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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之內容評估及 
其教學方案之成果評定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之教學內容，並依據內容評估結果，設計與發展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相關教學方案，進行實際教學活動，以了解其教學成效。茲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分述如下： 1. 本研究教學方案之教學活動對實驗組學生在兩性教育觀念的提升，有相當的成效。 2. 同一教學方案之教學對班級教學模式與社團教學模式的實驗組而言，大部分之教學層面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3. 就本研究情境題態度表現上，實驗組選擇最佳或較佳反應人數比例普遍高於控制組。 4. 實驗組學生經上述教學方案教學之回饋反應，對「兩性互動」、「性取向」和「性騷擾及性侵害」的教學內容，學習動機、反應及參與度最高。 5. 據上述回饋反應，實驗組學生對戲劇表演、媒體教學、案例分享、文章閱讀討論等教學方法，反應較為積極熱烈。 6. 本研究提出四方面的建議，包括：（1）教學主題與時間規劃方面；（2）教材教法方面；（3）教學方案設計能力方面；以及（4）有關進一步研究方面。 關鍵詞：兩性平等教育、兩性平等教學方案。  

緒論 
 

一、 問題敘述 

近年來，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以「厚植兩性平等教育資源，建立無性別歧

視教育環境，以實現兩性平等」為教育目標，在九十年度工作計畫中，明訂「設計與

發展兩性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工作目標，明白指出兩性平等教育教材教學研究及

推廣為現階段之重要工作之一。 

觀諸國內目前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的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及教材，包括一類屬

單元活動設計參考教材，由教育部訓委會指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發行，高雄市立左營

高中及鹽埕國中編著的中等學校兩性平等教育單元活動設計彙編等；另一類屬傾向補

充性教學活動參考教材，由教育部八十九年五月發行，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導航

基金會、中華民國學校護理協進會、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編著，分送全國各高中職

校使用的「找回自己的樣貌─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讀本」、「從性/別到無性/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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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補充教材教師手冊」，以及由教育部八十九年八月發行，高雄醫

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編著，分送全國各高中職校使用的「無處不性別─高中職生的兩

性平等教育讀本」等。 

其中尚未有針對兩性平等教育內容評估結果所發展且經實際教學修正設計完成

之高中職學生適用的教學方案及教材。鑑於高中職學生一方面即將步入成人社會，另

一方面身心發展已趨成熟，對兩性平等教育相關議題之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皆極濃

厚，故為確實掌握此兩性平等教育的學習契機，高中職兩性平等教育課程的研發，以

及兩性平等教學成效的研究實具有其相當的重要性。 

 

二、 待答問題 

本研究提出下列四項主要待答問題，分述如次： 

(一) 本研究依據內容評估結果所設計的教學方案，其教學實施結果如何？班級教

學模式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有無差異？社團教學模式和班級教學模式學

生之間有無差異？ 高職社團實驗組、高職班級實驗組及控制組、高中班

級實驗組及控制組五組之間，有無差異？ 

（二） 參與教學實施學生對教學活動的回饋情形如何？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高中職學生兩性平等教育內容評估之研究結果，以各教學層面中最需

要的二至三個教學主題為設計重點，參酌最適合的教學策略，發展出以高中職學生為

教學對象之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經四位高中職現任輔導老師評定內容的可行性，

並邀集及送請六位兩性教育及課程學者專家評定內容的適切性，最後綜合高中職教師

及學者專家的各項意見，完成包括「兩性身心發展：看誰在說話」、「兩性互動：共塑

E 世代好男好女」、「性知識：性不性由我」、「性取向：沒有等差的愛」、「性別偏見與

歧視：都是性別惹的禍」、「性騷擾及性侵害：與狼共武」、「生涯發展：路是無限的寬

廣」等七大單元之「拋開性別話從頭─兩性平等教育教師手冊及學生手冊」的編製工

作，並於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進行每週兩節課，計七週的實際教學活動。 

又，由於高中職並未有相關課程可供教學實施運用，教學實施對象的徵求十分不

易，加上研究人力上的限制，僅以高雄市立高雄高工及新莊高中二年級學生兩班為教

學實施對象，利用彈性課程及自習課時間進行班級教學模式之教學活動，另於高雄市

立高雄高工心輔社實施社團模式之教學活動。於教學實施完成後，就兩所教學實施學

校中再抽取兩班未接受教學活動之學生做為控制組，同時進行「高中職學生兩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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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評量，問卷內容包括觀念題 55 題：分為「兩性身心發展」、「兩性互動」、「性

知識」、「性取向」、「性別偏見與歧視」、「性騷擾及性侵害」、「生涯發展」、「兩性平等

綜合概念」等八個層面；及情境題 11 題：10 題情境故事及 1 題人物性別判別題，題

目設計主要蒐集時事案例及國內兩性平等教育補充教材的案例故事加以改編，計有

「家事分工」、「子女照養」、「陌生人性騷擾的處理」、「約會強暴」、「生涯抉擇」、「生

子情結」、「性別偏見」、「性行為及性態度」、「未婚懷孕/人工流產」、「同性戀」等十個

主題情境，各題之反應中並加列開放式反應的「其他」選項，以了解兩組學生對兩性

平等教育認知及態度是否有差異存在。此外，在各單元的教學之後，分以各單元回饋

單了解參與學生對所設計之教學活動方式的意見，做為教學方案修訂的重要參考。 

 

相關文獻綜要 
 

在文獻綜要部份，主要針對本研究之「兩性平等教育意涵及教學內容方面」、「兩

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發展方面」、及「兩性平等教育教學實施研究方面」等三大層面

加以概述： 

 

一、 兩性平等教育意涵及教學內容 

就兩性平等教育意義、教育目標及教材內容而言，兩性平等教育的意義在消弭性

別偏見、歧視與衝突，追求兩性社會上及經濟報酬上的平等對待外，更強調兩性和諧

社 會 的 營造及 兩 性 身 心潛能的 充 分 發 揮與 兩 性 自我的 完 全 實 現 （ Linn & 

Peterson,1985；Klein,1985；Bitters & Foxwell,1993；劉仲冬,1996；張玨、王舒芸,1997；

謝臥龍,1998；蘇芊玲,1998；蔡培村、余嬪,1999）。又，兩性平等教育應包括「明瞭兩

性身心異同，進而互相尊重及充分發展潛能」、「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學會健康

的兩性溝通與互動」、「明瞭兩性權益與相關議題」等教育目標（Bitter & Foxwell,1993；

Michigan Center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1996；莊明貞,1999；教育部,1997；黃

政傑,1995；魏惠娟,1998）。因此，教材內容應涵蓋兩性身心特質發展、性別偏見與歧

視、性知識、生涯發展、兩性交往、性騷擾及性侵害、及包含法律政經的其他兩性平

等綜合概念等教學層面（張玨,1998；謝臥龍,1999a；莊明貞,1999；洪瑞兒、周忠

信,1999）。 

 

二、 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發展 

就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之發展而言，課程發展理論模式很多，包括 Tyler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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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模式、Wheeler 圓環目標模式、Kerr 綜合目標模式、歷程模式以及情境模式等（王

文科,1991；黃光雄,1996；黃政傑,1992；歐用生,1993）。而在實務研究上應用較多的有

Taba 課程發展流程、課程研究－發展－推廣（RDD）模式、Beane 課程發展架構、Hass

和 Parkey 課程設計步驟、Hunkins 課程發展系統模式、及 Zenger 和 Zenger 課程設計歷

程 等 （ Skillbeck,1984；Beane,1986；Hass & Parkay,1993；Hunkins,1993；Zenger & 

Zenger,1982）。其中歷程及情境理論強調教學活動本身，並兼顧社會情境需求，具有隨

時評估調整課程及教學活動的彈性，可做為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設計良好的依據及

基礎。又，課程研究－發展－推廣模式著重在教材研發及推廣，以及 Zenger 和 Zenger

課程設計歷程具有具體且能預先考量資源及限制的特色，並可彈性以任何步驟為起點

發展課程，極均適於應用在生活化及實用導向之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的設計。 

 

三、 兩性平等教育教學實施研究 

在兩性平等教育教學實施相關研究方面，研究對象上，以教師的訓練研究和國中

小學生的教學研究為主，缺乏高中職學生教學的研究。研究結果上，多支持訓練課程

對個人兩性平等觀念與態度的改變有積極正面的變化效果。研究方法上，有關課程成

效的研究，多以實驗研究為主，分置實驗組及控制組兩組，並於課程教學完成後進行

兩組的比較分析。（Sadker, Sadker & Klein,1986；Slayton,1997；Cote-Bonanno,1994；

Shealy,1993；Tracy & Lane,1999；Darling & Sorg,1993；Simac,1993；Altermatt, Jovanovic & 

Michelle,1998；Sires,1999；謝臥龍,1999；蔡培村、余嬪,1999；高淑娟,1999；張鈺佩,1999；

洪瑞兒、周忠信,1999；楊世瑞,1987；許素愛,1990；劉淑雯、吳毓瑩,1997；洪久賢、

殷童娟,2000；賴友梅,1999） 

 

主要研究結果 
 

茲將本研究之各項研究發現，統整如次： 

 

一、 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成效評估方面 

本研究設計「拋開性別話從頭兩性平等教育教師及學生手冊」教學方案，進行兩

性平等教育教學後，評估其教學成效如次： 

首先，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確能對學生兩性平等觀念產生影響，從表一平均數

可以發現，班級教學模式實驗組學生兩性教育觀念表現優於控制組學生，不僅平均數

較高且標準差也呈較集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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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班級實驗組與控制組兩性教育觀念各層面平均數 t 考驗 
實 驗 組 控 制 組 統計量數 

兩性教育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兩 性 身 心 發 展 3.7694 .211 3.6398 .276 3.47*** 
兩 性 互 動 3.8198 .249 3.7011 .291 2.88** 
性 知 識 3.5523 .365 3.2644 .486 4.41*** 
性 取 向 3.5698 .582 3.4920 .703 .79 

性 別 偏 見 與 歧 視 3.1990 .396 3.0409 .407 2.59** 
性 騷 擾 及 性 侵 害 3.8517 .215 3.6063 .453 4.56*** 
生 涯 發 展 3.2791 .397 3.1710 .434 1.71 

兩 性 平 等 綜 合 概 念 3.8953 .267 3.7088 .451 3.31*** *p<.05 **p<.01 ***p<.001 
其次，從表二可知，班級教學模式由於班級熟悉度及凝聚力強於社團，且教學時

間較為固定不受干擾，故其學生之教學參與反應及兩性教育觀念表現情形，都較社團

教學模式學生為佳，但除「兩性身心發展」及「兩性互動」層面外，其他層面差異並

未達顯著。 表二  高職實驗組社團與班級教學模式兩性教育觀念各層面平均數 t 考驗 
社 團 實 驗 組 班 級 實 驗 組 統計量數 兩性教育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兩 性 身 心 發 展 3.6157 .258 3.7713 .233 -2.82* 
兩 性 互 動 3.7111 .247 3.8279 .250 -2.08* 
性 知 識 3.4074 .419 3.5194 .059 -1.24 

性 取 向 3.5222 .444 3.5860 .594 -.53 

性 別 偏 見 與 歧 視 2.9691 .328 3.0930 .385 -1.52 

性 騷 擾 及 性 侵 害 3.7500 .246 3.8110 .227 -1.14 

生 涯 發 展 3.0729 .329 3.1395 .384 -.82 

兩 性 平 等 綜 合 概 念 3.7500 .385 3.8760 .309 -1.61 *p<.05 **p<.01 ***p<.001 
又次，在兩性教育態度表現方面，從表三可知，實驗組學生在各情境題選擇較佳

或最佳反應的比例有較控制組學生高的趨勢，顯示教學方案之教學活動對學生兩性平

等態度的改變，確能發揮相當之影響力。 表三  情境題各題最佳選項填答人數一覽表 社團實組 高職實組 高中實組 高職控組 高中控組 題號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第一題 21 58.3% 28 65.1% 25 58.1% 20 52.6% 25 51.0% 第二題 14 38.9% 26 60.5% 15 34.9% 10 26.3% 16 32.7% 第三題 31 86.1% 42 97.7% 41 95.3% 32 84.2% 44 89.8% 第四題（男生填答） 25 92.6% 34 97.1% 11 91.7% 29 85.3% 31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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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情境題各題最佳選項填答人數一覽表（續） 7 77.8% 8 100% 21 67.8% 4 100% 10 62.5% 第四題（女生填答） 2 22.2% 0 0% 9 29.0% 0 0% 5 31.3% 第五題 33 91.7% 39 90.7% 38 88.4% 30 78.9% 31 63.3% 第六題 25 69.4% 35 81.4% 31 72.1% 22 57.9% 31 63.3% 第七題 32 88.9% 36 83.7% 34 79.1% 27 71.1% 37 75.5% 第八題 32 88.9% 38 88.4% 41 95.3% 32 84.2% 41 83.7% 第九題 17 47.2% 29 67.4% 18 41.9% 19 50.0% 19 38.8% 請導師協助處理。 3 8.3% 0 0% 4 9.3% 2 5.3% 18 36.7% 請輔導老師協助處理。 11 30.6% 11 25.6% 14 32.6% 7 18.4% 3 6.1% 請護理老師協助處理。 2 5.6% 0 0% 2 4.7% 2 5.3% 3 6.1% 尋求師長協助 請教官協助處理。 0 0% 0 0% 0 0% 1 2.6% 0 0% 第十題 24 66.7% 34 79.1% 34 79.1% 26 68.4% 36 73.5% 請導師協助處理。 0 0% 0 0% 0 0% 0 0% 0 0% 請輔導老師協助處理。 2 5.6% 7 16.3% 4 9.3% 3 7.9% 6 12.2% 請護理老師協助處理。 0 0% 0 0% 0 0% 0 0% 0 0% 尋求師長協助 請教官協助處理。 0 0% 0 0% 0 0% 1 2.6% 0 0% 
 

二、 教學方案實驗組之回饋及反應方面 

本研究蒐集參與教學實驗學生回饋意見，並觀察學生參與教學活動情形，發現如

次：第一，「兩性互動」、「性取向」及「性騷擾及性侵害」是最受學生歡迎，學生反

應及迴響最大的教學單元；第二，「戲劇表演」、「媒體教學」、「案例分享」、「閱讀心

得分享」及「討論教學」是最受學生喜愛的教學方式；第三，輔導活動課程的教學與

實施受到學生的歡迎與肯定外，也反應出學生希望學校設置班級教學討論室的需求。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結論，依待答問題討論於后： 

針對待答問題三，研究發現實驗組普遍較控制組具備較正確的兩性教育觀念及態

度，實驗組在各層面觀念得分的平均數均高於控制組學生，且除「性取向」及「生涯

發展」兩層面外，其差異均達顯著水準，此外，實驗組標準差也呈較為集中的趨勢，

顯示經由教學活動，實驗組學生的兩性教育觀念較趨一致且能有相當程度的提升。再

者，研究顯示班級教學模式在班級氣氛及活動帶動上，可能較社團為優，但在統計分

析上除「兩性身心發展」及「兩性互動」兩層面外，兩種教學模式間並無顯著差異存

在。又，實驗組學生有較高比例的學生選擇較正確的情境反應模式，顯示教學活動對

學生態度的改變能發揮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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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待答問題四，從學生的回饋反應及學習結果發現，「兩性互動」、「性取向」

和「性騷擾及性侵害」三個教學單元學生學習動機、反應及參與度最高，突顯出高中

職學生的發展階段與發展任務對兩性互動相處觀念與態度的知識需求、高中職學生對

較新的同性戀議題之好奇與探索需求、以及對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性騷擾及性侵害

議題的討論興趣和自保觀念與態度的熱烈需求。另一方面，混合情境的戲劇表演活

動、電影或教學錄影帶的媒體教學活動、真實案例的情境故事、以及相關議題的文章

閱讀等教學方法，都能深深引發高中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 

 

二、 建議 

分別就教學主題與時間規劃、教材教法之改進及教師教學方案設計能力之提升等

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及高中職教師規劃與設計高中職學生兩性平等教

育教學活動之參考。此外，並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議，以供未來欲從事此一方面研究

者之參考。 

(一) 教學主題與時間規劃方面 

在教學內容的主題規劃方面，應先兼顧兩性平等教育的七個教學層面，以求完

全，再進一步以各教學層面為基，呈樹枝狀發展出各教學層面的教學主題，依據各教

學層面中各教學主題的需要性程度，設計以各教學層面中需優先實施的教學主題為教

學目標之具體可行教學方案或教學活動。 

在教學時間規劃方面，未來各校可參採下列方式： 

1. 將七個教學層面之教學主題，從高一開始到高三，有計劃在包括導師時

間、班會及週會時間、新課程的聯課活動時間等教學活動中，安排系列的

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活動。 

2. 規劃獨立教學單元模式，可在高一至高三相關課程，如護理或衛教等課程

中，設獨立的教學單元，或在新課程生涯規劃科目中安排兩性平等教育的

教學單元，提供學生分散三年中逐步學習完整兩性平等教育教材的機會。 

3. 運用班會時間進行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活動，一方面以更活潑的教學活動取

代過去制式的班會進行方式，另一方面從教學活動中，可以協助學生培養

正確的兩性平等觀念及態度。 

4. 列入各校新課程之校訂選修課程，提供學生自由選修機會，成為各校校訂

課程的一項特色。 

(二) 教材教法方面 

未來兩性平等教育之教學方法的發展，可朝向安排專題演講、結合案例故事與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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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表演、善用影片媒體教學、運用分組討論教學融入兩性時事議題、引導文章閱讀分

享等四個方向努力。 

兩性平等教育之教材資源的研究開發，可朝向「廣泛蒐集時事案例情境故事，可

以出刊供學生閱讀、可用做討論教材、也可融入進行情境故事戲劇表演教學活動設

計」、「購置兩性平等教育相關主題教學錄影帶、電影等，編寫劇情簡介及建議討論題

綱，彙編成冊供教師教學運用之參考」、「蒐集相關主題文章，可以出刊供學生閱讀、

可用做討論教材、或結合語文類科的學習，用做學生撰寫閱讀心得的素材」、「設計系

列 10至 20分鐘的小型教學活動」等四個方向努力。 

（三）提升教學方案設計能力方面 

一方面，建議透過辦理以學校為本位兩性平等教育相關議題的讀書會或研討會等

研習活動提升教師本身之兩性平等教育素養。另一方面，建議活動參加人員以未曾參

加者為優先，並在顧及全面性考量下，可將參加對象擴大到教職員工。此外，為求更

具體提升教師設計兩性平等教育教學方案之能力，在辦理教師兩性平等教育研習活動

內容安排方面，建議加入實作部份的課程、安排介紹教師教學可運用之教材資源的課

程、以及安排實際教學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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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a need assess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ex equity 

instructional program and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sex equity instructional program which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ited assessment.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1. Th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knowledge about sex equity after completing sex equity 

instructional program. 

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f the regular class and 

sex equity club in most instructional topics. 

3. In all questionnaire items of situation type, experimental groups of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than 

controlled groups of students did. 

4. “Sex intertation”, “sex orientation”, and “sex harassment” were more favorite topics for 

experimental groups of students. 

5. Four major teaching methods of “play acting”, “video teaching”, “example presentation”, and 

“reading and discussion” were interesting for experimental groups of students. 

6. Based upon the cited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1）instructional topics and time 

management （2）improvement for instructional material and methods （3）upgrading designing 

abilities for instructional program, and （4）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sex equity education, sex equity instructional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