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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104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比賽教學活動設計 

校    名 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編    號  

單元名稱 
當我們「農」在一起 

―性別盲不盲 
教學者、設計者 羅偉綾、梁真夤 

教學時間 80 分鐘 適用年級 三年級 

融入相關

課程或學

習領域 

□生活課程 

■社會            □藝術與人文     □語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數學         □綜合活動 

設計理念 

東漢古籍《說文解字》記載：「男，丈夫也。从男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

由此可見，自古即認為男性為田間工作之主力，即使二十一世紀現代，男主外、

女主內的觀念仍常在不自覺的狀態下深深的影響著我們。 

現今社會講求性別平等，然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電子或平面媒體，訊息傳

遞過程中仍常落入性別刻板印象，身為教育第一線人員，亟需透過學校教育，

帶領學子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化現象，進而轉化成知識並且於日常

生活中實踐。 

本教學單元的成形，乃欲帶領孩子從「農人」的角色出發，探究目前大眾

媒體對「農人」所存在之刻板印象，指導學童認識臺灣目前農業性別盲的景況，

並透過蔬菜種植分工表的填寫，檢視學童對於「農人」這項職業是否存在性別

刻板印象，並思辨「農業該不該以性別分工」，期建立學童更正向的性別平等觀

念。  

相對應 

能力指標 

性別平等教育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資源，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異。 
 
社會領域 
4-1-1-2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4-2-1-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自然與生活科技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

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

壤等種植的技術。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教學目標 

一、能認識在科技與媒體資源應用上，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二、能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化現象。 

三、能檢視蔬菜種植工作分配，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四、能友善運用校園各項資源，不因性別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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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時間

分配 
評量 備註 

第一節  是「男農」還是「女農」？ 

※準備活動：教學簡報、農人性別第一印象問卷(前測)、農人性

別第一印象問卷(後測)  

※發展活動 

一、快問快答： 

教師說出各職業名稱，請學生不要花時間思考，憑直覺口頭快速

回答男生或女生，例如：師：「醫生」，生：「男生」；師：「護士」，

生：「女生」；師：「工程師」，生：「男生」；師：「模特兒」，生：「女

生」。從快問快答過程中，可簡單檢視學生對於各職業是否存在性

別刻板印象。 

二、農人性別第一印象大調查： 
(一)老師展示寫著「農人」的簡報，請學生透過舉手回答，對於

看到「農人」這個職業，憑直覺所聯想到的性別為何？如果

直接聯想到是男生就舉手表示；若直接聯想到是女生，則不

必舉手；若同時聯想到男生和女生，則舉雙手表示。 
(二)接著發下「農人性別第一印象問卷(前測卷)」給每位學生，請

學生依問卷勾選答案。 
三、農人性別刻板印象大探查： 
(一)請學生分別說明，聽到「農人」這個職業，立刻聯想到男生

的理由為何？聽到「農人」這個職業，立刻聯想到女生的理

由為何？聽到「農人」這個職業，同時聯想到男生和女生的

理由為何？ 
(二)透過 google 搜尋「農人」的圖片，檢視在網路上，對於農人

是否存在刻板印象？ 
※綜合活動 

一、說明何謂「性別盲」： 

所謂「性別盲」是指缺乏性別敏感，將男性經驗視為常規與

常態，排除或扭曲女性經驗，漠視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象，

稱之為「性別盲」。其作用往往在合理化鞏固社會中的性別

不平等。 

二、最後教師透過學生口頭發表過程及所填問卷結果，對於「農

人」這項職業在學童間是否存在刻板印象提出說明與總結，

並藉此提醒學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自家人所傳遞的

訊息，及透過各式媒體訊息的接收，常不自覺且深深的影響

著我們的觀念與行動，須透過不斷檢視個人行為或觀念，才

能建立更平衡的性別平等社會。 

三、完成農人性別第一印象問卷(後測卷)。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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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事分工進行曲 

※準備活動：教學簡報、蔬菜種植分工表 

 

※發展活動 

一、記憶力大考驗： 

請學生回想，種植蔬菜前的準備工作有哪些？(器材搬運、除草、

鬆土)種植蔬菜時，有哪些工作需分配？(播種、疏苗、澆水、抓

菜蟲、寫觀察紀錄、收成…等)，在發表過程中，教師可適時呈現

當時進行工作時之相片簡報。 

 

二、工作執行經驗分享： 

種植蔬菜時，已由任課老師帶領學童，不分性別，每位學童皆協

助進行種菜前或種菜中的各項工作，此時讓學童針對自己當時主

動爭取的工作內容，進行簡單工作經驗與心情的口頭分享，教師

亦可藉此機會請學童口頭說明，當時會想爭取這些工作的理由。 

 

三、農事分配性別對對碰： 

教師發下蔬菜種植分工表，請學生連一連，在分工表上所列的各

種植工作，較適合由哪個性別的人來完成？或者是沒有性別的分

別，男生、女生都可以來做？  

 

※綜合活動 

教師帶領學生檢視與討論，本次蔬菜種植活動，在工作與學校資

源分配上，是否充分做到「性別平等」？ 

一、農事工作分配與資源運用所存在之性別刻板印象探究： 

經過第一節課針對農人性別刻板印象的呈現與澄清，及工作分配

時的心得分享後，利用蔬菜種植分工表的填寫結果，檢視學童經

過本次課程的洗禮，是否能更小心留意個人對於性別所存在之刻

板印象？若填寫結果，仍存在許多刻板印象，可再進行深入討論，

並讓學生逐一說明理由，之後再由老師進行觀念的澄清。 

 

二、從一篇報導談「農事分工上的性別突破」： 

教師展示「在農村實踐多元家庭，土拉克：我們在這裡，就是力

量」(文/上下游記者林慧貞 on2014 年 8 月 2 日 in 種好田)網路文

章，帶領學生探討「農事分工上的性別突破」，並回頭檢視自己所

填寫的蔬菜種植分工表中，是否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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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小中年級組） 

臺北市 104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 

佐證資料：教學過程照片及教學成果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說明：準備好種菜的工具和材料，孩子  
們便開始當起小農人了。 

說明：播種時，種子和種子之間大約相 
隔 5公分。 

教學過程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說明：孩子們輪流澆水，直到盆底滴

水，才表示水已充分澆足。 

說明：孩子們能仔細觀察各組所種植的

蔬菜(A菜、小白菜、油菜)並記錄。 

教學過程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說明：孩子們協助將花盆(原放置在走

廊內側)搬運到有陽光照射的地方照顧。 

說明：將從花盆中移植而來的幼苗，栽

種到校園菜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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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說明：老師說出各職業名稱，讓孩子

憑直覺口頭快速回答聯想到是男生或

是女生。 

說明：老師展示寫著「農人」的簡報，請

孩子透過舉手回答，對於看到「農人」這

個職業，憑直覺所聯想到的性別為何。 

教學過程果照片： 

 

 

教學過程照片： 

 

 

說明：將「農人性別第一印象問卷(前

測卷)」發給孩子，請他們依問卷勾選

答案，並填寫理由。 

說明：老師透過 google 搜尋「農人」的

圖片，檢視在網路上，對於農人是否存在

刻板印象，並說明何謂「性別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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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照片： 

  

 

教學成果照片： 

說明：針對前測卷及後測卷，孩子們勾

選出心中的選項，並書寫其理由。 

說明：孩子們將照顧蔬菜的過程完整記

錄下來，完成蔬菜成長日記。 

教學成果照片：

 

 

教學成果照片： 

   
 

 

說明：將三年級孩子們完成的(前測/

後測)結果繪製成統計圖表。 

說明：針對播種、搬運器材、蔬菜移
植……等農事，讓孩子們連連看，進行工
作分配，檢視三年級學童對農事分配是否
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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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 

比賽教學省思 

一、為了檢視三年級學童對於「農人」這項職業是否存在性別刻板印象，於

是在種植工作分配前，設計一份農人性別聯想前測卷讓學童填寫，其統

計結果及聯想理由如下： 

(一)統計結果： 

看到「農人」聯想到的性別是......(前測卷) 

 
從統計圖表中可以明顯看出，三年級學童對於農人這項職業是存在性別刻板
印象。 

(二)聯想理由： 
聯想到男生 
1.男生力氣大 (比女生大)能拿重物:鬆土、搬運。 
2.男生體力好。 
3.男生很用心。 
4.男生比較厲害。 
5.男生比較受得了炎熱。 
6.男生比較不會累，能站很久。 
7.男生很強壯，也很勇敢。 
8.家中的長輩(爺爺/爸爸/外公)都在種菜。 
9.看到在田裡工作的農人大部份是男生。 
10.男生外出工作，女生在家做家事。 
11.男是一個「田」+一個「力」，意思是在田裡出力(課堂中學到)。 
12.以前在田裡工作的是男生(常聽到人們說：男主外,女主內)。 
13.報導中，看到男生在農田工作。 
聯想到女生 
1.女生比男生細心，比男生仔細，會去關心植物。 
2.女生勤勞，有耐力。 
3.家中的長輩(外婆/媽媽)在種菜。 
同時聯想到男、女生 
1.報導中，看到男、女生在農田工作。 
2.看到男、女生在鄉下農田工作。 
3.男、女生一起分工合作,互相幫忙比較快完成事情。 
4.家中的長輩(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在種菜。 
5.男生力氣大可以種田,女生力氣小可採收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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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進行第一節課是「男農」還是「女農」的農人性別刻板印象探究後，

再次檢視三年級學童對於「農人」這項職業是否仍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於是準備農人性別聯想後測卷讓學童填寫，其統計結果及聯想理由如下： 

(一)統計結果： 

看到「農人」聯想到的性別是......(後測卷) 

 
在第一節課的課程結束後可明顯看出，三年級學童對於農人這項職業的刻板
印象已較本課程進行前減少許多。 

(二)聯想理由： 

聯想到男生 

1.家中的男性長輩在種菜 

2.大部份看到的農人都是男生 

聯想到女生 

1.家中的女性長輩在種菜 

同時聯想到男、女生 

1.家中的長輩(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在種菜。 

2.看過報導，男女生在農田工作。 

3.上完這堂課，我們班不管是男生女生，每項工作大家都有參與。 

4.男女生一起分工合作互相幫忙，比較快完成事情。 

5.男女生一起工作，可以彌補對方的缺點。 

6.課堂中，和其他同學(男、女生)一起種菜，一起做很多事情(播種、搬運

器材、鬆土、澆水、移除菜蟲、蔬菜移植、採收、觀察記錄……)。 

7.一開始,有些人不敢做，但到最後男女生都嘗試。 

8.原本以為女生不能種菜，但上完這堂課，觀念改變。 

9.種菜後，發現不見得每個女生都很嬌小，男生都很勇敢。 

10.班上有些女生力氣大，而有些男生力氣小。 

11.班上有些女生勇敢，敢抓蟲，而有些男生比較膽小。 

12.老師也是女生，不過她和我們一起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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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由農事工作分配連連看，檢視之前已在男女生通力合作下完成各項種

植工作的三年級學童，對於種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性別刻板印象，填

寫結果統計如下： 

種植工作性別分配統計圖 

 

 

 
從以上三個班的工作分配統計圖約略可看出，對於農事工作的分配，即使之

前進行種植工作時已讓男女生在通力合作下進行，但之後學童對於較粗重的

工作仍易分配給男生來做，還是存在部分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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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寫在課程之後： 

課程設計之初，構思該以何媒介引入相關議題時，上網蒐尋相關素材過

程中，偶然讀到《在農村實踐多元家庭》(文/上下游記者林慧貞on2014年8月2
日in種好田)這篇報導，文中提及「農業必然需要分工，但不是用性別分工。」

這一段話深深撼動著我：「農業＝男性嗎？」   

此時，教學者正準備進行三年級下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蔬菜的

成長」單元，於是興起，何不從此著手，試著探究與教育這群新新人類，對

於農人這項職業是否存在性別刻板印象？對於農事分工是否亦存在性別刻板

印象？若學童果真對於農人、農事存在某些刻板印象，該如何帶領他們檢視

與調整想法呢？ 
設計課程時，針對報章雜誌、新聞媒體、網路……等資訊加以檢視，教

學者發現，與農業主題相關的報導中，使用有「男性」圖片作為圖說的比例

明顯高於使用「女性」圖片，如此看來，「農業」與「男性」似乎仍是畫上等

號，性別刻板印象還是如此輕易的存在著。在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吳翠珍老師

『男女大不同』談媒體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文章中曾提及：「許多研究證實，媒

體常慣性地強化傳統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尤其像新聞、廣告、卡通、戲劇及

流行文化等呈現的兩性特質與角色關係，常是男女不平等，……。」這也意

味，即使身處重視性別平等的世代，媒體在訊息傳遞過程中依舊存在性別刻

板印象。 

儘管在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影響下，或是長久社會對兩

性的刻板印象，此刻「老師」所扮演的不僅是一個引導者，更是一個示範者，

須以身作則，隨時檢視自我性別概念，然充斥生活中的各式媒體，其所傳遞

的訊息很容易讓人們在無意識狀態下全盤接收，要思維不受影響，還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如何透過課程設計，教導兒童學習思辨媒體訊息中的

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權力的不平等乃為當前重要課題。 

因此在進行自然與生活科技「蔬菜的成長」單元教學時，舉凡資料查詢、

播種、搬運器材、鬆土、澆水、除草、移除菜蟲、蔬菜移植、觀察記錄、採

收……等，總是讓全班孩子不分男女輪流工作，一起參與，沒有工作分配上

的性別設定，希望透過親自操作與體驗，帶領孩子破除性別迷思，並解讀媒

體訊息中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建立孩子性別平等的觀念，建構性別平等

的文化，進而學會尊重性別的多元性。 

課程最後，由孩子們擔任起老師的角色，重新進行農事工作分配，其結

果卻也讓教學者驚覺，在長時間傳統觀念與媒體充滿性別刻板印象的訊息洗

禮下，要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絕不是一蹴可及，因為從農事工作分配調查結果

發現，多數孩子仍認定搬運器材、鬆土、移除菜蟲等需要體力與勇氣的工作

男生比較能勝任。因此期望透過此教學活動設計，能使學生在性別觀念剛開

始萌芽的階段，及早培養正確的觀念，並讓學生聯結職業的選擇非關性別，

而是根據個人能力、興趣與專長，每一項工作都有其專業性，只要用心投

入，就能有好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