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怡穎*

壹、前⾔：從「融入」到「有機編織」

  　  真正接觸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迄今已⼗多年，緣起於2005年擔任國⼩輔導組⻑⼀職，推展性別平等教育是我責無旁貸的重要

職務之⼀，因為⼯作之故開始⼤量研習進修相關的課程，在對性別平等教育越了解後，發現這個概念實在影響⼈們的⽣活⾄深⾄

遠，⼈們對性別的概念密切的與其⽣活哲理關連。⽣活中的⼤⼩事，都與⼈們的性別意識有關，舉凡媒體、⼯作、家庭、感情

觀……等，細細溯源都脫離不了性別意識。後來筆者陸續接觸教務⼯作（課程研究組⻑及教務主任），也於2010年開始擔任教育

部中央輔導諮詢教師迄今，更有機會在校園利⽤課程與教學的規劃來實踐性別平等教育。

       九年⼀貫課程綱要推⾏後，性別平等教育以新興議題型態，融入各教學領域中實施，課綱提到最期望現場老師能以「轉化」

的⽅式「融入」課程，就是將性別平等的能⼒指標及欲融入的領域能⼒指標分別分析出幾個重要概念後，以物理變化的⽅式，重

組成新的學習⽬標，再依此學習⽬標設計教學⽅案，如此再進⾏教學⽅案時，同時可以達成性別平等議題及融入領域的能⼒指

標。從理想⾯來說，的確是個完美無缺的融入法，既不⽤額外費時外加課程，⼜能兼顧兩者能⼒指標之達成。筆者曾經帶領現場

老師們實際操作轉化式課程的經驗中發現，在擷取議題與對應的領域能⼒指標，及在分析能⼒指標的概念上常出現許多困難。

       ⼗⼆年國教課綱⽬前已完成研修正進入審查的階段，教育部要推動的議題多達19項之多，考量社會發展及具⾼度討論性等原

因，在⼗⼆年國教課綱規劃時，將「性別平等」、「⼈權」、「環境」、「海洋」列為四項重⼤議題，也透過議題⼯作圈來進⾏

領域課綱融入議題的研修與發展。

       新課綱以「有機編織」的⽅式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的層級，強調學科間轉化知識，不在添加知識，說明如下：

⼀、課程綱要層級：各《領綱》可依據其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相關程度，將議題學習主題之「實質內涵」編織融入《領綱》的

基本理念、核⼼素養、學習重點、實施要點。以此確立議題的地位，確保學⽣性平學習主題。

⼆、教科書層級：教科書是課程綱要的具體化，影響教師教學與學⽣學習⾄鉅。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學習主題宜適切融入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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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編輯是議題融入課程成敗的關鍵。

三、學校層級：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可因校制宜，建立學校特⾊課程，於未來學校彈性課程進⾏。

四、個別教師層級：教師進⾏性平議題融入，賦予教師課程實施之彈性，可有系統或隨機進⾏，利⽤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

在課程來進⾏有機編織。

       我很喜歡蘇芊玲等⼈（2010）說的，要讓性別意識不只落實在個⼈教學，也能落實在公共政策的推動及課程研發上，「性別

主流化」是重要的策略。如果我們有⼀個體認說，要推動任何⼀個東⻄，推動者不管是⼀個政策的決策者，或是學校的校⻑、主

管、老師、業務的承辦⼈都⼀樣，都要去觀察他/她是否具有性別意識，當這個⼈具有性別意識之後，其實他／她⾃⼰就會成為

⼀個發電機，有非常多的創造⼒出來。

       不論是「融入」還是「有機編織」，在性別平等教育旅程的⾛過歷程中，我期許⾃⼰成為⼀個「發電機」，創造更多的性平

風景與⼒量。

貳、下課⼗分鐘（2010）

       筆者在2010年曾經與新⽵縣⼀所國中合作，以性別平等議題轉化式融入社會學習領域的⽅式，進⾏⼀場校園空間改⾰的教學

實驗：「下課10分鐘」教學⽅案。本教學設計即是引導學⽣去對所處的校園⽣活空間與環境進⾏調查，覺察環境空間在不同性別

使⽤上是否均衡，進⽽發現問題，並提出建⾔及⽅案。往往校園空間的改建或是設置都是由校⽅全權決定規劃，然⽽⽣活在校園

裡的「公⺠」，包含老師和學⽣，學⽣們是否能說出對⽣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或⽅案呢？

圖1 教科書「社區參與」呈現文本

資料來源：翰林編輯群（2009）。國⺠中學社會教科書第⼀冊。臺南：翰林。

      「為什麼在操場上，男⽣多半愛運動，女⽣卻怕曬⿊，只想當可愛的啦啦隊？」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性別」⼀書中指出：

「從家庭空間到公共空間，性別分化已滲入每⼀個⽣活⾓落。從教育界、廣告界、建築界到設計界，⻑期缺乏性別平等的眼光，

不斷複製「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的傳統觀念，雖然進入21世紀，性別偏⾒依然具體反映在家庭、校園、職場、社區，以及

所有的⽣活空間之中。這不只是現代男女的緊箍咒，也限制了不同性別氣質的全⼈發展。」（畢恆達，2004）

       國中階段的學⽣在校園空間的使⽤上更是有明顯的性別區隔現象，籃球場清⼀⾊都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則在教室中或是⼩

花園裡談天，更加複製了「男強女弱」的性別刻板印象。或許當我們詢問國中⽣的意⾒，他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然⽽⻑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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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制約的學⽣在這些性別區隔的有限空間中經驗到什麼呢？會不會也限制了⾃我突破的可能？

      「下課10分鐘」的教學⽅案著眼校園中普遍存在的空間與性別的問題，試圖讓孩⼦以⽥野調查的⽅式，去記錄下課空間不同

性別使⽤的狀況，進⽽討論與反思其背後隱含的性別意涵與性別不平等，再思考⾃⼰及其他使⽤者的需求後，提出改善策略與⽅

案的企畫書，達到符合不同性別者使⽤需求之預期效益。

        故此⽅案設計時，以引導學⽣覺察⽣活的空間，經過紀錄與調查、澄清與討論後，建構學⽣的價值觀念，真正影響其態度與

⾏為。「轉化」式的教學融入模式須將性別議題與對應領域之能⼒指標先進⾏概念分析，97課綱中對此教學模式做了⼀些說明，

如圖2所⽰：

圖2  議題與對應領域之能⼒指標之概念分析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 97年國⺠中⼩學課程綱要。臺北：教育部。

       如圖2所⽰，也就是先從能⼒指標的擷取，了解此教學預期學⽣達成的能⼒為何，進⽽從議題及領域的主要學習內涵及主要概

念作對應與分析，最後才產⽣教學活動設計，希望透過內涵與概念的轉化，在領域的教學的同時，完成性別議題所欲達成之能

⼒。

圖3  轉化式課程設計流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 97年國⺠中⼩學課程綱要。臺北：教育部。

        如圖3所⽰，由能⼒指標的概念分析對應，促使兩者的概念知識緊密連結，產⽣統整性的概念知識，且形成整合性的教學⽬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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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10分鐘」的教學以轉化式的⽅式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並⿎勵學⽣在⽣活中⾏動創造不同性別都能均衡使⽤的下課

空間，本⽅案領域能⼒指標與議題能⼒指標概念分析與對應如下：

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能力指標

1－4－7說出對生活空間及
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

善建言或方案。

能力

指標

3－4－2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
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

策略。

概念分析 生活空間、改善建言或方案
概念

分析

校園資源分配、性別平等、改

善策略

對

應

領

域

能

力

指

標

社會1－4－7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
方案。

補充說明：

每一個人生活空間不同，所處的環境也有所差異，對其生活空間及周

邊環境的感受便有所不同，學生應能分享其對環境的感受，並願提出

改善建言或方案。例如家住吵雜、骯髒、交通混亂的市場附近者，有

何感受？有無改善的方法？學生經過探索，可能會提出重新規劃攤

位、取締無照攤販、人車分道、或改建為現代超級市場等不同解決方

案，並願意向社區、警方、民代、政府或大眾傳播等對象提出建言。

家住山上或海邊者，各有其不同的感受，也可能碰到不同類型的問

題，但同樣可以提出建言或方案。

（國教社群網97國小課綱，2008）

性平議題

能力指標

性平3－4－2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策
略。

       從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與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能⼒指標所擷取出來之相關概念性知識共計4個，再結合主要概念性知識，發展成整

合性的教學⽬標，如圖4：

圖4    議題與領域能⼒指標對應擬定教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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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4個學習⽬標為能⼒核⼼，研究者設計了三個教學活動及兩個延伸活動來實施，分別說明如下：

活動⼀：校園下課空間檢視

       引導學⽣覺察校園中有哪些下課的休閒空間，並調查與紀錄學校下課空間不同性別使⽤的情形其中的性別意涵。

活動⼆：空間就是性別

       統計學⽣下課的空間使⽤紀錄，並從統計圖中討論與省思下課空間和性別之間的關聯與意涵。

活動三：打造專屬空間企畫書

       空間需要怎麼改造，才能讓不同性別的使⽤者都均衡的享受到？提出企畫書改善性別比例失衡的下課空間。

延伸學習⼀：使⽤者⼼聲調查

       學⽣可訪談校園空間的使⽤者，使其設計之企畫書更符合不同性別者之需求。

延伸學習⼆：公⺠⾏動

       可結合社會⾏動，引導學⽣於公開之表達的集會中（例如：班代⼤會或學⽣⾃治時發表）與學校⾏政單位溝通尋求校園空間

改善資源。這是⼀場有趣的教學實驗，在課業繁忙升學掛帥的國中現場，為學⽣們的苦悶注入⼀股活泉，對⽣活空間及周遭環境

有覺醒，才有可能提出改善建⾔或策略。 學⽣們在校園空間裡探索與檢視，到底下課10分鐘內，孩⼦們的校園空間使⽤是否存在

性別的差異呢？

圖5   校園空間使⽤的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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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內學⽣總共調查記錄了校園中的六個空間，分別是操場、福利社、籃球場、廣場、後棟庭園、榕樹下，我們引導學⽣去

思考，這些會說話的圖表背後代表什麼意義？校園的空間是不是在使⽤上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呢？動態的空間（操場、廣場、籃

球場……等）使⽤多為男性，⽽靜態的空間（後棟庭園、榕樹下……等）使⽤者則多為女性。文化中對女性⾓⾊文靜端莊的期許，

對男性⾓⾊勇猛能武的期許，是不是也限制了學⽣使⽤校園空間呢？

       在覺知此現象之後，孩⼦們透過訪談與討論，搶救性別使⽤失衡的校園空間，對此提出各組的⾏動企畫書，什麼樣的空間設

計與設置才能滿⾜不同性別者的使⽤呢？

      「操場可以增置不同的運動器具增加不同興趣的使⽤者。」、「福利社的板⼦能變的好看⼀點，能多賣⼀些東⻄，像衛⽣

棉、衛⽣紙等。」、「籃球場可以設置女性優先使⽤的場地」、「廣場種多⼀點樹，也可以多加⼀點椅⼦，地⾯上的圖也可以改

變。」……⼀陣討論後，學⽣對校園空間提出了改善的建⾔，將這些討論化為圖文並茂的企畫書，重拾⾃⼰⾝為校園主體的意

識。培養對空間使⽤者之性別覺察能⼒。

      「下課⼗分鐘」的校園空間活化，逐漸浮現出學⽣對性別意識的開展，美麗、健康、有活⼒的學習校園雛型，待⾏政團隊決

策者傾聽學⽣的聲⾳好好規畫。期待能喚起師⽣關⼼環境，尊重彼此需要，維繫校園成員的情感與創意的交流，建構創意校園更

尊重個別差異性的使⽤需求，朝真性別平等之⽅向⽽努⼒。

參、「異」同綻放（2011）

       社會⾏動取向乃是奠基於性別平等的省思，並在討論中，澄清⾃⼰的價值觀念，在反省思考的決策之後，能採取⾏動，將改

⾰理念付諸實現。或許有⼈會認為社會⾏動取向因為屬於實踐取向的⾼層次課程模式，可能不適⽤於國中⼩的教學中，然⽽筆者

認為國中⼩的學⽣有其主體的能動性，在適當的引導下，他們也可以經由覺知，形成內在的價值，進⼀步有⾏動來改變其所處的

結構。

       筆者在2011年曾經帶著學⽣進⾏⼀項「社會⾏動」取向的課程－「異」同綻放。「『異』同綻放」是筆者在2010年參與臺北

同志⼤遊⾏時突然靈光⼀閃想到的詞，希望在社會或校園裡，每⼀種與我們⾃⼰相似或相異性別特質的⼈都可以共同綻放在這個

⼤花園裡，雖然姿態各異，卻造就花園裡豐富的景⾊。

        課程的發想緣於2011新⽵市⼗八尖⼭⼩⼩花仙⼦舉辦活動，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花仙⼦的選拔被框架為女性的專屬活動，

這樣的新聞其實不勝枚舉，全國各地都有選不完的桐花仙⼦、貢丸公主、草莓公主等，查詢了新⽵市⼩⼩花仙⼦的選拔簡章，裡

⾯明⽩的規定參加對象為「幼稚園到國⼩⼆年級的女童」，另外⼤⼈的花仙⼦選拔「16－25歲年輕女性均可報名參加」，活動宗

旨是「為新⽵賞花⽉尋找代⾔⼈」，簡章內還規定報名者需填寫⾝⾼與體重。筆者認為賞花⽉的代⾔⼈，應該具備某些專⻑與特

質，例如能⾏銷新⽵⼗八尖⼭的特⾊之美，讓更多的⼈認識新⽵的賞花⽉，但是這些特質是否⼀定為女性所具備呢？和⾝⾼體重

有關嗎？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所謂「性別主流化」應該不是只有立法尊重，政府部⾨所辦理的活動應該也要落實性別的意識。

       新⽵的⼗八尖⼭賞花⽉⼀直新⽵市的盛事，市政府所舉辦花仙⼦或⼩⼩花仙⼦的選拔，選拔之⽬的其實只是為花代⾔，或是

⾏銷新⽵市，然⽽參賽簡章中卻限定女性參加或是參與者以女性居多，可⾒社會對性別特質有許多刻板印象，我們希望透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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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動讓孩⼦突破性別的限制。

       帶著孩⼦從花的故事、名畫、⾳樂、文學作品等，引導孩⼦去「覺察」與「發現」在⼈們的世界中所建構的花的世界是否存

有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們在文學作品、名畫、⾳樂中，是否常常將花擬⼈為某種刻板性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我們可

以和孩⼦⼀起探究背後社會建構的文化因素為何？逐⼀解構這些社會建構的因素，我們重新審視、欣賞花原本獨⼀無⼆的姿態與

樣貌，並且選擇藝術形式創作與展演屬於⾃⼰的花之精靈。回顧⾃⾝的性別特質，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貌，以⾃⼰的性別特質

為發想，創作屬於⾃⼰的花語造型。在春天的校園裡，帶來⼀場「異」同綻放的風景，當然也為花仙⼦的選拔增添另⼀種多元的

可能性，產⽣⼀場社會⾏動。

       我們透過公開的⼤型展演，師⽣們的努⼒是為了去顛覆傳統⽗權的框架，要證明花的展演其實和性別並無絕對的關係，每個

⼈和花⼀樣都擁有⾃⼰的⾯貌與性別特質。每個孩⼦、每朵花都努⼒的綻放⾃⼰的姿態，讓整個花園有許多令⼈驚豔的風景。尤

其結束後，其他年級的學弟學妹都紛紛留下來和表演的學⻑姐合影，彷彿他們成了⼤明星呢！當時的新⽵市副市⻑在致詞時表

⽰：「我們的文化傳統讓性別固化，與⼈性有所違背，透過這項活動與教育養成，讓孩⼦們學會彼此互相尊重，每個⼈都有性別

平等發展的權利。」 隔天除了家⻑給予的肯定回饋外，孩⼦們也紛紛將展演的⼼得感想寫滿了聯絡簿：「我們希望今天的演出能

改變未來的活動，不再讓新⽵市出現『性別刻板』印象！」；「在這次的表演中，我了解到⼀個⼩⼩的動作可以改變別⼈的想

法，甚⾄可以改變全世界！」；「我覺得這次活動的重點不在於我們的動作，⽽是我們要表達的事情，聽到⼤家的掌聲讓⼈信⼼

增加許多，相信明年的⼗八尖⼭代⾔⼈不只有女性，也有男性！」。

       由新⽵市花仙⼦的選拔到課程的進⾏，讓孩⼦可以社會公⺠的主體性來正視社會新聞及活動的發⽣，或是以性別主流的觀點

來思考活動的合宜性。要鬆動歷史演變帶來的性別文化差異固然有其困難度，但透過藝術作品的檢視與分享，讓孩⼦慢慢覺知與

發現⽗權結構的框架所帶的影響，再⼀⼀進⾏解構與概念重建。最後以表演藝術的型態顛覆傳統文化的活動，這將會是孩⼦們對

社會的另⼀種具體的表達與回應。

肆、築夢⾶翔－性平聊書趣（2016）

　   ⼗⼆年國教希望以素養導向的課程來提升孩⼦統整性的學習，⽽如何與國語文閱讀素養進⾏有機編織的課程發想，⼀直是筆

者努⼒的⽅向，我認為透過閱讀多元的文本，可以引導孩⼦去認識並辨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觀點與訊息。透過文本中的故事閱

讀，開拓學⽣對於性別⾓⾊在的科技職場上的認識與多元觀點，運⽤閱讀理解策略編織入性別平等教學素材中，讓學⽣覺察出⽣

活中存在的性別⾓⾊刻板、偏⾒與歧視等情形，進⽽找出解決問題的⽅法與⾏動，建立性別平等意識，提出促進性別平等改善策

略，實踐國⺠教育真正核⼼素養能⼒。

       今年筆者以繪本「築夢⾶翔˙我的世界宇宙⼤－看⾒女科技⼈」這本書為素材， 從中挑選了3篇文章：快樂的過動⼈⽣－昆

蟲老師吳沁婕、調⽪火星⼈成為⼤企業老闆－機械⼯程董事⻑魏貞利、我是菸葉⽥⻑⼤的－泌尿科醫師張美⽟，嘗試聊書的⽅

式，企圖透過閱讀多文本，讓孩⼦覺察文本中的性別⾓⾊刻板化概念，並進⼀步思考突破策略。以形塑班級文學圈的⽅式，讓議

題討論變成班級閱讀的素養。期能透過多元的教學，豐富孩⼦從閱讀發現性平的觀點。

圖6解析「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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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6可以看出本⽅案解析性平的核⼼素養與實質內涵，透過教學活動來達成學習主題的概念認識「性別⾓⾊的突破與性別歧

視的消除」。

       筆者常常思索性平有機編織在領域教學的可能性，但看到現場老師疲於奔命的進度壓⼒，實在難為，於是思索有什麼教學的

可能是和班級經營或是老師常在班級推展的共讀活動可以結合。藉由教室現場每天必須做的事來「教」性別，或許落實的可能性

會提⾼，讓性平變成⽣活的⼀部分，也可訓練孩⼦的分析比較能⼒，及詮釋議題，形成觀點的閱讀素養。

活動⼀：閱讀文本

1、3⾄5⼈⼀組，每組發下文本每個⼈挑⼀篇文本閱讀。（每⼈須輪流閱畢三篇文本）

2、閱讀時，⼀邊標註書中女性經歷哪些性別⾓⾊的歷程。

活動⼆：聊書任務

1、教師說明聊書的任務

2、請學⽣倆倆完成任務單

3、四⼈進⾏聊書時，可以互相聊聊三位女性分別在家庭、學校、職場中，因性別⾓⾊刻板化⽽遭遇之困難與限制有哪些？他們

感受可能是什麼？他們如何因應解決？

4、教師巡視參與各組聊書時，引導學⽣思考社會對性別⾓⾊刻板的印象有哪些？

活動三：⽣活連結－覺察與突破

1、請學⽣連結⾃⾝⽣活思考。

2、分享在家庭及學校的性別⾓⾊扮演，是否有受刻板化印象的影響或困擾，感受⼼情為何，你會如何解決？

       教學時，因為班導師運⽤學習共同體的精神來經營班級討論，故教學者入班帶領孩⼦聊書時，討論氛圍是舒服的、愉快的，

即便⼩組中有不同意⾒，或是全班發表時有迥異的想法時，發現學⽣都能協商及再追問的⽅式取代爭吵，非常不容易，看到學⽣

聊書時的投入模樣正在發⽣。教師事前需熟悉文本，根據⽅案⽬標，挑選同⼀主題或是文本有共通可討論的素材，可以是同⼀本

書不同文章，或是不同本書⼀起閱讀，利⽤歸納和比較來進⾏。教師可視班級氛圍，決定⽤何種⽅式進⾏聊書，適合營造輕鬆⾃

在氛圍的簡單點⼼，或是⼀壺馨香沁⼈⼼脾的花茶，都是不錯的嘗試。⽽班級文學圈的經營並非⼀蹴可幾，初期需要訓練孩⼦聆

聽及討論的⽅式及⾳量，避免聊書成了偏離主題的聊天⼤會，老師可巡視各組，拉回討論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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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個發現是，學⽣其實對性平議題的探討是有切⾝經驗的，非常容易引起共鳴，還記得最後⼀個⾃願發表的⼩孩，講到⾃

⾝家庭⾝為女兒⽽遭受⽗⺟不平等待遇時，甚⾄激動得哭了。反思筆者所服務的學校是⼀所⼤型市中⼼的都會區⼩學，⽗⺟多為

公教⼈員，社經背景⾼，都仍有此現象，可⾒性平教育在現場是多迫切需要啊!如何讓性平有好的⽅式進入到現場教學，我們都在

嘗試不同的⽅法：

1、可視學⽣閱讀程度調整文本

       此本書的文章屬短篇，要建構⼀個概念需要更多的⽣命經驗找尋，複雜多樣的文本較符合⽣命的樣態。⾼年級的學⽣應可透

過較⻑篇的⼩說或是傳記來討論聊書，會對性別⾓⾊刻板化對⼈⽣造成的困境或影響，有更深刻的體會，並且可學習不同⼈物在

⾯對困境時的⼼態及解決策略。

2、可因應性平重要概念構築相關主題書群

       若要推廣班級性平聊書趣的文學圈運作，讓孩⼦藉由閱讀理解性平的重要概念，可以在備課的時候，將適合談同⼀主題的書

群找出來，例如，可以談書中特殊女性的貢獻的書群；或是可以談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偏⾒的書群……等，構築好之後，教師在

使⽤的時候可以很清楚地明⽩任務單的設計，學⽣可以有效聚焦聊書，進⾏分析比較與歸納統整。

  

學⽣根據聊書主題討論與分享                       教師巡視各組參與聊書

 

  

聊書有想法時趕緊紀錄下來                          謝謝⼀起觀課的夥伴

伍、結語：沒有終點的旅程

       教師是所有轉化的契機，⼀個具備性別意識的教師，可以在正式課程、非正式、潛在課程給予學⽣多元的思考與探究，讓孩

⼦在沒有性別框架的教室中，盡情伸展其探索世界的觸⾓，不會因為性別有所限制。回顧這些性別教學旅程，赫然發現重要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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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設計了什麼步驟，⽽是這些設計中存在我對性別意識的思考脈絡。從課程實踐的觀點來看，師、⽣與教材、環境構成⼀個互

動的有機體，無論是⽤哪⼀個模式進⾏，作為⼀個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實踐者，我所關注的是師、⽣、教材、環境四要素間的平

衡：以學⽣⽣活經驗為起點、從學⽣⽣活中取材、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這⼀系列的實驗課程，雖未臻⾄成熟，然⼀路上師⽣的

互動卻是我最難得可貴的經驗，不會忘記每堂課孩⼦們興奮的笑容與熱情，⽤⽣命帶⽣命，以性別帶性別，我們彼此⽣命中的性

別故事互相影響著。

　   在後現代的課程觀中，教學被視為⼀種即興的演出，⼀般的教學⽬標設立是⼀種⼯具理性的思維，因為在即興演出中，教師

的⾃我意識是重要的，他必須在獨⼀無⼆的課堂中，判斷與立即的決策。嚴守教學⽬標，枉顧學⽣的差異，讓每個孩⼦在統⼀的

節奏中，達到同樣的單調，這樣的樂曲會美嗎？（引⾃歐⽤⽣，2010：161）。

      這些過程與改變，同時也是老師批判與反思⾃⼰性別教學的概念重建，我喜歡這趟沒有終點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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