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出性平意識，世 / 視界真的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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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友好，我是第十一屆理事長吳政庭。
在歷任理監事及工作室努力下，協會一棒一
棒往前進。

我們在 2023 年完成「CSE in Asia: 亞洲全
面性教育國際論壇」的大事，可說是台灣性
別平等教育界的盛會，近四百人與會，邀請
日本、韓國、香港、泰國、菲律賓及台灣本
地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一同交流。教育部
潘 文 忠 部 長 也 親 臨 與 會， 承 諾 進 一 步 推 動
「全面性教育」。

而「 性 平 星 期 六 」 系 列 公 益 講 座 與「 這 是 
Gender 嗎？！」Podcast 更是我們與社會
大眾貼近互動的重要時刻，性別平等議題一
直在我們身邊。我們想說的是：長出性平意
識，世 / 視界真的大不同。

會務運作方面，我們也成立了：組織發展委
員會、財務委員會、關係經營委員會。邀請
專業經理人對談 NGO 經營之道；定期討論
組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財務規劃與
運作一直是 NGO 很重要也無可避免的議題，
協會需要永續經營，性別平等教育才能穩健
前行。

此外，我們也注重工作室同仁的友善職場，
將會持續在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勞動基準法的
基礎上，優化職場環境。

2024 年是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的第 20 年，
值此重要時刻，協會也將舉辦性別平等教育
日相關活動，邀請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夥伴
們，一同談談性別平等教育的故事與意義。
本人也誠摯邀請您加入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一同為性別平等教育努力。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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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使命

工作報告範疇

我們相信：一位老師，能帶給孩子無限的可能。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Taiwa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ssociation，TGEEA）是由一群教育
工作者於 2002 年所組成的性別平等倡議團體，致
力於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打造多元共融社會，實
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4 優質教育、5 
性別平等。

以社會行動影響教
育文化相關政策，
消除性別差距、促
進實質平等

在全國奔走，辦理
培力課程與活動，
推展性別平等教育

研發性平教育的課
程與教學，開發優
質多元的教學資源

與世界對話，分享
台灣獨特的性平教
育經驗

報告週期：2023 年 1 月 ～ 2023 年 12 月 
SRS 應用：2023 年初次使用；參考《社會影響力報告指南》（衛生福利部，2018） 
聯繫資訊：info@tgeea.org.tw；02-2363-8841



3

TGEEA 自 2021 年 起 投 入 全 面 性 教 育 的 調 查 研 究， 並 於 
2023 年 10 月 27 日舉辦「亞洲全面性教育國際論壇」，邀
集 6 國講者、近 400 位與會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全面性教
育在亞洲各國的落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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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TGEEA 想要回應的問題

台灣擁有完善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已實施近二十年。然而，性別平等教育的
落實尚有待加強，校園中也仍存在著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例如，對於同志學生或跨性別學生而言，校園並不是一個安全、友善的空間。此外，
性教育是性別平等教育當中重要的一環，台灣現行課綱卻採行過時的「全人性教育」
觀點，對於教師的培力及支持也有所不足，導致教學現場的性教育趨於保守、忌性，
不僅無法回應孩子關於性與情感的知識需求，與國際上所提倡的「全面性教育」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CSE）亦有所落差。

性平倡議1
G

ender equality advocacy

台灣現行課綱採過時的「全人性教育」，性教育趨於保守、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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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方案與成果

性平教育落實

參與 15 個中央、地方公部門委員會或
專案小組，持續追蹤提案，確保各層級
主管機關落實性平教育相關政策。

參與 6 場由彩虹平權大平台主辦之性別
友善議員聚會，與民意代表交流性別友
善廁所、幼教性平教育等議題。

 
 

工作報告—性平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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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權利

友善校園

與彩虹平權大平台、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等同志
團體共同撰寫「2023 台灣同志政策白皮
書」，並拜會各黨團，期許同志權利可
納入其政策規劃藍圖。

 
 

 
 
 

 

工作報告—性平倡議

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青
年民主協會等團體共同研擬「跨性別友
善校園評比量表」。

積極參與台灣 #MeToo 運動之社會倡議，
及隨之開啟的性平三法修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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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教育」研究調査

 
 

 

 
 

 

 
 

 

耙梳台灣性教育歷史文獻，撰寫並發表
〈台灣性教育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論爭〉
一文。

與感染誌、關愛基金會等愛滋團體合作，
檢視現行教科書愛滋相關內容錯漏之處，
並發展符合「全面性教育」精神之愛滋
教育課程。

工作報告—性平倡議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面性教育」為
框架，檢視現行國小 6 個年級、3 家主要
出版社的教科書。

進行「性，別教育？國小老師教學經驗
大搜查」線上問卷，獲得 1,124 份回覆。

在台北與高雄分別舉辦國小老師焦點團
體，總共訪談 15 位老師的性教育教學經
驗。

集結問卷與焦點團體訪談成果，撰寫並
發表〈性，別教育？ 2023 年台灣國民小
學「全面性教育」落實情形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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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影響力

作為公部門和教育界的橋樑，協助行政、立法機關更加了解
教學現場面臨的問題。

秉持性平教育專業，持續打造更友善的社會政策及校園環境，
實現《性別平等教育法》精神。

完成第一份完整回顧台灣性教育發展脈絡、以「全面性教育」
為基礎、聚焦國小性教育現況的綜整性研究調查，開啟國小
階段實施「全面性教育」之討論。

 

 

工作報告—性平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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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想要回應的問題

台灣是全球率先立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
家。此時此刻，亞洲的許多鄰近國家們亟欲學習台灣的經驗，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推動各項性別平等議題。於此同時，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也有許多正在發展的新概
念，需要借鑑海外的倡議成果。

國際交流2
International exchange

台灣是全球率先立法推動性平教育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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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方案與成果

主辦首次「CSE in Asia: 亞洲全面性教育國際論壇」（CSE in Asia: 
TGEEA 2023 International Forum），邀集 6 國專家學者發表論文、
近 400 位觀眾與會，活動滿意度 9.1 分（滿分 10 分）。教育部潘文
忠部長更蒞臨論壇致詞，承諾進一步推動「全面性教育」。

 
 

工作報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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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國際交流

赴德國參加埃森桌遊展（SPIEL ESSEN），將具有台灣特色的性平教
育桌遊《扮家家遊》、《魔法學園》推向國際。

赴荷蘭參訪性教育組織 Rutgers，學習荷蘭推動「全面性教育」的成
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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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沖繩參加「從沖繩向婚姻平權說 YES ！」交流活動，介紹台灣同志
權利與性平教育現況，聲援日本婚姻平權運動。

接待 24 場海內外師生或 NGO 參訪，讓來自日本、香港、蒙古、美國、
德國 ...... 等國的參訪者，對台灣性平教育留下深刻印象。

 
 

工作報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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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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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影響力

舉辦大型論壇，交流海內外實施「全面性教育」經驗，喚起社會大眾對性
教育的重視，並獲得主管機關教育部及多位民意代表的關注與支持。

雖然台灣非聯合國成員國，但藉由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交流，讓更多海外的
朋友認識台灣的教育現況，以及民主與人權的發展。

工作報告—國際交流

 
 

台北擁有亞洲最具規模的同志遊行，每年都吸引無數外國遊客造訪；而在同志
遊行前夕舉辦的跨性別遊行，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屆，響應人數也增加至 5000 
人。本次接受 TGEEA 邀請來訪的外國講者們，在結束一整天的論壇後，與 
TGEEA 一同上街參與跨性別遊行及同志遊行，親身體驗台灣性別運動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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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想要回應的問題

較年長的世代在學生時期不曾有機會接受性別平等教育。因此，除了在學校推廣性
別平等之外，以教師研習、專業進修、社會教育為契機，提供成年人優質且可近的
性別平等教育，才能更進一步改變整體社會意識，營造性別平等的環境。另一方面，
#MeToo 運動在台灣爆發，使許多人驚覺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教科書中雖有情感教
育相關章節，內容卻相當刻板而脫離現實。為此，TGEEA 投入數年研發情感教育教
材，並於 2021 年出版《千德爾》手冊，是台灣第一套專為中小學師生設計、具備
性別平等意識，且涵蓋主題完整的情感教育教材。手冊出版後，如何培力更多的教
育工作者具備情感教育知能，則有待持續努力。

教育推廣3
Educational prom

otion

較年長的世代在學生時期不曾受過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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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方案與成果

 

 

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社會教育

前往 340 所學校、企業、公部門演講性別平等議題，總聽眾人次達 
19,069 人次。

舉辦 9 場「性平星期六」公益講座，主題涵蓋障礙、死亡、彩妝、
漫畫、婚姻、性教育、全球反性別運動 ...... 等，共 307 人次報名參
加，直播觀看數 6,679 次，平均活動滿意度 8.9 分（滿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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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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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舉辦 10 場開放辦公室活動「TGEEA 繪客室」，每月分享數十本精心挑
選的主題繪本，共 52 人次來訪。

參加 2023 台北國際書展、高雄公民書展議題展、臺灣同志遊行彩虹市
集、雙和社大嘉年華，推廣性平教育理念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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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播第一季共 16 集「這是 Gender 嗎 ?!」Podcast 節目，節目總下載數 
5,476 次。

與 LINE 合作推出「豆卡頻道 X 性平協會 陪你說出心裡話」公益貼圖，
由人氣畫家豆卡頻道繪製 24 張專屬貼圖，傳遞情感教育平等互動、好好
溝通的理念。

與聯合利華攜手推出「彩虹聯名保養禮盒」，響應台灣同志驕傲月，以
及聯合利華「為愛站出來 Stand By U」彩虹品牌月。

擔任「2023 青年永續社會設計挑戰賽」出題組織，舉辦 1 場培力工作坊，
陪伴 12 組學生團隊發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創新提案。

 

 
 

 

 

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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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8 場《千德爾》情感教育非都會區研習課程，培力 108 位現場教
師、助人工作者，提升情感教育教學能力。

送出 200 本《千德爾》情感教育教學手冊給非都會區的教育工作者，
彌補區域的資源落差。

在台中與新竹舉辦 2 梯次《千德爾》情感教育種子講師培訓，共 67 
人參加，54 人完成結訓，將情感教育的種子灑在每個角落。

與新竹關埔國小、雲林東明國中教師合作種子學校計畫，以學期為單
位，在全校五年級、七年級完整實施《千德爾》情感教育課程。

 

 

 

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情感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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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2023 年，TGEEA 跟雲林東明國中、新竹關埔國小兩校的老師合作，完成一學期的情感教育
課程，老師們也分享自己的教學方法。有些老師讓學生上台表演告白，也有老師進行分組討
論。一位東明國中的老師在上〈L5 電波星〉課程時，將學生分組，讓他們集思廣益，寫下公開、
禮物、情書、當面、等待告白的行動方案與可能結果。

透過千德爾電波星的活動，學生們能夠分享自己想採取的告白方案，也可以聆聽其他同學的
想法，並換位思考對方接受或拒絕的可能原因。在老師的引導之下，學生會考慮告白的契機、
場合，以及如何營造氛圍。從學習單可看出影視文化的浪漫觀對學生的影響，但也可以看出
學生具體、細緻的方法和應對之道。情感關係是我們一輩子都在思考的課題，藉由千德爾的
教材引領，我們希望學生對情感有更豐富、多元、平等與包容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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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影響力

透過各種社會教育活動，讓更多人認識性別平等議題。

培力教育工作者，推廣具性別平等意識的教學資源，拓展情感教育
的落實範圍

 

工作報告—教育推廣

受邀演講

公益活動

培訓課程

743 小時 19,069 人次

60 小時

42 小時 67 人參加 54 人結訓



23

TGEEA 想要回應的問題

根據兒福聯盟調查，超過 56% 的家長從來沒有和孩子討論過情感議題。其實，大
部分的台灣家長都很認同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卻因為不知道怎麼和孩子談，所以習
慣以負面、禁止的態度回應。然而，這樣的回應方式容易造成反效果，導致孩子面
臨問題時，既不敢、也不願開口向大人尋求幫助。情感教育教材《千德爾》問世以
來，雖獲得廣大師生的喜愛，但其教學手冊的性質，主要適用於團體課程，不容易
直接在家庭中運用。家庭也是實施情感教育的重要場域，許多家長非常希望與孩子
好好談論情感話題，卻苦無適合的素材和契機。

研發出版4
R

esearch, developm
ent and publishing

超過 56% 的家長從來沒有和孩子討論過情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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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方案與成果

耗時一年，投入設計《飛微星上的線線事件》兒童情感教育繪本，期
間舉辦 1 場情感教育繪本兒童試閱活動及 1 場繪本故事親子分享會，
蒐集大人小孩的回饋；並錄製 7 堂給大人的家庭情感教育線上課程，
讓情感教育從家庭做起。

 

工作報告—研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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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研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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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千德爾教學資源網」，不定期更新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教學資
源，如教案、學習單、簡報、研究調查成果、教學經驗分享、性平教
育主題介紹專文等，開放免費瀏覽或下載。

擔任台灣吧《性暴力防禦溝通術：身體自主 × 情感意識》線上課程、
《西斯的 101 號房間》動畫影片顧問，讓重要的觀念被更多人看到。

 
 

工作報告—研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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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EA 的影響力

設計製作多元形式的性平教育、情感教育素材，為不同的使用情境，
準備優質、好用的教學資源。

參加過千德爾情感教育講座的國中小老師，對情感教育教學的自信提
升程度平均為 8.25 分（滿分 10 分）

 

工作報告—研發出版

近年來，台灣家長們漸漸開始意識到「性」、「情感」等議題的重要，
然而在親子溝通間，仍然經常採取避諱的態度。大部分的家長並不是
不願意談，而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才能自然、不尷尬地和孩子談論
情感話題。

TGEEA 於 2024 年推出《飛微星上的線線事件》情感教育繪本。透過
繪本共讀，開啟討論情感議題的空間。家長不僅可以觀察孩子的反應、
探詢孩子對於情感互動的認知與想法，也可以透過孩子的回應再進一
步延伸，開創情感議題討論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能夠成為親子建立
溝通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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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
組織簡介

團隊成員

組織名稱 
社團法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Taiwa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ssociation 
創會時間 
2002 年 11 月 16 日 
立案字號 
台內社字第 0920005428 號 
勸募字號 
衛部救字第 1111364607 號、衛部救字第 1121364419 號 
組織章程 
https://tgeea.org.tw/announcement/28499

聯繫方式 
電話：02-2363-8841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18-2 號 3 樓 
信箱：info@tgeea.org.tw 
網站：http://tgeea.org.tw

https://tgeea.org.tw/announcement/28499
http://tgee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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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理監事會

吳政庭
理事長、常務理事

臺北市國中主任、空中大
學兼任講師、教育部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江映帆
理事

彩虹森林獨角獸、療癒團
體帶領人，第七屆新北
市性平委員、讓心自由 
Podcast 主持人

楊佳羚
理事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創
會秘書長、高師大性別所
副教授

郭明惠
理事

新北市三重高中國中部專
任輔導教師

王柏元
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學
務主任、國教署性別平等
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

紀孟均
理事

新北市大觀國小教師、新
北市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
輔導員、中央性平課程與
教學輔導諮詢教師

謝美娟
監事

澎湖縣鎮海國中教導主
任、教育部第九屆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 109-
110 ) 、澎湖縣性騷擾防
治委員會委員（108-110）

黃淑君
理事

高中生、國中生、國小生
的媽，新竹市性別主流化
人才庫專家學者

張明慧
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馬匹輔
助教育中心負責人、台灣
馬術治療中心治療性騎乘
初級教練、治療性桌遊設
計師

翁麗淑
理事

新北市鷺江國小教師、台
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常務
理事、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常務監事、第九屆台北市
性平委員

莊淑靜
監事

台北市原住民性平小組委
員、基隆市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臺中市性別
平等委員會委員、嘉義市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
員、南投縣性別平等委員
會委員

瑪達拉．達努巴克
理事

高雄市國昌國中輔導教
師、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分區督導

劉哲夫
財務長

臺南市臺南一中教師、
110 學年度國教署高級中
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中心種子教師

許詩停
理事

宜蘭縣凱旋國中輔導主
任、宜蘭縣國教輔導團性
平議題兼任輔導員

陳音汝
監事

台南市大竹國小教務主
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中央輔導團教師、教
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
導群教師

藍貝芝
理事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兼任助理教授，專長及研
究領域為性別與劇場

組織營運與財務—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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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韓宜臻
秘書長

 
蔡易儒
企劃部主任

 
高芷涵
副秘書長

 
姚惠耀
教育推廣專案經理（兼職）

 
梁盈琪
營銷服務部主任

 
劉信秀
社群倡議專案經理（兼職）

組織營運與財務—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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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組織治理

組織治理

治理機制：TGEEA 為依《人民團體法》所創立之社會團體，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目前共有約 160 名會員，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此外，TGEEA 設置理事會，理事共 13 
人，均為無給職；理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監管機制：TGEEA 設置監事會，監事共 3 人，均為無給職；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內控系統：TGEEA 目前沒有專職負責財務管理的工作人員，而是由三位工作人員分別經
手收入帳、支出帳與零用金帳，每筆收入或支出皆經三方稽核，並記錄流水帳。帳務資料
每 1-2 個月交付財務長及外聘會計師審核。外聘會計師於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後製作年度財
務報表；財務報表依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向內政部申報。

相關組織：TGEEA 為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團體會員。

職場環境：TGEEA 每月舉辦一次「工作室支持」，每年舉辦一次移地外訓，提供員工身
心靈支持服務。並設有完整工作規則，部分規定優於勞動法規；亦提供員工旅遊補助、持
續進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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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財報

2023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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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捐款徵信

捐款徵信
Canva
張 O 凱
Te ju i
黃 O 悅
小和
王 O 毓
王 O 勛
王 O 元
王 O 華
王 O 綺
王 O 菡
王 O 雲
王 O 珊
王 O 靜
古 O 煦
白 O 雅
朱 O 安
江 O 儒
江 O 帆
江 O 群
余 O 齡
吳 O 容
吳 O 偉
吳 O 庭
吳 O 萱
呂 O 蘭
宋 O 諭
李 O 君
李 O 燁
李 O 錡

李 O 羚
杜 O
汪 O 慶
沈 O 如
阮 O 瑜
卓 O 宇
周 O 傑
周 O 永
周 O 鴻
周 O 怡
東京大學阿古 O 子
林 O 涵
林 O 玉
林 O 怡
林 O 鈴
林 O 薇
林 O 志
林 O 萱
林 O 宇
林 O 妤
林 O 均
林 O 廷
林 O 君
林 O 佑
侯 O 良
侯 O 岑
凃 O 禎
姚 O 耀
施 O 峯
柯 O 君

洪 O 容
洪 O 吟
紀 O 均
胡 O 安
孫 O 庭
徐 O 捷
徐 O 貞
翁 O 淑
高 O 翔
高 O 佳
高 O 涵
高 O 莘
康 O 逸
張 O 芯
張 O 慧
張 O 羚
張 O 瑜
張 O 鈞
張 O 芸
曹 O 成
梁 O 偉
粘 O 瑄
莊 O 靜
許 O 芬
許 O 凱
許 O 筑
許 O 停
郭 O 筣
郭 O 竹
郭 O 伶

3,500 

3,000 

500 

100 

1,000 

1,000 

830 

32,600 

400 

1,600 

8,600 

100 

12,000 

2,800 

1,000 

500 

1,000 

1,000 

27,200 

5,600 

1,000 

500 

300 

11,200 

500 

7,000 

200 

770 

5,000 

1,800 

550 

5,000 

300 

3,000 

1,000 

6,000 

300 

2,400 

300 

500 

3,000 

2,000 

2,100 

38,600 

1,000 

1,200 

300 

500 

7,170 

500 

1,000 

570 

500 

1,500 

3,900 

300 

900 

10,200 

2,500 

2,000 

1,500 

1,200 

54,600 

3,000 

500 

300 

500 

78,200 

2,000 

2,000 

5,450 

400 

6,000 

1,000 

36,800 

600 

300 

1,100 

3,600 

6,000 

300 

300 

26,800 

6,700 

100 

1,500 

9,000 

4,000 

4,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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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捐款徵信

郭Ｏ庭
陳 O 婷
陳 O 璐
陳 O 浴
陳 O 勻
陳 O 璁
陳 O 霖
陳 O 謙
陳 O 汝
陳 O 怡
陳 O 育
陳 O 軍
彭 O 正
無名氏
曾 O 瑋
曾 O 超
曾 O 哲
謝 O 娟
黃 O 韋
黃 O 絜
黃 O 新
黃 O 君
黃 O 怡
黃 O 筠
黃 O 宏
黃 O 韻
黃 O 霆
黃 O 慧
楊 O 羚
楊 O 勳

楊 O 文
楊 O 淇
楊 O 涵
楊 O 哲
葉Ｏ靖
葉 O 茵
葉 O 芳
葉 O 蘭
董 O 文
廖 O 廷
瑪 O 拉達努巴克
趙 O 揚
趙 O 棊
劉 O 益
劉 O 豪
劉Ｏ秀
劉 O 夫
劉 O 純
潘 O 蓉
蔡 O 宜
蔡 O 儒
蔡 O 震
蔣 O 斯
鄧 O 琳
鄭 O 琪
鄭 O 郁
鄭 O 偉
黎 O 榛
賴 O 梅
賴 O 維

戴 O 芛
謝 O 玄
謝 O 平
謝 O 娟
謝 O 揚
鍾 O 琳
鍾 O 芸
韓 O 臻
簡 O 傑
簡 O 芬
簡 O 慧
藍 O 芝
藍ＯＯＯＯＯＯＯ
顏 O 容
魏 O 婷
蘇 O 玲
蘇 O 霆
UK Online Benevity Giving Platform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 品菜小旅行
立紘飲品有限公司
阿瑞斯廣告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
國立臺南大學
泳勝采墨工作室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ooo 就業中心
新中和社區大學【性平倡議青春啦啦隊】 社團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300 

500 

4,000 

24,000 

3,600 

10,000 

1,800 

100 

20,000 

2,400 

4,000 

11,200 

35,000 

1,059,482

300 

1,000 

5,000 

570 

500 

150 

2,000 

20,400 

800 

12,000 

1,000 

4,700 

10,000 

500 

2,935 

10,000 

1,500 

500 

500 

500 

300 

1,500 

1,000 

5,000 

3,000 

600 

4,000 

1,000 

100 

5,000 

2,800 

300 

10,000 

1,000 

1,000 

500 

105,925 

6,000 

5,200 

511 

4,680 

3,600 

5,400 

1,020 

5,600 

500 

5,000 

2,000 

1,200 

18,000 

650 

500 

625 

18,050 

2,000 

6,000 

2,400 

20,000 

5,000 

200 

3,600 

6,400 

500 

19,206 

4,000 

140 

50,000 

10,000 

61,400 

1,000,000 

500 

3,000 

600 

2,310 

100,000 

3,260,294 元 捐款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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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與財務—特別感謝

特別感謝

實習生（依時序排列） 
林祐緯、蓋維萱、Jordyn Dezago

種子講師（依筆畫排列）

王柏元、王紫菡、王儷靜、江映帆、吳政庭、呂木蘭、林秀怡、林宜薇、林芝宇、
姚惠耀、洪菊吟、紀孟均、翁麗淑、高芷佳、莊淑靜、郭怡伶、黃淑君、黃淑怡、
黃嘉韻、劉育豪、蔡易儒、蔣琬斯、鄭智偉、諶淑婷、賴友梅、顏任儀、蘇芊玲

友善企業與團體（依筆畫排列） 
Benevity、flyingV、LEBEN 23、LINE 台灣、PANGU by Kenal、TENGA、 
WaBay 挖貝、可布魯的豆卡頻道、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台灣一起夢想公益
協會、台灣廣廈出版社、貝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芸光兒童青少年性諮商中心、
員林禪寺、浩然基金會、捷傑電影、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臺灣各種吧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學習家有限公司、應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2023/10/27 亞洲全面性教育國際論壇全體志工（依筆畫排列） 
Daniel Shiao、Juliet Balkian、Katty Wu、Kelly Dong、Kevin Cheng、 
Sami Ayele、Shannon Chen、Sherry Yang、力巧玲、王宥勛、包朱莉、江
語嫣、吳沛書、吳育芳、吳柏辰、李加馨、周育弘、林辰晏、林奕妤、林書妤、
林菀韻、純安、翁呈侑、高芷佳、高聖佩、張姿苒、張簡威軍、莊惟安、陳郁仁、
彭琬瑜、游蕙瑜、黃千晏、黃致瑋、楊雅捷、蓋維萱、劉亮妤、劉曉彤、劉璘融、
蔡宜軒、薏如、謝佑姍、顏子淮

本報告參考 Social Reporting Initiative 之 SRS 格式編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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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每一筆捐款，將全數用於 TGEEA 的教育推動及倡議工作，
支持台灣發展更完善的性平教育！

你可能聽說過，台灣的性別平等指數，在亞洲國家中經常獲得第一。但其實
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還有許多可以再加油的地方，需要我們一起關注。

根據我們的最新調查，台灣有超過一半的國小老師在「性教育」的教學上，
經常遭遇來自部分家長、校方的壓力與阻礙，而其中「缺乏教學資源」讓最
多老師們感同身受。不僅如此，台灣中小學所使用的課本、課綱中，關於性
別平等的內容，至今也仍然有資訊不足、不符合實際生活經驗的問題。

TGEEA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留意到教學現場資源的不足，因此從 2002 
年起持續透過政策倡議、國際交流、研發出版、教育推廣等方式，在台灣各
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至今，我們已參與了無數政策法案的修正與推動，連
結台灣各地關心性別平等的教師，發展教學資源、出版性平教材，並提供教
育工作者培訓課程。

邀請您支持我們的教育推廣及倡議工作。有你的協助，我們將能發展更多優
質的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捐款支持
一起成為一顆
性別小種子

https://neti.cc/wjQp4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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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TGEEA 於 2002 年由一群關心性別平等
議題、充滿熱忱的教育工作者組成，至今持續在台灣的政府部門、
在地社區東奔西走，將性別平等的種子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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