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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

       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2012年公布⼀份研究報告顯⽰，性別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學⽣學習。此份報告發

現：15歲年齡層女孩在數學能⼒最好的群組中明顯較男孩少⾒，相反地，男孩在閱讀能⼒最好的群組中也明顯較女孩少⾒。

OECD報告明⽩指出此⼀現象極可能源⾃於「性別刻板印象」，亦即「男孩閱讀能⼒都不好」，「女孩都害怕數學」（OECD,

2012）。

       前述性別刻板印象極可能讓學⽣在學習上陷入了惡性循環，因為多數⼈認為數學是男孩的科⽬，造成女孩對數學缺乏⾃信，

以致於女孩難以取得好的數學成績。相反地，語文與閱讀則被視為女孩的科⽬，所以有些男孩為了印證⾃⼰的男⼦氣概，就不會

在這⽅⾯努⼒表現，甚⾄必須在這些⽅⾯表現差⼀點。如此，性別⾓⾊反⽽阻礙了學⽣學習的成就與發展（駐德國代表處教育

組，2015）。

       影響所及，在⾼等教育及出社會的就業選擇上，性別刻板印象造成多數⼈相信數學、物理、化學、⼯程是較適合男性，較不

適合女性深造的學科領域或⽣涯職業。相關研究（Oswald & Harvey, 2003）亦發現，女性確實較男性更少選修數學及科學相關

的課程，更少選擇數學與科學為其主修科⽬，或投入數學及科學相關領域為其職業。

貳、我國現況概述

       根據OECD在2006年調查各國⾼等教育學習領域的性別比例，差異較⼤者在於「教育」與「醫藥衛⽣」領域，明顯呈現女多

於男，⽽「科學」與「⼯程」領域則明顯呈現男多於女；我國性別比例差異較⼤者在「⼈文藝術」與「醫藥衛⽣」領域，呈現女

多於男，⽽「科學」與「⼯程」領域則呈現男多於女（教育部統計處，2009），詳如圖1。比較⽽⾔，我國在「⼈文藝術」、

「⼯程」與「服務」三個領域的男女比例，則呈現比OECD各國更明顯的差距。上述的調查結果應如何解釋？究竟是男女⽣物特

質的差異導致不同的學術性向？亦或為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導致男女⽣對⾃⼰的學習有不同的期待？來⾃德國、奧地利與加拿

⼤的相關訊息，似乎更傾向於「性別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學⽣學習」的解釋。

圖1 我國女性與OECD各國女性在⾼等教育學習領域比例之比較圖

性別刻板印象對男女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與性別刻板印象對男女學生學習的負面影響與
因應策略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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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9）。我國與OECD各國女性⾼等教育之學科領

             　 域暨性別差異分析。取⾃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oecd_higher.doc

參、近期德、奧、加等國之相關訊息

       「男⽣數理強，女⽣語文強」的刻板印象現象在德國出現反例，女孩在學校中的課業平均成績比男孩差。此外，根據調查，

超過⼆分之⼀的男孩害怕數學，女孩則只有三分之⼀。同時也發現，男孩和女孩在各個領域的成績和⾏為差異是無法也不應⼀分

為⼆的。閱讀能⼒不⾜的男孩，⽇後進入職場也可能趕上（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15）。

       奧地利則發現該國男女⽣的學習可能受到性別刻板影響⽽拉⼤了差距，在2003年的PISA評鑑中，奧地利男女中學⽣的數學能

⼒沒有明顯的差別，但在2012年時，男⽣卻平均比女⽣多22個百分點。奧地利⾃⾝的檢討是，極可能在過去幾年忽略了性別刻板

印象的影響，造成女學⽣的學習受到了負⾯影響。不只是數學，在⾃然科學⽅⾯，男女學⽣學習成就的差異也很⼤。但是奧地利

女學⽣每週平均卻比男學⽣多花72分鐘做功課（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2015）。

       加拿⼤女⼤學⽣念理⼯科的比例相當低，以加拿⼤英屬哥倫比亞⼤學為例，2010年從該校畢業的女⽣超過半數，但以機⼯系

卻只有18%。該校機械⼯程系教授伊莉莎⽩‧克羅芙特（Elizabeth Croft）明⽩指出，若不設法改變女⽣對相關科系的想法或迷

思，未來從事理⼯產業的男女比例將更加懸殊。為提升女⽣對數理、科技、⼯程等科別的興趣，英屬哥⼤成立⻄岸女性理⼯科促

進會（Westcoast Woman i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WEST），設計⼀連串專為女性設計的理⼯產業預備課

程，舉辦相關講座，希望增進女⽣對理⼯科的認識，從⽽增加加拿⼤理⼯科女⼤學⽣的比例（鍾采倫、陳俐蓁，2010）。

肆、對我國的啟⽰

        雖然OECD對各國的調查都指出「男⽣數理強，女⽣語文強」可能皆⽀持「男女⽣物特質差異」的普世性。但德國的反例，

奧地利的⾃⾝檢討，以及加拿⼤的預防性積極作為，也⽀持了「性別刻板印象可能擴⼤男、女⽣在學習上的差距」的解釋。「男

女⽣物特質的差異」的解釋，假定男女學習的差異是天⽣的，這樣命中注定的說法是教育政策難以著⼒的。因此，建議我國的性

別平等教育政策，還是應以預防「性別刻板印象」的出現為主要努⼒⽅向。本文針對這個⽅向，提出以下建議：

⼀、⿎勵教師撰寫「教學歷程中反性別刻板印象訊息，並提供男女性⾓⾊楷模」的優良教案

        建議政策上提供獎勵，⿎勵教師設計反性別刻板印象之優良教案，傳遞「女⽣數學與科學和男⽣⼀樣好、男⽣語文閱讀也和

女⽣⼀樣棒」，並且避免「女⽣不擅⻑於數學與科學、男⽣不擅⻑於語文閱讀的刻板印象」，儘量以實例提供男女性⾓⾊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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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漸減少刻板印象對學⽣學習上的影響。

 二、鼓勵教科書出版業者強化教科書性別刻板印象之檢視 

       根據近期針對我國⾼中教科書性別刻板印象之研究，⾼中公⺠與社會及國文兩科均呈現相當明顯之性別刻板印象。其中⼜以

「職業多樣性與性質之性別刻板印象」最為明顯。亦即⾼中教科書呈現之男性職業項⽬數遠遠超過女性，且在職業的性質上也較

擺脫不了傳統社會認為適合女性的職業（如教師、護⼠），⽽「軍⼈、警察、⼯程師」仍多為男性專屬之職業（林信志、楊國

揚、陳玲璋，2011；林信志、楊國揚、林以文，2011）。因此，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如何正確融入教科書中，除了透過教科書編

輯、審定過程中予以檢核外；最終之成品—教科書，是否忠實反映課程設計理念，是否確實達成性別平等教育精神，強化教科書

性別刻板印象之檢視是相當重要的。⽬前國教院在各科⽬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中已加入性別平等專⻑的委員，但仍屬於後端的消極

性預防措施，具體建議政策上提供「反性別刻板印象」之優良教科書評選，實質獎勵教科書出版業者在編寫教科書過程中主動強

化⾃⾝教科書性別刻板印象之檢視。

三、鼓勵各大學院校理工科系提供專為女高中生設計的AP課程或相關說明會

       AP課程係指⼤學先修課程，若在⾼等教育政策上能提供各⼤學院校理⼯科系⼀些誘因，設計專為女⾼中⽣選修的AP課程，並

舉辦相關說明會，相信將有助減少她們選擇理⼯科系的疑慮，增加其選擇理⼯科系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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