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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的兒童節，學校舉辦了「國際教育文化週」活動，每個班級負責的攤位

分別介紹了不同國家的傳統文化、代表建築、服飾以及特色飲食等等。 

在園遊會上，我們興奮地周遊列國，除了品嚐到世界各國道地的料理之外，

也認識了不同國家的國旗及地理位置，另外多元又豐富的闖關活動，讓我們對世

界各國有了初步的了解。 

    暑假期間，我們升上了高年級，除了重新編班外，班上也來了一位轉學生，

老師做家庭訪問時跟我們分享，班上這位轉學生的媽媽是印尼人；開學後，我們

又發現隔壁班也有一位轉學生，她的爸爸是美國人，這才驚覺到原來我們身邊就

有這麼多不同國籍的同學，仔細一看，他們的膚色與長相真的與我們有些差異，

也讓我們更想了解花蓮縣多元族群的生態。 

 

二、研究目的 

    (一)調查花蓮縣慈濟小學多元族群的人數比例。 

    (二)分析與比較慈濟小學低、中、高各年段多元族群的變化。 

    (三)花蓮縣多元族群的比較與分析。(分布、建築、禮俗、歷史、社會組織等)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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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調查花蓮縣慈濟小學多元族群的人數比例 

 

    (一)訪談轉學生 

    確定研究的主題後，每個組員各自想了許多問題要訪問不同族群的同學，最

後再挑選出幾個最具代表性的問題，設計出訪談表，並將訪談結果整理成下面的

(表 1)，接下來我們利用午休時間，先針對五年級的兩位轉學生，進行了一次深

入的訪談。 

表 1-1  訪談轉學生問卷整理 

五年一班轉學生 
史同學 

(美國籍) 

五年四班轉學生 
金同學 

(印尼外配) 

建築特色:木屋 
宗教信仰: 回教 
還有哪些種族: 無分別 
首都:華盛頓 
幣值:台灣的 100 元等於美國的 3 元 
國家歷史:不清楚 
社會制度:不清楚 
傳統舞蹈:不清楚 
「你好嗎」怎麼寫? Hello 
國旗的圖案是什麼？不清楚 
傳統節慶有哪些？母親節、沒有父親節 
你們國家的總統是誰？不清楚 
你們國家的國鳥、國花？不清楚 
你們國家有哪些特色小吃？不清楚 

建築特色:三角形屋頂 
宗教信仰:多元 
還有哪些種族: 住在山裡的人 
首都:不清楚 
幣值:不清楚 
國家歷史: 不清楚 
社會制度:不清楚 
傳統舞蹈:不清楚 
使用的語言、文字: 英語及美語 
「你好嗎」怎麼寫? 會說不會寫 
國旗的圖案是什麼？(右圖) 
 
傳統節慶有哪些？不清楚 
你們國家的總統是誰？不清楚 
請問你們國家的國鳥、國花？不清楚 
你們國家有哪些特色小吃？印尼炊飯、咖哩 

 

    接著，又找了四位台灣籍同學、四位有外國籍的同學(印尼、美國、巴基斯

坦、大陸)，針對喜好、感覺做問卷調查，印尼籍同學結果如表 1-2 的結果。(其

他外國籍同學問卷結果，請見附件一) 

表 1-2 台灣與印尼籍同學 喜好感覺 相似度百分比統計 

       台灣 

       同學   

印尼同學 

項目 

(總數量) 

王同學 

相同次數(%) 

楊同學 

相同次數 

(%) 

林同學 

相同次數 

(%) 

符同學 

相同次數 

(%) 

印 

尼 

金 

同 

學 

 

學習科目(11) 1(9%) 1(9%) 1(9%) 1(9%) 

運動(21) 2(9.5%) 2(9.5%) 0 0 

食物(32) 5(15.6%) 8(25%) 16(50%) 3(9.4%) 

休閒活動(18) 4(22.2%) 6(33.3%) 7(38.9) 5(27.8%) 

服飾(13) 3(23.0%) 2(15.4%) 2(15.4%) 1(7.7%) 

喜歡的事(11) 2(18.2%) 6(54.5%) 4(36.4%) 5(45.5%) 

生氣的事(6) 1(16.7%) 5(83.3%) 3(50.0%)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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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有時候我們問的問題，他們好像聽不懂，所以我們必

須想盡辦法跟他們溝通，而有些問題連轉學生也不知道答案，所以會出現”不清

楚”的答案。訪談後，我們發現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建築特色、宗教信仰、幣值

等。從表 1-2 中可以看出，就算相同國籍，在學習科目、運動、食物等的喜好程

度、感覺可能都不太相同。而台灣的楊同學和印尼同學在會生氣的事相似度最高

(83.3%)，而台灣的林同學、符同學和印尼同學在運動方面喜好的相似度最低(0%)。

所以，而不同國籍的同學在學習科目、運動、食物等的喜好程度、感覺方面的相

似度卻可能很高。其他如:美國同學、巴基斯坦同學、大陸籍同學，和台灣同學

做比較之後也可以發現有類似的情形。 

 

    (二)調查慈濟小學全校班級中不同族群的人數 

    訪談完五年級的轉學生後，我們想要進一步了解自己學校裡面到底有多少不

同族群的學生，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個多元族群的問卷(附件二)，並做成統計表

(表 2)。在實地調查的過程當中，很感謝每一個班級導師的協助，用心幫忙我們

填寫調查表，讓我們能順利蒐集到全校不同族群的人數。 

表 2  慈濟小學全校多元族群統計表 

班級 台灣 原住民 東南亞 中國大陸 
其它 

(歐美......) 

一年一班 22 0 0 0 0 

一年二班 17 1 0 0 1 

一年三班 15 1 2 0 0 

二年一班 16 1 1 1 0 

二年二班 18 1 1 0 0 

二年三班 18 0 0 0 2 

二年四班 18 0 0 0 0 

三年一班 18 3 0 2 0 

三年二班 21 1 1 0 0 

三年三班 12 0 2 0 0 

三年四班 13 0 0 1 0 

四年一班 13 1 0 1 0 

四年二班 14 0 0 1 0 

四年三班 19 3 0 1 0 

四年四班 19 1 2 1 0 

五年一班 18 0 0 1 1 

五年二班 16 3 0 0 0 

五年三班 20 0 1 1 0 

五年四班 18 0 1 1 1 

六年一班 16 0 0 1 2 

六年二班 18 2 1 0 0 

六年三班 19 1 2 1 0 

全校統計 378 19 14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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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析與比較慈濟小學低、中、高各年段多元族群的變化 

 

    我們依據回收的問卷，製作出全校的多元族群統計圖，如下圖所示(圖 1)。 

 

圖 1  花蓮縣慈濟小學多元族群統計圖 

    由圖形中我們清楚發現，在慈大附中國小部全校的多元族群裡，台灣人佔的

比例最多(包含閩南、客家及外省人)，共計 378 人，其次是原住民 19 人，東南亞

佔了 14 人，中國大陸的有 13 人，而其它(歐美…)的人數則是 7 人。 

    接下來我們分析了慈濟小學各年段的多元族群比例，並製作出下圖(圖 2)。 

 
圖 2  慈濟小學各年段多元族群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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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2 統計慈濟小學各年段多元族群人數之後，我們依照低、中、高各年段

繪製了圓餅圖做比較，如下圖所示(圖 3、4、5)。 

 

  

圖 3  慈濟小學低年段多元族群統計圖 圖 4  慈濟小學中年段多元族群統計圖 

 

從圖形中發現低年段的台灣人比例比

中高年段多，原住民及中國大陸的比例

以中年段最高，新住民族群當中來自東

南亞的人數比例高年級有小幅增加，而

其它國籍(歐美…)的人數則是在中年級

出現斷層現象。 

圖 5  慈濟小學高年段多元族群統計圖 

 

 

 

  三、花蓮縣多元族群的比較與分析 

 

    (一)調查花蓮縣近十年各族群總人口數變化 

    接著我們把範圍擴大到花蓮縣，首先上網蒐集到花蓮縣不同族群的總人數，

並且整理出下面的表格(表 3)，然後再試著計算出近十年的人口成長率(表 4)。 

    完成統計表之後，我們開始做數據分析，從表 3 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花蓮縣

近十年來台灣人的總人口數是呈現小幅下降的趨勢，接下來再從表 4 當中發現，

其他族群近十年的人口成長率則大致呈現小幅的正成長，可見花蓮縣有愈來愈多

新住民的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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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花蓮縣歷年總人口數變化表 

序號 年度 總人口數 台灣人 原住民 外籍配偶 
大陸港澳

地區配偶 

1 97 341433 244,263 89,812 1780 5578 

2 98 340964 242,908 90,604 1804 5648 

3 99 338805 240,292 90,929 1842 5742 

4 100 336838 238,261 90,920 1852 5805 

5 101 335190 236,450 90,976 1891 5873 

6 102 333897 234,929 91,122 1924 5922 

7 103 333392 233,771 91,675 1958 5988 

8 104 331945 231,941 91,999 2003 6002 

9 105 330911 230,319 92,479 2054 6059 

10 106年 8月 329676 229,449 92,550 2089 5594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民政處，參考網址 http://em.hl.gov.tw/population_list5.php?typeid=3069 

內政部移民署，參考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35771&ctNode=29699&mp=1 

內政部戶政司，參考網址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表 4  花蓮縣各族群人口成長率 

年度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8 月 

原住民 89,812 90,604 90,929 90,920 90,976 91,122 91,675 91,999 92,479 92,550 

成長率 0.88% 0.36% -0.01% 0.06% 0.16% 0.61% 0.35% 0.52% 0.08% 

外籍配偶 1780 1804 1842 1852 1891 1924 1958 2003 2054 2083 

成長率 1.33% 2.06% 0.54% 2.06% 1.72% 1.74% 2.25% 2.48% 1.39% 

大陸港澳

配偶 
5578 5648 5742 5805 5873 5922 5988 6002 6059 5594 

成長率 1.24% 1.64% 1.09% 1.16% 0.83% 1.10% 0.23% 0.94%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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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花蓮縣多元族群的特色比較 

    為了想更深入探討不同族群的特色與文化，因此，我們請老師安排一次原住

民博物館的參訪，並且實地到圖書館借閱許多不同族群的參考書籍，彙整相關資

料後，整理並製作出下面的表格(表 5) 

表 5  花蓮縣多元族群的特色比較 

族群 
特色 台灣人(本省人) 原住民 歐美國家 新住民(印尼) 

分布 

本省人遍布在台灣島

各地區。 

平埔族居住在西部平

原區；高山族居住在山

區及其附近。 

主要分布在是指歐洲

全境、北美，以及澳大

利亞和紐西蘭。 

印尼也是一個多民族

國家，大多分布在印尼

群島。 

建築 

中國建築，一般指漢式

建築，以斗拱和屋簷為

最大特點。 

而民宅的基本形態是

三合院或四合院。 

原住民的建築與自然

環境緊密結合：建材以

竹、木、石、茅草、樹

皮等可以就地取得的

自然材料為主。 

如:阿美族的茅草屋、

雅美族的石屋。 

歐美的建築，歐式風格

大多強調華麗的裝

飾、強烈的色彩、精美

的造型，並且提倡自然

主義。 

印度尼西亞號稱千島

之國，建築風格受中國

文化影響深遠，例如木

結構房屋、門面排房、

宗教建築、園林景觀等

都體現中國文化的印

跡。 

禮俗 

中國重要的生命禮俗

有成年禮俗、婚姻禮

俗、喪葬禮俗等。 

台灣民間一般人對死

亡的觀念是靈魂不

滅，因此，生前子孫要

盡孝，死後子孫要祭

祀。 

各族有不同特色的生

命禮俗。 

阿美族:豐年祭 

賽夏族:矮靈祭 

布農族:打耳祭 

卑南族:年祭 

達悟族:飛魚祭 

鄒族:凱旋祭 

泰雅族:祖靈祭 

排灣族:五年祭 

魯凱族:小米祭 

邵族族:播種祭 

噶瑪蘭族:海祭 

太魯閣族:感恩祭 

撒奇萊雅族:火神祭 

賽德克族:播種祭 

卡那卡那富族:米貢祭 

拉阿魯哇族:聖貝祭 

歐美基督教、天主教人

口眾多，會有受洗儀

式。 

成人會有婚禮，往生時

有喪禮，並且多和宗教

儀式相關。 

巴黎有克利翁成人禮

舞會。 

印尼禮俗種類繁多，有

些百性崇拜敬養蛇。 

伊斯蘭教為國教，信仰

忌諱特別多；有成年禮

“挫牙”、托拉雅人親

人死後會留在家中數

年。 

歷史 

明朝時，鄭成功建立台

灣第一個漢人政權。 

清朝割讓台灣與日

本，1945 年日本投降，

台灣歸還中國。歷經日

本統治的漢人，多稱為

台灣人。 

(外省人是指 1949年跟

著中華民國政府撤退

來台的人。) 

台灣原住民族，泛指在

17 世紀中國大陸沿海

地區，人民尚未大量移

民台灣前，就已經住在

台灣及其周邊島嶼的

人民。 

歐洲古典時期從前 700

年古希臘文字出現開

始。 

15 世紀哥倫布發現美

洲。 

18 世紀後期，英國工

業革命開啟了機器時

代，歐美進入現代文明

世界。 

南島民族約於西元前

2000 年移入印度尼西

亞，構成現代多數印度

尼西亞人，且遍布於群

島。 

公元三至七世紀，出現

了古泰等王國。1799

年被荷蘭政府接管，史

稱荷屬東印度。 

1948 年印尼獨立。 

續下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A5%BF%E5%85%B0
http://big.hi138.com/we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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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族群 
特色 台灣人(本省人) 原住民 歐美國家 新住民(印尼) 

社會組織 

台灣的漢人社會是父

系社會，目前法律有修

過了，較傾向兩性平

等，所以沒有那麼絕

對。例如:以前小孩只

能從父姓，可是現在父

母雙方可用書面約定

小孩從母姓。 

原住民族大部分都是

母系社會，因此長輩死

後財產，大多都是給家

裡的女方繼承。邵族、

泰雅族、太魯閣族、達

悟族為父系社會，故財

產均由男系承繼，但長

男並無特殊待遇。 

歐美國家在中古時期

也是父權社會，但現代

社會強調兩性平等。 

印尼人非常尊重女性， 

是男生入贅到女方家

裡，而不是女性嫁到男

人家中，所以母系社會

的印尼人認為女兒生

越多越好。 

舞蹈 

台灣舞蹈可粗分民族

舞蹈、芭蕾與現代舞。 

大部分的原住民舞蹈

中，歌謠具有關鍵的重

要性，有舞必有歌， 

原住民舞蹈是不折不

扣的生活舞蹈，亦即舞

蹈和部落共同體的社

會生活緊密連結。 

歐美傳統舞蹈為社交

舞，從最早期的宮廷舞

開始；芭蕾舞誕生有近

500 年的發展史，目前

歐美芭蕾仍然具有主

導作用。 

現代舞蹈: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在歐美興起

的一種舞蹈流派。 

歐美流行舞指的是現

在我們所說的街舞。 

印尼舞蹈種類繁多，像

很多東南亞國家的舞

蹈一樣，都是赤腳跳

的。 

著名的有:爪哇島的古

典舞蹈，會運用刀具、

弓箭、刀戟等道具。其

他如:十二彩舞、傘

舞、蠟燭舞和長甲舞

等。 

服飾 

台灣傳統服飾，舉凡閩

南、客家等民族，各具

不同特色。 

現代台灣流行服飾則

受歐美影響很大，如:

牛仔褲、襯衫、套裝、

西裝等。 

台灣原住民傳統衣服

的製作，主要是由傳統

的織機織造而成長方

形的樣式，衣服多無

領、無袖、對襟的形

制。 

西元 2-4 世紀：早期基

督教藝術，以神為主。 

5 世紀：拜占庭藝術，

服飾多使用馬賽克鑲

嵌的珠寶及華麗圖案。  

12-15 世紀：哥德藝術

風格 ，服飾在整體輪廓

上，都充分呈現出銳角

三角形的形態。 

15-16 世紀：文藝復興

時期，服裝線條強調圓

潤豐滿，肩膀及胸部寬

闊，有強健體魄比例之

感。 

17 世紀：巴洛克藝術 

，大量使用緞帶、蕾

絲、皮革。 

18 世紀：洛可可藝術

風格，強調 C 型的漩

渦狀花紋及 S 型的裝

飾風格。 

目前服飾則呈現多元

發展的趨勢。 

印尼盛產蠟染布 Batik 

，鮮艷的色彩搭配優美

的圖案，頗具民族特色 

，質料多為絲或棉布，

長袖者可當正式晚宴

服，適合當地氣候。 

較特殊的規定是在進

入寺廟時，下半身衣物

必須要蓋過膝蓋，並且

要繫黃或綠或紅色腰

帶，上半身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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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由於本次研究時間上的限制，我們將各族群的相關資料大致整理成七大類，

分別是族群分布、建築、禮俗、歷史、社會組織、舞蹈及服飾等項目。 

    從表 5 中發現各個族群之間有許多相異處，而相似點則包括： 

 1.建築部分：印尼與台灣同樣深受中國建築的影響，因此有部分雷同之處。 

 2.舞蹈部分：各族群皆保留傳統舞蹈；印尼與原住民則都為赤腳跳舞。 

 3.社會組織結構部分：印尼與原住民部分族群是屬於母系社會；台灣與歐美 

   則漸漸重視兩性平權。 

 4.禮俗部分：各族群皆重視生命禮俗，也各自發展出許多不同禮俗的規範。 

    除了上述的研究發現之外，我們也注意到了慈濟小學的多元族群語文教學，

從民國 104 年起新增加了客家語的課程，而民國 106 年也調查校內原住民學習語

言的意願，增開了原住民語，不過現在聽說因為經費短缺而即將停止教授，我們

希望未來學校能再開設新住民語課程，因為只有透過語言及文字的傳承，才能完

整保留各個族群的歷史與文化。另外，在我們訪談轉學生的過程當中，發現了同

學對於自己父母的國家文化與歷史，仍然有許多不瞭解的地方，這樣就無法先達

到認同自己國家的文化，所以希望能透過學校增加國際教育的課程來充實學習。 

    最近從報章中也看到一則新聞，是有關花蓮縣傅崑萁縣長針對原住民博物館

決定設立在高雄提出建言: 「這項決策漠視東部地區居民的權益，表達遺憾、不

解，也不能接受。」 (傅崐萁、2017)，由於花蓮縣原住民的人口比例高，因此強

烈希望中央政府將原民館建置在花蓮縣，我們覺得十分贊同，並且同時希望花蓮

縣能再建置多元族群的文化館，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及新移民，也能感受到家

的溫馨。 

    在我們調查慈濟小學不同族群喜好與興趣的問卷中發現，我們與不同族群的

同學在飲食、運動、休閒活動等項目都有許多喜好雷同之處，對於情感表達也有

相似之處；而在 youtube 也流傳一段影片"一場讓人省思的科學實驗"，科學家邀

請來自世界各地的 67 名受試者，收集並檢測這些人的 DNA，並公布了 DNA 來

源分析報告。科學家的研究報告詳細指出受試者基因中各國家血統所占的比例，

測試結果令眾人驚訝，但也證明了一件事：「你與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你以為的

更多。」(貝奇，2016)我們每個人，也許都是“世界之子”。  

    去年美國總統川普發表政見時，曾經因為對待新移民的政策，造成許多人民

的反彈，也引起了不少恐慌，甚至還因此造成國際間的衝突，我們覺得應該要平

等對待不同的族群，才能讓社會及國家安定發展。 

    「緣」來一家人，我們應該要平等對待每一個族群，世界一家親。 

對以後研究者的建議: 

1.做族群統計時，最好將父母分開計算，以免父母是不同族群時，會難以分類。

2.製作調查表，不同項目之間的選項數量最好一樣，統計分析時較易判別。 

3.我們這次問卷的放問人數較少，以後的研究者，可以再增加訪問人數。 

4.以後的研究者，可再針對多元族群的國旗、建築、信仰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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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與美國籍同學 喜好感覺 相似度百分比統計 

       台灣 

       同學   

美國同學 

項目 

(總數量) 

王同學 

相同次數(%) 

楊同學 

相同次數 

(%) 

林同學 

相同次數 

(%) 

符同學 

相同次數 

(%) 

美 

國 

史 

同 

學 

 

學習科目(11) 
1(9%) 0(0%) 0(0%) 1(9%) 

運動(21) 0(0%) 1(4.8%) 1(4.8%) 1(4.8%) 

食物(32) 
4(12.5%) 4(12.5%) 9(28.1%) 4(12.5%) 

休閒活動(18) 
2(11.1%) 6(33.3%) 8(44.4%) 7(38.9%) 

服飾(13) 
1(7.7%) 3(23.1%) 3(23.1%) 1(7.7%) 

喜歡的事(11) 
2(18.2%) 6(54.5%) 5(45.5%) 5(45.5%) 

生氣的事(6) 
1(16.7%) 5(83.3%) 3(50.0%) 2(33.3%) 

備註:黃色底色是相似度最低，橘色底色的相似度最高。 

 

台灣與大陸籍同學 喜好感覺 相似度百分比統計 
       台灣 

       同學   

大陸同學 

項目 

(總數量) 

王同學 

相同次數(%) 

楊同學 

相同次數 

(%) 

林同學 

相同次數 

(%) 

符同學 

相同次數 

(%) 

大 

陸 

榮 

同 

學 

 

學習科目(11) 
1(9%) 1(9%) 2(18.2%) 3(27.3%) 

運動(21) 
2(9.5%) 2(9.5%) 0(0%) 1(4.8%) 

食物(32) 
0(0%) 2(6.3%) 2(6.3%) 0(0%) 

休閒活動(18) 
2(11.1%) 5(27.8%) 4(22.2%) 3(16.7%) 

服飾(13) 1(7.7%) 1(7.7%) 1(7.7%) 2(15.4%) 

喜歡的事(11) 3(27.2%) 8(72.7%) 5(45.5%) 5(45.5%) 

生氣的事(6) 1(16.7%) 4(66.7%) 2(33.3%) 2(33.3%) 

備註:黃色底色是相似度最低，橘色底色的相似度最高。 

 

表 1-2 台灣與巴基斯坦籍同學 喜好感覺 相似度百分比統計 
       台灣 

       同學   

巴基斯 

坦同學 

項目 

(總數量) 

王同學 

相同次數(%) 

楊同學 

相同次數 

(%) 

林同學 

相同次數 

(%) 

符同學 

相同次數 

(%) 

巴 

基 

斯 

坦 

同 

學 

 

學習科目(11) 
2(18.2%) 3(27.3%) 0(0%) 2(18.2%) 

運動(21) 
3(14.3%) 5(23.8%) 3(14.3%) 3(14.3%) 

食物(32) 5(15.6%) 8(25.0%) 15(46.9%) 5(15.6%) 

休閒活動(18) 4(22.2%) 7(38.9%) 6(33.3%) 5(27.8%) 

服飾(13) 3(23.1%) 3(23.1%) 2(15.4%) 4(30.8%) 

喜歡的事(11) 2(18.2%) 4(36.4%) 4(36.4%) 5(45.5%) 

生氣的事(6) 0(0%) 1(16.7%) 1(16.7%) 1(16.7%) 

備註:黃色底色是相似度最低，橘色底色的相似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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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族群 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老師: 

    您好! 

    我們是五年四班的同學，正在進行小論文有關”多元族群”的研究。我們希望能了解學校各

族群人數的分布狀況，希望您能撥出一點寶貴的時間，幫我們填寫這份問卷，非常的感恩您! 

五年四班 小論文全體組員敬上 

日期: 106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訪問員:                 

地點:       年       班教室 

  

         年       班   老師:                    班級人數:        人 

籍 貫 人數 

臺灣(本省)  

原住民  

東南亞  

中國大陸  

其它(歐美…….)  

 

如果可以，我們想進一步知道以下資料，如果不方便，可以不填寫: 

籍 貫 人數 

臺灣(本省)  

外省  

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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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多元文化 訪談表 

(其他國籍同學則修改問卷的國籍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地點: 

受訪者: 

紀錄者: 

1.請問印尼建築的特色 

2.請問印尼有什麼宗教信仰 

3.請問印尼的國慶日是幾月幾日 

4.請問印尼人的種族 

5.請問印尼的首都在哪裡 

6.請問印尼的幣值 

7:請問你知道那些關於印尼的歷史? 

8:請問印尼的社會制度和台灣有什麼不同? 

9.請問印尼的傳統舞蹈是什麼 

10.請問印尼的語言及文字 

11.請問簡單的印尼話怎麼講怎麼寫---你好嗎?/ 

12.請問印尼的國旗的圖案是什麼 

13.請問印尼的傳統節慶 

14.請問印尼的總統是誰 

15.請問印尼的國鳥、國花 

16.印尼的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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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喜好‧興趣  問卷 

                               年   班  姓名: 

親愛的同學你好!我們正在進行有關多元族群的研究。以下是有關平常生活

中有關「喜好‧興趣」的問卷，要請你幫忙填寫(請將你有喜好、或有興趣的項

目打，可以複選)  

 

一、你喜歡或有興趣的「科目」有哪些? 

□國語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音樂 □藝術 □體育 

□資訊 □人文 □書法  

其他: 

 

 

 

二、你喜歡或有興趣的「運動」有哪些? 

□籃球 □棒球 □足球 □曲棍球 

□桌球 □保齡球 □高爾夫球 □網球 

□游泳 □跑步 □田徑 □跳遠 

□鉛球 □擊劍 □跳繩 □跳高 

□舉重 □跆拳道 □柔道 □空手道 

□跳水    

其他: 

 

 

 

三、讓你喜歡或感興趣的「食物」有哪些? 

□漢堡 □三明治 □馬鈴薯泥 □生菜沙拉 

□薯條 □義大利麵 □披薩 □麵包 

□飯 □麵 □板條 □壽司 

□蛋包飯 □咖哩 □蔬菜 □烤地瓜 

□玉米 □番茄 □水果 □蛋糕 

□泡芙 □乖乖 □糖果 □巧克力 

□洋芋片 □冰棒 □冰沙 □冰淇淋 

□檸檬汁 □奶茶 □紅茶 □汽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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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讓你喜歡或感興趣的「休閒活動」有哪些? 

□旅遊 □露營 □烤肉 □看電視 

□看電影 □看書 □玩電動 □聽音樂 

□騎腳踏車 □放風箏 □游泳 □球類運動 

□玩模型玩具 □登山 □跳舞 □畫圖 

□吃東西 □睡覺    

其他: 

 

   

三、讓你喜歡或感興趣的「服飾」有哪些? 

□禮服 □T shirt □運動服 □襯衫 

□裙子 □長褲 □短褲 □牛仔褲 

□運動鞋 □皮鞋 □涼鞋 □靴子 

□帽子    

其他: 

 

   

 

四、讓你「喜歡或高興」的事情有哪些? 

□得獎 □中獎 □撿到錢 □出去玩 

□考試高分 □爸媽不在家 □買到喜歡的東

西 

□放假 

□吃美食 □過生日 □和好朋友玩  

其他: 

   

 

 

五、讓你「生氣」的事情有哪些? 

□吵架 □被罵 □三餐不好吃 □食物被搶走 

□玩具壞了 □不能買喜歡的

東西 

  

其他: 

 

 

六、讓你「傷心」的事情有哪些?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