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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性別平等教育的審議式教學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陳盈宏（教育學系） 

 

參、前言 

    自2000年4月20日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發生後，我國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在2004年透過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制訂，完成性別平等教育的法制化，且政府、各級學校、學者專家、非營

利團體、社會大眾等，皆積極投入各項性別平等教育理念推廣與行動實踐；然而，當國內性

別平等教育的推動超過20年的現在，違反性別平等教育精神的國內案例仍然層出不窮，對於

性別議題的爭議也未曾停歇。 

    本人在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透過每堂課的線上問卷、

教師設計問題提問等，瞭解學生對於各項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理解程度及態度，雖然修課學

生大致都瞭解性別平等教育的基本概念，例如：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傾向、性別氣質、

性別認同等。但是本人卻也發現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的爭議性議題，例如：性別友善廁所、性

別友善宿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等，修課學生雖願意嘗試表達自己想法，但其較難以從不同

立場觀點進行換位思考及與其他上課同儕進行交流。 

    審議式教學（deliberative teaching），係指將審議民主融入於教學設計，創造自由、開放、

平等的教學對話情境，讓每位學生對於帶有多元意見的爭議性議題進行理性論述及價值抉

擇，並能檢視各種觀點的基本假設及合理性（陳俊宏，2019；Andersson, 2015）。所以，本

人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審議式教學的理念與策略，

包括：象限討論法及結構式學術論證（Structured Academic Controversy，簡稱SAC）討論法，

除了讓每位修課學生能系統表達對各項性別平等教育爭議性議題的理性看法及情感傾向，並

透過聆聽及回應不同論點，進行自我反思，提出慎思熟慮的建議及行動策略，進而涵育具備

性別平等意識及實踐能力，且有民主素養的未來公民。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人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審議式教學的理念與

策略，包括：象限討論法及SAC討論法，計畫特色如下： 

一、融入審議式教學理念，讓每位修課學生對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爭議性議題進行理性論述、

價值選擇及換位思考，進而強化本身性別平等素養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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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象限討論法的審議式教學策略，讓每位學生針對性別平等教育爭議性議題釐清本身

的理性看法與情感傾向，並可以相互理解。 

三、透過SAC討論法的審議式教學策略，讓每位學生能表達及檢視各種觀點的基本假設及合

理性。 

    本人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審議式教學的討論主

題為性別友善廁所、性別友善宿舍及多元成家相關議題（跨國同性婚姻、同志家庭親權等）

等，皆與修課學生生活經驗脈絡相互銜接。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主題知識，例如：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政策法制、情感教育、數位科技與性別、習俗與性別等，本人陸續跟修課學生

逐一說明，以讓學生可以建立完整的性別平等教育知識系統。另外，本人在第一週即與修課

同學透過公開討論達成共識，包括「明確告知修課同學，本課程相關資料除作為修課同學學

習表現評估之外，另會經過完成匿名處理後，進行單純學術研究用途」、「本課程重視同學

自己的思考，並會有較多學習活動，例如：討論、表達等，若無法配合同學請審慎考慮退選」、

「審議教學時會進行錄影及拍照」等共識。關於本課程具體內容如圖1： 

 

圖1 「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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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課程希望透過審議式教學（象限思考及SAC討論法）的融入，讓修課同學可以理解自

己及願意表達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理性看法及情感傾向，更希望修課同學可以透過聆聽及

回應不同論點，進行自我反思，提出慎思熟慮的建議及行動策略，進而促進本身性別平等意

識。關於本課程的實施成效及影響，茲說明如下： 

（一）大部分修課同學都表示更清楚各項性平議題相關內涵 

1.性別友善廁所 

    94％的修課同學表示透過審議式教學的討論活動，更加清楚自己對於性別友善廁所的立

場（圖2），90％的修課同學表示透過審議式教學的討論活動，自己更加清楚對於性別友善廁

所的支持與不支持相關論點（圖3）。 

 

圖2 性別友善廁所審議式教學後的同學回饋（1） 

 

圖3 性別友善廁所審議式教學後的同學回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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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性別運動員 

    100％的修課同學表示透過審議式教學的討論活動，都表示有幫助自己較為瞭解跨性別運

動員的相關課題（圖4）。 

 

圖4 跨性別運動員審議式教學後的同學回饋 

 

3.性別友善宿舍 

    100％的修課同學表示透過審議式教學的討論活動，都表示有幫助自己較為瞭解跨性別友

善宿舍的相關課題（圖5）。 

 

圖5 性別友善廁所審議式教學後的同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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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部分修課同學都願意表達對各項性平議題的看法，並能進行換位思考 

    本人以多元教材講述各項性平議題概念，包括：性平短片、新聞時事、性平文章、網路

社群話題討論串等，且教材內容包括支持與不支持該項性平議題的論點，以讓修課同學可以

開啟多元觀點及學習換位思考，例如：探討性別友善廁所議題時，盧子樵同學的文章〈如果

你推崇親子廁所，為什麼要排斥「性別友善廁所」？〉是支持性別友善廁所，雷倩女士的文

章〈性別友善廁所真對性別友善嗎？〉則是不支持性別友善廁所；再者，本人透過GOOGLE 表

單的設計，讓修課同學針對各項性平議題都要提出支持與不支持的論點，大部分修課同學都

願意透過線上回應表達自己對各項性平議題的看法，例如：修課同學對於「如果本校運動會

開放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支持（圖6）及不支持理由（圖7）。另外，在各項性平議題的SAC

討論，討論題綱設計邏輯為： 

1.第一回討論題綱：「該項性平議題」的支持論點及理由，最後形成小組共識。 

2.第二回討論題綱：「該項性平議題」的不支持論點及理由，最後形成小組共識。 

3.第三回討論題綱：「該項性平議題」的行動方案或配套措施，最後形成小組共識。 

 

 

圖6 修課同學對於「如果本校運動會開放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支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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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修課同學對於「如果本校運動會開放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不支持理由 

 

（三）許多修課同學都表示本學期課程設計讓他們覺得更有趣，也認為有助促進性平意識及

後續性平行動 

    本人在期末報告的其中一個題項設計為「本學期參加課堂上(影片、審議討論等)的學習心

得及對性平意識之啟發」，許多修課同學都表示本學期課程設計相當多元，包括：線上回應、

案例思考、多元性平教材、象限思考的線上表態、SAC討論法等，都讓他們覺得學習更有趣，

也認為有助促進性平意識及後續性平行動（圖8），例如： 

 

藉由性平平等教育這堂課我學到很多，平常這些議題不太常會在新聞上看到，學校大部分也是在教

學科，這方面的知識補充的比較少。因為這堂課老師常常的分組討論讓我更能了解其他同學的不同

想法。我印象最深刻的議題是跨性別運動員，我的想法是偏向不支持，覺得男生的先天優勢在運動

方面就跟女生差很多了。也因為這堂課覺得這些議題討論都很有趣，會想再另外參與其他演講加以

了解（A同學的期末報告學習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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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B同學的期末報告學習心得分享 

 

（四）整體而言，修課同學的性平素養表現有所提升 

    本門課為瞭解經過審議教學融入及整學期學習之後，修課同學的性平素養表現是否有所

提升，所以，本門課採用郭麗安（2018）所發展的大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素養問卷，目前亦是

教育部每年度定期針對師資生所進行的調查問卷進行期初前測與期末後測，根據前測與後測

的同意程度平均數（以五點量表設計及進行選項分數轉換，非常同意：5，同意：4，普通：3，

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修課同學在各項性平素養項目的同意程度都呈現後測高於前

測，這表示修課同學的各項性平表現有所提升，其中，同意程度提升幅度最大的性平素養項

目如下1。 

1. 我知道臺灣傳統結婚儀式中的潑水等習俗，表示女性嫁入男方家後就是男方家裡的人，

此等習俗也顯示了傳統文化中的性別不平等。 

2. 我認為當 A 片傳達了男性陽剛主動、女性柔弱被動的意象時，會讓觀眾誤以為所有的男

女在性行為當中都這樣。 

3. 我認為現在許多戲劇在講男女關係時常反映出「女性白瘦美、男性高富帥」的性別刻板

印象。 

4. 我會支持別人在可以看的到的地方放上代表同志平權意涵的「彩虹旗」。 

                                                 
1 郭麗安（2018）。「師資生性別平等教育素養調查及政策建議計畫報告書」。教育部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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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會檢視自己對於同性戀的偏見以及歧視。 

6. 如果認為男生在語文或美術比女生差，這種偏見容易限制男生在該領域的發展。 

 

（五）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總參考評分為91.0分，皆高於本校班、系、院、校平均。 

 

陸、結論 

   本人在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審議式教學，透過象

限討論法及SAC討論法，根據上述研究證據，大部分修課同學都表示更清楚各項性平議題相

關內涵，且大部分修課同學都願意表達對各項性平議題的看法，並能進行換位思考；另外，

許多修課同學都表示本學期課程設計讓他們覺得更有趣，也認為有助促進性平意識及後續性

平行動；整體而言，修課同學的性平素養表現有所提升，也確實達到本計畫預期成效。所以，

本人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社會通識-性別平等教育」會繼續實施審議式教學，並精進教

材，以期讓來修課的每位學生都能系統表達對各項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理性看法及情感傾

向，並透過聆聽及回應不同論點，進行自我反思，提出慎思熟慮的建議及行動策略，進而涵

育具備性別平等意識及實踐能力，成為具有民主素養的理想公民。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111年3月29日象限思考，請同學進行性別友善廁所的理性支持與情感認同之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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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29日象限思考，請同學進行性別友善廁所的理性支持與情感認同之表態 

 

111年3月29日象限思考，請同學閱讀性別友善廁所的相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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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17日跟修課同學討論跨性別運動員相關文本 

 



 

11 

 

111年5月17日跨性別運動員的SAC討論審議教學 – 跟同學說明進行方式 

 

111年5月17日跨性別運動員的SAC討論審議教學 - 各小組總結分享 

 

111年5月24日跨性別友善宿舍的象限思考 – 請同學進行線上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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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24日跨性別友善宿舍的SAC討論審議教學 - 各小組總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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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