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案性別統計分析 

 

壹、前言 

臺南築角計畫係招集青年朋友(近年以大專院校生組隊參加)以實作

學習臺南在地知識，以實地現場完成一處空間營造之行動計畫。本計畫為

配合大學院校課程，施作時程安排於暑假進行，在盛暑烈陽下進行勞力工

作，對體力著實是一項耐力挑戰。又築角計畫案主要參加對象多以景觀學

系、建築學系及空間設計系等背景青年，在性別刻板印象裡，理工類組多

以男性居多，從事勞力工作者亦以男性居多，但藉由本項計畫案性別統計

分析探討男女參與比例情形，是否可破除不同於刻板印象的情形。 

所謂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就是對男女角色 有著僵化、

過度簡化或是類化的信念或假設，賦予男女有不同的性格、態度和生活方

式、職業等，而這些概括化的特徵其實是一種文化產物，普遍存在於社會

中，塑造人們的覺知，以簡化特徵來區分男女兩性，一切以性別為分野的

標準。認為男性具有工具性特質，堅強、獨立、大膽、冒險、理性，適合

從事競爭工作。女人具備情感性特質，溫柔、體貼、膽小、感性、脆弱、

母性，適合從事家庭內照顧幼兒、料理家務工作。註 1 

藉由本案探討統計結果，試圖分析本案執行多年來的情形，於男女生

比例上是否仍與性別刻板印象相符、或在近年來多方致力於推動及討論性

別平權的問題下，已有打破原始傳統認知產生轉變情形。 

 

 

 

 

 

 

 

 

註 1：節錄卓春英教授「性別平等與歧視」講稿 2018 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訓練 



貳、臺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男女生性別調查概述 

10多年來本局持

續委託專案輔導團隊，

於每年年初開始到全國

各地大專院校舉辦招募

說明會，不分男女性別

讓青年學子自由報名創

作團隊參加。在分別接

收來自青年與社區的報

名後，由本局進行媒合作業，讓社區與青年結合成團隊。為結合世代 E 化

的趨勢以及廣大網路運用的效益，近年還拍攝社區簡介短片上傳社群網站，

讓外地青年不用刻意跑到現地，就可以先對各個社區有初步的概念，如此

吸引全國各地的學生前來，讓每個團隊的參與做到公平公開與迅速便捷。

本計畫性別統計分析範圍自 105年起迄 111年度止，7年內參與完成男女

生性別之比例，總母體數為 409人。 

 

參、臺南築角創意營造計畫性別統計分析 

  一、探討議題：本計畫案主要以大專院校學生進駐社區，協力社區完成

營造點，除了基本繪圖設計方面的能力需求，為完成營造點，鋪水

泥砌磚等工項更是需要體力的工作，藉由本分析探討執行本計畫案

男女生比例是否產生別於刻版印象的看法。 

  二、年度統計分析表 

(一) 歷年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按性別與學科 3分類分(百分比)
註 2
 

學年度 總計 人文類 社會類 科技類 

105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49.40 33.80 39.66 65.35 

  女 50.60 66.20 60.34 34.65 

106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49.38 33.81 40.04 64.78 

  女 50.62 66.19 59.96 35.22 

107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49.35 34.32 40.10 64.11 

  女 50.65 65.68 59.90 35.89 

108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49.39 34.69 40.29 63.64 

  女 50.61 65.31 59.71 36.36 

109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49.43 34.96 40.44 63.31 

  女 50.57 65.04 59.56 36.69 

註 2：資料來源：統計處—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學生 

(二)本計畫歷年參與學生統計表 

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性(位) 32 43 37 6 21 34 35 

42.67% 65.15% 64.91% 26.09% 50% 43.04% 52.23% 

女性(位) 43 23 20 17 21 45 32 

57.33% 34.85% 35.09% 73.91% 50% 56.96% 47.76% 

 

各營造點施作，學生參與情形 



 

  三、課題分析與策進作為 

課題分析：新時代教育影響下普遍新世紀學子已和舊時觀念大為不同，因

此在多年的築角計畫舉辦下也反映了此一現象，無論是參與性

別數量上的不同，觸及的面向多元性，均已跳脫舊有刻板印象，

在相關課題上可分析如下觀點： 

      (一) 男強女弱觀念之轉變 

參與本案計畫學生科系分布主要為建築學系、室內空間設計

學系及景觀學系等劃分於理工類組學生(非屬人文類及社會類)，

由上述統計處彙整資料所載發現，於科技類組學生類別男性比例

明顯多於女性比例，惟與本計畫案參與男女統計狀況不同(108 年

度後女性有明顯比例增加)，破除過往普遍工事或修築等工作性質

偏屬男性之刻板印象，本項計畫男女比例顯不囿限於生理因素所

影響，參與青年均本積極的精神參與勞力智力並重之比賽。 

      (二)團隊工作多元化思維 

在多元教育影響下及本計畫案拓展多面向發展，除以改善空

間環境綠美化為主軸外，青年團隊更會號召其他如美工、行銷設

計、多媒體設計及藝術創作等等其他領域學生的參與，形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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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 110年度女性比例增加，可理解相關專業能力或專長已非

以性別區隔；而隨著性別平等教育及女性平權等意識抬頭，女性

不再單純以天生是溫柔弱者的角色，女性與男性享有等同的權利

與學習資源，透過積極參與肯定自我價值，皆是於本計畫執行中

女性參加比例增加之動力。概以本項計畫因涉及多面向之思維與

能力，舉凡創意及設計思考角度之多元化、溝通協調能力、與待

人處事應對得宜等等，不因性別不同而受限。 

 

策進作為：本計畫案於 111年度參與學生報名人數為歷年之冠，藉著網路

訊息流通及輔導團隊到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努力走訪，報名媒合

的青年團隊有 31組共 231人，男性為 113位(48.9%)、女性為

118位(51.1%)，而且遍及全國各地，創活動辦理以來的新紀

錄。包括逢甲大學、勤益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銘傳大

學、中原大學、嘉義大學、高雄大學、臺南藝大、南華大學、

崑山科大、南應科大、正修科大及明道大學等 14所大專院校，

涵蓋了景觀、建築及空間設計系所青年學子。為持續鼓勵學子

參與，本局在相關策進作為有： 

(一)善用科技平台 

為讓參與的對象不受地域性、性別及體能各層面所限制，本

局在辦理相關社區媒合機制時，乃率先全國透過網際網路影

音平台，拍攝社區簡介與營造基地介紹，讓全國各地青年學

子公平參與。 

(二)勉勵作為 

    舉凡參與本局臺南築角之學生團隊，於評選階段後無論是否

受選拔進入實質補助，均由本局發文告知校方，該等學生團

隊於課餘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嘉勉其實地與社區互動後繕

寫提案等過程，建議校方酌予獎勵，藉此一機制作法，更加



鼓勵青年學子踴躍參與。 

(三)競賽激勵 

   築角營造設計相關競賽機制，在完成營造點後由委員評點成

績，每年藉由成果發表會頒發前三名，讓每個團隊都會卯足

全力爭取最佳築角獎，不僅參加過的社區都表示收穫相當豐

盛，而學生們也充實的度過暑假。由於活動年年的辦理，也

讓聲名逐漸的遠播，不分男女青年都將這個比賽視為學涯必

定參加的盛事，並在校際形成傳承。 

(四)灌輸引導通用設計 

  本計畫歷年營造點多處偏鄉與老年人口眾多之地，設計過程

以尊重社區住民需求探討規劃方向外，本案委員及輔導老師

在設計階段便嘗試教導學生對社區空間規劃作法，應以超越

性別、年齡及族群等等之通用設計為基本概念為之，讓青年

可將學理真正與現況結合並落實於操作過程。 

 

 

 

 

 

 

 

 

 

 

 

肆、結論與建議 

    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93年公布施行，並藉由教育體系宣達各項理念，

本局辦理媒合會議時，學生及社區參與情形 



在多方配合下，逐漸為大眾所重視，以往重男輕女等刻板印象觀念，也隨

著女權信念的推動，漸漸改變大家的想法，真正落實性別平等。 

在施行平等教育多年來，臺灣社會無論是在法令政策推動，或是積極

辦理各項團體間互動對話等等，性別平權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臺灣女性

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不僅僅於女性教育權或工作權上，女性的各種成

就表現獲得大眾的關注，這亦證明政府在堆動性別平等上確已展現出實質

的意義，對於未來推動性別平等永續發展更加具有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