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0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月 4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部 216會議室 

主席：林常務次長騰蛟、許秀雯民間召集人（下午 3時 50分後）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教育、媒體及文化

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委員發言紀要 

何委員碧珍 

有關會議議程 P5.運動、娛樂、休閒服務業之薪資狀況，上次會

議有請性平處再行討論交給各分工小組之議題適當性，請問性平處會

後是否有將意見帶回討論？另 P8.有關教育部社區大學及樂齡中心性

平課程辦理之內容及講師資料，上次建議要整理後於本次報告，但未

見安排於本次議程？兩部份請予以說明。 

許委員秀雯 

因為上次會議此提案部分由我主持，該次會議確實有做成決議提

交新住民協調會報討論，但至於究由何機關進行提案，會上無非常明

確之認定，因此此部分會後分工有不同意見，但重要的並不是對於會

議紀錄的修正，而是對於其是否需進行提案及如何處理進行實質討論。 

決定： 

一、 修正後備查。 

二、 修正前（第 19）次會議報告案第二案（原報告案第一案）決定

事項二修正文字為：有關掌握新移民子女在母國之人數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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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及相關部會研議設置申訴信箱供出境學生求助使用 2案，

請外交部、內政部、教育部會同研議提案至「新住民事務協調

會報」，跨部會合作，共同研議處理。 

三、 請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會後提供 107 年社區大學及樂齡中心辦

理之性平課程內容及講師資料與本分工小組委員參閱。 

四、 請性平處研究本分工小組於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可聚焦討

論之議題、任務內容及指標為何，具體建議並請先跟相關部會

討論溝通可行性後於下次會議報告。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19次會議決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何委員碧珍 

一、 有關追蹤事項 1，同意先解除列管。但因根本問題仍然存

在，個人將於內政部移民署性平專案小組提案再予細部討

論。謝謝大家先前的努力。 

二、 台灣已實施 12年國教，鑒於對孩童基礎受教權的一視同仁

保障，建請教育部研議是否提出一暫行特別措施，主動關

懷回歸母親母國之新住民子女（不僅越南，建議包括東南

亞全部地區），以折合獎學金或補助等方式鼓勵其在當地進

行基礎教育，一方面避免孩童回台後的知識教育落差，一

方面也較能掌握未成年孩童在國外的發展去向。希望列為

本次會議之臨時提案。 

許委員秀雯 

一、 有關追蹤事項 2 當初提案是因為有具體個案，目前部分大

專校院有男跨女學生想要依據其性別認同入住女生宿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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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拒絕或刁難住宿問題，此類個案教育部目前如何給各校

指示？ 

二、 有關追蹤事項 2 建議暫時繼續列管。學務長會議是否有研

討出具體的實務模式可相互觀摩，請學務司整理相關資料

提供委員參閱。另肯定 107年 11月 27日辦理「107 年度

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但很多經驗是

不互相流通的，是否可整理出相關資料提供分享，並衡酌

是否可置放於性別平等資訊網，讓大家互相觀摩。 

三、 追蹤事項 3，實務與法條之落實執行應進行現場實地之調

查。 

方委員念萱 

想請問追蹤事項 2述及「107年度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

討會」邀請全國大專校院之學務主管進行經驗分享與討論，期經

由意見交換與充分交流，研討實務中可採行之模，其討論出來的

模式與具體之建議。 

郭委員素珍 

有關追蹤事項 2「107 年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

談會」會後之後續作為為何？ 

余委員秀芷 

一、 教育部無障礙廁所錯置，手把、空間及擺設皆不合格，建

請改善。 

二、 有關追蹤事項 3，助理員之性別需求聘僱應依學生需求，

其為使用者，應以其為主。教育部應檢討制度與實務面之

落差問題，以讓助理員制度更能順暢。目前現況是很多找

不到助理員，在大專部分是找同學擔任支持者，但其並未

受過相關專業訓練，其實是有危險性。學生助理員依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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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去區分，但是區分過程於分配協助時數有很大問題存

在，學生真正需求的時數並未被滿足，都是別人再評估，

並未依照學生需求。又學生助理員寒暑假並未有工作，未

有薪資，很容易因此流失，需重新聘僱，這銜接期會造成

障礙者需人協助之問題，也難以讓學生助理員累積協助經

驗，建請重新檢討學生助理員之聘僱制度，建置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專業訓練、專業分級制度，建立人才資料庫，人

員到位才能達成依照障礙生性別需求分配學生助理員。 

決定： 

一、 追蹤事項 1 解除列管，惟請外交部再就會上之相關發言及

說明載述於追蹤表之「辦理情形」乙欄；內政部請再檢視

填報之辦理情形是否需更新補述。另為一併完整呈現前（第

19）次會議）有關研議設置申訴信箱供出境學生求助使用，

請前填報機關（外交部、內政部、衛福部、教育部）一併

檢視更新，併同本次會議紀錄提供委員參考。 

二、 追蹤事項 2 繼續列管，請教育部學務特教司就「107 年度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及 107年 11月 27日

辦理「107 年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

之重點節錄，於會後供委員參考，相關處理模式資料並請

考量可置放於性平資訊網之可行性。「探討大專校院校園

中跨性別之學生之空間使用權益」研究計畫請掌握進度，

並於研究報告完成後盡快提本分工小組報告。 

三、 追蹤事項 3 請國教署於下次會議說明研議修訂「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國一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

辦法之第五條」之進度及方向，並就會上委員針對執行面

之問題與建議（特教助理員性別需求、人員異動、職業加

級、建立人才資料庫等）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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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性別平等教育應向下扎根，請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就現行針

對嬰幼兒照顧者及嬰幼兒本身如何實施性別平等教育進行

報告。 

委員發言紀要 

伍委員維婷 

一、首先感謝教育部國教署、終身教育司回答的非常詳盡，看得

出來對幼兒性平教育努力規劃。 

二、終身教育司提及不能全仰賴家庭教育中心，請問目前教育部

如何提供就幼兒性別教育或幼兒性教育有需求之父母可獲

得之資訊管道？ 

三、衛福部之報告未見具體之作法，本報告說明所提及之教學講

義即為地方性別人才資料庫所提供之講義，出現這樣的問題

時，衛福部可否出一套給托育人員性別教育之講義？縣市政

府若無法檢視出其相關講義有疑義或出滿性別刻板印象時

時，衛福部有何角色可扮演？可有合作法或機制處理？ 

四、衛福部國建署所提之孕婦衛教手冊並非是嬰幼兒的性別平等

教育，教育的責任亦未只有孕婦，是否能有具體的作法，可

提供新手父母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期待衛福部能等有符

合性別平等教育的作法。 

陳委員秀惠 

一、 終身教育司報告所提策略管道拓展部分，結合婚紗業者提供

誘因為何？另外應亦可擴充結合宗教部分。能否透過戲劇、

媒體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二、 邀請名人分享，鼓勵父職之角色。 

三、 生男生女一樣好僅流於口號，是否可有更具體的例子。 

許委員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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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問衛福部如何教育新生兒父母，例如倘若寶寶為雙性人

(intersex)，是否有讓新生兒父母知道不必要的手術可拒

絕? 另外是否有協助父母了解跨性別(transgender)兒童

的必要資訊?  

建議相關的手冊能提供與時俱進的與性別有關的知識，並

宜以一般大眾可瞭解的語言提供資訊，以減緩雙性人、跨

性別孩子的父母之焦慮。 

二、 請問國教署如何確保幼保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講師及授

課內容品質？ 

何委員碧珍 

一、 教育部執行的「家庭教育推展計畫」是性平教育的關鍵性

計畫，請問第二期（108-111年）與第一期（104-107年？）

的差異為何？是否有隨時代變化而有不同之調整作為？從

本次報告實在看不出前後兩期有何不同，因第二期計畫將

執行至 111 年，期間尚久，實有必要再行檢視一次，建議

教育部於下次會議提出完整兩期規劃之比較說明，並思考

回應社會近期變化的創新性規劃。 

二、 針對媒體的性平教育及宣導推展部份，期待文化部、教育

部、NCC能有跨部會之合作，提出類似金曲獎、金鐘獎之積

極引導、鼓勵作為。 

決定： 

一、 請教育部於下次會議針對各地方政府教保人員在職進修及

職前訓練性平教育課程品質之確保進行說明。 

二、 請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於下次會議報告家庭教育中心推動性

平教育之整體作為。 

三、 請衛福部針對委員提案再重新思考，包括對為人父母、托育

人員及嬰幼兒性平教育職掌觀點及可用資源、宣傳管道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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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下次會議提出進一步回應。 

伍、討論案 

第一案：為落實我國托育公共化，令非營利幼兒園成為公共托育服務

示範標竿、實現工時合理化、符合女性勞動權益，建請調整

非營利幼兒園之教保人員人數規定。 

委員發言紀要 

方委員念萱 

請問 12 月 18 日會議之後是否後續還會開會？後續若有相關討

論會議建議邀請王兆慶委員及其他性平委員出席。 

陳委員秀惠 

    曾參觀過非營利幼兒園，三班九十位幼兒聘九位工作人員，其中

包括一名專任園長，第七、八以社工、學前特教聘之，因此兆慶委員

可能認為要專任的教保人員才能補位。 

決議： 

一、 請國教署於不增加非營利幼兒園整體營運成本，及不影響

幼兒教保服務品質之原則下，儘速研議調整非營利幼兒園

教保人員配置之可行方案。後續召開相關會議並請邀請王

兆慶委員等關心此議題之委員出席。 

二、 請教育部國教署會後提供 107 年 12月 18日會議會議紀錄

給本分工小組委員參閱。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於彌補 12年基礎國教，建請教育部研議一暫行特別措施，

關懷回歸母國之未成年新住民子女（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讓

其雖暫時滯外也能享有我國基礎國教的福利美意，接受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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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機會。（何碧珍委員提案） 

說明： 

一、 臺灣全面實施 12年國教，針對未成年學童施予免費的基礎

教育，以保障孩童及提升國家未來競爭力。這項良政廣受

國人肯定，唯對因故回歸母國之新住民子女，因滯留境外

難以依法受教，導致該等學童回台後的生活教育適應不良，

形成弱勢更弱的社會發展落差。其中尤以教育機會、經濟

條件皆較臺灣不佳的東南亞國家為甚。 

二、 目前政府沒有此等學童的確切人數統計，惟依移民署 105

年報告，僅第一站至越南未歸的學齡孩童即達 2 千餘人，

遑論東南亞全區。可見此問題確實嚴重存在，且學童去向

的追蹤及解決的困難度都頗高。 

三、 鑒於孩童的基本受教權益，建議教育部積極研議一暫行特

別措施，以獎學金或教育補助金方式，主動提供支持該等

學童在其母國進行基礎之教育，一方面避免孩童回臺後的

知識教育落差，一方面也能協助掌握我滯外學齡孩童的發

展去向。此項計畫亦可納為「新南向政策」的具體國際交

流行動，將別具意義。 

決議：請教育部國教署於下次會議報告。 

柒、散會（下午 5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