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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quity –––– teacher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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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性別角色定型構思複雜，可因人的種族，地域，社會階層而有所區別。有研究發現男女性別角色差異，多由

後天塑造而成。性別角色定型，界定了男女性別的特質，影響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期望。 本研究初步探討5

組中學學位準老師對兩性性別角色的看法，包括1. 個人特質；2. 學習；3. 家庭和4. 工作態度。透過問卷調

查和分析，我們可更清晰了解年青教師對個別角色定型的看法，從而幫助教師更多了解自己，採納更開放平

等的態度面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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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der role stereotype i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as it differs from race, region or social status.  Research studies

indicated gender role difference is mainly learned.  Gender role stereotype affects our expectation towards self and

other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erspectives of five group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on gender equity.  It is related to

1.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2. study; 3. family and 4. career.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sis in this preliminary

study, we know more about the teachers' expectations on gender roles.  Although they are more open, they are still

affected by some stereotype of thinking.  This study can help them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y can be

more open towards their students on the gend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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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我們的生活中，性別不只是標記，而是獨立個

體發展的特色，人是不該因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

或意識形態所左右的（劉秀娟，1999）。性別這

個主題累積了驚人的偏見、意識形態、迷思、以

訛傳訛與徹底的錯誤（Connel， 2004，頁8）。

今天的社會，有不少人在性別觀念上存有偏

見，對婦女做成不平等的待遇。最能代表性別偏

差看法的例子莫過於近日香港報章（頭條日報

http://www.hkheadline.com:16.6.2006）批評商業二

台節目《架勢堂》於六月三日舉辨《我最想非禮的

女藝人選舉》， 十一個婦女團體，高官及議員提

出抗議，節目主持森美與小儀公開道歉，廣播事

務管理局決定商台嚴重違反《廣播事務管理條例》

第二十五A條電台節目有關守則，商台要罰款十

四萬元，同時要發出道歉聲明，並在三個月內提

交補救措施的進度報告，事件才告一段落。

上述電台選舉行為公然侮辱女性，損害女性尊

嚴，品味低俗，顛倒是非，嘩眾取寵，也代表了一

些傳媒人對性別歧視欠缺認知，鼓吹性暴力。而香

港警方接獲的非禮強姦的舉報，每年就有一千多

宗，不容忽視。事實上，報章雜誌的娛樂版，時常

充斥着以女性胴體為賣點的照片，廣告和文字，美

白瘦身產品便成了一些商家的必殺技，新一代女

性，仍然改變不了性別刻板和被觀賞的框框。然

而，人們對男女平等和性別角色認同何時才醒覺？

我們不一定要接受或顛覆過去傳統的觀念，而是要

去正視自身的角色和潛能，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

重，才能建設一個共融的社會。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教師為學生的典範，教師的思想和行為對學生的

影響深遠。無論老師和學生，都需要學習兩性的

性別平等的真諦。本研究旨在探討五組中學學位

老師對性別角色定型的看法，包括1. 兩性的個人特

質；2. 兩性在學校的學習機會；3. 兩性在家庭的主

導和支配角色和4. 兩性對事業的準備。我們需要社

群的力量來發揮團隊精神，建立一個尊重兩性平等

的社會，而學校是社會組織的重要建構，教師自我

身份的認同對孩子亦影響深遠。本研究便以教師的

身份認同開始作基本的探討，從而希望教師能採納

更開明的態度，去面對和幫助學生，使他們能溶入

新一代兩性共融合的新天地。

性別角色的理論根據性別角色的理論根據性別角色的理論根據性別角色的理論根據性別角色的理論根據

在進行研究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中外學者有關性

別角色的理論和觀點。

1. 性別角色定型與性別認同的形成

性別（gender）常指生理上的男性（male）與

女性（female）或心理上個人對自己所具有的

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質的主觀感受。性別角

色（gender role）可說是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

行為的一種評價，而個體行為的表現與社會

對兩性不同的期待，便形成了「性別角色認

同」（gender role identify）。（劉秀娟，

1999）。

性別角色的形成可從不同的理論觀點去

探索。生物學理論帶出胎兒到青春期男女的

特徵，Freud 的心理分析論（psychoanalysis）

及人格發展論強調性原慾的驅使，性的本能

需要及兩性性別角色發展的關鍵，認同強者

確定性別發展。 B a n d u r a 的社會學習論

（s o c i a l  l e a r n i n g  t h e o r y）探討觀察

（observation）、模仿（imitation）及增強

（reinforcement）男女的性別行為，導致兩性

性別角色發展差異，而Kohlberg 的認知論

（cognitive theory）和 Piaget 的認知發展論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說明兒童學習

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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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大人的行為。從不同學者的論述，可得

知兒童在成長階段中，自幼便開始判斷自己

是男是女，以致興趣和性格的形成，便已有

性別刻板角色的現象。（Shaffer, 1996, p. 531;

Aiken, 1997）

性別角色是由後天學習而來。性別角色

定型的構思非常複雜，可因人的種族、國

家、地域、社會階層和性別取向等而有所區

別。當社會對於某一些人，有一些簡化的、

僵化的和類化的看法，漸漸便形成了「刻板

印象」（黃孋莉，1999）。人們在社會化的歷

程中，常學習到社會文化所賦予性別的特定

規範，影響性別角色及其行為的信念與態

度，形成一種固定、刻板和概化的標記，並

產生相對的行為傾向和「性別角色定型」。

（劉秀娟，1999）

性別角色定型，界定了男性「工具性」和

女性「感情性」的特質，如男主外女主內，男

剛強女柔弱。男性化的特質通常和能力、活

力有關，如果斷、獨立、進取；而女性化的

特質，便與表達溫柔和情緒化有關。這些傳

統思想強而有力地影響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

期望和行為表現。在一些部族文化，其效果

可能剛好相反。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fy）是人類認知

系統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江漢聲，晏涵

文，2004）。一般研究發現，兩歲以下的男

女兒童，除了生理有差別，其他心理特質和

行為，並無太大差別。學者（Maccoby &

Jacklin 1978； McMahon & McMahon, 1982）

也提出男女兒童在語文、空間和數理能力稍

有差異，而男孩子也較具攻擊力。但男女性

別角色，多是由後天人為的因素塑造而成。

隨着性別認同的發展，兒童的認知能力

分三階段漸漸形成（Scha f f e r ， 1988 ，

1996），分基本的性別認同期（0-3歲）：包

括正確使用性別標誌；性別穩定期（4 - 5

歲）：理解性別是穩定的，如女孩子會成為

媽媽；和囱定期（6-7歲或以上）：如男孩子

穿了裙子仍然是男孩子。到了青春期，知道

性別是具有生殖基礎的。但兒童在2-3 歲左

右，便能說出自己是男孩還是女孩，從不同

玩具和遊戲，形成性別刻板印象。

認知發展理論提出性別認知的發展階

段，「性別基模理論」指出男女的二種典範，

運用基模的觀點，建構性別形成的概念。在

性別角色的分化與發展中，人可以模仿同性

性別角色楷模，得到外在的回饋，進而修正

或強化（reinforce）自己的行為。此模式提供

了「性別刻板印象」的起源和穩定性的理論基

礎，社會的期待和個人認知交互影響，便可

能加深性別偏見（sex bias）與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容易造成自我壓抑和思想僵

化。男性刻意塑造男子氣慨形象，抑制女性

化的特質，而女性則以刻板化的女性特質為

依歸 （晏涵文，2004）。在我們的生活中，

包括教師和學生，也會不自覺地從社會的期

待和個人認知而形成性歧視。

Connel（2004）更引述以男性為權力中

心的社會，性別角色是一種過程（process）和

需要政治性（politics）的改革。這是新一代的

思想工程。性別、婚姻、單親家庭、同性

戀家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等的定義，必隨時

間而有所改變，這對性別角色的眾多理論提

供新的文化觀點。

2. 性別差異與兩性特質的研究

在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Maccoby

& Jacklin, 1978）一書中提及一千五百多篇有

關性別差異的研究，祇發現了男女在語文能

力、空間能力和青春期生理變化有較明顯的

差異，其他部份祇是迷思和證據不足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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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而Maccoby 的一些結論仍不斷受到挑

戰。（彭懷真，1996）

Bem（1981）認為兩性二分法，即男性工

具化和女性情緒化，不能反映真實的世界，

祇會抑制男女發揮潛能的機會，因為兩性可

以同時具備了男、女兩性的特質，男不用壓

抑情緒，而女也不用因職位和男性不同或相

同而感到自卑。不少研究發現（Shaffer ，

1996），現代兩性間除了女性（feminism），

男性（masculinity），也強調較為平等的角色

（equalitarian roles）兩性化，剛柔並重的人格

（androgynous roles）。

Bem 發展了性別角性量表 Se x  r o l e

inventory，並認為人類天生具備男女兩種特

質，應有彈性地根據不同情境而表現工作及

情緒的特質。兩性化人格具彈性（flexibility）

和整合性（integration）。具有這些特質的

人，心理較健康，能承受較大的壓力，較有

能力維持親密關係，也較容易表達自己和感

覺到別人的關懷和愛意。Bem 提出一些新的

見解，認為具兩性化的人，並不是他們具男

女兩性的特質，而是他們沒有性別基模

（genderas chanatic）。人們如果可以從性別刻

板印象解放出來，便可有更大的自由度發揮

更大的潛力。（http://www.breakthrough.org.

hk）

性別角色本身並無好壞之分，但當性別

刻板角色出現偏差、誤解，甚至影響兒童身

心發展，我們便須正視和探討，並經由教育

去改變，盡量減少兩性相處的負面影響。性

別刻板印象是學習得來的，是一個內化和社

化過程，深受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文化

的影響（Gray, 1998）。而影響著個體性別角

色發展的訊息，莫過於身為男性或女性的特

質。個體對這些特質的信念和態度，也會影

響着自身性格的形成（Basow, 1992; Cheung,

Lai, Au & Ngai, 1997）。

跟據以上的文獻基礎，本研究的目的便

是要探究現代年青教師是否仍然深受一些性

別刻板角色和男女特質定型所影響。透過問

卷方式去探討學員的信念和態度，內容便分

個人特質、學習、家庭和工作四部份。在家

庭中，「男主外，女主內」有男女分工的核心

觀念是否有所改變？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

是否仍然強調性別刻板現象？在學校中，一

個學童學習成功，老師有否歸因男孩子的能

力，而女孩子則因為她的努力？而在選擇職

業時，有否受性別偏差和工作崗位歧視所影

響？但時移勢易，傳統角色有其當時存在的

必要，而這些現象是否仍然根深蒂固，還是

在不斷改變中？

研究對象和方法研究對象和方法研究對象和方法研究對象和方法研究對象和方法

有關這次性別角色研究的對象為在教育學院修讀

四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的中學組隨意選取

（convenient sampling）5組學員，他們均為本科三

年級和四年級的學員，大多未婚，未有或少於5年

工作經驗，年齡介乎20-30之間。他們選修不同科

目和組別：有中文，音樂，體育，家政，美術，

科技和商科。

研究的方法是採取問卷調查方式。問卷主要

分為四部份：（1）個人特質（6項），（2）學習

（8項），（3）家庭（10項）和 （4）工作（8項）。

學員以「極不同意」，「不同意」，「同意」，「極

同意」作答，問題答案為「極同意」，則越趨向傳

統。例如（1） 1.一般而言，男性較女性富攻擊

性，粗暴，盛氣凌人。「極同意」男性較女性富攻

擊性，則越趨向傳統。為避免學員慣性或猜測答

案，以下答案則相反：（1） 3；（2） 4； （3） 8；

（4） 2, 5。

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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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導師於2006年2月至5月期間向該5組學員合共發

出148份問卷，收回98份，回應率為66.2%。其

中10份問卷並無圈出作答者是男或女，因此被撇

除在分析結果之內，可用有效問卷只有88份。在

分析的88份問卷中，女學員佔62份（70.5%）而

男學員則佔26份（29.5%）。男女學員的比例約為

三比七。現將有效問卷答案整理後，歸納如下

（附錄 I）： —

1. 在「個人特質」方面：大部份學員同意

（56.8%）男性較女性富攻擊性，粗暴，盛氣

凌人，同意（51.1%）女性則較為溫柔，感

性，易表達情緒，親切和善解人意。他們不

同意女性較男性有優越感（70.4%）。

在外表儀容服飾方面，約半數的學員

（50%）不同意和極不同意女性注重外表儀容

而男性多不拘小節，大概是現在社會風氣男

性亦注重時尚。近58%的學員也不同意和極

不同意男性較獨立，決斷，理性，主動，勇

敢和外向，而80% 的學員不同意和極不同意

女性對男性較有優越感，而男性則較易感到

自卑，無助和需要安全感。極大部份學員

（85%）不同意和極不同意同性戀是性變態的

一種。

2. 在「學習」方面：在較為接近傳統觀念方面，

大部份學員（60%）同意男性的思考邏輯能力

較好，及喜歡數理科學；女性則較感性及喜

歡文學藝術。近半數學員（48%）同意基礎教

育應較多由女性來擔任。

在另一方面，大部份學員（48.7%）不同

意在家境困難時，男孩子比女孩子有優先升

學機會。學員（65.9%）同意職業女性講座適

宜向女同學提供，相對地男同學應上家政

課。很大部份學員（69.3%）不同意和極不同

意教科書中男性代表的出現次數是自然社會

現象不必理會，但仍有部份學員（30.7%）同

意和極同意不必理會那些現象。學員

（68.2%）多不同意和極不同意男同學取笑女

同學的身材舉止，若在開玩笑性質下，不算

性騷擾，但也有（31.9%）學員同意和極同意

此現象（可參考「架勢堂」事例）。極大部份

學員（97.9%不同意和極不同意）認為如果男

女同學犯了同樣的錯，對男生的處罰不應加

重，因為男生較女生頑皮。極大部份學員

（80.7%不同意和極不同意）認為不應只有男

生適合擔任風紀、班長等的職務。

3. 在「家庭」方面：雖然大部份學員（65%）同

意和極同意男性是家庭生活經濟的支柱，應

該養妻活兒，但不同意和極不同意（62.5%）

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傳統思想。同樣矛盾的

是（69.3%）不同意和極不同意母親是一家之

主，是家庭主要決定者，但（86%）不同意和

極不同意家務和照顧孩子是女性獨有的責

任。而學員（84%）不同意和極不同意男性對

離婚較女性覺得失敗。

有關生育方面，絕大部份學員（92%）不

同意和極不同意一對夫妻最好要生個男孩

子，（75%）不同意和極不同意不孕是身為女

人最大的悲哀。學員（93%）極不同意和不同

意男性有外遇可原諒，女性有婚外情便不可

原諒。夫婦離異後，（72%）同意和極同意各

人在婚姻關係內的勞力所得的財產應該平均

分配，而（84%）不同意和極不同意父母的遺

產只應由兒子繼承。

4. 在「工作」方面：過半數學員（50.6%）同意

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外表形象比經濟和社交自

由更重要。學員（53.4%）同意做個好妻子和

好母親比做個出色的僱員更重要。學員

（69.3%）同意男性事業心強，喜歡權力晉升

機會，做老闆、作主導性直接決策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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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逾半數學員（51.7%）同意太太賺錢比先

生多，地位比先生高，會妨礙夫妻感情。

絕大部份學員（92%）同意和極同意女性

不只負擔家務及廚房工作，也可以以事業為

重，（89%）不同意和極不同意女性的成就，

不應超越丈夫。學員（66%以上）同意和極

同意女性選職業可依自己的興趣能力，但

（75%）不同意和極不同意在權力競爭時，可

以不擇手段。

問卷結果分析及討論問卷結果分析及討論問卷結果分析及討論問卷結果分析及討論問卷結果分析及討論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年青老師尚能在學習和家庭

方面趨向開明，如男女有均等機會學習和工作，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方面也可以主動，不一定是男

主外，女主內。但對一些基本問題，仍然保守，

如男性較具攻擊力，是一家之主等。

社會對性態度的改變從來不易（彭懷真，

1996），因性別不平等和兩性因對家庭角色有不

同期望而發生的性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案件時有所

聞，教師可跳出課室的框框去檢視社會問題，看

看自己、家人、學生或學生家長是否也是直接或

間接的受害者，教師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成

為性別不平等的傳遞者，如女學生舉止要溫柔，

男同學要解決較難的問題（Millett, 1999）。一般

而言，要減少性別刻板認同，從整體方面來說，

可改變男女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以男權社

會為重的社會情況，使男女的權力和所得趨向較

為相等。這一點知易行難，舉例來說，無論女方

事業如何成功，若男方得不到相若的薪酬地位，

女方或家人總會有不少怨言，這便是思想刻板的

延續。在政治上，從法律上保障婦孺人身安全到

提高社福服務、平等工作機會、政治參與、財產

分配，也須廣泛認受。在個人特質方面：男女也

須不受性別特質所限制，擴闊視野和發揮個人潛

能。例如男性不一定較主動和有攻擊力，而女性

也不一定較順從和依賴。在教育和就業方面，男

女須有均等的學習機會、選擇科目和發展潛能的

機會，老師的態度能使學生潛移默化，重視男女

平等，對男女同學賞罰一致，恊發他們互相尊

重。教科書中男女角色的定型和不平等也應減到

最少，才能漸慚消除性別階層化。教師有時也會

在不知不覺中扮演兩性定型的角色。

在家庭中，女性更要有增進自主的意念，包

括性活動和生育的自主，不受制於男人和社會傳

統規範，而「家事」不一定被視為太太該做的事，

即使女性也要知如此。兩性才能互相尊重，互愛

互諒，進入一個共融的社會（王雅各主編，

2002）。在婚姻家庭中，人們對男女角色的看

法、態度會因時代和地域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愈

年輕的夫婦較年長的夫婦愈傾向平等的關係，但

我們都知道這些改變是緩慢的，女性仍脫離不了

擔任了大部份的家務和照顧子女的角色（徐西森

著， 2003）。有一些情況是當太太外出全職工

作，而先生失業了，雖然太太認為先生該多做點

家事，但事實上卻常是太太比較多做家事。而現

今的教師，尤其是女性教師在放學回家後，身心

疲累，有時也會為未能兼顧家事而感內疚。因

此，男女要達到真正較為兩性平等的關係，看來

還是要走相當漫長的路。（江漢聲，2004；林大

巧、劉明德，2001；徐西森著，2003；林大巧、

劉明德著，2001）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文是根據88位於2006年在教育學院接受培訓的

學員作答的問卷的初步分析和描述研究，內容祇

代表部份年青教師對兩性平等的一些看法，表面

看來，這些回應和一般年青人相差不遠，對兩性

角色也漸趨開明，如要更深入了解學員作答背後

性別角色研究──教師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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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意義，便需要作更深入的個案研究、訪

問和跟進。追捬研究也可從學生和家長的態度去

看兩性角色教育的問題。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隨着「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於

1995和1997年立法局通過，平等機會委員於1996

年成立後香港引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http://www.eoc.org.hk）。婦女事務委員會於

2000 年成立並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等議題（新婦女協進會，2003，

頁6）。「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關注婦女性

暴力協會」等機構在保護婦女教育工作方面也頗

為積極（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1996）。在學術

方面，有更多大專院校成立婦女研究中心或婦女

研究課程，「性教育」和「婦女研究」也加入教育

學院的師資培訓課程，性別平等教育也漸露曙

光。在這道洪流中，教育工作者可探討性別平等

教育是否能落實？而性別平等教育有賴教師去推

註：本文曾為性別平等教育的挑戰與前景亞太區第二屆國際研討會（2006年 6月 22-24日）演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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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個人特質

1. 一般而言，男性較女性富攻擊性，粗暴，盛氣凌人。

百分比 %

2. 女性溫柔感性，易表達情緒，親切和善解人意、

而男性則不易表達情緒，感情也不易受損。 百分比 %

3. 女性對男性較有優越感，而男性則較易感到自卑、

無助和需要安全感。 百分比 %

4. 女性較注意外表儀容，服飾整齊而男性多不拘小節，

又不大注意外表儀容。 百分比 %

5. 男性較獨立、決斷、理性、主動、勇敢和外向，

而女性較依賴、被動、服從和內向。 百分比 %

6. 同性戀是性變態的一種。

百分比 %

性性性性性     別別別別別     角角角角角     色色色色色     問問問問問     卷卷卷卷卷     統統統統統     計計計計計     結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果     （（（（（     合合合合合     共共共共共     收收收收收     回回回回回 88 88 88 88 88份份份份份     問問問問問     卷卷卷卷卷     ）））））（（（（（附附附附附錄錄錄錄錄 I I I I I）））））

II  學習

1. 男性的思考邏輯能力較好及喜歡數理科學；

女性則較感性及喜歡文學藝術。 百分比 %

2. 教科書中男性代表的出現次數是自然社會現象不必理會。

百分比 %

3. 男孩子和女孩子應有均等教育機會，但家境困難時，

男孩子有優先升學機會。 百分比 %

4. 男同學應上家政班，而職業女性講座適宜向女同學提供。

百分比 %

5. 男同學取笑女同學的身材舉止，若在開玩笑性質下，

不算性騷擾。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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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男女同學犯了同樣的錯，對男生的處罰應加重，因男生較頑皮。

百分比 %

7. 男生適合擔任風紀、班長等的職務。

百分比 %

8. 基礎教育（幼稚園，小學低年級）的老師，應由較多的女性

來擔任，因為她們比較像母親，對年幼的孩子較有愛心和耐心。百分比 %

III  家庭

1. 男性是家庭生活經濟的支柱，應該養妻活兒。

百分比 %

2. 母親是一家之主，是家庭主要決定者，又是教育孩子和

財政的決策者。 百分比 %

3. 男主外女主內，即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女性應以家庭為重。

百分比 %

4. 家務和照顧孩子是女性獨有的責任。

百分比 %

5. 不孕是身為女人最大的悲哀。

百分比 %

6. 一對夫妻不管打算生幾個小孩，最好要有男孩。

百分比 %

7. 男性有外遇可原諒，女性有婚外情便不可原諒。

百分比 %

8. 男性對離異婚姻較女性覺得失敗。

百分比 %

9. 夫婦離異後，各人在婚姻關係內的勞力所得的財產應該

平均分配。 百分比 %

10.父母的遺產應由兒子繼承。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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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工作

1. 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外表形象比經濟和社交自由更重要，

包括放棄工作去照顧孩子，不做輪班工作。 百分比 %

2. 女性也可以事業為重，不只負擔家務及廚房工作。

百分比 %

3. 做個好妻子和好母親比做個出色的僱員更重要。

百分比 %

4. 女性的成就，不應超越丈夫。

百分比 %

5. 女性選職業可依自己的興趣能力，男性也應將未來婚姻

家庭因素考慮進去。 百分比 %

6. 男性事業心強，喜歡權力進升機會，做老闆，

作主導性直接決策性的工作。 百分比 %

7. 男性喜歡挑戰性的工作，有英雄感，在權力競爭時，

可以不擇手段。 百分比 %

8. 太太賺錢比先生多，地位比先生高，會妨礙夫妻感情。

百分比 %

極同意同意

男生

0

0

0

4

0

0

0

1

女生

7

0

4

14

4

1

8

2

合共

7

8.05

0

0

4

4.55

18

20.45

4

4.55

1

1.14

8

9.09

3

3.45

極不同意 不同意

合共

33

37.93

6

6.82

25

28.41

60

68.18

26

29.55

20

22.73

58

65.91

37

42.53

男生

12

2

8

18

5

4

14

10

女生

21

4

17

42

21

16

44

27

合共

44

50.57

63

71.59

47

53.41

10

11.36

56

63.64

61

69.32

20

22.73

45

51.72

男生

12

18

10

4

21

18

10

13

女生

32

45

37

6

35

43

10

32

合共

3

3.45

19

21.59

12

13.64

0

0

2

2.27

6

6.82

2

2.27

2

2.30

男生

2

6

8

0

0

4

2

1

女生

1

13

4

0

2

2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