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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鄧佳旻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社團法人中華樂沐社會福利協會社工督導

 桃園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外聘督導

 社會安全網輔導團計畫輔導團

 雲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社工督導

 中華民國微光社會福利協會社工督導

 桃園市政府委託辦理兒少性剝削緊急安置服務方案-外聘督導

 臺北市士林更生保護會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服務團隊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

 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政策二組組長



媒體與我們的關係

 媒體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對助人工作者來說，運用媒體來發展服務是未來的
趨勢! (王智弘，2007)

摘自http://www.heart.net.tw/202-1.html



新媒體與新視野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

環境

個人

行為



為什麼媒體能影響我們

 觀察與模仿：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勤打掃

 學習他人行為後的結果─見到別人直接經驗的後果，
亦可在間接中學到某種行為。殺機儆猴

 概念模仿：是指個體在觀察學習時，對社會情境中
「楷模」行為的學習。

學習並模仿媒體中有關性別角色的行為



媒體裡的性別

你學到什麼，取決於你看見什麼!

戴上性別的眼鏡

來看看新聞、媒體裡藏著什麼性別觀點吧！



生活中處處有性別



你怎麼分辨性別



玩具也有性別?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

 生理性別：男、女生理上，天生的差異。

 社會性別：由社會透過刻板印象產生的差異。社
會性別一詞是用於描述在社會或文化中構建成
「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某些特質。儘管
某人的性別在眾多文化中被視為一項生物學上的
事實，但不同文化對於何謂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
則有不同標準。



刻板印象
 關於刻板印象，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人類用來簡化外界事物的技術」，也
是形成偏見的要素之一。



偏見與歧視
只看見群體中的個體展現自己的特質，就幫群體貼上
負面標籤：

女孩應該溫和害羞，不堅強的不是男孩

好男不跟女鬥。

女人比較會擔任照顧工作。

馬路三寶：老人、女人、老女人。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3827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MMW0iADvE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3827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MMW0iADvE


你看見什麼意識型態

https://www.facebook.com/2265630182
18708/posts/670355173839488/

https://www.facebook.com/226563018218708/posts/670355173839488/


動動腦

 為什麼女孩已習慣了代勞，男孩不
做的事？

 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
的，為什麼會有媽媽手?

 還有呢?



你看見什麼意識形態?



照顧議題與性別

 傳統文化下，你看見其中的性別壓迫嗎?

 女性擅長照顧?男生就得去賺錢?

 媒合就業：照顧工作最適合女性?

 孝順?壓迫?

 女性貧窮化!



算算看
 365 天全年無休的「母愛無價」，洗燙衣服、
接送小孩、煮飯燒菜、照顧家庭。

 如果做家事、照顧小孩都可以支薪，算一算，
你為這個家賺了、省了多少錢?

 打掃2小時280元、煮飯4小時 640元、照顧小
孩4小時640元…1560元…



汽車廣告裡的秘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NJ4WhdUg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fmQScklXw

 數據會說話?
 是刻板印象還是偏見?
 你看見那些性別的觀點?
 你都同意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NJ4WhdUg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fmQScklXw


物化



媒體裡的高富帥、白富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AQBS_SAK8

 裡面藏著什麼交往觀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AQBS_SAK8


楷模
《驚奇隊長》我不需要向別人證明自己
《冰雪奇緣》真愛之舉不是戀人的親吻

0815/05劉柏君第一位棒球女主審.mp4
0815/05劉柏君第一位棒球女主審.mp4


改變世界的力量

馬拉拉的故事.mp4
馬拉拉的故事.mp4


培養新聞媒體識讀的能力
我可以這樣做！

質疑-真的是這樣嗎?

反省-是不是刻板印象造成的?

解放-多聽聽想法，包容開放。

重建-用更好的方式來解釋、處理！



希望大家都前進一小步

朝性別更平等的社會邁進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