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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比例1:1，就代表性別平等嗎？用3個
職場女性小故事，和孩子聊三八婦女節吧！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這個節日最初是為了紀念女性在政治、社會、經濟

領域爭取平等權利的歷程。在這個充滿紀念意義的日子，大家可能會好奇：
在看似性別平等的現在，女性想投身政治、擔任高階職務，還會遇到困難
嗎？ TGEEA 從網路上蒐集了一些故事，讓我們一起來反思這個問題。

▶女校長的故事：因為「性別」蒙受不白之冤
台灣高中以下的學校中，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女老師的人數幾乎都大於男
老師，但女校長的人數卻遠遠少於男校長。根據教育部 110 學年度的統計
，國中女老師的人數比例高達 64%，然而女校長卻只佔了 18.64% 。

一位女校長分享，自己才剛上任就有主任因為校長是女生，而直接果斷請
辭。直到後續瞭解才知道，原來大家對於女校長抱持著許多刻板印象，認
為女校長不好相處、容易情緒化、開會沒效率、沒有魄力等等。

她也感嘆，如果是男校長領導學校時績效不彰、關係不和睦，大家只會認
為是能力或個性的問題，而不會因為「男校長」的身分批評他。然而，如
果是女校長面對相同情況，就會被歸咎於「女校長」的身分上。

她也認為，不管什麼樣的性別、身分，其實教育工作者的理念都是相似的：
「在去除性別、年齡及頭銜這些框架後，我們都是教育工作者，努力創造
教育的最大價值，也想尋找自我的定位和意義，這個應該無關性別，想起
來也比較有勵志作用。 」

打破性別刻板、性平教育/發布日期： 2023-03-08

112年3月人事電子報宣導資料



圖片來源 / pngtree

8

▶女性政治人物：為什麼一定要平衡家庭與工作?
立委李彥秀曾指出，男性立委經常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工作，但女性
卻會被期待要同時兼顧女兒、太太、媽媽等角色，因此會面對更多的困難。
立委吳思瑤也表示，大眾的既定印象仍認為女性應該要結婚生子、照顧家
庭，但民意代表是一份高工時、高強度的工作，「個人選擇家庭的機會，
相對受限了。」

此外，政治人物必須經常跑攤、應酬的工作型態也對於剛生產的女性不利。
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就曾為了餵母乳，必須在跑攤前先請助理搜尋鄰近的百
貨商場，提早在商場內的哺集乳室收集母乳後，接著再趕去跑攤。

 自由時報/20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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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管：在性別之前，我是獨立的個體
在網路上搜尋「女性主管」或「女創業家」等關鍵字，我們可以看到許多
文章標題仍呈現性別的刻板印象：「情緒化是女人職場致命傷」、「女人
肯努力，但是少格局」、「女人最缺乏的關鍵能力」……。這些文章或許

立意良善，希望與大家分享在職場生存必須擁有的重要能力，但為什麼要
以「性別」來界定一個人的特質呢？如果這些能力很重要，不是應該適用
於所有人嗎？這樣的文章內容不只會加深大眾的性別刻板印象，更有可能
再製女性在職場中會面對的困難。

▶只要性別比例達到 1:1，就代表社會已經平等了嗎?
我們經常會透過一個職業中的性別比例來評估現在是否平等，但這些數字
其實只是「指標」，更重要的是造就這個現象的「過程」。透過這些故事
與案例，讓我們有機會注意女性在各個領域實際會遭遇哪些困難，這些充
斥在生活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不平等的家務與教養分工，都是讓女性沒辦
法自在地追求所愛的原因。

▶推動性別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你知道嗎？推動性別平等的好處其實比想像中還多。「未來世代幸福指數
調查」指出，性別越平等的國家，幸福指數也越高。此外，當職場內涵蓋
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的人，也能提供更多元的觀點，為大家帶來
不同的思考方向。社會學者 Michael Kimmel 也指出，性別平等能讓所有人

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鬆綁大家曾因為性別而承受的壓力，讓所有人都能
追求夢想、展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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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長、教育工作者出發，
該如何實踐性別平等?
TGEEA 想提供兩個可以嘗試的作法!
1. 主動反思
這個作法是從自己出發，在看到某些事件、現象的時候，嘗試用性別的觀
點進行反思、探討其他可能性。例如：課本中呈現的家務分工是什麼樣子？
連續劇角色的名字是否隱含性別刻板印象？新聞報導強調「女騎士」、「
女律師」的原因為何？會造成什麼影響？

2. 積極行動
這個作法則是面向孩子。當我們看到各種影片、新聞、遊戲呈現性別隔離
現象或不平等的分工時，以主動、積極的態度與孩子討論彼此的想法。透
過這樣的方式能避免孩子直接吸收媒介所呈現的內容，進而突破既有的框
架與限制。

例如「女老師人數 VS 女校長人數」的議題就和孩子很接近，可以引用教

育部的性別統計數據，和孩子討論「在學校裡，女老師多還是男老師多？
校長是男生還是女生？為什麼人數佔多數的女老師，卻在升遷的路上大量
減少呢？」 ，也可以進一步詢問孩子「想一想如果是你看到/遇到這樣的
狀況，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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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載自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C1EE66D2D9BD36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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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賞析：「CEDAW布袋戲-一代女俠西朵」

相關性平活動資訊請至本府性別平等專區查詢

https://ge.taichung.gov.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