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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幾年前筆者因為協同執⾏⼀項教育部「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的教學計畫，延續著⼀直以來對性別研究的興趣，開始關切「性

別與科技」相關的議題，並於⻑庚⼤學開設「性別、科技與社會」⼀課。本文希望藉由導讀2016年11⽉由女書出版的《女科技⼈

的理性與感性》⼀書，簡要地介紹科學與科技中的性別議題，提供深度閱讀這本書的相關背景，並推薦⼀些延伸的閱讀資料。

貳、性別、科技與社會

       科學與科技有什麼性別問題呢？蔡麗玲、王秀雲及吳嘉苓（2012）在〈性別化的科學與科技〉⼀文中建議從三個相互關聯的

⾯向進⾏檢視：⼀是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參與的差異情況與成因，亦即，究竟科學學習與專業發展的過程存在哪些不利或阻礙女性

的因素，以⾄於⻑期以來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參與度偏低，⾼等教育中存在「男理⼯、女⼈文」的學習領域的性別區隔，且隨著專

業的層級越⾼，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形成科技女性的「管漏現象」。相較於另⼀種帶有性別歧視、將科學／技女性⼈數少的成

因歸咎是女性「天⽣」參與科學的「能⼒不⾜」的觀點，1980年代後期有些研究者改以「不公平對待模式」的觀點理解，致⼒找

出不利或阻礙女性參與科學／技領域的因素。比如說，當科學／技強調的理性、客觀等特質與社會對於男性應有的陽剛特質連在

⼀起，使得科學／技具有陽剛形象、被認為較適合男性，這類的性別迷思是否讓選讀理⼯科系的女學⽣較容易因其⽣理性別被質

疑其能⼒，1但同時⼜要被懷疑其性別氣質的合宜性，被認為比較「男⼈婆」、「不像女⽣」，因⽽影響部分女同學選讀的意願？

科學／技課程和訓練過程中使⽤的語⾔、教學範例以及同儕互動模式的陽剛化傾向，是否會讓⾝為科學／技領域中性別少數的女

學⽣，經驗到融入學習環境的困境？2在以男性為絕⼤多數組成的科學／技領域，女學⽣會不會缺乏同儕⽀持，較不容易找到可資

學習的⾓⾊模範作為職涯發展的仿效對象？當女性突破不同學習階段的阻⼒進入科學／技專業領域後，除了和⼤多數男性科技⼈

⼀樣要⾯對專業領域的考核標準與升等壓⼒，女科技⼈是否還要⾯對⼀些與專業無關但與性別相關的挑戰，比如說因為她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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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懷疑是否可以全⼼投入專業領域？較不易找到分享資訊的社群？

       過去三⼗多年來，許多⻄⽅國家對於科學學習現場的性別偏差以及專業領域中不利女科技⼈參與的因素，已累積相當的研究

成果和促進性別平權的⾏動⽅案（蔡麗玲，2004）。臺灣雖然起步較慢，但近年來政府與學界也對於減少科學／技領域中性別差

距投入相當的關注，《女科技⼈的理性與感性》⼀書的出版應該可以視為其中⼀項努⼒的成果。基於以男性為主的科技領域缺乏

可資學習的本⼟女性⾓⾊典範，《女科技⼈的理性與感性》收錄了37位不同領域的臺灣女科技⼈的成⻑過程、學職涯經驗與⼈⽣

觀，希望提供給中學以上的女學⽣作為學習典範，⿎勵她們挑戰「男理⼯、女⼈文」的性別刻板印象，勇敢選擇⾃⼰有興趣的領

域。這些女科技⼈都是與《臺灣女科技⼈電⼦報》相關的⼈物，有些曾經參與電⼦報的編輯，有些是電⼦報曾經介紹過的⼈

物。3超過八成的女科技⼈在書中分享的內容都觸及到性別與科學／技參與的議題，因此提供我們相當具體且豐沛的資料來了解女

性進入科技領域中的經驗、關卡與阻礙。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對於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差距的現象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說，

有深刻體認到能成為女科技⼈除了興趣和能⼒，還必須「幸運」地得到⽗⺟、先⽣等關鍵性的家庭成員的⽀持，然⽽個⼈的「幸

運」並不是改善科技女性「管漏現象」的解⽅，更根本的是減少女性成為科技⼈的文化及社會的障礙（⾴121－123）。不過也有

認為女性⾯對的玻璃天花板和管漏現象是「因為女性天性更掛念⼦女、重視家庭」，所以職場⾼位女性比例偏低不⾒得是問題，

也不需要特別⿎勵女性攻讀⾼學歷（⾴157－158）。雖然持這類觀點的女科技⼈很重視每個⼈的⾃我實現，然⽽個⼈主義式的思

考模式，加上對女性存有本質化的性別想像，會使得我們看不到「家庭照護⼯作的女性化」背後的結構性機制和社會過程，以及

它所造成的性別不平等，並低估公共托育的不⾜對於女性參與職場的不利影響。

       為了避免落入個⼈主義式以及本質化的性別想像，筆者建議閱讀這本書時可以搭配《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9期「科技教育渴

望性別」專題、42期「性別與腦袋」專題，以及和46期「在科學裡看⾒性別」專題。這些推薦的讀本可以讓我們認識另外兩個重

要的科學與科技中的性別議題，⼀是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產過程是否有性別偏差的問題，⼆是科技的⽣成、傳播與使⽤如何反

應、鞏固、形塑或改變社會中的性別關係。前者所探究的問題是：宣稱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從科學問題的提問、研究⽅法、詮

釋等過程是否具有性別意涵與性別偏差，比如說，「性別與腦袋」專題即討論了⾄今依然相當有影響⼒的「性差異」研究涉及的

性別偏⾒。這類的研究基本上認為兩性⾏為的差異是源⾃於⼈類的⽣物因素（如荷爾蒙、腦結構等）的差異，像前⾯提到以女性

「天⽣」參與科學的能⼒不⾜來解釋「男理⼯、女⼈文」現象的認知也是受到「性差異」研究的影響（蔡麗玲、王秀雲、吳嘉

苓，2012：263）。這類研究傾向忽略同性間的差異，誇⼤異性間的差異，並忽略其他重要的變數，因此，借⽤蔡麗玲的文章篇

名：「男女⼤不同」是科學抑或信仰？提醒關⼼性別平等的讀者對於這類的科學文本批判識讀 （蔡麗玲，2008：36）。最後，

推薦讀者拜訪「性別化創新」這個網站，4透過案例介紹，比如：解讀科學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形態、電玩遊戲如何作為⼀個改變

社會性別規範的催化劑、住宅與鄰⾥設計如何具有性別意識，讀者可以更具體地認識最後兩個科學／技中的性別議題。

1 謝小芩、林大森、陳珮英(2014)針對工程領域的女學生在大學階段學習經驗的本土研究發現到有師長
對性別少數的工程科系女學生有較低的期望與要求，認為這往往是基於對女學生在數理或工程方面能力

較差的預設。

2 韓彩燕(2012：211)針對研究所階段工程實驗室的訓練過程所做的本土研究發現，工程實驗室中以多數
男性為主，代表友善、開心的情感交流的互「虧」的互動模式，對於多數女性卻成為無法融入實驗室的

主要因素。

3《臺灣女科技人電子報》於2008年創辦，是當時淡江大學化學系吳嘉麗教授執行的國科會(現在的科技
部)「性別與科技」計畫中的一項任務。吳嘉麗(2016：7)認為電子報不僅提供女科技人一個資訊園地，
也為2011年成立的「女科技人學會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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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別化創新」中文網站是由科技部「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翻譯；網址為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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