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地利：反思性性別教育與平等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 

奧地利推動反思性性別教育與平等，重要的是要反思學校教學和

學習中的性別層面，以擴大個人的行動自由並克服性別刻板觀念和定

義。目標是 

打破成見，更好地激勵開發現有潛能，支持年輕人就自己的職業

和人生規劃做出深思熟慮的決定，讓他們在自己的健康領域有更高程

度的自我決定權，發展有區別的思維，超越兩極的、狹隘的性別形象，

從而對同性戀恐懼症產生預防作用，改善年輕人的生活和職業前景，

以及參與機會。 

在內容上，要制定或更詳細地規定了以下原則和主題： 

 建立開放的討論文化 

 處理暴力和性別歧視的明確態度 

 學校行政部門的責任 

 在學科教學中處理性別問題 

 創造形塑個性的體驗空間 

 家長權利、宗教自由、國家教育目標和性別平等原則之間

的緊張關係 

 不分性別、宗教、社會出身，確保獲得平等教育內容的權

利 

 共同教育和性別反思方法和教學法 

 性別敏感的職業定位和教育信息 

並讓學生無論社會、文化或宗教背景如何，所有學生都應該以適

合年齡的方式學習到下面能力。 

能夠確定導致性別不平等的因素以及如何改變這些因素，能夠認

識到社會角色不是確定的，而是社會文化塑造的，隨著歷史的發展而

變化，因此也是可變的。 

願意反思刻板印象在學校、家庭和同儕群體中的影響，培養在日

常生活中爭取平等機會和平等的意願。 

能夠建設性地處理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性別差異及由此產生的衝



 

 

突或誤解，能夠在平等問題上論證自己的立場，能够公平和無偏見地

處理彼此的關係。  

能夠追求個人的教育和職業興趣，即使與社會環境（同儕群體、

父母）的刻板印象期望，能夠認識父權制度的角色分配，設定自己的

界限並找到自我決定的方法。 

在教學上，與課程結合或與其他教學原則的交叉聯繫，可以對專

業科目進行多樣的連結，例如特別是歷史/政治教育、地理/經濟學、

語言/文學、自然科學和宗教。許多與其他教學原則相關的主題，可以

通過性別反思的觀點，以更加差異化的方式分析和進行研究。 

特別是與以下教學原則主題來建立非常直接的交叉聯繫： 

1. 健康教育： 

自我意識和自信心，身體規範和飲食行為，衝突解決，預防暴力

和其他。 

2. 政治教育： 

正義、權力關係、兒童權利、人權、價值觀和規範、宗教、性別

民主、社會變革、社會參與和其他。 

3. 性教育： 

青春期、身體意識、自我意識、自我決定、情感、性別認同、期

望和性別形像以及其他。 

4. 跨文化教育： 

處理多樣性、刻板印象、人權和兒童權利、女童權利及其他。 

5. 職業定位： 

加強個人興趣，質疑刻板印象的期望和歸因，人生規劃和其他。 

6. 閱讀教育： 

識別數字、圖像表述、信息。 

7. 媒體教育： 

廣告中的性別代表、語言使用、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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