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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聽故事到說故事 

－運用 PBL 和數位教材提升學生性別平等認知之行動研究 

 

一、 本文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性別平等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之一，從兒童階段紮根觀念落實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對於未來

將成為幼兒教師的幼教系學生而言，培養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成為能尊重和

包容社會多元性的幼兒教師，以作為幼兒學習的楷模。 

性別平等教育涉及個人身體、關係互動、權益保護等議題，透過故事或繪

本引導能避免個人隱私侵擾、保持中立客觀、提供易理解的情境描述(張如慧，

2017；陳淑娟，2008；Tetenbaum & Pearson, 1989)。而且說故事本是幼教系

學生必備的專業能力，僅僅把故事說得生動有趣是不夠的，更需掌握帶領幼兒

進行討論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運用 PBL 教學引導

學生從故事中進行問題討論，使學生能從記憶複述、理解故事、生活經驗聯想

的低階思考，進入分析故事、評估其它可能解決方法、創作個人故事的高階思

考。當然也為培養瞭解兒童特質和性別平等的繪本創作人才。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是現代生存必須能力(Ross, 2016)，透過製作性別平等

數位教材，強化學生跨域及數位運用能力，並運用數位教材來帶領社區共讀活

動，培養學生創新創造、解決問題能力。 

鑑於課程「幼兒性教育」培養學生正確性別平等認知，課程「教保媒體設

計」培養學生運用數位科技能力，故本研究結合此兩門課培養學生成為性別平

等繪本創作人才，目的在探討運用 PBL 和數位教材，從製作性別平等數位教材

到推動共讀活動的歷程對學生的性別平等認知之影響情形。 

然而，在第 1堂課說明課程進度後，學生表示喜歡課程內容安排，但是對

作業感到困難，這促使研究者正視學生對學習的逃避行為，也就是學生希望獲

得成功，同時會焦慮能力不足以應付任務，所以在 PBL 教學、數位教材、服務

學習的教學模式下，運用適當課室關係和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改善逃避行為，例

如重視師生關係和自我價值的勝任感教育協助學生提高學習信心，再如媒體素

養融入科技教學幫助學生有意義地學習和應用，提供敘事結構引導學生理解和

創作繪本故事。 

（二）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動機提出本研究問題： 

1.結合勝任感和教學策略是否有助改善學生逃避行為？ 

2.學生的性別平等認知是否一系列教學活動影響？ 

（三）文獻探討  

1.PBL 教學 

Barrows 在 1971 年提出個案問題解決法作為醫學人員培育方法，隨後在



1985 年明確提出 problem-based curriculum 概念和教學設計，1988 年更進一

步指出助教(tutor)和小組合作的功用和實施流程，在 1994 年正式提出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一詞，而這個教學方法隨即受到醫學教育和高等

教育等相關研究的討論與應用。Savery 和 Duffy(1995)則分析 PBL 模式應以學

習者為中心，並以問題或任務出發的活動、支持學習者主導權發展、設計真實

的任務和有挑戰的環境、鼓勵挑戰或替代方案、提供雙向回饋機會作為教學原

則，而其課程實施程序包含以課程和助教介紹為開端，透過設計問題、任務、

界定問題、擬定進度等問題討論流程，接著運用資源檢核解決方法對問題的適

用性，再提供學習者共同發表機會，最後進行意見統整和自我檢核等。 

PBL 重視問題的設計，但也隨著醫學培育、教育、科學、管理等領域應用

下衍生出不同層次的問題導向教學，對此 Jonassen 和 Hung(2008)將問題分為

十種類型，依結構完整到鬆散程度分別出，結構演算的、故事的、有規則歸納

的、決策的、刪除困難的、診斷解決的、策略表現的、政策分析的、設計的、

兩難的、非結構演算的等不同程度的問題類型。關於 PBL 教學研究以個案研究

和行動研究為主，但隨課程議題差異而有不同的問題取向設計，實施對象亦從

中小學、大學、成人教育皆有(洪志成、洪慧真，2012；許民陽、吳惠雯、王郁

軒，2009；徐靜嫻，2013)，無論問題取向為何，重視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批判

與創造思考的參與者、知識建構者的態度才符合PBL教學原則(徐靜嫻、林偉人，

2016)。本研究目的在培養學生具繪本創作能力，故採故事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議題的處理方法。 

2.性別平等教育 

關於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依聯合國（2015）的定義，包含「男

孩及女孩均擁有相同的權利、責任、機會」「同時考量男性及女性的利益、需求、

優先序位，承認兩性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同時關心男性與女性，以及充

分參與」等內涵。更進一步指出兩性平權是人類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性別平等教育則是「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性別平等教育法，2018)。依據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

實施細則(2019)第 13 條「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

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

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從這些課程可歸納出性別角色、性別關

係、性別規範等層面。 

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研究，以政策法規、課程教學、家庭關係、價值觀等議

題為主，雖然較多採取文獻分析，亦有採行動研究進行課程實踐，尤以繪本融

入教學居多。針對性別平等價值觀，則以大學生和成人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方

式發現性別、年齡和社經背景等因素對性別平等觀念存有差異(李志平，2017；

林怡君、李安妮、謝邦昌，2010）。由於本研究以大學生為對象，故採李志平(2017)

大學生性別平等認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 



3.逃避行為(avoidance behavior) 

Covington（2000）驗證 Atkinson（1957、1964）和 McClelland（1965）

以追求成功和逃避失敗為因素的需求成就理論（need achievement theory），

衍生出成功導向學生（success-oriented students）、過度努力者

（overstrivers）、逃避失敗者（failure-avoiders）、接受失敗者

（failure-acceptors）等學習行為類型，其中逃避失敗者的表現細分出自我價

值防衛（self-worth protection），這類型是把失敗視為自己不夠努力所以未

獲成功；另一類是自我設限行為（self-handicapping behavior），這是假想自

己的能力障礙，表現出拖延（procrastination）、設定自己做不到的目標

（establish unrealistically high goals）、沒期望成功（defensive 

pessimism）。 

不過學習情境亦可能影響學生逃避表現，在彭淑玲和程炳林（2022）以國

中生逃避行為研究發現，課室精熟目標結構（mastery goal structure）的情

境，學生較少表現逃避學習，這是營造讓學生自我掌握進度和表現程度的學習

情境，來降低逃避學習表現。洪愛鈴和曹國璽（2017）運用 ACT 接納承諾治療

確實改善拒學個案，所以運用學習情境有助調適逃避學習表現。 

4.勝任感教育 

勝任感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起自美蘇冷戰對立，

興起注重學習效果的呼籲。在 1980 年代對美國教育形塑出減低失敗感、以學生

為焦點、允許更多學習時間和表現機會，重視形成性評量，教師是管理學習而

非給予訊息等特質(Lassnigg，2015)。 

Glasser（2003）提出具體策略來建立勝任能力為基礎的班級（competence 

based classroom，CBC）： 

首先運用以建立關係為基礎的引導語言，如提問：你今天計畫做什麼？不

以糾正犯錯行為去處理，而是引導學生商量和思考解決方法，針對真實生活去

討論 想做和要做的問題，降低對過去的回憶和追究。 

其次是以個人的投入為基礎，檢視自己的主動選擇，透過參與才能產生學

習，除了學生的投入外，身旁的關係網絡若能參與投入更有助於改善關係和問

題，例如教師和學校管理者參與營造以勝任能力的班級和學習環境，設計班會

或小老師引導同儕參與改善問題，引導家人參與改善互動關係等，共同目的都

在幫助個人重新建立關係和面對生活。認為成功的教學立基於穩固的關係，透

過關懷、傾聽、支持、協助、鼓勵、信任、親近等方式建立與學生的關係，Glasser

（2003）認為親密關係永遠凌駕對錯，以人際關係為一切的核心，建立在信任

與尊敬基礎上的關係是讓個人有安全感，是可以放心說話或建議和可放手去做

的信任感。 

最後是重視實用的評估成效，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時候我會用到這些東西？

對於實用能力，Glasser（2003）指的是閱讀、寫作、計算、科學、電腦，尤其

在工作技能需要問題解決、應用知識、領導、合作、說話、傾聽等能力。關鍵



在於讓學生自己能控制學習的過程，透過設定階段式的目標，讓他們發現自己

是決定者就越用功、知道為什麼學，明白可有更多行為控制權，當學生獲得完

成的成就感後更願意參與學習，甚至願意表現更佳的能力和任務。而且參與評

估的不再只是教師，而是教師或同儕與個人之間討論的結果，重視個人如何在

生活中運用知識而非相互競爭，增進個人體認關懷、成功、樂趣等態度。 

實施步驟依 Zeeman（2006）整合為 SESIR，這是指展示（Show）要做什麼、

解釋（Explain）如何實現目標、自我評估/評估（Self-evaluate）哪裡可以改

進、改進（Improve）你正在做什麼、重複（Repeat）直到目標已全部或部分實

現等流程。 

依勝任能力班級學校基金會公告，美國採用 Glasser 新教學法的中小學學

生學習表現和辦學成效獲得肯定。除了教育機構應用外，Kim（2002）以 25 名

11 足歲兒童進行個人責任行為選擇方案測試，運用選擇理論引導兒童明白選擇

理論和個人基本需求，依個人設計責任行為目標，並測試兒童對個人責任行為

選擇知能的差異，結果發現當兒童愈明白自己的責任和主動選擇，愈能達成行

為目標。Christiansen 和 Robey（2015）則應用於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透過

共同的願景、專注於學生學習的協作團隊、行動導向實驗、持續改善等實踐，

推動優質學校的系統性變革，結合並發揮校長、教職員、家長、學生等角色和

功能。 

Uy 等人（2023）針對校園安全採選擇理論觀點，針對賦權、自主、心理

健康和復原力、學校安全的整體方法以及加強危機準備和回應等層面進行改善，

營造教育環境中身心安全的相互關聯性，在學校社區內培育了協作和集體解決

問題的文化。 

5.媒體素養教育 

科技對教育的發展（Issroff、Scanlon，2002），從過去的數位教學、到

現今的人工智慧相關領域對學習科技的影響教育（AIED）和人機互動（HCI），

面對科技複雜的技術，採用按部就班的教學方式會使學習失去樂趣和效果，如

何轉化學習理論和科技使其成為有意義的學習，對教學者是一項挑戰（Spector，

2001）；對此，Koehler 和 Mishra（2005）提出設計教學，以 4位大學教師和

13 名大學生為對象，透過任務分配，由教師引導學生學習科技教學內容知識和

解決實務應用問題。研究發現設計教學讓參與者感受到所學習內容是有用的和

有趣的，個人的科技知識和應用能力皆有顯著提升。 

不過 Buckingham（2007）認為媒體素養教育焦點在引導學生明確的關注

流行文化，更重視學習技術技能和自我表達外，能以反思性運用媒體。我們需

要讓學生理解並批判這些媒體：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它們視為傳遞訊息的中立手

段，並且我們不應該僅以功能性或工具性的方式使用它們。媒體最佳實踐教育

涉及「動手做」創意製作和批判性的結合反思，旨在以學生現有的樂趣和經驗

為基礎媒體（Buckingham，2003）。 

從 Buckingham 敘述科技教學的過去和趨勢發現，科技學習不再只是工具



技術學習，更重視批判思考和創造應用的表現。對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3）

具體提出國家應培養公民學習近用、評估、創造等媒體資訊運用能力，內容包

含學習使用媒體資訊，從中蒐集大量資訊並整理儲備有用的資訊；以批判角度

去檢視媒體與資訊內容，理解訊息是價值偏好、意識型態、政治經濟文化的產

物；進一步以創造新知的能力，學習與他人有效地溝通、營造公共福祉。因此，

媒體科技教學應從媒體素養教育出發，發展包含近用、評估、創造等能力。 

針對媒體素養教育，教育部（2002）公布數位時代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

提出批判性思考為主軸，透過近用－分析－創造－反思－行動的學習迴圈，設

計合適的課程教學，引導學生成為知情、負責、利他的公民。以媒體素養教育

發展教學階層，第一層基礎知識包含媒體的運作方式、民主功能、社會影響、

個人與公共生活影響、新科技對資訊生態的影響、媒體法規與原則等內容；第

二層近用能力包含學習蒐集管理資訊工具和掌握保護個人隱私等內容；第三層

統整分析創造反思行動等能力，包含學習批判性評估資訊和辨識不實訊息的分

析能力、運用科技製作資訊的創造能力、學習倫理及負責任的反思能力、培養

表達及社會參與和注重網路安全的行動能力等內容。 

6.敘事結構 

敘說（narrative）是說出或寫出或表現出個人把生活事件和想法（阮明淑，

2012）。敘說能力表現出個人整理經驗的方式，也就是將個人看到的事情和情境，

依自己審視的角度去組織和表達，從而理解事物（楊茂秀，2001）。受到個別敘

說能力展現出風格迥異的文本或語詞敘述，常導致閱讀理解與分析的歧異，對

此，Rumelhart（1975）針對故事文本的解讀與分析，提出包含開始、展開、結

局的敘事結構；Stein 和 Glenn（1979）進一步以背景、開始事件、內在企圖、

行動、結果的結構去檢視和分析文本的故事脈絡。有趣的是此一敘事結構常運

用於閱讀理解或教學，教師講述故事時，依據此架構去陳述，進而引導兒童閱

讀繪本或圖像時，也運用此架構敘說繪本或插畫故事，從中發現兒童敘說能力

的提升（洪宜芳、張鑑如，2017；趙金婷，2005；簡馨瑩等，2011）。 

依 Taylor 等人（1995）界定的推論理解包含：以知識為本

（knowledge-based）、三向度分類架構（triple classification scheme）、推

論的心理運作模式、焦點陳述句（focal statement）推論類型、「資料紮根分

析法」（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data）推論分類架構（蘇宜芬等，2018），

其中焦點陳述句與與讀者經驗、先備知識相連，使讀者透過閱讀的焦點陳述句

去推論理解文本內容。van den Broek 等人（2001）測驗 82 位大學生對文本的

推論理解表現，發現有目標的閱讀有助於文本內容的理解與記憶，而且在提供

適當的學習條件下（如發出聲音閱讀、有策略的引導、連結舊經驗等），對記憶

的強化有顯著差異。由於本研究目的在培養學生具繪本創作能力，故亦以文本

架構引導學生理解和創作。 

（四）教學設計與規劃  

本研究主題為運用 PBL 和數位教材提升學生性別平等認知之行動研究，以



「幼兒性教育」與「教保媒體設計」作為課程實踐。 

原教學設計以性別平等教育為主軸，結合兩門課程不同知能的學習，例如

「幼兒性教育」著重性別主題繪本創作知能，「教保媒體設計」強調數位教材製

作知能，以理論講述、PBL 引導、技術實作，指導學生敘說故事、製作性別平

等繪本及數位化繪本引導學生創作文本和製成數位繪本，並在社區服務學習活

動，增進學生的教保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 

對於學習表現評量，包含實作評量、檔案評量，評分對象亦包含授課教師

評分、學生自評、同儕互評等。實作評量以課堂出席狀況、兒童繪本及影片製

作參與情形等列入評量依據，此項評量重點在活動參與度、學生自主學習規劃

執行力、小組合作與回饋。檔案評量則包含服務學習報告、兒童繪本及影片作

品，此項評量重點在專業知能應用能力、學生服務學習計畫執行力、小組合作

與回饋。性別平等認知意向問卷前後測，來了解課程對學生的性別平等認知的

影響情形。 

但是在第一堂課程介紹後，學生反應對作業感到困難，因而調整教學方式

以減少學習逃避行為，重新安排課程規劃： 

1.課程「幼兒性教育」運用敘事結構解讀和創作繪本 

由於此課程設計性別角色、性別關係、性別規範、性別平等四層面進行議

題探討，並以 14 本性別主題繪本引導對性別教育解讀和創作，為幫助學生對文

本的理解和創作，故採 Stein 和 Glenn（1979）以背景、開始事件、內在企圖、

行動、結果的敘事結構。           

2.勝任感策略與媒體素養教育融入課程「教保媒體設計」 

依 Zeeman（2006）的 SESIR 流程設計引導語、投入、評量等勝任感策略

（表 1），再依不同科技屬性分為人物攝影、數位繪本故事配音、人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生成插畫、定格動畫（Stop motion）、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兒童劇場節目等單元，並將媒體素養教育融

入教學流程，從講述教保媒體素養開始，透過人物攝影實作、討論肖像權處理，

錄音室製作故事音檔和運用人工生成圖實作、討論著作權與歸屬議題，學習影

像編輯軟體製作定格動畫和擴增實境，以小組分工製作兒童劇場節目為應用本

課程所學知能的整合展現，以圖示一系列的步驟利於理解教師的教學脈絡和掌

握學生學習進度（圖 1）。 

表 1 

勝任感策略統整表 

策略 內容 

教學引導語 

只要到場參與課程，你就會有收獲。 

除了參訪和實作活動受到場地與設備限制，各個單元可以自

己決定完成作業的時間（勝任感） 

每項作業有基本的和創新的等不同完整度要求，你們可以自

己決定完成作業的標準（勝任感） 



能完成作業就能取得課程學分（勝任感） 

你們覺得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實用能力） 

你們覺得什麼時候會用到這些東西？（實用能力） 

個談引導語 

這個單元你知道要做什麼？（展示 S） 

你想要怎麼完成單元作業？（解釋 E） 

你期望可以做到怎樣的程度？對自己作業滿意嗎？（評估 S） 

你覺得作業需要改嗎？怎麼改？（改進 I） 

下一單元重複相同流程的談話（重複 R） 

投入  

課堂簽到單（出席記錄） 

設備（錄音室、攝影棚、多媒體製作室、電腦教室） 

人員（授課教師、專業教室管理專員）、作業展示（Padlet） 

評量-作業評估 
作業評量表（作業繳交情形、內容結構完整度） 

回饋意見（自評、同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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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媒體素養融入教學計畫流程圖 

（五）研究設計與執行方式  
1.研究架構 

本研究原設計以學生對性別平等認知與態度為探討焦點，結合「幼兒性教

育」與「教保媒體設計」進行課程實踐，透過 PBL、同儕合作、數位教材實作、

社區共讀活動服務學習等形式，來了解學生對性別平等認知情形（圖 2）。 

教保媒體知識 媒體相關法規 媒體資訊運用 評估媒體效果 

人物攝影知識 肖像與隱私權 人物攝影實作 辨識真偽照片 

故事配音知識 著作權介紹 故事配音實作 評估媒體品質 

繪本插畫知識 AI 生成圖片 管理媒體資訊 數位插畫實作 

數位繪本知識 著作權討論 數位繪本實作 發表評估作品 

擴增實境知識 網路安全介紹 擴增實境實作 辨別媒體資訊 

兒童節目知識 媒體分級管理 錄音室攝影棚 故事劇場實作 

管理發表作品 同儕評估作品 



 
圖 2 原研究架構圖 

然而，在第一堂課程介紹後發現學生對學習作業的逃避行為，故修正課程

實施方式和增加對學習歷程記錄，目的同樣探討從製作教材和推動共讀的歷程

對學生的性別平等認知之影響情形，但是增加另一個目的，聚焦於如何提高學

生學習表現，課程「幼兒性教育」運用敘事結構的教學策略（圖 3）、課程「教

保媒體設計」結合勝任感策略與媒體素養教育（圖 4），探討對學生逃避行為的

影響。 

 
圖 3 幼兒性教育研究架構圖 

 

圖 4 教保媒體設計研究架構圖 

2.研究對象及工具 

本行動研究由教師擔任研究者，以修讀課程「幼兒性教育」與「教保媒體

設計」的大學生為對象，蒐集各種佐證學生學習成效的資料，如校務系統平台

的課堂出席記錄、教學評量、課堂簽到單、學生作業、服務學習活動報告、學

生對課程及數位教材回饋等。 

研究工具以李志平（2018）大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問卷，共計

50 題的五點量表，包含性別平等知識、性別平等態度、性別平等行為意向、性

別角色關係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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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方法 

蒐集學生作業、服務學習活動報告、學生對課程及數位教材回饋等質性資

料處理以資料編碼、製作類目表，並進行主題之內容分析；課堂出席記錄和課

堂簽到單等資料以描述統計和變異數分析；大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

問卷前後測結果，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變異數分析。 

（六）教學過程  

1.課程「幼兒性教育」教學過程 

(1) 對象 

修讀「幼兒性教育」學生共 30 人，男性 1人、女性 29 人，大一有 9

人、大二有 2 人、大三有 10 人、大四有 8人。 

(2) 教學過程 

「幼兒性教育」分為性別角色、性別關係、性別規範、性別平等主題，

為使學生對性別教育和相關資源更多認識，安排參訪家庭教育中心，由辦

理家庭教育與性別平等業務的專員介紹，讓學生明白家庭、學校、社區對

性別教育的關聯，並瞭解政府政策和公共資源，以利未來學習和專業工作

運用（圖 5）。 

本課程依主題講授理論概念，以時事或影片案例引導討論性別議題，

如影片「82 年的金智英」討論性別關係，學生以小組方式表達對家人互動

和家庭角色看法，透過繪本「朱家故事」引導學生進行繪本故事創作（圖 6），

運用 AI 圖片生成帶領學生對自己的身體形象描述轉化成圖像，並在 padlet

發表，指導學生將創作的繪本故事製成文本及錄音（圖 7），前往幼兒園進

行說故事服務活動（圖 8），增進學生的教保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 

   

圖 5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活動記錄 

   

圖 6 性別議題 PBL 討論及繪本故事創作活動記錄 



  

圖 7 性別議題 PBL 討論及繪本故事創作活動記錄 

  

圖 8 社區幼兒園服務活動記錄 

2.課程「教保媒體設計」教學過程 

(1) 對象 

修讀「教保媒體設計」學生共 34 人，男性 6人、女性 29 人，大一有

15 人、大三有 17 人、大四有 2人。開課第一週取得 35 位學生參與研究同

意書，期間因 1位學生休學故刪除該生資料。 

(2) 教學過程 

「教保媒體設計」依不同科技屬性分為人物攝影、數位繪本故事配音、

人工生成插畫、定格動畫、擴增實境、兒童劇場節目等單元，並將媒體素

養教育融入教學流程，從講述教保媒體素養開始，透過人物攝影實作、討

論肖像權處理，錄音室製作故事音檔和運用人工生成圖實作、討論著作權

與歸屬議題，學習影像編輯軟體製作定格動畫和擴增實境，以小組分工製

作兒童劇場節目為應用本課程所學知能的整合展現（圖 9），課程依單元講

授理論概念，以時事案例引導討論媒體素養與科技運用議題，如時事照片

「總統候選人特寫」討論攝影借位技巧與事實差異，學生透過手機拍照進

行攝影技巧實作，並在 padlet 發表（圖 10）。 

為使學生對性別教育和相關資源更多認識，安排參訪家庭教育中心，

由辦理家庭教育與性別平等業務的專員介紹，讓學生明白家庭、學校、社

區對性別教育的關聯，並瞭解政府政策和公共資源，以利未來學習和專業

工作運用（圖 11）。 

   



   

圖 9 參與實作活動記錄 

   

圖 10 幼兒園服務活動和作品發表記錄 

  

圖 11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活動記錄 

（七）研究結果  

1.學生逃避行為的表現 

(1)缺課 

課堂出席記錄可發現，第 9至 11 週和第 13 至 14 週是的缺課人數較多

(圖 12)，主要是大三和大四學生因辦理活動或參加證照考試請公假。缺課

常發生在特定學生，缺課原因包含打工、社團、志工等外務，教保媒體設

計課程運用勝任感的個別談話，學生明白學習是自己的責任，也知道缺席

會影響成績，認為自己不以獎學金為目的、只要及格就好，但是會完成課

程的要求，如交作業。 

 

圖 12 缺課人次統計圖 

(2)作業延遲和不會作 

幼兒性教育的學生作業包含故事錄音、繪本文稿、幼兒園服務報告等，

故事錄音和幼兒園服務皆需利用課餘時間製作，完成率皆 100%，所以學生

能自行安排時間是有利於學習表現。由於繪本文稿製作與課堂參與活動相

結合，完成率為 79.2%；從文稿來看，學生會以敘事架構的項目為標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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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故事段落內容，足見有利於故事構思和撰寫，全數學生皆完成 6篇以

上繪本故事寫作。全學期未有學生作業延遲情形和表示不會做的意見。 

教保媒體設計作業包含人物攝影、故事配音、AI 生成插畫、定格動畫、

擴增實境、兒童劇場節目等，在第一堂即有學生表示自己不會做或覺得作

業很難，像擴增實境，不知道是什麼，所以覺得沒能力完成的意見。此門

課結束時，全數學生皆完成並準時繳交作業，作業內容達到各項目的基本

標準；以口頭測試學生對於媒體素養認知，學生皆能指出著作權、肖像權、

隱私權、分級制，並分辨真假照片。尤其擴增實境的實作，當部分學生完

成作業時，會主動指導未完成的同學。 

2.性別平等認知的表現 

從表2至表3發現，幼兒性教育課程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認知表現，完成

課程後，在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角色關係等面向呈現顯著差

異。而教保媒體設計課程的性別平等認知表現，則在性別平等知識和態度

等面向呈現顯著差異（表4、表5）。由於研究工具的問題以傳統男性觀點

提問，從平均數皆未超過2.0來看，未進行學習活動時，學生對性別平等認

知即偏向不認同傳統的、男性主導的觀點。接受課程活動後不贊同的立場

更明確。 

幼兒性教育課程進一步就學生對兩性情感、婚姻和家庭的問題回應，

學生多對情感保有浪漫的情節幻想，但偏向女性自主和一人家庭的觀點。 

表2 

幼兒性教育修讀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結果統整表 

項目 人數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平等知識 30 1.84 0.36 1.59 0.28 

性別平等態度 30 1.47 0.36 1.31 0.26 

性別平等行為意向 30 1.68 0.40 1.55 0.31 

性別角色關係 30 1.47 0.28 1.34 0.27 

表3 

幼兒性教育修讀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成對樣本檢定統整表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相關 

性別平等知識（前）-（後） 0.25 0.26 3.70** .70** 

性別平等態度（前）-（後） 0.16 0.19 2.51*  .86** 

性別平等行為意向（前）-（後） 0.12 0.15 3.31** .86** 

性別角色關係（前）-（後） 0.13 0.26 2.75*  .94** 

註：*p<.05；**p<.01。 

 

 



表4 

教保媒體設計修讀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結果統整表 

項目 人數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平等知識 34 1.82 0.36 1.58 0.30 

性別平等態度 34 1.46 0.35 1.31 0.25 

性別平等行為意向 34 1.62 0.27 1.56 0.27 

性別角色關係 34 1.45 0.40 1.35 0.31 

表5 

教保媒體設計修讀學生性別平等知識態度行為意向成對樣本檢定統整表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相關 

性別平等知識（前）-（後） 0.24 0.25 3.59** .72** 

性別平等態度（前）-（後） 0.15 0.19 2.32*  .86** 

性別平等行為意向（前）-（後） 0.07 0.15 1.70   .84** 

性別角色關係（前）-（後） 0.10 0.18 1.77   .90** 

註：*p<.05；**p<.01。 

（八）教師教學省思  

設計課程時，期望給予學生豐富實用的內容和資源；但是在第一週有學生

表示無法完成作業，促使關注逃避學習表現，遂調整課程和教學方式來改善逃

避行為。參考 Covington（2000）分析需求成就理論的觀點，構思以課室關係

為主軸的調整方向，再因為學生自認為無能力完成作業，也導向強化學生對作

業產生勝任感的教學方向，非常幸運地，1980 年代勝任感教育的焦點符合這些

調整方向，提供教師引導語、教學設計、資源投入、評量方式等策略，在不改

變原課程內容下重新規劃課程。 

調整後的教學著重教師如何引導課室學習氣氛，為了讓自己的作法符合勝

任感策略，事先設計好的語言內容去進行教學活動，也對於學生的出席異常情

形，利用下課或空堂和學生談話，當然談話焦點放在學生如何解決自己問題，

而非針對行為問題的影響，而且取得學生的回應便告訴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得

到。在勝任感策略下，教學同時也是輔導，強調善用語言保持關係，個別輔導

不追究原因，而是引導思考現有問題解決的方法。 

觀察學生的逃避表現發現，如攝影、參訪、校外服務，鮮少缺課和延遲，

這表示學生主觀地選擇學習活動和行為表現，如何引導學生選擇參與應是教學

者最需思考的，而非要求學生面對自己的學習責任，因此重新定位教與學責任：

為什麼來學？釐清學習是學生選擇的表現而不是責任。相同地，為什麼要教？

思考教學內容的實用價值，而非內容多寡。 

在引導學生選擇參與下，體認到教師應是知識的推銷員，有豐富多元的知

識中，教師將信賴或自我發展出的知識，運用最佳方式去推廣，讓學生理解。 



（九）結論 

PBL 和數位教材普遍被導入教學方法，但不一定能減少學生面對學習的逃

避表現；所以除了以媒體素養和敘事架構等實用能力去思考規劃教學內容外，

並關注學生的反應和師生關係的勝任感策略，透過對話引導學生學習自我選擇

和承諾，使學生能嘗試處理困難的課題，惟有獲得過解決困難或取得成就的經

驗，有利於學生擁有自我的勝任感，降低逃避表現。 

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認知在接觸相關理論、繪本、議題後，確實更堅定反對

傳統的父權社會，轉向多元性別社會的包容性；然而偏向一人家庭觀的趨勢突

顯出女性意識提高和對婚姻非必要的觀點，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可能會是未來研

究需要關注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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