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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性別統計分析 

 

一、 前言 

客家文化的延續與客家語言的保存有著密切關係，而客家

語言更是客家族群文化傳承的命脈。客家委員會為推展客語傳

承計畫，就已具備客家語言文化專長之人員，給予專業憑據認

定，依「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薪傳師資格認定作業要點」賦予

客語薪傳師之尊銜，作為投入傳習客家語言文化者之證明。 

客語薪傳師係指具有客家語言、文學、歌唱及戲劇之才能，

並經上開要點認定取得證書者，以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

在本土語言教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多數薪傳師基於對族群的

認同感和語言文化延續的使命感，投入客語薪傳的行列，並對

社會和族群有諸多參與。面臨客家語言與文化逐漸消失的困境，

如何讓民眾認識客家、學習客語，進一步認同客家，在本市客

家人口不到 6%的情況下，更具挑戰性，也更需要仰賴客語薪傳

師進入教學現場實際推行，負起客家語言文化傳習之重責大

任。 

本年度性別統計就客家委員會公開之臺南市客語薪傳師資

料為分析標的，分析其性別組成情形並進行說明。 

 

二、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之統計情形 

依客家委員會公開之臺南市客語薪傳師資料統計，本市客

語薪傳師（不分類）共計 71人，其中男性薪傳師 15人（21%），

女性薪傳師 56人（79%）。 

表 1臺南市客語薪傳師（不分類）人數統計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 男 女 合計 女性百分比 

不分類 15人 56人 71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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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南市客語薪傳師（不分類）性別比 

若以專長類別區分，可細分語言類、文學類、歌謠類及戲

劇類共 4 類。語言類薪傳師共 69 人，其中男性 14 人（20%），

女性 56人（80%）；文學類薪傳師共 3人，其中男性 2人（67%），

女性 1人（33%）；歌謠類薪傳師共 7人，其中男性 3人（43%），

女性 4人（57%）；戲劇類薪傳師共 2人，其中男性 1人（50%），

女性 1人（50%）。 

表 2臺南市客語薪傳師各類人數統計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 男 女 合計 女性百分比 

語言類 14人 55人 69人 80％ 

文學類 2人 1人 3人 33％ 

歌謠類 3人 4人 7人 57％ 

戲劇類 1人 1人 2人 50％ 

 

 

 

 

 

 

 

圖 2臺南市客語薪傳師語言類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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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南市客語薪傳師文學類性別比 

 

 

 

 

 

 

 

 

圖 4臺南市客語薪傳師歌謠類性別比 

 

 

 

 

 

 

 

圖 5臺南市客語薪傳師戲劇類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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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性別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一）依全國客語薪傳師及本市客語薪傳師人數分析 

根據客家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客語薪傳師比例男性為

26%、女性為 74%；本市客語薪傳師男性比例為 21%、女性為 79%，

與全國比例相近，顯示投入客語薪傳工作以女性較多。 

表 3全國客語薪傳師性別人數統計 

年度 
女性薪傳師

人數(人) 

女性薪傳師

比率(%) 

男性薪傳師

人數(人) 

男性薪傳師

比率(%) 
總人數(人) 

98 339 67 164 33 503 

99 537 70 229 30 766 

100 320 76 100 24 420 

101 286 77 86 23 372 

102 180 77 53 23 233 

103 126 75 42 25 168 

104 50 78 14 22 64 

105 130 81 31 19 161 

106 93 84 18 16 111 

107 126 73 46 27 172 

108 107 78 31 23 138 

109 111 80 27 20 138 

110 93 75 31 25 124 

總計 2498 74 872 26 3370 

 

（二）依本市客語薪傳師專長類別分析 

1、分析本市客語薪傳師專長類別人數，人數最多為語言類

69人，其中男性薪傳師佔 20%，女性薪傳師佔 80%；人數

最少為戲劇類 2人，其中男、女性薪傳師各佔 50%。 

2、分析本市客語薪傳師各專長類別性別比，依男性薪傳師人

數百分比排序從高到低依序為：文學類（67%）、戲劇類

（50%）、歌謠類（43%）、語言類（20%）；依女性薪傳師人

數百分比排序從高到低依序為：語言類（80%）、歌謠類

（57%）、戲劇類（50%）、文學類（33%）。 

語言類客語薪傳師大多同時具備本土語教學支援人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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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學習場域從事客語教學，為政府客語教學政策第一線的推

動者。由上述統計資料顯示，本市男性薪傳師在文學類人數百分

比最高，在客家文字、語彙創作或文學研究上有較卓越的表現；

本市女性薪傳師在語言類人數百分比最高，且明顯多於男性薪傳

師，可推知女性薪傳師參與客語教學工作程度高於男性薪傳師。 

 

 

 

 

 

 

 

 

圖 6臺南市客語薪傳師各專長類別性別比 

四、 結論(含政策建議) 

（一）本市客語薪傳師之性別比率女性遠高於男性，實現提升女

性經濟力及文化競爭力。為營造性別友善之環境，不分性

別給予支援與訓練，鼓勵男性踴躍加入客語薪傳行列，配

合推動性別平權意識，以期客家語言學習及文化傳承推廣

達男女均等與普及。 

（二）辦理客語薪傳師性別平等專題研習，融入性別觀點，提供

客語薪傳師性平意識與性平教育融入教學，積極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性別平等。 

（三）統計數據提供本市客語教學及文化傳承策略制定作為參考

依據，持續提升客家語言文化能見度。同時配合本府推動

性別主流化政策，將性別之觀點納入業務推動，廣為宣導

性別平等、加強性別觀點，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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