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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女性單親之自我認同歷程為主題，首先透過媒體的報導檢視台灣單親家庭之形

象是如何被構築，以及其中所隱含的性別分工與性別認知。研究發現，即使同為單親家庭，

男性單親與女性單親可能遭遇的困境受到傳統父職／母職的區分及其他社會因素影響，在媒

體報導中亦呈現出不同的形象，例如報端常見之原本生活清苦、後努力發揮所長而得以穩固

收入的多是女性單親，男性單親則因不擅於表達情感、不習慣向外求援等因素，不論在社會

政策或新聞報導皆容易被忽視。

　　同時，單親家庭所遭遇的困境有許多亦是由社會大眾習以為常的性別分工及刻版印象所

導致。以女性單親為例，在經濟上的弱勢來自傳統女性需以持家為重的觀念及薪資結構，而

在成為單親的歷程中所遭遇到的異樣眼光與壓力，亦使得女性單親產生人際關係與情緒問題。

社會在以「欠缺、不足」的眼光看待單親家庭的同時，忽略了這些看法對單親家庭造成的壓

迫──使單親陷入困境的不見得是自身能力的不足，亦可能是外界的眼光。筆者希望藉由這

篇論文釐清現況，並提醒大眾：每個人的眼光都有改變這個社會的力量。

關鍵詞：女性單親　單親家庭　母職　性別分工　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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