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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性別意識及性別平等教學之研究 

陳麗真 

幼兒保育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如何協助幼兒教師探知自身的性別意識，並將性別教育課程轉化

之行動研究。分析個人在「幼兒性別教育」課程中的實踐歷程，並從中反省回顧

這個歷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第一，促進幼教老師若敏銳之性別意識。第二，

與學生合作規劃出教案活動，幫助幼兒主動思考辨別日常生活中所傳遞之性別訊

息，使幼兒從了解自己出發，進而尊重別人，最終能突破性別角色的限制，成就

自己。第三，增進學生意識覺醒及生活的實踐，並促進社會的改革行動。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分成課程設計及教學策略兩方面。在課程設計方面發

現: (1)性別教育課程在大學教育的知識版圖上，還是處於邊緣而非主體的位

置。(2)在課程時之前，需要針對學生性別意識的覺醒、性別意識教學實踐、性

別教學的反思等方面進行分析討論。在教學策略方面發現: (1) 採多元化的教學

及評量方式。(2) 以小組討論方式鼓勵發聲、尊重多元意見、利用開放式的對話

以及批判思考等方式，與學生互動，但得到的回饋卻不如預期。 

    性別教育教學活動應重視的是學生思考的模式、內省的能力等內在的價值，

以及在教育過程中的價值性，強調教學過程中學生的體驗，讓學生可以自由的學

習，而不預設應有的學習成果。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透過教師、學生以及環境三

者的互動，產生師生的經驗交流及能力的改變，這才是女性主義教學的精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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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雖然幼兒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也漸漸受到重視，但曾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的學

前階段教師仍是少數，教材中充斥著性別刻板印象，老師的教學也與性別平權相

去甚遠。由於幼兒階段正是性別刻板印象萌芽的時期，必須及早透過教育的歷程

來提昇幼兒的性別意識，消除幼兒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培養幼兒平等尊重的兩

性態度，進而使幼兒的潛能得以充分發展，不再受性別的限制。 

    在幼兒園的環境中，經常會看到老師對小朋友說：「男生排一排，女生排一

排」、「女生先去上廁所，男生最後去」、「男生力氣比較大，要幫忙搬椅子，女生

的力氣比較小，不用搬」、「女生不要玩汽車，汽車應該要給男生玩才對，女生應

該玩洋娃娃」……。這類有關大人的性別刻板印象，就這樣教導給幼兒，幼兒經

過這樣的方式學習，事實上，會抺殺許多發展自我多面向的潛能機會。 

    MacNaughton( 1997)發現在幼教情境中的教師具有很嚴重的性別盲，根本

「看不見」幼教階段有任何的性別問題。幼教界和性別教育間有很大的斷層，甚

至可說幼兒和幼教領域教師在這波性別教育融入課程的運動中是能而未見的

(Goldstein, 1998)。我在教授「幼兒性別教育」課程討論的過程中亦發現，許多幼

教老師看不見自身所遭遇性別不公平的現況，也缺乏性別意識去批判和解決這些

的性別問題。若幼教老師因為缺乏性別意識，所以對發生在幼兒或自己身上的性

別現象無法察覺，以至於將自身到不平等的對待，視為理所當然，視為「幼教工

作」中的＂本來就如此＂的狀況。所以必須提升教師的性別平等意識與性別敏覺

度，才能促使教師有效介入幼兒各項活動中，創造性別平等的教室情境。因此幼

教師的培育過程中，啟迪其性別平等意識、並教授其具有幼兒性別方案課程與教

學的專業知能是十分重要且必須研究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所描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以下三點： 

(一)探討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 

(二)分析幼兒園中的性別現象。 

(三)評估幼兒園教師推動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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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根據本研究的主題，本章將分為四部分加以探討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第一部

分主要由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探討性別平等教育對幼兒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主

要是透過文獻瞭解性別平等教育在園所中如何推行，才能及早透過教育的過程來

提昇性別意識。第三部分主要是探討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生活中，以他們的方式

學習性別平等，這些所學到的方式將幫助潛能得以充分發展，不受限制。 

 

一、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 

    兩性平等教育即生活教育，也是人權教育的一環（蘇芊玲、莊明貞，民 89）。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不僅重在引導學生破除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與性別的歧

視；並要視每個個體為「人」，由自己從本身的個別差異與特質，去選擇在團體、

社會中選擇合適的角色來扮演，發展個人最大的潛能，不必受到性別的限制，這

就是人權也就是教育的本質。 

    國內學者蘇芊玲（民 87）認為性別平等在於破除以生物觀點論斷及誇大兩

性性別差異的謬誤，並進而檢視後天社會文化所長期建構出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

性別歧視，藉由後天教育的多方努力，積極匡正偏頗的性別文化，協助個人省思

內在已內化而不自覺的性別偏見，培養平等尊重他人的能力，並進而檢討及改變

不合時宜的文化觀念、社會制度及法令依據，營造出沒有性別歧視的社會制度及

教育環境。 

    簡言之，性別平等是指：「各性別的權利、義務、責任與機會一律均等，而

且各性別間應該相互尊重」（陳金定，民 93）它是一種生活經驗傳習與專業知能

學習的歷程，因此，性別平等教育乃是未來教育改革，促進兩性平權的重點工作。

（徐西森，民 92）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以此為基礎，學會彼此互相尊重不同

的族群、不同的階層、不同的年齡、不同文化的差異，這也正符合世界各地正在

極積推廣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使教育達到真正全人發展。 

    綜合以上之敘述，性別平等的理念就是在打破傳統社會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

及性別偏見，讓男女都能適性地發展，不限於性別，皆能達到自我潛能的充份發

揮，並完成自我的實現。而當面臨選擇時，決定的因素不再是個人的性別，而是

個人的興趣與能力。而正處於學習階段的幼兒，更需要正確的引導，才能發揮全

人的發展，而不受性別刻板印象所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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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實踐性別平等教育 

    促進性別平等，教育應該積極扮演橋樑的角色，藉由教育推動「兩性平等」

的策略，是能以教育的特性，在潛移默化之中促成兩性的平等，在落實這種觀念

與作為，最主要的工作是教育者必須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認同，而且必須具有

宏觀的「兩性平等」意念，教育指導者亦應確保重視性別公允的學校資源分配的

合理化，這些都應由雙方密切配合，避免不必要的反彈與抗拒，從而能建立共識，

通力合作，促成「兩性平等」的重要指標。（湛雅喬，95） 

    謝臥龍曾主張在學校與行政單位的體制內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旨在防治校

園性別歧視、性別偏見與性別隔離，進而評估教育資源、環境、教材、課程與教

學策略是否性別平等，而研發出性別平等的教育措施。（謝臥龍，87 年） 

    針對康軒教育雜誌說提到，性別平等教育在課堂中應該是融入的，而非獨立

成為一科教學。性別平等教育的範圍很廣，可分為性別刻板印象、性別特質、性

教育、生涯選擇、及多元家庭等。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的劉宜老師，分享了她

在課堂中實施兩性平等教育的經驗。劉宜表示，參考現有的繪本，在課堂上「說

故事」是很好的方式，說完故事，可引導學生討論，寫回饋單。甚至平常的對話

都可以作潛移默化。例如，劉宜經常引導學生思考兩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觀念。由

於很多家庭聯絡簿是媽媽簽名，劉宜會問學生「昨天有沒有給爸爸簽聯絡簿呢？」

在問到有沒有幫父母做家事，她會刻意避開「媽媽」，而問：「你昨天幫爸爸做了

什麼？」在性別角色的思考方面，劉宜曾讓學生寫一篇作文：「如果我是媽媽」。

由於碧峰國小附近較屬鄉村型社區，一般女性角色仍以傳統家庭主婦居多，即使

有工作仍負擔大部份家庭勞務。這樣的角色範例當然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她在

作文中發現，即使是學業成績很優秀的女生，還是會希望自己在工作之餘，能把

家庭整理得乾乾淨淨、每天煮香噴噴的飯菜給家人吃…劉宜用開玩笑的語氣對她

說：「這樣你會很累喔。白天上八小時的班，晚上回家還要工作八小時。」 

    在「如果我是媽媽」一文中，學生也發現媽媽真的很辛苦，做很多家事。劉

宜問學生：「家事是誰的？」學生答：「是家裡人的。」「那為什麼都是媽媽一個

人在做呢？」學生便承認，不應該是媽媽一個人的，應該家裡所有人分擔的。所

以平常劉宜在問學生有沒有做家事時，都不會問是否有「幫媽媽做」，而只是問

「有沒有做」，因為做家事是為自己做的，並不是幫媽媽做。 

    「性別平等教育」目前還只是起步，劉宜坦誠目前在推廣中不時遇到阻力，

而阻力常來自老師自己的觀念。老師們可以先檢查自己，是否有潛在性別不平等

的觀念，在實施中便會有很大的靈感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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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的文獻探討，可得知教育應是在潛移默化之中促成兩性的平等，所

以針對此點，教師們可由平常學生在校的時間，無時無刻給予正確的引導，避免

學生產生性別差異或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形成。 

 

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的現況探討 

    兩性平等的體能訓練及感情表達方面： 

    現在還是很多老師抱著傳統觀念，認為男生不應該哭，但女生可以。曾有位

老師罵一位哭得很傷心的男同學：「都長這麼大的男生了，還哭！」別班的老師

看不過去，事後去勸告他：「我們剛剛看到的，不是一個哭得很傷心的「男生」，

而是一個哭得很傷心的「人」。」如果以「人」的觀點來看，男性女性都有發洩 

情感的權利。 

    當然，小學生早已受父母或社會影響，覺得男生比較沒有哭的權利。當我們

在課堂上問學生：「如果你很傷心，會不會很想哭？」「難道會因為你是男生，就

變得比較不傷心嗎？」當然不會啦。「所以，即使你是男生，會不會還是很想大

哭一場？」學生在思考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都是肯定的。 

    一些成年人包括老師常有對男女生「大小眼」的待遇，女生跑操場的圈數比

較少，勞動服務也輪不到女生。但是如果你的女兒遇到危險，能夠很大聲說：「我

不要！」然後迅速跑開？這樣看來，女生是不是反而需要很好的體能訓練？女生

和男生的運動量要求是一樣的，如果體力不夠，跑操場跑到最後可以用走的；勞

動服務永遠輪不到個兒高壯的學生，反而是瘦小、需要鍜鍊的人，特別容易被派

出公差。 

    針對以上的探討，可得知，性別平等的實施在於校園中，還是有性別刻板印

象的存在，尤其是老師還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時，就無法正確地教導學生關於兩

性平等教育。 

 

參、研究方法 

    我選擇的研究對象為桃園市 XX 幼兒園，位於桃園縣桃園市（本研究有關學

校名稱以及事件參與者皆為化名），參與研究的老師總共有五位。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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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小班共有 22 位幼兒，中班幼兒共有 65 位，大班幼兒共 68 位。小

班一位老師任教半年，中班二位老師分別任教一年半與四年，大班二位老

師分別任教十二年與四年。針對幼兒性平等教育作深入訪談。 

二、研究方法 

(一)資料的蒐集： 

事先與訪談者說明要進行訪談並全程錄音記錄，得到同意之後，再約

定時間、地點，並事先草擬一些訪談的問題。老師們選擇的時間，大多是

在老師比較有空的時間，例如四點半過後或是小朋友午睡的時間；訪談的

地點則大都選在教室或是教務處的休息室，分別跟五位老師進行一對一的

正式訪談。 

(二)資料的整理與分析： 

以「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如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分析幼兒

園中的性別現象」為主要的分析，然後再以這些主要原因去作探究、整理。 

(三)訪談的問題： 

１．您認為什麼是「幼兒性別平等教育」，它的主要內容是什麼？ 

２．您覺得幼兒性別不平等有存在於幼兒園中嗎？可以具體舉出一些例

子嗎？ 

３．您曾經在課程中融入「幼兒性別平等」的概念嗎？可否詳細說明是

如何進行的？ 

４．請說明您在推行「幼兒性別平等教育」中是否有遭遇難題？ 

５．您認為兩性之間的關係應是：○1 維持傳統地位○2 雙重角色○3 完全平

等○4 女性較高 

６．您認為教育能否改變上述的情況嗎？該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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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論 

一、探討「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 

Q1．你認為「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內容是什麼？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給孩子兩性之間平等的觀念、讓孩子了解身體構造。 

齊老師大班：教導孩子兩性之間的差異。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女生愛撒繑，而男生也可以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搬椅子通常都

會叫男生，事實上女生如果也可以做這個動作，不排斥讓大家一

起，訓練大家，達到性別平等的教育。 

李老師中班：有些事情不會只叫男生或是女生做；而當男生與女生做錯事時，給

的機會與處罰都是一致的。 

林老師大班：在教育方面，男生與女生要平等對待。 

 

二、如何推動「幼兒性別平等教育」 

Q2．您曾經在課程中融入「幼兒性別平等」的概念嗎？可否詳細說明是如何進

行的。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沒有特地融入在課程中，只有在平時觀察幼兒的狀況，會適時地引

導。 

齊老師大班：有，以繪本來引導性別平等，例如：有些繪本會提到爸爸看報紙，

媽媽在廚房煮飯炒菜，我就會引導說：「爸爸也可以煮飯炒菜」、「媽

媽也可以看報紙」，有誰的爸爸在家有煮飯炒菜的請舉手。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有教到男女之間的差異性，性別平等方面有設計著色，不限制幼兒

去使用任何顏色，以達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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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老師中班：沒有特別於課程中融入。 

林老師大班：沒有特別在課程中，拉出這部份來上課。 

 

Q3. 請說明您在推行「幼兒性別平等教育」中是否有遭遇難題？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目前並沒有。 

齊老師大班：家裡有長輩，配合度不高，家裡的環境很容易影響孩子，例如:在

畫畫著色方面、穿衣服方面…，使得孩子來校後，老師必須再來引

導他們，並沒有什麼顏色是女生或男生才可以用。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小班的小朋友，目前還不會區分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區別的事，所

以沒有難題。 

李老師中班：幼兒比較容易受家庭的影響，使得孩子在學校做一套，在家裡做一

套。 

林老師大班：覺得家裡教的與學校老師教的不盡相同，造成兩難。 

 

三、性別平等教育的探討 

 

Q4. 您覺得幼兒性別不平等有存在於幼兒園中嗎？請具體舉出一些例子？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有，例如：在坐姿的要求上，女生的腳不可以開開的，男生沒關係；

搬桌椅的部份，會給男生來做；玩具或汽車會先給男生玩，女生先

玩別的。 

齊老師大班：我會覺得男生就是要保護女生，不可以欺侮女生；女生的坐姿或是

站姿會有所要求，而男生就沒有。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有，在廁所建構的數量上，明顯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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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老師中班：男生會喜歡搬桌子，因為覺得自己很強壯，女生就會比較喜歡擦桌

子，因為覺得自己擦得很乾淨。 

林老師大班：有，例如：有的老師會對女生的包容心比較高，是因為女生比較細

心，會察言觀色，可以講道理、溝通；而男生的反應比較不靈敏，

規範能力沒有那麼好，不受約束，不會察言觀色，所以要用條例式

的方式來規範。 

 

Q5. 您認為兩性之間的關係應是：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雙重角色。因為雙方在組織家庭上，兩性須達到共識，互相配合，

才能維持良好的家庭關係。 

齊老師大班：雙重角色。因為現在家庭大部分是雙薪家庭，需要彼此互相分攤、

協助。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雙重角色。小朋友如果都是母親教，小朋友學習到的事情角度會有

所不同，所以家裡的事情，雙方應該要互相配合。 

李老師中班：雙重角色。因為兩性間本來就有差異的存在，雙重角色會比較彈性。 

林老師大班：雙重角色。因為長大後，本身的自我意識會愈來愈高，主見與能力

也愈來愈強時，女性的意識抬頭，兩性的關係會比較傾向於雙重角

色，希望雙方互相協助，而不是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區分。 

 

Q6. 您認為教育能否改變上述的情況嗎？該如何去做？ 

 

十年以上的經驗： 

張老師中班：能，教育來自於學校、家庭，不同的環境就會有不同的影響，學校

與家庭必須共同來教育、輔導孩子，才能有效地推行平等教育。 

 

齊老師大班：可以改變。現在國小有綜合活動，就有引導小朋友性別平等的觀念，

例如：男女有何不同？如何達成平衡？只要學校教的，家長有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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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信還是可以有所改變。 

  

四年以下的經驗： 

陳老師小班：可以。只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雙管齊下，即可達到此目標。 

李老師中班：可以改變。但需要家庭教育與學校雙方同時進行，因為有些傳統是

根深蒂固的，需要花比較久的時間才能有所改變，而且，小朋友受

家裡的影響層面比較大，所以在學校所學，在家不一定會去做。 

林老師大班：沒有辦法。會覺得小時候可以，因為年齡比較小，還沒有性別平等

的觀念，但是上了國小以後，會有即定的想法，很難去改變，而往

往這些想法，大部份都受到家庭影響的層面比較大。教育可以啟

發，但要看每個人的吸收程度，因為學一套，做一套，家庭與社會

環境的影響會比較大，所以我不認為教育可以改變。 

 

三、分析幼兒園中的性別現象 

    研究者在觀察幼兒園中的性別平等現象時，發現到小班、中班、大班不同的

現象: 

小班：剛進學校來上學，男生與女生會分不清楚自己是要站在男生的尿桶旁，還

是要坐在馬桶上。當老師問他們，誰要跟我結緍時，全班的小朋友都跑過

來說，我要跟妳結緍。 

中班：當女生大肆喧嘩我喜歡紅色時，男生會非常明顯地避免去用到紅色或粉紅

色，尤其是穿衣服或是著色時。 

大班：小朋友會較主動表達自己要穿什麼顏色的衣服，同儕之間也會互相討論，

而在顏色方面的挑選，男生會選藍色，女生會選粉紅色。 

 

從以上的例子，我們可以發現，３歲以下的小朋友，還未有性別平等的觀念，

而中班的小朋友，較容易受到同儕的影響，而有性別刻板印象。大班的小朋友已

較有性別差異的觀念，但也容易受到同儕的影響，而產生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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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一、結論 

 

    本研究中發現主要有三個部份，包括探討「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內涵、如

何推動「幼兒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的探討。針對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

內容方面，老師們都能夠清楚地表達出涵意。而在推動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的部

份，許多老師並未把它融入在課程中，所以在推動時所產生的難題也比較少，大

部分老師們只有在平常的保育中引導小朋友。研究中發現，幼兒容易受同儕的影

響而產生性別刻板印象，尤其是中班與大班的孩子。 

    在性別平等教育的探討部份，在園所中是存在著性別不平等的事件，訪談中

發現，絶大因素是老師們自己本身就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所以造成在教導孩子

方面，也會以這樣的方式去教，使孩子的性別平等觀念不正確。 

    在於兩性之間的關係上，老師們一致覺得應保持雙重角色，主要原因是現代

大部份是雙薪家庭，時間上的運用很重要，所以在組織家庭的部份，必須由雙方

共同互相協助，才能共組一個家庭。 

    最後探討的是教育可否改變性別不平等的現象? 本研究的結論是正向的，但

還是需要靠家庭、學校及社會，共同來推動幼兒性別平等，才能使效果大大地增

強，也不會造成學校教一套，家裡教一套，接觸社會又學另一套，相信以此目標

循序漸進的推動，可以順利達到性別平等化。 

    性別教育重視的是學生思考的模式、內省的能力等內在的價值，以及在教育

過程中的價值性，強調教學過程中學生的體驗，讓學生可以自由的學習，而不預

設應有的學習成果。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透過教師、學生以及環境三者的互動，

產生師生的經驗交流及能力的改變，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循序漸進有連貫性的課

程。 

    游美惠(民 91，p5)提到「當性別意識成為一種公民的基本素養」，那麼，也

許追求性別平等與社會正義的理想就可以不用屈就於現實。」當世界各國紛紛開

始實行「性別主流化」的行動策略狀況下，身為教師的我們應該要認知到：孩子

能否以合宜開放的態度處理原生家庭給予的性別態度，以及批判的吸收社會媒體

接踵而至所傳插之性別觀念，幼教老師的引導啟發佔有相當大的決定因素。性別



教專研 101P-026                             教師性別意識及性別平等教學之研究 

幼保系-陳麗真  

平等教育已經透過立法取得其合法的知識權力依據，因此，培訓位具有性別識能

的教師、不但是時代潮流所需，更是與國教接軌的最佳途徑。 

 

 

二、建議 

    (一) 幼兒園的老師們，應該要有自覺，把「幼兒性別平等教育」確實地落

實在課程中，才能使下一代才不會由於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抑制其潛能的發展，造

成其生活壓力。 

    (二) 老師本身也要時時檢視自己，是否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才不致影響

我們的下一代，也要提醒父母、大眾傳播媒體避免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來限制孩

子。 

    (三) 在目前的「性別平等教育」方面，確實需要家庭、學校及社會共同來

推動，才能有較完善的，而沒有教育上的漏洞。 

 

 

三、研究限制 

 

(一)因為時間上有所限制，無法一一了解園所內所有小朋友的性別平等現象或是

性別不平等現象，所以調查結果的部份，比較不深入。 

(二)因為此份研究對象為全美幼稚園，以致造成訪談課程中是否融入性別平等現

象，答案幾乎是沒有，造成沒有效度與信度的訪談。 

(三)因為時間上有所限制，建議日後如果有研究者想進一步探討，可從傳統幼稚

園與雙語幼稚園，或是全美語的幼稚園與雙語幼稚園來作比較，這樣的調查

有助於對此問題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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