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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人權教育(含轉型正義)教案徵件競賽》徵選 

課程與教學活動全文 

 

壹、 設計理念 

    2004年臺灣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離現在 20年前的事情，相信這個議題對於學生

而言必定不陌生，但是對於升國三的學生來說，選擇高中、高職或是五專是場不容易的抉

擇，會不會有什麼因素埋藏在抉擇生涯的選擇當中，相信性別或許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故

希冀設計此課程讓學生覺察性別對於職業的影響，了解性別與職業的刻板印象關係後，試著

去對於性別議題睜開雙眼去觀察，進而自行製作簡報籌組倡議的行動。       

    本次課程安排四節課程，透過以性別桌遊的方式導入，最後動手設計性別相關海報，課

程預計使用教師自編教學簡報作為教學材料，並拋除傳統的講述法，以探究教學法的方式，

採取師生之間問答的方式進行課程，期待學生可以透過教學中教師所建立的教學環境以及同

儕樂於學習與分享的氛圍中，建立自己的性別價值觀。對於性別的議題而言，本次課程設計

希冀可以透過多元性別議題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讓學生可以實作的方式設計議題的倡議簡

報。 

    為結合性別、人權與反思的能力，本教案設計「GENDER行動法」進行反思，透過收集資

料（Gather）、事件影響（Effect）、掌握概念（Notion）、決定行動（Decision）、實施

方法（Enforcement）以及自我反思（Reflection）。下圖為本課程按照「GENDER行動法」

逐步分析課程的思路架構圖。 

 
貳、 單元構想 

一、 學生的先備知識與經驗 

    本次教學的目標族群為國中三年級的學生，根據青少年的發展狀況可知，其

處於對性別有所好奇與覺察的階段，也開始試圖反思自己的認同與環境和自我的

互動關係。因此，我們會利用學生在生活中的某些經驗帶入性別的思考框架，利

用建構的方式繪製出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狀。 

國中學生會有在家中和學校經歷過和性別相關的不平等待遇，而這些經驗會

經由體驗課程和活動，轉換為理解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權力關係、多元性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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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的基石。再透過與自身權益的連結，讓學生學到尊重多元和塑造友善環境

的重要性。 

    現在國中學生的訊息吸收管道大多來自電子設備，我們也運用學生生活中常

看見的網路新聞格式，以提起學生願意閱讀以及學習動機，使學生在熟悉的模式

中更能吸收新的觀點和資訊。 

    最後為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我們將性別的議題融入桌遊之中。讓學生在遊

戲的過程體會到具體的不平等以及因性別而流動的社會環境，如此一來，能夠避

免讓學生感到排斥或無趣，而將注意力集中於課堂。 

二、 學校或社區特色的學習情境設計 

「學校為學生社會化的場所。」學生可以透過課程導引，學習未來社會中所

期望的模樣以及與人互動的技巧，但同時這樣的社會化也是一種框架，將學生的

自主性侷限。本次課程設計結合在家庭與校園當中的實際情節，融入學校的學習

情境設計，將此時此刻的體驗轉化為探討的議題，再進一步延伸議題的討論進入

性別的世界觀，鬆動原先的性別框架。 

本次課程將經過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以及迴響作為一種動力，在課程的最後

設計倡議，設計結合社區特色的規劃，並在經過慎思與調整之後實際執行。將社

區的環境作為優先改變的場景，將課堂所學實際融入生活，落實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也藉此反思自己原先提出的學校和家庭議題，是否也能透過自己的力量而重

塑先前建構的框架。將自己遭受的性別壓迫轉為行為的動力。 

三、 教材的價值分析 

    第一節課的教材採用教師自製蛇梯桌遊，以蛇梯桌遊錯綜複雜的外表，給予

學生視覺上的衝擊，表示性別相關課程是一場梳理自己想法的旅程，透過蛇梯桌

遊的議題帶到學生生活中會出現的性別議題，以性別議題代表若是因為性別而獲

得好處，會在社會中往上升；若是因為性別的緣故遭遇不好的狀況會往下掉的概

念，以此具象化帶給學生性別會影響到在社會中位置的概念，讓學生發現存於社

會情境之中的刻板印象。 

    第二節課先以韓劇部分影片讓學生反思，似乎在未來進入的職業世界中，好

像某一些職業已經被規範為某些「生理性別」特定，但真是如此嗎？或許每一個

職業都有不同的生理性別在此發光發熱，再以小組討論的形式破除學生對於特定

職業代表特定性別的想法，並運用直接教學法建構學生對於人權公約的正確觀

念。 

    第三四節課屬於本次課程倡議的部分，面對此部分，本課程設計剪報的形式

讓學生去找尋相關議題的延伸內容，透過學生以小組方式自主查找資料，可以熟

悉如何運用電腦找尋相關性別議題內容，及透過設計展現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 

四、 教師教學的思考或意圖 

因為課程設計注重學生對於「多元性別的概念價值觀建立」，課程安排多以

「探究教學法」的方式設計課程，讓學生可利用教師循序漸進的問題技巧，及周

密的教學歷程，培養學生明確的認知概念、客觀的處事態度、獨立的思考能力，

以及正確的性別價值觀念。 

故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會多以提問的方式進行課程，讓學生可以透過在課

程中即時反思，思考自己對於性別的概念為何，以及聆聽他人的性別概念，進而

以後設認知思考自己的性別觀念是否有需要調整，或是該如何更加了解性別相關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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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評量標準 

主題 次主題 A B C D E 

社會 

與環 

境關 

懷 

文化理解

與尊重  

能在多元社會

或族群文化的

活動中，展現

合宜的生活態

度與能力，實 

踐社會互動與

關懷。 

能規畫參與多

元社會或族群

文化的活動，

具備尊重與悅

納的生活態

度。 

能探索在地多

元社會生活及

族群文化的意

義與內涵。 

能表達在地多

元社會及族群

文化的生活經 

驗。 

未 

達 D 

級 

本單元的 

評分指引 

能關注多元社

會中展現性別

尊重的正例與

反例。實踐性

別平權的倡議

行動，省思行

動歷程。發展

提升社會互動

與主動關懷的

策略。 

能分析不同性

別和權力關係

的互動可能產

生的議題，並 

提出傳遞性別

平等、尊重多

元性別觀念之

想法或策略。 

探索世界各地 

性別壓迫或不

公的故事及背

後不同的文化

意涵， 並分

享感觸深刻的

內容。 

能分享不同 

族群文化對 

性別的看法，

以及自身在性

別互動上的經

驗。 

未 

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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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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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科 設計者 劉昶佑、方筠筑、王誠誌 

實施年級 國中三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共 180  分鐘 

單元名稱 「性」你一回，「別」和我說你不行動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3c-IV-2  

展現多元社會生活中所應具備的

能力。 

核心 

素養 

總

綱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 習 內

容 

輔 Dd-IV-1 

尊重多元性別差異。 

輔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領

綱 

綜-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

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 

見與感受，運用同理心

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

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

規劃、執行服務學習和

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 

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

的行動價值。 

議題 

融入 

學 習 主

題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SDGs10 的消弭不平等 

實 質 內

涵 

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場中基於性別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視。 

性 J10  

探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 

SDGs10-2 

促進普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包容。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議題，提出一個符合正義的社會藍圖，並能進行社會改進

與行動。 

人 J14  

了解世界人權宣言對 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SDGs10-3 

確保機會平等和消除歧視。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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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講義、YouTube 

教學設備/資源 設備：普通教室、投影機、投影幕 

資源：教師自製教具、磁鐵、海報紙、學習單、彩色筆、黏貼工具、教

師自製剪報 

學習目標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3c-IV-2  

展現多元社會生活中所應具備的能力。 

輔 Dd-IV-1 

尊重多元性別差

異。 

輔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

互動與關懷。 

SDGs10-2 

促 進 普 遍 的 社

會、經濟和政治

包容。 

SDGs10-3 

確保機會平等和

消除歧視。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辨識臺灣社會對於多元性別的差異對待。 

（3c-IV-2,輔 Dd-IV-1） 

2.學生能理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內容，並展現對於社會

的相關人權事件關懷與行動。 

（3c-IV-2 ,輔 Dd-IV-3） 

3.學生能展現對於多元文化社會人權的重視。（3c-IV-2 ,輔 Dd-IV-

3）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第一節課】「蛇」麼把我「梯」下去 

※課前準備 

1. 教室設備： 普通教室 

2. 教材資源： 教師自製教具（附件一）、磁鐵 

3. 學生準備： 將學生分成六組 

一、準備活動 

導入階段 

情境 1：向學生提問關於生活中性別的聯想。 

形成意義：透過提問引發學生思考，連結學生的日常經

驗，使其開始思考關於生活中的性別議題。 

歷程描述： 

1. 在黑板上貼出一些字卡，詢問學生看見這些字卡

時，聽到什麼樣的聲音？是誰說的？ 

2. 詢問學生為何這些字卡都有差不多的聲音？ 

3. 帶出性別刻板印象建構出的性別分工架構。 

 

 

 

 

 

 

 

 

 

 

 

4分鐘 

 

5分鐘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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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建構階段 

情境 2：學生依據組別進行性別蛇梯活動。 

形成意義：透過蛇梯的上下流動帶出性別造成的權力關

係，讓學生能在遊戲中感覺到不平等實際上會帶來的影

響。 

歷程描述： 

（一）蛇麼把我梯下去？桌遊體驗 

 
1. 遊戲開始前老師先擲一顆骰子，由擲出的數字相應

的組別開始遊戲。 

2. 玩家將棋子從棋盤外開始往棋盤後面的數字移動，

若擲出數字 6，就往後走 6格。 

3. 當一個玩家走到蛇的尾部，棋子必須滑到蛇頭。 

4. 當玩家走到梯子底部，則移動到梯子頂端，當玩家

走到梯子頂端，不用移動到梯子底部。 

5. 遊戲時間 15分鐘。第一個到達棋板終點的玩家或是

在時間結束後分數最高的組別獲勝。 

深化階段 

情境 4：連結更多自己的生活情境 

形成意義：將這些權利造成的性別不平等情境進行分類

之後，讓學生進行思考，並和學生自己的經驗連結。 

歷程描述： 

（一） 將上述蛇梯的題目進行分類。 

（二） 畫出思維導圖，並引導學生提出自己生活中看

見的相似經驗。 

（三） 利用學生的回答將思維圖的細項分支填寫完

畢。 

（四） 詢問同學這些地點和事件發生的共同特質是什

麼。 

（五） 引導至權力關係的差異。 

三、統整活動 

情境 5：總結並強化權力和性別的關係。 

形成意義：透過提問引發學生思考，強化深化階段的歸

納過程。 

 

 

 

 

 

 

 

 

15分鐘 

 

 

 

 

 

 

 

 

 

 

 

 

 

 

 

 

 

 

 

 

 

 

 

3分鐘 

2分鐘 

 

1分鐘 

 

3分鐘 

 

1分鐘 

 

 

 

 

 

 

 

 

 

 

 

 

 

 

態度評量： 

評量學生是否專

注，且積極參與活

動並給予回應。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是否將課

程的議題帶到生活

中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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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描述： 

（一） 先進行歷程的統整和總結，並詢問學生權力和

性別還有沒有讓他們聯想到什麼。 

（二） 提出在ＩＧ上很常會出現「不關自己的事」的

言論，認為自己沒有壓迫別人，所以和自己無關。 

（三） 詢問學生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原因是什麼？ 

（四） 帶入強勢的文化會在無意識的狀況下進行壓迫

的觀念。就算我們沒有進行壓迫的動作，但還是在

享受紅利，而弱勢族群天生就遭受權力的剝奪。也

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學習性別教育，才能夠發現

原來某些理所當然的行為和想法，都是因為我們的

優勢才能享受的到。 

【第二節課】Gender行動法 

※課前準備 

1. 教室設備：普通教室、投影機、投影幕 

2. 教材資源：圖畫紙*6、彩色筆*6、教師教學簡報 

3. 學生準備：分組座位 

一、準備活動 

導入階段 

情境 1：學生經過上一節課，認識了社會中對於多元性

別的差別對待。 

形成意義：透過詢問，讓學生討論差別對待出現的時

機。 

歷程描述： 

（一）教師請學生移動座位至上週分組的位置。 

（二）教師簡單回顧上一次課程的內容，以抽號碼回答

的方式抽問學生下列提問： 

1.請問上一次的課程，有什麼活動呢？ 

2.上一次的蛇梯活動中，你學會了什麼觀念？ 

（三）教師詢問學生關於本課程的問題，讓學生以小組

討論的形式討論，再回到課程中進行分享。 

1.生活中除了性別之外，你什麼時候會遇到不平等的狀

況？ 

2.在你的生活中，什麼時候會因為生理性別，而遭遇到

不同對待？ 

（四）教師進行小結 

       生活之中其實有許多時刻都會遇到不平等的待

遇，可能是因為家庭、工作職位、人際關係甚至是生理

性別，今天的課程也是延續探討性別的部分，因為生理

性別的差異，所以社會給予大家不同的期待與想像。 

二、發展活動 

建構階段 

情境 2：學生以對於上次課程的概念有印象，也有試著

去思考生活中的性別事件發生的狀況。 

 

4分鐘 

 

2分鐘 

 

2分鐘 

2分鐘 

 

 

 

 

 

 

 

 

 

 

 

 

 

 

 

 

 

1分鐘 

 

 

 

 

1分鐘 

 

 

 

 

 

1分鐘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是對於上

週的課程有印象。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是否將課

程的議題帶到生活

中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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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意義：教師講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並透過圖表讓學生覺察存於生活中不平等的現

象。 

歷程描述： 

（一）教師講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起

源，以口頭詢問學生是否知道臺灣目前與性別相

關的法律。 

（二）教師以直接教學法講解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差

異。 

（三）教師先跟學生預告，自本節課開始將以「Gender

行動法」討論關於性別議題的想法。 

 
（四）教師於教師教學簡報（附件二）呈現「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所放置的圖表舉例，讓

學生以小組討論五分鐘，並回答以下問題： 

1.從這一張圖表中，若要給你三十秒介紹，你會說出

你看到了什麼呢？ 

2.你覺得有哪一個部分跟你現在的生活有相關呢？ 

（五）教師進行小結與邀請學生分享小組看法 

      圖表為臺灣自「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修正版之後的現況，就圖表觀察可以發現到就業人數其

實在不同性別之間存在數量上的差異。 

情境 3：學生透過圖表已經了解性別刻板印象從古至今

皆有，但是與自己的生活可能較遠，尚未覺察到工作影

響的背後權利為何。 

形成意義：透過直接講述法，和學生分享台灣目前有在

職業上的保障。 

歷程描述： 

（一）教師給予學生觀看一部影片（附錄三），以自願

形式邀請學生分享此部影片的大綱，以及觀看完的感受

為何，以及是否在生活中有類似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或

是他人身上。 

（二）教師呈現教師教學簡報，跟學生分享到「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所提及希望保障的婦女就業相

關條文。 

 

 

 

 

5分鐘 

 

 

 

 

 

 

 

 

 

 

 

 

 

 

 

 

15分鐘 

 

 

 

 

 

2分鐘 

 

 

 

 

 

 

 

 

 

3分鐘 

 

 

 

 

8分鐘 

 

 

 

 

態度評量： 

評量學生是否對於

課堂有專注，且有

思考課堂出現的公

約內容為何。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對於觀看

影片，是否能將自

己的感受有效地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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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階段 

情境 4：學生對於性別之間的職業差異性，具有一定的

刻板印象，也覺察到自己內心的性別刻板印象狀態，但

須有實際活動破除刻板印象觀念。 

形成意義：運用小組討論，讓學生將課程所學互相討論

後，決定下一節課的討論方向。 

歷程描述： 

（一）學生運用腦力激盪法，五分鐘各組進行分享所看

到的觀點，並運用兩分鐘進行投票，決定小組聚焦討論

的方向。 

1.教師請各組組長主持討論流程，時間長注意時間，紀

錄長將組員所提到的內容記錄於紙上。 

2.教師在學生論的過程中，巡邏各組學生討論的狀況。 

3.教師邀請學生分享組別討論的內容，以及最後做的決

定是往哪一個方向進行。 

（二）教師進行小結 

     可以發現大家在討論老師教到的部分時，可以很

快速地講出自己覺得不合理的工作狀況，不過對於氣憤

這不公平之外，好像又覺得自己無力去做任何的改變，

不過我們真的只能夠默默地接受社會的安排嗎？會不會

有其他的行動可以改變呢？ 

三、統整活動 

（一）教師邀請學生分享在此節課的感受與發現。 

（二）教師預告下一節課將會提到如何行動的好方法。 

【第三節課】不可不知的「權」「國」「性」話題 

※課前準備 

1. 教室設備：普通教室、投影機、投影幕 

2. 教材資源：學習單、教學影片 

3. 學生準備：照分組座位坐定 

一、準備活動 

導入階段 

情境 1：教師帶領學生回顧前兩週課程內容。 

形成意義：為學生複習先前課程確保學生瞭解社會及其

他生活情境下對於不同性別的差異、不公平對待。 

歷程描述： 

（一）教師為學生簡略複習前兩次的課程內容。 

（二）教師詢問以下問題： 

1. 是否記得前兩節的課程內容？ 

2. 第一節為何？第二節為何？。 

3. 能否提出哪些在生活中發生的性別刻板印象事

件？ 

（三）教師進行階段小結：很高興大家對前兩節課程還

有印象，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都隱含著需要解決的性別議

題，包含社會層面、家庭以及個人的想法以及意識，但

 

 

 

 

 

 

 

7分鐘 

 

 

 

 

 

 

 

1分鐘 

 

 

 

 

 

 

1分鐘 

 

 

 

 

 

 

 

5分鐘 

 

 

 

 

 

 

 

 

 

 

 

 

 

 

 

 

實作評量： 

透過小組討論的繪

製，了解學生是否

能表達對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的認識。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對於課堂

的感受。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是對於先

前的課程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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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我們身上而已，在世界上的其

他角落，也正在發生類似的事情。 

二、發展活動 

建構階段 

情境 2：教師利用影片-關鍵少數，分享實際案例，並促

進學生反思。 

形成意義：藉由實際社會議題，讓學生體認性別議題不

僅存在於日常，更遍布於世界。 

歷程描述： 

（一）教師發下學習單（學習單一）。  

（二）教師開啟教學影片，並播放影片 (5：48-8：48) 

（三）在影片播放完畢，請學生回顧整段故事的內容，

並進行小組討論，討論後請於學習單上寫下客觀事實、

主觀感受以及該如何調整的方法。 

（四）教師邀請學生回答個人主觀感受以及解決策略，

回答的同學可以為小組加分。 

情境 3：教師整合學生回應，找出相同點以及相異點。

形成意義：讓學生得以得知他人的看法與意見，進而增

加個人多元觀點與問題解決能力。 

歷程描述： 

（一）教師將學生的回應紀錄於黑板上，並分為「相

同」及「相異」兩區塊。 

（二）教師解釋主觀感受以及客觀事實間的關係。 

深化階段 

情境 4：請學生能夠分析故事內容，並從客觀事實、主

觀感受以及調整方案著手各組不同的性別議題。 

形成意義：讓學生實際進行反思以及創意發想，了解學

生是否能夠意識到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種族等進行不平

等的壓迫與控制，同時思考如何解決。 

歷程描述： 

（一）請學生每組派出一位同學來前方抽取一份剪報。 

（二）教師說明每份剪報（學習單二）均為不同的國家

以及主題，請同學依照今日課堂上的模式進行小組討

論，並將解決方案呈現於簡報檔案，於下節課進行各組

分享。 

（三）教師進行小結：從這個影片還有其背後的真實故

事中，我們看見了許多因為性別、種族以及其他因素而

被不公平對待的人，他們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可以被看

見他們的付出與辛苦，但是無論是在哪個產業，每個有

才華、有專業的人都值得被公平對待。 

三、統整活動 

（一）請學生於下周課程報告前將宣導簡報完成 

（二）說明本次課程目的及意義：今天這堂課，希望可

以讓大家了解到自己也有可以改變世界的能力，同時世

 

5分鐘 

 

 

 

 

 

 

 

 

 

 

 

 

 

 

 

 

 

 

7分鐘 

15分鐘 

 

 

 

 

 

 

 

 

8分鐘 

 

 

 

 

 

 

 

 

 

 

5分鐘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能理解影

片內容，並表達自

身感受。 

高層次紙筆評量： 

測驗學生能否將影

片重點及個人感受

紀錄，並寫下調整

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sbgjmAY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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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也有很多類似的議題，希望大家也可以從中利用今

日課堂的所學讓性別平等落實在生活中。 

【第四節課】 

※課前準備 

1. 教室設備：普通教室、投影機、投影幕 

2. 教材資源：教師自製簡報 

3. 學生準備：能意識性別刻板印象的能力、接納國際間多

元差異的素養、完成第三節之作業-分組簡報 

一、準備活動 

導入階段 

情境 1：學生回顧前兩週課程內容，並說明小組報告主

題。 

形成意義：為學生複習先前課程並為本次課程破題。 

歷程描述： 

（一）教師請學生按照上週的座位安排坐定 

（二）教師為學生簡略複習上一次的課程內容。 

（三）請各組依序上台開啟簡報檔案 

二、發展活動 

建構階段 

情境 2：學生以各小組為單位依序報告各負責之國家的

性別議題。 

形成意義：藉由讓學生察覺問題，搜尋資料，上台發表

的形式，讓學生深入了解議題，同時認識不同國家所面

臨到的性別議題。 

歷程描述： 

（一）請各組依序上台報告各自負責之主題，每組 4 分

30秒。 

（二）待各組報告完後，其餘組別需針對該組報告提出

一項與報告內容有關之問題，報告組需記錄下來，待小

組討論後回應。 

深化階段 

情境 3：請各組寫一封信給所報告主題之主角。 

形成意義：藉由價值內化階段，讓學生可以具體將心中

的想法寫下，並黏貼在教室後方供其餘組別觀看 

歷程描述： 

（一）教師發下信紙，請每位同學領取一張。 

（二）請學生於紙上寫下一封給報告主題中所提到的人

一封信。 

（三）教師詢問同學各自信紙上的內容，以及原因。 

三、統整活動 

（一）教師詢問學生對於此堂課的感受，以4F反思法的

方式詢問： 

1. 有同學可以為大家回顧一下這四堂課的內容

嗎？（事實） 

 

 

 

 

 

 

 

 

 

 

5分鐘 

 

 

 

 

 

 

 

 

30分鐘 

 

 

 

 

 

 

 

 

 

 

 

5分鐘 

 

 

 

 

 

 

 

5分鐘 

 

 

 

 

 

 

 

 

 

 

 

 

 

 

 

 

 

 

 

 

 

 

 

 

 

口語評量： 

測驗學生能理解各

項議題內容，並表

達自身感受與解決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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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沒有什麼專有名詞，是在這幾堂課中令你印

象深刻？（事實） 

3. 對於課程中的各個活動，你有什麼感受？（感

受） 

4. 你在課程中有發現什麼性別事件嗎？（發現） 

5. 你在生活中有發現課程所說的性別事件嗎？

（發現） 

（二）教師為這四堂課程做回顧與總結，並告訴同學教

師的期許： 

1. 希望同學可以在未來持續關注國內外時事，且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作法包括消除歧

視的法律、政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立

法、政策與行動。 

2. SDGs 永續發展目標是什麼？ 

由於氣候變遷、經濟成長、社會平權、貧富差

距等難題如重兵壓境，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

「2030 永續發展目標」，包含消除貧窮、減緩

氣候變遷、促進性別平權等 17項 SDGs 目標，

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本次課程的活

動目的在於促進性別平權，便是SDGs10的消弭

不平等，希望透過這堂課可以讓大家思考如何

「促進普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包容」。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Adam Laver(2024),Schoolgirls treated differently to boys - Ofsted,BBC News 

Noor Nanji（2024）,Martine Croxall, Annita McVeigh, Karin Giannone and Kasia 

Madera begin legal action against BBC,BBC News 

Yolande Knell（2022）。埃及女老師跳肚皮舞惹爭議引發社會辯論。BBC 新聞。 

陳詩童（2023）。日本變更戶籍性別需先手術 最高法院判違憲。公視新聞網。 

韓國允許對胎兒進行性別鑒定（2024）。大公文匯。 

伊朗年輕女性違反頭巾法被捕後喪生 引發抗議（2022）,BBC News 

全國法規資料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華民國第 4次國家報告專要文件（2022）。 

奧運性別爭議！人權組織控「過度性別審查」是歧視（2024）,華視新聞 

教學省思 

本教案是設計者第一次設計以 SDGs 作為主題進行教案的撰寫，卻不會是最後一次。因

為組員參與以永續發展為主題的論壇，發現現在「永續發展」真的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力

量，讓我們可以用生活周遭常見的事物作為改變的開頭，讓生活不斷變得更好，而我們用

「性別」作為我們的工具，讓學生可以以生活中常見的性別看見人權。 

「性別」對大多數教育系的同學而言不陌生，對我們組別更是如此，但我也因為很常接

觸的性別這項議題以及受到先前設計過的教案影響，導致想法很像是在熱帶雨林的矮小植物

一樣，很難冒出頭。有許多想法不斷冒出以及相互碰撞，最後經過我們討論決定將課程目標

訂為「性別與權力不平等」、「性別與職業」以及國際性別議題。將性別議題從生活推展國

際，同時配合遊戲、卡牌以及影片活動讓學生更加了解性別這件事，進而理解藏在性別背後

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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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相關的課程中，往往可以聽到學生高談闊論自己對於性別的想法。因為現在許多

學生在進入國中正式課程之前，其實對於性別已有所涉略，像是透過網路影片可以了解到許

多關於性別的知識，又或是近幾年有遊行的活動。若是教師可以試著去了解國中生了解性別

議題，以此深入加深知識點，可以提升學生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程度。 

教學建議 

1. 教具的呈現是具有順序性。 

本次課程每一節課皆有教具需要呈現，教具使用得宜可以提升學生對於課堂的好奇

程度，但若是使用不當，將變成干擾課程的媒材。所以，使用本教案作為教學的規劃

者，需要注意教具的呈現時機，熟記其順序性，才可避免混亂的狀況產生。 

2. 學生對於議題了解的差異性。 

性別其實是一個學生都已知的議題，但是每一位學生涉略的內容都不相同，所以想

教導到關於性別與權力關係，更重視於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但是如何把已知的概念轉

為新的體悟。若是在班級的課程中出現對於性別議題有錯誤的迷思，教師可以趁機機會

教育，讓學生了解性別議題，同時觀察到不同學生對於性別的差異性，以便做後續追

蹤。 

對於人權的部分，因為國三學生多數都是在課本上有簡單看過一詞，不過對於其相

關知識的攝入量有限，若是教師在進行教學時發現學生的認知有限，可以滾動式調整，

減少法律條文的輸出，增加事件舉例，加強學生的印象與基本認識。 

3. 規則的講解可讓學生直接做示範 

    在規則講解的過程中，因為活動規則較為繁瑣，故教師除了展示教具之外，也可以

讓學生至台前示範，讓學生可以更加了解課程進行流程。 

教學演示照片 

 
第一節課演示蛇梯活動內容 

 
第一節課總結蛇梯活動的內容分類與討論 

 
第二節課講解權利公約的相關內容 

 
 

第四節課教師針對學生回應進行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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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學習單或評量單 

【學習單一】第三節課學習單 課程紀錄單 

 
【學習單二】第三節課學習單 小組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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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附件一】第一節課蛇梯教具 

 
【附件二】第二節課教師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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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第二節課觀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R0LwPHIT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