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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

參與社區實作可激發學習動機、增加知識及技術的應用。本研究目

的為：瞭解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讓大學生參與國小性

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課程，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影響。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取質量混合研究以及立意取樣方式，研究對象為：大學生

介入組29位及控制組19位。介入組大學生至國小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單元

課程實作，控制組則無。研究工具為性平量表及大學生書寫的心得。研

究資料使用描述性統計、共變數分析及模板式分析。

研究發現或結論

控制前測分數後，性平意識總分、性別法規與空間、性別特質與限

制、性別角色與互動皆顯示：介入組顯著高於控制組，且質性資料亦提

供量性資料的佐證。結論：實作國小生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對於大學

生之性平意識有顯著影響。



118

清華教育學報     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研究原創性／價值

諮商專業課程融入性平議題：主軸課程學習專業知識輔以性平議題

之融入，強調增能、實踐及對話之課程設計，以及發展教材教案與實作

國小生性平單元課程，可顯著促進大學生之性平意識。

教育政策建議與應用

建議心理相關專業課程使用三階段課程設計：介紹女性主義與性別

分析理論及發展教案、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大學課室報告成果

與反思討論，可讓大學生在實作中增加性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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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30）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綱要，載明性

別平等（性平）教育的學習目標為：

(1)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2) 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
多元性別差異；(3) 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
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2024）規定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包括：情

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

同、性傾向教育、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等，以提升學生性

別平等意識。顏佩如（2014）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是態度、思維及信念養

成，亦是概念及教育改革的運動與過程，藉由多元文化觀的各種教學途

徑，讓性別概念被多元理解，解放性別尊重與性別刻板印象，故大學教

育應將性平議題融入課程，積極發展與探究性平的教學取徑，培養師生

具備性平素養。姜信彰（2022）發現臺北地區大學生之整體性別平等認

知較高，其中「權利義務上的平等」平均分數最高，「心理上的平等」

知覺程度較低，曾修習性別平等相關課程較未曾修習者，其性別角色態

度更開放、平權，故建議大學生應修習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及瞭解性別平

權之內涵。

林琇雯等人（2008）認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須健全面對性別差異

的態度以建立良好的兩性關係。Lee與Mahmoudi-Gahrouei（2020）則認

為教師可透過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矯正教科書的性別偏誤，並使用補

充教學材料，呈現男性與女性角色，提高學習者的性別意識，使他們能

質疑權力、歧視與語言問題。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

入性別平等教育，以及讓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課程，

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轉變。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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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以下敘述性別平等教育模式及策略、大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及促進性

平意識之相關研究。

一、性別平等教育模式及策略

關於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理論，游美惠（2004）提到女性主義教育

學應在實踐過程反省檢討並由做中學。Webb等人（2002，引自Crawford 

& Jackson-Best, 2017）認為學生可藉著賦能、特權化聲音（privileging 

voice）、建立社區、尊重多元及個人經驗中轉換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並

透過主動與批判的揭露、分解、綜合分析及師生對話過程，讓知識得以

分享。Luyt（2003）覺得性別觀念與實踐是在個人生活脈絡中，透過語

言分享及互動中建構。Abbas等人（2016）認為女性主義的知識對於促

進性別平等及社會正義有助益，學生投入性別及不平等議題，可增加學

生的女性主義知識。Crawford與Jackson-Best（2017）的加勒比海性別與

發展機構（CaribbeanInstitute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CIGAD），利

用女性主義教學架構賦能學生，並藉由訓練性別分析、理解女性主義的

理論與知識，確認性別分析與政策發展的連結：第一階段（四週密集課

程）為團體分享個別學習歷程，提出計畫加以回顧討論；第二階段（六

週）則至社區做計畫，整合性別分析至社會發展議題並提出建議；第三

階段（返回巴貝多）為課堂上報告社區評估結果，透過女性主義行動研

究計畫，包含形成、書寫、執行到傳播計畫等流程。其課程目標為：(1) 

對女性主義理論及方法提出批判與領悟；(2) 學習性別分析技術；(3) 從

性別的社會關係檢視歷史、政策、文化、社會和經濟議題；(4) 發展性

別關係意識，產生自信與覺察；(5) 發展領導與溝通技術使參與者從行

動做改變；(6) 讓參與者分享經驗及發展未來行動的網絡。研究者在大

學生發展教案至社區國小實作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部分，採用上述三階段

設計並加以修改為計畫、社區實作、課堂分享等三階段，將於研究方法

章節中介紹。

白亦方與盧曉萍（2005）認為臺灣地區中小學性平課程之進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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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空白課程或融入的方式。徐敏雄（2008）表示融入課程可採用「特

定議題」「安插」至「主軸課程」，其中新議題對課程內容的取代性

相當微小，既有的課程目標可被達成；融入式課程分為：(1) 單科附加

單元：在現有學科中加入一個或數個單元；(2) 單科徹底融合：將特定

議題分散至各個教學單元；(3) 獨立設課：將特定議題另外獨立科目教

授；(4) 課外活動：類似大學的社團活動；(5) 潛在課程：利用校園或教

室佈置，融入特定議題。本研究課程為「兒童遊戲治療」，採用「單科

附加單元」模式，將「性平意識」（特定議題）融入「兒童遊戲治療」

（主軸課程），提供之三堂性平課與兒童遊戲治療課程的關聯性為：大

學生需設計與實作兒童單元課程（議題為性別平等教育），在實作課程

與兒童互動時，須應用主軸課程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術。選擇兒童遊戲治

療課程為主軸課程的原因，是因為此為諮商輔導課程，而增加學生對性

別議題的敏感性為助人工作訓練的專業倫理要求。融入特定議題（性別

平等教育），並至國小實作性平單元課程，讓學生學習遊戲治療技巧

後，可接觸國小生以獲得技術應用機會，同時於參與實作課程中增加其

性平意識。

在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策略方面，洪久賢（2001）提出：(1) 妥善

運用教學時間化被動為主動；(2) 選擇合適的主題；(3) 提供支持、開

放、安全平等的學習環境；(4) 賦權增能，讓學生自由表達個人觀點；

(5) 運用思考單促進學生思考與分享；(6) 發問；(7) 澄清價值觀與思辨；

(8) 小組合作學習與省思；(9) 訪談；(10) 參觀；(11) 日常生活省思性別

意識；(12) 教學評量。林昱瑄（2012）認為影片及戲劇為性別平等教育

的重要策略，透過對話與戲劇活動，促進學生覺察生命中的社會關係，

發現自己而重新解讀世界。顏佩如（2014）則建議大學師培在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時，教學內容應包括：自我瞭解、性別人我關係、性別自我突

破等，並採取RECPR（理解、同理心、批判思考、實踐與反思）的教學

策略，從培養學生具備性平知能、性別歧視及性騷擾防治、促進工作平

等及性平意識等方面著手。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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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性別平等課程與提升性平意識之相關研究

關於大專院校實施性平課程的研究包括：一整個學期的課程或是

將性平教育融入課程之中。整個學期課程皆為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者，有

林明傑等人（2013）設計之「性別平等與健康性知識」通識課程，學

生修課後在相關的知識與態度均達顯著改善。屬於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

程設計的研究包括：(1) 何政光與戴文珠（2009）使用情境式教學（行

動劇角色扮演、性平體驗活動、各科融入情境式教學、護生實習前說明

會及性別意識影展），發現課程對護生性平認知有正面影響；(2) 黃秀

仍（2012）以國文學科融入性別平等教育，運用「油蔴菜籽」一文所展

現之母女兩代對性別經驗及性別思想差異，解釋早期國人性別意識偏頗

及兩代成長軌跡，並探討重男輕女的偏見、受教育機會、家事分配及職

場性別歧視問題；(3) 楊馥如（2016）將性平議題融入平面設計課程，

發現學生能瞭解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及其原因與影響，亦能透過

平面設計宣導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反思與改變、重視與瞭解性平的重要

性；(4) 莊惠凱等人（2016）認為大專學生對性平具高度認知能力，且

女生較男生的性平認知能力顯著較高，透過教師提供教案設計及性平體

驗，融入學科教學活動設計，發現學生對於性平教學滿意度高。

在提升性平意識相關研究方面，林曉芳與黃碧惠（2010）發現：

與男性國小教師相比，越年輕且未婚的女性的性平意識程度較高。汪淑

娟等人（2009）發現，大學女生較能跳脫傳統父權「身體符號意義」框

架，相較於男性有較高的性別平等意識，以及大學生對男性的刻板印象

顯著多於對女性。柯澍馨（2018）發現，當大學生之性平認知越接近

平等時，其對身體心像的「外表評估」就越負向，但在「外表取向」及

「對體重看法」就越正向，故大學生應持續加強與提升個人性平觀念。

Lim等人（2021）以口腔衛生學系大學生為對象進行研究後發現，是否

參加女性研究、家庭型態以及宗教等因素與性平意識有關，而性別敏感

性則與是否參加女性研究及性別有關。盧家鋗（2021）發現，「本土化

性別圖像回溯團體」可顯著提升女大學生的「性別平權態度」，但對男

大學生則無顯著影響，其質性資料亦顯示，男性可透過畫卡而更加理解

長輩的性別處境及性別歧視，深化對性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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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平課程對學生的影響研究方面，Uslu與Erenoğlu（2022）研究

護理系學生在親密關係的性平知覺、約會暴力及問題解決行為後發現，

介入組與控制組在性平量表以及問題解決量表部分都無顯著差異，但約

會態度量表則有顯著不同，質性資料亦顯示出，性平課程對於學生在親

密關係中的性平意識、約會暴力覺察及對問題的解決技巧均產生正向效

果。Yang（2019）在醫學基礎教育設計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健康與醫療照顧課程中，使用以遊戲為基礎的教學活動，

結果發現，引導討論與設計課程，可提升性別平等教育及LGBT與友善

健康照顧的學習效果。據多數性平相關研究之顯示：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課程設計可增加學生的性別平等意識。

三、性平融入式課程讓大學生參與實作對其性別意識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可分為一學期開設、空白課程及融入式課程等

三種方式；其中，融入式課程又可分為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特定科目或使

用體驗活動融入等（白亦方、盧曉萍，2005；林明傑等人，2013；徐敏

雄，2008；莊惠凱等人，2016；黃秀仍，2012；楊馥如，2016）。范信

賢（2016）說明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可使用：(1) 知識、技能與態度的

整合（以學生為主體）；(2) 情境脈絡化學習（體驗、任務）；(3) 關注

學習歷程與策略（內容與歷程結合）；(4) 強調實踐力（學習遷移至新

情境、做中學、學中做）。陳艷紅（2022）認為素養導向教學可應用於

性平議題融入式課程，除了具備性平意識的教材內容之外，亦可以學生

的生活情境脈絡為素材，設計相關活動引導學生主動探究及給予實作任

務。Yang（2019）認為引導討論與設計課程是增加性平能力的核心因

素。故本研究使用兒童遊戲治療（兒遊）融入性平議題，藉由性別平等

教育單元課程及參訪活動，實踐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以學生需求為

主題發展實作任務，並設計討論與對話以促進學生性平意識。

陳儒晰（2009）對「幼兒教材教法」課程進行性別平等議題融入

幼兒教學活動設計，其為一學年四學分的課程，首先於第一學期進行試

教，第二學期則以培養學生設計與發展適合幼兒之學習活動為主，將性

別平等議題融入幼兒教學活動設計並進行試教。本研究課程設計較接近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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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2009）的課程設計，採取主題式融入課程（單科附加單元），

除在課堂上給予大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及教學方法知識之外，另至社區參

訪相關機構（融入體驗活動），之後再收集文獻資料設計出符合國小

生需求的教案，並對國小生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實作的單元課程設計及實

施，以促進大學生性別意識。

研究者選擇在遊戲治療課程中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是因為此課程為

諮商實務課程，須讓學生學習到遊戲治療技術；若能將知識加以實務運

用會讓學習更加深刻，亦可促進學習動機，有助於課程目標之完成。而

以遊戲治療課程架構或相關概念，搭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融入較為合

適的原因在於：除了讓學生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實作過程中能聚

焦於一系列的性別平等主題，以及讓學生在製作教具及教案過程均能集

中於主題範圍並定義學習範圍之外，另有一功能則是促進學生之性別敏

感性與性別意識，由於諮商實務課程都需要學習倫理相關議題，而性別

平等的概念與態度養成亦是遊戲治療課程目標之一，如此即可相輔相成

以達到課程目標。

本研究的目的為：在大學生的兒童遊戲治療課程中融入性別平等

教育，並藉由讓大學生參與國小生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探討其

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轉變。基於以往的文獻顯示：大學課堂將性平融入

式課程可促進性平認知及意識（黃秀仍，2012；楊馥如，2016；Uslu & 
Erenoğlu, 2022），故本研究假設，性平教育相關課程的介入，對大學生
之性平意識有顯著影響。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黃麗鈴（2019）所述之質量混合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主張以滿足實用需求為根本、效能結果為導向，搭起質、量

間的橋樑，來達到解決研究問題的最大效益。Creswell與Clark（2018）

（引自McLeod, 2024: 4-6）認為三個混合研究方法設計為：(1) 收斂平行

設計：同時收集量性和質性資料，分別分析後合併結果解釋；(2) 解釋

性序列設計：使用一種類型的資料幫助解釋另一種類型資料的發現；(3) 

探索性序列設計：經由兩個階段資料收集和分析，先做質性再作量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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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究者參考Fetters與Hou（2018）文獻修改之混合研究法的程序整

合如表1所示。

表1 

混合研究法的整合程序

整合面向 量化尋找因果關係：性平意識在介入組與控制組的差異

 質化探討個人經驗：性平意識轉變經驗

研究設計 解釋性序列設計：使用質性資料協助解釋量性資料的發現

抽樣 抽樣對象：大學生、小學生

  時間點

  量性資料：大學生為學期第1、2週做前測，17、18週後測

  質性資料：大學生為17、18週，國小生為單元課程結束後

  樣本關係一致抽樣：質性與量性資料都是從同一組樣本收集

資料收集 在一學期期間，收集大學生質量性資料，大學生參與實作

後收集小學生回饋

數據分析 資料分析整合

  典範內分析：分別分析量性、質性資料

 核心程序：同時檢視質化和量化資料、連結資料理解研究

主題、發現共同議題

元推理討論 收斂型：質量資料相同

	 不一致型：質量資料衝突

報告發表 質量結果交織呈現

本研究收集量性及質性資料後，分別使用質化及量化分析，屬於資

料分析整合的典範內分析，並使用解釋性序列設計（使用質性資料協助

解釋量性資料的發現）。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

別平等教育，並讓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課程，對大學

生性平意識的轉變，其量性研究假設為：(1) 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

別平等教育，以及讓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課程介入，

對大學生之性平意識有顯著影響；(2) 在控制前測分數後，其介入組與

控制組後測分數有顯著不同。大學生實作學習經驗則為質性研究，研究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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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用團體作業心得報告及國小生課程回饋做質性分析，藉以瞭解課程

介入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轉變。

一、研究對象及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48位大學生，其中介入組（n ＝29）及控制組

（n ＝19），兩組的課程資料見表2。設置控制組的用意為：就不同的教

學設計（有無實作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來比較有無介入對於

性別平等意識的影響；兩組共同處為：開設於四年級之3學分的選修課

程及，其他如開課科系、授課教師、評量、教學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主題及學生人數方面皆有所不同。介入組大學生需至國小進行實作，為

課程評量的一部分，修課同學都需參與但可選擇不參加本研究，有無參

加本研究並不會影響學習成績。研究者為授課教師且不知道介入組的學

生名單，而學生在研究助理收案進行知後同意時，會知道自己是介入或

控制組。

介入組及控制組的選取為方便取樣，在學期開始之第一週給予前

測，並於第17、18週給予後測。介入組與控制組學生，皆於教師第一週

講完授課大綱後離開教室，由研究助理進行研究收案、協助同意書填寫

及施行前後測等，實作過程亦由研究助理聯繫願意參與研究的老師等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進行之相關事項。介入組學生皆有心理專業倫理課程訓

練（包含研究倫理）經驗。待學期結束且總成績經學生確認無誤並上傳

行政單位後，研究者（身兼介入組教師）再開始整理研究資料、統計分

析及撰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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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融入於兒童遊戲課程設計方面（介入組課程內

容），本研究參考Hong與Lawrenz（2005）的教學策略（介紹性別平等

概念、個別諮詢、使用影音資料與開放討論）及Crawford與Jackson-Best

（2017）的CIGAD訓練三階段，修改為：(1) 準備期：女性主義及性別

分析理論介紹（兩場演講及一場參訪）、發展班級活動方案、安排學生

分組報告教案設計、同學與老師提供意見、該組同學回應修改方向，收

集課程設計所需之性別平等教育資料、製作教材及內容確定，最後完成

教案提供給國小老師審核，修改後進入下一階段；(2) 實作期：到國小

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3) 統整期：課室報告成果及行動覺察。

本課程內容包含大學生的「兒童遊戲治療課程」18週，另加入兩場演

講、一場參訪及兒童遊戲治療課程內容等性平單元課程，並於每週報告

教案進度與討論（見表3）。每一組學生的教材與教案皆經過該組成員

及研究者與國小導師聯繫多次後定案，每一個主題為時40分鐘，內容

表2 

介入組及控制組樣本及課程設計比較

變項 介入組 控制組

人數 29 19

課程名稱 兒童遊戲治療（心理學系專 電子商務（資訊工

 業選修） 程學系專業選修）

開課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學分數（選修） 3 3

教學法 講授法、專題教案製作 講述法、案例分析

評量 筆試、口試、團體及個人報告 筆試兩次、出席率

研究質性資料收集 團體實作作業心得 無

性別平等教育單元 性別平等教育兩場演講、一場 無

課程 機構參訪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9小時密集性別平等課程或參訪 無

介入時間 40分鐘性別平等課程實作 

實作：性別平等教 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8班、 無

育主題 191人接受一次40分鐘單元課程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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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騷擾、性別特質、性別刻板印象、身體界線及自我保護等，由

大學生自選主題發展教案與教材進行實作（實際操作課程內容請參見表

4）。

表3

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規劃

科目／課程目標

認知目標：

• 系所專業能力
• 自主力
• 溝通力

情意目標：

• 系所專業能力
• 溝通力

技能目標：

• 系所專業能力
• 創造力
• 溝通力

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課程單元

（CIGAD）1

教材

兒童遊戲治療課程

• 學生能瞭解遊戲
治療理論及技術

• 學生能瞭解兒童
性平課程需求

• 學生能願意投入
收集資料及設計

教案過程，實作

後可反思歷程中

的感受。

• 學生能應用遊戲
治療之技術帶領

兒童進行團體活

動

教學方式

• 講述法：以投影片、影片、課
本簡介課程內容

• 同儕學習：同儕團體討論課程
單元內容及疑問

• 邀請校外專業人士演講性平議
題兩場（CIGAD）

• 參訪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 分組督導：將全班分組，由研
究者協助做性平教材發展之討

論（CIGAD）

• 訓練低年級大學生自願當口試
個案，提供個別口試機會

• 與國小輔導老師合作，進行性
別平等教育班級輔導活動帶領

（CIGAD）
• 發展性平教材及教案，並於實
施前後在課堂進行團體報告

（CIGAD）

評量

• 期中筆試
 （20%）
• 隨堂同儕討論
 （25％）

• 性平教材（20%)
• 性平教案及帶領
（20%）

• 期末口試
 （15%）
• 性平教案及帶領
（20%）

(1)  第二週：性別平等教育：臺灣同志熱線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社群
發展部某心理師演講

(2)  第七週：女性主義教學於性別平等教育之應用：某大學通識中心助理
教授演講

(3)  第十二週：一場勵馨基金會高雄事務所參訪
Landreth（2012/2014）、Kottman（2011/2018）

註：1應用CIGAD的階段於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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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學生教案及實施內容

班級

代號

1

2

3

4

5

6
7

8

國小生

人數

20

25

26

14

26

26
27

27

主題

性別平等教育

與特質認識

正向特質卡

性別平等教育

影片宣導：性

騷擾

每個人都有漢

堡糖

自我保衛戰

自我保衛戰

性別刻板印象

與性別特質

自我探索補給

站

課程內容

1.  性相關議題：性別
刻板印象、性騷

擾、身體界線

2.  自我特質的瞭解與
批判性思考

1.  性平概念介紹
2. 性別刻板印象
3. 性別特質卡

1. 性騷擾及處理
2. 身體自主權及身體
界線

3. 如何保護自己與尊
重他人

1. 性別刻板印象
2. 身體自主權
3. 自我保護

1. 身體界線
2. 辨識人物特徵，增
加自我保護能力

同上

1. 性別刻板印象
2. 特質探索

1. 性別氣質
2. 性別刻板印象

教材及形式

• 教材：牌卡
• 問題搶答與討論
• 特質卡貼在牆上，讓學生擲球選
擇自己的特質

• 教材：牌卡
• 遊戲與規則說明
• 使用卡片遊戲
• 分享心得
• 頒獎、心得回饋單
• 教材：影片
• 播放自製影片
• 問題與討論
• 總結及有獎徵答

• 教材：桌遊
• 桌遊形式，以教室地板為底，學
生站著隨問題在地板上移動以表

達意見

• 後測
• 教材：牌卡（貼於黑板）
• 性別紅綠燈：對可以及不可碰觸
部位標示

• 聯想：將學生分兩組，圖片出來
每位孩子要說五個特徵

• 結語及後測
同上

• 教材：同志教育影片，但因家長
反對故未使用（https://youtu.be/_
f-WPVFyGp0）

• 大學生裝扮不同性別之人物引起
動機

• 選邊站回答問題
• 問題與討論 
• 總結                     
• 教材：人格特質大富翁
• 桌遊前置作業（在底盤上寫下組
員與自己的特質並貼上）

•  進行桌遊
•  結束桌遊並藉由三位明星，與學
生討論人格特質

• 宣導性平概念、尊重及平等，發
獎勵及拍照記錄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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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的實作課程分為：準備期（在校內接

受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實作期（在校外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統

整期（在校內分享實作成果）。大學生進行教授國小生性別課程後的性

別意識轉換為「綜合效果」，此效果的定義為：「接受與教授性別平等

教育過程中，造成的性別意識轉換」。

本研究過程經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108-342）

審查通過後開始進行，先與國小合作之學校輔導主任聯繫後發公文至國

小，並向學校導師、學童及家長進行知後同意說明及同意書簽署。在課

程進行前，其教案內容均已經過研究者、國小老師之審查及修正，實作

過程中亦由研究者及學校導師在現場協助大學生完成課程。

二、研究工具

（一）性平量表

本研究採用潘愷等人（2017）修訂自潘慧玲（2005）的「中等學

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能力指標」，題目由56題修訂成25題適合大學生

使用之量表，包括：「感情與性行為」（如：瞭解情感的多元類型、釐

清性與愛的關係）、「性別法規與空間」（如：培養因應性騷擾、性侵

害與性暴力的能力、認識性別相關法規之精神與內涵、檢視校園中各種

空間及布置對不同性別的限制）、「性別特質與限制」（如：尊重自己

與他人的性取向、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化、注重青春期生理與心理的衛

生保健）、「性別角色與互動」（如：解構性別分工的偏誤、解析人際

互動中的性別歧視與偏見、反思家庭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角色差異）、

「社會架構與資源」（如：參與社會有關性別議題與事件之討論、辨析

社會資源不合理的分配現象），採用Likert式七點量尺，從「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給予1至7分，分數越高代表越具有性平意識；經總

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證明本研究使用之量表具有合理的適配性，以及

良好的信度（原總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為 .963），並具有跨樣本的

穩定性。此外，使用本研究樣本之總量表前後測結果，信度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 .915、.961，KMO值為 .607、.734，解釋變異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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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09%、54.327%。

（二）團體心得報告及小學生回饋

大學生書寫內容包括：(1) 製作性平教材、教具及設計教案過程；

(2) 完成性別平等教育實作過程心得，內容格式不拘，由學生團體討論

後統整書寫，本研究共收集了8份大學生團體作業心得，以及59份國小

生參與大學生實作課程的回饋。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除了使用SPSS 18.0將資料建檔以及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後，

呈現描述性資料，並以共變數分析瞭解課程介入後對性平意識的影響之

外，亦使用張芬芬（2010）之模板式分析（template analysis style）將

大學生書寫心得資料進行質性分析，步驟包括：閱讀文本、辨識分析單

位、進行分類、驗證及報導。在分析架構文獻部分，大學生心得參考自

潘愷等人（2017）的性別平等量表向度，包括：「感情與性行為」、

「性別法規與空間」、「性別特質與限制」、「性別角色與互動」以及

「社會架構與資源」等。大學生團體心得資料代碼「G1-1-1」代表第一

個組別的第一個段落之第一個主題。其中，「……」代表敘述中無關主

題的部分予以省略；「（）」內文字是研究者補充脈絡資料以利文本閱

讀。此外，採用59位小學生回答之開放式問題，以對應大學生的經驗，

而文本中的號碼如「60319」為國小生之研究代號。

由於研究者曾修習過諮商心理學研究所質性研究課程並具有質性研

究經驗，故擔任本研究之質性分析者，另有兩位博士及諮商心理師協助

審閱文本及分類內容。質性分析過程的嚴謹度（rigorous）方面則參考

Lincoln與Guba的描述（1985，引自梁淑媛等人，2012：87），說明如

下：(1) 確實性：藉由研究者在現場參與、持續觀察、使用學生書寫的

心得、資料收集方法含問卷及文字書寫內容，期待用不同方式呈現最真

實資料，請研究對象確認研究發現，如一位研究對象所回饋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132

清華教育學報     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我覺得整體資訊給得很詳細，不會讓人看不懂，用詞也淺顯易懂，

我覺得部分貼（近我的經驗），因為我們這組沒有在製作桌遊時遇

到印刷那些阻礙，不過很多活動的心得或反思都蠻符合我的實際經

驗。 

(2) 信賴性：研究者清楚說明資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研究過程的原始

心得檔案文本可支持分析內容與提供檢核線索；(3) 可轉移性：為了增

加可轉移性，研究者清楚描述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料收集及分析過

程等，供其他研究者採用相同研究步驟時會獲得相似發現。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資料

本研究對象雖為男女各半，但在介入組是女（72.41%）多於男

（27.59%），控制組是男（84.21%）多於女（15.79%），平均年齡

20.88歲。而在性平意識之題平均數方面，介入組的前後測題平均數為：

2.50及2.60，控制組則為：2.51及2.37，故兩組之性平意識其前後測題平

均數皆偏低，代表其性平意識皆不高。

二、課程介入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轉變

在量性研究方面，使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以瞭

解在排除共變項（性平意識總分及分量表前測分數）對其依變項（性平

意識總分及分量表後測分數）的影響力後，自變項（有無介入）對於依

變項介入處理的顯著效果（見表5）。質性資料分析則將大學生課程介

入的學習經驗（內容包括教材製作與實施過程），與小學生的課程回饋

進行對話。量性資料顯示：介入組在性平意識總分部分，其後測分數顯

著比控制組高（F = 7.703, p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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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課程介入對大學生性平意識的介入效果

 型 III   平均   淨相關 
來源  df  F 顯著性
 平方和  平方和   Eta 平方

性平意識 5082.450 1 5082.450 20.577 .000 .155

組別 1902.636 1 1902.636 7.703 .008 .000

誤差 11114.904 45 246.998   

總數 964410.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18001.667 47    

a. R 平方 = .383（調過後的 R 平方 = .355）

感情與性行為 92.968 1 92.968 4.668 .036 .094

組別 76.293 1 76.293 3.831 .057 .078

誤差 896.164 45 19.915   

總數 36087.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1040.979 47    

a. R 平方 = .139（調過後的 R平方 = .101）

性別法規與空間 247.643 1 247.643 16.940 .000 .273

組別 91.161 1 91.161 6.236 .016 .122

誤差 657.849 45 14.619   

總數 38237.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995.979 47    

a. R 平方 = .339（調過後的 R 平方 = .310）

性別特質與限制 183.801 1 183.801 11.461 .001 .273

組別 126.397 1 126.397 7.881 .007 .122

誤差 721.691 45 16.038   

總數 38237.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995.979 47    

a. R 平方 = .275（調過後的 R 平方 = .243）

（續下頁）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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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與互動 172.498 1 172.498 13.455 .001 .041

組別 94.427 1 94.427 7.365 .009 .325

誤差 576.928 45 12.821   

總數 43894.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813.917 47    

a. R 平方 = .291（調過後的 R 平方 = .260）

社會架構與資源 175.151 1 175.151 10.997 .002 .196

組別 40.099 1 40.099 2.518 .120 .053

誤差 716.740 45 15.928   

總數 37867.000 48    

校正後的總數 959.479 47    

a. R 平方 = .253（調過後的 R 平方 = .220）

以性別平等意識分向度為標題，從量性資料置前對應質性資料解釋

呈現於後之交織呈現如下。

（一）感情與性行為

在排除共變項（感情與性行為前測分數）對其依變項（感情與性行

為後測分數）的影響力後，自變項（有無介入）對於依變項的介入處理

沒有顯著效果（F = 3.831, p = .057），表示課程介入後，感情與性的後

測分數在介入組（M = 27.86）與控制組（M = 25.74）沒有顯著差異存

在。

 質性資料結果為「多元成家及同志議題不被接納的遺憾」：大學生

的感情與性行為主題的學習經驗，主要與情感關係的多元表達有關。

……讓人受打擊的是，拍攝結束後，連剪輯的部分都已經幾乎完成

了才接獲通知，含有多元成家和同志議題的教案不適合在課堂中教

授……但後來又因為自身因素，無法參與實際帶領，缺少了這一次

帶領活動的經驗，這對我來說是個遺憾。（G6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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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本課程的大學生對於製作多元情感類型影片相當有興趣與熱情，他

們從發想、設計劇本、找演員、拍攝、接洽場地、發公文申請至火車站

拍攝、跟餐廳老闆借場地、剪接、配樂等等，每一個過程都遭遇到非常

多的困難，但學生們一一克服與解決完成後，卻發生無法將心血呈現的

遺憾。

……那個瞬間感覺心都涼了一半，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了白工……當

下依然還是很難過，畢竟準備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從無到有的過

程中，幾乎花費了我所有空閒時間，因此沒辦法播出真的很打擊自

己。（G6 - 2 - 1）

在此過程中，大學生感到錯愕與不解，覺得熱情被現實澆熄，想推廣的

觀念無法傳達，多元性別及感情樣態不被接納的難受讓人備受打擊，對

於無法與兒童對話的狀態感到非常可惜。

（二）性別法規與空間

介入處理有顯著效果（F = 6.236, p = .016），亦即介入組（M 

= 28.97）在性別法規與空間部分，其後測分數顯著比控制組（M  = 

26.16）高。質性資料顯示，大學生已瞭解性別相關法律、自我保護與雙

向對話，包括：「增加對性相關議題的理解」以及「就性騷擾議題雙向

對話」等兩方面。

1. 增加對性相關議題的理解

大學生經由與同學討論、收集資料製作教材教案及實際進行過程，

對於性相關議題及受害者的理解更為加深：「經過這次的活動，讓我體

會到了被性騷擾對一個個體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心理影響。」（G8 - 4 

- 2）。學生在實作過程，加深了對性議題受害者的理解，增加了因應性

騷擾的處理能力。

非常感恩有這次的機會讓我有這次的經驗，不是完美，但是它帶給

我的思考與想法使我對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也知道世代在改變而且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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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巨大，要跟上腳步而不要留在原地，那麼看到的世界只有我自

己。（G6 - 5 - 2）

大學生在接受性別平等教育後進行實作的過程中，不僅接觸到性別相關

法規之精神與內涵，更擴展了大學生的視野，感受到自己跟隨時代脈

動的進步。「我覺得這堂課對我很有幫助，因為叫我們不要侵犯別人」

（50323），兒童也使用簡單的語句，陳述瞭解性相關法規的內涵，知

道尊重他人的行為，而從大學生與兒童的對話中亦可感受到世代的變

化。

2. 就性騷擾議題雙向對話

大學生經由實施教案及與兒童對話過程，增加兒童自我保護能力。

這次的活動主要是讓國小小孩子們能在要被性騷擾前有很好的自我

保護功能，避免被他人傷害自己的身體。國小同學們給予的回饋非

常熱烈，非常積極地參與活動。他們對基本的性騷擾保護自己的知

識非常充足。（G8 - 4 - 2）

大學生與兒童的積極投入，並從互相對話過程中理解兒童的自我保護認

知並不薄弱。

讓我增加了知識，也讓我知道身體有一些地方不行隨便亂摸，如果

對方有同意也就只能摸手，如果不同意那就不要摸。（50324）

小學生對於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更為清楚，並能描述在不同情境的

不同作法，以及一般人較能接受的身體觸碰位置。

（三）性別特質與限制

性別特質與限制後測分數在介入組與控制組有顯著差異存在（F 

= 7.881, p = .007），介入組（M = 28.97）顯著比控制組（M = 26.16）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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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質性資料方面，以尊重不同性別、生理與心理保健，及以兒童

觀點進行課程設計與實施（包含遊戲與對話過程），包括：「從兒童觀

點思考性平課程設計」、「從沒有方向到以尊重不同性別特質為教學目

標」、「理解、製作與表達身體部位」、「製作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教案

及教材的艱難」以及「遊戲引導兒童與自我特質對話」等議題。

1. 從兒童觀點思考性平課程設計

大學生從兒童觀點思考性別平等教育的需求並設計適合其需求之課

程。

當初在做這份教材（性別特質）的時候，其實相當費心，因為我們

覺得自己還不夠瞭解小孩，認為有很多的想法得去再好好瞭解……

所以在過程中得去探討現階段性別平等教育，開始增加哪幾項，而

我們該怎麼樣，不要讓他們覺得自己還是在接收重複訊息，我們心

裡太容易都會以自己的立場去思考，而沒有從小朋友的立場去思

考，所以都會覺得很多問題不是問題，導致我們的發想都覺得會碰

壁。（G7 - 1 - 3）

大學生換位思考兒童需求時，發現自己瞭解兒童有限，以致於發想過程

常卡住，幸而經由過程中與老師、同學的互相討論，從不同角度思考後

得以修通。

參加完後我覺得自己更瞭解了一些男女平等的事情。這次的遊戲也

很好玩，有創意還有點心，吃好好！這次的課程讓我頭腦聰明度更

上一層樓。謝謝。（50123）

兒童喜歡課程的遊戲、創意與性平知識的獲得，並肯定與感謝大學生的

付出。   

2. 從沒有方向到以尊重不同性別特質為教學目標

大學生在考量教案主題時，從沒有方向到最後以不同性別特質定

錨。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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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要帶領國小孩童瞭解性平教育內容，其實一開始是很沒有方向

的，因為他們不像青少年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可能會很容易受同

儕及家庭觀念影響。因此後來選用了遊戲，以大富翁方式帶領他們

瞭解特質及尊重每個人的不同。（G3 - 7 - 3）

大學生嘗試以遊戲方式帶入破除性別特質刻板化印象，為促進教學效

果，進行過程中需要考慮兒童需求、教具製作、互動以及創意方式等。

「不管是男是女都不要去嘲笑與欺負，因為這些會造成人家的不舒服」

（50322）。兒童回饋其對性別特質的尊重有所提升，表示應平等對待

別人，理解到有人會因性別特質的被議論而困擾，所以對於他人的性別

特質應謹慎面對。

3. 理解、製作與表達身體部位

為使兒童瞭解，大學生嘗試將身體部分的名詞製作成教具以利具體

表達。

……令我意外的是在製作教具時毫無美術天分的我竟然能將人偶畫

出，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美術領域有些貢獻很是開心。（G3 - 2 - 
3）

也因為擔任製作教材的部分，還學到了一些專有名詞，例如很少會

講到的鼠蹊部，這還是我妹告訴我的，還真是有趣。（G4 - 1 - 3）

大學生製作青春期身心衛生保健教材時，驚訝於自己的潛能及學習

到原本不熟悉的醫學名詞。「我覺得這次的性別教育課程讓我知道身體

是自己的」（50315）。

每個人的身體都值得我們去尊重，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不能在沒

經過允許的狀況下亂摸他人。（50321）

兒童回饋其理解到男性與女性不同的身體部位，自己的身體界線不容許

別人侵犯，也不能侵犯別人，更清楚如何展現尊重他人身體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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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教案及教材的艱難

大學生在製作教具及教材時，對於遣詞用字及自己動手做的過程感

到困難。

我們最後設計的牌卡主題（教材）及玩法（教案）都和原本討論的

不一樣，因為人數的掌控及年齡上的考量所以最後決定將主題訂為

正向特質卡，在找男性、女性及中性特質時，團體也有討論哪些適

合哪些屬於模糊地帶，也許是我們都受過性別平等的教育及性別心

理學的洗禮，所以對於每個特質都覺得是中性特質，很難用不同顏

色來區分專屬男性或女性才有的特質，最艱難的一個階段是寫在特

質背後的那些句子，要以正向的句子來激勵擁有這個特質的人，每

個特質有正負向的觀感及認知，有些特質受刻板印象影響極深，上

網找資料都很難找到合適的句子，或是句子出現較負面的形容詞，

所以60張牌卡要60個名言佳句，真的是改了又改，有些真的想不出
來直接換特質，為了美觀還特地下載特殊字型，為了下載字型我求

神拜佛地請教了好多人，還好一切努力終於有個成果，這些是創作

階段最難熬的部分。（G1 - 1 - 3）

從大學生描述製作教育及教案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大學生投入的熱情，

不僅在選擇使用語句時認知到自己過去學習的性別知識對自己的影響，

也看見自己如何解決困難，並不斷堅持下得到的收穫與成果。

在這次活動我學到性別平等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女生會被欺負，

有的男生也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50325）

兒童學習到不同性別需被平等對待的重要性，也擴展其原來性別框架下

的認知。

5. 遊戲引導兒童與自我特質對話

大學生引導兒童透過遊戲及對話，展現自我特質。

在第一場活動時，需要讓小朋友說出為什麼會認為這項特質會符合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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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同學，就有小朋友說另一位是娘娘腔，在當下我們有立即地說

娘娘腔並不是形容詞，所以不能拿來形容這位同學，但他還是很堅

持，我們就怕遊戲帶不完，選擇在最後做結束時再做個解說，可是

就像上面說的有時間限制，小朋友在拿到獎勵後，也很開心、興奮

無法靜下來聽我們說話，我就覺得感覺這次活動雖然帶得不錯，但

最主要要達到的目的是沒有達成的，即使只有一點點的改變也行，

如果時間上允許的話，我們應該要先和小朋友討論這個特質，讓小

朋友確實學到正確的觀念，再繼續之後的活動，才不會讓小朋友帶

著這個觀念，去傷害下一位同學，畢竟每位同學的接受程度不同，

也許這位同學聽聽就過了，但其他人就不一定，若不小心發生憾

事，再多的道歉和後悔也無法挽回。（G3 - 6 - 3）

雖然大學生已經盡力在過程中引導兒童對話，但仍有許多不足與遺憾；

因為時間有限無法立即處理，只能委由在場的導師協助，顯示大學生對

意外事件的因應能力有待加強，而在事後對於處理及修正方式與老師進

行更深入的討論。「因為只有一節課，所以沒辦法深入瞭解兩性平等」

（50520）。「我覺得不太有幫助，可是又有一點幫助，因為有些有聽

沒懂，不是很清楚」（50507）。兒童回應課程時間太短，有些疑惑無

法討論，有些概念又不太清楚，此部分只能委由現場導師處理。

（四）性別角色與互動

性別角色與互動後測分數在介入組與控制組有顯著差異存在（F 

= 7.365, p = .009），介入組（M = 30.90）顯著比控制組（M = 28.53）

高。

大學生在本議題的學習經驗為：更加深入理解文化對性別角色互動

或性相關議題的影響。此部分的主題為「理解性別的文化差異」，亦即

大學生透過討論教案的過程，瞭解到同儕間的不同文化差異造成對性相

關議題的不同看法。

透過帶領這次的性平教育，除了能夠更理解現代學生對性（相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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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理解，也可以看到臺灣與馬來西亞學生在文化上的差異對於

性（相關議題）的不同看法之影響，因此，覺得這個經驗是非常難

得的。（G8 - 1 - 4）

大學生透過無數次的課堂師生討論、線上線下小組討論以及實作後成果

分享，更加理解了不同文化下對性的不同看法。

讓我瞭解男女都要平等，不可以說她是女生，就不可以做什麼事，

也不能因為他是男生，所以只能做什麼，我覺得男女要平等。

（50113）

讓我更瞭解男生、女生的平等，比如:「女生可以做家事、男生也可
以做家事等」。（50122）

雖然兒童並未討論性議題部分，但在其回饋中仍可看到兒童解構性別分

工的偏誤，建立了不同性別可以做的事情的新視野。

（五）社會架構與資源

社會架構與資源後測分數在介入組（M = 28.69）與控制組（M = 

26.26）沒有顯著差異存在（F = 2.518, p = .120）。

大學生在社會架構與資源的學習經驗為：討論性別相關事件及資源

分配。主題為「因兒童受社會輿論無法參與課程而感到惋惜」：因受選

舉議題發酵，家長不同意兒童接受性別平等教育，造成大學生對於部分

兒童無法獲得課程資源而產生負向情緒。

此外有家長（因為擔心同志議題被放入性別平等教育中）不同意自

己的小朋友進行遊戲也感到相當可惜。（G7 - 5 - 5）

大學生與家長分屬不同世代，很難接受與理解家長及學校的顧忌，但此

也是性別平等推進過程必經之路，大學生因此增加對現實的認知，也學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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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如何面對挫折。「我覺得參加完性別平等課程後，讓我知道男生與女

生是必須受到平等的對待」（50114）。參加活動的兒童普遍肯定大學

生的實作課程，覺得有所收獲也提升了性平意識，顯示兒童資源的獲得

掌控在家長及學校手中，兒童課程需以系統概念介入。

綜合以上，大學生的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以及讓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課程，對性平意識的轉變為：(1) 

感情與性行為：與情感關係的多元表達有關；(2) 性別法規與空間：瞭

解性別相關法律、自我保護與雙向對話；(3) 性別特質與限制：從尊重

不同性別及生理、心理保健及兒童觀點進行課程設計與實施，包含遊戲

與對話過程；(4) 性別角色與互動：瞭解文化對性別角色互動或性相關

議題的影響；(5) 社會架構與資源：因兒童無法獲得課程資源而感到惋

惜。

伍、討論與建議

一、課程介入對大學生性別平等意識的轉變

研究者先從量性結果對應質性一致結果，再依質性資料結果對應量

性一致結果，最後比較量質資料相異結果並進行討論（見表6）。

表6

量性於質性資料相同相異結果

 量性資料變項是 質性資料是否有 量性與質性資料
變項
 否有介入效果 文字資料佐證 是否一致

感情與性行為 無 有 不一致

性別法規與空間 有 有 一致

性別特質與限制 有 有 一致

性別角色與互動 有 有 一致

社會架構與資源 無 有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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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性對應質性一致結果

本研究的量性結果為：在性平意識、性別法規與空間（如：因應性

騷擾能力、認識性別相關法規）、性別特質與限制（如：破除性別特質

刻板化、身心衛生保健）、性別角色與互動（如：反思家庭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角色差異）等方面，介入組顯著比控制組高。對應質性結果：在

性別法規與空間（瞭解相關法律、自我保護與雙向對話）、性別特質與

限制（尊重不同性別、身心保健、從兒童觀點設計與實施課程）、性別

角色與互動（文化對性相關議題的影響）等方面均顯示，課程介入加深

大學生對性別相關法規的理解與因應性騷擾能力，讓大學生在對兒童進

行課程實施過程中可以講解相關概念、回應兒童問題及對話，使其在性

別平等意識、性別法規與空間、性別特質與限制及性別角色與互動內涵

等方面的質量資料達成一致。大專院校的性別平等目標為：以增進大學

生性別平等意識為學習主體，以性別平等教育為手段，讓師生得以辨別

性別刻板印象，喚起大學校園重視性別平等意識（潘才學，2018）。本

研究結果除了與莊惠凱等人（2016）發現大專學生性平認知能力高，透

過教師提供教案設計活動內容並融入學科教學活動，可提高學生的性平

教學滿意度之外，亦與Yang（2019）引導討論與設計課程能增加性平

能力核心的結果類似。本研究在學生實作前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演講、參

訪、團體小組討論發展教案及教材、進行國小單元課程實作、實作後成

果發表與反思討論等課程多元設計，可讓學生得以體驗而深化其性平意

識。

本研究對象中，介入組的女生人數多於控制組的，而翁楊絲茜等人

（2013）的研究顯示：在「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性別角

色」及「性別認同」等方面，女生顯著比男生有較高的性別平等意識，

故在推論研究結果時須謹慎解釋，有可能是性別影響結果。另外，介

入課程使用修改自Crawford與Jackson-Best（2017）CIGAD的三階段：

(1) 女性主義及性別分析理論介紹；(2) 到國小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

課程；(3) 課堂報告成果及行動覺察，希冀藉由學習與實作過程進行對

話，深化性平意識，並使相關知識得以傳播。

曾郁嫻與程瑞福（2010）以球類運動設計方式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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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發現，有一部分的學生與同儕互動可營造友善學習環境，並主

動協助隊友練習；但另有部分學生則呈現對抗教學活動的現象，讓體育

能力強弱的對立越來越明顯，故並非所有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都有正向

效果，也可能出現反效果。本研究探討之性平意識、性別法規與空間、

性別特質與限制、性別角色與互動等議題，介入組表現的分數皆顯著高

於控制組，與先前研究相異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對象是心理學系大學

生，本身有較多機會學習心理專業課程，且較常接觸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故對於課程中有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接受程度較高。

（二）質性對應量性一致結果

大學生在「性別法規與空間」的經驗，包括：「增加對性相關議

題的理解」以及「就性騷擾議題雙向對話」。大學生經由設計教案及製

作教具過程，與同儕對話及互相理解，並就教案的性平相關議題收集資

料，在實作教案過程進行與兒童對話，促進彼此的瞭解與分享對性騷擾

議題的想法。對應量性資料之顯示：課程介入對大學生的「性別法規與

空間」意識有影響，可能是因為大學生投入系列教學活動，從接受性別

平等教育單元課程、與同儕討論主題、決定教案、製作教材與教案、尋

找與閱讀資料、實施教案、與兒童遊戲及對話等過程中，性平意識得以

提升。「性別主流化」是一種政策及策略，以促進社會、制度與法規等

方式來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實施在大學教育部分則為鼓勵發展教材、

師生合作共同規劃與實施相關教育活動等（謝小芩、黃淑玲，2023），

對應至本研究結果顯示師生合作規劃教案與實施是具有成效的。

大學生在「性別特質與限制」的經驗，包括：「從兒童觀點思考

性平課程設計」、「從沒有方向到以尊重不同性別特質為教學目標」、

「理解、製作與表達身體部位」、「製作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教案及教材

的艱難」以及「遊戲引導兒童與自我特質對話」。此部分的學習心得最

多，可能是對於性別特質的主題，國小導師較易接受及大學生覺得較容

易操作課程所致。大學生發展的課程方案，以性別特質及性別刻板印象

最多，投入此議題的時間及討論亦是最深；此與量性資料：介入組在

「性別特質與限制」的性平意識比控制組高的結果相似。大學生進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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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實作課程時，會以裝扮不同性別之人物引發動機討論，也與何政光

與戴文珠（2009）使用情境式教學（行動劇角色扮演以及各科融入情境

式教學等），對性別平等之認知產生正面影響的結果類似。

大學生在「性別角色與互動」經驗中，透過與同儕討論教案過程

而瞭解不同文化造成對性別議題的不同看法；可對應至量性結果：介

入組在「性別角色與互動」的性平意識顯著高於控制組，亦與楊馥如

（2016）認為將性平議題融入設計課程，讓學生學會透過課程反思性別

刻板印象以及增加對性平理解的研究結果類似。

根據本研究探討，量性與質性結果一致者為：性別法規與空間、性

別特質與限制、性別角色與互動等變項，證明大學生參與國小生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介入，可提升其性別平等意識。此外，對大學生進行之兒童

遊戲治療課程設計中包含了接受性別平等教育、女性主義教學及勵馨基

金會參訪等項目（如表3所示），而大學生教授小學生之教案設計內容

則偏向性別特質、性別刻板印象、性騷擾及自我保護等議題（如表4所

示），亦可佐證本課程的介入範圍都落在性別法規與空間、性別特質與

限制、性別角色與互動等方面，由此可見其性別平等意識的轉變。

（三）量性與質性資料相異結果

依據量性資料顯示：介入組在「感情與性行為」與控制組無顯著差

異，與質性資料：「多元成家及同志議題不被接納的遺憾」發生不一致

的現象（質性有資料，但量性無顯著差異），其成因可能與國小實作聯

繫過程有關。原本有9個國小班級願意進行單元課程，但在課程開始前

兩週，正值2020年總統選舉的性別議題發酵，造成某些國小導師為避免

家長爭議而選擇退出；為了避免家長有所疑慮，國小校方甚至請大學生

勿納入同志及多元成家議題，但當時課程相關的影片及多元性別教案的

設計均已完成，卻被迫無法使用而改採其他主題，這些意外過程讓大學

生出現負向感受可能是因為其原本的設計被阻斷，感受到家長無法接受

同志議題及無法對話的無奈所致。翁麗淑（2019）認為，雖然2019年5

月17日立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專法，但之後社會仍充滿各種紛擾。某位學

者被學校要求在朝會中用五分鐘時間向全校師生宣導性別平等教育，但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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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交代不要談婚姻平權，猜想校方可能是擔心社會輿論反同的關係；然

而，學者認為同性婚姻法是臺灣重要的一步，因此仍將同婚相關議題納

入演說之中，後續也未出現任何投訴或爭端，可見性別平等教育仍需持

續努力。若無法落實多元性別的理念，迴避性關係議題的討論，亦屬於

性別不友善的行為（潘才學，2018）。

量性與質性結果不一致的另一向度為：社會架構與資源，其在量性

結果無顯著差異，但質性結果卻發現：兒童因受社會輿論影響無法參與

活動。可能是大學生無法接受因為社會輿論的關係，導致部分小學生無

法接受課程資源、無法獲得對話及資源，感受到社區對於特定性別平等

議題的排斥所致。

在「感情與性行為」及「社會架構與資源」方面，大學生描述了

「多元成家及同志議題不被接納的遺憾」、「兒童因受社會輿論影響

無法參與活動」的兩個主題經驗，顯示由於無法就這兩個議題與兒童對

話，限縮了大學生學習此議題的內容與深度；而在兒童課程回饋資料中

也缺乏此兩個議題的對話描述，對應至量性資料則可發現「感情與性行

為」、「社會架構與資源」並無介入效果的結果，反映了大學生與國小

生對話歷程對於深化彼此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性。

本研究之大學生均曾接受過三次單元式的性平課程，雖然有些同學

修習過性別心理學（研究者查過其課綱，發現內容較少包含感情與性、

社會架構及資源的主題）或是通識課程的性平相關課程，但是因為四年

級學生的最低修課學分為2學分，大多數學生只修兒童遊戲治療這門課

或多一、兩門課，且同時間系上也沒有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活動，故量性

資料在性平概念中的感情與性、社會結構等方面，並沒有機會觸及到本

研究課程，大學生教授小學生時所選擇的主題也未見到相關內容，亦未

特別閱讀相關文獻，均有可能因此導致無顯著效果。

二、課程介入及實作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設計

研究者在大學生介入課程使用之Hong與Lawrenz（2005）的教學策

略為：(1) 個別諮詢：在課堂中，安排每組進行教材教案規劃之報告，

並提供各組個別諮詢，以符合每組學生的需要及問題；(2) 使用影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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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者安排兩組同學負責製作性別平等教育影音教材，利於小學生

及大學生課堂中使用；(3) 開放討論：大學生在課堂報告後，各組討論

並提供回饋；大學生帶領國小生進行性平課程時，其課程設計可讓小學

生有機會在班上講自己的想法與疑問，而有獎徵答及課後評量方式，則

可同時複習課程內容及解答小學生的疑惑。

研究者反思自己的教學過過程，看見大學生實作過程的心理歷程

為：(1) 建構教材教案過程：毫無頭緒→困難→挫折→擔心→團隊合作

解決問題→收穫→期待教材被肯定；(2) 大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

帶領階段：正負向情緒交雜（擔心兒童反應不好、期待實作）→遇到教

學困難→團體合作、調整教案與面對問題→正負向情緒交雜（難過、不

適合與兒童工作、成就感、覺得與兒童工作能力增加）；(3) 反思與整

理經驗：經驗性平意涵的深化→反思性平課程的核心→對未來教學流程

的修正與期待。上述結果呼應陳儒晰（2009）認為在課堂與學生交流性

別平等觀念的想法與實務，是利於性別平等意識的教學活動，以及Lim

等人（2021）所發現，要促進專業人員的性平意識與性別敏感性，性平

相關課程的開設是必須的。

從量性資料可得知，實作國小生性平單元課程對性平意識的轉變，

而不知大學生在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若連結質性結果後則較為

清楚。由上述大學生實作設計教案、帶領課程與反思整個完成團體作業

等過程，以及大學生內在轉化經驗書寫整理之心得，可發現大學生帶領

的課程包括了性別刻板印象、性別特質、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等性平議

題。在課程製作過程，大學生透過尋找資料、搜尋過去經驗、遇到困

難、合作學習解決問題、完成教材教案與帶領課程等過程，有機會不

斷地碰觸性平資訊，先與團隊成員就選擇議題、角色特質的內容進行對

話，到國小實作時又與兒童對話，回到課堂報告中再重新反思與整理分

享，最後，經由質性結果讓研究者更清楚量性結果的成因。雖然，霍秉

坤與胡婧菁（2012）認為，由於難於處理基本哲理的差異，致使整合

質性和量性研究尚有諸多困難待解決，但仍應不斷地探討，因為從課程

學術研究的視野而言，整合研究是富創造性且帶來多方思考及具挑戰性

的。

研究者在設計大學生的兒童遊戲治療課程時，加入性平概念，主要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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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大學生瞭解性平概念及學習教學方式，之後即可進入國小實作性別

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在協助大學生建構國小生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方

面，讓大學生藉由學習過程的彼此對話，對於性平概念及實踐進行深度

的討論，並考量各種設計過程中可能會損及性別主流化的用詞考慮以及

設計（包括影片內容、題材、卡片、教案設計），在不斷的對話與討論

中深化性平態度。實作過程中，大學生運用課堂所習得之與兒童互動的

知識和技術，在國小場域進行班級輔導活動，回到大學課堂中再與同班

同學分享，並與同學及老師對話，這樣的課程設計過程有其價值；學生

最大的感受來自於實作過程的互動與對話，使自己原來的性平意識、理

解、圖像，產生視野上的擴大。林曉芳與黃碧惠（2010）所描述之「性

平意識」：即個人認同性別平等的價值，對於社會文化及父權思想造成

的性別不平等及原因有所理解，並能有正確平等的態度、看法及價值

觀。蘇芊玲（2001）認為性平意識應從覺察到覺醒，女性主義教育學亦

強調增能與實踐。上述文獻顯示：性平意識著重的似乎是認知層次之看

法、價值觀及態度，也包括了實踐的行動部分。本研究讓大學生使用行

動去實踐其所理解的性平概念，不僅在實作過程中藉由收集資料、閱讀

文獻及與同儕老師對話等過程，加深其性別意識的覺察，亦在對國小生

實施課程時展現性平的態度，顯示在實作行動過程中，提升了性平的知

識與態度，並擴展了情感層面的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且增加多元的觀

點與視野。

三、混合研究結果及創新性

本研究結果與何政光和戴文珠（2009）、莊惠凱等人（2016）、

以及楊馥如（2016）的研究結果類似，都是發現性平融入課程設計，讓

大學生性平意識提高，而與曾郁嫻與程瑞福（2010）的發現：部分學生

呈現對抗教學活動與對立的結果有所不同。研究者認為，研究結果差異

的原因，可能與蘇芊玲（2001）的觀點一致，亦即性平意識從覺察到覺

醒，應強調增能與實踐：首先，使用專業相關課程促進性平意識，因而

產生增加專業能力之效果；實踐層面則可透過課堂或社區活動進行，在

此過程中融入性平議題對話，此與陳儒晰（2009）所提出「學生交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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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觀念是有利於提升性別平等意識的教學活動」的觀點一致。故研

究者認為，課程核心設計應提供實踐機會，讓學生感到增能，及進行交

流對話，以促進學生的性平意識。

本研究創新之處為：將性平議題融入於諮商專業課程之設計，不論

是透過主軸課程學習的助人專業能力，或是協助性平議題融入的實作，

大學生是性別平等教育的接受者也是實施者，其在師生合作發展教材教

案及實施教案的過程中，增強了性別平等教育學習後的應用能力。綜上

所述，本課程設計強調增能、實踐及對話，以促進大學生及兒童的性別

平等意識。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別教育及實作後，介

入組學生的性平意識總分、性別法規與空間、性別特質與限制、性別

角色與互動等方面，分數均顯著高於控制組；質性資料則包括感情與性

行為（與情感關係的多元表達有關）、性別法規與空間（瞭解性別相關

法律、自我保護與雙向對話）、性別特質與限制（從尊重不同性別及

生理、心理保健及兒童觀點進行課程設計與實施，包含遊戲與對話過

程）、性別角色與互動（瞭解文化對性別角色互動或性相關議題的影

響）、社會架構與資源（討論性別相關事件及資源分配）等層面。本課

程使用個別諮詢、影音資料及開放討論等教學策略，及三階段的課程設

計：(1) 女性主義及性別分析理論介紹（演講、參訪）、發展班級活動

方案；(2) 至國小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3) 大學課室報告成果與

反思討論。這些課程設計及實作行動均可促進性平意識的轉變。

大學生兒童遊戲治療課程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讓大學生參與國小性

別平等教育單元實作的課程設計，經研究者反思後所作的建議為：(1) 

增加大學生以單元式課程，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個不同領域的課程，

這是因為性別法規與空間、以及性別特質與限制等，是大學生較容易接

觸且較可能顯著提升性別意識的主題，而感情與性行為及社會架構與資

源等議題，則是大學生較少接觸與需再加強的部分；(2) 專業領域的實

作可提高學生學習性平概念的興趣及專業實作能力，藉由實作及帶領小

大學生參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作課程
對其性別意識轉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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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性平課程中不斷進行的實作與對話，讓大學生更容易理解性別平

等教育的內涵；(3) 課程內容應整合性別平等教育的資源，讓大學生具

備較為厚實的性平能力後再去教導國小生；(4) 應持續增加額外研究或

教學計畫支持，以促進大學生之性平意識。

此外，關於學生學習與師資培育性別平等教育促進策略方面，則建

議採主題式融入課程（單科附加單元）方式，融入性別教育平等議題：

(1) 諮商輔導相關課程：因諮商倫理需要培養學生的性別平等意識，故

在諮商課程融入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學生學習相關知識後至社區進

行實作，結合了諮商技術及性別平等教育，可讓學生應用諮商技術及性

別平等教育知識以加深實踐能力；(2) 師資培育課程：採用團體作業方

式設計性別平等教案及製作相關教具，讓學生累積教學設計及實踐經

驗，提高其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具、教案設計能力及性別平等意識；(3)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為瞭解學生學習性別平等教育之成效，從口試、實

作後成果展示、被實作對象之回饋，以及修課大學生之學習經驗等多元

評量方式評估其學習成效。

本研究限制為實作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前，僅在課堂上進行

三次性平議題課程的學習，使大學生在課程設計及實施部分難以應變，

對國小學生特質的不夠瞭解，對國小授課班級前置學習經驗亦難以掌

握，這些都是實作課程設計待改進之處。再者，大學生是否具備足夠的

性平知識？其對於108課綱的性平議題中的學習主題的瞭解有限，雖對

自選的主題內容有較深入瞭解，但是否具備足夠的教學技巧來提升兒童

的性平知能呢？這些部分是研究者沒有更嚴謹處理的課程設計，為本研

究的限制。此外，本課程因為修課人數不多，造成收樣過程後測人數流

失現象。最後，由於研究者與教學者為同一人，雖較為清楚整個教學過

程，但也可能在教學歷程中有先入為主的概念，導致質性分析的視野較

為偏頗。

在介入組與控制組設計的限制方面，由於兩組的共同處僅為：選

修、3學分及開設於四年級，其他教學相關設計皆不同，而介入組學生

為心理系學生且多數是女生，相較於控制組多為修習非助人專業課程的

男性學生，故較難推論：「本研究課程影響大學生性平意識的結果，主

要為課程設計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讓大學生至國小實作性別平教育單元



151

課程而產生的影響」，這是因為其他教學設計、教師及研究對象背景變

項皆無法控制。另外，大學生是在課堂接受性別平等教育後即提高其性

平意識呢，還是去國小實作後才增加的呢？因為兩者是一起融入在課程

中進行的，大學生同時是性別平等教育的接受者以及提供教學課程者，

故其主要是哪個過程造成的效果實在難以區分。本研究測量的應是綜合

效果，此為未來可以在研究設計上可再釐清之處。

對於未來研究設計的建議為：(1) 控制組與介入組的選取：儘量使

用同一門課程以及同一位授課教師，將兩組課程內容控制在僅有無實作

之不同，如此可更清楚是否因為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導致大學

生性別平等意識增加；(2) 單一角色：研究者、教學者與質性資料分析

者，若能由不同人擔任，可增加資料分析與解讀的客觀性；(3) 設定特

定主題的性別平等教育主題實作：本研究在實作主題範圍方面較為發

散，故「感情與性行為」與「社會架構與資源」的介入無顯著效果，建

議可聚焦在大學生較缺乏的性別意識內涵範圍，再針對主題範圍尋找合

適實作教案對象的學校或機構合作，如此深化特定議題聚焦的方式，可

方便教師對大學生融入議題課程的設計，也更能產生介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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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al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urs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Chu-Mei Lan* Chia-Hui Su**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ractice can stimulat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integrating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to 
children's play therapy courses. It invited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urther observed the resulting effects on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Research Design/Method/Approach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mixed study and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o collect sample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29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19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tended elementary schools to conduct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unit courses,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did not conduct 
gender equity courses. The research tools used were the Gender Equity Scale 
(GES) and worksheets document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written experienc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variate analysis, and 
template analysis.

Research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pre-test scores, the total 
scores of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gender regulations and space, gender 
traits and restrictions, gender roles, and interactions from th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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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data also support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 

Implementing a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ourse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Research Originality/Value

Us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courses to help students ac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uppl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equity 
issues i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courses, this curriculum design 
emphasizes empowerment, practice, and dialogu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la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ity 
unit cours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Education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Psychology-related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use a three-stage 
curriculum desig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m and gender analysis theory and 
development of lesson plans;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unit 
courses; and university classroom report results and reflective discussions. 
This design will allow college students to increase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in practic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equity awarenes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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