互動電子繪本創作； 

四、對如何結合跨文化能力涵養與大學科系專業能力發展，提供相關教

學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跨文化能力理論 

雖然跨文化能力是因國際化和全球化而受到重視，但其實現今所有

文化都是跨文化互動下的結果，只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不同群體的人

開始產生更多的接觸與關聯，使得這個現象成為重要的議題。而跨文化

能力要涵養的，不只是了解不同文化，也要自省自己的文化。當我們能

批判地體察到文化的優缺點時，才能擴展我們的視野以及學習不同的觀

點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3）。 

關於跨文化能力的內涵，很多學者都曾對相關的理論進行介紹或統

整（孟昭昶、賴毓潔，2010；黃文定，2015a，2015b；盧秋珍，2014；

Gröschke & Bolten, 2012）。不同的跨文化理論有其偏重點，有些偏重涵

養跨文化溝通所需要的文化素養（Byram, Nichols, & Stevens, 2001），有的

關心跨文化敏感度的發展歷程（Hammer, Bennett, & Wiseman, 2003），有

的則從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面向來分析（Deardorff, 2006）。而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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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最常被運用的，是 Deardorff 的理論，本理論運用德懷術的方

式，建立學生應有之跨文化能力內涵，在理論中可被歸類為組成模式

（compositional models），這類模式的共同特點在強調文化共通的結構層

面，認為跨文化能力是由態度、知識與技能等三層面組合而成，其中態

度是所有能力的基礎。本模式的優點，是提供了完整的解釋與發展跨文

化能力之架構，但需要有更多的實證性研究，來支持並解釋如何學習這

三層面的跨文化能力（Gröschke & Bolten, 2012）。 

Deardorff 認為文化是透過互動而產生的，提出跨文化能力包括五個

要素或層面，包括：態度、知識與理解、技能、內在結果、外在結果。

這些要素會相互影響，意即在跨文化的互動中，個人在態度、知識和技

能上的學習和改變，影響了內在和外在的結果和效應，而這些結果和效

應，又回過頭來影響個人的態度、知識和溝通技能，成為一個持續不斷

的跨文化學習過程。其各層面主要內容說明如下（Deardorff, 2006, 2008; 

Deardorff  & Edwards, 2013）： 

態度包括尊重、開放性、好奇心與探索等項目。尊重是珍視其他文

化及文化多樣性；開放性是願意學習不同文化且不加以預設；好奇心與

探索是願意離開原有舒適圈去冒險探索，並接納過程中的模糊和不確定

性。 

知識包括文化的自我覺察、特定文化知識、深度文化知識、社會語

言學的覺察等項目。文化的自我覺察是了解文化會影響人的認同與世界

觀；特定文化知識是與特定文化有關的知識；深度文化知識是了解文化

脈絡、角色、影響及世界觀；社會語言學的覺察是指對語用的了解。 

技能包括傾聽、觀察、評價、分析、詮釋與連結等項目。是指在獲

取知識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能力。 

內在結果是統合態度、知識和理解、技能等三種能力，達成個人內

在參照架構的轉換，這是指能從不同文化的觀點來看待事物，並根據該

文化所認可的方式來給予回應。所以這種內在架構具有適應、彈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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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相對主義觀點及同理心等四種特性。所謂適應是指能適應新環境以及

不同的溝通方式，彈性是指能夠選擇和運用適宜的溝通方式，在認知上

保持彈性。而在同理心和族群相對主義部分，Deardorff 並未作更深入的

闡述。在其論述中，若能習得態度、知識和技能三層面能力，內在和外

在結果會很自然地獲得並展現出來。不過研究者認為，Deardorff 低估了

同理心和族群相對主義的難度，而這又是進入原住民族部落常被提及的

能力，因此以下再由其他學者的觀點補充說明，以充實內在參照架構之

內涵。 

從人類學觀點來看，同理心是指真誠地理解他族的主體角色與需

要，以文化「主位」（emic）觀點來理解與同理，而非以「他位」（etic）

的外來觀點主導他族的權益與福祉（王雅玄，1998）。而族群相對主義，

可參考另一位跨文化能力學者 Bennett（1993）的跨文化敏感度發展理

論，它說明由我族中心主義到族群相對主義參照架構的發展歷程，理論

的核心是人們如何看待文化差異。這個歷程分為六階段，由否認（不存

在文化差異）、防衛（意識到文化差異，但自己所屬文化較高級）、忽略

（文化相似性大於差異，自己所屬文化的世界觀具普遍性）等抗拒跨文

化的態度，逐漸轉變為接受（對文化差異持中性平等態度，自己所屬文

化是多樣文化中的一種）、適應（文化差異持正面態度，接納其他文化

的參照架構）到統整（文化差異成為認同的一部分，融合多種文化形成

本身參照架構）不同文化的態度。Deardorff 的內在結果所指的族群相對

主義，應接近 Bennett 理論中的最後三個階段。 

外在結果則是態度、知識和技能等三種能力，以及上述內在結果，

綜合展現在外在可見的成果，是指在跨文化的情境中，能有效且適宜地

表現與進行溝通。所謂的「有效」，是可由行為者判斷的，而「適宜」

則是由別人來判斷的，因為所謂的適宜是涉及對該文化敏感度及遵循該

文化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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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文化能力教學 

Deardorff 的理論除了提供一個基本的跨文化能力發展和分析架

構，也提出教學層面應用之建議（Deardorff, 2006, 2008; Deardorff  & 

Edwards, 2013）：第一，架構中各能力的定義較為寬廣，應用於教學時，

可依各自的教學情境，作出更明確或適宜的標準；第二，在跨文化互動

前應作好充足教學準備，引導學生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溝通方式和

社會歷史脈絡，以及這些脈絡和實際互動之間的關聯；第三，跨文化能

力應透過實際面對面與不同文化群體接觸來涵養，且要有較長的接觸時

間和較佳的接觸品質，以讓學生能真誠地投入跨文化互動；第四，跨文

化能力應被視為長期且不斷循環的發展歷程，意即應了解學生是如何獲

得上述三種跨文化能力，以及實際展現出的跨文化能力行為；第五，教

學中應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以破除文化脈絡中

潛在的刻板印象和我族中心主義，避免不適當的互動表現。 

Deardorff 雖重視批判性反思及教學之重要性，但仍側重在理論層面

的建構，因此許多跨文化教學實踐研究，多會對此主題作進一步的討

論。如國內學者黃文定（2015b）指出，Deardorff 在應用上特別強調以

態度面向作為能力發展之基礎，因此學生跨文化能力的養成首重正向態

度的培養。而其循環性亦提醒教育工作者，學生在實際交流過程中的覺

知、詮釋以及感受，會影響其跨文化互動，因此教師應引導學生對交流

活動進行反思，除了肯定學生的正面經驗，還應引導學生從負面經驗中

獲得學習與成長。 

跨文化的互動，雖是激發對話與創意的良好機會，但若缺乏跨文化

能力，這樣的互動也可能導致誤解與互動關係的瓦解（Jokikokko, 2010）。

Deardorff 理論中所重視的開放性、深度理解、參照架構的轉換等能力的

培養，背後都需要具有對文化差異敏感的覺知能力或批判反省能力。因

此相關研究都強調教學上應引導學生於實際現場或田野，在自我文化和

異文化的脈絡中反思與學習（孟昭昶、賴毓潔，2010；Byram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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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dorff  & Edwards, 2013; Dietrich & Ralph, 1995; McAllister, Whiteford, 

Hill, Thomas, & Fitzgerald, 2006）。 

且如本文前言所提，當跨文化能力運用於國內不同族群間的理解與

交流時，強調主流族群更需要了解不同文化，這是因為即使社會原本就

具有文化多樣性，但當主流族群人口比例遠高於少數族群時，常理所當

然地忽略或刻板化弱勢族群文化。而研究者也發現，針對大學師資生的

跨文化能力教學研究，因為重視教學歷程，所以對於在教學歷程中應該

如何進行批判性反思，以及如何建立學生的內在信念及價值觀，都有較

完整的討論，適合作為本研究之參考。如 Sandell 與 Tupy（2015）發現，

學生一開始其實仍是抱持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間沒有那麼多

差異，高估自己的跨文化能力。透過跨文化理解課程，提供跨文化經驗，

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族群的人士接觸，學生開始發現文化間的差異，也

對差異抱持正面的態度，並能由不同文化中獲得新的學習。Rissanen 等

人（2016）則以學生自我省思札記的方式，以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在教學

現場不同文化的世界觀與自身文化間的異同，並針對關鍵事件進行對

話。研究發現長期的批判反思，確實有助於學生逐漸發展出跨文化能力

和敏感度，真正理解與珍視文化多樣性。因此 Jokikokko（2010）的研究

指出，跨文化能力不僅只是特定的能力或知識，更是對人、生命以及多

元差異的一種倫理觀點，它會引導人在跨文化情境中思考、行為和表

現。人的背景和經驗會影響跨文化學習，特別是情感面向的經驗。從上

述研究可發現，對國內不同族群的跨文化研究，重視引導學生看到差

異、理解差異、學習差異，並在自身與不同文化中不斷進行批判性反思，

進而轉化個人內在參照架構，以及展現出 Deardorff 理論中跨文化能力

的外在結果。 

綜合上述的研究，研究者認為 Deardorff 理論中的態度、知識、技

能三要素，近似教育中慣用的情意、認知、技能三種目標，而且對要素

內容有很清楚的說明，有助於教學目標的設定與評量。而且各要素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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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高層次或深度的展現，可以結合批判的觀點運用於教學之中。是以本

文將運用此理論模式，作為跨文化能力涵養的分析基本架構，並輔以批

判性反思的觀點與學生進行討論。而在研究方法上，則以長期進行，實

際參與部落活動，來創造真實的跨文化交流經驗。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場域：卑南族除草祭 

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認知世界的方法，透過各族的祖訓、社會

組織、狩獵漁撈、禁忌、祭儀、樂舞等具體實踐並傳承（傅麗玉，1999）。

以目前仍在舉行的祭儀作為跨文化主題，可讓非原住民學生同時接觸到

物質、制度與精神等傳統文化的三個方面。卑南族除草祭是以女性為主

要參與者的重要祭儀，不論在原住民族或漢族都非常少見。過去卑南族

在以小米為主食的年代，卑南族女性會加入 misahur（婦女除草團）組織，

從事小米除草、換工與完工後參加 mugamut（除草完工慶）的習俗。misahur

卑南語原意為團結、聚集、有精神之意，每年二、三月間，是小米除草

疏苗工作進行的階段，由婦女結伴輪流至各家田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農

事勞動，在過程中，少女和母親、姐姐及女性親友，學習農作、家事、

古謠、樂舞、文化典故、敬老和團結等文化知識和德性。而男性為感念

女性付出和辛勞，也必須負責炊事，準備禮物贈送參與女性。最後大家

在歌謠中回憶朝夕共處同甘共苦，也感謝和懷念長者，在感恩中結束活

動。此習俗對傳統卑南女性的族群認同及文化學習，有重要的影響，是

女性成長及社會化的養成機制。但 1940 年代農作由小米轉為水田耕作，

除草祭也漸漸式微。直至 1980 年代原住民文化復振活動影響下，開始恢

復舉辦此活動，並將 misahur 的歌謠和精神，傳給年輕一代的族人。因

此它已從傳統農事活動，轉化為對族群儀式活動與精神內涵的行動與再

造。特別是當男性因工作外流，常是由女性敦促和帶領部落重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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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是社會文化急速變遷情境下的傳統文化守護者，對部落文化重建扮

演重要的功能（陳文德，2010；曾麗芬，2010；董恕明，2012）。 

從批判的原住民女性主義理論（critical indigenous feminism）來思

考，此理論強調從女性的觀點來定義部落、家庭與個人生活。這樣的女

性主義觀點，是可由原住民本身的文化中探尋。因為許多原住民族社會

結構是平等主義式，強調集體參與，女性在宗教、政治和經濟上都有一

定權力，或是擁有決定生活重要事務的權力，或是作為文化的核心人

物。男女或有不同的角色，但角色的重要性在部落中是相等的

（Lajimodiere, 2013; Sinevaara-Niskanen, 2010; Smith & Kauanui, 2008）。而

傳統卑南族的社會即具備上述特色。基於上述除草祭在族群和性別文化

的獨特意義，故適合作為非原住民族學生體驗跨文化經驗的主題。 

二、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是為了改進自身的實務，增進對這些實務的了解，以及解

釋實際發生情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而自我反省探究的一種研究形式。

在過程中重視平等參與和相互合作，接近教學的實際狀況（林素卿，

2003；潘世尊，2000；Carr & Kemmis, 1986）。而本研究之行動出發點，

即是希望解決學生跨文化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透過開設互動電子繪本

製作工作坊，來涵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 

考量兼顧學生數位技術能力學習、文化內容學習與授課時間等因

素，本研究以本系「書刊編輯與製作」課程之課後工作坊方式進行，但

不涉及本門課成績。工作坊於 2017 年 1 月開始，10 月底結束，希望以

較長的時間，來涵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引導學生在理論、田野及作品

之間，不斷進行批判性反思，以達到作品的深度和精緻度。 

關於電子繪本發展流程，參考姚如芬（2013）的原住民教材發展歷

程，分為「準備與規劃」、「探尋與理解」、「選材與設計」、「討論與修訂」、

及「實踐與反省」等五個階段。各階段主要任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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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與規劃」階段（1 月至 2 月）：徵詢部落耆老同意本團

隊參與除草祭，蒐集除草祭相關文獻資料。（二）「探尋與理解」階段（2

月至 4 月）：定期進行文獻討論，參與除草完工慶，以更深入理解部落

和除草團歷史沿革與文化脈絡。（三）「選材與設計」階段（4 月至 7 月）：

創作繪本故事、美術設計及製作互動內容。（四）「討論與修訂」階段（5

月至 9 月）：邀請 2 位數位媒體專家教師及 2 位卑南族文化專家，在製

作前、中、後時期皆持續提供修正意見。（五）「實踐與反省」階段（8

月至 10 月）：了解參與學生對族群及性別文化的觀點，分析其跨文化能

力之發展狀況。 

本次有 4 位大三女學生加入，她們皆為居住在臺灣西部的非原住

民，過去對原住民族文化並沒有太多了解，但因來到臺東這個多元文化

的環境，因此希望透過此工作坊，能認識在地原住民族文化，並增進互

動電子繪本技術。之所以邀請大三的學生，是因為已學習過平面設計和

互動媒體設計技術，具有基礎的互動電子繪本製作能力；而選擇女生，

是因為除草祭本來即為女性專屬的祭儀。 

而蒐集資料的方式，包括： 

（一）學生焦點團體錄音訪談：共 3 次，時間為研究的前（1 月 9

日）、中（3 月 23 日）、後（10 月 19 日）期，目的在從學生的觀點，了

解其跨文化能力發展歷程與成果。第一次是在開始研究前，了解學生對

原住民族文化及跨文化的態度和知識；第二次為閱讀主要文獻及參與除

草祭後，了解學生對此祭儀文化的態度、知識及技能，並引導其與自身

文化對照，進行批判性反思；第三次為繪本完成後，了解她們對自己跨

文化能力發展狀況的評估及反思。 

（二）討論過程紀錄：平均每兩週一次討論。從這些歷程的紀錄，

可了解學生對文獻、繪本內容及製作技術上所面臨的問題，並從學生的

提問中，引導其進行跨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三）學生互動電子繪本作品：包括整個設計歷程草稿及最後成



 
 
張如慧 大學生跨文化能力涵養之研究──以卑南族除草祭互動電子繪本製作歷程為例 51 

 

品，可了解學生能否能運用跨文化能力，掌握文化內容，展現在作品上。 

（四）研究者的參與觀察紀錄：針對學生在部落活動參與及每次的

討論狀況，研究者撰寫參與觀察筆記，一方面紀錄學生的表現，另一方

面也作為研究者本身反思的工具。 

資料編碼符號第一碼是資料類型，I 代表訪談，D 代表討論過程紀

錄，B 代表繪本作品，O 代表參與觀察札記；若有第二碼則是學生代號；

最後是日期。逐字稿皆請受訪者過目，並以上述多種資料來源進行三角

檢證。上述內容分析架構即是依據 Deardorff 跨文化理論，以態度、知

識和理解、技能作為主類目，其下能力作為次類目。而理論中內在和外

在結果，則是根據上述三類目，進行統整分析和討論。分析過程亦邀請

1 位相關領域學者共同檢核編碼適切性。最後，在研究倫理部分，研究

在通過正式倫理審查後開始，依程序徵詢部落友人及耆老同意參與除草

祭及提供文化諮詢，並將完成之作品及除草祭的影像紀錄，提供給部落

免費使用，感謝部落提供我們學習的機會。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態度層面 

（一）尊重 

尊重是指珍視其他文化及文化多樣性。在參加工作坊之前，學生已

具備基本的尊重不同文化之態度，只是這些陳述仍較表象，或近似一種

政治正確的說法，例如：「不同的文化，才會讓大家學習到很多」

（IY20170109）、「在一個土地上很多種族群，學習就是交流，學習怎麼

互相相處，好好相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IJ20170109）。但在參與除

草完工慶後，明顯深化了尊重的態度，一方面是感受到原住民「可能他

們認知現在已經是少數，所以會非常迫切要把這件事情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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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20170323）。對原住民致力於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感到相當感動與敬

佩： 

mumu（女性長輩）們很認真在教導比較年輕一點的女孩子，大家在唱

歌謠的時候，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就是很想要，非常迫切想要趕

快把古謠這種唱法，以及比較細的歌詞教導給下一代。她很認真在教

她們，其實會覺得有點感動，因為覺得文化就是需要有這樣的人來教，

最後她們也會傳承。（IJ20170323） 

另一方面是，有了接觸與體驗到不同文化的良好經驗，學生非常肯

定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因為不同文化交流接觸後，讓人更理解尊重與

包容，也讓臺灣的文化更豐富有趣： 

在臺灣的話，我覺得一定要有多元性，不同的族群要互相接觸，才會

知道說所謂的尊重，尊重和包容是什麼意思。因為如果大家都是一樣

的，你不會對這兩個詞彙有太多的理解。（IJ20171019） 

臺灣社會文化多樣性存在是必須的，因為一塊土地上要有很多不同的

文化、不同的人，這樣子才會顯得很豐富、很有趣。（IY20171019） 

（二）開放性、好奇心與探索 

開放性是指願意學習不同文化且不加以預設，而好奇心與探索，則

是抱持上述開放心態，去探索不同文化，兩者是相互關聯的（Deardorff  

& Edwards, 2013）。如檳榔和酒是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亦常

被污名化。但在除草祭後，學生對這兩項物品展現學習的開放性，並且

有了不同的理解，因為她們看到在除穢儀式中，使用檳榔代替過去兩年

每一位往生者的靈魂，在整個儀式中，全場虔誠靜默，女性巫師平緩的

語調，彷彿訴說著對先人的思念與追憶，因此，它是個神聖的物品

（O20170317）。而在日常生活中，檳榔又是人際之間交流，表示歡迎的

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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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在吃檳榔，就可能會在吃飯前，或者是大家剛來的時候，他們

會去發送檳榔……，就真的是一個非常歡迎你來，然後我就送一顆檳

榔給你，來當作就是交友的。（IJ20170323） 

而好奇心和探索也展現在飲酒行為上，她們發現喝酒也是種表示友

誼的方式：「會喝酒才可以交朋友，我們一起喝下這杯酒，等於建立了

友誼」（IH20170323）。當學生了解這些活動或物品在文化及社交上的意

義後，即使她們平時甚少飲酒，也樂意接下酒杯向部落的姐姐們敬酒，

甚至第一次嘗試吃檳榔，學習怎麼吐檳榔汁，不要吞下去，然後笑著皺

眉又跳又叫：「好辣啊！」一群人笑成一團，也自然和部落的朋友打成

一片（O20170317）。 

從上述在態度面向各能力的討論可發現，學生珍視原住民文化及肯

定臺灣社會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也以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像檳榔與酒這

類未曾接觸過的物品，探索其文化上的意義。因此學生的確發展出態度

層面的尊重、開放性及好奇心與探索等三項能力。 

二、知識與理解層面  

（一）特定文化知識 

特定文化知識是指與特定文化有關的知識，在本研究中即是與卑南

族除草祭有關的知識。學生過去生活在西部，來臺東之前，其實只認識

教科書中的原住民族，對卑南族僅約略知道有石板棺或玉器等文物，甚

至在來臺東以前，還以為原住民像電視上一樣住在石板屋（IY20170109; 

IJ20170109）。因此，工作坊需充實學生有關卑南族的文化知識，引導她

們大量閱讀卑南族除草祭的相關文獻以及影像，在過程中她們發現許多

內容流程、服飾和拼音方式等皆有所歧異，於是學生先分析及統整相關

文獻資料，例如要精準畫出人物服飾，就要「先查資料，然後就是很認

真在查他們衣服上面到底有哪些東西」（IH20171019），之後再與田野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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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見印證及修正，並向卑南族文化專家請益。 

而繪本設定對象是供小學生閱讀，因而在討論後設定由孩子的視角

來帶出除草祭的內容。但在還沒有真正進入田野前，學生早期寫的腳本

大綱仍充滿動漫式的想像，無法反映出卑南族文化的特色，例如，以魔

法項鍊作為故事中重要的傳統象徵，但是項鍊並非卑南族的重要文化表

徵；或是以大人和小孩一問一答來解說除草祭，可是實際上除草祭在許

多流程中要保持靜默，孩子是以觀察、模仿與實作的方式來學習

（B20170223; D20170223）。直到參與除草完工慶後，對文獻中的傳統知

識，才發展出較深度的了解和感受： 

光看文獻還不會很了解，那是一個很表象的東西，你就覺得，他們可

能就是在賽跑，還是搬荖藤，感受沒有那麼強烈，但是真的去參加之

後，你會被他們的情緒，或者是那種氣氛感染。（IY20170330） 

繪本描繪一位女孩參與除草完工慶的過程，共有 27 個主要頁面，

描繪報信息、疏苗、除穢、賽跑、分享荖藤、跳慶賀舞、吟唱古調、共

享午餐、獻花挑水等重要活動。她們畫出族人在協力勤奮工作中，展現

與小米、音樂、舞蹈有關的傳統知識，並在每個頁面都作了具有學習意

義的互動設計。例如，在小女孩著衣的頁面，因為她們曾有不知如何穿

工作服的經驗，所以設計讓讀者挑選工作服和傳統服的遊戲，讓讀者了

解兩種服飾的特色；在除草的頁面，因為她們在實際田野工作中，學會

了分辨小米苗與雜草的知識，所以繪本中即設計了區辨兩者的小遊戲，

讓讀者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學習傳統農事知識。全書背景音樂都是在現

場採集的傳統歌謠，將歌謠內容與相對應的活動結合（B20170406）。因

此從學生的作品來看，的確可以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識。 

（二）深度文化知識 

深度文化知識是了解文化的脈絡、影響和世界觀。透過除草祭，學

生了解除草祭儀式背後對團結與性別關係的觀點。在團結的部分，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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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祭典的過程中，感覺到他們還蠻重視大家一起行動，團隊合

作這部分」（IY20171019）。學生很肯定文化中的這種凝聚力： 

欣賞他們部落的那種凝聚力，一開始有人領頭，然後叫整個部落一起

參與這個活動後，大家也都很盡心盡力的去做這件事。（IT20170323） 

甚至學生也進一步發現，凝聚和團結的精神，是超越生死的。因為

除穢的儀式中以檳榔代替往生者靈魂，目的在撫慰喪家，學生感動地說

「這樣會讓他們更像是一個很緊密的群體，……藉由這個儀式更靠近的

感覺」（IH20170323）。  

在性別關係部分，了解卑南族有別於父系社會的性別關係，因此學

生一開始先將故事主角設定為女孩（B20170223; D20170223）。待參加祭

儀後，這些長期在父系社會生長的非原住民學生，真實地感受到性別權

力關係的衝擊，開始試圖由性別平等的概念切入，將女性主導祭儀，男

性協助搬運荖藤和烹飪等協助的過程，畫入繪本之中，呈現卑南族分工

但平等的性別觀： 

男生會為女生準備飯菜什麼的，我就覺得還蠻感動的吧，他們很尊重

女性，然後覺得這個會給人很和諧的感覺。（IT20170323） 

男生要煮飯，他們很早就開始準備，……男生是真的等到女生全部就

緒，然後開始吃飯以後。他們就是要把這些事情用完以後，才能去吃

他們的。可以明顯感受到就是除草祭這個活動，真的是為女性辦的。

（IH20170323） 

因此，透過閱讀、體驗，與討論反思，學生可大致掌握卑南族在團

結及性別部分的深度文化知識，並將文化活動背後的精神，轉化與再現

於繪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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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的自我覺察 

上述的知識理解，是否能進一步涵養出自我覺察能力，即了解文化

會影響人的認同與世界觀呢？文化的自我覺察必須從對自己文化內涵

的認識與特性辨識開始，才能覺察母文化對自己行為模式、價值觀與身

分認同的影響（黃文定，2015b）。本研究中在族群部分，學生察覺到自

己族群的社會關係不若原住民族社會緊密： 

我們的族群你會覺得說好像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到像他們這麼的

緊密。……可是像他們不一樣，他們都會知道說，他們族裡面的誰誰

誰可能最近發生什麼事情，……會覺得他們之間的互動非常非常像一

個大家族，比較緊密。所以他們辦這個活動，即便說來的人可能比我

所預想的還要少，可是你會覺得他們一群人瘋起來根本就是一個家族

在過年一樣，超級 high的。（IJ20170323） 

另外，在性別經驗上，學生看到部落男性「是真的很開心，完全是

樂意去煮那一頓飯的感覺」（IH20171019）。也反思在主流社會中，即使

性別已較為平等，但她們在家事分工及日常生活中，仍會感到不公平，

特別是當女生成為領導者時，這類不友善的言論仍是真實的存在著： 

女性在發聲的時候，會聽到有一些男性說，喔，你是女權主義高漲

啊，……他們在說我們女性，就是很像想要出頭那種感覺，聽起來不

是很舒服。（IY20171019） 

因此這次的體驗也促使她們反思主流父系社會對女性不公平的對

待： 

我們漢人的社會確實真的是以男生為主，包含工作，還有在會議啊，

或是一些需要公開露臉的地方，女生通常都是比較卑微的，比較像是

男人附帶的一個角色。……因為我們平常在漢人的社會裡面，已經習

慣那個狀態了，所以其實也不太會去想那麼多，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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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應該要以女生為重這件事情，這次看到卑南族他們的除草祭活動

才會去反思。（IJ20171019） 

上述說明顯示，學生可察覺到自身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不同之處，也

能回到自身生命經驗，批判反思主流社會的社會和性別關係，但這種覺

察若要達到 Deardorff 理論中能了解文化會影響人的認同與世界觀的標

準，似仍嫌不足。畢竟世界觀是個複雜的概念，它是指個體在生活的文

化和互動下，對周遭事務的詮釋、看法與反應所形成的一套自成邏輯的

心智架構（傅麗玉，1999）。因此它屬於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並不易達

成，是以在一些基於 Deardorff 對大學生的實徵研究中（孟昭昶、賴毓

潔，2010），亦未將世界觀列入必備之能力。 

總結在知識面向的跨文化能力，本研究發現製作文化繪本，必須能

正確掌握特定文化知識內容，以及透過自我覺察，理解其深層的精神和

意義。劉美慧與洪麗卿（2018）對《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的分析指出，

教科書詮釋仍偏本土我族中心取向，多以漢文化為主。而這樣的結果也

反映在本研究的學生身上，她們一開始僅限於根據教科書所學的有限內

容來了解原住民族，在故事撰寫上也無法彰顯卑南族特色。但透過知識

性的體驗活動配合繪本的創作，對卑南族團結及性別分工但平等的文

化，有了更多的理解，也深化了繪本的文化內涵。因此學生發展出知識

層面的特定文化知識，及部分的深度文化知識，但在文化的自我覺察能

力仍無法完整發展出來。另外，Deardorff 在此層面中還有一項社會語言

學的覺察能力，因為語言學習需要更長時間，加上族內一些活動及互

動，仍是以漢語進行，故並未發展本項能力。 

三、技能層面 

（一）傾聽、觀察 

傾聽和觀察是進入陌生文化最基本的技能。在傾聽方面，雖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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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位卑南族的姐姐引介下參與除草祭，但進到了部落，面對一群不

認識的人，一開始仍是要仔細聆聽姐姐的指示，展現出適宜的行為。例

如姐姐告訴她們，進部落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招呼，尊敬長輩，因此她們

只要見到長輩就會主動叫 mumu，聆聽指示跟著勞動（O20170316）。有

時有聽不懂的話，「就問姐姐說，可能就是這一句話什麼意思？或是為

什麼要這樣子？然後姐姐會跟我們解答」（IY20170330），因此她們也獲

得部落的好感和接納。 

在觀察方面，她們過去從未接觸過除草疏苗，因此要如何拿刀除

草，分辨小米和雜草，都必須仔細觀察長輩示範（O20170317）。此外，

有些細微的互動也要更好的跨文化觀察能力，例如，在除穢儀式後半

部，長輩要走一段較長的路，因此前輩要她們幫忙送飲料給長輩，但當

她們拿過去時，卻發現「mumu 們就一臉疑惑的看著我，我就說這是水，

她們卻沒有要拿的意思」（IJ20170330），這時她看到長輩每個人手上都

開心的拿著一杯酒，才發現酒才是長輩要的飲料。 

（二）詮釋、分析、評價、連結 

基於之前的傾聽和觀察能力，也讓她們能正確詮釋不熟悉的情境。

例如，一早到部落，族人們很自然熱情地邀請大家一起吃早餐，一開始

她們無法判斷這是否是客套話，不知該不該坐下用餐，但透過對現場互

動氛圍的觀察和感受，將它詮釋為真誠的邀請：「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們

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吃飯，……他們是會主動先來靠近你，……真的去

參加的時候，你才會知道喔」（IJ20170323）。  

卑南族文化重視尊重長輩，但長輩態度又非常友善，學生透過分析

能力發現，這份尊敬中蘊含較平等友善的權力關係： 

雖然會抱持著尊敬的感覺，可是他們可能常常都會開一些玩笑，會讓

你覺得說，他們跟你好像真的是那種平輩關係，你就會覺得很像好朋

友這樣，不像是我們在漢人社會裡面，大家都會說你對比你年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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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有一定的尊敬。……就是那種敬畏的心會比較減少一點。

（IJ20170323） 

透過上述分析，她們更了解這種較平等友善的關係，並給予正面的

評價。這也讓學生樂意聆聽長輩及姐姐們的指導，跟著一起工作與勞

動，即使臨時被安排整理場地的任務，忙了整個下午，她們也都很努力

且樂意去達成（O20170317）。 

她們也將這種人際關係，與自身文化連結比較，發現卑南族文化較

為直接，但漢族文化則較為委婉： 

他們都會以很直接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情感，就是不會那麼拘謹，然後

就是會共同分享他們喜歡的東西，……會覺得就是他們比較敢把他們

的想法，直接明白的表現出來吧，然後我會覺得我們這邊的感覺會比

較委婉。（IT20170323） 

即使事先閱讀過許多有關卑南族除草祭的文獻知識，但真實互動

中，須能運用傾聽、觀察、評價、分析、詮釋與連結等跨文化能力來調

整與交流。而這部分技能對有基本良好態度的大學生而言並不困難，皆

可順利達成。 

四、內在結果 

內在結果是統整上述三面向的能力，形成具有適應力、彈性、族群

相對主義觀點以及同理心等特色的個人內在參照架構。 

 （一）適應力與彈性 

適應是能適應新環境和不同溝通方式，彈性是指能夠使用適宜的方

式且具彈性。這幾個學生本來個性都是較為內斂，不太公開表達自己的

意見，也自承：「像上課啊，我們也不太會說舉手發言還是什麼，我們

就不太喜歡表現自己吧」（IY20171019）。看著她們一開始雖然有所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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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豫，也常望著研究者不知所措，企圖尋求協助（O20170316），但是在

族人熱情感染下，她們發現「其實放開一點，大家都會更快樂。所以我

覺 得 跟 他 們 相 處 ， 會 讓 我 們 拋 開 平 常 在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束 縛 」

（IY20171019）。因此在過程中她們彈性調整過去較內斂的溝通方式，以

較直接熱情的方式來回應族人，也喜歡自己這樣的調整和改變，是以符

合適應和彈性的特性。 

（二）族群相對主義觀點與同理心 

族群相對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們如何看待文化差異。學生雖

然一開始知道原住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不同，但參與後才反思到原來自

己開始時僅是表面上知道有差異，但內心其實仍是認為同多於異，直到

參與後才真正理解族群文化差異的內涵。例如，在前述看到原住民族熱

情好客、家族間緊密的連結，以及重視文化保存等優點，她們對這樣的

文化不僅持正面態度，更認為這是自身文化所缺少的： 

即便知道說要去參加原住民的活動，就是會知道原住民跟漢人不一

樣，可是有時候還是會覺得說，現在這個世代應該大家都差不多。然

後是真的去參加後，你才會真的發現說，喔，真的是即便說你現在生

活是一樣的，但是那個性格上真的會很不一樣，就其實還是會常有一

些我們比較缺少的東西。比如剛剛說的那個熱情，……要真正的去人

跟人之間接觸，你才會有所理解說，他們大家所說的那個好客，以及

那個熱情，是怎麼樣的一個呈現方式。（IJ20170323） 

所以在跨文化經驗中體驗到其他族群的優點，也引發反思自己對自

身文化傳承的漠視，認為自己也應該要回頭多關注自己的文化： 

對比漢人族群的話，平常就是只有廟宇才有這種活動，而且不會像他

們就是大家過去參加，……可是原住民他們的活動，他們自己會認知

說我們現在已經是少數，所以他們就會非常迫切說，我要把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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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下去。（IH20170323）  

因為你看別人已經那麼認真的在保存這件事情，結果你卻對自己的文

化一點感覺都沒有。……應該是你要先去保存自己的東西，你才有資

格再去多保存一點其他人的文化。（IJ20171019） 

這樣的反思，也讓她們更肯定這次跨文化經驗開展自身視野： 

會增加自己的視野啦，因為通常不會有這種機會去接觸一個跟你不同

族群的群體的生活，去看了後是增加我們腦袋的深度，……當別人談

論到相關的事情，你會有更深刻的感受。（IY20171019） 

從上述學生批判性的反思發現，在跨文化互動前，是比較接近

Bennett（1993）理論中的忽略階段，即認為文化相似性大於差異，仍以

自己所屬文化的觀點為主。但在工作坊結束時，她們不僅接受文化差異

（接受階段），已對文化差異持正面態度（適應階段），甚至學習原住民

文化中的優點，改變自己部分的互動和認知方式，成為自己內在的參照

架構的一部分，顯示應進入了初步的統整階段，因此確實展現了族群相

對主義的特色。 

然而在同理心部分，從人類學觀點來看，它不只是理解他人觀點，

還要感同身受，化為實際共同行動（郭佩宜，2014）。這對學生來說，僅

能做到理解的部分，這可能是受限於學系較重視實作的性質，以及除草

祭活動強調團結合作與歡慶，而非族群衝突的議題，因此也可能限制了

學生無法由更高層次的觀點或感受來深化同理心的發展。 

根據上述討論，學生的內在參照架構，展現了適應力、彈性、族群

相對主義等特色，但在同理心的發展仍尚未完整。廉兮（2013）引用黑

人女性主義理論，將婦女視為社會行動者的關鍵因素，指出臺灣原住民

女性也如同黑人婦女，將她們團結的情誼，轉化為公共的社會行動力

量，因此部落的母親們是生命的守護者及教育者。雖然研究者試圖和大

學生討論上述概念，受限於主題和時間，同理心在行動的部分，尚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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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她們的內在參照架構中。 

五、外在結果 

外在結果是指在跨文化的情境中，能有效且適宜地表現與進行溝

通，而回顧整個歷程，學生的確展現良好的外在結果。剛開始進入現場，

學生由本來主流社會中多數，變成卑南族社會中的少數漢人，學生自承

其實是非常害怕的，也坦承覺得自己就是「外來的人」（IJ20171019）。

而讓她們有信心以少數族群身分去加入群體，要感謝長輩們沒有把她們

當成外人，而是真誠的把她們當部落的孩子看待，嚴格地教導她們，讓

她們也願意回報以認真的學習： 

她們就是真的把妳當作族裡面的小朋友，然後要教你這件事情，不會

說看你是外面的學生之類的，就馬虎的過去了。（IH20171019） 

雖然太陽下除草是辛苦的體力勞動，但是所有學生都用「快樂」來

描述這樣的體力勞力經驗，這是因為她們感受到除草祭相互協助，朝向

共同目標一起工作的氛圍，到最後覺得真的成為部落的一份子： 

一起去除草，相處下來，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可怕，

因為你只要站在那裡，人家就會很熱心來告訴你說，你現在可能可以

去幹嘛，或者是可以去拿個椅子、拿個刀、鋤刀之類的，你就會覺得

他們想要邀請你一起來跟他們參與這一件事情，……然後我覺得整體

相處下來，就是非常快樂的。（IJ20171019） 

我們去除草的時候不是都會喊隊呼，我們就會喊呼呼呼，然後他們會

（敲鐵鐘）噹噹噹，就會覺得跟他們合為一體的感覺，就是成為他們

的一份子。（IT20171019） 

因此情感面向的經驗，對跨文化能力的涵養非常重要（Jokikokko, 

2010）。本研究學生在跨文化情境中真誠的交流經驗，不僅強化了她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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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的尊重態度、文化知識及交流技能，也反映在她們作品的表現

上。她們將繪本主角以當初引導她們進部落的姐姐 Senten 為名，表示對

她的謝意和敬意，而且為了讓繪本更精緻有趣，她們也願意持續向老師

學習請教，主動挑戰之前在課堂上未學過的互動技術及美術表現技巧，

因而「提昇了自己在軟體上的一些技術層面」（IT20171019），增進自己

的數位媒體專業能力。她們在這件作品中表現出的用心及成果，甚至高

於她們在其他課堂中作品的表現，因此研究者曾在討論中向她們提出這

個疑問，獲得的回應是，因為親自參與，獲得了很多深刻的經驗，而且

也希望將好的作品，呈現給部落的族人（D20171030）。Deardorff（2006）

指出，跨文化能力發展是持續進行的歷程，而非一次性的成果，其成果

的評量需要較長時間，而不是只測量一兩個時間點。從這觀點來看，以

長期且深入方式來涵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不僅反映在本次作品中，還

延伸到她們之後作品數位內容的選擇和呈現。因為學生陸續在後續的畢

業製作及一些其他課程的數位媒體創作中，都選擇與原住民族文化相關

的主題，而且還主動結合其他課程，拉進原本不在計畫中的同學，為部

落做了影像紀錄，連同互動電子繪本，一起回饋給部落。可見跨文化能

力的涵養，精進了她們的數位技術，也拓展了她們在數位內容上的廣度

與深度，以及對不同族群文化的尊重與了解。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 Deardorff 跨文化能力理論，透過參與卑南族除草祭涵

養數位媒體學系大學生跨文化能力，並運用於互動電子繪本製作。研究

結論如下： 

一、大學生可習得大部分的跨文化能力，並有效且適宜地與卑南族

人交流互動與學習除草祭文化。在態度和技能層面能力皆順利習得，在

外在結果上也可適宜地進行跨文化互動。但在知識層面，有兩項能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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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成，一是文化的自我察覺能力，因為它不僅要了解文化，還要能了

解文化會影響人的認同與世界觀，屬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本次尚無法

達成；另一是社會語言學的覺察能力，因受限語言學習的時間不足，以

及活動仍大部分以漢語進行，故並未達成。另外，在內在結果部分，同

理心尚無法發展到感同身受以及行動力量，故亦未完整習得。 

二、跨文化能力不是僅靠面對面接觸即會發生，而是需要較長的教

學和互動時間。這是因為交流初期，仍無法完全理解和掌握不同族群的

文化內容，故需要較長的教學時間，讓學生能消化跨文化內容，並協助

學生在理論與現場間進行批判性反思，以掌握文化深層內涵。 

三、在結合跨文化能力涵養與大學科系專業能力發展方面，學生能

運用跨文化能力，將成果展現在互動電子繪本創作，繪本中可清楚傳遞

出除草祭的流程及文化意涵，提升數位作品內容的文化深度。互動繪本

結合美術與互動技術，需熟練繪圖軟體及互動程式，對大學生來說製作

難度較高，常面臨技術學習上的挫折，但跨文化互動中獲得良好的情感

交流，促使學生更願意主動精進數位技術，以展現繪本的精緻度。而較

長的製作期，但也藉此可與學生在過程中不斷進行批判性反思，得以在

創作歷程中逐步深化跨文化能力，使跨文化能力涵養和專業發展，形成

正向的循環連結。而做好的互動繪本，提供給學校和社區，一方面彌補

原住民族民族教育教材不足的問題，平衡教科書詮釋偏主流族群我族中

心取向的現象，另一方面也透過教學達到和社區合作互惠的理想。 

四、在理論的應用上，Deardorff 理論清楚劃分各層面跨文化能力，

可清楚評量學生在態度、知識及技能等能力的發展，以及內在和外在結

果，相當適用於教學實踐層面。然理論上各能力雖有不同的定義，但人

在環境下的行為，常是有整體性和連續性的，每個行動常是不同的跨文

化能力融合而成的，因此當要將連續性的互動逐一切割為細項能力，以

檢證跨文化能力時，也會有較看不出完整歷程和脈絡的缺點。此外，其

理論仍是較認知取向，較忽略跨文化互動中，情意部分推動的力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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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研究中，學生與族人情感的互動和連結，是推動跨文化能力習得

的重要影響因素。 

最後，在教學實務建議方面，鑑於結合專業課程與跨文化能力涵養

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在進行跨文化能力融入式課程或教學活動時，最好

搭配整學期或整學年的課程，且專業課程中的數位技術難度要適宜，以

免學生因過高的困難度，而誤將跨文化互動視為耽誤專業學習時間，反

而會造成反效果。另外，在選擇跨文化情境時，最好能安排彼此協力或

合作的機會，讓學生得以與互動對象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配合教師引

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反思，較有利於涵養族群相對主義的跨文化敏感度。

而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研究者認為在奠定基礎的跨文化能力後，未來

進階的主題可選擇社會脈絡中存在的一些族群衝突，或與社會正義有關

的議題，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議題。因為這類衝突議題牽涉到不同群體

的利益，以及原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蔡政良，2015），在重大利益的衝

突例子中，才能真正考驗學習者的各種跨文化能力，以及揭露教科書中

未能反映真實社會中族群文化衝突的現象。 

 
本文之完成要感謝卑南族朋友們的接納與協助、參與學生們的用心學

習，以及審查委員的指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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