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1 讀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陳彥均  



跨越性別  尋職人夢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陳彥均 

壹、設計理念： 

    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已十八周年，雖然教育部及各級學校在性平教育方面皆

努力培養學生性別平等意識與價值觀，希望藉由了解自己，尊重他人，對性別議

題有更多認識，進而消除刻板印象；然而有時傳統的性別觀念與性別刻板印象仍

在無形中影響著我們，尤其是職業的性別刻板印象更是屢見不鮮。 

    另外，臺灣社會深受升學主義影響，直到十二年國教推動，強調「適性揚才」，

才漸漸改變以往看重考試成績、追求好學歷與名校的傳統思維，轉而著重生涯教

育，從只在乎學科考試的排名轉變成考量各項興趣、專長的適性發展，適性發展

已成為現今教育中的重要課題。每個孩子都有自己擅長與不擅長的事物，為了因

應「適性揚才」以及提前讓孩子了解未來長大後所要面對的工作職場，除了認識

自己，了解自身興趣與專長，也須認識工作職場及所需的一般知識與能力，才能

幫未來找方向。 

    因此此次讀報課程設計便以性別平等與職業課程為軸心，將其融入健體、語

文與綜合領域，搭配健康、國語課文進行教學活動，將職業不分性別概念傳遞給

學生，除增強學生對自我的認識外，也讓學生們從活動中嘗試跳脫性別刻板印

象，接著利用綜合課讓學生認識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適合的人格特質與甘苦，

最後再自行蒐集資料製作自己選定的職業海報，希望透過課程能增進學生對職業

的了解，並減少對部分職業的刻板印象與錯誤認知，同時讓自身的興趣、能力、

職業性向與工作之間有所連結，提早對於未來的目標有初步概念。 

 

貳、教學目標： 

一、能從課程與活動中了解職業不分性別，應跳脫性別刻板印象。(健體、語文、

綜合領域) 



二、能了解自己的優點、待改善處、興趣與專長，並思考自己的志向(健體、語

文、綜合領域) 

三、能深入認識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適合的人格特質與甘苦。(綜合領域) 

四、能透過自主學習，選定不同職業後，蒐集相關資料，閱讀、彙整，再製作出

該職業相關報告，並上台分享。(綜合領域) 

五、能從聆聽同學報告中，認識不同的職業及其甘苦。(綜合領域) 

六、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學習聆聽與溝通。 

 

參、相關領域之對應能力指標：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

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進生活適應力。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

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 

個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綜-E-A1   認識個人特質，初探生涯發展，覺察生命變化歷程，激發潛能，促進

身心健全發展。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綜-E-C2   理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學習尊重他人，增進人際關係，與團

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 

 

肆、教學對象：本活動實施於四年級學生。 

 

伍、教學時間： 

一、利用國語課與健康課時間認識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同時了解職業不分性別。 

二、利用綜合課讓學生認識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與甘苦。 

三、停課不停學期間，讓學生選定一種職業，透過自主學習，蒐集相關資料，閱

讀、彙整並製作出該職業的相關報告，綜合課時與同學分享。 

四、課程時間持續實施一學期。 



陸、課程架構： 

 

 

柒、教學過程： 

一、職業V.S性別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兩性平等教育是融入各課程領域的七大議題之一，學

校教育推展兩性平權，主要是建構兩性適性發展與建立相互尊重的新文化，破除

兩性間的不平等，促進男女的機會均等。不過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雖

然已逐漸改變，但某些行業在同一性別的比例總是佔多數，還是容易使人產生性

別方面的刻板印象，讓人誤以為這些工作是需要男性或女性來擔任會比較適合；

為了讓學生了解社會上各種職業沒有性別的限制，並且從中了解工作的專業在於

能力、態度與負責，不能從性別來判定是否適合，因此設計相關課程進行教學。 

    教學設計配合康軒版四年級下學期健康課本內容，先列舉各類型行業，讓學

生思考判斷這些行業適合男生？還是適合女生?還是都可以? 從學習單的回饋當

中，可以發現還是有部分學生對於職業選擇有性別刻板印象。接著讓學生透過活

動與學習單認識自己的優點、缺點與興趣專長，並想想自己未來想從事的行業，

再查一查這個從事這個行業需要哪些能力或有什麼樣的條件要求，這些能力或條



件要求與性別有沒有關係，同時試著思考，如果週遭的人，因為性別的原因，不

贊成自己從事這份工作，該如何說服(告訴)對方？ 

    收回學習單後，教學者先統計班上男生、女生最喜歡的三種職業的意願，並

在班上公布，接著讓學生先猜測今年不同性別的小學生最喜歡職業前三名，再閱

讀國語日報社舉辦「二○二二年兒少大未來職業探索」問卷調查結果，看看和班

上結果有無差異，及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同時也了解今年小學生與中學生喜歡

和不喜歡職業的前三名及原因。希望能藉此讓學生了解到自己的特質與勝任一份

工作不是由性別決定的，而是需要專業能力、認真負責的態度，同時理解職業的

選擇是和所具備的特質有相關。    

    

搭配健康課本內容，讓學生思考職業與性別間的關係，及自己的優、缺點與興趣 

    

學生閱讀國語日報-性別平等教育專刊漫畫後書寫學習單 

 

 

家長給予孩子的鼓勵 



    

   

學生小組討論猜測今年小學生最喜歡職業前三名，再閱讀報紙了解調查結果 

 

二、職人大探索 

    了解選擇職業無關性別後，恰好南一版四年級下學期國語課本第四單元課文

主題-夢想起飛，就是以不同職業主題的文章鼓勵學生結合興趣，充實自己，勇

敢追夢；為了因應「適性揚才」以及提前讓學生了解未來長大後所要面對的工作

世界，因此教學者進一步搭配國語日報-尋找大夢想專欄內容，讓學生認識不同

的職業，進而拓展學生對於工作世界的認識，減少對部分職業的刻板印象與錯誤

認知，並了解自身興趣、能力及工作之間的關係。 

    配合「夢想起飛」主題，教學者利用數篇國語日報-尋找大夢想專欄文章，

讓學生讀完文章，從文章中摘取重點，再搭配國語課句型結構，書寫心得，停課

期間不停學，改採透過 Classroom提供尋找大夢想專欄文章圖檔進行，希望透過

這樣的方式，增進學生對於不同職業的認識。 

    

學生閱讀國語日報-尋找大夢想專欄文章後書寫學習單 



 

  讓學生列出自己想要了解的職業，供教學者作為規畫後續課程或教材的參考

   

 

   

利用 Classroom提供國語日報文章，搭配國語課句型結構，讓學生書寫心得 

   很多學生的生活就只有讀書和考試，對於職場的世界認識有限，例如:許多學

生懷著電競夢，以為電競選手只需要在電腦前動動手指，在電腦間裡吹冷氣、打

電動就可以賺錢，但這一行業其實不是學生想像中的這麼簡單，且不是每個人都

可以或適合成為電競選手。 

    因此教學者引導學生先選定自己未來想從事的職業或自己感興趣的職業，再

仿照國語日報-尋找大夢想專欄的內容，搜集、閱讀與整理該職業的相關資料，

如:工作內容、適合的人格特質、甘苦、需要的能力......，製作相關報告，並

與同學分享，一方面藉此機會認識、提前探索、了解自己可能的職業道路，一方

面也可以從彼此的報告分享中，認識更多不同職業，拓展自己的見聞，同時為此

次課程畫下句點。  



   

   

學生選定職業製作報告，有些製作 ppt，有些手繪海報，有些是大圖輸出海報 

    

學生與同學分享自己製作的職業報告 

     

聽完同學的報告後，寫下自己的收穫 

捌、教學評量： 

    本教學活動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包含了口頭發表、小組討論、讀報學習單、

線上心得、製作職業報告…等多樣評量，希望能藉由多元的評量方式，檢核學生

的學習成效。 

 

玖、教學省思： 

    「跨越性別 尋職人夢」系列課程的設計結合健體、國語、性別平等概念與

讀報，透過主題式且生活化的學習，讓學生有更多成長，教學過程中，教學者也



有以下體悟： 

1.推廣性平的認識，才能避免歧視 

    此次教學設計，教學者將課程、讀報與性別平等觀念結合，希望學生能藉由

課堂的討論、閱讀國語日報專題報導、製作職業相關報告，進一步發現選擇職業

無關乎性別，最終懂得打破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了解能勝任各種工作在於其本

身所具有的特質而非性別。然而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學者卻不難發現，雖然學生們

知道溫柔、耐心、細心、愛乾淨不是女生的專利，勇敢、有體力也不是男生的特

質，甚至能舉出選擇職業時不應受到性別的限制，但思考不同職業適合男生、女

生、還是男女都可以時，仍有少數學生對於職業選擇仍有性別刻板印象，如:覺

得男性擅長做粗活、有勇氣可以做危險的工作，女性擅長服務他人、有母愛和細

膩度適合當幼稚園老師或褓母，顯示推動性平教育，路還很長。或許日後進行相

關議題時，教學者能嘗試邀請職人到校與學生分享，或以更多職業無關性別的實

例，讓學生們能更清楚明白，各行業不一定非得要特定性別，而在於認真的工作

態度與職業所需具備的個人特質。 

     

  

學生能舉出選擇職業與性別無關，但也有學生對於職業選擇仍有性別刻板印象， 

在教學者列舉的職業中，認為警察、軍人、保全/警衛、建築師適合男性，服飾/

化妝品專櫃人員、褓姆、彩妝/造型師、幼稚園老師適合女性。 

2.宜善用社區資源，找對未來方向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是十二年國教的願景，也是現代教育的主流

思潮，不同於傳統只看重考試成績，著重於幫助孩子認識自己的特質、興趣、能

力、志向等條件，並提供適切的學習環境與資源，讓學習產生功效，進而讓孩子



在適合的舞台展現才華。 

     如果可以從小就明確了解自己未來的目標，朝著自己的興趣去發展、學習，

將會少走很多「冤枉路」，因此除了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的特質、興趣、能力、志

向，也應讓學生認識職業的多樣性。較為可惜的是此次課程受限於疫情影響，主

要以閱讀、討論、報告為主，無法規劃實際體驗課程，或邀請家長進班分享職涯

經驗。其實政府已開始系統性的建置職業體驗環境，與規劃職人到校分享的講

座，民間機構也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與試探的機會，這樣的學習更能讓學生體驗不

同的職業工作內容，掌握未來的方向，即使試過之後知道自己不喜歡或者不適合

某個職業，也是很好的體驗與學習。 

 

3.製作報告需指導，臺風要多練習 

    製作報告時，教學者發現有些學生選定報告職業後，會利用網路搜尋相關資

料，接著將網路搜尋到的資料原封不動的轉貼到投影片，投影片上貼滿密密麻

麻、未經整理的文字，上台報告時有些字甚至不會念，報告上也沒有列出資料來

源，缺乏智慧財產權的概念；有些學生雖然會篩選相關資料，不過對於內容的編

排缺乏整理與層次，排版也欠缺美感，因此無法引起其他學生的興趣或不易理解

報告內容。因此指導學生製作報告時，如何篩選資料、摘錄重點、下標題、排版

美編、列出資料來源......，都是很重要的事。 

    另外，口頭發表，是學生從小到大經常必須面對的挑戰，舉凡上台自我介紹、

分組報告、舉手發言和回答問題都需要具備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有些學生報告

時聲音小的台下同學幾乎聽不到、有些學生報告時結結巴巴、有些學生忽略台下

同學，全程背對或側身對著同學，只顧看著自己的報告內容、還有些學生卻總能

流暢又自信地表達。沒有人天生就有好口條，學生要有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絕

對需要很多練習的機會。另外有些學生太有想法、容易打岔，因此教他們安靜傾

聽別人說什麼，也是很重要的溝通表達能力。 

    因此儘管課程已安排得十分緊湊，想用專堂教學生製作報告、讓學生上台發



表愈來愈難，但教學者仍會嘗試把報告融入領域教學設計，希望能給學生更多的

機會學習與練習，培養學生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     

   

有些學生報告時緊盯著自己製作的內容，不但忽略台下同學，甚至背對同學 

       

有些學生報告的內容直接複製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有些則會先經過整理 

 

    長久以來的傳統性別觀念、升學主義迷思，雖無法靠著制定相關政策、推動

相關教育就能立即收到立竿見影的改變，然而只要持續推動，讓性別平等、適性

揚才概念深植人心，讓每個人時時留意細節、檢視自己是否在無意間落入傳統觀

念的窠臼，相信改變，並不困難。改變，從你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