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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生在性別角色與學業成就及相關因素的研究 

－以虎尾科技大學為例 
 

丁慕玉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摘   要 

在當今社會中既存已久之父權結構與性別權力關係，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以及追求兩性平權，成

為當今社會急欲建構新性別意識的重要課題。大學生對性別角色的觀點如何？是承襲性別刻板印象？還

是另有一種新的觀感？本研究除了探討差異，再經由量的調查資料提供數據，驗證兩性平權在教育的實

踐實況。本研究探討的內容包括：1. 兩性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2.不同性別大

學生在「兩性差異測驗」上的差異情形。3.不同性別大學生在學業成就上的差異情形。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探討科技大學生對兩性的看法以及在學業成就上是否有差異存在，以作為大學生兩性教育的參考。首

先分析不同背景的大學生在性別角色上的差異情形，再比較兩性在學業成就上的差異情形。本研究對象

為虎尾科技大學 93 學年度就讀四技一年級的男生 948 人、女生 209 人共 1157 人。所蒐集資料分別以 t

考驗、卡方檢定、變異數分析等方法分析後，得到以下的結論： 兩性在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我以

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我最羨慕的職業類別」、「兩性差異測驗」上有顯著差異。性別與是否男性

為主科系在「兩性差異測驗」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異。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物理學業成就上有

顯著差異存在。在英文學業成就上：性別的主要效果、性別與科系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科系、學期

的主要效果、性別與學期、科系與學期、性別、科系與學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異。在國文學業成就

上：性別、科系與學期三因子、性別與科系的交互作用、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異；科系與學期的交

互作用、科系、學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異。在男性為主科系中，兩性在「兩性差異測驗」、微積分

與物理學業成就上有顯著差異存在。 

 

關鍵字：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男性為主科系、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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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身處急遽變遷的時代，性別關係日趨緊密與

複雜，人們所扮演的角色即面臨不斷的詰疑與挑

戰；然而，隨著蓬勃發展的婦女運動與新女性主

義，不僅造成社會與文化多層面的衝擊，更引起

自覺與思辨的回響；因此在當今社會文化中既存

已久男尊女卑之父權結構與性別權力關係，遭受

嚴厲質疑與批判，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性別

區隔以及追求兩性平權，以蔚為當今社會急欲建

構新性別意識的重要課題(謝臥龍、駱慧文與邱秀

玲[1])。西方從八○年代以來，由女性主義對科

學的批評中，發現科學不但不是價值中立的，且

有著許多性別不平等的關係。至於現代大學生對

性別角色的觀點如何？是承襲性別刻板印象？還

是另有一種新的觀感？筆者想試著探討，並以研

究結果喚起教育及社會大眾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見。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男生與女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是

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二) 探究不同性別大學生在「兩性差異測驗」上

的差異情形。 

(三) 探究不同性別大學生在學業成就上的差異

情形。 

貳、研究問題與假設 
    為了達到本研究的目的，分述研究問題與假

設於下： 

一、研究問題 
(一) 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生與非男性為主科系

男生、女生四類學生的變異數同質性是否成

立？ 

(二) 檢測男生與女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是

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三) 兩性對「以後想從事職業的類別」上，是否

有差異存在？ 

(四) 兩性在「最羨慕職業的類別」上，是否有差

異存在？ 

(五) 男女生在「兩性差異測驗」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 

(六) 男性為主科系與非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差

異測驗」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七) 性別與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差異測

驗」的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差異？ 

(八) 男女生在國文學業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存在？ 

(九) 男女生在英文學業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存在？ 

(十) 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物理學業成就

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十一)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微積分學業

成就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提出研究假設： 

(一) 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生與非男性為主科

系男生、女生四類學的變異數同質性成立。 

(二) 男生與女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有顯著

差異存在。 

(三) 兩性對「以後想從事職業的類別」，有顯著

差異存在。 

(四) 兩性在「最羨慕職業的類別」上，有顯著

差異存在。 

(五) 男女生在「兩性差異測驗」上，有顯著差

異。 

(六) 男性為主科系與非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

差異測驗」上，有顯著差異。 

(七) 性別與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差異小

測驗」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異。 

(八) 男女生在國文學業成就上，有顯著差異存

在。 

(九) 男女生在英文學業成就上，有顯著差異存

在。 

(十) 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物理學業成

就上有顯著差異。 

(十一) 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微積分學業

成就上有差異存在。 

 

參、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四技學生在性別角色與學

業成就上是否有差異存在，且分析其與家庭社經

背景的關係。受限於筆者的經濟、時間與能力等

因素，將針對筆者任教的虎尾科技大學四技 93 學

年度入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加以觀察，對其性

別、家庭背景與學業成就為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我們是針對虎尾科技大學 93 學

年度入學之學生探討，可能不能推廣至不同學年

度入學或不同學校的學生。 

 

肆、文獻探討 

一、古代兩性的差異 
《詩經》[2] 說：「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載弄之璋。」「乃生女子，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載弄之瓦。」《禮記》[3] 說：「子

生，男子設弧於門左，女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女否。」《禮記》[3] 說：「能言，

男「唯」女「俞」；男鞶革，女鞶絲。」《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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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說：「十年，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衣不帛襦袴；禮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諒。

十有三年，學樂誦《詩》，舞《勺》。成童，舞

《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禮，可以衣裘

帛，舞《大夏》，惇行孝弟，博學不教，內而不

出。三十而有室，始理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不

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

男拜，尚左手。」由上述可知在中國古代男女孩

自出生所受的待遇諸如穿著、器皿與所受教育上

也都有所不同。在外國是否也如此呢？在歷史

上，我們可以找出女性在科技發展中遭受的種種

不公平待遇。例如，德國女科學家 Agnes Pockels

在 1881 年 19 歲時利用家中手邊的東西發現了表

面張力現象。但是因為她是女性，所以她的發現

一直未受到重視，10 年後才在一位男性的諾貝爾

得主的支持下，以英文發表，但是這個發現直到

1898 年 才 得 以 她 的 母 語 德 文 發 行 (Faus 
to –Sterling[4])。Himowitz & Weissman 回顧美國

近代以來女性的處境，發現美國婦女在 20 世紀的

經濟大恐慌中，被批評為搶男人的飯碗，但是二

次大戰發生後，因為男人都上戰場，婦女乃被徵

召取代男人原先的職位。工業界告訴婦女，妳能

開車就能開動機器，雜誌還以女性機械師為封

面，但是戰爭結束後，婦女竟然又被告知重工業

不適合婦女(彭婉如譯[5]）。顧燕翎[6] 指出，

在工業化過程中，女性一方面受到剝削，但一方

面也因教育普及而受到啟蒙，發展出自覺的力

量。Humm[7] 認為科學中強調超然、理性和控制

的觀點，和傳統定義的女性特質，如照顧、情感

等是相違背的。可見無論中外古代男女孩所受的

待遇就是有所不同。 

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張春興[8] 認為所謂「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就是指不同文化型態、社會體系與時代背景，在

男性與女性的性別角色，會有不同的定義及規

範，但是無論文化如何的衝擊或時代如何的演

變，對於男性與女性的性別角色，大眾總認為男

性應要如何，女性應要如何，傾向於將男女行為

刻板劃分。王秀雲[9] 即對教科書及學校科學教

育提出了以下幾個問題：在科學教育中，當學生

們第一次接觸科學時，教科書上的敘述究竟透過

什麼的意識型態在建構科學的形象？偉大的科學

家故事是不是大多為男性？少數傑出的女性科學

家的傳記如何建構「女性科學家」這樣一個角色？

我們鼓勵女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嗎？此種刻板印象

是由於不同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型態所造成，而如

此社會化型態的差異，對於男生在文科領域的正

面態度期望，不能給予適切的的鼓勵及增強；而

女生在數理領域也是如此的情形(引自張旻琪

[10])。張春興[11] 認為傳統上數理領域學科，

被視為男性學科，相對地，女性學科也就是指文

科。蔡祈賢[12] 認為造成兩性角色差異的主要原

因，是來自社會刻板印象所形成偏執觀念。李卓

夫[13] 認為性別刻板印象為：社會及個人，以性

別為最初的分類基礎，對不同及相同性別的人所

應擁有的特徵、行為及規範等穩定的看法。綜合

學者說法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為兩性在何年齡應有

什麼行為、特徵等的表現，而男女性別角色差異，

真正心理學上的性別差異是很小的，事實上個體

之間的差異要遠較男女兩性之間的差異要大的

多，因此我們不該把男女性別角色加以絕對化，

而應該注重兩性的共通性。 

三、兩性在學業上的表現 
陳麗珠[14] 台灣地區在四十學年度，大專

女生僅佔全體大專學生的百分之十，到現在為止

各級學校男女就學機會已無差異，但刻板印象仍

使得女性大多選讀文史學科，而忽略其他科系。

Hawkins[15] 指出在數理與相關學科領域的興

趣與成就上，男生女生間有差異，這現象前提是

數理與相關領域並不適合女生學習。Cheers 網

站[16] 從七月下旬在網站上進行「科技男女大

不同」調查，回收的 2338 份有效問卷中，高達

5 成受訪者認為，台灣社會不鼓勵女性就讀理工

科系；而且，目前從事科技工作的女性中，28%

的人認同「女性天生缺乏數理頭腦」26.6%科技

女性認為「女性在科技相關工作上表現往往比不

上男性」。Simmons& Whitfield 曾對 438 位三

年級與五年級學生研究男女學生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對學習成就的影響狀況，最後結果發現：隨

著學生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分數提高，男生在語

言藝術的分數上和女生於數學分數上都有下滑

的 情 形 ( 引 自 許 素 愛 [17]) 。 Lockheed & 
Fuller[18],Stromquist[19] 男性教育成就顯著

優於女性，但是也發現兩性在教育成就上的差異

越來越小。Kleinfeld(1998)引用統計資料及相關

研究指出：由小學至大學，除了自然科科學運動

之外，女生的學業成績表現都優於男生。一般而

言，男女生在測驗上的表現沒有太大的差異，女

生典型在寫作、閱讀能力及文字技巧方面優於男

生，而男生在自然及數學上優於女生。像這樣的

因素造成女孩子通常不被鼓勵在數理學科領域

方面的成績，而且有資料證明於中學及大學階段

學生選修數理科目領域興趣的性別差異(引自張

旻琪[10])。Gallagher[20] 表示：根據第三屆國

際數學及科學調查的資料顯示，一般而言，男生

的數學及科學成績較女生為優。陳天寶[21] 研

究臺北市公立高工學生，以性別而言，女生智育

成績顯著優於男生。究竟國小四年級學生數學成

就表現的差異是否隨著男女性別的不同而不

同？資料顯示，以國際平均而言，男生的平均分

數(496 分)略高於女生(495 分)分數。大部分的

國家男生略高於女生(林碧珍、蔡文煥[22] )。

謝亞恆[23] 針對國中一年級學生研究，發現性

別差異對於兩性間的學業成就達顯著差異。就

2003 年台灣的國中二年級學生數學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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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女生(589 分)雖然比男生(582 分)略高，

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曹博盛[24] )。顏

素霞[25]  

 

針對對象包括八十七學年度(1998---1999 年)

就讀日間部大學三年級的學生(不包括二技或四

技的學生)，男生樣本為 886；女生樣本為 1061。

女生就讀文史類及教育學類者最多，男生就讀資

訊工學及理學類者居多。觀察了上述種種兩性間

的差異情形，發現一般研究結果總是男生在數理

方面較擅長，而女生在文史方面較佳。 

    正如張如慧[26] 說：我們不只應只是鼓勵

女性從事科技工作，也要反省科學背後的男性中

心預設，才能真正肯定女性的能力與價值，若只

是藉同化於男性來肯定自己則女性將永遠只是

「第二性」，因為妳永遠也無法成為「真正的男

人」。教育對學生而言，是引導他們歨入適性的

領域，使其潛能得以發揮。 

四、現今女大學生的就學情形 
 

表 1 大學女生比率 

學年度 90 91 92 93 

百分比率 49.90 50.54 50.99 50.63 

註：取材自教育部-統計處-重要教育統計資訊大綱 

 

由表 1 可見我們男女生大學入學比率逐步縮

小差距且日益女生比率稍高。隨著時代的變遷，

兩性受教育的機會已日漸平等，顯示不同的性別

有著相同的就學機會。 

 

伍、研究方法 

一、樣本 
所謂「男性為主科系」是指大學科系中修習

的女學生比例低於總人 33%的科系(betz & 
Hackett[27] )。依此定義，筆者針對抽樣的虎尾

科技大學分析「男性為主科系」計有工程學院：

機械製造工程系(已改名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

系)、機械設計工程系、自動化工程系、動力機械

工程系、材料科學與工程系、飛機工程系、車輛

工程系，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系、資訊工程

系、光電工程系，文理學院：生物科技系；而非

男性為主科系計有管理學院：工業管理系、資訊

管理系、財務金融系，文理學院：應用外語系、

多媒體設計系。所以本文中科系指分成男性為主

科系與非男性為主科系兩類；而每科目學業成就

指同一人在此科目上、下學期之學期成績 T 分數

的平均數。 
筆者在93學年度下學期期中考後一周對虎尾

科技大學四技一年級學生施測，去除回答不全

者，結果如下表： 

 

 

 

表 2 人數分佈情形                         單位：人(%) 

項目 男性為主科系 非男性為主科系 總計 

男生 
824 

(71.97) 

124 

(72.94) 

948 

(72.09) 

女生 
62 

(74.7) 

147 

(72.06) 

209 

(72.82) 

共計 
886 

(72.15) 

271 

(72.46) 

1157 

(72.22) 

 

由表 2 知：每類樣本數人數都在七成以上，

可見此抽樣具代表性。 

二、兩性差異小測驗 
由居善醫院臨床心理師撰文，有 20 題問題，

根據題意自己選擇同意、不確定或不同意，依序

為 1分、2分或 3分。當總分為： 

(1) 50-60 分，你是超級新人類，很有概念。 

你的兩性觀念很開放，比較少有、甚至沒有

性別刻板印象。你願意用客觀的態度來面對

兩性，了解男、女生都一樣是普通人，不會

特別覺得某種特質或工作只限定男生或女生

才可以有。希望你能繼續保持這種開放的想

法，並常常和他人分享。 

(2) 30-49 分，你有點像中年人，小心你已經遜掉

了囉！你有一些性別刻板印象哦！可以想一

想自己是不是被哪些成見限制住了呢？你有

些觀念正確，但也有些不當的想法，或許是

因為不常接觸這類兩性知識，也比較少跟異

性接觸討論這些問題，所以一知半解，有點

危險。不妨多吸收新知、觀察別人來增進你

對兩性的正確觀念啦！ 

(3) 20-29 分，糟了！你應該不是年輕人吧！你有

極深的性別刻板印象，平常接收的正確兩性

知識一定也不多。你仍以傳統性別角色來思

考事情，心中對男、女生中間的那條線一定

還很堅持。現在時代不一樣囉！別空有一副

青春的身體，卻有顆 LKK 的心，這樣有點遜，

要接納兩性的差異大多是源於後天環境造成

的結果，並沒有所謂的「應該」的制式看法，

快把分開兩性的線用橡皮擦擦掉吧！(居善

醫院臨床心理師撰文[28] ) 

 

陸、結果與討論  

一、變異數同質性成立 
    以下想回答問題(一) 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

生與非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生四類學生的變異

數同質性是否成立？ 

根據兩性學生入學的科系，分成男性為主科系男

生、女生與非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生四類，又

分別將他們的一年級上、下學期的學期成績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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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班級 T 分數，計算出上、下學期的 T 分數

加權總分 21 TT 與 ，再計算出 21 TT 與 兩者的平均

數；又以改良的做法以中位數取代平均數，算出

四類學生學業成就的離中位數差絕對值，進行變

異數同質性檢定。 

 

表 3 四類學生學業成就的離中位數差絕對值之 ANOVA 

變源 SS df MS F p-值 臨界值

組間 76.48 3 25.49 

組內 15496.94 1153 13.44 

總合 15573.43 1156  

1.89 0.13 2.63

 

由表 3 知，F 值 1.89 ，小於 0.05 的顯著水

準的臨界值 2.63，p 值 0.13 大於 0.05，所以接

受虛無假設，即四類學生在學業成就上變異數同

質性的假設可以成立，即我們將這四個獨立樣

本，可視為來自同一個母體一起探討。 

二、社經地位等級 
根據林生傳[29] 家庭社經水準換算分類，但

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等級 I 的男女生各有 1 位人數

過少，所以併入 II 級中，合稱 I-II 級一起考慮。

以下想回答問題(二)男女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

間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表 4 男女生家庭社經地位等級分佈情形        單位：人 

社經等級 I-II III IV V 總計 

男生 105 281 418 144 948 

女生 13 53 111 32 209 

合計 118 334 529 176 1157 

 

根據表 4的數據，經過計算之結果發現，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卡方值 17.65 達顯著水準，

所以拒絕虛無假設，即表示男生與女生的家庭社

經地位等級間有顯著差異存在。此與洪寶蓮[30] 

認為大學男女生家長教育程度未達顯著差異。有

所不同，也可能因為探討對象與內涵不盡相同有

關；就男生而言：家庭社經地位等級在 I-II 的有

105 人，佔 11.08%最少；III 的有 281 人，佔

29.64%；IV 的有 418 人，佔 44.09%最多；V 的有

144 人，佔 15.19%。就女生而言：家庭社經地位

等級在 I-II 的有 13 人，佔 6.22%最少；III 的有

53 人，佔 25.06%；IV 的有 111 人，佔 53.11%最

多；V 的有 32 人，佔 15.31%；都是 IV 級的人數

最多。 

以下想回答問題(三)兩性對「以後想從事職

業的類別」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但因欲從事非技術性工人的人數過少，所以與技

術性工人合併為「非技術性或技術性工人」。 

 

 

 

 

 

 

表 5 兩性在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的比較     單位：人(%) 

項目 性別 卡方值 

我以後想從事 

的職業類別 
男生 女生 

非技術性或 

技術性工人 

111 

(11.71) 

16 

(7.66) 

半專業人員 

或一般公務人員 

236 

(24.89) 

70 

(33.49) 

中級專業人員 

或中級公務人員 

392 

(41.35) 

116 

(55.5) 

高級專業人員 

或高級公務人員 

209 

(22.05) 

7 

(3.35) 

30.06* 

 

由表 5知：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因為卡方

計算結果 30.06 達顯著水準，所以拒絕虛無假設，

即表示男生與女生在「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

有顯著差異存在；此與朱曉瑜[31] 研究發現不同

性別的受試者在生涯抉擇狀態上的比例分佈並無

顯著差異。有所不同。又由表 4 知：對男生而言，

「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以中級專業人員或中

級公務人員最多，半專業人員或一般公務人員次

之，非技術性或技術性工人最少；對女生而言，

「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以中級專業人員或中

級公務人員最多，半專業人員或一般公務人員次

之，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公務人員最少。 

以下想回答問題(四)兩性在「最羨慕職業的類別」

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但因欲從事非技術性工人的人數過少，所以與技

術性工人合併為「非技術性或技術性工人」。 

 

表 6 兩性在最羨慕的職業類別的比較        單位：人(%) 

項目 性別 卡方值 

我最羨慕的 

職業類別 

男生 

 
女生 

非技術性或 

技術性工人 

65 

(6.9) 

3 

(1.71) 

半專業人員 

或一般公務人員 

105 

(11.03) 

19 

(9.14) 

中級專業人員 

或中級公務人員 

255 

(26.9) 

84 

(40) 

高級專業人員 

或高級公務人員 

523 

(55.17) 

103 

(49.15) 

10.08* 

 

由表 6知：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因為卡方

計算結果 10.08 達顯著水準，所以拒絕虛無假設，

即表示男生與女生在「我最羨慕的職業類別」有

顯著差異存在；對男、女生而言，「我最羨慕的

職業類別」都以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公務人員最

多，中級專業人員或中級公務人員次之，非技術

性或技術性工人最少。 

三、兩性差異小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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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想回答問題(五)男女生在「兩性差異測

驗」上，是否有顯著差異？(六)傳統男性理工科

系與非傳統男性理工科系在「兩性差異測驗」上

是否有顯著差異？(七)性別與是否傳統男性理工

科系，在「兩性差異測驗」的交互作用是否達顯

著差異？ 

將受試者在「兩性差異測驗」上的得分情形列於

下表。 

 

表 7 男女生在兩性差異小測驗上的統計 

等級 男生 女生 總計人數 

20-29 13 0 13 

30-49 608 57 665 

50-60 327 152 479 

總計人數 948 209 1157 

 

再根據男女生與是否男性為主科系為自變

項，而依變項為在「兩性差異測驗」上的得分，

做變異數分析於下表。 

表 8 兩性差異小測驗的統計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A 1670.37 1 1670.37 36.16*

B 899.06 1 899.06 19.46*

A×B 1247.64 1 1247.64 27.01*

組內 106698.9 2310 46.19  

合計 110515.97 2313   

註：A表性別，B表科系，
*
p ＜ 0.05 

 

由表 8 知：(1)性別在兩性差異測驗上有顯著

差異。此與江福清[32] 對中部地區公私立高職、

公私立高中職業科的 603 名學生為調查對象，結

果不同性別其性別角色取向有顯著差異。有相同

之處。(2)男性為主科系與非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

差異小測驗上有顯著差異。(3)性別與是否傳統男

性理工科系在兩性差異小測驗的交互作用達顯著

差異。表示男女生在是否男性為主科系的兩性差

異小測驗上有差異存在；所以進行因子的單純主

要效果檢定再進行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再做事

後比較。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一)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 

 

表 9 在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性別因子的比較 

在傳統男性理工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46.39 47.43 

女生 51.94 53.73 
26.49* 

*
p ＜ 0.05 

 

由表 9 知在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比

男生較無性別刻板印象。 

2.當限定科系因子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時： 

 

 

表 10 在非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性別因子的比較 

在非男性為主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47.08 42.41 

女生 53.89 41.01 
13.17* 

*
p ＜ 0.05 

 

由表 10 知在非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

比男生較無性別刻板印象。 

(二)科系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性別因子為男生時： 

 

表 11 在男性條件下科系因子的比較 

男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傳統男性理工科系 46..39 47.43 

非傳統男性理工科系 47.08 42.41 

0.12 

 

由表 11 知對男生而言，無論是否男性為主科

系，在兩性差異小測驗上無顯著差異存在，即對

男生而言無論是否男性為主科系，都比較沒有性

別刻板印象。 

2.當限定性別因子為女生時： 

 

表 12 在女性條件下科系因子的比較 

女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性為主科系 51.94 53.73 

非男性為主科系 53.89 41.01 
3.97* 

*
p ＜ 0.05 

 

由表 12 知對女生而言，無論是否男性為主科

系，在兩性差異小測驗上有顯著差異存在，且非

男性為主科系者比男性為主科系者，較沒有性別

刻板印象。 

四、國文方面： 
以下想回答問題(八)男女生在國文學業成就

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表 13 國文的變異數分析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A 11536.6 1 11536.6 148.63*

B 88.16 1 88.16 1.14 

C 57.96 1 57.96 0.75 

A×B 3118.86 1 3118.86 40.18*

A×C 1884.94 1 1884.94 24.28*

B×C 70.26 1 70.26 0.91 

A×B×C 2508.52 1 2508.52 32.32*

組內 48590.46 626 77.62  

合計 67855.76 633   

註：A：性別、B：科系、C：學期，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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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3 知： 

 

(一)在性別、科系與學期三因子交互作用上達顯

著差異： 

接著進行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其中我

們關心的是性別之不同對各類學業成就是否

有影響？所以我們進行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

效果檢定。 

 

表 14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學期 科系 性別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1.男生 

 
51.12 92.01 

(一) 

男性為

主科系 2.女生 57.67 58.3 

22.38*

1.男生 43.64 99.65 

一、 

上 

學 

期 

(二) 

非男性

為主科

系 
2.女生 53.32 58.83 

17.26*

1.男生 51.28 77.19 
(一) 

男性為

主科系 2.女生 57.14 64.24 

19.68*

1.男生 47.47 79.63 

二、 

下 

學 

期 

(二) 

非男性

為主科

系 
2.女生 53.87 94.75 

5.09*

*
p ＜ 0.05 

 

由表 14 知： 

1.在上學期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 優於男

生。 

2.在上學期非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於

男生。 

3.在下學期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於男

生。 

4.在下學期非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於

男生。 

(二)性別與科系間之交互作用其差異達顯著： 

表示男女生在科系的學業成就上存在著差

異；所以進行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再

接著做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再進行事後比

較。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 

 

表 15 在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男女生的比較 

男性為主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1.18 50.86 

女生 57.45 28.42 
37.53* 

*
p ＜ 0.05 

 

由表 15 發現：男女生在男性為主科系上的國

文有顯著差異，發現女生優於男生。此與

Kleinfeld 

  

(1998)引用統計資料及相關研究指出 

：女生典型在寫作、閱讀能力及文字技巧方面優

於男生。(引自張旻琪[10] )。有相同結果。 

(2)當限定科系因子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時： 

 

表 16 在非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男女生的比較 

非男性為主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45.56 53.57 

女生 53.59 71.17 
13.54*

 
*
p ＜ 0.05 

 

由表 16 發現：男女生在非男性為主科系上的

國文有顯著差異，發現女生優於男生。此與

Kleinfeld (1998)引用統計資料及相關研究指出：

女生典型在寫作、閱讀能力及文字技巧方面優於

男生。(引自張旻琪[10] )。有相同結果。 

(三)性別與學期間之交互作用其差異達顯著： 

表示男女生在不同學期的學業成就上存在著

差異；所以進行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再接著做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再進行事後

比較。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學期因子為上學期時： 

 

表 17 在上學期條件下男女生的比較 

上學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0.46 96.52 

女生 54.91 62.7 
19.93* 

 
*
p ＜ 0.05 

由表 17 發現：男女生在上學期的國文有顯著

差異，發現女生優於男生。 

(2)當限定學期因子為下學期時： 

 

表 18 在下學期條件下男女生的比較 

下學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0.94 78.03 

女生 55.05 85.77 
16.13* 

*
p ＜ 0.05 

 

由表 18 發現：男女生在下學期的國文有顯著

差異，發現女生優於男生。 

(四)科系與學期在國文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

異。 

(五)在國文上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六)在國文上科系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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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國文上學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五、英文方面： 
    以下試著回答問題(九)男女生在英文學業成

就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表 19 英文的變異數分析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A 2100.02 1 2100.02 20.64*

B 14.31 1 14.30 0.14 

C 0.15 1 0.15 0.001 

A×B 1069.96 1 1069.96 10.52*

A×C 9.88 1 9.88 0.09 

B×C 0.13 1 0.13 0.001 

A×B×C 339.33 1 339.33 3.34 

組內 63894.8 628 101.74  

合計 67428.58 635   

註：A表性別、B表科系、C 表學期，
*
p ＜ 0.05 

 

由表 19 知：在英文上 

(1)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2)科系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3)學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4)性別與科系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異 

(5)性別與學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異。 

(6)科系與學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異。 

(7)性別、科系與學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異。 

由表15知性別與科系間之交互作用其差異達

顯著，表示男女生與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在英文上

存在著差異；所以以下再進行因子的單純主要效

果檢定，再接著做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再進行

事後比較。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科系因子為傳統男性理工科系時： 

 

表 20 在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性別因子在英文的比較 

男性為主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0.01 95.61 

女生 55.79 69.41 
5.24* 

*
p ＜ 0.05 

 

由表 20 知在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性別因子

在英文的比較：女生優於男生。 

(2)當限定科系因子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時： 

 

表 21 在非男性為主科系之下性別因子在英文的比較 

非男性為主科系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46.72 132.94 

女生 51.99 65.64 
4.47* 

*
p ＜ 0.05 

 

由表 21 知在非男性為主科系條件下，性別因

子在英文的比較，女生優於男生。 

 

2.科系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當限定性別因子為男生時： 

 

表 22 在男性條件下科系因子在英文的比較 

男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性為主科系 50.02 94.23 

非男性為主科系 46.72 132.94 
1.33 

 

由表22知對男生而言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對英

文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2)當限定性別因子為女生時： 

 

表 23 在女性條件下科系因子在英文的比較 

女生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性為主科系 52.27 64.55 

非男性為主科系 51.99 65.64 
0.04 

 

由表23知對女生而言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在英

文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六、物理方面： 

因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未修物理，所以只比較

男性為主科系以回答問題(十)在男性為主科系

中，男女生在物理學業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

在？ 

 

表 24 男性為主科系男女生在物理上的變異數分析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A 473.38 1 473.38 5.01*

B 111.02 1 111.02 1.17 

A×B 3.6 1 3.6 0.04 

組內 30054.13 318 94.51  

合計 30642.13 321   

註：A表性別，B表學期，
*
p ＜ 0.05 

 

由表 24 知物理在性別上達顯著差異，接著再

進行性別的主要效果檢定： 

表 25 物理之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學期 性別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0.18 98.37 4.27* 
上學期

女生 53.46 74.37  

男生 50.24 99.05 0.001 
下學期

女生 50.17 98.94  

*
p ＜ 0.05 

 

由表 25 知上學期女生優於男生，但下學期兩

性間無顯著差異。此與 Kleinfeld(1998)引用統計

資料及相關研究指出：男生在自然及數學上優於

女生。(引自張旻琪[10] )。及 Gallagher[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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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根據第三屆國際數學及科學調查的資料顯

示，一般而言，男生的數學及科學成績較女生為

優。有所不同。 

 

七、微積分方面： 

    因為非男性為主科系只有上學期小部分科系

修微積分，所以只比較男性為主科系來回答問題

(十一)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微積分上是

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表 26 男性為主科系男女生在微積分上的變異數分析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A 3114.92 1 3114.92 34.68*

B 28.42 1 28.42 0.32 

A×B 41.43 1 41.43 0.46 

組內 35029.04 390 89.82  

合計 38213.81 393   

註：A表性別，B表學期，
*
p ＜ 0.05 

 

由表 26 知微積分在性別上達顯著差異，所以

我們再進行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表 27 微積分之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學期 性別 平均數 變異數 F 值 

男生 50.16 77.27 
上學期 

女生 54.44 54.25 
11.11*

男生 50.13 85.45 
下學期 

女生 55.11 64.37 
13.36*

*
p ＜ 0.05 

 

由表 27 知：在微積分方面無論上或下學期女

生都優於男生；此與 Hektner(1995)研究結果：進

入青春期女生在數學和科學的表現卻逐漸滑落，

表現不如男生。Kleinfeld(1998)引用統計資料及相

關研究指出：男生在自然及數學上優於女生。(引

自張旻琪[10] )。及 Gallagher [19] 發現：根據

第三屆國際數學及科學調查的資料顯示，一般而

言，男生的數學及科學成績較女生為優。有所不

同。而與陳曼玲[33] 研究發現數學領域裏，女生

的表現不輸男生。有類似結論。 

 

柒、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 男性為主科系男生、女生與非男性為主科系

男生、女生四類學生的變異數同質性成立。 

(二) 男生與女生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間有顯著

差異存在。 

(三) 男女生在「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上有顯

著差異存在。 

(四) 男女生在「最羨慕的職業類別」上有顯著差

異存在。 

(五) 男女生在「兩性差異小測驗」上有顯著差

異。 

(六) 男性為主科系與非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差

異測驗」上有顯著差異。 

(七) 性別與是否男性為主科系在「兩性差異測

驗」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異。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女生

優於男生。 

（2）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女生

優於男生。 

2. 科系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性別因子為男生時：無顯著差異

在。 

（2） 當限定於性別因子為女生時：非男性為主科

系者優於男性為主科系者。 

(八) 國文在性別、科系與學期三因子交互作用上

達顯著差異：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在上學期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 優

於男生。 

（2） 在上學期非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

於男生。 

（3） 在下學期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於

男生。 

（4） 在下學期非男性為主科系的水準下，女生優

於男生。 

(九) 在國文上，性別與科系間之交互作用其差異

達顯著：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女生

優於男生。 

（2）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時：女

生優於男生。 

(十) 在國文上，性別與學期間之交互作用其差異

達顯著： 

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學期因子為上學期時：女生優於男

生。 

2. 當限定於學期因子為下學期時：女生優於男

生。 

(十一) 科系與學期在國文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差異。 

(十二) 在國文上，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異。 

(十三) 在國文上，科系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異。 

(十四) 在國文上，學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異。 

(十五) 在英文上，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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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在英文上，科系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異。 

(十七) 在英文上，學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

異。 

(十八) 性別與科系在英文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

異；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性別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男性為主科系時：女生

優於男生。 

(2) 當限定於科系因子為非男性為主科系時：女

生優於男生。 

2. 科系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1) 當限定於性別因子為男生時：無顯著差異存

在。 

(2) 當限定於性別因子為女生時：無顯著差異存

在。 

(十九) 性別與學期在英文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差異。 

(二十) 科系與學期在英文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差異。 

(二十一) 性別、科系與學期在英文的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差異。 

(二十二) 在男性為主科系中，男女生在物理學業

成就上有顯著差異存在，上學期女生優

於男生，但下學期兩性間無顯著差異。 

(二十三) 在男性為主科系中，對微積分而言男女

生有顯著差異存在，女生優於男生。 

二、建議： 
(一) 本文以橫斷面探討性別的面面觀，後續可以

縱斷面方式研究。 

(二) 本文探討組間的差異情形，後續可以對群間

差異進行探討。  
(三) 後續研究可探討為何男生在傳統男性科目

(如物理、微積分等)上失去優勢。 

(四) 鼓勵學生在「科學教育」的學習歷程中，多

補充人文學養，以建立正確的兩性觀念，激

勵女生提升對「以後想從事的職業類別」。 

(五) 未來可探討有哪些因素影響兩性學生的學

習，才可望消除兩性在學習上的性別不平等

現象。 

(六) 教師在傳道的同時，需顧及學生的個別差

異，而不是性別差異。刻板的性別角色並非

一個不能存在的現象，教師在教室互動中，

不要因性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應適當正確

引導學生，以期減低兩性之間的差異。  

    希望我們能避免同一性而接受差異，尊重個

體的獨特性，才能開創多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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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rol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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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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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x-rol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is is a survey study. 323 subjects completed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questionnaire.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such t-test、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hi-square 
test、 and one way ANOV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parents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al status ,
「careers」, 「Gender Differences test」 would obviously affect difference gend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raditional men-science-major and nontraditional men-science-major on 「Gender Differences 
test」. There was interaction among gender, traditional men-science major and nontraditional men-science-major 
on「Gender Differences t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difference sex which belong to
traditional men-science-major on the Physical achievement. Gender had main effect in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Semester and subject had no main effects in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Gender had main effect in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In the Chinese achievement, gender、 semester and subject, gender and subject had interaction,
gender had main effect .But semester and subject had no main effects、 semester, subject had no main effects. In 
traditional men-science majo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Gender 
Differences test」, Calculus and Physical achievem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teachers, school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Key Words: Sex Role Stereotypes, traditional men-science major,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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