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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組教育、文化與媒體」第 6屆第 1次 

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 地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 4-2 會議室 

參、 主席：王主任秘書淑懿                   紀錄:黃俊豪 

肆、 出席委員：應出席委員 7 名，實際出席 5 名(出席委員如簽到冊)。 

伍、 列席單位：如簽到表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工作報告： 

有關本組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 109 年度辦理情形，請各局處依序討論報告。 

    委員建議: 

    1.陳委員瑛治: 

     (1)有關重點工作一(會議手冊 P39):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及相關教材，建立檢

討、督考及管考機制。建立檢討、督考及管考機制與辦理情形之聯結性為何? 

     社會局婦平科回應: 

      對於本組重點工作項目於前一年度定期會中已確認。 

     (2)在社會局填報工作內容:「鼓勵身心障礙團體辦理運動賽事」(會議手冊 p54)

應思考，可結合明年本市舉辦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之機會(運動局主辦)，以利

提升弱勢女性參與運動成就與表現，並應提升補助，請社會局及運動局補充。 

 社會局回應: 

福利主軸性計畫係每年由本局依政策及需要訂定，最高補助百分之

百，民間團體無須自籌款。  

本項係運用公彩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自發性辦理福利服務方案，

目的是希望能結合民間團體共同推展福利服務。而辦理有關體適能活

動之部分團體，亦藉由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辦理之機會，鼓勵服務對

象參與比賽，增進其自我肯定。  

 

運動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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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身障運動會賽會籌備工作計畫之性別目標如下: 

     建立參與賽會人員(籌辦人員、選手、教練、職員及裁判等)之性別統計。 

     營造對於弱勢性別者友善之公共空間與設施；實際策略：於各場館會勘時即 

       紀錄並規劃相對應之性別友善空間。                

     增進身心障礙女性參與運動賽事的機會；實際策略：於宣傳意象上注重性別 

       平權，各項競賽項目皆應設計不同性別的圖示，並在選擇代言人及相關表演者         

       等方面，皆注意不偏重任一性別。 

 籌備會成員、本賽會參與人員(籌辦人員、選手、教練、職員及裁判)應平衡性 

   別比例，任一性別皆應超過三分之一人數。       

2.莊委員淑靜: 

(1)有關「家庭教育中心」針對各不同生命週期民眾及優先接受家庭教育對象辦理

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1 案(會議手冊 P39、40)之辦理情形(二)，補助本市國高中辦

理婚前教育課程活動，是否變相鼓勵學生提早結婚?應將本項納入「年輕世代

婚姻教育」辦理較為適合，請家庭教育中心調整。另，家庭教育中心對於不同

生命週期規劃有符合需求，值得肯定。 

(2)有關(會議手冊 P40)辦理情形(五)「婚前教育活動」，工作規劃說明:「為增進單

身者自我認識與學習關係經營，建立人際交友的正確觀念」，內容並不妥當，

因為單身者未必進入婚姻關係之中，婚姻教育與婚前教育似混為一談。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 

婚前教育係依教育部計畫，以婚前、婚後定義其範圍，婚前教育重點為自我探

索、情感教育，家暴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及建立年輕世代健康的人際交往態度。

婚姻教育兼顧單身、將婚、新婚、新手家長及中老年期等不同階段對象之學習

需求，以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為目標。 

(3)務請本組各局處於辦理情形部分，補充「策進作為」，說明 110 年之規劃。 

       本組秘書單位會後收集各局處資料，彙整如(附件 1)。 

      (4)對於(會議手冊 P40)辦理情形(四)及(五):「單身者情感支持團體與婚前教育活 

        動」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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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關重點工作二(會議手冊 P47):「培植女性文化人才並積極推廣發展之機會」， 

        因疫情緣故，可考慮展覽數位化(或直播方式)，請文化局會後補充。    

     文化局回應： 

本局已於 109 年 2 月起於官網及臉書「文化小尖兵」推出「線上美術館」計畫， 

將本局主辦展覽、藝文活動及文化資產編輯為影音作品，讓民眾不受時間與空 

間限制即時欣賞展覽。 

     (6)有關重點工作三:「舉辦獎勵女性參與運動賽事」1 案，運動局填報「推廣國民 

       運動中心等運動場館提倡女性運動健康概念」部分(會議手冊 P50)，提及:經查 

       女性較容易參與強度較低…之課程，請運動局補充相關調查數據及在名詞使用 

       上應更精確。       

(7)有關運動局辦理之國民運動中心-「性別影響評估」(會議手冊 P50)，應列為

性別友善措施必要項目之一，而本市南屯運動中心目前無相關資料，請運動局

提供有辦理之相關獎勵措施(如:辦理女性相關公益回饋活動中，針對女性運動

之處置獎勵)，請運動局補充。 

     運動局回應: 

       經本局調查各國民運動中心性別參與情形 (包含場地使用及課程性

 質)，女性以個人為單位使用運動設施之比例相較男性為低，參與  

 團體課程比例則相較男性為高，其中團體課程內容以 TRX、瑜珈、

 有氧為主。  

     「運動強度」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定義，係以身體在運動時   

       感到吃力的程度換算成此時大約的心跳數作為判別；「強度較低」

       係相對於高強度(費力身體運動)而言，屬於中強度(中度身體運動)

       類型。  

     「強度較低」係歸納性別參與情形之結果，「成立女鐵人隊」則   

       係為推廣女性參與高強度運動所規劃之項目，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且有平衡性別參與之效益。  

     公益回饋計畫係由廠商自提經費辦理公益性質活動，目前雖無規劃

女性相關公益回饋計畫，惟仍持續透過女性節日推出優惠方案及開

設女性專班，達到推廣女性運動之目的。  

     (8)有關重點工作四:「推動媒體自律宣導，強化媒體從業者性別意識」，請新聞局 

        在填寫辦理媒體識讀活動執行情形時(會議手冊 p55)，增加說明「網路性別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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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局回應: 

 110 年度媒體識讀系列活動，擬於研習課程增加防制「網路性別暴力」宣導，藉 

 由灌輸學生正確觀念，杜絕網路性別暴力情事，以消弭校園性別霸凌事件。110   

 年度相關活動內容，刻正規劃中。 

(9)有關重點工作六:「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觀念，杜絕具歧視女性部分」1  

  案(會議手冊 p58)。前年受聘於民政局邀請擔任殯葬講習會的性平專題講師， 

  會中有一位專門做式場牌樓的業者分享以往牌樓文字只有男性亡者具全名，而  

  女性亡者只有姓氏，例如王媽老夫人，有一年他開始將女性的名字列在牌樓  

  上，結果家屬也可以接受，所以類似這樣在性平上的突破創舉很值得表揚及分 

  享。請民政局補充殯葬業者受性平傑出表揚之案例，以利日後做為其他業者之  

  借鏡。 

民政局回應： 

有請殯葬得獎業者做專刊置放網站與殯儀館處公告，另下次評鑑前會做殯葬業 

  者評鑑說明會，以利標竿學習。  

感謝性平工作小組中委員的建議，希望本局(生管處)可將殯葬業者在性別平等 

  方面的推廣作為、突破及困境文字化，並向民眾宣導，以求深度及廣度，故 

  本處於 107年底聘請一位評鑑委員訪談近兩年在性別平等推廣上的優良得獎業 

  者，並撰文製成殯葬專刊放於網路上，也於中部殯儀館及臺中市的公家機關，  

  例如公所、戶政、圖書館等發放。另外生管處會透過舉辦評鑑說明會開始做有   

  關性平方面的標竿學習，讓更多業者可以看到殯葬禮俗上的努力與突破，當更  

  多人看見原來禮俗也是可以調整的，便會有更多人學習，以求圓滿與尊重，就 

  如同莊委員所說，現在在殯儀館內舉辦的告別式，我們也經常看到牌樓上會列 

  出女性亡者的名字，性平的概念在禮俗上確實已有影響，民眾也慢慢在轉變。 

   (10)有關重點工作六:「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觀念，杜絕具歧視女性部分」， 

  在辦理情形(四) (會議手冊 P62)策進作為中，請原民會補充「部落大學」業務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之詳細資料。 

原民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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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具備性別平等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針對部落大學講師及助教講授性別

平等相關課程，以提升部落大學講師及助教性別意識，預計辦理 4 小時，預

計受益人數 40 人。 

      於部落大學-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針對原鄉/都會區兒童、青少年辦理性

別意識課程，預計辦理 4 場次，受益人次 200 人次。 

    3.孫委員旻暐: 

     (1)有關重點工作一:「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及相關教材」之辦理情形(五)婚前教

育活動(會議手冊 p40)，同婚伴侶(同婚者)之婚前教育講座活動規劃情形為何?

有多少對數?參加情況如何?請民政局及家教中心補充相關數據資料。 

     民政局回應: 

      在聯合婚禮上，宣傳海報及宣傳途徑中註記同婚可參加。但目前皆無報名，而 

      參加婚禮新人都有辦理有關性平講習，將持續加強宣導。民政局除於活動宣傳

簡章註明「歡迎同性伴侶踴躍報名參與」外， 並邀請婚姻專家於新人說明會當

日舉辦婚前教育講座，且視報名情形調整講座內容，可加入同性婚姻主題，唯

目前尚無同性伴侶報名參加聯合婚禮。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 

本中心 110 年 3 月 13 日下午 2 點至 3 點 30 分協辦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當

兒子向我出櫃》同志櫃父母講座。未來將持續配合社會局同志家庭服務方案，

透過協辦或結合專業團體規劃辦理，以增進社區民眾對於同志家庭認識，穩固

伴侶關係及強化同志家庭功能。 

(2)有關重點工作三:「舉辦獎勵女性參與運動賽事」(會議手冊 p51)，運動局 

   所辦理相關運動賽事業務之「性別預算」資料，在下次會議手冊中應呈現。 

(3)有關重點工作六:「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觀念，杜絕具歧視女性部分」。 

   民政局填報之「定期檢討殯葬服務業評鑑評分表的性別平等評鑑指標」中(會 

   議手冊 P59)，請增列性別意識委員為評鑑委員及因應疫情，殯葬視訊儀式之  

   具體作法?請民政局補充。 

民政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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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服務業評鑑項目中有關性別平等之考評項目為第五大項「創新服務或回饋 

  社會具體作為」之其中一項，所占分數共計 5 分，性平考核項目列於總分 100 

  分內，非列於加分題。負責第五大項(共計 30 分)的評鑑委員除了評選在喪葬 

  儀節上確實具有性別平等意識且有具體執行的業者之外，同時須評鑑其他項 

  目，如喪禮中的環保作為、臨終關懷、悲傷輔導的轉介服務或使用電子化的創  

  新服務，故生管處聘請的殯葬服務業評鑑委員為各大專院校講師級以上在殯葬  

  方面對該領域有教授科目的老師。 

因應疫情，生命禮儀管理處陸續優化各項 e 化服務，推出「線上祭拜、遠距 

  追思」服務，該系統採實境式導覽，讓民眾也可以透過手機、平板等行動裝 

  置對亡者表達深切的懷念。 

4.邱委員孟玲: 

(1)有關重點工作(六)，「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觀念，杜絕具歧視女性部 

   分」，原民會所填報之「原住民族婦女溝通平台活動及相關傳統文化活動時」 

   (會議手冊 P61)，對於靈媒之界定與功能請加以說明，並請原民會重視原住民 

   之聲音。 

原民會回應: 

 在業務工作規劃上，未來會找原住民耆老來指導靈媒工作者與辦理原民文化之  

 傳承活動。 

     5.陳巧禎委員: 

     (1)有關重點工作(六)，「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觀念，杜絕具歧視女性部 

        分」，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各項家庭教育活動，融入性別平等議題」時(會議手  

        冊 P60)，在性別人數統計上未出現同性伴侶之數據，未來也希望與基地協會 

        相互合作，以利多元性別呈現。 

(2)請家庭教育中心納入策進作為，在性別平等卡拉 ok 分享會，如何讓長輩理解 

   性平之辦理情形。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 

本中心每年均針對志工辦理性別教育在職訓練，以提升志工在社區推動性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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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知能，性別平等卡拉 OK 分享會係結合社區、民間團體辦理，由已培訓完

成之志工帶領，從生命經驗出發，加強長輩同理心，扭轉傳統性別刻板迷思。 

  主席裁示與決議: 

一、對於委員相關建議，爾後各局處務必納入委員之意見填寫。 

二、本組各局處於辦理情形每一項目要納入新年度(110 年)規劃之「策進作為」。 

 

捌、 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本組跨局處性別平等跨局處合作議題 109 年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8 年 12 月 18 日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5 屆第 2 次定期會議決議，

自 109 年起各分工小組會議每半年需填報各組「109 年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

議題」辦理情形。 

二、 承上，上開跨局處合作議題本組為「舉辦獎勵女性參與運動賽事，並大力

推展適合女性及弱勢族群的運動項目、設施與空間」與「檢視宗教、傳統

民俗之儀典與觀念，杜絕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部分，並積極鼓勵推展平權

的性別文化」2 案議題，案 1 由運動局、社會局、教育局為主協辦機關;案

2 由民政局與新聞局為主協辦機關，並請相關局處填報 109 年度辦理情形。 

三、 前述相關跨局處合作內容部分，建請委員提供相關建議。 

     社會局婦平科補充說明: 

     補充修正(會議手冊 P64)，在預期成效第 7 項，落實兩性平權之運動推廣，應把「兩 

性」平權更改為「性別」平權。 

     委員建議: 

1.莊委員淑靜: 

(1)有關跨局處合作議題 1「舉辦獎勵女性參與運動賽事，並大力推展適合女性及 

  弱勢族群的運動項目、設施與空間」(會議手冊 P63)。各局處如何分工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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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跨局處之積極性為何?目前各局處資料呈現似乎看不出合作情形及缺乏統計 

  數據資料，請運動局說明。另外，辦理情形 2.有關設立女性專班中(會議手冊 

  P68)，提到南屯運動中心有舉辦燃脂訓練課程，這部分應分年齡層辦理，請運 

  動局補充說明。 

(2)在跨局處議題 2「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念，杜絕具貶抑與歧視女性

的部分」1 案，有關客家民俗之「新丁粄節」儀式(會議手冊 P70)，資料未呈現

如何打破客家文化傳統?而客委會及原民會對於跨局處議題 2 之辦理情形亦付

之闕如?請客委會及原民會補充。 

客委會回應: 

本市新丁粄節活動製作代表女性的桃粄，屬既有習俗。「龜粄」又稱為紅粄、紅

龜粄、紅龜糕、紅龜粿等，就是客家人關於「出生禮俗」的常見食品，如當年家

中有添男丁，就會製作新丁粄來感謝老天爺賜予家中男丁，此時男丁，就會製作

新丁粄來感謝老天爺賜予家中男丁，此時所使用的紅粄就叫做新丁粄，另桃仔粄

丁粄，性質與新丁粄相同，同為慶祝出生，不過桃仔粄是將烏龜的粄紋改變成為

壽桃的粄紋，慶祝家中今年生女孩。龜的粄紋改變成為壽桃的粄紋，慶祝家中今

年生女孩。 

原民會回應: 

於部落大學開設 1 門有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儀典，以及如何提升原住民女性

於祭典中之角色與定位，以杜絕貶抑與歧視原住民女性，並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

性別文化。 

     2.陳委員瑛治: 

(1)在跨局處作議題 1「舉辦獎勵女性參與運動賽事，並大力推展適合女性及弱勢 

   族群的運動項目、設施與空間」(會議手冊 P63)之問題說明，請運動局提供「性  

   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相關統計資料，以利參考。 

     (2)承上，在政策目標(性別目標)項目，運動局要更具體化，請說明補充。 

     運動局針對莊委員淑靜及陳委員瑛治提問之回應: 

     在問題說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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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運動現況調查報告結果顯示，本市運動人口比例男性為 

82.7%，女性為 83.7%，女性高於男性 1%，然在 7333 規律運動指標中，男性為

33.7%，女性為 33.4%，女性低於 0.3%，在規律運動指標中需每週運動 3 次以上；

每次運動 30 分鐘以上；運動時會流汗也會喘，女性於運動強度及運動時間均低

於男性。本局目前有統計受本局補助之各場次體育活動，男女性參與人數及年

齡層分布之統計數據，以蒐集相關統計資料做為未來運動政策推展參考使用。 

      經統計 109 年單次入場人次性別分布情形，男性計 1,187,079 人次，佔 54.18%；

女性計 1,004,077 人次，佔 45.82%。 

     在政策目標上- 

        社區大學部分由教育局協助推動女性學員多元參與各項體能與運動類型課 

程；並請新聞局發布新聞稿宣傳協助活動及資訊露出、社會局協助針對標的

族群加強資訊披露及媒介，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體適能之活動，共同大力

推展女性及弱勢族群的運動活動。 

     (3)有關跨局處合作議題 2，「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念，杜絕具貶抑與 

        歧視女性的部分，並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性別文化」(會議手冊 P70)，本議題 

        不應只聚焦喪葬禮儀，如何將民俗觀念推廣民眾，請民政局補充。 

民政局回應： 

民政局在舉辦宗教團體負責人的觀摩研習時會加強在性平意識上的宣導，目前在

民俗上我們也確實看到在性別上的突破，例如以往只有男性才能抬轎，現在有宮

廟自組女性抬轎班，或是在儀軌上我們看到有更多女性可參與的部分，例如女性

主祭者或女性禮生。  

3.孫委員旻暐:請民政局補充訃聞範本體例供參。 

民政局回應： 

生命禮儀管理處將於電子訃聞專區及性別專區提供性平訃聞範例供業者參考。 

主席裁示與決議: 

一、關於跨局處議題案 1，請運動局加入「身障運動會」相關資料。(運動局會後 

         補充內容如會議紀錄第二頁);餘則請各局處參照委員建議事項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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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跨局處兩項議題之主辦機關，於下次會議前提出與其他機關之合作機制。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3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