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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時將性別教育等重大議題融

入七大學習領域中，使國民教育階段重視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的合法地位，不但深具時代

意義也有助於提昇學生性別平等的觀念與素

養。性別平等教育係屬於多元文化的領域，

其理念就是在打破傳統社會文化的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與性別偏見，讓不同性別都能依其

興趣、能力而適性發展，不會因性別因素而

受到限制，使潛能均能獲得充分發展，以達

自我實現。本文首先論述性別平等教育的意

義與內涵，其次論述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內

涵與目標，接下來就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實施之相關研究作整合性的歸納介紹，最

後提出本文的結語。

關鍵字：性別平等教育、九年一貫課程

壹、前言

美國自1960年代開始興起民權運動，其
主要在訴求反抗優勢團體的宰制、主流文化

的霸權，而要求社會正視並解決少數民族所

遭遇的文化潰散、制度壓迫與機會不均等問

題。緊接著婦女、中下階層、身心障礙等弱

勢團體也起而要求社會的公平對待，因此多

元文化的教育理念開始興起。多元文化教育

主張所有的學生不論其性別、社會階級、民

族、種族、宗教、文化等特質之差異，在學

校中均應該獲得平等的學習機會（黃政傑，

1995），由此可知，性別平等教育的蓬勃發
展，深受多元文化教育的啟迪。

貳、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一、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

性別平等教育係屬於多元文化的領域，

其中「性別」包括不同性別的受教對象，「

平等」則是符合多元文化教育之教育機會均

等的理念，意即透過教育的歷程使不同性別

的人均能在公平的立足點上充分發展其潛能，

不因個體之性別因素而遭到不當限制。所以

根據多元文化教育學者Banks認為：性別平等
教育不僅是一項理念，也是一種教育改革運

動，更是一個教育作法（單文經，1998）。
Voorhees（1994）認為性別平等是對待

不同性別的人給與相同的尊重；而Grossman
＆G r o s s m a n（ 1 9 9 4）依據平等原則（
sameness），認為性別平等是對所有的人一
律同等對待，因此性別平等教育即是教師以

相同的態度對待不同性別的學生，給予其相

同的課程與教育方式，以準備完成同樣的性

別角色。因此所謂的性別平等應是如同著名

的倫理學者S.L. Rawles在其正義論中所言，男女
性別各有不同的需求，應該秉持著「差異原

則」（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引自鄧進
權，1996），對不同性別的人給予同樣的尊
重態度，依其生理上的差異，秉持著公正的

原則，讓其均有發展潛能的機會，不因性別

因素而受到限制，也不強迫將其納入主流價

值中，而是依其自然的本質而能適性發展。

Klein就曾以雙刃的劍（two - edged sword）來
比喻在缺乏性別平等的教育結構與制度中，

不同性別的學生不能在健全教育的引導下，

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興趣及潛能來發展，亦即

所有受教的男女學生均是受害者（謝臥龍，

1998）。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內涵與相關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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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就是在打破傳

統社會文化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性別偏

見，讓不同性別的學生都能依其興趣、能力

而適性發展，不會因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

使潛能均能獲得充分發展，以達自我實現。

綜合以上觀點，進一步歸納性別平等教

育的意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是機會均等的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所注重的平等強調性別的

各項參與機會均等，使每一個人均能在公平

的立足點上發展其潛能，不因性別而受到限

制，是不分性別的機會公平均等，故性別平

等教育實際上就是一種教育機會均等的教育。

（二）性別平等教育是多元文化的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包含教育不同的民族、種

族、宗教、社經地位、性別、身心發展的學

習者（黃政傑，1995）。而性別平等教育是
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環節，使學生能經

由性別平等教育，不只認識自己，了解他

人，更學習尊重人我之間的差異性。

（三）性別平等教育是適性發展的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是要培養學

生養成尊重不同性別生理與心理上的差異，

使學習的過程能激發個人的潛能，達到「公

正原則」之適性發展的教育目的。

（四）性別平等教育是全人的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是在了解性別間的偏見歧

視與衝突，建立起自我的人格，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依其個別差異自然的發展，而不只是

在去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學習自我反省的

能力，更是要建立倫理道德闡揚人性的尊

嚴。性別平等教育在社會變遷的正面涵義是

學習民主與尊重，接受多元文化的價值觀，

不以唯我獨尊的心態自尊尊人，而是以欣賞

他人的表現而自愛愛人，因此性別平等教育

是全人的人格教育（張玨與王舒芸，1997）。
因此性別平等教育的目的在於激發學生的潛

能，完成全人發展，其所謂性別和諧的基礎

更要經過去除性別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的

過程中，以資源合理分配的手段完成，因此

若不重視過程，只在意最後性別和諧的結

果，很可能是用壓抑女性的發展與成就，作

為社會和諧的代價（張鈺珮，1999）。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性別平等教育之

意義在於破除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刻板態度，

修改不合時宜之社會制度與法令，促使學習

者均能檢視自己潛在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從而改善之；並提出社會建構才是造成不同

性別的學生行為表現與發展的最大差異，而

能進一步打破不合時宜的性別角色社會建構，

以改善與修正自我的認知與態度。如此，藉

由社會制度合理而公平的分享，才能締造性

別平等的和諧社會。

二、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

為了消除社會上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與迷

思，達到修改社會不合時宜的法令、制度之

目標，國內外學者均認為性別平等教育的內

涵在於使學生能在學習的歷程中認知性別在

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異同，檢視並解構

自我潛在的性別歧視與迷思，所以性別平等

教育必須與生活相結合，才能建構相互尊重

的性別和諧社會。

美國性別教育學者Klein（1985）曾在
其主編的「經由教育達成性別平等教育」手

冊（Achieving sex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
中，以社會、文化、經濟、心理等概念來倡

導性別平等教育，其宗旨就是要激發個人潛

能，以避免受限於當今社會傳統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相互尊重，減低並消除性別間的偏

見，歧視與衝突，而且資源需合理而公平的

分享，闡揚倫理道德與人性尊嚴，如此才能

形成性別和諧的社會，上述的宗旨更為性別

平等教育提供了實踐的內涵。

國內學者張玨（1996）以下列概念來對
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做了說明，其中包含：

性與性別、社會運動、生物、心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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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法律、媒體、教育、政策、歷史、健

康等等各層面，範圍可說相當的廣泛，其內

容論述如下：

（一）性/性別：主題為剖析來自研究、科
學、出版上的偏差。

（二）社會運動：包含人權運動婦女運動、

婦女健康運動、新男性解放運動等主

題。

（三）生物：包含生殖成長（體型）、內分

泌與情緒、性器官、生理疾病、性行

為等主題。

（四）心理層面：包含性別角色認同、認知

能力、人格、性發展、語言發展（性

與愛的性關係、人際關係、交友、婚

姻與家庭暴力、性騷擾、性侵犯、性

暴力）等主題。

（五）社會層面：包含政治參與、社會常

模/社會控制、社會化/社會角色、權
力分配（家務分工、資源分配）、社

會地位、勞動參與（薪資、升遷、福

利）等主題。                 
（六）文化層面：包含體質、社會文化、語

言、生命週期（家庭組織規範）等主

題。 
（七）法律：包含憲法、民法（親屬法、財

產法、兵役法）、刑法（性犯罪、妨

害風化）、行政法規（社會秩序法、

勞動基準法）等主題。

（八）媒體：包含新聞、廣告、娛樂、文學

（小說、戲劇、詩詞）等主題。

（九）教育：包含教材、教法、教者等主

題。

（十）政策。

（十一）歷史：包含人/時/地/物、道德、規
範、演變等主題。

（十二）健康：包含政策、罹病、求醫、照

顧者等主題。        
    由上可知，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涵蓋

社會的各層面，對社會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力。除了教育不同性別的學生能了解彼此的

生理、心理及社會發展與互動方面的異同，

更強調相互的尊重與自由的發展，破除社會

對不同性別的刻板印象及迷思，修改不合性

別平等原則的法令與制度；使男女了解性別

的不平等是因社會的不同建構而來，非天生

的生理差異，並能檢視自己是否有性別歧視

或偏見的觀念、態度與行為，學習性別不歧

視的語言與行為。故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包

含有性教育、性別教育與性別概念教育，範

圍相當廣泛，可討論的議題遍及社會各層面。

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內涵

與目標

一、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內涵

謝臥龍（1998）認為性別平等教育設計
應該以學校層級來考量，並採價值澄清教學

方式來規劃，而課程內容可涵蓋下列議題：

（一）性別角色與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二）

生理、心理與社會文化構面的性別差異；（

三）當今社會文化中女性角色、地位與處

境；（四）多元文化社會中性別平等的意涵

與重要性；（五）男女性別相處互動之道；

（六）女性的貢獻與成就；（七）性別在家

庭生活的角色與職責；（八）就業職場中性

別的區隔現象；（九）公領域與私領域資源

分配的性別偏見；（十）就業機會與教育權

的性別偏見。（十一）社會文化中性別階級

與權力關係；（十二）性侵害迷思與性侵害

防治。

黃政傑（1995）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應包
含下列議題：（一）性別關係；（二）性別

差異與性別平等；（三）性別歧視與偏見；

（四）女性的不利地位；（五）女性的成就

與貢獻；（六）性別的職業隔離與職業社會

化；（七）性別對於家庭工作的合作與分

工；（八）女性的公共生活角色；（九）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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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問題與權益；（十）性別的地位與相處

之道；（十一）女性的生涯發展與自我成

長；（十二）婦女運動。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與兩性平教育課

程目標，目前「兩性教育」研究專案小組規

擬出的兩性平等教育之三大核心能力應包含

「兩性的自我了解」（了解性別在自我發展

中的角色）、「兩性的人我關係」（探討性

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關係）、「兩性的

自我突破」（重建和諧、尊重的性別關係）；

而其核心基本內涵目前規劃主要有下列五項

（莊明貞，1999）：
（一）兩性成長與發展：包含「自我身心發

展」、「兩性身心的異同」、「青春

期的成長與保健」、「生涯規劃」等

四大學習主題。

（二）兩性的關係與互動：包含「分工合

作」、「兩性的互動」、「理性的

溝通與協調」、「責任與義務」等四

大學習主題。

（三）兩性角色的學習與突破：包含「認識

性別角色」、「尊重與接納」、「性

別偏見與刻板化印象」、「突破性別

角色限制」等四大學習主題。

（四）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平等：包含「

性別平等的概念」、「性別的成就與

貢獻」、「促進性別平等的途徑」、

「多元文化中的性別處境」等四大學

習主題。

（五）性別權益相關議題：包含「身體自主

權」、「保護自己避免傷害」、「危

機處理」等三大學習主題。

兩性平等教育核心能力的訂定，是基於

重大議題的融入，所以在課程的策略採取配

合七大學習領域的階段性，發展一循序漸進

的核心能力及學力指標，以適切地融入各學

習領域的主題軸或核心內涵中。

為了有效融入各學習領域，「兩性教

育」研究專案小組更進一步發展核心主題與

十大基本能力，並分別訂定出一些比較具體

的分段能力指標，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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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面學者專家對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內涵之探討，研究者認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之內涵應包含下列議題：

（一）探討不同性別身心發展之異同，培養

性別互相尊重、正面積極的平等互動

模式。

（二）檢視與批判思考自我與生活週遭所存

有的性別角色刻板意識，並發展無性

別偏見的角色認同。

（三）探討職業的性別區隔與歧視現象，消

弭傳統的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進而充

分發揮個人潛能，以規劃無性別偏見

的生涯選擇。

（四）學習辨識生活中的危險情境，養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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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㆒ ㈨年㆒貫兩性平等教育課程綱要結構圖

資料來源：莊明貞（1999）。「兩性教育」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之規劃。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
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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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主與自我保護的概念與技巧。

二、性平等教育課程之目標

目前教育部所推廣的九年一貫新課程強

調培養學生具備人文情懷、統整能力、民主

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與能進行終身學習之

健全國民。再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回頭思考

性別平等的意義，本質上即指「能在性別的

基礎上免於歧視，而獲有教育機會均等」，

所以「性別平等教育」主要目標宜在提出社

會建構才是造成不同性別的學生行為表現與

發展最大的差異，由此破除社會對性別的刻

板化印象，修改不合宜的社會制度與法令依

據，進而促使學習者能檢視自己潛在的偏

見，從而改善之，並能破除不當的性別社

會建構，改善與修正自我的態度，認知與行

為，藉由社會秩序合理而公平的資源分配與

共享，才可締造性別和諧的社會（莊明貞，

1999）。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目前「兩性教

育」研究專案小組規擬出的課程目標為（莊

明貞，1999）：
（一）認知方面：

了解性別意義、性別角色的成長與發

展，探究性別的關係。包含了解性別角色發

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了解自己的成長與生

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社會期待與限制、

探究性別發展與互動等相關議題。

（二）情意方面：

發展正確的性別觀念與價值判斷。包含

表現積極自我觀念，追求個體的興趣與長處、

珍惜自我，並能尊重他人、消除性別歧視與

偏見，尊重社會多元化現象等相關議題。

（三）行動方面：

培養批判、省思與具體實踐的行動力。

包含活用各種資源，培養危機處理的技巧與

能力、積極拓展個人生涯選擇，不受性別角

色刻板化之影響、批判各種社會意涵所產生

的不當性別價值觀念、建構性別平等、尊重

的互動模式等相關議題。

另外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六年所公布之性

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中，其重點措施包含訂

定並頒布「中小學性侵害防治教育實施原則

及課程綱要」中，規定中小學每學年至少需

實施四小時以上的性侵害課程，其課程目標

為：1.性別平等之教育；2.正確性心理之建
設；3.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4.性侵害犯罪
之認識；5.性侵害危機之處理；6.性侵害防
範之技巧；7.其他與性侵害相關之教育。由
上述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課程目標和核心能

力與學習主題可以看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所實施的對象是不同性別的學生，並且以養

成學生尊重差異，包容異己的心胸，培養學

生具有批判與反省思考的能力（莊明貞與楊

美玲，1999）。
我們知道性別平等教育涵蓋許多層面，

其落實不僅是正式課程的推展，而整個潛在

課程的設計與安排更是重要，如教師的言

行、教學方法、師生互動等。而性別平等教

育的意義在於消弭性別偏見、歧視衝突，追

求性別在社會上的平等對待，並強調性別和

諧社會的營造以及性別潛能的充分發揮與性

別自我的完全實現。綜合以上，就國小階段

而言，研究者認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應包含

下列目標：

（一）了解男女性別身心差異的本質，進而

學習自我肯定悅納，塑造無性別偏見

的自我意象，增進正面積極的自我

概念，以充分發展潛能。

（二）發展健康的性別平等互動與溝通，促

進男女性別正面積極的互動模式，培

養性別互相尊重、合作，奠定性別和

諧社會。

（三）了解性別不平等的現況與事實，並能

加以批判、省思不當的性別價值與觀

念。

（四）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重並認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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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的多元性。

（五）提供性別平等的學習經驗與公平的對

待，使男女學生能依自己的興趣與潛

能規劃無性別偏見的生涯選擇，突破

社會性別角色期待與限制，以增進學

生正面積極的自我概念與適當的成就

動機。

（六）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增進身體自主

權與自我保護概念，學習辨識生活中

危險情境，並培養處理危機的技能。

整體而言，要達成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

必須透過檢視父權文化對女性整體生活經驗

與貢獻的忽視，同時因不同性別的差異所造

成的不同，不以生理因素為區分的標準，建

立機會均等與包容個別差異的社會，使每個

人都能在珍惜自我與尊重他人下適性發展，

且不因性別因素受到歧視與限制。

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實施之

相關研究

茲將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實施之相

關研究依其研究主題分別介紹如下：

一、提供性知識的相關課程研究

本部分的相關課程研究主要是提供受試

學生有關性方面的知識，以探討在課程進行

後，學生的性知識、性態度是否有改善，茲

論述如下：

鍾碧娟（1988）以國中二年級男女學
生各兩班，進行「性教育輔導課程」之實驗

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性知識方面

有顯著的進步，且維持持續性效果。林燕卿

（1988）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七週
十四小時的性教育實驗教學，結果發現實驗

組學生在性知識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且對於

性態度、婚前性行為均持較保守態度。而林

怡君（1998）以台南市國中二年級男女學生
共12名（男8人，女4人）為研究對象，進行
「性別教育團體輔導方案對國中生性別知

識、態度及相處行為之研究」，其實施方式

乃是以質性研究的參與觀察法為主，輔以量

化實驗設計進行方案歷程與效果的實驗研

究，進行九次的性別教育團體輔導方案，其

研究結果顯示：經由實驗處理的學生其對於

性別生理知識、對友情與愛情的定義及婚前

性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有較多的了解，且在

團體歷程中發現男生成員的性別態度較女生

負向。Reichelt與Werley（1975）以14至17
歲的青少女為研究對象，進行十週有關性

病、避孕與生殖等方面的知識，採用不等組

前後測設計，並針對同受試者的不同個人背

景進行前後測差異的比較。結果顯示：高社

經地位者，其前後測的表現均優於低社經地

位者；而參加本課程者比未參加者較能自在

討論有關性方面的問題，且在性知識方面進

步許多。

以上的實驗課程的研究範圍限制在有關

「性知識」層面，均對受試學生性知識的增

加與性態度的改變有顯著的幫助，但性別平

等教育的內涵包含較廣，因此對於性別平等

概念的傳遞則較無顯著效果。研究者將此部

份的研究歸納為狹隘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

探討。

二、改變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相關課程研究

本部分的相關課程研究主要是試圖改變

受試學生的性別角色傳統態度，以探討在課

程進行後，學生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否有改

善，茲論述如下：

楊世瑞（1987）以國中二年級四班女生
共132人為研究對象，進行「性別角色認定
課程對國中女生角色認定、自尊與生活適應

之影響研究」，其實施方式是隨機分派兩班

學生為實驗組，接受性別角色認定課程，另

兩班學生學生為控制組，接受一般輔導活動

課，實驗課程共有七個單元，以每週兩次，

為期十四週的方式進行，其研究結果顯示：

實驗課程對於增進男性化與女性化正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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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效果，對於降低男性化負性特質亦有

顯著效果，但對於降低女性化負性特質則沒

有顯著效果。因此此實驗課程有助國中女學

生的性別角色認定，並能提高她們的自尊、

增進其生活適應。許素愛（1980）以國中二
年級女學生兩班84人為研究對象，進行「性
別角色輔導課程對國二女生輔導效果之研

究」，其實施方式是隨機選取一班學生為控

制組，另一班學生為實驗組，進行每週兩

次，進行八週，共十六次的性別角色輔導課

程，研究結果發現：性別角色輔導課程有助

於立即減少學生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職業

性別刻板印象，而且此效果在課程實施結束

後間隔十一週的追蹤持續測量上仍持續維

持。劉淑雯（1996）以國小二年級的學生為
研究對象，進行「性別角色課程對國小學生

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以融入式的方式將

自行設計的十六個單元的性別角色課程，融

入日常教學中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實驗處理，

並以卷宗評量的方式來探討國小學生的性別

角色刻板印象的改變歷程，研究結果發現：

經由實驗課程處理的學生其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有顯著的降低效果。

Flerx, Fidler與Rogers（1976）先後進
行了兩個消除幼稚園學生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的實驗。第一個實驗是將幼稚園學生

分為兩組：一組是中性處理組（egalitarian 
t r e a t m e n t），另一組為傳統處理組（
traditional treatment）。其中，教導中性處理
組的學生有關非傳統性別角色之觀念，而傳

統處理組則指導有關傳統性別角色之觀念，

經實驗處理後，再比較兩組學生的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是否會有差異，結果發現中性處理

組的學生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顯著低於傳統

處理組的學生。第二個實驗，Flerx等人一樣
針對幼稚園學生為研究對象，而將第一次實

驗的實驗處理方式稍加改變，改以個人為抽

樣單位，並增加一組中性影片處理組，其研

究結果發現不管是影片或是觀念指導的中性

處理組的學生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均較傳統

處理組的學生為低。由Flerx, Fidler與Rogers
的兩個實驗可以知道提供不具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的角色楷模，有助於消除學生的性

別角色刻板印象。Williams, LaRose與Frost
（1981）以Freestyle系列電視節目為實驗
教材，而Freestyle乃是一套要去除9-12歲學
生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所發展出來的電視

節目，結果顯示出Freestyle系列節目確實對
男女學生的性別角色態度有正面的影響。

Wilson與Daniel（1981）發展一套企圖降低
學生的性別角色傳統態度與職業性別刻板印

象的實驗課程，以七、八年級的學生為研究

對象，其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實驗處理的學

生其性別角色傳統態度與職業性別刻板印象

都明顯的降低了。

伍、結語

二十一世紀是高倡性別共治的新時代，

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不但符合世界潮流，

更是實踐教育理念，提供學生適性發展與充

分發揮潛能的機會。在過去，我國社會一向

是在傳統父權意識型態的深遠影響下，顯現

出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然隨者女性

意識的覺醒，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受到質

疑與批判，為使社會及個人得以充分和諧

發展，基本人權獲得保障，社會達到真正

的民主化，性別平等的性別意識日益受到各

方的重視。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之際，聯合國

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for Status of 
Women）特別提出將性別分析納入主流政策
中的主張，並且要求世界各國配合成立相關

組織與機構。教育部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時將性別教育等重

大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使國民教育階

段重視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合法地位，不但

深具時代意義也有助於提昇學生性別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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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與素養（莊明貞，1999）。學校教育是
促進達成性別平等最為經濟與實效的不二法

則（謝臥龍，1997），尤其以國民小學階段

之學童可塑性最大，若能將性別平等的理念

融入於學生的日常生活學習之中，相信有助

於性別平等觀念的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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