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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素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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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性別平權(平等) 

媒體資訊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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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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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性別」有如經典童玩—七巧板，相關的基本

概念如同一塊塊不同形狀、顏色的板槐，只要

移動位罝就會拼湊出不同千變萬化的圖案。 

學習「性別」，能訓練我們看到有如七巧板的

性別元素如何在不同的因素下被排列、組合。

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在這麼繁複多

變的社會關係中達成「性別平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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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性別平等之主要障礙  

社會傳統文化、習俗、宗教禮儀  

兒子：傳宗接代、繼承家產  

女兒：出嫁潑水丟扇、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媳婦：初二回娘家-除夕、初一不能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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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性別平等之主要障礙 

弄璋：雞腿油飯；弄瓦：蛋糕  

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  

未出嫁女兒往生，按照傳統習俗，要把牌位
請到寺廟、菜堂、靈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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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性別平等之主要障礙 

性別刻板印象與定型化思考  

男主內   女主外  

男理工   女人文  

男嬰藍   女嬰粉  

男穿褲   女穿裙  

女人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  

男兒有淚不輕彈    只是未到傷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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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性」、「性別」大不同 

以下二句話有什麼差別？ 

 1、蔡英文當選為台灣第一個女性總統。 

2、蔡英文是受過高等教育、來自經濟 

      富裕家庭的女性，並且當選為台 

      灣第一位女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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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性」、「性別」大不同 

第一句話只看到這個當總統的人是男或
女的兩性差異，直接下結論「女人已經
可以當總統了，兩性已經很平等了」，
但是做為選民，投票選誰當總統的因素
不會只是因為她／他是「男人」或「女
人」這個「生理性別」的因素。 

第二句話則看到除了生理差異，還考量
了這個人來自怎麼樣的經濟、階級、學
歷……等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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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性」、「性別」大不同 

性別平等帶領我們看到所處環境的差
異並非只是「男人、女人」所造成，
雖然這的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但縱使是以生理差異進行區分，除了
男性、女性這兩端，還有不同的可能
性，例如：陰陽人、跨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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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是什麼？ 

一個平等的社會，應該同時看到這麼
多「差異」，分析這些差異有可能造
成哪些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甚至造成
某些人、某些性別、某些族群不利的
處境，透過法令、制度、教育、福利
等面向加以協助、改變，才能更周全
涵蓋更多面向，細緻地照顧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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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一樣反而不平等 

將資源平均分配，讓每個人都獲得一樣的

資源，聽起來很公平，可是這種「人人有

糖吃」的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平等。 

試著練習看到社會整體的狀況與個別的差

異，思考台灣社會的男性、女性、多元性

別族群，如何因為制度、文化等種種因素，

影響了獲得有形與無形資源的多寡。這些

練習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差別待遇」

可以達成實質的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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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家庭，誰說了算？  

在媒體中所出現的家庭形象，舉凡房車廣告、大

賣場、速食店廣告，經常建構了一種美好家庭應

該要有的樣子：異性戀中產階級家庭、有一對父

母及一對孩子，而且通常要是一男一女，這種對

於美好家庭的想像，也同步延伸到了現實生活中。 

與其一味鼓吹建構一個美好的家庭圖像，不如積

極鼓勵在不同樣貌的家庭型態中成長的成員述說

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家人相處的點點滴滴、以及

家庭對於他/她的意義、他/她對家庭型態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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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中的性別關係 

 「要內外兼顧，做個有效率的職業婦女真的好累」、

「期待自己能夠稱職扮演好媳婦、好妻子及好母親的角

色，但卻常常覺得自己沒有做好」 

 家務經常被理所當然認定是女人該做的事的那種無奈與

無力。然而無論是其他家人、親朋好友或是社會眼光、

對於身處婚姻生活中的男性卻沒有這麼高的期待及標準。

如果要從性別平等的角度看待婚姻，不是只有呼籲男性

要「幫忙」洗洗碗、晾晾衣服而已，而是應該鼓勵婚姻

中的雙方多去思考，並指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性別分工

背後的權力關係，進而共同討論一些努力的方向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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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中的性別關係 

如果要從性別平等的角度看待婚姻，不是

只有呼籲男性要「幫忙」洗洗碗、晾晾衣

服而已，而是應該鼓勵婚姻中的雙方多去

思考，並指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性別分工

背後的權力關係，進而共同討論一些努力

的方向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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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之事，誰的事？ 

當你／妳工作了一天疲累地回到家中，
看見碗槽裡的杯盤狼藉，晾好的衣服
尚未整理摺疊、洗衣籃裡還有衣物待
洗，快滿出來的垃圾和回收物品還堆
在那裡…。 

在你／妳腦海中，會去做的人會是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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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之事，誰的事？ 

家務工作在其無酬及「以愛為名」的前提

之下，專業和價值往往被低估或忽略。 

家務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仍以女性為多數，

男性對家務的付出，許多時候都視為一種

對女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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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務之事，誰的事？ 

家務工作並不是將所有內容條列下來之後、

平均分攤給每一位家庭成員就叫做公平，

家庭成員中可能各自有不同作息和能力，

每個家庭須視個別情況去分配討論。 

家務分工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固定模

式，也無法套用或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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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女性難分難解的照顧者形象 

在父權社會裡，普遍賦予投入家庭照顧的

女性神聖的光環，尤其是在照料孩童上。

「母職天生」及母親角色在孩童成長過程

中的重要性不斷地擴增、強化、放大，隨

著媒體型態的多元，各式經過「專家學者

加持過」的教養文章充斥生活四周，無孔

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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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女性難分難解的照顧者形象 

在一個家庭中，父親投入親職責任的重要

性不在話下，雙親共同投入下一代的教養

是維繫孩子發展的一大基石。甚至隨著家

庭多元樣貌被看見，如：隔代教養中的祖

父母或叔姑姨舅、同志家庭的雙親等，都

可以為共親職（co-parenting）中的親職擔

負者重新定義，並共同為教養孩子投注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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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1.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等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憲法第156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基
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政策。  

 3.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基本國策國家
應維護婦女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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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立法目的：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性別人
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第1條)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
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 制，其影響或其
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
平等的基 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人權和基本
自由。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pdf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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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 

看事情的角度改變：方法也改變  

女性貧窮化問題  

夫妻財產制問題、繼承問題  

工作職場的性別歧視對待問題  

照顧工作的無酬與低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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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那裡對女性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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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權益 

 

分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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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看看? 

父親因意外身亡，留下300萬遺產，配
偶與二子可各得多少遺產？若只有配偶
及父母又可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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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配偶之應繼分與直系血親卑親屬為
平均分配，配偶與二子可各得100萬。
若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則依其為第二順
序之繼承人父母，配偶可得150萬，父
母可各得7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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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夫姓 

 

小孩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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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子女姓氏選擇？ 

民法1059條子女姓氏條文修正案，在
2007年有了劃時代的修正，規定父母
雙方得以書面約定讓子女從父姓或從
母姓。2010年四月再次通過修法，讓
成年人得以自主改姓，無需經過父母
同意；未成年子女若無法獲得父母雙
方同意，則由法院依照「子女利益」
（不再是「不利影響」）裁定准否改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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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財產平等繼承？ 

民法對於繼承人之繼承權並無性別差
異，無論男女均有繼承權 

繼承法第9條規定「繼承權男女平
等」，確立了在遺產繼承方面的基本
原則 

 

 

2018/7/25 33 



34 2018/7/25 

 

公共廁所 

 

建立性別友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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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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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 

消極目標：性別歧視之禁止  

積極目標：多元文化、性別平等、 

                     人性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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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篇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temp (360p).mp4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temp (360p).mp4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temp (360p).mp4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temp (360p).mp4
電視廣告-性別平等 回娘家篇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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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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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訊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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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媒體及流行文化中所呈現的性別彷彿童玩「哈哈

鏡」，照哈哈鏡的人都知道鏡子裡面的自己是變形

的。 

如果變形得太嚴重，一望即知那是哈哈鏡，那還是

屬於比較粗糙的性別魔術；媒體與流行文化的性別

魔術比較精巧，就像百貨公司中那些可以把身體比

例微幅拉長，讓消費者誤以為這件衣服有雕塑身形

的神效，回家之後照自己家裡的鏡子才發現竟是原

形畢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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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妳想的不一樣： 
        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不能輸

在起跑點 

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有時候跟大多數人的

日常生活經驗一致，因此觀眾如果比較不具

性別平等意識，往往容易習焉不察，甚至將

媒體所傳遞的內容視為理所當然而讓自己的

性別刻板印象更加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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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毒／解讀性別刻板印象小撇步 

沒看見不代表不存在，因此，願意留心注

意、嘗試及努力，是解毒／解讀性別刻板

印象最難能可貴的第一步 



43 2018/7/25 

  解毒／解讀性別刻板印象小撇步 

「讀出關聯性」：將媒體中所呈現的性別

刻板印象與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進行對照 

「發現另一種聲音」：察覺性別刻板印象

的存在之後，試著思考：如果我是他／她，

我會怎麼想？我會怎麼做呢？透過這些思

考，有助於跳脫性別刻板印象，從更為對

方著想的角度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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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毒／解讀性別刻板印象小撇步 

「發現新選擇」：從媒體提供的內容中得

到一些啟示與想法 

「擴張想法」：從媒體所呈現的片段中，

自我省思或與他人分享自己從這個片段中

所看見其他可以延伸討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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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殺夫案之媒體報導 

鄧如雯16歲時，被年長22歲男子林阿棋強暴(曾
多次性侵鄧如雯母親，並施暴造成鄧母住院。林
阿棋進而在鄧母住院無法保護兒女時，多次性侵
當時就讀國中三年級的鄧如雯)，發現懷孕後兩
人結婚，但是婚姻暴力卻種下日後殺機，林阿棋
幾乎天天喝醉、回家就毆打鄧如雯和孩子，還威
脅要殺她全家。  

20170327中天新聞　24年前鄧如雯殺夫案　催生家暴法、「法」首入家門！temp (360p).mp4
20170327中天新聞　24年前鄧如雯殺夫案　催生家暴法、「法」首入家門！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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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殺夫案之媒體報導 

鄧如雯不堪其毆打，帶孩子回家躲避。林阿棋為
威逼鄧如雯回來繼續同居，將未滿一歲之長子甩
在九人座之廂型車車頂上，猛開車後再急煞車，
鄰居趁其停車時立刻將長子抱下交予鄧如雯之三
妹，再由鄧如雯攜子離家至廟宇躲避。林阿棋又
至鄧父家中砸毀屋內物品，將鄧父吊起來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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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殺夫案之媒體報導 

 82年10月27號，鄧如雯忍無可忍，趁丈夫熟睡，拿鐵

鎚、水果刀殺死枕邊人，然後報警自首。 

殺夫案震驚社會，也讓家庭暴力問題浮上檯面，台灣

婦女團體大力聲援，但也引發部分男性反彈，鄧如雯

殺夫案，一審判處五年六月，83年高院二審，法官認

為符合精神耗弱條件，改判三年徒刑，入監服刑一年

多，因表現良好，假釋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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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殺夫案之事件影響 

在傳統華人社會中，婚姻與家庭暴力問題觀念主
要為「法不入家門」及「清官難斷家務事」。
1990年開始，台灣學者及婦女團體積極對此議題
進行考查，並成立「庇護所」此類中途之家保護
家暴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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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如雯殺夫案之事件影響 

 1993年發生之鄧如雯殺夫案引起更多人重視家庭
婚姻暴力問題，這些婦女團體更參與《民法親屬
編》、《性侵害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
修訂。 

 1996年，正當相關法令仍處於修正階段時，台灣
社會又發生彭婉如命案；立法院遂於1998年通過
《家庭暴力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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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 

促進家庭和諧，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
護被害人權益  

揚棄過去「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
事」之觀念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訂定家暴法的國家(87

年6月24日)，而家暴法催生和82年震驚
社會的鄧如雯殺夫案，有很大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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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她的同志媽媽 

她和她的同志媽媽——《日常對話》台
灣紀錄片電影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傷痕並不丟臉，我陪媽媽走一段temp (360p).mp4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傷痕並不丟臉，我陪媽媽走一段temp (360p).mp4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傷痕並不丟臉，我陪媽媽走一段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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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傷痕並不丟臉，我陪媽媽走一段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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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又怎樣 

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
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 

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temp (360p).mp4
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temp (360p).mp4
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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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temp (360p).mp4
20151106 蔡依林PLAY演唱會，紀念葉永鋕影片獻唱不一樣又怎樣temp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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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性別角色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個體的性別角色會隨著
個人的認知、社會的期待有所不同，其歷程受到生理
（生殖器官）、心理（性別認同）因素的影響，而在
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下持續發展。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個場所，兒童性別角色的認同
與性別定型（gendertyping），往往與親子關係中父
母的態度及教養行為有關。 

性別刻板印象影響我們生活各層面，影響我們對人事
物的認知，導致極大的誤解與歧視，因此希望家庭、
校園教育、社會及媒體報導等能夠提供正確的訊息，
駁斥有關性別的迷思，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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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