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01

性別平等教育

PART 02

多元性別平等教育



教 學 的 比 例

依據學習金字塔，今天的教學比例分為：

1. 聽講

2. 聽與看

3. 案例示範

4. 小組討論

5. 實作演練

案例示範

口述講授

小組討論

視聽教材

5％

20％

30％

50％





第 7 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已明確

揭示性別平等為國民的基本人權。其【定義】指出：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

、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的差異，而受到差別待遇。



第 1 條

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身心

障礙、疾病、階級、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為。



1.長照人員需要具備尊重每個人的能力，包括性別身份、性取向和

性別表達。這是提供高品質、專業的照顧所必需的。

2.學習性別平等和多元性別的知識有助於長照人員確保他們的服務

是公平和無歧視的。

3.了解性別多元性和相關問題，可以使他們支持不同性別身份的個

體，提供更為適切的支持和諮詢。

4.長照人員認識性別的多樣性和性別身份的重要性，確保他們的服

務能夠滿足不同個體的需求。









相關新聞報導：

1.家長抱怨幼兒園老師性平概念不足，孩子每天去上學，就是不斷在累積性別
刻板印象，例如只要必須分組就是毫無理由的「男生一組」、「女生一組」

2.幼兒園老師不自覺引導男孩女孩分別玩不同性質的遊戲。

3.幼兒園發生性騷擾性猥褻的事件，也因為老師缺乏性平概念而處理不當。

1.性別敏感度/7.教保員性平課將上路.mp4


目前全台共有將近500組的同志家庭，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秘書長黎璿萍指出，多數孩子

目前正處於0到7歲的學齡前教育階段，所以同家會非常關注教保員的性平觀念和能培訓。

同志家長從找尋幼兒園到孩童實際入園，都面對著不同階段的挑戰，黎璿萍指出，除了一般家

長會關心的事物，同志家庭還要去多方探聽幼兒園的性別平等意識。

為何同志家庭要如此擔心幼兒園的性平意識？黎璿萍表示，有幼兒園直接婉拒同志家庭的子女

入學，理由是「不符合人倫價值」；還有孩子在入園後，被老師要求孩子將生產的家長稱為媽

媽、另一位改口稱阿姨。

幼兒園的孩子還沒有完整的表達能力，如果園方向孩子傳遞歧視性言論，孩子很難有充分語言

能力讓家長知道，許多創傷會在多年後才有機會揭露。

同家會：有同志家庭子女遭拒絕入園

源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8524





2022年6月29日三讀通過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023年

1月上路施行，其中增訂所有教保人員需接受每2年3小時

的性平必修課，每年9萬小時性平的課程時數。



第 34 條

教保服務機構新進用教保服務人員，應於任職前2年內，或任職後3個月內，接受基本救

命術訓練8小時以上；任職後每2年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3小時以上。





1.學習性別平等教育可以幫助孩子意識到男女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

和機會，消除性別歧視和性別不平等問題，實現性別平等和公平。

2.性別平等教育和多元性別教育可以幫助孩子理解和尊重不同特質

的人，從小培養他們的包容心和尊重他人的價值觀。

3.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尊重並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成長和發展，讓他

們能夠在一個無歧視、包容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4.教保人員學習性別平等教育和多元性別教育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教

育服務，培養孩子健康、包容的性別觀念。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

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

地位之實質平等。



1.學習環境與資源（提供學生友善的學習環境）

2.課程、教材與教學（增進學生的性別平等意識）

3.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

4.申請調查及救濟（提供保護師生的管道）

5.讓每個孩子的受教權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對待。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

課程，讓孩子擁有正確的性別教育觀念，學習看見差

異、認識多元、以實踐尊重。



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男女應平等

且共同享有經濟、社會、文化、公民與政治權利，全世界已經有189個

國家簽署加入。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為消除文化、習俗、職業、家庭等不同面向的性別刻板印象，辦理性別平等創意海報徵件比賽，其中就有海報呈現
女性擔任飛行員、男性擔任護理師，破除過往善戰勇猛的軍人多為男性、親切有愛的護理師多為女性的印象。



台灣在80年代發生了數起校園事件（包括葉永鋕事

件），引起大家對校園性別友善環境的重視，在2004

年制定了「性別平等教育法」。



國中小
融入課程

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教什麼？

國中小學童教的內容是？

課程設計主軸為「性別的自我

了解」、「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的自我突破」等，希

望學生能透過正確的學習，了

解自己、尊重他人。

國中小



性別平等教育教什麼？

高中職學生教的內容是？

高中職的課程中，分別融入在

「公民與社會」、「家政」、

「健康與護理」等科目中，實

施性別關係與平等尊重、性別

角色與互動、養成健康的性觀

念、培養尊重不同性傾向的態

度等教學內容。

高中職





性別平等教育主要傳遞的概念

性別平等教育的核心概念，在於教導學

生「瞭解自己、尊重他人」，因為認識

、所以理解；因為理解，不再歧視；不

但可以減少性霸凌事件，也讓校園環境

更加友善！
減少性霸凌事件

瞭解自己 認識認識
尊重他人 不再歧視

性別平等
教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5_01_index

幼兒園教學資源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5_01_index


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示例 



在幼兒園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的目的在於讓幼兒在學習

歷程中認識自己的性別、並辨識性別的多元角色，建

立相同或不同性別者適性發展與相互尊重的文化，並

由師生及家園共構性別平等的友善環境。
源自：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示例 



性別平等多媒體動畫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gWniaaK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gWniaaK68




成人的性別平等教育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1.性別意識及認識： 

提升個人對性別不平等問題的認識，包括刻板印象、性

別歧視、性別不平等和性別角色期待。

提升個人更好地理解性別議題的複雜性和影響。











成人的性別平等教育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2.家庭和職場平等： 

推動家庭內的性別平等，包括共同參與育兒和家務。

強調在職場中消除性別差異，包括薪資平等和晉升機會。







女性領導者面臨年齡困境

在職場上，人們或多或少會對不同年齡的「領導者

」有著某些想像，例如認為年長者更有智慧，或年

輕人擁有更多新鮮的想法。然而，當領導者多了

「女性」身分，人們的想像似乎就180度大轉變。

2023年6月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研究針對美國四個行業（高

等教育、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法律和醫療保健）的

900多名女性領導者進行調查，女性領導者在各種

年齡層都可能遭遇偏見。



年 輕 女 性 不 夠 專 業

年輕女性較易被誤認為學生、實習生、助理或後勤

人員等非管理階層，甚至被以「小鬼（kiddo）」

、「小姑娘（young lady）」等帶貶義的稱呼，

否定她們的專業知識與獨當一面的能力。



中 年 女 性 沒 有 活 力

中年女性則被認為「看起來沒有活力」、有太多家

庭責任束縛、缺乏創新能力等等，因此不適合擔任

領導（反之，同期的男性則被認為擁有智慧與豐富

的經驗，因此可以在行業中佔據領先地位）。



年 長 女 性 該 退 休 了

年長女性因為距離退休年齡較近，也被視為不值得

再晉升或培訓。



透過以上調查發現，可知企業界需要革除職場文化中的性別及年

齡偏見，才能積極促進女性的職涯發展。

若要消除職場上針對女性的偏見，必須從組織內部的文化與結構

著手。其中一種方法是在企業的DEI（Diversity、Equity、

Inclusion，合稱「多元共融」）措施當中詳加考慮女性遭遇年齡

歧視的問題，並藉以培養職場內部的正確觀念。



具體的做法可以由企業或組織培養多元世代、多元性別的團隊，

鼓勵員工在合作中相輔相成、取長補短。

此外，領導者也可以在評量女性職員時透過「翻轉測試」（如果

該職員是男性是否還會做出相同評價或裁決）檢視自己是否對女

性抱持偏見。



成人的性別平等教育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3.教育制度中的性別平等： 

討論機構中存在的性別差異和不平等，包括個案之間的

互動和課程設計。

推動性別平等的教育政策和實踐。



被「打壓」的男性？

「男性委屈」與社會氛圍

打從出生開始，男性的行為便受到社會的刻板印象所限制

男   性   議   題



「沒辦法養家算甚麼男人？ 」

「男生不會這麼小氣吧？」

「沒有房子我女兒怎麼嫁你？」

「約會是男生要請吃飯吧？」

「被女生請客是小白臉」





男性會遇到性騷擾或被性騷擾嗎？

出處：行動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結：
https://www.twstudy.com/blog/lpt_exam/%E4%BB%80%E9%BA%BC%E6%98%AF%E7%89%A9%E7%90%86%E6%B2%BB%E7%99%82%EF%BC%9F%E7%89%A9%E7%90%86%E6%
B2%BB%E7%99%82%E5%B8%AB%E8%96%AA%E6%B0%B4%E9%AB%98%E5%97%8E%EF%BC%9F%E5%B7%A5%E4%BD%9C%E5%85%A7%E5%AE%B9%E3%80%81%E8%80%83
%E8%A9%A6%E4%B8%80%E6%AC%A1%E5%89%96%E6%9E%90



真實案例-被女性上級性挑逗



真實案例-被認為摸一下沒有關係



• 當下我是傻眼、呆滯、噁心，然後是憤怒，最後是委屈......

被害者的感受就是這樣

只要心理感受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權力不對等.mp4


• 生活、職場的部分男性因為有運動而被女性同事或上司

     摸手臂或無力（未詢問的情況下）

• 在事後問女生的感受，大部分是真的沒差（或覺得是誇獎）

• 但少數會覺得不柔軟但又認為男生「不該」那麼敏感。

• 經常看到網上男生會用嘲諷的語氣說「男生要好好保護自己」

• 男生要學習多感受自己的心情也要學會表達

• 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可以有更舒適自在的空間

男性也要為自己的感受站出來，讓不同性別要學習尊重性別



•性騷擾對立的端點不應該是男性與女性

•而應該是加害者與被害者。



•性騷擾中女性似乎佔了大部分

•但須重視也有很多緊張不敢講的男性

•這些男性可能更急需幫助

•不是每個男生個性都是大辣辣，明天就忘記了



性騷擾的定義因素

出處：議誠法律事務所。連結：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Topic.asp?id=222270



性騷擾的出現方式

出處：照護線上。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SIsm4zXIA&t=19s



性騷擾的相關法規

出處：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kinmencity/photos/a.491522160957948/3055155291261276/



性騷擾的申訴管道

出處：議誠法律事務所。出處：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Topic.asp?id=222270







•Me too不是為了公審、不是為了上法院，

•是為了療傷，是為了達到窒息作用，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性騷擾的遏止作法

出處：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出處：https://web.dcsh.tp.edu.tw/news/27563





• 台灣的性平教育起源，

更早可以回溯到1990年

代的彭婉如事件。

出處：關鍵評論。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gendereducation20/133256



引爆女性夜歸安全問題的彭婉如命案

1.性別敏感度/1.彭婉如命案.mp4


2015年11月11日，警方比對DNA，發現極

有可能是一位計程車司機犯案，這名司機已

經因為別起性侵案入獄，警方將他借提出來，

比對DNA，疑似就是他殺害彭婉如。不過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表示，沒有接到任何

單位通報，案件仍持續偵辦中。

此案追訴期已於2016年11月30日屆滿，但

專案人員強調小組仍不會放棄追查。



這起命案激起臺灣社會輿論的強烈情緒，不分

黨派、族群、性別的人們展現對受害者的支持

跟同情，並擴展為對臺灣性別議題與計程車管

理的全面檢討。

立法院在同年12月31日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婦

女團體也為紀念彭婉如在性別運動的貢獻，在

1997年成立「彭婉如基金會」，幫助弱勢婦女。

出處：彭婉如命案。連結：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301461&IndexCode=Culture_Event



你 跟 妳 的 看 法 如 何 ？



• 2000年4月20日，「玫

瑰少年」葉永鋕在校園

廁所中死亡。

出處：關鍵評論。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gendereducation20/133256



永遠15歲的玫瑰少年，孤身倒臥廁所血泊逝世

1.性別敏感度/2.玫瑰少年.mp4


從倒臥的方向可以看出當時他正試圖要爬出廁

所求救，但因為腦部遭受的重擊，讓他喊不出

聲音，口鼻不斷冒出的血，在廁所地板漫漶成

一大片血泊。

隨著新聞媒體的放送，陳君汝從不習慣在鏡頭

上講述葉永鋕的故事，漸漸到後來的挺身而出，

因為她看到許多跟葉永鋕一樣的孩子，在校園

受到莫大的苦難，卻沒人願意幫他們出一口氣。



2004年，葉永鋕的死因尚未得到釐清，《性別平等

教育法》三讀通過。

陳君汝在葉永鋕的靈位前哭訴：「葉永鋕，我不要再

為你流淚了，再哭你也不會回來。

在社會大眾的關注與人權志工的奔走之下，2006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終於做出最後判決：水箱漏水或電

燈不明的硬體修繕不全，是葉永鋕於2000年4月20日

當天死亡的近因；但性別教育不足的疏失、校園霸凌

的問題，則是跟了葉永鋕十數年根深蒂固的遠因。



葉永鋕不幸離開，加速了《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也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部，不以異性戀男、女

二元的「兩性」，而以「性別」來命名的法律，悄悄

提醒著人們「性別」不只有兩種而已。



你 跟 妳 的 看 法 如 何 ？



• 到2019年5月，《748施

行法》，是中華民國法

律的同性婚姻專法。

出處：關鍵評論。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gendereducation20/133256



台 大 教 授 畢 安 生 墜 樓 背 後 的 故 事

1.性別敏感度/3.畢安生墜樓.mp4


畢安生在同性伴侶曾敬超交往35年，曾敬超不幸罹癌。

曾敬超癌症復發時，他知來日不多，希望將房產留給

畢安生，讓另一半可以終老，並透過律師和公證人立

遺囑，但依《民法》，畢安生無繼承權，最後房產由

曾家人繼承。

畢安生感嘆在老伴重病時，成了沒醫療決定權的外人；

失去老伴後，變成寄人籬下，生活也失去依靠，因而

跳樓自殺，享壽68歲。



台 灣 是 亞 洲 第 一 個 承 認 同 性 婚 姻



你 跟 妳 的 看 法 如 何 ？









拿一張便條紙

然後寫下您過去
對同志/同性戀的了解

貼在海報上，我們一起分享



出處：性平數位教材09【認識多元性別】。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LnvPiITdE&t=1s

1.性別敏感度/4.認識多元性別.mp4


多元性別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多元性別的定義是：

「指任何人之生理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

性別認同及性別變更等差異情形」。



同志 (同性戀)

早期同性戀被視為變態和異端(女人體，咖仔)，同性戀一詞多

帶有汙衊、貶抑與歧視的色彩

1991年由香港作家林奕華首度提出「同志」，被認為是更為

正向、性別中立和去性化的詞彙。



性傾向是你在

性方面，喜歡

男生或女生。

性傾向 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則是

你認為自己是

男生或女生。



在多數大眾媒體上、茶餘飯後上呈現的多元性別樣貌



政治大學王增勇教授 女性小說家陳雪 台語金曲歌后曹雅雯

同志不是都同一個樣子，有各種身分的同志，就跟一般人一樣





1.0.T.婆

男同志有細分1號角色與0號角色，以及不分角色

女同志則有分T角色與婆角色，以及不分角色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束胸文化

束胸的功能在於穿上後使女性的胸部呈現平坦的視

覺效果，讓女同志性別氣質較偏向陽剛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崇尚青春健美

同志文化裡的「青春」比外面世界來的短促，「健

美」的定義比外面世界更嚴格。

受到崇尚青春的影響，老年同志被忽略更為嚴重。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直同志

指對同志友善，支持平權運動、性別平等及同志權

利運動，並質疑恐同以及恐懼跨性別等問題的異性

戀者。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彩虹旗

同志平權運動常使用的象徵標誌，共有紅、橙、黃、

綠、藍、紫六種顏色。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出櫃
同志向他人表明性傾向時，簡稱「出櫃」，又稱

「現身」，相對詞則是「未出櫃」。

對同志來說，出櫃很重要，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行

動。有些人是「深櫃」，懼怕出櫃。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同志遊行
是同志社群為了爭取同志平權，要求社會關注同志

議題所舉行的遊行慶典，源自於1970年6月舉行於

紐約的「石牆事件紀念遊行」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同志驕傲月
六月是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月Pride Month

全球各國都會一同響應，許多品牌也會推出限定彩

虹系列單品歡慶。

多 元 性 別 的 次 文 化





很多同志為了生活，為了不被歧視，常常需要「偽裝」自己武裝
因為同志需要隱藏自己，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少我們喜歡與欽慕的朋友、

鄰居與同事其實是同志。

因為同志身分，他們經常會陷入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想呈現真實的自我，另

一方面卻又害怕他人眼光，所以常偽裝成異性戀者。



同志的社會處境-恐同症

 同性戀恐懼症，亦稱恐同或反同，

指對同志的排斥，厭惡同志、對同

志抱持偏見、仇恨、反感、歧視的

心態。

 恐同可能是基於恐懼，有時也涉及到

受宗教信仰及社會文化的影響。



同志的社會處境-恐同症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稱，一名少年在馬亞丁

鎮被石頭砸死。

據稱死者手機中有「與男人發生不正當行為」

的影片，罪證確鑿，被判「石刑」處死。

出處：巴士的報。連結：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433090-is%e9%a6%96%e5%ba%a6%e7%94%a8%e3%80%8c%e7%9f%b3%e5%88%91%e3%80%8d-
%e5%85%a9%e3%80%8c%e5%90%8c%e5%bf%97%e3%80%8d%e8%a2%ab%e7%9f%b3%e7%a0%b8%e6%ad%bb



同志的社會處境-恐同症

出處：新新聞。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1138454



同志的社會處境-內化恐同

 意思是同志在心理的認知、情緒、

行為上，透露出對於自己的同志身

分感到極度不安、焦慮、厭惡。

 加諸在同志的污名在今天仍未除掉，

由於社會的嚴重歧視，令同志也害怕

自己是同性戀。



同志的社會處境-擔心出櫃

 雖然《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不得給予同志員

工差別對待，但多數職場仍對同志偏向負面的

看法，例如既定性別規範（部分職場規定，女

性得穿套裝或男性不能留長髮）。

 以有同志身份的公務人員為例子，在陳禹函

（2011）的研究中發現，同志公務人員隱匿

性傾向的原因，是擔心出櫃後影響工作發展與

影響升遷。

出處：陳禹函（2011）。藏鏡人的心內話─同性戀公務人員的職場處境。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真 實 案 例
就因一句話，居服員帶腦麻的同志參加同志遊行！

2020-10-31 聯合報 ／ 記者葉冠妤/台北報導

台灣同志遊行在台北熱鬧展開，擁擠人群中，74歲的周大哥推著輪椅，

上面坐著47歲的楊善治，兩人成為注目的焦點。周大哥說，兩個人是居服

員與個案的關係，更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一次偶然閒聊中，楊善治向他出

櫃，表明喜歡男生，讓周大哥決定帶行動不便的楊善治出門參加同志活動。

曾在公部門擔任公務員的周大哥，退休後開啟第二職涯，擔任居服員。

他說楊善治是他第1個服務的個案，兩人感情好，時常聊天，某次閒談，楊

善治透露性傾向，3年前，兩人約好一起來同志遊行「初體驗」。

周大哥回憶，3年前第一次參加同志遊行，他自己害怕被昔日同事看到、

誤認為同志。不過，直到今年，他們已經能自在穿梭人群之中，甚至到處

參與同志社群的各種活動，「這也沒什麼！」

身為已結婚生子的異性戀男性，周大哥表示，認識楊善治、接觸不熟悉

的同志場合後，讓他大有感觸，體認到在他未知的領域，原來還有許多需

要被關照的人。



時間對任何人是公平的

病與老也不會挑性別、種族、性取向





台灣性別平等的發展與未來-1

•婚姻平權的落實，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亞洲的「性別平等」

燈塔，讓各國在推動性別平權時作為借鏡。

•但事實上，在每個階段甚至到今天，社會跟校園針對性多

元性別者的霸凌事件依然發生且震驚社會。



•隨著同志的能見度不斷提升，促使許多研究關注同志員工面臨的

工作問題，有實證研究發現工作職場因素對同志的影響。

•其中工作環境的支持非常重要，包括正式的同志政策與實踐、支

持同志的氛圍，而支持同志的環境與工作態度和壓力有顯著相關，

而支持同志的氛圍與出櫃和自覺被歧視也有顯著相關(Jennica et

al,2017)。

台灣性別平等的發展與未來-2



•憲法第22條：【性平教育中所提到的「多元性別」與「包容與

尊重」，對於現今社會上多數的成年人來說，仍是個嶄新的概念。

•社會上保守與進步聲音拉扯權衡之間，要如何落實《性平教育法》

第一條所說「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

格尊嚴」，不會因為婚姻平權的落實而中止，依然是台灣社會未

來要共同面對的功課。

台灣性別平等的發展與未來-3







如何友善同志-從軟體說起

 修正異性戀思維的問候風格 

當得知同事(個案)是同志的時候，建議

試圖修正辭彙，可以使用「有沒有伴侶？

牽手？」取代「有沒有男朋友／女朋

友？」

多元性別的措辭才不會讓同志感到無所

適從，問候的技巧是友善態度的第一步。



如何友善同志-從軟體說起

 釋放友善同志的訊息與保密原則

釋放友善同志的訊息，有助於與同志建立信任感。

使他認為環境是安全的，可以安心做自己。

當他向你出櫃（坦承同志身份）時，不要去逼問

他怎麼不跟異性交往，也切勿窺探他的隱私。

除非獲得他同意，切忌將他同志身份告訴別人。



如何友善同志-從軟體說起

 不歧視與評論的接觸與溝通

避免使用標籤，例如「同性戀」或「Gay」，因

為它們與性行為未必有關，而可能導致誤解。

讓他/她知道你們的討論是具保密性的，以鼓勵

他能放心地提供您為評估與診斷所需的真實完整

資訊。



如何友善同志-從軟體說起

 理解同志的社會處境與次文化 

同志經常被大眾排斥，很多同志都有許多不為人

知的痛苦經歷，傾向「懷疑」或「隱匿」自己，

長照人員可以認識了解同志的社會處境與次文化 ，

釋放友善同志的訊息，有助於與同志建立信任感。

使得同志認為環境是安全的，可以安心做自己。

如果同志個案願意向您透露越多真實的自我與感

受，那您可以協助的部分就更多。



如何友善同志-從軟體說起

 進入信賴關係的狀態下

當進入較長期且有好的情況下，你可以試著釋放對

同志友善或是參與同志議題、同志相關課程的態度，

來試探他是否為同志，讓他知道是安全的，我是站

在同志的身邊



如何友善同志-從硬體說起

 創造符合友善、支持與可近的環境

在硬體設備，機構負責人可創造友善、支持與

可近的環境。

例如機構活動安排，可包括對同志文化的重視，

比如同志驕傲月、同志電影、書籍、雜誌等，

可營造同志友善環境，簡單的彩虹貼紙、徽章、

彩虹旗等，都能直接地顯示對同志友善服務的

理念，有助與同志建立信任感。



如何友善同志-從硬體說起

 同志親友、同志團體與長照人員通力合作

同志可能遭受孤立，所以可以跟同志親友通力合作，

同志親友可提供過去的生活點滴，補強長照人員對同

志的認識與需求。

而沒有親友的同志，可以其他資源的介入，例如同志

團體的拜訪，提供同志相互扶持的網絡，或是請諮商

心理師提供同志心理諮商服務。



有 哪 些 資 源
友善同志的民間機構與健康中心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社團法人臺灣同
志諮詢熱線

02-23921969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12
樓

同志諮詢熱線
968南部辦公室

07-2811265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
12樓之7

臺灣女同志拉拉
手協會

02-87972118 聯絡信箱 
contact@taiwanqueerguide.co
m

同光同志長老教
會

097064142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50
號7樓

陽光酷兒中心 07-2351010 高雄市新興區河南一路120號

南方彩虹街6號 06-2631841 台南市南區南和路6號

台中基地 04-22333252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82號

協助同志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單位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社團法人臺灣同
志諮詢熱線

02-23921969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12
樓

同志諮詢熱線
968南部辦公室

07-2811265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
12樓之7

現代婦女基金會 02-23917133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7
號7樓之一B室

同光同志長老教
會

097064142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50
號7樓

臺灣同志家庭權
益促進協會

02-
23650790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73號10樓A室

高雄家防中心 07-5355920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10
樓







用海報口述 用情境演出



案 例 1

在幼稚園環境中，如何創造一個性別友善的氛圍？

讓每個孩子感到自己被接受和尊重？



案 例 2
在幼稚園裡，有哪些具體的行動可以幫助孩子理解

並接受不同的性別身份和表達方式？



案 例 3

在幼稚園，如何處理孩子可能出現的性別相關疑

問或困惑？以及家長對性別教育的期望？



案 例 4

你們認為性別教育可以如何融入到日常的遊戲和

活動中？如何讓教學活動反映性別平等和多樣性？

請舉例說明。



案 例 5

你們認為多元性別教育可以如何融入到日常的遊

戲和活動中？如何讓教學活動反映多元性別平等

和多樣性？請舉例說明。



案 例 6
當家長反對同志教育時，幼兒教師應該如何平衡

尊重家長意見？要如何跟家長說明推動性別平等

與包容性教育的目標？請描述您們的觀點並提供

具體的應對策略？



案 例 7
您的同事/上級向您出櫃，您會怎麼想？會如何與他

相處？為什麼？因為沒有像其他人出櫃，同志最困

擾的是常常會被刺探隱私，總會被問結婚了沒？有

沒有對象？您會協助他/她嗎？怎麼協助呢？



給各位夥伴的回饋



教保人員學習性別平等教育和多元性別教育是為

了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培養孩子健康、包容的

性別觀念。

你們是幼兒成長道路上最重要的引導者，你們的
愛心和教育會影響著每一位孩子的成長和發展。

但是，你們的勇氣和堅持是不可或缺的。

或許可能會遇到挑戰，但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
子們的未來。

你們的努力將為孩子們打開更寬廣的天地，讓他們能
夠在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世界中茁壯成長。

我們知道，教育中不乏挑戰，尤其是當涉及到性
別平等和多元性別教育這樣敏感的話題。

你們可能感到擔心，擔心會遇到家長的不理解和
反對，擔心會因此受到指責和批評。

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幼兒的幸福和健康成長。

請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價值，因為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
得的，你們的付出將為孩子們的未來帶來更美好的可能
性。



謝謝大家的聆聽

日期：20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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