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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七.八.九年級 9個班 人數 

前測共收到 173有效問卷

男 84位，女 88位；後測共

收到 173有效問卷男 84  

位，女 88  位。 

全校人數 180人(男 93: 女

87) 

執 行 策 略

摘要 

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蘭州國中全校學生為對象，以藝文領域表藝

課程，結合學校各處室、行政資源舉辦的《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

創意戲劇表演及跨領域性教育課程融入計畫，比較學生在「性知

識、危險行為、社會覺察、自我效能」之差異，以成對樣本 T檢定

發現：社會覺察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05)，危險行為及自我效能

後測有高於前測，但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教學計劃對學生具有成

效。其他實施策略包含： 

1. 衛生政策：健促會議決定主要推動性教育議題，通過《新阿拉

丁－茉莉的逆襲》性教育創意戲劇活動。 

2. 社會環境：由全體行政共同投入，匯聚資源支持性教育課程及

活動。 

3. 生活技能教學：跨領域《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性教育課程，

統整健康、體育、藝文領域課程，培養正向價值觀，掌握各種

性別相處、身體界限、自我保護、拒絕技巧等。 

4. 社區關係：針對社區家長，可透過親職講座，增進正向價值觀

及家長親職功能。 

5. 跨領域健促社群：跨領域健促教師社群共備，增進全校親師共

同參與性教育課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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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天公布最新民調顯示，第一次發生性行為

年齡在19歲以下者占24.8％，有上升趨勢(中央社，2016)，顯現高中以

下學生對於性教育的需要，需要提升拒絕婚前性行為的自我效能。 

青少年期間，雄性激素會激發較高的性慾，所以青少男普遍較青少女

對性有更高的渴望，而雌性激素則會影響情緒波動，導致青少女的情緒波

動較青少年明顯(教育部，2020)，多數的青少年對於如何與異性互動仍感

到困擾與迷惑（晏涵文，1992），因此，青少年階段對於性教育的需求更

甚於其他階段。 

本校體育老師協助進行健康教學，發現學生性教育知識、態度與健康

技能均有不足，教師團隊看見學生子的健康性教育需要，期盼在現有人力

資源下，能在團隊努力下，利用性教育教學資源，經過教師社群對話，產

出貼近本校學生需要的性教育課程，設計「《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

戲劇教學，幫助學生成長與情感發展，提供學生在「性知識、危險行為、

社會覺察、自我效能」教學介入，並進行前後測差異分析，了解學生學習

成效，並提出後續改進建議。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針對臺北市某國中全校學生以戲劇教育方式融入性教育教

學，探討如下之研究目的： 

（一）探討透過戲劇介入性教育，學生在「性知識」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二）探討透過戲劇介入性教育，學生在「性自我覺察度」（生理覺察、危

險行為覺察、社會覺察）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透過戲劇介入性教育，學生在「自我效能」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四）瞭解學生對「戲劇介入性教育課程」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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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在人類發展歷程中，青少年時期是許多發展的重要關鍵期，當然，對

性的發展也不例外，因為個體自出生後至青少年時期的性發展建構乃成為

人生整個性活動的重要基礎。進言之，青少年將異性交往、性別互動的知

識列為首要。 

質言之，提升青少年性知識、引發自覺；誘導其進行批判性思考並分

辨多元訊息，使之能在新、舊觀念與內心衝突矛盾中找出平衡點並建立負

責任的價值觀，進而在性行為上能調整腳步並做出正確且最佳的決定，應

是當前我們台灣社會推展青少年「性教育」最迫切加強的重點(楊錦登，

2011)。 

而本校學生在健康學習上有所不足，尤以「性知識、自我覺察、危險

行為、社會覺察、自我效能」亟待加強，段性知識不足、性價值觀念分歧，

性行為及相關問題逐年增加，迫切需教育介入國中階段正值青少年情竇初

開之際，兩性交往成為青少年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也是最困擾他們的問

題。英國教育部長賈斯汀．葛林寧（Justine Greening）宣佈，自2019年

9月起，凡是英國境內各級中小學，都須將性教育課程列為必修，國小的

課程將著重在分析男女有別的差異、如何愛惜自己的身體、瞭解什麼是健

康的性別關係、遇到狀況時如何向外求助；而中學則是深入探討性關係與

性教育的意涵，特別是針對孩童在網路上接觸到色情的影音圖片，或是收

到性愛廣告簡訊時該如何處理等。我國學校性教育課程的發展，一路走來

從性生理、性心理轉而更重視社會文化層面，涵蓋範圍越來越完整，但其

實際成效如何，仍有賴於對學生學習結果的評量。羅燦煐（2001）的研究

指出，有一半以上的男生（50%）和女生（67%）認爲生理變化是他們最大

的困擾問題。學生需要知道他們的身體發生了什麼事，包括他們經歷的月

經及夢遺。很多女生也許會詢問經期如何處理或會關心她們的童真(Bruce, 

Greene&Mensch, 1998)。男生也會關心自慰的後果、身體形象、生殖器官

的大小、性傳染病和性傾向 (Kamil, 1998)。有限的性知識和交往知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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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容易曝露在懷孕、性剝削和暴力的危險中（UN, 2000）。例如，大多

數12至19歲的女生不知道有關月經週期或為何懷孕 (Andrade-Palos, 

Atkin, Gribble, & Weiss, 1991)。國健局2013年公布15到19歲青少年與

異性發生性行為的比率為13.7%，少女懷孕比例為0.7%，曾經墮胎的有0.5%。

教育部2010公佈青少年性教育調查，結果發現有5%的國中生，有婚前性行

為。這百分之五國中生當中，超過百分之45有過一夜情，百分之28.9曾經

懷孕，各項比例都高於高中生，另各級學校在性騷擾案件有985件，性侵

害高達897件(教育部2010)。由此可知，青少年在情感和性方面都處於人

生中最活躍的階段，也容易成為最易受到情感和性方面困惑和疾病侵襲的

脆弱群體，因此，對於其身體、情感和性的了解，需加強關注及瞭解。聯

合國人口基金會公佈全球每年有1600萬15-19歲少女有生育及教養的問題，

問題包括貧窮、性別不平等、暴力、兒童被迫結婚、青少女與其男性伴侶

間權力不平等，另教育不足及相關支持系統不足也是重要影響因素。研究

指出，當年紀越小的學子對性別關係、身體發育有良好的認知或正確的觀

念，伴隨著也就會有較佳的行為反應與態度表現，但如果缺乏性知識或性

觀念就經歷性行為，其人格養成愈可能經歷負面的影響，便可能陷於困惑、

恐懼、焦慮中，能因此產生情緒上的不穩定，因而遺害終身。（George Denny，

Michael Young，FAAHB，Susan Rausch，MA Caile Spear，2002）因此，

性教育能提早實施，並灌輸正確性知識給學子，其介入成效是有正向顯著

效果的。因此，國內青少年採取避孕措施的比率有微幅上升，超過7成男

女都知道要避孕，其中女生避孕率比男生略高，會要求男生戴保險套，兩

者調查均顯示，乃是因為性教育的實施成效。由此可知性教育的教導有正

向的成效，在教學上是值得的一試的。因此，在這個身心變化尷尬的階段，

校園內性教育的實施與推動有其必要性。而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的

品質，已成為未來課程設計與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課程發展之趨勢。 

性教育宣導策略的應用，在教學的使用上，已從早期的講述衛教法，

逐步擴充為多重運用各種行銷方式，如創新教學的方式，如合作學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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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學習、戲劇教學等與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雜誌與

網路等，在這些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中，有多項研究證實對於青少年的宣導

有相當大的助益。在青少年時期，同儕是該階段學生人際關係發展的重心，

也是其性價值觀的主要來源（MacCorquodale & Delamater, 1979），在

英美等國家針對性教育多運用“同伴教育”，是利用朋輩間的影響力，通

過發展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自助群體，抵禦來自社會的消極影響。“同伴

教育”是透過講課、討論、演戲等多種形式，並配合多種傳播載體和教材，

既生動又有效果，由於其情境活動都是青少年，具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便於

交流。在國內，自91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來，國中健康課程的

改革上，強調營造自然、愉快的學習環境，教材內容生活化、實用化與趣

味化，透過多元的活動練習讓學生藉由多方面語言接觸，實地應用來學習

課程。性教育課程已不斷展現新意，日趨求新求變，而傾聽內在想法，貼

近學習者的需求是健康教學的新視野，因此透過學生彼此在意的、喜歡的、

關注的新事物，融入性教育活動，最能引發良好態度與行為。 

而以往國中對於性教育的授課方式，以傳統講授法為主，但當談到講

授法時，很多教師都會搖頭，認為「講授法」過時了，或者說講授法的負

面作用太多了，是導致「滿堂灌」、「填鴨式」的元兇。教師進行「性教育」

概念教學時，通常只是單純告知學生性教育的概念，學生也只記住相應概念而並

不理解它真正的涵義，那麼學生的這種學習就是機械的。無從而確定正確性教育

的概念，進而理解並融會貫通。 

『戲劇教育』一直是溝通與學習的重要管道，而學習的四個要素「模

仿、想像、角色扮演與詮釋演出」它與戲劇是密切相關的，戲劇技巧對語

言、行為與肢體更是有助益（張文龍，2005）。近年來，戲劇逐漸受到重

視主要於它具有自動參與歷程，促進學習動機在團體活動過程中，嘗試各

種模仿及假設性的角色扮演，在這學習的過程中能增學習動機（引自李梅

齡，2004）。陳昭伶、陳國彥、黎進三（2012）的研究顯示國中二年級性

教育融入創造性戲劇教學介入後，其「性知識」、「性態度」與「行為意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99%b3%e6%98%ad%e4%bc%b6&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99%b3%e5%9c%8b%e5%bd%a5&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bb%8e%e9%80%b2%e4%b8%89&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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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績均有顯著的提升，而且有九成以上對此性教育融入創造戲劇課教

學活動感到喜歡並覺得有幫助，且希望未來能繼續施行相關課程。另一研

究比較戲劇教育介入與講授法教學，發現透過戲劇教育介入性教育之後測

與後後測成效上皆能顯著提升性知識、性態度、性健康生活技能之自我效

能，且優於傳統講授課程，對於教學過程的評價，九成八以上給予高度肯

定上課方式（楊靜昀、張彩秀、晏涵文、劉潔心，2012）。除了學生方面，

葉玉珠、葉玉環、李梅齡、彭月茵的研究中也顯示藉由創作性戲劇融入主

題統整課程研究的歷程，也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因此以學生本位學習，

運用「戲劇教育」介入教學，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透過教學過程的體驗

和感動，讓學生認識接納性生理、性心理之變化，學習人際關係相互尊重，

教師在專業成長提升，期望未來可依據此結果提供性教育教學之參考。 

因此，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認為『戲劇表演』是近年興起的事

物，是最能符合學生族群需求及關注討論的話題，在教學上唯有貼近學生

喜好及有效的運用肢體展現，才能具傳達教化的功效，使學校特色得以發

揮。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選研究對象為 111學年度就讀大同區某國中全校學生，戲劇

教學介入，選取 8年級約 68 名學生，藉由問卷量化調查，進而瞭解受測

者經由戲劇教學介入性教育課程之學習成效。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戲劇教學介入課程，教案及評估教育介入成效的問卷。 

（一）《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戲劇介入性教育課程 

《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劇場，由本校師生共同創作，內容主要聚

焦於性別相處、身體界限、自我保護、拒絕技巧等，透過青少年創作台詞，

闡述性教育重要內容，透過戲劇呈現性騷擾、拒絕性邀約的性別交往情境，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6%a5%8a%e9%9d%9c%e6%98%80&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5%bc%b5%e5%bd%a9%e7%a7%80&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6%99%8f%e6%b6%b5%e6%96%87&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airiti.com/ceps/ec_en/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5%8a%89%e6%bd%94%e5%bf%83&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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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思考性教育正確觀念、態度與生活技能。 

本計畫將研究方式分為二部分；包括（一）探討接受戲劇教育介入 (參

與戲劇表演，簡稱表演組)，以瞭解戲劇介入教學之整體成效，課程分為

12次課程，每節 45 分鐘，共計 540 分鐘，將性教育課程內容編排於劇情

中，成效評量工作包括問卷、學習單及觀察訪談介入歷程，以瞭解其「性

知識」、「性自我覺察度（生理覺察、危險行為覺察、社會覺察）」、「自

我效能」等的改變效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本校七、八、九年級全體學生，研究進行方式為： 

（1）針對 8年級學生設計以性教育為主軸的教案，共同完成戲劇表演。 

（2）採行質量的研究方法蒐集資料，包含觀察、訪談、檔案文件資料（含

學生學習單、表演、評量）及問卷瞭解研究對象之「性知識」、「性自我覺

察度」、「自我技能」的影響效果。 

（3）再針對全校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比較國中生透過小劇場及傳統講授

法兩種性教育宣導方式之宣傳效益與其影響情形。 

(三)問卷說明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健康教育教師教育專業知能及其影響學生對於

性教育觀念學習提升與否；並調查表演藝術課融入教學--《新阿拉丁－茉

莉的逆襲》劇場性教育議題，其中學生自覺性性教育程度為何，透過劇場

性教育議題融入理解學生後續學習成效狀況能力進行問卷調查。其人數為

本校學生進行前後測問卷填答方式，前測為尚未進行教學前實測；後測為

教學後進行，問卷回收後，經初步整理，編輯流水號碼後再跑統計分析。 

問卷引用 102年鄭惠美教授與胡小萍護理師，發展歷程此問卷經專家

檢視、修正，再經先趨測試，根據學生的回饋，修正後正式問卷定稿。 

三、研究流程 

（一）戲劇教育介入性教育實驗之施測方式 

研究對象分成兩組，一組簡稱為表演組，以立意取向選取約68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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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劇教學介入為基礎，介入課程共 12 次自 111 學年度上學期開始規劃

一系列課程，每次 45分鐘。另一組簡稱閱聽組，針對全校學生進行戲劇

表演宣導進行性教育宣導。 

介入教學前進行前測，一週後進行性教育戲劇教學介入，介入活動結

束後一週內進行後測，表演組結束後測後安排戲劇表演向全校學生進行性

教育宣導，一週後進行後測。 

施測步驟如下： 

1.對所有受試者於實驗前進行前測，以作為評量結果的比較基準； 

2.對參與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之表演組，受試者進行實驗處理； 

3.於教學介入後一星期內對表演組實施後測問卷，評量戲劇教學介入

立即效果，以作為性教育學習策略的可行性及效果。 

教師以表演組完成編排之戲劇「小劇場」作為性教育宣傳工具，並設

計評量問卷以評價對其兩種不同性教育傳播方式之比較差異，及樂聽人對

性教育需求的實現、使用的滿足感及訊息接收的態度等效果差異（表 4-3-1

呈現介入教學研究設計，表 4-3-2為傳統講授法介入研究設計）。 

 

（二）戲劇教育介入性教育實驗之回饋單 

  戲劇教育介入性教育活動過程評量，介入過程評量主要為收集學生對

教學活動及教材媒體的看法感受，「介入活動評價問卷」內容涵蓋「對性

教育戲劇教學活動的喜歡程度」、「戲劇介入活動對自己幫助的程度」、「課

程活動有無帶來什麼影響或改變」、「對整個教學活動的整體評價」等部分，

於整天活動結束時，進行課程過程性評量。此外，在教學過程也由觀察者

進行觀察記錄。 

四、研究架構 

 研究變項為教學者自編之 

(一)、戲劇介入(八年級)：設計戲劇教學教案作為介入為基礎，透過講課、

討論、表演互動等多種形式教學方式，以有效提升在其「性知識」、「性自

我覺察度」、「自我技能」等的改變效果。 



12 

 

(二)、小劇場演出 (八年級)：透過戲劇教學介入，最後作為成果的展現。 

(三)、小劇場宣導及傳統講授法(七八九年級)：透過八年級介入組之戲劇

演出進行性教育宣導，評價對其兩種不同性教育傳播方式之比較差異及影

響效果。 

 

T0：前測 

教學介入前一週 

      T1：教學介入 

         3週 

 T2：後測 

   教學介入後 1週 

 

 

 

 

圖3-1 研究架構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過程，除問卷中第一部份之「基本資料背景」，直

接利用 SPSS 套裝軟體，經譯碼、鍵入並核對資料等步驟，文其他有關之

重要變項均先經過初步計算評定後，才進入統計分析。統計分析除敘述性

統計之次數、百分率分佈外，使用重複樣本 t檢定等統計方法分析、解釋，

再加討論、歸納並建議。 

（一）以描述統計分析學生基本資料與其「性知識」、「性自我覺察度」及

「自我效能」之調查結果。 

（二）以單一樣本ｔ考驗，學生在「危險行為覺察」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三）以單一樣本ｔ考驗，學生在「社會覺察」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四）以重複樣本ｔ考驗，學生在「自我效能」前後測之差異情形。 

（五）以質性研究分析學生對「戲劇介入性教育課程」之評價。 

六、健康教育課程融入 

自變項 
 

 

教師自編 

性教育課程 

《新阿拉丁 

－茉莉的逆襲》 

 

依變項 

 

 

性知識 

危險行為 

社會覺察 

自我效能 

基本資料 

 

性別 

年級 

家庭型態 

家庭管教 

戀愛經驗 

健康資訊媒體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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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臺灣社會快速的變遷及全球化時代的來臨，課程發展過程中受到

關注的議題也隨之增加，為使學校教育與社會脈動緊密連結，中小學有必

要實施議題教育，使學生獲得各個議題的相關知識、情意和技能，並理解

議題發生的背景、性質、現象、內容、成因及影響，以養成學生批判思考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追求尊重多元、同

理關懷、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課程發展中的「融入」，意指

「將材料整合放入」，以產生「統整」（integrate）效果。 有鑑於議題本

身多具跨學門性質，故《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以下簡稱《總

綱》) 對議題之處理，主要以融入多個/單一領域進行，由多觀點探究，

藉多視角學習，期使學生獲 致較完整與較透徹的認識。再者，議題往往

因應社會需要，有不斷增生之可能；然而，學校 教學時間有限，目前學

生學習負擔已相當沉重，實不宜另外設科，再增學生負擔，對教師亦 復

如此。故議題採課程融入，一則可使使學生藉由多元視角的學習，獲致較

完整透徹的知能， 亦可解決課程教學負擔的問題。 

(一)學校學習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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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 

  本校以「活力、希望、卓越、創新」之願景，發展「立己利人，幸福

有愛」願景圖像為核心，落實推動全人教育，培養世界公民為目標。教師

行政團隊齊心努力實現學校願景，依據教師教學的內涵，從行政團隊、教

師團隊、學生學習、學習環境；以及地理環境、家長參與、社區資源、教

育政策進行 SWOT 分析，針對內外部之優勢及機會、劣勢及威脅進行分析，

發展本方案之目標與策略。 
表 2：蘭州國中教師教學 SWOT 分析 

因素 S(優勢條件) W(劣勢條件) 

內

部

因

素 

行政 

團隊 

1.行政人力穩定，積極投入工作。 

2.行政團隊有效支援教學，現活力

及勇於創新 

3.服務熱忱，行政效能高 

1.員額編制少行政身兼多職，工作

負荷大 

2.現任教師兼行政職意願低 

3.團隊成員部分為代理教師，易因

人事異動造成推動斷層 

教師 

團隊 

1.教師具教育熱忱，珍視學生個別

需求，施予個別化教學輔導 

2.教師文化趨漸開放，教育理念共

識高，配合度亦高 

3.教師行政及家長團隊合作無間，

拔尖扶弱，全方位照顧，提升競

爭力 

4.教師正向參與校務，組成跨領域

社群 

1.因應少子化，控管代理教師科目

員額，部分影響學校特色課程的

穩定發展 

2.教師編制受限，造成教師須兼其

它領域課程，部分科目人員僅１

人，備課困難 

3.弱勢學生比例高，全心投入學生

生活與學習輔導。教師較無意願

參加校外競賽。 

學生 

學習 

1.學生單純質樸，具發展潛能 

2.管樂團、拳擊佔全校 50%以上，

社團多元，學生表現機會多 

3.提供多元學習試探機會，能發現

自我優勢，適性發展 

1.缺乏文化刺激，視野廣度不足 

2.家長忙於生計，對於子女教育參

與度低，學生缺乏良好學習習慣 

3.學生素質落差大學習成就低，自

信不足 

學習 

環境 

1.教學活動空間充裕，學生享有優

質的學習環境 

2.106-107 年亮點計畫，充實資訊

設備，超前部署校園網路環境 

3.通過跨領域專科教室 3.0 的計

畫，教學設施與環境持續改善 

1.部分日式建築的老舊設施(內部

結構、管線)檢修維護困難 

2.資訊組長長期無專業教師兼任，

資訊設備難以有系統的規劃 

3.專科教室的設備維護，人力不足 

因素 O(提升契機) R(潛藏挑戰) 

外

部

因

素 

地理 

環境 

1.近圓山捷運、高速公路，交通便

利 

2.近保安宮、孔廟、花博，藝文與

宗教資源豐富 

3.都市更新、新舍整體改善，提升

社區文化水準 

1.位於老舊社區，環境較為複雜 

2.位於大龍街上，早上市場、晚上

夜市，環境品質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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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參與 

1.家長信任學校，配合度高 

2.家長會積極支持學校辦學 

3.家長會與學校合作無間，共同爭

取外部資源 

1.多數家長忙於生計，無睱關注孩

子的學習 

2.長期社區對學校的形象不易改變 

社區 

資源 

1.公益團體關心學生，提供資源 

2.善用社會公益資源，照顧弱勢學

生，落實公平正義，獲社區認同 

1.少子化的衝擊，社區學校數多，

家長選擇機會多 

2.資源的引進與運用，須審慎評估

效益及人力負荷 

教育 

政策 

1.教育政策與時俱進，提供學校發

展契機 

2.教育政策創新多元，學校參與適

合、有利於學校發展的政策 

1.教育政策更迭快速，校務難以系

統性地規劃與執行 

2.教育訪視及評鑑多，影響校務正

常運作 

 

(三)具體目標 

    依據教師教學的 SWOT 分析，掌握學校內部

優勢及外部機會，共同思考如何運用優勢創造機

會，落實 PDCA 的執行模式，擬定以學生學習為

核心，完善學習的教學規劃，溫馨合作的班級經

營、有感學習的有效教學、翻轉學習的創新成

果，教師教學向度之方案策略。規劃「蘭芷蓀蕙

精進合作樂學習，州里庠序多元創新育良才」之

教師教學方案。其具體策略目標如圖 1： 

 

 

 

教學規劃—社群精進多元策略，完善學

習的教學規劃 

班級經營—看見優勢建立自信，溫馨合

作的班級經營。 

依學生需求建構多樣化的學習情境 

社群增能共備探究多元的學習策略 

訂定符應學校願景且明確的行為規範 

賞識每一個孩子，形塑信任和諧的班級

文化 

有效教學—活化教學適切評量，有感學

習的有效教學 

創新教學—e 化跨域素養課程，翻轉學

習的創新教學 

善用教學策略結合情境，呈現有感的學

習風景 

多元適切的教學評量省思改進，提升學

習效能 

運用科技跨域實驗，創新發展素養校本

課程 

聚焦學生學習統整資源，展現亮麗的教

學成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效果综合摘要 

圖 1 教師教學方案目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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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結果，整理如下表得知透過戲劇介入性教育學生在「男生的

生理覺察」、「社會覺察」及「自我效能」於課程結束時平均分數有顯著進

步，顯示學生經由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策略有助於男生在生理覺察及社會

覺察的增進及未來對性的自我效能把握程度增加。但於「性知識」、「女生

的生理覺察」、「危險行為覺察」三個向度在課程結束時對於增進性的知識、

覺察度雖平均分數有提高，但並沒有顯著的改變，推估學生在前測時其覺

察度本身已有相當正面的表現，因此，僅平均分數稍提高出，但沒有差異

存在。 

4-1-1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效果综合摘要表 

項目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t 值 P 值 

性知識 10.0 2.28 11.8 2.30 3.032 .705 

男生生理覺察 4.16 1.46 5.81 1.27 .615 .050
＊
 

女生生理覺察 4.64 1.80 4.94 1.07 3.16 .205 

危險行為覺察 3.02 .386 3.55 .311 6.072 .304 

社會覺察 2.10 .560 3.10 .289 8.87 .047
＊
 

自我效能 2.90 .340 3.39 .255 6.531 .048
＊
 

*p＜0.05  ** p＜0.01  ***p＜0.001 

二、小劇場及講授法宣導效果之差異综合摘要 

綜合上述結果，整理如下表得知學生在小劇場非常同意之平均分數皆

高於講授法的宣導，經由比較結果，性教育宣導透過小劇場或講授法宣導

方式，雖小劇場的平均分數高於講授法的宣傳方式但兩者並無顯著差異，

且學生回饋可以顯示，戲劇教育可以取代傳統的衛教方式，更能引起學生

動機，透過學生本身傳達，更能貼近學生間的需求，達到效果。  

總結上述結論，發現本研究將性教育的學習活動編排於戲劇表演的劇

情中，透過生活情境模擬、動作及情緒的表現，可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對議題的關注，學生對於性的自我覺察及自我效能，皆有顯著的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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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透過學習成果的展現進行宣導，透過”同伴教育”的正面宣導，也能

獲得正面的評價及助益。 

三、對課程整體感覺及是否符合自己需要 

整體來說約有七成以上學生對整體的課程感覺感到好或非常好，對於

課程內容也有七成以上的學生認為是符合或非常符合自己的需要（表

4-1-2、4-1-3），由此可知在課程當中，雖然無法深入去解釋心理層面的

感覺及看法，但似乎可以看出接近全部的學生，對於整個學習的過程似乎

有正向的感受及達到自己所需的目的。 

  表 4-1-2：小劇場對課程影響           
覺
察 
順
序 

題目 

非常

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M 

1 

這場戲劇的內容幫助

我瞭解到與性相關的

知識 

31.2 32.9 34.1 1.2 0.6 

100 

2 

這場戲劇能幫助我在

性別的互動上能有更

正面的態度 

31.2 

 

48.0 

 

19.7 

 

1.2 0 

100 

3 

這場戲劇讓我有把握

能做到自我保護與尊

重對方 

42.8 

 

38.2 

 

18.5 

 

0.6 0 

100 

4 

看完戲劇表演，會引起

我特別注意與異性的

互動 

34.1 

 

31.2 

 

34.1 

 

0.6 0 

100 

5 

看完戲劇表演，我會特

別注意社會上有關性

議題的事物 

29.5 

 

34.1 

 

35.3 

 

1.2 0 

100 

6 

看完戲劇表演，讓我重

新改變對性有不同的

想法及觀點 

30.6 

 

 

34.1 33.5 

 

1.2 

 

0.6 

100 

7 

看完戲劇表演，我會特

別留意自己的性生理

心理的變化 

30.6 

 

36.4 

 

31.2 

 

1.7 0 

100 

8 

用戲劇的演出由本校

自己同學擔任主角，我

覺的很有吸引力 

38.2 

 

34.1 

 

25.4 

 

1.7 

 

0.6 

100 

9 
用戲劇的演出方式來

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

38.2 

 

38.2 

 

21.4 

 

2.3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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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很有效果 

10 

用戲劇的演出方式來

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

覺的很有幫助 

38.7 39.9 

 

 

19.7 

 

1.2 0.6 

100 

11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

演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28.9 

 

37.6 

 

32.4 

 

1.2 0 
100 

12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

演對我而言是無趣的 

3.5 

 

6.4 

 

23.7 

 

37.6 28.9 
100 

13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

演對我而言是有意義

的 

38.7 

 

37.0 

 

23.1 

 

1.2 0 

100 

14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

演對我而言是有學習

價值的 

37.0 

 

37.6 

 

24.3 

 

0.6 0 

100 

15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

演對我而言是不必要

的 

1.7 

 

5.8 

 

23.1 

 

35.8 

 

33.5 

100 

 

 

 
表 4-1-3：傳統講授法對課程影響           

覺
察 
順
序 

題目 

非常

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M 

1 

這單元的內容幫助我

瞭解到與性相關的知

識 

28.9 

 

45.1 

 

0 24.9 

 

0.6 

100 

2 

這單元能幫助我在性

別的互動上能有更正

面的態度 

31.2 48.6 20.2 0 0 

100 

3 

這單元讓我有把握能

做到自我保護與尊重

對方 

36.4 

 

46.2 

 

17.3 0 0 

100 

4 

上完這單元，會引起我

特別注意性別上的互

動 

28.3 

 

38.7 

 

31.8 

 

1.2 0 

100 

5 

上完這單元，我會特別

注意有關性議題的事

物 

27.2 

 

35.8 

 

35.3 

 

1.7 0 

100 

6 

上完這單元，讓我重新

改變對性有不同的想

法及觀點 

27.7 

 

 

40.5 

 

30.6 1.2 0 

100 

7 上完這單元，我會特別 28.9 41.6 27.2 2.3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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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自己的性生理心

理的變化 

 

 

 

8 
用影片宣導方式，我覺

的很有吸引力 

31.8 

 

39.9 

 

26.6 

 

1.7 0 
100 

9 

用分組討論方式來宣

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

的很有效果 

31.2 

 

32.4 

 

34.1 

 

1.7 

 

0.6 

100 

10 

用 PPT方式來宣導性

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

有幫助 

27.2 

 

 

37.0 

 

32.4 2.9 

 

0.6 

100 

11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

而言是重要的 

31.8 

 

39.3 26.0 

 

1.7 

 

1.2 
100 

12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

而言是無趣的 

3.5 

 

6.9 

 

27.2 

 

35.8 

 

26.0 

 
100 

13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

而言是有意義的 

35.3 

 

39.3 

 

23.7 

 

1.7 0 
100 

14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

而言是有學習價值的 

34.7 

 

42.8 

 

20.8 

 

0.6 

 

1.2 
100 

15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

而言是不必要的 

2.9 

 

2.9 

 

27.2 

 

37.0 

 

30.1 
100 

四、研究建議 

1. 在戲劇教學的過程中，可以選擇不同學習方式引起動機，提供給學生思

考討論的時間，活化教學場域，讓同學在自然活潑的場所學習。 

2. 在教學過程中應貼近學生的需求及喜好，過程中加入創意，先引起注意，

再驅動興趣，後誘發興趣，進而產生行動力。 

3. 戲劇融入性教育教學的成效會受教師本身素養、教學態度以及參與程度

所影響，戲劇教師對於性議題資訊的不足，護理師/健康教師對於戲劇

傳達手法不明瞭，因此有必要提升教師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及素養。 

4. 小劇場與微電影宣導其特性上各有優勢，其行銷手法各為不同所好，未

來研究可針對此部分再進行深入探討，以了解不同健康宣導方式對學生

之影響效益，進而提供選擇不同的健康行銷方式。 

5. 以小劇場及微電影做為性教育宣導方式，在訊息的設計上應該不同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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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宣導目標也應先確立，彼此之間有所連貫，以達到認知上的改變或

是態度行為方面的轉換。 

 

伍、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策略成效研究結果 

一、 戲劇介入教育學生之基本資料及學習前的得分情形 

(一) 學生基本資料分佈情形 

由表5-1-1可知研究對象的各項基本資料，學生以女佔較多數(88%)，

主要照顧者多為母親（50.9﹪）其次為父親(39.9%)，主要照顧者學歷多

於高中職至大專、大學（70﹪），家庭狀況多為小家庭(48.6%)，其次為三

代同堂家庭(21.4%)；家庭管教方面多屬開明寬容的(72.3%)，有高達70.5%

的學童未曾向主要照顧者提出性的問題。有戀愛經驗的佔35.3%，沒有戀

愛經驗的佔64.7%。因此，可說明研究對象的家庭多以小家庭與父母同住，

母親及父親為主要照顧者，採開明、寬容的管教方式，有三成學生有過戀

愛經驗，沒有戀愛經驗的居多，然研究對象向主要照顧者提出性的問題比

例偏低，因此學校在性教育的推廣尤為重要。 

表 5-1-1：學生基本資料分佈                                N＝173 

項目 百分比 項目 百分比 

性別  家庭狀態  

男生 85 小家庭 48.6 

女生 88 單親家庭 27.7 

主要照顧者  三代同堂家庭 21.4 

爸爸 39.9 

50.9 

5.8 

2.3 

1.2 

有繼父母同住家庭 4 

媽媽 50.9 其他 0 

(外) 祖父母 5.8 家庭管教  

姑姨伯叔等親

戚 
2.3 權威、專制的 22.0 

其他 1.2 開明、寬容的 72.3 

主要照顧者學歷  放任、冷漠的 5.8 

不識字 2.9 向照顧者提出『性』問題  

國小 7.5 是 28.3 

國中 19.7 否 70.5 

高中(職) 37.0 戀愛經驗  

大專、大學 27.2 有 35.3 

研究所以上 5.8 沒有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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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自我生理覺察分佈情形 

由表5-1-2可知研究對象前測的自我生理覺察情形，女學生在生理自我

覺察順序，前三名依序為「出現月經」、「皮膚變光滑或長青春痘」及「肩

及臀部脂肪增多、圓潤、豐滿」，其中43.9％女生月經以來潮，相對的仍

有1.7％女生月經尚未出現；有7成以上的女生已自覺自己在陰毛、腋毛及

乳房的生長。另外女生在「自我生理覺察」前後測沒有特別顯著差異。男

生在前測生理自我覺察順序，前三名依序為「陰毛生長」、「肌肉發達、肩

膊變得寬闊」及「喉頭突出、長鬍子」，有32.9％學生已出現陰毛生長，

但23.7%男生於「出現夢遺」尚未出現。另外男生在「自我生理覺察」前

後測無顯著差異，但男生在生理覺察平均分數50.3較高於女生平均49.7分

數，由此可知，男生在生理覺察及性生理出現情形，其出現比例及平均分

數較高於女生。 

 

表 5-1-2：前測自我生理覺察分佈情形           

覺察 
順序 

女生項目 
已經出現 

% 

尚未出現 

% 

沒有注意 

% 

生理覺察 

M 

1 月經來潮 43.9 1.7 4.0 49.7 

2 陰毛生長 34.1 9.2 6.4 49.7 

3 腋毛生長 36.4 3.5 9.8 49.7 

4 乳房逐漸隆起豐滿 19.7 5.8 24.3 49.7 

5 
肩及臀部的脂肪增多、

圓潤、豐滿 

38.2 4.0 7.5 
49.7 

6 
皮膚變光滑或出現青春

痘 

46.8 2.3 0.6 
49.7 

覺察 
順序 

男生項目 
已經出現 

% 

尚未出現 

% 

沒有注意 

% 

生理覺察 

M 

1 陰毛生長 32.9 6.4 11.0 50.3 

2 腋毛生長 20.2 19.7 10.4 50.3 

3 喉頭突出、長鬍子 22.5 12.7 15.0 50.3 

4 
肌肉發達、肩膊變得寬

闊 

23.7 12.7 13.3 50.3 

5 聲音變的低沈 14.5 11.6 23.7 50.3 

5 出現夢遺 9.2 23.7 17.3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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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戲劇介入後，後測自我生理覺察分佈情形           

覺察 
順序 

女生項目 
已經出現 

% 

尚未出現 

% 

沒有注意 

% 

生理覺察 

M 

1 月經來潮 45.7 2.3 1.2 49.1 

2 陰毛生長 35.8 11.0 2.3 49.1 

3 腋毛生長 42.8 2.3 4.0 49.1 

4 乳房逐漸隆起豐滿 21.4 7.5 20.2 49.1 

5 
肩及臀部的脂肪增多、

圓潤、豐滿 

41.6 2.9 4.6 
49.1 

6 
皮膚變光滑或出現青春

痘 

46.8 2.3 0 
49.1 

覺察 
順序 

男生項目 
已經出現 

% 

尚未出現 

% 

沒有注意 

% 

生理覺察 

M 

1 陰毛生長 39.3 5,8 6,4 51.4 

2 腋毛生長 27.2 17.3 6.9 51.4 

3 喉頭突出、長鬍子 28.3 10.4 12.7 51.4 

4 
肌肉發達、肩膊變得寬

闊 

29.5 11.6 10.4 51.4 

5 聲音變的低沈 24.9 10.4 16.2 51.4 

6 出現夢遺 15.6 23.7 12.1 51.4 

二、「性知識」前測、後測的得分結果 

由表 5-2-1、5-2-2 前後測可以得知學生性知識平均得分為 100(滿分

為 100分)，可以顯示學生在未介入前之性知識已有相當知能，經介入後

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並無太大顯著差異。另外性生理題(題 1.2)、性

傳染病題(題 7.8.)及有關懷孕題(題 13.10)平均分數後測大於前測，達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由此可知，經由戲劇介入性教育活動，學生在「性生理

題」、「性傳染病題」及「懷孕相關」之性知識有顯著的進步情形。 

表 5-2-1：性知識前測分佈情形           

覺察 
順序 

題目 
對 

% 

錯 

% 

不知道 

% 

生理覺察 

M 

1 

卵巢左右各一，有功能

分泌賀爾蒙及製造卵子

的功能 

    75.1 4.0 20.8 
100 

2 

陰囊不小心撞擊時要立

即冰敷，異常的疼痛也

要立即就醫 

57.8 4.0 3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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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皮包覆陰莖前端的皮

膚，過長時細菌易在此

生長，需手術割除。 

61.8 5.2 32.9 
100 

4 
性交中斷法是避孕效果

最佳的避孕法 

11.6 44.5 43.9 
100 

5 
出現噁心嘔吐、乳房變

大，就是懷孕了 

22.0 43.9 34.1 
100 

6 

同性戀是屬於心理人格

不健康，性別錯亂的疾

病 

6.9 77.5 15.6 
100 

7 

保險套除了可以避孕，

還可以預防愛滋病、性

病等性傳染病疾病 

71.7 8.7 19.7 
100 

8 

性傳染病如梅毒、菜

花、愛滋病等，一旦感

染上就具有終身免疫力

的功能 

9.8 50.3 39.9 

100 

9 

自慰(手淫)的舉動是有

害的，容易造成心理上

的不健全 

15.6 54.3 30.1 
100 

10 
性行為次數越多越容易

懷孕，一次的機率較小 

23.1 41.6 35.3 
100 

11 

與未成年少男女有性行

為屬於犯罪行為，且未

成年的父母也要受法律

責任 

74.6 4.0 21.4 

100 

12 

未成年未婚少女施行人

工流產，一定要法定監

護人簽字同意，醫師才

能合法施行人工流產 

66.5 4.6 28.9 

100 

13 
月經來潮時發生性行

為，並不會懷孕 

22.0 37.0 41.0 
100 

14 

性侵害的發生都是臨時

起意的，長輩、父母親、

親戚、手足不可能對家

人進行性侵害 

9.2 74.0 16.8 

100 

15 

性別交往時，男生應該

比較主動，女生應該較

衿持，含蓄 

5.8 62.4 3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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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性知識後測分佈情形           

覺察 
順序 

題目 
對 

% 

錯 

% 

不知道 

% 

生理覺察 

M 

1 

卵巢左右各一，有功能

分泌賀爾蒙及製造卵子

的功能 

89.6 1.7 8.7 
100 

2 

陰囊不小心撞擊時要立

即冰敷，異常的疼痛也

要立即就醫 

81.5 2.3 16.2 
100 

3 

包皮包覆陰莖前端的皮

膚，過長時細菌易在此

生長，需手術割除。 

79.2 4.6 16.2 
100 

4 
性交中斷法是避孕效果

最佳的避孕法 

16.8 60.7 22.5 
100 

5 
出現噁心嘔吐、乳房變

大，就是懷孕了 

28.9 53.8 17.3 
100 

6 

同性戀是屬於心理人格

不健康，性別錯亂的疾

病 

7.5 86.1 6.4 
100 

7 

保險套除了可以避孕，

還可以預防愛滋病、性

病等性傳染病疾病 

86.7 7.5 5.8 
100 

8 

性傳染病如梅毒、菜

花、愛滋病等，一旦感

染上就具有終身免疫力

的功能 

12.1 76.9 11.0 

100 

9 

自慰(手淫)的舉動是有

害的，容易造成心理上

的不健全 

11.0 73.4 15.6 
100 

10 
性行為次數越多越容易

懷孕，一次的機率較小 

29.5 53.8 16.8 
100 

11 

與未成年少男女有性行

為屬於犯罪行為，且未

成年的父母也要受法律

責任 

79.8 7.5 12.7 

100 

12 

未成年未婚少女施行人

工流產，一定要法定監

護人簽字同意，醫師才

能合法施行人工流產 

84.4 5.8 9.8 

100 

13 
月經來潮時發生性行

為，並不會懷孕 

32.4 46.2 21.4 
100 

14 

性侵害的發生都是臨時

起意的，長輩、父母親、

親戚、手足不可能對家

人進行性侵害 

11.6 78.6 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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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性別交往時，男生應該

比較主動，女生應該較

衿持，含蓄 

3.5 83.8 12.7 
100 

      

 
 
 
表 5-2-3：戴保險套的正確順序答題結果 

說明 
轉：捏頂端
排出空氣 

套：套龜頭
慢慢推開 

捏：用手擠
出保險套 

拆：沿邊緣 
小心撕開 

丟：打結後 
丟垃圾桶 

看：注意 
保存期限 

圖示 

       

項目 
前測 

人數    百分比 
後測 

人數    百分比 

答對戴保險套的正確順序 96 55.5 156 90.2 

表 5-2-3 係呈現學生在「戴保險套的正確順序」答題結果，前測正確

順序答對人數有 96 人，佔 55.5％，後測正確順序答對人數有 156 人，佔

90.2％，比例增加的情形差距較大。顯示透過介入教學，學生知道如何戴

保險套的知能有增加的情形。 

三、「危險行為覺察」前測、後測得分及 t 檢定結果 

由表 5-3-1可以得知學生在「危險行為覺察」之平均分數後測成績為  

2.498分（滿分為 4 分）低於前測平均 2.64（滿分為 4分），經由成對樣

本 t檢定結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 5-3-1：危險行為覺察前測、後測的得分及 t檢定結果 

變項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顯著性 

前後測 後測 2.4981 173 .49773 .872  .872 

前測 2.6435 173 .49295 .03748   

四、「社會覺察」前測、後測得分及 t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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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4-1可以得知學生在「社會覺察總分」後測平均分數為 2.079

（滿分為 4分）高於前測 1.948（滿分為 4 分），經由 t檢定結果 t=1.983，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由此顯示，透過戲劇介入性教育教學，學生在社

會覺察上對於「關心社會中性的違法事件及案件新聞」及「上網瞭解或蒐

集國內外性相關的資料」，有進步但未達明顯差異。 

表 5-4-1：社會覺察覺察前測、後測的得分及 t檢定結果 

變項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顯著性 

前後測 後測 2.0790 173 .57189 .04348 1.983 .139 

前測 1.9480 173 .59296 .04508 

五、「自我效能」前測、後測的得分及 t 檢定結果 

由表 5-5-1可知，自我效能總分的前測平均得分為 1.78 分（滿分為 4

分）、後測平均得分為 1.68分（滿分為4分），經paired-t檢定結果為t0.078，

p=0.306，顯示學生自我效能的後測得分經考驗達統計上顯著水準，由此

可知，透過戲劇教育介入性教育活動，學生自我效能的把握程度有顯著改

變。在子項目的十個項次中，其中題 2、3、7、8個項次中前測成績皆高

於後測，顯示學生在「不會出入單獨空間」、「不發生婚前性行為」、「遇到

有不想要的異性的邀約時的拒絕對方」及「能主動與對方談尊重的性別交

往」經由教育介入後，其把握程度有顯著的提升情形。 

表 5-5-1：社會覺察覺察前測、後測的得分及 t檢定結果 

變項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顯著性 

前後測 後測 1.6792 173 .53811 .04091 0.078 .306 

前測 1.7769 173 .57267 .04354 
 

 

六、教室觀察評量結果-質性評析 

研究者及教師觀察瞭解，大多對於學生成果展現方式及表現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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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運用戲劇方式進行教學課程，有助於激發學生對於議題的的探索及瞭

解，在上課初期時是開始進行大團體戲劇教學方式，較難控制場面，但也

漸漸紮下戲劇根基進入狀況。從開始建立起和諧、合作關係，原先擔心因

表演過程會無法進入狀況，但活動進行時，對於老師來說：「真是令人感

到意外，學生間的默契能如此的好」、「學生如此具有戲劇創意及學習能力」、

「整各課程創新而有趣，每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創意表現」、「學生主動蒐集

性的資料，透過戲劇表演中得到知識與體驗，實屬難得」。由上述分享不

僅發現，除了量性評價有良好的學習成效，在教室觀察上亦多有正面的成

效評價，藉由老師角度去觀察說明，能了解運用戲劇融入性教育教學有相

當的成效，更可以說戲劇教學適用於國中學生的性教育上。戲劇教學教案

如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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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小戲場』及『傳統講授法』宣導性教育之比較研究結果 

    學生對於兩種不同宣導方式之評價結果，目的是了解學生對於小劇場

及傳統講授法的吸引力、印象、傳達手法喜好及性教育傳達之影響，學生

對於戲劇表演之需求的實現、使用的滿足感及訊息接收的態度之情形，學

生能透過戲劇表演在性方面的「需求的實現」，其中以「這場戲劇讓我有

把握能做到自我保護與尊重對方」回饋最高、「看完戲劇表演，會引起我

特別注意與異性的互動」尚可；在觀看後的「使用的滿足感」，其中以「用

戲劇的演出方式來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有效果」、比較少同學認

為「用戲劇的演出由本校自己同學擔任主角，我覺的很有吸引力」；在訊

息接收的態度，發現其中以「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有學習

價值的」得分最高、「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有必要的」得

分最低，由此解釋，透過戲劇表演學生都能有正面的態度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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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介入教學實況照片： 

 
 

模仿練習， 定格表演，傳達角色
衝突感 

像在保護自我，拒絕他人的不當
碰觸 

  

戲劇介入課程省思評量 小劇場演出宣導 

 
 

講師回饋 道具製作教學 

 
 

基本認知學習建立 前後測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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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ender.edu.tw/web/upload/JuniorResource/1-1%E5%96%AE%E5%85%83%E4%B8%80%EF%BC%8D%E9%9D%92%E6%98%A5%E6%9C%9F%E7%9A%84%E8%9B%BB%E8%AE%8A%EF%BC%9A%E9%9D%92%E6%98%A5%E6%9C%9F%E7%9A%84%E7%94%9F%E7%90%86%E3%80%81%E5%BF%83%E7%90%86%E8%AE%8A%E5%8C%96.pdf
https://www.gender.edu.tw/web/upload/JuniorResource/1-1%E5%96%AE%E5%85%83%E4%B8%80%EF%BC%8D%E9%9D%92%E6%98%A5%E6%9C%9F%E7%9A%84%E8%9B%BB%E8%AE%8A%EF%BC%9A%E9%9D%92%E6%98%A5%E6%9C%9F%E7%9A%84%E7%94%9F%E7%90%86%E3%80%81%E5%BF%83%E7%90%86%E8%AE%8A%E5%8C%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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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性教育戲劇教學活動教案設計 

活動名稱 動手動腳 活動時間 45分鐘 

評量資料 前測問卷、相片、錄音、錄影 節次 1 

教學目標 學生能覺察身體不被碰觸的禁區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課前評量 

2. 音樂播放 

3. 身體禁區圖像 

透過熱身遊戲、紀律遊戲、肢體遊戲、律動、創作劇，由淺入深、循序

漸進，瞭解身體禁區禁止他人碰觸之敏感部位，由同學向老師展示了如

何運用創造戲劇的理念和手法在性教育教學活動的各個層面上。 

1. 放大練習：兩腳分開站好，自已控制從腳指頭開始使勁，慢慢往上小

腿、大腿、臀部、腰、背、肩、脖子、頭部、臉上的各個部份，手指

到手掌即整個全身都緊起來，臉部也緊起來，眼睛也睜大了，這時你

可以用這種神態去向對方反應。模仿一頭獅子，非常厲害的狀態，用

形體的動作及堅決的表情表演出來，表達你的身體不得碰觸的禁區。 

2. 縮小練習：從頭部到頸、背、腰、臀部、大腿、小腿一步一步的慢慢

放鬆直到在地上縮成一團，像一隻螞蟻恨不得鑽進地縫去，這種縮小

了的身體，你可以找到此時的感覺，比如是在保護自我，拒絕他人的

不當碰觸。 

3. 引導不斷地變換想象中的東西，大怪手、小粒米等，增加學生對自己身體感

身體的感受及想象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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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身體圖像 活動時間 90分鐘 

評量資料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心得 節次 2 

教學目標 瞭解性別器官的構造及正確的認知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投影片介紹 

2. 模型器官掛圖 

3. 小組討論 

4. 默劇表演、比手

劃腳 

 

透過專業人員對於生理器官構造講解與釋疑，經由戲劇性的默劇表演及

比手劃腳遊戲，讓同學透過自我意識的呈現敏感地，此手法在性教育教

學活動及戲劇的呈現上皆能達到各個層面之教學成效。 

1. 邀請護理師解說人類性的起源、性器官構造，每一個器官功能及部

位，一旦受孕會有何種情境發生，課程利用人體模型掛圖、投影片方

式進行。 

2. 課堂中讓學生實際指出身體的每一個構造，每一小組可以思考自己的

性生理及構造發展 

3. 護理師解說後，每個小組針對自已選定的學習主題進行小組討論，並

隨時發問，尋求解答 

4. 請學生以默劇及比手劃腳方式演出身體每個器官的構造，由同學回

答，並可以再深入討論下去。 

5. 最後由護理師師及表演藝術老師進行總結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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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情理交叉點 活動時間 90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心得 節次 2 

教學目標 能欣賞並分析情感問題，並瞭解現實生活與情感面的差異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單機多媒體電

腦及網路，

POWERPOINT教

學檔案 

2. 課程講義 

3. 小組討論 

透過影片的素材，學生可以學習到於劇中人物所表達的的情感世界，在

劇情的模擬情境下，學生的模仿表演，可以抒發情感與情緒，並能體驗

生活，面對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感情事件，能有更深一層的思維。 

1. 在這個單元中，教師先說明莎翁的戲劇<羅蜜歐與茱麗葉>分析戲劇裡

面人物刻畫與戲劇裡衝突結構，主要角色處於「進退維谷」不懂選擇

及不能力下決定的時候……。 

2. 安排學生欣賞＜莎翁情史＞的電影片段，以瞭解其社會文化背景，並

從中討論如何改變場景將過去對性的保守年代如何搬至二十世紀的

現代舞台。 

3. 觀賞課程完畢後，由同學合作表演該劇重要的片段，學習如何製作戲

劇演出及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層面，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的演藝方式。 

4. 課程進入了尾聲的反思階段，分享在「理性與感性中」、「愛情的抉擇

關頭」、「會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可以做什麼」四個段落中的經驗與

感受，進而幫助他們在課程與生活經驗間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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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交」「遊」廣闊 活動時間 90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心得 節次 2 

教學目標 學生在性別交往中能明辨危險情境與交往陷阱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小組討論 

2. 定格影像 + 思

路追蹤 

3. 學生回饋、老師

總結 

 

表演藝術老師指導停格畫面之表達，由學生展現危險的交往情境，每組

同學分享在定格的情況下，發現呈現的訊息及危險情境在尚能凍結的情

況下，如何改變情況，並推論其人、事、時、地、物的改變後情境。 

戲劇片段：多陷阱的情愛之路 

戲劇教學策略：定格影像 + 思路追蹤 

進行方式： 

1. 學生分組表演戀愛陷阱的不同情境，運用肢體表現製作一個視像(相

機拍下定格畫面)，將事件中最重要的一個時刻停頓下來定格畫面。 

2. 逐組拍下定格畫面，呈現給其他同學觀看 

3. 由老師發問：「看到什麼？」。請學生從定格畫面中裡人物們的動作、

形態、表情及位置，尋找相性交往產生的危險情境的資料。 

4. 教師再發問：「覺得是什麼？」。學生經過之前表演的資料，推索人物

的情感、心理和思想，然後再發掘畫面所呈現的訊息，及自我思維所

思所想的情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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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案發現場 活動時間 90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心得 節次 2 

教學目標 學生在不同情境下學會拒絕發生性行為技巧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小組討論 

2. 約定課後學習

方式及資料蒐

集 

3. 輕鬆時刻 

1. 劇本創作與場景布置，主題訂為「相約在舞會」的情境中。 

2. 學生分組，一組安排場景佈置(依學生認為容易發生性行為的情境做

佈置)。 

3. 一組為情境下的演繹，表達拒絕的技巧，透過情境表演，實際的作為

表達方式與回應，透過編組表現出不同的情境，並在激發學生思考更

有效的拒絕方式。 

4. 各組利用拒絕技巧觀察表做觀察及討論，分享不同情境的表達方式。 

5. 教師回饋及統整學習內容及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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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充滿創意的舞臺-場景設計 活動時間 90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學生評量心得 節次 2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在性教育想像力及創作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準備字卡、分組

討論紀錄表、學

習單、小組資料

最後彙整 

2. 小組創意點子

討論 

3. 工具製作與彩

排 

1. 準備筆寫分組討論紀錄表，並將構思的舞臺場景畫下來，準備大型

的表演活動。 

2. 學生分工展示自己獲得的資料，並說出於蒐集資料時所遇到的困

難，分別由其他同學提供意見。 

3. 同學再分工，對所有資料收集的資料彙整、歸納，若有缺失，再進

一步蒐集與討論。 

4. 同學輪流說出自己在成果展現的創意點子，大家進行討論後決議展現

的方式及主題。 

5. 最後進行成果展工具製作、演練及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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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蘭州小劇場-性青春性事一籮筐 活動時間 45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及評審心得 節次 1 

教學目標 透過戲劇表演，能學習處理性別交往中之危機及所需預防的策略和行動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1. 成果發表 

2. 頒獎 

3. 評審講評 

1. 學生上台展現呈現豐富的成果，藉由學生的表現，可促進其他同學

學習，增加對性教育的概念 

2. 請同學的表演過程後於學習單計畫書上自我評量，活動結束後由學

生做心得分享、自己課程結束後還會試著學習改變的地方，並互相

勉勵，期待組員們能繼續發揮創意，並不斷學習。 

3. 請學員填寫問卷及對課程滿意度及意見，作為成效評估及未來課程

修訂之參考。 

4. 學校進行會後會討論，並做成會議紀錄；填寫心得報告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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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蘭州小劇場-感情平衡線 活動時間 45分鐘 

評量資源 相片、錄音、錄影、促進者及評審心得 節次 1 

教學目標 透過戲劇表演，能學習處理性別交往中之危機及所需預防的策略和行動 

活動過程 過程說明 

4. 成果發表 

5. 頒獎 

6. 評審講評 

5. 學生上台展現呈現豐富的成果，藉由學生的表現，可促進其他同學

學習，增加對性教育的概念 

6. 請同學的表演過程後於學習單計畫書上自我評量，活動結束後由學

生做心得分享、自己課程結束後還會試著學習改變的地方，並互相

勉勵，期待組員們能繼續發揮創意，並不斷學習。 

7. 請學員填寫問卷及對課程滿意度及意見，作為成效評估及未來課程

修訂之參考。 

8. 學校進行會後會討論，並做成會議紀錄；填寫心得報告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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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戲劇介入性教育前後測問卷 

性教育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一份有關「學生性教育調查」的問卷，目的在了解你

們「性知識」、「性的自我覺察度」與「自我效能」，下面問題不計分，請仔細看

過題目，依照你的實際情況回答，並於選項前□̌標示，填答時不要和其他同學討

論，也不需要寫姓名，而且內容絕對保密，請你放心作答。最重要的是，你的每

一個答案都是很寶貴的資料，非常感謝你！敬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年級： □ 七年級    □ 八年級    □ 九年級  

2. 性別： □ 男        □ 女 

3. 誰是你的主要照顧者(監督功課、生活照顧)：□爸爸  □媽媽  □(外)祖父

母  □姑姨伯叔等親戚         □其他                

4. 續上題，您的主要照顧者的學歷：□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大學□研究所以上 

5. 續上題，您是否曾向主要照顧者提出關於『性』的問題？ □是   □否 

6. 家庭狀態：□小家庭  □單親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 □有繼父母同住家庭   

□其他           

7. 家庭管教：□權威、專制的   □開明、寬容的   □放任、冷漠的 

8. 你有沒有戀愛經驗? 口有  口沒有 

9. 請問你都從那些管道接觸性知識的相關資訊?(可複選)  

 

接觸項目 您搜尋或詢問的頻率？ 性教育內容對您的幫助？ 

口報紙/雜誌/漫畫/單

張/書本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網路(網頁瀏覽)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錄影帶/光碟/電影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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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學校老師/護理師/輔

導老師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父母/主要照顧者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兄弟姊妹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朋友/同學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網友(上網討論)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專業單位 (如生命線

等)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口其他(請說

明)__________ 

口經常 口偶爾 口很少 口很有幫助 口普通 口沒有幫助 

第二部分：性知識 

(一)以下題目為是非題，請以打□̌的方式於欄位填上適當的答案，若不知道答案

則直接勾選「不知道」 

題目 對 錯 
不
知
道 

1. 卵巢左右各一，有功能分泌賀爾蒙及製造卵子的功能    

2. 陰囊不小心撞擊時要立即冰敷，異常的疼痛也要立即就醫。    

3. 包皮包覆陰莖前端的皮膚，過長時細菌易在此生長，需手術

割除。 

   

4. 性交中斷法是避孕效果最佳的避孕法。    

5. 出現噁心嘔吐、乳房變大，就是懷孕了。    

6. 同性戀是屬於心理人格不健康，性別錯亂的疾病。    

7. 保險套除了可以避孕，還可以預防愛滋病、性病等性傳染病

疾病。 

   

8. 性傳染病如梅毒、菜花、愛滋病等，一旦感染上就具有終身

免疫力的功能 

   

9. 自慰(手淫)的舉動是有害的，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健全。    

10. 性行為次數越多越容易懷孕，一次的機率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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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與未成年少男女有性行為屬於犯罪行為，且未成年的父母也

要受法律責任 

   

12. 未成年未婚少女施行人工流產，一定要法定監護人簽字同

意，醫師才能合法施行人工流產。 

   

13. 月經來潮時發生性行為，並不會懷孕    

14. 性侵害的發生都是臨時起意的，長輩、父母親、親戚、手足

不可能對家人進行性侵害。 

   

15. 性別交往時，男生應該比較主動，女生應該較衿持，含蓄。    

(二) 請以 1、2、3….阿拉伯數字在答案處填上「戴保險套的的正確順序」 

圖

示 

       

說
明 

轉：捏頂端
排出空氣 

套：套龜頭
慢慢推開 

捏：用手擠
出保險套 

拆：沿邊緣 
小心撕開 

丟：打結後 
丟垃圾桶 

看：注意 
保存期限 

答
案 

      

第三部分：性自我覺察度 

(一) 生理覺察 

女生填寫  男生填寫 

陰毛生長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陰毛生長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腋毛生長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腋毛生長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乳房逐漸隆起豐

滿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聲音變的低沈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肩及臀部的脂肪

增多、圓潤、豐滿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喉頭突出、長鬍

子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皮膚變光滑或出

現青春痘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肌肉發達、肩膊
變得寬闊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月經來潮 
口已經出現  口尚未

出現 口沒有注意 

 
出現夢遺 

口已經出現  口尚

未出現 口沒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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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險行為覺察 

項目 
一
定
會 

可
能 
會 

可
能
不
會 

一
定
不
會 

1. 如果你遭受到性侵害或性騷擾，礙於「會被人家知道」

的情況下，你會不會告訴老師或同學？ 

    

2. 如果男/女友一再要求你發生性行為，且「願意戴上保險

套」，為了感情的穩定，你會不會與他發生性行為？ 

    

3. 如果男/女友一再要求你發生性行為，且表示「不做愛就

分手」，為了感情的穩定，你會不會能與他發生性行為？ 

    

4. 如果「有認識的男女同學陪伴」，你會不會跟隨他及他的

朋友去汽車旅館、夜店等場所 

    

5. 如果要跟異性朋友或網友約會，你會不會跟家人說     

6. 如果你跟男/女友在隱密的場所，你會不會「只接受純愛

撫」，而不跟他有性行為 

    

(三) 社會覺察 

項目 

從
不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我會關心社會中「性」的違法事件及案件新聞     

2. 現在台灣社會性偏差的現象，會警惕我在生活上隨時留

意 

    

3. 目前社會及生活周遭的「性問題」會帶給我不安及憂心     

4. 我會參與及關注與「性」有關的社會資源、單位所辦理

的活動 

    

5. 我會上網瞭解或蒐集國內外性相關的資料，以解除我的

疑惑 

    

6. 我會去改善或討論批判現今的「性問題」對社會風氣的

影響 

    

第四部分：對性自我效能 

項目 

非
常
有
把
握 

有
把
握 

沒
把
握 

非
常
沒
有
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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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與異性朋友出遊時，我有沒有把握「不過渡親密接

觸」，以避免引發性行為 

    

2. 在與異性朋友出遊時，我有沒有把握「不會出入單獨空

間」，以避免引發性行為的發生 

    

3. 當與異性交往，我有沒有把握能堅持單純交往，不發生

婚前性行為 

    

4. 當我面對衝動及渴望的愛，我有沒有把握能尊重對方及

自我控制慾望 

    

5. 當我有固定交往的對象時，我有沒有把握告訴他避免婚

前的性行為 

    

6. 當周遭朋友、同學越來越多人有親密的男女關係，我有

沒有把握能堅定自己，不急著隨同學一樣 

    

7. 當我在性別交往時遇到有不想要的異性的邀約時，我有

沒有把握能妥善的拒絕對方 

    

8. 當有異性的交往對象，我有沒有把握能主動與對方談尊

重的性別交往 

    

9. 當遇到「性騷擾」時，我有沒有把握可以妥善的處理，

而不遭受傷害 

    

10. 當遇到「分手暴力」時，我有沒有把握可以妥善的處理，

而不遭受傷害 

    

 

問卷結束，請再仔細檢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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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2-1 小劇場及傳統講授法宣導活動問卷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年級： □ 七年級    □ 八年級    □ 九年級  

2. 性別： □ 男        □ 女 

3. 你有沒有戀愛經驗?   □有    □沒有 

4. 你是否曾經透過以下方式獲得健康資訊(可複選)： 

□影片/電影 □報紙/雜誌/漫畫/單張/書本  □網路(網頁瀏覽、與網友上

網討論)            □話劇、戲劇宣導表演   □人際傳播（同學/父母/

老師/醫生護士） 

5. 聽完課，最吸引您的地方是 

 □影片宣導  □主題內容  □分組討論  □教具 

 □其他＿                                                     ＿           

6. 你看完學校「性教育-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蘭州小劇場的表演，最吸引您的

地方是 

 □劇情情節  □配樂  □演員  □表演道具及環境  

 □其他＿                                                       

＿         

7. 在性教育的宣導中，您較喜歡「傳統講授法」或「蘭州小劇場」的傳達手法？ 

    □傳統講授法  □蘭州小劇場  □沒有太大差異 

8. 比較「傳統講授法」或「蘭州小劇場」，您對何者印象較深刻？ 

    □教材內容  □蘭州小劇場  □沒有太大差異 

9. 在性教育的傳達上，您受「微電影」或「蘭州小劇場」哪一者的影響較大？ 

□教材內容  □蘭州小劇場  □沒有太大影響  

10.您會因為「講授課程」或「蘭州小劇場」的演出產生期待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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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我看蘭州小劇場「新阿拉丁-茉莉的逆襲」的影響情形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這場戲劇的內容幫助我瞭解到與性相關的知識      

2. 這場戲劇能幫助我在性別的互動上能有更正面的態

度 

     

3. 這場戲劇讓我有把握能做到自我保護與尊重對方      

4. 看完戲劇表演，會引起我特別注意與異性的互動      

5. 看完戲劇表演，我會特別注意社會上有關性議題的

事物 

     

6. 看完戲劇表演，讓我重新改變對性有不同的想法及

觀點 

     

7. 看完戲劇表演，我會特別留意自己的性生理心理的

變化 

     

 

8. 用戲劇的演出由本校自己同學擔任主角，我覺的很有

吸引力 

     

9. 用戲劇的演出方式來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有

效果 

     

10. 用戲劇的演出方式來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有

幫助 

     

 

11.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12.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無趣的      

13.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有意義的      

14.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有學習價值的      

15. 對我而言，這個戲劇表演對我而言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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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傳統講授法上課後的影響情形 

 項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這單元的內容幫助我瞭解到與性相關的知識      

2. 這單元能幫助我在性別的互動上能有更正面的態度      

3. 這單元讓我有把握能做到自我保護與尊重對方      

4. 上完這單元，會引起我特別注意性別上的互動      

5. 上完這單元，我會特別注意有關性議題的事物      

6. 上完這單元，讓我重新改變對性有不同的想法及觀

點 

     

7. 上完這單元，我會特別留意自己的性生理心理的變

化 

     

8. 用影片宣導方式，我覺的很有吸引力      

9. 用分組討論方式來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有

效果 

     

10. 用 PPT方式來宣導性的正確觀念，我覺的很有幫助      

11.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12.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而言是無趣的      

13.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而言是有意義的      

14.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而言是有學習價值的      

15. 對我而言，這單元對我而言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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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小劇場回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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