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101 期─科技人論壇 

1 

性別與科技教育現場的觀察與省思： 
《科技中的女性臉譜》動畫數位教材施教的田野札記 

 
陳明秀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習場域中傳統的「男理工、女人文」性別因素在學生選讀理工或是人文社

會學科上，所謂「性別差距」（gender gap）的現象至今仍見於教育現場。不同性

別的學生在升學上，繼續學習科學的意願，明顯的表現在對於理工學科的學習動

機以及自我要求。女學生相對於男學生，在科學學科上主動學習以及成就期待較

弱，來自於女學生在價值信念上受制於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傑出科學成就歸屬於

男性[1]。另外，學生階段的學習對於未來職業生涯的想像上，台灣學生在科學

學科上的成就無法內化成興趣，也就無法達成選擇未來以科學為業的意圖，反而

是「科學自我效能」能令學生對科學產生興趣，進而影響選擇科學成為未來職業

的意向[2]。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源自於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他認為兒童觀察他人行為而產生模仿學習，模仿的對象稱為

楷模（model）。這種學習導向自我激勵，使得兒童相信自己做到的自我效能，影

響兒童想像未來職業選擇的關鍵因素，並非學習成績，而是他們在學科上自我效

能的表現[3]。 

 
 《科技中的女性臉譜》是一套「性別與科技」數位教材，以女科技楷模人物

故事為主軸，以數位手法引介人物故事，特別聚焦在她們的求學歷程以及職涯的

選擇，藉此來鼓勵女學生勇敢選擇以科學作為升學志願以及職業志向。使用的對

象設定在國小高年級以及國中低年級，也就是十二年國教六至七年級為主的學生。

教材綜合考察了過去國科會性別與科技類計畫的出版品，從中選擇了六位女科技

人的故事。每位故事人物在《科技中的女性臉譜》教材中由三部分構成：一部短

篇動畫、一套教案投影片以及教師手冊。這套教材特意設計在課堂的環境中使用，

由教師帶領學童省思主角人物涉入科學領域的生命歷程。動畫短片的長度不到五

分鐘，透過動畫，學童看到故事人物在學習以及職涯選擇上遭遇的挑戰，以及作

為女性在科學領域中的現實處境，也可看到她們如何努力不懈克服困境。觀看動

畫之後，教師操作教案中簡報檔，以問題帶動學生進行反思與討論。教師手冊則

是讓授課教師備課更簡易。不僅教師可以便捷的使用教材，更讓「性別與科技」

的課程教起來容易入手。 

 
 這套教材於 2015 年底完成，置於「台灣女科技社群諮詢互助網」提供大眾

免付費使用。2016 年 1 月，新竹的東門國小趁著寒假之際，舉辦了「走一條屬



《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101 期─科技人論壇 

2 

於自己的路」女學生科技營隊，其中的一項安排是放映了《科技中的女性臉譜》

中的動畫短片，讓學生觀看動畫之後發想自己的劇本。三月八日婦女節，《科技

中的女性臉譜》與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的出版成果，一同在「女潮流：科技生活時

代」活動裡展出。3 月中開始，教育部的「性別議題輔導群」（以下簡稱：性平

輔導團）運用《科技中的女性臉譜》作為教師性平培訓的資料。教育部這個性別

平等教育的任務編組，透過各項陪力活動、資料收集、平台建制，促進性別平等

教育理念落實於國小課程與教學現場。 

 
南區與中區的性平輔導團，今年度的教師培訓放映了教材中六個人物故事的

動畫，讓參與的中小學老師在觀影後，分組討論並根據人物故事即時撰寫教案。

教師們上台發表的各組教案，除了與現場其他教師意見交換，現場主持培訓的教

育專家也一同加入討論，形成了共同成長學習的氛圍，例如：吳嘉麗的動畫影片

中，兒童時期的嘉麗問媽媽，為什麼每個女孩子都要「白馬王子」？有一組教案

題綱出現：「什麼樣的人才是白馬王子？」便引起在場教師熱烈的往返辯論。在

場有教師認為「白馬王子」不該被強化，應該成為負面範例的提問討論。也有教

師認為現在社會很平等，且國小學生尚無性別差異概念，強調平權反而很奇怪。

諸如此類討論的機鋒，時而出現在影片放映後教案製作的發表時間，教師們的性

平意識也再次受到琢磨與錘鍊。 

 
 花蓮縣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團，以教材人物林媽利的故事動畫，設計了兩

節課為一單元的性平教案。第一堂課學童觀看動畫之後，由老師發下題綱分組討

論，派代表上台發表針對題綱的回應，並與教師以及其他分組形成對話。第二堂

課學童進一步以人物故事發想劇本，進行角色扮演的戲劇演出。教案設計根據的

是性平輔導團擬定的教學實施五個步驟，在「先備學習」上，學童課前在家預習，

閱讀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出版的繪本。第二步驟是課堂上播放動畫，藉著動畫引導

學童的「學習興趣」。接著進入多層次提問，學童由「四個層次提問」順著「學

習階梯」逐步深入議題。教師藉著提問與提示再次回溯故事，全班同學分組討論

與上台發表，達成「系統思考」以及「省思歸納」。 

 
 花蓮性平輔導團設計的課程教案，4 月 8 日中在宜蘭的冬山國小試教，並開

放給教師以及校長觀課。實際施教也是參與教案設計的老師蕭志樺，三年前加入

性平輔導團，曾經兩次獲得花蓮縣性別平等教案徵選第一名。他刻意借來醫師的

白袍，一上課就引發小朋友的注意，進入故事人物的主題。林媽利醫師的動畫放

映之後，蕭老師按照六個題綱，全班同學逐一分組討論上台發表。討論之中，老

師時而引導學生進入性別平等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性平輔導團的設計教案「四



《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101 期─科技人論壇 

3 

個層次提問」的準則，低層次的提問著重在故事的人事時地物。就這次的故事人

物而言，「林媽利醫師後來被尊稱什麼？」這類屬於低層次提問，而「林媽利小

時候，有因為她是女生，而受到家人什麼樣子的期待？為什麼？」則屬於高層次

提問。上課的學童在一連串反思性問題的洗禮之後，當被問及檢視自己的生活經

驗，因性別差異而受到不同待遇的狀況，學童都能迅速的撿拾生活片段作為例證。

猶如這堂試教課程的最後一張結論性的投影片，學童們進入了「打開性別的眼睛」

的生命階段。 

 
 一般人，包含求學中的學生，使用數位工具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數位化已

經是當代的生活現象。教育場域中發生的「教」與「學」也都緊跟著時代變化，

多媒體數位化的教材是必然的趨勢。性別平等教育雖然是晚近的議題，在教材形

式的開發上與時俱進，才能引燃學生的學習興趣。除了教學方式與工具的進步，

另一方面「性別與科技」的教育題材的大量開發實是刻不容緩。走訪台灣的基礎

教育現場，詢問教師們，如何向孩子述說女科學家故事，答案還是只有一個：居

里夫人。《科技中的女性臉譜》活潑的動畫吸引學童注意，以本土女科技人的故

事作為身教典範。這些優秀的楷模人物與學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這些有力的

寫照更能引領台灣學童擁抱自然科學[4]。而大眾媒體常見的「嫁入豪門」、「女

神」這類強化女性的滲透力，基礎教育中的學生也不能倖免。性別教育要如何與

惡質的媒體訊息競爭，需要更有創意、更具吸引力的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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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國小六年級學生觀看林媽利醫師的動畫 

 

 
南區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分區討論研討會分組討論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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