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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107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素養導向性平教學轉化種子教師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 

（二）台南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台南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四）台南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教師認識及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性平議題實質內涵及學習主題。 

 (二) 教師能充分掌握性平實質內涵將性平議題轉化融入領域課程，建構知識的橫向整合。 

 (三) 教師能設計性平議題主題式或融入式課程，發展有效教學策略及改善教師評量方式。 

 (四) 性平輔導團員協助彙整成果上傳網站(含性平團網站、飛番雲、CIRN)，擴增性平資源。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團 

 

四、辦理日期：107年 10月 25日 6小時 

五、辦理地點：永仁高中文萃樓 1F多功能教室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全市國中小教師，約 80人 

七、研習內容 

(一) 剖析性平議題核心素養、實質內涵及學習主題。 

(二) 透過示例分享說明性平議題轉化融入領域課程。 

(三) 運用小組工作方式產出性平議題轉化融入領域課程活動設計。 

(四) 落實教師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教學設計工作坊的回流機制，成果於 107/11/22「生涯輔導基本知

能-生涯發展與性別因素」融入教材教法示例分享研習中呈現。(學習護照代號：214170) 

八、實施方式：專題演講、分組探討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學員報到 承辦學校 

09：00 ～ 12：00 

壹、十二年國教與性別教育 

貳、性平學習主題和實質內涵解讀 

參、提問練習與素養教學 

大竹國小 陳音汝主任 

12：00 ～ 13：30 休息用餐 承辦學校 

13：30 ～ 16：30 

壹、性平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試作 

貳、附錄二示例-以國語文為例 

參、以多元文本帶領實作 

新竹市關埔國小 

李怡穎主任 

練芳妤老師 

16：30 ～ 賦歸 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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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 評估方式：問卷調查、作品產出 

（二）評估工具：滿意度調查表暨回饋單 

 
「素養導向性平教學轉化工作坊 1071025」 

（三）評估指標： 

1.教師同意接受課程內容並願意參與活動進行 

2.教師能產出合乎主題之教學設計 

十、預期成效： 

（一）參與教師理解現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內涵，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二）教師充分掌握教材內涵，並應用於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現場。 

（三）參與教師於下半場研習時能分組提出成果進行分享。 

（四）教師能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充分整合運用，發展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課程教  

      學，並於回流工作坊中分享實際教學成果。 

十一、本計畫聯絡人：歸仁國中性平執秘王旻虹(06-2301873#135)。 

十二、本計畫經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初審並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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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國教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團~~素養導向性平教學轉化工作坊 

                                                          107.10.25 
性別平等教育核心素養 

 

 

 

 

 

 

 

 

 

 

 

 

 

 

 

 

 

 

 

 

 

 

 

 

 

1. 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應只偏廢在知識上面。 

2. 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就是更朝向學習意義的感知（making sense）以及真正的理解

（understanding）。真正的理解，得把學習內容和過程與經驗、事件、情境、脈絡做適切結合，意義

才會在其中彰顯出來。 

3. 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須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合在一起，不只是給 

孩子魚吃，更要教孩子釣魚的方法，才得以陶養學生擁有自學能力，成為終身學習者。 

4. 強調讓實踐力行表現的空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不只能把所學遷移到其他例子進行應用，或

是實際活用在生活裡，更可對其所知所行進行外顯化的思考，而有再持續精進的可能。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性別平等教育核心素養項目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性(A1)尊重多元的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以促進性別的 

自我瞭解，發展不受性別限制之自我潛能。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性(A2)覺知生活中性別刻板、偏見與歧視，培養性別平等意識， 

提出促進性別平等的改善策略。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性(A3)維護自我與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善用各項資源，保障性 

別權益，增進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制)能力。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性(B1)了解語言、文字等符號的性別意涵，分析符號與溝通的性 

別權力關係。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性(B2)培養性別平等的媒體識讀與批判能力，思辨人與科技、資 

訊與媒體之關係。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性(C1)關注性別議題之歷史、相關法律與政策之發展，並積極參 

與、提出建議方案。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提升情感表達、 

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性(C3)尊重多元文化，關注本土的性別平權事務與全球之性別議 

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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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素養導向教學觀課紀錄表 

觀課班級：  觀課日期：  

授課老師：陳音汝老師 觀課者：         老師 

單元名稱：我們的家庭真可愛 授課時間：10:30-11:10 

觀課組別 

 

 

 

 

 

★請觀課者協助授課者檢視 ★請觀課者協助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 

素養導向教學面向 
性平教學 

檢視重點(勾選) 

記錄重點：以學生為主體，觀察課堂中【師-生】、【生

-生】互動情形；【生-生】討論狀況，具體記載教學

事實，以檢視素養導向教學 

1.把知識、技能、 

態度整合，強調學 

習是完整的  

□能適時歸納、總結教材內容，

協助學生 

了解多元家庭的樣貌 

 

 

 

 

 

2.強調情境化、脈

絡化的學習，朝向

學習意義的感知以

及真正的理解 

□能引發學生透過新聞、繪本與

影片，連結自身經驗，覺察家庭

的多元樣貌。 

 

 

 

 

3.強調學習歷程、

策略及方法 

□能引導學生以「ORID」提問層

次歷程，覺知家庭不同的分工與

多元組成的樣貌。 

 

 

 

 

 

4.強調實踐力行表

現的空間，讓所學

遷移，持續精進 

□能引導學生透過書寫卡片活

動，呈現接納與尊重家庭的表

現。 

 

 

 

 

 

【小提醒】1.請觀課者嚴守「不說話」、「不介入」、「不游走」各組的三不原則。2.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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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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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閱讀四層次提問法 

 

 

 

 

 

 

 

 

 

 

 

 

 

◎繪本「愛花的牛」閱讀四層次提問示例 

 

 

 

 

 

 

 

 

 

 

 

 

 

 

 

 

 

 

 

 

 

層次 方向 說明 提問舉例 

第 

一 

層 

客觀性問題：  

熟悉故事（討論

材料） 

~故事中的人、

事、時、地、物 

故事層面 

（具體、簡單、易答） 

＊不涉及情緒  

＊指故事說什麼？

內容不脫離故事，

也就是答案在故事

的文字和圖片脈絡

中就可以找得到。  

   敘說階段 

＊其他的牛長大後最大

的希望是什麼？  

＊為什麼費迪南會被挑

中參加鬥牛賽？  

＊為什麼鬥牛比賽後，

費迪南又被送回老家？ 

第 

二 

層 

感受性問題：  

讀者設想故事角

色的體會與故事

情節的感受 

 
＊不是讀者自己的  

情緒。  

   敘說階段 

＊費迪南一出場，觀眾

是什麼情緒？  

＊當鬥牛士無法激起費

迪南時，是怎樣的心

情？ 

第 

三 

層 

詮釋性問題：  

讀者生命經驗與

故事情節與角色

的對照、反思與

發現 

生活層面 

（抽象、需思考）  

＊問題由故事出發   

進而連結讀者的生

命經驗。  

   解構階段 

＊如果你是費迪南的媽

媽你會尊重自己的孩子

做自己喜歡的事嗎？原

因是什麼？ 

第 

四 

層 

深探性問題：  

讀者省思後的啟

示及未來的運用 

 
＊已脫離故事的人    

事物。  

   重新建構階段  

＊你覺得自己具有哪些

特質？你喜歡這樣的自

己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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