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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性別平等教育法」於2004年公布施行，其中規定學

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第

十二條第一項）。植基於母法之意旨，性別平等教育法施

行細則再申明，學校空間的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行細則再申明，學校空間的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

求救系統及安全路線、廁所及運動設施、照明及空間視覺

穿透性等相關事項，應考量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及公

平分配等原則（第九條）；復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校園安全規劃乙章，則再強調「校園安全相關事

件的記錄」、「定期檢討校園環境安全」及「使用者參與」

等的重要性。本手冊撰寫的目的，即本於上開法令之落實，

並期能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學生與相關專業人員推動實務01

時之確切參考。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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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內容聚焦於「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設計與自

我評估。所謂校園空間包括校園的空間規劃與配置、建築與

開放空間的設計、校園中的公共藝術與雕像、指示與標誌系開放 間的設計 校園中的公共藝術與雕像 指 與標

統、空間的命名、空間的使用方式（如課桌椅安排、打掃工

作區域的指派）、空間的經營與管理等。身體也可以視為一

種個人空間，因此制服、身體語言、啦啦隊、禮賓小姐等議

題 也會在手冊中提及題，也會在手冊中提及。

除了校園空間的規劃設計之外，手冊也特別強調師生參

與校園空間生產與改造的過程，以及如何藉由相關課程與活

動，來提升學生對於校園空間的感知、認同與參與的動力與

能力。

01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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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我們生活在一個已經充滿性別意義網絡的世

界，從姓名、身體展演、服裝、語言、工作、教

育、民間信仰與風俗等，莫不為性別所穿透與左

右。而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如住宅、校園、工

廠、公園等，同樣地反映了社會的性別價值，也廠 公園等 同樣地反映了社會的性別價值 也

強化或形塑了新的性別關係。我們既然無法逃離

世界之外，就只有直接面對並反省既存的性別結

構與關係。

02

X氏祠堂

基
本
理
念

在傳統風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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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不准進廚房!男生不准進廚房!

在家裡，
廚房與餐桌之間…

以校園為例，想想有多少教育內容係以性別作為分以校園為例，想想有多少教育內容係以性別作為分

類的依據，例如學生學號的編列（依男女分開）、座位

安排、行進隊伍排列、打掃工作與區域分配、制服、禮

賓小姐、啦啦隊等。然而仔細分析，絕大多數工作內容
02

其實與男女生理差異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也就是說，這

種性別區隔的教育方式並非反映了性別的生理差異，反

而是建構並強化了社會性別的差異。

為了達致性別平等，我們要做的事情，首先應是儘

基
本
理
念

量不要以性別作為分類或差別待遇的基準，以減少、進

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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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並不等於男女兩性，它除了生理

性別（sex）、社會建構性別（gender）之

外，還包括性傾向（sexuality）（同性戀、

異性戀、雙性戀）、性別特質（陽剛氣質、

陰柔氣質）、跨性別（扮裝、變性等）。

性別教育因此必須關照到上述複雜的概念。

性
別 小知識

本手冊並非否定天生的性別差異，而是意識到許多現存

的性別差異其實為後天社會所強化，而且同一性別的內部差

異往往遠大於性別之間的差異。例如環視一下教室內學生的

身高，其高矮排列順序一定是男女交錯。又如數學成績也許

男女學生平均值有些差異，但是此差異一定小於同一性別內

部高分與低分的差距。

因為生活在 個已經性別化（gendered）的世界中 要
02

因為生活在一個已經性別化（gendered）的世界中，要

去除依性別進行的差別待遇其實並不容易做到。它不是要把

性別概念丟棄，反而是要對日常生活中不自覺的性別語言與

行動有高度的警覺，例如不要過度注意女性的身體而忽視她

基
本
理
念

的能力、不講歧視任一性別的黃色笑話、不認為女性都是情

緒化的或男性都不能哭、不將照顧與家務的責任推給女性、

不認為男性應該都是體育高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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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女性由於長期處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集體

性地分配到較少的權力與資源，為了彌補這個歷史與結構性地分配到較少的權力與資源 為了彌補這個歷史與結構

所造成的後果，因此要採取積極的補救/矯正措施（the

affirmative action），來加速性別平等的到來。例如在政

治參與上，有婦女保障名額的設置，進而無論何種性別皆

受到 定比例的保障 其他措施還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中規受到一定比例的保障。其他措施還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中規

定學校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組成，任一性別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十六條）、

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第十九條）。

在校園空間方面，則可以設置女性運動優先區。

為什麼粉紅色是
女性化的顏色? 02女性化的顏色?

基
本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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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九十三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的合照。（教育部提供）

當然男女的身體仍有差異，例如女性有月經、能

懷孕生子。因此，教育內容與校園空間也應該照顧到

不同性別的特殊需求。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

規定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
02

規定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應

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並應積極維護懷孕學

生之受教權，提供必要之協助。此外，有些大學給予

生育子女的女教授較長的接受評鑑以及提出升等的年

基
本
理
念

限。在校園空間方面，則應設置哺乳室、提供比男廁

較大面積的女廁。

11



組織和使用者參與參

校園空間安全不僅直接關聯到學校師生與職員，無性別

歧視的安全校園創造，更與各處室息息相關。若以國小與國

中的處室組成為基本單位舉例說明，教務處、學生事務處中的處室組成為基本單位舉例說明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訓導處）、總務處、輔導室等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不

同而重要的角色。如：

教務處

總務處

學生事務處
與

輔導室

各級學校可依照學生的發展階段，以不同方式進行使用者

參與：

圖3-1》 每個校園行政單位在友善校園空間的創造過程都是要角。

03

（一）國小部分

國小學生雖然直接參與校園安全規劃設計過程程度有限，

但師長仍應輔以觀察、訪談等方式，了解學生的心理感受或實

質需求。此外，可將家長納入使用者參與過程，將校園安全與

組
織
和
使質需求。此外，可將家長納入使用者參與過程，將校園安全與

友善空間的需求與社區結合擴大，例如家長接送等候區的安全

規劃、兒童放學路徑的安全檢討等。

使
用
者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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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課程設計可與輔導工作配合，學校師生可邀集家長一同進行校

園空間參與之設計與評估。

總務處

主動邀集教務處、輔導室、學生事務處與師生，針對各單位

所提的校園及周邊空間使用之現況與問題（包含相關資源及

可行性建議），進行綜合評估與施作。

學生事務處

提供並共同檢討校園安全紀錄資料，且須特別處理因性別而

可行性建議），進行綜合評估與施作。

產生的校園霸凌事件。

（二）國、高中部分03 （二）國、高中部分

學生已具備完整表達自我的能力，但學生自治組織尚未完

全成熟，因此參與程度次等。學校可邀請學生代表參與校園性

別與空間相關會議，並與學生組織及人身安全相關社團共同宣

組
織
和
使

導校園安全活動。
使
用
者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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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校院部分（三）大專校院部分

大專校院屬於學生參與程度最高之學校層級，校園規劃設

計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得聘學生代表。校方可以邀

請與性別或人身安全相關社團（如：女研社、同志社團、武術

相關社團等） 參與校園安全相關活動規劃 並組織夜間護送相關社團等），參與校園安全相關活動規劃，並組織夜間護送

隊。校方亦可與學校之建築、規劃、空間設計相關科系合作，

進行校園規劃設計，以改善校園性別總體檢指出之設計不良空

間。

以 樣
您也 可以這樣做

2005年東吳大學性別文化研究社曾發起2005年東吳大學性別文化研究社曾發起

「校安與性別週」活動。在這個自發性舉辦

的活動裡，社團成員們廣邀校內有興趣加入

的夥伴一同成立工作小組，並成功地進行了

次校園空間體檢行動 她們的報告中建議
03

一次校園空間體檢行動。她們的報告中建議，

妥善的校園空間與人身安全的危機管理，應

由學生、職員工與老師三方面代表，常態性

地共同組成「校安專職單位」。

組
織
和
使使
用
者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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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法與過程

一、性別與安全事件之紀錄

校園內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其他人身安全等事件時，

校方應將案發時間、地點與空間特質、事件內容與過程詳細校方應將案發時間 地點與空間特質 事件內容與過程詳細

記錄並歸檔，以供檢討與防範危險之用。過去發生的事件也

可根據檔案資料建檔，累積一定事件之後，可以進行分析，

檢視事件發生與空間的關係是否存在特定模式，是否有高危

險的地點。

對於校園性別安全、霸凌事件的紀錄與檢討應建立機制。

事件發生後之紀錄、通報紀錄與檢討的進行方式可朝向多樣事件發生後之紀錄 通報紀錄與檢討的進行方式可朝向多樣

化管道相互配合，通報紀錄系統的建立方式包括：

04

參
與
方
法法
與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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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面記錄留存

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應向學務處通報或申訴，為了能讓通

報內容有助於進一步改善校園環境、去除安全死角，建議敘述

事件發生地點 附上 境 或指出當時 境 於個事件發生地點可附上場景環境照片，或指出當時環境不利於個

人安全防範之因素，以幫助了解校園空間之檢討與改善。

（二）網路系統通報

隨著網路普及化，為了增加通報之便利性，建議校園網站

可增設「（目擊者）網路通報」頁面，即時回饋至校警室或相

關校方單位。內容建議包括：事件類型、發生日期、時間、犯

罪嫌疑或發生事件事由、目擊對象之身分或特徵。罪嫌疑或發生事件事由 目擊對象之身分或特徵

04

參
與
方
法

圖4-1》 提供網路通報系統頁面能增加即時回報的效率。

法
與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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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空間大偵查！從校園地圖開始

即使沒有性別或霸凌事件發生，學校也應定期檢討校園空

間安全。透過積極結合課程或是舉辦校園空間安全總體檢活動，

讓這個與人人切身相關的議題更加活潑、容易親近。例行性的

檢討工作頻率 可依照校園空間規模與變動程度自行安排。中檢討工作頻率，可依照校園空間規模與變動程度自行安排。中

小學方面建議可以每學期或學年作為單位；而大專校院由於校

地遼闊，可要求每系所、單位每學期進行檢討，而全校性則每

學年定期檢討。

04

參
與
方
法法
與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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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校園夜間照明與活動地圖。
(摘自國立臺灣大學【人與環境關係導論】課學生作品)

繪製各種校園地圖是使用者參與的第一步。無論新舊的校

園環境，每隔一段時間（例如每一學期或每一學年），均可結

合學校課程以創造使用者參與的機會。並且，由這些課程產出 04

與匯集的「校園危險地圖」、「校園安全與性別資源地圖」、

「危險角落改造」等資料，可以成為校園空間改造參與機制的

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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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空間
大調查

PART 1.查？查什麼？查危險 / 安全的地方！

透過校園課程或活動，安排不同使用者踏勘校園空間。

調查內容可以參考本手冊後半部所建議的「無性別偏見校園

空間設計準則」，然後將這些調查發現記錄在校園地圖上。

校園危險地圖

其目的在於辨識校園中設計不良、有安全疑慮的地點，其目的在於辨識校園中設計不良 有安全疑慮的地點

除了提醒使用者注意以外，更可作為未來學校空間改善的依

據。使用者亦可針對特定的校園安全死角一同腦力激盪，提

出建議改善策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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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夜間活動度降低，形成
空無一人的區域。

過於相似、對稱的大樓，易造
成混淆。

停車場

運動場

停車場

宿舍區

行政
中心

花圃

宿舍建物規模過大，出入口過
多，領域感弱。

花圃設置於校園角落建成物後

集中型停車場設於校區
偏僻處，夜間照明不足。

04
花圃設置於校園角落建成物後
方僻靜處，形成死角。

動線不明的僻靜小路。

建物與圍牆之間形成多
處視覺及活動死角。 參

與
方
法

圖4-3》 校園危險地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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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地圖

其目的是在重要活動地點之間，規劃與標示出安全廊道，

也可結合在地社區，共同規劃中小學學生的上下學安全路線

與支援網絡。此外，地圖亦可包括性別友善資源的補給站，

例如校園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輔導室或性別社團、公共

廁所的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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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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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校園安全地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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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PART 1I. 空間
大調查怎麼調查？

PART 1I.

校園危險地圖與校園安全地圖的繪製，可以依不同層級

學校學生的能力，選擇不同的方法施行：

（一）校園平面圖標示法（一）校園平面圖標示法

發給參與者一張校園的平面圖，以不同顏色標明曾經發

生事件或有安全疑慮的地點（例如曾經看過暴露狂、光線太

暗、有人跟蹤…），標示日常生活的主要動線等，並用文字

加以說明。

（二）照相法

請參與者使用相機在校園中拍下個人校園印象（例如：

最喜愛的地點、最恐懼的地點、最常去的地點、老師不准學

生去的地點、有鬼故事的地點等），並使用文字輔助說明。

（三）口述法04 （三）口述法

請參與者帶領空間專業者在校園中行走，同時進行口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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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行繪製校園地圖法

說明主題後可進行小型討論，但儘量不要引導繪圖者往

某一固定方向思考。所以這些討論應是開放式的討論或針對

繪圖者提出疑問請其說明。將同學的作品張貼在牆上，分別

簡要說明後，請大家進行討論。繪製主題可以是校園危險地

點，也可以是校園中我認為最特別或喜愛的地方，或是理想點，也可以是校園中我認為最特別或喜愛的地方，或是理想

的校園等。

(五) 時間軌跡法

選擇一上課日，在校園平面圖上，以虛線或實線標示出

從進入校門到出校門之間的所有行經路徑。以●表示在該處

停留，並請附上當日課表。配合進行小組討論及個別訪談，

從不同個體的空間使用經驗整理和了解空間規劃安排對個體 04

使用空間的限制，及其中的差異性。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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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校園危險與安全地圖，還有…

將校園資訊輸入校園地圖之中，以積極扮演反映校園便

利性與安全動態的角色。 例如：

立 體無障礙 圖
地

除了校園危險與安全地圖 還有

利性與安全動態的角色 例如：

(一) 透過學校網站上，2D/3D校園地圖的建立，可提供有需要

的使用者查詢各幢建築物的無障礙設施入口分布情況，

簡單的資料建置動作 就可以讓行動 便的使用者大大簡單的資料建置動作，就可以讓行動不便的使用者大大

增加活動的方便。

(二) 可在校園地圖網站上，透過動態的地圖設計，更新並公

告校園內目前施工的地點，提醒這段期間在活動上潛在

危險的地點。

施工區
04

施工區

總圖書館
學生活動中心
衛生保健中心
性別平等委員會
綜合教室
視聽教育館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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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無障礙校園地圖模擬。〈本研究室修改自http://gemvg.com/www/ntuMuseums.html〉

所指方向為設有無障礙坡道之入口。

視聽教育館
新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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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國立清華大學2000校園安全總體檢活動

您也 可以這樣做

國立清華大學2000校園安全總體檢活動

國立清華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害防治與處理小組

（以下簡稱性別小組），曾於2000年舉辦校園安全總

體檢，並進一步將活動制度化地讓學校各處室持續共

同運作，改善校園空間的安全性。以下概述操作流程：

1.性別小組招募來自各學院共二十位學生，勘查各系所

與公共空間配置，針對安全死角拍照，並輔以該院所

系的師生或行政人員訪談，以理解校園空間安全之現

狀與問題。

2 負責勘查學生與性別小組討論後，提出書面初步改善
04

2.負責勘查學生與性別小組討論後，提出書面初步改善

建議，並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共同會勘校園安全死角，

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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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方行政單位依據建議編列預算，執行「校園安全補救

措施」計畫。投入這個計畫的組織包括：秘書處、學務

處（課指組、生輔組、住宿組）、總務處（營繕組、事

務組、保管組及駐警隊）、校園景觀委員會、校園規劃

委員會及學生會等。

4.透過網路調查師生夜間上課動線，製作「校園安全走廊」

問卷等方式 整理 製作 條不分晝夜 安全指數最高問卷等方式，整理、製作一條不分晝夜、安全指數最高

的人行路線。

參考網址：
04

http://my.nthu.edu.tw/~gen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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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奪回黑夜（ Take back the night／Reclaim the night）

間 小性別空 典
辭

在女性日常生活與成長經驗裡，幾乎都免不了被爸媽

師長甚至朋友好心提醒：「女生不要晚上還在外面逗留，

危險」。為什麼女生最好晚上少出門？無法自在地在夜晚

「的街道上晃遊，似乎也隱含了對人權的限制。「奪回黑夜」

正是立基於行動空間與人身自由的爭取所萌生的行動。自

1976年起，一群到比利時參加國際法庭性犯罪會議的女性，

舉著火把與蠟燭漫步在暗夜的街道上。這場運動從三十多

年前至今，在形式與內涵上也有所轉變。1978年在舊金山

舉辦的「奪回黑夜」遊行裡，她們以反色情會議開始，強

調從經驗訴說與傾聽（speak out）醞釀出培力的能量。臺

灣也在1996年舉辦「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爭取「夜行灣也在1996年舉辦 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爭取 夜行

權」。另外，「奪回黑夜」也延伸發展出奪回部落格

（take back the blog），就是延續以反對壓迫式色情的精神，

期許在提倡言論自由之時也能爭取對於女性、同志與弱勢

體的尊
04

團體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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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左、右)》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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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左 右)》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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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性別偏見空間課程與研習活動

學校可設計與校園空間相關的教學課程，向全校師生

說明性別平等的概念。教學應考量學生的需要和時間限制，

彈性選擇教學單元及活動，調節教學活動時間，例如在各

科課程安排獨立專題，或在週會與綜合課中添加性別與空

間的主題。再者，教師應當扮演引導者及學習者的角色，

儘量提供並製造一個支持性、自由、安全的學習環境，讓

學生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學生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

老師也可在生活中協助學生察覺生活周遭被視為理所

當然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從中尋找適切的題材，設計出貼

近同學日常生活的活動內容 例如運用教科書 卡通與童近同學日常生活的活動內容，例如運用教科書、卡通與童

話作為參考案例，引導學生如何辨識性別在校園與生活中

的運作方式；同時以學校為檢視的實作案例，製作主題式

的校園地圖，教導學生認識並觀察自己的校園環境。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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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與圖書

檢視教科書中出現人物的性別比例、男女角色的職業/

工作以及出現的空間。看看書中有沒有，女生享受運動的樂

趣、男生注重禮貌與助人、爸爸說故事、男生當啦啦隊，這

樣的描繪。對於傳達、複製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之圖文，可以樣的描繪 對於傳達 複製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之圖文 可以

分組討論，加以改寫與重繪。

檢視童話故事中如何塑造男女的性別形象和生活期望，

以及其所活動的空間 例如動畫「美女與野獸 中的美女以及其所活動的空間。例如動畫「美女與野獸」中的美女，

不再只是花瓶，她聰明而愛讀書，但是一遇到野狼攻擊等危

險情境，還是依賴英雄（野獸、公的茶杯等）救美。「美人

魚」富有冒險的精神，敢到沈船中探險，只是為了愛情卻還

是寧願犧牲自己的聲音與走路的能力。又如過去的電視卡通，

「小英的故事」、「小甜甜」裡主角小女孩大都在家裡、孤

兒院等室內空間，然而「無敵鐵金剛」、「科學小飛俠」等

男生的任務，卻是為了拯救地球或太空。 04男 的任務 卻是為了拯救 球或太

進一步再以同志小說、跨性別小說作為討論教材，以理

解社會是如何對待不合傳統性別規範的人。探討文學作品中

男女性的角色 是否在故事進展過程中都會歷經各種挑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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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的角色，是否在故事進展過程中都會歷經各種挑戰而

蛻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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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與環境關係

目前部分大學即利用通識課程設計，將校園文化與空間議題

結合開課。以下，即以在國立臺灣大學開設的「人與環境關

係」、「校園文化資產詮釋」兩門課舉例說明。」 」

「人與環境關係」課係以校園作為實例，教導學生如何觀

察、體驗、解讀空間，進而參與空間的改造。作業可與課程內

容結合 增加學生與校園空間的互動。例如：容結合，增加學生與校園空間的互動。例如：

校園拓圖。

校園主題拍照：請學生選擇一個主題，拍攝十張照片，並加以

解說（如空間中的臉、紅色、螺旋）。

校園主題地圖：如廁所地圖、聲音地圖、約會地圖、夜間照明

地圖等。

使用後評估：選擇一個空間（建築物、公共空間、停車場），

討論空間的生產過程，並藉由蒐集資料、觀察、訪談與問卷，

對此空間進行使用後評估。其結果報告，可以提交校方行政單

位作為改善空間的參考。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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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利用校園拓圖，體會穿高跟鞋在不同鋪面行走的經驗與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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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文化資產詮釋

圖4-8》透過校園文化導覽活動，可增進學生們觀察與感受週邊環境的機會。

（三）校園文化資產詮釋

藉由課程引領學生探索校園的建築群、老樹、歷年相

關研究成果及珍貴特藏，以及發展與鄰近社區的關係。課

程進行方式包含課堂聽講、課後實習與期末報告，涵括的 04程進行方式包含課堂聽講、課後實習與期末報告，涵括的

內容包含歷史視野中的校園、校園建築與規劃設計、校園

發展與城市互動、校園自然生態，以及校園珍稀特藏與歷

史價值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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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http://www.ntuhi.info

法
與
過
程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