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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列席心理師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處理專業人
才庫（初階、進階、高階、精進班） 

 台南市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 

 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及「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外聘委員 

 台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外聘
委員 

 

 



性別平等發展史 

一、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 1979) 

三、我國對性別平權的努力 

 就業服務法(1996)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 

 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 

 性別工作平等法(2002) 

 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 

 性騷擾防治法(2005)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例(2010)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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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成立沿革與運作機制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簡稱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
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
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
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
「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state)簽署加入，
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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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性別平等」是普世價值 

 我國憲法第7條揭示：「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另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亦規定： 「國家應維
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性別主流化的政策意義 

 性別主流化在國際間已被視為是推動性別平等之重要
策略，其主要內涵是認知到男性與女性在資源與需要
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會進而影響到兩性在公共領域
或勞動市場之參與。因此，如果政策之制定，能先看
到這些差異，針對不同需求設計，將能避免政策執行
上之失衡，或造成兩性機會不平等之現象。 

 



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8條：本法所稱性別
平等意識，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
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性別相關議題 

1.性別的文化建構：性別特質；性別角色；性別刻板化；
性別階級化等。 

2.性別與身體：身體形象；身體自主權；選美；美容、
瘦身、整容；性；安全性行為；墮胎；懷孕；生產等。 

3.性別與暴力：性騷擾；性侵犯；家庭暴力；婚姻暴力；
約會強暴等。 

4.性別與性取向：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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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相關議題 

5.性別與法律：民法親屬編；性別工作平等法；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等。 

6.婚姻與家庭：愛情；分手；母職/父職；家務勞動；
照顧工作；單親；多元家庭等。 

7.性別與工作：勞動參與率；同工同酬；單身條款；禁
孕條款；玻璃天花板；托兒；職場性騷擾等。 

 

 



性別相關議題 

 8.性別與教育：教材；教法；正式課程；師生互動；
同儕關係；校園空間；校園性騷擾等。 

 9.性別與媒體：廣告；戲劇；電影；電腦等。 

 10.性別與空間：家庭空間；校園空間；公共空間；
人際空間；善意環境等。 

 11.性別與政治：性別比例原則；女性政治人物；女
性選民；婦女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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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鄭瓊月副教授「迎向新時代的兩性關係：性別平等與性騷擾」ppt 

 



 



 



 



性別平等教育的範疇 

 生理教育：1.兩性的生理異同與發展。2.身體自主權 

 性別平等意識： 

   1.情感自主權 

   2.性別角色 

   3.性別互動 

   4.家事分工 

   5.職業選擇  

   6.對傳統習俗的了解與比較 

 性侵害防治教育：自我保護技巧 

 



關於家務分工這件事 

 家務分工的原因 

 家務分工的現況 

 家務分工的影響因素 

 家務分工的理論 

 家務分工的好處 

 家務分工的做法 



雙薪家庭的成因 

一、經濟需求： 
 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與物價的上漲，多數男性已無法
獨自維持一個家庭的開銷，尤其是如果想過稍有品質的家
庭生活，能出國旅遊、到餐廳用餐、讓孩子學才藝等，一
定得需要夫妻雙方均外出工作，才有辦法。 

二、心理需求： 
 許多研究證實，工作能提昇婦女的自尊心與榮譽感。比起
家庭主婦，職業婦女較不易感到焦慮與沮喪。投入職場對
婦女而言，有追求自我實現與心理健康的意義。 

三、社交需求： 
 婦女外出工作，因能接觸到家庭以外的社交環境，進而拓
展視野與人際關係，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源網絡。 
 



 



雙薪家庭的挑戰 

 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心理壓力 

 家事分工 

 托兒問題 

 時間管理與休閒安排 

 親密關係的維繫 

 職場文化 

 公共政策 

 …… 

 



職業婦女主要的壓力來源 

 一、子女教養問題 

 二、家事分工 

 三、婆媳問題 

 四、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職場媽媽：我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輪「第二班」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wrtFP6w3ARdwYUAbzNr1gt.;_ylu=X3oDMTEzdGY5ZzFxBGNvbG8DdHcxBHBvcwMzBHZ0aWQDVFdDMDg0XzEEc2VjA3Ny/RV=2/RE=1560628529/RO=10/RU=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4499/RK=2/RS=Du9I8W88cVh0be4ptQcH8B82yuk-


 從1970到1990年代，女性從事家務比例下降、男性投
入家務有所增加，但並非男性單獨做，而是和配偶一
起做。 

 而在實際的家務分工項目上，煮飯、洗衣、打掃等傳
統上屬於女性的工作，仍被歸為妻子的職責，而丈夫
參與的家務多半是修繕之類屬於男性的工作。調查顯
示，近年來「倒垃圾」、「照顧小孩」和「照顧老人」
三項家務已漸由家人平均負擔，其中「照顧小孩」部
分，女性主要負責生活照料，男性則是陪孩子玩。 

 女性參與家務的比例下降，並不全然是由另一半的分
攤幫忙，主要是有來自家庭網絡或社會資源的支持。
譬如回娘家、婆家吃飯或由長輩代為看顧子女、提高
外食比重、運用鐘點打掃等家事服務。 
 



 雙薪家庭相對於單薪家庭，在家務分工上，男性已主
動且參與較多的工作。不過，最常做的家務皆不是每
日經常性的事情，是有選擇性的，時間也較為彈性且
短。女性花在家務時間為男性的2.83倍。 



夫妻家務分工的變遷 

 妻子單獨負責 

 夫妻一起負責 

 丈夫單獨負責？ 



家務工作的性質 

 家事又可稱為家務或家庭勞動。從家事本質來看，家
務工作是「家中所有的事」。 

 美國全國家庭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Household）將家務分工歸納為九大項：準備餐點、
清理餐事務、清理室內環境、屋內外的維修、外出購
物、衣物的清洗熨燙和修補、財物的處理、汽車的維
修、開車接送家人、孩子的照顧。 

 家務工作它雖然是家庭生活中每天必須面對的瑣事，
亦是時間與精力的消耗，但更重要的是家務工作隱含
著家人「愛」與「關懷」的表達，亦是一種「責任」、
「照顧」、及「合作」的關係。 



育兒算不算家務？ 

 美國家庭調查將此項單獨列出 

 並非所有家庭均有育兒工作 

 育兒時間不易完全獨立於其他家事時間 



家務工作的特質 

 例行性 

 彈性 

 重複性 

 繁瑣性 

 性別區分性 

 階段性 

 可替代性 

 愛的表達 



兩性參與家庭勞務內涵與特質的分野 

女性/母職 男性/父職 

撫育（nurturance） 

餵食、穿衣、洗澡  

控制（control） 

社會化、學習社會要求的行為規範 

不間斷、重複、千篇一律 

如：煮飯、洗晚、洗衣服⋯等。  

罕見、不規則、非千篇一律 

如：修理水電、割草、整理庭院⋯等。 

工具性； 

洗澡、餵奶、換尿布  

情感性； 

陪小孩玩、看電視 

每天 

特定時間、選擇彈性少、瑣事、厭煩的 

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 

自由決定時間， 

內容明確、含休閒成分 

實質的勞務（task） 

滿足食衣住行生理需求 

抽象的關係（relationship） 

情緒發展、心理需求 

必要的、重複的、經常要做的 具創造力的、方便的 



家務工作的性別差異 

 （一）家務工作內容 

 （二）家務投入時間 

 （三）參與家務工作之感受 



 



2002年8月臺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妻子 先生 倍數 

職業婦女 2.46 1.12 2.2 

家庭主婦 3.74 1.08 3.46 

平均 3.11 1.1 2.83 



影響家務分工之因素 

 （一）夫妻之相對資源 

 （二）社會化經驗 

 （三）性別角色態度 



 男性對分擔家務的態度與行為，除了受傳統原生家庭
父母家務分工的模式和性別角色意識的影響，也和生
命中主要的兩個女人（老婆和媽媽）對男性分擔家務
的態度有關。 



 



 



女性為何覺得不公平？ 

“I want you to WANT  

to do the dishes.” 

 

個人公平觀改變 

整體社會公平觀改變 



婚後家務分工的同意程度 

 



家務誰來做？經濟資源成主因 

 經濟資源是影響家務分工的最大原因。如果女性出外工作，
可以換取較多的經濟資源，除了自然減少做家事的比例外，
另一半也會幫忙多做家事。 

 時間的可利用性、性別角色的態度、對家務的喜好態度，
也會影響家務分工。夫妻之間分擔家務，看工作時數而定，
較有時間的人就會多做家事；當夫妻皆持有較平等的性別
角色態度，丈夫參與家務的比例就會比較高；對家務的喜
好態度，譬如喜歡烹飪，或把家裡環境打掃乾淨，也是影
響因素之一。 

 情感也會影響家務分工，但僅發生於婚齡較低的夫妻，包
括新婚期。如果夫妻之間感情愈好，丈夫參與家務就愈多，
也就是做家事是一種實際表達愛、體貼與關懷的行動；因
為愛老婆，丈夫願意多分擔一點家務。 

 



 



XX磁力項圈結婚篇 



 



家務分工的主要理論 

 1.時間可利用論 

 2.資源論 

 3.性別角色論 

 4.社會學習論 

 



家事工作的意涵/唐先梅(1999)  

 家事的領域：家事就是家裡面的事情 

 家務的項目：家事就是煮飯、洗衣、照顧孩子 

 家庭相關人物：只要跟家裡的人有關就是家事 

 執行的行為：在家裡面所應處理的都是家事 



家庭中重要的角色工作/F. Ivan Nye 

 家務角色：負責清掃、洗衣、煮飯、洗碗、家計帳目
等。 

 養家角色：負責賺錢養家。 

 育兒角色：負責子女的撫育，包括餵食、洗澡、穿衣
服等。 

 教育子女角色：負責教導社會規範、行為、價值等。 

 親屬角色：維持親屬關係，保持聯絡並互助。 

 娛樂角色：負責安排家庭娛樂。 

 慰藉角色：了解、同情、幫助家人或聆聽傾訴的角色。 



家務分工與婚姻滿意度相關 

 王沂釗（2000）：引起婚姻衝突的原因有：傳統家庭
社會結構強調「家」的重要性與現代社會強調「重視
個人情感需求」的對立、與其他家人的相處情形、夫
妻對於家務分工與決策權力的不平衡、家庭經濟條件
及工作性質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個人心理適應狀況與
適應彼此的人格特質等因素。 

 言滔（2006）：影響兩性關係和諧的24個因素，其中
之一就是家庭分工。在家庭分工問題上的分歧會造成
夫妻雙方的不和諧，這些分歧來自於不同的人對家庭
角色和公平的理解。 

 蘇倩雪（2002）：婦女期待理想的家庭生活條件之一
是：丈夫能分擔家事。 



讓孩子幫忙做家務的目的 

 1、幫助孩子練習動作技能 

 2、培養孩子的責任感 

 3、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4、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5、讓孩子練習分類與收納 



家務分工／不再愛使喚 

 藥方名：「女主內，男主外。」 

 用法與用量：「循序漸進，不時增加劑量。」 

 服用與說明：「家裡任何聲響之前屬『內』，聲響之
後屬『外』。」 



 



 家務分工其實是為了合作，藉由參與家務的過程中，
增進彼此的情感，也是經營培養夫妻情感的方式之一。
兩性結合成為夫妻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傳宗接代，
也不是為了照顧彼此的父母，而是情感上的依附，若
夫妻雙方均能以此觀點來著眼，那麼因兩人結合成為
家庭，所產生的家務便不該僅是女性的責任，而是夫
妻雙方應該共同面對承擔的事，女性不需受傳統觀念
的束縛，認為自己應該承擔所有的家務，不須承擔因
工作，減少做家務時間而感到愧疚，男性也同樣不該
有做家務是「幫」太太、「體貼」太太的心態，而是
像婚前薪水可以完全屬於個人，而婚後就該把薪水部
份用在家庭一樣的理所當然。 



 家務分工的不平衡，但它不僅僅是男性的問題，女性
也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女性方面，首先是心態上要做調整。要降低標準和要
求，不去計較男人做不好的部份，不要求對方照自己
的方式、步驟去做家務，多點彈性、讚美與感激，不
要讓男性有挫敗感。其次，要期待、要溝通，不讓自
己扮演守門的角色，讓男性以「不會」為藉口，逐步
教，多鼓勵、讚美，增強其成就感與參與感。 

 男性方面，對於參與家務，現代男性最主要是「知行
不一」，認知層面和實際行動不一致。領悟到參與家
務對他們生活和婚姻的重要，但實際行動上雖比傳統
家庭的男性多，卻仍不足。 
 



目前我在家的工作項目 

 準備每日早餐、有時的午晚餐 

 洗衣服、襪子、床單、枕頭套 

 水電維修、清潔 

 採買水果、大部分日用品 

 購買孩子的衣服 

 行為管教 

 教導功課 

 醫療問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你會做哪些？ 



男性也可以 



結語：性別平權、國力向前 

 治安問題─性暴力、家庭暴力、職場安全。 

 社會文化問題─女性繼承權減損、性別歧視的言語及精神
虐待，子女監護權及姓氏歸屬。 

 販運走私人口問題─誘拐、販賣女童及婦女，藥物控制。 

 媒體傳播問題─拒絕物化女性、拒絕腥羶色。 

 新移民問題─尊重外配的原生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貧窮女性化問題─女性經濟權、低薪化、家務分工。 

 人口失衡問題─少子女化，男、女嬰性別比例失衡。 

 家庭照顧問題─托育、托老、殘障病弱照顧、婦女福利促
進。 

 決策與問題─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破除「玻璃帷幕」
效應。 

 醫療問題─應具性別敏感度，友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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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需要你我一起努力大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