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5年度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 

推展專案 

徵選活動成果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協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羅燦煐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協同主持人：蘇芊玲教授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目     錄 

 

壹、導覽手冊 

一、 緣起目的及計畫實施 

二、 內容說明及使用提醒 

 

貳、獲獎作品資料夾 

一、「用愛擁抱各式各樣的家」 

二、「幸福家庭翹翹板」 

三、「編織你我的心家」 

四、「孩子，我愛你是你」 

五、「家庭樹」 

六、「性運變裝秀」 

七、「她的、伊ㄟ、彼女の生命故事」 

八、「愛禮思計畫」 

九、「VR躲貓貓」 

十、「真實做自己 素顏反家暴」 

 

參、「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活動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

會」會議手冊（PDF檔） 

 



 

壹、導覽手冊 

 

一﹑緣起目的及計畫實施 

 

1997 年，教育部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原稱「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性別教育自此成為正式教育政策，至今已有 20 年。2004 年，《性別平等教

育法》的通過，更進一步將性別教育法制化，到今年也超過 13 年。 

 

前述教育原應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

可。但多年來，在推動性別教育一事上，相對而言，以學校教育落實最力，家庭

教育和社會教育，因為對象眾多龐雜，人力物力不足，及城鄉階級差距等因素，

推動上較為困難，成效不一。但這並不表示，家庭教育或社會教育毫無耕耘與建

樹。 

 

教育部於 2014 年 9 月 22 日訂頒「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之參考指引」（以下簡稱指引），藉以引導全國社會教育相關機構提升性別平等

推動效能。在教育部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共同努力之下，過去中央和各

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也曾頗有著力，發揮過作用。許多機構和民間團體，在社會教

育上也多所投入。但如同上述，隨著社會變遷，暨諸多因素影響，其持續力和普

及性仍有努力的空間。 

  

教育部為落實前述指引之精神，於 2016 年委託台灣防暴聯盟，協同世新大

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及性別研究所辦理「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之參考指引」徵選活動，希望藉由公開徵件、評審、發表等過程，一方面鼓

勵已在各處從事相關努力的個人／團隊，二方面達到分享與推廣的效果。詳言

之，前述計畫旨在：（一）協助國內社會教育相關機構於規劃教材及活動時，得

以落實該指引之精神，有效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藉以提升國內社會教育

之性別主流化效益；（二）透過多元管道彙整目前國內突顯性別平等意涵之社會

教育教材及活動，並依據指引內容，分析評論前述教材及活動；（三）從彙整之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中，擇優獎勵並辦理成果發表會及錄製得獎教材，提供國內

社會教育機構於未來規劃製作教材及活動之實務參考。 

 

該計畫從訂定發布「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成果徵選暨

分享活動辦法」，進行公開徵件、初審、複審及決選等步驟，共選出 10 件獲獎作

品。該計畫於 2017 年 10 月 27 日假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社會教

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活動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安排獲



獎作品進行分享交流，並邀請全國社會教育相關機構參與。10 件獲獎作品的作

者來自全國各地，皆於會前用心製作投影片，當日認真展演其教案或活動，並仔

細聆聽評審講評。本成果發表會的 10 場簡報，獲得與會者熱烈提問與回應。 

 

本計畫為延續並擴大前述成果交流及分享效益，特彙整所有獲獎作品之相關

資料，製作成 1,000 份隨身碟，提供各社會教育機構，或與有志投入家庭或社會

性別教育的民間夥伴們共同分享。所收錄之 10 件獲獎作品，每件作品皆包括：

作者及作品名稱、教案／活動內容、成果發表簡報檔、突顯指引精神之內容、評

審建議及成果分享照片等。前述「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

選活動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全文檔也收錄於本隨身碟中供參閱。 

 

二﹑內容說明及使用提醒 

家庭對個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年來家庭的多元型態受到比較多的重視，

或許因為這樣，獲獎作品中有 5 件不約而同地都以「家庭」作為主題。首先，「用

愛擁抱各式各樣的家」，以英文繪本故事介紹不同家庭的樣貌，是性別結合英文

及繪本很好的示例。若是學員已有基礎的英文能力，可以直接一起閱讀英文繪

本；若沒有，也可以由老師協助翻譯，不讓語言成為阻礙。 

 

「幸福家庭翹翹板」則關照中年已婚女性的生活，透過食、衣、住、行、育、

樂各個面向，檢視家庭中的性別經驗，接著探問，身為母親的女性，如何教養下

一代子女呢？是複製？還是願意掙脫傳統社會既定的性別刻板印象？其中可以

有很多反思與討論的空間。 

 

「編織你我的心家」介紹的是多元家庭，該方案先請學員以一句話描述自己

的家庭，或許可以從其中看到很多不同的家庭風貌，再透過繪本《我出生的那一

天》談領養家庭，以及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認識跨性別者所組成的家，最

後回來討論，甚麼是組成一個家的重要元素。 

 

「孩子，我愛你是你」延續上一個教案，探討家庭性別教養與期待，從小生

命的誕生談起，擴及社會文化的各個面向，如習俗、媒體等等，重點還是在培養

成年人的反思能力和提升性別意識。這個教案提出「『父權』到『賦權』」的概念，

很適合以男性學員為對象的活動。 

 

最後一個作品組別「玩『石』點『投』」，以「樹」的意象代表家庭，用生命

週期理論，讓參與者走一遍生命歷程，從中提出幾個非常具有時代性且切合多數

人生命經驗的課題，如：空巢期的調適、父母老病的因應、未婚者的生活處境、

家庭成員的長期照顧等，從性別角度切入，每一個課題都有許多可以探討的空間。 



前述作品集中探討與家庭相關的性別議題，其他 5 件作品則擴及更多更廣的

主題和取材。首先「性運變裝秀」設計了現在很流行的「桌遊」，以遊戲方式呈

現不同性別身分的角色牌卡，再引導學員了解相關法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

和「性別平等教育法」，是否對不同性別身分者的權益提供了保障，以此提升學

員對性別與法律議題的認識。 

 

「她的、伊ㄟ、彼女の生命故事」受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子‧非

常好」教具箱的啟發，名稱上使用 3 個對女性不同語言的稱呼，表示臺灣女性所

經歷的不同時代，活動設計讓學員分享舊時物件、談論成長經驗，以及回顧求學

歷程，補綴屬於女性的歷史，非常有意義。 

 

「愛禮思計畫」以「Iris」希臘語的彩虹結合英文鳶尾花「多元綻放」之意，

帶學員走到戶外，遍及都市和鄉鎮，在實地空間與日常生活中觀察性別諸多小

事，再連結更大的性別體制，做深入了解。 

 

最後 2 個作品是民間婦女團體相關議題的宣導教育活動，一個是台北基督教

女青年會的「VR 躲貓貓」，另一個是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真實做自己 素顏反家

暴」。「VR 躲貓貓」利用民間團體經常舉辦的市集、園遊會或區活動，以高科技

VR 產品，讓參與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再將曾經發生過的婦女／性別議題巧妙

地設計於其中，引導民眾瞭解性別權益相關知識。這種活潑、有創意的設計可以

吸引到過去對性別議題比較陌生的民眾，是很棒的嘗試。「真實做自己 素顏反家

暴」則關注的是家暴議題，邀請名人和一般民眾，上傳自己的素顏照片或影片，

表達對家暴受害者的支持，以及家暴議題的關心。這個活動同樣很有參與感，與

媒體、企業的結合，更擴大不小影響層面，達到一定宣傳和教育目的。 

 

本隨身碟收錄的教案與簡報資料，皆由獲獎者自行製作，可提供各社教機構

做社會教育之再利用。多數獲獎作品在設計或實際從事教學、活動時，也會運用

一些現成媒材，不侷限於平面文字教材，還有各種動態的影音媒材。它們方便了

教學者，也豐富了課程。本隨身碟因容量限制，並未納入，但在一些教案中可以

看到相關連結資料。要提醒使用上需特別留意，若該素材已屬公共財，則沒問題；

但如須取得授權才能公開播映的，則需循必要程序取得授權，遵循「著作權法」

相關規定，並避免侵害智慧財產權。 

 

許多獲獎作品也都搭配或設計有各種活動，它們或是問卷調查、或是小組討

論、或是生命故事分享、或是實地體驗等等。使用者可以直接套用，或以之為基

礎，轉化增刪。不同教案與活動會有其不同的適用對象，加上時間、地點、經費

等各種因素考量，需要教學者或帶領者加以活用，或許還能從中再發現、再創造

出不少新點子。 



本徵選活動評審委員歷經初審、複審、及決選等過程選出 10 件獲獎作品，

並於成果發表會中，針對每一個獲獎作品進行現場講評，指出該作品的優點特

色，及在執行時尚可加強或需留意的面向，極具參考價值。未來規劃將獲獎作品

成果發表及評審講評之影音紀錄掛上主辦機關「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

網」、承辦單位台灣防暴聯盟及協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等網站，有

興趣的伙伴，可於日後至網站點選欣賞。 

 

要提醒的是，性別教育非常重視透過反思與培力增長性別意識，教學者和參

與者的平等互動、教學相長的關係，也很重要。當我們有了足夠的性別意識，擁

有新的觀點和視野，就能聚集成更多人力和勇氣，掙脫傳統不當的性別束縛，改

造社會中的種種性別不平等。 

 

    最後，祝福大家，透過分享力量大，從事性別教育不孤單。 

 

 

計畫主持人暨協同主持人 

羅燦煐、蘇芊玲敬上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