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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

㆒、前言

二十世紀末起，各國對於教育均掀起一

波波的改革風潮。從探討長久以來被漠視的

教育議題與現象，到尊重不同個體與思想，

多元文化教育（Diversity Education）儼然已
成為教育領域的新興議題。多元文化社會的

教育立場是允許多民族、多文化、多價值觀

的並立與尊重（王雅玄，1999）。由此可
知，多元文化教育應重視每位學生的受教權

及其個別差異，並培養學生具備尊重多元文

化雅量與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的探討，其內涵包含廣

泛。本文主要聚焦於性別平等教育的議題。

謝小苓（1995）指出，學校如無法避免性別
角色偏見的教育方式，而又不能提供完整的

兩性教育，那我們的教育就不再是「全人教

育」。早年國內有關性別課程的研究資料，

不乏將重點偏重在教材及教科書層面的分析

（方朝郁，2000；林惠枝，2000）。只研究
靜態資料分析並不能改變既有的性別文化結

構，必須進一步真正落實在教學現場及課程

設計中。

本文首先探究性別平等教育意義及需要

性，其次是對我國性別平等教育實施過程與

困境做一說明，最後說明如何在學校經營與

班級教學中，建立一個性別平等的學習環

境，並教導學生自尊與尊重的觀念。

㆓、性別平等教育意義及重要性

李元貞（1988）指出國民教育是教育體
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環，旨在培育

國家社會發展所需的人才。小學是最基礎的

義務教育，幾乎人人都必須接受小學教育，

所以性別平等教育的觀念應於小學札根，以

免父權思想不斷地被再製。以下將探討性別

平等教育意義及其需要性：

（一）性別平等教育意義

性別平等教育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

使學生能獲得均等的受教機會，進而促進不

同性別在社會上地位的均等。這是一個連續

不斷的歷程，其教育目的在於消除社會既有

「男尊女卑」傳統觀念，達成真正的性別平

等的社會。

Banks認為透過教育，能使不同性別學生
在學校中可以獲得均等的受教機會，期望藉

由教育上的性別平等，促進不同性別在社會

上的機會均等（李苹綺譯，1998）。而蘇芊
玲（2002）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應尊重每一個
個體的個別差異，不分性別地給予平等發展

潛能的機會，在分配資源或維護尊嚴上也不

應有性別的差別待遇或雙重標準。

由上可知，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過程即

在鼓勵深度反省與覺察，並破除父權思想的

教育窠臼，是一種教育改革運動。本文將性

別平等教育定義為：去除性別偏見與刻板印

象的過程中，兩性都能獲致教育均等的機

會，不受任何歧視。並能讓學生能先自尊而

後尊重他人，塑造和諧平權的教育現場，進

而建構兩性能真正平權的社會。

（二）性別平等教育的需要性

Klein（1985）曾從社會、政治、經濟及
哲理等觀點，倡導兩性平等教育，其需要性

為：

1.激發個人潛能開創未來，避免受限於
當今社會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2.了解人的基本權益，進而互相尊重，
減低並削除性別間的偏見、歧視與衝

性別平等教育如何在教育現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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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3.促使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資源合
理的分配，以便建構兩性平等共存共

榮的社會。

4.兩性平等應基於倫理道德以及人性尊
嚴的闡揚。

㆔、我國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的

沿革過程

以往談及性別教育，主要是指「性教

育」為主。張玨（1997）檢視早期的性教育
課程的發展，發現在教材方面內容偏重疾病

預防及治療，以性生理的解說為主，欠缺社

會及心理問題的探討並且在階層的銜接上出

現中斷及準備度不夠的情形，師資方面的訓

練更顯薄弱，因此實施成效並不彰顯。

再者，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六年頒布「中

小學性侵害防治教育實施原則及課程參考綱

要」作為各級學校推行性侵害防治教育的教

學依據。但重點在於教導學童性侵害的相關

概念、防範技巧及危機處理，尚未涉及到兩

性的關係及互動或兩性相關權益等社會、心

理層面上的議題（曾台芸，2001）。
隨著男女平權的思潮逐漸受到正視，教

育部對於兩性平等議題亦提出回應，於民國

八十六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頒

布「兩性平等教育實施方案」作為兩性平等

教育政策依據，以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課程

設計，與教師專業知能的培育。

在現行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中，將兩性教育列為六大重大議題，並融

入七大學習領域中。至此，兩性教育脫離宣

示意義，轉而進入課程改革的實踐，藉以真

正落實其內涵。從教育部規劃之性別平等教

育的核心內涵及課程內容中，以六大課程目

標為主軸，分別是瞭解性別角色發展、瞭解

自己的成長與生涯規劃、表現積極自我

觀念，主動尋求社會資源及支援系統以建

立兩性平權之社會，建構兩性和諧、尊重、

平等的互動模式。

由六大課程目標中，可清楚知曉其目的

在於培育學童能具有多元觀點，察覺學習環

境中不當的性別偏見及歧視，能提出解決的

方法。更進一步能瞭解接納自我、尊重他

人，建構兩性分工與合作的相處模式。

以高雄市國小每學期課程規劃為例，清

楚明列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之

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藉由學校教育推

行，而能真正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㆕、我國實施性別平等教育遭

遇的問題

教師與學生的成長背景中，常因生活背

景、家庭教育等因素，對不同的文化抱持不

同觀點，尤其在性別平等的觀念上，常是相

去甚遠。分析國內進幾年來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的情形，常遭遇四項問題，亟需解決。

（一）課程與教材內容方面

教科書中性別偏見議題最早獲得注意。

歐用生（1994）認為在影響兒童性別角色
態度的眾多因素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是

學校的教科書，其對兒童的思考方式、態度

形成和人格發展的影響至深且巨。檢視早期

教科書，發現男性的角色，無論是出現的次

數、正面形象、從事職業，其頻率與職業好

壞都比女性來得高。至於女性則多為刻板印

象的角色中，如護士、秘書等（婦女新知，

1999）。
近年來，雖開放教科書由民間編纂，但

從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觀點，檢驗小學新版

各科教科書，卻發現仍存有性別偏見，不論

是男女兩性關係、男女特質與角色、家庭權

力分配結構、職業介紹及選擇等方面，都仍

存有傳統兩性刻板化印象（林惠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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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明貞、林碧雲，1997）。
（二）教師知識與態度方面

教師是推動教育搖籃的推手，任何教育

課程的實施，基層教師是處於高度影響地

位。蔡培村與余嬪（1999）指出小學教師性
別平等教育素養知能普遍極待提昇，因此，

在接受教育學程培育時，準教師需接受多元

文化的教育議題薰陶，知覺性別刻板與意識

型態的偏誤，能反省與建構自己「平權」的

教學能力與觀念。

當然，大多數在職教師勇於接受新知，

願意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但部分教師可能因

為受傳統觀念，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缺乏正確

的認知，導致其教學配合意願低，視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為負擔，其教學恐流於形式上的

述說或教導，因此教師是否了解與接受性別

平等教育的相關知識是相當重要的。

（三）學校行政與職位方面

根據教育部在2006至2007的統計顯示，
雖然國小學校女性教師的人數約為男性教師

的二倍，但在國小學校校長人數及一級主管

人數統計中，分別發現全國由女性擔任校長

比例是26%左右，而擔任一級主管的女性比
例為40%左右。

由歷年來的統計可知，在學校行政中教

育人員性別角色分工呈現失衡的現象，行政

主管常由男性擔任，基層教師與決策人員的

性別比率呈現不平衡的狀態。近年來，雖已

大有改善，但真正決策權常由男性一級主管

決定。

（四）社會與家庭觀念的不平等對待

莊明貞指出（1999）大眾傳播媒體的負
面影響，媒體多以商業為導向，所做的報導

或製作的廣告、戲劇內容，往往涉及性別歧

視或刻板印象，成為「性別平等教育」的反

教材。

另外，傳統家庭與文化的影響下，根深

蒂固的價值觀一時不易扭轉。再者，男尊女

卑觀念常藉由老一輩的家人在潛移默化下，

不自覺的灌輸給下一代。因此，學生在校所

習得的性別平等的價值觀念，易受家人的觀

念而造成學生學習混淆，導致學校教育無法

真正落實。

㈤、建構性別平等的教育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無法順利推行，其限制並

非全是學校，家庭與社會因素影響更大。然

而，學校與教師扮演的教育角色更顯重要。

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現場，教師應審慎的進

行教學，並避免身教言教再複製給下一代。

身處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是否具備正確的性

別平等意識，確實是重要的。以下以三個面

向探討如何建構性別平等的教育環境：

（一）職前與在職的師資培育

在教師的職前教育課程學習中，應融入

適當的性別平等課程，增加多元文化的學

習，讓準教師對能有正向的認知與態度。師

資培育的課程亦需強調對於教材規劃、教師

身教、教學境教的學習，讓準教師培養對多

元文化尊重、批判思考與反省實踐的能力。

在性別教育理念與政策推行時，可利用

學校教師共同進修時間，探討性別平等教育

的理念，並確實將正確尊重的理念落實於校

園當中，形成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學校的

校本課程的訂定時，也需增列性別平等教育

的實作練習，讓教師們能腦力激盪出不同的

教學點子。

（二）教師教學與教材選用

教師應破除性別偏見，男生理科優秀，

女生文科較行。教師尊重不同性別的學生，

讓學生能學習教師的言教、身教、境教，彼

此尊重並瞭解差異。在教學情境中，應妥善

的利用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與一同學習，讓

不同性別的學生能有機會學習尊重。

教師更應審慎選用教材，破除性別刻板

印象，尤其是職業偏見。教科書的教材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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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如果能透過研習進修與工作坊的方式

讓第一線教師設計規劃，累積性別平等教學

的內容與教材，並透過實地教學演練進行修

正，是一個解決教材教法問題的方法。

（三）班級經營與教學環境

教師在班級經營上應有機會均等的理

念。以往，教師常只獎勵學業好、品行佳的

「乖巧」學生。然而，多元尊重的班級經營

中，教師要主張性別平等的正義原則，讓男

生與女生能融合，互相幫助與尊重，建立兩

性各自的自信，鼓勵不同性別的學生一同參

與活動。

適時與有技巧的安排教學環境，讓學生

自然身處於兩性平權的班級，讓性別平等的

觀念落實於平日教學，自然而然形成正確的

價值判斷，以取代宣講式的教學模式。

㈥、培養㊛性主義教師的價值觀

相較於父權主義給人們印象是集權，女

性主義的發聲是對傳統知識論的批判。藉由

打破各種傳統教育的規範與束縛，教師應有

深刻的自省與判斷，取代教育對性別的再

製，關懷弱勢者的心聲。身為教師，應培養

女性主義的關懷面向，憑藉自我新知的吸

收，幫助自身與學生的成長。

（一）發展教學中批判的語言

語言是權力的象徵。教師角色應扮演開

放、安全的學習環境，並對自己與學生的日

常用語進行反思，並在班級教學提出問題讓

學生與教師進行對話，辨別是否是性別平等

的用語，或是偏頗不平等的言詞，引發學生

自我覺察。

（二）認識差異與關懷他人

能尊重他人之前，應讓學生彼此試著瞭

解對方，教師更應深刻瞭解每位學生的家庭

背景，能有效的進行教學。當教室中性別角

色的衝突產生，教師應讓學生說出其感受，

進行機會教育，更應該聆聽微弱的聲音。

讓學生瞭解彼此看法的差異所在，適當的進

行教學，不應誇大相異或相似處，讓學生學

會尊重自己與關懷他人。

（三）中性立場的價值觀

人剛出生時，並無性別意識，經由社會

化的過程，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讓人逐

漸成為男人與女人。教師可以在男女平權的

班級氛圍裡，設計各種情境，使學生扮演各

種角色，修正其原先對角色的刻板印象，塑

造中性立場的性別價值觀念。

㈦、結語

本文首先探討性別平等教育意義，並介

紹我國性別平等教育實施過程與困境，進而

探究在學校經營與班級教學中，如何建立一

個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並培養學生自尊與

尊重的觀念，更闡述身為教師應具有的觀

念。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而身

為教師更須要營造和諧融洽的兩性平權的班

級氣氛，讓學生能沈浸在和樂的教室中。進

而推展性別平等的觀念至家庭以及社會，落

實正確的性別平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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