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團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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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影響

 Which group are you from?

 Which groups are your studen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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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差異

 人們當尊重他人及其所來自的背景

◦ 文化及族群差異

◦ 性別差異

◦ 社經背景差異

 團體內部

◦ 任何團體的內部，會有相當大的個體的變異性

◦ 兩個不同的團體，通常會有相當多的重疊或相似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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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及族群差異

 文化：某團體共有的規範、傳統、行為、
語言、和知覺

 重疊的文化團體的影響：兒童同時受種族、
社會階級、宗教、母語、性別及其他團體
的共同影響

 兒童在文化中吸收：如語言、信念、態度、
風俗習慣、食物偏好等

→有些特性對於學校學習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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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育對某種團體族群的偏好

◦ 學校環境反映了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

 例子：作文要好、語言要標準、要有國際觀

◦ 來自不同文化的兒童常處於不利的地位

 例如:哪些是弱勢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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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異之處舉例

 語言及方言：你會說國語嗎？

 個人空間（肢體距離）、眼神接觸

 發言或保持沉默
◦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提問、等候及打斷

 公開及私下的表現

 對嘲笑的看法

 時間觀念

 合作及競爭

 家庭關係及期望

 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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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常見的族群分類

 西班牙裔

 印地安人

 黑人

 亞裔

 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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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化差異

 成績表現：

◦ 前段班/前三名/資優生 vs.後段班/班後段/放牛班/

中輟生（電影《艋舺 / MONGA》）

 原住民《賽德克‧巴萊》五分鐘精華版

 偏鄉兒童 (100年特色中心 蘭嶼高中觀摩片-學校為什麼不

能是這個樣子呢？)

 新住民 (我就是為你留下來的)

 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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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DrNUI8bm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bH6i_u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_Oe_7aYf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_Yo07PiUEM


五分鐘討論

 在你過去的朋友中，是否有一些同學的學校
表現不太好，他們有哪一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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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更多元的教室環境-1

 理解自己文化的有色眼鏡

◦ 嘗試瞭解學生的不同背景

◦ 多看一下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寫的書

◦ 多與資深優良的老師談談

 將許多文化的價值觀、信念、及傳統納入課程，察
覺及避免刻板印象(stereotype)

◦ 文學課

◦ 社會課

◦ 歷史課：（光復高中生遊行扮納粹惹議）

◦ 時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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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Oq9-bPW0o


營造更多元的教室環境-2

 學生可能擁有多重的文化背景

 促進來自不同種族與族群的學生之間的良好互動

 將不同的文化帶進文化同質性高的教室

◦ 拜訪或參與服務育幼院、偏遠學校等

◦ 網路聯繫國外或其他文化

◦ 交換學生

 培養民主思維

◦ 強調尊嚴平等觀念及對於不同觀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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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差異—起源

 生物因素

 同儕行為

 自我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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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差異—類別

 體能活動及動作技能
◦ 男生好動與紀律問題

 認知及學術能力
◦ 男生視覺空間能力較強；女性有較多字彙及較快找到表達

想法的字詞

 學業動機
◦ 女生較擔心在校功課，也投入較多時間，也較可能拿到高

中及大學文憑。男性則較願意接受學業上的挑戰與冒險。

 自我感
◦ 小學高年級開始男生自我感較高，也傾向高估自己能力。

 人際行為及關係
◦ 例如：攻擊性

 教室行為
◦ 搗蛋與活躍

 事業抱負
◦ 男性較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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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

◦ 男生較不在乎被打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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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要美麗聰明
而且出眾？

---Odd girls out：揭開女孩間的隱性攻擊---



 Boys adrift：為何男生缺乏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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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s on the edge：為何女孩在
充實甜美外表下有空洞的心靈？



三、社經地位對學生成就的影響

 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 小鎮裡的農夫、工人、銀行家、醫生、
和教師的子女的教育方式會有不同?

◦ 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行為、期待和態
度的影響

 平均而言

 但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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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營養、醫療、示範、溝通、期待、
嘉許、要求、學習材料與機會、提供協助
◦ 預備狀態

◦ 在校學習

◦ 暑假期間

◦ 學習方式

◦ 高收入家庭給予多、期望高、壓力大、但可能
接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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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貧窮有關的學習不利因素

 營養不良且醫療照顧不足

 不適宜的住所且時常搬家

 接觸有毒物質

 不健康的社會環境

 情緒壓力

 背景知識不足

 家長較少參與學校活動及協助家庭作業

 學校素質較差

 低收入戶的家庭與學生
◦ 父母有很長的工時、甚至離家工作、但是收入不多，

學生的學習環境、資源、與協助不足
◦ 【兒福聯盟】2013 救救冏家庭_小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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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7K1zzk8IEY


 學校與社區

◦ 低收入社區的學校需要花許多精力及資源
來處理學業困難兒童，以致能投入正規教
育的資源有限

◦ 困境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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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898/4054441

觀察輟學原因，107學年中輟生以
個人因素占52.8%最高，主因生活
作息不正常所致，家庭因素占比超
過二成居次，影響因素則較多元，
主要與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及職
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等有關。
根據統計，107學年國中、小輟學
率以花蓮縣、台東縣及基隆市最高，
分別為0.45%、0.37%及0.29%。
相較於102學年，花蓮縣增加0.06

個百分點，台東縣及基隆市則略下
降。至於原住民國中小輟學率為
0.79%，相對較高，輟學人數為
502人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4054441


高中生中途離校狀況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人數 10055 10300 11008 10665 9765 17653 17486 17139

休學率 1.33 1.35 1.43 1.38 1.30 2.16 2.21 2.21

退學率 1.15 1.24 1.08 1.02 1.07 1.36 1.67 1.89

26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8-7/monograph/02.pdf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8-7/monograph/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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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506040047/%E5%BC%B1%E5%8B%A2%C3%97%E

5%BC%B1%E5%8B%A2%E7%9A%84%E7%84%A1%E9%99%90%E5%BE%AA%E7%92%B0%20%E5%B0%87%E6

%98%AF%E6%9C%AA%E4%BE%86%E5%8F%B0%E7%81%A3%E5%8D%B1%E6%A9%9F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506040047/%E5%BC%B1%E5%8B%A2%C3%97%E5%BC%B1%E5%8B%A2%E7%9A%84%E7%84%A1%E9%99%90%E5%BE%AA%E7%92%B0%20%E5%B0%87%E6%98%AF%E6%9C%AA%E4%BE%86%E5%8F%B0%E7%81%A3%E5%8D%B1%E6%A9%9F


 【教育篇】學校KPI為何讓少年們脫隊？
◦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zero-dropouts

 推力與吸力
◦ 臨床心理師駱郁芬曾在雙北的國中小和許多中輟生生接觸，她觀察，

多數中輟孩子來自高風險家庭，但是她也強調，家長入獄、家庭暴力、
涉及幫派等都不直接等於孩子會中輟。

◦ 從家庭失功能到中輟，孩子被逐步排除在「國民教育」系統外的軌跡，
通常很相似。

◦ 先是學校內出現「推力」，接而連三的挫折和孤單：考試成績差、不
寫功課；在以升學為主的學校，學業表現差通常會接著有人際上的挫
折：沒有朋友、找不到歸屬感。尤其國中正臨青春期，是尋找自我價
值與認同的重要階段，當家庭、學校沒有歸屬感，孩子就往外去找了。

◦ 如果剛好社區內有股「吸力」接應了這孤單，給了家庭與學校給不起
的歸屬感，孩子就中輟了。

 零中輟，幫助或是拒絕了他們？
◦ 為了讓學校可以正視中輟生需求，從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視學校

的「中輟率」，無論有沒有說出口，「零中輟」幾乎成為回應中輟生
困難的重要管考。

◦ 但是多數學校面對的現實是：只有管考、沒有資源。

◦ 「校長不可能讓自己學校有太多中輟案例。」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
直指，國中小的中輟生「黑數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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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韌性（resilience)

◦ 成為學生在學業上及情緒上可信賴的支持
者

◦ 以學生的成長為基礎

◦ 找出並提供學生所缺乏的，對順利學習很
重要的資源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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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劣勢的學生（at risk student)

◦定義

◦特徵

 長期功課不佳

 有情緒及行為問題

 常與低成就的同儕互動

 對學校缺乏心理上的依附

 越來越不參與學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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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入家庭兒童之低成就無法避免嗎？
◦ 早期與密集的介入方案：例如閱讀方案、

個別教導、家庭支持服務

◦ 班級人數減少

 對教師的啟示
◦ 教師的期望 (teacher’s expectations)

◦ 低成就學生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31



 學校輔導

1. 功能不能侷限在眼前出現的問題，注重學校、
家庭、社區的整體輔導與協助。

2. 學校輔導的設計應該是多元的，包括班級經營、
協助個人計畫、諮詢、諮商與轉介服務。

3. 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增進個人有效的生活技能。

4. 應從建構學生的因應能力入手，而非被動地滿
足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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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indonesian-ghosts-haunt-obama-1.5315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