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議題相關研究之經驗分享 
特殊教育中心 

副研究員  鄭聖敏 

106.04.11 



我與這個 “分享”之善緣 
• 今天的“緣分” 

 106.02.07科技部106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截止 

• 我的”團隊”研究經驗 

 一切都從博士畢業後開始 

98年度單一整合型計畫：帶好每位學生的數理教育-在國小數學及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教學中實現 

 102 年度「台灣經驗實證資料分析及加值應用計畫」整合型計畫 

--尋找場域、關係、自我與個人發展之機制：資料庫分析方法學
的開展與應用身心障礙學生家長參與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
研究—以SNELS 資料分析為例 

 

 



我與”性別”議題之邂逅 
  103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科學領域中的女性領導者：

追蹤、發掘與領導才能培育」----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
領導才能之發掘與培育 

• 研究計畫聯合成果討論會 

• 原訂主題：性別教育議題相關研究之經驗分享 



分享重點 

•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簡介及範例 

•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簡介及範例 

• 「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簡介 

• 相關網站介紹 

• 我所進行的性別與科技研究發現分享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研究型計畫 
• 響應政府各部會執行「性別主流化」政策，提升國內科技研究人才之性
別敏感度 

• 「性別主流化」：「婦女」男女「兩性」議題「多元性別」議題 

• 科技部自民國96年起，每年除了徵求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外，另外徵求「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由研究人才自行發想其專業領域與性別面向的
關連。至民國105年為止，已補助了384件計畫。 

著重「具性別意識」之研究，亦即對各種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提出質疑
或批判，並尋求改善之道。(103年) 

著重具性別意識之研究，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研究的創新發展，在
研究過程中，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檢視科技領域現
有觀點及內涵，提出具性別內涵之科技創新的研究。(106年)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徵求-以106年為例 

• 性別友善環境之研究 

多元性別在社會群體及個人日常生活、價值、自尊、隱私等不同方面需求
之研究，可能的場域包括私空間（家庭）及公共（含就業）空間 

多元性別在醫護體系中相關治療、照護、醫工器材設計研發之研究 

多元性別在教育場域及職場互動中處境之研究 

促進科技、學術與實務領域（理工、醫技、科學研發、科技產業）多元性
別平等教育環境、多元性別平等權利工作環境之政策方向研究 

有關身心障礙女性與社會環境之相關議題研究 

提高女性、高齡者、特殊需求者、鄉村地區、經濟弱勢居民使用科技產品
之使用機會與能力，研發改善弱勢者生活需求的簡單科技或通用設計 

有助於提供性別友善環境或促進性別平等之工程科技創新 

 



• 性別與科技評估之研究 

探討科技發展（或政策）對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多元性別結構的衝擊 

探討多元性別在近用、學習或參與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和高科技領域的狀況 

探討科技計畫的多元性別意識與成效影響 

探討災害防治、永續發展的社會和性別影響評估…等 



• 性別與健康之研究 

探討多元族群（含原住民、新住民）及不同年齡婦女之性健康議題，或
與婦女相關之常見或特殊疾病研究 

國際組織或會議已經納入綱領之議題--如CEDAW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北京行動綱領》、WHO（2002）《性別政策》、WHO（
2009）《婦女與健康》 

應做性別差異分析而未做之研究：於已發展的科技研究中，重新納入不
同性別數據與分析的疾病研究，如，不同生命階段的女性心臟病研究、
男性骨質疏鬆研究、使用母鼠動物實驗、影響女性生殖健康的環境化學
物質研究等 



• 科學知識與性別之研究 

探討科技文化中的性別議題，如個別學科機構在人際互動、專業操
作或教學方式中可能存在的二元性別成見與期待 

探討科技知識生產中的性別議題，如教材或教學中相關文字語言、
研究設計、樣本選取、概念使用、結果詮釋等是否強化性別二分，
再製二元性別偏見或性別刻板印象 

探討科技知識應用與評估中的性別議題，如評估研究結果之應用與
影響是否再製性別二分之偏見或性別刻板印象開發設計多元性別實
踐之科學技術、教材或教學方法 

具性別敏感的科學學習研究。 



• 性別與權力議題之研究 

性別、知識與權力關係，如性別科技史之批判研究、性別主流化之權
力分析、性別研究領域學術趨向之變遷轉移…等 

性別與社會控制，如性別平等措施所形成之社會控制、性騷擾或性霸
凌議題所蘊涵之社會排斥、性別平等所蘊涵之性政治…等。 

• 其他相關主題 

具挑戰性、攸關社會經濟發展全球競爭力且在多元性別族群中（含原
住民、新住民）有顯著落差之新議題。 

提升多元（弱勢）性別族群創新、創業之科技與產業政策方向探討 

社會經濟環境建構、資源調配、關鍵成功因素評估 

短、中、長程推動標竿模式及方法研究等 



• 計畫要求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於申請之計畫名稱末尾加括號標出重點代號 

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一併上傳至申請系統中。此表為必填，日後
計畫執行完成後亦須於計畫成果報告中包含性別影響評估之資料。 



計畫類別 計畫歸屬 學術司 學門代碼 

請一律勾選 
「E.性別與科技研
究計畫」 

請依計畫主題與內
容，自五個學術司
中選擇最適者。 

自然司 M98 
工程司 E24 
生科司 B905012 
人文司 請勾選議題所屬學門

及其次領域 
科教國合司 SSK08 

•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方式與申請期限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類別」 

「計畫歸屬司處」及「學門代碼」 



• 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 

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主管機關核准 

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相關單位核准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之研究計畫送研究倫理審查證明 

•本計畫列入科技部研究型計畫件數的計算額度中 

•未獲審查通過者，科技部不接受申覆 

•通過之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配合科技部規劃，參
與年度計畫成果討論會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範例 
• 科技女性角色典範 

淡江大學—王慰慈：台灣女數學家的生命故事 

 第一集：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qIS6IYGRE 

 映後分享 

 

 第二集：學數學的女孩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qhLs2aB4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qIS6IYG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qIS6IYGRE
1060411--分享一位新竹女中的學生寄來的映後感言.docx
1060411--分享一位新竹女中的學生寄來的映後感言.doc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qhLs2aB4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qhLs2aB4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qhLs2aB4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qhLs2aB4o&feature=youtu.be


• 空間與性別 

亞洲大學—李翠娥：居家浴廁之女性友善設計 

• 生殖健康與醫療利用 

國立臺灣大學—蕭淑銖：女性護理人員生殖健康之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吳肖琪：從醫療利用與預後表現探討肝臟移植病人之性別差異-
兼論社會經濟地位是否會擴大性別差異 

• 同志與健康 

臺北榮民總醫院—王永衛：臺灣北部都會區年輕男同志族群世代觀察研究計畫 



• 科學營隊與活動 

國立中山大學—洪瑞兒：以探究論證科學營提升國小女學童情意學習
及論證能力之探討 

• 資訊科技與支持網絡 

淡江大學—高惠春：台灣女科技人網絡與實質交流 

• 女性與防癌保健 

長庚大學—李絳桃：婦癌婦女性健康衛教方案之建構：融入性別敏感
度觀點 

• 法律與性別控制 

國立清華大學—林昀嫺：受術夫妻離婚後冷凍胚胎之處置：邁向具性
別觀點之規範模式 

 

 

 



• 科學學習與性別差異 

國立政治大學—余民寧：「情境脈絡」隱藏通往科學成功的階梯：探
索兩性族群的科學教育學習之差異與歷程 

• 科技課程與人才培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謝淑敏：性別平等師資培育課程發展暨輔導效果
之研究--以「性別與科技」為例 

• 藥物控制與性別 

國立成功大學—蔡美玲：以4T1產生乳癌之小鼠為實驗模式，重新評估
並探討DHEA對乳癌之產生作用機制 

• 特殊族群性別教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吳佩芳：發展障礙青年與成人的性別教育課程—
邁向婚姻與生育之路 

 

 

 



• 原住民人才培育 

輔仁大學—鄭其嘉：以線上學伴遠距教學進行偏鄉原住民青少年性騷擾防制教
育之成效研究 

• 職場與性別刻板印象 

臺北醫學大學—陳叡瑜：醫療職場暴力之性別分析與防治策略 

長庚科技大學—劉杏元：男護生陽剛特質實踐之民族誌研究 

• 其他 

亞洲大學—孫旻暐：性別刻板印象影響機制：以眼動儀與歸因理論探討性別友
善環境與性別楷模對學生數學表現之影響 

高雄醫學大學—成令方：性別主流化中醫師專業的性別關係 

國防醫學院—王志嘉：建構以性別相關案例為導向，整合醫學倫理、法律、性
別、人文面向之醫學教育教科書之研發 

弘光科技大學—趙蕙鈴：在多元文化家庭觀中促進學齡前期子女之父親角色意
識與研發父職教育教材 

 

 

 



96-105年度本校通過之「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數 



本校通過之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 96年度 

 陳學志：女生科學學習的觀念雛形、認知歷程及社會影響的動態歷程研
究－男女生之自然科解題歷程研究－以文字題與圖示題之差異比較為例 

 宋曜廷：性別與國中基測數理成績的關係：影響、成因與後效之探討 

 李素馨：景觀建築領域中女性角色與設計經驗女性設計師、工作室、與
科技互動之個案研究 

 李俊仁：教育養成、認知作業性質、大腦側化與性別間關係：對科學/
數學教育的啟示 

 陳明溥：女性學習者在合作學習情境下學習風格、電腦焦慮、及性別異
質分組對資訊科學學習之影 

 



 陳心怡：影響不同性別學生數學學習相關因素之發展趨勢,與可能模式
之建立與驗證 

• 97年度 

 陳學志：男女生之自然科解題歷程研究－以文字題與圖示題之差異比較
為例 

 陳瓊花： 「性別」重整播種計畫(I)：「自我」及他者的性別省思 

• 98年度 

 何榮桂：我國高級中學女學生對電腦/資訊科學之學習意願、困難、及
楷模認同之研究 

 鄭志富：愉悅的逾越者－跨性別族群運動參與行為之探索與模式建構 

 陳瓊花：「性別」重整播種計畫(二)：女性播種者－「藝術家/研究者/
教師三位一體」的生命、藝術與性別意識 

 

 



• 102年度 

 李懿芳：科技大學基礎工程技術領域實驗室規則之性別期待與性別意涵
研究 

• 103年度 

 鄭聖敏：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才能之發掘與培育 

• 104年度 

 簡瑛瑛：性別與科技越界:臺灣女性新媒體藝術研究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規劃型計畫(B) 

• 針對女性於STEM領域科學學習及參與現況，提出促進措施與活動設
計，目的在： 

構築科學中的性別平等意識 

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提升女性學習科學興趣 

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樹立女性學習科學楷模 

建構女科技人典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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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徵求重點： 

規劃辦理鼓勵並培育女學生參與科學之各類活動，如：女學生科學營或
科普活動、講座、學術活動、展覽…等 

規劃辦理女科技人交流學習活動，以具體組織跨校、跨領域型態或整編
進入上述交流學習計畫 

規劃促進性別平等、性別意識（對象為男、女學生）之相關科學活動 

透過終身學習系統或社區讀書會等方式，規劃促進具性別敏感度之環境
、能源、科技領域資訊之學習活動，尤其於偏遠地區或對象為弱勢族群
、能縮小城鄉差距、減少數位落差者 

製作有助於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促進性別平等和諧社會的相關出版，如
：教材、專書、影片、電子書、電子報、網站、行動載具等任何形式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徵求 
    -以105年為例 



• 注意事項： 

規劃措施、活動或出版，均須註明對象（如以年齡、學校階段、身份職業
、特殊族群…等區分），以及辦理的場次數量等 

對所產製的出版品，必須自聘專家審查並負責該成品之內容品質 

各項活動（或出版）之辦理方式可依實際需要由執行機構單獨辦理或與其
他單位合辦；惟均須遵循科技基本法、政府採購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 申請資格 

申請機構：符合科技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機構資格者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符合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有關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資格者（
不含已退休人員） 

―計畫主持人宜具備科學教育實務經驗、對性別主流化意識有相當認識，
並具推動熱忱者 



• 計畫書內容： 

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之格式 

達成各項目標之具體構想與規劃設計（具體敘述活動目標、對象、舉辦
方式、活動內容、預期成果效益等） 

如為各類出版，需敘述成品之品質管控與後續推廣計畫 

本計畫與各項主辦活動之自我績效評估機制 

• 經費補助 

經費申請上限為新台幣100萬元，依審查結果決定補助金額 

原則上僅補助業務費，不補助設備費，研究人力費以補助兼任助理與臨
時人力為主。若有特殊情形需申請專任助理及研究設備費者，需詳述工
作內容以及對計畫執行之必要性，且無法自執行機構或其他機構取得或
獲得支援之原因 

本部將主動增核計畫主持人規劃費 



• 計畫申請： 

請於「計畫類別」項勾選「E.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計畫歸屬司
處」項勾選「科教國合司」，…… 

• 其他注意事項： 

未獲審查通過者，恕不接受申覆 

屬規劃推動計畫，列入科技部規劃型計畫之件數計算，但不列入研究
型計畫之件數計算 

任何形式相關成果的出版，其智慧財產權為受補助之執行機構所有，
但科技部享有因教育或公益用途之無償使用、重製及建檔之權利 

受補助計畫應確實注意製作成品中所使用資料、內容、影像、圖片、
文字、音樂等之著作權的授權 

補助金額及簽約、撥款及經費核銷相關事宜，依科技部規定辦理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範例 

• 臺北市立大學—劉淑雯：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數理教師巡展研習營暨
女學生科技營 

• 大葉大學—張淑微：2015科技的真相-女科學家的生物解碼之旅 

• 中山大學—陳俊霖：女性生物學家養成計畫 

• 國立清華大學—賴詩萍：築科女孩的科學歷險--未來女科技人培育計畫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顏榮泉：以智慧生活程式設計科學營提升高中女
生對科學學習之興趣與自信 

• 淡江大學—高惠春：出版台灣女科技人楷模專書與電子報並維護諮詢
網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賴錦緣：促進大專女學生電腦科學學習興趣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劉嘉茹：發展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提升
女學生科學學習興趣 

• 國立成功大學—張怡玲：女性科技工程人才培育：典範傳承與創新 

• 慈濟大學—怡懋․蘇米：建構原住民女性醫學科學領域之標竿典範學
習計畫 

• 中國文化大學—柴昌維：原住民部落偏遠地區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
學活動與出版計畫 

• 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從體驗、發現到反思：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
學活動 



103-105年度本校通過之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計畫  



本校通過之「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
出版」計畫  
• 103年度 

 李懿芳：增進女學生科學與科技領域學習之教學設計與實踐 

• 104年度 

 于曉平：教師引導與反思：提升中小學女生科學學習興趣之方法探究 

 

 

 

 



「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B)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蔡麗玲老師主持，主要協助科技部
進行「規劃」工作，將性別平等精神納入科技研究。 

• 以「性別化創新」與「性別平衡」為兩大核心主軸，內容分成四個部
分： 

「性別化創新」：以「推動性別分析納入科技研究及創新」為主題
，先進行科技部民國96-104年性別與科技專題研究計畫之資料蒐集
與分析，再推動成立性別化創新種子團隊，徵求並媒合科技學者及
性別學者，組成跨領域團隊，進行國內科技研發的性別創新案例發
展及研究 



「性別平衡」：以「鼓勵並培育女性科技人才」為主題，蒐集美國及
歐盟促進性別平衡的相關機制與政策（含各大學機構），瞭解其鼓勵
培育女性科技人才上的作法和成效，希望參考國外作法，研擬適合國
內各學術機構採用之政策建議 

建立維護統計資料庫與分享機制：從使用者的角度建置國內性別科技
資訊平台，並納入歐盟與其他各國的性別科技相關統計資料，以進一
步了解臺灣與世界趨勢的異同 

性別與科技推動政策規劃與行政協助：協助科技部進行性別主流化及
性別平等政策綱領推動事宜、協助科技部檢視CEDAW（聯合國「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法規及國家報告相關事宜、協助科技部
規劃與輔導相關活動之徵求與辦理、以及每年規劃辦理科技部「性別
與科技研究計畫成果討論會」 



促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研究規劃推動計畫 
http://www.taiwan-gist.net/ 

http://www.taiwan-gist.net/
http://www.taiwan-gist.net/
http://www.taiwan-gist.net/


性別化創新中文網頁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其他相關網站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http://www.gec.ey.gov.tw/ 

•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 「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臺灣女科技人電子報 

http://www2.tku.edu.tw/~tfst/ 

 

http://www.gec.ey.gov.tw/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http://www2.tku.edu.tw/~tfst/


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才能之
發掘與培育(三年計畫/核給一年) 

執行期間：103年8月1日~104年10月31日 

執行機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鄭聖敏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廖文彬教授 



研究動機 
• 科技領域女性發展需要關注 

研究發現即便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加，但其具有科技領域學
位，或具有科技學位且從事科技領域工作，在科技領域企業擔任
高階主管比例仍低 

• 領導發展與生涯發展交互影響 

二者均須提升個人內在心理能力及與社會外在環境互動能力 

• 科技領域女性面對的障礙 

「女性進入科技領域的障礙」與「女性成為領導者的障礙」二者
產生交互作用 

 

 



研究動機 

• 解決科技領域女性面對的挑戰  

透過制度規範給予科技領域女性支持 

提升個體內在心理能力與正向的自我概念，以及與所處環境
(「人」、「情境」與「目的」)之互動能力，協助自我實現 

• 在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就學期間即培養生涯相關知能，具
備領導能力，邁向潛能發揮之路 

• 藉由對大專校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表現之探討，進而協助其領
導發展 

 



研究目的 

• 了解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之大學學習、領導表現及生涯
規劃(第一年) 

• 設計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課程並進行前導性研究(第
二年) 

• 探討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課程之成效(第三年) 

 

 



研究方法-研究設計 

• 考量學生融入在整個大專校院之校園中 

• 第一年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方式，掌握全體學生及科技類科系
女性學生大學學習、領導表現及生涯規劃之樣態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 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之規範，科技類科系涵蓋「科學」、
「工程、製造及營造」、「農學」、「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與
「服務」五大領域，「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
計」、「電算機」、「工程」、「建築及都市規劃」、「農業科
學」、「獸醫」、「醫藥衛生」、「運輸服務」及「環境保護」等
十一個學門。本研究係以101學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之資料作為抽
樣之依據。 

• 預試樣本係從臺灣北、中、南三區先以隨機取樣之方式排列預試學
系名單，再透過電話連繫，選出9個同意協助預試之學系，寄給每一
學系40份問卷，請系助教協助轉發給一至四年級男、女數量相當之
學生填寫，總計共寄出360份問卷，回收352份問卷，回收率為
97.78%。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 正式樣本採多階層叢集隨機抽樣方式： 

第一階層：北、中、南、東四分區 

第二階層：人文、社會及科技三大學科分類 

第三階層：科技類五大領域 

第四階層：五大領域之下的所屬學門 

第五階層：各學門所涵括之所有學系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 以女性學生填寫問卷之數量為基本考量 

• 根據103學年度大專校院科系別學生數一覽表之資料，排除女性學生總
人數在50人以下之科系 

• 建立科技類科系分區、分領域及分學門之隨機排序名單 

• 根據各區、各領域欲抽樣之科系數量連絡各學系助教，說明本研究之目
的及需要協助之事項 

• 徵得該學系主管同意後，該系即列入正式樣本名單，同時抽取該校一個
人文類或社會類科系作為「非科技類」科系之學生資料來源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 部分「非科技類」科系設立有限之大專校院，如無法在該校取得「非科
技類」科系同意協助施測者，研究者將以該區同一學科分類、領域、學
門、科系取代之 

• 同意協助施測之科系寄送40份問卷，請系上協助助教根據每一年級10份
問卷，其中5分男性、五份女性學生之原則隨機發給學生填寫。 

• 本研究共抽取105個科系，寄出4,200份問卷，回收3,028份問卷，回收
率約72%。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正式) 

基本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N=3,014)  
男 1,495 49.6 

女 1,519 50.4 

100.0 

學科領域
(N=2,979)   

人文類 738 24.8 

社會類 786 26.4 

科技類 1,455 48.8 

100.0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 
•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就讀系別、性別 

• 大學學習情形 

大專校院學生大學學習表現問卷採李克特5點量表形式，共8道題
目，分為「學業表現」及「團隊表現」二個向度， 可解釋50.94%
之變異量。 

整體問卷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3。「學業表現」與「團隊表現」相
關為.50。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 
• 大專校院學生領導表現問卷 

 大專校院學生領導表現問卷為李克特5點量表，共49道題目，分為「形成
團隊」、「尊重親切」、「情緒管理」、「熱忱」、「負責」、「堅
毅」、「應變溝通」及「分析」八個主要因素，可解釋65.35%之變異量。 

 整體問卷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92。各因素之相關介於.48到.72之間(p<.01)，
與總分之相關則在.74至.87之間(p<.01)。 

• 大專校院學生領導自我效能問卷 

 大專校院學生領導自我效能問卷為李克特5點量表，共22道題目，分為
「任務效能」、「動機效能」及「關係效能」三個主要因素，可解釋之
總變異量64.61%。 

 整體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90。三個因素相關介於.71到.80之間
(p<.01)，與總分之相關則在.91至.93之間(p<.01)。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 

• 大專校院科技類科系女性學生領導者訪談，內容涵蓋科技類科系女
性學生領導之心理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 

自己學習科技類科主題的經驗 

擔任目前社團職位的經過 

自己在科技類科主題的學習及社團領導方面之期許及所擁有的資
源與支持 

大學畢業後之生涯規畫 



心得 

• 重新看待性別議題及其影響 

 

• 探尋各種場域之性別現象 

 

• 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多元性別的樣態，尊重每個個體，讓每個
「人」都能在社會上獲得發展潛能、成就人生意義的機會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性別主流化 

• 「性別主流化」指政府所有的計畫與法律要具有性別觀點，其在作
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需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在
進行資源配置時能確保不同性別者可平等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及取得資源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的性別平等(引自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網站) 



多元性別 

• 「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 

• 「心理性別」：跨性別（生理男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或生理女性但
性別認同為男性） 

• 「社會性別」：性別人格特質（如陽剛陰柔或剛柔並濟）、「性別氣
質（如陰柔男性、陽剛男性）」 

• 「性取向」：異性戀、同性戀與雙性戀 

• 性別平等中強調性別後天角色的立足點平等與機會平等，讓每個「人
」不論其「生理性別」、「心理性別」、「社會性別」與「性取向」
為何，都能在社會上獲得同樣的機會去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自我成
長，並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引自馮嘉玉，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