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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框住你了嗎 
你活出自己還是活在性別裡?! 

自己 

自我 

認同 

 

人我關係 

 

突破創造 

 



促進性別平等之路- 

 

◎個人即政治 
(Personal is political.) 
◎看見多元經驗（性/別+階
級+族群） 

 

◎引發有意願的行動去改變-

自己不受限，差異不會是威
脅，才能尊重多元 

 



Degendering 

 絕大多數社會中的活動與工作都與天生性別差
異無關。 

 為了達致性別平等，我們要做的事情，首先應
是儘量不要以性別作為分類或差別待遇的基準，
以減少、進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不平
等。 (畢恆達   2008) 



 因為生活在一個已經性別化（gendered）的世界
中，要去除依性別進行的差別待遇其實並不容
易做到。它不是要把性別概念丟棄，反而是要
對日常生活中不自覺的性別語言與行動有高度
的警覺，例如不要過度注意女性的身體而忽視
她的能力、不講歧視任一性別的黃色笑話、不
認為女性都是情緒化的或男性都不能哭、不將
照顧與家務的責任推給女性、不認為男性應該
都是體育高手等。 (畢恆達   2008) 



捷運的性別空間 



女廁運動的歷史回顧 
 
 
1996年，台大學生會與“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學生，針對校園
中男女廁的隔間數、面積、通風、無障礙設施等進行調查。 
抗議公共場所女廁數量嚴重不足及設計不當的情況。 
形成公共議題討論 並促成法規改善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3A%2F%2Fimg1.cna.com.tw%2Fwww%2FWebPhotos%2Fnewstopic%2Fcommon%2F20120225%2F35244405.jpg&imgrefurl=http%3A%2F%2Fwww.cna.com.tw%2FTopic%2Fnewstopic%2F291-1%2F201202250033-1.aspx&docid=rkDtFap8CrXinM&tbnid=qz3lH0GgknCc8M%3A&w=320&h=240&ei=uXCtUYSwH4allAX-24H4AQ&ved=0CAIQxiAwAA&iact=ricl


台大女研社 
 
1996年在三八婦女節， 
舉行“三八女廁新主張，
讓我灑得好自在”，公
布該校的廁所調查結果，
也配合行動劇演出，成
功吸引媒體目光，道出
上廁所經驗不佳女性的
心聲 



（莊淑靜攝） 

澎湖馬公國小改建 蔡志鵬主任 





（莊淑靜攝） 



（莊淑靜攝） 











華梵大學性別友善廁所   
2012年啟用 

照片提供: 葉若瑛Zoe 



台灣大學性別友
善廁所  
(社會社工系館) 
2018年啟用 





性騷擾 

  解析性騷擾的複雜樣態： 

 

 84％為熟識者，90％為女性受害者 

 

敵意環境 

交換式性騷擾 

 



性騷擾的本質－權力不平等關係 

『思考妳／你的位置？』 

 

 性別權力關係 

   迷思－『因為我是女(男)性，所以我就必須…..』 

 職場位階的歧視 

   性別文化的檢視 

 

 如何減少敵意、增進平等 

  



問題與討論： 

 

 你如何在別人相處時 維持你的隱私權及界線? 

      

   如果有不合理或是不舒服的互動 

   你會如何反映? 



 「有那麼嚴重嗎？！就有那麼嚴重。」 

 自我尊嚴、就學、就業機會 

 挺身而出的意義：自我治療，自尊心的回復。
避免下一個受害人的出現。 

 



如何協助性騷擾受害者－避免二度
傷害（敵意環境）： 
 

 (1)蒐證的問題：詳細紀錄的重要 

 (2)權益了解及申訴管道 

 (3)建立支持系統 

 (4)注意刻板迷思及耳語的傷害 

 



性別刻板突破與平等意識 



 1967年20歲的Katherine Switzer堅持參加波士頓馬拉
松比賽，卻遭受逮捕的畫面。直到1976女性才能參賽! 
 資料來源：http://freshr.cc/news/2428 





50年後 
2017Katherine Switzer 70歲參賽 
躍過終點線 

根據波士頓體育協會的數據 ，2017年有13,698名女性報名參加馬拉松比賽，佔總參賽
人數的45％  
資料來源：https://www.rt.com/usa/385110-first-woman-boston-marathon-switzer/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l=en&sp=nmt4&u=http://raceday.baa.org/statistics.html&xid=17259,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48,15700253&usg=ALkJrhhSiJaMBn11U6t-6Z8s3CY5CP0yBg


台灣首位女棒球裁判劉柏君 
我不希望我只是個案， 
我要從「我」變成「我們」 
 



 棒球場上，一壘到本壘間的距離是90英呎（約27.431公尺）。奮力跑壘只需
4秒多，但台灣女性在這條短短的路上，卻等了109 年，直到台灣首位女棒
球裁判、女主審劉柏君，戴上面罩，眼神盯著投手，高喊：「Play Ball!」，
屬於「她們」能發號施令的球賽，才正式開打。 

 

 2018年3月底，39歲的棒球女主審劉柏君名列美國《富比世》（Forbes）雜
誌「2018年國際體壇最具影響力女性」（The Most Powerful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第19名。 

 

 雖然口吻半帶著玩笑口氣，但她走過的路，卻沒有一步邁得輕鬆。劉柏君是
台灣第一位得到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認證的女裁判，去年不但獲選台灣十大傑
出女青年，也入選美國國務院和espnW合作的全球運動導師計畫，赴美學習
行銷、贊助、網路直播、賽務和人才培訓的實務經驗。 

 

 劉柏君細數，只要她戴上裁判帽，就有人冷嘲熱諷：「女生摸球，球員會生
氣喔」、「女生的判決別人無法信服」、「我不敢坐女生坐過的椅子」。更
有裁判討論規則時，當著眾人的面對她說：「查某人妳懂什麼。」……………. 
 

 

 



 1897年，這項運動首次進入台灣，甚至成為大人小孩都瘋狂的「國
球」。然而，日據時期留下的禁忌，使女性不能踏進休息區、碰球具、
摸手套，更遑論當裁判。 

 2018年4月的早晨，陽光刺眼。在台北市觀山棒球場，看著重感冒的
劉柏君擔任壘審，神情專注地判決、跑位，和同組男裁判有說有笑。
就在棒球傳入台灣百年後，直到10多年前，這道關卡，才終於被劉柏
君打破，隻身闖入被男性把持天下的裁判界。 

 劉柏君念國中時，就想加入學校球隊，但卻直接被老師以「妳是女生」
拒絕。在台北大學讀社工系時，劉柏君擔任棒球志工、帶著少棒夏令
營的成員集訓、練球，「有一次陪小朋友去比賽，遇到不公平的判決，
我衝去罵裁判：『我來站都比你們好！』後來因為氣不過，我乾脆自
己去考，」雖然聲音沙啞，劉柏君仍記得當時義憤填膺的心情。 

 

      資料來源：Cheers  

       記者：楊竣傑 / 2018-05 /  
攝影：陳應欽、劉柏君提供 / Web Only 

 https://web.cheers.com.tw/issue/2018/no1women/article/2.php 

 

 

https://web.cheers.com.tw/issue/2018/no1women/article/2.php


水男孩真實版 日水上芭蕾隊首見
男隊員   2017/05/03 
 

日本全國水上芭蕾錦標賽，出現賽事60年來的首位男選手，來自茨城縣築波市中學
一年級的佐藤陽太郎Yotaro Saito，成為媒體的焦點。 
 他在5歲就開始接觸水上芭蕾佐藤每星期進行5天訓練，也曾參加日本水上芭蕾青
少年比賽。今年佐藤升上國一，通過測驗獲選為全國錦標賽選手 



奧地利男子啦啦隊 破除性別框架 
2019年1月8日  公視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