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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傳真電話：05-3620397 

聯 絡 人：黃玉蘭 

聯絡電話：05-3620123-551  

電子郵件：coco@mail.cyhg.gov.tw 

受文者：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民小學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05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099016353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

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099F00D0030051-01.xls、099F00D0030051-02.xls) 

主旨：檢送「本縣國教輔導團各領域國小組(含性平及

人權議題)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到校輔導/分區訪視日程

表及輔導員名 冊」各乙份，請 貴校惠允協助並配合

辦理，請 查照。 

說明： 
訂  

一、分區訪視：請各區學校遴派相關領域人員並惠允
公(差)假出席。 二、旨揭乙案日程表若有任何問題，
請洽輔導團各領域主任輔導員聯繫。 

三、請 貴校惠允擔任各領域輔導員公(差)假出席。 

 
正本：各國民小學、嘉義縣立太保國民中學、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 副

本：洪處長嘉文、張副處長翠瑤、李科長美華、李督學福榮、張督學

東山、郭督學鐘 

線  麟、顧督學燕雀、林金枝課程督學、輔導團幹事-吳幸枝老師、

嘉義縣政府教育 處  2010-10-06 

09:00:40 

 

*099000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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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999999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國小組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國小組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國小組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國小組（（（（含性平及人權議題含性平及人權議題含性平及人權議題含性平及人權議題））））    

到校輔導到校輔導到校輔導到校輔導////分區訪視行程表分區訪視行程表分區訪視行程表分區訪視行程表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別別別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所屬所屬所屬所屬

區別區別區別區別     

視導區視導區視導區視導區

督學督學督學督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10 月 1 日  （五） 

09： 00～

12： 00 
中林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

空參加空參加空參加空參加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1 日  （五） 

08： 00～

11： 00 
中山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本土本土本土本土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1 日  （五） 

09： 00～

12： 00 
社團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1 日  （五） 

09： 00～

12： 00 
沙坑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1 日  （五） 

13： 30～

16： 00 
龍山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1 日  
（五） 

13： 30～

15： 30 
大林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8 日  （五） 

08： 00～

11： 00 
圓崇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性平性平性平性平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8 日  （五） 

08： 30～

11： 30 
竹崎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14 日  
（四） 

09： 00～

12： 00 
圓崇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藝文藝文藝文藝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15 日  
（五） 

08： 40～

12： 00 
灣內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六腳鄉各校派員請六腳鄉各校派員請六腳鄉各校派員請六腳鄉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19 日  （二） 09： 00～

12： 00 

松梅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19 日  （二） 10： 00～

12： 00 

松山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訪訪訪 視視視視     

10 月 20 日  （三） 13： 30～

16： 30 

三和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北區各校派低年請北區各校派低年請北區各校派低年請北區各校派低年

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2 日  （五） 09： 00～

12： 00 

雙溪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22 日  （五） 13： 30～

15： 30 

太保國中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請南區各校派員教請南區各校派員教請南區各校派員教請南區各校派員教

師兩名參加師兩名參加師兩名參加師兩名參加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2 日  （五） 09： 00～

12： 00 

竹園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2 日  （五） 08： 00～

11： 00 

三層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到到到 校校校校     10 月 22 日  （五） 10： 30～ 貴林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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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10 

藝文藝文藝文藝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2 日  （五） 08： 40～

12： 00 

排路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大林鎮各校派員請大林鎮各校派員請大林鎮各校派員請大林鎮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6 日  （二） 08： 40～

12： 00 

太平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27 日  （三） 13： 30～

16： 30 

創新學院創新學院創新學院創新學院     
全縣全縣全縣全縣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0 月 29 日  （五） 09： 00～

12： 00 

鹿滿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0 月 29 日  （五） 08： 00～

11： 00 

美林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4 日  （四） 09： 00～

12： 00 

民和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1 月 4 日  （四） 09： 00～

12： 00 

大同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性平性平性平性平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1 月 5 日  （五） 08： 30～

11： 30 

蒜頭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5 日  （五） 09： 00～

12： 00 

雙溪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5 日  （五） 09： 00～

12： 00 

龍崗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5 日  （五） 08： 00～

11： 00 

大湖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9 日  （二） 09： 00～

12： 00 

仁和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藝文藝文藝文藝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5 日  （五） 08： 40～

12： 00 

和順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請義竹鄉各校派員請義竹鄉各校派員請義竹鄉各校派員請義竹鄉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1 月 11 日  （四） 13： 30～

16： 30 

鹿滿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請東區各校派低年請東區各校派低年請東區各校派低年請東區各校派低年

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級教師參加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2 日  （五） 09： 00～

12： 00 

六美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性平性平性平性平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2 日  （五） 08： 30～

11： 30 

秀林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2 日  （五） 08： 00～

11： 00 

蒜頭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1 月 16 日  

（二） 09： 00～

12： 00 
大林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請北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8 日  

（四） 09： 00～

12： 00 
鹿草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11 月 19 日  （五） 09： 00～ 黎明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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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00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9 日  （五） 09： 00～

12： 00 
桃源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藝文藝文藝文藝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19 日  （五） 08： 40～

12： 00 
柳林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請水上鄉各校派員請水上鄉各校派員請水上鄉各校派員請水上鄉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3 日  （二） 09： 00～

12： 00 
內甕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3 日  （二） 13： 30～

16： 00 
頂六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3 日  

（二） 09： 00～

12： 00 
月眉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本土本土本土本土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6 日  

（五） 09： 00～

12： 00 
太興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性平性平性平性平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6 日  （五） 08： 30～

11： 30 
大林國中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26 日  （五） 09： 00～

11： 00 
塭港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 月 30 日  

（二） 09： 00～

12： 00 
三和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3 日  （五） 03： 30～

16： 00 
永安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輔輔輔 導導導導     

12 月 3 日  （五） 09： 00～

12： 00 
新塭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藝文藝文藝文藝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3 日  （五） 08： 40～

12： 00 
安和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新港鄉各校派員請新港鄉各校派員請新港鄉各校派員請新港鄉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7 日  

（二） 09： 00～

12： 00 
三層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9 日  

（四） 10： 30～

11： 10 
美林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9 日  

（四） 09： 00～

11： 00 
過溝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訪視訪視訪視訪視     
12 月 9 日  

（四） 09： 00～

12： 00 
新港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請西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14 日  

（二） 09： 00～

12： 00 
後塘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16 日  

（四） 10： 20～

11： 00 

阿里山國

中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16 日  

（四） 09： 00～

11： 00 
鹿草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12 月 17 日  （五） 09： 00～ 三層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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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00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17 日  

（五） 13： 30～

16： 00 
沄水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17 日  

（五） 09： 00～

12： 00 
新岑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24 日  

（五） 09： 00～

12： 00 
中和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 月 5 日  

（三） 09： 00～

12： 00 
中興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2 月 31 日  

（五） 09： 00～

12： 00 
北回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 月 5 日  

（二） 13： 30～

16： 00 
福樂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3 月 17 日  （四） 08： 00～

12： 00 
復興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3 月 18 日  （五） 09： 00～

11： 00 

民雄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請東區各校派員教

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師一名參加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3 月 18 日  （五） 09： 00～

11： 00 

大湖國小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張東山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4 月 7 日  （四） 09： 00～

12： 00 

瑞里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4 月 8 日  （五） 09： 00～

12： 00 

梅山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4 月 12 日  （二） 09： 00～

12： 00 

灣潭國小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李福榮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4 月 15 日  

（五） 09： 00～

12： 00 
柳溝國小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顧燕雀     

請東北區各校派員請東北區各校派員請東北區各校派員請東北區各校派員

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教師一名參加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4、 5 月  

  
  竹村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5 月 27 日  （五） 

09： 00～

12： 00 

龍崗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請所屬區域教師抽

空參加空參加空參加空參加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     
到校到校到校到校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6 月 10 日  （五） 

09： 00～

12： 00 
大鄉國小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郭鐘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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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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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9999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下半年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分區訪視輔導研習實施計畫分區訪視輔導研習實施計畫分區訪視輔導研習實施計畫分區訪視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嘉義縣九十九年度國教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提升全縣教師性別意識及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知能。 

    二、分區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教材及課綱微調重點與配套措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四、協辦學校：竹崎國小、蒜頭國小 

肆、實施辦法： 

一、依本縣視導區：東、西、南、北四區分區輔導。 

二、下半年輔導二區，分區輔導時間表： 

實施日期 區 域 研 習 地 點 協辦學校 

99 年 10 月 8 日 東區各國中小 竹崎國小研習教室 竹崎國小 

99 年 11 月 5 日 西區各國中小 蒜頭國小教師研究室 蒜頭國小  
 

三、分區輔導研習內容： 

時 間 研習內容 講師或主持人 備 註 

8:30～8:40 報到、相見歡 性平輔導員  

8:40～8:50 始業式 
性平輔導團召集人 

及協辦學校校長 
 

8:50～10:50 
性平教育議題

講座 
外聘講師  

10:50～11:00 休 息    性平團輔導員   

11:00～11:20 
課綱微調及解

讀 
性平團輔導員   

11:20～11:40 
經驗分享及 

綜合座談 

性平輔導團召集人 

蘇慕洵校長 

性平團輔導員  
 

伍、實施方式： 

一、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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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中組：每校請派社會領域、綜合活動領域或健康與體育

領域，各校至少 1 名教師參加。 

2.國小組：每校請派社會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

領域或生活領域，各校至少 1 名教師參加。 

3.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團員。 

二、分區輔導期間協辦學校工作人員、性平輔導員及參與教師，

請所屬學校給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 

三、報名方式：請參與教師逕至教師在職進修網站報名參加性

別平等輔導團分區輔導研習，活動結束核予研習時數 3 小

時。 

捌、預期效益: 

一、訪視各校性平教育實施的情形，輔導各校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 

二、透過外聘講師與輔導員分享性平教育議題、解讀性平教育

能力指標，精進教師性平教育教學技巧。 

玖、獎勵：辦理研習、活動有功人員依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

職員獎勵基準規定予以敘獎。 

拾、本計畫經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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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人人人人    

員員員員    

簽簽簽簽    

到到到到    

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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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手手手手    

冊冊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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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九年一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九年一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九年一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九年一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                                        
    

一一一一、、、、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追溯這波教改運動中，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一九九六年率先將性別平等教育的

主張注入教改理念；然而隨著國內性侵害犯罪率遽升所帶來的社會民意壓力。立法院三讀

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條例」，並於民國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公佈實施，教育部也於

同年三月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界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工作，也較過去有更多的關

注與論述。而隨著整個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逐漸重視，性別平等教育必須脫離初期理念或概

念宣示的階段，轉而進入課程改革的實踐，並藉著擬訂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讓性別平等教

育的理念得以往下紮根。 

    而所謂性別平等教育(gender equity education)的意涵，「性別」(gender)，其意為

由生理的性衍生的差異，包括社會制度、文化所建構出的性別概念；而「平等」

(equity/fairness)除了維護人性的基本尊嚴之外，更謀求建立公平、良性的社會對待。「性

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即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使「不同性別」都能站在公

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更期望

經由教育上的性別平等，促進男女在社會上的機會均等，而在性別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共

同建立和諧的多元社會。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必須建基於對多元文化社會所產生的覺知、信念與行動，希望

在文化多元的社會和交互依賴的世界中促進文化的多元觀，並希望透過持續不斷的反省實

踐，教導學生熟悉自己的文化，認知自己和他人在文化脈絡的存有，並且能夠培養自尊自

信。基於對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的肯定，協助學生認知文化的多樣性，教導學生瞭解團體

成員之間彼此如何形成價值、態度與行為，並且引導學生破除性別歧視、偏見與刻板化印

象，以促進各族群的和諧共處。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決議將資訊、環境、性別、人權等重大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教育部，民 87﹚。並於

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正式公布「性別教育」為重大議題之一。其後基於社會需求與教育政

策的推動，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總統正式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實施．因此

「性別教育」正式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而國內各級教育單位所設立的「性別教育委

員會」也正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此次將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與內涵，在這一次

課程改革中融入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並發展適宜各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學

習能力指標，其目的就是體現多元文化教育理念。 

    國民教育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核心能力應包含「性別的自我瞭解」、「性別的

人我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三項核心能力的基本意涵分別解釋如下： 

性別的自我瞭解：瞭解性別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 

性別的人我關係：探討性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關係。 

性別的自我突破：建立和諧、尊重、平等的性別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除了將理念內涵與能力指標解讀並轉化為各學習領域的知識內涵

外，希望各教科用書出版業者在編撰各學習領域教科用書與進行課程設計之際，能根據上

述理念，均衡呈現多元性別文化、不同性別的活動與貢獻、性別均等分工等內容，消極方

面希望能達成消除性別偏見、強調性別尊重態度，並能對性別角色抱持均等的社會期待，

積極方面更希冀能廣泛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與內涵。 

    在學校方面，除了建構性別平等的學校文化與環境，持續不斷的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

專業發展，以建立教師性別意識外，對於課程、教學與評量最重要的執行者--教師，宜培

養無性別歧視觀，一方面能編選具有性別均等的教材，另一方面更能澄清與修正教科書中

的性別意識形態，並且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透過在各學習領域的基本教學時數與彈性



 15  

學習時間的運用，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能力指標融入並轉化於各學習領域的教學實踐中。  

 

二二二二、、、、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目標，主要著重於認知、情意、行動三層面，在認知面，藉由瞭解

性別意義、性別角色的成長與發展，來探究性別的關係；在情意面，發展正確的性別觀念

與價值評斷；在行動面，培養批判、省思與具體實踐的行動力。整合三個層面，可以推衍

出以下六項課程目標： 

(1)瞭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 

(2)瞭解自己的成長與生涯規劃，可以突破不同性別的社會期待與限制。 

(3)表現積極自我觀念，追求個人的興趣與長處。 

(4)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重社會多元化現象。 

(5)主動尋求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建構性別平等之社會。 

(6)建構不同性別和諧、尊重、平等的互動模式。 

  

三三三三、、、、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  

 

＜編號說明＞下列「a–b–c」的編號中，a 代表核心能力序號，b 代表學習階段序號，c

代表流水號。第一學習階段為小學一至二年級，第二學習階段為小學三至四年級，第三學

習階段為小學五至六年級，第四學習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 

 

貳貳貳貳、、、、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0100100100 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0100100100 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年九年一貫新課綱性平議題能力指標    

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軸軸軸軸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    

次要概念次要概念次要概念次要概念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身心發展差

異 

1-1-1 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 

1-3-1 認知青春期不同性別者身體

的發展與保健。 

1-4-1 尊重青春期不同性別

者的身心發展與差異。 
身

心

發

展 身體意象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心的影響。 

1-3-2 認知次文化對身體意象的影

響。 

1-4-2 分析媒體所建構的身

體意象。 

性取向 1-3-3 認識多元的性取向。 1-4-3 瞭解自己的性取向。 性

別

認

同 

多元的性別

特質 

1-1-2 尊重不同性別者的特質。 

1-2-2 覺察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印象。 

1-3-4 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1-4-4 辨識性別特質的刻板

化對個人的影響。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不同性別者

的成就與貢

獻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1-3-5 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

獻。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

成就的歷程。 

（
一
）
性
別
的
自
我
瞭
解

 

生

涯

發

展 
職業的性別

區႖ 
1-3-6 瞭解職業的性別區႖現象。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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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角

色 

性別角色的

刻板化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

 。ᄽ重要的角色ת

2-3-1 瞭解ৎ與學校中的分工，不

應受性別的限制。 

2-4-1 分析現Ϟ社會問題與

刻板的性別角色關係。 

2-4-2 思Ե傳統性別角色對

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2-4-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

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互動模式 2-1-2 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互動。 
2-4-4 解析人際互動中的性

別偏見與歧視。 性

別

互

動 
表現自我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決定的自

主權。 

2-3-2 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

的特色。 

 

情ᆣᆅ理 

2-2-3 分辨性別刻板的情ᆣ表達方

式。 

2-3-3 認識不同性別者處理情ᆣ的

方法，௦取合宜的表達方式。 

2-4-5 去除性別刻板的情ᆣ

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和諧

相處。 

情ག的表達

與溝通 

2-1-3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ག受，不受

性別的限制。 

2-3-4 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

中有平等表達的權ճ。 

2-4-6 習得性別間合宜的情

ག表達方式。 

 

性

別

與

情

ག 

情ག關係與

處理 
2-3-5 辨別不同類ࠠ的情ག關係。 

2-4-7 ᙶ清情ག關係中的性

別刻板模式。 

2-4-8 學習處理與不同性別

者的情ག關係。 

身體的界限 

2-1-4 認識自己的身體ᗦد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

權。 

2-4-9 ๓用各ᅿ資源與方

法，維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性與ང 2-3-6 ᙶ清性與ང的思。 

2-4-10 認識安全性行為並保

護自己。 

2-4-11 破除對不同性別者性

行為的雙重標準。 

性

與

權

力 

性ផᘋ與性

侵害防治 

2-2-5 認識性ផᘋ與性侵害的類ࠠ。 

2-3-7 同理與關ᚶ受到性ផᘋ或性

侵害者。 

2-4-12 探究性ផᘋ與性侵害

相關議題。 

（
二
）
性
別
的
人
我
關
係

 

ৎ



與

ஆ

多元ৎࠠ

態 
2-2-6 認識多元的ৎࠠ態。 

2-4-13 ᙶ清ஆ࠷中的性別權

力關係。 

2-4-14 尊重不同文化中的ৎ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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ৎኪ力 

2-2-7 認識ৎኪ力及其求助ᆅၰ。 

2-3-8 認識ৎኪ力對身心發展的

影響。 

2-4-15 習得ৎኪ力的防治

之ၰ。 

性

別

與

法

 ࡓ

權益與法ࡓ

௱ᔮ 

2-3-9 瞭解人人都享有人身自主

權、教育權、工作權、產權等權

益，不受性別的限制。 

2-3-10 瞭解性別權益受侵犯時，可

求助的ᆅၰ與程序。 

2-4-16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的

資源與法ࡓ。 

資訊、科技

與媒體資源

的運用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資源，不因性

別而有差異。 

3-3-1 解讀各ᅿ媒體所傳ሀ的性別

刻板化。 

3-4-1 運用各ᅿ資訊、科技與

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

的限制。 
資

源

的

運

用 
校園資源的

運用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用與分配

在性別上的差異。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

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๓

策ౣ。 

3-4-3 運用校園各ᅿ資源，突

破性別限制。 

社

會

的

參

與 

對公共事୍

的參與 

3-3-2 參與團體活動與事 ，୍不受性

別的限制。 

3-3-3 表達對社區公共事୍的࣮

法，不受性別限制。 

3-4-4 參與公共事୍，不受性

別的限制。 

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權力

關係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

歧視與偏見所成的֚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

關係的權力結構。 

（
三
）
性
別
的
自
我
突
破

 

社

會

建

構

的

批

判 

多元文化中

的性別關係 

3-3-4 檢視不同族群文化中的性別

關係。 

3-3-5 體認社會和歷屰ᄽ殤過程中

所成的性別文化差異。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๓策

ౣ。 

 

參參參參、、、、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解讀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解讀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解讀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解讀    
能力指標 ံ屌說明 

1-1-1 認識不同性別

者 身 心 的 異

同。 

1-3-1 認知青春期不

同性別者身體

的 發 展 與 保

健。 

1-4-1 尊重青春期不

同性別者的身

一、重要概念：身心發展、身心發展的差異 

二、概念說明 

(一)身心發展 

認識不同性別者生理構和身心發展歷程是性別平等教育中的

२要課題，因為具備這٤基本的認知能力，ω能由瞭解進而相互尊

重。尒其國小ଯ年級的࠸子ς經漸漸進入青春期，對於身體的發展與

保健更需要有正確的認識，ω可以ᗉխ不必要的֚酻和ขቾ。 

(二)身心發展的差異 

不同性別者由於先Ϻ身體機能的差異，而有了生理性別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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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心 發 展 與 差

異。 

 

然而一我ॺ談到性別，除了生理特ቻ的區別外，更容ܰ包括社會、

文化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性別概念，假如建構了所謂男性化與女性化特

質的一٤主觀ག受，就會形成性別刻板化的印象，因此認識不同性別

者身心的差異，除了認識不同性別者身體構和發展的差異外，更重

要的是必須要尊重不同性別者所表現出來的特質。 

1-2-1 覺知身體意象

對 身 心 的 影

響。 

1-3-2 認知次文化對

身體意象的影

響。 

1-4-2 分析媒體所建

構 的 身 體 意

象。 

 

一、重要概念：身體意象 

二、概念說明 

身體意象指的是個體對於自己身體的覺知和ག受，也就是每個人

心中對於自己身體的醒ᛤ，自己是如何࣮自己的身體外ࠠ。在成長的

過程中身體意象是影響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在過度追求「ዧ」

就是美的ዊ流中，「自己是過औ」必須釥ޥ的意念，不影響了自己

的自信，更影響了正த的१習ᄍ，對身心兩方面都成ࡐ大的害。 

個人對身體意象的建立ు受社會文化的影響，其中同Ꮖ間彼此的

評價和傳ኞ媒體等都是ు具影響力的媒ϟ，因此必須認知影響形成身

體意象的各ᅿ因素，ω能突破思進而建立健康合宜的身體意象。 

1-3-3 認識多元的性

取向。 

1-4-3 瞭解自己的性

取向。 

一、重要概念：性別認同、性取向 

二、概念說明 

(一)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性別上的認定，包括性別和性取向的

認定。性別認同會受到個人的ၰቺ立酏、工作地位和ৎ等各ᅿ社會

結構的影響。 

個人在性別認同中可能面ᖏ自己的性別特質不಄合傳統社會的

期待，或者個人生理上的性別和性別認同的性別不一ठ，或者發現自

己是同性殒(或雙性殒)的性取向，這٤內心的ፂ突可能產生ࡐ大的֚

ᘋ和ภध。 

在多元社會中為了達到多元的尊重，每個人應၀認識多元的性取

向，以及瞭解多元的性別特質觀念，ω能瞭解自己、接納自己，進而

 。醨的自己߿

(二)性取向 

性取向是指在選性Քߧ時的取向，一來說人的性取向有同性

殒、異性殒或雙性殒酱ᅿ不同的類ࠠ。在傳統的社會中異性殒酱屁是

一認可的性取向，因此對同性殒、雙性殒屌滿歧視和排岐，也因

而導ठ多同性殒和雙性殒者生活在ས的角落中。 

在一個多元尊重的社會中，我ॺ應၀ࡀ除個人對同性殒和雙性殒

者的偏見，認識多元的性取向之後，能瞭解並߿醨的認同自己的性取

向，進而能尊重他人不同的性取向。 

1-1-2 尊重不同性別

者的特質。 

1-2-2 覺察性別特質

的 刻 板 化 印

象。 

1-3-4 理解性別特質

的多元面貌。 

1-4-4 辨識性別特質

的刻板化對個

人的影響。 

一、重要概念：多元的性別特質 

二、概念說明 

傳統的社會對於性別角色的要求，大ठ上為男生要求的性別特

質是強֧、߿醨、ᐱ立、追求成就、酢ᝡݾ性，表現尬較খ的行為；

女生的特質則是要ብ১、順வ、依賴、ྕࢋ、整ዅ，表現尬較鄋ࢋ的

行為，這ᅿ對於不同性別角色所၀具備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不會

制個人潛能的發展，並成心理的壓力和束ᑛ之外，對於人際之間

的溝通和尊重也會有ࡐ大的影響。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同時Ᏹ有খ和鄋ࢋ的特質，屯是程度有所不

同，這ᅿ特質的差異和性別更不是有必然的相關性。因此我ॺ必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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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1-4-5 接納自己的性

別特質。 

立多元的性別特質概念，讓學生瞭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去除對

性別角色單一、ڰ定、ሼ化的認定，ω可以去除性別刻板化印象的限

制，尊重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1-2-3 欣賞不同性別

者 的 創 意 表

現。 

1-3-5 認識不同性別

者的成就與貢

獻。 

1-4-6 探求不同性別

者追求成就的

歷程。 

 

一、重要概念：生涯發展、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二、概念說明 

(一)生涯發展 

一個人一生中，வৎ、學校、社會等各方面所வ事的活動、

工作等，所ಕ積的相關經驗及其所תᄽ的角色，會༟出來個人ᐱ特

的行為態度，與特有的生活方式，這٤總合即形成了一個人的生涯發

展。 

生涯發展的目的希望能透過生涯規劃，引領自己醹「自我實現」

的方向進。讓個人不ՠ能夠在生涯不斷往進展的中，實踐自

我，ᗋ可以對入的領域或國ৎ社會有所貢獻，而別人所肯定與認

同。 

然而自我概念த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涯規劃，尒其「性別」觀更會

影響個人的發展。ፏ如社會對不同性別者升學或就業選，就產生不

同機會或期待，因而成對٤ࢌ個人發展的限制。例如男生是文組的

「少數民族」，女生不Ⴔ勵வ事理工、體育與科技研究之進路；ଯ

階職位多由男性擔任，女性த為了ৎ឴࣊個人發展等。 

基於人在平等的概念下，每個人的生涯發展都不應因性別之差

異，而有不平等的對待與不平等的發展機會，無論是學習、工作都應

給予相同的資源，依據個人特質，規劃一生之發展ᙔკ。 

(二)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成就」指個人ո力後得到的結果，對自己或對他人具有相意

義，並且大ৎ所肯定。「貢獻」則指一個人的表現與行為結果，對

自己、他人或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每一個人無分性別都能夠在各個領域上有所成就、有所貢獻，並

可以成為大ৎ肯定與學習的ڂጄ。ፏ如在個人、ৎ、工作崗位等د

領域中，ᅰ心ᅰ力，尋求崅表現；或者在立法、政治、經ᔮ、教育、

文化、社會公益等公領域上，展現自己的ω能，ں獻自己的力量。 

然而在我ॺ的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成就與貢獻，த因人為的

社會制度與文化規ጄ中的性別歧視，呈現偏執的認定。成性別১༈

者(如女性、同性殒、雙性殒、殤性者、外ᝤ女配ଽ等)，無論在د領

域或公領域方面的成就與貢獻，த有意無意的省ౣࢡԔ，ࣗ至刻

意的ຨ低與ྐܓ。 

其實這٤ᘜ為১༈性別者，在各個領域上，均有人鄡出的表

現。我ॺ應၀發這٤শؒ的性別成就和貢獻，ᗋ給他ॺ應有的歷

屰地位。並且透過教育歷程，Ⴔ勵每一個人，不分性別均可以依自己

的意ᜫ，有所表現，小至對個人，大至對社會、國ৎ及世界，作出相

的貢獻。 

1-3-6 瞭解職業的性

別區႖現象。 

1-4-7 瞭解生涯規劃

可以突破性別

的限制。 

 

一、重要概念：職業的性別區႖ 

二、概念說明 

社會價值體系對於性別的ሼ化觀念，成女性在工作職酏上受到

嚴重的限制與歧視。ፏ如尲岘期待ٽ子ॄ有峒ےᝬ，傳承ৎ業的使

క就業升ᎂ機會。即使為了ৎ經ᔮ，女性ܫ女性為了生育த須，ڮ

入職酏，ՠ社會ϝ存在ᐱ尊男性的職酏與教育機制，峘加上ৎ系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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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統的價值觀下，以至於在職業分郿上，ϝ呈現嚴重的性別階層化的區

႖。 

這ᅿ傳統性別分工的觀念，成女性的職業與岘職的性質接߈；

而男性則維持在ଯ階、ଯᖒ與醑醛主權的領導地位，ࣗ至產生兩性

同工ࠅ不同ၿ職酏現象。其他在教育機制上，升學研究所或װ讀鄯γ

學位者則有明殫男ଯ於女之現象。而在ד業選上，「ৎ主ϻ」

或「女 DFP(Dhief Fxecutive Pfficer)」出現時，往往會特別去強調

其性別意涵。尒其在尊崇異性殒而ຨ其他性別認同的價值觀，成

女性與第三性別者த在職酏上受到不平等對待，ࣗ至成為性ផᘋ與性

侵害的最大受害者。 

隨時代殤ᎂ，上述類՟觀念應有所調整，亦即職酏之發展應依個

人能力表現發展，不因性別因素加以限制或區႖。要改殤職酏的性別

區႖現象，需要வ小就வ觀念໒始建立。因此，在學習階段，希冀個

體能၂著先வ生活ڬᎁ、社會現ރ及ৎ中所出現的現象加以檢視並

進行批判，檢討其中不合理情形。 

2-1-2 學習與不同性

別 者 平 等 互

動。 

2-4-4 解析人際互動

中的性別偏見

與歧視。 

 

一、重要概念：性別互動、互動模式 

二、概念說明 

(一)性別互動 

互動意即交互ڈᐟ與反應之過程；社會互動則是各ᅿ社會關係交

互ڈᐟ與反應之過程，可存在於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或團體與

個人之間，而性別互動係屬社會互動之一，Ώ是指相同性別或不同性

別的個人或團體交互產生關係的過程。 

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應尊重個人的主體性，不論是同性之間的相

處，或異性之間的相處都是如此，要尊重彼此的多元性與差異性，更

要尊重對方的自由意ᜫ。 

(二)互動模式 

性別偏見與歧視係指因性別的差異，而對個人或團體反應出ᄒ然

不同的態度與行為。性別之間的互動模式，ܰ受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所影響，要能夠覺察不同性別者之間互動的刻板模式，並學習以不具

性別偏見與歧視的方式相處。例如女生說話要ᇸᖂಒ語，男生說話要

果醨有擔，要ၢ脫這ᅿ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讓不同性別間的相處更

為和諧、平等。 

2-2-2 尊重不同性別

者決定的自

主權。 

2-3-2 學習在性別互

動中，展現自

我的特色。 

一、重要概念：表現自我 

二、概念說明 

人際互動過程中，要在適的時機下有意識的說出自己的ག受，

表達自己的གྷ法和意見，並且要彼此尊重，不ၟ隨一大給予的性

別標殚，߿於展現自己的法和གྷ法，無論男女，都有自己的主導權

和意見的自由，例如男女、男男、女女間的交往ᗎऊ，任何一方都可

以主動，任何一方也都有權ճ๊ܔ不合理的要求。 

2-2-3 分辨性別刻板

的情ᆣ表達方

式。 

2-3-3 認識不同性別

者處理情ᆣ的

方法，௦取合

宜 的 表 達 方

一、重要概念：性別與情ག、情ᆣᆅ理 

二、概念說明 

(一)性別與情ག 

情ག的表達方式通த是因人而異，不是因性別而有所不同。性別

和情ག關係所ੋ及的層面有：情ག關係的多元類ࠠ，例如異性殒、同

性殒；情ག關係的刻板模式，例如男主動，女動；相處與溝通；ܔ

๊與๊ܔ；分手；情གፂ突等。如能學習良崅的情ᆣᆅ理，適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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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式。 

2-4-5 去除性別刻板

的情ᆣ表達，

促進不同性別

者 的 和 諧 相

處。 

 

表達情ག與溝通，合理的處理情ག關係，不同性別間必然能就更和

諧的情ག關係。 

(二)情ᆣᆅ理 

性別刻板的情ᆣ表達係指不同性別者的情ᆣ表達有傳統ࡽ定的

模式和形象。例如女性特質應၀尬較ྕࢋ、ಒ心、含ᆽ，而男性特質

應၀較理性、主動、୲強等。事實上，這ᅿ刻板的認知往往來自於ᒱ

ᇤ的社會價值觀，屾容ܰ使個人特質受到壓也帶來壓力。如果價值

觀和立酏互異的雙方能在問題ੌ現時，以正向、๓意且理性的情ག態

度來檢視問題發生的原因，學習彼此欣賞、歭，ࣗ至以對方角度思

Ե並適度的ִ協，必然能就更和諧的情ག關係。 

2-1-3 表達自己的意

見和ག受，不

受 性 別 的 限

制。 

2-3-4 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

中有平等表達

的權ճ。 

2-4-6 習得性別間合

宜的情ག表達

方式。 

一、重要概念：情ག的表達與溝通 

二、概念說明 

不同性別者於互動時宜先ᙶ清自我的性別角色，應本著性別間互

相尊重，和諧共處的態度，不受傳統性別偏見的影響，展現自我的價

值，ո力發展自我的專長及特色，並在與群體相處的過程中，以最適

合自己的方式呈現自我。 

2-3-5 辨別不同類ࠠ

的情ག關係。 

2-4-7 ᙶ清情ག關係

中的性別刻板

模式。 

2-4-8 學習處理與不

同性別者的情

ག關係。 

一、重要概念：情ག關係與處理 

二、概念說明 

情ག關係中的性別刻板模式指的是，在社會認知下，不同性別者

對情ག互動方式ڰ定的期望，例如男性應၀要保護女性、女性不應太

具װᔐ性等。這樣性別角色互動的刻板印象實有彈性࣮待與調整的必

要，ց則，反而更容ܰ成性別間的ፂ突。 

不同性別者的情ག關係發生問題時，不適的處理或之不理

都將有可能帶來ࡐ大的峤機和害，例如害對方ࣗ至以生ԝ相ၳ

等。所以，學習以適Ϫ、理性的態度處理情ག關係是相有必要的。 

2-1-4 認識自己的身

體ᗦد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身體自主

權。 

2-4-9 ๓用各ᅿ資源

與方法，維護自

己的身體自主

權。 

 

一、重要概念：性與權力、身體的界限 

二、概念說明 

(一)性與權力 

在傳統社會性別間的「性」與「ང」互動關係္，男性期待是

主動、理性、有醑權的；相對女性則是動、ག性、要求順ܺ的。

這不平權的性與ང觀念，成大多數ৎኪ、性侵害的受害者以女性為

主，然在過於ሼ化的性別角色規ጄ壓下，男性也成了不平權的性與

ང關係中的឴࣊者，例如分手時指ೢ為「ॄ心ᅇ」。人是有「性」

的生ނ(sexual being)，性也應၀是人的一ᅿ基本權ճ，性ኅ望得到

滿足、性ᆙ張得到屌分釋ܫ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條件。而「性」是由「心」

與「生」所組成的，表示個體間在生理上以及心理上都能Ᏹ有ᒃ密相

ೱ的情ང關係，真正的ང與性是人類ᕷ衍後代，產生幸福滿足的ག覺

來源。現代社會॥໒ܫ，性與ང的關係日漸ፄᚇ，因此性別平等教

育應重視青少年的「性」與「ང」相關議題，包括ᙶ清性別間不平權

的性與ང的思；以積極的行動維護自己的身心健康與๊ܔ不性與

ང的自主權；ո力讓彼此在「性」與「ང」互動中創雙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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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的界限 

身體的界限是指一個人可以ኪ៛出來讓他人注視，或容他人࿘

的限度。屾會因對象、時間、年ស、性別、情境以及目的之不同而

有所改殤，ՠ是ࣣ由各人自主決定。此能力指標包含二項重點：一是

能夠瞭解個體身體自主的權力，能清ཱ的表達自己身體的界限，不

ᜫ意讓他人࿘時，自己有๊對的權力說不，來保護自己，խ受ផᘋ；

另一則是與人互動時，對方表達其身體界限時，能及時覺察不ຫ

界，尊重對方身體自主權，不會成對方的֚ᘋ或害。他人不能質

ᅪ個人身體界限的尓度，尊重別人身體的界限是一Ϫ性別尊重的基

ᘵ。 

「身體自主權」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身體的思གྷ與ག受，每個人

都Ᏹ有自己決定、自己主張的權力及能力，同時也包含自我保護

與ᆅ理的義୍。例如： 

Ά我有使用自己身體去事情的權ճ和能力。 

Ά我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義୍。 

Ά我有ག受自己身體的權ճ和能力。 

Ά我有ᆅ理自己的思Ե和行為的權ճ和能力。 

Ά我有ᆅ理自己的思Ե和行為的義୍。 

每個人都是世上ᐱ一無二的生ڮ個體，身體是一個人最大、最د

有、最初也是最ಖ的產，學習個崅的身體ᆅ理人，學習「๓ᅰ義

୍」及「正確使用權ճ」的能力，不ᇤ用權ճ害別人和自己，尊重

別人也ང護自己，ω是對自己的身體保護、ॄೢ與尊重的自主表現。 

2-3-6 ᙶ清性與ང的

思。 

2-4-10認識安全性行

為 並 保 護 自

己。 

2-4-11破除對不同性

別者性行為的

雙重標準。 

 

一、重要概念：性與ང 

二、概念說明 

青少年階段是探性與ང的關ᗖ時期，面對「男人不ᚯ、女人不

ང」、「༬ᚊ隨ᚊ」、「用性來醢取對方的ང」等思，必須要學習

檢視、反思、澄清或批判這٤不平權的觀念。在性與ང的關係中，應

၀是尊重Ϻ生性別上的差異，並且不ᒱᇤ的性別刻板印象ֽ限，而

依此發展出和諧、平等的關係。 

「安全性行為」是指ؒ有精న、鄋ၰ分ނݜ、Ոన、酂న與ᗹጢ

組ᙃ等體న交醢的性行為，能有效預防性傳ੰࢉ與岔ஆᚶ屽，促進個

人生理健康(引自行政院ፁ生網站)。個體வ青春期໒始對性產生了

崅ڻ與ᅪ酻，同時受到性ᐟ素影響，໒始有了性的需求與產生性ፂ動

是件ࡐ自然的事，ՠ這並不代表就一定要發生性行為，因為人的性ట

與ፂ動是可以自主與制的。如果身心ᗋؒ準備崅和對方發生性行

為，就必須୲決的表達自己གྷ法，清ཱ地讓對方瞭解自己的決定，並

肯定的說「不」，且能有效๊ܔ，以維護與尊重身體自主權。所以對

於青少年而ق，最安全、最崅的保護，然就是「不要發生性行為」

並學習「ۯ後滿足性ኅ望」。 

「性行為」是性別間情ངᒃ密互動的表達方式之，健康的性行

為是美崅、ז樂，而且是相互瞭解、尊重、關ᚶ的行為，是每個人都

應၀學習的。ՠ對性行為的規ጄ，த因不同社會文化、性別而殫現差

異，如在傳統的異性殒關係中，屯要求女性必須要到「ਗ਼女不事二

ϻ」，ࠅ允男性可以「三ۀ四ڿ」，۹ౣ兩性在性、ང、ஆ࠷與ৎ

的關係都應၀是۸၈與平權的，而導ठ兩性在性、ང、ஆ࠷與ৎ

互動中，容ܰ出現女性১༈、男性強༈的不平等關係。學習破除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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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別者不平權的標準，尊重不同性別者性行為的自主權，讓每個人

都有機會與權力來ᔼ有性、有ང的ᒃ密關係。 

2-2-5 認識性ផᘋ與

性 侵 害 的 類

ࠠ。 

2-3-7 同理與關ᚶ受

到性ផᘋ或性

侵害者。 

2-4-12探究性ផᘋ與

性侵害相關議

題。 

一、重要概念：性ផᘋ與性侵害防治  

二、概念說明 

性ផᘋ是指任何對他人(同性或異性)實施ၴ反其自由意ᜫ，而與

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例如透過文字、კ畫、ᖂॣ、影Ⴝ、ࠔނ等方

式；或以歧視、߬ଋ的ق行、有性意ښ的࿘等，成事人尊嚴受

ཞ，或使人心生不ܺ、৮ឨขቾ、ག受到እ意、身心受害，或不

影響事人正த的生活，均稱為「性ផᘋ」。 

性ផᘋ包括 語⊒⊛、調ᔍ、ቍᒐق語ផᘋ：例如用性方面的ق.1

或引ᇨ事人參與性或與性有關的活動；2.行動ផᘋ：例如不必要的

身體接或身體د密處的ᄗ、ฌᖨ、ୂᑍ等；3.權力ផᘋ：例如用

權༈ુ࠶或用性來交醢ճ益，以滿足其自身的性ኅ需求；4.視覺ផ

ᘋ：例如展示色情屔ނ、影片、色情信函，或要求發、出示此資料

給他人。為防治性ផᘋ及保護害人的權益，政府制定「性ផᘋ防治

法」，於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႖年正式實施。 

性侵害是指以任何ၴ反個人意ᜫ，要求性行為或與性相關的活

動，及ճ用個人வ事性意涵的活動，例如色情表ᄽ、ܡ B 片或ᇘ照等，

都稱為「性侵害」。性交行為包括ع交、α交、手指醘入、異ނ醘入

及性Ꮤ接等性行為；性侵犯行為如ᄗૅ、大ᆲ、ᖊ部，強֍，ຠ身、

ᇘ៛生釕Ꮤ等，包括強ኪ及任何具有害性或स待性的性ኪ力及性行

為。政府於 1997 年 1 月 22 日公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明定峛事

ນ程序，保護害人ᗦد及媒體報導尓度。 

性ផᘋ或性侵害都是對他人身體自主權的不尊重，屾可能發生在

任何地方(例如ৎ္、學校、公共酏所等)、任何階級(例如老ᗥ對下

屬、師長對學生、長፸對ఁ፸等)、任何人(包括ᒃ人、熟人、ढ़生人

等)的身上；屾不侵害個人的生ڮ權、自由權及性自主權，對於個

人的生理、心理、精ઓ，ࣗ至性別關係等層面都有不良的影響，因此

在教學活動中有必要૽ግ學生保護自己的身體，瞭解如何ᗉխ受到性

ផᘋ與性侵害。例如： 

Ά平த要保持ଯ度的覺心，一岑有人不尊重自己的

身體自主權，應߿於๊ܔ不適的要求、發現異ރ

立即離現酏。 

Ά一岑發生害事件時，應հᓉ處理，記Ր尪২的特

ቻ、保持現酏ֹ整、立即告知ৎ長、學校師長，或

岌 113 岆專線、110 求助。 

2-2-6 認識多元的ৎ

ࠠ態。 

2-4-13ᙶ清ஆ࠷中的

性 別 權 力 關

係。 

2-4-14尊重不同文化

中 的 ৎ  ࠠ

態。 

一、重要概念：ৎ與ஆ࠷、多元ৎࠠ態 

二、概念說明 

(一)ৎ與ஆ࠷ 

傳統社會對於「ৎ」的界定是指由一對男女經過法ࡓ程序，所

組成的共同生活單位。隨著社會的殤ᎂ，出現離ஆ率升ଯ、不ஆ子女ቚ加、

總生育率下फ़等現象，不改殤人ॺ對於傳統ৎࠠ態的࣮法，也ፂᔐ人ॺ對於ৎ

與ஆ࠷的觀念。面對多元社會與文化ז速殤ᎂ，我ॺ不能以單一的標

準來࣮待「ৎ」。ৎ的組成，不一定要透過ஆ࠷關係；ৎ的ࠠ

態也有多元的樣貌，例如同性情གৎ、異性情གৎ、單ᒃ、峘ஆ、

數人單身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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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目社會上較普ၹ的ৎࠠ態是經由ஆ࠷而組成的異性情གৎ

，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應特別重視性別平等的互動關係，以維護個

人的自主權。而不論ৎ的組成ࠠ態為何，最重要的是學習以尊重的

態度來࣮待各ᅿ不同的ৎࠠ態，且能以正向、健康的態度來接納自

己的ৎ。 

(二)多元ৎࠠ態 

隨著社會的殤ᎂ，ৎ結構也明殫的改殤，傳統大ৎᄽ殤而進

入核心小ৎ。ৎࠠ態也ᖿ於多元化，雙ᒃৎ、單ᒃৎ、峘ஆ

ৎ、同ۚৎ、႖代教養ৎ、離ஆ、單身、異國ஆ࠷、頂࠼族、

外派、假日ϻۀ、老人ᐱۚ等不同的ৎࠠ態相ᝩ產生。 

每個人都有權ճ依據自己的價值觀、鄹崅等，來選自己གྷ過的

生活，認識多元的ৎࠠ態，瞭解其組成各有其ङ醱與因素後，有助

於個體包容及尊重他人對ৎࠠ態的選。 

不論ব一ᅿৎࠠ態，個體要能ᙶ清在ৎ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例如在ৎ中Ᏹ有決定權的人，應透過彼此協同意，而不一定以男

性為主，養ৎ活α、維持ৎ經ᔮ等ೢ任，也不能屯落在男性身上。

總之，個體要能辨識性別權力不對等現象，進而在ৎ中分擔ৎ經

ᔮ與各ᅿೢ任，建立彼此支持、尊重雙方，一ଆ決議的性別平等關

係。 

2-2-7 認識ৎኪ力

及 其 求 助 ᆅ

ၰ。 

2-3-8 認識ৎኪ力

對身心發展的

影響。 

2-4-15習得ৎኪ力

的防治之ၰ。 

 

一、重要概念：ৎኪ力 

二、概念說明 

「ৎኪ力」是指在ৎ生活中，對ৎ成員實施身體或精ઓ上

的不法侵害行為，例如岌、स待、α頭߬ଋ、ુ࠶৮ᓵ，限制人身

自由，ճ用ูٽ行Ω、犯罪，參與֫害身心健康的活動等。 

ৎኪ力發生的對象可能包括任何一個人，例如尲岘、小࠸、手

足等。不論個體的性別、年ស，ؒ有任何人有權力或理由，可以使用

ኪ力來對待另一個人。因此對於ৎኪ力的認識，預防鄭於ံ௱。ᎁ

受ৎኪ力時，個體必須學會保護自己，例如岌時，應保持հᓉ，

保護頭、ᖍ、ᓍ和ဎ部等部位，不說ڈᐟ話以խࡷଆ對方的ኌࡗ，並

透過大ᖂڥ௱、離現酏、ኘ岌 113 岆保護專線、請察協助等ᆅ

ၰ尋求協助。 

ኪ力的ङ後往往ᗦᙒ著「權力與制」的思維，是一ᅿ不平等也

不合理的對待。在ৎ生活中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ৎኪ力ࡐ

容ܰᇤ導成是受ኪ者無能、犯ᒱ，ω會引發ৎኪ力的持續發生，

這對個體的身心發展有ॄ面的影響。此外，使用ኪ力後ኩ時ᕇ得的

制ག，ࡐ容ܰ讓人ᇤ以為ኪ力是ᕇ得權力或制ག的崅৩。為ᗉխ

ኪ力的ॄ面影響與酼性酹環，ᎁৎኪ力時，個體應體認到一峘原

ፊ不是最崅的方式；同時也能認清使用ኪ力，反而突殫自己ኪ力所

制與ճ用的事實。因此必須學習ִ๓ᆅ理自己的情ᆣ與行為，Ᏹ有

理性解決問題的能力，ω能Ԑ日脫離ኪ力的鄋影。 

3-4-5 探究社會建構

下，性別歧視

與偏見所成

的֚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

中，性別關係的權力

一、重要概念：社會建構的批判、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二、概念說明 

(一)社會建構的批判 

各個社會根據性別特ቻ、文化傳統的性別角色分類與社會分工，

፟予不同性別者有不同的性別內涵及相應的性別認同和能力的發

展，並且形成規ጄ與價值，༟性別外在形象與內在人特質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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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屌說明 

結構。 性。這樣的性別差異通த是有系統的社會建構之結果。 

我ॺ應၀要透過認知基模的重建、意識的覺ᒬ，協助學生探究在

社會建構下所成的性別歧視(或偏見)的֚境，以及反思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積極培養學生批判的能力與意ᜫ，維護尊重不同性

別差異的基本信念。 

(二)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藉由討論相關的社會事件、生活議題，瞭解在不同的社會文化

中，由於社會分工、社會結構、性別角色刻板化都會形成權力和階級

的差ຯ現象，這ᅿᅿ現象反ࢀ在政治、社會活動、族群或是經ᔮ活動

中，都會因為ڰ有社會文化中存在的性別歧視或偏見而使得性別平等

教育及環境更加֚ᜤ。 

ଞ對進入國中階段的青年，應強化個體去覺察、檢視並反思在日

த生活與學習經驗中潛在的制度性的偏差，並௵覺性別權力在社會環

境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情ݩ，尒其是有關性別與族群的思概念的ᙶ

清，需要藉由不斷的對話、反思。可透過社會觀察、報導、書ᝤ᎙讀、

ಡ歭ᄽ講和इ錄片的欣賞，去檢視自己的概念是如何形༟。並且必須

不斷的在生活情境中落實批判的觀點，輔以經驗分享、課討論或實

地參訪，ω有可能自我ቚ能並重新建構正確、健康、多元的性別平等

意識。 

3-3-4 檢視不同族群

文化中的性別

關係。 

3-3-5 體認社會和歷

屰ᄽ殤過程中

所成的性別

文化差異。 

3-4-7 探究多元文化

社會中的性別

歧視，並尋求

改๓策ౣ。 

 

一、重要概念：多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二、概念說明 

各個族群由於生活環境與歷屰發展不同，成在性別、階級、意

識形態等的差異，這٤不同族群間的多樣性與差異性，都是值得ࣔ視

並且應視為平等的。尊重差異，與ፂ突岱࣯共存，是多元文化發展脈

絡中的核心思གྷ。現Ϟᆵ灣社會族群共融，不同族群有不同的社會傳

統文化，應讓學生透過接、瞭解、認識、關心、對話進而產生理解、

接納、尊重。例如在蘭ᔁ，०鄗౼期間，女性告ᇢ๊對不可࿘

板Ճ，ց則會有酼運上身。這樣的告ᇢ並不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而

是一ᅿ傳統文化，是社會環境和歷屰ᄽ殤所成的文化差異，這樣的

文化差異需要的是「尊重」。我ॺ瞭解並能逐一檢視何者是或不是

傳統文化的產ނ，我ॺߡ能வ文化發展的脈絡、歷屰స源，去反思和

探討在多元族群社會中如何與「他者」互動，進而能வ「尊重」差異

過程中，尋思各ᅿ改๓性別歧視的策ౣ。 

    

肆肆肆肆、、、、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國民中小學的實施，除了在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時，

以彈性學習時間自行發展教材與教學活動之外，最積極目的ϝ冀望以融入式

課程作為手段，將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轉化為各學習領域的知識內涵，促

使七大學習領域知識內涵與課程結構，均能體現性別平等教育之理念。 

除此之外，希望審訂版教科用書與主ᆅ教育行政機關在編撰相關教材及

設計各學習領域課程時，能適時融入不同性別的成長與發展、性別認同、性

別角色的學習與突破、性別的關係與互動、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平等以及性

別權益相關議題等主要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係以性別的自我瞭解、人我關係與自我突破作為

三項核心能力，課程內涵包括ৎ、學校與社會中每Ϻ所發生的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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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教學策ౣ上可以引導學生分析、批判教科書與學校生活中所呈現的性

別刻板印象，在ৎ中破除不平等的性別角色分工，更能ᗉխ大傳媒所傳

ሀ的性別偏見。教師宜ᗉխ流於說教式的知識傳ሀ，根據學生的需求與反應

௦用適Ϫ與有效的教學策ౣ。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旨在「融入」，而不是「套入」。必須正確

解讀能力指標的意涵峘加以融入，始能達成轉化傳統學科知識的目的。性別

平等教育議題在融入學科課程內涵所௦取的策ౣ，傳統上不外屁有貢獻、బ

加、轉化與社會行動等取向。而在課程實施上，如消除各學習領域課程中含

有偏見或歧視的內容；在課程中ଞ對٤ࢌ少數特定有所貢獻的人ނ或事ᙬ，

給予肯定和表醤；或以附加的教學單元，將性別有關的概念、議題和觀點納

入其他課程之中。而融入式課程最理གྷ的方式應၀是௦取轉化取向，將性別

平等教育目標與各學習領域目標重新概念化，統整並建構學習目標，藉以設

計課程內容。如此將兩ᅿ不同課程領域的原有結構解體，峘ᆙ密的加以統整，

促使其課程目標、課程內涵或教學計畫都重新加以組ᙃ與整合為一體。 

本課程綱要所提ٮ之教學示例(၁見附錄二)，即以轉化取向進行融入式

課程之設計。வ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解讀໒始，同時敘及融入各學習領域

的相關策ౣ，並提ٮ教學活動設計之示例，希望能協助所有參᎙者，明瞭性

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融入其他學習領域的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能力指標的解讀流程如下： 

 

 

 

 

 

 

 

 

 

 

 

 

至於性別平等教育轉化式課程取向，則透過二者能力指標的整合，促使

二者的概念性知識ᆙ密ೱ結，並以統合的概念性知識，重新建立整合性的學

習目標，藉以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如在社會、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學

習領域進行融入式課程時，其實施之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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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內涵 

主要概念性知

ᘏ取性別平等

教育議題能力

ᘏ取融入學習

領域之能力指

概念分析 

與對應 

概念分析 

與對應 

擬定整合

性教學目

教學活

動設計 

კ 1：能力指標解讀流程 

კ 2：轉化式課程設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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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991008 講綱 

1

融入傳統學科的性平教育融入傳統學科的性平教育

講師 林姿吟

 
 

 

 

 

 

2

講師ᙁϟ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師範大學學社會教育博士班

經歷：嘉義基督教醫院臨床心理師

高雄長庚醫院臨床心理師督導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輔導諮商研究所講
師

高雄市教育局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現任：嘉義市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臨床心理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講師

專業證照：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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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平意識進入教育領域

• 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1997年公佈實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條例

理念或概念宣示 課程改革的實踐

 
 

 

 

 

 

4

性別平等教育

• 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使不同性別都
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
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因素
而受到限制。

• 促進男女在社會上的機會均等，而在性
別平等的互助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多
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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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೬體v.sฯ體

• 課程與教學

• 文化與環境

 
 

 

 

 

 

6

國民教育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
核心能力

• 性別的自我瞭解

• 性別的人我關係

• 性別的自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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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民教育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
六大課程目標

• 瞭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
• 瞭解自己的成長與生涯規劃，可以突破不同性

別的社會期待與限制
• 表現積極自我觀念，追求個人的興趣與長處
• 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重社會多元現象
• 主動尋求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建構性別平等

之社會
• 建構不同性別和諧、尊重、平等的互動模式

 
 

 

 

 

 

8

民國100年九年一貫教育性平議題概念

• 身心發展-差異及身體意象

• 性別認同-性取向、多元的性別特質

• 生涯發展-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職
業的性別區隔

主題軸：性別的自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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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國100年九年一貫教育性平議題概念

• 性別角色-刻板化
• 性別互動-互動模式、表現自我
• 性別與情感-情緒管理、情感的表達與溝

通、情感關係與處理
• 性與權力-身體的界限、性與愛、性騷擾

與性侵害防治
• 家庭與婚姻-多元家庭型態、家庭暴力
• 性別與法律-權益與法律救濟

主題軸：性別的人我關係

 
 

 

 

 

 

10

民國100年九年一貫教育性平議題概念

• 資源的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的運用、
校園資源的運用

• 社會的參與-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 社會建構的批判-社會文化中的別權力關
係、多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主題軸：性別的自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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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案參Ե

• 語文領域
• 數學領域
• 社會領域
• 自然與生活科技
• 藝術與人文
• 健康與體育
• 綜合活動

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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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參Ե

• 語文領域
• 數學領域
• 社會領域
• 自然與生活科技
• 藝術與人文
• 健康與體育
• 綜合活動

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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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材檢示
與反思

• 為什麼找不到襪子
只想到要問媽媽？
或為什麼要由媽媽
回答?

• 家裡不能只有爸爸
跟孩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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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檢示
與反思

• 女生洗衣服

• 男生洗衣服

• 男生洗女生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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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வ現有的材料中פidea

• 課本

• 社區風俗

• 節慶

• 熱門話題

 
 

 

 

 

 

16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也歡迎查詢教育部性別平等性別平等網站網站哦！

http://www.gend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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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意意    
見見見見    
回回回回    
饋饋饋饋    
表表表表    
統統統統    
計計計計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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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99 年度 

分區訪視研習(東區)意見回饋表統計結果 

 

「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99 年度分區訪視研習(東區)」，於 10 月 08 日

假竹崎國小辦理ֹ。就相關問題發出意見回饋表 25 份，成功ԏ回 15 份；

題項分為兩大類，一為࠾鄆式選項，一為໒ܫ式༤เ。統計結果如下： 

壹壹壹壹、、、、     鄆式選項࠾鄆式選項࠾鄆式選項࠾鄆式選項࠾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人數人數人數人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職୍ 校長 

(0) 

 

主任 

(3) 

19ʘ 

組長 

(4) 

25ʘ 

導師 

(6) 

37ʘ 

專任

教師

(3) 

19ʘ 

其

他 

(0) 

 

無༤

เ 

(0) 

 

2.任教年資 10 年

以下 

(4) 

29ʘ 

10- 

20 年 

(7) 

50ʘ 

20 年

以上 

(3) 

21ʘ 

    

語文  

(6) 

18ʘ  

綜合  

活動  

(3) 

9ʘ  

數學  

(5) 

15ʘ  

社會  

(10) 

31ʘ  

自然

與生

活科

技  

(1) 

3ʘ  

藝ೌ

與人

文  

(2) 

6ʘ  

健康

與體

育  

(5) 

15ʘ  

3.任教學習領域 

其他  

(1) 

3ʘ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人數人數人數人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括號內之數))))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及其ԭ分尬    

二二二二、、、、對研習活動滿對研習活動滿對研習活動滿對研習活動滿

意程度意程度意程度意程度    

 不ࡐ

滿意 

不滿

意 

ۘ可 滿意 ࡐ滿

意 

無༤

เ 

1.研習時段安排 

 

(0) (0) 

 

(0) 

 

(8) 

53ʘ 

(7) 

47ʘ 

(0) 

 

2.酏地環境的

適性 

(0) (0) 

 

(0) 

 

(6) 

40ʘ 

(9) 

60ʘ 

(0)  

3.承辦單位行政

效率與୍ܺ 

(0) (0)  (1) 

7ʘ 

(8) 

53ʘ 

(6) 

40ʘ 

(0)  

4.課程安排與

課講師 

(0)  (0)  (1) 

8ʘ 

(4) 

31ʘ 

(8) 

61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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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際應用於教

學或工作 

(0)  (0) (2) 

14ʘ 

(7) 

50ʘ 

(5) 

36ʘ 

(0)  

6.研習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課性別平等教育課性別平等教育課性別平等教育課

綱解讀綱解讀綱解讀綱解讀    

(0)  (0)  (2) 

14ʘ 

(8) 

57ʘ 

(4) 

29ʘ 

(0)  

7.研習課程 

融入學科的性別融入學科的性別融入學科的性別融入學科的性別

平等教育平等教育平等教育平等教育    

(0) (1) 

 7ʘ 

(1) 

7ʘ 

(7) 

36ʘ 

(5) 

50ʘ 

(0)  

貳貳貳貳、、、、     ໒ܫ式選項໒ܫ式選項໒ܫ式選項໒ܫ式選項    

((((一一一一))))  參加本次研習的心得或成效為何參加本次研習的心得或成效為何參加本次研習的心得或成效為何參加本次研習的心得或成效為何ǻǻǻǻ    

1.  ԏᛘ良多。 

2.  原來自己對於性別方面也有一٤ᒱᇤ的刻板印象，ᅟ後要多加੮意。 

3.  。多性別歧視都在不知不覺中，教學時要更小心ࡐ 

4.  了解性別平等的觀念。 

5.  屲灣女運動的歷屰發展。 

6.  གৱ，ٌध了。 

7.  在指標的ϟಏ中，有一٤不醶གྷ過的面向௴發個人的思維，助益良多。 

      

((((二二二二))))  ᅟ後辦္類՟研習活動ᅟ後辦္類՟研習活動ᅟ後辦္類՟研習活動ᅟ後辦္類՟研習活動，，，，ா的具體建議為何ா的具體建議為何ா的具體建議為何ா的具體建議為何ǻǻǻǻ    

1.  「多元的性別取向」相關課程，學習如何ᒌ၌輔導。 

2.  影片ࡺ事多٤更崅。 

3.  可以有性平預防課程，及如有性侵事件如何處理。 

4.  實作及ᄽ講。 

5.  是ց有性平的教材、qqt、教案、影片、ࡺ事等可以在課中賞析，分

享後回學校實際運用。 

 

性 平 課 程 綱 要 仍 為 多 數 教 師 不 熟 悉 之 部 分，在 推 廣 上 仍

須 從 課 綱 入 手，才 能 掌 握 性 平 課 程 之 精 隨。且 性 平 教 育

不 只 是 女 權 運 動 之 延 伸，教 學 與 生 活 中 尚 須 照 顧 到 更 多

元 的 族 群，多 元 性 別 的 課 題 也 是 依 班 教 師 較 不 敢 碰 觸 的

部 份 ， 未 來 研 習 課 程 可 多 添 加 此 內 涵 。  

在 實 務 經 驗 上 的 分 享 及 教 材、教 案 亦 是 第 一 線 教 師 急 需

入 手 的，本 團 在 整 理 及 研 發 相 關 教 材 後，並 會 將 歷 屆 研

習 與 會 教 師 所 留 下 之 資 料 做 統 整，將 以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傳

遞 相 關 訊 息 ， 以 期 達 到 教 案 分 享 之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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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ց有意ᜫ擔任性平輔導是ց有意ᜫ擔任性平輔導是ց有意ᜫ擔任性平輔導是ց有意ᜫ擔任性平輔導

員員員員

是

0%

否

93%

無填答

7% 是

否

無填答

92.00%

86.00% 86.00%

80.00%

85.00%

90.00%

95.00%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課程安排與講師

實際應用於教學工

作

研習課程

100.00% 100.00%

93.00%

85.00%

90.00%

95.00%

100.00%

行政安排行政安排行政安排行政安排

時段安排

場地舒適性

承辦單位行政支援

 

(三)  是ց有意ᜫ參加性平輔導團員ǻ 

本 選 項 填 答「 是 」的 人 竟 然 為 0，

且 有 1 人 無 填 答 ， 可 見 縣 內 教 師

對 於 輔 導 員 工 作 依 然 興 趣 缺 缺 。

輔 導 員 為 無 給 職 工 作 ， 雖 享 有 減

課 優 惠 ， 但 多 數 學 校 仍 無 法 配

合 ， 且 輔 導 員 的 工 作 亦 相 當 吃

重 ， 除 研 發 課 程 以 外 ， 尚 須 到 各

校 做 到 校 服 務 、 承 辦 全 縣 研 習 ，

人 力 資 源 少 的 情 況 下 工 作 依 然 沉 重 ， 因 此 輔 導 員 的 招 募 仍 是 相 當 困 難 。  

 

參參參參、、、、     分析與建議分析與建議分析與建議分析與建議    

一一一一、、、、     講座方面講座方面講座方面講座方面    

   在講座方面各方面

滿意度ϟ於 86&--92&

之間(如表 1)，殫現此

次專題講座ั能಄合

與會者的需求，ՠ有一

人認為講座內容不太

಄合教學需求，可見本

團在討論相關課程內容時會更加注意第一線教師的需求。 

 

二二二二、、、、     行政安排方面行政安排方面行政安排方面行政安排方面    

      在行政安排方面

的滿意度ϟ於

93&--100&(如表二)。「承

辦單位行政支援」滿意度

為 93&，ᗨ岔見ֹ美ՠ也

能讓多數教師認同，གᖴ

參與課程之教師的肯

定，團員ॺ會更加ո力協

助研習上一Ϫ事୍。另在 

「時段安排」及「酏地適性」滿意度ࣣ為 100&， 

然最要གᖴ竹崎國小提ٮ適的會議室ٮ本團辦理研習之用，也讓東區學

校參與本酏研習之教師ॺ體會到竹崎國小校園ᆘ意然，ᐋ尧ן౧的醱觀，

在這樣的環境下上課的࠸子及師長ॺགྷ必十分幸福，是屉多老師ॺခ慕的。      

 

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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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照照照照    

片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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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99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東區訪視活動照片-竹崎國小（99.10.08） 

  

 

ɇ講師林֗心理師ଞ對性平課綱及教學內容進行解讀  

 

ɇ林֗心理師分享ᖏ輔導的實୍經驗 



 41  

嘉義縣 99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東區訪視活動照片-竹崎國小（99.10.08） 

  

 
ɇ林֗心理師分享國小教材中健體領域可融入性平教學之策ౣ 

 
ɇ林֗心理師ଞ對「美與ᗒ」之議題教學課程中的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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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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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99 年度  

活動成果報告表 

計 劃 

名 稱 

嘉義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分區

輔導訪視-東區 

參  與

對  象 
東區各國中小校長、主任、教師 

辦 理 

地 點 

嘉 義 縣 竹 崎 鄉 竹 崎

國小 

活 動 

 用 
9200 元 

參 與 

人 次 
25 人次 

附 件 計畫、參加人員簽到冊、研習手冊、活動照片 

效益評： 

一、  這次輔導團分區訪視ॷ用竹崎國小研習教室辦理研習，而東區

各國中小 也酱屁在ᕷԆ的 課୍下ᅰ量安排 至少一位老師參

加，與輔導團進行一酏專業及知性與ག性的性別平等教育專業

分享與對話，可能研習時間為多數學校上課期間，因此有不

少老師不լ往，ࣗ是可ெ。 

二、  ၀酏講座ᗎ請到嘉義市ፁ生所林֗心理師，除了對性別平等

教育歷年發展ݮ革以及社會運動進行引述外，另外亦對 100 年

課綱微調及融入課程之教學進行一酏ు入的探討。  

   三、 綜合討論的時間，參與教師與林֗心理師ଞ對學校性平課

程推動的ᜤ題與學生於性平相關問題輔導互相Ϫዲฒᑃ，相信

對參與教師ॺ在學校處理性平相關議題、性侵、性ផ處理流程

有ࡐ大的ᔅ助。      

檢討與建議： 

一、本次辦理輔導團分區輔導訪視的時間是學校上課時間，因此能

參加此研習的老師不多，ࣗ是可ெ。輔導團共同時間ςڰ定

為ຼ五，可於新年度討論本團共同時間是ց需要更改或調整，

以ߡ於配合各國中小辦理活動與推動性平教育。 

二、這一次在時間的安排上ϝ有點ᆙॐ，ՠ參與的教師及行政人員

ࣗ至校長都全力支持本團辦研習的用心，希望這ᅿ୍ܺ的精ઓ

能ᘉ及嘉惠各校，讓初的性別平等ᅿ子可ᝩ續໒結果。 

༤表人： 張釧܃ 
主 任 

輔 導 員 ： 
張釧܃ 召集校長：蘇慕洵 

   

聯  絡 

電  話： 
05-2262527 傳 真 ： 05-2060509 

༤表日期： 100 年      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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