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課程與教學種子教師教案示例 

領域/科目：社會/公民與社會 
主題/科目單元名稱 第一冊第五課 政治參與 設計者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顏偉家教師 

實施對象 高一 總節數 共 2 節，合計 100 分鐘 

課程實施方式 

■融入部定課程 ■必修 

        □選修 

□融入校訂課程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校訂性別相關課程 

□彈性學習時間 

教學設計動機與理念 

(一)為何會有此教學設計的發想？ 
2018 年 11 月 24 日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同時舉辦多達十個公投案的公民投

票，此次公投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很大，也很重要。 
(二)此份教學設計與實施對象的學習有何關聯？ 

高一學生在公民與社會的課程中，學到公投的意義、我國公民投票法的基

本規定之後，我想透過讓學生討論 2018 年 11 月 24 日的第 10、11、12、
14、15 公投案，來使學生對於人權與公共議題，能有更多的思考與對話

可能。 
(三)想透過此教學設計達成何種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首先學生要能先看懂這五案公投的提案內容，再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傾聽他

人意見，希望他們能在討論過程中，試著去同理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

經歷與情緒。以具備對人權、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的核心素養，進而提

升公民意識。 
(四)此份教學設計性平議題之學習主題（實質內涵）與學習重點的關聯性為

何？ 
透過檢視性別相關政策（第 10、11、12、14、15 公投案），並提出自己看

法。這過程需要釐清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並傾聽他人意見，進而同理不

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五)重要的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有哪些？ 
  1.透過前後測：觀察學生的立場有無改變 
  2.積極聆聽活動：培養學生傾聽的態度要專注和用心。 
  3.KJ 法：將有類似想法的便利貼整理在一起。 
  4.象限/光譜法：將海報紙上的便利貼進行分類。 
(六)實施對象學習此單元後，會呈現哪些學習表現或學習成果？ 
  1.釐清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2.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3.傾聽他人意見並澄清彼此觀點。 



 
 
 

教學場域分析 

1.公立學校、男女合班、學習動機不弱、勇於表達意見 
2.各班原住民學生數量一到兩位不等 
3.具備公民投票法的基本認識，並已理解性別的多樣化存在事實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域核心素養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良好

品德、提升公民意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性平 
議題 
適切 
融入 
學習 
重點 

學習主題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性平議題 
實質內涵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策，並提出看法。 

領域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公 1a-V-2 釐清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公 2b-V-1 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公 3c-V-1 傾聽他人意見並澄清彼此觀點。 

學習內容 公 Cc-V-2 除了選舉之外，我國還有哪些重要的政治參與形式及管道？ 

教學 
資源 

教材來源 公民與社會課本、全國性公民投票公報 
教學設備 投影機、布幕、海報紙、便利貼、彩色筆 
其他資源  

學習 
評量 

評量方式 
1.利用海報紙呈現各組討論的結果。 
2.各組派一～兩人向全班說明該組討論的結果。 
3.透過前測與後側，觀察學生的想法有無改變。 

評量表單 

【10 婚姻限一男一女】前後測比較：兩班的不同意都變多 

 



 
 
 

 
 
【11 國中小刪同志教育】前後測比較：兩班的不同意都變多 

 

 



 
 
 

 

 
 
【12 另立專法】前後測比較：兩班的不同意都變多。有個班原本同意過半，

經過兩節課的討論之後，變成不同意過半 

 



 
 
 

 

 
【14 婚姻平權】前後測比較：一個班的同意變多，另一班的同意變少 

 

 
 
【15 性平教育】前後測比較：兩班的同意都變多 

 



 
 
 

 

學習目標 
單元學習目標 性別平等敎育學習目標 

1.讓學生思考直接民主在民主政治中的意義

及重要性。 
2.讓學生認識我國的公民投票制度以及問題

所在。 
3.讓學生能傾聽他人意見並澄清彼此觀點。 

1.使學生落實尊重多元意見，進而包容多元差異。 
2.使學生覺察到社會處境不利的群體，在社會中面臨到

不平等的政治參與機會以及社會資源上的不平等事

實。 
3.使學生理解性別的多樣性，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流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1【前測】用 google 表單，請學生匿名對第 10、11、12、
14、15 公投案投下「同意」、「反對」或是「無法決

定」。 
2 積極聆聽活動 
（1） 學生兩人一組，一人為說話者，另一人為聆聽者

（不能說話）。 
（2） 角色互換：兩人一組，說話者變成聆聽者（不能

說話），聆聽者變成說話者。 
3 教師介紹審議守則：仔細閱讀資料、專注於要討論的

問題、仔細聽其他人怎麼說、檢查理解程度、分析其

他人的說法、發言並鼓勵其他人發言。 
4 小組討論：性別平等教育 
（1） 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國民

教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且內容應涵蓋

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 
（2）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

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 
（3） 請學生把自己的想法寫在便利貼上，再貼在海報

紙上。 
（4） 互相分享：說給組內的其他同學聽。 
（5） 用 kj 法，整理海報紙上的便利貼，將有類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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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貼，貼在一起，也可以使用象限/光譜的分

類方式。（例如：國小、國中、高中） 
5 上臺發表各小組的討論結果，並把各組海報紙貼在黑

板上：性別平等教育。 
6 小組討論：婚姻平權 
（1） 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

立婚姻關係？ 
（2）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

結合？ 
（3） 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

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4） 請學生把自己的想法寫在便利貼上，再貼在海

報紙上。 
（5） 互相分享：說給組內的其他同學聽。 
（6） 用 kj 法，整理海報紙上的便利貼，將有類似想

法的便利貼，貼在一起，也可以使用象限/光譜

的分類方式。（例如：修民法、立專法） 
7 上臺發表各小組的討論結果，並把各組海報紙貼在黑

板上：婚姻平權。 
8 教師總結說明從性別平等教育及人權的角度，如何看

待此次公投案。 
 從 2004 年臺灣制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來，充分

且完整的性別平等教育，才能保護所有不同生理性

別、性別氣質、性傾向的學生。我始終相信，也願如

此教導學生：這世界有人跟你不一樣，但這不應該是

你欺負他們的理由。性別光譜、同志教育、性教育、

情感教育⋯⋯等等，都環繞在同理心、平等與尊重的

基礎，擁有這些素養，才能建立健全的公民社會。 
 畢竟新課綱的課程目標之一在於涵育公民，其理念是

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以培育公民面對各種挑戰

時，能迎向「共好」的抉擇，並具社會實踐力。我認

為只有全面、不刻意隱藏的性別平等教育，才是實踐

教育的本質與意義。 
 然而，不論公投的結果如何，在這段期間，對於性少

數與 LGBTQ的錯誤言論已經深深地傷害到每一個隱

藏在你我身旁，不敢出櫃的學生。我期待能為校園

內、課堂上的每一個學生撐起一把傘，為他們擋住真

實且惡意的傷害。 
9【後測】用 google 表單，請學生匿名對第 10、11、12、

14、15 公投案投下「同意」、「反對」或是「無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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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寫出投票理由。 

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寫內容） 

教學省思 

1. 雖然第 10、11、12、14、15 公投案，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相同的立場，但還是有少數

（個位數）意見不同的學生，所以要特別注意不同意見學生表達想法的空間與時間，

別讓他們認為教師只允許某一種特定立場。因為人民可以投票表達意願，這就是民主

的可貴，千萬不要因為意見不同，就變成「有你沒我」，反而要努力突破同溫層，不管

意見是否相同，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共同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包容立場不同的

學生們。 
2. 以下為學生的教學回饋照片 

 



 
 
 

 

 



 
 
 

 

 



 
 
 

 

 



 
 
 

 

 



 
 
 

 

 



 
 
 

 

 

教學提醒 
模擬公投的的選項，建議使用「同意、不同意、無法決定」，而不是「同意、不同意、廢

票」，如此學生較能如實表達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