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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多元文化理論與媒體識讀基本理論介紹，進一步分析各類媒體對弱勢族群呈現的刻板印

象，來了解臺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族群、性別、階層等現象與問題。由於本身就身處在某個「文化」

的脈落之中，因此這個課程勢必要讓學生透過各式理論的學習，並選擇學生息息相關的媒體和正在生

活當中發生事件做為議題設定，讓學生透過理論分析察覺自身處在臺灣文化之中各種現象與問題，另

外通識教育課程某個程度就是跨領域的學習，使學生得以跳出自身脈落關心其他人事物。 

 

所以這門課程強調培養學生批判省思的能力，在多元文化觀點之下使學生檢視媒體中各種意識形

態和文化刻板印象以及其背後的各種權力關係。同時鼓勵學生觀察、分析自己接受媒體訊息內容的情

形與偏好。因為最終是想要讓學生透過分析與批判(甚至是某個程度的自我批判)，使學生得以學會對

多化文化的尊重與肯認，另一方面選擇媒體作為討論媒介，也是讓學生得以接受一般臺灣學生較少接

觸到的媒體識讀教育，並且最終透過讓學生對弱勢群體的了解研究，進而引發學生公民意識和關懷行

動，埋下建構理想公民社會的種子。 

 

在這樣需要理論與議題分析的課程當中，議題的設定與學生討論的參與變得相當重要，也相應設

相當多元的作業、討論、與閱讀評量甚至是同儕回饋和互評：一、出席暨參與課堂討論  (20%)： 

師生互動及同儕分享是課程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二、論討版參與運用  (15%)：同學需要在討論版中

上回答一次老師提出的問題或提出問題與心得；三、小組刻板印象分析與顛覆作品報告  (40%)  

小組作業將以  5‐6  人為單位進行台灣社會刻板印象案例分析與顛覆，成員們先決定有興趣研究的主

題，例如弱勢族群/群體(如原住民、國際移工、外籍配偶子女、身心障礙者等)，選擇分析媒體如何再

現或是探究調查大眾刻板印象，而後成員們將集思廣益地製作一個能顛覆刻板印象的作品。作品形式

不拘，音樂、繪畫、文宣小冊、相聲、報紙、廣告、戲劇、幻燈片或記錄片等方式呈現；四、個人閱

讀摘要與問題  (15%)；同學於當週上課前閱讀指定參考書目，並作  1‐2  頁的簡短摘要與提問；五、

參與顛覆作品評分回饋  (10%)全班修課同學將參與期末顛覆作品評分和意見回饋工作。 

 

在這樣多元的參與課程的方式，內容上從理論教材的選用到討論議題的設定，執行上從分組報告

的顛覆形式與同儕互評，以及課堂討論形式與課程教學助理在討論課程的配合，與激發學生參與的熱

情和回饋，都是這堂課能夠順利完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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