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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多元科技人才，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與競爭力。為了培育科技人才，台灣從2002年開始推動「數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此計畫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與經濟部技術處
等單位共同推動，希望能利用數位資訊與科技活動促進全民學習
，並培育科技人才；為了鼓勵性別平等的科學教育環境，並希冀能
從中培育女性科技人才，本計畫預計辦理多元化的性別平等科普活
動，並透過活動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以達性別
平等科學教育環境，並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提升女學生科
學學習興趣、鼓勵女學生參與科學；綜上所述，本計畫執行四大目
標為：(一) 建立性別平等科學活動規劃與執行、(二) 製作「融入
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三) 運用繪本教學與推廣，規劃辦理
女性科學、科技人才分享座談、(四) 運用繪本教學與推廣，規劃辦
理科學、科技領域性別平等座談會。

中文關鍵詞： 性別平等、科普繪本、科學學習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female
students’ science learning motivation by using popular
science picture books with gender-based equity
consciousness. The objective items are included:
a.Plan and conduct the gender equity science activities.
b.Produce the popular science picture books with the
gender-based equity consciousness.
c.Plan and conduct the informal discussion of female
scientists by popularizing the teaching of picture books.
d.Plan and conduct the informal discussion of gender equity
by popularizing the teaching of picture books.

英文關鍵詞： gender equity, popular science picture book, scienc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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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由 

    本計畫的緣起，除了下述會詳細說明的文獻探討外，也包含了計畫主持人的

背景經驗。計畫主持人本身即為女性，在求學過程中也深感性別刻板印象對女學

生科學學習的影響，除此之外，本計畫主持人近10年來多次被邀請擔任性別平等

科學與科技講座、女性科學家楷模講座等主講人，對於女學生的提問、想法等均

有深入瞭解，本計畫主持人秉持著對科學與教育高度的熱忱，對於社會窠臼有些

許突破，希望將此經驗轉化成實務計畫，並能大力推廣，以確實提升女性學生的

科學學習興趣、鼓勵女學生參與科學，擺脫科學中的刻板印象，進而潛移默化增

加女性學生未來從事科學工作的機會。 

    科學與科技在近百年來快速發展，然而李娜（2015）針對亞洲、美洲、歐洲

等世界多國的研究分析中指出，大多數的民眾仍然存有「科學是男生學習的學科」

的刻板印象。Rozek, Hyde, Svoboda, Hullemand 和 Harackiewicz (2015) 也指出父

母在科學學習上所持有的性別刻板印象，截至當代仍是造成男、女學生科學學習

落差的原因之一。 

    雖然培育科技人才十分迫切亟需，但目前全世界中，女性科技人才的比例仍

遠低於男性，Wilson 和 Boldizar (1990) 提到男女參與科技專業領域的比例十分

懸殊，而 Sáinz 和López-Sáez (2010) 的研究中也提到在歐洲國家，僅有18.32%的

女性為機械工程相關科技領域的人才，而科學、數學、電腦科學等領域的女性人

才總合僅佔了39.17%；Ding, Bosker 和Harskamp (2010) 也指出性別差異在科學及

科技領域的鴻溝仍十分巨大，且不易跨越。 

    以台灣而言，許多研究發現學校及教師的態度、家庭的支持、電腦課程焦慮、

科技迷思、軟體的性別偏見等均影響了性別在科技教育上的表現（王淑惠，1998；

楊淑卿，1998）；Fan 和 Li (2005) 也提及台灣女性科技人才比例比男性少，但科

技領域的女性人才對專業領域的信心比男性高，且達顯著差異；換句話說，台灣

女性通常頇具備極高的信心、經驗與背景知識，才願意投入科技領域 (Fan & Li, 

2005)，而大部分的女性則在接觸科技的初期即放棄相關領域的訓練(Campbell & 

McCabe, 1984; Fan & Li, 2005)。除此之外，社會價值觀的定位、父母與教師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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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也常造成女性處於科技領域的邊緣參與角色 (Davis, 2001)；由上述可以發

現，性別差異在科學與科技領域中十分明顯可見。 

    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多元科技人才，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競爭

力 (Scherz & Oren, 2006)。為了培育科技人才，台灣從2002年開始推動「數位學

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此計畫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與經濟部技術處等單位共同

推動，希望能利用數位資訊與科技活動促進全民學習，並培育科技人才；此外，

教育部編印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中也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納入科技教育

議題，希望將科技教育向下扎根，以培養全民科技素養；由此可見，培育科學

與科技人才是世界各國非常重視的環節 (Scherz & Oren, 2006)。 

    關於科學與數學在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指出，在數理科學、科技專業領域的

發展與成就上，男性與女性的差異已漸有縮小的趨勢（黃幸美，1995），且在認

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也提及，男女生在科學與科技學習上並無顯著差異（邱馨

慧，2008），而Zhan, Fong, Mei 和Liang (2015) 也利用性別平等分組方式進行科學

學習，結果發現學生學習的狀況比不同性別單獨學習的狀況來得好。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許多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環境，仍存在性別差異的刻板印象，也導致兩性

在數理科的興趣態度上，有男性優於女性的傾向（邱馨慧，2008）；此研究結果

顯示雖然男女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發展與成就有拉近的趨勢，但是女性對科學領

域的興趣態度上仍是較低的，因此，運用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促進科技領域中之

性別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回饋於實務，以提升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平等，是迫切亟

需的。 

    我國行政院於 2005 年開始實施性別主流化計畫，前兩期以推動「性別意識

提升」、「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

別平等推動小組」等六大工具推動性別主流化；而第三期則將依據實施成效於

2014 年進行修正與重新啟動。在此良好的立意下，實頇配合性別主流化實施模

式以進行實務推動，方能改善形式化的問題，而落實科技領域中性別研究的促

進（黃淑玲，2014）。Bengtsson (2011)年指出，目前已有 189 個國家推動聯合國

主張的性別主流化行動綱領，以增進性別平等，提升性別意識，然而各國卻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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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落實不易、容易流於形式等困境。在瑞典的性別平等政策上，主張三大部分，

分別為政策面、理論面與策略面。瑞典依照其性別平等策略架構，延伸出性別

主流化實施模式（黃淑玲，2014）。 

    即使瑞典已經具備策略架構與規劃性的實施模式，但在落實層面上卻仍有

所不足；其一，在推動層面，有許多執行人員並不理解性別主流化的內涵，因

而使推動流於形式化，而未能從基礎紮根；其二，推動後的成效沒有進行追蹤

與考核，導致執行成效只能端賴執行人員的熱忱與信念，而使推動無法高效率

落實。反觀比利時的性別主流化概念 （彭渰雯、李秉叡，2007），其概念是由

比利時學者 Alison Woodward (2004) 所提出，認為要增進與落實性別平等的推

動，必頇透過性別平等專家、實務專家等結合為夥伴關係，以建立良好的溝通管

道，方能成功推行。 

    以台灣而言，民國 93 年由教育部訂令、總統頒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

並於 102 年進行細則之修正，其中明訂性別平等的定義為「與他人應對時，不受

他人性別影響，意指性別不會影響對個人能力的知覺、權利、義務和機會的判準」，

而「性別平等教育」則指以教育的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平等，以

等同的性別意識對待每一個人。由此可見，性別平等的教育的確是持續被重視的

重要議題。 

    為了鼓勵性別平等的科學教育環境，並希冀能從中培育女性科技人才，本計

畫預計辦理多元化的性別平等科普活動，並透過活動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

科普繪本」，以達性別平等科學教育環境，並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提升

女學生科學學習興趣、鼓勵女學生參與科學。陳玉金（2003）的研究中指出，科

學繪本是以科學知識為題材的圖畫書，內容涵蓋自然科學以繪圖的方式呈現科學

的事實與概念，而本計畫將進一步將科學知識以漫畫的繪圖方式呈現，讓科學更

貼近生活。此外，Cho 和 Kim (1998) 也指出自然科學類的繪本具有故事的情節，

因此學生容易順著情境脈絡理解科學的事件與現象；本計畫主持人於 2013 年曾

指導碩士生完成相關的科學繪本研究，發現科學繪本或漫畫書對於女學生的吸引

力很大，因此本計畫也將加入此元素進行推廣（舉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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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成果 

一、 計畫核心項目與重點理念 

本計畫依照計畫之核心項目與重點理念進行比較，將對照表附於表一。 

 

表一：計畫核心項目與重點理念對照表 

核心項目 份 量 或

場次 

重點理念 

一、建立性別平等科學活動規劃

與執行 

  2 場 (1)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2)提升女性學習科學興趣 

 (3)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二、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

本 

  2 本  (1)構築科學中的性別平等意識 

 (2)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3)提升女性學習科學興趣 

 (4)樹立女性學習科學楷模 

三、推廣，規劃辦理女性科學、

科技人才分享座談 

1 場  (1)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2)樹立女性學習科學楷模 

 (3)建構女科技人典範 

四、推廣，規劃辦理科學、科技

領域性別平等座談會 

1 場  (1)構築科學中的性別平等意識 

 (2)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3)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由表一可以發現，本計畫的具體目標是依據本計畫的執行概念與方式，確

實整合「理論面」與「實務需求面」以達到科技部預期之工作規劃與辦理

項目，落實「構築科學中的性別平等意識」、「擺脫科學中的性別科板印

象」、「提升女性學習科學興趣」、「鼓勵女性參與科學」、「樹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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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科學楷模」、「建構女科技人典範」等具體目標。 

二、 「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 

(一)「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教材構想 

    為了使本計畫能延續成效並順利推廣，本計畫預計製作「融入性

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並將記錄活動與讀者的互動留言，以供相

關學生、家長、研究人員、教育人員等使用。 

(二)「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教材舉例 

本計畫搜尋過往性別平等科普文章中，進行未來「融入性別平等

意識之科普繪本」教材設計之舉例。 

 

    本計畫進行一年，其主要目標是透過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與科技。本研究根據計畫目標與規劃，達到以下目標： 

一、 透過性別平等科學活動規劃與執行，擺脫科學中的性別科板印象、提升女

學生學習科學興趣、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本計畫依據文獻回顧規畫一年的工作計畫執行，工作計畫中將辦理性別

平等科學活動規劃與執行，藉由科學活動的辦理，預期能擺脫科學中的性

別刻板印象、提升女學生學習科學興趣、鼓勵女性參與科學，除了可以從

中學習科學概念外，也將潛移默化獲得性別平等意識。 

二、 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 

    本計畫將於計畫執行過程中，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

其繪本不但包含科學概念，也將著重於性別平等意識，此繪本將達到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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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女性學習科學楷模等效益。 

三、於實務推動層面落實性別平等意識推廣，透過繪本教學成果與繪本中的性別

平等意識，推動女性科學、科技人才之輔導。 

    本計畫將依照年度規劃，於實務推動層面，透過繪本教學成果與繪本

中的性別平等意識，落實辦理女性科學、科技人才分享座談、科學科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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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別平等座談會等，於實務推動層面落實性別平等意識推廣，並辦理女

性科學、科技人才之輔導。 

 

叁、成果照片 

 

 

圖 1 針對教師與家長進行科學、科技領域性別平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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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針對教師辦理「性別平等科普活動推廣」 

 

圖 3 針對教師辦理「性別平等科普活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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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針對教師辦理「性別平等科普活動推廣」 

 

圖5 針對學生辦理女性科學、科技人才座談分享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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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針對學生辦理女性科學、科技人才座談分享研習營 

 

肆、 本計畫執行達到預期目標 

    本計畫進行一年，其主要目標是透過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與科技。本研究根據計畫目標與規劃擬定目標，於計畫執行成果中，均能達到預

期目標，如下： 

一、 透過性別平等科學活動規劃與執行，擺脫科學中的性別科板印象、提升女

學生學習科學興趣、鼓勵女性參與科學 

本計畫依據文獻回顧規畫一年的工作計畫執行，工作計畫中將辦理性別

平等科學活動規劃與執行，藉由科學活動的辦理，擺脫科學中的性別刻板

印象、提升女學生學習科學興趣、鼓勵女性參與科學，除了可以從中學習

科學概念外，也將潛移默化獲得性別平等意識。 

二、 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 

    本計畫已於計畫執行過程中，製作「融入性別平等意識之科普繪本」，



10 

 

其繪本不但包含科學概念，也將著重於性別平等意識，此繪本將達到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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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女性學習科學楷模等效益。 

三、於實務推動層面落實性別平等意識推廣，透過繪本教學成果與繪本中的性別

平等意識，推動女性科學、科技人才之輔導。 

    本計畫已依照年度規劃，於實務推動層面，透過繪本教學成果與繪本

中的性別平等意識，落實辦理女性科學、科技人才分享座談、科學科技領

域性別平等座談會等，於實務推動層面落實性別平等意識推廣，並辦理女

性科學、科技人才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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