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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風氣與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兩性人格發展仍有諸多規範

或歧視。社會上的性別分工與刻板印象仍然嚴重，或多或少體

現在校園、家庭或職場。除了政府或學校，圖書館也推行性別

平等教育，舉辦相關閱讀講座，協助孩童從小建立男女平等的

觀念，跳脫「男主外、女主內」的窠臼。

撰文╱趙心寧　圖片╱苗栗市立圖書館、花蓮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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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家務事，都是誰在做呢？辦公室裡是否存在同

工、不同酬的情況呢？看到爸爸背著嬰兒出現在超市，你是

不是會認為「真是好男人！」卻對女性帶著孩子出現在公園

與育兒場合感到稀鬆平常？男孩跌倒哭泣時，是否會被斥責

「男孩子不能哭」，而女孩喜歡玩賽車、機器人，會不會被

提點：「要溫柔一點」？這些全是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臺灣在 1997 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時至今日，

推動性別教育已超過 25 年，你我身邊依舊存在著孩子因

為性別刻板印象而無法依據自己的特質適性發展的情形。

近年，圖書館以孩子最愛的「聽故事」作為切入點，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5 項「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相呼應，向孩童宣導性別平等的觀念與教育資訊。

透過繪本將正確性平觀念植入孩子腦海

「繪本是非常好的工具，能與孩子們討論那些我們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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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圖搭配講座策劃相對應

的主題書展。

花蓮市圖規劃 SDGs 性別平等

活動「我的弱雞爸爸」。

推廣永續不分男女老少，民眾

透過講座，理解性別平等、降

低刻板印象。

花蓮市圖性平講師分享教學現

場，孩子對於性平議題的接受

度很高。

1.

2.

3.

4.

心、但不知道如何開口討論的議題。」苗栗市

立圖書館（以下簡稱苗栗市圖）館長湯美丹

說，透過繪本，可以在孩子心中植入永續的種

子。苗栗市圖從 2021 年開始，與鄰近的幼稚

園、國小合作，帶領孩子們閱讀探討兒童性侵

害的繪本《蝴蝶朵朵》，討論如何設定自己與

他人的身體界線。2023 年，苗栗市圖與家庭

教育中心合作舉辦性別教育成長列車，與民眾

分享多元性別教育、多元型態家庭、數位性別

暴力及性騷擾相關內容。

其中，湯美丹印象深刻的是，配合 10 月

份「國際女孩日」講座活動，原本設定參加者

以成年人居多，沒想到許多國小女同學也反應

熱烈，顯示出現代女孩更注重自己的身體自主

權。網際網路讓數位性暴力發生在無形之間，

她舉例，有一次探討數位性暴力，提到有些人

會發送裸照來騷擾他人，一位跟家長一起參加

講座的高中女生說：「我同學就有收到！」旁

邊的家長才意識到，原來數位性暴力與自己的

距離竟然這麼接近。

另一個從孩童開始種下的性平種子則是

「家事分工」。在臺灣，婚姻與家務成為女性

平等職涯的阻礙。聯合國婦女署調查，全球女

性承擔了 75％無償的家務工作，為了破除現

狀，圖書館開始積極提倡家務平等分工。

花蓮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花蓮市圖）

館長陳怡琳說，3年前曾設計舉辦「家事共好」

活動，邀請孩子以計分遊戲的方式了解家事分

工狀態，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家庭，無論是否

為雙薪家庭，母親都是承擔家事的「得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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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透過繪本《朱家故事》讓孩子理解，

原來，當媽媽面對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家人

們，也可能會罷工離家出走喔！最後，再以分

組競賽方式，帶領孩子練習摺衣服、晾衣服、

收納洗碗等家事練習，從孩子的觀念開

始扭轉家庭裡的性別框架。

性平不是女生的事！

而是尊重多元聲音

傳統童話故事總

以「王子與公主從此

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

子」作為結局，其實，性

別刻板印象也是亟待被打破的

舊思維。陳怡琳說，花蓮在 2023 年 7 月

舉辦的性別平等親子共讀活動，利用《紙袋公

主》故事帶領大小讀者突破刻板印象，故事裡

的公主可不是柔弱且等待救援的角色，反而憑

靠自己的機智打敗反派角色火龍、救出即將結

婚的王子，當她發現王子其實一點也不高興，

更勇於做出退婚的選擇。

「性別平等不僅關心女性權益，更尊重

多元文化與背景。」湯美丹也提到了《紙袋公

主》，她說，市面上有許多以打破性別刻板印

象為主題的繪本，公主可以勇敢自救、男孩也

可以穿裙子、打毛線。她會搭配講座活動策劃

主題書展，除了參加講座的民眾得以延伸閱

讀、借閱回家討論分享，也能讓錯過活動的民

眾有機會思考相關議題，讓整體活動效

益可更為發酵。

花蓮市圖性平講師任

美華分享教學現場，她

說，孩子對於性平議題

的接受度很高，反而

經常看到家長跟小女孩

說：「裙子短於膝蓋會

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

或是斥責小男孩喜歡玩扮家家酒

與娃娃屋的遊戲，甚至也有家長認為不應

推動多元性別議題。她多半利用大自然動物、

昆蟲等習性來委婉傳達觀念，比如繪本《一家

三口》就是講述兩隻雄性的南極企鵝，撫養了

一隻沒有血緣關係的小企鵝的故事，希望大人

與小孩都能以平常心看待大自然中極其正常的

多元兩性關係。

印尼講師用皮影戲帶領孩子打開國際之窗

然而，並非每個國家都賦予人民生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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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權利，甚至充斥對女性有害的習俗、禁止

女性參政，需透過人權鬥士不斷爭取才能享有

平等與自由。透過閱讀，也可讓孩子探知其他

國家爭取性別平等的艱辛歷程。

花蓮市圖於 2023 年 7 月舉辦「性別平

等」的親子共讀活動，邀請資深的印尼籍講

師，帶領孩子演出印尼傳統皮影戲，從有趣的

遊戲進入繪本故事，理解世界各國女性如何爭

取自由。陳怡琳說，活動中介紹《馬拉拉的魔

法鉛筆》，講述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Malalah 

Yusafzay）在恐怖分子威脅下依然替少女爭取受

教權，再向孩子介紹印尼女性平權運動始祖卡

蒂妮克服萬難設立印尼第一所女子學校的故事。

由於性平推廣活動相當受到歡迎，苗栗

市圖預計在 2024 年與勵馨基金會合作推出新

課程，花蓮市圖則會針對青春期身心變化進行

推動，比如製作布衛生棉、青少年感情處理等

專題講座。

挑選符合永續精神藏書　

潛移默化注入永續 DNA

陳怡琳與湯美丹都提到，在政府積極推

動下，目前有許多新書會特別標示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指標」的關聯性，確實利於家長與教

師快速選擇教材與讀物，不過，作為藏書豐富

的公共組織，圖書館在舉辦親子互動、繪本導

讀、手作活動時，未必會強調活動與永續的關

聯性，而是希望廣泛選擇符合永續精神的藏

書，讓讀者參與過程中潛移默化、奠定觀念。

例如，作為農業大縣，苗栗市圖也長期耕耘

食農教育，帶著孩子接觸大自然、關注生態發

展，符合 SDGs 中環境教育的指標。

「孩子的世界很小，我們鼓勵家長用閱

讀來理解永續精神、打開孩子的世界大門，將

永續落實在生活之中。」陳怡琳說，坐而言不

如起而行，永續不僅是個口號，也是全人類對

於幸福生活的期待。

苗栗市圖搭配主題推廣繪本，讓民眾得以延伸閱讀與思考。

透過繪本閱讀教導孩子維護身體自主權。

花蓮市圖「防治數位性別暴力故事屋」活動，邀請孩童上台互動分享。

講師介紹印尼女性平權運動始祖卡蒂妮開創女性平權的傳奇故事。

SDGs 悅讀者和平樹，利用繪畫方式引導孩童思考創作。

花蓮市圖邀請印尼籍講師帶領孩子演出印尼傳統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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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權利，甚至充斥對女性有害的習俗、禁止

女性參政，需透過人權鬥士不斷爭取才能享有

平等與自由。透過閱讀，也可讓孩子探知其他

國家爭取性別平等的艱辛歷程。

花蓮市圖於 2023 年 7 月舉辦「性別平

等」的親子共讀活動，邀請資深的印尼籍講

師，帶領孩子演出印尼傳統皮影戲，從有趣的

遊戲進入繪本故事，理解世界各國女性如何爭

取自由。陳怡琳說，活動中介紹《馬拉拉的魔

法鉛筆》，講述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Malalah 

Yusafzay）在恐怖分子威脅下依然替少女爭取受

教權，再向孩子介紹印尼女性平權運動始祖卡

蒂妮克服萬難設立印尼第一所女子學校的故事。

由於性平推廣活動相當受到歡迎，苗栗

市圖預計在 2024 年與勵馨基金會合作推出新

課程，花蓮市圖則會針對青春期身心變化進行

推動，比如製作布衛生棉、青少年感情處理等

專題講座。

挑選符合永續精神藏書　

潛移默化注入永續 DNA

陳怡琳與湯美丹都提到，在政府積極推

動下，目前有許多新書會特別標示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指標」的關聯性，確實利於家長與教

師快速選擇教材與讀物，不過，作為藏書豐富

的公共組織，圖書館在舉辦親子互動、繪本導

讀、手作活動時，未必會強調活動與永續的關

聯性，而是希望廣泛選擇符合永續精神的藏

書，讓讀者參與過程中潛移默化、奠定觀念。

例如，作為農業大縣，苗栗市圖也長期耕耘

食農教育，帶著孩子接觸大自然、關注生態發

展，符合 SDGs 中環境教育的指標。

「孩子的世界很小，我們鼓勵家長用閱

讀來理解永續精神、打開孩子的世界大門，將

永續落實在生活之中。」陳怡琳說，坐而言不

如起而行，永續不僅是個口號，也是全人類對

於幸福生活的期待。

苗栗市圖搭配主題推廣繪本，讓民眾得以延伸閱讀與思考。

透過繪本閱讀教導孩子維護身體自主權。

花蓮市圖「防治數位性別暴力故事屋」活動，邀請孩童上台互動分享。

講師介紹印尼女性平權運動始祖卡蒂妮開創女性平權的傳奇故事。

SDGs 悅讀者和平樹，利用繪畫方式引導孩童思考創作。

花蓮市圖邀請印尼籍講師帶領孩子演出印尼傳統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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