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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翻轉學習課程
學習之成效。
方法：採問卷調查法、質性訪談、行動研究法，以某科大護理系三
年級學生46名為研究對象，採用Kirkpatrick's模式分析學生學習成
效，資料採用SPSS 17.0進行分析，內容包括百分比、平均值、相關
、t- test方法。
結果：(1) 全體樣本共46人，女性有37人(80.4%)，年齡層集中在
20歲至24歲，上過性別意識課程為8人(17.4%)，開課學分數1學分或
2學分各佔2人(4.3%)，修習1-2小時性別意識課程時數有6人
(13.0%)。(2)研發19份性別意識翻轉課程教學教材。(3)在性別意識
課程前測平均分數為3.55(0.59)，後測平均分數為3.62(0.55)，後
測比前測顯著較高。(4)教育訓練成效評估結果：平均分數為
4.16(0.27)，依序「反應構面」、「學習構面」、「行為構面」、
「結果構面」。(5)全體對象在學習構面與性別有顯著差異（t=
2.20；p <0.05），男性比女性在學習構面顯著的較高。在學習構面
與年齡有顯著差異（t= 2.64；p <0.05），大於25歲比20歲至24歲
在學習構面顯著的較高。(6)「反應構面」、「學習構面」、「行為
構面」與「結果構面」四構面呈正相關(p= 0.23-0.38)。
結論：本研究研發性別意識翻轉課程教學教材，性別意識課程認知
經過介入活動後有提升，教育訓練成效介於中度至高度程度之間
，對介入活動滿意度高，研究結果提供未來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教
學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性別意識、融入式課程、社區衛生護理學、翻轉教室、行動研究法

英 文 摘 要 ：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lipped learning on gender awareness integrated into
courses in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Metho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a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we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Kirkpatrick's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46 grade thre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of a university. SPSS 17.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contents include percentage, average,
correlation, t-test method.
Results: (1) A total of 80.4% of the 46 samples were female
(37), with ages ranging from 20 to 24 years. (2) A total of
19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for the gender
awareness flipped curriculum. (3) The averag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gender awareness curriculum were 3.55 (0.59)
and 3.62 (0.55), respectively. The latt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ormer. (4) An average score of 4.16 (0.27)
was obtained after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action dimension, Learning dimension, Action
dimension, and Result dimension in order. (5) O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Learning dimension as an
effect of gender (t = 2.20; p < 0.05). Males scored higher
compared with females in the Learning dimension. Age also



had an effect on the Learning dimension (t = 2.64; p <
0.05). Individuals more than 25 years of age scored higher
compared with those 20 to 24 years of age in the Learning
dimension. (6) Reaction, Learning, Action, and Result
dimensions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flipped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s for gender awareness. The gender
awareness curriculum improved after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ange from moderate to high.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intervention is high. The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eaching of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in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Gender awareness; Integrated course;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Flipped classroom;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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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聯合國於 1985年第三次全球婦女大會首次提出「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別主流化概念，提出「性別主流化的婦女健康」政策架構，期盼釐清生理性別

(sex)、社會性別(gender)與健康關係觀念；婦女因生殖與生育需要更多健康資

源和生活品質；社會的性別分工：來自經濟、家庭、制度等不公平與性別歧視、

對婦女健康影響；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健康的影響：暴力、隔離、忽視與偏見形成

婦女身、心不健康。世界衛生組織於「21世紀全民健康計畫」(1998)中提到健

康公平性，其中將性別及種族、貧窮等議題列入(林芳玫，2002)。臺灣 2004年

6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訂定，於 2005年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以性別

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運作為主要推動工具，協助各部會分階段逐步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之推動，培養

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追

求性別平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17)。 

    1985年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開始招收男性學生(金春華，1988)，後來陸

續有不少學校的護理科系也加入招收男護生的行列，目前男護士約 3814名

(2.4%)（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7），隨時代變遷，護理專業已

是兩性參與的行業，職場上新的角色分工，比過去更常面對複雜的性別議題，性

別角色是學習來的，所以更需要加強護理學生對性別議題的認識與瞭解，融入於

護理教育中，更重視性別議題，強化護理人員在健康照護體系中的角色功能及定

位，創造一個性別平等、互敬互重的理想職場。2008 年 6 月公佈護理人員執

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明定護理人員之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中應包括「性別意

識課程」（全國法規資料庫，2017），期望藉此提高醫護人員的性別意識，

具有性別敏感度的醫護照護，以達到追求性別平等，以消除性別不

平等及歧視的醫護服務與環境。根據教育部（2014）的統計資料指出 103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開設與性別議題相關課程比率為 0.03-1.25%，呈現緩慢上

升的趨勢，全國醫護學校開設與性別議題相關課程比率為 0.04-1.18％。雖已陸

續推動，但整體而言將性別意識融入護理專業課程內容仍偏低。全球社區健康課

程提及受到重視課程概念如人權、社會和經濟差距、疾病傳播、環境、弱勢人口、

衛生統計資料分析、文化的多樣性差異、健康狀況/風險及政策。2010年建議健

康促進議題，如母嬰健康，傳染性疾病，寄生蟲病，愛滋病，肥胖，營養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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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Cariton,et al.,2007）。所涵蓋內容和性別及多元文化教育有關，不同

種族、文化、語言、性別、社會階層、宗教、身障者及個別差異等主題（Sleeter 

& Grant,1994），紐約市教育董事會甚至將性別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亦

列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範疇中（Banks, 2001），可見未來重要趨勢。 

「翻轉教室」將學習模式調整為以學生為中心，學習順序轉變為：課前自學、

課堂互動、課後社群活動或延伸學習，自學形式包括：觀看課堂教學錄影、聆聽

課堂講授錄音(podcast)、精讀進階版的電子書(e-book)內容，以及與同儕們在

線上合作學習等等，學生可以自己掌握教材內容、學習步調與學習風格，教師的

角色則從知識的「教導者」轉型為學習的「引導者」，融合了混成式學習、探索

式學習、問題導向式學習(PBL)及團隊合作學習(Team-based Learning,TBL)，讓

學生以實作、合作學習的形式進行交流互動，達到學習遷移的目的(劉怡甫，

2013）。翻轉教室的成效運用科目，如大學部基本護理學（Della Ratta,2015; 

Schlairet, Green, & Benton, 2014）、及成人護理學（Missildine, Fountain, 

Summers, & Gosselin, 2013）。Critz和 Knight（2013）採用翻轉教室進行教學，

課堂中設計角色扮演、案例討論等活動，作為延伸性學習活動，結果發現翻轉活

動能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小組合作學習、問題解決信心與能力等（McLaughlin 

et al., 2013; McLaughlin et al., 2014; Schwartz, 2014）。 

因為社區衛生護理學工作範圍廣泛，對象多元化，複雜性高，需連續性照

護，教育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列入校務評鑑，將性別意識概念融入課程中推

展，備受重視，所以，設計出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教學方案，本研

究採用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行動研究法的「四個流動循環」：計畫、行動、觀

察、省思，為研究進行的主要模式。從行動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更從行動中

解決問題、證驗真理、謀求進步，發展出可行之融入式教學活動，落實性別意識

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教學中，作為未來性別意識概念融入護理教育改進參

考，臺灣國內學者(謝小芩，1995;張玨，1997;莊明貞，1997a)認為唯有透過教

育才是提升性別意識最有效的方法。目前臺灣地區學校未曾發展過性別意識融入

社區衛生護理學翻轉課程教案及教學，培養性別能力（gender competence），所

以更值得探討研究。 

                         研究材料與方法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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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教學之課程教學方案及教材。 

二、探討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教學，對於學生認知、態度的影響。 

三、探討翻轉教學設計應用於課程學生之學習成效及滿意度。 

研究架構： 

 

 

 

 

 

 

 

 

 

 

 

 

 

 

 

 

圖 1 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行動研究法學習之成效 -翻轉學習教學模式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對象為社區衛生護理課程三年級學生 46位，設計出性別意識融入社

區衛生護理學課程教學方案，並以行動研究進行教學方案課程的實施、修正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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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再透過分析學習者的前、後測問卷及文件資料分析；社區衛生護理學教師之

教學分享以及教學觀察者的回饋與研究者的教學省思札記，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 

研究工具： 

1.性別意識融入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知識、態度之探討問卷 

(1)個人屬性之內容： 

包括受測者的性別、年齡、是否上過性別意識課程及開課學分數等四個變項。 

(2)性別意識認知及態度量表： 

問卷來源：參考楊仁宏等人（2009）發展性別意識量表，研究 Cronbach‘sα 

信度為 0.79及參考 Verdonk等人發展性別意識量表（Nijmegen Gender  

Awareness in Medicine Scale)）。問卷內容：A.認知量表：由「對」、「不知 道」、

「錯」，依次給予 1、0、0 分。B.態度量表：內容包括一般性別意識概念、照護

個案性別意識與性別意識課程，計分方式以 Likert五點量表為衡量尺度，由「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給予 1至 5分。 

2.學習平臺學習成效評估及滿意度量表： 

計分方式以 Likert五點量表為衡量尺度，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給予 1至 5分。 

問卷信效度分析 

1.效度分析：內容效度方面，本量表採「專家效度法(expert validity)」，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CVI數值為 0.80-0.84。 

2.信度 consistency：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ty：內在一致性信度之

測試；Cronbach’Alpha 係數值為 0.80-0.86。 

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使用 SPSS17.0統計套裝軟體，對回收之有效問卷資料進行

分析，方法說明如下：(一)描述性分析：次數分平均值、百分比等(二)t檢定(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四)皮爾森相關積差分析 (五)質性資料分

析。 

為尊重研究對象與相關人員的意願，申請 IRB通過( CRREC-105-071)，研究 

者解說後同意參與研究者，並於同意書簽名，符合研究倫理，其保有充分認知與

自決之權力。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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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研究樣本共有 46人，女性有 37人(80.4%)，年齡層集中在 20歲至 24

歲有 24人(52.2%)，上過性別意識課程為 8人(17.4%)，開課學分數 1學分或 2

學分各佔 2人(4.3%)，1-2小時性別意識課程時數有 6人(13.0%)。 

 在性別意識認知前測方面，平均分數為 0.62(0.21)，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

低至高同意程度(M=0.13-0.89)，平均數最高為「鼓勵有興趣於照護工作的男生

就讀護理系，是性別平等教育的精神」(M=0.89)。後測方面，平均分數為

0.71(0.18)，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中等至高同意程度(M=0.48-0.91)，平均數最

高為「性別平等問題存在於每一個社會中」(M=0.91)。在一般性別意識前測方面

，平均分數為 3.36(0.50)，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低至稍高同意程度

(M=2.13-3.85)，平均數最高為「我認為需要協助懷孕或生產學生完成學業及提

供相關輔導」(M=3.85)。在後測方面，平均分數為 3.89(0.50)，各子題平均分

數介於中等至高同意程度(M=3.41-4.22)，平均數最高為「我認為要鼓勵有興趣

照護工作的男生就讀護理系」(M=4.22)。在照護個案性別意識前測方面，平均分

數為 3.01(0.50)，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低至稍高同意程度(M=2.28-3.96)，平均

數最高為「護士需要考慮到性別差異提出的健康訴求」(M=3.96)。在後測方面，

平均分數為 3.22(0.49)，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中等至稍高同意程度

(M=2.72-3.91)，平均數最高為「護士需要考慮到性別差異提出的健康訴求」

(M=3.91)。在性別意識課程前測方面，平均分數為 3.55(0.59)，各子題平均分

數介於低至稍高同意程度(M=3.02-3.89)，平均數最高為「我認為課程教導我如

何作病人乳房的身體評估」(M=3.89)。在後測方面，平均分數為 3.62(0.55)，

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中等至稍高同意程度(M=3.35-4.15)，平均數最高為「我認

為課程要教導性別平等法的議題」(M=4.15)。 

教育訓練成效評估結果來看，平均數分布介於 3.01至 4.23 之間，平均分

數為 4.16(0.27)，依序「反應構面」、「行為構面」、「學習構面」、「結果構面」。

全體對介入活動的滿意度平均數為 4.18(SD=0.22)，各子題平均分數介於高度同

意程度(M=3.89-4.72)，平均數最高為「我認為數位學習平臺互動使得課程的學

習，變得更有趣」(M=4.72)。「性別意識認知」、「一般性別意識」、「照護個案性

別意識」與「性別意識課程」後測各構面之相關性，呈現正相關，達顯著水準。

「反應構面」、「學習構面」、「行為構面」與「結果構面」各構面之相關性，呈現

正相關。全體對象在學習構面與性別有顯著差異（t= 2.20；p <0.05），男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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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學習構面顯著的較高。全體對象在學習構面與年齡有顯著差異（t= 2.64

；p <0.05），>25歲比 20歲至 24歲在學習構面顯著的較高。全體研究對象在性

別意識前後測成果得知，「性別意識認知總合」（t = 7.89；p <0.000）、「般性別

意識總合」（t = 8.74；p <0.000）、「照護個案性別意識總合」（t = 6.75；p <0.000

）、「性別意識課程總合」（t = 4.58；p <0.000）在「後測」比「前測」顯著的

較高。 

融入性別意識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設計：採取實踐導向的行動研究法，應用

翻轉學習教學模式，設計性別意識課程之教材，採協同行動研究，透過行動、修

正、省思的循環歷程(黃詠仁、王美芬，2002)，修正完成教材19個教學行動方案。

每項主題教學活動有其所屬的主軸訴求於其中，涵蓋社會性別角色刻板化、性別

偏見、性騷擾、性侵害、性別差距及性別不平等為主軸。融入性別意識社區衛生

護理學課程最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學習動機前三位排行：「一位男性護理領導者

訪談」、「職業衛生-和性騷擾SAY『NO!』」、「學校性別平等護理教育-男生與女生

有不同嗎?」單元。  

                              討論 

全體研究樣本共有 46人，女性有 37人(80.4%)，年齡層集中在 20歲至 24

歲有 24人(52.2%)，上過性別意識課程為 8人(17.4%)，研究對象在翻轉學習教

學介入活動後性別意識認知在「後測」比「前測」有顯著的進步。 

一、性別意識前後測成果   

(一)性別意識認知方面 

臺灣目前男護士約3814名

(2.4%)（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7），隨時代變遷，護理專業已

是兩性參與的行業，比過去更常面對複雜的性別議題，所以更需要加強護理學生

對性別議題的認識與瞭解，提供兩性護理人員了解彼此執業需求，進而營造兩性

合諧共處之執業環境，共同提升專業表現，鼓勵有興趣於照護工作的男生就讀護

理系，更是性別平等教育的精神發揮 (林貴滿、李選，2010) 。 

“性別平等教育教導大家確切的性別認知，破除社會文化長期以來，男女生 

理差異所建構出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並培養學生健康的自我觀念與了解性別在 

自我發展中的角色。性別平等教育，早已在學校教育裡慢慢延伸。在現在這民主 

社會，性別意識早已漸漸抬頭，男性可以選擇餐飲，女性也可選擇汽修，就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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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能當上總統，領導國家。透過教育歷程和方法，促使不同性別或性傾向者 

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除了維護人性的基本尊嚴之外，更謀求建立 

公平與良性的社會對待。相同的發展機會，相同的性別抬頭。”(女學生A ) 

“現今社會大眾對護理師的刻板印象還是有的，總覺得護理師是該女生去做，而

不是男生可以做得來的，很多人比較願意給女護理師照顧，導致男護理師在職場

上落寞感倍增，就連醫院高層都接受不了男護生去他們醫院實習，時代在進步種

種的刻板印象是很難去打破，唯有靠我們一點一滴去說出我們的想法，我們的理

念，提高我們的專業，才能一一打破吧，所以本課程看到一位男護理師說出自己

的故事經驗是不錯的課程。”(男學生 A) 

 (二)一般性別意識認知方面 

教育部「98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增修工作」，重視性別的多元面向：

推薦120本書目以性別平等教育的方向分類，無論在男性、女性角色的多元角色

模範、性取向與性別特質多樣化、不同種族或族群在性別上的差異，都非常的完

整。性別平等教育並非僅是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突破而已，性別角色寓於社會脈

絡中，整個社會經濟及族群關係都會深刻地影響著「性別」的運作(女書文化，

2009)。 

性別偏見與歧視的出版品、書本、教材、教具與教科書內容充滿父權與威

權對兩性偏見的觀點，非但不能反應社會變遷中性別角色和現今社會文化的現

狀，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反而模糊扭曲這些事實與現狀（謝臥龍＆駱慧文，

1995），“「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要剛強不能哭，要上進有成就..」 「女生

要有女生的樣子，要溫柔細膩可愛，要留長髮穿裙子..」 一般人提到性別，通

常直覺的想到「男性」、「女性」，這是因為我們從小就生長在只看到的兩性的社

會。讓我最為印象深刻的是「性別刻板印象」，因為性別刻板印象這個議題在我

們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如：媽媽要負責準備三餐，照料家裡大小事務；爸爸則

是家裡經濟來源負責在外打拼，就因性別刻板印象導致我們成為社會化的產物，

因此要消除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不只是從教育做起，更要從家庭教育做起性別

角色刻板印象，並培養學生健康的自我觀念與了解性別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鼓

勵對理工有興趣的女同學選填理工學院科系；女生應該可上工藝課，男生上家政

課。”(女學生B) 

(三)照護個案性別意識認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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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第一條指出：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

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神，制定性別工作平等法。此外，也訂

出許多條文重點在於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7) 。培育男性護理人員時，除強調關懷照護的價值外，應協助其培養關懷照

護能力，並以多元的觀點接受男護理人員因性別差異所展現不同關懷照護行為，

現在的職業在性別方面已不再同過去般明確，有男護生已能正向看待本身的角色

及優勢（Chou & Lee, 2007）。 

”一切的服務，我們都是秉持著護理專業的態度來服務病人。若遇到產科、兒科，

民眾可能接受性較為女性護理師，但產科、兒科，在選擇醫師時卻並沒有性別上

的考慮，而是評估醫術上的差異。而像急診或是手術室、精神科等，男性護理師

被需求的地位卻是不輸女性護理師。護理系男性教師，本身並沒有因性別因素，

覺得不適及不平等，反而鼓勵後進男護生發展自身擁有的長才(例如體格較健

壯、適合搬移病患)和優勢(好比較不易受病人或家屬欺負)，選擇適合服務的崗

位，像是急重症單位或精神科。亦即以健康及建設性的心態為重，並著手於可正

向促進的面向」”(男學生 B ) 

護士需要考慮到男女病人不同性別差異提出的健康照護訴求及問題；性別

差異知識可提升疾病和健康的照護品質，以提供生活上服務。(成令方，2009)。

基於人是護理照護的中心，專業角度而言，以人為服務對象的醫療健康產業是最

需要具有性別意識的產業之一(曾雅玲、施欣欣、楊雅玲，2011)。 

”在照護病人時，以女性的角色去關心病人時，我發覺病人家屬比較願意敞開內

心去告知護理人員所擔憂的事情，而對於男性護理人員，他們比較傾向尋求解決

問題，其實這樣都各有各的優點，但我覺得這都是可以互相學習的，不應該侷限

於性別，男性、女性都可以做得很好，畢竟大部分的民眾都把護理師定位為女性

的角色，所以這也是民眾需要學習接受男性投入護理的過渡期，所以男性投入護

理界也有他的優點，因為男女在看事情的角度本來就有所不同，所以同事之間也

可以分享不同的看法，並一起為病人規劃更好的護理計畫。”(女學生 C)  

(四)性別意識課程認知方面 

    2010年建議健康促進議題，所涵蓋內容和性別及多元文化教育有關，不同種

族、文化、語言、性別、社會階層、宗教、身障者及個別差異等主題（Sleeter & 

Grant,1994），性別議題是很嚴肅的挑戰，因為它延伸到每個人對自己的自我認

同，每個人可能很自然而然的腦海中會出現傳統的性別意識，需要有一個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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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來協助他/她們自我認同。讓不同性別特質、性別 認同、性傾向者，都可

以更勇敢做自己。例如，心肌梗塞的性別差異的案例，小於50歲的女人罹患心肌

梗塞的死亡率比同年齡層的男人多出24 %，因為心肌梗塞的主要症狀傳統上被描

繪為胸痛、左臂轉移痛、上腹痛，但這些症狀主要屬於男人，而女人的症狀並非

如此，新的研究顯示女人的心肌梗塞58%有喘不過氣，55%虛弱等症狀，由於這些

差異使得男人比女人在急診時有較高接受檢查及治療的比例 (成令方，2009)。

HIV/AIDS 的感染與身體接觸的行為有關而不是這人的異性戀或同性戀的身份認

同。其實異性戀的男女都可能感染HIV/AIDS，特別是異性戀良家婦女因丈夫而感

染到HIV/AIDS 的案例容易被忽視。大眾對「同志」的愛情不理解，充滿錯誤的

看法，這也顯示在醫護人員身上。大家都誤認同志是「濫交」，只要是同性就會

見一個愛一個，其實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找尋感情對象都是有其選擇性的(張

廷碩、成令方，2008)。 

 

二、教育訓練成效評估方面  

能瞭解數位學習平臺介紹的課程，有助於學習相關知識及技巧，在課程滿意

度高，主題內容實用，採多元互動教學模式，能促進溝通合作及學習研究，學生

對訓練課程的學習效果愈滿意愈覺得自己在訓練中之學習有所收穫，經過翻轉課

程學習後，認為自己在專業能力有提升(Kellie,2010；莊世杰、楊仁壽、黃俊祥

，2002）。平均數最低是在數位學習平臺學習後，在未來1年，我更能對專業學

習的發展提供適切性的解決方案是較困難達成，顯示由個人的效益要擴及是不容

易的事情，愈高層次的訓練愈困難，王(2008)研究結果指出在成果層次方面，學

員認為訓練課程所學之知識技能在產品過程、本身與產品應用等面向上的應用較

為有限。此結果與劉（2006），Green（2004）及Hanson（2003) 的研究相符合

。>25歲者比20-24歲者在學生「學習構面」培訓後的運用程度較強，成果也較豐

碩(翟永麗，2003）。年齡較大的學員對訓練課程滿意度較高，參加訓練後對個

人才能增進的行為改變程度也較年齡小的員工高(游舜傑，2003）。 

三、翻轉教室介入活動的滿意度方面 

對介入活動的滿意度平均數為4.18，研究顯示參與學生對於此教學模式的學

習內容都很滿意，翻轉教室教學活動能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小組合作學習、問

題解決信心與能力等。教師透過翻轉教室能掌握個別學生的學習進度與需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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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早發現學生的學習困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根據自己的學習步調去學習，

並適時提供個別性的指導，協助其達到學習目標（Della Ratta,2015; Schlairet, 

Green, & Benton, 2014;Missildine, Fountain, Summers, & Gosselin, 2013

）。學生認為數位學習平臺互動使得課程的學習變得更有趣，我願意推薦其他人

來使用數位學習平臺學習，整體學習收穫高。網路學習平台幫助學習更多想學的

知識、技能。網路教育介入學習模式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提升學生之知識及技

能（林弦逸，1998；Azevedo & Cromley,2004）。而平均數最低為認為數位學習

平臺的互動不容易與學習者建立學習的夥伴關係，雖翻轉教室具備以學生為中心

、激發學生的主動學習、鼓勵學生合作學習特性，於運用護理教學中期盼能增進

學生間的溝通與合作能力，這是未來要努力的議題。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研發19份性別意識翻轉課程教學教材，性別意識課程認知經過介入活

動後測有提升，教育訓練成效平均分數為4.16。對介入活動滿意度高，認為活動

能增進教學自信心及能力，對個人之專業成長確實有所助益，給予相當程度的肯

定。 

現今性別的意涵，已超越男、女性別的社會建構意義，更包含了會影響個體

世代、階級、族群、年齡、和性取向的差異健康需求而有所不同，具性別敏感度

（gender-sensitive）的健康照護，醫療專業人員才能覺察現存醫療照護中性別

差異，並能將此覺察應用到相關照護決策中的知識及能力。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

出以下建議： 

(一) 教師性別意識覺醒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的學習氛圍營造與教學環境建構，最需從教師本身做

起，教師無論在教學活動的設計、師生互動、教育空間安排、班級經營方面正式

與非正式課程的建構，皆應透過性別意識覺察反思，重新檢視自己的教學態度與

行為，是否存有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與性別偏見，並在教學策略上力求改進。基

於教育是提升性別意識的不二法門，施行符合護理情境的性別教育將有助於護理

人員將性別與健康照護相聯結，進而提供個別化的整體性護理。 

(二)性別敏感度護理課程教材發展 

    重視性別議題融入課程的教育，讓男女學生擁有性別平等的觀念，了解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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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病理上性別發展及差異，不同的預防篩檢的建議，瞭解醫療照護與性別的影

響，採取最佳醫療處置，覺察性別與文化角色差異，並依據學生該具有的性別能

力訂定具體的評量指標。 

(四)性別意識融入護理課程的規劃與落實 

教師之教育活動，需具有性別敏感度，避免性別刻板印象及不平等，無性別 

偏見的教學知能，應匡正而非複製性別歧視與不平等，提升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知

能，建構有效能的教學策略。融入性別意識翻轉課程可採行教學方式，如演講、

工作坊、文創作品融入、將社會或政治議題加入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角色示範。 

(三) 教師發展中心課程規劃及培育 

欲達成性別平等教育目標，最根本的途徑便是使所有的學校教師都具備對

性別意識的反省能力，在教學及其他活動中，表現出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隔

離的態度與行為，創造無性別偏見的學校環境，故教師在性別平等教育推展的過

程中實際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教師的身教力行對學生的影響力是很重要，教師發

展中心性別議題課程規劃及培育，強化教師對於性別議題之認知，培養學生對「性

別主流化」的認知，以提升學生的性別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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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性別議題課程規劃及培育，可強化教師對於性別議題之認知，培養學生
對性別主流化的認知。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