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中正國小素養導向教案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升上高年級後，學生對於性別相關的議題總是又好奇卻又難以啟齒，此時師長們給予適

當的引導是很重要的。希望在運用相關新聞報導及網路影片，讓學生們在討論之後能找到自

己的定位，並對於別人的選擇給予尊重與包容。 

  

二、主題說明 

領域/科目 
健體 

設計者  許淑媚 

實施年級 
五上 

總節數  5 

主題名稱 性別無差別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a-III-1 關注健康議題受到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之影

響。 

3b-III-3 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的決策與批判技能。 

4b-III-1 公開表達個人對促進健康的觀點與立場。 

學習內容 
Db-III-1 青春期的探討與常見保健問題之處理方法。 

Db-III-2 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式。 

核心 

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社-E-A1認識自我在團體中的角色，養成適切的態 

度與價值觀，並探索自我的發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社-E-B1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理解並解釋人類生活相關資訊，促進與

他人溝通。 

領綱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平

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所融入之

單元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南一版健康與體育五上主題壹單元一 

教學設備/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青春大小事 

學習表現 

2a-III-1 關注健康議題受到個

人、家庭、學校與社區等因素的交

互作用之影響。 

3b-III-3 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

的決策與批判技能。 

4b-III-1 公開表達個人對促進健

康的觀點與立場。 

1.能了解青春期注重自我形象

及人際關係。 

2.能認識青春痘的產生原因及

處理方法。 

3.能了解夢遺的原因。 

4.能認識月經對女性日常生活

的影響。 

5.能知道正確使用衛生棉的步

驟。 

6.能知道青春期所需的營養及

攝取來源。 

7.能了解青春期影響情緒的因

素。 

8.能悅納自我並尊重他人。 

9.能學會察覺低落情緒，並找

到排解情緒的方式 

10.能覺察並尊重不同性別特

質，重視個人興趣及發展。 

11.能運用並演練人際互動技

巧。 

12.能具備清理貼身衣物的能

力。 

13.能理解社會文化的性別刻板

印象，做出正確的判斷。 

14.能列出溝通策略及找到排解

情緒的方法。 

15.能關注青春期衛生及保健的

注意事項。 

16.能制定行動方案，促進青春

期的生長發育。 

17.能具備青春期正確健康知

識及對性別持有健康的態

度。 

學習內容 

 

Db-III-1 青春期的探討與常見保

健問題之處理方法。 

Db-III-2 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

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

式。 

       

  



三、單元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青春大小事—性別無差別 

主要設計者 許淑媚 

學習目標 

1.能覺察並尊重不同性別特質，重視個人興趣及發展。 

2.能理解社會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做出正確的判斷。 

3.能列出溝通策略及找到排解情緒的方法。 

4.能具備青春期正確健康知識及對性別持有健康的態度。 

學習表現 

2a-III-1 關注健康議題受到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之影

響。 

3b-III-3 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的決策與批判技能。 

4b-III-1 公開表達個人對促進健康的觀點與立場。 

學習內容 
Db-III-1 青春期的探討與常見保健問題之處理方法。 

Db-III-2 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式。 

領綱核心素養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公

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核心素養呼應說

明 

 學生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能夠養成適切的態度與價值觀並透過語言的表達理

解並同理他人感受，與同儕溝通 

議題融入 

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第一節：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學流程： 

（一）引起動機： 

    1.老師敘述：「自己的朋友是台大電機系的高材生，目前在台積

電管理階層。周末他帶著小孩到老師家裡來玩，朋友的小孩拿

出手機給老師看一張照片，並指著照片裡一個西裝筆挺但卻令

人陌生的男士說：『阿姨，這是我爸爸喔！』」詢問學生：

「老師的朋友和他的小孩是什麼關係？」其實，老師的朋友是

一名女性，他是小孩的媽媽。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性別無設限 

1. 教師敘述：雖然男女的生理條件不同，但很多特質並不會因性別而

有差異。 

  



2.教師解說五個常見特質(愛乾淨、有主見、負責任、領導力、同情

心)，並請學生填寫班級中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請學童將具備該

項特質的同學寫下來，空白處可以寫出其他特質，例如：幽默、

有禮貌、很勇敢等。 

3.教師歸納：這些特質不論男生或女生都具備，所以並不會因為性別

而有差異。 

◎活動二：性別刻板印象 

1.教師引導：社會中有許多區分性別的意識及文化，例如：幫男孩買

藍色物品、幫女孩買粉紅色物品。像是課本21頁左圖，在18 世紀

的歐洲，男性大多穿粉紅色。當時，上流社會也喜愛以粉紅色服

飾彰顯身分，可見文化的不同，也會影響人們對穿著用色的選

擇。早期也會因為女生力量小所以有「男主外、女主內」一類的

說法，其實像舉重選手郭婞淳在2021亞洲舉重錦標賽女子59公斤

量級，以抓舉、總和雙破世界紀錄，並且在東京奧運勇奪金牌。

由此可見，女生不代表就會嬌弱、力氣小。所以這些都是社會中

普遍存在之刻板印象造成。 

    2.教師說明：並非用單一標誌就能區隔性別，即使是同性別，個

人喜好或專長也不會相同，每個人都能展現獨一無二的自己。 

    3.省思討論：男生能呈現溫柔的一面，女生也會有勇敢的一面，

不用因為性別而限制自己的表現。 

    4.請學童分享還有聽過哪些名人打破性別框架，勇於表現自我。 

     (1)吳季剛：小時候曾因為喜歡玩洋娃娃而受到嘲笑，但家人非

常支持他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後來吳季剛憑藉努力及堅持，成為

國際知名服裝設計師。 

     (2)蔡英文：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鼓勵女性能勇於挑戰、突破

性別的框架，實現性別平權。 

◎活動三：性別無框架 

1.教師引導：日常生活，也會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 

    2.教師播放電子書情境，請學童觀察。 

     (1)小裘想剪短髮，家人反對的原因是看起來像男生，反應社會

文化普遍認為女生應該留長髮，男生應該剪短髮的刻板印象。其

實男生、女生沒有特定模樣，髮型長短是個人想展現的形象，不

應受性別影響。 

     (2)大邁在飯後想洗碗，家人因傳統觀念認為家事留給女孩做就

好。其實家事是全家人要一起完成的，不是家中特定人的專屬責

任。 

    3.省思討論：從上述例子，你會贊同家人的說法還是表達自己的

想法。請學生試著和同學討論，並寫下回應內容。 

    4.教師說明：尊重個人的選擇及特質，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領域

發揮專長。 

     (1)老師徵求同學幫忙搬重物，不一定只能男生來做，女生同樣

能協助。 

     (2)班上需要繪製壁報，不見得只有女生能參與布置，男生同樣

能一起發揮專長。 

◎活動四：職業無性別 

要備妥能力皆能爭取機會，只要具備資格，不用受限於性別。職業不



分性別，表現也不應受歧視。我們可以善用同理心，多一點尊重及理

解，每個人都可以勇敢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活動五：自我形象光譜 

1.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你為自己的表現打幾分？ 

2.教師請學童從自己性別的角度、人際溝通、人格特質等討論點分享

原因。 

（三）、綜合活動： 

1.老師總結：這次課程中討論很多議題，相信大家能覺察並尊

重不同性別特質，也要重視個人興趣及發展，不要因為性別

而產生差異。  

教學策略： 

課堂問答、參與討論、講述示範 

試教成果 

或 

教學提醒 

（非必要項目） 

參考資料 （若有請列出）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