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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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5L教學創新模式在「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之實踐 

貳、實施課程：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 

授課教師姓名：羅逸平 

參、前言 

在臺灣，自 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後，再於 2011年通過《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的施行法，其中，CEDAW第二條明訂

「原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2012），並遵循聯合國之規定，每四年必須撰寫 CEDAW 之報

告書，亦即檢核我國是否符合 CEDAW 的精神。隨著《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教育文化媒體具體行動措施》、《性別主流化》等國家教育

政策的持續推動，期能促進不同性別者地位之實質平等，進而營造尊重多元且平

等的社會環境（陳素秋、黃馨慧，2019）。性別平等觀念也同時被認為是每個人

的基本人權，並受到憲法的保護，在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中，性別平等教育是一項

多元文化的重要教育變革，在中學和小學，期待透過教育的過程教導學生認識及

了解性別平等，並重視自我的性別角色，讓學生能自信的面對性別議題的各種挑

戰（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2015）。 

現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不論是在國際間，亦或在臺灣，在各個階級、族

群及世代間皆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臺灣的性別教育實行上，因應十二年國教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正式實施，在 108 新課綱中，以「終身學習」為終極目標，

而性別平等的目標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議題說明中被論述，性

別平等是一種價值、思維和一種行動，基於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理念，性別教育之

實踐應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

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因此，在性別相關課程的實踐中，應培養學生之性別

平等意識，啟發學生多元文化理解及批判思考能力，覺察性別權力不平等，肯認

性別多樣性，悅納自己與他人的性別展現，進而能以具體行動消除各項歧視，使

所有學生皆能在性別友善的校園中學習與成長（教育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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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實施場域為「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課程，由於修習該課程之學

生來自全校的不同科系，相較於專業必修，同學們擁有各自的專業，但卻對跨域

課程學習動機皆不高，再加上跨域課程多為 70 人左右的大班教學，使得授課教

師在課程的內容安排上，往往不易掌握每一位同學之需求。因此，本計畫希冀導

入創新的 5L教學模式來設計課程內容，透過在課程中老師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同

學們共同合作，激發學生在大學課室中，能對性別教育相關議題心有所感，開始

動腦、動口，甚至動手去描述、整理及分析社會中性別教育相關議題，進而提升

學生在 5C之學習成效。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隨著科技之進步，學生接觸到性別教育相關議題的途徑大都是傳播媒體或社

群網絡，反應常常是一笑置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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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期待無論是在教師的教學或是學生的互動分享上，都能抱持著開

放的態度來面對多元的聲音，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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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成效的檢核上，擬以多面向之

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因學生之來源屬性多元，本計畫期待同學修完此門課後，

能將性別與教育之相關知識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達到具有認知、能力與態度的性

別教育素養導向目標。 

本計畫以學習者為中心，以「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課程為場域，藉由運

用 5L（認知學習 Learning to know、團隊合作 Learning to cooperate、動手實作

Learning to do、問題解決 Learning to solve problem、自我實現 Learning to be）的

創新教學模式來厚植學生 5C（溝通協調能力 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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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複雜問題解決能力 Complex problem solving、批判性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及創造力 Creativity）之學習能力；在課程互動設計中，透過閱讀、

作品、報告、時事討論等方式進行，並運用多元評量之方式檢視學生之學習（吳

璧純，2017），以期能激勵學生之學習動機，亦能提升其學習成效，同時，期待

讓進入大學就讀之學生們也能達到 108 課綱中「自發、互動、共好」之目標。創

新教學之模式，透過素養導向教學及多樣化之教學活動設計，以改善學生之學習

態度，提升學生之學習能力。 

二、具體內容 

本計畫以「跨域社會：性別與教育」課程為實施場域，因課程屬性為跨域，

學生均來自全校不同之科系，為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將採用 5L 創

新教學模式厚植學生 5C 之學習能力。相關之課程主題包含：性別角色的突破與

性別歧視的消除；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性別意涵分析；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

的防治；家庭與親職的多元圖像；性別權益與性別化遷移；性別與多元文化。 

在每一個性別主題中，透過課前閱讀與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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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入各

種不同的活動元素，性別平等意識海報、角色扮演和 SWOT 分析等方法提供不同

的活動方式讓學生實務操作，動腦、動口和動手，直接與間接培養學生概念化問

題的能力，挖掘相關之性別議題，運用網際網絡搜尋媒材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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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定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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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時事的討論，運用不

同之學習方式，期盼學生在此門課中，能改善其學習態度，提升學習成效，更能

在日常生活中主動落實性別平等之相關知能。 

在 18 週課程執行期間，藉由創新之學習方式，協助不同專業領域之學生除

了性別相關知識之習得外，亦能橫向連結自身的知識領域，並透過學習結構化去

催化學生的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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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希望透過 5L 創新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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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對性別教育相關議題的敏銳度，尤其是針對社會上性別敏感性議題，藉由這

些主題，引導學生觀察及討論，在日後的學習或工作中，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複雜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創造力等主動學習之能力。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質化指標 

本課程參與之同學來自各系，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有著基本的瞭解，同時，在

課程中，亦讓同學根據不同之主題做資料之蒐集、個人經驗之反思進行分享，藉

以讓不同專業背景之同學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有著多元的探討，同時，對於現今社

所之性別議題，有更深層之理解，並將所學之性別平等概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相關質化指標皆顯示本計畫達到預期之學習目標。 

（一）課程中對於多元性別及同志議題之討論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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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教育與實踐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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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之收穫及反思內容，如下所示： 

 

 

 

 

 

 

（四）相關之電影心得內容：（請參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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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指標 

本計畫希望透過 5L 創新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喚起同學對性別教育相關議題

的敏銳度，尤其是針對社會上性別敏感性議題，藉由這些主題，引導學生觀察及

討論，在日後的學習或工作中，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能力、團隊合作能力、複雜問

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創造力等主動學習之能力，在學期結束之最後一週，

請學生自評在課程中，其自身能力精進。相關之量化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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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計畫期盼旨在提供學生安全、開放且多元的學習環境中，利用文本及各

式之媒材，吸引同學的目光，改善其課程參與態度，同時也透過課程主題融合

各種課堂活動及社會時事的討論，讓學生增加實作表達的機會。從教師本身的

課程設計改變開始，利用 5L創新課程設計，融入性別教育的概念去重新定義教

學現場，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角，獲得主動學習的機會，更能改善學生的

學習態度，以及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在課程中，以組為單位，成員合作及討

論性別議題的各個面向，給予明確之課程內容，同時亦滾動式修正每一次課程

之教學方式及討論形式，以期增強學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刺激學生思考

及鼓勵學生勇於表達，進而落實在其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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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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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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末小組性

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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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小組性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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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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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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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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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小組性別與教育小組成果投影片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