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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是消失或深化： 

以 108 課綱之性別平等教育為例 
張如慧 

國立臺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教授 

 

一、課綱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的狀況與問題 

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主軸，將議題融入各領域，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之重要特色。議題常涉及人類發展與價值的

社會課題，經由不同領域或科目加以探究，有助於學生統整各領域的學習內容，

更能豐富與促進核心素養的陶冶（教育部，2020）。其中「性別平等教育」（以下

簡稱性平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四領域，於各領域附錄二《議

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內容中，還提供了議題適切融入之學習主題、實質內

涵及學習重點舉例說明，相較於其他議題，性平教育似乎在本次課綱中占有更重

之份量。然而相較於之前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九貫課綱），性平教育在九貫課綱中被列為重大議題，雖亦採融入式課程，但有

獨立之課綱，對性平課程之基本理念、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學習內容、融入學

習領域之建議、融入領域之對應表等皆有完整說明。而在 108課綱中，卻僅是十

九項議題之一，內容篇幅也有相當大的縮減，性平概念完整度明顯不足，因此若

由課綱的內容和位階來看，雖然兩份課綱都是採議題融入的方式，但性平教育在

108課綱中的完整性和內容的豐富度明顯較為不足。楊巧玲（2022）指出，九年

一貫課程改革是性平教育議題從空無課程到正式課程之分水嶺，為性平教育建制

化的契機，而 108課綱則是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從獨立課綱到附屬領綱之轉捩點，

從獨立到附屬，這當中引發了課程位階的角力、性平概念的論戰，以及教學實施

層面上的拉鋸等種種爭議。 

基於上述課程位階、理論及實施上的爭議，的確會令人擔心所謂的議題融入

會不會反而變成消失不見，特別是在實際學校運作中，仍會聽到各領域的專家或

教師持反對意見，例如有人認為其學科性質與性平無關，不宜生硬「為融入而融

入」；也有人認為高達十九項議題，每個議題都要求融入，會影響學生對該領域

知識的學習等。陳艷紅（2022）發現，自九貫以來性平教育議題融入的成果仍不

如預期，因為要融入領域學科堅若磐石般的知識架構，教學設計者必須兼具性平

意識的敏感度及該領域學科的知識，要具有跨領域的知能，實屬不易；而且 108

課綱中對性平概念該如何轉化融入領域中的學習重點，融入的深度又該如何，主

客之間如何掌握，仍缺乏明確具體的導引或範例。這些困難對有性平意識的教學

者而言也都需要摸索，對缺乏性平意識的教學者來說，這更成了抗拒性平融入的

理由或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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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本文一開始引用「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教育部，2020）之說明，議

題融入領域教學是有助於核心素養的學習，因此議題融入在理論上是有助深化各

領域的學習內容，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亦即議題與領域在 108課綱的架構下，

應是能達成雙贏的結果。然而要達成這樣的理想，是需要許多制度及課程教學專

業知能的配合，因此以下將由師資培育、學校機制、融入或轉化課程教學設計等

面向作初步的討論。 

二、透過性平議題融入深化領域課程教學的機制與方法 

(一) 在師資培育課程進行跨領域之性平融入課程教學設計 

中等教育師資培育是採分領域和分科方式培育，國小雖採包班制，但教師多

仍會各有其專精之領域，而師培課程設計也鮮少有跨領域或議題融入的概念。在

性平教育知能方面，教育部雖表示目前師資生是以多元的方式修習性平教育，包

括修習性平教育相關課程、「教育議題專題」課程、或在班級經營、教材教法等

科目融入性平教育相關內涵等。但郭麗安等人（2019）研究發現，實際修習過性

平專業課程學生僅佔 1.86%，兩學分的教育議題專題當中之性平議題內容亦相當

有限。而教育科目是否會融入性平教育，雖有學者之個別課程教學研究，但實際

上全視大學教師自主安排，整體成效無從得知。因此，去年公布的「性別平等教

育白皮書 2.0」（教育部，2022）在師資培育部分，即要求「檢視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全面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概念及課程設計」、「鼓

勵大專院校教師組織社群，提升教師性別平等知能」。以研究者在大學工作經驗

來看，目前大學中已有許多跨領域計畫，如「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即運用計畫及

經費的引導，成功引導許多大學科系進行跨領域合作，因此性平議題亦可循此模

式，引導師培機構教師合作，進行跨領域的性平融入課程教學設計，讓師資生在

師培階段即有跨領域及融入式課程的學習經驗，作為未來在職場上進行教學設計

之基礎。 

(二) 在學校建立議題融入正式課程教學研發討論機制 

目前學校各領域教師會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

進行課程教學討論，當議題沒有一個正式的討論機制時，很容易在忙碌的學校教

學中被教師所忽略。事實上「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教育部，2020）即說明學校

可成立「議題發展諮詢小組」，作為進行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的制度化機制。這

樣的正式機制對議題教學是重要的，如同「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 2.0」（教育部，

2022）指出，目前尚有家長團體因對性平教育之內涵及其重要性不夠理解而產生

疑慮，導致個別基層教師或因性平知能不足，或因擔憂被家長團體投訴與提告，

產生教師在心理上的自我設限或自我審查，不願主動進行性平教育。因此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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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專門的討論機制，系統地規畫和設計性平及各議題之融入，才能以團體力量和

充分的教學專業研發設計教學，與回應少數家長的挑戰和部分教師的擔憂。 

(三) 依據課綱進行性平教育與各領域跨域合作之融入式課程教學設計 

從九貫課綱起即推薦採取轉化取向的融入式課程，所謂轉化是「將性別平等

教育目標與各學習領域目標重新概念化，統整並建構學習目標，藉以設計課程內

容」（教育部，2012）。108課綱中亦提供議題適切融入各領域之學習重點舉例說

明，教師可依領域課綱學習重點，找到對應的性平學習主題和實質內涵，進行教

學設計。個別教師要兼顧兩者或許並不容易，但若是不同領域教師和具有性平意

識教師一起合作協同教學設計，則可以激盪出精彩的火花。陳艷紅（2022）分析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輔導群」教案甄選比賽 107至 109三個年

度得獎教學方案，即發現當以融入式鼓勵教師進行設計時，各領域都出現一些令

人耳目一新的創新教案，例如「聽‧說－科技性別的聲音」教案，關注生活中科

技聲音存在的性別偏見，運用觀察、討論與實作方式，讓學生發現科技聲音有性

別化現象，破除科技是中性、客觀的迷思，即是結合科技領域與性平的成功教學

設計。另外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晏向田、陳彥霖（2018）「素養導向國民中學

數學教材：蒐集數據與統計圖表」，亦以「校園逐臭之【夫】」為題設計七年級的

統計教學模組單元，引導探討女廁為何常有大排長龍的情況，進行實際調查與統

計分析，學習「算術平均數、中位數、眾數」等內容，透過性平融入讓原本生硬

的數學知識變成可以探究生活重要性別議題的工具，也深化了數學學習之內容。

因此上述這些優秀的教學設計，都創造了性平議題與領域學習雙贏的結果。 

三、結語 

要達成 108課綱中的議題融入不是消失，而能深化學習及涵養核心素養的理

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過以性平議題來看，即使在 108課綱中篇幅減少、

位階改變，但臺灣整體社會對性平的關注並未減少，相關研究亦顯示年輕學子的

性平意識朝正向發展。因此短期或許性平融入領域會遭遇一些困難或被部分教師

視為課程負荷，但長期來看，透過議題融入適切的課程教學機制及教學設計，也

可創造議題與領域專業對話的機會和空間，達成深化學習內容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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