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109年性別意識培力執行成果表 

課程名稱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日期 109年7月7日 地點 

本局5樓災

害應變中

心 

時數 2小時 

參加人數 

（全） 

男：35 參加人數 

（高階公

務人員） 

男：9 

女：9 女：1 

課程類別 

(可多選) 

進階： 

◆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 

□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議題政策規劃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就業、經濟與福利 

■人口、婚姻與家庭          ■教育、文化與媒體 

■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 

■環境、能源與科技 

講師資料 (應

以具專業背景並

能提供講義者為

優先) 

姓名 陳月娥 性別 女 

現職單位 
大葉大學推廣教育

處 
職稱 處長 

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 

機關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是否有參與訓練之制定 

■是(請檢附會議記錄、訓練需求調查表或訓練計畫)     □否 

多元形式 

是否以多元形式辦理(如：小組討論、工作坊、電影賞析及讀書

會等) 

■是  電影賞析  形式          □否 

課後學習回饋 

是否有進行課後學習回饋(滿意度調查或課後測驗) 

■是(請檢附學習回饋統計結果)   □否(原

因：             ) 

承辦人 單位 人事室 姓名 王茹玫 
聯絡

電話 

(04)23811119分機

404 



 

活動簡介 

(300字以內) 

規劃本局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含性別主流化概念、多元成

家、性別刻板印象及實際案例討論等課程，並觀看電影《翠

絲》片段進行賞析，剖析社會上多元性別的議題，以提升本局

公務人員對性別主流化的認知。 

活動照片 

  

  

註： 

1. 各機關辦理性別意識培力成果執行表請詳實填寫並於10月30日前上傳 word檔



 

或 odt檔至本府人事處人事服務網(eDOPTC)-人事機構服務平台-調查表-各級

機關學校資料傳遞區(文號1100000118)。 

2. 『參加人數（全）』欄位係指參加活動之一般公務人員（含高階公務人員）。

一般公務人員係指機關組織編制內經銓敘審定有案之公務人員。一般公務人

員包括：(1)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2)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人

員。(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3. 『高階公務人員』係指機關內符合「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實施要點」第二點人員適用對象之簡任以上人員或主管人員（包含簡

任、薦任及委任主管）。 

4. 請提供活動之簽到表(必要)、上課簡報(必要)、課後學習回饋統計結果、訓

練需求調查表和訓練計畫等以為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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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09年「性別意識培力-CEDAW進階課程」

研習實施計畫 

一、目標：落實性別主流化觀念，增進同仁性別平權知能。 

二、辦理時間：本(109)年 7月 7日（星期二）9時 30分至 15時，分

上、下午場次辦理；上午場次為 9時 30分至 11時 30分，下午場

次為 13時至 15時，每場次 40人共 80人。 

三、辦理地點：本局 5樓災害應變中心。 

四、參加人員：全局共 80名同仁。 

五、主辦單位：人事室。 

六、研習課程：(如附表) 

七、參訓人員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小時。 

八、外聘講師鐘點費由人事室「一般行政－行政管理－人事業務－業

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項下支應；餐點費由人事室「一般行

政－行政管理－人事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項下支應。 

九、本計畫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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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9:20~09:30 人員報到 

09:30~10:20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上午場) 陳月娥處長 

10:40~11:30 

11:30~13:00 休息時間 

12:50~13:00 人員報到 

13:00~13:50 

CEDAW進階課程研習(下午場) 陳月娥處長 

14:10~15:00 

 















簡任/

警監 

11% 

薦任/警正 

37% 

委任/警佐 

52% 

34% 

43% 

9% 

14% 

30歲以下 31歲至40歲 41歲至50歲 50歲以上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滿意度調查統計結果 

訓練時間：109年 7月 7日 

一、受訓者資料 

(一) 官職等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總計共有 44人參訓，委任/警佐共計 23人，占 52%；薦任/警正共

計 16人，占 37%；簡任/警監共計 5人，占 11%。 

 

 

 

 

 

 (二) 年齡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參訓者年齡 30歲以下者有 15人，占 34%；31歲至 40歲者有 19

人，占 43%，41歲至 50歲者有 4人，占 9%；50歲以上者有 6人，占 14%。 

 

 

 

 

 

 

 

 

 

 

 

 

 

圖 1：受訓者官職等比例 

圖 2：受訓者年齡比例 



圖 4：「講師對授課時間掌握情況」滿意度 

(三) 性別 

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參訓者男性大於女性，男性為 77.5%，女性為 22.5%。 

 

 

 

 

 

二、講師授課的整體表現 

(一) 講師對授課時間掌握情況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授課時間掌握情

況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47.5%，滿意者有 47.5%，普通者有 5%。 

 

 

 

 

 

(二) 講師能掌握課程的學習方向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能否掌握課程學

習方向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50%，滿意者有 42.5%，普通者有 7.5%。 

 

 

圖 3：受訓者性別比例 



 

 

 

 

 

(三) 講師專業知識的能力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專業知識能力的

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2.5%，滿意者有 30%，普通者有 7.5%。 

 

 

 

 

 

(四) 講師授課技巧與表達能力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授課技巧與表達

能力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5%，滿意者有 30%，普通者有 5%。 

 

 

 

 

 

 

 

圖 5：「講師能掌握課程的學習方向」滿意度 

圖 6：「講師專業知識的能力」滿意度 

圖 7：「講師授課技巧與表達能力」滿意度 



(五) 講師授課時的教學態度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授課時教學態度

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5%，滿意者有 27.5%，普通者有 7.5%。 

 

 

 

 

 

(六) 講師對學員課程上問題之解決能力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師對學員課程上問

題之解決能力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52.5%，滿意者有 40%，普通者有 7.5%。 

 

 

 

三、 課程內容 

(一) 課程內容明確易懂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講課程內容明確易懂

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2.5%，滿意者有 27.5%，普通者有 10%。 

圖 8：「講師授課時的教學態度」滿意度 

圖 9：「講師對學員課程上問題之解決能力」滿意度 



 
 

 (二) 課程內容豐富具有多樣性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課程內容豐富具有多

樣性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7.5%，滿意者有 25%，普通者有 7.5%。 

 

 

 

 

 

(三) 課程內容具有實用性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課程內容具有實用性

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7.5%，滿意者有 25%，普通者有 7.5%。 

 

 

 

 

 

 

 

圖 10：「課程內容明確易懂」滿意度 

圖 11：「課程內容豐富具有多樣性」滿意度 

圖 12：「課程內容具有實用性」滿意度 



(四) 課程有案例討論的機會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課程有案例討論機會

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60%，滿意者有 30%，普通者有 10%。 

 

 

 

四、 自我評量 

(一) 認為課程內容符合需求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課程認為內容符合需

求的看法，非常滿意者有 47.5%，滿意者有 40%，普通者有 12.5%。 

 

 

 

 

 

(二) 課程有助於提昇對性別主流化的了解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於課程有助於提昇對性

別主流化的了解，非常滿意者有 57.5%，滿意者有 30%，普通者有 12.5%。 

圖 13：「課程有案例討論的機會」滿意度 

圖 14：「認為課程內容符合需求」滿意度 



 
 

(三) 對性別主流化在工作實務上的應用有實質上助益 

依滿意度五分法統計(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參訓者對性別主流化在工作實務

上的應用有實質上助益，非常滿意者有 55%，滿意者有 32.5%，普通者有 12.5%。 

 

 

 

五、 其他意見或對本次課程安排建議： 

大部分的參訓者無意見，另有參訓者給予正面評價，認為課程可提升個人性別平等的觀

念，希望可以普及給社會，尊重他人性別認識。此外，亦有參訓者建議希望能提供同仁

如果遇到性平問題該如何提出申訴的相關課程。 

圖 15：「課程有助於提昇對性別主流化的了解」滿意度 

圖 16：「對性別主流化在工作實務上的應用有實質上助益」滿意度 



不一樣，又怎樣呢？ 

談性別意識培力 
 

主講人:陳月娥老師(大葉大學) 

 



 

 

近日熱門的性別議題有那些？ 

 



熱  門  議  題 

同性婚合法？ 

適齡性別平等教育如何落實？ 

正視職場、校園性霸凌問題 

去性別二分法容易嗎？ 

 

 

 





多元成家Multi married 方案 

• 中華民國法律中一系列為改善性別平等，而修

改民法中涉及婚姻與家庭制度的草案 

• 源自1990年代，臺灣社會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

的重視，關注性別平等的社會團體推動修法，

是「性別主流化」的一環 

• 以「多元成家」通稱審議中的議題，包含婚姻

平權草案、伴侶制度草案、家屬制度草案等三

個法案。以同性婚姻關係的合法化、領養子女

的權利最引起輿論關注與評論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 

• 107年公投結果，行政院108年2月21日行政院

會通過，立法院同年5月17日三讀通過，5月

24日施行「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

，當天全台500對預約辦理同性婚姻登記，截

至109年5月底總計4,300對。 

同性伴侶註記與同性婚姻登記的差異： 

名稱由「伴侶」改為「配偶」，伴侶證改成

身份證 

外國人可與台灣同志結婚，且享有與異國異

性通婚相同權利 



除部分收養規定外，完全準用民法，離婚時可

分對方財產、可請求酌定收養對方子女親權 

享有醫療法規上完整的配偶權利 

繼承權利等同現行異性戀配偶權利 

合併報稅、參加社會住宅抽籤…都有權利 

結婚後發生外遇，可提侵害配偶權或通姦罪 

兩人互相扶養，具法律權利與義務關係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志合法結婚國家 

 

 



認識性別相關名詞 

生理性別 sex：生理結構上的差異，與生俱來 

(我長的是…….) 

社會性別gender：社會文化形塑的性別 

(別人認為我是…….) 

性別特質gender traits：文化對男、女性別行

為的期待－男性陽剛masculinity，女性陰柔

femininity 

(我看起來像…….) 



認識性別相關名詞 

作性別doing gender：人分為男女，並非與

生俱來，是社會建構，個人在社會生活中

利用行為互動展示自己的性別 

(社會化結果) 

跨性別Trans gender：將自己的生理或

社會性別部分或全部翻轉 

(反社會化行動) 



性別相關名詞比一比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個體對特定性別之

人，感受到持久性的情感、愛慕或性吸引力 

(我喜歡的對象是…..)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個人對自己性別上

的認同不同於其所屬的生理特徵，男子氣的女

生與男生一起打球或行為舉止表現出男性化的

行為(我認定我是……) 

 



性別相關名詞比一比 
同性戀Gay(男) / Lesbian(女)   

同性婚same-sex marriage：或稱同志婚姻

(gay marriage)指生理性別相同的人互相締

結為婚姻關係 

變性者Trans sexual：經歷性別認同與其出生

時的性別指定不一致或性別表達與其出生時的

性別指定並無文化的相關性，希望身體永久轉

變為符合其性別認同者，尋求醫療援助是捷徑 



教育部於全國性公民投票第11案投票結果公告

後，已全面檢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檢視結果並無同志之相關用語；且為加強社

會溝通，108年3月至5月建置平臺，邀請相關家

長及民間團體出席，加強與社會溝通對話，澄

清社會大眾疑慮；著手彙整各界提供有關性別

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修正建議，作為後

續修法參考 

 

 

性別平等教育內容調整進度 



全國性公民投票第11案主文：「你是否同

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

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

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第505次會議紀錄，該

案類型屬重大政策之複決，教育部將持續

辦理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 

 

 

性別平等教育內容調整進度 



國際平權進程─ 

從婦女權益到性別主流化 

婦女 
十年 

消除 

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
視公約 

保障婦女
權利促進
婦女行使
權利 

提高婦女
地位奈羅
比前瞻性
戰略 

1995 

性別主流化 

北京行動綱領 



台灣平權經驗─  
重要法規 

CEDAW 

施行法 

防暴三法 

民法 

親屬篇 

性平二法 

防暴3法－家庭暴
力防治法、性侵害
犯罪防制法、性騷
擾防治法 

性平2法－性別
平等教育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 



法律上：法規檢視→立法、修法 

實質上：執法結果→影響、互動 

由絕對式「機會平等」及「平等

對待」→注意到差異的處理「實

質平等」 

平等概念的演變 



Stereotype，指人類

對於某些特定類型人、事或

物的一種概括的看法，可能

來自於同一類型的人事物之

中的某一個個體給旁人的觀

感。多是負面且先入為主，

無法代表每個屬於此類型的

人事物都擁有相同特質 

  性別刻板印象 



男人背小孩?女人背小孩? 



從背影可窺男性或女性? 



你看到哪些性別刻板印象？ 

 

歡迎光臨
。電梯上
樓！ 

爸爸工作
應酬，哪
有時間來
！ 

爸爸不是
要來嗎？ 

老闆，資料已經幫您
準備好了，請過目。 

女生就
是愛貪
小便宜
。 

哇，好便宜
！ 

這雙鞋太
貴了！ 

男生不要計
較小錢，就
當作是工作
上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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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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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語  大提醒 

父權社會文化的深層影響，在你(

妳)我週遭的生活層面依然存在 

如何逐漸破除傳統性別的壁壘，是

你(妳)共同的責任 

期盼你(妳)我的下一代會比我們更

幸福美滿 



學完這一課之後，聰明的你(妳)，知道該

如何做了嗎？性別平等、幸福升等 

Ｑ＆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