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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教育局「深化專任運動教練性別平等知能研習暨推動

學生性別教育計畫」執行成果表 

壹、 依據： 

一、 依據 CEDAW 第 10 條，各單位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

歧視，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在男女平

等的基礎上保證積極參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同，專任運動教練掌控

學生的出賽權及相關訓練資源，自應具備性別平等之意識，以保障學

生之權利。 

二、 另 CEDAW 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提及應為所有教育人員提供強制性、

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設、教育和培訓，以使他們能夠適當預防和應

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其中培訓內容應包含性別陳規定型

觀念和偏見如何導致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以避免教育人員

因性別刻板印象而使學生受害。 

三、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及第 13 條，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而

受到差別之待遇；且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

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

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

別平等意識。 

四、 又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所述，性別平等是基於對人的尊重，故對任一

性別或族群不應存有歧視，或認為擁有支配的權力，繼而產生暴力傷

害與控制的行為，且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的教育、文化與媒體面向

更指出各單位應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不僅學生須具備性別平等之

意識，相關教育人員更應參與在職教育和訓練，積極提升性別敏感度，

營造性別友善的校園空間。 

五、 專任運動教練雖然僅屬於教育人員的一小部分，但卻會對有運動專長

之學生造成深遠的影響，特規劃本具體行動措施，深化專任運動教練

性別平等意識，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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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說明： 

一、 運動教練或體育教師兼任教練指導學生，不論體育活動或是運動訓練

都屬於身體動作的學習。運動教練常需透過語言指導或是肢體動作修

正，讓學生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卻忽略身體界限的尺度與分寸，造

成運動教練與學生間真實發生或疑似性騷擾、性侵害事件。 

二、 近年運動教練或體育教師兼任教練不當體罰或性侵害、性騷擾學生案

件頻傳，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案件顯示：本市性侵害及性騷擾行為人

為運動教練或體育教師兼任教練者，107 年有 5 件，108年有 1 件，

109年 1到 6月則有 3件。 

三、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5條規定，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

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之

教育內容。《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24條規定，教

練在職期間，應積極進修研究與其訓練指導有關之知能；其進修時數，

每年至少 18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本市專任運動教練計有 99員，

須於每年增進性別平等教育知能，以維護學生身體自主與受教權益。 

參、 計畫目標： 

一、 增能新進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於專業領域議題與理論及實務操作方向，

建立基礎性且完善學、術科知能，以建構卓越專任運動教練之基礎。 

二、 落實各校督導機制，促進校園安全環境，提升預防處理性騷擾、性侵

害、性霸凌事件行政處置能力，建立安全友善的校園運動空間。 

三、 到校宣導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STOP 機器人》繪

本及動畫，讓學生理解身體界限，捍衛身體自主權，學習自我保護的

能力。 

四、 提供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分享，強化學校場域及體育教學的性別平等

教育。 

肆、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伍、 承辦單位：過嶺國中、永平工商、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中原 

          國小、經國國中、富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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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推動策略： 

一、 辦理本市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及國中小到校輔導，藉由真實案

例進行實務探討，請各專任運動教練身歷其境思考，討論、分享彼此

會如何因應此類事件。在教練績效評量說明中，藉由講師說明及提問

回答，各專任動教練能更了解自身權益、評量要點。 

二、 具體受益對象：申請辦理學校之體育班學生、教師、專任運動教練及

相關學務處、輔導室人員。 

三、 執行方式：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自編《STOP機器人》教材。 

(一) 體驗活動：口香糖、黏哪裡？透過不同身體部位的接觸，讓學生

思考活動過程中有哪些動作讓自己感覺到不舒服，並反思面對不

舒服的言語或行為該怎麼處理，引導出「身體界限」的概念，此

界限會因對象、情境及成長經驗的不同而改變。 

(二) 《STOP機器人》動畫欣賞：透過講師的引導，學生思考動畫中主

角遇到體育活動時的狀況進行討論，教導學生察覺、辨識、反映

及求助等四個安全指令，同時他人的四個隱私部位，屁股、胸部、

下體及大腿內側，絕對不可以碰觸，進而導引出「身體自主權」

的概念。 

四、 執行人員：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輔導員

共 14人。 

柒、 期程規劃：110年 5月至 12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深化專任運動教練

性別平等知能研習 
        

推動學生性別教育

計畫 

 
       

捌、 執行預算： 

一、 深化專任運動教練性別平等知能研習：94,450元。 

二、 推動學生性別教育計畫：53,791元。 

玖、 預期效益： 

一、 強化本市專任運動教練整體性別平等相關概念及敏感度，在從事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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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運動訓練時，尊重學生對於身體自主權的意識，透過適當合理

的語言與肢體接觸達到教學成效，減少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發生。 

二、 宣導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學生掌握身體界限、身體自主權及建立健康

自主的性別意識。 

三、 指導體育班學生於學習或訓練過程中有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的疑

慮時，能依循察覺、辨識、反應及求助的步驟尋求協助，做出合理的

判斷與行動。 

壹拾、 活動成效： 

一、 本市 110年度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業於 110年 5月 5日辦理完

竣，本次研習邀請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同時亦是本市性別平等教育輔

導團召集人黃木姻校長，為本研習設計課程並擔任講師，課程內容包

含指導學生身體界限、性騷擾定義、單獨接送學生比賽時注意事項等，

並於課堂中分享相關實務案例，加強參與研習之教練性別平等意識。

本次參與人數共 108人，計 44位女性、64位男性，性別比例約 4：6。 

二、 到校宣導性別教育： 

(一) 109學年度下學期共 20校申請辦理，因疫情調整至 110學年度上

學期辦理，實際入校宣導共 15校，共計 8個行政區。 

(二) 共計學生 781人，校內教師及運動教練 57人。 

序號 學校 宣導日期 學生年級 
學生數 

(男∕女) 
實施地點 

校內教師

及教練(人) 

1 大溪區仁善國小 110.08.11 五、六 
30 

(30∕ 0) 
視聽教室 2 

2 中壢區自強國中 110.09.02 七、八、九 
67 

(49∕18) 
體育館 5 

3 蘆竹區南崁國中 110.09.24 七、八、九 
70 

(51∕19) 
活動中心 2 

4 桃園區中山國小 110.10.04 五、六 
59 

(35∕24) 
視聽教室 3 

5 中壢區龍興國中 110.10.05 七、八、九 
41 

(30∕11) 
會議室 2 

6 八德區大勇國小 110.10.08 五 
17 

(17∕ 0) 
視聽教室 2 

7 平鎮區中壢國中 110.10.21 七、八、九 
90 

(54∕36) 
視聽教室 4 

8 中壢區內壢國中 110.10.22 七、八、九 
80 

(47∕33) 
地下會議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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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宣導日期 學生年級 
學生數 

(男∕女) 
實施地點 

校內教師

及教練(人) 

9 龜山區大崗國中 110.10.27 七、八、九 
50 

(24∕26) 
三樓會議室 3 

10 平鎮區忠貞國小 110.10.27 六 
25 

(15∕10) 
601教室 2 

11 中壢區中原國小 110.10.28 五、六 
47 

(23∕24) 
三樓會議室 6 

12 龜山區龜山國小 110.11.03 五、六 
35 

(35∕ 0) 
視聽教室 7 

13 中壢區元生國小 110.12.06 五、六 
53 

(31∕22) 
視聽教室 7 

14 大溪區大溪國中 110.12.07 七、八、九 
54 

(43∕11) 
視聽教室 7 

15 楊梅區瑞原國中 110.12.08 七、八、九 
63 

(43∕20) 
活動中心 2 

共計 15校   
781 
(527∕254) 

 57人 

 

三、 活動照片及說明： 

  

宣導活動開場 第一輪口香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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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口香糖體驗活動 《STOP機器人》動畫欣賞與討論 

  

講師引導學生問題情境思考，讓學生

與生活情境結合 

理解身體界限的概念及如何進行自我

保護 

 
 

講師引導學生發表，學生均能具體回

應 
學生分享自身經驗，參與度高 

  

本學年度已進行 15場宣導，受惠師生

超過 838人 

性平輔導團黃木姻校長進行活動結

語：期盼性平推廣能夠轉換為生活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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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計畫檢討及精進作為： 

一、 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 

(一) 在性別平等實務研討上，除了黃木姻校長實例講解外，也可以請在

座教練們分享自身經驗增進互動。 

(二) 綜合座談超過預估時間，可以預留較多時間讓教練們充足提問，解

答自身疑惑。 

(三) 講師課程精彩，可安排兩天課程，更精進實力，並請教練填寫課程

問卷，針對教練需求，增加課程。 

(四) 鑒於對體育教師及教練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訓練之重要性，依委員

建議將來於版權許可的情況下，於教育訓練中提供多元性別議題

或女性典範之相關影片，以充實相關人員之性平意識。 

二、 各校教師及運動教練對於本次宣導活動給予口頭肯定，學生於活動中

多能有所反思與回答，若之後本計畫持續進行，將請申請學校填寫回

饋與建議，建立質性資料與量化數據。 

三、 本市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於 110 學年度分區到校輔導計畫，嘗試將

《STOP機器人》動畫轉化為適合普通班學生學習之內容，除「身體界

限」、「身體自主權」兩個概念外，嘗試加入「數位性別暴力」，擴充

本動畫之價值與實用性。 

四、 對於因故無法參加研習之教練或學生，爾後將印製教師及學生的法規

宣導手冊，提供案例讓教練瞭解體罰或指導學生時的肢體碰觸都可能

會觸法，或是讓學生知曉在接受教練指導時，若覺得不舒服可如何避

免，並提供相關申訴管道與流程之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