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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秘 書 處 辦 理 1 1 0 年 度 訓 練 執 行 成 果 表 

訓練 

班別 
生活中的性別議題：家庭、婚姻與關係中的性別平等 

辦理時間 110年 3月 15日 
辦理 

地點 

臺灣大

道市政

大樓 302

會議室 

參加

人數 
32 

執行成果概述： 

本市秘書處於 110年 3月 15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10分，於臺灣大道市政

大樓 302會議室，邀請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陳瑛治講師講授「生活

中的性別議題：家庭、婚姻與關係中的性別平等」講習專題，共 32 人（實際

參加人數）參加。 

  

內容：課程海報 內容：簡報首頁 

  

內容：上課實景 內容：上課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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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單位：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講習主題：「生活中的性別議題：家庭、婚姻與關係中的性別平等」 
    

填表日期：110年 03月 15日 8時 30分至 12時 10分 
       

講習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樓 302會議室。 

講習時數： 3小時                實際參訓人數:32人 

性别： 男：6人 女：26人 資料回收計： 32份 

年齡： 18-29歲:0人 30-39歲:7人 40-49歲:16人 50-59歲:8人 60歲以上:1人 

職等： 薦任職以上:19人 委任職:5人 約聘僱人員:1人 技工工友:3人 其他:4人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對本次研習講座

的教學方式是否滿

意？ 

25 7 0 0 0 

  78% 22% 0% 0% 0% 

您對本次研習講座

的教學內容是否滿

意？ 

21 11 0 0 0 

  66% 34% 0% 0% 0% 

您對本次研習講座

的時間控制是否滿

意？ 

23 8 1 0 0 

  72% 25% 3% 0% 0% 

您對本次研習講座

的專業知識是否滿

意？ 

28 3 1 0 0 

  88% 9% 3% 0% 0% 

您對整體教學活動

對是否滿意? 

27 5 0 0 0 

  84% 16% 0% 0% 0% 



您對研習場地之設

備是否滿意? 

25 5 2 0 0 

  78% 16% 6% 0% 0% 

您對課程時數安排

的建議是? 

時數適當 

22 

減少訓 

練時數 

8 

增加訓練

時數 

2 

無意見 

0 

   

69% 25% 6% 0%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副教授 

諮商心理師陳瑛治 



性別有關的概念 
性別 作為一個男性或女性的狀態 

性別認同 個人認為自己是男性還是女性 

性別刻板
印象 

對於男性或女性的能力、個性或作為，持有一個
廣泛且不正確的信念 

性別差異 根據研究觀察發現女生與男性的不同之處 

性別角色 文化社會對男性或女性應該如何的期望 

性別角色
認同 

個人認同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質(認為自己男性化
或女性化) 

性取向 一個人喜歡的另一半的性別，是與自己性別相同
(同性戀)，不同(異性戀)，還是皆可(雙性戀) 



多元性別 
 L – Lesbian女同志 
 「P,中文“婆”的發音，指較陰柔的一方」與「不分，就是自我認

同不屬於T或P其中一方」。 
 G – Gay男同志 
 行為中的角色分別而有1號、0號之分。 
 B – Bisexual雙性戀 
 對同性或異性產生愛情，並且被吸引的人。 
 T – Transgender跨性別 
 比如原先是生理男性，認同自己的性別是女性，又或者出生是生理

女性，認同自己的性別是男性。 
 Q – Question/Queer疑惑者/酷兒 
 對性別/性向感到疑惑者。 

 



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刻板印象：對某一群人的概括化印象，不考慮個別差
異即認定其擁有相同的特徵 

 偏見：對特定團體內成員所抱持的敵對或負面態度 

 歧視：僅因一個人是某個團體的成員，並對其做出不
公正、負面或傷害的行為 

 

 



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男性化 

 主動 

 冒險 

 具攻擊性 

 有野心 

 好競爭 

 強勢 

 獨立 

 有領導能力 

 喜歡數學和理化 

 

女性化 

 注意別人的感受 

 體貼 

 有創意 

 愛哭 

 會為別人奉獻 

 情緒化 

 喜歡藝術和音樂 

 危急下易慌亂 

 會表達脆弱的情感 

 



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男性化 

 容易做決定 

 有機械操作的天分 

 不易受影響 

 直言不諱 

 固執 

 有自信 

 會做生意 

 抗壓性強 

 立場堅定 

 女性化 

 容易覺得受到傷害 

 優雅 

 顧家 

 仁慈 

 喜歡小孩 

 乾淨整潔 

 需要別人的贊同 

 機智 

 善解人意 



性別歧視 

•所謂直接歧視是指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
所實施的差別待遇。 

直接歧視 

•係指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
性和女性無任何歧視，但在實際上產生歧
視婦女的效果。 

間接歧視 

•係指以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與影
響婦女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關，包括種
族、健康狀況、年齡、性取向和性別認同
等，如針對新住民、原住民、單親、身心
障礙婦女、高齡婦女及 LGBTI等人之歧視
。 

交叉性歧視 



影響性別發展的因素 
• 先天因素：演化論、大腦構造、賀爾蒙的影響 

社會文化因素：傳統社會中由於分工的需要對於
男女的角色會有不同的期待，這種僵化且固定的
角色期待變成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女生就要溫柔
會做家事，男生要勇敢不能哭 

負面的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偏見，例如重男輕女
的觀念認為男優女劣、男強女弱，當我們對性別
存有偏見時，我們可能會對其做出不公正、負面
與傷害性的舉動，這樣的行為表現我們稱之為歧
視。 

 

 

 

 
 



影響性別發展的因素 
 父母親：父母親對於孩子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方式包
含直接的酬賞或懲罰及間接的觀察模仿。前者是指父
母藉由增強或懲罰來形塑孩子的性別角色，後者是指
孩子經由社會學習的過程，觀察模仿父母的性別角色
行為形成。 

 大眾傳播媒體：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接觸到的書籍、影
片、廣告等等媒體傳遞許多性別角色的特質、關係、
形象與性別分工，當我們未加思索地接受媒體所塑造
的性別角色時，不僅影響個體對性別角色的認知建構，
也會影響我們的行為表現。 

 



Fiona VS. Snow  White 
 



社會變遷下的婚姻與家庭 
 主計處的統計2018年結婚對數135403對，離婚對數
54402對，結婚與離婚對數比約為2.5比1。 

 我國通過同志婚姻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
行法）108年同性結婚對數2939對 

 109.5.29司法院大法官宣告刑法239條通姦罪違憲，通
姦罪除罪化 

 

 



性別、婚姻與權力 
婚姻關係中的權力分配與決定權及誰擁有的資
源比較多有關 

擇偶的婚嫁傾斜理論：女生要上嫁、男生要下
娶 

女性婚後與夫家同住比率遠高於男性與女方家
庭同住者 

主計處統計兩性在未婚時的勞動參與率相當，
差異不到1個百分點，但一進入婚姻，差距即刻
拉大，男性往上竄升，女性折轉下降，差距達
24.6 

 



性別、婚姻與權力 
重男輕女導致性比例失衡 

女兒不可以分財產 

孩子要從父姓 

傳統婚嫁與喪葬儀式中的性別歧視 

生育控制上女性要承擔比較多的責任 

家庭照顧者以女性居多，照顧者可能是家庭中
比較弱勢的一個 

 

 









性別、婚姻與權力 
 女性擔負較多的家務事 

 女性擔負主要的育兒責任：父職蒸發 

 女性外遇承受較大的社會壓力，通姦罪女性被定罪的
比率高於男性 

 離婚後的女性經濟狀況比較差、再婚的機率較低且須
承受社會負面的標籤 

 婚姻暴力女性受害人占大多數 

 



家務就是女人的事? 

 傳統性別分工：男主外、女主內 

 性別刻板印象：女生就是要會做家事、女生比較愛小孩、
女生比較愛乾淨、女生比較會照顧人… 

 過去的社會女性因為在經濟上無法自主，其人生目標就
是要嫁出去，因此不會做家事的女生可能無法做到「賢
妻良母」，婚前可能得去上「新娘學校」 

 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投入勞動市場的
比率提高，但當女性結婚後，卻無法卸下傳統家庭角色
的限制，導致蠟燭兩頭燒的現象 

 有人說女性婚前是白雪公主，婚後變成灰姑娘 



家務時間統計 
 105年主計處統計台灣有偶女性平均每日家務時間為
3.81小時，其中做家事為2.19小時，照顧小孩為1.11
小時，其他為照顧老人、其他家人或當志工 

 丈夫(同居人)平均每日家務時間為1.13小時，其中做
家事為0.62小時，照顧小孩為0.33小時，其他為照顧
老人、其他家人或當志工 

 女性無酬照顧時間是男性的三倍 

 

 





女性勞動參與 
 2016 年我國25-29 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逾9 成，高於其
他主要國家，後因婚育及家庭因素等影響，隨年齡增加而
急速下降，45-49 歲已降至71.9％，低於各主要國家，55 
歲以上則不及5 成；觀察其他主要國家，日本、南韓在
30-39 歲遽降後逐漸回升，女性二度就業現象明顯，瑞典
30-64 歲年齡間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2016 年我國15 歲以上女性就業率為49.0％，較男性低
15.2 個百分點，兩性就業率差距隨年齡增長而擴大，55-
59 歲差距達28.3 個百分點最大 



 



性別與暴力 

大多數性侵害、家庭暴力、約會強暴的受害者為女性，而
執法者多為男性。 



2016年性侵害事件通報狀況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被害人狀況 



   CEDAW案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的一般性建 
議(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的經濟後果)  

 處境：婚姻存續期間的經濟狀況；在實行夫妻共有財產制規範的地方，名

義上規定婦女擁有一半的婚姻財產，但婦女仍然可能沒有財產管理權。在許
多法律制度下，婦女可保留個人擁有財產 的管理權，並可在婚姻存續期間積
累和管理更多單獨擁有的財產。然而，婦女經濟活動所積累的財產可能被認
為屬於婚後的家庭，婦女可能沒有得到認可的管理 權。甚至婦女自己的工資
也可能是這種情況 

 締約國應向配偶雙方提供享有婚姻財產的平等機會和管理
財產的平等行為 能力。締約國應確保在擁有、獲取、管
理、經營和享有單獨或非婚姻財產方面， 婦女享有與男
子同等的權利。  



   CEDAW案例 
 關係解除的經濟與財務後果 

處境：一些法律制度將離婚緣由與離婚的經濟後果直接聯繫起來。過錯離婚制
度可 能會以沒有過錯為取得經濟權利的條件。丈夫可能會濫用這種制度來解除
自己對 妻子的任何經濟義務。在許多法律制度中，對宣佈因過錯而離婚的妻子
不給予任 何經濟支助。過錯離婚制度可能會對妻子和丈夫採取不同的過錯標準，
例如，相 對于妻子而言，離婚理由要求證明的丈夫不忠行為性質更嚴重。基於
過錯的經濟 框架往往對妻子不利，因為她們通常是無經濟自立能力的一方。 

締約國應：  

修改把離婚理由與經濟後果相關聯的規定，使丈夫沒有機會濫用這些規 
定來逃避對其妻子的經濟義務。  

 修改過錯離婚規定，以便對妻子在婚姻期間對家庭經濟福祉所做的貢獻 
進行補償。  

消除對妻子和丈夫設定的過錯標準差異，例如，相對于妻子而言，離婚 
理由要求證明的丈夫不忠行為性質更為嚴重 

 



   CEDAW檢視 
 CEDAW第十六條 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
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 並特別應保證婦
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a）有相同的締結婚約(姻）的權利；  

 （b）有相同的自由選擇配偶和非經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
締結婚約（姻）的權利；  

 （c）在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有相同的權利和義
務；  

 （d）不論婚姻狀況如何，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
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 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  

 （e）有相同的權利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和生育間隔，並有
機會使婦女獲得行使這種權 利的知識、教育和方法； 



  CEDAW檢視 
 （f）在監護、看管、受托和收養子女或類似的制度方面，
如果國家法規有這些觀念的話， 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 子女的利益為重；  

 （g）夫妻有相同的個人權利，包括選擇姓氏、專業和職
業的權利；  

 （h）配偶雙方在財產的所有、取得、經營、管理、享有、
處置方面，不論是無償的或是收 取價值酬報的，都具有
相同的權利。  

 2.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行
動，包括制訂法律，規定結婚最低 年齡，並規定婚姻必
須向正式機構登記。  



結語 
除上述議題外，女性在經濟、法律、政治及其他公領域
與私領域常處於不利之地位，為提高個人之性別意識覺
察，應透過閱讀、討論的過程提升性別敏感度，思考各
種社會現象與生活經驗背後所隱藏之性別意涵，透過省
思個人的成長與學習經驗擴大覺察，破除個人之性別盲
點，進而展現出對於不同性別及多元文化的尊重態度。 



本文件之個人資料僅供作必要人事資料管理之用，請留意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於使用完畢後，儘速刪除銷毀，避免外洩。 

 

陳瑛治副教授簡歷表 

 

姓名 陳瑛治 

性別 女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副教授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系博士 

曾任或
現任性
別相關
委員之
經歷 

1. 各縣市婦女權利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2. 各部會婦女權利或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委員 

3. 各級學校或研究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委員會委員 

專長 
領域 

1. 教育、文化與媒體類 

2. 健康、醫療與照顧類 

3. 人口、婚姻與家庭類 

4.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類 

5. 環境、能源與科技類 

6. 就業、經濟與福利類 

7. 人身安全與司法類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