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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特教教師對性別平等教育之態度 

及實施狀況與困境之探究 
劉語宸 

桃園市立瑞豐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根據筆者於國小教育現場之觀察，發現同儕間不適當的身體接觸與互動已成

為校園中棘手問題之一，由於身心障礙學生認知及社會技巧不足，而大量資訊充

斥於各大媒體與日常生活，身心障礙學生對於訊息的篩選及統整能力，十足攸關

其正確思想及觀念的發展，與一般生相比，更易於性平事件的發生，著實令人擔

憂（張睸巧、楊雅惠，2017）。 

依據衛生福利部性侵害統計資料，2018-2020 年，身心障礙受害人數由 1,113

人增至 1,223 人，增加了 110 人（9％），雖事件不全然發生於國小校園中，但校

園中身心障礙學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逐漸被社會重視，且特殊教育

通報網統計，目前我國現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日漸增長，多以安置於集中式特

教班、分散式資源班或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三種方式，針對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實

施，自足式特教班多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於社會適應或生活教育課程中；資源班

則多以偶發事件融入社會技巧、學科課程或於日常生活中隨機進行教學，鮮少另

外規劃符合個別需求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資源班學生主要多於普通班級課程

中，獲得相關知識（施敬洲、洪榮照，2011），雖資源班學生與一般生在生理發

展上無顯著差異，但認知發展卻較為遲緩，對於編製於集中式特教班之中重度身

心障礙學生，甚至更需要性別平等教育，因此國小特教教師若能因應個別需求提

供適性之性別平等教育及正確態度極為重要。 

本文將蒐集國內外數篇相關文獻，目的為探討國小特教教師對於性別平等教

育之態度及實施現況與困境。 

二、國小特教教師對性別平等教育之態度 

筆者搜尋國內之研究發現，多針對智能障礙類學生性別平等教育進行探討與

實際教學介入，少數亦以自閉症、學習障礙等類別，其共同特徵為認知功能缺陷，

心智發展明顯落後同儕，但生理發展卻與同儕相當，受限其概念理解力不足，易

導致錯誤觀念建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除了生理上的性教育知識外，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知能及應用也尤其重要，因此，特殊教育教師則擔任實踐性別平等

教育的關鍵角色（闕惠娟、黃榮真，2012；關陵曦、黃榮真，2012；Nelson, Pettersson 

& Emmel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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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真（2006）研究指出，特殊教育教師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皆表示極力贊成與支持，且認為有其必要性。研究結果發現國小階段特殊

教育教師優先以「性別成長與發展」作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教學主題，首先以

教導「自我保護」、「與異性相處」等基本知識與技能。 

以陳怡孜（2012）研究為例，針對高雄區國小特教班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

其性別平等教育態度之研究，將態度分為認知、情感及行動，結果顯示整體態度

為正向且積極，但「情感」及「行動」平均得分顯著高於「認知」向度，顯示教

師在情感及行動顯示支持，但正確知識部分卻有待加強。 

教師之性別平等教育態度攸關教師教學效能，態度愈積極，愈能將理念實踐

於教育現場，綜觀以上兩篇研究可知，特殊教育教師對於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多表

示支持與肯定，教師若能提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正確認知及專業能力，必能嘉惠

於身心障礙學生，進而使其學習到正確性別教育知識，培養尊重異性、提升自我

接納等概念。 

三、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實施現況與困境 

目前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多以「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的方式實施，

前者以綜合及健康課程進行教學；後者則透過宣導、演講等方式，推廣性別平等

觀念（張茂源、吳金香，2012；張睸巧、楊雅惠，2017）。然而許多國內學者指

出，在校園中性平教育的推動仍面臨許多問題與挑戰，原因之一為受限於課程進

度壓力及授課時間不足，以致教學難以個別化，知識零碎且片段，無法涵蓋廣泛

主題與內涵（潘慧玲、黃馨慧，2016；Rebecca, Marguerite & Louise, 2014）。 

關陵曦、黃榮真（2012）以特殊教育教師對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執行情況之研

究亦歸納出教學型態可分為融入式、隨機教學或單獨成為一門課，研究結果顯示

國小階段之特殊教育教師多以「日常生活中隨機教學」之教學型態進行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由此觀之，資源班學生之性別平等教育若僅於普通班級或日常生活隨

機教學中學習，實屬不足，仍須資源班教師的教學介入，協助釐清抽象及錯誤概

念，發揮預防功能，方能落實適性且個別化之性別平等教育。 

王秋嵐、黃小華於 2014 年以訪談方式作為資料蒐集方式，訪問三位特教教

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能力需求之探討，其中兩位為國小資源班教師，一位為國小

特教班老師，分別將其看法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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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散式資源班教師 

國小資源班教師提及性別平等教育於普通班級難以徹底實施，推測可能原因

為導師及同儕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特質認識及接納度不足，且認為自己相關專業知

能不足，故提出辦理相關研習及課程之期待與需求，以協助教師發展教材與教學

課程，進而協助後續調查及追蹤輔導。 

(二) 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則因認知能力受限，學生間能力落差大，難以理解情感相

關抽象詞彙之意義，特教班教師亦認為課程綱要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內容難度較

高，故多以自編教材進行教學，品質不一，令人堪憂（關陵曦、黃榮真，2012），

許多特教班老師亦提出當前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設計多以普通班為對象，缺乏對於

身心障礙學生教學之教材及參考資料，希望提供適用於特教班之完整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參考手冊，以協助進行課堂教學設計參考依據與彈性調整。 

現今教育現場致力於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於教學中，對於普通班級抑或

是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資源班或特教班而言，皆因上述提及之實施困境導致難有

完整並有效地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期許未來透過相關工作坊、研習及教材教

具分享…等等方式，精進教師知能，提供更多支援，以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 

四、結論與建議 

性別平等教育是目前學校教育戮力推動之宣導議題之一，從學前階段開始，

不論是普通班級學生抑或是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教師皆應實施適當的性別平等教

育，以建立學生正確的認知觀念與態度，尤其針對認知功能缺陷的身心障礙學生，

更需要有系統的教學介入與支援，透過學生、家長、教師與學校行政端共同努力，

筆者根據本文探討，提出建議如下所述： 

(一) 普特合作 

國小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多接受分散式資源班或集中式特教班服務，尤其

資源班學生，因多於普通班級課程中，學習性別平等正向認知、情意與技能等目

標，期許特教教師介入，協助營造正向學習環境與氛圍，讓導師、同儕等瞭解學

生特質，增進其班級參與及同儕接納，並提供教學策略或與學生相關之具體事例，

協助個案連結自我經驗，學會保護自己及與異性相處互動之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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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實施 

由於分散式資源班及集中式特教班多以「日常生活隨機教學」模式為主，缺

乏完整的教學介入設計與追蹤輔導，容易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效，建議應將

性別平等教育「獨立成為一門課」或「系列主題課程」，針對學生個別化需求，

協助學生建立及組織完整且正確的認知概念。資源班教師亦可於社會技巧課程中

將知識講授、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等活動融入，彈性安排高危險群學生進行相關

教學介入與追蹤輔導；特教班學生可視學生能力與需求，參與融入普通班或資源

班之教學活動。 

(三) 親師合作 

筆者目前任教於分散式資源班，於各項會議中，家長多提及因擔心孩子與異

性間相處無法正確拿捏界線或是遭受，由於認知功能缺損，自我保護能力不足，

需要相關知能教導，相關研究文獻中亦發現有少數家長過於保守、不願正視孩子

能力與需求，忽略其生理發展及性別平等教育重要性，進而影響性別平等教育之

落實成效。建議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每學期親師座談會或親職教育日等活

動，主動與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共同討論孩子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提供家長

正向且支持之性別平等教育態度與資訊。 

(四) 教師進修 

許多研究結果多顯示教育工作者是影響性別平等教育之關鍵角色，筆者建議

可利用週三下午舉辦相關研習，不論是由學校行政人員對於性別平等相關事件之

處理流程進行講解，提升特教教師相關知能並協助參與調查或輔導，亦可邀請校

內或跨校之教育工作者組成共備社群，發展課程教材，進行教學經驗與實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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