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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研究

中文摘要

在社會工作的領域中，多元文化與性別是兩個重要的角度。西方對學業中輟女性，也

同樣採取這兩個角度來檢視，文獻指出：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文化背景與學校環境互

動的結果，是導致女學生學業中輟的可能因素(Blair, 2002; O’Brien, 2003; Weiler,

2000)。在台灣學業中輟的領域中，卻還未曾有研究以這樣的角度來檢視女性學業中輟的問

題。從西元 1999 年開始，女性中學生學業中輟的數目，就逐年攀升，一些中輟女生也逐漸

的走入性交易、毒品交易等領域，而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的一方

面在了解台灣女性學業中輟生的學業中輟歷程，另外一方面也想了解這群女性中輟生的性

別角色特質及性別角色特質與學校環境互動的狀況。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選取受訪者、資料收集、以及資料分析與結果

驗證，均遵照紮根理論的方法進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深入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總共

訪問了 20 位年齡在 13—17 歲之間的國中學業中輟女性。訪談問題的主軸以這群女性自我

描述的女性特質、及學業中輟的歷程為主。訪問過程均在獲得受訪者同意之下，全程錄音，

訪問結束後並將錄音帶膳寫成逐字稿，作為資料分析的來源。最後再輔以文獻比較及與研

究同儕討論的方法，作為驗證研究結果的方法。

本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造成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包括：對學校課業不感興趣、被學

校系統排斥、與學校老師或是同學發生衝突、來自高風險的家庭，包括破碎家庭、貧窮家

庭、以及犯罪家庭、或是參與幫派等。本研究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本研究的受訪者並不

認同 “好女孩” 的性別角色，反而認同 “有一點壞的女性” 的性別角色。在台灣文化

中，好女孩意指保持甜美、清純、順從與安靜，壞女孩意指有膽識、敢於表現自己的想法

與意見。本研究的受訪者認為，壞女孩的形象才符合她們的價值觀、也才能讓她們在她們

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表現出壞一點以便保護自己，是本研究受訪者處理衝突的策略，而這

樣的策略卻違反了學校環境的要求，進而讓她們被學校排斥，而逐漸的走向學業中輟。

本研究另外一個初步的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受訪女性，相當在乎生命中重要的關係，

包括：家庭關係、和男朋友的關係等。然而受訪者在這些重要的關係中，都經驗到不同的

失落經驗。因此，關係的失落也是造成本研究受訪女性，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

根據研究的結果，本研究最後對學校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字：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學業中輟；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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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Young Women—The Case of High
School Dropouts

Abstract
Purpose: Diversity and gender are important lenses f or all fields of social work, including
school social work. One area where this has been applied is with high school dropouts, where
western literature point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context and female students’ gender 
identity/ethnic backgrounds a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chool drop out (Blair, 2002; O’Brien, 2003; 
Weiler, 2000). To date however, a similar analysis has not been conducted with girl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aiwanese culture for instance, girl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not highly 
valued. Instead, Taiwanese girls are expected to do poorly in schools in order not to scare boys
away. Therefore,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re not viewed as problematic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99 and that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include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young women in the sex trade and drug trad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dropping out and gender identity of one group of Asian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s a result, it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risk
factors for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Research method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5 young Taiwanese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ged 13-17.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focused on their reasons of dropping out and self-described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er shares the same ethnic background with participants, thu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Mandarin. Interviews were tape-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verbatim.
The transcript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fterwards.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data. Literature and peer debriefing were used to verify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resul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isk factors include: not interested in school work,
experiencing rejections from school systems, having conflicts with teachers and peers, coming
from broken families, poor families or criminal families, and being involved in gangs.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while the “good girl” image and silence are the cultural norms for 
females in Taiwan and most Asian culture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did not identify with “good 
girl” image, meaning sweet, innocent, silent, and obedient. Instead, they identify with “different” 
or “bad girl” image, meaning having guts and voices.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good girl” image 
leads them nowhere and “different or bad girl” image helps them survive in their own context. 
Participants adopt voicing their opinions to solve conflicts. This voicing strategy make them
experience rejections from school systems, as a result, the very strategies and identities that
helped them survive in their own context, paved the way to dropout from schools. Loss of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is also a risk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ir dropout.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Value conflicts are widely discussed in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dropou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conflicts and gender identity conflicts which lead
females to dropout in Taiwanese culture which are important additions to the cultur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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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Taiwanese young women; gender identity; drop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有二, 一是期望探討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 (西元 1987 年後)成長

的年輕, 學業中輟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 並根據結果, 提出對中輟女學生的服務對策. 二

是將這個研究的結果和研究者先前已發展出的, 台灣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

及目前尚在進行中的未受大學教育的年輕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作比較. 這個研究是由

研究者博士論文所延續的研究, 期望能逐漸累積研究成果, 建立台灣年輕女性的本土性性

別角色理論, 並希望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界在服務女性案主時的參考, 意即, 能將女性性別

角色的特質, 納入服務方案設計考量中.

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者將分三個部份來說明。第一個部份將說明台灣學業中輟生

的現況，第二個部份將說明研究者回顧國內外有關學業中輟生的研究狀況，第三個部份將

陳述，就前面兩個部份所導引出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s)。

根據教育部所頒布的 “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的規定, 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未經請假, 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 或是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

即列為中輟生. 由於學業中輟學生是成為犯罪者的高危險群, 依規定學校必須向縣, 市政

府通報, 縣, 市政府於收到通報之後, 除將行蹤不明學生資料送警政署外, 其他學生需指

派社工人員進行調查, 以期能夠及早發現問題, 及早處理. 由於法令的正式規定, 因此,

學業中輟學生成為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的重要對象. 然而在社工員介入中輟生服務工作數年

之後, 社工人員紛紛提出了不同層面的工作困境, 例如: 學校拒絕中輟生復學, 老師與社

工員在專業價值觀上的衝突 (郭靜晃, 民 90 年), 中輟生家庭功能不彰及家長不配合也不

重視學校教育 (黃木添, 王明仁, 民 87 年), 社工員所提供的服務方式無法讓中輟生接受

(蔡依君, 民 92 年). 然而近年來也未見到積極克服工作困境的對策出現, 研究者在搜尋

國內現有已出版的中輟生文獻中, 對於中輟生的瞭解, 仍然是停留在因個人, 家庭等因素

所造成的陳述, 並未見到具有新意及創見的研究. 研究者認為社工員要突破現有的工作困

境, 需要重新檢視中輟生的情況, 從新的角度來研究中輟生, 才能突破困境. 因此研究者

嚐試從台灣中輟生的人口基資料及國外文獻資料, 來找尋新的研究方向.

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的統計顯示, 台灣學業中輟的學生的人

數, 在 86 學年度為 8984 人, 87 學年度為 8368 人, 88 學年度為 5638 人, 89 學年度為 8666

人, 90 學年度為 9464 人, 為例年來的高峰, 91 學年度則降低為 6859 人, 這幾年來學業中

輟的人數每年都不盡相同, 但是歷年來中輟生大約佔了當年就學總人數的0.3%左右的情形,

倒是已經維持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又再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統計

資料的交叉分析顯示, 中輟生所居住的地區以東部地區居多, 國中層級輟學的人數也佔了

中輟生總人數的八成五, 其中特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數據是: 女性中輟生的比例逐年增加,

88學年度為40.5%, 89學年度為45.1%, 90學年度為46.7%, 91學年度為45%, 女性一

直是研究者長期關注的人口群, 這種逐漸攀升的中輟女學生的情況, 讓研究者不禁想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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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瞭解: 是什麼原因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 根據同一份研究統計顯示, 學業中輟的

原因大致為: 個人, 家庭, 學校, 同儕等因素造成的. 具體而言, 個人因素指的是成就低

落, 對所有學科均無興趣, 意外傷害及重大疾病, 智能不足, 精神異常, 身體殘障等; 家

庭因素指的是家庭關係不好或不正常,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家庭教育期望低, 需在家幫忙

家事等; 學校因素是指對課業缺乏興趣, 師生關係不佳等, 同儕因素是指同學關係不好或

被不良同學引誘等. 根據 90 學年度中輟原因的百分比來看, 41%的學生是因為個人因素而

中輟學業, 25%的學生是因為家庭因素而中輟學業, 11%的學生是因為學校因素而中輟學業,

10%的學生是因為同儕因素而中輟學業, 13%的學生是因為其他因素而中輟學業. 因此, 中

輟學業的因素中佔最大比例的為個人因素, 其次為家庭因素. 但是資料中並未特別具體指

出, 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的主要原因為何.

目前台灣現有已出版的文獻資料, 對學業中輟的問題的研究, 集中於數個方向: 中輟

生形成原因的探討 (溫怡雯, 章勝傑, 民89年; 章勝傑, 民91年), 中輟生形成的原因及

處遇方法 (黃韻如, 民88年; 黃德祥, 向天屏, 民88年; 劉秀汶, 民88年; 鄭崇趁, 民

88 年; 葉亞寧, 民 87 年; 陳儀如, 民 87 年), 中輟生復學後的適應問題 (李書文, 民 88

年; 程秋梅, 陳毓文, 民 90 年), 及資源教室實施成效探討 (劉鋸棟, 民 89 年). 成因探

討方面, 研究結果均不脫離個人, 家庭, 學校, 同儕等因素; 處遇的方法則大多傾向採取

教育及訓導系統的合作, 社區資源, 中途學校的運用, 家庭親職教育的進行等; 在實施成

效方面, 目前僅能以中輟生是否回學校上課來探討成效, 基本上, 研究結果傾向認為, 目

前協助中輟生的方法是有效的; 中輟生在復學之後, 則在自我概念, 學習進度, 交友方面

等, 都面臨重新適應的問題. 然而研究者所關切的 “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的主要原因

為何?” 仍舊得不到答案.

國外對於學業中輟的研究, 則和台灣有不同的取向. 除了學業中輟的原因探討之外

(Egyed, McIntosh, & Bull, 1998), 也有深入的探討替代教育方案 (如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證書, Building skills for print 方案) 對於學業中輟學生

幫助的成效 (Georges, 2001; King, 2002; Kohler, Snapp, 2000). 還有一個相當有意思

的角度, 是瞭解女性的學校經驗 (schooling experience) 如何對這群女學生的性別角色

特質及價值觀造成衝擊, 這些衝擊甚至於將她們逐漸邊緣化, 進而變成學業中輟的過程

(Arnot, 1984; Buskirtk, 2000; Lloyd & O’regan, 2000; Luttrell, 1997; Mac & Ghaill,

1996; O’Brien, 2003). 詳細的內容將於文獻回顧 (literature review) 的部份再作說

明. 這個角度在台灣目前對學業中輟生的研究領域中, 是一個處女地. 這個角度部份回答

了研究者的問題, 然而這個結果是否適用於解釋造成台灣女性學業中輟的現象? 台灣學業

中輟女性的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互動的經驗, 和西方人的情況是否一樣? 則需要進一

步研究. 從這個角度 (性別角色認同和學校經驗) 來瞭解中輟女生, 可以突破目前對於中

輟生的瞭解, 並對中輟生的服務發展出新的方向. 這是研究者提出這個研究計劃的第一個

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研究者以性別角色 (gender identity) 作為主要的研究興趣, 特別

是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成長的女性, 研究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興趣理由陳述如下: 台灣在

過去的一百年間, 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變遷, 總共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 分別是: 日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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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戒嚴時期, 及解嚴後進入民主時代的時期. 西元 1987 年, 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

基於人道及世界民主潮流的考量, 解除了台灣的戒嚴令, 使得台灣正式進入民主時代. 這

個時代, 因為許多從前視為禁忌的議題, 全部得以公開的討論. Rubinstein (1999) 就指

出,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 最大的社會政治特色就是言論表達的自由. 楊文宜 (1999)

同時也認為, 多元化是這個階段的社會環境特色. 多元化同時反應在許多議題上. 廖福村

(2000) 指出, 台灣解嚴之後, 社會環境的多元化, 使得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類型, 也更加

的複雜. Lu(呂秀蓮) (1991) 指出, 台灣解除戒嚴的隔年, 即西元 1988 年, 一群台灣婦女

運動的先驅, 在台北進行抗議選美活動在台灣舉行, 成為台灣婦女意識覺醒的一個里程碑.

Wang (1998) 指出, 同性戀的議題在過去是不被允許公開討論的, 然而台灣在 1990 年代之

後, 同性戀的議題, 開始在校園內公開的討論, 只是這個議題並未得到很大的注意. 江文

瑜和邱貴芬 (1997) 分析了一千多首從日據時代至民主時代台灣流行歌曲, 發現台灣進入

民主時代以前有關女性的歌曲, 談的多數是女性對男性的等待與所受的折磨. 而台灣進入

民主時代之後的有關女性歌曲, 焦點大多是放在與男性之間的愛與情, 並未提到任何的女

性意識. 在這個社會劇烈變化階段成長的台灣年輕女性, 性別角色的特質為何? 目前就只

有研究者所完成的博士論文討論這個問題. Liu(劉珠利) (2001) 指出, 在台灣進入民主時

代之後成長的年輕女大學生, 她們的性別角色特質是人際取向的自我 (relational self),

然而, 受到台灣的儒家思想及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 她們和不同的對象, 建立不同特色的

關係, 其中最大的改變, 就是她們相當重視和男朋友之間的平等, 互相照顧的關係, 也相

當注重自己在未來擁有經濟的能力, 進而讓自己的生命擁有較多的選擇. 由於研究台灣進

入民主時代後成長的年輕女性的相關研究很少, 因此, 這一個主題的研究仍舊需要累積更

多的研究.

第三個原因是, 研究者近年來企圖建立台灣民主時代成長的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

以台灣的文化脈絡下所發展出的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的實證研究, 仍然不多. 以台灣

民主時代成長的女性的性別角色的研究, 更是缺乏. 有鑑於此,研究者的博士論文是研究

台灣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 (請見所附資料),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國科會獎助計劃,

是探討未受大學教育 (高中, 高職畢業), 且目前正在工作的台灣年輕女性的性別角色特

質 (編號: NSC92-2412-H-029-013), 而學業中輟的台灣年輕女性, 在學校經驗或是學習

成就方面, 和研究者前述兩個研究, 是差異很大的一群人口, 探討學業中輟女學生的性別

角色特質, 一方面可以將研究結果和研究者的前述兩個研究結果所形成的性別角色模型

(gender identity model) 作比較, 讓研究者的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模型更為完善, 另

外一方面, 也可以對學業中輟女學生有不同角度的瞭解, 進而可以形成服務的對策. 綜合

上述所言, 引發了研究者想探討學業中輟女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的研究動機.

因此, 本研究即計畫以學業中輟的台灣年輕女性, 為研究對象. 而本研究的研究題目
(research questions)為:

1.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為何?

2.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學校經驗為何?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間的互

動經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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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本研究期望不但能逐漸形成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的理論, 也希望能根據本研究

結果, 能對學業中輟女性的社會工作實務, 提出建議.

重要名詞解釋:

根據 Katz (1979), Biddle (1979), McNeil and Petersen (1985) 等學者的看法, 在

本研究中, 將性別角色定義為: 社會文化及個人所認為, 符合女性角色的行為, 價值觀,

人格特質, 能力, 興趣, 及自我概念. 性別角色的特質, 是一個由生理因素, 還是由社會

文化環境所界定而成的? 許多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看法. 近期, McIntosh (1999) 所提出

的看法, 受到較多的注意. McIntosh (1999) 認為, 父母根據子女的性別, 依照他們所處

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於性別的要求, 來教育她們的子女, 而子女們內化了這些要求而成為她

們性別角色的特質. 因此, McIntosh (1999) 認為, 性別角色特質是跟社會文化環境習習

相關的. 本研究採取 McIntosh (1999) 的看法, 將性別角色特質視為一個由社會文化建構

出的變項. 因此, 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說明, 及相關文獻探討, 都是著重於性別和社會文化

間的關係.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 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在文獻探討的部份, 研究者將分兩大部份來探討. 第一部份為探討西方有關性別角色

的理論, 包括:佛洛依德 (Freud), 艾力克森(Erickson), 柯爾博(Kolhberg), 關係中的

自我 (Self-in-Relation) 的理論, 及 Gilligan 的理論 (有些部份將與研究者去年所提

出的國科會研究計劃雷同); 第二部份討論女性性別角色和學校經驗間的關係; 第三部份

將討論有關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的相關研究.

在西方, 關於性別角色特質的理論, 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為大部份的學者們較

為熟悉的佛洛依德 (Freud), 艾力克森 (Erickson), 柯爾博 (Kolhberg)等人的理論; 另

外一類為近年來新興的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及 Gilligan 的理論.

第一類型的理論, 其實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 發現男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是 “分

離”(separation), “自主”(autonomy), 及講求 “公平正義” (ethic of justice), 然

後將以男性為主的研究結果, 推論至全體人類, 認為上述的特質就是人類(不分種族及性

別)的特質. 第二類型的理論, 強調的就是, 男性和女性基本上除了生理結構不同之外,

社會文化對男性與女性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 因此造成了不一樣的性別角色特質, 男性強

調自主及分離, 而女性強調的是 “重視人際關係”(relational self), “情感交

流”(empathy), 及 “照顧他人”(ethic of caring). 第二類型的理論, 強調的是男性和

女性本來就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重要的是, 人類能夠認同這些差異的存在, 並且認同這些

差異都是具有價值的. 這些理論的主要觀點, 將分述如下. 因為本研究是以女性為研究對

象, 因此, 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 有較詳細的討論.

佛洛依德 (Freud)的理論:
佛洛依德 (1927)從一個身體解剖學的觀點來說明女性的性別角色認同的過程. 佛洛

依德認為, 人類的發展需經過五個階段的發展, 分別是: 口慾期, 肛慾期, 性蕾期, 潛伏

期, 及青春期. 在性蕾期的階段, 女孩發現自己沒有男性所有的陰莖, 女孩非常嫉妒男性

擁有陰莖, 而且希望擁有陰莖. 可是, 當女孩發現這是不可能之後, 轉而希望能生父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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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為了吸引父親的注意, 所以女孩就轉而學習母親的行為. 這就是女孩認同母親,

發展自己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的過程. 由於女性經歷這種陰莖崇拜的過程, 所以女性一生都

被愛, 恨, 被動, 自戀, 及被虐待的情緒所主導.

艾力克森 (Erickson)的理論:
艾力克森 (1968) 的理論強調, 人類終其一生, 有八大發展階段. 每一階段有不同的

任務需要完成. 如果那一階段的任務完成, 才能順利的進入下一個發展的階段. 艾力克森

(1968) 理論的第四個階段, 也就是一個人青春期的階段, 就是人類發展性別認同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 不分男女都會開始思考自己是誰? 這個問題. 而女孩為了得到自己的社會

地位, 所以開始企圖吸引男孩的注意; 而且女孩子需要從別人(男性)對她的回饋中, 才能

發現自己是誰. 艾力克森 (1968) 同時指出, 女性的空洞的內在, 意指女性的子宮, 卵巢,

陰道, 就註定了女性要由男性來填補她空洞的內在, 同時也註定了女性一生都很重視和諧

與團結, 如此才能夠保護, 完成女性的生育天職.

柯爾博 (Kolhberg)的理論:
柯爾博 (1976) 發展了一個三階段的人類道德發展理論, 分別是: 循規前期

(pre-conventional), 循規期(conventional), 及循規後期(post-conventional). 在循

規前期的階段, 小孩在這個階段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事情只有好或壞兩種; 在循規期的階

段, 小孩非常注意取樂別人, 遵守社會規範; 在循規後期階段, 小孩則著重於正義, 法律,

及原則. 柯爾博 (1976) 強調, 不分男女都是依照這個順序來發展道德思考的. 然而, 如

果一個人的特性傾向於與人分離, 自主, 則較容易達到循規後期的階段. 由於女性較依附

於其他人, 所以女性較少達到循規後期的階段. 所以, 柯爾博 (1976) 認為, 因為女性的

性別角色特色使然, 使得女性的道德發展較遜於男性.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的理論:
此理論主要說明女性原本就是在強調和人建立關係的環境下成長的, 因此, 一般理論

所強調的自主 , 分離是成熟的指標 , 是不適合女孩的 .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強調, 愛—同理(love-empathy) 才是女孩的成長模式與目標.

Surrey (1991) 借用 Chodorow, 一位精神分析學派的大師的觀點來說, 母親一開始

對男嬰和女嬰的互動都是相同的, 由於社會文化對男性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母親也受這種

刻板印象的影響, 在跟男孩的互動上, 沒有那麼多情感的互動, 所以也就造就了男孩在跟

人的互動上, 比較缺乏情感. 母親對待兒子和女兒的態度相當不一樣, 無論是心理上還是

生理上, 母親把女兒當成是自己的延伸, 對女兒比較有情感上的連結 (connected), 有經

驗上的交換, 女兒也回應母親的態度, 對母親的種種, 較有同理的 (empathic), 連結的

反應, 母親的反應也相對鼓勵, 增強了女兒建立對人的同理反應. 經由這樣的過程, 女兒

和母親建立了相互同理的關係, 也建立了自我的價值感. Surrey (1991) 認為女孩和母親

的關係, 使得女孩有較多練習關懷別人的機會, 使女孩建立了較易和人連結的性別角色特

質. 由於女性的特質是一種人際取向的特質(relational self), 因此, 健康的人際關係,

才能促成女性全面, 健康的成長. 而且, 女性的自我 (self), 還有認同(identity), 是

從她和人們的互動關係中, 從人們的回饋中, 逐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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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和人連結的自我(connected self)才是女孩的性別角色特質, 因此, Jordan

(1991) 提出 “互相同理”(mutual empathy), 意指想法, 感情互相的交流, 才是女孩成

熟的目標. 而擁有彈性的自我界限 (flexible boundary), 是達成同理的必要條件.

Jordan (1991)指出, 彈性的自我界線才能讓情感自由的交流, 才能讓自己覺得被瞭解,

才能進一步建立真正的同理. 然而在臨床的經驗中, Jordan (1991) 發現, 女性在人際關

係中, 尤其是婚姻關係中, 女性習慣於自我犧牲, 習慣於單方面不斷的為對方付出, 結果

造成女性太過於同理自己的伴侶, 而太少同理自己, 為伴侶付出太多, 而太少照顧自己.

Jordan (1991) 認為這種不平均的同理 (imbalance mutuality) 的同理狀況, 是讓女性受

折磨, 逐漸失去自我價值感, 甚至於出現憂鬱症狀的原因. 因此, Jordan (1991) 才會強

調, 除了同理以外, “互相” (mutuality), 意指關係中的兩人, 平均的貢獻自己, 平

均的互相關懷對方, 也是促進女性發展健康的自我的條件. 簡言之, “人際取向的自

我” (relational self)是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 而擁有彈性的自我界線及相互的同理,

是促進女性的關係中的自己健康發展的條件.

許多實證研究結果, 顯示女性的自我的確是人際取向的自我, 支持了 “關係中的

自我” 的理論的觀點(Goodman, 1990; Lazzari, Ford, & Haughey, 1996; Sperberb &

Stabb, 1998). 另外一些研究則提供了更深入的看法. Beeber (1999) 指出, 由於女性

需要從人際回饋中建立自我, 所以, 頭一次離開家, 到陌生環境中求學的大一女學生, 在

全無熟悉的支持關係的情況下, 她們的自我價值是處在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 一遇到壓力

事件, 自我價值感即變的十分低落, 因此極為容易出現憂鬱的症狀. Beeber (1999) 的研

究結果明確的指出人際取向的自我, 和憂鬱症狀之間的路徑, 也同時指出, 來自社會支持

網絡的回饋, 對女性自我價值感的建立和維持, 有正向的影響. 因此社會支持網絡, 對於

初次離家的女性, 有很大的幫助.

很多女性覺得她們的女性友誼, 曾經對她們的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Berzoff (1989) 就

針對女性之間的友誼, 是如何產生類似的治療效果作為研究主題, 以一群有這種體驗的女

性為訪問對象, Berzoff (1989) 發現, 因為她們的友誼形成了一種支持的環境, 她們之間

的互相回饋, 則產生一種鏡子的效果, 讓她們看清楚自己, 甚至讓她們重新處理她們過去

的母女關係, 從而產生了新的認同. Berzoff (1989) 的研究結論, 明確的說明了女性可以

從滋養的人際關係中, 建立健康的認同.

Davenport and Yurich (1991)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與 人 連 結

(connectedness/relatedness) 同樣是在北美的墨西哥裔婦女與非洲裔婦女的特質, 但是,

墨西哥裔婦女和男人的關係, 是一種非常有力 (powerful) 的關係, 因為她們的社會化過

程讓她們覺得, 男人雖然不可靠, 然而也是她們一生中, 無法放棄的關係. 所以她們還是

會為男人作一些犧牲的. 非洲裔婦女則被社會化成為很強悍的工作者, 她們習慣和父母,

子女及其他人建立強而有力的關係, 然而她們終其一生, 並不會和男人建立浪漫

(romantic) 的關係. Davenport and Yurich (1991) 的研究點出了一個讓人思考的角度:

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 她們建立關係的範圍及強度, 有什麼樣的不同? 這也提供了非白種

人, 在應用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時, 可以切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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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 這些實証研究報告, 除了證實人際取向的自我, 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年齡階層外, 也提出了讓研究者在引用這個理論時, 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女性的人際取

向的自我, 在不同的情境, 還有建立關係的對象不同時, 其面貌也有所不同.

一些社工員也將這個理論的概念, 運用於臨床工作中. Sesan (1997) 就放棄傳統上,

運用行為治療學派的方法來治療患有厭食症的女性案主, 而改用和女性案主建立平等, 有

滋養性的關係, 讓女性案主從這種關係中建立對自己的信心, 從而修正了厭食的症狀.

Manhal-Baugus (1998) 及 Zelvin (1999)也放棄幫助藥物成癮患者的傳統治療模式, 改採

用和女性藥物成癮患者建立平等, 滋養的關係, 幫助女性案主肯定自己, 結果發現, 這樣

的作法, 的確幫助了藥物成癮的女性, 打破了 “關係受挫—藥物濫用” 的惡性循環. 總

言之, 實務工作上的報告, 也呈現出, 針對女性案主的社會工作處遇方法, 也必須將女性

的性別角色特質, 納入處遇方法的設計之中, 才能真正達到效果.

Gilligan 的理論:
Gilligan (1977) 提出了一個女性道德發展的理論. 她認為, 女性的道德發展和女性

的特質是有關的, 由於女性原本就相當注重人際關係, 女性的發展本來就不強調與人分離,

所以, 女性道德發展的特色是 “照顧原則”(ethic of care), 而不是“公平正義原

則”(ethic of justice). Gilligan (1977) 強調, 女性的特質是強調“照顧他人”,

強調責任, 強調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之間要求取平衡, 女性並不強調只以自己的需要

為主.

Gilligan (1977) 的理論認為女性的道德發展, 也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為: 求

取生存 (orientation to individual survival), 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 還在為求取自己

的生存而努力, 視自己是非常缺乏力量 (power)的人. 第二層為: 自我犧牲是高尚的”

(goodness as self-sacrifice), 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 很遵守社會的規範, 也努力的達

成社會的期望, 認為得到別人的認可是很重要的. 所以, 她們認為自我犧牲是好的. 第三

層為: “不傷害他人”(morality of nonviolence), 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 意識到自我犧

牲不一定有用, 她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價值, 意識到自己還是一個有力量(power)的人,

意識到自己是擁有選擇權力的人.

除了女性的道德發展理論之外, Gilligan (1992) 同時也對青少女成長過程的性別角

色特質變化, 提出了一套理論. Gilligan (1992) 認為成長於父權體系之下的青少女, 在

成長過程中性別角色特質最大的改變, 就是從小孩階段的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真誠的待

人, 逐漸因為環境壓力等因素, 而開始隱藏自己的意見, 為自己築起保護牆, 甚至於轉變

為沉默 (silence). Gilligan (1992) 總結道, 許多女性的青少年成長歷程, 是一種逐漸

沉默的過程.

實務工作者也將 Gilligan 的理論運用於工作中, 例如: Baines 等人 (1991) 則以女

性一生中的照顧角色為觀點, 提出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時, 不應該濫用女性的照顧特質,

一方面將家庭中的照顧者角色, 由女性來扮演, 另一方面卻又貶低照顧的價值; Days

(2000) 則將女性的照顧特質運用於空間設計上, 認為在空間設計上, 就應該設計讓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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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顧任務的地方.

Gilligan 的理論得到了許多研究者廣泛的興趣, 許多研究者引用她的理論來進行研

究. 這些研究可分為二類, 一類為驗證 Gilligan 的理論, 來瞭解女性是否採用“照顧

原則”來解決問題. 另外一類研究則為試圖找出第三種道德發展的類型.

在驗證 Gilligan 的理論方面, 大多數的研究結果都支持了 Gilligan 的理論, 也就

是女性傾向使用“照顧原則”來解決問題(Dongenberg & Hoffman, 1988; Ford & Lowery,

1986; Lyon, 1983; Mennuti & Creamer, 1991; Rothbart, Hanley, & Albert, 1986).

在試圖找出第三種道德發展的類型的研究方面, Golden (1989) 分析了電視劇

“Murphy Brown” 的情節, 發現, 女主角使用“照顧原則”來解決工作以外的問題,

但是採用 “自我服侍 (self-serving)—幽默” 的原則來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因為照顧

的原則對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不太有用; Mennuti and Creamer (1991) 以大學校長(男女

都有)為研究對象, 瞭解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結果發現, 這些大學校長並不會只採用

一種方法來解決問題, 而是採用混合的方式, 就是混合了“照顧原則”及“公平正義原

則”來解決問題, 但是他們的研究還是證實了, 女性校長採用“照顧原則”的機會較多;

Yeh and Creamer (1995)以台灣的大學主管為對象, 研究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結果發

現, 他們視問題的性質, 而採用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工作上的問題, 先是採用

“公平正義原則”, 然後才是關懷個人的福祉, 私人問題上, 先是考慮自己的興趣,

然後再考慮自己的責任, 他們的研究最後還指出, 畢竟台灣文化還是傾向於集體文化的色

彩, 因此, 責任對大多數的主管而言, 是很重要的考量.

雖然實證研究將 Gilligan 的理論推論的非常複雜, 但是基本上, Gilligan 所提出的

女性的特質是“照顧原則”的論點, 是大家認可的.

綜合以上所討論的西方有關女性角色特質的理論, 大致上可以總結出, 女性的特質是

強調不與人群分離, 重視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 是具備了人際取向的自我, 重視自己的

需要與他人的需要之間要達成平衡, 也就是注重照顧他人. 但是, 其中較早的理論把這些

特質, 標籤成負面的, 認為是不好的, 而近期發展出的理論則認為, 這些就是有別於男性

的特質, 沒有好壞之分, 只是兩類不同的特質.

有關女性性別角色 (gender identity) 與學校經驗 (schooling experience):

西方文獻中，從多元文化、 性別、 與社會階層的角度來探討學業中輟問題時，大致的觀

點整理如下:

1. 中等學校是複製中產階級性別認同、知識、與價值觀的地方1，認同取向不同的女學生
易被排斥， 形成中輟的危險

1 性別認同特質, 種族文化背景, 社會階層背景是非常困難加以絕對區分的, 本文所參考的西方文獻也特別
提到, 這三個因素經常是相互交錯的, 因此在本文中也將之視為是相互交錯的因素, 無法絕對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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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化” 通常是性別角色規範中，對女性最常見的要求。然而這並不足以涵蓋性別

角色的概念。每一個文化、種族、及社會階層，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規範，有其獨特的要

求。舉例來說，白種人對於女性的要求是：身材要瘦，行為舉止文雅，當成功男人背後的

女性；而黑人對於女性的要求則是：成為一個可以有力的悍衛家人的堅強女性 (Barns,

2003)；中產階級認為成為好妻子及好母親很重要，而勞動階級則認為女性擁有經濟能力很

重要 (Stewart and Ostrove, 1993)。 Weiler (2000) 指出，在紐約地區的學業中輟女性

(包括勞動階級女性及少數民族) 的性別角色特質是: 對於未來缺乏高成就動機，在職業的

選擇上以手工業 (manual work) 或全職家庭主婦為主，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以傳統女性角

色 (母親, 妻子)為主; Lloyd and O’Regan (2000) 以一群英國學業中輟女性為對象的研

究，指出她們的性別角色特質是: 對未來的圖像是有一份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及扮演母

親的角色。Weiler (2000) 與 Lloyd and O’Regan (2000)都共同認為，並不是因為認同 “母

親角色”及 “缺乏高成就動機”而造成學業中輟，而是當這類型的女學生與學校系統互動

並產生衝突，所發生的衝突才是造成學業中輟的主因。下列的文獻對衝突的過程，有較詳

細的說明。

在西方 Schooling 領域的重要學者 Arnot (1984) 研究英國的中學教育指出，學校是

一個讓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文化、及性別角色認同三項因素產生互動，相互影響的

地方; Arnot (1984) 指出，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傾向於認同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 價

值觀的人，因此， 學校的課程目標絕大多數都是順應中產階級女學生的需要，譬如: 課程

的內容偏向於教導學生學習秘書工作的技術，成為好妻子及好母親所需具備的技巧等，而

且女學生的服裝、髮型、行為舉止的規定，也是以中產階級的女學生的標準為尺度。因此，

學校中充斥的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自於勞動階層 (working-class)

的女學生，所帶來的價值觀，例如: 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 (可能是勞力工作)，行為舉止不

刻意遵守 “仕女” (lady-like) 禮節等， 就變的格格不入。因此，在學校環境中，勞動

階級的女學生似乎就成了 “偏差” (deviant) 的一羣學生。被歸類為 “偏差” 的學校

經驗，對於這一群正處於發展性別角色認同的中學女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Arnot (1984)

並未具體的說明影響的結果， 然而 Arnot (1984) 建議，學校應該和家庭、工作等，有更

多的對話，讓學校成為一個更好的性別角色社會化的機構。 O’Brien (2003) 以愛爾蘭的

中學生為對象，研究她們的學校經驗與性別角色特質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這一群女學生

在經歷兩年的中學教育後，形成兩組不同類別的學生，一組是接受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的學

生，這一組的學生就成為好學生，對於課業很認真，學業成就高，接受學校的衣著規範， 願

意用較多的課後時間來完成課後作業 (homework); 另外一組則是不接受中產階級的價值

觀的學生，這一組的學生就成為學校中被孤立，被邊緣化的一群學生，對於課業態度鬆散，

對於學校的衣著規範有很情緒化的反應，甚至反抗，不願意用較多的課後時間來完成作業。

O’Brien (2003) 認為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因素造成女中學生中輟學業，對於勞動階層的

女中學生而言，以中產階級價值觀為主流的中學，有太多對她們不利的因素，讓她們逐漸

遠學校。因此，學校體系與女學生性別角色之間的互動，是一個中輟原因探討中，值得注

意的因素。

除了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差異之外，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制，也是另外一個促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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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中輟的因素。Blair (2002) 認為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父

權體系，多數的高階主管為男性，課程以及校規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設計，忽略女性的特

質與需要。男性和女性的發展與需要，本來就不ㄧ樣，例如:男性重視獨立自主，而女性重

視關係的建立（Jordan, 1997)。當女性顯現出不同於男性的需要與做法時，在這樣的系統

中，就運用了一些方法來壓迫與它不同的意見與作法，對學校社工、女老師、及女學生都

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常見的壓迫方法就是以議題控制 (topic control)、干擾

(interruption)、控制解釋事情的方向 (interpretive control)、及忽視 (nonresponse)

來迫使不同意見者保持沉默。這樣的作法讓女性學生學習到，如果想要在學校成功，那麼

就是保持沉默，保持不被注意，遵守所有規範，就能夠順利成功完成學業; 想要挑戰或是

反抗，就會被刁難，最後造成離開學校。Blair (2002) 建議，如何和“父權”的文化與價

值觀溝通，是學校社工員的工作之一，也是學校社工員幫助學生的任務之一。Blair (2002)

將學校視為一個父權體制複製的產物，的確是一個過去大家不曾採用的角度，值得深思。

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 Taylor, Gilligan and Sullivan (1995/1997) 的研究中。

在哈佛大學的支助之下，她們以美國東岸女子中學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一項長期的女性性

別角色發展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這些女學生剛從國小畢業進入中學時， 是一派天真，

有話直說，無所畏懼; 然而在中學幾年之後，這些女性逐漸的變為沉默，和學校同學或是

老師互動時，變的不敢暢所欲言，因為她們發現暢所欲言並不一定能夠帶來好處，沉默變

成是她們適應成長，適應環境要求的方法。有趣的是，有中輟危險的女學生，特質是擺盪

在沉默與勇敢表達自己之間，因為她們想要表達自己，結果讓自己失掉所有的關係、被批

評為離經判道 (off keys)，進而逐漸走向中輟。Taylor, Gilligan and Sullivan

(1995/1997) 的研究以及上述 Blair (2002)、Arnot (1984) 的研究提醒大家，不願意接

受學校單一方向的要求，並且 “有膽” 講出自己想法的女學生，本身就已經帶有學業中

輟的 “危險因子”， 如果學校系統並未準備接受不同的語音， 那麼這些女學生中輟也就

不足為奇。

種族與社會階層交錯形成的價值觀，也可能是形成中輟的因素之一。Luttrell (1997)

以美國費城及北卡二地的學業中輟、勞動階級黑人女性為對象，瞭解她們的學校經驗的關

係。結果發現，這群女學生認為學校的經驗和她們的性別角色認同之間是有衝突的，因為

學校經驗對於她們完成女性的任務，是沒有幫助的。她們在黑人勞動階層社區中生存，並

不需要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反而是母親的經驗與智慧才能幫助她們成為稱職的女性。而要

成為老師喜愛的學生，就必須學習成為老師的 “寵物” (接受老師的觀念)。 當她們不願

意成為老師的 “寵物”，這種對於學校知識的態度，和白種女學生相較之下，就得不到老

師的喜愛，成為邊緣的一群學生，進而成為學業中輟。因此，不論是學校的使命、師生的

關係、權威關係等，都應該要重新思考，它們是否只代表某一階級與種族的價值觀？過於

狹窄的價值觀，將會使其他代表非主流價值觀的學生被排除於外。

簡言之，上述的研究均顯示，西方世界的中等學校是複製白種人、中產階級、父權社

會性別認同、知識、與價值觀的地方，認同取向不同的學生易被排斥，當學生感受到排斥

時，就埋下了中輟的危險因素; 中學女學生學習和自己的性別角色及文化、社會背景配合

的課程，興趣較高，當學習的興趣提高時，學業中輟的危險性就為之降低。上述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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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研究者反省到台灣的中等學校，充斥的是什麼樣的概念? 是否存在西方社會中同樣的

現象呢？長期以來，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台灣中等學校的主流思想與價值觀。近年來，

因為台灣強調本土意識，強調向自己的次文化學習，所以在課程中已經加入了原住民文化、

客家文化等教材。然而在女性性別角色的議題上，除了近年來積極的倡導的兩性平等的教

育之外，事實上，並未對於學校中所充斥的性別角色的規範，加以分析與思考。台灣的中

等學校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的主流規範為何？這樣的規範是否種下中輟的危險因素？目前

還無法回答。因此，研究者建議，這是一個可以深入研究與探討的角度。

2. 中等學校組織結構(教師, 期望, 課程內容) 以主流(白種人)族裔為主， 無形中對非主
流族裔女學生造成種族歧視，形成中輟的危險

學校的組織結構可分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的組織結構意指學校正式的編組與規

定，而非正式的組織則意指學校內的情感、溝通、決策、權力等的形態 (林勝義, 民 93 年)。

不論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學校組織結構，事實上也可能隱藏了一些可能造成學生學業中輟

的危險因子。 Franklin and Soto (2002) 以及 Lagana (2004) 的研究指出了教師對某些

文化所抱持的刻板印象所照成的影響。他們的研究中均指出，非白種中學生的確有較高的

危險性成為中輟生，Franklin and Soto (2002)認為原因來自於學校結構是以中產的白種

人的價值觀為主，在學校老師無法了解其他文化的情況下，容易對學生行為產生誤解進而

責怪學生，並對學生產生種族歧視，Lagana (2004) 則認為在美國，非白種學生所得到的

學校支持，同儕支持都較少，在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之下，自然就會逐漸遠離學校。 雖然

Franklin and Soto (2002)以及 Lagana (2004)的研究並不是以女性為主，然而婦女主義

(womanism)的概念提醒我們，少數民族的女性在社會中，經常是處於多重壓迫/歧視的情境

之中，而 Dei (1995)的研究也呼應了這樣的情況。

Dei (1995) 以加拿大公立學校中的黑人中輟生為對象，瞭解她們中輟學業的原因。 研

究結果顯示，受訪學生提到當她們以她們非洲裔的背景，和以歐洲白種人為中心的學校結

構 (包括老師, 期望, 課程內容) 互動時，讓她們的認同 (identity) 及自我 (self)產生

矛盾與衝突，老師對於黑人女學生一開始即抱持較低的期待，事實上這是一種對有色人種

的歧視與偏見的態度，也是一種刻板印象，學校中也充滿種族歧視的例子，這些狀況均讓

女性學生開始遠離學校，甚至有些受訪者還提到，老師們還告訴她們，她們的族裔文化是

無法幫助她們達成人生的夢想。此外，學校其他同學平常也會談一些跟黑人女性有關的有

色笑話，這樣的情況讓她們覺得黑人背景是不被接受的，因此這些學生甚至期望，能夠擁

有一間是以非洲裔文化為中心的學校，如此即可解決她們的學業中輟的理由。 Dei (1995)

認為在現有的學校結構無法改善之前，這不失為一個解決之道。

種族歧視是上一世紀人類世界的黑死病，也是本世紀人類仍待努力解決的問題。諷刺

的是，這一世紀人類的遷徙更為頻繁，因此當愈來愈多的社會成為多元文化的社會時，多

元化的學生結構就挑戰了老師與學校體系的刻板印象。人類已經覺察到種族歧視是不對的

態度，種族歧視就更不應該成為學生中輟的因素，這也是準備成為多元文化的台灣社會應

該先有的反省。台灣的老師準備好面對其他文化背景的學生了嗎？台灣的老師是否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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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族偏見，有所覺察呢？研究者認為前述 Dei (1995) 的建議，這只是加重了種族隔離

的後果，如果能夠在課程中加入不同文化的教材，教師的專業訓練中加入種族意識/敏感性

的培養課程，努力去除對於某些種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才是一個解決之道。

3. 社會文化規範不認為女性接受學校教育是必要與重要的， 因此社會文化本身就是形成
中輟的危險因素:

社會文化規範中，對於女性角色與學校教育的信念，也是形成中輟的危險因素。 Golnar

(1995)以東非及北非的國家為主，研究這幾個國家的女生中輟的原因， 結果發現除了貧窮

的因素之外，社會文化規範中對於女性角色與學校教育間的關係，才是主要的中輟關鍵因

素。舉例來說，非洲文化中認為: 農忙的時候，女兒就理所當然應該留在家中幫忙農事以

及家務工作; 當母親忙碌時，女兒就應留在家中照料其它手足; 非洲文化不認為學校教育

對女性是重要的，因為女性的責任是照顧家庭; 認為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投資在女性學校

教育上是不智的，因為將來女兒會嫁人，屬於別人家，所以這樣的投資對家庭是沒有幫助

的; 有些女性習慣早婚的國家，因為女兒很早就結婚，因此根本不考慮讓女兒接受學校教

育。Golnar (1995) 認為，社會文化的規範根深柢固，短時間很難加以改變以使女性的中

輟率降低，然而還需要努力，慢慢累積成果推動社會的改變。

文化中對於學校教育價值的預設立場，已經為接受這一文化薰陶的人，種下了是否努

力在學校中獲得成功的因子。Weiler (2000) 認為，女學生所來自的文化背景，對於女性

求學的態度及性別角色特質等，已先有某些預設的立場 (cultural prescriptions)， 例

如: 移民至美國的拉丁裔及亞裔，就認為學校教育是讓他們得以在美國社會立足的重要依

據，而且拉丁裔的女性對於未來，並不想在經濟上完全依賴男性，她們期望經濟上的獨立

能夠換取一些自主權，所以拉丁裔及亞裔的家長對於女性的學校教育，就相當重視; 反觀

在美國的勞動階層黑人，他們普遍認為找到一份工作較為重要，大部份的女學生都必須分

擔家事，認為將來成為一個母親是很重要的，所以對於學校教育就不是非常重視，隨時可

以因為找到一份工作，而離開學校。當學生帶著這些屬於族裔文化的獨特概念進入學校, 和

白種文化強調文憑的重要性的學校教育接觸之後，某些族群就容易變成邊緣人，進而中輟。

Fuller，Singer and Keiley (1995) 在非洲南部研究有關於女孩中輟的問題，結果發

現，過去的研究都認為女孩離開學校是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然而他們的研究顯示的是，

雖然研究對象也是來自貧窮家庭，然而影響女兒是否中輟的重要因素是母親的信念。當母

親的教育程度較高、對學校教育抱持信心的家庭，即使家庭資源有限，這類的家庭較不會

讓女兒中輟。Fuller, Singer and Keiley (1995) 的研究同樣告訴我們，“信念”是決定

女孩能否接受學校教育的重要關鍵。

台灣社會文化是否也存在上述的現象? 目前研究者僅找到二篇足供思考的文獻，敘述

如下: 由於家庭是被認為台灣女性最重要的依歸，所以在傳統文化信念上，就不認為女性

求學，是非常重要的。例如: 成為母親之後就不應該再去學校唸書，女性選擇科目應該要

選擇女性化的科目 (家政, 護理)。 Tu, Sheur-er (1999 )的研究指出，由於台灣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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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中是屬於義務教育，因此在這個階層的學校教育，看起來似乎台灣文化相當重視女

性求學，然而當我們檢視國中以上的學校教育時，就可以看出，台灣女性是不被鼓勵追求

太高的學歷的。不過台灣經歷了教育改革，學校大幅增加，這樣的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謝

小岑 (民 87 年) 指出，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兩性教育的期望，並未因為學校教育的擴張與提

升而改變，台灣兩性間的教育程度差距逐漸縮小，但是一般民眾對於男性教育的期望， 明

顯高過於女性。雖然這兩篇結果不足以代表全部台灣的經驗，然而研究者與學業中輟女學

生長期的接觸經驗中發現，如果國中女學生本身對於學校課業不感興趣、學業成績不佳時，

家長的態度就趨向於讓孩子去工作，而讓孩子完成國中學業的原因則是避免中輟生輔導系

統再來 “找麻煩”。 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社會文化對於女性角色的信念，是造成女學

生學業中輟的遠因。如果台灣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概念、性別區隔的態度能夠消除，這樣的

情況或許能夠改善，對於女性中輟生，就不會抱持如此消極的態度了。

總結而言，上述西方的研究結果顯示出，擁有不好的學校經驗的女性，在性別角色的

特質與信念上，的確也和擁有良好學校經驗的女學生，有一些差別。 學校所傳授的知識、

期望與價值觀，是以主流社會或是中產階級為主時，就容易使得非主流族群與非中產階級

的女學生，逐漸被邊緣化。學校經驗與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 種族背景、社會階層之間

差距及衝突過大，是造成學業中輟的重要原因。

有關台灣女性性別角色及就學經驗的研究:
這一部份的文獻探討, 研究者將著重於以台灣文化脈絡的角度, 所進行的台灣女性性

別角色的特質的研究為主. 這方面的研究,大概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以台灣文化中, 對於

女性角色社會化的風俗, 教條為主; 另外一類則是訪問台灣女性, 根據她們的故事及生命

歷程, 來分析台灣女性的特質.

在台灣文化中, 對於女性角色社會化的風俗, 教條為主的研究報告方面, Leung and

Chang (1994) 就指出, 過去生男叫作弄璋, 生女叫作弄瓦, 璋比瓦來的珍貴, 這代表的

就是台灣文化中重男輕女的風俗. Wolf (1972) 就指出, 台灣在 1960 年代, 當家中的子女

生病時, 父母會將男生送去看醫生, 而女生就用常用的草藥即可. 在台灣經濟成長, 且健

保制度建立之後, 這種現象不再出現. 但是, 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在一些事情上反應出.

呂秀蓮 (1990) 就指出, 許多台灣女性都指出, 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 那麼她們感覺到

的壓力就會少很多. 這就是重男輕女的另外一種型式. Gates (1987) 指出, 台灣民間將土

地公形容成公平的, 而將土地婆形容成吝嗇的, 其實代表的就是台灣文化中, 對於男女性

別角色的認定. 熊賢關 (1998)指出, 在儒家思想中, 女人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女人

只有在成為母親之後, 才會被尊重. 三從四德, 男尊女卑, 男主外, 女主內, 都是台灣相

傳甚久的女性社會化教條 (林鶴玲, 李潔香, 1999; 劉毓秀, 1995). 過去台灣母親, 也都

是延用這樣的教條, 來教導自己的女兒. Wolf (1972) 及 Gallin (1984) 都指出, 台灣女

孩從小即開始學習如何作家事, 如何照顧家庭, 為將來的媳婦及母親角色作準備. 李美枝

(1985) 指出, 台灣女孩從小即為將來的母親角色作準備, 所以都被塑造成溫和, 溫柔,

無我的特質. 李美枝 (1996) 後來分析了中國一些描述女性的故事, 發現這些故事雖然描

寫的是年輕的媳婦遭遇到丈夫有外遇, 婆婆虐待的命運, 然而故事的重點是歌頌年輕的媳

婦以忍耐來面對自己的命運. 李美枝 (1996) 認為, 台灣文化要求台灣女性在面對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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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時, 要以 “忍耐” 的美德來面對.

Liu(劉珠利)(2001) 以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成長的年輕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以質

化研究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 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 在描述自己的特質時, 完全

是描述自己在不同類型的人際關係中的特質, 沒有任何一位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 以和人

際關係無關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 這個研究結果支持了 “關係中的自我”理論, 意即,

人際取向的自我, 是這一群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特質. 然而, Liu(劉珠利) (2001)

同時也指出, 這群受訪者更進一步的提到, 和不同的對象, 則表現出不同的特質. 例如:

和熟識的朋友, 則勇於表現出自己非傳統女性的特質, 例如搞笑的特質, 和不是很熟識的

朋友, 則會以較傳統的女性特質來應對, 例如保持優雅; 和長輩維持很有禮貌的態度, 然

而當自己不同意長輩的意見時, 則採取 “變色龍”的態度, 表面上不反駁, 但私底下則

堅持自己的意見; 和自己的男朋友的關係方面, 很著重相互的照顧, 保有彼此的空間, 然

而兩人發生衝突時, 在公眾場合以替男朋友保留面子為策略, 但私底下則會具理力爭; 對

於未來, 相當注重自己必須擁有經濟的能力, 進而讓自己的生命擁有較多的選擇. 劉珠利

(2001) 指出, 這個結果呈現的是, 台灣的年輕女性的人際取向的自我, 在受到台灣的儒

家思想, 集體主義文化特質, 及進入民主時代後的多元化社會環境影響下, 而呈現出的面

貌.

由於家庭是被認為台灣女性最重要的依歸, 所以在傳統文化信念上, 就不認為女性求

學, 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 成為母親之後就不應該再去學校唸書, 女性選擇科目應該要選

擇女性化的科目 (家政, 護理). Tu, Sheur-er (1999 )的研究指出, 由於台灣的國小及國

中是屬於義務教育, 因此在這個階層的學校教育, 看起來似乎台灣文化相當重視女性求學,

然而當我們檢視國中以上的學校教育時, 就可以看出, 台灣女性是不被鼓勵追求太高的學

歷的. 不過台灣經歷了教育改革, 學校大幅增加, 這樣的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謝小岑 (民

87年) 指出, 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兩性教育的期望, 並未因為學校教育的擴張與提升而改變,

台灣兩性間的教育程度差距逐漸縮小, 但是一般民眾對於男性教育的期望, 明顯高過於女

性.

從這些文獻中發現, 台灣文化要求女性一生以家庭為主, 以家人的需要為先, 但是成

長於台灣進入民主時代, 且受大學教育的女性, 生活的範圍比過去的婦女更為寬廣, 家庭

不再是生命的唯一. 但是, 研究結果也顯示出, 這些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 仍然在傳統

與現代之間擺盪.

(三) 研究方法, 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這個部份, 研究者將分二大部份來說明. 第一個部份將說明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方法

及原因. 第二個部份將說明詳細的研究過程, 包括: 資料收集方法, 受訪者來源, 受訪者

的年齡, 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 受訪者人數, 研究倫理問題, 資料分析方法, 研究結

果的驗證, 並說明如此設計的原因.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中的紮根理論 (gr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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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的方法來進行. 採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原因陳述如下:

Creswell (1998) 指出, 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問題的性質, 來選取研究方法. Lincoln

and Cuba (1985) 就指出, 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 是想檢驗假設, 那麼, 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是比較適合的研究方法; 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 為探

索被研究者的經驗, 沒有任何預設的假設, 那麼, 質化研究方法是比較適合的方法. 本研

究的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 旨在從被研究者的經驗及知覺中, 建構出性別角色的模型, 並

非嘗試檢驗任何假設. 因此, 質化研究方法, 是適合的研究方法.

Unger (1990) 對於性別角色的研究方法, 提出兩種分類. 她認為, 如果研究者認定

性別角色是由文化脈絡所建構而成的, 意即, 性別角色是一種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ed) 的變項, 那麼, 質化研究方法比較適合這一類型的性別角色研究. 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 就是要建構出台灣文化脈絡下所塑造出的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 性別角色在

本研究中, 是界定為一項社會建構的變項.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 質化研究是最合適回答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的方法.

質化研究又可以細分為很多取向.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指出, 紮根理論的研

究方法, 是在幫助研究者建構出屬於那個文化脈絡的理論之研究方法. 而本研究的目的在

於建構出本土性的性別角色理論. 因此, 本研究即以紮根理論為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 資料收集方法 (data collection), 受訪者的選取, 受訪者人數,

資料分析的方法 (data analysis), 研究結果的驗證 (verification), 完全依據紮根理

論的作法來進行. 實際的作法分述如下:

1. 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半結構 (semi-structure), 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研究者已先行設計數個訪問的問題及探索

(probing) 的問題, 請見所附之附件三. 每一位受訪者回答相同的問題. 然而, 訪問

的過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研究者視受訪者回答的狀況, 彈性調整訪問題目的順序,

以使訪問的過程能夠順暢, 且能幫助受訪者容易訴說自己的看法與經驗. 除了訪問已

先擬定的訪問題目之外,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也指出, 當研究者在訪問數個

受訪者之後, 發現了一些共同的主題 (themes), 研究者也將這些主題, 納入訪問題

目之中, 有助於理論的逐步形成. 因此, 當某些主題產生之後, 研究者也修改訪問大

綱，這些主題納入後續的訪問之中. 例如: 一些受訪者都共同提到不要當好女孩，喜

歡玩等議題，研究者也將者兩個主題納入訪問大綱中。 本研究每一位受訪者均訪問一

次, 每一次訪問都全程錄音, 每一次訪問約進行 1.5 小時至 2 小時。訪問結束後，研

究者的助理立刻將錄音帶繕寫成逐字稿. 有關於錄音的研究倫理問題, 將於研究倫理

的段落, 再行說明. 研究者於每一次訪問結束後，都書寫田野筆記 (field note)，記

錄訪問的觀察、心得、與反省。

2. 受訪者來源: 本研究在獲得國科會補助後，即和家庭扶助基金會聯繫，正式行文取得

基金會之合作，前往宜蘭家扶中心附設的向陽學園 (現已改名為奇異果關懷中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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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中的老師 (社工員) 介紹學園中的學業中輟青少女，接受研究者的訪問。因奇

異果關懷中心的學業中輟青少女有限，而並不一定每一位青少女都志願受訪，因此，

學園中的老師並代為連絡宜蘭地區其他中途學校--善牧基金會，以及少女收容中心--

慈懷園，研究者從這兩個地方又招募到一些志願受訪者。

3. 受訪者的年齡: 本研究以 14-18 歲, 受訪時為學業中輟的台灣女性為對象 (不計算學

業中輟的次數). 以學業中輟的女性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已在研究背景及文獻探討的

部份, 作了說明, 不再贅述. 以 14-18 歲為對象的原因是: 性別角色的發展是青少年

階段 (13-18 歲) 的重要任務, 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統計資

料的交叉分析顯示, 國中層級輟學的人數佔了中輟生總人數的八成五, 因此國中層級

(約 12-16 歲) 的中輟生是最需要去瞭解的中輟人口; 又前述文獻討論中, Weiler

(2000) 及 O’Brien (2003) 的研究, 都是以中學 14-16 歲的女性中輟生為對象, 她

們都認為這個年齡階層, 是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及信念, 有強烈的互動的期間,

這種互動所形成的邊緣化, 是造成學業中輟的重要原因. 基於上述幾項原因, 並考量

因學業中斷的因素, 學業中輟生的年齡通常比正常學齡的國中生, 年紀較大, 以及樣

本的來源較廣較容易找到志願受訪者的情況之下, 乃選定以 14-18 歲學業中輟的台灣

女性為對象.

4. 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 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中的 theoretical

sampling 是紮根理論的抽樣方式. 本研究將採取 theoretical sampling 的方式來選

取受訪者. Theoretical sampling 共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 第一個階段為: 開放性抽

樣 (open sampling), 實際的作法為儘可能的訪問每一位同意受訪, 且符合本研究所

要求的特性(19~21 歲, 未受大學教育)的受訪者; 第二階段為: 關係性抽樣

(relational sampling), 實際作法為尋求跟第一階段特質或經驗不一樣的受訪者,

以期能使理論的形成, 更貼近真實狀況; 第三階段為: 區辨性抽樣 (discriminate

sampling), 實際作法為: 繼續尋找經驗及特質不一樣的受訪者, 直到資料呈現飽和

(saturation) 的狀態為止.

5. 受訪者人數: 本研究總共訪問 20 位受訪者。

6. 受訪者基本特性: 受訪的 20 位受訪者的特性，請見下表，受訪對象幾乎都來自破碎家

庭:

表一: 受訪者基本特性

受訪者代號 年齡 備註

P1 13 被安置中

P2 14

P3 17 服飾店打工

P4 16 美髮師助理

P5 15

P6 16 餐廳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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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17 檳榔西施

P8 17

P9 15 被安置中

P10 16 汽車旅館打工

P11 15 被安置中

P12 14 被安置中

P13 16

P14 16

P15 15

P16 15

P17 16

P18 16

P19 14 被安置中

P20 14 被安置中

------------------------------------------------------------------------------

-------------------------------------

7. 研究倫理問題: 研究者每次訪問時都準備一份受訪同意書 (請見附件二), 將研究過

程的相關倫理問題, 例如: 錄音問題, 受訪者個人資料如何保密問題, 受訪過程若挑

起不愉快經驗的處理方式, 繕寫逐字稿工作人員如何保密問題, 錄音帶保存問題, 研

究成果報告引用受訪內容的問題, 均詳列於受訪同意書中. 每一位受訪者在受訪前均

詳細閱讀受訪同意書, 並在受訪同意書中簽字，才開始進行訪問. 受訪者及研究者分

別保留一份已簽字的同意書. 每一位受訪者均獲得新台幣三百元的便利商店禮卷以及

一份小禮物, 作為接受訪問的酬謝.

8. 資料分析方法:紮根理論中有三個循序漸進的資料分析技術, 分別是: 開放性譯碼

(open coding), 主軸性譯碼 (axial coding), 及選擇性譯碼( selective coding).

開放性譯碼的實際作法為: 逐字逐行的閱讀訪問逐字稿, 然後在每一些段落中給予標

籤(label); 主軸性譯碼則是在開放性譯碼的步驟完成之後, 研究者開始思考: 這代

表什麼意義? 為什麼受訪者會提到這個?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什麼時候造成的? 它的

影響是什麼? 經由這些問題, 可以讓已經產生的主題(themes), 更為有意義. 最後一

個階段—選擇性譯碼, 則是選則出最能代表所有受訪者的主題, 根據受訪者的敘述,

將這個主題架構成理論.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時，即以上述的方法進行分析。

9. 研究結果的驗證: 在紮根理論中, 同儕討論 (peer debriefing)及和相關的文獻討論

作比較, 是二種驗證所形成的研究結果的方法. 研究者在資料收集, 資料分析階段中,

即開始不斷的和自己的研究同儕、向陽學園的老師討論, 讓同儕挑戰自己所分析出的

資料, 是否貼近真實. 同時, 研究者也將自己所分析出的資料, 不斷的和文獻作比

較, 思考其中的相同與不同, 及造成不同的可能因素為何，驗證自己的分析結果。

研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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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得到國科會補助款開始 (假定國科會於民國 93 年 8 月開始補助)的一年的

時間進行抽樣 (選取受訪者), 資料收集 (訪問), 及資料分析, 及撰寫研究報告的工作。

各工作進行的時間安排如下表:

表二: 研究進度表

工作項目 工作進度

繼續相關文獻的收集及整理 民 93 年 2 月~民 93 年 7 月

與家扶基金會聯繫，正式行文取得合

作，並拜訪宜蘭家扶中心附設奇異果關

懷中心，說明研究計畫內容。

民 93 年 8 月~民 93 年 9 月

散發研究計劃說明/尋找受訪者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資料收集(訪問)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繕寫訪問逐字稿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資料分析 民 93 年 12 月~民 94 年 6 月

研究結果驗證 民 94 年 3 月~民 94 年 10 月

撰寫研究報告 民 94 年 9 月~民 94 年 10 月

寄送研究摘要給協助機構 民 94 年 12 月

(四) 研究結果:

本報告是一個初步的研究結果報告，因此下面篇幅將列出數個主要從資料中產生的主

題 (themes)。

性別角色認同: 好女孩 V.S. 壞女孩
本研究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受訪者對自己的描述，是認為自己 “壞”，雖然她們認

為自己壞，然而進一步分析她們對於 “壞” 的感受時，發現她們不認為 “壞” 是不好

的，壞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是讓她們在她們的環境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本研究的受訪

者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從未認同過 “文靜” “乖巧” 的特質，因為這兩種特質，再他

們的環境中，是無法生存。

一位受訪者以 “不良少女” 來形容自己，然而她覺得自己當不良少女是有其成長背

景上的需要，而且不良少女的經歷，並不是壞事，是有其正面的意義的:

我覺得以前…是個超不好的不良少女..現在呢正在慢慢的改…從小到大都是那種
模式，所以我覺得…我比別人更會想…可是我比別人更會獨立…我可以自己生
存…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啊！

而她現在慢慢改正的是暴躁的脾氣，與同事間如果不愉快時，盡量不會再用從前暴力

的方式來解決。

另外一位受訪者也有相同的經歷，她也認為當一位壞女孩不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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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至少…至少我比同年齡的孩子還會想，比較早出社會這樣子。

一位受訪者非常在乎別人的注意與關心，她表示自己有兩面，在長輩的面前，她會表

現乖巧，以便贏得長輩的認同，而在工作上( 檳榔西施以及陪酒)則會表現出不一樣的特質:

兩個面就對了… 我不想讓他們(長輩)覺得我很壞阿。因為在他們家，我算是蠻乖巧
的… 另外那一面，是因為職業的關係啦，職業跟朋友的關係。對阿～向這種我們做
檳榔攤的，就是要三八一點，活潑一點。對阿～阿然後像朋友，外面的朋友..朋友這
樣子

一位身材較胖的受訪者，從小父母離婚後都各自再婚，所以她從小及跟祖母同住，由

祖母帶大，她經常因為背景與身材被同學嘲笑，所以她就開始保護自己:

是不是我罵髒話或是我打人，他就會怕我了，他以後就不會惹我了。

她認為乖女孩的標準是:

不會罵髒話，什麼都不會，然後就只會念書幹麻幹麻…. 很淑女，

她一定不會扮演這樣的角色，朋友都稱她為女暴君，在她的心目中，自有一套乖女孩

的標準，在她的標準之下，她是一位乖女孩:

怎麼乖喔？這個嘛！…………我不會出去亂來，幹麻的！…最糟糕的女生就是北港香
爐，

所謂北港香爐就是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甚至可以跟很多人發生性關係的女性的意思，

這位受訪者認為這樣才叫壞女孩，而她並沒有這樣的行為，所以在她的標準之中，是一位

好女孩。

一位受訪者從小就生活在家庭暴力的惡夢中，一次在父親的失控暴力中，被社會局安置

於育幼院中。在育幼院中，她學會了許多自我保護的方法:

人家都叫我..太..叫太妹吧。就是那種..不一定啦，就是跟他們都是在外面混的… 我
覺得..保護自己的話，到最後還是會被人家欺負，我覺得我還是…用這種方法，可以保
護我自己，一方面是保護我自己，一方面讓對方知道我不是那麼好惹的人，就是這樣。

這一位受訪者花很多的時間跟研究者描述，她是如何的好勇鬥狠，後來訪問結束，研究

者求證於輔導她的輔導員，輔導員表示這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部份是誇大了一些。研究者

認為，這位受訪者之所以如此誇大她的好勇鬥狠，因為對她而言，研究者是一位陌生人，

面對陌生人她必須虛張聲勢，就如同她所說的: 一方面讓對方知道我不是那麼好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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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是學業中輟的學生，甚至都是中輟好幾次的學生，而家庭背景也都

是來自於破碎家庭，使得她們很早就接觸家庭以外的環境，接觸許多背景不單純的人，在

這樣的環境中，讓她們必須很快的建立起保護自己的方法，認同壞女孩的角色，就是最好

的自我保護的方法。由於社會上的價值，仍然認為文靜斯文的女孩，是最佳的女性認同典

範，或許是和社會價值觀衝突，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一致認為，壞女孩的角色讓自己比

較會想，這樣的解釋是真實還是自我安慰? 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相信的是，不論是真實還

是自我安慰，這些都是她們活下去的方法。

關係的失落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歷了關係的失落，有一些受訪者提到家人關係失

落，有一些受訪者則是提到，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讓她們感覺到溫暖的關係。所有的受訪者

都告訴研究者，她們渴望溫暖、關懷的關係。

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受訪者，因為自小就沒有一個讓她覺得溫暖的關係，所以一直渴

望一個可以帶領她、陪伴她的關係，因此她跟著男朋友做了很多打架、飆車的事，還當了

小媽媽，然而她一直都不是很喜歡這些事情，她想要的只是一個關係，為了維持關係，因

此她就只好跟著去做:

譬如說跟那一個在一起..他們玩怎麼樣我就玩怎麼樣，我們會跟著男朋友這樣
子…去玩 我都是被牽著走的那種。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單親… 就大部分都是單親，單親出來玩的人很多… 因為單
親…（停頓 4秒）…感覺就是很不好啊！…五臟不全

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家庭中，父親不負責任，導致家庭破碎，而自己在家中小時候是

非常不受注意與不被關心的人，因此她的很多行為都在找尋關係:

我希望別人眼光停留在我身上吧！… 我就是希望多給我，就是多關心我一點，小
時候開始，不管，阿就是類似做錯什麼事情阿，阿我弟或我姐都推到我身上，每次
被打的都是我，阿做家事阿大部分也都是我來做

阿我們常常會聊天聊到凌晨，阿聊到會哭出來這樣子… 就是家庭阿，對阿，就是
家庭阿～我阿嬤啦，我爸爸不會，就講到我阿公阿嬤這樣子。

我以前就…像滿口髒話阿，阿講話很粗魯阿這樣子。那個不是口頭禪。就是像…像
是融入一群吧

同一位受訪者提到目前住在男友家，男朋友很大男人，而且在賭場工作，這不是受訪

者想要的類型，然而難得有家人的接納，讓她覺得很窩心，所以繼續這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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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很委屈… 因為我跟他家人不錯阿，黑阿，就是被他們認同阿…
所以這樣的關係，讓妳(我)留下來

一位受訪者的父母離婚後都各自再婚，所以她自己三歲開始就和祖母一起住，從那時

候開始，她就隔離自己的感情，不再對人有任何的感情:

我爸都說我…….我為什麼……我為什麼不會哭， 國小…三年級以後了，搞什麼阿！
你(我)..你(我)哭..你不會帶我走阿！我幹麻哭，對不對？ 我每天哭都哭倒楣了

雖然她強調自己不再哭了，可是後來媽媽常常傳簡訊鼓勵她，讓她很感動，所以她很

聽從媽媽的話，足見溫暖的關係對她的影響:

我只要…看到媽媽…我什麼都做

一位因為家庭暴力而被安置於育幼院的受訪者，提到她痛恨家庭的原因:

我原本是好好的一個人，就被送到那個育幼院，(不到)育幼院我就不會變壞，然後
來這邊，所以我很恨家庭…(在育幼院中)就跟我哥哥他們阿爬牆出去阿，然後做一
些…很壞的事

在育幼院中，她渴望關心，而關心她的哥哥帶著她從事一些偷竊的行為，為了那一

份關心她跟著做壞事，理智上她知道這是不對的，然而當渴望關懷的需要非常強烈時，理

智也就失去作用了。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相當期待自己的生命中，能夠擁有溫暖、關懷的人際關係，這樣

的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理論的論點，女性的自我是一種重視關係的自我。一些受訪者

甚至為了維持關係，而願意做出出賣靈魂、滿口髒話、委屈自己的事情。足見一個關係對

這性來說，是非常重要。

貧窮女孩和學校的互動
台灣的國中體系，所呈現的價值體系，是希望同學能夠努力於功課，將心思完全用於

功課上，每天努力將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學好，行為及外表方面，則要求學生不能染

髮、擦指甲油等。當本研究的受訪者，抱持著她們所認同的特質，帶著生活的背景，進入

台灣的國中體系時，產生了很多的落差與摩擦。

一位受訪者提到，她能夠了解老師的辛苦，但是她覺得老師並沒有從學生的角度來了

解她們:

因為我覺得當老師….當老師的人也很難當啊….就是老師不是說很好做..可是她
可以換個角度想….學生也不好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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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庭破碎，家中經濟很差，所以從小就必須自己賺錢，這樣的生活形態是不可能做

到學校老師對學生的各種要求:

以前我自己的學費都我自己付，那還算什麼….對啊！從我國中….到國三我的….
學費都是我自己付的，然後我所有的開銷都是我自己的… 能夠在學校好好應付老
師講的那些事情，那更不可能…何況我現在還負債累累

另外一位受訪者提到，學校對於她的行徑很快的就盯上，所以她在學校處在一個很

特別的地位，雖然她很喜歡受人注意，可是在學校所得到的注意，讓她覺得很矛盾:

那時候是全校(都注意到我)… 快樂，不是這樣講，不是快樂吧… 唉幽，很矛盾

同一位受訪者也提到，她的處境讓她無法只擔心功課，因為沒有錢的壓力，讓她是無

法只專注於功課上，也無暇顧及功課:

會跟我姐講阿，就聊到說阿，跟我們同年齡的孩子阿，現在還是無憂無慮阿，現
在還在上課喔，只要擔心說我的功課說怎樣怎樣就好了…可是說像我…又沒錢，
又什麼什麼的（變小聲）

台灣的國中教育，升學仍然是最主要的價值，對於必須賺錢養自己的那一群學生，並

沒有一個良好的教育方法，因為格格不入，摩擦就因而產生。當明天的生存都會出問題時，

又如何能夠兼顧功課？對於這樣的一群學生，學校是否也應該用不同的標準來教育呢？

學校的態度:排斥與拒絕
本研究的受訪者，多數和學校的教師或是行政人員，互動的經驗及關係都是不好的，

也有受訪者在學校捉弄老師。受訪者和學校其他同學，相處也都不好，甚至還有一些受訪

者還和他們發生激烈的衝突，打架。因為這些問題行為，所以被學校排斥拒絕。

跟老師不是很好阿..然後老師會罵我….所以讓我不是很喜歡啊！老師還會挖苦
我

學校主任阿叫我轉學啊，就不要收我嘛

一位受訪者雖然學校沒有採取拒絕的態度來對待她，可是因為她缺課太多，因此她所

念的國中採取一對一的方式來輔導她，對於這樣的方式，這位受訪者雖然不像其他受訪者

一樣，痛恨學校，但是對於這樣緊迫釘人的方式，也覺得無奈:

也不過是老師真的是很機車（笑）…我也沒辦法…每次都一直觀察…因為
好像…一節課沒去吧…就要又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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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當學生的出現問題行為時，老師還是習慣以權威的方式，對待學生，甚至

拒絕學生到學校，眼不見為淨，畢竟排斥與拒絕對學校老師來說，是比較簡單的方式。然

而當我們回顧前面 “關係失落”的主題時，可以知道這一群受訪者渴望溫暖關懷的關係，

所以以排斥拒絕的態度對待她們，無異就是再次的傷害她們。或許面對這樣的學生，老師

們應先放下要求行為回歸 “正常”的期望，先建立溫暖關懷的關係，才是幫助的開始。

（五）對於學術研究, 社會工作實務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本研究希望能將研究結果，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界，在實際服務學業中輟女性案主，及

設計服務方案時的參考。在研究背景中已經陳述過，中輟生是社會工作實務界很重要要的

服務對象，社會工作的服務方案，從服務關係的建立、一直到方案的設計及執行，都應針

對案主的特質，作修正，以期能符合案主的需要。而性別角色特質，就是一個最主要的考

慮因素。當台灣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當台灣努力與世界同步，當台灣社會努力走向族群

和諧、兩性平等之際，各領域的社會工作實務，都應該將多元文化、性別、與社會階層的

角度納入工作之中。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受訪的學業中輟年輕女性，所認同的特質和現階

段台灣的國中體系，是不相容的，而這種不相容的情況雖然只是受訪女性學業中輟的部份

原因，然而在過去，這樣的不相容因素並未被學業中輟的研究領域重視過。綜合上述各段

的討論，研究者提出以下的建議，供台灣學校社會工作實務界參考:

1. 現階段在職的學校社工員, 應藉由在職訓練等機會, 培養自身的文化能力, 此種

文化能力包括對不同文化、性別、社會階層差異的了解, 及壓迫與不平等形成的了

解, 並且培養性別敏感度、社會階層敏感度、與文化敏感度. 當學校社工員培養出

這樣的能力之後, 搭配其他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 更能精確的辨識出女性學生中

輟的所有危險因素, 並提供相關的服務與協助.

2. 女學生部份: 針對具有中輟危險的弱勢女學生, 除了將運用文化知識與能力來了

解她們所面臨的困難之外, 學校社工員可以採取增強權能的作法, 以個案或是團

體工作的作法, 幫助這類型的學生培養性別意識, 培養自我肯定的能力, 培養與

學校體系或是父權體系的溝通能力.和這類型女性建立起溫暖關懷的關係，是很重

要的，因為關係本身對她們而言，就具備很多激勵的效果。

3. 老師部份: 和學校老師分享社工員的文化知識與性別知識, 幫助學校老師了解來

自不同背景女學生的狀況及其家庭, 協助教師與女學生溝通, 經由建立良好的師

生關係與師生互動, 減低中輟的機會.

4. 課程部份: 和學校體系溝通, 建議納入考量文化與性別知識的教材, 一方面教導

差異, 滿足不同背景女學生的學習需要, 另一方面還需教導這些因素如何造成壓

迫與不平等, 促進所有學生文化與性別意識的建立.

5. 家庭部份: 由於家長和學校的良好關係, 有助於及早發現問題, 減低中輟情形的

產生. 因此社工員需要運用社工員自身的文化能力和弱勢的女學生家庭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 進而促使這一類型的家長能夠參與學校教育, 減低中輟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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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部份: 藉由學校各種會議、活動等場合, 推動多元文化, 尊重差異, 性別平等

的概念, 逐漸促使學校老師, 行政人員等建立文化與性別的概念, 並讓他們了解

這些都是造成中輟的危險因素.若有任何種族歧視, 階級歧視，或是性別歧視的狀

況發生時, 社工員也應該幫助學生了解那些資源能夠替她們發聲.

當社工員能夠逐漸的將多元文化、性別、社會階層的議題, 從微視面, 中視面, 與

鉅視面一一的界入處理, 社會改變也就指日可待.

(六). 研究成果自評:

研究計劃結果自評: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為了解探討學業中輟的年輕女性性別角色特質，以及她們所認同

的特質跟台灣現階段的國中教育體系的互動經驗。根據研究結果，是能夠回答本研究的主

要問題，因此本研究計劃的目標已經達成。就研究計劃執行的部份，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及

資料分析均按照預定研究步驟完成，研究經費也完全控制於預算之內。因此，就研究計劃

目標與計畫執行部份的評估，研究者認為是良好的。

本研究未來於學術期刊發表的可能性評估方面，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初探性報告已在今

年(民國94年9月)投稿至加拿大社會工作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的年度會議(Annual Conference)，目前正在審查當中。如果能夠被接受，研究者計畫將出

席報告，從中收集專家學者的意見，再將意見納入修改，然後投稿學術期刊, 研究者認為

被接受的可能性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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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計畫說明書

妳好! 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的老師, 我現在正在從事一項有關於台灣年輕 (14-18歲),

學業中輟的女性, 性別角色特質的研究.如果妳符合上述的條件, 我很希望妳能夠參與我

的研究. 以下是關於我的研究的一些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 學業中輟的女性之性別角色特質, 目的

是希望能夠建立出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 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 來收集資料.

妳的經驗及看法, 將是我訪問的重點. 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 我將會全程錄音. 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 繕寫成

便於分析的逐字稿. 不過, 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 我及我的助理將

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 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 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 我

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 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 聽取妳的訪問內容. 妳也將收到一份妳

個人的訪問逐字稿. 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 我將再次訪問妳, 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

想, 及需再澄清的部份. 訪問結束, 我將送上酬勞, 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 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 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

容時, 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 如果妳所說的內容, 提到某些人名時, 我也將

用假名來代替, 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然而, 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妳可以讓我知道. 必要的話, 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 如果在訪問過程中, 妳覺得

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 妳可以立刻讓我知道, 我將立刻停止訪問, 錄音帶也將立刻銷

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 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 如果妳願意接受

我的訪問, 或妳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再作決定. 請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和我連絡(請見下

面所附電話及郵件地址)跟我連絡. 如果妳同意接受訪問, 我將和妳一起決定一個舒服,

安全的地方進行訪問. 請妳也將這個訊息, 轉告給有興趣的朋友. 謝謝.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mail.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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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受訪同意書(受訪者)

-------------------------:

妳好! 謝謝妳同意我的訪問. 在妳正式接受我的訪問之前, 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

內容, 以及妳的權利, 必需先向妳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 學業中輟的女性之性別角色特質, 目的

是希望能夠建立出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 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 來收集資料.

妳的經驗及看法, 將是我訪問的重點. 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 我將會全程錄音. 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 繕寫成

便於分析的逐字稿. 不過, 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 我及我的助理將

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 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 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 我

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 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 聽取妳的訪問內容. 妳也將收到一份妳

個人的訪問逐字稿. 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 我將再次訪問妳, 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

想, 及需再澄清的部份. 訪問結束, 我將送上酬勞, 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 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 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

容時, 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 如果妳所說的內容, 提到某些人名時, 我也將

用假名來代替, 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然而, 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妳可以讓我知道. 必要的話, 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 如果在訪問過程中, 妳覺得

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 妳可以立刻讓我知道, 我將立刻停止訪問, 錄音帶也將立刻銷

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 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 最後, 再一次謝

謝妳的參與.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mail.thu.edu.tw

------------------------------------------------------------------------------

-------------------------

我已讀過上述的說明, 也瞭解相關的細節及我的權利, 我願意接受訪問. 受訪者及研究者

各持一份本同意書.

受訪者簽名: 日期: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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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問大綱

謝謝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 在我開始進行訪問之前, 我先向妳說明整個訪問過程. 我

將問妳數個問題, 請妳就我的問題, 談談妳的故事及經驗. 有一些訪問過程中的特別議題,

已詳列在受訪同意書中. 請妳先讀過這份同意書.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 請妳在同意書中簽

名. 然後, 我將開始進行訪問.

1. 妳覺得妳是何種特質的女孩?

1a. 請妳舉例說明.

2. 對於妳自己的特質, 妳有何感想?

2a. 妳認為是什麼原因, 使妳蛻變成具有上述特質的女生?

3. 妳認為妳是一位傳統的台灣女生嗎? 為什麼?

3a. 妳認為妳那些特質是屬於傳統的女性特質?

3b. 妳認為妳那些特質是屬於非傳統的女性特質?

4. 妳認為妳是好女孩還是壞女孩？為什麼？

4a. 妳希望當什麼樣的女孩？

4b. 對你來說，玩有何意義？

(此部份題目，是由訪問過程中產生，並進而納入)

5. 妳的家人及朋友, 對妳的特質有何看法? 為什麼?

6. 妳最滿意自己那一項特質? 為什麼?

6a. 妳最不滿意自己那一項特質? 為什麼?

7. 請談一談妳的學校經驗.

7a. 請談一談妳最好的學校經驗. 為什麼這是最好的經驗?

7b. 請談一談妳最不好的學校經驗. 為什麼這是最不好的經驗?

8. 妳對於自己的人生, 有何計畫?

8a. 是什麼原因讓妳對妳的人生, 作這樣的計畫?

8b. 當妳作這樣的人生規劃的時候, 妳是否把 “女性”的角色納入考慮? 如何納入? 為

什麼?

9. 請談一談妳和男性的關係.(包括: 父親, 男老師, 男性長輩, 男朋友, 兄弟, 男

同學/男同事)

9a. 妳認為是什麼原因, 形成這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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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日期: 訪問地點:

受訪者姓名: 連絡電話:

受訪者地址:

受訪者來自的城市: 受訪者目前的職業: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