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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改善性別平等有哪些策略？ 

 
圖片製作：策略溝通辦公室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信志】 

壹、議題重要性 

  2020 年開始的疫情發展，減弱性別平等教育和相關教育人員培訓的急迫性。雖然

許多國家過去幾年在改善性別平等取得重大進展，但疫情大流行卻威脅了得來不易的

成果，特別是在縮小性別學習差距方面。因為在世界各地，由於疫情導致學校關閉，

轉移到線上學習，結果造成女性在學習上更為弱勢，最終可能妨礙她們獲得工作所需

的技術和知識。另外，過往紀錄顯示，災難期間（包含疫情）的性別暴力行為、青少

女懷孕、女性為照顧家庭生計所需的時間都會增加。上述這些不利條件造成女性學習

中斷而產生「學力流失」（learning loss），導致未來終身收入減少，削弱轉換工作能

力，因而減低婦女在家庭中取得平等地位的機會。雖然影響層面還在繼續研究中，但

各國初步調查已有證據顯示災難期間（包含疫情）女性失業率明顯高於男性（駐洛杉

磯辦事處教育組，2021）。 

  就近期各國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方案而言，本文參酌越南、歐盟、紐西蘭、日本、

奧地利等較具特色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政策，以供我國政策制訂之借鏡。 

貳、各國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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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國家管理機關之女性領導者比例 

  同樣是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越南家庭中父母的地位裡卻迥異於傳統華人家庭的父

子軸，而以夫妻軸為主，且較強調女性的重要性（蕭智分，2014）。另外，越南男女

生在高等教育就學比率也呈現「均等」狀態，容易讓人誤解「越南性別已經平等」。事

實上，女性教育行政人員比例則明顯偏低（大約20%），女性正教授比例不到10%，越

南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仍然嚴重（李淑菁，2017）。越南政府總理已於2020年12月

31日頒發2282/QD-TTg號議決，批准有關「增強2021-2030階段婦女在領導管理級平等

參與政策」計畫。目標為保證女性平等參與領導管理級之發展女性潛能及創造能力政

策，面向實現性別平等可持續發展及委託權能給婦女之承諾。力爭至2025年，在中央

與地方管理機關女性領導儲備幹部占60%，至2030年占75%。對於一些特殊行業或領

域的女性領導儲備幹部比例低於30%者，將進行調整，目標至2025年及2030年時，其

女性領導儲備幹部比例分別可占40%及50%（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2021）。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該計畫提出的措施是：（1）完善女性領導儲備幹部的工作法

律政策以及提高其執行效果；（2）加強女性領導儲備幹部培養工作，並將其與公共政

策制定工作互相結合；（3）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新時期性別平等以及婦女潛力、地

位及作用的認識；（4）加強婦女事業的國際合作；（5）調動贊助資源來實行該計畫，

並檢查審查女性領導儲備幹部工作及性別平等之相關法律政策；（6）設立針對女性領

導儲備幹部資料之國家數據庫（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2021）。 

二、推動研究和創新領域中的性別平等 

  歐盟近期對研究和創新領域計畫的改革，反映了歐洲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有更廣

泛的政治推動。2020年5月歐盟發布的一項行動計畫列出了未來五年的重點行動，將

性別平等在歐盟所有政策領域中推廣成主流。主要原因是根據歐盟執委會的研究顯示，

女性在研究和創新領域的學術高階位置只占24%，尤其女性在科學、科技和數學領域

的整體代表性不足，甚至在專利持有者中占比更不到10%。歐盟執委會已經要求各成

員國制定具體計畫，以推動研究和創新領域中的性別平等、多樣化和包容性。直到現

在，歐盟執委會仍鼓勵研究組織和資助機構透過性別平等計畫實施機構改革（駐歐盟

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21）。 

  具體而言，歐盟執委會在「展望2020」（Horizon 2020）計畫中提供研究組織資金

以落實這些計畫。2020年12月已經完成與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關於「展望歐洲」科

研計畫之法律框架的三方談判，其中包括「消除性別不平等」研究計畫條款，以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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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研究和創新領域男女平等」研究計畫條款。而且在該框架中，強調「性別層面應被

納入研究和創新的內容中，並應在研究週期的各個階段貫徹執行」（駐歐盟兼駐比利

時代表處教育組，2021）。 

三、實施性別多元社群（LGBTIQA+）教育方案 

  紐西蘭近期則推出「包容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專網，提供學校教職人員多

達28種不同的準則，以供各校在自行設計執行性別多元社群（LGBTIQA+）教育方案

時參考運用。根據紐西蘭教育部的定義，「包容的學習環境」具有以下特點：（1）提供

教育者知識與策略，以靈活及個性化的方式，提供豐富引人入勝的課程；（2）加強父

母以及社區成員們的集體知識、智慧與經驗；（3）積極尋求、重視與尊重學習者、教

職員以及董事會等不同成員的代表觀點與經驗；（4）集眾人的好奇心、智慧、探究與

批判性思維，讓所有學習者參與有意義的學習（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9）。 

  另外針對性別多元社群青年常見的疑惑與需求，紐西蘭教育部建議由理解、行動

策略、資源整合三個面向循序漸進，落實改善（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2019），分

述如下： 

（一）理解 

  紐西蘭教育部首先以年輕學子的視角，提出7項在校園裡常見的疑惑：性別友善

廁所、中性制服、安全的換衣間、避免遭受霸凌的保護措施、體育課程的安全性、使

用個人偏好的性名字與稱謂、性別二元論；此外提出2項理解，一是理解性別多元社群

遭受孤立的危險，二是理解「性別二元化」對個人學習與健康福祉所帶來的衝擊。最

後整合出以下6項政策目標以協助同志社群青年： 

1. 被接納、受包容、肯定個人存在的價值。 

2. 被支持與賦權。 

3. 參與團體活動時能夠展現自信。 

4. 在正面積極的環境中學習。 

5. 正確使用合適的醫療照護。 

6. 正確使用合適的社會福利。 

（二）行動策略 

紐西蘭教育部提出4項策略，建議付諸具體的行動，分述如下： 

策略一：建立有關同志社群的知識。其中包含： 

1. 理解關鍵概念與詞彙。 

2. 透過文化、宗教與案例介紹，探索存在於毛利與白人族群的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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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識法律與人權知識。 

策略二：提供如何設計全方位包容的學校相關資源與步驟。其中包含： 

1. 與社區合作互動。 

2. 發展包容政策與體系。 

3. 與學生共同創造安全包容的學習環境。 

4. 提供支援系統。 

5. 提供性別多元社群性教育資源。 

6. 提供教師專業學習機會。 

策略三：提出迫切需要的學習環境、實質及社會需求。其中包含： 

1. 霸凌的處置方式。 

2. 學校制服的替代方案。 

3. 提供性別友善廁所。 

4. 在換衣間及校外教學活動時提供安全空間。 

5. 提供適齡友善的醫療照護服務資源。 

策略四：發展包容性的教室與課綱。其中包含： 

1. 建立包容教室的時程。 

2. 正確使用包容的語言避免歧視言行。 

3. 使用性別多元社群教材，適切傳授公開、正確的觀念。 

4. 利用特定的教材與方案，建立討論溝通的平臺。 

5. 規劃1-8年級生的性平教育，包含各年齡層所對應的成長需求，全校教職員與

學生可遵循的「性平教育守則」下載。 

6. 規劃9-13年級生的性平教育，尤其所有的11-13年級生均必須具備有性平教育

資源與互動平臺。 

（三）資源整合 

  紐西蘭教育部舉例紐西蘭慈善團體「彩虹青年」（Rainbow YOUTH）專網Inside Out，

由1989年建立迄今，其宗旨在增進理解與支援紐西蘭性別多元社群多元包容教育主題，

包括一系列豐富的教學影像資源，亦可透過電郵聯繫取得特定主題、適齡的教學資源

包。 

四、教授 LGBT教材及強化教師研習活動 

  根據近期調查，日本大多數之中小學教師認為「有教授同性戀等性別相關議題之

必要性」，但實際上僅有約一成之教師實施相關授課。雖然社會對性別少數者之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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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逐年提升，但卻有學校教育沒有配合跟上之情形。日本教育現場為配合中央要求

妥善對應LGBT等少數性別認同差異學童的需要，全國都道府縣及政令指定都市教育

委員會中有40個教育委員會（約6成）實施針對LGBT議題的教師研習活動。曾學習過

性少數者相關知識之教師，於課堂中教授之比例也較高，也印證習得正確的知識，因

此強化教師之研修相當重要（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21）。 

  另外，日本已從2021年春天的新學年度起在中學保健教育等6科目共17本教科書

納入LGBT等性少數相關內容。雖然LGBT本身並沒有被放進新學習指導要領，但將相

關內容納入教科書之廠商認為「應該要依照社會情況給予孩童學習『多元性向』的機

會」。教科書中以採訪等各種形式介紹LGBT，設法促進對於LGBT之理解。廠商另表

示「希望大家在聽到『普通』、『常識』、『大家都是這樣』之類的話語時可以有『或許

有人不是這樣』的概念」（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2020）。 

五、減少橫向的性別隔離學習方案 

  奧地利過往曾發現男女生的學習可能受到性別刻板影響而拉大了差距，例如2003

年的PISA評鑑中，奧地利男女中學生的數學能力沒有明顯的差別，但在2012年時，男

生卻平均比女生多22個百分點。奧地利自身的檢討是，極可能在過去幾年忽略了性別

刻板印象的影響，造成女學生的學習受到了負面影響（林信志，2017）。因此，在奧地

利學校體系中，機會與性別平等的政策是聚焦在減少橫向的性別隔離學習方案，以及

消滅不同性別學生在學習成就上的差異。 

  在執行措施上，值得一提的例子是避免過早強迫學生選擇學習組別，例如在第五

學年級（奧地利初中一年級，等同國內小學五年級）不再有工藝課與家政課的男女分

科。積極面則是在各級學校中所有的層面都能建立並提升性別平等化與包容性格多樣

化事務的處理能力。在奧地利教育部的平等事務政策目標中可以看到三大方面：（1）

Fix the institution（改革組織）：在校園的組織內部中強化能促進性別平等的改革進程；

（2）Fix the knowledge（更新知識）：在教育理論、研究以及教學上促進性別平等各方

面資訊的整合；（3）Fix the numbers（修正數量）：在所有的層面減少對不同性別的差

別待遇（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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