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109年度臺中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一、設計理念 

(一)源起與學生背景分析： 

人類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會發展不同的友伴關係。大部分人在年幼時對性別概念較模糊，

對友伴性別無特別選擇。然而，到了小學階段，兒童性別意識發展迅速，會偏向與同性

朋友和密友交往，與異性壁壘分明。到了高年級開始會對異性產生好奇，老師看見了孩

子們對於兩性交往的好奇與期待，然而又不是「老師說了算」的狀態，因此希望藉由這

個課程多了解學生的想法，也讓學生了解自己周圍同學的想法，並且去感受愛情的樣貌。 

(二)教材分析： 

本教材利用後設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是一種系統的訓練計劃或方法。認為學生要獲

得有效的學習，必須了解所要學習的材料、自己的能力與特質、使用有效的方法和技巧、

適當的使用時間和使用原因及使用效果。透過課程教導、活動討論，教導「想、說、做」

的模式，發展學生屬於自己的身體界限及與人互動技巧。

 

(三)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第一節「與異性相處」的部份，主要對應的是核心素養「性 C2」、「綜-E-C2 」。 

第二節「性的自我保護」的部份，主要對應的是核心素養「性 A3 」、「健體-E-B2」。   

(四)跨領域/科目教學之必要性： 

有助於培育核心素養，更完整的去落實及實踐。 

(五)素養導向教學特性： 

強調社會情境脈絡化的學習：從生活情境週邊取材，也從社會環境中的新聞事件中取材，

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探討在這個階段學生自身最關心的人際及異性相處議題。綜觀的

從知識、能力與態度方面，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協助學生身歷其境的去感受與分享，不

僅提昇人際敏覺、人際互動技巧，也提高學生的危機辨識及自我保護的意識。 

 

 

 

 

 

 

 

 

 

 

 

 

 

 

核心素養解讀 預期達成能力
學習重點

（內容、表現）
教學活動設計



 

二、教學設計 

跨領域/科目 性別平等教育/健體/綜合活動 設計者 黃曉薇 

實施年級 6年級 總節數 2節課 

單元名稱 知性之旅 

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健體-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

養，並理解各類媒體刊載、報導有關體育與健康

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

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 

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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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

專業 知能、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以 因

應社會變遷、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性 C2  

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提升情

感表達、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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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

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

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

進，追求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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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a-III-1 欣賞並接納自己與他人。 

2a-III-1 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式與情感表達，並運用同理心增進人際關係。 

3a-III-1 辨識周遭環境的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化解危機。 

學習 

內容 

Aa-III-1自己與他人特質的欣賞及接納。 

Aa-III-2 對自己與他人悅納的表現。  

Ba-III-1多元性別的人際互動與情感表達。 

Ba-III-2同理心的增進與實踐。 

Ba-III-3正向人際關係與 衝突解決能力的建立。 

Ca-III-1環境潛藏的危機。 

Ca-III-2辨識環境潛藏危機的方法。 

Ca-III-3化解危機的資源或策略。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性 C2」、「性 A3」 

資訊教育 

教材來源 翰林《健康與體育領域第十一冊(6上)單元七》、自編教材 

學習資源 課本、投影片、學習單、性平法律條文、相關新聞片段 



 

學習目標 

1. 能覺察被異性吸引是正常的發展現象。 

2. 體認異性相處是一種表達友情和學習社交技巧的方法。 

3. 了解社會文化對兩性互動的影響。 

4. 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性別角色。 

5. 能透過適當管道獲得正確的性觀念。 

6. 認識網路交友的潛在危機。 

7. 能說出網路交友安全守則。 

課程架構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流程 時間 學習資源 評量 

與異性相處

•討論異性相處要點。

•學習在團體活動中與異
性互動。

•探討兩性交往的合適過
程。

•表演不同社會文化對兩
性互動的影響。

性的自我保護

•分組討論網路交友案例。

•探討網路交友安全守則。

•探討兩性交往中的人際
界線。

•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



 

 引起動機：小學生可以談戀愛嗎？ 

從心理需求層面，帶學生覺察被異性吸引的需求滿足。 

1. 對異性的好奇與想像。 

2. 渴望同學（同性、異性）的肯定與認同。 

3. 覺得孤單，渴被愛、被呵護。 

4. 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壓力等各式各樣的理由。 

 

 活動一：探問「喜歡跟愛，一樣嗎？」希望學生用正確的態度去認

識、面對愛情與友情。同時，帶孩子先反思自己是否具備了愛人的

能力。 

1. 我是否學會了，先好好愛自己、保護自己？（不是只有我一直照顧

對方，我是否也有照顧到自己？我是否認為自己希望與需要的東西

也很重要？） 

2. 我是否學會了同理、接納？（當對方跟我有不同觀點時，我是否不

會去批評對方，而且通常能夠接受對方不同的想法？） 

3. 我學會了溫和而堅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被他的情緒所綁架

嗎？（如果我覺得不喜歡，要拒絕的時候，我是否不會害怕對方因

此生氣？對方是否不會批評有不同意見的我，而是接受這樣的

我？） 

4. 他也如我一般，學會了愛人愛己嗎？（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對方是

否不會覺得都是自己的錯，是否不會不斷地責怪自己？） 

 

 活動二：想一想，當進到兩人世界時，會有哪些考驗？哪些心情與

想法的轉折（討論與異性相處要點） 

1. 如何面對同學的謠言與玩笑。 

2. 看到我的好友/男女好友跟別人很好的時候，我好生氣、嫉妒。 

3. 得失心/ 控制/ 嫉妒 /挫折：從社會案件，讓學生看到兩性交往中

的真實，以及可能面臨的課題。 

4. 兩人互動關係中，必須小心踰越界線。這些你不以為意的小動作，

其實已經讓你漸漸地走在觸法的邊緣… 

 

 總結：學習在團體活動中與異性互動。 

1. 教師說明：青春期對異性友好感，但兩性之間的交往應從團體活動

的互動開始，透過觀察及傾聽多了解對方，不要急著進入兩人世界。 

2. 討論拒絕異性邀約的方式：師生共同討論如何拒絕不想要的邀約，

並請學生代表上台進行演練。並請學生一方發表拒絕邀約的想法和

作法，並討論一方如果被拒絕了，應該如何改變負面情緒，轉變成

正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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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動機：討論兩性交往的合適過程 

1. 從團體活動的互動，到三兩成群的交友，到一對一固定時間及對

象，在到締結婚約-訂婚與結婚。如果步驟太快，一方面對交往的

對方並不了解，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自己的生活圈變小，失去許多結

交朋友的機會。 

2. 教師統整：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除了要以愛為基礎外，還包含了

承諾和責任，所以必須慎重決定。 

 

 活動一：分享討論網路交友案例 

1. 調查班上網路交友情形，多少人有網友，多少人見過網友？ 

2. 請學生分組討論課前所蒐集的網路交友案例進行討論，並辨識網路

交友的危險，如何避開危險？ 

3. 探討網路交友安全守則：共同討論網路交友必須有哪些安全守則。 

□ 避免暴露真實身份及個人資訊。  

□ 避免單獨與網友見面。  

□ 避免和陌生網友有金錢往來。  

□ 勿輕易留下電話號碼及帳戶資訊。 

□ 新聞時事案例分享與討論  

[新聞]竹科工程師遭女網友騙財，損失上百萬  

[新聞]國小女生與網友相約離家，至今已還無任何音訊 

 

 活動二：「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學習瞭解自己的身體界線，學

習保護自己以及危機處理的方式。 

1. 經驗分享：說說看，你有過哪些好的碰觸經驗及不好的碰觸經驗。

好與不好的碰觸各給人什麼樣的感覺？ 

2. 我們身體上有哪些部位是絕對不可隨便讓別人碰觸的呢？  

3. 教師歸納重點：  

□ 好的身體碰觸是可以接受的、喜歡的或感覺沒有問題的，而不

好的身體碰觸則會讓人有不安、不自在、不舒服的感覺。  

□ 同樣的身體碰觸，每個人的感覺可能不一樣，因此，每個人在

身體碰觸上的安全界線也可能不一樣。  

□ 個人的隱私處，是絕對不可隨便讓人碰觸的。  

□ 我們不但要保護自己，免於不好的身體碰觸，也要懂得尊重別

人，不對別人做不好的身體碰觸。 

 

 活動三：「性騷擾防治」─性騷擾定義及辨識可能的性騷擾者，學

習拒絕性騷擾。同時從法律的向度，理解校園性平法的相關定義及

運作。 

1. 性騷擾迷思大考驗：教師提問，並請學生依照該敘述為對或錯以○

×來回答。如果正確，請學生將雙手繞到頭上畫○；如果錯誤，該

學生將雙手交叉於胸前畫×。教師針對迷思問題進行澄清與討論。 

2. 說明《性平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對於性

騷擾的定義並了解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流程。協助學生釐清何謂性

騷擾，以及有可能觸法後會面臨的處遇。 

3. 教師歸納：保護、珍惜自己的身體，瞭解身體是應受到尊重的，要

護衛「身體自主權」。同時，也必須有同理心地去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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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回饋 

1. 課程實施前，確實有些擔心孩子會不會不願

意表達自己的態度與想法，但是經過了課程

之後，發現孩子都蠻願意沉靜下來思考自己

與同年齡的同學對於愛情的態度有哪些不

同，重新檢視自己的態度與拓展思考。 

2. 發現營造一個安全信任的環境，其實是這本

課程當中的關鍵催化要素，當學生願意表達

後，每段分享對整個群體都很有助益。 

3. 必須更敏銳的去覺察自己的價值觀，給予學

生的表達更多的包容及引導，切勿太快的給

予評價、建議及形成刻板印象。 

1. 很開心能有機會在課堂後看到群體一起討

論及面對自己很關心的議題，正向、開放

的去談，導師也很願意利用中午用餐時

間，播放延伸的相關影片，讓我們能夠有

管道去抒發，不至於陷入死胡同中。 

2. 利用新聞片段去看到更多真實案例，結合

法律相關常識的補充，讓我們更清楚知道

行為的界線，以及可能需要負擔的責任及

承擔的風險。使得與異性相處的態度會更

為謹慎、留意界線。 

 

 

 

 

 

 

 

 

 

 

 

 

 

 

 

 

 



 

  

  

  

  



 

  

  

  

  



 

  

  

  

  



 

  

  

  

 

 

 

 

 

 

 



 

 

面對這些考驗，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做？ 

 

考

驗

一 

面對同學的謠言， 

我會怎麼做？ 

 

考

驗

二 

看到我的好友/男女好友

跟別人很好的時候， 

我好生氣、嫉妒。 

我會怎麼做？ 

 

考

驗

三 

我得失心好重， 

他/她的一舉一動都會影

響我的心情。 

我會怎麼做？ 

 

考

驗

四 

慢慢地，他/她開始會摸

我的背、摸我的腿， 

甚至摸我的私密處… 

怎麼辦？ 

 

考

驗

五 

如果我不小心觸法了， 

會面臨到什麼？ 

 

考

驗

六 

如果我想分手，他真的會

如願讓我走嗎？ 

又或者，對方想分手， 

我要怎麼割捨？ 

 

考

驗

七 

網路交友必須小心哪些

陷阱？如何自我保護？ 

 

 

 

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