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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激發市民關心生活周遭水資源議題，本局辦理愛水學堂相關

水資源教育活動，以「溪手走讀河川」為主題，並針對本市四條具

有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之溪流河川各別訂定小主題，除了親近河川

水域外，亦可於環教館了解河川的前世今生，包含「綠川水文化暨

環境教育館」、「柳川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筏子溪水文化暨環境

教育館」及「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並提供參加的小朋友

導覽學習手冊，讓小朋友在導覽過程能同步進行紀錄，未來也可以

自主進行水環境導覽，將愛水行動落實在生活當中，並鼓勵親子共

同參與，除藉由活動建立家庭親密的連結，更能發現孩子不同面

向，期許藉由寓教於樂及向下紮根，建立正確的水環境知識。 

圖一 本局 112年度愛水學堂水導覽活動 DM 



然而於 108年起，經多場次愛水學堂環境教育活動，觀察到親

子參與活動情形，在父親或母親陪同孩子共同參與之間有明顯之差

異，在 CEDAW所有條款中，第五條通常被稱爲有關「性別刻板印

象和偏見」的條文，其中 B款為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

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

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另本市性平政策方針重點工作-第三組

重點工作中亦強調鼓勵家成員共同分擔家務與照顧分工，促進工作

與家庭平衡。 

因此，為研析民眾參與愛水學堂水資源教育活動，於性別之間

的差異、成因，本次分析針對參加民眾性別之親子關係製作統計分

析，並據以觀察參與程度之趨勢，期能作為後續相關活動規劃之參

考。 

貳、 性別統計分析 

    環境教育活動，能有效推廣水資源之重要性，親子活動更具有

互相學習、提升孩子發展的益處，惟近代家長普遍忙碌，參與活動

多數為一位家長陪同，故針對該現象進行性別統計分析，並分別說

明由父親或母親陪同之重要性。 

    爸爸的參與能充分展示了性別角色的平等，示範父親也可以參

與日常活動、照顧和娛樂，從而改變傳統社會帶給我們孩子對性別

平等的看法。另外，爸爸參加活動時可以提供不同於媽媽的觀點和

教育方法，從而豐富小孩的學習經驗，促進認知和情感的發展。更

甚至通常爸爸較願意鼓勵小孩嘗試新事物、挑戰自己，從而培養孩

子們的冒險精神和勇氣。 

    因此，本局於 108年起辦理多場水資源教育活動，其中 108年

共有 40組親子參與愛水學堂水資源教育活動，109年有 8組親子

參與，111年則有 52組親子參與。 

    由母親帶孩子參與活動、父母親共同陪孩子參與及父親帶孩子

參與或其他類型，分析如下表。 



表 1 參與情形統計表 

          108年至 111年陪同孩子參與活動統計表     單位:組(比率) 

年度 母親 父、母親 父親 其他 合計 

108 
16 

(40%) 

10 

(25%) 

3 

(7.5%) 

11 

(27.5%) 

40 

(100%) 

109 
8 

(100%) 

0 

(0%) 

0 

(0%) 

0 

(0%) 

8 

(100%) 

111 
15 

(28.8%) 

16 

(30.8%) 

5 

(9.6%) 

16 

(30.8%) 

52 

(100%) 

    由上表可知，108年父、母親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為 25%，父

親陪同孩子參與活動僅 7.5%，109年甚至達 0%，111年父母親與

孩子共同參與活動為 30.8%，父親陪同為 9.6%。與母親陪同參與

40%、100%及 28.8%差異甚大。 

圖 2 參與情形橫條圖 

註 1:安親班或有興趣之團體 

註 2:110年疫情嚴峻，活動暫緩辦理     

 



參、  規劃&目標 

    在過去辦理活動過程中，發現多為母親帶著孩子參與，或父、

母親帶著孩子參與，但父親多在旁邊〝站陪〞，較少由爸爸真正陪

同孩子共同體驗，然而父親對孩子展示男性角色的獨特特質和責任

感，有助於孩子形成健康的性別身份和自我認同，更能藉由父親在

家庭展現專業能力，提升家庭每一位成員在水資源環境教育的認

知。因此，為提高父親陪同孩子參與水環境教育活動的比例，本局

於 112年修正活動相關內容，如下： 

(一) 方案 1:修正活動名稱及更新活動內容 

    如「與爸爸一起愛水行動吧！」藉由活動名稱，吸引孩子

鼓吹父親陪同參與活動，並將活動增添刺激性，除原有趣味性

內容，將規劃增加如尋寶活動、風力及水力發電模擬等須父親

協助完成之活動，加上藉由學者指出父親多陪伴、教養子女，

孩子更聰明、乖巧為宣傳點，鼓勵父親參與，提升活動宣傳效

果。 

優點：規劃增加活動專業性或刺激度，提升父親參與興趣，並

讓孩子向爸爸開口，增加親子親密度。 

缺點：如果父親用忙碌塘塞孩子，成功率不高。 

(二) 方案 2:贈送宣導品 

    父親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則額外贈送爸爸限定之宣導

品，增加參與意願亦可藉由宣導品有效宣傳愛水學堂之理念，

並宣導已參與之民眾，可邀請爸爸一同參與後續活動，本局將

會規劃一系列限量之宣導品。 

優點：一般活動如額外贈送宣導品可提高民眾參與意願。 

缺點：如果預算不足，宣導品數量或精緻度不夠，成功率不

高。 

 



此外，僅於爸爸與孩子參與時贈送宣導品，是一種暫行特

別措施，符合 CEDAW第四條規定，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

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歧視，且應在男女機會

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肆、 結語 

    方案 1如未實際參與，無法得知活動趣味性，效果可能較不凸

顯，方案 2可藉由宣導品應能吸引父親陪同孩子共同參與，本局規

劃將兩方案皆納入活動執行，以將效果加乘，並規劃相關問卷提供

大人填寫，評估孩子因家長或親友陪同參與活動感受溫馨，及提供

孩子學習單，更能將活動傳遞的愛水訊息加深印象，又因美好回憶

而將水導覽當日所學深植腦海，本局期許未來活動將父、母親陪同

孩子比率提高至 50%，父親陪同提高至 30%為目標。 

圖 2 初步規劃之問卷內容 



   為了培養我們的下一代環境價值觀，持續辦理環境教育有助

於培養民眾對愛護水環境的理解和重視，並支持政府相關的政策和

行動，希望藉由親子活動增加孩子的愛水意識，女性(母親)觀點可

藉由消費選擇，教導孩子產品的選擇，如有環保徽章之產品，可有

助於環境及生物友好；如果能增加父親參與陪同，孩子的觀念則有

多面向的吸收，由父親不同觀點切入議題，如解釋生物多樣性對環

境的重要性等，藉由參與水資源教育活動之性別平衡，提供孩子不

同面向的觀念，有助於培養國家幼苗成為關心環境甚至採取積極行

動的愛水小尖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