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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小 

授課教師 呂怡芬 

教師主授科目 彈性課程 

班級數 （3班） 

學生總數 （75名學生）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主題 

名稱 
性別友善：從閱讀到行動的平等探索 

課程 

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主題式課程 

 （僅需填寫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核心素養、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式課程，融入            領域 

 （需填妥學習領域之核心素養、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實施 

時段 

校訂課程時間： 

■ 1. 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 3.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4. 其他類課程 

部定課程時間： 

□ 5. 跨領域統整課程 

□ 6. 其他                   

教學 

節數 
 4 節 

適用 

年級 

國小：□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職：□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生 

先備條件 

1. 五年級健康-伸出友誼的手，同儕相處之道 

2. 五年級綜合-特別不一樣，認識自我特質 

3. 五年級國語-勇敢的馬拉拉，勇敢的意義：談女性權利、言論自由、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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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100-200字 

 

 

 

 

 

 

閱

讀 

素

養 

核心

素養 

◎國際閱讀素養 

1.直接提取能力 

2.直接推論能力 

3.詮釋、整合觀點及訊息能力 

4.檢驗、評估與批判文中內容訊息能力 

學習

表現 

(國語文學習領域-閱讀)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學習

內容 

(國語文學習領域-說明文) 

Bc-Ⅲ-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議

題 

核心

素養 

C社會參與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綜-E-C3 體驗與欣賞在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

主題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實質

內涵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本課程以「性別平等」為核心議題，結合《國

語日報》與《安妮新聞》紙本/數位文本的雙閱讀

素材，透過 SDGs（永續發展目標）第 5 項「性別

平權」的指標，啟發學生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及

其在生活與文化中的應用。 

    課程以批判性思考為基礎，讓學生辨識生活中

的性別刻板印象，並以實際案例進行討論與解構，

幫助他們意識到平等的多元價值。 

    同時，學生將透過設計活動，運用創意表達自

身的想法，例如設計服裝、情境討論，強調個性與

社會責任的結合。 

    不僅促進閱讀理解與跨領域素養，還培養學生

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讓他們能在未來成為尊重與

包容的行動者，推動性別平等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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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1. 讓學生理解性別平權的重要性，並思考其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中的應用。 

1-1認知：從諾貝爾和平獎新聞報導中，理解國際性平議題新聞-伊朗國家的女權

運動的背景、經過、結果。 

1-2技能：按照閱讀理解四層次正確回答問題，並且完成九宮格讀報筆記。 

1-3情意：觀看國際新聞後，反思身處台灣所擁有的受教權、性別平等的美好。 

2. 鼓勵學生批判性思考關於性別刻板印象，並設計能夠反映個性與社會責任的服

裝或活動。 

2-1 認知：從安妮新聞「裙子有事嗎？」理解各種服飾的性別平等發展演進，並

且瞭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2-2技能：能夠正確操作 Hiteach的互動功能(是非、簡答、傳送作品、互評功能、

分組協作) 

2-3 情意：能夠察覺生活中的性別刻板情境，並且做出正確積極的回應，營造友

善的環境。 

評量策略 
（含評量

基準或評

分規準說

明） 

 主題 A B C D E 

性別角色的突破 

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能舉例生活中的

性別刻板印象，

說明其影響，並

能提出具體的改

善對策；能結合

SDGs目標，進一

步闡述性別平等

的重要性，並展

示積極的參與態

度與行動。 

能辨識生活中明

顯的性別刻板印

象，並說明這些

刻板印象在家

庭、學校或職場

分工中的影響；

能初步將性別平

等 的 觀 念 與

SDGs 目標相關

聯，並提出可行

的改善建議。 

能舉出生活中一

些性別刻板印象

的例子，並說明

其對個人或社會

的影響；能指出

SDGs 目標中與

性別平等相關的

部分，但無法提

出完整的改善建

議。 

能部分辨識性別

刻板印象，但無

法清楚說明其影

響，或無法進一

步提出改善的具

體方法；對性別

平等的認識有

限，未能連結

SDGs目標。 

未 

達 

D 

級 

學習表現：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

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

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

限制。 

本評量 

評分指引 

學習 

目標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評量方式 

1.讓學生

理解性別

平權的重

要性，並

思考其在

日常生活

和文化中

的應用。 

 

 

 

第一、二節：女權鬥士(國語日報) 

【引起動機】 

一、閱讀國語日報「諾貝爾和平獎-伊朗女權鬥士

陷獄中，難現身」 

 
1.閱讀文章後，根據閱讀理解四層次以 Hiteach互

 

 

10 分 

 

 

 

 

 

 

 

 

 

 

 

 

 

實作評量：能夠正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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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

能：按照

閱讀理解

四層次正

確回答問

題，並且

完成九宮

格讀報筆

記。 

 

 

 

 

 

 

 

 

 

 

 

 

 

 

 

 

 

 

 

 

 

 

 

 

 

 

 

 

動提問，確認學生閱讀理解。 

(1)直接提取：說出得獎者的背景 

→穆哈瑪迪，女性，伊朗。 

(2)間接提取：你認為這位得獎者是否有出席頒獎

典禮？為什麼？ 

→沒有，因為文章最後一段寫「諾貝爾和平獎並無

助於讓被囚禁者獲釋」 

(3)詮釋整合：這位女權鬥士的行動代表了伊朗社

會中什麼樣的問題？ 

→伊朗社會對女生很不好，女性在國家中很沒有地

位，連基本的人權和自由都沒有。 

(4)檢驗評估：你認為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支持這位

女權鬥士？ 

→我們要多看新聞，大家都知道他們的事，伊朗政

府才比較不敢專制。 

→我們也可以上網發表文章，表達我們的支持。 

 

【發展活動】 

二、SDG 5性別平權 

1.認識 SDG5性別平等指標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1)觀看 SDG4和 SDG5圖示，描述圖片內容，猜測

標誌的意涵。 

 
 

→是男生♀和女生♂的符號，中間有＝，應該是指

男生和女生平等。 

(2)觀看影片，認識與本篇文章有關的 SDGs指標

-SDG4優質教育、SDG5性別平等。 

(3)閱讀「永續書房」認識 SDG5性別平等指標的意

涵、推薦書目。 

 

 

 

 

 

 

 

 

 

 

 

 

 

 

 

 

 

 

4 分 

 

 

 

 

 

 

 

 

 

 

 

 

 

 

 

 

 

 

 

 

 

 

Hiteach，根據問題在文本

中找到答案。 

 

 

 

 

 

 

口語評量：能夠說出自己

的看法見解，提出批判思

維。 

 

 

 

 

 

 

 

實作評量：能夠閱讀永續

書房資料，查找相關指標

的定義、圖示與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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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認

知：從諾

貝爾和平

獎新聞報

導中，理

解國際性

平議題新

聞 - 伊朗

國家的女

權運動的

背景、經

過、結果。 

 

 

 

 

 

 

 

 

 

 

 

 

 

 

 

1-3 情

意：觀看

國際新聞

後，反思

身處台灣

所擁有的

受教權、

性別平等

的美好。 

 

 

 

 

2.數位蒐訊-閱讀國語日報「伊朗迫害抗爭者」。

討論伊朗國家對於女權賦能的情形。 

 

 
(1)定義問題：閱讀文章後，提出關鍵疑問-頭巾革

命、道德警察。 

(2)搜尋、瀏覽：運用搜尋介面中的進階檢索功能

定位目標圖文訊息、找出與閱讀目的有關且明顯的

訊息。 

寫出「頭巾革命」的原因、經過、結果。 

→伊朗女子阿米尼，沒有戴好頭巾，被道德警察居

留 3天後死亡。 

(3)詮釋整合：「道德警察」是什麼？跟我們國家

的「警察」有哪裡不一樣。 

→道德警察只有伊朗才有，專門抓服裝不整的女性

(沒戴頭巾或服裝)。台灣沒有道德警察。 

(4)詮釋整合：了解伊朗國家的現況，這些女權鬥

士爭取的是那些權利？ 

→自由、平等、女性的受教權。 

 
(5)檢驗分析：這些爭取性別平等的行動中，為什

麼女性通常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挑戰？這與社會制

度或文化背景有什麼關係？ 

→因為重男輕女的觀念，台灣以前也會這樣，現在

 

 

15 分 

 

 

 

 

 

 

 

 

 

 

 

 

 

 

 

 

 

 

 

 

 

 

 

 

15 分 

 

 

 

 

 

 

 

 

 

 

 

 

 

 

 

 

 

 

 

 
實作評量：能夠正確操作

google 進階搜尋功能，根

據問題在跨網頁文本中找

到答案。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能夠說出自己

的看法見解，提出批判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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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

能：按照

閱讀理解

四層次正

確回答問

題，並且

完成九宮

格讀報筆

記。 

 

 

 

 

 

 

 

 

 

 

 

 

 

 

 

 

 

 

 

 

 

 

比較沒有了。 

(6)檢驗分析：身在台灣有類似的「性別不平等」

的現象嗎？說說看可以怎麼改善。 

→也有重男輕女的現象，例如：以前要冠夫姓、家

裡窮的話只有男生可以讀書、吃飯是男生先吃。但

是性別平等漸漸被大家重視，現在男生女生都可以

讀書。 

【統整與總結】 

三、性別平等大會報(上台報告) 

3.閱讀筆記策略-九宮格筆記術。 

(1)將國語日報文本資料分類、條列整理 

 

(2)總結三篇文章中關於「性別平等」的努力： 

第一篇文章強調伊朗女性在法律和社會壓力下爭

取自由的挑戰。 

第二篇文章顯示國際社會對不平等的關注。 

第三篇文章則凸顯了全球範圍內爭取性別平等的

努力，諾貝爾和平獎支持女性人權活動家的行動。 

 

第三、四節課：裙子有事嗎？(安妮新聞) 

【引起動機】 

一、 閱讀智能美感報紙「安妮新聞」第 14期 比較

國語日報和安妮新聞的差異。 

 

 

 

 

 

 

 

 

 

 

 

40 分 

 

 

 

 

 

 

 

 

 

 

 

 

 

 

 

 

 

 

 

 

 

 

10 分 

 

 

 

 

 

 

 

 

 

 

 

 

 

 

 

 

 

 

紙筆評量：能夠完成九宮

格筆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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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認

知：從安

妮 新 聞

「裙子有

事嗎？」

理解各種

服飾的性

別平等發

展演進，

並且瞭解

性別平等

的 重 要

性。 

 

 

 

 

 

 

 

 

 

 

 

 

 

 

 

 

1.國語日報和安妮新聞各有那些優缺點，利用二維

表格分析。(Hiteach互動上傳作業) 

  

 

【發展活動】 

二、 裙子有事嗎？ 

「裙子的歷史」，探討了不同年代的裙子設計變化

以及其背後的文化和社會意義。從 1900年代到

2022年，裙子的形式和功能隨著社會變遷不斷演

變，反映了性別平等、女性自主與時尚潮流的變

化。文章強調，裙子不僅僅是服飾，它同時也是身

份和價值觀的象徵。從華麗的長裙到實用的戰時服

裝，再到如今多元包容的設計，裙子成為了展現個

人風格和態度的重要載體。 

 
1.使用 Hiteach互動軟體，讓學生根據文本敘述、

配對出該年代的服裝特色。 

2.閱讀理解四層次提問： 

(1)直接提取：在文中提到的不同年代中，裙子的

設計有什麼變化？哪些設計與女性的社會角色變

化有關？ 

→1920年代，裙子變得更短，這表示女生在社會

上開始獲得更多自由。 

(2)直接推論：為什麼女性在某些時期會選擇更實

用的裙子設計？這與當時的社會需求或性別期待

有什麼關聯？ 

→因為女生開始參與更多的工作和運動，裙子的設

計也需要更方便她們行動。 

(3)詮釋整合：你覺得裙子的設計如何反映了性別

平權的進展？ 

 

 

 

 

 

 

 

 

 

 

 

 

20 分 

 

 

 

 

 

 

 

 

 

 

 

 

 

 

 

 

 

 

 

 

 

 

 

 

 

 

 

 

 

實作評量：能夠完成國語

日報與安妮新聞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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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

能：能夠

正確操作

Hiteach

的互動功

能 ( 是

非 、 簡

答、傳送

作品、互

評功能、

分 組 協

作) 

 

 

 

 

 

 

 

 

 

 

 

 

 

→女生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風格，這體現了性別平

等，因為不再有固定的「女性應該穿什麼」的觀念。 

(4)檢驗分析：你認為當代裙子的設計是否有助於

推動性別平權？為什麼？ 

→有幫助，服裝設計不再侷限男生或女生，想穿都

可以，但是還是會有人覺得裙子只能是女生穿。 

→1920年代，因為女生要工作所以可以開始穿褲

裝，也是一種進步。 

→1970年代，女生開始可以穿短褲、馬靴，不再

包緊緊或是為了取悅男性了。 

→2022年代，高中男生也可以穿裙子上學！ 

(4)檢驗分析：文本中找出裙子或服裝對你的意義。 

→比起男裝與女裝的明確界線，不凸顯身材曲線的

中性設計或許代表：衣服最終是獻給所有人的。 

→穿衣無關性別、年齡、族群及社會地位，只要有

更寬廣的視域，穿衣服只會是一道表達自己的申論

題，而非停留於討論男女裝差異的二元是非題。 

→過去許多服裝會與性別連結 現在的服裝則是強

調自我對話。 

 

三、超人服裝設計 

這篇文章探討了超級英雄服裝的設計，強調服裝不

僅代表英雄的力量與身份，還需要兼具時尚與功

能。文章回顧了羅賓、超人等角色的服裝演變，並

指出一些設計靈感來自馬戲團大力士的服裝傳

統。隨著時代的變遷，服裝設計變得更加多樣化，

並且女性角色如神奇女孩等，展示出更多的個性與

力量，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 

 

 

1.直接提取：超人服設計的要點是什麼？有沒有提

到女性英雄服裝的設計挑戰？ 

→大多英雄或超人都是男生，女性常常只是配角。 

 

 

 

 

 

 

 

 

 

 

 

 

 

 

 

 

 

 

20 分 

 

 

 

 

 

 

 

 

 

 

 

 

 

 

 

 

 

 

 

 

 

 

 

 

 

實作評量：能夠找出缺少

的年代服裝圖示，並且正

確配對。 

口語評量：能夠說出服裝

發展的在性別平等的進

步。 

 

 

 

 

 

 

 

 



11 

 

 

 

 

 

 

 

 

 

 

 

 

 

 

 

 

 

 

 

 

 

 

 

 

 

 

 

 

 

 

 

 

 

 

 

 

 

 

 

 

2.間接提取：為什麼傳統超人服裝（如緊身衣和泳

褲）常與陽剛形象聯繫在一起？這對女性英雄的刻

畫有什麼影響？ 

→因為受到馬戲團大力士影響，凸顯力氣大。如果

是女生穿緊身衣，常常會只注意到身材而忽略她的

能力。 

3.詮釋整合：文章中提到「神奇女孩」和其他女性

角色的崛起如何改變了超人服裝的設計理念？這

對性別平等的推動有何啟示？ 

→神奇女孩的設計展現了勇敢、聰明但不掩飾脆弱

的一面，而且彈力女超人展現出女生也可以當英

雄、拯救世界。 

【統整與總結】 

四、I can do it 

1.請打破性別限制並根據自己的優點，設計增加勇

氣的配件，創作自己的超人服或勇氣配件。 

  

→學生能夠說出自己的優點，轉化為幫助他人的力

量，創意設計配件。 

 
→生活只要用真誠公平的對待他人，不分性別、沒

有歧視，多一點幫助，大家都是超人和英雄。 

 

3.在生活中，遇到性別刻板印象的案例，你會如何

勇敢面對？怎麼溝通？ 

 

 

 

 

 

 

 

 

 

 

 

 

 

10 分 

 

 

 

 

 

 

 

 

 

 

 

 

 

 

 

 

 

 

 

 

 

 

 

20 分 

 

口語評量：能說出超人服

中性別的差異及緣由。 

 

 

 

 

 

 

 

 

 

 

 

 

 

 

紙筆評量：能夠寫出及畫

圖自己的優點，並且創意

發想勇氣服裝或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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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情

意：能夠

察覺生活

中的性別

刻 板 情

境，並且

做出正確

的回應，

營造友善

的環境。 

 

 

情境案例： 

(1) 在課堂上老師說：「這次班級要組隊參加數學

比賽，男生數學比較好，我們派男生隊好了！」 

  

 

(2) 下課時進行籃球三對三鬥牛，小英想加入遊

戲，小朱卻拒絕：「女生不能玩啦！妳加入我

們這隊一定輸！」 

 
(3) 上美勞課時，進行串珠作品，班上小明做得特

別好，其他同學取笑他：「你很娘娘腔ㄟ，串

珠這種活動居然做得比女生還好」 

 

(4) 中午吃飯時，班上小美去裝第二碗，有同學

說：「哇！妳的食量跟男生一樣大耶，拔河比

賽妳可以加入男生隊。」 

 

 

 

實作評量：能夠小組協

作，完成性別刻板印象情

境題的友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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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日會上，送給男生的是機器人或汽車玩具，

送給女生的是洋娃娃或廚房組。當一位男孩說

自己喜歡玩娃娃時，被嘲笑：「那是女生玩的

東西！」 

 

(6) 班級選舉幹部時，有男生說：「小美恰北北，

女生就是脾氣不好愛生氣，乾脆選她當風紀股

長！沒有人敢惹她。」 

 

(7) 學校制服設計要求女生穿裙子，男生穿褲子。

一位喜歡穿褲子的女生覺得不舒服，但當她提

出時，其他人說：「女生就是要穿裙子啊！」 

 
(8) 媽媽為小偉報名才藝班，小偉想學芭蕾舞，媽

媽卻認為男生就應該參加跆拳道或游泳，不讓

他報名，逕自幫他選擇。 

 

 

 

 

實作評量：能夠小組協

作，完成性別刻板印象情

境題的友善回應。 

 

 

 

 

 

 

 

 

 

 

 

 

 

 

 

 

 

 

 

 

 

 

 

 

實作評量：能夠小組協

作，完成性別刻板印象情

境題的友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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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總結： 

男生女生性別友善，對於同學的表現、外在行為特

質，要以包容尊重的態度，友善對待彼此。 

如遇不公平的對待，也要能勇敢發聲。 

 

 

 

 

 

指導要點

及 

注意事項 

再閱讀國語日報及安妮新聞時，皆先閱讀紙本再讀網頁版，並且說明紙本及數位閱

讀的技巧。 

 

教學心得與省思 

一、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 

    本課程以「性別平等」為核心，設計過程中結合 SDGs 指標與生活案例，透過雙閱讀素

材（國語日報與安妮新聞之紙本/數位閱讀）引導學生批判性思考性別刻板印象。教學實踐

中，發現學生對身邊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有更深的覺察，並能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未來教學

中，可加強多元素材的應用與分組討論，促進更全面的理解與行動力的提升。 

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 認知：學生能正確閱讀國語日報三篇文章及安妮新聞二篇文章，使用閱讀理解四層次提

問，也大多能正確回答。 

2. 技能：經過本課程，學生對於「Hiteach互動軟體」、「雙閱讀技巧」、「九宮格筆記術」

皆能熟悉操作及寫作。 

3. 情意：學生對於女權不平等、受教權被剝奪的現象能夠深刻理解，並且珍視現行生活，

並對性別刻板情境做出友善積極回應，表現尊重包容的態度。 

三、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 

Hiteach 互動軟體應用很受學生歡迎，也能熱烈積極投入課堂，惟秩序管控及時間掌握可以再

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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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活動照片 

  
國語日報紙本/數位閱讀，討論國際社

會中的女性自由平等、受教權。 

認識 SDG4 優質教育、SDG5 性別平等

指標、內涵。 

  
使用 Hiteach 共作互動，進行性別平等

議題討論。 

練習將三篇文章以九宮格比技術整理

資料，以達閱讀理解之效。 

 
 

閱讀安妮新聞「裙子有事嗎？」從服裝

的演進討論性別平等的進程。 

閱讀安妮新聞「重新設計超人服」探討

超人服裝的性別差異，並且根據自己的

優點重新設計超人服或創意配件。 

  

學生說出自己的優點，轉化為自信的來

源，使服裝配件不受性別所囿。 

提供八個性別刻板印象的生活情境，讓

學生練習以正向積極的方式應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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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九宮格筆記術學習單中，學生設計專屬的創意超人服及勇氣配件 

 

學生發自肺腑對於性別平等議題的關心，真誠的展現正向積極的態度。 

  

使用 Hiteach 共作互動，進行性別平等議題討論。學生專注作答、並且在課後

主動觀看其他組別的回應，討論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