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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Katzh（1996）曾言，今日已不再是男

性獨占鰲頭的世界了。近年來女性角色產生

變遷，女性就業人口大量增加。根據我國內

政部（2001）的統計，民國八十九年女性勞

動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的40.03％，勞動力參

與率為46％；而女性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口

的40.26％。至於國外也有相同現象，以美國

為例，從1972年到1986年之間，外出工作的

女性已從39%增加到45%；2000年後，預估

每五個25-54歲的女性中有四個是有職業的

(Hoyt, 1988)。以上數據顯示出，女性進入

就業市場的比率越來越高，兩性參與勞動生

產的比例已漸趨近，然而在就業市場中仍可

明顯看到以性別職業區隔特性。從生涯發展

的角度來看，除了受個人心理影響外、家庭

背景及社會環境等亦是導致女性職業或生涯

選擇受阻的原因。

在眾多因素裡，社會化歷程中代代相傳

之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繆

敏志（1993）認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造

成女性害怕成功、傾向失敗、缺乏肯定自

信、自我能力偏低等之原因。研究也指出，

多數女性仍舊打算進入傳統女性工作領域，

造成此一現象的重要因素來自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及文化對男女的期望所致(Eccles, 1987;

Gerstein et al., 1988)。而劉秀娟（1999）

更表示，造成「科技男性，人文女性」之職

業區隔現象的主要基礎即性別刻板印象。

有鑑於此，本文擬探討職業性別刻板印

象對女性生涯發展之影響，並整理相關輔導

策略，作為學校教師及諮商輔導人員進行女

性生涯諮商與輔導之依據。

貳、職業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
生涯發展之影響

職業性別刻板印象乃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的延伸（劉淑雯，1996；劉修靜，2000）。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意指對男女兩性行為刻板

區分的心理傾向（張春興，1992）；而職業

性別刻板印象則是以性別劃分職業，視某種

職業只適合某一性別（Lipton, O’Connor

& Maureen, 1991）。職業性別刻板印象普遍

存在我們生活中，黃婉君（1998）分析國小

教科書及陳佩琦（2000）分析童書後發現，

社會對職業的區隔具有性別刻板現象，且男

性從事之職業較女性多元化。洪志欣

（1994）、張瑾瑜（1996）更表示小至國小學

童都存有職業性別刻板印象。

雖然兩性參與勞動生產的比例已漸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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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然而在就業市場中卻仍顯見以性別區隔

職業特性，例如托兒所或幼稚園的保育人

員、教師等服務業多為女性，通信等技術人

員幾乎以男性為主。求職廣告上亦常見「高

級工程師，限男性；助理工程師，男女不

拘；會計、總機，限女性」的要求條件，顯

示職業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且相當普遍（劉秀娟，1999）。以下將針對

職業性別刻板對女性造成之影響加以論述。

（一）形成負向自我概念

Yount(1986)認為，社會職場對男女性

工作的明顯區隔，讓人們產生職業上的性別

刻板印象，此一信念又與其自我概念連結，

當個體在選擇職業時，這樣的信念導引她/他

循著傳統進入生產活動的行列。雖然職業性

別刻板印象同樣對男性或女性造成影響，然

因社會仍是以男性為主導，其所從事之職業

多集中在高薪、受人尊重之領域，相較之下

女性在職場所受的負面影響則顯得普遍而廣

泛(Sadker, Sadker & Donald, 1989)。性別

刻板化造成女性比男性有更多負面的自我概

念，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層面上。在青春

期，女孩必須面臨社會對女性角色更嚴格的

期待，為了遵循此一期待，她們在成就、自

我主張和名望中感受到衝突，並且察覺到若

要達成後者（如成就），似乎意味著必須放棄

女性角色。而這根本的衝突其實是起於內在

感情信念及順應他人期望所致（劉秀娟，

1996；Whitney & Hoffman, 1998）。

社會文化對女性被動、養育和合作的要

求，使得女性在追求成就與自我突破時感到

兩難，此一兩難困境透過「印象整飾」

（impression）造成自我表現上的限制。所謂

印象整飾是指人人都希望被他人接納與讚

許，因此會盡量以自己認為他人所能接受的

方式來表現自己，例如一位謀職的女性在傳

統的面試人員面前，會盡量表現出傳統的女

性特質，而在非傳統的面試人員面前則否，

她之所以會有不同的自我表現源於性別刻板

印象的影響（周麗端等，1999）。

劉秀娟（1999）亦認為，社會對性別角

色的刻板要求，使得男女在成長中受到不同

的增強：男性被鼓勵該有自信，而女性被鼓

勵應該保守看待自己的能力與表現，因而表

現較低的自信。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中，這

種模式會導致女性產生一個負向的自我概

念，而形成負向的循環（如圖一所示）。

（二）限制潛能發揮

以學業成就為例，數學和科學傳統以來

被刻板的視為屬於男性的專長，導致女性雖

有能力或意願從事此類活動時，為了避免社

會異樣的眼光而卻步，在負向循環之下，女

性便產生「我的數學或科學」科目較差的自

我 概 念 ， 也 因 此 有 較 低 的 自 信 。

Bornholt(2001)、 Bartholomew &

Schnorr(1994)及Yun Dai(2001)便提到，在

性別刻板與社會期待下，女孩對數學和科學

的自信與表現不如男孩；而這樣負面的概念

又限制了女性接納數學或科學相關的職業選

擇。

Sadker, Sadker & Donald (1989) 指

出，國中女學生並不認為數學科目與其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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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可以連結的。將來選擇職業時，她們

也就會順著刻板印象「我的數學或科學能力

不好」，而避開相關的職業，結果形成女性總

是集中在傳統職業領域（如服務業、幫傭、

加工業，甚至選擇當家庭主婦）。

社會傳統對女性的要求依然停留在身體

吸引力、養育、感性、依賴；對男性則是統

治、成就取向、理性、和果斷。這些價值、

特徵和行為的後果嚴重影響個體對事物的看

法，而對異性相關的一切未經思考及予以排

拒(Eccles, 1987)。Bridges(1988)在他的研

究中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傾向根據刻板

的想法來選擇職業；同樣地，Eccles(1987)

和Gerstein, Lichtman, & Barokas (1988)亦

認為，多數女性仍依傳統社會的支配來選擇

他們的職業，進入傳統女性工作領域，其中

很大的原因來自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三）影響身心健康

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透過社會化歷程，將

女性安置在傳統工作領域。然而學者提出，

女性若是一直擔任被認為最無工作成長的職

業，則未來十年，他們會面臨更多職場上的

困難，而這些困難又將帶來許多個體身心上

的問題(Gerstein, Lichtman & Barokas,

1988; Hoyt, 1988)。各學術領域，包括經

濟、工業心理學和諮商等都證明了個人適應

和工作適應互有關聯，工作不滿意會導致很

多心理和身體困擾，職業對心理健康有著消

極的影響，引發更多生活困境和身心問題

(Herr, 1989)。

綜觀上述，我們瞭解到女性在職業性別

刻板印象之下，不僅影響其自我概念，連帶

影響個人潛能的發揮及身心健康情形。假如

年輕女孩對自己可能從事之職業的認知受到

侷限，她們也將無法了解自己的潛能。

圖一負向概念回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劉秀娟，1999，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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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改變職業性別刻板印象之
策略

職業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職業選擇具有

負面影響，學者們認為提供女學生拓展非傳

統領域的方案，並且幫助她們提昇自信、追

求理想的職業有其必要性（Bartholomew &

Schnorr, 1994；Homer, 1972；Yount,

1986）。茲整理了文獻中相關策略並分述如

下。

（一）提高自我效能

社會傳統地視女人能力比男人差，結果

性別角色社會化使得女性對於自己的能力缺

乏自信。Bartholomew & Schnorr(1994)認

為可以透過活動來提升自信，比如：鼓勵女

學生看女性偉人的傳記；利用剪貼方式敘述

她自己的興趣、能力以及專長，這樣子女學

生可以發現她們的潛力，這些活動不只有

趣，而且也鼓勵她們去思考自己的能力。田

秀蘭（1999）則認為讓兒童找出形容人物的

形容詞來形容自己，或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我喜歡什麼、我能做什麼、我有哪些優缺

點、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有什

麼生活目標等問題，藉此增進學生自我覺察

的能力。

（二）提供楷模示範

吳芝儀（1999）於其書中曾言，小學兒

童們常模仿家庭與學校中的角色楷模，父母

和老師都能透過教導和實例提供兒童正面的

角色楷模。她並引美國全國職業資訊統合委

員會（NOICC）1992年所定之輔導策略，

說明角色模式可有效地強調女孩的職業潛

能，透過訪談職業婦女、描述她們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摘要、檢視女性的自傳、強調女性

如何克服性別角色刻板化等，皆是具有影響

力的示範。提供非傳統職業的女性模範，可

以讓年輕女性更瞭解工作世界真實情形，有

助於強化她們的自我概念以及拓展她們的職

業選擇範圍（Bartholomew & Schnorr,

1994；翁毓秀，1994）。Lee & Cramond

（1999）也指出，當教育人員提供非傳統職

業角色的例子時，學生比較能接受非傳統職

業，因此邀請從事非傳統職業的人員來演

講、閱讀偉人故事、畫出非傳統職業工作者

或親自參觀拜訪非傳統職業人員都將有助於

減少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三）鼓勵父母參與

兒童階段是生涯發展重要啟蒙期，對兒

童最有影響力的人便是他們的父母親，他們

對孩子的職業抱負有很大的影響，且其作用

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產生，因此他們很需要

了解自己在孩子職業發展所佔的角色

（Whiston & Sexton, 1998）。輔導員應鼓勵

雙親加入孩子職業引導的活動，例如了解家

庭成員職業期望的活動、鼓勵雙親邀請孩子

參觀他們的工作環境（Wahl, Kay &

Blackhurst, 2000）。Bartholomew &

Schnorr（1994）亦認為，鼓勵學生認識家

人的職業，並使其覺察家人的職業選擇會影

響他自己的職業選擇，讓雙親共同參與可以

提供溝通的機會，而讓父母瞭解女兒的夢想

和目標，也給了父母一個機會去引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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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決定。

肆、結語

性別平等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女性

生涯發展亦是學者關心的議題。瞭解職業性

別刻板對女性生涯選擇的影響及其輔導策

略，有助於發展適於女性當事人的諮商方

案，以提升其自我概念及生涯覺察能力，使

其生涯發展不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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