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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第第第第 10條條條條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女性就讀理工科系女性就讀理工科系女性就讀理工科系女性就讀理工科系 

一一一一、、、、    案情案情案情案情：S是就讀理組的高三女學生，對機械繪圖、製造、組裝很有
興趣，一心想當一名機械工程師，班導雖然發覺 S數理能力
特別優異，但總告訴 S和 S的爸媽，機械工程是男生念的，
建議 S選念數學系，當個數學老師生活穩定才能顧家帶小孩。
S念機械系的大學學姊返校時告訴 S系上八成都是男生，校
園環境還有上課器材幾乎為男生量身打造，系上全是男老師

與男同學能打成一片，給男同學分數都偏高。S在校園中找
不到能吐露心聲的師長，對未來生涯選擇更加感到茫然… 

 
二二二二、、、、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一） CEDAW第10條第1項：「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

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

利，特別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a）在各類教育機構，
不論其在城市或農村，在專業和職業輔導、取得學習機會和

文憑等方面都有相同的條件。在學前教育、普通教育、技術、

專業和高等技術教育以及各種職業培訓方面，都應保證這種

平等；（b）課程、考試、師資的標準、校舍和設備的質量一
律相同；（c）為消除在各級和各種方式的教育中對男女任務
的任何定型觀念，應鼓勵實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

個目的的教育形式，並特別應修訂教科書和課程以及相應地

修改教學方法；（d）領受獎學金和其他研究補助金的機會相
同；（e）接受成人教育、包括成人識字和實用讀寫能力的教
育的機會相同，特別是為了盡早縮短男女之間存在的教育水

平上的一切差距；（f）減少女生退學率，並為離校過早的少
女和婦女安排各種方案；（g）積極參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
同；（h）有接受特殊知識輔導的機會，以有助於保障家庭健
康和幸福，包括關於計劃生育的知識和輔導在內。」 

（二） CEDAW一般性建議第3號：「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促使各締
約國有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方案，藉以消除妨礙女性

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與現行習俗。」 
（三） 我國第2次國家報告第21點總結性意見及建議：審查委員會建

議政府強化措施來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和使女孩和男孩無法

進入非傳統教育學科的結構性阻礙，包括選讀科系時加強消

除性別刻板化印象之意識、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職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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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並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婦女在科學和工程領域

的參與，設定明確的目標和時程表，毫不延遲地去改善此一

狀況。 
（四）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

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五）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8條：「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

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

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六）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9條：「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

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

性別歧視。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三三三三、、、、    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 
（一） 為鼓勵與S類似的優秀高中女學生選念理工科系，並提供女性

典範楷模，教育部辦理高中女校科學教育巡訪活動，提供女

學生實驗操作機會，並可與女科學家面對面座談。而「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計畫」辦理初階、中

階及高階研習營，強化青少女領導知能及輔導未來就業能

力。 
（二） 此外，教育部高中生涯規劃學科中心持續辦理學生職業生涯

之性別意識教育、相關產業參訪、生涯典範案例蒐集等，提

供與S類似的高中生職涯選擇多元啟發。 
（三） 另一方面，為鼓勵校方積極培育與S類似的理工系女學生，教

育部依據「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要點」，鼓勵大專

校院踴躍申請，以強化大學校院理工科技領域女性培育，並

引導各大專校院於既有之系所開設相關課程或學分學程。 
（四） 科技部為提升女性於科技領域之競爭實力與機會，積極鼓勵

並培育女性科技人才，執行以下兩類計畫：A類「促進科技領
域中之性別研究」計畫，著重對於我國性別與科技研究主題、

方向之規劃；B類「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計畫，著
重辦理各種活動或出版，以能達到構築性別意識，提升女性

科學學習興趣，增加女性從事科學工作之機會，對偏遠地區

或弱勢女性接觸科學之關懷等。 

 
四四四四、、、、    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 

    依據教育部 102年性別統計資料，高等教育各領域性別隔離現
象仍舊明顯，「科學」及「工程、製造及營業」領域女性畢業生佔

全體畢業生比率僅 36.1%及 15.2%，相較人文藝術及教育學科女性
畢業生所佔比率高達 71.7%及 68.9%。而教育部 103年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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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現，女性教師佔全體教師比率，自國小至大專院校，層級越高，

女性所佔比率越低，大專院校女教師僅 35.2%。 
    我國女性教育水準不斷提升，但由上可知「男理工、女人文」
的領域分界仍相當明顯。傳統上，多半認為男性適合較具專業性、

數理或科學導向的科系，而女性則被認為較適合服務性、照顧性質、

人文語言導向的科系，這樣的區分或多或少呼應了男性應為陽剛、

主導性，女性為陰柔、附屬性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但確實如此嗎?
將社會所期待的性別角色分工作為科系或職涯選擇的依據，是否忽

略了多元差異的可能，以及個人專業能力及興趣的重要性。對於高

等教育性別隔離現象，研究文獻認為基本原因之一，是父母與教師

在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中，擔任悍衛主流信念的守門人使然(謝小
芩、林大森、陳佩英，2011)1。 
    關心科系性別隔離的重要原因在於教育環境的性別隔離，將直
接或間接導致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男性以數理、工程、電機等相

關科系背景與人脈進入職場更加容易，這類職業多半被認為具有相

對較高的社經地位及職業聲望，薪資報酬亦相對優於女性，因此學

科領域的性別隔離，很可能大大影響往後兩性勞動參與穩定性及薪

資水平落差。 

 
五五五五、、、、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 為什麼會有「男理工、女人文」的傳統刻板印象? 背後有哪

些社會文化價值觀? 
（二） 您覺得哪些是性別隔離較明顯的科系? 您或周遭人是否經歷

過性別比例懸殊的求學經驗? 
（三） 目前學校教材及教師教學方法有哪些可能複製了性別刻板印

象?能用什麼策略來改善呢? 
（四） 升學與求職選擇息息相關，若為了消弭高等教育性別隔離的

現況，中央及地方機關能從哪些面向著手?分別有哪些有效的
短、中、長程計畫? 

                                                      

1謝小芩、林大森、陳佩英（2011）。性別科系跨界？大學生的性別與科系選擇。臺灣社會學刊臺灣社會學刊臺灣社會學刊臺灣社會學刊，，，，48，

95-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