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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觀點主流化，且不要說校長教師，即使官員和議員都非常陌

生，但對社會卻影響深遠。簡而言之，是在制訂法例、政策和計畫時，

充分考慮不同性別人士的觀點和需要，確保男女均可平等享有社會資

源和發展機會，達致性別平等。因此，教育也要引入性別觀點主流化

的視角。 

本地教育曾有不少性別不平等的政策：薪酬職系方面，於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女教師的薪酬待遇差於男教師；學生升學方面，

沿用 23 年的升中派位機制，被法庭裁定性別歧視；課程方面，學生

的性別決定修讀家政或設計與科技科目。由此可見，有些男女不平等

的待遇，是由政策直接造成。亦即是說，若能在制定、執行和檢討政

策時，將性別觀點列入主要因素考慮，便可直接而有效地改善對某一

性別的限制和負面影響，從而為該性別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和機會。 

事實上，男女平等是文明社會的追求價值，在沒有歧視的教育環

境下教學，是師生的基本權利。因此，在校內推行性別教育提昇性別

意識，教導學生了解不同性別的成長處境和壓力，以同理心及尊重不

同性別需要的態度處理問題，尤其重要。為此，本會訪問了新婦女協

進會主席蔡泳詩及婦女基金會研究委員會主席姚正宇，分享他們對推

動性別教育及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感受和建議。 

姚正宇表示，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的關鍵在於，讓大眾意識到在

日常生活中，切實的存在著性別不平等事例。蔡泳詩指出，不少人認

為現今男女已經平等，事實並非如此，單以就業為例，在性別定型的

影響下，男女在選科、就業和收入存在性別分隔。縱然女性的就業機

會和待遇改善了，但平均工資仍較男性為低。2009年本港女性月入只

是男性七成，中位數為 8,500元，較男性的 12,,000元為低。部份原因

在於較多男性從事收入較高的經理、行政和專業人員，而較多女性從

事收入較低的文員和非技術工作。然而，即使在男女教育程度相同的

情況下，女性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均較男性為低。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2000 年進行的《學生對性別定型及家庭

崗位的態度》及 1999 年進行的《分析課本及教材內定型觀念》研究

發現：男女學生對科目和職業的取向，受到性別定型規範；大部份教



 

材仍然是用傳統性別定型，描述不同的專業和工作。 

蔡泳詩解釋，學生選擇科目是性別定型的其中一個現象：女生較

多選文科，男生較多選理科，某程度上決定了學生日後的職業取向，

而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投資，也偏向著重以理科為主的基建、科研

和金融業，較少注重以文科為主的文化產業，以致影響不同性別畢業

生的收入和職業發展。 

蔡泳詩和姚正宇均表示，要改變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建立性別

平等的教育環境，必須與學校合作，推動性別教育。與此同時，最重

要是需要得到政府支持，增撥資源進行公眾教育，並將性別教育列入

中、小學及教師的培訓課程，提昇他們的性別敏感度去分析及反思學

校、家庭及社會對不同性別的期望是否合理，及需要作出甚麼改革。

姚正宇更強調，教育界須與傳媒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教導學生以批判

角度過濾及審視傳媒對不同性別塑造的形象與性別定型的關係。 

事實上，《性別歧視條例》以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提出：因性別定型而影響個人的發展是違反人權的行為。性

別歧視行為不但違反公義原則，亦妨礙不同性別的平等參與和發展。

因此，香港政府有責任履行國際承諾，消除性別定型，確保男女平等。 

 

資料來源： https://www2.hkptu.org/ptunews/584/p05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