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性別向前走系列活動」 

葉永鋕事件紀念講座「在玫塊少年之後—在性別與原住民教育議題

上的行動思考」問卷統計： 

講師：瑪達拉‧達努巴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種籽講師/台灣原住民基層教

師協會理事)  

時間︱2022/04/16(六)下午 14:00-16:00 

地點︱史前館康樂本館行政大樓 2058學習教室 

內容簡介︱ 

2000年葉永鋕事件可以說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推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除了性別歧視所形成對性別少數的暴力霸凌，也揭露出因為社會對於性別

多元的認識不足，讓教育工作者正視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從校園內的霸凌

事件的縮影，看見整個社會對於過去既有的性別框架對於人的壓迫。達努巴克

作為學校輔導老師，從此處出發，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至今，更著力於原住民部

落性別平等的組織與倡議工作。在這場講座中，達努巴克老師將分享自己這 20

年來的實踐經驗。 

 



 
簡要分析： 

本場次活動以40-49歲的參與者居多佔44.4％，其次是30-39歲者佔25.9％，再

來是60-69歲和70-79歲均為11.1％，其餘為70-79歲區間的參與者佔7.5％。 

 

 
簡要分析： 

參與者以生理女為主近八成(77.8％)，其他則是生理男。 



 
簡要分析： 

有近七成的參與者表示非常同意這場次活動有助於自己察覺性別刻板印象，

33.3％的參與者表示同意。 

 

 

 

 
簡要分析： 

關於了解生活中發生的性別歧視，透過這場演講參與者有63％的表示非常同意

、33.3％表示同意、33.3％表示普通。 

 

 



 
簡要分析： 

近七成(66.7％)的參與者表示非常同意有助於認識不同的性別氣質，有33.3％

表示同意。 

 

 

 

簡要分析： 

經由這場演講有助於與會者提高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有超過六成(63％)者表示

非常同意，33.3％表示同意， 3.7％表示普通。 

 

 



 

簡要分析： 

因為認識不同性別氣質而尊重彼此差異，有超過七成(74.1％)者表示非常同意

，25.9％與會者表示同意。 

 

 

 

簡要分析： 

在參加管道可複選的條件下，大多參與者佔了近七成(66.7％)是因網路宣傳得

知此場活動，其次是其他(例如，透過教師進修網、公文以及任職單位)以及親

友告知得知活動訊息。 

 



 

簡要分析： 

這次性平講座吸引近七成(66.7％)的與會者是第一次來館聽演講，也意味著在

台東有不少人對性平議題的關注是可喜的一件事。第2-3次(14.8％)以及來過但

網記次數者(14.8％)共佔了近三成，3.7％則是參加第4-5次的聽者。 

10.心得或建議 

(1)講師很讚！ 

(2)玫瑰少年的故事與議題，原已聽過即在課堂的應用多次了。原本還在猜想內容不知

是否會與所知雷同。但講師的演講與內容非常豐富，在原住民身分認同與同志的雙

重交織下，分享了許多以前所困惑不解的東西，覺得講師的豐富度，礙於時間限制

仍有許多聽得欲罷不能的地方，期望之後還有機會可以再邀請講師演講。 

(3)希望能繼續辦理性別、階級與族群交織的活動。 

(4)未來可以多分享案例或生命故事。 

(5)有別於從葉永鋕事件來切入性別議題，永鋕反而只是社會脈絡的開場，讓大家可以

從整個社會文化下來看，讓老師們能夠思考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能為孩子們創造

怎樣的友善環境！ 

(6)達努巴克老師很勇敢，葉永鋕的故事也給我們很多啟發。經由達努巴克老師生命故

事的分享，理解排灣族的性平延展，有助於在公務機關及教育現場的個案處置。老

師帶來滿滿的正能量和不同視野。 

(7)對達努巴克老師投入性別平等的努力給予尊敬的掌聲。 

(8)感謝講師的分享，收穫很多，鼓舞良多；教育路上提供創造孩子更友善的空間，讓

更多孩子成為真正的自己。 

(9)平時就很關注LGBTQIA及女性權益相關議題，今天又對「原住民同志族群」有深入認

識及瞭解。希望台灣的玫瑰少年們能因社會多元開放進步而更勇於活出自我，每個

種族、性別、性傾向、政黨、宗教都是值得尊重與被包容、被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