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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以幼兒為對象，藉由師生共讀五本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透過團

體對話的閱讀討論，呈現幼兒個人對文本最真實的想法、感覺和回應，並從中探

討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方式及閱讀後對其性別角色觀點的影

響。主要結果如下：一、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方式有口語回應、

肢體回應及創作回應；二、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為

能體驗性別角色的多元性，並引發批判性的思考，及能結合個人生活經驗同理閱

讀；三、閱讀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觀點的影響有新的體驗並

鬆動原有兩性概念，呈現尊重及接納他人不同差異行為，並將文本中性別角色典

範行為延伸於家庭生活。最後，根據研究的結論，提出具體的建議。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圖畫書、、、、性別角色性別角色性別角色性別角色、、、、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閱讀回應閱讀回應閱讀回應閱讀回應。。。。    

 

楊淨涵 

高雄市桂林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 

     t91@mail.klps.kh.edu.tw 

鄭瑞菁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副教授 

jccheng@mail.npue.edu.tw 

陳麗琴 

高雄市福康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 

reginagooda@yahoo.com.tw 



2012 年「一圖千言──圖畫書的繽紛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6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玩具分享時間，小女生們幫娃娃梳頭髮、換衣穿鞋，薇薇嘟著嘴對想加入的

城城說：「走開啦！你又不是女生」；而圍在大樹下的孩子，看著滿地爬的椿象，

宏彥拿起椿象朝向大家，瞬間孩子們到處驚叫竄跑，宏彥得意的說：「我就知道女

生是膽小鬼。」……，「男生不能玩娃娃、女生是膽小鬼？」這樣的場景普遍發生

於幼兒園，呈現幼兒對性別角色的迷思，也就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然而，兩

性在先天上即有不同的身體構造與體能，但最大的差異，來自於人為因素和所處

的文化社會背景。因此，個體所處之家庭、學校，乃至社會、族群、文化對個體

在形成性別刻板印象方面都造成關鍵性影響（劉淑雯，1996；晏涵文，2004）。

此外，幼兒閱讀的書籍亦是性別角色仿效的來源之一，童書中所傳達的文化規範、

性別、角色行為等觀念與態度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幼兒，它提供的不僅是娛樂，

同時也是幼兒社會化與文化薰陶的重要媒介。 

當書裡的王子不再英勇、站在暴龍前的是柔弱的公主、男生抱著洋娃娃玩、

而家不一定是幸福的……，這些顛覆傳統的情節、畫面，作者用故事對性別刻板

印象進行解構，作品呈現多元價值觀，打破了兩性對立的傳統思想；幼兒參與這

類圖畫書的閱讀中，接收圖畫書所傳達的訊息，無形中內化成自我的觀點，為兒

童提供若干角色模式（role models）。換言之，具有顛覆性別刻板印象的圖畫書

不僅影響幼兒自我的態度，也影響幼兒對他人所抱持的態度（Campbell & 

Witenberg, 1980）。 

因此，本研究透過圖畫書教學在性別教育的應用上所呈現的教學效能，了解

幼兒在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不同回應，和探究幼兒如何解讀創作訊息的歷程

並將書中最重要的性別平權意涵與教學結合，在開放的氛圍中彼此互相溝通和影

響，希望形成一套不說教、沒有既定的價值框框，一種合適的閱讀活動，以達潛

移默化的效用。 

研究者根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幼兒閱讀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為何？ 

二、透過閱讀教學，幼兒對圖畫書中的性別角色有何回應？ 

三、幼兒在閱讀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之後，對性別角色觀點有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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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性別刻板印象之內涵性別刻板印象之內涵性別刻板印象之內涵性別刻板印象之內涵 

性別角色（gender role）乃性別所反映出來的行為期待，即社會、文化根據

性別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行為腳本（陳皎眉，1996）。換言之，性別角色是指個

體對於性別角色有關的人、事、物及概念之認知、情感、意向上較為持久的一致

性傾向（羅瑞玉，2000）。性別角色包括以下層面（周淑儀，2000）： 

1. 生物學上的性別：生理不同而產生性別差異。 

2. 活動和興趣：包括玩具、遊戲、職業。家務工作，及成就領域，例如語言、

數學和空間能力等。 

3. 個人、社會屬性：包括人格特質和社會行為型態，例如攻擊、支配性、依賴、

養育性等。 

4. 以性別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含朋友、性伴侶、模仿或認同對象，及依附對象

的選擇都是性別化的指標。 

5. 典型的和象徵的特性：指隱含性別化的手勢、非語言行為、語言型態以及象

徵的形態和屬性。例如姿態、聲音大小。 

然而，兩性最大的差異就是人們對男女的認知，即所謂的刻板印象，Silverblatt 

與 Eliceri（1997）將刻板印象定義為對於個人、團體以及事物持過於簡化的概念；

一般而言，「性別刻板印象」是指以概括的特徵來標記男女，並有共同的假定與

期望；甚至在訊息來源不足或不當的情形下，便做出先入為主的判斷，卻未必符

合事實，但因刻板印象的流傳，男女之間的差異便成「積非成是」，乃至於形成

所謂的「傳統」，此信念或態度有過度簡化且不易改變的傾向，所涵蓋的內容非

常廣泛，這些層面不斷在個體生活裡被強調而形成固著的意象(Omut, 2011)。另外，

研究者綜合林敏宜（1993）、范敏慧（2002）、陳怡如（2003）探討相關性別刻

板印象研究，歸納出性別刻板印象以性別為基準，將不同的性別角色特徵，包含

外在形象與內在人格特質，賦予不同的性別族群，主要著重於人格特質、父母角

色、玩具選擇、性別特質、及家務分工；因此，本研究將依這些面向，進行探究

幼兒對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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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圖畫書的特色與運用圖畫書的特色與運用圖畫書的特色與運用圖畫書的特色與運用 

（（（（一一一一））））圖畫書的特色圖畫書的特色圖畫書的特色圖畫書的特色    

Nodelman（1988）指出：「圖畫書是透過一系列圖畫與少許的相關文字，

或完全沒有文字結合，來傳遞訊息或說故事」（引自鄭瑞菁，2005）。透過圖

畫書情節、角色、文字、圖畫、主題等要素，在文字的解說敘述，配合圖像的

描述，作品呈現連續性、節奏感與動態感，達到「畫中有話，話中有畫」的傳

達功效 (Nikolajeva & Scott, 2001) 而「文字」和「圖畫」是構成圖畫書的兩大

因素，兩者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之下，讓讀者對圖畫書產生共鳴並從

文字描述和圖像線索獲得故事內容完整的概念（林敏宜，2000；方淑貞，2003；

Brakas & Pittman-Smith, 2008；McCabe, Fairchild, Grauerholz, Pescosolido, & Tope, 

2011; Sipe, 2002; Soalt, 2005）。 

洪淑苓（2000）指出被視為經典的童話受到大幅改編，出現顛覆性作品，

打破既定道德和價值觀的窠臼，不再以想當然耳的敘述方式進行故事的述說，

如《真正的男子漢》、《紙袋公主》…；顛覆性圖畫書的使用打破了傳統對立

的思維模式，幼兒在營造多元訊息的環境中，不斷的作價值澄清與多面向的思

考和反思成長的經驗，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多面向的性別角色概念。準此，本

研究參考林文寶（2002）的《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100》一書中，編輯委員

依據相關研究歸納出七個向度（1.明顯討論性別議題的作品2.顛覆性別刻板印

象的作品3.創新性別敘述模式的作品4.刻畫積極女性形象的作品5.突破二元性

別認同的作品6.闡釋性別平等意識的作品7.尊重種族平等與同性戀的作品）作

為選書檢核的依據。 

（（（（二二二二））））圖畫書的運用圖畫書的運用圖畫書的運用圖畫書的運用    

朗讀、說故事與討論故事是孩子進入圖畫書世界的途徑，若能將這些途

徑融入生活中，不僅發覺孩子的好奇與驚異之心，進而播下尊重、欣賞與合

作思考的種子；因此，圖畫書的運用可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林敏宜，2000；

方淑貞，2003）。 

1. 準備工作：營造境教的閱讀環境，慎選書籍，以適合孩子及兼具主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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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過程中提問的問題及技巧、討論的主題也是教師的準備工作。另外，

從封面、作者的圖文訊息，做預測引發閱讀動機，若預測與內文不同，在

疑惑和質疑處近一步釐清，就能在閱讀後有心的想法、發現，不會只是「很

好笑」或「不知道」的反應而已（林美琴，2008）。 

2. 進行說故事：大聲朗讀（reading aloud）為孩子說故事最常使用的技巧和建

立幼兒成功閱讀的必要活動(Copenhaver, 2001；Panteleo, 2004）。照著書上

的字唸給孩子聽，將句子的押韻、聲調特色表現出來，孩子體會到字是可

以發出聲音的，圖畫是有意義的，而圖文之間是相連結變成一個故事（黃

迺毓，1994；Panteleo, 2007）。 

3. 討論故事：林美琴（2008）指出師生共讀就是希望發展出引導人、學習者

與學習團體的多元學習空間，在互動與探索的合作學習中，營造多元交流

的學習情境、尊重與發展個別差異。聽故事的過程中，也在思考或疑惑，

只要有感而發都值得用來激勵大家共同思考，進而形成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林敏宜，2000）。 

綜合上述，本研究依故事內容進行提問，主要先讓孩子了解故事內容為

基礎，進而掌握故事主題；孩子透過思考，醞釀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並直接或

間接了解圖畫書中的主題，以做為建立個人價值觀和生活的參考。 

（（（（三三三三））））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    

社會快速發展，又受到後現代思潮、解構主義與多元文化的影響，傳統

價值觀與思考模式逐漸受到考驗，圖畫書創作的模式與內容也呈現琳瑯滿

目，出現不少改編自傳統童話的作品。即使是被視為經典的童話，也出現了

許多顛覆性作品；正如徐素霞（2002）認為隨著時代變遷，圖畫書的傳達意

念突破「文以載道」的侷限；洪淑苓（2000）也指出若干被視為經典的童話

也受到大幅改編，出現顛覆性作品。打破某些既定的道德觀或價值觀的窠臼，

不再以眾人想當然耳或習以為常的敘述方式進行故事的述說。 

例如：《灰王子》一書，雖然靈感來自「灰姑娘」但內容完全迥異，成功

反轉男女間的刻板印象，並在顛覆角色刻板形象的同時，也顛覆原故事的內

容思想、創作手法和書中的價值觀，顛覆讀者的思維方式，令人到驚異、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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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呈現多元價值觀，引發另類思考。此外，站在暴龍前的是公主、被救的

是王子、公主不再是弱者、王子、公主也從此不在一起過幸福的日子，《紙袋

公主》完全顛覆了傳統公主與王子的童話，開啟讀者重新思索兩性關係的後

設意義。這些都是以傳統童話故事為來「提示」讀者，以「解構」的方式在

時空背景、角色設計、情節模式、人物對話、結局……進行改造、扭曲、折射、

再創造，令人驚奇、驚喜，所建構的是打破單一價值觀，消除二元對立的傳

統思想體系的教育價值（洪淑苓，2000；林以加，2002；陳質采，2002；余

晏如，2004）。 

三三三三、、、、幼兒閱讀回應幼兒閱讀回應幼兒閱讀回應幼兒閱讀回應 

 閱讀是種充滿意義和相當複雜的心理歷程，而對於意義的瞭解，決定了認識

的多寡（龍協濤，1997），而過程幼兒直接的視覺化反應，隨著書中的情節，起伏

驚喜、悲探難過，從故事中發揮想像力，建立思考邏輯的能力，以下就讀者反應

理論及閱讀回應做敘述。 

((((一一一一))))讀者反應理論讀者反應理論讀者反應理論讀者反應理論    

張湘君（1993）認為讀者反應理論擺脫作者的影響，重視閱讀者在閱讀

的過程中，對作品產生的回應，並有其獨特的思考方式，充分賦予讀者詮釋

權力的主張，強調讀者對於文本的解釋是主動的參與，而非被動接受的過程；

在共讀的情境裡，教師、文本與幼兒三者相互交疊，形成一種「傳送」與「接

收」的循環過程，彼此透過口語或非口語的訊息交流，詮釋文本並建構了對

文本的意義。正如龍協濤（1997）讀者反應的興起，它打破了文本中心論封

閉的語言系統，深入探討讀者的文學能力、審美反應力，致力發掘閱讀或動

中，讀者與文本的雙向交流活動。 

（（（（二二二二））））閱讀回應閱讀回應閱讀回應閱讀回應    

讀者對文本的詮釋，非靜態而是持續的由讀者經驗和從文本所獲得訊息

間的轉換所形成的，根據劉漢玲（2004）此過程包括選書→閱讀→回應週而

復始的內容，每個環節都牽動到另一個結果，幼兒對圖畫書所傳遞的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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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正是建構文本意義的方式；而「回應」是為讀者在接觸圖畫書時，經

由個人經驗所產生，發生於個體的內在心靈，包括想法及感覺，顯現於外，

可從言語或行為中觀察者（Huck, Hepler, & Hickman, 1993）。 

根據Burke（1986）將幼兒的回應分四類，包括：「沈默反應」，以沈默

的方式去感受；「口語反應」以表達意見或問問題來反應；「以藝術形式反

應」如：繪畫、戲劇、音樂等方式，來反應文學的內容；「以行動反應」如：

運用身體動作、肢體語言來反應（引自王碧華，1992，頁37）。雖然各學者

所提之兒童對文學回應的類型不一，但研究者綜合歸納黃慧珊（2003）；張

純毓（2006）；林歆晏（2009）等相關研究可涵蓋方式為「口語回應」包含

聲音、語言的表達；「肢體回應」包含臉部表情、身體的動作；「創作回應」

包含繪畫、戲劇扮演等活動。因此，本研究從這些面向，作為觀察幼兒對文

本回應的依據，瞭解幼兒如何回應圖畫書，更希望透過更多的對話，讓幼兒

釐清和思考文本中所傳遞的議題。 

參參參參、、、、教學紀實場域及資料收集教學紀實場域及資料收集教學紀實場域及資料收集教學紀實場域及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場域為研究者任教班級，共26位混齡幼兒，透過師

生共讀與討論的過程中去探究；而閱讀循環從選擇書本開始，因此，挑選標準除

了研究者個人的意念，加入協同教學同事的經驗和研究所同儕的建議，更依循與

指導教授討論內容，除此之外，也參閱文獻並綜合林文寶（2002）編選教育部所

推薦選擇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100兒童版的《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100》中選

書時所依據的七個向度為參考依據參照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比較後，挑選出具有

顛覆傳統性別，強調兩性多元議題的五本圖畫書為《真正的男子漢》、《紙袋公

主》、《朱家故事》、《威廉的洋娃娃》、《紅公雞》為研究的範疇；針對書中

性別角色主題預設提問，並在自然情境下觀察、錄音、錄影，再將資料做真實性

的描述與歸納，建構出意義。 

本研究蒐集自2008年9月至2009年11月的資料，包含共讀教學記錄、幼兒觀察

紀錄、教學錄影、幼兒訪談、教學省思札記、幼兒創作、備忘錄。所有資料標示

代號及時間，如（觀980220）表示98年2月20日幼兒的觀察記錄；透過蒐集資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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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進行閱讀及組織，簡化初步的分類架構，將文件進行檢視使架構逐漸形成系統，

在持續驗證階段分析、詮釋及發現結果撰寫成報告，以符合整體研究的脈絡。 

 

肆肆肆肆、、、、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 

透過師生共讀的歷程，呈現幼兒回應顛覆性別刻板圖畫書的真實樣貌。第一

說明共讀中幼兒對圖畫書的回應；第二探討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

別角色的回應；第三分析幼兒閱讀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性別角色的影響。 

一一一一、、、、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 

（（（（一一一一））））幼兒的口語回應幼兒的口語回應幼兒的口語回應幼兒的口語回應    

閱讀對幼兒而言，是一個充滿驚奇、趣味的遊戲歷程，這些潛藏在幼兒

內心的神祕感受和抽象、開放的思緒，一旦落入具體、明確的語言範疇，在

「說」與「聽」的傳達訊息刺激下，文本與幼兒互動的精采畫面，從幼兒對

封面的情節預測、角色、文字、插畫並結合個人生活經驗，逐一牽引出來，

呈現著幼兒個人對文本獨特的想法。 

繪者在形塑書中角色時，有時並不會刻意的呈現角色的性別，然而，孩

子與文本的第一次接觸，從角色的造型中如：穿著、配件、顏色、動作或以

自己的舊經驗，尋找辨別屬於自己所認定性別角色的蛛絲馬跡。例如： 

T：這本書名叫「威廉的洋娃娃」。你們覺得威廉是男生還是女生？ 

小家：男生！因為他有短頭髮。 

小樺：他是男生，因為他在打球（做投籃動作）。 

小萱：女生，她衣服上有紅色的蝴蝶結。        【威廉的洋娃娃，共，98.9.15】 

「他是男生，因為他有短頭髮。」其實不只幼兒，很多人對男女髮型的直

覺判斷也是如此。研究者以《威廉的洋娃娃》的書名讓孩子預測，以為書中

的「洋娃娃」，可能會讓孩子對「威廉」這個屬於外國男子的陌生名字，賦

予不同的性別認定，但是孩子卻直覺以頭髮的長短來斷定威廉的性別。而不

同的孩子可能因不同的生活經驗或文化背景，對性別的判斷標準也有所不

同，從上例中，幼兒就以「衣服上有紅色的蝴蝶結」與女生性別畫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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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投籃打球的動作」也成了孩子判定男女性別的依據。 

另外，幼兒從作者的敘述裡，一點一滴的認識書中角色，也間接從角色

所呈現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來認識故事，這樣的過程孩子以「感同身受」的

同理閱讀方式進行，帶入自己對角色的情感，進而表達對事件的感受，其實

也是孩子表現同理能力的本能反應，例如：T：威廉告訴奶奶：「其實我最想……

哥哥罵我、笑我……爸爸只肯買……我心裡……」小婷：「心破掉了，快要

哭了。」【威廉的洋娃娃，共，98.9.15】 

      在《朱家故事》中對封面的圖畫案及人物，幼兒以自己在生活中對「揹」

的感覺體驗，進行故事預測，從以下的對話裡不難看出這張在故事情節裡並

未出現的畫面，在作者巧思的畫筆之下，以「一眼看出」故事可能發展的情

境描繪下，幼兒似乎也感受到媽媽「揹人」的辛苦角色，和用懶惰者、開心

來詮釋朱家男子「被揹」的角色心境；在現實的大人世界裡，可能會直接為

媽媽抱屈，來詮釋這樣的家庭關係，然而，幼兒卻用遊戲「玩」的角度，來

回應他們之間的關係，或許有些家庭、家人彼此間的互動和關係，就如孩子

眼中的一場遊戲般，是肩負著「揹與被揹」的一場甜蜜負擔的遊戲，以下呈

現孩子的回應。 

T：有沒有被揹的經驗，被揹的感覺如何？ 

小婷：這樣就不用我們走路了。 

小晨：如果小 baby不會走，就用揹的。 

T：你有揹過別人嗎！為什麼？ 

小晨：我有揹過我妹妹，如果我要到外面玩，他們要跟我～我就要照顧她，

揹她。 

小恩：我在家裡揹我弟弟玩，很好玩，結果我們都摔在沙發上，因為我揹

不動了。…… 

T：這張圖你們看到什麼？ 

小翰：哇塞！一個人揹三個人…，一個大人，二個小孩。（手指比二） 

小承：是媽媽揹爸爸，還有一個～弟弟，ㄚ跟一個小弟弟～。他們三個笑

瞇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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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樺：快要掉下去了。（張大眼，手舉起） 

T：媽媽想要揹他們嗎？ 

小翰：媽媽的臉很累～快要掉下去了。 

小翔：快摔倒、很難過。 

T：說說看，這本書要說什麼！ 

小志：他們在玩遊戲，可是媽媽揹得好累，都沒有笑。 

小翰：他們三個懶惰蟲，不喜歡走路，叫媽媽揹。    【朱家故事，共，98.10.29】 

      幼兒透過解讀圖畫書，並與自己生活做連結，擴展到日常生活中，這樣

的學習是全面性的，與孩子的生活經驗相結合產生意義，也就是讓書進入人的

生活，融入讀者的經驗。觀察幼兒會將文本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互做結合，幫

孩子的生活創造了閱讀的話題；例如：T：「小朋友拿好，照顧好你的綠豆喔！」

小樺說：「這樣很像威廉在照顧洋娃娃一樣。」【觀 98.10.16】 

（（（（二二二二））））肢體回應肢體回應肢體回應肢體回應    

幼兒的表情和肢體動作是不閱讀可或缺的催化劑，它豐富整個共讀過

程，研究中發現幼兒的肢體及面部表情直接反應，如：舉手、站立、挖鼻、

摸耳、張嘴哈欠、不時的微笑、皺眉瞪眼、動作模仿、哈哈大笑……，這些自

然、真實不經修飾的動作及表情，傳達幼兒對文本的情感，就好像是對照劇

本（圖畫書），作現場即興演出；這些唱作俱佳的肢體動作，也常伴隨著口

語發生，其他有關幼兒的肢體動作及臉部表情的回應，於下列作一敘述： 

1.笑笑笑笑 

幼兒表現出較多肢體及面部表情的反應就是笑，當圖畫書中出現不合理

或是他們認為有趣的情節時就會大笑或微笑，如《真正的男子漢》畫面出現

主角露出小屁股和《紙袋公主》中的噴火龍，精疲力盡的癱在地上呼大氣，

多數幼兒哄堂大笑，這動作也影響了一些本來不專注於故事情節的孩子的注

意，吸引他們融入氣氛中並感染跟隨著大笑，進而加入圖畫書閱讀的行列。 

2.2.2.2.眼神眼神眼神眼神    

   幼兒的眼神會隨著故事情節的起伏，和老師說故事時不同的聲調，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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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緒狀態，如：老師說到書中的鬼，隨情節放慢聲調，ㄍ-ㄨ-ㄟˇ……小

婷雙眼撐大縮著小嘴【真正的男子漢，攝，98.9.8】；尤其，從因感冒需戴口罩

的孩子所僅露的雙眼中，更突顯各種不同情緒變化的眼神，有專注的眼神、瞪

眼皺眉、目光轉移、瞇眼養神等等【朱家故事，攝，98.10.29】。 

3.3.3.3.動作模仿動作模仿動作模仿動作模仿    

      幼兒感受畫面的當下，他們會立即模仿故事角色的動作回應；例如 T：

「…可以摟著它，抱她…。」SS：「哎喲～。」 小志立即做雙手環抱，抱娃娃

姿勢【威廉的洋娃娃，攝，98.10.2】；另外，共讀過程中，為達到收音效果，

往往會拿錄音筆靠近發言的幼兒，這個動作幼兒看到、也學到了，就如：小

儀正說著「那個……依莉莎公主……。」小婷突然學老師，假裝拿錄音筆的姿勢

靠近小儀；小婷的動作也是孩子在過程中回應對閱讀情境所產生的自然行為

【觀98.10.2】。 

4.4.4.4.靜默靜默靜默靜默    

幼兒除了上述顯見的回應外，部分幼兒則較隱性，觀察這些靜默幼兒平

時的學習及同儕的互動，發現大部分也是呈現較被動，安靜的學習，對於這

樣內隱表現的幼兒，研究者解讀為他們以靜默的回應方式來表達情感，也是

種學習的模式，研究者認為也該尊重他們「不想說」的權利【省，98.10.8】。 

（（（（三三三三））））創作的回應創作的回應創作的回應創作的回應    

幼兒進一步經由藝術的創作，呈現他們對文本自發性的回應，以下分述

說明： 

1.1.1.1.再造紙袋公主再造紙袋公主再造紙袋公主再造紙袋公主    

      《紙袋公主》故事最後的留白結局，激發幼兒創作的意願，於是孩子們

要續「編」紙袋公主第二集，大家以接龍方式進行，用原故事為架構，連結

想像創意並加入新的情節、角色；在同儕互動激盪中，引發獨特的思考，例

如：小婷：「抓走公主的火龍，原來是噴火龍的女朋友。」開心的說：「我要

帶別的公主去散步了囉！」（學雷諾王子神氣抱胸的動作）【品 98.10.8】。為

更深入暸解幼兒的想法，請他們畫出心中所想的「話」。獨特風格的詮釋畫面，

顯示幼兒對圖畫書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們延伸對性別角色議題的興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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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己思考創作的元素來回應；如圖 1～2 所示【品 98.10.6】 

      當編寫紙袋公主第二集的議題發酵時，幼兒們一直有著極高的興緻，小

翔當日回家就做了一本小書，並命名為《公主愛王子》；小翔不但畫出

王子、公主兩人間女強男弱的情節畫面，更將故事用文字呈現，還特別做了

一個立體的書插放在書中，這樣獨具特色的創作和創作歷程，是小翔對文本

的重要回應經驗，這個經驗啟動幼兒積極學習的態度，引發對主題學習的興

趣；如下圖3～5所示【品98.10.5】 

 

  

圖1 幼兒作品 (一) 圖2 幼兒作品 (二) 

 

   

圖3 小翔作品(一)  圖4 小翔作品(二) 圖5 小翔作品(三) 

2.2.2.2.戲劇創作戲劇創作戲劇創作戲劇創作    

當圖畫書的人物進入幼兒的意識裡，很自然的也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在扮演角孩子將自己置身在「好像」圖畫書的情境裡，從中試驗和探索新的

經驗，他們邊玩、邊學多元的思考和包容的態度，以下呈現幼兒扮演創作的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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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你為什麼不理我？（手中拿著公主布偶） 

小志：我也很想跟你玩，可是你先去洗澡，穿漂亮……（手拿男生的布偶） 

小儀：她的衣服被我燒光了，哈哈哈（手拿塑膠恐龍） 

小志：那我帶你到 Sogo 買，讓你變回公主的樣子。 

小婷：你好好喔！不像那個雷諾王子那麼壞，只會罵人。 

小志：你很厲害會救我，可是我不喜歡你穿紙袋。            【觀 98.11.13】 

 

      上述是幼兒自發性的戲劇創作，從對話中雖然小志知道穿紙袋的公主比

王子厲害，但仍存有公主穿華麗衣服的刻板印象，所以說：「那我帶你到Sogo

買，讓你變回公主的樣子。」可見，幼兒發揮想像，在活動裡體驗文本的情

節，透過手上戲偶的對話，能夠有機會反應出自己喜歡的故事，進行統整舊

經驗與面對文本角色的困境、體會不同角色內心的矛盾。  

二二二二、、、、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 

針對五本圖畫書性別角色主題預設問題並就幼兒的提問，透過團體閱讀進行

討論，以下說明幼兒對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 

（（（（一一一一））））男子漢與女子漢男子漢與女子漢男子漢與女子漢男子漢與女子漢    

      共讀《真正的男子漢》，孩子以「勇敢」為男子漢的最大意義，認為男女

生都可以很勇敢，以「男子漢」、「女子漢」來區分兩性勇敢表現的代號，例

如：小晨：「男生是男子漢，因為有男子。」小婷：「女的和男的都很勇敢ㄚ。」

T：「女生是男子漢嗎？」小愷：「女子漢啦！」另外，對兩個男生所表現的行

為無法理解和書名《真正的男子漢》的意義畫上等號而提出質疑，小晨：「老

師，這個書名很奇怪ㄋㄟ，這兩個男生明明就很膽小，為什麼還要叫做《真正的男

子漢》？」【備 98.10.22】 

      另外，對於書中所提的膽小、抱娃娃、尿床會說出與自己生活連結的經

驗；如：女生小家嘟著嘴巴馬上出聲：「我又不會……。」表達抗議；對於「怕

鬼」多數男女生都點頭，但對於「抱娃娃」的經驗，則呈現女生多於男生；

小樺：「啊～我沒有，我姊姊常常就會」以姊姊常幫芭比梳頭髮、換衣服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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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書中女生作連結。幼兒對於書中兩個男孩說大話，嘲笑女生都不表贊同，

甚至表達曾有過和書相同的經驗【真正的男子漢，共，98.9.8】。 

（（（（二二二二））））洋娃娃是誰的玩具洋娃娃是誰的玩具洋娃娃是誰的玩具洋娃娃是誰的玩具    

《威廉的洋娃娃》以小男孩想要洋娃娃為主軸，點出傳統對男女選擇玩

具價值觀的議題。發現幼兒對於威廉期待有洋娃娃的想法，一開始討論男生

是否可以玩洋娃娃時，雖然多數同意，但部分幼兒以「哎喲～」來回應，對

於照顧（玩）洋娃娃的意願，部分男生表現興趣缺缺，以「洋娃娃很無聊耶！」、

「玩籃球更棒ㄚ！」來回應；然而，對威廉想要洋娃娃的期待則給予正向的

回應，以尊重他人跟自己喜好不同的選擇，而嘲笑別人，是沒禮貌、不乖行

為的看法來表達。【威廉的洋娃娃，共，98.9.15】 

另外，透由玩具分享的觀察，及讓幼兒表達最想要的禮物時，發現幼兒

對玩具的選擇仍有男、女之分，並無鬆動現象；男生多數喜愛電動火車、變

形金鋼、恐龍卡；女生選擇洋娃娃、芭比、娃娃車，只有一位男生選擇洋娃

娃、一位女生選擇恐龍卡；對於這樣的現象，研究者解讀為幼兒對《威廉的

洋娃娃》主題的回應，他們在潛移默化中以了解、尊重及接納他人的內化行

為來回應，但外顯行為卻堅持對自己所愛的選擇，在多元的情境下，坦然面

對啟動兩性間一種良性的互動。正如陳質采（2002）指出《威廉的洋娃娃》

試圖打破兩性刻板印象，幫助孩子學習尊重他人的興趣和喜好，讓孩子明白

每個人的差異，大家都可以隨自己的個性、想法、喜好的事物發展自己的獨

特性。 

（（（（三三三三））））她不像公主她不像公主她不像公主她不像公主    

      共讀《紙袋公主》幼兒對紙袋公主有別於以往所認識的公主；他們從名

字、衣著、皇冠、項鍊、頭髮品頭論足，檢視兩者間的差異，如小婷：「白雪

公主是王子去親她、救她的，啊～那個紙袋公主是公主去救王子的，不一樣。」

雖對公主穿紙袋的機智作法表示勇敢和贊同，卻對紙袋公主的穿著，表示髒、

醜、不喜歡和不像公主的觀感，這也說明了幼兒對公主形象仍存有既定的刻

板印象【紙袋公主，共，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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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袋公主》具有反轉男強女弱的意象，為避免又陷入建構另種性別刻板

印象，提出跟文本不同情節的假設性問題，例如：T：「如果被抓走的是公主，

王子會去救她嗎？」引導幼兒做後設性思考，認識多元的兩性角色，給孩子

更多不同類型的典範。從幼兒義憤填膺的對話裡看到幼兒的想法，明顯為公

主感到委屈和發出不平之聲【省，98.10.8】。 

（（（（四四四四））））家事誰在做家事誰在做家事誰在做家事誰在做    

     《朱家故事》從封面一開始媽媽揹家人的畫面，幼兒對媽媽的辛苦都抱以

同情，而對朱爸爸和小孩的行為也不表贊同，例如：小愷：「他們都不做事，

會變成大胖豬」。而作者用豬的圖案貫穿整個故事，幼兒對此發揮他們的觀察

力和想像力，令人莞爾的是，當朱太太留下「你們是豬」的紙條離家出走，

小翰：「媽媽下咒語了」【朱家故事，共，98.10.29】。孩子聯想的或許正是作

者特意突顯朱太太心中不滿和無奈的抗議以及朱家男人好吃懶做、罪有應得

背後的隱喻。 

      另外，填寫「家事誰在做」的活動單中，發現家事大部分仍落在媽媽或

是阿嬤女性角色的身上；幼兒對於媽媽處理家務的角色，認為她們很辛苦，

而爸爸不做家事的原因，都是因為爸爸在上班賺錢；覺得家事應該要分工合

作完成，並以擦桌子、拖地、曬衣服、陪弟妹玩，來說明也會幫忙家事，更

認為乖、不要讓媽媽生氣，也是幫忙家事的行為。 

（（（（五五五五））））公雞孵蛋公雞孵蛋公雞孵蛋公雞孵蛋    

      從紅公雞孵蛋延伸到現實生活中，發現幼兒以自己生活的體驗說出自己

的感覺，而現今家裡阿公、阿嬤在幼兒心中也是主要的照顧者；小晨被打的

經驗更讓他認定爸爸照顧的角色不如媽媽；對於公雞孵蛋的行為，幼兒持「很

棒」的肯定看法，因為牠除了表現愛心和勇敢的保護雞蛋沒讓蛇吃掉外，還

決定認真的把牠孵化成小雞；此外，當小雞破殼而出時，孩子認為那顆蛋不

一定是雞蛋，有些孩子很直接的就認定是「小鳥」；而孵出的小雞對公雞的稱

呼，孩子以應該叫「媽媽」來回應，這種想法的回應真令人玩味，或許也是

對父兼母職概念的一種回應【紅公雞，共，9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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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的影響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的影響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的影響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的影響 

在閱讀的過程中，通常讀者會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文本的角色上，就如同郝

廣才（2006）所言一旦我們對角色產生認同，原有的價值判斷、道德標準，也會

在故事中跟著轉移。性別角色的互動和議題在真實的社會人際互動中發生，因此，

研究者以幼兒生活事件、現象，觀察圖畫書對幼兒的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更具意

義，分別以在幼稚園及在家二種情形說明： 

（（（（一一一一））））幼兒在園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園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園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園之性別角色的影響    

1.1.1.1.男生角男生角男生角男生角、、、、女生角女生角女生角女生角    

      在娃娃家聽到孩子說：「這裡是女生角，那裡是男生角」，手指向積木

角；頓時讓我陷入思索性別刻板的情境裡。原本角落探索是幼兒依自己喜好

帶出學習的興趣，而「娃娃」這兩個字，卻成了女生專用，這樣的現象，不

得不讓人思考「娃娃家」名稱的適用性和情境安排，是否更加深了幼兒性別

刻板印象的行為？因此，進行討論後決定把娃娃家改為「可樂屋」，幼兒認

為教室是大家的，每個人都可以到每個地方玩【省98.9.3】。此外，男孩小儀

推著娃娃車到處走，媽媽：「好啦！等一下你去積木角玩，你看小愷好厲害

蓋了很漂亮的城堡。」小玲：「他在學威廉照顧洋娃娃。」……，孩子在圖畫

書洗禮下，呈現文本精髓的影子，然而，看在大人的眼裡，小男生玩洋娃娃

的行為卻是「很好笑」，背後的因素顯然是大人對性別刻板印象思維的作祟，

這不禁令人思考父母親的性別價值觀對幼兒的影響力【觀98.9.29】。 

2.2.2.2.這是屬於誰的這是屬於誰的這是屬於誰的這是屬於誰的    

      觀察幼兒有關兩性議題的行為，發現幼兒在一些事物的觀念，確實會以

二分法來歸類屬於男生或女生，例如小愷說：「女生，要用這種顏色；男生要

穿藍色的」老師：「可是今天正好你穿橘色衣服，你是女生嗎？我穿藍色的衣

服，我是男生嗎？」這樣的對話與呈現的事實，讓存有顏色性別偏見的小愷

用摸摸頭笑笑說：「都可以啦！」來回應。【觀 98.9.24】 

      另外，幼兒對於《威廉的洋娃娃》的男孩想要洋娃娃的期待都給予正向

的回應，以小樺為例：一開始就以性別來區分玩具的想法，到「只要人家很

愛他的玩具，那也可以ㄚ」的想法；可發現小樺想法的轉變，他對男生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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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娃娃覺得是「可以」的事情，但是自己卻不喜歡【威廉的洋娃娃，共，98.9.15】。 

3.3.3.3.男生女生誰最厲害男生女生誰最厲害男生女生誰最厲害男生女生誰最厲害    

      小愷：「我就知道男生很會跑，都會跑贏。」小偉：「對嘛！男生最厲害

了。」跑步結果是女生贏【觀 98.9.24】。這樣的畫面就如《真正的男子漢》

中，小男生取笑女生，然而，在真實生活驗證並非如此。當小愷、小偉以靦

腆笑容小聲表達「男生不一定最厲害」時，相信當下對兩性個別差異有新的

想法；因此，當幼兒慣於用自己的立場來看待事物，而對性別有偏見行為時，

適時的引導和提醒有助於幼兒發展兩性間互動的正確觀念。 

（（（（二二二二））））幼兒在家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家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家之性別角色的影響幼兒在家之性別角色的影響    

      從與家長的對話及彙整相關蒐集的資料，說明幼兒在家對性別角色的生

活事件簡述如下： 

1.1.1.1.男子漢在哪裡男子漢在哪裡男子漢在哪裡男子漢在哪裡    

      閱讀《真正的男子漢》後，小恩媽媽到校問哪裡可以買到《真正的男子

漢》，小恩喜歡書中的男生也抱著娃娃睡覺和有趣的情節，媽媽說：「小恩

有抱娃娃睡覺的習慣，現在他長大了，應該不要再抱了」【備98.9.7】。這事

件突顯了家長教養的迷思和幼兒在圖畫書中找到認同的慰藉，相信該改變的

應該是家長的觀念。 

2.2.2.2.我家的小幫手我家的小幫手我家的小幫手我家的小幫手    

     「小幫手」的活動一直在班上進行，在同儕的學習效應下，幼兒就像在「玩」

一件事情，玩的同時建立起分工合作和養成清潔的習慣。從與家長的談話及

聯絡簿的回饋，發現幼兒把小幫手的工作帶回家裡，小霖姊姊：「弟弟說他不

要變成豬，所以要幫忙整理當小幫手」，原來小霖説老師講了一個朱家的故

事，都是媽媽做事，沒做事都變成豬了……。【備 98.11.2】 

      綜觀以上可瞭解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兩性議題常伴隨在幼兒的許多學習

中，如能適時的引導和討論，而以圖畫書為媒介，讓孩子投射書中情節和角

色的模仿，則更能讓孩子看見自己也能同理別人，增進其社會行為能力和對

現象判斷的能力，有助於發展正向的兩性互動。但從探索中也看出對於幼兒



2012 年「一圖千言──圖畫書的繽紛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2 

玩具的選擇仍有男女區分的現象，就如同洪淑敏（2002）、朱敏鳳（2009）的

研究認為：雖然幼兒能認同書中角色，進而內化與接受不同的性別觀，但外

顯行為卻仍維持自己原來的選擇；此外，也發現家長對兩性角色既有的價值

觀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中，對幼兒形塑兩性間的互動行為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力。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的回應    

      雖然幼兒帶著不同的經驗來詮釋圖畫書，但不管所發出的語言、肢體的

表情動作或是藝術創作，會以直接且不經修飾呈現出幼兒對文本的理解與喜

好；而細看幼兒的回應方式，其實是交錯、重疊展開閱讀互動對文本的體驗

歷程。 

（（（（二二二二））））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幼兒對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圖畫書中性別角色的回應 

      共讀中得到文本所要傳達性別角色的重要思想或特定議題的訊息，引發

大家對訊息進一步的辯證；而回應文本訊息也因人而異，但能同理閱讀並結

合個人生活經驗去詮釋書中的事件，對不合理的性別角色情節提出批判的看

法，以釐清圖畫書隱喻的性別角色議題。 

（（（（三三三三））））閱讀閱讀閱讀閱讀顛覆性別顛覆性別顛覆性別顛覆性別刻板印刻板印刻板印刻板印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觀點的影響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觀點的影響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觀點的影響象圖畫書對幼兒性別角色觀點的影響    

      幼兒感受到故事情節和人物製造出的效果，透過團體閱讀討論，文本所

設定的兩性議題逐漸被界定也有新的體驗與發現，啟動建構良性兩性互動的

概念，進而鬆動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架；尊重及接納他人不同的差異行為，並

將兩性角色的議題延伸到家庭，有助於幼兒發展全面性的性別角色互動觀念。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重視學校潛在課程的影響重視學校潛在課程的影響重視學校潛在課程的影響重視學校潛在課程的影響    

      加強教師覺察自身性別觀在教學中對幼兒的影響，並將正確的性別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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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融入生活中，其影響力會比正式課程來的大；強調身教和境教的重要，

潛移默化更具成效。 

（（（（二二二二））））提昇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討論的技巧提昇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討論的技巧提昇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討論的技巧提昇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討論的技巧    

      引導幼兒思考及討論，適時收、放的討論技巧仍感不夠純熟，以至常有

對話不夠深入或離題的狀況，甚至幼兒不瞭解老師的提問；因此，透過各種

成長管道如：閱讀研習活動、與學者專家學習、同事間互相觀摩，提昇教師

自身對討論故事的技巧與能力，促使進行閱讀教學活動能更順暢。 

（（（（三三三三））））增加教師增加教師增加教師增加教師、、、、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同儕影響幼兒性別刻板印象的探討同儕影響幼兒性別刻板印象的探討同儕影響幼兒性別刻板印象的探討同儕影響幼兒性別刻板印象的探討    

      本研究發現父母、教師、同儕對於改變幼兒性別刻板印象皆具有影響力。

但未能探討其影響因素及程度。建議未來可朝此方向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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