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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當教師與學生被 ASSURE：性別教育實踐的再創 

貳、實施課程：教育學系二年級「性別教育與實踐」課程 

授課教師姓名：羅逸平 

參、前言 

在過往，學生接觸到公共議題的途徑大都是傳播媒體或社群網絡，反應常常

是冷漠以對或是事不關已的無所謂心態，但隨著性別議題在國內外的重視及迴響，

此議題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環境之中，亦切身相關於每一個人及每一個社會。此

外，所有社會上所發生的性別事件，並不全然是他人的問題、困擾或煩惱，這些

事件在未來也有可能成為自己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之一，如果有一天自己遇到了，

要有能力將切身之問題與社會做連結，透過不斷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找尋可能解

決之道，然而，在實際教學現場中所觀察到的樣貌卻並非如此。 

在傳統的性別教育教學方法上，教師多扮演知識傳遞者的角色，透過以講授

為主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然而在這樣的框架下，學生是被動的知識接受

者，與教師或知識之間的互動極少，若該知識並非學生所喜好，亦或是學生並不

瞭解該知識對自己的重要性，將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同時也厄殺了

教師的教學動力，造成雙輸的局面。 

為解決此一問題，本計畫以學習者為中心，導入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

並應用於「性別教育與實踐」的課程場域當中。ASSURE 教學法（Heinich, R., 

Molenda, M., Russell, J. D., & Smaldino, S., 2002)）1是針對教師在教學上之應用而

設計的，意指教師在教室內，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在

教師與學生在實際的教學情境下，慎選與善用多媒體工具來幫助達成教學目標，

並鼓勵學生互動參與。在藉由 ASSURE 的教學設計中，設計不同性別主題，導

入不同之教學媒材，深入淺出引導學生反思過去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議題，相

關主題包含校園中的性別與權力、家庭與親職的圖像、性別化的職場與遷移以及

                                                        
1 Heinich, R., Molenda, M., Russell, J. D., & Smaldino, S. (2002).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7th ed). Columbus, OH: Merrill/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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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與同志教育等，對於這些性別議題，皆與學生的生活密切相關。本計畫

透過相關媒介，引導學生瞭解性別平等的概念與性別教育的重要性，同時認識性

別教育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並對性別平等相關時事議題做實務性的分析與個案的

探討，在各個課程主題中，融入學生們過去的經驗，運用性別教育知能檢視自身

的性別意識與刻板印象，落實性別平等行動在日常生活中。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長久以來，「性別」的議題深具敏感與爭議性，若教師單做性別理論的講授，

通常無法引起多數同學的興趣，本計畫有別於傳統講授式教學或單一教材式教學，

藉由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引領學生參與，無論是在教師的教學或是學生的互

動分享上，都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不同的聲音，引導學生尊重不同的意見與

想法，願意在課室中就不同的性別議題進行開放性討論。 

此教學方法取其六個步驟的首字縮寫「ASSURE」以表達「確保教學成功有

效」之意，在 ASSURE 的教學設計中，主要包含六個步驟，依序為 A：分析學習

者（Analyze learners）；S：撰寫學習目標（State objectives）；S：選擇方法、媒

體與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U：使用媒體與教

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R：激發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

E：評量與修正（Evaluate and revise）。 

在課程設計創新方面，依據 ASSURE 的概念分成六個部分，首先，在分析

學習者的部份（Analyze learners），在課程剛開始之前三週，課程設計為瞭解學

生的先備能力，以及對於性別教育相關議題所表現之知覺與反應。第二部份為撰

寫學習目標（State Objectives），亦即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期待，所以在本

課程中，學習目標包含了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

動作技能領域（motor skill domain）以及人際關係領域（interpersonal domain）。

第三部份為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在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及設定學習目標後，必須選擇適當之工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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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在本課程中，預計將使用新聞短片、影片、網路文章、性別相關之公開數

據、課程網路互動平台等搭配課程主題進行教學。 

第四部份是使用媒體與教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教師在課程進行

前即選擇各主題相關之媒材，部分媒材會請學生事先觀看，部分短片則會搭配課

程主題在課程中進行觀看；另外，也會請同學準備相關媒材，在課程中播放與討

論。在選定及使用不同之媒體與教材時，期待激發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則為第五個部份。學生的積極參與是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部份，有

效的學習必須是學生自動自發之學習，而非被動的參與，最有效的學習情境，便

是學生透過「做中學」的教學情境，加上善用適切之資訊科技與網路，教師的「教」

與學生的「學」，已相互融入在課室內的教學情境中，對於教師和學生皆提供了

互動與實作的機會。最後的階段則是評量與修正（Evaluate and revise），其包含

了對學生的成就評量、教學媒體與教材適切性之評量以及針對學生投入程度之評

量。 

二、具體內容 

在計畫在課程中，採用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透過每一堂課的事前閱讀與

說明、課程中的媒材選擇與使用，將每一門課中之主題情境脈絡化，引導學生在

日常生活中運用場域觀察，挖掘相關之性別議題，運用網際網絡蒐尋媒材資料，

進行案例之討論與分析，並開啟課程網路互動平台，提供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之

網路空間。在課程活動中，針對每一個主題，均能小組協同合作繪製性別相關海

報；在課程進行間，藉由文本的閱讀、不同媒材的使用、課程內的小組合作及討

論；在課程最後，每一組同學皆能運用這學期所學，製作性別教育相關繪本，藉

由說故事的方式，讓老師與學生共同參與性別教育的實踐。學生在此門課中，橫

向連結相關的知識領域，並透過學習結構化去催化思考，培養其批判性思考的思

維，進而能夠適切的找出正確之資訊，具邏輯且有條理的表達出來，如此，提升

其學習成效，更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動落實性別平等之相關知能。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質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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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參與本計畫的課程後，能性別平等教育有基本概念的了解，同時，亦

能透過、電影欣賞、閱讀相關資料及反思瞭解現今性別平等教育所面對的問題及

困境，亦能運用所學之概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相關質化指標顯示本計畫有達到

預期之學習目標。 

（一）課程之收穫及反思內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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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教育與實踐海報設計 

  

  

 

 

 

 

  

 

 

（三）相關之電影心得內容：（請參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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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指標 

在本計畫的課程中，為了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將不同教學媒材融入

教學現場，例如，針對較難理解的定義或現象加入教學影片的輔助，透過視覺化

的媒材介入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同時，透過性別相關議題的拋出與討

論，瞭解學生知識整合的能力，以及運用科技之能力，找出討論議題的癥結點，

團隊合作完成課程之任務。此外，分組合作繪本之製作強化了學生團隊合作的能

力，學習自我評量表之開放性問題，以及影片之心得感想，增加學生敘事力、表

達力、批判性思考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學生在參與本計畫的課程後，其知識整合力、批判思考力、科技應用力、團

隊合作力、自我探索力與敘事力六大面向上均有提升，達到預期之成效，相關之

量化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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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在執行本計畫「當教師與學生被 ASSURE：性別教育實踐的再創」中，讓我

體會到過去教師在授課時，傳統上大多數課程都是以講授方式在教學，學生也

大多就「教科書」的內容在學習，這樣的教學現場讓教師與學生雙方都處在一

個被動的角色，也很難激起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學生的知識整合能力、分析

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敘事力均無法充分提升，進而影響其問題分析與解決能

力，甚至是畢業之後的就業競爭力；也因此，在此計畫中，教師試圖從課程設

計改變開始，重新定義教學現場，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議題，讓學生成為自

己學習的主角，獲得主動學習的機會，教師從旁輔助學生對於知識內涵的習

得，將課程內容與日常生活做連結，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改善學生

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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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性別刻板印象分組 1 性別刻板印象分組 2 

  

  

性別平等海報 性別平等海報分享 1 

 

 

性別平等海報分享 2 性別平等海報分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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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海報分享 4 性別平等海報分享 5 

  

課堂實務分享 課堂分組問題解決方案 

  

課程教學媒材使用 1 課程教學媒材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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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1 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2 

  

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3 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4 

  

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5 性別平等教育繪本分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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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互動分享 1 課程中互動分享 2 

  

課程中互動分享 3 課程中互動分享 4 

  

課程中互動分享 5 課程中互動分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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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因學生學習成果豐富，以下檢附學生之電影心得（附件 1）和期末報告性

別教育繪本投影片（附件 2）各 5份，若需其他學生之學習成果，請與我聯

繫，再將其他學生之成果一併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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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影心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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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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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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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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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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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期末小組性別教育繪本投影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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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教育繪本投影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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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教育繪本投影片 2-3 

 

 

 

 

 

 

 

 

 

 

 

 

 

 

 

 

 

 

 

 

 

 

 

 

 

 

 

 



21 

期末小組性別教育繪本投影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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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教育繪本投影片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