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名稱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繪本教案 
教學主題 誰比較強壯 

教材（書

名）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教材類型 繪本 

年級 年級 

融入科目 性別教育  體建  綜合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教學目標 

1. 能了解性別不同生殖器官就不同(就生理層面)。 

2. 能透過故事了解生殖器官不代表能力強弱，並打破男必強女必弱的迷

思。 

3. 能了解身邊的人、事、物對人的影響(如：睡衣上的圖案) 

4. 能透過故事學會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能力指標 

身心發展 身心發展差異 1-1-1 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 

生涯發展 
不同性別者的成

就與貢獻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的刻板

化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關鍵字 性別，身心，發展，刻板，生理 

導讀 

小男生馬克思簡單將世界分成有小雞雞的人和沒有小雞雞的人，認定前者

比後者強壯，「女孩子就是少了某樣東西！」薩琪的出現挑戰了他信仰的

定律。她不但踢足球、爬樹、打架樣樣行，還男生的腳踏車呢。但是馬克

思堅信他的定律沒有錯，一定是「個案」的問題。他推斷薩琪是有小雞雞

的女生，打定主意查個水落石出。答案揭曉的方式很爆笑，從此馬克思覺

得「世界再也不一樣了」，原來女生什麼也不缺。 

提問討論 

第一層次～

事實 

(對故事內容的

問題觀察、發

現) 

1. 這本書在說什麼故事？ 

2. 故事中有哪些人？  

3. 馬克思是怎樣的人？  

4. 薩琪是怎樣的人？ 

5. 馬克思認為什麼樣的人是強壯呢？ 

6. 馬克思發現薩琪各方面都很厲害時，他的表情是什

麼？ 

7. 馬克思為什麼要調查薩琪？ 

8. 馬克思調查後發現了什麼？薩琪有什麼？ 
（參考答案） 

1.馬克思因為覺得薩琪很厲害，調查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

雞。 

2.馬克思、薩琪、他們的爸媽、老師、同學。 

3.馬克思把人分為有小雞雞和沒有小雞雞兩種。 

4.薩琪會踢足球、爬樹、打架樣樣行，還會騎男生的腳踏

車的女孩。 

5.馬克思認為有小雞雞的人是強壯。 

6.疑惑、驚訝、覺得薩琪是特殊個案，打定主意查個水落

石出。 

7.因為薩琪太厲害了，他想知道薩琪有沒有小雞雞。 



8.薩琪沒有小雞雞，但有小扭扭，原來女生什麼也不缺 

 

第二層次～

感受 

(對故事內容的

回應、消化、聯

想) 

1. 你最喜歡故事中哪個角色？為什麼？ 

2. 為什麼馬克思認為有小雞雞的人真的都比較厲害、強

壯？為什麼？ 
（參考答案） 

1.不一定，讓小朋友舉出實例：如跑步快的妮妮、很會照

顧人的建國等。 

2.自由論述。 

第三層次～

發現/轉化 

體驗、詮釋 

1. 在生活中你也有同類似的經驗嗎？你如何面對呢？如

果你是薩琪，你會想對馬克思說什麼？ 

3. 你曾經看過一個像薩琪一樣厲害的女孩子嗎？ 

2. 為什麼薩琪那麼厲害？妳你身邊有這樣厲害的人嗎？ 
（參考答案） 

1.用平常心與他們相處。 

2.爸媽教她或上社團學來的。 

 

第 四 層 次 ～

將來/應用 

思考、領悟、應

用 

1. 所以，男生女生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給老師的

小叮嚀 

   低年級的孩子是有性別概念但比較沒身體界限，所以當老師在上課、

講故事、教唱歌時，彼此拉拉手、抱抱、身體接觸大部分小朋友，不會覺

得太大驚小怪，下課時男女生也像兄弟姐妹一樣玩在一起，隨處可見，但

身體界限的建立，卻是師長不可忽視的課題，如何讓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

建立合宜的身體界限是需要被教導的。 

    因此老師ㄧ方面要讓小朋友快樂的成長，另一方面要適時的教導小朋

友建立合宜的身體界限，如想要和好朋友拉拉手、搭肩、抱抱等，要問過

他、她同意才可以，而且做這些動作要在公共的場所，不要在隱密的空間

裡或把門鎖起來，避免被人任意冒犯產生危險，這是尊重自己和別人的身

體應有禮貌！ 

    如果別人要和你握握手、搭肩、抱抱，你不願意，要勇敢明白拒絕他

(別人拒絕你，也要樂意接受)，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要不

要被別人碰觸的權力；而重要的隱私處(胸部、生殖器官等)是別人不能碰

觸的，包括異性的父母，同性父母除了在清潔身體的示範和教導或生病前

後查看外，也不可任意碰觸自己的身體；平常孩子們用小雞雞、小扭扭稱

呼生殖器官是可以的，但將正確身體器官名稱教導孩子也是必要的！ 

學生可能

的回應 

1. 在討論中學生可能會覺得「不好意思」「噁心」「討厭」，有可能某

些家庭的教養是不能討論性別議題的或過去不好的經驗的影響；不管

小朋友是否一開始排斥討論，但老師接納、同理學生的情緒和鎮定的

態度，是最容易幫助孩子去獲得正確知識學習的重要因素，往往因此

可以引導孩子進入正確的學習態度而不會感到尷尬。 

2. 討論時學生可能會覺得班上的同學，曾經像馬克思那樣待薩琪錯待自

己，覺得被懷疑很委屈、憤怒，希望以後自己可以備正確的對待；老

師可以藉機引導孩子學習正確彼此對待，錯待要用真誠的心對別人表

達歉意，並用角色扮演加以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