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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即人生、生活的反映，無論是文學或生活處處充滿性別相關想

像、理解與作為。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將性別意識融入人文基礎通識課

程—大一國文，從文學視角切入，除了達成語文教育的目的，同時期能在

此跨域教學過程中建立醫學大學學子性別意識之內化，進而行諸於外在，

使之未來進入醫療現場後能具備性別敏感度以關照不同或多元性別的感

受，提供合宜妥善的醫療對待，並經營和諧的醫病與人際關係，且順利發

展職涯而不受限於傳統刻板性別角色的桎梏。為檢視一學年的教學映像，

本文試圖分析學生的學習回饋，從學生的討論摘要、書寫作業、試卷選題

及「人物專訪」所蒐集到有關性別語言書寫與表達的內容，以了解其性別

意識的呈現和訪談報告中他者性別意識的介入，再以此結果做為課程設計

與教學調整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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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具備性別意識是現代公民應有的素養，而未來準備進入醫療場域的醫

學相關專業人員更需要有性別敏感度，因為他們經常要面對的是不同性別

及多元性別的身（病）體，檢視其病況，甚至是私密處。他們對於患者的

診治不只是疾病而已，更應該是性別情感的關照與維護其性別尊嚴。因

此，身為醫學大學國文教師的一分子相當關注學子們如何透過語言與文學

建構性別的自我認同、性別理解接納及性別意識形態等，並透過不同性別

生命經驗的學習來突破性別角色的限制及培養社會人文關懷。

    儘管學子們會帶著社會的性別烙印走進學校，而且還時刻主動地在社

群生活中體現和建立自己的性別身分和氣質（蔡寶瓊、陳傑華，2012），

但不可否認的是：大一新生的心智結構仍處於可塑階段，趁其性別意識尚

未完全定型之際，以教育作為手段，在大專校院充分受到學術自由保障（

“大學法＂， 2018 ，第一章第 1 條）下，其選材空間與彈性相對較大，

有關性別議題的課程設計也可以更多元。再者，國文課是大一學生的必修

通識基礎課程，可謂是提供學生經由語文學習性別的必經之道與良機。職

是之故，在大一階段將性別意識融入國文課程，藉此延續前十二年的紮根

教育，進而喚醒、強化其性別意識，深化其性別敏感度，並應用於人際關

係之經營及融入職能素養以服務群眾的契機可就此開展。

    本教學課程設計與規劃立基於本校大一國文課程目標下，首先檢視共

用教材的選文，其作者性別分布能否平衡反映不同性別的人生閱歷或性別

視野，進而於單元學習重點內容裡融入性別意識教育，在既有的課程教學

中輔以相關電影或紀錄片等影像文本，並設計性別議題供學生討論、分組

進行「性別與職涯訪談」、建構性別知識與論述以實踐性別主流化概念。

    為檢視一學年的教學映像，試擬分析學生的學習回饋：即就其討論摘

要、「人物專訪」、書寫作業及試卷選題蒐集關於性別語言書寫與表達的

內容，以了解其性別意識樣態和訪談報告中他者性別意識的介入，再以此

結果做為課程設計與教學調整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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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1988 年，婦女新知基金會首開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我國中小學教科

書之性別教育研究先聲。直至 2002 年，臺灣女性學學會與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共同主辦「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邀請任教於大

專校院的女學會會員就教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與

新聞學等領域基本教科書，為其診斷所涵攝之性別意識形態及相關樣貌（

謝小芩、張錦華，2003）。該研討會所發表的內容與《女學學誌》第 16 

期（2003 年 11 月刊行）、17 期（2004 年 6 月刊行）的研究論文多以專

業教育中的性別意識出發。至於大專校院國文教材與性別議題交涉的研究

則有以古典樂府詩歌或現代單篇小說為例，將性別（平等）議題融入教學

的論文，例如：〈將性別議題融入古典詩歌教學：以漢樂府〈陌上桑〉、

〈羽林郎〉兩首詩為例〉（王璟，2014）、〈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學科教學

—以廖輝英〈油蔴菜籽〉為例〉（黃秀仍，2012）、〈性別平等議題融入

學科教學—以袁瓊瓊〈自己的天空〉為例〉（黃秀仍，2011）。對於較全

面性勘檢自校大一國文是否能夠傳遞正向的性別意識，為學子翦除性別刻

板印象、再造異性別與多元性別平等尊重並均衡受益的生活及就業環境的

教材研究，似乎有待探討。

    教學規劃本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並得以自行設計課程內容與擇選相關

教材。在國內性別融入教學的實徵研究中，教學者著手設計課程之前，

多從教材檢視開始（王儷靜，2013）。因此，筆者擬先檢視本校大一國文

文本是否符合「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

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

點」（“性別平等教育法＂，2016，第18條）。

    本校大一國文文本自 2013 年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以及「語

文素養課程與教學精進計畫」的執行，開啟國文共同教材的編定，規劃

了八大單元：「自我探索」、「人間情愛」、「在地關懷」、「天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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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性別角色」、「醫病書寫」、「生死無憾」與「奇幻生命」，分

別於上下學期各授課四單元。104 學年又陸續開發兩個新單元：「鼎俎滋

味」與「運動書寫」。

    就單元選文內容的性別訊息與作家性別來加以檢視其性別相關議題的

涵蓋廣度：十大單元裡以第六單元「性別角色」明確標舉「藉由閱讀、討

論與書寫，促進對『兩性性別差異』的認識，並探討性別差異對『角色行

為』之影響，從而形成彼此尊重、關懷的態度，以展開深層的省思」（林

于盛，2015，頁 158）。此外，還有第二單元「人間情愛」愛情古典詩詞

選及第七單元「醫病書寫」選文〈沒卵頭家〉分別述及異性情愛心理與睪

丸閹割情結，其他單元則不特別強調性別議題。

    白亦方與盧曉萍（2005，頁 123）曾引述 Carlson 之言說：「教材在

教師與學生之間扮演著橋樑的角色，因此教材內容與學習經驗如何反映及

呈現性別問題，其影響力至為深遠，而課程中極度缺少由女性界定或有關

女性的良好題材。」。若以此檢視本校國文教材，就各單元選文的作家男

女性別比例來看，女性作家明顯少於男性，統計如表 1：

表 1：單元選文之男女作家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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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裡顯示有五個單元 (1、4、7、8、10) 完全沒有女性作家的選

文；其他五個單元的女性作家選文僅有 6 篇，占該教科書總篇數的 14%，

換言之，本校大一國文的課程內容實有必要進行調整，才能使學子在不同

性別的生命經驗獲得平衡的學習。然而，基於教科書的修訂難以速成，為

彌補此一罅漏，筆者先行於每個單元融入相關性別觀點或論述來增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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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意識。

二、融入式教學法的課程建構與操作

    所謂的「性別意識」，根據 Gurin (1985) 的說法是女性發展出自己的

認同、對當前權力結構的不滿，並產生女性群體意識且積極參與改變行

動。Wilcox (1997) 的看法相近，他認為性別意識指的是對性別的認定、

對權力的不滿，以及對於此長期以來的體制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知。畢

恆達（2004，頁 52-53）又整合了 Gerson 與 Peiss 所指出的性別意識並非

有或無的問題，而是應該將性別意識視為一個連續體。依在此連續體上的

不同位置，可將性別意識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覺察、女性╱男性意

識及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

    而「性別敏感度」的「敏感」二字有三種解釋，其一是「泛指心理、

生理上超乎尋常程度的感受與反應」（教育部，2015），因此，「性別敏

感度」可以解釋為「對性別的覺察、感受與反應程度」。具備性別敏感度

者，應能認知性別角色的扮演及期待、有覺察性別差異的能力、願意客觀

對待性別問題，並能透過溝通傳達正確健康的性別意識。性別意識的建立

與形塑，其目的之一就是培養性別敏感度。

    心理學學者劉惠琴 (2002) 嘗就其專業觀點結合女性主義，主張助人

工作者面對女性弱勢的求助，應強調其性別意識的覺醒。她推動女性意識

教育以喚起婦女們的自覺與動力，創造集結力量的可能，進而促進生活處

境的改變，並帶動多元平權的社會文化。這是從社會面投入性別教育的輔

導支持行動，讓已然遭遇困境的婦女能夠自覺覺他而突圍、翻轉人生；筆

者則從學校面的大一國文課程採取融入式教學策略，使之成為實施性別教

育的有效助力，因此接著說明何謂「融入」。

（一）融入式的教學

    關於性別融入教學的文獻多著重在性別與學科領域的結合，較少觸及

融入一詞的意義與實務工作者對於融入概念的理解和實際作為（王儷靜，

2013，頁 3-4），且「融入」定義和方式的文獻多出現於九年一貫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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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前幾年，議題融入教學的相關文獻將「融入」視為一種統整課程的

展現形式（王儷靜，2013，頁 7）。為能夠較清楚了解「融入」的各家說

法，筆者茲以吳根明與鄂雪妹 (2015) 的整理內容為基礎，再加上其他國

內學者及教育部有關「融入教學」其界定與定義如下：

    1. 楊美玲 (1999) —融入式課程取向包括轉化融入、侵入融入、統整

                    融入、情境融入。

    2. 潘慧玲 (2001) —融入意謂「將材料整合放入」，即統整之意。

    3. 陳怡如 (2003) —融入教學是以單一的教學概念出發，將教學概念

                    附著在原有的課程結構中，以正式的學習領域課

                    課程或教學單元為主軸，所延伸或衍生出的教學

                    活動。

    4. 陳得人、李大偉 (2002) —在不影響各學科課程之程序性與統整性

                            的原則下，適切置入相宜的素養內涵。

    5. 莊明貞 (1999) —融入式取向在「轉化」知識，不在添加知識。

      莊明貞 (2003) —「融入」即先解構議題與學習領域的原有結構，

                    再加以緊密重整。

    6. 陳添球 (2004) —融入即將議題認知概念、態度和技能融入某一學

                    科或領域。

    7. 蔡明昌、吳瓊洳 (2004) —融入式課程是一種統整課程的設計取

                            向，以增進學生良好的態度、情意或技

                            能。

    8. 黃政傑 (2005) —教師將學生所需學習的內容或相關概念不著痕跡

                    地安排於學域或學科內現有的各單元或相關單元

                    中，經由課程設計及教學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但仍按原有課程的授課時間進行課程規劃。

    9. 林明志 (2005) —提出「多科性融入式課程」，即在不影響原有課

                                    程目標及內容的情形下，將適當的環境主題或環

                                    境成分（包括概念、態度與技能）融入現行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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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中。

    10. 徐敏雄 (2009，2011) —融入式課程的概念在國外主要運用在能      

                           源教育或科技素養教育中，Engleson 與

                            Laughlin 的能源教育融入式課程將原本分

                           屬不同類別、實際上卻相互關連的單元

                           融合在一起進行授課。Brinckerhoff  與

                            Jarcho 則將「融入式取向」定義為將某些

                           小單元或議題安插入 (insert into) 既有課程

                           教材的方式。

    11. 許誌庭 (2012) —提出道德教學與學科教學之間是彼此含蘊的，二

                     者的內容都可經某種形式轉化後，再由任一個領

                     域的學習做為出發點，而融入在彼此的學習過程

                     中，此與重大議題融入教學的方法相似。

    12. 張芬芬、張嘉育 (2015) —將融入分成「轉化式融入」與「附加式 

                             融入」。「轉化式融入」是將各重大議

                             題的學習目標／核心價值融入各領域核

                             心素養，各議題的學習重點融入各領域

                             學習重點，再緊密統整學習的目標與內

                             容。「附加式融入」是將議題有關的概

                             念、觀念納入其他學域／學科／學習活

                             動中。

    13. 教育部 (2017) —議題融入課程之教學必須透過課程轉化、素養

                     轉化、學生轉化、教師轉化等之循環過程。

        14. 教育部 (2019) —議題融入式課程，是以原有領域╱科目課程內容         

                     為主體，將原有課程內容與議題進行連結、引伸

                     進教學之中。

    「融入」是動詞的概念（吳根明、鄂雪妹，2015；陳添球，2004）。

本校大一國文課程的「融入」概念與陳怡如 (2003) 的「以正式的學習領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8(1)，39-74

域課程或教學單元為主軸，所延伸或衍生出的教學活動」，還有張芬芬與

張嘉育 (2015) 將議題有關的概念、觀念納入其他學域／學科／學習活動

中的「附加式融入」、黃政傑 (2005) 所定義的「教師將學生所需學習的

內容或相關概念不著痕跡地安排於學域或學科內現有的各單元或相關單元

中，經由課程設計及教學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但仍按原有課程的授課

時間進行課程規劃」，以及教育部 (2019) 的融入說明手冊十分相近。換

言之，也就是將性別議題自然而然地帶入本校大一國文教科書裡的每個

單元，讓本校學子理解「無處不性別」，進而於學習情境中形塑其性別

意識。

（二）單元學習重點

    性別融入課程不只帶有增加性別相關知識的目的，也期能帶領學習者

思辨性別與其他社會範疇交會而構成的性別關係與社會效果，那麼，性別

課程就應納入增長多元文化理解和促進社會轉變的關懷（王儷靜，2013，

頁 15）。因此，在本校大一國文既有的單元課程中，規劃相關之電影或

紀錄片等影像文本，例如：於「在地關懷」單元輔以紀錄片「極端寶島」

探討性工作者的議題；於「性別角色」單元輔以公視劇展「西蓮」，以此

對讀女性作家與男性導演的女性形象、女性身體、母女關係、母職論述及

女性情誼等性別議題的想像與詮釋，進而反思、再現女性的身心需求與母

職（性別分工）的困躓，並藉此設計性別議題以供學生小組討論、分組進

行「性別與職涯訪談」、建構性別知識與論述。以下為兩個學期的單元學

習重點與教學操作，如表 2 及表 3：

47

表 2：第 1 學期課程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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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 2 學期課程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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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透過授課教師的文本講解，接著於電影或紀錄片播映前，提供所

要討論的問題並引導學生在鏡頭運作、人物對白、影音傳達裡進行細節或

重點之觀察。

（三）設計性別議題與作業書寫

    除了單元裡的主題，並就所補充之電影或紀錄片等影像文本設計性別

議題以供學生思考、分組討論。討論的問題內容如表 4：

表 4：電影或紀錄片性別議題之問題討論（含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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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透過學生作業撰寫內容，觀察其性別意識的想像與實踐。此

外，在「性別角色」課程單元裡，要求學生進行「人物專訪」之實作，訪

談範圍包括性別角色在職場或生活中的種種現象與議題，並經由訪談角色

典範、理解其性別經驗後，能夠在未來規劃職涯時突破性別限制、了解職

場性別敏感度的重要性，培養其成為具備性別主流化概念之現代公民。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學生學習回饋之分析與討論

    筆者所教授的物理治療學系（29 名學生；男女比 14：15）與醫學檢

驗生物技術學系（38 名學生；男女比 15：23）經過了一學年（105 學年

度）的性別意識融入大一國文教學後，其學習回饋之分析係從學生的小組

（採異性別混合分組）討論摘要、個人作業書寫、試卷（性別議題）之選

題及「人物專訪」所蒐集到有關性別語言書寫及表達的內容，並在不偏離

其語意之下有所刪節（⋯⋯）以減省篇幅，且於摘錄資料後以夾注號標示

學生性別或資料來源及日期。然後，就主要文意、用語探究其性別意識的

呈現與訪談報告中他者性別意識的介入，意即從中分類歸納出性別刻板印

象、性別敏感差異、平權性別觀點、關懷性別弱勢以及性別角色與母職反

思等以進行討論並統整發現。

（一）性別刻板印象

    1. 學生於「作業書寫—我的成長故事」裡描述個人家庭背景時，可見

一、性別意識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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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自然而然地書寫父母或長輩的形象及其行為。例如：

      (1) 父親形象的書寫—「父親沉默寡言」、「扮演比較權威的角

             色」、「是職業軍人，看起來很嚴肅，讓人難以親近」（女學

             生，1051013）。 

      (2) 母親母職的書寫—「母親為家管」（男學生，1051013）、「常 

             常和哥哥玩得髒兮兮，下班後總是忍不住把我和哥哥帶回家洗

             乾淨，媽媽說那時的我像個小男生一樣」（女學生，1051013）、

             「媽媽生下我之後就辭去工作」（女學生，1051013）。

      (3) 長輩行為的書寫—「三伯扛著吃汽油的割草機來回掃蕩墓上的

             亂草，……目光轉向我……『〇修，來！你來倒酒，這以後是

             你的工作！』」、「我是家裡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男孫。……

             聽說我出生的時候，爺爺大老遠從鄉下趕到市中心看我，兩位

             姊姊出生時都不曾這樣。依稀還記得我稍微大一點之後，調皮

             了，母親要教訓我，爺爺還護著我。」（男學生，1051013）

    學生透過與家人或家族互動情境的觀察，將個人所見之文化性別期待

形諸於文字，正反映出自身成長環境裡，其家庭教養已在潛移默化中對於

不同生理性別的子女進行角色扮演、社會職務以及價值規範的塑造，而此

塑造模式往往就是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

    2. 「沒卵頭家」觀影心得寫作亦為學生個人作業，其字裡行間難免流

      露些許性別刻板印象，例如：

      (1) 「國中時期就聽說過這部電影，是在調侃男性時提到的。以前

             常聽到『生檨仔』，通常就是指男性下體染病，走路時雙腳張

             開，像是長了一顆芒果，沒辦法閉合。」（男學生，1060406）

      (2) 「反觀另一對夫妻，即使在外頭受到屈辱，至少回家有老婆的

             諒解和陪伴，我自己覺得這是身為一個老婆應該做的最基本的

             事。」（女學生，1060406）

      (3) 「再加上『成功的男人背後總缺少不了一個重要的女人』，才

             得以成就『沒卵頭家』。」（女學生，10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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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要說過去那個民風保守的年代，即便是科技進步的現代，

             男人沒有了性器官就像是失去尊嚴一樣，簡直無法出門去見

             人。」（男學生，1060406）

      (5) 「要個正常心智的人在你面前脫褲子拍照，甚至拿尺量卵葩，

             誰甘願？不就是為了痊癒忍一口氣。……年老的金水心中仍然

             執著於他失去的卵葩。我想，這就是傳統觀念給我們戴上的枷

             鎖吧！其實不只金水會有這樣的想法，直到如今，我們每個人

             可能還是在傳承著這套枷鎖。」（男學生，1060406）

    從以上書寫可見仍不乏有女性學生於潛意識裡印刻著「賢內助」、「

賢妻良母」的傳統性別思維；仍不乏有男性學生陷於「陽具崇拜」、「男

性雄風」等戲謔或迷思中，更令人為其所擔綱的文化性別角色感到沉重與

同情不已。

    3. 「人物專訪」之他者性別意識的介入

      (1) 「比較辛苦的莫過於懷孕時與小孩子還處於孩提時代時，係因

             於社會的家庭觀念還是認為顧小孩與持家是母親的職責。」（

             女性受訪者，1060427）

      (2) 「通常女性會比較適合小兒，如果像我（身材魁梧），抱著小

             嬰兒能看嗎？如果一個女的治療師叫小孩子『蹲蹲、跳』，跟

             我講『蹲蹲、跳』，你看嘛。骨科的話就是男生比較吃香，

             如果要移動病人，幫病人做關節鬆動之類的，都需要很大的力

             量……。」（男性受訪者，1060427）

      (3) 「普遍大眾對醫院的認知停留在『男生是醫生，女生是護理

             師』。」（女性受訪者對醫院現象的觀察，1060427）

      (4) 「然後感覺某些方面男生其實也滿有優勢的，就有某些事務

             由男生來處理比較方便這樣，當女同學或女同事都沒辦法應對

             時而來拜託你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有被需要、有能力幫助她

             們。……後來，自己當了老師，曾參與過申請入學的面試，就

             覺得男生很吃虧，譬如今天來面試的一個是正妹，一個是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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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那我根本想都不用想，選那個正妹就對了。」（男性受訪

         者，1060427）

    就上述摘錄，不難發現男性受訪者的回應反映其性別刻板印象，認為

男性力氣大、具某些職場優勢、面對女性提出協助的請求時，被需要的男

子氣概 (masculinity) 油然而生。男子氣概是傳統對於男性行為與個性的規

範，也是社會所設定的男性性別樣貌，其影響長遠而深植人心。所以，

持續性別融入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才有機會導正並改變其性別意識

形態。

    此外，無論是職業性別水平或垂直隔離都不應存在於現代社會。所謂

的「水平隔離」即是以傳統性別概念「男陽剛、女陰柔」等區隔其職業屬

性，如同上述 3. 人物專訪 (3) 所言；而「垂直隔離」是指男性與女性在同

一行業中，男性通常有著較高的職位與薪資，女性則處於較不需要技術的

低職位，薪資低且不易升遷。甚至是同樣一份工作，雇主也常透過某些方

式造成男性與女性同工不同酬。例如給女性兼職而非全職，或是工作內容

差異不大卻冠以不同名稱，以宣稱其工作並不相同，所以待遇不一樣（職

業性別隔離，無日期）。從事任何職業應與性別無關，而是與其身心特質

與專業能力有關，因此，這是在課堂上必須釐清的重要議題以避免學生復

刻性別職業隔離 (sex segregation)，而造成就業職場中性別的區隔現象一

再重演。

(二)性別敏感差異

    1. 筆者於第一單元「自我探索」輔以電影「錦衣衛」，提示學生觀察

      其中所關涉的性別議題，將此一「問題導向教學模式」應用於教學

      現場以進行課堂小組討論，其討論摘要內容大多能反映學生的性別

      覺知與敏感度，經整理如下：

      (1) 「男主角展現其傲人的肌肉線條、女性角色有刻意裸露身軀的

             場景等，似為達商業利益考量而有強調男性陽剛與物化女性之

             嫌。」（小組討論摘要，1051020）

      (2) 「鏢局、官府、江湖、特務機關是男性專屬的生活及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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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女性難以介入。對於此一『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

             分工思維頗感不以為然。」（小組討論摘要，1051020）

      (3) 「學生對於女性婚姻自主權的熱烈討論。」（篇幅甚多，不易

             一一臚列，1051020）。

    2. 就影片「沒卵頭家」觀後心得書寫而言，大部分的學生都能覺察性

      別與醫療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然而在課堂進行分組討論時，有一

      位醫技系男學生認為病患就是病患，人體就是人體。此一思維與過

      去「以客觀、中立及科學自詡的醫學，主張去『性別化』，對於所

      有病人一視同仁，不分性別、種族、階級⋯⋯，無視於『病人』是

      有生理性別 (sex) 與社會性別 (gender) 差異的人，他們之間還可能

      因年齡、世代、階級、族群和性取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曾雅

      玲、施欣欣、楊雅玲，2011，頁 27）。後來，經筆者解釋引導，

      該生於 105-2 期末考試選答問題時，已能理解於醫療工作上具備性

      別敏感度是非常必要的專業素養之一。他寫道：「醫療方應降低姿

      態，以病患能理解方式說明病情，注意到男女有別，不任意做出逾

      矩的動作，尊重病患的心情……」。於此可見性別意識融入教學

      中，對於醫學大學的學生有其必要，更產生了成效。

    3. 「人物專訪」訪談紀實與學生心得書寫

      (1) 「可能我身為男生比較沒什麼感觸，而且加上醫檢這個領域男

             生少，女生多，一般職場常見女生被打壓或歧視等問題，似乎

             在這領域比較沒有，又或者我也沒什麼注意吧！……總的來

             說，我真的沒什麼碰過一些跟性別相關的事件，而且男生本來

             就對所謂性別議題比較不敏感，……。」（男性受訪者，

             1060427）

      (2) 女性物理治療師說道：

             「跟治療師的性別相比，病人的性別對於治療師來講也沒有太

             大的差異，除了女性在貼用於心電圖的貼片時，會有簾子圍起

             來，其他則是沒有特別的地方……。」（女性受訪者，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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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人物專訪」紀實的文字資料，還有試卷選題統計。這些期

中、期末考的題目皆是學生於課堂中分組討論過的問題，授課教師亦曾講

述，或與學生進行對話的相關議題。由於採取學生自行選答，因此在命題

時即考量其難易度之差異不宜過大；且並未有任何暗示選答性別議題與否

的給分差別，所以從試卷題目選答亦可發現有趣的性別現象，再加上筆者

於教學現場的觀察，歸納出以下三點：

    第一、就一學年一次期中考、兩次期末考裡，選擇有關性別議題答題

的情形看來，如圖 1、圖 2 及圖 3：

圖 1：105-1 期中考性別議題選答男女比

圖 2：105-1 期末考性別議題選答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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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女性，男性對於性別議題較缺乏關注，其性別敏感度相對較為薄

弱。如 3.「人物專訪」訪談紀實與心得書寫 (1) 受訪者的回答，即是例證

之一。

    第二、就筆者於教學現場的觀察，物治系與醫技系的性別敏感度相較

之下，物治系強於醫技系，此一現象應與其未來職場所可能面對的專業

有關。物治系的學生強烈意識到其工作必須與疾患有肢體上的接觸，因此

對於性別相關議題就表現出較高度的興趣，且其敏感度也較明顯。此外，

在第二單元「人間情愛」，由學生分組就現代流行音樂之情歌擇一分析、

探討性別與情感議題，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物治系其中一組選擇粵語歌曲

〈勞斯‧萊斯〉論述同性愛情，他們對多元性別的關照較醫技系更樂於

表達。

    第三、有些醫事人員相當缺乏性別敏感度，例如某位女性受訪者聲稱

「跟治療師的性別相比，病人的性別對於治療師來講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除了女性在貼用於心電圖的貼片時，會有簾子圍起來⋯⋯」這是女性治療

師站在個人的立場來看待，但如果是男性治療師為女病患做檢查，那麼女

病患願意接受此等心電圖貼片的處置方式嗎？顯然現職醫療從業人員仍未

具備充分的性別敏感知覺，實有待再教育。同時，更加印證將性別意識融

入教學的緊要性與迫切性。

（三）平權性別觀點

圖 3：105-2 期末考性別議題選答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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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意識融入課程學習可促進學生提前了解職場性別生態，例如：

    1. 「學姐是個很獨立的女性，……自從組成家庭，有了兩個小孩之後      

      並沒有因此影響到她的工作，因為家人都會在她身後幫忙照顧孩

      子。」（女受訪者，1060427）

    2. 「……，女性物治師較易受到某些騷擾；在骨科，也因力氣較小等

      原因，讓病患在治療前可能對治療效果感到質疑。然而，在小兒領

      域，女性物治師反而會讓小朋友們比較有安全感，因此，我認為並

      非男性在各個工作領域皆占有優勢。雖然在生理性別的因素下，男

      性與女性本來就有些差異，但這並非唯一決定成功與否的重要因

      素。」（男學生，1060427）

    3. 「……外表看起來比較柔弱的女治療師常受到中年男子的性騷擾。

      學姐提到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像是站的位置，可以站在後方這樣

      比在前方還可以避免一些。」（女學生，1060427）

    4. 「Q：老師您認為『性別』在 PT(Physical Therapy) 的工作職場上會

            不會有影響？

        A：我認為人格特質比性別重要，並沒有什麼差別，重點還是 

            PT 所具備的『專業性』。不過有些病人在做治療時，會有

            需要碰到隱私處的問題，他們就會要求由同性別的治療師來

            進行。」（男受訪者，1060427）

    5. 「就我們的 field 來看，還有以本校來看，我覺得沒有這樣的現

      象，現在七個學院有一半以上的院長是女性。在分析科學的領域，

      女性表現比男性好得太多了，我們都追不上她們。無論科技部計畫

      的申請或是論文發表，我都自嘆弗如。」（男受訪者，1060427）

    6. 「在醫技這個領域很少有非男生不可的工作，性別不會影響一個人

      的就學及就職權益，在沒有玻璃天花板的環境下，自己往後的修為

      全憑能力。」（女受訪者，1060427）

        7. 「對需值大夜班的門診檢驗室以及血庫來說，……女性在家庭角色

      扮演上較為吃重，體力差異並非主因，而是因為女性工作者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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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後，較不易兼顧兩者，環境待遇的條件是相同的，只能說女

         性工作者的牽絆因為家庭的關係更多也更深吧！」（女受訪者，

            1060427）

    8. 「臨床醫院工作與學術研究領域皆沒有明顯的玻璃天花板，……

      畢竟，能力與性別並沒有任何絕對關係，在這個講究實力的高度競

      爭社會之下更是如此。」（女受訪者，1060427）

    9.「……由於社會的家庭觀念還是認為顧小孩與持家是母親的

      職責。……教學工作乃是屬於正常的上班時間，……只要有

      心，兼顧家庭與工作並不如大家所想像中的難以達成。」（女

      受訪者，1060427）

    10.「很多女性不是放棄事業便是放棄家庭，然而，老師卻可以將兩

      者調配合宜。」（女學生，1060427）

    11.「縱然平等的概念在現代社會漸趨普世，然而，某些傳統刻板概

      念仍然存在大眾與生活之中，這現象也的確非常值得新一代的我們

      去省思。」（男學生，1060427）

    12.「我比較少會遇到這種事情，因為我認為只要盡力去完成每一件

      事情，你的努力一定會被別人看見及認同，所以並不會有性別上不

      平等的事情發生。」（女受訪者，1060427）

    13.「前幾年我做了問卷調查，……其中有一個題目是性別有沒有對

      就業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得到的結論應該是，當你的位子越往上走

      的時候，相對來說會比較明顯，要去管理別人，作到這種職位的

      話，因為性別產生的影響，相對來說會明顯一些。」（男受訪者，

      1060427）

    14.「現代在性別上所形成的差異比較沒那麼明顯，不過的確有一些

      問題存在。以業界而言或許相對又更多一點，這種高等教育的體系

      相對比較小，業界比較注意成本，……就生理假來說，在一般的學

      校你要請假很容易，在私人的你要請生理假相對困難，……但有些

      人的生理假就是只能併到病假，還要提證明，會遇到很多阻礙和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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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育嬰假也是看得到摸不到，……。」（男受訪者，1060427）

    從以上的訪談內容與學生回饋心得可以發現傳統性別觀點依然影響著

不少人，但是亦可見教育程度、社會階級與職業位階的不同，對於性別權

利的尊重、遵守、維護、捍衛有明顯的差異。相對而言，受過高等教育

者、在高教學府、醫學中心、公務機關等就業者愈有性別意識，愈能尊

重、遵守平等的性別秩序，也愈能維護及捍衛個人的性別平權、兼顧家庭

與事業的發展。

    此一「人物專訪」的作業設計融入了性別角色在職場、生活中的種種

現象或議題，可讓學生從採訪過程與受訪者的回應內容思考其學業、未來

職業與生活方式的選擇。換言之，透過走出教室與業界、業師的訪談接

觸，學生就能將職場與性別的相關想像化為實際的、具體的理解，更期待

學子們進入職場後能夠具備性別平權觀、有平等的職涯發展機會而不受限

於性別制約。

（四）關懷性別弱勢

    對於性別弱勢的關懷，物治與醫技系兩班的學生相當有同情共感：

    1. 能夠解析紀錄片中片頭文字「七月半／人鬼盡出／島嶼百年的港

      口／繁華與絕望共存／所有的孤魂野鬼／殘破人生／等待／超渡」

      的文學意蘊與私娼生活的呼應。例如：

      (1) 「我們觀察到和我們立場與背景完全不一樣的場景，在故事

             裡，主角（私娼）行尸走肉，沒有靈魂，如同前述的那段文

             字，主角將自己比喻成孤魂野鬼，等待別人的救贖，卻是不抱

             希望的。」（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2) 「現今社會的觀感仍無法接受這項產業，但這是確切存在的一

             群人，只是永遠無法在光明下提及，如孤魂野鬼般流離失所、

             漂泊無依，不被社會接受容許。……每個下海的人其實都不是

             真的願意，若不是現實逼迫，若能有其他選擇，又有誰想成為

             被社會所輕視、汙衊的人？」（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3) 「以七月半引出人與鬼的關係，表示身分的不同，鬼以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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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像是權力者；鬼是不可浮上檯面，不可被公開。又藉孤魂

             野鬼指出那些不可浮上檯（面）的性工作者，或許他們不希望

             有如此殘破的人生，想要有能力主導自己的生活，等待下一

             次的重生，能夠擁有自己所期許的人生。」（小組討論摘要，

             1051208）

    2. 理解性工作者的處境，例如：

      (1) 「性工作者在社會中是被認為比較低下階級的人，不被世人認

             可的職業，……這位被採訪的女性（私娼）沒辦法決定自己的

             人生，從小父母就無意栽培，可能也有一些性別偏見，所以這

             位女性的父母就認為自己的女兒只能靠賣身來賺錢。然而這位

             女性卻想過著相夫教子的生活，可惜她無法改變這個現實。身

             為性工作者的她無法決定自己所要接待的客人，……雖然社會

             上對性工作這個職業投以異樣的眼光，可是她並不是想賺錢滿

             足自己的慾望，她是為了養活自己的小孩和教育他們，我們應

             該尊重每個職業。」（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2) 「娼妓只是個職業，和人格並無關係。影片中的阿姨雖然自

             願，但她依然負起了身為人母的責任。無奈臺灣社會卻視娼妓

             為汙穢的職業，甚至為了自身形象（指都會首長）而關掉公娼

             館，讓娼妓們的形象更加低下。」（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3) 「描述特種行業的生態，了解他們投入的原因，記錄他們辛苦

             的生活。我們很佩服那些願意受訪的人與採訪者，他們都鼓起

             了自己的勇氣，受訪者願意揭開自己的傷疤，以坦然的態度講

             出一般社會大眾所刻意忽略卻確實發生的社會黑暗面……。」

             （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4) 「其實有需求，但傳統觀念不能接受，因而醜化（她們），再

             加上（政府）胡亂處置造成問題更大，……。」（小組討論摘

             要，1051208）

    3. 認知性別與權力的關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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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性工作者的地位有汙點，去掉（廢除公娼）時要妥善處置。

             私娼為了糊口，只得打點很多人（避免警察取締）。」（小組

             討論摘要，1051208）

      (2) 「政府為了維持表面的光鮮亮麗，表面上宣稱不再有公娼館的

             存在，但在繁華的面具底下，藏著是那大家不想正視的醜惡面

             孔，可為了在這社會生存，不得不繼續躲在那虛偽的面具下，

             苟延殘喘。當面對警察的查緝，只能以賄賂的手段，在這無奈

             的人生，博取那僅剩的尊嚴。社會上層與底層之間權力的不平

             等，是造成這副面具存在的主要原因，如何卸下面具呢？我想

             唯有靠同理心才辦得到吧！」（小組討論摘要，1051208）

      (3)「大部分嫖客都為男性，他們是握有權力的一方，而性工作者

             往往是迫於現實壓力無奈接受，但當被警方取締時，往往嫖客

             不是受重罰的那一方，反而是性工作者，明明是被迫的一方

             卻受重罰，父權社會觀念仍然明顯，……」（小組討論摘要，

             1051208）

    摘錄紀錄片教學後的分組討論文字，顯示本校學子對於性別弱勢的覺

察是細緻的，更流露其高度的同情與關懷。此外，這群性工作者與「人物

專訪」女性受訪者相較，其社經地位高下立判，性工作者往往是性別弱勢

中的弱勢，她們的性別權利更需要有人來爭取與捍衛。

    紀錄片是「真實的再現」（范宜如，2013），筆者選擇周美玲導演所

拍攝的〈極端寶島〉之極北故事，讓學子透過影像看見了性工作者的工作

場域、生活處境⋯⋯。學子有如置身其中的臨場感、與其有天壤之別的

生活經驗的震撼，使之產生深刻印象，對照片頭類新詩的一段文字而引起

學習者的感性體會與理性思辨，因此激發出其對於普遍存在的性別社會

階層、性別權力結構等之批判思考。就學生的書寫回饋看來，搭配紀錄片

將性別意識融入本校國文課程「在地關懷」此一單元是有利學習的教學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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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課程文本講授與影片觀察、討論後，學生在性別議題上歸納其想

法，同時也引發了疑問與反思：

(一)性別角色反思

    1. 男性角色

      (1) 「在片中值得探討的是兩位打算去臺灣切除睪丸的男性，他們

             的妻子分別抱持贊同及反對的態度，最後，沒有任何人支持的

             村長跳海自盡了……我們可以發現男性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堅

             強，他們很需要他人的支持。」（男學生，1060406）

      (2) 「電影中也特別強調他（吳金水）希望妻子能了解現況，並告

             訴她有改嫁的權利，我很欣賞吳金水在面對婚姻的危機時，也

             能理性地思考，並以另一半的幸福為重。」（男學生，1060406）

      (3) 「還有他（吳金水）能體貼他的老婆，怕她被嘲笑，還勸她改

             嫁……」。（女學生，1060406）

      (4) 「……而金水也有表示可以讓他老婆離開他，可以去找其他的

             男人再嫁。」（男學生，1060406）

      (5) 「（朱成）不認為劈腿是容許的，對於背叛女友仍感內疚，以

             至於自殺。」（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6) 「那時代認為男人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然而朱成卻因為和

             寶猜發生關係而對西蓮感到抱歉和內疚，導致他想不開喝農藥

             自殺，由此可看出朱成對於愛情的觀點是兩人平等，不是單

             方面的支配，也沒有地位高低的分別。」（小組討論摘要，

             1060316）

      (7) 「朱成對西蓮感到內疚而喝農藥自殺，就傳統社會而言，即使

             出軌也不受太大責備，而身為警察的朱成認為自己做出不正當

             的行為，有違道德且背叛西蓮而不專一，覺得無臉面對西蓮，

             走上自殺的路。」（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8) 「朱成懦弱、抗壓性低、禁不起罪惡感……。思想上典型（事

二、性別角色與母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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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為重），行為上非典型。」（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9) 「朱成對於和寶猜發生關係這件事感到愧疚，甚至飲藥自盡，

             顯出他不同於一般傳統男性的思維。」（小組討論摘要，

             1060316）

      (10) 「很重愛情的男人，最後因愧疚而自殺」、「不像當時父權社             

             會，而愧疚自己傷害了別人」、「劈腿後有內疚感，會良心不

             安、自殺。」（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2. 女性角色

      (1) 「（青龍與脫脫戰成）平手，不矮化女性地位。」（小組討論

             摘要，1051020）

      (2) 「脫脫女俠，非典型傳統女性，打破固有印象。」（小組討論

             摘要，1051020）

      (3) 「女性自主意識（自覺）—喬花向未婚夫提出退婚」。（小組

             討論摘要，1051020）

      (4) 「寶猜：前衛的女性，獨立堅強，與當時的觀念背道而馳，有

             女權觀念（不接受一夫多妻制），缺乏感情的依靠……。」（

             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5) 「寶猜：一個離婚多年的女性，受過教育，所以較有思想，禁

             慾多年突然大爆發。」（小組討論摘要，1060316）

      (6) 「寶猜：不受傳統約束，穩定而堅毅，渴望愛情。」（小組討

             論摘要，1060316）

      (7) 「男女之間，性自主權也應是平等，所以阿福嫂無法接受無性

             生活，金水的妻子則願意與他繼續走下去，這是個人的選擇，

             無關乎對錯。」（女學生，1060406）

      (8) 「而其中令我最驚訝的是，她說比較老一點的病人會性騷擾

             有點姿色的物理治療師，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女學生，

             1060427）

      (9) 「普遍大眾對醫院的認知停留在『男生是醫生，女生是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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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的問題，到底是怎麼樣的教育而產生這種刻板印象？」

       （女學生，1060427）

(二)母職的省思

    1. 「小時候羨慕別人小孩上下學有媽媽接送，午餐有媽媽的愛心便

      當，我曾在心中抱怨媽媽是職業婦女。然而，在專訪完○○老師，

      也詢問有關職業婦女的問題與家庭和職場之間的拉扯與妥協，才明

      白原來在職場的婦女是如此偉大與值得敬佩。在兩性關係仍然有些

      許不平等的現代社會，在論及工作與照顧小孩取捨間，女人依舊是

      較為弱勢，但……」（女學生，1060427）

    2. 「經過人物訪談後，我更能體會職業婦女在工作與家庭之間所面對

      的困境，以及做決定時心中的煎熬。最後，我想無論她們的決定是

      什麼，都需要身邊的人給予支持與認同。」（男學生，1060427）

    3. 「訪問了王○○教授後，我體會到媽媽除了要在工作上花心思外，

      還要分配時間來照顧家庭，在有限的時間內，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實屬不易。」（男學生，1060427）

    4. 「擔任血庫組的工作會需要輪班，可能沒辦法帶小孩或是照顧家

      庭，而且身體可能會過度操勞，……老師說在家庭與工作的權衡之

      下，必然會犧牲某一方，正如我們做決定的時候，……只是看每個

      人的取捨。當老師談到她選擇家庭時，我不禁思考如果是我，我會

      怎麼選擇？不過未來的事還很難說，說不定我不結婚，當個女強人

      也不一定。」（女學生，1060427）

    5. 「當時的確有考慮過育嬰假，我跟太太誰要請育嬰假？……」（男

      學生，1060427）

    身為女性的筆者經歷了為人（子）女、為人妻、為人媳、為人母以及

職業婦女的角色扮演，實證體驗過「性別定型」與「文化母職」的綑綁與

糾結。相對地，可能也有不少受到男人氣質所局限、受制於社會家族期

待，因此而違背個人意願，甚至造成遺憾者。為翻轉這些困境，筆者善用

文學與影像教材作為建構學生其性別身分認知（同）及回歸生活脈絡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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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性別二元論、傳統價值觀對於人的諸多影響，例如：走入婚姻的女性其

母職使她成為不被看見的主體、視母職為女性天職而產生不平等的性別分

工、母職與職業婦女角色時有對立而衝擊職涯發展，抑或是過度的母職倫

理深化，形成男性分擔親職的缺席等。

    值得欣慰的是，進行虛擬影像觀察與議題討論前，透過了筆者適當的

教學引導，帶領學子跨越華人傳統道德束縛的藩籬、理解文化教養對性、

性別及生命壓抑的存在，提點學生關照不同性別的生理需求、親密關係，

從隱於人性深層內在覺察、反省。終於在上述摘錄裡，無論是男女性別角

色、母職或母親形象的解構或重塑，皆可見性別意識融入課程已然為學生

帶來某些激盪與正向影響，是本教學實踐的重要成果。

肆、結語與建議

    筆者將性別意識融入國文課程設計與教學，期待學生透過多元文學介

質與視角及不同性別的生命經驗以獲得平衡學習。從學生的學習回饋所呈

現的理解、察覺與尊重性別差異，以及反思性別角色和母職，還有關懷性

別弱勢等的文字表述，可見其性別敏感雷達在教學過程與課後習作中啟動

偵測。

    再進一步檢視本大一國文教學活動裡所使用的教材、教法，其課程評

量平均為 5.25 分（6 分制）；教學評量平均為 5.33 分（6 分制），此數據

在筆者任職之大學係列特優（5.25-5.49 分）。

    茲就課程裡所採行的教材教法予以比較分析，筆者的執教觀察與相關

省思如下：

    第一、面對新科技 e 世代，視聽教材確實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透過電影所呈現的內容即是人生、生活的縮影，也是人類智慧與思想的寄

託和傳達；善用紀錄片「再現」社會、環境的面貌和問題，不失為是帶領

學生接觸人生百態和發現病態的路徑。影像教學往往較文本閱讀來得吸引

人，教師可以假借之而更具象地為學子連結兩者加以詮釋，使古典、現代

文本與電影、紀錄片相互印證體現，進而加深性別知識印象、發覺性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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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思考解決方案。

    第二、性別意識、性別敏感度是醫學大學學子所應具備的未來職能素

養之一，筆者除了透過講述性別知識、議題思辨論述來建構形塑之，同

時，亦可採用「人物專訪」的實作教學，讓學生親自訪問學系教師或接觸

專業職人以儘早了解職場上的各種性別現象。此一教學策略打破了國文靜

態教學的傳統印象，並實踐「學習者自主學習」、「做中學，學中做」的

理念與精神。不過，從學生的呈現內容仍可見長期潛存個人及社會體系對

於男女分工根深柢固的思維（白亦方、盧曉萍，2005），「人物專訪」的

陳述更有部分在職醫療人員缺乏正確的性別觀念與價值判斷，因而可能誤

導採訪的學子。所以，筆者可藉此進行機會教育，讓學子看見性別偏見的

真實現況，進而消除性別不平等的再製（黃政傑，1995）以及擺脫傳統刻

板的職務性別角色制約，才能使性別職業隔離的問題獲得改善，加速平權

公民社會的實現。

    第三、於有限的授課時間內要兼顧語文教育及教學目標，又要將性別

意識融入教學內容，期能一方面不失焦於語文、文學教育的內涵，另一方

面在閱讀、解析每個單元的書面作品與影像文本後，並融入性別議題的論

述和分組討論，筆者實難以從容執行，經常產生「心有餘而時間不足」之

「趕」。未來，擬將分組討論時間稍加調整，例如：當日課堂上未完成的

小組就另約課後繼續討論，俾利下次上課進行口頭報告。筆者也希望日後

能開設更聚焦於文學與性別的通識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生更深入、更清晰

的性別觀，既能達成文學賞析等教學目的，也對學生進入醫療場域工作時

有所助益。 

    第四、國文課是大一學生的必修通識基礎課程，可謂是提供學生經由

語文學習性別的必經之道與良機。然而，近一兩年出現要求國文課減少學

分，或者全然改為通識課的聲音，如此一來，能夠較全面性透過古典及現

代文學以推動大學性別教育的機會明顯降低。願意主動選修與性別相關課

程的學子可能會產生女性多於男性的狀況（如同本文所發現）；或是開課

班數、人數受限而使學生無法如願選課等。面對此一現況，身為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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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應再三斟酌。

    爾後，筆者仍會持續設計與融入性別論述相關教材於醫學大學大一國

文課程的教學，且用心檢覈師生教學現場的反映及反應，再配合滾動式的

教材內容、教學方法而加以調整，以促進學生性別意識及敏感度的提升，

確實落實性別進入醫學之道的終極標的，並建立優質的性別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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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truction about Gender Awareness Integrated 
into “Freshmen Chinese” and Learning Feedback 

Analysis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Literature is a reflection of human life. Both literature and life are filled 

with imagina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gender. 

He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on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was to incorporate 

gender awareness into Freshmen Chinese (part of the liberal studies curriculum) 

by exploring gender issues through literary texts. It is expected to make an 

effort to increase gender awareness among the freshmen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process. It may help these freshmen become 

more gender-sensitive and considerate of others when dealing with gender-

diverse patient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accordingly, thus ensuring a trust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comfortable workplace relationships for these students. They will also more 

likely have satisfactory career development without suffering from gender 

stereotypes. To examine the instructional effect of an academic year, the autho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ports of their in-class discussions, assignments, test 

papers, and information garnered through interviews that are related to gender 

language in writing. In so doing, we can understand these students’ gender 

awarenes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others’gender awareness in the inter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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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course design and a 

chang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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