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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	

教案名稱	 恐怖流行病退散---認識與防治網路性別暴力	

課程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主題式課程	

實施時段	

校訂課程時間：	

v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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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節	 學生人數	 										25 人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國中 v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	

學生先備學習	

條件要求	

1、學生已經知道何謂性騷擾與性侵害。	

2、學生已理解部分網路行為已觸犯法律，具有罰則，須負法律則任。	

3、學生能利用平板搜尋資訊、操作 Jamboard 及 Kahoot 遊戲等數位能力。	

設計理念	

(100-200 字)	

2015 年聯合國出版「打壓女性與女孩的虛擬暴力」（Cyber	violence	

against	her	woman	and	girls），專家警告不要將網絡	VAWG	概念化為與

「現實世界」暴力完全不同的現象，實際上它更恰當地被視為線下暴力的連

續體。2019 年南韓發生的「N號房網路犯罪案件」，韓國社會一時輿論譁

然，受害者大多為未成年少女；然而，網路的危險並不分國籍，雖然台灣早

在 2015 年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1，並在 2017年由行政院公布施行，來因應網路新型的性犯罪手

法，但兒少性剝削案件依然逐年攀升，可見性別暴力依舊存在，只是換了另

一形式，但對人的傷害，卻不輸一般暴力。	

學生大多小二、小三就有手機，且使用網路時間很長，網路中的大千

世界也很吸引剛接觸社會人群的小孩，戒心不足的她們，易入具有屏障的網

路陷阱之中，女孩對於網路的特性與危險並不理解之下，少女們太年輕、太

傻，在父權體制下是年齡、性別與性的三重弱勢，對別人輕易的信任，讓自

己深陷於風暴之中。	

聯合國將每年 11月 25日定為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理解女性遭受數

位媒體的暴力的嚴重性。本教案配合「生生用平板」教育政策，運用平板及

數位資源，以自主學習四學(自學、共學、互學、導學）教學策略為設計架

構。課前先給予學生學習任務，上課以教學影片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以 4F

引導反思法提問，各組群體進行討論，促進學生合作學習，分享各組討論結

                                                        
1該法條的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

號或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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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師再總結上課重點。最後一節課，設計Kahoot 遊戲問答，從中檢視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運用測驗結果，討論及反思性剝削問題因應策略

並透過國際倡議行動，帶領學生對性別數位人權有所認識，能夠關懷這些遭

受壓迫的受害者，最後進行公民參與，參與國際倡議行動。	

性別

平等

教育

議題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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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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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主題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	

性別權力與公共參與	

實質內涵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學習目標	

1. 理解網路理解數位性別暴力的樣態和類型。	

2. 能同理受害者可能面臨的困難、對其影響及感受。	

3. 建立正確防治網路性剝削觀念及其發生時之求助管道。	

4. 藉由公民參與方式提出具體可行策略，善盡世界公民責任。	

課程結構	

	

評量策略	

（含評量基準或評分規準

說明）	

本課程之評量策略分為兩部分：	

一、利用Kahoot測試學生理解數位性別暴力的樣態和類型。（如附錄三）	

二、五等第評分：依據分組討論時的小白板書寫，以及學習單填寫的內容給

予評分，評量規準說明如下	

1、能理解受害者處境	

優秀(A)	

－5 分	

良好(B)	

－4 分	

基礎(C)	

－3 分	

落後(D)－2

分	

不足(E)

－0 分	

能完整寫出受害者

可能面臨的困難、

對其影響及感受之

三種面向，且每種

面向均能有兩種以

上討論結果。	

能寫出受害

者可能面臨

的困難、對

其影響及感

受之三種面

向。	

能寫出受害

者可能面臨

的困難、對

其影響或感

受中之任兩

種面向。	

能寫出受害

者可能面臨

的困難、對

其影響或感

受中之任一

面向。	

無法

寫出

受害

者處

境。	

	

	



3 
 

評量策略	

（含評量基準或評分規準

說明）	

2、能說出或寫出因應網路性別暴力的方法					

優秀(A)	

－5 分	

良好(B)	

－4 分	

基礎(C)	

－3 分	

落後(D)－2

分	

不足(E)

－0 分	

能寫出多項因應

網路性別暴力的

方法與求助管

道。	

能完整寫出多

項因應網路性

別暴力的方

法。	

能寫出兩項

因應網路性

別暴力的方

法。	

能寫出一

項因應網

路性別暴

力的方

法。	

無法寫

出因應

網路性

別暴力

的方

法。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學生自學：	

課前先給予學生學習任務-理解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十類型內容並發給學生學習資料。	

	

第一節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引起動機】	

	

一、觀賞影片:恐怖流行病，現正肆虐中	🇺🇸	美

國震撼公益廣告(播放至中間即暫停)	

組內共學：	
二、影片討論:				

(一)猜猜主角發生什麼事？（Facts）	

	

(二)你覺得這部影片的主題是探討什麼?（Facts、

Finding）	

【發展活動】	

一、播放完整影片：恐怖流行病，現正肆虐中	

🇺🇸	美國震撼公益廣告	

二、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一)	拿出學習單張，學生思考影片中出現的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樣態。	

學習任務一：辨別數位性別暴力	

發下「數位性別暴力各樣態」字卡，小組討論影

片中的女主角面臨到哪一些類型的數位性別暴力

之各自想法後，並將出現的樣態結論字卡貼在黑

板。	

組內共學	

(二)播放影片：恐怖流行病，現正肆虐中	🇺🇸	美

國震撼公益廣告	

再播放一次影片，請學生檢視小組討論結果。	

教師講解分析學生答題結果，導入數位性別暴力

的類型解釋。	

	

	

	

	

	

	

3 分	

	

	

	

7分	

	

	

	

	

	

7分	

	

	

	

	

	

7分	

	

	

	

	

	

11 分	

	

	

	

	

	

	

	

	

	

「恐怖流行病」

影片	

	

	

	

	

	

	

	

	

教學 PPT簡報	

數位性別暴力學

習單張	

	

	

	

教學 PPT簡報	

數位性別暴力 10

種類型字卡	

	

	

	

	

	

	

	

	

	

	

	

	

	

觀賞影片及發表	

	

	

口語問答	

	

	

	

	

	

	

	

小組討論	

	

	

	

	

上台張貼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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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網路跟蹤：	

（１）對於他人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令他

人感到不安或畏懼，如：傳送攻擊或恐嚇

性電子郵件或訊息；對於他人網路留言，

發表攻擊性言論等。	

（２）跟蹤或監視他人活動，如：透過手機 GPS

定位或電腦、網路使用紀錄等方法為之。	

（３）監視或蒐集他人網路活動或資訊，進而違

反他人意願與之接觸等。	

２、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

資料。例如：「復仇式色情」。	

３、網路性騷擾：	

（１）未經同意逕將猥褻文字、聲音、圖畫、照

片或影像等資料傳送他人。	

（２）對於他人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

教育法或性騷擾防治法所定性騷擾行為。	

４、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１）對他人之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發

表貶抑、侮辱、攻擊或威脅等仇恨言論。	

（２）基於性別，對於他人之行為或遭遇，進行

貶抑或訕笑。	

（３）鼓吹性別暴力。	

５、性勒索：以揭露他人性私密資料（文字、聲

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為手段，勒索、

恐嚇或脅迫他人。	

６、人肉搜索：透過網路搜索取得與散布未經他

人同意揭露之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

像等私密資料。	

７、基於性別偏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基於

性別偏見，以強制性交或加害生命之事恐嚇

他人，使他人心生畏懼者。	

８、招募引誘：係指運用網路或數位方式遂行人

口販運。	

９、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非法侵入他人電

腦或相關設備，以觀覽、取得、刪除或變更

他人個人資料等。	

１０、偽造或冒用身分：偽造或冒用身分，以取

得他人個人資料、侮辱或接觸他人、損害他

人名譽或信用、遂行恐嚇或威脅，或據以製

作身分證件供詐欺之用等。	

	

【統整與總結】	

	

三	、定義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係指「透過網路或數

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

	

	

	

	

	

	

	

	

	

	

	

	

	

	

	

	

	

	

	

	

	

	

	

	

	

	

	

	

	

	

	

	

	

	

	

	

	

	

	

	

	

	

	

5 分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小組討論及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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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

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

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	

【引起動機】	

一、討論恐怖流行病，現正肆虐中影片內容	

	

【發展活動】	

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	

學習任務一	：理解受害者處境	

運用平板，請各組針對影片內容，從受害者的角

度進行小組討論，回答下列問題，將結果填答在

Jamboard 中。	

1故事主角面臨哪些困難？（facts）	

2這些網路性霸凌對他的影響？（finding）	

3如果你是女主角，你的心裡感受如何？	

（feeling）	

討論學生的答案中的被害者的處境，未經當事人

同意就被廣布於眾的性私密影像，未能尊重別人

的影像的自主權。	

教師導學	

二、介紹台灣目前的數位暴力現況。	

數位性暴力的案件報導中，女性占被害人總人數

之比例為 85%，且成年男性占加害者人數的

95%。	

提問：數位性暴力的本質，為什麼數位性別暴力

女性受害者居多？	

	

以統計圖表介紹性剝削相關數據資料	

	
	

	

	

	

	

	

	

	

	

5 分	

	

	

	

	

20 分	

	

	

	

	

	

	

10 分	

	

	

	

	

	

	

	

	

	

	

	

	

	

	

	

	

	

	

	

	

	

	

	

	

	

	

	

	

	

	

	

	

	

	

	

	

	

數位工具

Jamboard	

	

	

	

	

	

數位工具

Jamboard	

	

	

	

	

	

	

	

	

	

教學 PPT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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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與總結】	

二、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帶來的傷害:面臨數位/網
路性別暴力的當事人可能不敢說也不知道要

跟誰說，而我們可以多留意身邊的人是否有

異常行為與狀態，進而關心身邊的人。面臨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當事人可能會經常關注

網路訊息而導致無法正常學習與生活，甚至

心理影響生理，產生異常生理現象。所以，

每個人都應學習如何防制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及發生時應該如何處遇因應。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	

【引起動機】	

學生自學：	

	

	

	

	

	

	

	

	

	

	

	

	

	

	

	

	

	

	

	

	

	

	

	

	

	

	

	

	

	

10 分	

	

	

	

	

	

	

	

	

	

	

	

7分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各組討論	

 -

 200

 40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歷年國小階段性剝削通報被

害人折線圖

國小男 國小女 國小合計



7 
 

ㄧ、討論性剝削	

觀賞影片:少女琪琪的煩惱	

	

【發展活動】	

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	

學習任務一：網路性別暴力分二條路徑，再分組

討論及接續完成後續劇情	

1、如果琪琪不想裸露，如何拒絕男友？	

2、如果琪琪答應裸露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是編劇，可能的劇情發展...？）	

	

教師導學	

二、法律 VS.數位性別暴力	

（一）案例探討:2019 年南韓發生的「N號房網路

犯罪案件」，韓國社會一時輿論譁然，受害者大

多為未成年少女。	

（二）法律規範剖析：N號房事件的主角，如果

發生在台灣，可能犯下的法律責任？	

1.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38、39條。	

2. 性騷擾防治法第五章罰則第 20至 25 條。	

	

【統整與總結】	

2015 年聯合國出版「打壓女性與女孩的虛擬暴

力」（Cyber	violence	against	her	woman	and	

girls），專家警告不要將網絡	VAWG	概念化為與

「現實世界」暴力完全不同的現象，實際上它更

恰當地被視為線下暴力的連續體。這些暴力，雖

然和現實世界的暴力不同，但對受害者的影響，

卻不亞於現實生活中的暴力。所以，如何防範落

入性剝削或數位性別暴力的陷阱，是迫切需要

的。這些內容將於第三節來上。	

~第三節課結束~	

	

第四節	

【引起動機】	

各組發表前三節上課內容網路性剝削帶來的傷

害？	

	

【發展活動】	

	

一、網路性剝削的手法類型	

近年網路交友逐漸盛行，許多人透過通訊軟體交

友或發展親密關係，但其匿名性恐成為性侵害、

性剝削犯罪的溫床。據統計，兒少性剝削案件

中，「拍攝、製造兒少年性私密影像」約占 8 成

	

	

15 分	

	

	

	

	

	

	

	

13 分	

	

	

	

	

	

	

	

	

5 分	

	

	

	

	

	

	

	

	

	

	

	

	

5 分	

	

	

	

	

5 分	

	

	

	

	

	

	

	

	

	

「少女琪琪的煩

惱」影片	

	

	

	

	

	

	

教學 PPT簡報	

小白板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教學 PPT簡報	

數位工具

Jamboard	

學生平板	

	

	

	

	

上台發表	

	

	

	

	

	

	

	

	

	

	

	

	

	

	

	

	

	

	

	

	

	

	

	

	

	

	

	

	

	

	

	

	

	

	

各組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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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 5 年來更成長近 2 倍。衛福部列出十大常見

「騙取私密照」手法，呼籲社會大眾留意。	

	 ➤以交往為名義索求私密照，一但拒絕就情感

勒索	

	 ➤網友天天噓寒問暖，卸下心防後騙取私密照	

	 ➤假裝是年紀相仿的同年生，互相確認發育	

	 ➤以打工賺錢拍內衣廣告為名義，利誘騙取私

密照	

	 ➤利用先陪聊，追加進行裸聊再側錄	

	 ➤利用 IG等社群 APP 或遊戲大廳直接邀請聊色

情話題	

	 ➤用愛製造裸聊陷阱再側錄	

	 ➤裝流氓搶裸照，威脅不給裸照就去學校堵人	

	 ➤誆騙對話框會限時消失，上傳私密照很安全	

	 ➤以愛為名，要求私密照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1260

01809-260405?chdtv）	

學生自學與組內共學	

	

終極任務一：如何防治網路性剝削？	

	

請學生思考如何防治網路性剝削，再運用平板搜

尋可能防治方式，各組討論彙整各組討論結果，

將結果填答在 Jamboard 中。	

	

組間互學	

三、展示各組討論結果	

	

教師講解：防治網路性剝削的方法	

使用網路上建立防護好習慣，落實「保護自己

123(衣惡刪)」原則，包含不拍攝裸照、不傳送、

不持有，可遵循防護四要守則。	

1.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在網路上，要時刻保持警

惕，不要輕易相信陌生人的信息和誘惑，不

要輕易泄露個人隱私和敏感信息，保護好自

己的帳號和密碼等。	

2.注意網路安全問題：遵循網路安全原則，保持

網路設備和軟件的更新，使用安全的網路連

接。	

3.學習辨別不良信息和資源：學會辨別網路上的

不良信息和資源，不參與或分享不健康的內

容，避免成為網路性剝削的受害者或者傳播

者。	

4.警惕網路招聘和網上交友：不輕易相信網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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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工具

Jam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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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和網上交友信息，注意真假和安全性。	

（資料來源：https://www.widitw.org）	

防堵網路性剝削需要個人和社會共同努力，大

家要共同提高網路安全和保護意識，建立健

康、和諧的網路環境。	

	

學生自學與組內共學	

終極任務二：面臨網路性別暴力，如何求救？	

如果你／妳的朋友面臨到裸照外洩，該如何建議

他／她求救？	

請學生思考網路性剝削處遇因應措施，再運用平

板搜尋可能的處遇因應措施，各組討論彙整各組

討論結果，將結果填答在 Jamboard 中。	

	

組間互學	

一、展示各組討論結果。	

	

教師講解：	

「若不幸遭遇數位性暴力	記住四步驟自保」	

數位女力聯盟也提醒民眾，若不幸遭遇數位性暴

力，可記住四步驟自保：	

第一步先保持冷靜，確認自己的權益，比如說受

侵害的年紀是否已成年、確認加害者身分是誰，

以及確認自己手上握有多少證據。	

第二步則是蒐集、保留完整證據，例如截圖、影

音、錄音等方式，並且要多重備份。	

第三步找尋專業單位的求助管道諮詢，包括數位

女力聯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台灣展翅協會、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等組織，協助了解該事件

可能涉及到哪些法條。	

第四步則是報警（取得三聯單），或到地檢署按

鈴申告。	

（ 資 料 來 源 ：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NKgYa1）	

	

終極任務三：如果遇到網路性別暴力，如何發揮

正向影響力？	

韓國網路性暴力回應中心定期舉辦「匿名者紀念

儀式」，追悼遭受網路性暴力、終而自殺的受害

人。李佼燐會長強調，紀念是為了發聲，社會應

該明白受害者並非自殺，「是被整個社會的惡意

所殺死的」（註）。視而不見，見而不知，不

知、無覺，數位性別暴力也是世紀大疫，無數受

害者死在數位世界裡眾人喧嘩聲中。	

（資料來源：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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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及上台發表	

	

	

	

	

	

	

	

	

	

	

	

	

	

	

	

	



10 
 

revenge-porn-digital-gender-violence）	

【統整與總結】	

如何防治網路性剝削？防治網路性剝削五不守

則：不違反意願、不聽從自拍、不倉促傳訊、不

轉寄私照、不取笑被害	

面臨網路性別暴力，如何求救？網路性剝削處遇

因應四要守則：要告訴師長、要截圖存證、要記

得報警、要檢舉對方	

	

~第四節課結束~	

第五節	

【引起動機】	

杜絕網路性剝削五不四要舉手搶答	

【發展活動】	

	

學生自學與組間互學	

~「發聲練習」~	

各組討論如同恐怖流行病的女主角面臨到裸照外

洩，如何帶領與影片中不同的風向？	

	

請學生思考如何幫助受害者發聲，再運用平板搜

尋可能方式，各組討論彙整討論結果，將結果填

答在 Jamboard 中。	

展示各組討論結果	

教師導學	

教師講解	

一、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https://join.gov.tw/	

二、終結數位性別暴力之公民參與	

1. 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你的想法可能會引起
其他人的共鳴，形成正向討論風向。	

2. 為受害者發聲：如果你看到有人在網路上遭受
性別暴力，可以轉發相關訊息、分享有用的資源

和支持受害者等方式來幫助他們，讓更多人關注

此問題，形成強大的正向力量。	

3. 宣導正確價值觀：網路性別暴力往往是一些錯
誤的價值觀念，可以宣導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和

教育更多人，改變不良風氣和行為。	

三、KAHOO測驗學生學習結果	

【統整與總結】	

2015 年聯合國出版「打壓女性與女孩的虛擬暴

力」（Cyber	violence	against	her	woman	and	

girls），專家警告不要將網絡	VAWG	概念化為與

「現實世界」暴力完全不同的現象，實際上它更

恰當地被視為線下暴力的連續體。這些暴力，雖

然和現實世界的暴力不同，但對受害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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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OO題目測驗	

學生平板	

	

	

	

	

	

	

	

	

	

	

	

	

	

	

	

	

	

	

	

	

	

	

	

	

	

	

	

	

	

	

	

	

	

	

	

	

	

	

	

	

	

	

	

KAHOO題目測驗成

績統計	

	

	



11 
 

卻不亞於現實生活中的暴力。所以，如何防範落

入性剝削或數位性別暴力的陷阱，是迫切需要

的。	

	

教學 PPT簡報	

	

	

	

	

	

	

	

指導

要點

及注

意事

項	

1.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樣態」需讓學生進行自學研讀與課堂討論，確認定義。	

2.本教案結合數位科技進行，可視教學資源進行調整，也可使用學習單、小白板等進行研討

與發表。		

3.法律條文及相關罰則無需過多著墨，僅止於讓學生了解行為觸法應負相關法律責任即可。	

4.對於 KAHOOT遊戲之平板數位輔助教學旨在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切勿太過於強調比

賽的成績及排名，導致學生急於搶答而隨意亂作答的情形發生。	

5.課前的教材教具及平板要確實準備妥當，特別是平板的數量、電力及網路流量等。	

6.教學過程中給學生充分表達意見的時間，藉以掌控學生的學習狀況；再則藉由學生發表自

身或周遭經驗時，引導學生避免僅回答政治正確內容，須確實認知網路性剝削的現實狀

況及因應自保之道。	

教學心得與省思（含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學生學習成效分析、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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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實踐反思：	

(一) 透過數位科技探索網路性別暴力，並分組討論發表，在溝通形成組內共識上，時間分配須
要多一點時間。	

(二) 本教案部份學習任務讓小組討論後口頭發表，建議亦可運用 Jamboard讓小組討論形成共識
後，小組發表，組間互學，讓學生有更多面向認知，學習主題概念更完整。	

(三) 學生喜愛 Kahoot測驗模式，且 Kahoot 能分析多面向教學成效，建議可多設計 Kahoot 題目
運用於學習評量，以分析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一) 從 Jamboard「理解受害者處境」中發現，在組間互學Jamboard裡，學生未能將他組合理討
論結果列入組內討論結果裡，學生對於情緒詞語不見得完全理解或學生難以同理故事中女

主角的處境，以致於未能完整說出女主角的心境。	

(二) 從 Jamboard「防制網路性剝削」、「面臨網路性別暴力，如何求救？」及「面對網路性別
暴力，如何發揮正向影響力？」中，預防重於治療，但，學生未能提出具體有效、完整、

多項「防制網路性剝削」方法。	

(三) 從學生回饋中發現，學生難以網路性剝削與社會中性別歧視及性暴力的關聯，並理解女性
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能分析並能表達社會環境脈絡下的性剝削緣由。	

三、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	

(一)以平板為教學工具，運用自主學習四學模式，學生大多能提出自己想法，引發同儕討論，

凝聚組內共識，參考他組討論結果，但，學習過程須多點時間討論，課程時間建議視實際

情形伸縮安排，提供學生更多溝通互動時間。	

(二)運用數位資源 Jamboard 進行討論共同編輯，可減少傳統小白板及白板筆使用，節省資源，

亦能促進學生運用科技學習，並有助於學生討論聚焦，形成共識。各組亦可參照他組討論

結果促進反思，未來相關教學須進行組內共學及組間互學方式，均可運用 Jamboard相關資

源進行。	

(三)學生認真投入 Kahoot 學習活動，且教師可從 Kahoot「報告」項目中得知各題目，全班答對

率，分析全班對各題目理解程度以進行補救教學及修正教學策略，亦可分析各別學生對於

不同概念之理解程度，進行差異化教學。建議未來相關教學可設計Kahoot答題模組，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