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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

　　教育平等⼀直被世界各國看成實現社會平等的重要⼯具，⽽學校教育中的性別平等是教育平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教育⺠主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標誌（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15年03⽉09⽇、2015年06⽉11⽇）。美國於1972 年頒布《教育

修正案第9條》為美國性別平等課程之建構奠立法律礎⽯。其後，在改變女性於數學、科學和體育等課程中不利處境⽅⾯，經由政

府與各種專業組織、⺠間團體共同推動⼀系列教學措施，並同時開發出專⾨的性別平等課程，使得性別平等課程的發展與教學實

施易於相互呼應。此透過社會參與之課程建構與實施的趨勢，或能為我國性別平等教育之落實提供若⼲參考。

貳、美國性別平等課程之發展

　　早在1972年，美國就在國會通過保障性别平等的《教育修正案第9條》（Title Ⅸ of the Education A- mendments, 簡稱

Title Ⅸ），復於1974年通過《女性平等教育法》（Woman’s Educational Equity Act, 簡稱 WEEA）。

       Title Ⅸ指出：「在所有聯邦資助的教育項⽬、課程或活動中，不讓任何⼀位美國國⺠，因性別的緣故被拒絶參與、剝奪相關

權利，或者受到歧視」（駐舊⾦⼭辦事處教育組，2014年10⽉02⽇）。另外，為禁⽌教育中基於性別的歧視、排斥、拒絕、隔離

或限制，繼於其執⾏準則中，進⼀步對課程之提供、學校職業教育、諮詢輔導、財政撥款、學⽣健康保險、學⽣體育課／活動等

各個⽅⾯予以詳細規定，以提供具體、可操作的法律依據。

       ⾄於WEEA則明確規定：「聯邦政府應⽀持性平課程的研究、開發新的性平課程模式與促進性平的教學與學習策略，且應資助

地⽅學區和學校推展性平課程的實踐」（Boland, 1995）。

       質⾔之，在實現性別平等教育⽬標、男女受教權利平等的過程中；美國對性平教育所關注之焦点逐漸由「機會平等」朝向「過

程平等」發展，並呈現於相關課程的發展與實施中，以下擇要從三⽅⾯敘述：

⼀、數學、科學與體育相關課程的構建與實施

      《教育修正案第9條》頒布以來，美國建構性别平等課程的努⼒，主要集中在解决女性在課程中的不利處境、性別偏⾒影響最

⼤、最缺乏信⼼的數學、科學與體育等科⽬。

        （⼀）數學課程

        從1989年到2000年間，全美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Mathematics, 簡稱NCTM）以「⾯向全體學⽣的

數學」（Mathematics for All）為核⼼理念，陸續頒布四個數學課程標準，強調所有學⽣均應在數學上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依

美國中小學性別平等課程建構對我國的啟示美國中小學性別平等課程建構對我國的啟示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3月,第9期

美國中小學性別平等課程建構對我國的啟示

第 1 頁，共 6 頁



據該理念，其他⺠間團體與組織亦相繼提出性平教育相關之建議與措施，包括：1、根據性平課程的特徵來制定數學課程標準、保

護男女學⽣的平等權益，使課程內容能夠代表學⽣的多樣性；2、培養學⽣對數學環境的敏感度，提髙所有學⽣對數學的興趣；

3、採⽤情境學習、分組學習以及背景聯系學習等教學策略，提髙女性對數學的參與以及學習上的成功；4、營造舒適的課堂環

境、使⽤無性別偏⾒的語⾔，讓男女性均能獲得相同的參與機會；5、專⾨為女性設立校外學習班，如女⼦股份有限公司、美國⼤

學婦女協會等所舉辦的校外特殊學習班（NCTM, 1993）。

    （⼆）科學教育課程

        1985年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簡稱AAAS）啟動「206l 計劃」，其中

與性平相關的主張有：「選⽤與借助典範以介紹婦女和少數⺠族做出的貢獻，向婦女和少數⺠族學⽣表明：⼈們期望他們同別⼈

⼀樣、學習相同的課程、達到同樣的⽔平並且學的⼀樣好」（AAAS, 1993）。⽽國家科學教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簡稱 NSTA） 也簽署了《科學教育中的性別平等宣⾔》，提出K-12 年級科學課程中確保性別平等的教育策略。包

括：1、課程內容⽅⾯，選擇可以促進性別包容的文本、例⼦與圖片，以及能夠代表科學各個領域、⽔平層次之文化多樣性的男女

⾓⾊模式作為課程材料；2、課程實施⽅⾯，要求教師必須運⽤多樣化、有效的教學⽅法和能滿⾜所有學⽣多樣化學習風格的評量

策略；為學⽣營造⼀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俾其能充分參與相關之課程討論與科學活動；3、課程評量⽅⾯，設計和應⽤多元評量模

式，使所有學⽣無論採⽤何種學習風格，均能在科學課程中得到公正評量；為開發促進性別平等的評量⼯具提供實際的⽀持

（NSTA, 2003）。

     （三）體育課程

       為提升女⽣對體育課的參與⽔平與提⾼其⾃尊與⾃信，美國學校也採取了⼀系列措施，包括：1、採⽤混合班級教學（有⾝體

接觸的項⽬除外），使女⽣得到和男⽣同樣的對待；2、使⽤性別中立的語⾔；3、使⽤比例相當的男性和女性體育名⼈、楷模為

⽰例；4、確保⼩組活動時之性別混合分組並平等分配擔任⽰範、領導的機會；5.為反映不同學⽣的興趣和能⼒，課程依技能的獲

得提供各種機會，並不因性別⽽有所不同（辛增友，2010）。

⼆、發展專⾨的性別教育課程

       除了上述改善女性在數學、科學、體育等科⽬的不利處境外，美國還發展專⾨的性別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的性別平等意識。

具有代表性的有兩⾨課程。其⼀為「快樂的歡呼：6~12年級性別平等課程」（A-Gay-Ya: A gender equity curriculum for

grades 6~12 ），其⼆為「隨年級提⾼：教育修正案第9條課程」（Raising the grade: At Title IX curriculum）。

      「快樂的歡呼」是為6－12年級學⽣設計的社會與歷史研究的補充課程，以多元文化為核⼼理念，強調批判思考和合作學習。

包括兩部分：其⼀為「理解性別平等」，通過8項與性別議題有關的活動，讓學⽣探索與理解性別⾓⾊的含義、性別刻板化、性別

偏⾒、性別歧視的概念，以及其在現實中存在的情況與影響；其⼆為「性別平等故事」，通過7個與性別議題有關的故事，反思傳

統的性別觀念（Young, 1992）。

      「隨年級提⾼」則是貫穿整個K－12年級學習過程的課程。課程的內容即《教育修正案第9條》⾃⾝，包括：性別平等意識、

《教育修正案第9條》介紹、《教育修正案第9條》組成要素，以及⾏動實施等4部分。課程⽬標是為了培養學⽣積極的⾃我觀念和

正確的性別意識，促進不同性別、種族及不同能⼒的學⽣⼀起學習並⿎勵學⽣為性別平等的實現採取⾏動（Smith & Fleming,

1998）。

三、注重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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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國也⼗分重視教師在性別平等課程建構與實施中的作⽤，不少學術組織建議將性別平等的議題納入教師培育體系，對

職前和在職教師培育體系進⾏相應改⾰，例如國家科學基⾦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簡稱NSF）與美國⼤學婦女協

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AAUW）在1993－2001年間共同投資9,000萬美元，致⼒於評量科學、技術、

⼯程和數學（簡稱STEM）領域相關性別平等之實施內容。在綜合官⽅課程、校外課程、教師培訓等各個⽅⾯的實施情況

後，AAUW主張：必須把追求STEM領域性別平等的努⼒與官⽅課程的開發、教師專業發展整合起來（Battey, Kafai, Nixon, &

Kao,  2007）。

參、我國現況概述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發展的歷程，始於1988年 「婦女新知基⾦會」全⾯檢視中⼩學教科書內容。1997年⾏政院教育改⾰審議委

員會將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列入報告；同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國⺠中⼩學每學年須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8⼩時，

奠定初步的法源基礎。教育部也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並頒布《兩性平等教育實施⽅案》、《各級學校兩性平等教育要

點》以及《中⼩學性侵害防治教育實施原則及課程參考綱要》；正式將「兩性平等」納入我國教育政策之中。接著《九年⼀貫課

程暫⾏綱要》於1998年頒訂，納「兩性教育」為重⼤議題之⼀，採取融入7⼤學習領域中的⽅式實施，成為國內⾸度針對性別平等

教育所頒布的課程政策，性別平等教育理念由此向下紮根（⾏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0；莊明貞，2005）。

       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法案的通過，象徵著我國對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處理，經從政策層⾯提⾼到法律位階。⾄此，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經歷了⼀個從⺠間發起到官⽅主持實施的發展過程；同時，也經歷了由理念宣⽰到實質教育教學改⾰實踐並尋

求制度保障的推展歷程。

    《性別平等教育法》包括總則、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申請調查及救濟、罰則及

附則等7章38條，是性別平等教育之促進性別平等、尊重多元文化的正式法源基礎。2005年6⽉13⽇教育部為進⼀步闡明該法的相

關規定⽽公布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細則》，其第5、13、14、15條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學研發、課程設置、教材編寫、

教師義務等教學實施的具體⽅⾯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使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更為適應多元文化的發展，為保障《性別平等教育

法》的落實提供了可操作性細則。

　　「兩性平等教育」議題，於1998年列為九年⼀貫課程重⼤議題之後，2004年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頒布，更名為「性別

平等教育」，並於2008年公布其微調之修正內容；其理念⽬標並無太⼤修正，仍維持「兩性的⾃我了解」、「兩性的⼈我關

係」、「兩性的⾃我突破」等三項核⼼能⼒，僅在能⼒指標上有所增減，並針對主概念、次概念、能⼒指標以及學習內容之間的

關係，增列架構表，使性別平等教育的知識架構與概念更為明晰；中⼼思維仍是藉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重新轉化傳統

學科，並進⼀步建構性別均衡的知識體系以完成轉化課程的⽬標（莊明貞，2008；Apple, 2006）。

       此⼀全⾯轉化課程的意圖，固有其理論上的⾼度，也是⼀種進步⽽徹底典範轉移的作法（潘慧玲，2001）。惟採融入學科領

域的⽅式，在課程與教學推動落實上，卻囿於中⼩學教師對能⼒指標的解讀能⼒不⾜，遭遇到學科本位的抗拒、課程統整等問

題。同時，由於以往的師範教育中很少有與性別平等相關的知識和課程，導致教師在教學⽅法上不夠靈活，偏重知識灌輸。巨⼤

的升學壓⼒也使許多學校不得不以學科教學為主，⽬前國⺠中⼩學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中，融入性別平等議題的領域，⼤致仍以綜

合活動、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活課程居多，⾄於數學、⾃然與⽣活科技和藝術與⼈文則較少數（⽩亦⽅、盧曉萍，2005；

曾肇文，2010；莊明貞，2005）。

　　儘管《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5 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但是性別平等教

育在師資培育專業課程中的開課情形以及與相關性平課程、教學與學習內容的連結並不如想像中普遍（楊巧玲，2015）。在應試

主義與既定教學時間的擠壓下，對於性別教育非其專⻑的學科領域教師來說，融入式/轉化課程有其困難，故影響其實踐性別課程

的意願（陳怡如，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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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12年國教課綱將性別平等教育列為四⼤重要議題之⼀，循融入相關學習領域的⽅式實施，教師專業教學與社會共識的⽀

持，仍是落實性平教育的關鍵。

肆、啟⽰與建議

       性別平等已經成為⼈類的重要核⼼價值之⼀，但意識的潛移默化並非⼀蹴可及，不僅須靠立法與政府相關部⾨⻑期穩定的政策

推動與實際⽀持，⺠間社會⼒量的參與尤其具有強⼤轉化的⼒量。參照美國課程建構與實施之社會參與的努⼒

，建議我國性平教育課程之推動，亦能結合專業學術團體與⺠間組織，對相關課程之內容與原則、教學過程與措施、師資培育的

配合，以及督導與評鑑等各⽅⾯，透過合作、對話、凝聚共識並有機整合、系統性地加強：

⼀、發展K-12年級適齡、循序漸進之專⾨性的性別平等課程

       在課程內容⽅⾯，鑑於我國性別平等議題在融入學科領域⽅⾯仍有諸多阻礙，建議參照美國為K-12年級學⽣所設計並貫穿整

個學習過程的課程，⿎勵師範／教育院校、專業學術團體與⺠間組織，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精神，發展類似美國K－12 《快樂的

歡呼》與《隨年級提⾼》系列之專⾨性別平等課程，以循序培養學⽣對性別平等內涵的覺知、理解與實踐。

⼆、⿎勵⺠間團體參與性平課程原則、教學策略與措施之形構

       在教學實施⽅⾯，參照美國各學科專業團體，為改善女性在課程中的不利處境，所發展出的性平課程原則與教學措施。建議⿎

勵師範/教育院校與專業學術團體合作，發展並提出K－12 年級各專業課程在建構與實施中，具有共識且能促進性別平等內涵的教

育策略與教學實施準則；致⼒於提升各專業學科（尤其STEM）教學內容之多元適性與教學過程之符合性平精神，以縮短因傳統性

別刻板印象⽽產⽣的男女學習機會不均等之差距。

三、加強相關性平課程、教材與教法之師資培育

       誠如美國⼤學婦女協會主張：必須把追求性別平等的努⼒與課程的開發、教師專業發展整合起來，課程與教學的推動以及成效

之落實，端賴教師是否具性平意識與推動的意願。建議獎勵師培機構充實相關課程，促使師資培育者／教育學⾨成員勇於跨界，

更有⾃信地開設性平教育課程、更持續性地從事性平教育研究；尤其著重於結合研究與教學，系統性地強化性別平等課程⽬標、

核⼼概念的建構以及教材與教法的研發。

四、落實學校每學期四⼩時性平課程實施

       在政府與⺠間通⼒合作之下，整合前述性平教育努⼒成果與共識，做為地⽅、校級或學區執⾏《性別平等法》第17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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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執⾏時可資運⽤與依循的根據；切

實統合規畫、循序漸進開設階段性課程，達成不同階段之性平教學⽬標，讓學⽣能更精緻與深入地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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