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向⽥*

壹、數學課教性平？

       或許各位覺得奇怪，⼼裡可能O.S.著「怎麼明明是數學老師卻是教性別平等教育（以下簡稱「性平」）呢？」、「國中不是專⻑授課教學

嗎？」、「性平不是議題嗎？」、「也沒有專設所謂的性平領域或學科吧？」。的確，我是國中數學老師，也真的在公立國中教數學，但我仍然

可以在我的數學教學中「融入」性平的概念。

貳、性平議題融入就是融化？

       在九年⼀貫課程綱要1（⼀般稱97課綱或100課綱，下稱九貫課綱）中，性平有獨立的能⼒指標，⽽且在總綱實施要點中關於課程實施之課程計

畫明確提及「有關性別平等、環境、資訊、家政、⼈權、⽣涯發展、海洋等七⼤議題如何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應於課程計畫中妥善規劃。」所

以，曾寫過課程計畫的老師⼤概對下圖都有⼀些印象：

圖1  104學年九年級數學課程計畫（筆者翻拍服務學校）

       許多學校版本說不定⼤同⼩異（因為⼤多是書商提供範本，再由「輪值」老師改寫為適合⾃⼰學校的版本），可以發現右側⼀定有「重⼤議題

融入教學」的欄位，根據上圖即包含⽣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當然尚有環境、資訊…等。姑且不論其所提⽰的議題能⼒指標與領域／學科之

能⼒指標是否能適切融入（轉化），⾄少已符合上開總綱對課程計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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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雖如此，但九貫課綱施⾏也已⼗餘年，議題融入的成效，常⾒形容的⼀句話，即「融入等於融化」，教育現場是否真是這樣？就我的觀察，

以國中數學科⽽⾔，事實的確如此！是什麼原因讓明列課程計畫中應融入的議題，消失於教學現場？最常⾒的理由是「進度」，其次是沒有合適

的「教材」（已幫教師融入議題者），再來就是能⼒指標「轉化」的能⼒了。當然，就算除卻上述的三⼤困難，教師的性平素養也是非常重要

的，或許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正如同九貫課綱性平議題能⼒指標關於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的部分內容所⾔2：「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融入學

科課程內涵所採取的策略，傳統上不外乎有貢獻、添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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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下圖2、3之教科書檢視）；在課程中針對某些少數特定有所貢獻的⼈物或事蹟，給予肯定和表揚（按：即貢獻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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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即添加取向）。⽽融入式課程最理想的⽅式應該是採取轉化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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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將兩種不同課程領域的原有結構解體，再緊密的加以

統整，促使其課程⽬標、課程內涵或教學計畫都重新加以組織與整合為⼀體。」、「⽬前國中⼩學校課程計畫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學習

領域，⼤致仍以綜合活動、社會、健康與體育以及⽣活課程居多，⾄於數學、⾃然與⽣活科技、語文及藝術與⼈文則較缺乏。」

圖2   筆者翻拍教科書

圖3   筆者翻拍教科書

九貫課綱⾃⼰也這樣寫，但真的無法融入嗎？

參、⼀腳踏入性平議題教學

       話說從頭，在我的求學階段（包含師資養成）完全沒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課程，也沒有所謂的議題融入，所謂的「性別平等」，還真的是到

教書之後，接了⾏政（學務）開始（由被動⽽主動）參加相關研習才聽聞，並⼀腳從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員踏進專注於性平課程與教學的國

教輔導團，更進⽽擔任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與諮詢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教師，但仍在國中任教數學，沒有中斷過。「性平課程與教學」與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這兩個看似天差地遠的課題，同時規定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之第三章及第四、五章中，雖然關

於「性平課程與教學」的條文僅有3條3，⽽關於「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卻多達16條（還不包含⼦法），且教育場域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

主要⽬的也真的⼤多著重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並為其所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本末倒置、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了，只有有效落實「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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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的融入，才能真真正正減少「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啊！

       我因成為校園性別事件專業調查⼈才⽽進入縣市國教輔導團性平⼩組，在國教輔導團性平⼩組的這段時間，因參加輔導員三階培育研習⽽接觸

到性平課程的融入與教學，可說是開了性平之眼，從此深刻了解到，性平課程融入領域／學科教學的重要。

       但在輔導團性平⼩組到校服務的時候，雖然分享的主題是性平融入課程，但現場老師詢問的，或是事後打電話來請求諮詢或協助，甚⾄邀約到

校分享的學校，從來都不是為了想了解性平如何融入領域／學科、性平融入領域／學科的經驗分享，幾乎都是因為校園性別事件的態樣眾多⽽調

查處理程序繁複，再加上知悉通報此⼀規定若未落實，可能有罰鍰（3萬到15萬）甚⾄解聘、停聘、不續聘的嚴重法律效果4，⽽擔⼼害怕，並希

望了解什麼樣的⾏為樣態可以不⽤通報，同時⼜可以滿⾜「性平法」關於每學期四⼩時的規定。

      「性平法」第三章第17條第2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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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時的部分應包含性教育、同志教育及情感教育。在我擔任⾏政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任內，除了抓住⽇常每⼀次⼿握麥克風（如升旗、學

⽣集會、教職員⼯座談會）的機會外，也曾於親職座談會邀請講師講述同志教育相關講題，從未接過任何反對的聲⾳。⽽我在到校分享的時候，

即便分享的主題是校園性別事件的法令、案例或處理程序，我依然會花⾄少三分之⼀到四分之⼀的時間，講述性平融入課程的重要，確實落實

「性平法」第17條的精神，才是減少校⽅、乃⾄現場老師最擔⼼的校園性別事件的王道，並提供相關資訊供有⼼嘗試的教育夥伴參考。

       但若只是在外分享宣導⽽無法在⾃⼰的教學場域實踐並落實，無異「紙上談兵、光說不練」，困難不是沒有，仍然還是有進度的壓⼒，只是

「⾒縫插針」罷了。

肆、我的性平議題教學經驗與融入數學課的教學設計與試題研發

       我個⼈的教學現場，是國中數學屬於國中教育會考考科之⼀，⽽國中教育會考成為其設計⽬的外的升學主要依據，承受來⾃學校⾏政端、同

儕、導師、甚⾄家⻑、學⽣的要求與壓⼒，所以在不得不兼顧教學進度與內容的狀況下，可⾏的具體實踐⽅式除了適切的能⼒指標轉化，舉例來

說，計算同志⼤遊⾏某張空拍照片中參與遊⾏的⼈數（概算）、校園廁所空間性別相關比例調查（如使⽤時間、次數、等待時間等）等普同認為

數學領域能⼒指標中最容易、最適合與性平能⼒指標作轉化式融入的單元外（在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源網、國家教育研究院、國教社群網、教

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群、各縣市國教輔導團性平⼩組的網⾴資源都找得到相關的教案或影⾳資料），同時結合時事新聞（含媒體識讀）也

是重要⽅式之⼀，譬如近幾年快速成⻑的⼿機遊戲（簡稱⼿遊），為吸引⼿機持有者下載⼿遊，在各種資訊載體充斥著數不盡、看不完的⼿遊廣

告，其中多數都是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甚⾄性別歧視、物化女性的⾔語或影像；某⼤學學⽣疑似遭性侵的案件，各⽅爭論的戰火從社群軟體延伸

到電⼦新聞，所引發的疑似違反「性平法」的事件；廚房⽤品、汽⾞等之商品廣告，此等種種，透過檢視這些學⽣⽣活經驗所及，⼀⽅⾯可收吸

引學⽣注意⼒之效，⼆⽅⾯也可藉簡短媒體識讀的活動，提醒學⽣對於媒體所傳遞的訊息進⾏解讀、分析、批判，⽽勿全⾯接收。

       除此之外，課堂教學之性平融入尚有教材檢視（刪除、添加、貢獻等取向）的⽅法可資參考，試想，如若教師所使⽤的教材內容再製了性別刻

板印象⽽施教者全然不⾃知的「照本宣科」，受教者在未受性別意識啟蒙的情況下，也只能全盤接受，豈非⼤開性平倒⾞。舉例來說，過去教材

中之插圖，多有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之虞的圖片，如下左圖4，具專業能⼒的畫家即是男性，⽽只須站在原地⼀動不動，甚⾄還可能須「顏值」頗⾼

的模特兒即是女性；⼜如下中圖5，是否顯⽰運動場域的確是男⼈的天下呢？利⽤刪除取向講解此圖時，可同時講述歷史故事──⾺拉松界的英雄

Kathrine Switzer為如何改變⾺拉松界舊觀念（不准女性參加）⽽努⼒的真實事蹟（如下右圖6）。

圖4  筆者翻拍教科書                         圖5  筆者翻拍教科書           圖6 http://kathrineswitzer.com/

       因為過去幾年都在校兼任⾏政職務，所以只有上⼀個班級的數學，為求影響層⾯最⼤化，於是在負責九年級段考命題時，嘗試在試題中融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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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關的題型，企圖讓全年級的學⽣、甚或全校的教師都能透過「考試引導教學」重視性平教育。從2009年第⼀次命題之後，連續數年都是如

此，更曾⽿聞其他同校教九年級數學的同事，提醒其任課班級：「這次是晏主任出題，要多注意性平的部分…」，令⼈不禁莞爾⼀笑。印象最深刻

的是有⼀次出了如下左圖（圖7）關於性教育的題⽬，在命題巡堂詢問各班學⽣對於試卷題⽬是否有問題需要說明時，某班級⼀位女同學舉⼿發

問：「老師，我看不懂題⽬？」事後才知道，這個學⽣還是全校成績最好的學⽣之⼀呢！也有許多監考老師看到此類題型，也試著做答，其中不

乏同事對於什麼是安全性⾏為的認知也是錯誤的，到底是誰說性教育不⽤太早教的呢？

       另外⼀個例⼦如下右圖（圖8），主要引⽤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份調查報告中關於性傾向的調查結果，其數據是否能推論出臺灣非

異性戀組群的正確比例，尚有討論的空間，但重點在讓作答的學⽣、甚⾄是監考的老師了解，的確有這樣的族群存在，在⼦題題幹中更引⽤了世

界精神醫學會的聲明，⽬的即在傳達正確的觀念，以及性傾向沒有正常不正常的區別。可以了解的是，許多學校或是老師在⾯對即使是依法

（「性平法」）實施的性平教育時，都會擔⼼引來不必要的困擾，但⾄少在我實施命題融入的這幾年，沒有接過⼀通「關切」的電話，或是要求

我不要再這樣命題。教師依法、依教育專業來執⾏教育事務，不該受到非專業的意⾒⼲擾或影響，這樣才能讓教師在教學現場確實落實「性平

法」的立法精神。

圖7 筆者段考命題                                          圖8   筆者段考命題

 

       當然，除此之外，「⾒縫插針」怎能放棄「境教」，當我輪值到布置數學領域牆時，回想過去看到的領域牆常常都是拿⼀些數學定理或是數學

⼩遊戲來做文章，尤其是講解數學定理，多半⼜會提到男性的數學家，為了讓對數學有興趣的女性獲得⿎勵，運⽤貢獻取向，選列了古今中外3位

女性數學家製作海報（如下圖9），讓看到的師⽣都能了解，「數學」甚⾄「理⼯」領域不是男性專屬的天下，女性也可以在這⽅⾯出⼈頭地，貢

獻取向在所有領域／學科都是可以運⽤融入的⼀種⽅式。

圖9 筆者佈置之領域牆

陸、美好願景

       「數學融入性平」，喔不！是「性平融入數學」多年後，在某次國教輔導團研習的場合，同桌⼀起吃飯聊天提及⼤家的⼯作背景時，⼀位夥伴

問我是哪個「領域」的輔導員，我回答說是性平議題，接著她就問我在學校是教什麼科⽬，當我⼀回答是教數學時，她的反應令我印象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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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她說：『性平怎麼可能融入數學？』（尾⾳拉⻑），我回說：『怎麼不⾏？我都做好幾年了！！』，雖然話題沒有再繼續，但我知道在她⼼

中應該點下了漣漪。

       眼⾒12年國教領綱即將在107學年度正式上路，⽽性平能⼒指標也將在數年後⾛入歷史，取⽽代之的是12年國教總綱5所揭⽰的「課程設計應

適切融入性別平等…等議題」，未來的性平融入何去何從，尚不可知，可以確定的是，坐等政策落實，不如起⽽⾏動，就在⾃⼰的場域，為了性別

弱勢的學⽣，盡⾃⼰⼀份⼼⼒，殊不知⼩⼩漣漪說不定會變⼤⼤海嘯呢！！

1 資料來源：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2 同前註

3 資料來源：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
p=A&t=A1A2E1F1&k1=%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E6%B3%95

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第36-
1條：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
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5 資料來源：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 晏向田，高雄市立前峰國中專任教師

電子郵件：hsingten@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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