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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講師

• 社團法人台灣復原力社會福利秘書長

• 臺北大學社工系兼任助理教授

• 空大社會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玄奘大學社工系兼任助理教授

• 銘傳大學犯防系兼任助理教授

• 基隆市政府發展遲緩推動小組委員

• 基隆市政府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

自我介紹



性議題論述

• MASLOW需求理論。

• 食色性也。

• 紅燈區。

• 違反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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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觀點

• 農業社會因為貧困，資源大多給予有

力氣耕種的男性，女性因為沒有受教

機會，因此沒有競爭力，所以女性需

要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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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概念

• 國家推動家務分工、家務有給制、不

同性別在職場上公平待遇等，都是性

別平等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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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點與性別平等

• 憲法賦予國民在不同性別上享有一切經濟

、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亦即消

除對性別歧視，確保不同性別在教育、就

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

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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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 消除傳統父權觀念，對於不同性別的

觀點應享有相同照顧，根據理論之解

釋，包括社會學習理論、認知發展、

生命周期等理論，均可以了解家庭教

育實施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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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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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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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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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每個發展階段

• 新婚期

• 育有幼兒階段

• 家有兒童期

• 家有青少年階段

• 空巢期

• 孤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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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命週期

家庭發展 發展階段 發展情況 發展任務

建立期 進入婚姻 適應婚姻 婚姻關係的適應與協調

擴展期

嬰幼兒期 新生兒～3 歲 1.初為父母的準備與適應

2.夫妻關係的調整與適應

3.親子關係的學習

4.與學校的溝通及適應等

幼童期 子女 4～6 歲

兒童期 子女 7～11歲

青春期 子女 12～ 18 歲

成年期 子女20-40歲 子女開始展開自己的生活選
擇

收縮期
空巢期

適應角色改變與退休
準備

1.中老年夫妻的調整與適應

2.退休生活的安排

3.父母與成年子女代間關

係的調整與適應等
老年期 一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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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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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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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

女人總要面臨一個抉擇

跟大家喜歡的男人結婚 不放心

和大家不喜歡的男人結婚 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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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婚姻狀況統計資料
年度 結婚數 離婚數
100年 165,327 57,008

101年 143,384 55,980

102年 147,636 53,604

103年 149,287 53,190

104年 154,346 53,459

105年 147,861 53,837

106年 138,034 54,412

107年 135,403 54,443

108年 131,585 5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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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婚姻狀況

本國人與外國人結婚登記 本國人與外國人離婚登記

年度 計 男性 女性 計 男性 女性

100 8,053 4,958 3,095 5,414 4,640 774
101 7,887 4,666 3,221 5,200 4,342 858
102 7,950 4,834 3,116 4,814 4,046 768
103 8,715 5,372 3,343 4,592 3,832 760
104 9,533 6,161 3,372 4,579 3,849 730
105 10,546 6,949 3,597 4,487 3,752 735
106 12,147 8,274 3,873 4,706 3,927 779
107 12,392 8,398 3,994 4,579 3,839 740
108 12,740 6,777 5,963 4,484 2,499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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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根據內政部於2012年委託學者吳惠林的「

我國離婚率發展之趨勢、影響及因應作法

之研究」研究報告顯示，離婚盛行率與

1.出生世代、年齡、教育程度及性別皆有關

係。

2.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現象也證實與離婚盛

行率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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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 吳惠林(2012)指出：

1.結婚動機的消失，也就是離婚的答案。

2.若按照年齡層來觀察，離婚比重最高的年

齡層落在約中壯年的 45-5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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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高峰期

1.女性高中學歷者離婚率最高。

2.男國中教育程度者比率最高。

3.女性大學以上學歷，離婚或分居者

比率增加得比男性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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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7家庭暴力事件統計
案件類型別

年度 合計
婚姻、離
婚或同居
關係暴力

兒少
保護

老人虐待 其他

100 104,315 56,734 25,740 3,193 18,648
101 115,203 61,309 31,353 3,625 18,916
102 130,829 60,916 40,597 3,624 25,692
103 114,609 60,816 22,140 3,375 28,278
104 116,742 61,947 21,360 5,971 27,464
105 117,550 64,978 16,198 7,046 29,328
106 118,586 64,898 15,779 7,473 30,436
107 120,002 65,021 15,188 7,745 32,04821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性別統計

年度 男性 女性 不詳 全國合計

100 24,148 68,585 1,417 94,150 

101 27,418 69,543 1,438 98,399 

102 31,796 76,396 1,911 110,103

103 26,312 66,030 1,321 95,663

104 26,882 67,616 1,320 95,818

105 27,022 66,884 1,269 95,175

106 27,995 66,091 1,316 95,402

107 28,963 66,354 1,376 9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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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家庭暴力比較

年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102 10,683 17,936 10,812 15,546 7,142 12,912
103 10,037 16,447 8,595 13,549 6,448 10,832
104 9,920 17,273 8,834 13,291 5,895 11,156
105 10,095 16,005 8,553 13,834 6,044 12,194
106 10,687 15,814 8,348 13,434 6,305 12,949
107 16,002 22,028 12,367 19,217 8,914 1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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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命週期發展

期別 發展階段 生命週期 任 務

第一期 嬰兒期 信任VS不信任 愛的需求滿足

第二期 幼兒期 自主VS羞愧/懷疑 探測環境

第三期 遊戲期 積極主動VS罪惡感 獨自籌劃做遊戲

第四期 兒童期 勤勉VS自卑 學習學校課程

第五期 青少年期 自我認同VS角色混淆 認識自己

第六期 成年期 親密VS孤立 社會化發展

第七期 中年期 創造VS停滯 事業發展有助人意願

第八期 老年期 整合VS絕望 對ㄧ生成就之檢討



社會學習

• 班度拉認為孩子的行為受環境中

他人的影響，孩子不必靠直接經

驗，只須經由觀察與模仿即可建

立新行為或改變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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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性別歧視之三核心

一、不歧視

二、實質平等

三、國家義務(尊重、保護、實現、促進

義務)



性別主流

• 性別主流化就是希望藉由立法與政策

落實性別平等，並能真正的消除所有

對婦女歧視的行為。

2020/9/3 27



性別平等概念是彈性的

• 性別平等不是用數字做代表

• 性別平等不是用比例做基準

• 性別平等不是一種制度或法規就能解釋

• 性別平等是一種大家均能普遍接受與認

同的價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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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歧視

• 「直接歧視」(Direct discrimination)包

括明顯(explicitly)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

所實施的差別待遇，例如限制聘用女

性測量助理人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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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歧視

• 「間接歧視」(Indirect discrimination)指的是

，一項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

男性和女性無任何歧視，但在實際施行上

產生歧視婦女的效果，例如財產繼承，根

據財政部統計，2014年國人遺產登記拋棄

繼承人數共計47,835，女性所占比例為

56.9%，顯示拋棄繼承以女性居多數，與

2013年相較，女性拋棄繼承比重上升0.3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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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認同

• 角色認同從自身做起，您認同自己的

性別角色嗎？用基本的價值觀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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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價值

• 不管是男性、女性、男男、女女，都

是一種被尊重的價值、一種彼此尊重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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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性別主流化的落實其實需要從最小的自己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場域做起，進

而影響整個大環境，而最重要的莫過於珍

惜自己的家人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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