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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美好生活的可能】
【單元二：中場的風景】
【單元三：個人成⾧與家族敘事】











學員人數分布

總人數 男生 女生
21 2 19

學生年齡分布
平均
年齡

30以
下

31-40 41-50 51-60 60以上

50.
75 0 4 6 9 2



學生學歷分布

國中小 高中職 科專大學 研究所 博士 不詳
1 2 7 1 1 9

學生職業分布
軍工教 農 工 商 服務業 學生

2 0 0 2 0 0
家管 退休 待業/其他/不詳

2 1 14



第 1堂3/17
從電影看見生命
(電影裡的性別、身體與成⾧經驗)

互相認識、
影片選輯與賞析

第 2堂3/24
【單元1:美好生活的可能】
重男輕女的家庭文化，傷害了誰?

電影《美滿人生》
賞析與討論

第 3堂3/31
魯蛇 vs.人生勝利組
男性付出的代價

《美滿人生》延伸工作坊

第 4堂4/7
平撫傷痛、找到寧靜
(女人追尋夢想、女人相互支持)

電影《寧靜咖啡館之歌》賞析與討論







第 5堂4/28

【單元2：中場的風景】
(中年女子的人生能轉向嗎?如何面對
恐懼和抉擇?)

共 讀 《 55 歲 Say
Hello》--1

第 6堂5/12

中年的渴望與掙扎
(在嚴酷的現實環境中，夫妻要繼續
下去或者重新抉擇而分開?)

共 讀 《 55 歲 Say
Hello》--2

第 7堂5/19

聽見內在的聲音
(如果原來的婚姻無以為繼，女人如
何找到自己的聲音，勇敢忠於自己)

電影《女人出走》
賞析與討論

第 8堂5/26

離開與回「家」
(家是什麼？女人如何創造想要的家
?)

《女人出走》
延伸工作坊













第 9堂6/16

【單元3：個人成⾧與家族敘事】
走過青春，找回人間溫暖
(種族、歷史與性別)

共讀《海蒂12族》-
1

第10堂6/23
母親，女人與關係
(男同性戀、母親外遇)

共讀《海蒂12族》-
2

第11堂6/30
成⾧之傷，家族生命
(性別、家庭與歷史)

電影《我的母親手記》
賞析與討論

第12堂7/7
重新理解，走過創傷 《我的母親手記》

延伸工作坊











「最後一堂豐足溫暖的課」





在㇐起讀書
在㇐起看電影
在㇐起說故事
在㇐起塗塗寫寫
在㇐起分享心情
在㇐起就有㇐大堆好玩的事
和說不完的感動

喜歡和你在㇐起
要你和我們在㇐起



在這裡，我感覺……



讓美好重來！

「在一起：為文藝/生命而歡聚」

加映場。







【學員回饋】

龍昱菖
男性的感情表達



• 曾佳琦 課程設計的主軸，以及團體動力的氛圍，
能夠引導學員在充滿支持的氛圍中表露自我。
課程內容透過電影和文學的賞析與個人生命經
驗相互呼應，學員不僅對他人的生命有更多的
理解，進而也對自己的生命產生省思。

• 家庭主婦、單親媽媽、職業婦女、女同志等在
此空間中有了彼此生命的交集和對話，生活的
喜怒哀樂和挫折在此有了㇐個出口。這門課讓
我感受到支持團體的力量和女性情誼的可貴。



• 同平安：
•美里老師安排的課程不管是影片或書籍討論

都讓學員們可以盡情去發揮個人的生命經歷

及想法。這個課程不像上對下的教導而是引

導式的讓影片或書本中的議題與自己是息息

相關！學員們藉由分享去彼此了解及同理每

個人的生命故事及經歷。在這裡彼此得著餵

養及學習。



• 我是個女同志，也在同志諮詢熱線當義工。每當

我來社大上課，只要課程中關乎性別、老年、邊

緣弱勢⋯等議題，都會自告奮勇提出自己所了解的

現狀與同學們分享。我並不是一個公開出櫃的女

同志，但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不瞭解或誤導而反同。

我也知道會來社大上課的同學都是有自己想法而

不會因不瞭解而去批評事情的朋友們，因此我願

意現身與大家談同志談性別議題！

•我只有一個想法，讓更多人了解，自然會有更多

的同理。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家不需要談同

志談性別，那才是一個真正友善的社會。



2016.08.06 星期六
11:56 琦 (閱讀時，建議放段音樂，你就能體會我的心情)
半小時前，穿好衣服準備上市場買菜，㇐邊聽著
陳文茜的音樂節目，A-lin，彭佳慧，黃小琥的歌
聲讓我捨不得出門，還跟著扭腰擺臀、翩翩起舞
起來，最後竟然哭了出來。
我被自己嚇㇐跳，這眼淚在說什麼?
是好久沒有這樣讓音樂這樣陪著我；
是想起那天在剝皮寮的愉快；
是自己變得更自在，有能量.....



觀察與發現

• 電影是個好媒介，文學是㇐種必要
• 文本的選擇
• 成員的異質性，挑戰所在
• 團體動力的重要與限制
• 性別不能直接談，透過故事
• 女性、男性的聲音
• 「看見」男性、男性性別的再造



成果與反思

• 課堂內的滋養
• 看見+看不見

• 走出教室的行動



性別平等是一種愛

祝福：活在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