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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性別議題的討論在社會開放氛圍中蓬勃發展，對別是對大學生而

言，身處在 Erickson 發展階段中的「認同-混淆」階段（Erikson, 1968），為了能

讓學生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有更深層的認識與瞭解，性別平等課程之教學或是性

別平等議題融入教學顯得日趨重要。Fry、Ketteridge 與 Marshall（2009）指出在

大學階段，教師最主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如何「知」（to know）、如何做（to do），
以及如何理解（to understand）。而在面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教學探究與實踐時，

教師會面臨兩項主要挑戰，其一是教師本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整體發展脈絡與趨

勢的理解；其二是教師需要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並先瞭解學生如何進行學習，

進而透過關鍵因素來幫助學生學習，以加強其學習之成效。 

二、聯合國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議題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重視，聯合國在 1995 年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即

通過以「性別主流化」作為世界各國達成性別平等的全球性策略（謝若蘭，2008；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6）。時至今日，許多國家亦將性別平等視為人權的一部

份（Cornwall & Rivas, 2015）。此外，在 2000 年時，聯合國 189 國之領袖共同簽

署了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並期盼透過

未來 15 年的努力，能夠實現促進性別平等、提升產婦保健等目標。然而，在 15
年的時間過去之後，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報告（MDG Report）（United Nations, 
2015a）在 2015 年時指出，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成長，的確降低了貧窮人口、失

學的孩子及孩童死亡率等，但是很可惜，在「性別平等」這一個項目，並沒有顯

著的進展。此外，報告也指出，雖然女性的受教權有日益增長的趨勢，但在貧窮

人口數方面，女性仍然是高於男性的，有薪資勞動力女性比率的增加也非常緩慢。

亦即，除了「教育」以外的生命安全、經濟自主、法律平權與公共參與，女性依

然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仍然廣泛的存在著。 

在 2015 年，聯合國召開「後 2015 年發展議程」（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正式簽署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United Nations, 2015b），內容包含 17 項永續目標與 169 個細項指標，在目標 4
的「優質教育」中，談到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並提倡終身學

習，除此之外，在目標 5「性別平權」中，也明文列出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2），頁 73-77 

 

自由評論 

 

第 74 頁 

女權力。期待在 2030 年來臨前，將性別平權的概念融入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環境等各領域，另外，也將性別平等議題獨立成為主要目標之一，另設 14 個

細項指標，強調女性賦權，亦即期待各國提升性別相關議題之敏感度。然而，在

簽署 4 年之後的 2019 年，聯合國公布了「永續發展目標性別指數」（SDG Gender 
Index）報告（EM2030, 2019），內容指出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走到實踐性

別平等目標的正確軌道上，此一結論也反映了目前世界各國在性別平等議題上仍

須持續實踐與進步。 

三、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 

反觀臺灣的狀況，臺灣在 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後，也再於 2011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的施行法。其中，施行法第二

條明訂「原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行政院，2011；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2），並遵循聯合國之規定，每四年

必須撰寫 CEDAW 之報告書，亦即檢核我國是否符合 CEDAW 的精神。隨著《性

別平等教育白皮書》、《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教育文化媒體具體行動措施》、《性別

主流化》等國家教育政策的持續推動，期能促進不同性別者地位之實質平等，進

而營造尊重多元且平等的社會環境（陳素秋、黃馨慧，2019）。性別平等觀念也

同時被認為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並受到憲法的保護，在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中，

性別平等教育更是重要教育變革之一。在中學和小學，期待透過教育的過程教導

學生認識及了解性別平等，並重視自我的性別角色，讓學生能自信的面對性別議

題的各種挑戰（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2015）。 

在 108 新課綱中，性別平等的目標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之議題說明中被論述，並說明性別平等是一種價值、思維和一種行動。基於性別

平等教育法之理念，在執行層面上，應該要逐步落實性別地位間的實質平等，並

進一步消除任何外顯或內隱的性別歧視，促使人格尊嚴得以維護，同時持續開創

與投入性別平等相關之教育資源及環境（教育部，2019）。 

四、大學課室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實踐 

在性別相關課程的落實與實踐中，首先應該提升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概念的意

識，同時促進學生能夠對多元文化有更豐厚的理解，透過培養自身的批判思考能

力，覺察可能存在周遭的性別不平等，認識且尊重性別的多樣性，平和接納自己

或是他人的性別展現，能夠以具體的行動來降低歧視，最終，使得每一位學生都

可以在充分展現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中學習及成長（教育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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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性別平等的推動，近年，「性別」議題受到社會高度的重視。在高等教

育階段，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除了相關宣傳活動之外，更是直接或間接的

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課程設計或課程主軸之中。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

育」已不再單純是以知識的傳遞為主要任務。在課程中，藉由各式翻轉教學與學

習的結合，開始納入業師協同教學、議題討論、個案分析、方案設計、體驗活動

與倡議等嘗試。期待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素養元素，讓學生能獲得教科書之外的實

務經驗，進而理解日常生活中展現性別平等的不同劇本與角色任務，將性別平等

概念融入在個人日常生活來展現。 

因此，性別平等教育不僅是大學課室中的一門課程，更是一種價值觀和日常

生活細節的落實。在大學課室中的溝通與互動中，老師與學生隨著情境的轉變而

選擇扮演適當的角色。同時，也根據不同的劇本，調整及展演各自不同的角色任

務，隨著覺知到個人目前身處前台與後台之間的轉變，以達到在不同情境中的角

色轉換與期待。 

五、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育的反思 

「性別平等教育」是一門學生從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甚至到

了職場，都會接觸到的重要議題之一。在大學，愈來愈多系所開始重視「性別」

議題，各專業相關之性別課程也如雨後春筍般的開設。然而，當進一步與大學生

於課程中討論時，仍舊發現多數學生儘管有多年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經驗，卻依

然在理解性別的多樣性、尊重與包容性別差異，以及同理性別差異的多重樣貌等

方面仍待加強。 

兩位作者曾在大學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試圖讓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教

育有所知和有所感。在課程設計上與教學上，透過現今社會中多樣化的性別平等

教育議題，由學生擔任主角，教師轉而成為引導者，負擔設計課程、創造問題，

以及協助同學進行小組討論等多重角色。同時，隨著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也加

入培養學生善用數位科技來提升其性別相關知識，以增加學生的軟實力。 

然而，長久以來，「性別」的議題深具敏感性與爭議性，課程中多樣性的性

別議題，學生雖然有興趣，但在課堂中參與討論的意願卻不高且冷漠，往往成為

教師一人之獨角戲。經課後討論及訪談，結果顯示同學在性別議題的興趣及討論

上，縱使是同班同學，在性別議題的討論上，大多選擇沈默，不願多談，亦或是

表達和他人一樣的想法或價值觀。若再進一步檢視同學所繳交之個別報告，則可

發現透過具有私密性質作業，同學們反而逐漸開始藉由作業提出自身的想法與疑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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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學生在大學課室中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截然不同反應，恰好如同社會

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時，以戲劇表演中，

演員間互相影響過程的觀點詮釋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其中，個體的行為

在社會互動形式下，不僅要符合社會期望，也需依照著社會所訂定的行為規範與

準則。因此，在其社會互動的關係模式中，有了前台與後台之分。當個人身處於

觀眾面前之演出，即以符合社會規範、態度與價值之行為做為其展現之前台（front 
stage），而那些在前台所欲掩飾之個人行為、事實、非正式的行為舉止，則被隱

藏於後台（back stage）（徐江敏、李姚軍譯，1992）。由此可知，同學們的反應並

不全然是漠然的，只是將自身之想法藉由前台和後台的方式來展現。 

因此，在課室中進行各式性別平等議題討論時，首先需要透過教師的適當引

導，藉此引起學生在學習上的動機。其次，在教學互動討論或是學生間相互分享

時，皆要持續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彼此之間不同的聲音。同時，也需要引導同學

能夠在課室間真誠地尊重他人的意見與想法。在此前提之下，才有機會促使學生

願意分享自身的實際經驗，並在受尊重與彼此接納的課室環境下，開始願意針對

性別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也同時進行生活的自我覺察與反思。至此，學生對於性

別平等教育的理解，不再只是片斷的理解，而是能達到「見樹又見林」的效果。 

六、結語 

隨著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重視及迴響，此一議題亦與人們

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在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對於大學生而言，可

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然而，身為教師的一員，除了自身對於性別平等議題

的瞭解與探究外，更可以藉由創新之課程設計，提供安全且信任的課室氛圍，使

得學生能開始深度且批判性的思考「性別」這個與己身相關的議題，進而願意開

始敞開心胸，並與他者（同學）做更深一層的思辨與分享。藉此，達到「性別平

等教育不僅是一種價值和思維，更是一種生活細節的落實」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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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性別平等的推動，近年，「性別」議題受到社會高度的重視。在高等教育階段，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除了相關宣傳活動之外，更是直接或間接的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課程設計或課程主軸之中。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育」已不再單純是以知識的傳遞為主要任務。在課程中，藉由各式翻轉教學與學習的結合，開始納入業師協同教學、議題討論、個案分析、方案設計、體驗活動與倡議等嘗試。期待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素養元素，讓學生能獲得教科書之外的實務經驗，進而理解日常生活中展現性別平等的不同劇本與角色任務，將性別平等概念融入在個人日...
	因此，性別平等教育不僅是大學課室中的一門課程，更是一種價值觀和日常生活細節的落實。在大學課室中的溝通與互動中，老師與學生隨著情境的轉變而選擇扮演適當的角色。同時，也根據不同的劇本，調整及展演各自不同的角色任務，隨著覺知到個人目前身處前台與後台之間的轉變，以達到在不同情境中的角色轉換與期待。

	五、 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育的反思
	「性別平等教育」是一門學生從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甚至到了職場，都會接觸到的重要議題之一。在大學，愈來愈多系所開始重視「性別」議題，各專業相關之性別課程也如雨後春筍般的開設。然而，當進一步與大學生於課程中討論時，仍舊發現多數學生儘管有多年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經驗，卻依然在理解性別的多樣性、尊重與包容性別差異，以及同理性別差異的多重樣貌等方面仍待加強。
	兩位作者曾在大學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試圖讓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有所知和有所感。在課程設計上與教學上，透過現今社會中多樣化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由學生擔任主角，教師轉而成為引導者，負擔設計課程、創造問題，以及協助同學進行小組討論等多重角色。同時，隨著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也加入培養學生善用數位科技來提升其性別相關知識，以增加學生的軟實力。
	然而，長久以來，「性別」的議題深具敏感性與爭議性，課程中多樣性的性別議題，學生雖然有興趣，但在課堂中參與討論的意願卻不高且冷漠，往往成為教師一人之獨角戲。經課後討論及訪談，結果顯示同學在性別議題的興趣及討論上，縱使是同班同學，在性別議題的討論上，大多選擇沈默，不願多談，亦或是表達和他人一樣的想法或價值觀。若再進一步檢視同學所繳交之個別報告，則可發現透過具有私密性質作業，同學們反而逐漸開始藉由作業提出自身的想法與疑惑。
	反思學生在大學課室中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截然不同反應，恰好如同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時，以戲劇表演中，演員間互相影響過程的觀點詮釋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其中，個體的行為在社會互動形式下，不僅要符合社會期望，也需依照著社會所訂定的行為規範與準則。因此，在其社會互動的關係模式中，有了前台與後台之分。當個人身處於觀眾面前之演出，即以符合社會規範、態度與價值之行為做為其展現之前台（front stage），而那些在前台所欲掩飾之個人行為、事實、非正式的...
	因此，在課室中進行各式性別平等議題討論時，首先需要透過教師的適當引導，藉此引起學生在學習上的動機。其次，在教學互動討論或是學生間相互分享時，皆要持續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彼此之間不同的聲音。同時，也需要引導同學能夠在課室間真誠地尊重他人的意見與想法。在此前提之下，才有機會促使學生願意分享自身的實際經驗，並在受尊重與彼此接納的課室環境下，開始願意針對性別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也同時進行生活的自我覺察與反思。至此，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理解，不再只是片斷的理解，而是能達到「見樹又見林」的效果。

	六、 結語
	隨著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重視及迴響，此一議題亦與人們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在大學課室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對於大學生而言，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然而，身為教師的一員，除了自身對於性別平等議題的瞭解與探究外，更可以藉由創新之課程設計，提供安全且信任的課室氛圍，使得學生能開始深度且批判性的思考「性別」這個與己身相關的議題，進而願意開始敞開心胸，並與他者（同學）做更深一層的思辨與分享。藉此，達到「性別平等教育不僅是一種價值和思維，更是一種生活細節的落實」之終極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