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學行政人員及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課程 

 

一、研習課程規劃之必要性及其課程內容規劃之主要依據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  

1. 第15條 教職員工以及教育行政人員實施培訓、進修、儲訓之規定。  

◎ 條文：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行政主管人員

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

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2.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性別事件處理、調查人員，課程實施相關

人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  

◎ 條文：  

(1) 本法  

第9條第1項規定性別平等教育會委員資格、第19條第1項規定教學

人員、第30條第3項規定調查人員。  

(2) 細則  

第14條規定教材編寫、審查、選用之人員。  

3. 本法課程、教材與教學之規定  

(1)本法  

◎第17條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勵學生發揮潛能，不得因性

別而有差別待遇。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

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高級中等學校及

專科學校五年制前三年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大專校院應廣開

性別研究相關課程。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量方

式。」  

◎ 第18條  

「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

材內容應平衡反映不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

別觀點。」  

◎ 第19條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

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  

教師應鼓勵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  



(2) 細則 

第13條規定，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

教育。  

第14條規定，教材內容呈現性別平等及多元價值。  

4. 細則第8條，定義「性別平等意識」  

「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不平等現象及其成因，

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二)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7條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年至少有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

育課程」內容如下：  

1. 兩性性器官構造與功能。  

2. 安全性行為與自我保護性知識。  

3. 兩性平等之教育。  

4. 正確性心理之建立。  

5. 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6. 性侵害犯罪之認識。  

7. 性侵害危機之處理。  

8. 性侵害防範之技巧。  

9. 其他與性侵害有關之教育。  

(三)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規定性別平等教育為重大議題，應融入各

學習領域。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能力指標概念架構如下：  

◎ 性別的自我瞭解  

1. 身心發展  

(1) 身心發展差異 (2)身體意象 

2. 性別認同  

(1)性取向 (2)多元的性別特質  

3. 生涯發展  

(1)不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2)職業的性別區隔  

◎ 性別的人我關係  

1. 性別角色  

(1)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2. 性別互動  

(1) 互動模式 (2)表現自我  

3. 性別與情感  



(1) 情緒管理 (2) 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3) 情感關係與處理  

4. 性與權力 

(1) 身體的界限 (2) 性與愛 (3)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5. 家庭與婚姻  

(1) 多元家庭型態 (2) 家庭暴力  

6. 性別與法律  

(1)權益與法律救濟  

◎ 性別的自我突破  

1. 資源的運用  

(1)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的運用 (2)校園資源的運用  

2. 社會的參與  

(1) 對公共事務的參與  

3. 社會建構的批判  

(1)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力關係 (2) 多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  

 (四) 師資培育法第二條規定：  

「師資培育課程……應著重道德品格之陶冶、民主法治之涵泳、專

業精神及教學知能之培養。」，目前性別平等教育已為中小課程綱要內

容，且性別平等教育法頒佈，教師依法自應具備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知

能，含蓋課程規劃與實施所須之知識、態度與技巧 。  

二、課程規劃重點與目標  

(一) 本研習課程規劃以在職之教育人員為主，分為教師與教育行政人員。  

1.教師：指學校有實際授課之教師，含代課、代理教師。  

2.行政人員：指兼職行政工作之教師，及教育主管機關之教育行政人員。  

(二) 課程重點  

傳統師資培育課程中缺乏對於教師有關性別教育之培育，以至於教

師教學及對待學生時常受限於性別知能不足，無法落實性別平等融入課

程課程教學、師生互動與輔導之需求，甚至造成性別偏見、性別歧視之

反教育效果，而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公佈後，所有教育人員之性別平

等教育在職進修更為法律要求。依據以上相關法令與教師所受性別平等

教育背景，進修內容首應以激發其性別意識、培養對自己經驗之反省能

力，增加對學校體制中之性別預設及運作機制之敏感度及洞察力，並能

協助學生於日常生活實踐及面對相關性別議題時，有能力覺知自己所處

社會環境及立場，以增加不同經驗及價值之理解、尊重與關懷，發展性

別平等教育知能與多元觀。  

(三) 為使課程能有不同層級，適應不同對象與需求，設定研習目標如下：  

1.初階：以開發與培養性別敏感度，覺察自我之性別知覺為主，促進教



師反思性別意識，增進性別平等教育之認知，激發關心，性別議題，

覺察性別事件。  

2.進階：培養將性別觀點融入教學之能力，以及能規劃性別平等教育活

動、設計、編寫相關教材，以及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能力。  

三、課程分類與理念架構  

(一) 分類  

1. 性別平等教育理念  

(1) 以達成初階研習目標為主，促進性別意識覺醒，增進初級之性別

平等教育概念認知，建立性別平等意識。  

(2) 檢視課程教材不符合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並能將之轉化，修訂。  

2.   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領導實務  

以進階課程目標為主，培養性別議題規劃、教學，解決問題能力以使

之  

(1) 能有效統整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計畫，並提供資源。 

(2) 提昇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設計」及「活動規劃」的能力。  

3.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實踐  

(1) 養成能以「融入學科式」之性別平等教育教學模式之習慣。  

(2) 以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實務為主，配合初階與進階教材內容實

施，以其組合方式之不同可供進階或初階進修。  

4. 性別平等教育之自我增能  

經由社會文化、法律、制度、習俗等有關權力、階級之批判、反

思、研究，以使教育人員正真改變其舊的、僵化的性別認知基模，自

我脫離習性控制，達成自我不斷蛻變和自我實踐的歴程。  



 (二) 理念架構  

1. 研習課程基本架構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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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習課程  

項

目 

總

時

數 

編

號 

課程名稱 課程

時數 

內容概要 

一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理

念 

24 
1 

性別平等教育運動

之發展與現況 

3 1. 婦女運動與性別平等教育之發展 

2. 目前社會環境性別不平等現況 

3. 校園的性別現況 

2 

性別平等意識 3 1. 性別平等的價值與實質平等的義意 

2. 了解性別不平等的存在與其成因，尋求改

善的信念 

3. 解構性別迷思 

3 

相關防治法規之精

神與內涵 

3 1. 相關防治法規知能與通報、處理責任 

2. 了解法規所保障的人權價值與內涵 

3. 採取積極行動維護性別平等價值 

4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能力指標之解讀 

3 1. 性別教育能力指標的主要概念 

2. 能力指標的具體實踐 

5 

性別平等之校園文

化內涵 

3 1. 校園性別互動、組織的檢視與反思 

2. 積極營造性別友善校園文化消除偏見、歧

視 

6 

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凌之辨識與輔導 

3 1. 性侵害/性騷擾的辨識與預防 

2. 危機處理與輔導 

3. 資源整合與合作 

7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之檢視與評鑑 

3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成效評估 

2. 自我評鑑的指標與方法 

8 

性別平等教育法

(1) 

3 1. 精神與內涵 

2. 各章之主旨與要項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任務 

二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課

程

領

導

21 
9 

性別平等教育之行

政運作與整合 

3 1. 行政單位的性別平等教育責任分工 

2. 單位合作與整合 

3. 性別平等教育計畫之整合設計與落實 

10 

性別平等教育校園

文化之營造 

3 1. 校園性別弱勢之理解、關懷與包容(性別特

質、同志、懷孕學生等) 

2. 無性別偏見之教學活動規劃 

11 
性別平等、安全校

園空間之建構 

3 1. 校園安全環境規劃與教育 

2. 校園安全、平等之設施 

12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活動與課程之時機

與策略 

3 1. 課程施實目標與內涵 

2. 性別融入課程設計 

13 校園性別輔導機制 3 1. 性別事件相關當事人之輔導知能 



實

務 

之建立 2. 校內外輔網絡之建制 

3. 性別相關事件之法令 

14 
性別暴力與危機處

理 

3 1. 性別暴力的樣態與處理態度 

2. 危機處理與輔導 

15 

性別平等教育法

(2) 

3 1. 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細則與校園性騷擾防治

準則之統整。 

2.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功能及運作模式 

3. 課程、教材與教學之規定與實務 

4. 校園安全防治與危機處理 

三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課

程

教

學

實

踐 

18 
16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教材教法 

3 1. 性別平等教育之特質 

2. 性別平等教材選擇、組織與教學安排 

17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的設計原理與實務 

3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之特質與要點 

2. 活動與學科融入實務 

18 
性別議題進入課程

實作、觀摩 

3 自選科目以學科或活動方式實施 

19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設計實作、教學 

3 自選科目以學科或活動方式實施 

20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實例觀摩 

 

6 自選科目以學科或活動方式實施 

四

、

性

別

意

識

之

自

我

增

能 

24 
21 

性別與社會文化 2 1. 社會文化中隱藏的性別刻板角色 

2. 重構性別平等的社會文化 

22 性別與人我關係 2 1. 人我互動中的性別意識 

23 
性別與婚姻/情愛

關係 

2 2. 婚姻/情愛關係中的性別互動 

24 
性別與空間關係 2 1. 空間如何形塑性別特質 

2. 空間與資源分配 

25 性別與親職教育 2 1. 親職教養中的性別意識 

26 
性別與媒體識讀 2 2. 識讀媒體中隱含的性別意識 

3. 反思與批判 

27 性別與多元文化 2 1. 性別特質與性傾向的尊重 

28 
性別與權力 2 1. 性別與權力的關係 

2.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力 

29 
性別與生涯發展 2 1. 職場與性別 

2. 自我開展 

30 其他 6 （視各校學校本位需求自行規劃） 



五、實施原則  

（一）初階  

1. 教師應在第一項課程選擇5-8課程，至少集滿15小時。  

2. 行政人員應在第一項課程選擇4-8課程，至少集滿12小時。  

（二）進階：(以完成初階課程者優先參加)  

1. 教師應在第三項課程中選擇4-6課程至少12小時，第四項課程選擇6

小時。  

2. 行政人員應在第二項課程中選擇4-7課程至少12小時，第四項課程選

擇3課程6小時。  

3. 實習與觀摩課程可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辦理並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