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國中教育技藝競賽 

906陳怡儒 美顏組第 1名 

904吳翊誠 基本電子應用組第 6名 

906楊雅諼 美髮組佳作 

903陳冠豪 基本電子應用組佳作 

904楊仲恩 中餐組佳作 

讓每個人都能安心如廁──認識性別友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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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想過，上廁所這件事對每個人來說真的都

一樣簡單嗎？ 

對大多數人來說，走進「男廁」或「女廁」是一件稀

鬆平常的事。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卻可能是一個

讓人焦慮、甚至受傷的時刻。這些人包括跨性別者（例

如出生時被認定為男生，但認同自己是女生的人）、性別

不明確者，或是外貌不符合社會對「男」或「女」的刻板

印象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性別友善廁所」就成了一個重要

的解方。 

什麼是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也有人稱作「無性別廁所」、「共用

廁所」或「多元性別廁所」，是一種不依照「男」或「女」

區分使用者的廁所設計。換句話說，任何人——無論他

們的性別認同是什麼，都可以安心地使用這個廁所。 

 

這樣的廁所通常是單間式的設計，也就是說，每一

間都是獨立空間，裡面有馬桶、洗手台，關上門後就像

一個小房間，保有充分的隱私。有時候，這些廁所的門

口會貼上「All Gender Restroom（所有性別皆可使用廁

所）」的標示。 

為什麼需要性別友善廁所？ 

有些人可能會想：「廁所不是就男的進男廁、女的

進女廁，為什麼還要這麼麻煩？」 

其實，對性別多元者來說，這樣的二分法很不友

善。舉例來說，一位跨性別女性（她出生時被指定為男

性，但她認同自己是女生），如果她外表比較中性或還

在變化中，走進女廁時可能會被質疑、指指點點，甚至

被趕出去；但走進男廁又會感到極度不舒服甚至害怕。 

還有些人是「非二元性別」者，也就是他們不認為

自己完全是男或女，他們同樣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空

間。 

性別友善廁所的出現，就是希望讓所有人都能有一

個尊重、安心又安全的如廁空間。就像我們尊重每個人

外表不同、個性不同，也應該尊重每個人對自己身體與

性別的感受。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性別友善廁所不只是建築上的改變，更是態度與

觀念上的轉變。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件

事做起： 

1. 認識性別多元：了解不是每個人都符合「男」或

「女」的標準形象，每個人的性別認同都應該被

尊重。 

2. 尊重別人：看到外表與你想像不同的人使用廁所

時，不要嘲笑、排斥，而是理解每個人都有如廁

的權利。 

3. 勇敢發聲：如果學校正在討論空間改造，或你有

機會參與學生自治，可以提出推動性別友善廁所

的建議。 

當我們願意多一點理解與尊重，學校和社會就會

更友善、更安全，也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在地做一件

看起來簡單，卻非常重要的事──上廁所。 

 

⚫ 思考看看： 

1. 你認為學校有沒有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的必要？

為什麼？ 

2. 如果有同學對性別友善廁所有偏見或不了解，你

會怎麼跟他解釋？ 

3. 除了廁所之外，你還覺得學校有哪些地方可以變

得更性別友善？ 

 

⚫ 性別友善廁所空間配置範例圖: 

  

1.單人使用             2.多人使用 

資料來源: 

性別友善運動設施空間與環境規劃指引手冊 

https://reurl.cc/XA8Wx0 

行政院於 112 年 7 月 13 日通過《性

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

《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性平三法」修

正草案（同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 

其中有延長性騷擾申訴時效，增訂

具權勢關係及未成年者申訴的特別時

效。 

(一) 一般性騷擾案：申訴期限為知悉事

件發生後 2 年內提出申訴。但自性騷擾

事件發生之日起逾 5 年者，不得提出。 

(二) 權勢性騷擾案：考量遭受權勢性騷

擾之被害人，不易向外求助而易逾申訴

期限，權勢性騷擾案件的申訴期限，在

知悉事件發生後 3 年內提出申訴。但自

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 7 年者，不得

提出。 

(二) 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人為未成

年之案：得於其成年後三年內提出申

訴。 

 

 

資料來源:性別平等全球教育網 

性平小學堂 

 

文 輔導室 

 

 

回答問題並繳回者，可獲得神秘小禮物一份！ 

https://reurl.cc/XA8Wx0


 
  

    

 

 

 

 

 

 

 

 

特教宣導-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AI 來了，我的未來在哪？》 

文 輔導室 

你有想過嗎？ 

有一天，我們會搭自駕公車去學校，用 AI 幫忙查功課，下課玩的

是元宇宙籃球比賽，晚上吃的是機器人煮的拉麵？別懷疑，這不是科幻

小說，而是未來真的會發生的事。這個世界變得太快，快到很多大人都

還來不及適應。那我們呢？才國中，真的需要想生涯規劃嗎？ 

【答案：是的，而且越早開始，越有趣！】 

你喜歡做什麼？不是考幾分而已！ 

很多人以為生涯就是選志願，或者考試考好一點，未來就會順利。

其實生涯規劃真正的重點是：認識你自己。 

給你幾個思考小提問： 

⚫ 如果讓你開一個 YouTube 頻道，你會做什麼內容？遊戲？開箱？實

驗？唱歌？ 

⚫ 假設你一整天都不用寫作業，你最想做的三件事是什麼？ 

⚫ 班上有活動的時候，你是主動規劃的人？還是默默觀察的人？還是

搞笑炒熱氣氛的人？ 

這些答案背後，就是你未來可能擅長的方向。 

AI不是敵人，是你未來的助攻隊友！ 

2024 年，全世界掀起 AI 風潮。你現在看到的很多影片封面、商店

標語、連作業的提問方式，可能都是 AI 幫忙生成的！ 

新興工作實例： 

⚫ AI 提示工程師（Prompt Engineer）：像馴獸師一樣設計問題，讓 AI

給出最厲害的答案。 

⚫ 虛擬時尚設計師：用 AI 做出不可能實體化的服裝，變成遊戲角色

穿搭。 

⚫ 數位遺產保存師：幫人用 AI 保存聲音、影像、故事，讓家族記憶

數位化！ 

你可能會想：「可是我不會寫程式啊！」沒關係！未來不是「誰最厲害」，

而是「誰懂得怎麼用厲害的工具」。 

 

把你的日常興趣，變成未來的「職業武器」 

⚫ 喜歡畫畫？你可能未來變成插畫師、動畫師、甚至是遊戲角色設

計師。 

⚫ 喜歡打電動？如果你研究策略、分析角色平衡，可能未來變成遊

戲測試員、企劃師，甚至是遊戲主播。 

⚫ 喜歡講話？參加演講、主持、說故事比賽，有可能未來走向

YouTuber、廣播主持、甚至心理師！ 

你的興趣 + 時代工具 + 勇敢嘗試 = 獨一無二的你 

怎麼開始我的生涯小旅程？ 

這裡有四個國中就能開始的小行動： 

⚫ 觀察自己：記下你每天最開心做的三件事和最討厭的三件事。 

⚫ 探索世界：多看看不一樣的職業介紹影片、紀錄片、職人分享。 

⚫ 練技能：不用等長大再學技能，剪影片、做簡報、畫圖、講故

事，現在就能練。 

⚫ 勇於嘗試：參加校內社團、比賽、志工服務，越多體驗，就越知

道自己喜歡什麼。 

未來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你喜歡的生活 

未來的你，可能不是坐在辦公桌前敲鍵盤，而是用 AR 眼鏡和世

界各地的人一起開會；可能不是考進哪間明星學校，而是發展出一套

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你不需要馬上找到正確答案，只要開始問自

己：「我想成為怎樣的大人？」現在的每個好奇、每次嘗試，都是你

走向未來最珍貴的一步。 

定義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是 20 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分別於

2006 年聯合國通過，2008 年公約生效，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保

障。 

政府逐年改善對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保障，更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01 日召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會議，各界關心身心障礙者教育、社會福利、醫療等人士參與會議，共

同研議臺灣未來身心障礙相關權利方針。 

身心障礙者的權利需要你我的努力，讓我們尊重他人，包容不同的

需求。 

基本概念 

1.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 

2. 不歧視 

3. 充分融入社會 

4. 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類多元性的一種 

5. 機會均等 

6. 無障礙 

7. 男女平等 

結語 

換句話說，CRPD 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平等、尊重、參與和融

合的社會，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充分實現他們的潛能和享有與他人相同

的機會。 

 

詳細內容可以參

閱衛福部身心障

礙公約網站。

https://crpd.sfaa.go

v.tw/BulletinCtrl?f

unc=getBulletinLis

t&p=e_1&page=1

&rows=15&c=K&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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