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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女生腦袋大不同？—以 TASA 資料為例 

【文、表／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專案助理 蔡翰征】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科學家一項研究發現，決定男性智力的主要是大腦灰質，而決定

女性智力的主要是大腦白質，盡管男女兩性的這兩種物質在大腦中的數量差異懸殊，但他們平均智

力水平是一樣的。男性大腦中決定智力的灰質總量是女性大腦的 6.5 倍，而女性大腦中決定智力的白

質總量是男性的 10 倍。一般來說，灰質好比是大腦中的一個個信息處理單元，而白質是聯繫這些信

息處理單元的網絡。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男性更容易在集中處理信息的領域（如數學等）上取

得成就，而女性更適合〝分布式〞處理信息的領域，比如語言能力等等。參與研究的雷克斯·榮說，

測驗中男女兩性表現出的平均智力水平是一樣的，表明兩性的智力是「殊途同歸」，不同的大腦

「設計思路」可以達到同樣的智力水平（陳淑君，2005）。但如果將問題延伸到學習領域上，是否

男、女生在學習上也存在較擅長與較薄弱的差異呢？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以下簡稱 TASA）於 2007 年學生問卷中，對學生性別作了

調查。本研究試圖了解，以 TASA 資料庫資料而言，高二男、女生在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

及自然的學習成就表現中是否存在差異，產生差異的情況是否與性別邏輯觀念「女生語文方面較優

秀及男生理工方面較擅長」相吻合。 

TASA 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樣，樣本來自於全國 22 縣市；根據 2007 年 TASA 學生問卷的填答

反應，結合高二學生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及自然的學習成就表現，將男、女生受測人數及

平均量尺分數及標準差等統計值呈現如表 1，可以發現，2007 年高二學生在國語文、英語文、數學、

社會及自然的受測資料中，男、女生正式受測人數差距為 100~200 人，樣本數比大約為 1：1，而平

均量尺分數比較上，經過統計上之顯著性檢定，數學科與自然科為男生明顯較高，國語文、英語文

及社會科的整體表現比較上，則為女生平均量尺分數較高，英語文差距甚至達到 20 分，也就是 0.4

個標準差。 

因此，針對 2007 年 TASA 高二學生資料而言，男、女生在五科的學習成就表現上確實存在差異，

國語文、英語文及社會的學習成就表現為女生優於男生，而數學及自然則是男生的學習成就表現優

於女生，因此性別邏輯問題中「女生語文方面較優秀及男生理工方面較擅長」這個學習成就表現現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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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確實存在。 

而「女生語文方面較優秀及男生理工方面較擅長」是社會上性別邏輯的問題，但是隨著教育的

普及、兩性觀念的提升與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其實現存許多性別邏輯上的迷思往往可能只是傳統觀

念的束縛或資訊不發達所導致，或許男女生生理上的限制會造成部分差異的存在，但心理上的性格

養成常常跟文化差異、後天社會學習與家庭教育有關。因此造成這種差異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先天生

理或後天教育與學習的影響有賴更多研究加以分析，期望藉由本研究的拋磚引玉，可以提供給有興

趣的後續研究者進行探討，也給教育現場的老師、學校及家長一個參考的訊息，有興趣進行相關議

題研究之研究者，可申請 2005～2010 年 TASA 釋出資料（http://tasa.naer.edu.tw/Release/index.aspx）

以進行更深入之研究討論，以彰顯 TASA 資料庫的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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