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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化的歷程成長，會開始從與人接物學習到，便會知道性別之分，發

覺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男生/女生會有的行為表現、穿著打扮，而在國小男生女

生已經知道彼此間的不同，會想要與他人區分，妳是女生，你是男生，男生與

女生一起坐會畫線要對方不要超越這條線； 到青少年時期則為選擇與自己有共

同點的人，而形成自己的圈圈，不願與不同性質的人加入圈圈裡。 

    隨著年齡增長耳濡目染之下，也會常聽長輩對於特定的性別，或是特別種

族的會放大，他們曾認知/接觸對方，所表現出的「缺點」，有根深蒂固的刻板

印象，產生偏見，舉例而論，客家人小氣，原住民成天愛喝酒。當你還沒先認

識到對方時，很殘酷的不是不瞭解，而是對於對方的文化絲毫沒有興趣，你已

經對於此特定族群蓋棺論定，有了第一層的刻板印象，沒先判定是否為真的真

相，不願接納與此言論正向的事件...等於你直接判定他就是你所聽到、認知到

的樣貌。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不公平的，不被了解，就被貼上標籤，接著深化誤

解而到歧視... 

    學校教育要打破歧視的冰點與破除誤解，需讓學生實際上的感受與思考，

關切事情、深入其境，從中能思辯，並回顧自己是否都先將自己原有的認知，

檢視自己對於多元文化(族群)的態度，該如何修正與反思，人與人之間本來不

同，因為這樣的不同，我們才能學習如何尊重、接納對方的文化，雖然說過程

會有衝突或是文化上的邊界，但有這樣的多樣性文化，我們才能彼此認識對方

的文化，理解對方的文化脈絡，秉持著多一點了解，多一份諒解，少一些偏

見，少一分歧視，自己對於他人文化的了解，以及對於此的態度，需要不斷的

學習與調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