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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 

本文以國民小學客語教科書為研究對象，分析教育部部編版、康軒版、翰林

版和桃園縣縣編版等四種不同版本，探討課文與圖片中的性別意識型態；內容分

析法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以「課」為分析單位，分析類目有五項：性別出現

比例、性別角色特質、性別關係、性別職業角色、性別服裝穿著，以瞭解國民小

學客語教科書中性別意識型態之內容分布和差異情形，剖析性別角色之內涵。 

為進一步的探究，本文於教科書內容分析後，針對客語授課教師、教科書編

輯者，以及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受訪者的成長背景、教學歷

程、編輯工作心得，與其對性別平等教育之觀點。 

最後，綜合內容分析及深度訪談之分析結果，提出研究結論和相關建議。 

六、主要研究發現 

（一）教科書內容分析 

1. 性別出現比例 

部編版、康軒版、翰林版這三個版本男性出現次數皆高於女性，而縣編版則

是女性多於男性，綜合而言，客語教科書中的性別出現比例是男高於女，男女比

例相差8.76％。當課文提到傳統節慶、團體競賽時，例如：划龍舟、舞龍舞獅、棒



球比賽、籃球比賽等，男性出現的比例就偏高，男女比例明顯有差異，此現象反

映在傳統社會中，慶典的動態內容，常由男性來參與演出；而在運動競賽方面，

則是忽略了女性，還是有著性別刻板印象。 

2. 性別角色特質 

（1）性別角色特質 

綜合四種版本之分析，不難發現，男生比女生出現較多的負面角色特質，以

翰林版差異最大，康軒版居次，縣編版則是兩者都未出現負面角色特質，而部編

版的男女皆有相同的正向特質，這是在四個版本中，難得一見的情形，是非常符

合性別平等的原則。 

（2）活動類別 

每個版本男女皆有進行相同的活動，其中以翰林版活動類別最為多元，總共

有41種。男女從事活動類別各版本都有差異，但情形不同，男女差異最大的版本

是翰林版，男生所從事的活動類別高於女生，足足多出了17種，差異最小的版本

為縣編版，女生的活動類別高於男生，多了3種，差距最小，這是不同於其他三個

版本之處。整體而言，男性比女性從事更多元的遊戲、運動和休閒活動等。 

3. 性別關係 

（1）語言偏見 

語言偏見的內容是用某一性別來代表全體，部編版、康軒版和縣編版皆有此

現象，另一種語言偏見的類型則是對於女性有貶低的描述，出現於客家俗諺中。

各版本皆有出現語言偏見，以縣編版出現比例最高，這是受到歷史文化男尊女卑

的觀念所致。 

（2）家務角色分工 

    男女在家務分角色分工上，仍有些許的差異存在，女性跳脫不出家事、照料

全家人的工作，相對的，男性具有經濟權，是主導的地位，這樣的現象，與傳統



的客家文化不謀而合，因此，教科書在呈現客家傳統文化內容時，如何融入現今

性別平等原則的精神，是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3）社會楷模 

    整體看來，女性社會楷模人物有3位，男性共有13位，女性社會楷模人物比例

明顯偏低；另一方面，女性社會楷模人物缺乏社會上各領域的代表者，僅提到母

親、志工和畫家三種角色，不像男性傑出人物如此的多元，有學術界、政治界、

商業界、體育界等知名人士，涵蓋不同的領域與成就。所以，在社會楷模上，性

別比例差異頗大，偏重男性，忽略了女性傑出人物。 

4. 性別職業角色 

男女的職業角色是男多女少，男性的職業角色大約是女性的三倍，男性職業

類別比女性廣泛，男性所從事的職業可說是包羅萬象，且具有專業性，或是較為

粗重的工作。可見在職業角色的描繪上，依舊存在著性別刻板印象，與現代社會

相較，女性在許多行業嶄露頭角，成就不低於男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如何

呈現性別職業角色平等，是要再加強的。 

5. 性別服裝穿著 

    在性別服裝穿著方面，主要現象有女孩穿著裙子在做各式各樣的運動，而媽

媽總是穿著圍裙出現，同樣是端東西、打掃和製作湯圓，只有媽媽的穿著多了一

件圍裙，似乎將媽媽的形象與圍裙劃上等號；不過，也可看到男性穿著圍裙進廚

房準備作菜，男性炒菜、女孩切菜時皆穿圍裙，這些少數符合性別平等的例子，

更可明白編者的用心。 

（二）訪談資料分析 

1. 成長背景對性別意識發展的影響 

台灣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根深蒂固，傳統的生

育文化導致家庭觀念重男輕女。儘管父母的觀念、想法和作為深深刻畫在做子女



的腦海裡，是發展性別角色的關鍵之一；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教育的可行性，

有時一個人的經歷也可扭轉保守的觀念。 

2. 客家文化的傳承 

當與學生討論到因時代變遷所造成的差異，教師必須要對時代的背景與社會

經濟結構有所交代，避免學生用以往的價值來看待現在的性別議題，讓從前的性

別意識型態繼續複製。客家傳統文化與性別平等之間的關係，族群不是關鍵，重

點是傳統與現代之別，明白歷史變遷的來龍去脈後，才能對客家文化內涵有更透

徹的認識，並進一步將客家文化發揚光大，這是我們在客語教學上，詮釋性別平

等教育時，該有的認知。 

3. 教科書性別意識型態之影響 

挖掘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型態，也是促進性別平等的一種力量。客語教科書

普遍存在的情況就是，主題偏重男性，或將性別二元化，缺乏多元的描繪，所以，

該如何展現性別平等的精神，是各家版本該面對的共同課題。 

4. 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的關鍵 

教師是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的關鍵角色，因此，需要透過不斷的進修，擴充對

性別的正確認知，擺脫傳統的束縛，給予不同性別的學生同等的關注，對於展現

性別平權的精神，才有更具體的作為。 

5. 教科書的修訂 

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只人們的性別觀要進步，教科書的內容也必須跟著時代

的腳步，踏上開放、多元和尊重之路，教育的品質才能有所提升。 

七、結論及建議事項 

國民小學客語教科書蘊藏的性別意識型態內涵，呈現出男性人物出現比例普

遍高於女性，男性職業角色數量大於女性，類別多樣且專業，課文中的楷模人物



也偏重不同領域的男性，在服裝穿著的描繪上，仍具有性別刻板印象。 

國民小學客語教科書展現出的性別角色內涵，則是性別角色特質男女有別，

男生有較多的負面角色特質，男性從事的活動類別較女性多元，在性別關係上，

仍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描述。 

國民小學客語教師及編輯委員認為存在於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型態，是受時

代變遷造成的差異，需靠教師的性別意識來轉化、提升，教科書的修訂也應朝著

性別平等的方向邁進。 

當教科書呈現客家傳統文化內容時，教師宜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加以詮釋，讓

學生瞭解因時代變遷所產生出的社會文化，以建立學生正確的性別觀。教師應強

化自我性別意識，以身作則，注重每位學生的個別差異，不因學生性別而給予不

同的對待，才能真正落實性別平權的精神。 

教科書編輯者應注意課文內容及圖片的性別人物比例要均衡，不可只偏重某

一性別，避免性別被忽略或隱匿的現象；另一方面，編輯委員應跟上時代轉變，

讓性別討論呈現在客語教科書中，打造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教材，推動多元文化

教育。 

除了客家語教科書，後續研究可擴大分析閩語和原住民語之本土語言教科

書，讓學生在學習珍貴的家鄉文化時，也能在潛移默化中，培養性別平等的態度。 

    本文訪談的對象是第一線客語教師和教科書編輯者，建議未來可將學習客語

的學生及其家長也列入訪談，以全面瞭解各種不同角色對於性別意識型態之看

法，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上，定能有更完整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