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社區影像紀錄人才培訓班」性別統計分析 

一、前言 

有關本處之人口性別統計主要係依據近年參與社區影像人才培訓班之學員性別比例編

算而成，藉由參與學員之性別比例來分析及歸納該計畫對於男性與女性之影響，進而

於計畫訂定或執行課程內容時融入性別觀點。 

二、學員之統計情形 

（一） 歷年參與人數性別統計 

計畫年度 參與男性學員(人數) 參與女性學員(人數) 男性：女性(比例) 

104 7 23 1：3.3 

105 8 22 1：2.8 

106 14 16 1：1.4 

107 10 20 1：2 

108 9 21 1：2.3 

109 12 27 1：2.25 

111 13 23 1：1.77 

◎ 資料來源：104-111 年社區影像紀錄人才培訓班 

（二） 學員年齡與性別、婚姻狀況、學歷之統計 

年齡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

以上 

總計 

性

別 

女 9 4 3 5 2 23 

男 1 3 2 4 3 13 

婚姻

狀況 

已婚 
女 2 2 1 2 2 

16 
男 0 1 1 2 3 

未婚 
女 7 2 2 3 0 

20 
男 1 2 1 2 0 

學歷 

大(專)

學 

女 9 3 1 2 0 
23 

男 1 3 2 0 2 

碩(博)

士 

女 0 1 2 3 2 
13 

男 0 0 0 4 1 

人數 10 7 5 9 5 36 

比例 27.8％ 19.4％ 13.9％ 25％ 13.9％ 100% 



三、學員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本培訓班之學員參與人數由 104 年的男性 7 人、女性 23 人，105 年的男性 8 人、女

性 22 人，106 年的男性 14 人、女性 16 人，107 年的男性 10 人、女性 20 人，108

年男性 9 人、女性 21 人，到 109 年男性 12 人、女性 27 人，111 年男性 13 人、女

性 23 人，可看出 106 年後男性參與人數一度下滑，在 109 年後逐年增加，但仍以女

性學員參與居多，今年男女比例則為 1：1.77，不過進一步就學員年齡與性別交叉分

析後發現，男女性別參與率在 21-30 歲的年齡層落差最大，其他年齡層的性別落差則

較小，男女參與人數落差 1 人上下。 

 

媒介普及，影像成為日常，攝影器材唾手可得，手機即可記錄生活片段，數位教育的

同步跟進，讓民眾願意更進一步在影像近用操作，透過錄像記錄日常，不論是攝影、

剪輯技巧的學習，民眾更願意投身在社區紀錄，以及從自身或是家庭出發的生命敘

事。加上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普及，鼓勵許多民眾投身至女性議題、多元性別等題材創

作，透過培力課程，增進紀實影像技能，運用鏡頭敘說常民記憶以及多元議題。 

 

在疫情停辦後的一年，我們從分析上可得知，男性參與至 109 年後略有回增，但仍以

女性投入人數比例為多，尤其在 21-30 歲的年齡層，性別參與率落差更為顯著，但在

其他年齡層的性別參與落差則較不明顯，推測該年齡層的男性可能存在兵役問題或存

在傳統包袱對於男性事業成就之壓力下，多專注於職場上衝刺，進而間接影響男性參

與課程的意願。另根據參與學員的性別與婚姻狀況交叉分析，女性雖參與人數達 23

人，但已婚者為 9 人(39%)、未婚者為 14 人(61%)，其中又以 21-30 歲之年齡層之女

性婚姻人數差距最為顯著，推測可能與近期晚婚風氣有關，導致該年齡層之女性參與

者，未婚比例較高，綜觀本次上述統計發現，女性參與者雖人數較多，但仍以未婚狀

況居多，而男性參與者的已婚與未婚的狀況差距不大，儘管如此，部分已婚學員，以

女性為例，在工作以及家庭兼顧的情況上，仍願意投入參與影像培力，過程中少不了

伴侶的支持，間接看見家庭中的性別分工的調整。 

 

我們同時也可以看見今年年齡層上普遍集中於 21-30 歲，第二高年齡層則為 51-60

歲。另外。本次更有少數幾位 61 歲以上的學員，能在退休階段好學不倦參與課程，

培養新興能力，充實自我生活，且青壯年的族群願意投入仍不少，在職場工作之餘，

願意參與影像專長學習，不論是學以致用，在職場上揮發加分技能，或是作為個人技

能精進，都是我們樂見的。 

 



四、差異分析之建議 

21-30 歲的性別參與率落差顯著，或許下次在規劃課程時，可以考量課程安排時間是

是否能在假日或是部分線上課程，或許可提升該年齡層男性或已婚女性之參與率；又

女性參與者人數較多，因部分課程時間在晚上，應注意課程環境的安排之友善性及安

全性。如後續高齡者(61 歲以上)之參與率有提升的話，亦需考量環境對於長者之便利

性。 

 

課程整體及講師安排，積極規劃及推動性別平等、消弭偏見，尊重多元，瞭解不同性

別差異，建構友善環境參與。除了性別平等議題的探討課程，我們持續鼓勵學習者從

自身生命經驗出發，書寫生命軌跡，在今年學員作品中，有不少討論家庭中的女性角

色，不論是對母親的追憶，或是探討新移民女性的故事，都是女性勞動付出的描繪關

照，對家庭的犧牲奉獻值得表彰。 

 

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是臺灣社會在政策推動的重要措施，建議各公部門資源配置

與培力上確保不同性別的尊重，打破性別隔閡，有別於傳統性別能力技術分工的看

法，持續打造性別友善環境。 

 

不論身分與性別，影像技術學習的推廣，我們持續扎根，透過性別文化與影像教育教

學實踐，突破傳統性別角色在能力上的限制、縮短影像領域中的性別落差。持續提升

紀錄片教學，使參與者不論透過欣賞角度或是製作，皆能在日常中獲取影像知識的精

進，同時發揮多元文化學習成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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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意見： 

在媒介媒體打破技術隔閡的年代，民眾近用影像學習說故事的學習能力增加，在性別教育的推

廣與意識提升之下，讓不同性別的觀點與能見度能夠有展現的機會與不同的可能。多年下來社

區影像培訓班課程，持續在影像教育中注入性別培力的可能，藉由影像知識傳遞性別的不同面

貌，並看見女性電影在實務中的豐富性。在此次招生中，我們能看見多年建議與實施的成效，

學員們的報名企劃與提案，不論男女性別，願意透過影像發掘生活中的家庭角色與市民中的多

元團體，藉由影像拓廣傳遞市民的性別平等意識與精神。在成果中展現多元社會角色與不同的

性別樣貌作品。 

 

其中有青年返鄉創業的作品〈南迴家〉，在短篇幅中以家庭記錄女性個人工作心路歷程。以及

〈飄洋過海遇見愛〉讓馬來西亞新住民母親的生命被看見，了解她如何對社區關懷據點的用心

與熱心，符合專家在 109 年提出的，在青年就業與新住民團體有更多的發聲權。在今年作品中

亦有多部關於母親角色的描繪，以某種「私紀錄片」的類型讓我們更貼近女性的情感內裡。《叫

阮的名》、《富子》、《媽媽的魔法料理》這三部片傳遞了對母親的追憶，影片裡刻畫每一位母親

生命的艱辛，在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普世價值下，以生產男丁為家庭經營的必要條件，多產只

為延續香火的刻板框架，又須承擔家中經濟的重擔，無不動容地讓人想起母性的偉大。性別平

等觀點的提升，讓多元性別的接納成為生活，《滿上心淌》書寫一對獨特的主角們，用滿滿的生

命能量及理念帶出特有的生活方式，展現多元成家的面貌。《哀悼之詩：我愛你》以性倖存者的

姿態揭露一道創傷的過去，拍攝者以影像譜詩，重新面對與懷抱自己，讓我們更有勇氣突破過

往對於性別創傷的難以言說。期許這些作品成為未來影像教育的模範，鼓勵市民持續透過影像



      1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主辦機關同意不得逕自對外公開本案計畫內容。 

      2.本人同意將本案程序參與之意見公開於臺南市政府網頁，以利各機關觀摩學習。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  

在性別觀點上的刻畫與創作突破。 

 

  在眾多學員作品中，就性別與議題的比例發揮上，有近九部作品都從女性的自覺、女性的處境、

性別認同等議題出發，不管在質與量上都對性別議題有深度的描述與刻劃，透過記錄的形式展現

並探尋最真實的自我，這些作品透過真實人物的再現與分享，相信在媒體的傳播力量，結合社

會、文化、時勢、生活，最細緻、貼近生活的性別視角，讓這些文本成為探討兩性、性別議題的

最佳教材與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