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和諧的性別關係







( 一 ) 性別差
異

• 1.生理性別（ sex）：

• 從生物學的角度區分兩性先天生理差異。

• 藉由與生俱來的性徵所做的性別判斷。

• 是「天生的」、「本質的」區別。





• 2.社會性別（ gender） ：

• 因 後天的 養所呈現出日常生活中的言行為 教
止與面貌。舉

• 代表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所具有男性化或女性
化特質的主觀感受。



生理性別（ sex ） VS   社會性別
(gender ）

意　義 舉　例　

生理

性別

自然、天生的身體特徵，能
藉由第二性徵區辨的性別

ＸＸ或ＸＹ
基因

社會
性別

經由後天的社會化過程，所
形成的性別角色和特徵

女性特質或
男性氣慨



性別角色的形成

性別社會化

  個人的性別概念是透
過成長、發展及社會
化的歷程學習而來。



性別角色的形成
• 嬰兒早期的性別學習幾乎是無意識的。在小時候認定他自

己是男孩與女孩之前性別學習就已經開始了。

• （一）書籍與故事

• （二）電視

• （三）學校與同儕的影響

        家庭、學校、媒體等形塑了男女的性別認同

     並且鞏固性別差異。

•  性別社會化是非常強大的力量

     對它任何的挑戰都能引起不安。





性別社會化的歷程 

• 1.家庭層面：

• 傳統上，稱生女孩 「弄瓦」，生男孩為
「弄璋（玉器的一種）」，就是一種為

「男尊女卑」不平等的表現。

• 性別刻板印象複製。



家庭家庭

     是孩童最早學習、接觸性別角色的場所

，孩童會學習及模仿家人的    及    ，因此

家人對性別角色的形成影響最大

  孩子的嬰幼兒時期，家庭成員不要因為性別的

不同，而以固定的行為模式來教育小孩，讓孩

子產生

家庭

行為 態度

性別刻板印象



• 2.學校層面：

• 透過學校課程的安排和 材內容的編寫，教
建立符合性別平等的性別角色認同。

• 師對學生的態度、校園空間的規劃、學教
校的組織制度，還有與同儕團體的互動等
潛在課程。

性別平等 育法教

http://www.ws0.taiwane.com/awakening


學校學校

    也是影響個人性別角色發展的重要場所

學校在課程活動的安排、升學科系的指導等，都
   應避免因          而產生刻板印象，才能讓學
生
   適性發展。

例如：選擇社團時，多數人認為籃球、棒球較適
合男生，而舞蹈、合唱團較適合女生；選擇科系
時，男生多被鼓勵選擇理工、機械方面的科系，
女生則被鼓勵選擇文學或商業科系。

學校

性別差異



傳播媒體

• 媒體呈現之訊息，時常充斥物
化女性的意涵。

• 透過學校進行媒體素養 育教 ，
以學習判斷、正確解讀媒體傳
播的訊息。

• 媒體必須善盡社會責任，以建
立正確的性別價值觀 己任。為

http://www.tvcr.org.tw/intro1.htm


傳播媒體傳播媒體

        對於性別角色的形成有增強作用，透
過廣告、戲劇或綜藝節目長時間的播放，影響
更為深遠。

例如：戲劇中，男性多扮演律師、醫生或主
管，表現出權威與專業的形象；女性則扮演
秘書、護士或教師，塑造溫柔、依賴的形象

傳播媒體



 ( 二 ) 性別刻板印象  

• 社會上有關男人或女人性格特質過度簡化固
定的看法，而且不太允許有個人差異的存在
。

• 刻板印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



性別刻板印象



傳統男性的性別刻板印
象

 傳統男性的刻板印象  特質

1.有地位 功成名就，受人尊敬

2.堅強 有力量、自信

3.反女性化的 避免從事刻板的
女性活動，例 :煮飯



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

  角   色   家庭主婦   專業婦女

  功   能    服 務     經 濟

 反女性化 獨立、自信、
企圖心強

 共同被期待      生育及 育子女教





• 偏見（ prejudice ）

    是一種態度（包含情感、認知）

    對特定團體內的人所抱持的敵意或負面的態度

  （只因他們屬於那個團體）

    例如：『對外勞有偏見』，意指他基本上對外勞反應冷淡或者懷

有敵意。而且，覺得所有的外勞都差不多。因此，對外勞的特徵

與看法都是負面的，並且狂熱地援用在每一位外勞身上。

    偏見的原因： 所有動物都強烈傾向於偏好遺傳上和

                      自己類似的。並且對於那些不相似的

                          生物感到恐懼與厭惡。即使他們之間

                          無冤無仇。但也有可能是文化無意地教

                          導我們把負面的特質加諸在與我們不同特

                          質的人身上。

   



性別歧視

  因 性別偏見，進而作出實際的行為

  ，導致對該性別不利的後果。為

• 例如： 傭契約中加上單身條款，僱

  就是一種對女性的歧視。



小結

性別       刻板印象 : 簡化、固定的看
法

                                  ( + 、 - ) 

               偏見         : 負面的態度   ( 
-  )

                                    

                歧視        : 偏見  +  差別
待遇



不符期待 , 產生歧視 

? 1. 奧立佛是個娘娘腔。

2. 永誌不忘。

BACKBACK

美國圖畫作家湯米‧狄咆勒用簡單卻
寓意深遠的兒童故事來處理一般人將

「 」 「 」男生 男性化 與 娘娘腔 刻板二分
。《 》的嚴肅話題 奧立佛是個娘娘腔 是

，本自傳性質濃厚的繪本 敘述喜歡看
、 、 、書 喜歡畫畫 喜歡玩紙偶娃娃 喜

歡假裝自己是大明星的小男生奧立佛
， ，由於不擅長球類運動 而被其他男

、 。 ，生嘲笑 排擠 幸好 奧立佛的媽媽
送他一雙又黑又亮的踢踏舞鞋，讓他

，能在跳舞課上盡情地舞動 還參加了
，電影院所舉辦的才藝比賽 表演了拿

， ，手的踢踏舞 雖然他沒有獲得優勝
「 」 。卻贏得了同學心目中 大明星 的稱號

 

file:///E:/%E6%95%99%E5%AD%B8ppt)/%E6%95%8F%E8%8A%AC/%E5%A5%A7%E7%AB%8B%E4%BD%9B%E6%98%AF%E5%80%8B%E5%A8%98%E5%A8%98%E8%85%94.htm


•                                     

•                                           

•                                           誰在做家事
？



台灣家庭中家務參與的性別分工狀態

• 中央研究院 200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

   調查已婚或同居男女，樣本數 1236 位。

   詢問受訪者家中洗衣服、烹飪、買菜

   家庭清潔、買日用品、照顧生病的家
人

   家庭簡單修繕等主要家務的分工情形。

   是主要由太太（先生）負擔、共同參與

   或是由別人做。

    



家務與性別分工

• 洗衣服：

   太太做 72.51  先生做 6.55  分工或其他人做 20.94

    烹飪：

    太太做 71.84  先生做 4.82  分工或其他人做 23.35

    買菜：

    太太做 67.51  先生做 6.86  分工或其他人做 25.63

    家庭清潔：

    太太做 59.21  先生做 6.14  分工或其他人做 34.65

    買日用品：

    太太做 50.36  先生做 7.79  分工或其他人做 41.85



      

        照顧生病的家人
    太太做 36.08  先生做 5.63  分工或其他人做 58.28
    簡單修繕
    太太做  7.64 先生做 70.58  分工或其他人做 21.78

      綜上所述，台灣社會家務分工的性別差距仍十分明顯。

    偏重妻子單方承受的不平等狀況持續存在。主要由太太

    負責的家務，多半是例行性的，每天生活必須面對的。如

：洗衣、烹飪、家庭清潔… .. 等重複性極高的工作。

    而先生主要負責家庭簡單修繕、偶發性的工作而且並沒有

時間上的急迫性。

    影響家務的性別分工因素：年齡、籍貫、教育程度和工

作狀態……男性的成長經驗和社經條件對於家務分工模

式的影響力遠高於女性。影響家務分工性別分配最重

要的是男性而非女性。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        」是指應尊重不同性別之間的個人差
異，並保障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發展機會。要促
進和諧的性別關係，實現        的理想，可以
從下列兩點著手：

( 一 ) 從觀念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 一 ) 從觀念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一 ) 從觀念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社會大眾長期以來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看法依然
存在

若基於性別差異所做出的差別待遇，使得某一性
別感到優越或獲得特權，卻讓其他性別受到限制或
傷害，便形成了「        」

   

落實性別平等的首要之務是

例如：男主外、女主內

例如：過去有些雇主要求女性員工一旦結婚或懷
孕，就必須自動離職，嚴重損害女性的工作權益

性別歧視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 一 ) 從觀念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一 ) 從觀念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男女在        上有所不同，但個人未來的發展

應視其    及        努力的結果，而不應以性

別差異，限制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

在觀念上，我們應該以「  」的本質為出發點，

尊重每個人都是        的個體，都應有平等的

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與才能。

例如：女生可以從軍，男生可以從事保母的工
作

生理構造

潛能 後天學習

人

獨立自主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近年來，政府積極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希望從
            層面著手，推動        的觀念，進
而落實到社會各層面上：
法制 性別平等

 在家庭生活方面：

以往    的相關規定皆以父權的立場出發，近年
來則陸續針對性別不平等的條文加以修正，以落
實婚姻中的

例如：夫妻結婚後可各自保有本姓；夫妻的
住所由夫妻共同約定；夫妻可各自管理或使用
其財產。

民法

兩性平權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項目 修正前的規定 修正後的規定

夫妻姓名 妻冠夫姓 夫妻可各保有本姓

夫妻住所
妻以夫之住所為

住所
由夫妻共同約定

夫妻財產 丈夫管理
夫妻可以選擇採取何
種夫妻財產制

未成年子
女姓氏

子女從父姓
子女姓氏由父母共

同約定

民法中關於性別平等的條文修正情況
表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在學校教育方面：

(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制定              ，規定學校在課程設置及

活動設計方面，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互相尊

重，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性別平等教育法



二、二、性別平等的實現性別平等的實現

 在工作職場方面：

(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二 ) 從法律上：建立性別平等社會

制定              ，規定雇主不能因性別因素

而對受僱者有差別待遇，消弭性別歧視，並強調

同工同酬的概念，保護女性權益

性別工作平等法

 在社會互動方面：

制定            ，強調彼此尊重、善意與和諧
的性別互動模式

性騷擾防治法



三、三、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

治治

性騷擾和性侵害都是對個人    、    的侵犯。

「性騷擾」

 「性侵害」

心理 身體

指他人有意圖的身體碰觸，或有性別歧視或性
含意的言語或肢體行為，讓人感覺不舒服甚至
厭惡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



性騷擾的定義

• 1. 一種對「性自主權」的侵害。

• 2.廣義的性騷擾：任何不受歡迎、予人不舒服
感的性侵犯、性要求和其他具有「性意味」 之
言詞或肢體行為。

• 3.狹義的性騷擾：包括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的言詞或行為，而不及於性侵害。 

• 4. 性騷擾的要素：行為具有性的意涵、行為具 
有不合理性、行為不受歡迎。



性騷擾的類型  –  王麗蓉教授

• 1. 性別騷擾：表達侮辱、歧視性別印象的言論、

•                        舉止或評論。

• 2. 性挑逗：口頭上或肢體上的吃豆腐行為。

• 3. 性賄賂：提出性方面的要求，以作為利益交

•                    換的方式。

• 4. 性要脅：以威脅、恐嚇及懲罰的方式，要求

•                    與性有關的活動。

• 5. 性攻擊：具有傷害性或虐待性的暴力行為。



『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定
義

•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

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

            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

            之條件。   ( 交換條件的性騷擾 )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

人

           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

            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

            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敵意環境的性騷擾 )



『性騷擾防治法』的『性騷擾』定
義

1.  不包含性侵害犯
罪

2. 交換條件的性騷擾 
-  

      性賄賂與性要
脅

3. 敵意環境的性騷擾 
– 

      性別騷擾與性
挑逗



三、三、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

治治

校園中兩性互動頻繁，平時與同學相處時，應該

學習        ，避免不雅的    和不當的    碰

觸。

個人若自覺受到言語或行為的騷擾，應該    明

白的告知對方自己的感受，不要因為擔心他人異

樣眼光而隱忍不說，這樣才可以制止對方的行為

相互尊重 言語 肢體

立即



三、三、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

治治

在學校若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的事件，可根據

                        的規定，由被害人或其
父母、檢舉人等

    ，以    或    的方式，向校內的學生事務處
（或

    訓導處）申請調查，再交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處

    理。

必要時，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提供當事人        
，

   並對加害人施以         的相關課程

性別

平等教育法

書面 口頭

心理輔導

性別平等



三、三、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

治治
被害人／檢舉人被害人／檢舉人

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學生事務處（或訓導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彙報教育主管機關彙報教育主管機關

尋求協助

移送

調查、輔導

校園性騷擾（或性
侵害）處理流程簡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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