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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學的研究與工程的分析已然是代表國家的競爭力，然而

令人疑惑的是，在科學與工程的領域方面，幾乎是以男性為主軸，女性從事相關

領域的數目相當的低。在相關的統計資料裡，可發現雖然女性在科學專利及學術

著作發表上表現不如男性[1,2,3]，但並沒有證據直接顯示女性的能力低於男性，

其實這是因為女性在學習的過程中受到家人、老師及社會的價值觀引導，使得很

多女生在潛意識就覺得自己在思維上偏於感性而無法適應思考理科的理性，而對

理科科學產生抗拒與排斥，因此導致女性選擇偏於細膩及藝術的文學工作及文科

的教職工作。 
 在一些的研究報告指出，男女生的左右腦的運用程度不同，男生的左腦比較

發達，對於邏輯運作及數字記憶較為快速；而女生則是專司美術藝術、具有視覺

空間性的右腦較為發達，因此才會造成男生適合從事工程科學，女生則適合從事

藝術文學方面這種先入為主的觀念。事實上，也有人主張，在教育科學上其實男

女生並沒有基本能力上的差別，也就是說學習能力是相同的，主要是人為環境所

造成的學習成效上的差別[4]。在國中時期，開始接觸理化、數學、地球科學這

種分科科學，因此在此時的學習差距會造成許多女同學對這些學科的觀感，進而

影響到下個階段高中時期的分組選擇，使得這些女同學由於害怕自己在這些學科

表現不良，進而只好選擇文科當作未來發展的方向，錯失了培養理科興趣的可能

性。 
二、研究目的 
  

為了增加女性在工程與科學方面的人才，有必要釐清女性不想選擇理科當作

學習科目的原因。本研究以中學女學生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影響女學生對

於科學的學習興趣的各種影響原因，包括各學科的學習情況、學習成績隨年級變

化的關係。亦希望探討出，在選擇科學或工程的女學生中，選擇生物或數理科學

的比例是否在中學階段就顯露出明顯的差距，又是何種因素造成的。本研究希望

找出各項相關因素後，分析研究其深層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增加女學生對

科學的興趣，改善現在科學的教育方式，進而希望提高女性能選擇科技及工程領

域作為自己未來的職業發展。本研究計畫提出幾個預定的研究方向，將針對學生

的家庭背景、學習狀況、選擇學科傾向、刻板印象調查、科學學習高峰經驗、兩

性生理差異、以及社會期待差異等等進行問卷調查，以及作為未來課程教學內容

設計和教學實驗的參考。本研究首先著重於瞭解目前存在的事實情況以及這些背

景因素彼此間的關聯程度，譬如學生父母的教育背景及專業、父母教育態度、父

母對子女未來工作選擇的期望等等，雖然這些像是家庭背景的影響因素是無法改

變的事實，但在先瞭解各項因素的影響後，將更能切中時弊地提出補救措施，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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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針對不同學生更有彈性地進行改善課程教學內容的設計，甚至作為教師進行生

涯規畫輔導的參考。除此之外，其他的研究方向，譬如學習狀況、選擇學科傾向、

刻板印象調查、科學學習高峰經驗等等，皆能夠藉由教育、經驗分享學習、或是

輔導諮詢的過程提出改進之道，以改進目前的狀況。 
 
三、文獻探討 
 
 一些研究調查強調，在科學的能力上男生和女生具有相似的能力，在模擬測

驗中，可以發現對於複雜問題的解決及需要思考的應用科學及工程方面的技巧，

所有的男生及女生都具有相同的能力。對於小學及中學的男女生來說，科學能力

並不會有太大的差異[5]，此暗示了會造成女生不想將科學當作未來職業的原因

可能是文化及環境因素。 
 父母是一個原因，父母可能在無意識的情況下造成了女生對科學興趣的缺

乏。雖然男生和女生同時詢問了科學的問題，但研究指出父母會比較喜歡對男生

解釋科學的概念[6]，這樣的差別可能導致女生對科學研究興趣減低。除此之外，

很多的女生認為科學是一個很難的科目。有一些研究指出，在中學時期，女生會

對她們學習科學的能力失去信心，主要是因為跟男生比起來，面對科學的問題，

女生似乎較沒有自我思考的能力，且在成績的結果上無法跟男生比評。[7]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課堂上作問卷調查的形式，對於現存狀況的調查，採用課堂填

卡的方式作答，調查中學女學生對於科學學習的情況，包括對於各個學科的學習

情況及學習成績隨年級變化的關係，這部份同時對國一到國三的學生作調查。 
 這些調查大多都牽涉到學生本身的認知和觀念，並且由於資料量的龐大，因

而本研究的這一部份是以電腦閱卷的方式進行。此外，這份問卷也同時給男學生

作答，以作為對照，瞭解各項因素之間的相關性是否與性別相關。問卷內容調查

分析與釐清下列方向： 
(a) 學生的家庭背景，父母職業分類、父母的教育背景及專業領（理、工、

生醫、文、法、商）、家庭收入狀況、父母教育態度、父母期望學生往

哪個方向或哪個職業發展等。 
(b) 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其中包括學生過去的所有學科表現與對各學科的

偏好，包括所有數學、物理化學、生物、國文科、社會科甚至藝能科。 
(c) 學生是否已經對未來要朝向數理工程生物文法商等領域，已有特定傾

向。這傾向是受父母師長影響或是受過去學習經驗的影響。 
(d) 學生既定存在的刻板印象，其中包括學生對科學家或工程師的印象、學

生心目中覺得自己是否喜歡當科學家或工程師及學生是否認為自己有能

力當科學家或工程師。 



3 

(e) 學生學習的高峰經驗調查。因此本計畫亦規劃調查學生的高峰經驗經歷。 
(f) 女性的早熟，是否會影響其科學學習，女學生對家庭及養育小孩的憧憬，

是否是女學生選擇與人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的原因。 
(g) 在中學階段，女學生對生物學科的興趣，是否有大於數理學科，這種喜

好趨勢是否有隨年級而改變。而這種差異與男學生的比較是如何；女學

生對生物相關學科的喜好，是否與男女學生對與人相關的事物的注意程

度不同相關。 
 

本計劃取樣的研究調查對象，由於經費人力所限，無法採取全國抽樣或普查的方

式，而選擇符合一般性的學校作為集中研究的對象，亦即選擇調查的學校時，以

男女比例平均、非特殊明星學校(明星學校會造成家庭經濟狀況及父母教育程度

佔優勢的學生集中而減少多元性，會降低研究結果的普適性)、家庭及族群背景

較為多元等條件作為選擇調查學校的主要考量。本計畫以北縣文山國中為對象，

選擇的原因，在於其男女比例為一比一，全校皆為常態分班，學生來源的家庭背

景及族群分布多元，其中包含舊社區以及新興社區的居民，還有附近從烏來過來

就學的原住民。文山國中每年級約有十五個班級，每班約有四十個學生，屬於中

型學校。與明星學校比較起來其學生的家庭背景較為多元化；學生來源也比較分

散，較不會是來自附近同一地區而家庭經濟背景呈現較單一的情況。 
問卷題目依照我們所預測的幾項重要影響因素來設計，譬如學生們對理工科

的刻板印象、或是任課教師本身性別的影響等；除此之外，也請受試學生提供一

些他們認為重要的影響因素來參考。大致上完成問卷的初版後，則進行實際測

試。問卷的題目著重在分析國中時期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程度高低，藉以判別該

因素是否會對女學生在生涯規劃的選擇上造成重大的影響。我們預期此份問卷給

上述不同的群體來做，應該會有趨向一致的結果，如此來衡量題目的效度。簡單

來說，該題目的結果如同我們的預測，則該題目的效度可被認可，我們就會保留

此題目；若預測未成立，則可能是效度有問題，或是理論有問題，該題目將被修

改或刪除。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用以呈現因素間的關聯以及預期資料收集種

類和分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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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 
 

將上述這些問題，作成問卷針對一年級男生、一年級女生、二年級男生、二

年級女生、三年級男生及三年級女生這六個群體，將問卷中總共十八種問題分門

別類作統計，畫成直方圖以利比較其中的關係。 
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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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科技 法律 文化 藝術 中小學老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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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法 商 基礎科學 工程 生物 醫學還沒有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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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還算好 普通中等 不好 非常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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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還算好 普通中等 不好 非常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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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男生擅長數理，女生擅長人文"  
 

事業比較重要，家庭另一半照顧 家庭比較重要，降低工作比重來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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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興趣瞭解目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1) 由統計的結果看來，從國一到國三，即可以非常明顯看出男女生明顯的差距，

對所喜歡的學科，女學生喜歡國文、美術、音樂等人文學科比起理化、生物、

數學等這些理科學科要多的多，且與同年齡的男學生相比，喜歡人文學科的

女生比男生明顯多出甚多，換言之，喜歡理科的女生比男生還要少。這也直

接影響了未來想從事職業的選擇，因此女學生會比較想選擇跟人文相關的藝

術、文化等工作，反而對工程師、科學家及科技業興致缺缺，而男學生的選

擇就跟女學生相反，其他的工作則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2) 對於未來職業的選擇方面，從統計結果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從國一開始女生

與男生即顯現出巨大的差異，在選擇以工程或科學家為未來職業的選項中，

女生從國一至國三皆毫無分別地遠低於男生。而女生選擇藝術與文化作為未

來職業選擇的比率，從國一至國三皆一面倒地遠高於男生。 
(3) 是什麼原因導致女學生對理科的興趣不足，其中一項原因可能在於家庭所給

予的價值觀及家庭環境的影響，單就此議題而設計了幾個題目。若單就家庭

經濟上的考量來看，對於女學生科學學習興趣的影響其實影響不大，但就以

家人所給與的建議可以知道，還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家人期望女生往文科

及藝術領域發展而期望男生往工程及理科方向發展，因此家人對男女學生從

小的期望即顯現出相當大的差別。雖然還是有一定比例選擇家人尊重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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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但即使是自己作選擇，所接觸到的社會或同儕觀念還是存在於女生的想

法中，所以在不考慮家人的情況下，女生選擇科學或工程的機率與男生相比

還是很低。 
(4) 在不考慮家人期望下，男女生對於未來生涯發展的選擇，也顯現出十分明顯

的差異，女生選擇文科的比例遠高於男生，而選擇基礎科學或工程的比例則

遠低於男生，從國一到國三都是如此。 
(5) 學習學科的成績，是一個影響極大的因素，在學科知識的攝取上若沒有得到

相對的成就感，便會導致對於該學科產生不了興趣。設計幾個學科的成績分

為非常好、還算好、普通、不好及非常不好五個選項，以普通中等為分界線，

選擇非常好及還算好選項的學生，表示該學生對此學科的表現好；相反地，

若選擇不好或非常不好的，表示對此學科的表現差。在國文、英文的成績上，

女生的成績比男生好，然而在理化的表現上則很糟；數學與生物學科的表現

上，男女生不分軒輊，表現好跟表現差的人數都差不多；而剩下的歷史、地

理雖然是男生整體來說表現較好，但與女生的成績差距不大。由此可知，無

法在此學科的學習上得到該有的回報及覺得沒有能力學習該學科，是女性同

學將來不想選擇相關工作的主要原因。 
(6) 是性別本身造成學科學習成績的分歧嗎？不管是男學生或是女學生都不同

意＂男生就擅長數理，女生就擅長人文＂的道理，也不覺得性別會影響未來

選擇發展的興趣，但就以統計結果來看，女學生在人文學科的表現上比理科

的表現好，進而影響了其學習的興趣。同樣地，對於目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選擇非常有興趣的女生顯著低於男生，而選擇不太有興趣的女生則明顯高於

男生，顯示在國中時期，女生對目前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興趣已經開始降低。 
(7) 女性選擇生物就讀的比例，跟選擇其他理科科目的比例相比，可知道其喜歡

生物的人數比較多，但就以生物這門學科討論，並沒有辦法看出女生的年紀

是否會影響對生物學科喜好的趨勢，且與男生相比，其表現及選擇的興趣差

異並不是很大。 
(8) 相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在國中時期，女生與男生對於學科

的興趣以及未來職業選擇方向即顯現出明顯之差異。因此，為提高女性選擇

科學及工程作為未來目標，可能必須從國中甚至小學就必須從學校教育著手

改善，由老師在教學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女學生對科學以及工程的刻

板印象，提高女學生對於相關學科之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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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自評 

(1) 以目前的統計成果，已經可以釐清，家人對於男女學生在科學學習的興趣和

選擇上造成很大影響。不過，尚無法確定父母想法的來源，是否是因為本身

父母的職業還是其背景所造成的因素，這部份仍須進一步地討論。 
(2) 最明顯可以看出來的是，學生本身的興趣取向與其在學科方面的表現有很大

的關係，因此女學生可能會因為無法勝任而不願意選擇沒有保障的未來（對

女同學來說即是科學研究及工程師的工作）。 
(3) 女性是否因為早熟，而造成女生會比較喜歡與人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這還

需待未來進一步的研究。 
(4) 若以此研究的結果來看，可以提出建議教學的項目與方法。為了培養女同學

在理科方面的興趣，在教學方面，可利用生動活潑的現象輔助枯燥的公式推

導，以增加女同學在此方面的理解程度，進而培養興趣。 
(5) 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在國中時期，女生與男生對於學科的興趣以及未來職

業選擇方向即顯現出明顯之差異。因此，為提高女性選擇科學及工程作為未

來目標，高中可能都已經太遲，而必須從國中甚至小學就必須從學校教育著

手改善，由老師在教學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女學生對科學以及工程的

刻板印象，提高女學生對於相關學科之學習興趣。此為本研究成果對當前女

性科學教育所提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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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問卷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