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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臺灣性別平等教育之師資培育現況與困境 
蕭力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再概念化運動的理念認為課程如同萬花筒般，以多元、包容的立場和經驗，

檢視與揭露在日常中被社會環境無意識壓迫的族群。隨著全球有 189 國簽署同意

對性別主流化概念的推行，臺灣也跟上國際的腳步，有不少民間團體及立法委員

開始反動深植於華人傳統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期冀能藉由性別主流化的推

動，重新檢視隱藏在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藉此重新建構符合性別正義的環境。 

以批判教育學者 Giroux 提出教師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之觀點來看，林淑玲

（2007）指出教師是教育改革的成敗關鍵，在內化教材的過程中，教師若是缺乏

正式的培訓與反省自身性別角色的態度，有可能會透過無意識地課程互動再複製

性別角色之偏見。筆者認為教師既作為教育議題實踐的重要推手，故想深入探討

臺灣師資培育中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現況與困境。 

二、臺灣性別教育的發展脈絡與策略 

(一) 從「兩性」平等教育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成立 

1. 彭婉如事件：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1996 年臺灣女權運動者彭婉如深夜搭乘計程車被殺害後，為臺灣社會與婦

女團體投下一顆震撼彈，隨即展開女權火照夜路的大遊行，其口號呼籲「婦女要

夜行權，同志要日行權」。女性的人身安全長期暴露在性別不平等的隱患之下。

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立法院在同年年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教育部也

於隔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並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四小時

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2. 葉永鋕事件：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更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000 年玫瑰少年葉永鋕，因陰柔的性別特質，長期遭受同儕的霸凌，進而造

成意外地死亡事件。經此一事，促使社會與教育部深刻地省思，其教育政策由兩

性教育轉為性別多元教育，並於 2004 年將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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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懸缺課程到正式課程 

Eisner（1979）指出，在國家、學校、教師或教材中，應該學習的內容，卻

經常被學校忽視之課程稱為懸缺課程。由上述兩起事件可以看到臺灣社會與政府

對於性別觀點由二分法的性別框架，轉變為對多元性別的接納與包容。楊巧玲

（2017）亦指出，教育部將性別平等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重大議題，融入

學習領域；而後再到十二年國教課綱，要求將 19 項議題融入課程中，性別平等

議題自此踏進正式課程的領域，而非被排除在學科之外，使更多人看見性別平等

所關注的層面更加廣泛，以開展真正多元的社會氛圍與公平正義。 

三、性別平等教育在師資培育的重要性 

《性別平等教育法》（2018）第十五條中明定：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

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

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全國法規資料庫，無日期） 

教師身為教育改革的關鍵角色，應具備相關議題的專業知能素養，若是缺乏

專業的職前訓練，其個人經驗可能會使學習者受到教師未經思辨的價值觀潛移默

化的影響。如同 Klein（1988）所說，教師若沒有受過正式的專業訓練，在教學

過程中，經常會無意識地重複個人經驗。若教育工作者在職前未受到相關的專業

訓練，亦缺乏對課程意識形態的敏覺，也許會以潛在課程的形式加深學習者對於

性別的刻板印象，且筆者認為潛在課程對學習者的影響與正式課程相比來的更加

深遠，因此性別平等教育在師資培育階段應視為必不可少的課程之一。 

(一)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培育的實施現況與困境 

1. 師資培育相關課程的開設情形 

筆者整理了全臺 46 所中小學師資培育大學 108-110 學年度的師資職前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發現雖有 23 所師資培育大學開設性別教育等相關

課程，佔總比 50%，但大多為選修課程，不一定會開設，其大多仍倚重僅 2 學分

的教育議題課程學習 19 項議題。由此可見，性別平等議題在師資培育開設相關

課程的大學仍在少數，雖然相關法條規定修課建議，但卻缺少強制性。如大多數

的議題課程皆由教育議題專題課程進行的話，十二年國教列出 19 項議題，而大

學的課程週數卻只有 18 週，單單幾堂課，我們該如何喚起教師對於性別意識的

覺知？若教師對議題的專業知能僅是一知半解，是否會使議題融入課程設計淪為

口號而非實質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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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之種子教師 

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後，教育部於中央設置性別平等教育中心學校，在地方

設置了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主要推廣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2018 年教育部

亦成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期待能推動各教育階段、領域、科

目對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融入。然而許多現場教師反映在實務教學上需要專業的

協助，為此國教署（2020）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精神，培訓性別

平等教育的種子教師們，其培訓須完成三個階段的系統性課程： 

(1) 須具備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專業知能，並擔任相關研習活動的教學示

範講師。 

(2) 教材教法的課程設計與教學資源推廣工作。 

(3) 執行課綱實施推動工作，並協助推廣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學科。 

由 109 學年度起，種子教師們帶著已研發完成的課程地圖與教案入校提供專

業知能的諮詢與輔導等支持，藉以建立多元、接納性別平等精神的友善校園。然

而李佩珊（2021）指出，她所訪問的三位種子教師認為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時，

雖能在參與研習的教師學員的正向回饋中獲得成就感，但也遇到許多困境與阻

礙，下述將列點說明： 

(1) 潛在的學校文化壓迫 

學校中的文化與氣氛，更甚是整個學校周遭的社區文化若是封閉的，種

子教師在推行性別平等教育時自然會遇到許多阻力。雖然種子教師是教育部

國教署所派出協助各級學校機構的，但實質上被賦予的權力微乎其微，使得

其在爭取權利或是推行的過程中被貼上不受歡迎的標籤，若要改變一個社會

或學校的文化風氣，則是一條漫漫長路。 

(2) 教師同儕間的不認同 

種子教師入校推行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同儕未必非常支持性別平等教

育的推行，若不是教育部有研習時數的規定或是活動的推行，他們也不會積

極參與或主動接觸相關的議題。筆者認為，若是這些「少數的」教師自己本

身都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在授課的過程中，是否也會透過自身的身教、言行

潛移默化地加深學習者對於性別平等的刻板印象呢？而當一位教師缺乏對

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專業知能，其議題對他來說則變成一項該完成的「任務」

而非教師應傳遞轉化型知識的「使命」。 

(3) 形單隻影的種子教師 

僅有種子教師、相關專業及少數對相關議題抱有熱忱的教師在實施性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6），頁 95-100 

 

師培政策與師培品質 主題評論 

 

第 98 頁 

平等教育之課程，對學生的幫助不僅極為有限，也可能難達成效。且在校園

中推動性平教育並不像其他科目領域，可以與其他教師、學科有共備、討論

的機會，因此常常讓種子教師們自嘆，該有多大的堅毅力才能讓熱忱持續下

去呢？ 

藉由上述幾點種子教師的困境可以得知，在師資培育的階段，提升及培養教

師對於性別平等意識的覺知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我們都深受社會文化既定的印

象影響，因此要改變一個人的意識與思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若是在師資培育的

過程中就已具備相關議題的專業知能，往後種子教師在推行時，所遇的阻礙也會

減少許多。 

四、公投後的性別平等教育及其影響 

2018 年公投第 11 案「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

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獲得

708 萬 3379 票同意票，通過門檻。 

廖浩翔、張盈堃（2019）訪談研究中闡述，有一位高中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到

「恐同症」時，有一位學生激動地大喊：「我要用炸彈炸死這些人」，這對於還在

班上的同志學生來說，何嘗不是正在面臨被霸凌、威脅的恐懼與傷痛中？如若老

師缺乏敏銳度，學校教育與社會中亦不願意以開放、接納的心態包容多元的族群，

那在公投過後，這些孩子是不是得繼續在「地底下」生活，繼續獨自一人面對這

樣的恐懼呢？在公投過後，是否會加劇了隱藏在校園當中我們看不見的霸凌樣

貌？ 

雖然公投的前後期，出現了正反兩面的聲浪，導致許多教科書廠商，仍須顧

及市場考量，因此不敢做太大的內容更動，但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本應

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

而同志教育也包含在性傾向之法條內容中，因此，教師教授性別平等教育是受到

法律的保障的。再者，筆者認為，在這個社會當中，有著多元的族群自然就有不

同的聲音，而教育應該要照亮並且擁抱所有的孩子不讓任何一人落單，並非是將

某一族群排除在外，而在公投過後的性別平等教育，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還能

做出什麼改變與實踐，值得省思。 

五、結語 

茲就性別平等教育之師資培育階段所遇困境，筆者整理出下述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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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培育階段性平研習時數規定 

為促進師資生的教育專業知能與熱忱，在師資培育階段皆須完成學習護照，

參與教學知能相關的實地學習、教育相關的服務學習及工作坊、研討會和講座等

專業增能活動。筆者認為，可以明文規定師資生與教程生應於師資培育階段完成

N 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之研習或專業知能課程。 

(二) 教育實習的考核評鑑 

在師資生完成教師資格檢定考後，需進行六個月教育實習，其師資培育中心

可以擬定一份「師資培育生於教育實習階段師生互動之性別平等意識檢核表」，

在實習期間，能請指導教師針對實習教師在校與學生的互動，進行檢核。而指導

教師本身亦須具備性別平等教育的專業知能。 

(三) 師資培育期間議題融入必修課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除了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課程外，為能讓職前

的師資培育對於教育議題不再只是「蜻蜓點水」，可將其融入必修課程，藉由授

課教師於課程發展與設計、班級經營、教材教法等課程面向，以相關舉例帶入性

別平等的議題探討。 

在 108 新課綱的核心素養中，提倡自發、互動、共好三大面向，其中在溝通

互動與社會參與中，亦可預見我們需要在現今不斷變動的社會環境中，學習如何

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溝通合作並關心身處的環境，才能使社會朝心中的理想國邁

進。教師既作為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一環，其在思索課程如何設計才能達到社會

共好時，應不斷地「去皮」、「植皮」，反覆思辨已然僵化的課程及社會的意識形

態，以活絡對課程意識的覺知與相關議題的素養。希冀透過教育的改革與教師的

意識覺醒，改變社會能不再藉由寶貴生命的犧牲，才讓人們意識到社會中受壓迫

的族群。若我們以不同的立場思考，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有可能成為主流文化中的

少數族群，因此當我們能夠換位思考，以接納、同理的心去理解他人，將能夠讓

這個社會開展更多元、豐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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