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 件 編 號 ： 

（此欄由主辦單位填寫） 

  主題名稱 特質․我們班 

  實施年級 
□高中 (年級：  ) 　□高職 (年級：  ) 

□國中 (年級：  ) 　■國小 (年級：四) 

   節數 節數四(合計：160分鐘) 

 

 

  課程類型 

■議題融入式課程， 

融入領域/科目：健康教育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實

施

時

間 

■校訂必修 

□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對應總綱 

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領

域 

/ 

學

習

重

點 

核心

素養 

健體-E-A1：具備良好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

認識個人特質。 

健體-E-C2：具備同理他人感受，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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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須融入全人性教育、生

命教育、品德教育，請

依需要自行增加欄位或

列入相關項目。 學習

表現 

2c-Ⅱ-2：表現增進團隊合作、友善的互動行為。 

2c-Ⅱ-3：表現主動參與、樂於嘗試的學習態度。 

學習

內容 

Fa-Ⅱ-1：自我價值提升的原則。 

Db-Ⅱ-2：覺察自身性別角色刻板現象並與不同性別者有良好互動。 

性

平

教

育

議

題 

核心 

素養 

性A1：尊重多元的生理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以促

進性別自我了解，發展不受性別限制之自我潛能。 

 

註： 
 

須融入全人性教育、生

命教育、品德教育，請

依需要自行增加欄位或

列入相關項目。 

學習 

主題 

1.生理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 

2.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學習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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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了解家庭、學校與職業 

的分工，不應受性別的限制。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說出不同的人格特質，並透過覺察反思，寫出自己的特質。 

2. 學生能分析班上其他同學的特質，並說出自己所寫的特質及他人所寫特質之差異性，進

而發展正向「自我認同感」。 

3. 學生能寫出自身特質在班級中的貢獻，進而提升「自我價值感」及對「班級榮譽感」。

4. 學生能體會並覺察個人特質無關性別，進而破除既定之「性別角色特質之刻板印象」，

以發展更多元的性別角色觀點。 

111年性別平等教育優良教學方案甄選活動教案設計格式（12年國教組） 

（一）教案理念、教學目標及評量 



 
 設計理念 

 （含動機） 

(一) 為何會有此教學設計的發想？ 

  四年級健康（翰林版）第五單元為「我們這一班」，其課程目標期許孩子們能分析自

我與他人的差異，並從中學會關心自己，進而建立起自己的自我價值感。因此，從上述內

容可知，要能夠建立起自己的自我價值感，首要目的是要先覺察自己的特質，瞭解了自己

的特質後，接著能夠從他人的眼光來認識自己（周哈里窗理論），進而調整自己的觀點。

而本單元的主軸「我們這一班」，重點又再次扣回班級，讓孩子們思考自己的特質，對班

上有何正向的益處？一旦孩子們開始感受到自己的特質能為班上帶來的正向改變時，孩子

們將更能投入於班級活動中（覺得自己屬於班級的一份子），也有助於班級凝聚力的形

成！最後，依作者的教學經驗來看，中年級的孩子在發想特質的時候，容易將某些特質視

為單一性別獨有的特質（如：細心、體貼，應該為女生的特質；勇敢、不怕輸，應該為男

生的特質）。因此，本教學設計融入性別平等議題（破除性別的刻板化印象），希望能藉

由此次課程的討論及反思，讓孩子們覺察到個人特質無關乎性別，且每個人都能擁有他專

屬的特質～ 

(二) 此教學設計如何以全人性教育、生命教育與品格教育為根基？ 

    根據上述教學設計的發想，作者一共形成了四個主題單元：「特質大拼盤」、「特質

大轟炸」、「特質大突破」及「特質․我們班」，以下將說明本教學設計如何奠基於「全

人性教育」、「生命教育」及「品格教育」之上： 

    「全人性教育（Holistic Sexuality Education）」：意指關係教育，主要在談「性

（性別）」與「關係」（晏涵文，2019）。本次課程將會讓不同性別的學生進行互動，為

彼此寫上特質，並分享個人經驗。最後回到班級，無論是哪種性別，每一位學生都能為班

級貢獻一正向的特質，進而建立起正向的班級氣氛。「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主張學校中的人才培育應以「人的培育」為基礎，並以探索生命價值為課題（教育部，

2018），而作者認為要能夠達成生命教育的最終任務前，學生們必須先認識自己，本課程

之「特質大拼盤」、「特質大轟炸」單元均以「生命教育」為根基，期許孩子們能透過深

刻的覺察，認識自己的特質，以達成「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最後，品格教育的主軸包

括：友善、關懷、包容…等課題，其目的為『培育一位具道德責任及能自我管理的公

民』，而本教學設計即奠基於此之上，學生們能透過分享與反思，養成「友善」的素養，

也有機會和其他同學們建立起良好的關係。 

(三) 想透過此教學設計達成哪些核心素養？有哪些學習重點？ 

    本教學設計欲達成的核心素養為：「期許學生能擁有健全的身心發展，並認識個人特

質，也能在健康生活中樂於與人互動、與團隊成員合作，來促進身心健康，進而促使性別

的自我了解，以發展不受性別限制的自我潛能。」承上述核心素養，形成了以下學習重

點： 

1、學生能說出不同的人格特質，並寫出自己的特質。 

2、學生能分析班上其他同學的特質與自己的差異，並發展正向「自我認同感」。 

3、學生能寫出自身特質在班級中的貢獻，進而提升「自我價值及班級榮譽感」。 

4、學生能覺察個人特質無關性別，進而破除既定之「性別角色特質刻板印象」，以發展

更多元的性別角色觀點。 

(四) 有哪些重要的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  

    為了使學生達成本教學設計之學習重點，以下將說明此次教學設計所使用之教學策略

與學習評量方式： 

1、教學策略：使用教學媒體（如：以PPT呈現人格特質總表供學生閱讀、學生使用平板進

入padlet進行特質分類活動。）；納入繪本導讀，使學生投射並覺察自身情況；拼圖遊戲

讓學生更能感受自身（特質）對班級的重要性。 

2、學習評量：「口頭評量」及「書寫評量」等評量方式，主要用於了解孩子的開放性及

覺察程度（越投入於分享，可能表示其越願意揭露自己的特質，相對地也已對自己的特質



有了深刻的覺察。） 

(五) 預期實施對象學習此課程後，會有哪些學習表現或學習成果？ 

    本課程預計使用的評量方式可分為「口語評量」及「書寫評量」兩部分，其中口語評

量又可分為以下向度，分別為：「是否可說出自己的人格特質？」、「是否可說出自己的

特質與他人的差異（周哈里窗概念）」、「與生活經驗相關的人格特質分享」及「是否覺

得特質有性別之分？」，若學生們都能清楚回答以上問題，則可增進學生之「自我覺察

力」及「更認識自我」的學習成果。 

  此外，「書寫評量」可分成以下向度：「可否寫出自己的人格特質？」、「龜背遊戲

寫特質」、「寫出自身特質對班級的貢獻」、「性別角色特質問卷前後測分數」，若學生

們能清楚寫出自己及他人的人格特質，亦可達成「增進自我覺察及認識自我」的學習效

果；而若是學生能完整寫出自身特質對班級的貢獻時，則表示其對班級的認同感已提升，

可同時達到促進班級凝聚力的效果。最後則是性別角色特質問卷的前後測分數，若後測分

數小於前測分數且達顯著差異，則表示學生的性別特質之刻板印象有顯著的減弱。 

◎附錄：課程架構圖 

 

 

 

 

 

 

 

 

 

 

 

 教學對象  

與場域分析 

1. 實施班級現況：四年級（14位男性、14位女性）。 

2. 學童學習狀況分析：男生部分有8位孩子較容易分心，而有一位孩子特別專心且踴躍投

入發言。女生部分多屬於專心型學童，上課均積極參與課堂。另，班級中無特殊學

生，均為普通生。 

3. 學童先備經驗：本校1-4年級性別平等宣講題目如下：性別刻板印象（含：性別與職

業、家事分工）、身體界線…等，本次教學設計實施對象為四年級學童，因此作者推

論學童對「性別刻板印象」已有初步的認識。另，因四年級的學童已經過三年級一整

年對同學的熟悉，在發表對方具備何種特質時，脈絡也許會比剛上三年級時的青澀、

陌生還要清楚。 

學習評

量方式與

重點 

→本教學設計學習評量方式：口頭評量、書寫評量、問卷前後測。 

1. 學生能說出不同的人格特質，並透過覺察反思，寫出自己的特質。 

→口頭評量（說出人格特質）＋書寫評量（寫出自己的特質）。 

2. 學生能分析班上其他同學的特質，並說出自己所寫的特質及他人所寫特質之差異性，

進而發展正向「自我認同感」。 

→口頭評量（說出自己與他人特質的差異）＋書寫評量（龜背遊戲寫特質）。 

3. 學生能寫出自身特質在班級中的貢獻，進而提升「自我價值及班級榮譽感」。 

→口頭評量（經驗分享）＋書寫評量（寫出自身特質對班級的貢獻）。 

4. 學生能體會並覺察個人特質無關性別，進而破除既定之「性別角色特質之刻板印

象」，以發展更多元的性別角色觀點。 

→口頭評量（覺得特質有沒有性別之分？）＋問卷前後測（使用問卷測驗課前及課

後，學生其性別特質刻板印象的態度是否有不同？）。 

特質․我們班
信凱、筠芝、麗玉

起 承 

轉 合

特質大拼盤:人格特質~ 特質大轟炸:龜背遊戲 

           周哈里窗~ 

特質大突破:敲破性別 

特質的刻板印象~  
❤特質我們班： 

特質與班級凝聚力❤ 



使用教材 

（含媒體） 

1. 性別特質刻板印象學習單、特質表(from彰師大團體方案)。 

2. 西卡紙、膠帶、彩色筆、班級合照。 

補充 

教材 
自製簡報檔案(詳見附件一) 

 
參考 

資料 

一、 指定參考資料： 

1. 109性平優良教案甄選-國小組：特優第一名教案-「以終為始，千樹成林」鄭萍

茹、佘鶯環、謝蕙妃）【引用上述教案之學習單，因其符合本教案單元一教學目

標，嘗試破除學童的性別特質刻板印象；另引用上述教案前後測的想法，也在此

教案中納入前後測，想知道此課程對破除學童之性別特質刻板印象的效果。】 

(網址：https://reurl.cc/yre0jO，真善美資源網)。 

二、其他參考資料： 

1.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2.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議題融入說明手冊。 

3. 110-2翰林版四下健康教育教師手冊。 



（二）課程安排架構概述  
 

課程安排架構 

單元名稱/ 

節數(時間) 

學習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教學策略/教學評量

單元一： 

特質大拼盤 

學生能了解，並

說出不同的人格

特質。  

1. 教師呈現人格特質總表。 

2. 教師邀請學生按照性別分類特質（先

引發性別刻板印象）：哪些特質是男

生才有的？哪些特質是女生才有的。 

3. 教師邀請各組分享將人格特質分類後

的結果及分類原因。 

4. 教師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教學策略： 

1.以ppt呈現人格特質

總表，供學生閱讀。 

2.學生使用平板進入

padlet，開始進行特質

分類活動。 

3.教師以開放式問句邀

請學生分享經驗。 

★教學評量： 

1.分類結果評分。 

2.口頭分享評量。 

單元二： 

特質大轟炸 

1. 學生能透過覺

察反思，寫出

自己的特質。 

2. 學生能分析班

上其他同學的

特質，並說出

自己所寫的特

質及他人所寫

特質之差異

性，進而發展

正向「自我認

同感」。 

1. 教師發下西卡紙，請學生貼在背後。 

2. 教師邀請學生在其他同學的背後寫下

屬於這位同學的「正向」特質。 

3. 活動結束後，請學生圈出自己也認為

的特質；若是同學有寫，但自己不太

認同的特質則畫三角形。 

4.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圈出或畫三角形的

原因。 

5. 教師請其他同學分享寫給對方此特質

的原因（如：我寫給ＯＯ細膩，因為

他曾經…）。 

◎教學策略： 

1.進行「龜背」遊戲，

讓學生寫出其他同學的

特質。 

2.邀請學生分享個人經

驗。 

★教學評量： 

1.寫下同學的特質。 

2.口頭分享評量。 

單元三： 

特質大突破 

學生能體會並覺

察個人特質無關

性別，進而破除

既定之「性別角

色特質之刻板印

象」，以發展更

多元的性別角色

觀點。 

1. 教師帶領學生回顧個人特質。 

2. 教師引導學生反思性別角色的多樣及

多元性。 

3. 教師帶領學生閱讀「吳季剛」介紹文

章。 

4. 教師引導學生反思其個人特質對班上

的正向影響。 

◎教學策略： 

1.以文章帶領學生反思

其性別刻板印象。 

2.透過討論及反思，破

除學生的性別角色刻板

化印象。  

★教學評量：口頭分享

評量。 

單元四： 

特質․我們班 

學生能寫出自身

特質在班級中的

貢獻，進而提升

「自我價值感」

及對「班級榮譽

感」。 

 

1. 事前作業：教師先將班級合照製作成

拼圖樣式。 

2. 請學生在每一張拼圖背後寫上有助於

班級的正向特質。 

3.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所寫的特質。 

4. 教師總結每一位同學的重要性，並邀

請學生將拼圖拼成完整的照片。 

◎教學策略： 

1.以拼圖活動凝聚班級

正向氣氛。 

2.邀請學生分享對班級

有益的特質，希望增強

班級凝聚力。 

★教學評量： 

1.口頭分享評量。 

2.寫上對班級有益的人

格特質。 



（三）教案內容 
 

學習指標 

/重點 
教學活動（含時間） 

教學

資源 

評量方式 

與重點 

學生能了

解，並說出

不同的人格

特質。  

單元一：特質大拼盤 

一、 引起動機：引導學生認識不同特質。 

1、 教師引導語：「班上同學的人格特質

非常多元，首先我們先來認識一下人

格特質到底有哪些吧!」 

2、 呈現特質種類表格： 

人格特質表 

1好奇心強 1消極散漫 1粗心大意 1情緒化 

1大膽勇敢 1喜歡冒險 2猜疑心強 2緊張擔心 

2心思細膩 2自省反思 2害羞內向 2性格平穩 

3合作 3友善親和 3善於表達 3負責任 

▲編號1：推測學生將此特質歸為「男性」專屬。 

▲編號2：推測學生將此特質歸為「女性」專屬。 

▲編號3：推測學生將此特質歸為男女共同擁有。 

3、 針對學生不理解的語詞給予回應：

「各位小朋友可以看一下這張人格特

質表，裡頭若有看不懂的特質，可以

提出來，老師會和大家說明。」 

二、 發展活動： 

1、 教師進行特質刻板印象前測問卷： 

（1） 題目一：我是男/女生，我覺得

人格特質表中的哪些特質是男

生才有的？ 

（2） 題目二：我是男/女生，我覺得

人格特質表中的哪些特質是女

生才有的？ 

（3） 題目三：我是男/女生，我覺得

人格特質表中的哪些特質是

男、女生都有的？ 

2、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問卷內容： 

（1） 關鍵問話：各位小朋友覺得

「好奇心強」是男生、女生，

還是男生女生都擁有的特質？ 

（2） 教師詢問其他同學是否有相同

看法。 

（3） 討論：為什麼有些人覺得「好

性別特質

刻板印象

學習單。 

 

 

 

 

  

 

 

 

 

 

 

 

 

 

 

 

 

 

分類結果評分：

了解學生於課前

的性別特質刻板

印象程度。 

 

 

 

 

 

 

口頭分享評量：

評量學生性別特

質刻板印象的程

度。 



奇心強」是男生才有的特質？

有些人覺得是女生，也有人認

為男女生都有，是因為曾看過

什麼畫面讓你有這種想法嗎？ 

三、 綜合活動：統整概念。 

1、 教師總結：「大家對於特質的分類都

有不同的看法，在接下來的課程我們

會來討論性別刻板印象與特質的關

係，在我們上完課後，可以再重新分

類一次，看看會不會有不同想法。」

2、 教師收回前測問卷。 

【單元一結束】 

1、學生能透

過覺察反

思，寫出自

己的特質。 

 

2、學生能分

析班上其他

同學的特

質，並說出

自己所寫的

特質及他人

所寫特質之

差異性。 

單元二：特質大轟炸 

一、 引起動機：回顧人格特質的概念。 

1、 教師引導語：「上次上課老師帶大家

認識了不同的人格特質，也讓大家做

了性別與人格特質的分類，那今天我

們要把焦點放回到班級中，讓班上同

學更加了解彼此的特質。」 

2、 教師發下西卡紙（約A4的一半，每人

一張）、膠帶（共用）。 

二、 發展活動：特質大轟炸。 

1、 「龜背」遊戲：促進班上同學了解彼

此的特質，以利凝聚班級正向氛圍。

（1） 教師引導語：「請同學們互相

合作，將西卡紙貼在自己的背

上，等一下活動開始時，你可

以跟隨音樂，自由地在教室裡

走動，當你遇到其他同學時，

想想看這個同學的「正向」特

質，並寫在他背後的西卡紙

上，越多越好喔～」 

（2） ※小提醒：若教師發現有孩子

的西卡紙上都沒有寫東西，可

以主動為孩子寫上正向的特

質，另可進一步觀察孩子在班

上的人際關係，可能較屬於忽

略型的學童。 

2、「特質與周哈里窗」：從他人的觀點

西卡紙 

彩色筆 

膠帶 

 

 

 

 

 

 

 

 

 

 

寫下同學的特

質：評量學生對

特質的了解與認

識。 

 

 

 

 

 

 

 

 

 

 

 

 

 



   中，反思自己的人格特質。 

（1） 教師引導語：「現在請各位同

學看一下別人寫給你的特質，

若你也認同這個特質，則把這

個特質圈起來，若不覺得自己

有這個特質，則把該特質畫一

個三角形。」 

（2）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思考後的結

果。（當學生在分享不認同的

特質時，教師可詢問此特質是

哪一位同學所寫的？並邀請他

分享會寫給對方這個特質的原

因。如：我寫給ＯＯ貼心，因

為他曾經幫助過我。） 

三、 綜合活動：納入性別刻板印象概念統整。

1、 關鍵問話：「經過了這次的活動與討

論，老師想問看看哪一位小朋友具備

『細心』的特質呢？」（教師可針對

學生較易產生性別刻板印象的特質進

行詢問。） 

2、 心得分享：「請大家說一說今天活動

的心得與發現～」 

3、 教師總結：「今天的活動大家都表現

得非常好，除了發現了自己的特質之

外，也發現人格特質是其實不分性別

的，男生女生都可以擁有喔～」 

【單元二結束】 

 

 

 

 

 

 

 

口頭分享評量：

評量學生對自己

的認識。 

 

 

 

 

 

 

 

 

 

 

口頭分享評量：

評量學生對性別

特質刻板印象的

突破。 

學生能體會

個人特質無

關性別，進

而發展更多

元的性別角

色觀點。 

【單元三：特質大突破】 

一、 引起動機：回顧自己的人格特質。 

1、 教師引導語：「上次課程進行了龜背

遊戲，大家對自己的特質又更加認識

了，不曉得這幾天大家在生活中有沒

有看見自己的特質呢？」 

2、 學生個別分享將人格特質外化成行

為，並展現於生活中的經驗。 

二、 發展活動：玩洋娃娃的男孩。 

1、 教師發下『吳季剛-從小就愛玩芭

比』文章，並引導學生閱讀文章。 

2、 教師引導語：「前兩次上課我們發現

吳季剛 

文章 

https://d

rstone8f.

pixnet.ne

t/blog/po

st/373003

3 

 

 

 

 

 

 

口頭分享評量：

評量學生在生活

中展現特質的樣

態。 

 

 



了自己的特質，但有些小朋友可能還

是覺得奇怪，心思細膩不是應該是女

生才有的特質嗎？為什麼男生也會有

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想先問看

看大家還記得我們國語課-玩洋娃娃的

男孩，這篇文章在講什麼嗎？」  

3、 教師引導學生回顧吳季剛的課文介

紹，並發下補充文章(焦點人物：吳季

剛-從小就愛玩芭比)讓學生閱讀，深

入了解吳季剛的生平。 

4、 教師可提醒學生將自己看不懂的語詞

做記號，等等可以提問。 

5、 引導學生反思，並回答討論題綱。 

(1) 討論一：請問吳季剛從什麼時候開

   始玩洋娃娃？ 

(2) 討論二：吳季剛的媽媽為什麼要把  

    吳季剛送到國外讀書？ 

(3) 討論三：吳季剛為什麼不敢告訴同

    學他喜歡玩洋娃娃？ 

(4) 討論四：為什麼吳季剛會成為臺灣

       之光？ 

(5) ★討論五：你覺得吳季剛具有哪些

    人格特質？ 

(6) ★討論六：如果班上有像吳季剛一 

    樣特質的小朋友，你會想要接近他

    還是遠離他？ 

三、綜合活動：拓展性別特質的多元化。 

     1、教師提問：「今天大家都學到了，其 

實男生也可以有溫柔的特質，所以特

質其實是沒有性別之分的喔～」。 

   2、邀請學生分享本節課心得。 

【單元三結束】 

 

 

 

 

 

 

 

 

口頭分享評量：

1.評量學生對吳

季剛故事的理

解。 

2.評量學生在生

活中對性別特質

的態度及後續展

現的行為。 

學生能寫出

自身特質在

班級中的貢

獻，進而提

升「自我價

值感」及對

「班級榮譽

感」。 

【單元四：特質我們班】 

一、 引起動機：加深學生自我特質的認同，並

鞏固其特質無性別之分的概念。 

1、教師邀請學生回顧上週的課程內容。 

2、教師引導語：「經過了三堂課的學 

   習，相信各位小朋友們對自己的特 

   質都有更多的認識與認同，上一堂課  

班級拼圖  

 

 

 

 

 

 



    我們也介紹了吳季剛的故事，最後了 

   解到各種特質不會專屬於某種性別， 

   每一個人都可以擁有不同的特質。」 

二、發展活動：反思個人特質對班級中的正向

影響力。 

1、教師引導語：「現在，老師想邀請各位

   小朋友回到我們班，想想看，我們 

   身為班上的一份子，自己的哪一項特質

   對班級的凝聚有正向的影響呢？ 

       (Tips:若有小朋友詢問『凝聚』的意 

       涵，老師則可停下來與大家討論凝聚力

       的內涵及舉例。) 

2、教師事先將班級合照製作成拼圖。 

3、教師發下班級拼圖：「現在老師會發給

  每個人一張圖卡拼圖，正面是我們班合

   照的一部分，背面則請大家寫下你所想

   到，對班級凝聚力有正向幫助的特質，

   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有好幾個喔～」 

4、學生寫出對班級凝聚有正向幫助的特 

   質時，教師可邀請學生分享實例。 

   (如：學生寫開朗，教師可詢問學生為什

       麼你的開朗特質對班級凝聚力有正向的

   幫助呢？) 

    5、教師請學生依序將自己的拼圖，放置在

   對應的位置。 

   (此處可請學生互相討論，合作完成!) 

三、綜合活動：感受每位同學在班級的重要。 

    1、教師提問：「拼圖的過程中，有沒有遇

       到困難？或是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2、引導學生反思合作的重要性：「過程中

       好像有遇到困難，是如何解決的呢？」

    3、教師總結：「每一個人在我們班都非常

       重要，大家的特質，無論男生女生，每

       一個特質都幫忙班上非常多，老師很開

       心能看到大家擁有這些特質，期待你們

       能帶著這些特質升上五年級，繼續影響

       下一個班級。」 

    4、教師進行特質問卷後測（評估成效）。

 

 

 

 

 

書寫評量：學生

能寫出對班級凝

聚有正向助益的

特質。 

 

 

 

 

 

 

 

 

 

口頭分享評量：

邀請學生分享特

質的正向影響實

際例子。 



（四）教學心得：歷程紀錄及省思 

教學心得：教學歷程記錄及省思（1000─5000 字） 

（包括針對教學歷程之記錄、依據學生反應或學習表現省思教學是否達到目標。） 

一、課程設計: 

1.班上同學對於彼此已有相當的熟悉程度，設計課程時除了希望讓學生了解自己的人格特質外，

也希望學生能夠了解別人眼中自己的人格特質為何，並觀察班上同學的人格特質，破除對於性別

刻板的觀念。因此教師在課程前面先挑選了一些較易產生性別刻板印象的特質進行說明，並實施

前測，以此了解班上同學對於人格特質是否有性別的刻板印象，過程中教師也引導學生回想自己

的人格特質有哪些？之後透過「特質大轟炸」的龜背遊戲引導學生能用正向的眼光觀察班上同學

的人格特質，也讓學生能從別人的回饋中知道自己在別人眼中有哪些特質。在最後一堂課的全班

合照拼圖中，學生能夠更快的知道自己有哪些正向的人格特質，對班上帶來哪些影響，共同凝聚

班級的情感。 

2.本次課程進行的時間正好可以搭配班上國語課文介紹到玩洋娃娃的男孩──吳季剛，故設計者

以此為發想，使用相關的資料，以及較容易有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如：護士、工程師等)來連結

學生的經驗，進行性別刻板印象的破除和討論。 

 

二、課程實施： 

1.本次的教學因為遇到疫情升溫，故有實體課程及線上遠距課程穿插進行，惟囿於學生身體狀

況，如：確診、居家隔離、防疫假等因素，無法每次都是在全班到齊的情況下共同進行課程，且

因受限線上時間的限制(20-30分鐘)，在課程進行中從開始到結束的每一堂課，都不是在全員到齊

的狀態，無法讓每一位同學完整參與到課程進行，是有點遺憾的部分。 

2.學生對於人格特質的認識有限，尤其是語文理解能力較弱的學生會對多個人格特質的內容舉手

表示不理解，教師在課堂中必須花比預期還多的時間用淺顯的口語及舉例讓學生理解人格特質的

內涵，未來在實施此課程時，此部分的說明時間可以重新調整以利整體課程的進行。 

3.學生在最後進行班上合照拼圖活動時顯得興致高昂，每一個拿到照片的同學都很熱切的研究自

己手上所拿的照片是什麼，進行自己的特質內容書寫時也很專注，最後輪流上台進行拼圖活動時

全班都很興奮地想要看到完整的拼圖，也有反應很快的同學立刻發現拼圖有缺一角，在教師的引

導之下，全班同學很快地回應到導師也是班級拼圖完整的關鍵，請導師上台完成最後一塊拼圖的

張貼，讓學生感受到班上的每一個人都重要，缺一不可，要帶著開闊的眼光來和每一個人相處。

 

三、實施效果： 

1.後測選擇『任何一種性別的人都具備』比例大於前測的特質：好奇心強、心思細膩、自省反

思、害羞內向、消極散漫、粗心大意、負責任、情緒化、大膽勇敢、喜歡冒險、善於表達、性格

平穩、友善親和、猜疑心強、緊張擔心 

2.後測選擇『任何一種性別的人都具備』比例小於前測的特質：合作。(我們推論可能是過去經驗

導致學童的選擇，較傾向某種性別才具備合作的特質。另也可能與拼圖遊戲有關，可能學童在拼

圖時，合作或沒有參與合作的夥伴剛好都是同樣的性別，才導致學童有這樣的迷思產生。) 

3.整體來說，本課程達到目標，學生普遍能在課程後，認知特質無性別之分。 

 

 

 

 

 

 

 

 



教學建議 

依據教學活動實施歷程及學生反應加以省思後，提出教學提醒與建議。 

1.教師在課前可以運用不同的方式進行人格特質概略的介紹，如:張貼於公布欄、運用在教室布置

當中，增進學生對於人格特質的認識，應可節省課程中部分介紹人格特質的介紹，使此環節更有

效率。 

2.班級合照拼圖活動成功讓班上同學有凝聚力，若是在貼完之後，能抽取數張拼圖，讓學生進行

該片拼圖內容主人的猜測，以此來讓班上同學進行互動及提問，應更能收到相互鼓勵之效。 

 

3.班級拼圖的黏貼：原本使用軟黏土貼於圖卡後方在貼在黑板上，但後來發現此方法不可行，還

是會掉下來，建議之後還是以軟磁鐵片做為黏貼工具較適合(直接貼於圖卡後方，再放置黑板)。

 

4.前後測的部分，建議可加上基本資料，一方面可了解學童背景如何影響他們的性別特質刻板印

象，另一方面可針對較具性別特質刻板印象的學童進行迷思的破除。 

 

 

 

 

 

 

 

 

 

 

 

 

 

 

 

 

 

 

 

 

 

 

 

 



（五）上課歷程或學生學習照片（共26張）（可自行調整） 

說明：進行不同特質的講解。 說明：介紹吳季剛的生平故事，並引導學

生體會性別無分性別。 

說明：介紹不同特質在不同性別上的展

現，進而破除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說明：進行不同特質的講解 

說明：進行特質拼圖遊戲。 說明：班級大合照～ 

*本教案之(學童)圖片僅用於教育相關用途(含課程發展)，並請妥善保存。 

 

 

 



（五）上課歷程或學生學習照片（共26張）（可自行調整） 

說明：特質拼圖背面（樂觀的：如果我們

班輸了，我可以用樂觀的方法安慰別人by

女學生）。 

說明：特質拼圖背面（搞笑的：大家會更

開心。樂觀的：增加朋友信心by女學生）

說明：特質拼圖背面（樂於助人的：同學

遇到困難時，可以幫他一起解決事情by男

學生）。 

說明：特質拼圖背面（細心的：使班上做

事更有效率by男學生）。 

說明：特質拼圖背面（樂觀的：會讓班級

變得很熱鬧by女學生）。 

說明：進行特質拼圖活動。 

 

 

 

 

 



（五）上課歷程或學生學習照片（共26張）（可自行調整） 

特質問卷前測 特質問卷後測 



特質問卷前測 特質問卷後測 



特質問卷前測 特質問卷後測 

1、完整版前測結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feBxsOOB35nw4T3htJCSGYDGhmtNpSdCL0N

1F8g7Ug/edit#responses 

2、完整版後測結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ehdOch3W75xNvRWHEb2hsaAxPwZVgBhWZwv

Wp_UR9U/edit#responses 

3、特質問卷結果說明： 

(1) 後測選擇『任何一種性別的人都具備』比例大於前測的特質 

好奇心強、心思細膩、自省反思、害羞內向、消極散漫、粗心大意、負責任、

情緒化、大膽勇敢、喜歡冒險、善於表達、性格平穩、友善親和、猜疑心強、

緊張擔心。根據上述結果顯示：容易使學生產生刻板化印象的特質（如：粗心

大意＝男生；心思細膩＝女生），均能在課程介入後，使學生重新思索性別特

質的刻板化，並朝向認定特質無性別之分。 

(1) 後測選擇『任何一種性別的人都具備』比例小於前測的特質 

合作特質(可能是過去經驗，導致學童認為某種性別才具備合作的特質。也可能

與拼圖遊戲有關，學童在拼圖時，合作或沒有參與合作的夥伴剛好都是同性別

同儕，才造成學童有這樣的迷思產生)。 

 

 

 

 

 

 

 

 

 

 

 

 

 

 

 



（六）使用教材（例如：ppt、學習單、或其它教學使用之教材內容－如歌詞、書

籍、圖片、網站內容等，請盡量詳細列出。） 



*ppt 呈現表格（請分頁呈現） 

*本教案之(學童)圖片僅用於教育相關用途(含課程發展)，並請妥善保存。 

 



（七）教材資源或其他參考資料（清單） 

1.吳季剛文章https://drstone8f.pixnet.net/blog/post/3730033 

2.完整版前測結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feBxsOOB35nw4T3htJCSGYDGhmtNpSdCL0N1F8g7Ug/edit#res

ponses 

3.完整版後測結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ehdOch3W75xNvRWHEb2hsaAxPwZVgBhWZwvWp_UR9U/edit#respo

nses 

4.109性平優良教案甄選-國小組：特優第一名教案-「以終為始，千樹成林」鄭萍茹、佘鶯環、謝蕙

妃） (網址：https://reurl.cc/yre0jO，真善美資源網)。 

5.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6.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議題融入說明手冊。 

7.110-2翰林版四下健康教育教師手冊。 

8.特質清單：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counseling.heart.net.tw%

2Fgroup44.doc&wdOrigin=BROWSE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