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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 ｢ 傳 播 媒 體 ｣ ?

媒體或媒介，又稱傳媒，指傳播資
訊的載體，即資訊傳播過程中從傳
播者到接受者之間攜帶和傳遞資訊
的一切形式的物質工具。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傳播媒體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何 謂 ｢ 傳 播 媒 體 ｣ ?

現在已成為各種傳播工具或機構的總稱，如
印刷品及出版領域的書籍、雜誌、報紙，以
及電子領域的電影、電視、電台、各種廣播
媒體及廣告等，可以代指大眾媒體或新聞媒
體，也可以指用於任何目的傳播任何資訊和
數據的傳播工具或機構。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傳播媒體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個 人 的 即 政 治 的

載自https://www.wikiwand.com/zh-mo/個人的即政治的

個人的即政治的，也被稱為私人的即政治
的，是一種政治論點，被用於1960年代後期學生

運動和第二波女權主義的口號。在1960和1970年代女權運動

的背景下，這是對核心家庭和家庭價值觀的挑戰.1970年
，女權主義者卡羅爾·哈尼施（英語：Carol 

Hanisch）發表了一篇題為「個人的即政治的」的文章，使該
詞廣為流行，並多次被描述為第二波女權主義、激進女權主義
、女性研究或女權主義的標志性特征。一些女性藝術家也把它
作為一種基本理念運用於她們藝術作品中。



個 人 的 即 政 治 的

載自https://www.wikiwand.com/zh-mo/個人的即政治的

「個人的即政治的」這句話出現在1960年代後期的學生運動和

第二波女權主義中。它強調了個人經歷與更大
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之間的聯系。

女性對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角色不滿意的想法被視為私人問題；

然而，「個人的即政治的」強調女性的個人問題（例
如性、育兒和女性不滿足於家庭生活的想法）
都是需要政治干預才能產生變化的政治問題。



個 人 的 即 政 治 的

載自https://www.wikiwand.com/zh-mo/個人的即政治的

此外，該口號通過鼓勵個人從政治角度
思考個人經歷，擁抱女性作為一個整體而超越個人
身份的觀念，而無論族群、種族、階級、文化、婚姻狀況、
性取向和殘疾與否。
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接受了這一口號，因為正是這一浪潮將

女權主義問題帶入了政治活動家的思
考。女性為了追求不受制於父權制陷阱影
響，掌握自己生活的主動權而遠離她們的家庭角色。它改變

了由男性完全控制自己家庭的情況，並挑戰了完美順從的妻
子和母親的觀念。



什麼是人際傳播 ?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任何人的生存都
離不開和他人之間的交往。在人們之間的交

往活動中，人們相互之間傳遞和交換
著知識、意見、情感、願望、觀念
等信息，從而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認
知、互相吸引、互相作用的社會關係網路。
我們將此稱為“人際傳播”。

載自 https://wiki.mbalib.com/zh-tw/人際傳播

https://wiki.mbalib.com/zh-tw/


人際傳播的媒體形式

基於人際傳播媒體形式的差異，我們還可以

進一步把人際傳播劃分為直接傳播和間接
傳播兩種形式。

載自 https://wiki.mbalib.com/zh-tw/人際傳播

人際傳播
直接傳播

間接傳播

https://wiki.mbalib.com/zh-tw/


直接傳播

所謂直接傳播，指的是古來已有的傳播者和

受體之間無需經過傳播媒體而面對面的
直接進行信息交流的過程。

直接傳播主要是通過口頭語言、類語言
、體態語的傳遞進行的信息交流。

載自 https://wiki.mbalib.com/zh-tw/人際傳播

https://wiki.mbalib.com/zh-tw/


流傳千年《教女遺規》

中國文化裡的《教女遺規》一書，整理了《
女誡》、《女訓》、《女論語》、《閨範》
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專為女子所撰寫的文章。
在這些書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由東漢女子班
昭所撰寫的《女誡》，這是第一部完整寫給
女性、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典籍，很多女性的
書籍都受到《女誡》的深深影響。

載自 https://www.ntdtv.com/b5/2022/05/07/a103420398.html

https://www.ntdtv.com/b5/%E5%A5%B3%E8%AA%A1.htm
https://www.ntdtv.com/b5/%E7%8F%AD%E6%98%AD.htm
https://www.ntdtv.com/b5/%E5%A5%B3%E8%AA%A1.htm


班昭《女誡》

《女誡》的作者為班昭，她的家學深厚，父
親班彪是東漢時期的大文豪，雖然長兄班固
修《漢書》，但還沒有寫完《漢書》就去世
了，後來班昭奉命代替兄長，完成《漢書》
的編寫。《漢書》成為了中國的二十四史之
一，因此班昭也算是一位女歷史學家。

載自 https://www.ntdtv.com/b5/2022/05/07/a103420398.html

https://www.ntdtv.com/b5/%E7%8F%AD%E6%98%AD.htm


做人的媳婦著知道理 晚晚去睡早早起

又擱煩惱天未光 又擱煩惱鴨無蛋

煩惱小姑欲嫁無嫁妝 煩惱小叔欲娶沒眠床

做人的媳婦著知道理 晚晚去睡著早早起

起來梳頭抹粉點胭脂 入大廳拭桌椅

踏入灶腳洗晚筷 踏入繡房繡真黹 人說做人的媳婦擱真艱苦

五更早起人嫌晚 燒水洗面人嫌熱 白米煮飯人嫌黑 氣著剃頭做尼
姑

若是娶著彼個不孝的媳婦 早早就去睡 晚晚擱不起床

透早若是加伊叫起 就面臭臭 頭髮又擱褙塊肩胛骨

柴屐又擱托塊胛脊後 就

ㄎㄧ ㄎㄧ ㄎㄧㄚ ㄎㄧㄚ ㄎㄧ ㄎㄧ ㄎㄧㄚ ㄎㄧㄚ

起來罵大家倌是老柴頭

祖母的話
作詞：游國謙
作曲：(採譜)劉福助

歌詞載自 https://mojim.com/twy100083x2x9.htm



男數理、女文學??

女性數理能力天生就不好….???

刻板印象透過傳播再製



｢ 語 言 媒 介 ｣

(1)語言是人類的第一種傳播媒介。

(2)語言是一類複合交流系統，主要包含其形
成、習得、維護及應用，特別是相應的人類
能力。某一門語言則是這類系統的具體例子

。除了交流溝通外，語言也是一個人的
身分認同中主要的構成部分，也是
一個文化的主要成分之一。

(1)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傳播媒體 (2)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語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F%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出 口 成 髒 ｣ ?

載自https://women.nmth.gov.tw/?p=20034

「幹你娘」、「操他媽」、「破麻」
、「破鞋」……等。而在這些司空見
慣的髒話中，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
為何這些髒話內所指涉的對象都是女
性 ?

英國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認為：「語
言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當
人們使用著某些帶有貶低、侮辱特定族群意味的
語彙時，便已然對特定族群做成了那樣的貶抑與
羞辱。



｢ 出 口 成 髒 ｣ ?

載自https://women.nmth.gov.tw/?p=20034

過去，在女性地位低落且不受重視的時代，男性把
持家中權柄，一切都必須以男主人的意思為依
歸；而在這樣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下，便產生了權
力高位者（男性）貶低、侮辱、中傷權力低位者
（女性）之情形。而這也說明了為何髒話總是以女
性做為指稱對象，並以攻擊女性之性器官（較為脆
弱，且不同於男性的部分），造成對方心理傷害，
甚或是貶抑女性主體性。而「髒話」本身所表達出
的禁忌感與猥褻，使得說髒話的過程中，也帶有以
如此禁忌的言語侮辱女性尊嚴的意味。



｢ 出 口 成 髒 ｣ ?

載自https://women.nmth.gov.tw/?p=20034

另外，藉由部分髒話的例子中可以看見，髒話裡指
涉的女性對象大多是「母親」，而非「姊姊」、「
妹妹」、「姑姑」等，從這裡也能看見，使用髒話

的過程中，藉由辱罵他人的母親，同時也是貶
抑他人的出身與為人，並帶有「能對他人母親
進行粗暴性行為」的意思；而在這樣的邏輯下，
我們也能發現在男女權力相差懸殊的時代中，女性
的貞操、貞潔被物化的情形，而這些髒話也展現
出了羞辱者與被羞辱者之間的強勢、弱勢關係，並

藉此降低被羞辱者之價值，進而被感受到被貶抑
、羞辱。



女權主義倡導女性說髒話？

載自https://kknews.cc/zh-tw/emotion/qx6pn3g.html

說髒話又何嘗不是一種女性的自我解放
呢？
紀錄片《日本之恥》的女主角伊藤詩織回憶當她在被

QJ的時候，竟然在日語中找不到一句足夠表
達她的憤怒、制止對方的詞。

多少年來，女性一直被要求安靜、乖巧、
溫柔、不要拒絕，一個會說髒話的女性完全是
這一形象的反面，因而也具有非常進步的意義。



｢ 文 字 媒 介 ｣

文字是傳遞知識的重要媒介，用詞
背後的隱喻，以及選擇的敘述方式，
往往能影響人們對於被描述事物的
想像和詮釋。

載自https://nl-nl.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722794491314453



｢ 文 字 媒 介 ｣

例如，在1980年代出版的醫學教科書中，使

用了「壞死的」、「失去的」、「剝
落的」等詞彙來描述女性的月經形成
，將其和負面的形象劃上等號，亦汙名
化了女性正常的生理現象。

載自https://nl-nl.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722794491314453



｢ 文 字 媒 介 ｣

#中性詞彙的使用概念已逐漸成為潮流，以

英語為例，「消防員（fire fighter）」已

取代原先的「救火伕（fireman）」，而像

是「女飛行員（aviatrix）」、「女醫師（
lady doctor）」等這類詞彙則不再使用，

減少社會上對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
。

載自https://nl-nl.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722794491314453



｢ 文 字 媒 介 ｣

消防員(Fireman)、警察(Policeman)這些詞彙都是社會上對

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消防員和警察並不是
男性的專屬，女性也是有能力去勝任這份工作，而

目前中性詞彙逐漸變為現在的趨勢，消防員不再是
Fireman，改為Fire fighter；警察也不
再是Policeman，改為Police officer，
這些改變雖然只是字詞上的變換，但是其背後的意義重大，
消除了性別刻板印象。我們在使用詞彙都應該先思考一下，
再將其說出口，才不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載自https://nl-nl.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722794491314453/謝柏毅

https://nl-nl.facebook.com/people/%E8%AC%9D%E6%9F%8F%E6%AF%85/pfbid02JJsHYF9VM6PNYsRUx7wdBLTfFm3uMEjk2ScqX4puvQ6QruN1NB3uDewY4SKNAeuTl/?comment_id=Y29tbWVudDoyNzIyNzk0NDkxMzE0NDUzXzI4NDUzMjc5MTIzOTQ0NDM%3D&__cft__%5b0%5d=AZUUULcD6fFukKGB0zoGKNo-Nv8D2qhxOQ63JfKAmL6Dssh0A1PQ0z9RdstsJa63ZLTf8s1rkNxcx0qT8P_ZuV_EbRFm7NoT4L9gce1HPJZVyKk2JBYvnE9mzxcuJCARMd6_ZPFso0G78OOwbqOZ9TPqAiHSFyi--tvMEFUjXA3NXQ&__tn__=R%5d-R


｢ 文 字 媒 介 ｣

像是生男孩是弄璋，生女孩是弄瓦、女
子無才便是德，這些詞彙都是貶低了女
性的價值。

載自https://nl-nl.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722794491314453/謝柏毅

https://nl-nl.facebook.com/people/%E8%AC%9D%E6%9F%8F%E6%AF%85/pfbid02JJsHYF9VM6PNYsRUx7wdBLTfFm3uMEjk2ScqX4puvQ6QruN1NB3uDewY4SKNAeuTl/?comment_id=Y29tbWVudDoyNzIyNzk0NDkxMzE0NDUzXzI4NDUzMjc5MTIzOTQ0NDM%3D&__cft__%5b0%5d=AZUUULcD6fFukKGB0zoGKNo-Nv8D2qhxOQ63JfKAmL6Dssh0A1PQ0z9RdstsJa63ZLTf8s1rkNxcx0qT8P_ZuV_EbRFm7NoT4L9gce1HPJZVyKk2JBYvnE9mzxcuJCARMd6_ZPFso0G78OOwbqOZ9TPqAiHSFyi--tvMEFUjXA3NXQ&__tn__=R%5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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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6-1 條

主管機關應就本法所訂之性別、性傾向
歧視之禁止、性騷擾之防治及促進工作
平等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

◼第 7 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
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
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
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36-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36-1


載自https://www.taiwanhot.net/news/996165/小心徵人用詞！ 高市2家徵人啟事遭罰30-150萬

小心徵人用詞！
高市2家徵人啟事遭罰30-150萬

高雄市府勞工局指出，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為保障國民均等之就業機會，訂有就業歧視

禁止之規定，且立法公布施行迄今各已超過30年與20年，2家

事業單位因違反就業歧視禁止之規定，分別遭處30萬
元至150萬元罰鍰，並公布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

呼籲事業單位於徵才招募廣告刊登前，若有任何疑問，
可撥打勞工局諮詢專線：07-8124613分
機430洽詢。



｢非 言 語 交 際 媒 介 ｣

非言語交際（英語：Nonverbal communication）或譯非語

文溝通，是社會心理學中的概念，指人在傳
達訊息時，會使用語言、文字以外的媒介，
例如臉部表情、肢體語言或音調等，來輔
助說明語文的意旨。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非言語交際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非 言 語 交 際 媒 介 ｣

人類對事物的印象受外在形體影響至深，即

使人們理智知道不應以貌取人、事或物
，但仍會在潛意識中受第一印象影響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非言語交際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第 一 印 象 媒 介 ｣

在心理學中，第一印象是指一個人第一次遇

到另一個人時對另一個人產生的心像。
一個人在初次見面時給他人心目中的留下的

心象取決於他的年齡、人種、文化、語
言、社會性別、人類外貌、口音、
姿勢、人聲、經濟狀況等多方面日後他
人對待自己的態度和看待自己的眼光往往取
決於自己留給他人的第一印象。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第一印象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非 言 語 交 際 媒 介 ｣

通常我們先注意一個人的語言或文字，因為

這是最方便判別的外顯特徵。但因為語文
表達終有不足，所以我們會額外注意他的

非語文表達，這有助我們理解對方的
情緒、態度、個人特質，甚至是內
心真正的意圖。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非言語交際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非 言 語 交 際 媒 介 ｣

非語文溝通發生在人們的日常，而且通常
是在無意識的狀態表現或接收，因為
人無法每個溝通都先刻意思考才回答。相同

情境下的非語文溝通會不斷重複，以
方便人們識別。在特殊狀況下也會
出現語文和非語文溝通不一致的狀
況，例如意圖表現諷刺時，人們傾向以非語
文溝通傳達「這是一個諷刺」的訊息。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非言語交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7%E5%88%B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非 言 語 交 際 媒 介 ｣

然而，文化有時也會影響人們的非語
文溝通。在臉部表情上，文化會影響人何時和如
何表達情緒。這是因為每個文化都有其表達規則，
規定人們該在什麼場合下露出什麼表情。例如西方

人普遍對東方人有「難以解讀他們的情緒
」的刻板印象，這是因為東方社會相對拘
謹、不鼓勵人們（特別是女性）表
現自我，所以東方人的臉部表情較西方人少，也
相對不像西方人那樣容易被解讀情緒。

載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非言語交際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文革漫畫大崩壞，媽媽變身呼巴掌魔人

圖片載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31206/304453.htm

內文載自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1536

網友的創意總是不可限量的，最近在大陸新浪微

博上有個熱門話題「媽媽再打我一次」，起
因是一套文革時期的漫畫套圖，內容描述一個
認真學習的小女生，媽媽看她讀書讀得
很累，問她要不要出去玩，小女孩回答
不要，卻被媽媽打巴掌的故事，結果這個
四格漫畫就被改編成各種奇怪的故事....



課文媽媽忙打掃還要「穿高跟鞋」

圖片: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211438



網友笑喊：沒打扮會被市長唸

圖片: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211438

2020/06/29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肯腦濕的人生相談室」日前分享一

則性別意識隨者時代思潮在推進的例子，過去國小國語課
本中有一篇「誰起得早」課文中，媽媽早起是在
「做早操」，但在更早的版本是在「忙打掃」
。貼文一出，眼尖網友指出，當時的媽媽早起忙打掃，
還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不但穿旗袍還要穿跟鞋，
真是費心思，對此，網友紛紛引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
美學語錄「台灣女性不化妝，直接上街嚇人」，
表示媽媽「不化妝就出門會被市長批評」。



出處 http://onecentimetre.com/news_detail.php?nid=226

2000年遛起的第一顆白菜，
開始被認為是神經病…



出處 http://onecentimetre.com/news_detail.php?nid=226

2014.08.15

藝術家解釋希望透過「遛白菜」作為一種
社會評論，激發人們思考與生活中稍縱即
逝的重要物品連帶關係；說簡單點，其實
「遛白菜」毫無意義，韓冰只是想鼓勵自
由，讓人們學會質疑每天的生活常規。

The New York Times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DYmkWRi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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