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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 2004 年教育部通過《性別

平等教育法》，學校應設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以協助相關性別平等

教育事務，並強調不得因學生之性

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

量與獎懲差別待遇。此外，教師在

教學與教育活動時，應具有性別平

等意識，並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

免性別偏見和性別歧視（教育部，

2004）。然而，性別在體育文化中，

卻是有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最早

可追溯到古代奧運禁止女子參加，

女性總是處於較低的地位，女性參

與運動機會之薄弱。雖然，女性參

與競技運動不過百來年歷史，卻必

須面對社會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束

縛，欲改變女性參與運動時的不

平等待遇，實在是艱難的漫長之

路（黃雅惠，2003）。在學校體育課

中，體育教師對體育課的實施與標

準亦因性別差益，而產生不同教學

內容、教師回饋話語以及對學生的

期待，無形中限制不同性別學生平

等學習與參與（畢恆達，2004）。假

如體育課要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化，

應從體育教師的課程內容與言行舉

止開始，以及女性學生對自我運動

價值的改觀。即使，社會環境給予

女性不愛運動的刻板印象，但在校

園的體育課上，男生多半積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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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而有些女生則在旁邊聊天，

放棄自我的學習權力，因此女性學

生也須反思究竟是「環境造就性別

不平等，還是女性自己走向不平

等」。

體育課與性別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指個體對於某一

團體成員固定的、僵化的看法，這

種看法有好有壞，並且在社會大眾

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洪嘉欣、陳皎

眉，2009）。因此，個體從小到大

隨著性別認同發展，喜歡不同的運

動、穿著或玩具，對不同性別的人

應該會有什麼行為和特質，開始形

成一個固定、刻板的看法，這就是

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運動向來是男性的世界，而

男性的特質被定義為競爭、控制與

力量。常見「性別刻板印象」經常

被用來解釋女性運動參與偏低的現

象，原因是運動被視為是陽剛的活

動，以及社會期待女性有陰柔的特

質，因此女性的運動參與通常不

受社會所支持（程峻、趙大志，

2006）。假如體育教師在性別刻板

印象的觀點，認為男生先天生理結

構優勢，運動能力男強女弱，因而

給予學生不同的教學內容、教學策

略、評量方式等，就會對學生產生

性別差異對待（陳湘琦，2011）。

在性別教育融入課堂中，一般以國

語和社會的科目內容，最為容易處

理，但體育課容易不自覺強化性別

的刻板印象，像是非隔網運動，

籃球、棒球與足球，體育教師基

於安全的考量，會把男女生分開做

練習與比賽。另外，在運動場上，

籃球、棒球與足球多數是男生的天

下，女生有的運動能力不佳、望球

興歎，有的則是想玩又不敢參與，

害怕被笑為「男人婆」。

除此之外，在運動媒體方面，

男、女性別播報比例失衡，大多數

報導以男性選手為主，而且播報內

容為男性選手的運動表現，少數報

導女性的運動表現，大多強調女性

選手的身體容貌和場邊花絮等與運

動表現無關的報導，從媒體可看出

運動專屬男性，不屬於女性的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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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廖清海、陳景森，2009）。雖

然，現今性別平等的提倡，但在運

動方面似乎還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認為男性是運動的主體，展現男性

力量和競爭的特質，而女性在運動

卻不被重視，甚至被抑制與制止，

如果有也大多為柔性運動像是舞

蹈、有氧和瑜珈等。

體育課中的壓力和壓抑

小學籃球、足球、躲避球幾乎

都是男生天下，女生經常只是觀戰

的局外人，因此形成女生不喜歡運

動、體力男強女弱，學校操場變成

男生專用場地。另一方面是女生低

估自己的能力，常認為自己的運動

能力不如男性，即使運動能力不錯

的，也覺得在場邊觀戰比較自在，

害怕運動能力好，被認為沒有女人

味，甚至被取笑為「男人婆」（滕德

政，2006；畢恆達，1996）。除此之

外，有些男學生會用異樣的眼光去

看運動能力較好的女學生，有時甚

至會說「怪物」或「怪咖」之類的

話語，輕視女生不該有好的運動表

現。不管是性別標籤，或是性別刻

板印象，使得女性在從事運動時容

易被邊緣化，使得女性害怕因運動

失去女性該有的特質，間接成為其

參與運動的阻礙。

此外，個人參與運動會受性

別和主流意識的影響，男性害怕被

標籤為「娘娘腔」，會產生強烈的

自我防衛機制排斥所有「女人味」

的運動，然後去參與具「男人味」

的足球、格鬥等運動項目（Agnes

＆ Annelies, 2005）。因此，在霸權

地位與強悍形象使得男性在選擇運

動時，就必須努力維繫這些刻板印

象，若非如此，將被人認為「娘娘

腔」或「沒男子氣概」。在以往體育

課中強調陽剛和競技的教學活動，

使得喜愛非競爭性與高度身體對抗

性質活動的學生開始逃避體育課的

生活，因此，不僅女性運動機會被

剝奪，其它身體活動能力較差的男

性學生亦被迫退出體育課之外。當

男生沒有運動表現的能力，他可能

會受到同伴的嘲諷或屈辱，甚至被

貼上一個「娘娘腔」的標籤，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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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被認定是同性戀，而不被同儕

當成男人看待，造成往後被排擠或

欺負的對象，因此體育課對於運動

能力較差的男性學生，是一種可怕

的壓力。

因此，體育教師在體育課中，

言行舉止是非常重要的，應給予學

生正向的價值觀，除了男生和女生

應該互相尊重之外，在同性之間也

應該互相尊重，不能對人貼標籤，

每個人的運動能力是天生的，但可

以藉由訓練來使運動技能更好更

強。此外，應該讓學生了解言語的

傷害跟肢體傷害一樣，都會造成個

人上的陰影與自卑感，要謹慎小心

自己的言詞。運動是展現團隊合作

的精神，體育教師在課程設計上，

可運用理解式球類教學、運動教育

模式或者合作學習的方式，讓運動

能力不佳的學生也能玩球，體會運

動的樂趣，才不會使運動能力差的

學生，害怕與討厭上體育課。另

外，體育教師應建立學生良好學習

態度，在體育課中，男生大多是積

極主動參與，而有些女生則放棄自

我的學習權力，體育教師應瞭解原

因後調整課程內容與方法，體育教

師也應該讓學生反思自我上課的態

度，不能因為運動能力不好、不想

流汗，而放棄自我學習的權力。

結　語

隨著時代進步，性別平等意

識提高，但在體育課與性別似乎還

存有一絲絲的性別刻板印象，體育

課要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責任與任

務，體育教師應該注意言行舉止，

並提供學生們一個平等的體育課，

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營造出男女

皆可共同參與的活動，享受運動的

樂趣。此外，體育教師應針對男女

學生的生理差異訂定適當學習目

標，設計活動讓所有學生共同參與

和合作，而不是刻意實施性別隔離

教育。除此之外，多鼓勵女性參與

運動，給予和男性相等的追求成功

的機會，破除性別上的問題，讓體

育課可以成為男女共同學習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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