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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教學 
――以任務分析為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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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為近年來課程改革之要項，希冀引導學生進行思辨與價值澄

清，並起而行動。然而轉化至教學現場常流於形式，除了政策支持、

教師增能和參與之外，議題教育的推動，尚需更多作為，特別是融入

數學等知識結構性強的科目。因此，本研究建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融入數學分析表」，據以分析與檢核議題融入數學教學的品質。該表

為數學認知需求度與議題融入層次性所組成，以「校園逐臭之【夫】」

模組任務為案例，析辨其議題融入數學的特色，並以概化理論建立其

信度。研究發現：一、分析表具備良好的信度，可有效識別模組任務

設計的品質和特色。二、該模組可提供高品質的數學學習機會，惟融

入的層次性與多樣性尚待提升。本研究發展之分析表，可做為教師自

編教材或教科用書編寫之檢核工具，亦可用於議題融入之教師專業發

展，為教師增能實務和相關研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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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issue education into core subjects has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urricular reforms seeking to enable learners to think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ir values, and act in a socially positive manner. However, 
issue education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general curriculum well, espe-
cially in subjects with a strong knowledge structure such as mathemat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odules designed for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s ap-
plied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a teaching module that integrate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to mathematics.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relia-
bility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monstrated high reliability and allowed fo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modul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quality. Additionally, the teaching module 
was found to comprise various tasks requiring high-level mathematical cogni-
tion; however, the levels of  diversity and multiplicity in the module require im-
provement. The developed framework can facilitate the examin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r textbook compilations to assess whether they have integrated issue 
education into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Additionally, it contributes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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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章華、林佳慧 探究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教學──以任務分析為進路 33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聯合國為朝向 2030 年之永續發展目標，提出 17 項議題，包含：實

現性別平等、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教育素質等（United 

Nations, 2015），足見議題對當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國內課程

改革，著眼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大眾的關注，實施議題融入教育，

以培養學生對社會議題的理解與行動（楊巧玲，2018；潘慧玲、張嘉育，

2019；潘慧玲、黃馨慧，2016）。從時間演進來看，九年一貫課程開始設

置性別平等（簡稱性平）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生涯

發展教育、家政教育、資訊教育七大議題課程綱要，於國中小的彈性學

習節數實施，另可將議題能力指標融入學習領域內。然而，九年一貫對

於議題融入的規劃，卻因議題融入節數難尋、課程內容淺化、教師專業

知能不足等問題，導致議題融入流於形式或虛應現象等（方德隆、游美

惠，2009；白亦方等人，2012；吳俊憲、黃政傑，2010）。 

有鑑於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著重議題教育

融入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簡稱領綱），不再另為議題設置獨立的課

程綱要。關於議題融入各領綱之理念與作法，敘寫於各領綱的學習重

點、實施要點與附錄之中，作為教師課程設計與教科用書的編輯和審查

之參考。再者，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亦編製《議題融入說明

手冊》、各領域的課程手冊、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等相關資源，呈現議題

融入教育之類型與示例，期能回應議題融入在學校課程轉化所遭遇之困

難和挑戰，朝向議題融入領域／科目課程與教學之落實與整合（國教

院，2019；黃政傑，2005）。 

儘管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有了新的實施樣貌，但是議題「融入」與

學科教學的關係，究竟是從屬、整合，或有其他模式，向來受到學術界

關注與探討（張芬芬、張嘉育，2015；楊俊鴻、蔡清田，2018）。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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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雖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不乏相

關的研究和論述（王儷靜，2009，2013；林聖欽，2012；蔡麗玲，2014），

但在數學教育的研究與實踐上卻仍顯得不足。常見的說法是數學內容具

有真確性，其知識結構偏重抽象與嚴謹，較不易進行議題融入，例如：

性平議題（王儷靜，2013）。換句話說，議題融入像是「局外人」，難以

連結數學教育「局內人」的特定知識體系。然而，從「後概念重建」

（post-reconceptualization）觀點而言，當「局內人──走出去」（insider-out）

與「局外人──走進來」（outsider-in），始能拓展領域發展的新視角與探

詢空間（Malewski, 2010）。 

基於此，本研究聚焦於性平議題，建立一套議題融入數學之分析架

構；以國教院所發展的「校園逐臭之【夫】」教學模組
1
（簡稱模組）為

案例（晏向田、陳彥霖，2018），辨析性平議題融入數學領域的作法與特

色。選擇性平議題的原因在於它以《性別平等教育法》作為法源與實施

依據，為國家重要教育政策；在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附錄二具備學習主

題與實質內涵，可作為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參考。該模組為性平議題融

入數學之示例與國教院課綱實施之支持資源。因此，我們希望建立分析

架構與確立其信、效度，為教師進行性平議題融入，提供課程設計品質

之檢核工具；以及運用此工具分析模組，識別該模組的特色，進而提出

改進建議。綜上，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二：一、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分

析工具的內涵為何？二、「校園逐臭之【夫】」模組之性平議題融入數學

特色為何？如何改進？ 

貳、文獻探討 

本節首先探討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論析數學任務認知需求架構與

議題融入的關聯；復次，討論性平議題融入的內涵，並以多元文化的課

 
1 教學模組的下載網址為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204546570.pdf。 
教案同時收錄在（晏向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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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模式建立性平議題融入分析架構，作為後續模組解析之用。 

一、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 

議題是指具有可論辯、選擇、做決定及行動處理的主題（國教院，

2019），不僅尋找正確解答，而且討論可能的替代方案。它強調多元的觀

點，著重分析在各種可能方案背後的觀點（價值立場）進行價值觀澄清，

做出判斷、選擇和決定，甚至產生行動學習（張子超，2017）。由於議題

本身具有時代性、脈絡性、變動性、討論性及跨領域等性質，如將議題

統整融入課程中，有助於學生將知識、技能、態度與現象情境緊密結合，

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林佳慧等人，2019；國教院，2019）。

潘慧玲與張嘉育（2019）指出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之培育，領域學科與

議題融入教育是相輔相成。從數學教育而言，數學與議題關注人類社會

不同的知識層面，前者重視原理、模式、命題等抽象概念；後者著重多

元立場或現象之利益協商與折衝。表面上，兩者看似沒有交集、難以共

存；事實上，議題融入有助於豐富、深化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以數學的

「命題」為例，其有客觀的真偽之辨，可以藉由演繹或歸納方法，經由

論證來確立命題的真偽性；反之，議題往往沒有絕對的對錯，常須顧及

不同的觀點、衡量各方價值觀、以及取捨得失之後做出判斷和決定。為

此，若以數學知識為核心，議題現象為多元視角的切入點，將可形塑多

層次知識探究空間。 

議題融入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提供素材來源與實踐的可能性（國教

院，2018）。議題融入教學不在於得出標準答案，而是尋求各種可能的解

答，識別各種解決方法背後的觀點與進行價值澄清。長久以來，傳統的

數學課室教學，多處理單一答案的封閉性題目或任務，師生常受限於尋

求標準答案的框架，進行議題探究將有助於打破這種答案的框架。議題

融入教學從多樣的觀點來尋求不同可能的解答，探析其背後的相異觀點

與價值權衡，拓展理解的視域。議題處理真實世界的開放性任務，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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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真實世界問題為數學問題，即是發展學生的數學素養（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0）。再者，當學生在

真實生活情境中，進行問題察覺和轉換成相關的數學問題，擬定問題解

決的方案，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並採取行動；議題融入提供學生對數學

「有感」與進行數學探究的機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

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鼓勵學生對於數學進行內外部的多元連結，

並且對於探究的結果提出不同觀點的詮釋，提出行動改進的方案，呼應

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 

進一步而言，議題融入須透過數學教學任務設計以拓展與深化數學

素養導向教學（國教院，2018，2019），數學任務設計的品質在素養導向

教學扮演極關鍵角色（林碧珍等人，2016）。《數學領域課程手冊》即指

出素養導向之任務設計應營造真實或是數學情境，啟發學生的好奇心與

學習動機，進行問題解決、合情推理、數學建模、理性反思等高層次思

考，並能和他人溝通（國教院，2018）。由於高認知需求的任務具備合宜

的議題／問題情境，能促進學生的數學推理和問題解決，予以多樣化的

問題探索點與解決策略（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14），引導學生在求解任務過程覺察與理解議題意識，豐富與

落實數學素養導向教學。Stein 等人（2000）指出「認知需求」（cognitive 

demand）為學生參與和解決任務所需的思考層次。認知需求由低而高分

別為「記憶型」（memorization）、「無連結程序型」（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連結程序型」（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做數學」

（doing mathematics）四層次（Stein & Smith, 1998），詳見表 1。2 

換言之，認知需求分為高、低兩種，重點在於學生求解任務時，是

否需探索解題的可能路徑以及連結程序背後的概念。就低認知需求任務

而言：「無連結程序型」只需應用學過的技巧即可求出答案，不用理解

背後的概念；「記憶型」只需透過記憶背誦就能回答問題。就高認知需

求任務而言：「做數學」要求處理多種解答的非常規問題與探索問題的 
 

2 此處認知需求四層次的翻譯採取徐偉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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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學認知需求 
低認知需求 高認知需求 

記憶型 無連結程序型 連結程序型 做數學 

˙複製先前習得的

事實、規則、定

義或是記下來。 

˙由於任務不含程

序或是沒有給予

充分時間，而無

法使用程序。 

˙沒有模糊空間，

這一類的任務明

確要求正確複製

先 前 學 過 的 內

容。 

˙沒有連結到概念

或 是 事 實 、 規

則、公式、定義

背後的意義。 

˙算則化，僅使用

特定方法或是直

接 用 自 先 前 所

學。 

˙不多的認知需求

即可完成；在完

成什麼與怎麼做

時，只有一點點

模糊空間。 

•沒有連結到數學

程序背後的概念

或意義。 

•聚焦於複製正確

答案而非發展數

學理解。 

•不需要解釋，或

是解釋聚焦於描

述 所 使 用 的 程

序。 

•程序的使用在於

發展數學概念和

想 法 之 深 層 理

解。 

•多樣化的解題路

徑聯繫到根本的

概念和想法。 

•以多樣的方式呈

現 ， 如 視 覺 圖

表 、 具 體 操 作

物、符號與問題

情境。 

•需要某些程度的

認知努力，雖然

會用到一般性的

程序，但學生並

非不加思索地使

用，仍需連結到

程 序 背 後 的 想

法。 

•需要複雜、非算

則化的思考，無

法從任務或例題

一眼看出要用到

的解題策略。 

•需要學生探索與

理解數學。 

•要求學生自我監

控與自我調整認

知過程。 

•需要分析任務和

檢視任務的邊界

條件，以識別可

行的解題進路與

合理的解答。 

•由於解題過程的

不確定性，需要

相當的認知努力

與可能引發某種

程度的焦慮。 

資料來源：取自 NCTM（2014, p.18）。 

 

可能解題路徑；「連結程序型」其求解方式並非顯而易見，須思考程序

與概念的連結，以及運用多種表徵求解。理想上，議題融入數學應多提

供學生高認知需求的任務，引導學生察覺生活或社會現象背後的問題，

進行探索、思辨與價值澄清，鼓勵學生合作探究問題可能的成因或解決

之道，以及應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來處理或實踐議題。 

二、性平議題融入之內涵與架構 

相較於其他議題，性平融入的教育理念和多元文化教育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游美惠，2013）。性平教育肯認人類本具的多樣性與培養平等

意識，促進多元文化理解及批判思考能力，覺察社會文化中習而不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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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探討解決之道並進而採取具體行動消除各種偏見和歧視（國教

院，2019）。另外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尊重文化差異與促進教育機

會均等，對於不同的族群和文化群體發展出正面且積極的態度，讓所有

學生皆能習得相關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以安身立命於現今多元族群與

種族的世界，強調知識與行動的緊密連結，挑戰傳統上知識是價值中立

的觀點（劉美慧，2013；Banks, 1993）。對於性平融入領域的策略，九年

一貫之性平教育課綱提出「貢獻」、「添加」、「轉化」與「社會行動」等

取向（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

這些取向可追溯至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學者詹姆士‧班克斯（ James A. 

Banks）所提出之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 

Banks（2010）的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具有層次性，從簡單的貢獻

取向逐步進到社會行動，為性平議題融入提供概念架構，也對十二年國

教素養導向教學實踐揭示參考方向。不過，該模式在性平融入教學實踐

上仍須充實相關內涵（王儷靜，2013）。王儷靜（2013）的研究指出可從

「知識、情感、反省、行動」思考性平議題融入教學的層次性。類似於

王儷靜的觀點，十二年國教之議題融入依「覺知問題、理解知識、習得

技能、建立價值與實踐行動」之五面向進行素養導向教學，強調整合問

題探究與認知、情意、技能之學習（國教院，2019；林佳慧等人，2019）。

無論是教師教學設計或是課室環境布置，可引導學生覺知現象中存在的

問題，整合各領域的「學習重點」與議題的「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進行探究思考、辯證反思、體驗實作，建立價值信念及社會實踐的行動

力。基於此，我們參照 Banks 的理論架構，並且參採官方發布的重要文

件：《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教院，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2018）、《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以及國內外相關

學者論述，提出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架構，詳見表 2。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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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架構 
學科整合低 學科整合高 

貢獻取向 添加取向 轉化取向 社會行動取向 

˙不更動原有的課

程架構。 

•認識不同性別者

對於學科發展的

貢獻。 

•易於課堂實施，

然性平的問題意

識淺薄。 

•不更動原有的課

程架構。 

•在原有的課程中

加進新的性平議

題內容、主題和

教學活動等。 

•從社會現象或事

件背後的性平議

題，啟發性平問

題意識。 

•易於課堂實施，

然未整合至數學

知 識 和 技 能 學

習。 

•解構原有的課程

結構，整合學科

學習重點與性平

學習目標、學習

主 題 和 實 質 內

涵。 

•轉化一：察覺性

平問題、現象或

事件，理解與習

得性平知識。 

•轉化二：分析性

平現象或成因、

澄清性別價值、

建立性平信念與

探究技能。 

•解構原有的課程

結構，整合學科

學習重點與性平

學習目標、學習

主 題 和 實 質 內

涵。 

•對於性平議題進

行問題解決、策

略擬定與實踐行

動。 

 

（一）貢獻取向（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 

貢獻取向是指教師在不更動原有課程內容的前提下，視適當的時機

或場合，把不同族群的英雄、節日或是慶典加入課堂內容之中，讓學生

接觸不同族群的文化。此取向又稱為「英雄與節日」模式，強調特定族

群英雄的貢獻（劉美慧，2013）。由於女性較少參與數學活動或事業的原

因相當程度來自於父母期待、教師教學方式、教科書和圖書性別角色所

造成之刻板印象（Dowling, 1998），教師教學時可建立「角色典範」，透

過圖片或影片文本，提供女性角色楷模或學習的典範，打破性別刻板印

象（蔡麗玲，2014）。例如：一般數學教科書在提及測量金字塔高度時，

多以古希臘哲學家泰利斯（Thales）為例，教師也可以舉女性數學家希

帕提亞（Hypatia）的生平事蹟，提供學生理解不同性別的數學家對數學

發展的貢獻；或是介紹第一位獲得數學 高榮譽「費爾茲獎」（Fields 

Medal）的女性數學家瑪莉安姆‧米爾札卡尼（Maryam Mirzakhani）的故

事，作為女學生學習數學的角色楷模，拓展生涯發展的視野。該取向由



www.manaraa.com

 
 

40 教科書研究 第十三卷 第二期 

 

 

於不改變課程原有結構，教師易於課堂實施。惟須留意取材的適宜性，

避免因探討深度不足而形成刻板印象的再製。此外，貢獻取向偏向「舉

例、參照、觀摩」等形式，引發學生對議題意識的覺知尚屬淺薄。 

（二）添加取向（the additive approach） 

同樣在不更動原有課程的前提下，把其他族群的文化、主題或是觀

點納進來，教師可以選用一本書或於一堂課進行融入，引導學生從社會

現象或事件背後的性平議題，啟發性平問題意識。此外，學校舉辦多元

文化週，透過戲劇表演、書展或名人經驗分享等，讓學生認識和欣賞不

同性別族群的文化（如同性戀、跨性別者），亦屬此模式。性平融入數

學的作法可於性平教育週，或於課堂教學活動帶領學生討論男生與女生

的數學學習成就的差別，究竟是來自先天的性別差異還是後天的社會文

化形塑？引導學生覺知社會文化現象底下蘊含的性平議題，做為探究的

起點，透過開放式的討論，朝向有意義的學習（Rugg, 1923; Symeonidis & 

Schwarz, 2016）。該取向教師易於實施，即在原有課程外加性平議題之內

容、主題或教學活動等，使學生具有議題探究的問題意識，然在課程組

織上，議題與學科知識整合性較低。 

（三）轉化取向（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Banks（2010）指出轉化取向為改變課程原本的目標與結構，引導學

生從多元文化觀點認識事物。九年一貫課程多採轉化取向做為議題融入

之倡議，即將性平教育目標與各領域課程目標與內容重新組織整合，讓

學生同時習得學科和性平議題的知識概念和技能（莊明貞、何怡君，

2005；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

十二年國教在轉化取向的作為，一方面承續九年一貫議題融入之論述，

即解構原有的課程結構，整合學科學習重點與性平學習目標、學習主題

和實質內涵。再者，依性平議題學習目標（國教院，2019）區分轉化取

向之「察覺與理解」與「分析與價值建立」兩種層次，做為性平議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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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知識交織的理解，進而促進尊重多元、同理關懷的價值。如同王儷

靜（2013）認為性別融入課程重要課題是建構和生產具有性別平等意識

的文本，除了提供習得性平議題的相關知識，也能引導學生進行價值思

辨與社會關懷。 

據此，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一：「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

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國教院，2019，頁 30），

為轉化一之「察覺與理解」層次。重點是透過學科知識或文字語言工具，

學生能認識與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知社會文化所蘊含的性平議題及其

權力結構成因或形式（Tetreault, 2010）。例如：學生可檢視校園空間或班

級事務分配等數據，透過簡易統計圖表操作，理解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

別差異；或是分析一部影片男女演員臺詞的質量差異，探究性別刻板印

象或強弱不一的性別權力關係。其次，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二是「建立性

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國教院，2019，頁

30），為轉化二之「分析與價值建立」層次。重點在理解知識的基礎上，

學生能分析社會文化之性別不平等現象、事實或權力關係，探討背後成

因和各種觀點，建立自我對性平議題的價值信念，作為行動的準備

（Tetreault, 2010）。以「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迷思、偏見與

歧視」實質內涵為例，學生可蒐集性平廣告案例，運用數學工具探討廣

告手法與自我身體意象的關聯，透過對話與討論，分析探討外在形象與

權力、偏見、歧視或經濟利益等相互影響關係，釐清自我對身體自主權

的價值觀。 

（四）社會行動取向（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在轉化取向的基礎上，整合性平議題和學科學習，引導學生將概念

知識或價值關懷化為具體的行動，進而創造公平正義的環境（Banks, 

2010），如同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三所揭櫫：「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

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國教院，2019，頁 30）。

易言之，學生透過探究、分析與思辨，整合跨領域知識並採取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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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性別議題所追尋的社會公平正義價值。例如，教師可擇取「性別權

益與公共參與」之實質內涵：「性 J10 探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融入數學領綱之學習表現「d-IV-1 理解常

用統計圖表，並能運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及使用統計軟體的資

訊表徵與人溝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2018），整合數學與性平的課程內容，設計數

學學習任務引導學生蒐集性別議題相關的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讓學

生學習統計概念時，能應用所學分析與識別日常生活中或社會上在資源

分配與運用的性別現象（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當學生察覺統計數字背

後的性別意涵時，進而思考不平等的現象是來自起薪不同還是薪水調整

幅度的落差？對此，又可以採取哪些改善行動？ 

綜合上述，進行議題融入教學時，教師可視教學需求在課堂中混合

運用這四種取向（劉美慧，2013）。對教師而言，貢獻取向和添加取向由

於不更動原有的課程結構，比較容易進行議題融入。然而，貢獻和添加

取向融入的程度不足，比較像是「套入」學科課程，性平教育自外於領

域知識與概念學習的脈絡，偏屬「學科整合低」。不同於貢獻取向和添

加取向，轉化取向和社會行動取向整合領域學習重點和性平教育實質內

涵，偏屬「學科整合高」，教師引領學生在探討議題的過程中習得學科

知識和概念，並應用所學至真實情境中。這需要教師引導學生察覺生活

或社會現象背後的問題，鼓勵學生合作探究問題可能的成因或解決之

道，促使學生應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來處理或實踐議題。 

參、性平議題融入分析架構與案例解析 

一、分析架構 

本研究應用內容分析法（Cohen & Manion, 2000）探討「校園逐臭之

【夫】」模組，並以模組的「任務」和「想一想」做為分析單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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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議題融入數學教學設計的特色與品質。首先，由於高品質數學任務

在教學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NCTM, 2014），以表 1 的架構做為分析

工具，了解模組任務之認知需求度。認知需求度架構已被國內外學者用

以分析數學教科書設計，或是檢驗教師自編教材品質的參考工具（參見

徐偉民，2013；Hong & Choi, 2014; Jones & Tarr, 2007），具備良好的信、

效度。 

再者，性平議題融入涵攝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具備四種取向（Banks, 

2010），以表 2 的架構分析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任務的層次性。該架構經諮

詢性平教育專家學者，確立其內容效度，並且採納其建議將轉化取向依

據性平議題學習目標（國教院，2019）細分為兩個層次：（一）察覺與理

解、（二）分析與價值建立。 

後，我們結合表 1 和表 2，形成 5×6 之二維矩陣，建立「性平議

題融入數學分析表」（簡稱分析表），作為分析數學認知需求與議題融入

層次之檢核工具。另外，考量模組的某些任務僅為數學知識內容或性平

議題內涵，因此增一類別：「無」。 

二、案例簡介 

「校園逐臭之【夫】」模組為七年級的統計單元，其學習內容為「算

術平均數、中位數、眾數」，而融入之性平議題實質內涵為：「性 J10 探

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該單元探

討女廁為何常有大排長龍的現象，進行實作調查與統計分析，藉由統計

數據佐證男女在上廁所時間沒有太大的差異，從而識別出大排長龍現象

背後來自於女廁空間規劃不公與性別身體意象，並提出解決之道與理解

身體意象的影響。設計理念在於讓學生覺知校園空間與資源（廁所）分

配的性別落差與建立解釋的統計模型，於真實情境中以多重的觀點詮釋

數學的解答，尊重不同性別者運用校園空間與資源（廁所）之需求，讓

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培養性別關懷與提升性別平等的意識，為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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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行」的社會參與和行動打下基礎（晏向田，2019）。 

模組之規劃類似於教科用書，包括「學生手冊」與「教師手冊」。

學生手冊的功能類似課本，列出需要完成的學習活動，主要由「任務」

與「想一想」的探索題所構成；在學習活動告一段落之後，解釋相關的

數學和性平概念。教師手冊做為備課用書與教學資源，裡面涵蓋單元目

標、設計理念、課堂結構、模組架構、任務設計、學生對於任務的回答

與教學注意事項等。 

三、案例分析 

此模組分析由 3 位各具備數學教育、課程與教學與多元文化專長的

專家擔任評分者，首先 3 人各自按分析表分析學生手冊，將「任務」或

「想一想」填入分析表的細格內。由於大多數的「任務」與「想一想」

由數個子任務或子題所構成，故以子任務或子題做為基本的分析單位。

以任務 1 為例，包括兩個子任務 1 和 2，故以任務 1-1 和 1-2 為分析單位；

同樣地，以「想一想」為例，由兩個子題組成，每個子題皆為分析單位，

以理解任務設計的特色。 

分析時，評分者首先判別任務或想一想之歸屬。以任務 1-1 為例，

若評分者認為它不涉及數學內容，其數學認知需求度歸為「無」；又該

任務之數學學科的整合度低，僅涉及性平內容，故在議題融入取向層次

性歸為「添加」。 

待 3 位專家各自完成「任務」與「想一想」的歸屬判別後，接著針

對「認知需求度」和「議題融入取向層次性」評分。數學認知需求度，

從「無」、「記憶型」、「無連結程序型」、「連結程序型」與「做數學」，

共五項，由低至高分別為 0、1、2、3、4 分；而議題融入取向的層次性，

從「無」、「貢獻」、「添加」、「轉化一」、「轉化二」與「社會行動」，共

六項，由低至高各為 0、1、2、3、4、5 分，如表 3。以任務 1-1 為例，

它在數學認知需求度評為 0 分，在議題融入取向的層次評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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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處理來自數學認知需求度與議題融入層次性的評分誤差，本研

究以「概化理論」（generalizability theory）（Brennan, 2001; Shavelson & Webb, 

1991）分析評分結果，並且建立信度。概化理論是由 Cronbach、Gleser、

Nanda 與 Rajaratnam 等人於 1972 年提出，結合古典測驗理論與變異數分

析的方法，估計各種誤差來源的變異成分，有效處理古典測驗理論無法

同時處理多種誤差來源的缺失。它以概化係數（generalizability coefficient）

做為信度的證據，等同於古典測驗理論的信度係數（Crocker & Algina, 

2006）。 

研究分析的面向（facet）為「數學任務」（T）、「評分者」（R）和「融

入品質」（簡稱品質）（Q），形成「T×R×Q」之二層面交叉設計（two-facet 

crossed-design）。其中，數學任務是區辨面向（differentiation facet），為測量

的對象；而評分者與品質則是工具面向（instrumentation facet），為量化資

訊的來源。由於本研究關注分析表的品質，須盡可能納入各種可能的誤差

來源，因此採取概化理論中的 G 研究（G-study）。我們使用 EduG 6.1 package

統計軟體（Cardinet et al., 2009）進行二層面變異數（two facets ANOVA）分

析，以求得各面向變異數以及面向間交互作用變異數之估計值， 後求得

概化係數，亦即 G 係數（相對係數）與 Phi 係數（絕對係數）。 

 

表 3  議題融入數學計分表之例舉 

認知需求度 
 
 
 
 
 
 

任務／想一想 

認知需求 融入層次 

無 記

憶

型 

無

連

結

程

序

型 

連

結

程

序

型 

做

數

學 

無 貢

獻 
添

加 
轉

化

一 

轉

化

二 

社

會

行

動 

0 1 2 3 4 0 1 2 3 4 5 

任務 1-1 0 2 

p.5 想一想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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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表之信度 

藉由 G 研究可求得來自 T、R、Q 面向，以及面向間交互作用：T×R、

T×Q、R×Q、T×R×Q, e 之變異數，詳見表 4。就數學任務、評分者、品

質三個面向而言，數學任務占所有變異來源的 23.9%，相較於其他兩個

面向：評分者（0.8%）與品質（0.7%），可知「數學任務」為面向 大

的變異來源。再者，它在所有變異來源中排名第二，意味著分析表可以

有效區辨出數學任務之間的差異。此外，評分者僅解釋不到百分之一的

變異數，顯示 3 位評分者使用分析表給分的差異不大；品質同樣也解釋

不到百分之一的變異數，顯示品質間的得分差異不大。 

就面向間的交互作用而言，任務和評分者的交互作用解釋了全體變

異數的 14%，排序在所有變異來源的第四位，顯示評分者在評定任務時，

其評分標準大致能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任務和品質的交互作用解

釋了全體變異數的 43.4%，為 高的變異來源，顯示不同任務之間有著

相當不同的品質。評分者和品質間的交互作用解釋了全體變異數的

0.5%，在所有變異數來源中所占 少，顯示融入品質不會因評分者的不

同而有所差別。 後，在任務、評分者、品質三者之交互作用方面，該

殘差項占了所有變異來源的 16.8%，排名第三，這顯示三面向交互作用

與測量中發生的隨機誤差仍占有一定的比率。 

概化係數經估計得出 G 係數為 0.84、Phi 係數為 0.83，代表分析表

整體具備高信度（Brennan, 2001）。接著針對融入品質進行 G 面向分析，

結果如表 5 所示。 

從表 5 可知，當認知需求度從分析表排除之後，單看融入層次性則

G 係數與 Phi 係數皆提升至 .91，而當融入層次性從分析表排除之後，

單看認知需求度則 G 係數與 Phi 係數皆略為提升至與 .87。這顯示單從

認知需求度或融入層次性來分析模組仍保持相當高的信度。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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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層面交叉設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變異數（σ

2
） 百分比 

任務（T） 232.57895 56 4.15320  .57064 23.9 

評分者（R） 4.15789 2 2.07895  .01824  0.8 

品質（Q） 6.45906 1 6.45906  .01677  0.7 

T×R 74.84211 112  .66823  .33412 14.0 

T×Q 376.70760 56 6.72692 1.03586 43.4 

R×Q 1.44444 2  .72222  .01267  0.5 

T×R×Q, e 44.88889 112  .40079  .40079 16.8 

總計 741.07895 341 - - 100 

 

表 5  融入品質之 G面向分析表 
面向 層級 G 係數 Phi 係數 

融入品質（ηQ = 2） 
認知需求度 .91 .91 

融入層次性 .87 .87 

 

數學認知需求表（表 1）和性平議題融入數學架構表（表 2）皆具備相

當良好的信度，而融入層次性的信度略高於認知需求度之信度。 

二、性平融入數學教學模組層次 

3 位評分者評定的題數按照數學認知需求高、低以及學科整合度

高、低分別歸類至表 6 之四個細格。接著計算出每一細格之平均題數，

並求出各細格題數占全部題數的百分比。 

從表 6 可以看出，單就數學認知需求度而言，低認知需求任務占了

約六成，而高認知需求任務占了約四成。另一方面，就學科整合度而言，

低整合度任務占了約七成，高整合度任務占了約三成。其中低認知需

求、低整合度占了將近一半，而高認知需求、高整合度僅占不到全部任

務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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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一步求出 3 位評分者在表 3 各個細格填入題數之平均數，並求得

占全部題數的百分比，可得表 7 之結果。從表 7 可知，模組任務以「無連

結程序型」和「無」所占的比例 高，將近約四分之一，其次是「連結

程序型」和「無」所占的比例，約占 17%，再來是「無數學認知需求」

和「添加取向」的任務，約占 15.8%。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五分之一的

任務不具備數學認知需求，換言之，這些任務本身沒有數學內容。另一

方面，大約三分之一的任務同時具備數學認知需求與議題融入，其中，

高認知需求與高整合度的任務的比率占不到全部的五分之一，多為「連

結程序型」和「轉化（二）」，亦即這些任務需要學生思考程序與概念之

間的關係及運用多種表徵解題，同時分析性平議題和澄清價值等。 
 

表 6  融入層次百分比 
學科整合度 

認知需求度 
低 高 總計 

低 46.78 13.45 60.23 

高 23.39 16.37 39.76 

總計 70.17 29.82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加總不等於 1。 

 

表 7  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結果（%） 
議題融入取向 

 

認知需求度 

學科整合低 學科整合高 

總計 
無 貢獻 添加 

轉化

（一） 
轉化

（二） 
社會

行動 

   無 .6 0 15.8 .6 1.8 2.9 21.6 

低 
記憶型 1.8 0 0.6 2.9 .6 1.2 7.0 

無連結程序型 24.0 0 4.1 0 3.5 0 31.6 

高 
連結程序型 17.0 0 5.3 1.8 11.7 0 35.7 

做數學 1.2 0 0 2.3 .6 0 4.1 

總計 44.4 0 25.7 7.6 18.1 4.1 100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總計值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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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討論 

議題融入數學為跨領域統整課程，首先關注求知的方法，處理數學

與議題兩者知識建構之共通處，其次則為知識的獲得與態度的建立（王

儷靜，2013）。數學領域作為擬經驗的科學（Lakatos, 1976），在命題探索、

證明與反駁之往復辯證間，建構起數學知識和體系。這和議題融入所強

調的思辨精神一致，模組任務設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關注數學求知本質

的特色。以下針對本研究發現進一步探討： 

一、議題融入能促進學生參與高品質的數學學習機會 

「校園逐臭之【夫】」之任務設計反映出關注數學求知的特色，在

具備數學認知需求的任務之中，高、低認知需求任務約各占一半，且高

認知需求任務的比率略高於低認知需求任務（39.8、38.6）。相較於國內

中小學教科書之統計單元，有相當高比例為低認知需求任務與強調知識

的獲得（李健恆、楊凱琳，2012；徐偉民，2013），該模組較能引導學生

從多元角度切入問題，進行問題解決、數學推理、建構意義，以及使用

多樣化的解題策略。以模組任務為例，任務三請學生測量同組學生實際

排尿時間，以及自己與他人進出廁所時間的數據；任務四請各組學生選

擇合適的統計圖來呈現蒐集到的數據，並說明使用該統計圖的理由，接

著要求學生觀察不同性別在實際排尿時間、進出廁所時間、實際排尿與

進出廁所時間是否存在著差異，並舉出至少兩個理由說明為何有差異存

在。 

陳幸玫與許沛婷（2014）發現國內數學教科書在統計單元的課程設

計，常以虛擬或逼真資料做為教學素材，無法適切地回應學生的生活經

驗或是所處的社會環境。反之，相關研究指出藉由蒐集與分析生活真實

資料的教材編排，容易結合學生經驗，引發學習的共鳴（陳幸玫、許沛

婷，2014；鄒聖馨、鍾靜，2001；Lajoie et al., 1995）。「校園逐臭之【夫】」

模組透過真實情境的任務安排引導學生蒐集資料、分析真實數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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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詮釋與推理的能力，呈現數據意涵與自身生活經驗的關係。換言

之，學生須先思考處理龐雜統計資料的方法，選擇適合的統計值以代表

所得數據，若出現極端值時要如何處理？背後蘊涵的性平意義為何？或

哪種性別幫嬰兒換尿布的比例較高？反應何種社會價值？簡言之，該模

組除了提供統計推理（statistical reasoning）與統計思考（statistical thinking）

（Garfield et al., 2003）之學習經驗外，同時引導學生思考數據背後隱含

社會文化結構之性平意涵。 

一般而言，議題融入常被誤解只能在彈性學習課程或節數實施，若

是在領域時間進行議題融入可能影響原有的課程安排，導致教學進度落

後。因此數學教師對於議題融入抱持著懷疑甚至是抗拒的態度，議題融

入鮮少、甚至沒有在數學課室內發生（晏向田，2017）。本研究發現課程

設計若能掌握議題融入的精神，議題融入將有助於提供學生參與高品質

的數學學習機會。 

二、檢核工具能精進課程與教材設計的品質 

「校園逐臭之【夫】」之任務設計除反映數學求知的特色，另一方

面透過檢核工具可顯示議題融入數學任務設計的層次性，也可作為精進

課程與教材設計品質的參考。從模組任務的分析顯示，該教材雖然為性

平議題融入數學的示例，提供現場教育工作者參考與轉化，然透過檢核

工具可知，此示例在設計方面仍有精進的空間。 

特別是，本示例有七成為低整合度任務，也就是說，數學學習內容

和性平實質內涵並沒有適切整合在一起，甚至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任務缺

少數學知識整合的內容，或是脫離本單元數學的情境脈絡，僅為性別議

題的問題討論。以本示例 後總結活動為例（如圖 1）：學生在習得如廁

時間的極端值概念與理解身體意象意涵後，承接五個「想一想」的題目，

其中，第三題：「若是在注重上述身體意象的情況下，會不會增加使用

廁所的時間呢？」，顯然這與統計單元的數學學習脈絡脫勾，流於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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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探討性平議題，殊為可惜。反之，課程設計若能於身體意象說明後，

呈現相關的統計數據意涵，或是透過身體意象調查活動，引導學生從現

象覺知中，理解身體意象的概念，進而探討統計數據背後的性別刻板印

象，相信有助於建立個人的價值信念。

整體而言，依據檢核工具得知本示例低整合度的任務設計較占多

數，可為課程設計調整的方向；另一方面，本示例高整合度的任務則過

於集中在轉化（二），偏屬理性分析和價值澄清的層次。至於社會行動

層次所占的比率不高，亦有補足增進之處，例如：本模組可針對「資源

運用與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之實質內涵，設計社會行動層次的任務，引

導學生觀察學校或社區廁所硬體與數量配置的現象，運用統計數值或圖

表等工具，指出空間與資源分配之性別落差問題，並以數據為本，撰寫

圖 1  想一想示例 

資料來源：晏向田與陳彥霖（201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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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報導，對學校或社區提出改進建議，發揮社會關懷行動與培養

公民意識，實踐性別平等之理念。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性平教育從無到有進到正式課程中，對於中小學教師不啻是一項挑

戰（楊巧玲，2018）。在現行的數學課堂，議題融入教學幾乎等於融化，

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常被視為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要處理這樣的困

境，除了需要更多的數學教師投入與更多教學案例研發之外，也需要概

念化的工具來檢視與提升教材的品質。本研究發展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

析表，以「校園逐臭之【夫】」模組為案例解析議題融入數學的內容與

特色。該表由「數學認知需求度」和「議題融入層次性」所構成。數學

認知需求度由低而高分別為：「無」、「記憶型」、「無連結程序型」、「連

結程序型」、「做數學」，在分析數學任務方面具備良好的信、效度。另

一方面，議題融入層次性藉由理論建構和專家諮詢建立其內容效度，由

低而高分成「無」、「貢獻」、「添加」、「轉化一」、「轉化二」、「社會行動」

層次。概化理論分析顯示分析表整體具備良好的信度，而議題融入層次

性也具備高信度。因此，此表可用以檢視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教科書編

撰或是教師自編教材的品質。值得注意的是，本表之數學認知需求度雖

然適合分析「數與量、代數、幾何、統計」等數學主題，然而，議題融

入層次性是否仍適合分析「統計」以外的主題？或是計分方式仍具有其

合理性？尚待更多研究進一步檢視，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由於議題教育本身的跨領域特性，議題融入有助於數學素養導向教

學的實踐，這一點從「校園逐臭之【夫】」模組案例分析可獲得印證，

該模組有許多任務屬於高認知需求。Hattie 等人（2017）即指出高認知

需求任務為數學深層學習與遷移學習所不可或缺，有助於學生對於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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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掌握、理解與運用。再者，模組設計一些高整合度任務，除了建

立數學概念與應用技能之外，同時啟發學生性平意識覺知，分析統計數

據背後隱含的議題概念，引導反思辯證、甚至起而行動。然而，這份模

組在高整合度任務的比率上有待提升，在社會行動取向任務設計上仍有

待加強，可為後續教學設計著墨與改進之處。經由分析表系統性地檢

視，有助於吾人看出「校園逐臭之【夫】」模組設計的特色和優缺點；

儘管它被視為性平議題融入數學的範例，仍可以從分析過程獲得如何提

升模組品質的洞察。本表的使用除了檢視性平議題融入教材設計的品質

之外，還可從中提出教材品質的改進建言，為教材研發指出具體可行的

方向。 

二、建議 

本研究建構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表，以及使用分析表檢視性平議

題融入數學教材的品質和特色，並從中提出改進建言。由於議題教育不

僅有性平，還有人權、環境、海洋等其他議題，若能研發其他議題融入

數學或是性平議題融入其他領域的分析表，並建立信、效度，相信有助

於議題融入教學的整體推動和品質提升。 

進一步而言，教師專業發展在教育改革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甚至

是教育改革的同義詞（Desimone, 2009），厚植教師專業發展品質是推動

議題融入教育成功的關鍵。職是之故，在實務方面，本分析表可以做為

教師專業增能與共同備課工具，讓教師藉由了解與操作分析表解析教科

書單元，增進其在性平議題融入教學之知能；或為共同備課使用分析表

識別自編教材的優缺點和特色，據以改進教材編撰的品質。在研究方

面，可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理解分析表於備課與議課過程之

運用、探討議題融入教學的專業知能要素，以建構議題融入專業發展的

可行模式與途徑，拓展議題融入教學之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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