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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互動式繪本之研究 

摘要 

    研究者發現，大家對於職業、做家事、遊戲、顏色等等概念仍然有許多刻

板印象留存，因此我們根據這些議題自製性別平等教具及繪本。「性別議題-互

動式繪本」設計要旨為讓幼兒能夠在快樂的情境下以閱讀繪本作為主要媒介，

操作教具讓幼兒能夠在「玩中學」中理解性別平權之概念，我們將繪本與教具

之收納方式設計成後背包，讓照顧者或幼兒能夠更便於攜帶，外型以繪本中的

配角粉紅大象為設計概念發想，除了外型可愛更吸睛外，更能讓幼兒融入情境

當中，在繪本當中多次提及性別平權相關議題，包括我們刻板印象中常出現的

「服裝」、「顏色」、「職業」三大類別做為出發點，設計豐富且易理解的劇情，

並以教具遊玩操作的方式增進教具的趣味性，讓這些議題能夠很自然的融入活

動中。「性別議題-互動式繪本」之訪談十位專業教保人員，質化結果， 

繪本特色主要有: 

1.繪本畫風清新，色彩明亮 2.繪本內容符合主題 3.繪本和教具結合增加對性別

平等的認知 4.透過繪本增加幼兒學習興趣；教具特色主要有:1.大象收納包空間

足夠 2.教具可提供幼兒不同的性別相關知識 3.教具可以促進手眼協調 4.教具

有創意性 5.教具符合中大班年齡層；研究對象建議:(一)問題卡答案採開放

式，尊重幼兒想法(二)大象背包對幼兒來說太重(三)問題卡可再增加收納(四)

教具趣味性夠，實用性可待加強(五)教具沒有促進幼兒精細動作發展之效益 

(六)繪本及教具中的性別平等概念可更豐富。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將「性別議題-

互動式繪本」製作與應用之研究完整的呈現出來，做出具體的實物讓教育機構

或相關專家試用，並訪談詢問其使用後的看法與建議，我們也有將做完的成品

帶到桃園市某區國小附幼，進行團體教學，並獲得其班級老師之回饋，其研究

結論總結歸納如下:繪本劇情與教具操作交互輪替，可維持幼兒注意力、繪本內

容可預測劇情，幼兒可清楚理解操作教具之任務、教具及繪本外觀很吸引幼

兒、繪本可添加注音、標點符號以及句子可再檢視、問句可採用肯定句。 

研究者自編問卷後，建立信效度，對 100 位研究對象施測，進行了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發現「性別議題-互動式繪本」繪本及教具的搭配相較於傳統「換裝

紙娃娃教具」更能夠提升幼兒對於學習的興趣且教具及繪本更具有創意，繪本

及教具抑能夠提升幼兒對性別平等了解的看法且教具能讓幼兒學到職業方面性

別平等的概念，最後與傳統較具相比「性別議題-互動式繪本」中的問題卡更能

夠促進性別平等的認知。 

關鍵詞：互動式繪本、性別平等、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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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句可採用肯定句(已斟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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