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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洋娃娃陪伴許多兒童成長，同時塑造了兒童對於事業選擇和身體形象的認

知或想法。此外，娃娃屋可能會具體而微地呈現理想的家庭形象和教育理念，

提倡女孩應成為優秀的家庭主婦（Chen, 2015）。另一方面，許多商業素材透

過洋娃娃和模特兒，向兒童（特別是女孩）傳達超乎現實的苗條才是標準身材

的訊息，導致兒童對體態的認知扭曲，並造成不健康的飲食習慣（Kasser & Linn, 

2016）。 

研究指出對事物的刻板印象在兒童早年時即已出現，且此種觀念相對難以

改變。到了 3 歲，兒童已經可以辨認出男性與女性，並傾向將某些物件與特

定的性別相連結，例如兒童更容易將卡車與男生做連結（Banse, Gawronski, 

Rebetez, Gutt& & Morton, 2010）。Wagner-Ott（2002）提醒我們，洋娃娃

可能會用來建構特定的女性與男性社會角色，因此應注意透過洋娃娃建構而成

的性別刻板印象。Stankiewicz（1999）提及藝術教育在型塑個人性格和心靈

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Anderson 與 Conlon（2013）主張在追求和平的過

程中， 視覺語言和對話是戰勝刻板印象、民族中心思維的關鍵，同時亦可減

輕不公正，這些往往是引起人與人之間衝突的首要因素。  

後現代女性主義加入對抗父權的女性主義論述，亦挑戰視所有女性，不分

種族與階級，皆面對相同壓迫的霸權性假設（Kim, 2001）。Freedman（1994）

提出兒童的藝術創作與鑑賞受到學校生活共通性的影響，但同時亦會在藝術創

作中帶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亦即，教師在課堂上討論性別刻板印象

時，學生會在討論中融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並以此創作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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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man（1994）認為以下問題能幫助學生解構視覺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

象：1）留意角色的性別（男性和女性）形象和他們的互動；2）分析這些影像

中展現出的權力，以及視覺所建構的刻板印象和其他類型的性別定義。總而言

之，未來的藝術教育應著重於教導視覺文化，並在分析重要的社會議題時重視

性別刻板印象的要素。 

本文採取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討論洋娃娃的性別刻板印象，旨在提供兒童

一個平台，討論他們生活中遇到的性別刻板印象，從而鼓勵兒童思考為什麼這

些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於社會中，並引導他們使用視覺語言呈現性別刻板印象，

喚醒社群關注。首先，筆者將從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回顧性別議題和女性主義

教學法的運用。接著將透過洋娃娃，以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視角描述並分析性別

刻板印象。最後，筆者認為女性主義教學法能幫助學生在課堂中討論性別刻板

印象，從而解構洋娃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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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玩具店展示的娃娃能立即吸引兒童的注意力。美黛兒公司出品的芭比娃娃

以其纖細身材著稱，而迪士尼 Play Along 系列的 Tracy Turnblad 則是著名

的胖娃娃。在所有娃娃之中，芭比™ 娃娃是許多兒童最主要的童年玩伴，而

在 3 至 10 歲的女童中，將近 99% 人擁有至少一個洋娃娃（Jellinek、Myers 

& Keller, 2016）。此外，娃娃屋時常以完整世界的形象出現，配備有各式模

擬真實世界的用品，提供玩家前所未見的視覺經驗。這種美學空間展示出一般

顧客極少見過的美妙場景（Chen, 2015）。例如在 Barbie Malibu Ave™ 系

列中，芭比的娃娃屋便呈現出幻想中的日常情境。該系列當中的一項情境是烘

焙坊，在烘培坊娃娃屋的陳列架上，展示著許多蛋糕，且為了增進互動，娃娃

屋裡有 20 個以上的物件可供玩家自由移動。 

時尚娃娃可能成為年輕女孩的角色模範。玩這些娃娃可能讓其接收到社會

對女孩未來人生的期待，包括她們所應具備的社會技能以及體態外貌等。但

是，並非所有洋娃娃都能扮演兒童的優良楷模，特別是芭比娃娃因為外型和身

材比例太超乎現實而備受批評（Anschutz & Engels, 2010）。Diep（2016）

也曾提出類似看法，認為儘管年紀尚小的女童還無法比較芭比與自己的身材，

但 7、8 歲的女童可能從各種管道獲知這類訊息，因此芭比的影響力仍不可忽

視。除此之外，芭比娃娃鎖定的顧客是年輕女孩，且往往著重在時尚與打扮等

陰柔的活動（Black, Korobkova & Epler, 2014）。 

本文援引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分析洋娃娃套組呈現出的女性嗜好和事業

選擇，筆者認為這套理論是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利器。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能

帶動學生探討超越男女平權的問題，並鼓勵學生討論個別女性的選擇、獨立性

和性愉悅等議題。如 Cott（1987）在其著作《現代女性主義基礎》（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中所述，由一群女性文藝激進派人士創辦的

期刊中表示「『我們現在感興趣的是人—而非男人和女人』。她們宣稱，道德、

社會、經濟與政治標準『不應牽扯到性別』，承諾自己是『不反男性的女性支

持者』，並以『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自居」（p. 282）。Gowrisankar 與 Ajit

（2016）也提到，後現代女性主義是培力（empowerment）、個人選擇、獨

立性、顧客文化、時尚、幽默感與性愉悅的新形式。此外，Genz（2009）指

出，後現代女性主義將性別論辯的重點從平權轉向差異，並逐漸脫離集體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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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主義政治學。簡而言之，後現代女性主義被視為女性主義的主流新聲，鼓勵

女性重新定義女性主義運動的目標。 

女性主義教學法也會在課堂上受到採用，從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來討論性

別議題。Ziv（2015）認為，批判性女性主義教學法強調歧視與種族、階級、

性別、年齡和身體障礙之間的關聯性，因為這些壓迫形式均建立在排他機制

上。博雅教育必須充分意識到所有形式的歧視。透過辨別不同類型的壓迫，學

生得以培養自我意識，並開始認識各種壓迫形式當中為人廣泛接受的論點。此

外，在實務教學中，博雅教育主張教師應該邀請學生在課堂中分享自己的經

驗，讓學生有機會發聲。教師的認可或讚許有助於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環境，

而非傳統以教師為核心的課堂（Sandell, 1991）。此外，在女性主義藝術課堂

上，藝術評論的目的著重於發掘多元與尊重，而非科目本身的邏輯一致性。女

性主義課堂看重的是討論過程，而非結果（Garber, 1990）。 

在本文中，筆者將採取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檢視以女孩為銷售對象的洋

娃娃套組，並探討其背後的性別刻板印象。後現代女性主義借鑒女性主義反抗

父權體制的論述，同時挑戰認為不同種族與階級的女性受到相同壓迫的霸權性

假設（Kim, 2001）。它賦予弱勢族群發聲的機會、瓦解權威，並開放批判討

論平台，試圖解構性別刻板印象，以重建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Lehman, 

2012）。為了瞭解視覺文化中的性別議題，Gude（2004）鼓勵學生關注文本

與影像之間的交互作用。這兩種元素的互動，常對性別與社會潛在因素產生許

多豐富而諷刺的聯想。學生應學習跳脫語言與視覺意符之間的字面配對，探索

兩者之間的斷裂，從中尋求意義與樂趣。因此，師生之間對話時需要一套批判

性論述，方能在課堂中展開有意義的性別議題討論。最後，筆者將透過後現代

女性主義的見解，提出幾點建議，期望在課堂上藉由後現代女性主義解構性別

刻板印象。 

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    

女性主義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努力爭取男女之間的平權。1848 年

塞內卡福爾斯會議是美國女性行動主義運動的濫觴，這場會議要求終止性別歧

視，隨後在教育界及職場掀起巨大的變革。女性開始選擇教書、慈善與護理等

傳統女性工作以外的職業，同時醫學院也開始接受女性入學（Gamble, 2000）。

女性主義的第二階段仍著重於消除性別歧視，但將範圍擴展到黑人女性與同志

女性的平權議題。如 Beal所言，「黑人女性為了從『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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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解放運動中爭取完全解放，歷經『生死掙扎』，在白人女性解放運動採

取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前，它與黑人女性的奮鬥『絕無』任何共通

之處」（引用 Gamble, 2000, p. 32）。總結而言，女性主義的第二個階段，

強調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歧視。 

性別分析說明不同類型的女性與男性、個別情況的差異，並脫離公/私領

域、正式/非正式、城/鄉、生產/再生產等簡單的二元對立。討論性別不平等時

必須考量女性生活的所有層面，包括女性的體能狀況、家戶內部關係、健康、

性取向和教育等（Afshar, 2016）。一般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是自女性主義上

產生「認識論斷裂」，這套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相通，被視為新的

女性主義理論或分析方法（Genz, 2006）。另一方面，後現代女性主義是對性

別歧視復興與新性別歧視主義的反擊，認為男性也是政治正確論述、優惠性差

別待遇的受害者（Ringrose, 2013, p. 5）。Brooks 總結後現代女性主義的特

色為： 

 

這種意義下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將討論重點從平權轉向差異，從結構

分析與後設理論轉向以更「多元的概念來運用女性主義」……藉以追

求能讓在地、原住民和後殖民女性主義發言的非霸權式女性主義

（Brooks 所述，引自 Gill, 2007, p. 250）。 

 

後現代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有共通之處。女

性主義的第二階段單純排斥以二元方式討論男性與女性，但後現代女性主義進

一步主張多樣性，建立動態辯論，並推動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變革（Gamble, 

2000）。此外，Lotz（2001）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強調的是女性之間的差異，

並批判壓迫與歧視。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目標在於追求正義，並擴展原本著

重於性別不公的討論範圍。Hooks（1982）主張，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抗爭不僅

是為了確保女性擁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更致力於消除各個層面的支配意識形

態，包括性別、種族與階級等。在性別層面，Bullen、Toffoletti 與 Parsons

（2011）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已推動對於性別壓迫制度的討論，將性別與性取

向重新包裝為個人選擇和個別身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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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教學法是在藝術課堂中討論性別議題的培力方式女性主義教學法是在藝術課堂中討論性別議題的培力方式女性主義教學法是在藝術課堂中討論性別議題的培力方式女性主義教學法是在藝術課堂中討論性別議題的培力方式    

女性主義教學法衍生自批判文化理論，部分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它提倡

批判性、培力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採用此方式的教師鼓勵學生自主

建構知識並透過參與合作來學習（Lai, 2009）。女性主義教學法的主要面向，

包括教師規劃討論，來驗證個人經驗並協助學生培養自信，以及鼓勵學生質疑

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Shah & Kopko, 2016）。女性主義教學法在藝術課堂

上用來揭發性別刻板印象。Forrest 與 Rosenberg（1997）認為女性主義教

學法的特點是「將女性主義價值融入教學過程與方法中」（p. 179）。我們領

悟到女性主義教育的多元性，因為其課程內容不再如過往一般著重於女性對社

會的貢獻，而是強調女性主義教學的過程與方式（Keifer-Boyd, 2003）。掌控

（mastery）、發言、權威和定位（positionality）是女性主義教學課堂中的重

點。掌控意謂教師應該鼓勵學生自主求知，並透過參與合作在集體中學習，讓

個人的掌控能力成為社會知識建構的一部分。權威意指教師可放棄部分決策權

力，讓學生得以參與課程內容、方法和評分。教師應該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學習

內容負責，同時讓學生有機會發言討論課程內容和各種觀點，並與個人的教育

或經驗相連結，如此有助於利用女性主義教學法來討論性別議題。最後，教師

應該認知到，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國籍、能力、年齡、先備知識、教

育、經驗與情緒都是影響課堂討論觀點的因素（Garber, 2003）。 

女性主義教學法也是一套在藝術課堂上用以討論性別議題的重要教學方

法。例如，Akins-Tillett（2010）建議，女性主義課堂應該營造具有安全感的

上課環境。教師應該告知學生，唯有抱持容忍和同情心，才能在平等且多元的

氣氛下展開對話。為了讓女性主義課堂的對話更多元豐富，Stake（2006）認

為培養批判與開明的態度也相當重要。教師應鼓勵學生以開放的心胸面對分歧

的詮釋。 

Gaudelius（1997）指出，詮釋並非模式而是實踐，其目的是請觀眾參與

有關藝術的對話，進而揭示意義。由於藝術建構在與不同脈絡相關的社會因素

之上，因此藝術教師應該讓學生接觸藝術作品所反映的議題。再者，筆者認為

教師應該指出在視覺藝術既有的父權結構中，那些定義並建構女性，從而反過

來限制女性對藝術有所貢獻的想法。應留意的是，藝術中的女性往往身為客

體，而非藝術家或創作者本身。此外，建議實習教師透過後現代女性主義式的

對話，重新思考女性形象，不將女性拘禁在父權的凝視架構中。更具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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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話要求師生將視覺藝術看成自我反思的傳統，並視為更廣大的社會、文

化與政治脈絡的一部分。此外，教師也應該讓學生瞭解藝術如何影響人的判斷

與行動方式，我們如何判定美學、倫理、道德、精神、文化、社會或環境等各

種價值，以及視覺藝術如何在不同的集體和個人存在之間扮演溝通橋梁。此

外，女性主義教學法強調透過合作過程來建構知識。Crabtree 與 Sapp（2003）

主張女性主義教學的概念基礎是反抗種族、性別與其他形式的壓迫。這套教學

法試圖從個人解放、批判式民主以及社會平權等原則中，吸取新的知識型態，

以創造新的民主空間。 

在藝術課堂上，教師可挑選一系列洋娃娃套組，與學生透過後現代女性主

義對話方式，探索性別議題。藝術教師可要求學生搜尋有關各行各業女性刻板

印象的資料，以解讀性別議題，同時也可鼓勵學生針對洋娃娃套組給予評論，

看看社會上是否還存在性別刻板印象。最後，藝術教師可要求學生把這些娃娃

重置在適當的套組中，或甚至為娃娃設計新的套組。      

後現後現後現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視覺文化評論代女性主義的視覺文化評論代女性主義的視覺文化評論代女性主義的視覺文化評論    

女性主義評論旨在幫助教師與一般大眾思索社會的性別建構方式。後現代

女性主義評論則是協助產生不同的意義，並探索社會上的性別議題與男女關

係。Ament（1998）認為男女差異與其說是生理結構造成，不如說是社會建構

所致；而不幸的是，女性往往被描繪成較劣等的一方。例如，Aronson（2003）

發現性別相關阻礙仍然存在，且不同種族、階級背景與人生經驗的女性均承受

著這些觀念。在女性主義運動第一與第二階段，女性獲得的主要權利是如今能

享有更廣泛的教育和職業選擇，使得女性能獨立於男人生存，家庭事務的安排

方式也隨之改變。但是女性仍持續面臨諸多阻礙，包括性別歧視、工作與家庭

難以兼顧、必須承擔的子女照顧和家務責任比男性更多、針對女性的暴力威

脅，以及職場媽媽獲得較少支援等。 

除了教育和職場，後現代女性主義還要進一步爭取性別平等，並為廣告帶

來重大改變。如 Goldman（1992）與 Gill（2007）所言，從女性主義第二階

段開展之際，女性主義便已將廣告視為製造性別形象的關鍵場域。其後數十年

間，女性不斷聲討、批判廣告中以視覺消費女性、物化女性的形象。1980 年

代末期，廣告商開始意識到此現象，並重新思考廣告策略。然而，在後現代女

性主義分析中，當代性別關係出現深層的矛盾。一套大聲疾呼「can-do」（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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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得到）的女力論述，激勵了許多年輕女性；女性被呈現為擁有個人慾望、

主動積極的社會主體。（Gill, 2008）。 

女性主義藝術評論被視為課堂上重新建構性別議題的基礎論點，這意味著

藝術應該放在社會脈絡中檢視。從女性主義藝術評論的角度而言，不同的人對

世界的體驗大不相同。同時，女性主義藝術評論強調應採取比較策略來呈現資

訊，此策略牽涉到互動、協同與合作式教學法（Garber, 1990）。多元化觀點

亦受到女性主義教育 Elizabeth Ellsworth（1989）的支持，她主張藝術課堂上

可以採取不同觀點來討論社會議題，因為所有知識都可能是片面、偏頗的。 

在分析洋娃娃套組時，我們檢視社會建構出來的性別刻板形象，並採用後

現代女性主義的多元視角來深入探討這些玩具。舉例而言，藝術教師可以展示

一系列有關女性職業的娃娃套組（見圖 1、2）。圖 1 呈現在幼稚園教室拿著

板擦的教師以及坐在老師身旁的小女孩。架子上擺放了一些物件，例如黑板、

大型地圖和勞作用品。背景顯示出這是一間教室，可見到教室左方的大書櫃擺

放了許多教科書與圖畫書，右方則有日曆、時鐘、花瓶等。花瓶下方的牆上，

懸掛了幾件學生的藝術作品。圖 2 也展示了女性的職業，呈現出女性在醫院

擔任小兒科醫師。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女性穿著醫師袍，掛著聽診器，手持小藥

瓶，而背景中則有幾項醫學器具，代表這裡是診療間。 

教師可鼓勵學生仔細觀察女性在目前就業市場中從事的各種職業，並要求

學生說出女性從事這些工作時仍然面臨的阻礙。下列問題是課堂討論的重點：

女性在這些娃娃套組中從事哪些職業？職場媽媽在職場中會面對哪些困難？

教師或醫師環境如何支援一位職場媽媽？學校或醫院是否有提供職場媽媽彈

性工時？職場媽媽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責任？這項活動鼓勵學生思考後現代

女性主義的努力成果以及正在爭取的目標。最後，筆者建議教師可準備一些求

職廣告，鼓勵學生審視各項工作的求才標準與福利。此外，亦可播放相關電影

或影片，引導學生討論關於職場媽媽的藝術作品中所呈現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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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教室情境洋娃娃套組教室情境洋娃娃套組教室情境洋娃娃套組教室情境洋娃娃套組  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 

 

圖圖圖圖 2  醫院情境洋娃娃套組醫院情境洋娃娃套組醫院情境洋娃娃套組醫院情境洋娃娃套組  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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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凝視與性別刻板印象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凝視與性別刻板印象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凝視與性別刻板印象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凝視與性別刻板印象    

流行文化提供了師生討論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平台。儘管流行文化形塑了

人們對於不同社會正義議題的理解，但它也可以作為挑戰結構性不平等與社會

不公的素材（Guy, 2007）。根據 Guy（2007）指出，流行文化這個概念最早

出現於 19 世紀的英國，其定義為大眾文化，是高級文化的反義詞。此外，流

行文化也在不同意見的文化產物與意義之間，產生複雜的交互關係。換言之，

流行文化透過電影、音樂、電視、廣播、廣告及影片，形塑了我們對種族、階

級與性別的理解。而我們同時也可透過批判性思考，解構流行文化當中的多元

媒體。因此，筆者選擇洋娃娃套組這種流行文化形式並將其納入藝術課堂，以

便與學生討論性別議題。 

凝視理論說明了社會上性別刻板印象的成因。Sturken 與 Cartwright

（2001）將凝視描述為「觀看的關係。心理分析電影評論認為，凝視並非單純

的注視行為，而是在一套社會條件下的特定觀看關係」（p. 76）。Cartwright

（2012）從電影研究的角度，將凝視建構成陽性位置與被動位置之間的動態性

別關係。在媒體文化中，女性是被凝視的客體，而男性是凝視的主體，這種現

象在電影研究中尤其常見。在男性凝視下，女性角色成為視覺幻影，她的外貌

強烈暗示著視覺和情色衝擊，女性角色因此遭到邊緣化。電影創作者面對的問

題是如何真實描繪女性經驗，同時又要抓住觀看者的注意力（Trier-Bieniek, 

2015）。 

藝術創作和流行媒體當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處於劣勢地位。例如 Garber

（1990）指出，在父權社會中，藝術描繪的女性形象往往是承載意義的被觀察

客體，而非意義的製造者、觀看者或詮釋者。讀者群鎖定成人女性和女孩的雜

誌，常宣揚定義並形塑女性特質（womanhood）世界的陰柔文化。如 McRobbie

（1982）所言，女性雜誌的主題往往偏重於青少年的浪漫情懷、婚姻、生育、

居家製造與親子照顧等。另一方面，男性雜誌則傾向於討論特定休閒娛樂或嗜

好，包括摩托車、釣魚和汽車。在男性雜誌中，個人興趣與年齡或受到期待的

職業之間，並無任何關聯。以《Jackie》這本青少女雜誌為例，其中便描繪了

這類型雜誌如何將女孩的興趣侷限在浪漫、時尚與美容等範圍，卻排除其他可

能性。 

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更形複雜。Sturken 

與 Cartwright（2001）指出，傳統上觀看者似乎比被觀看者擁有更多權力，

但其實並不盡然。換言之，儘管當代廣告仍持續透過性別符碼來販售商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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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永遠擺出嫻靜、誘人的姿勢，等待男性凝視佔有；但其他廣告改變了這種傳

統行銷手法，將主客體位置顛倒，展示出注視男性客體的愉悅以及展現行動力

的女性力量。 

在藝術課堂上，藝術教師可與學生討論凝視與性別刻板印象。首先，教師

可以選擇一組娃娃套組，討論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接著要求學

生描述他們對於這套玩具的觀察心得，再讓學生比較這套娃娃套組當中所呈現

的不同凝視（見圖 3）。這款洋娃娃套組裡有兩個可愛的女孩，她們正在山坡

上滑雪。包裝上的文字「我們去坐雪橇」！傳達出女孩與男孩一樣喜歡運動的

訊息。教師可以請學生思考，為何這款娃娃套組打破了傳統的男性凝視。此套

組使用了哪些廣告策略？此套組當中的主要角色是誰？她們在做什麼？她們

穿著什麼服裝？她們對此有何感受？你認為她們享受這項運動嗎？為什麼？

除此之外，教師可以展示一些視覺材料，例如將女性呈現為被觀看客體或配件

的藝術作品、電視傳單或商業廣告，以便與此娃娃套組互相對照。最後，可以

請學生從廣告中選出一項性別刻板印象，重新設計這份廣告，以顯示女性獨立

與自信的一面。要求學生將原始廣告和重新設計後的作品並列對比，並請學生

分享他們的感受或意見。 

 

 

圖圖圖圖 3  滑雪情境洋娃娃套組滑雪情境洋娃娃套組滑雪情境洋娃娃套組滑雪情境洋娃娃套組  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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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娃娃作為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具洋娃娃作為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具洋娃娃作為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具洋娃娃作為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具    

洋娃娃是形塑女孩世界觀與價值觀的關鍵角色。洋娃娃產業專為女孩設計

的娃娃，通常具備反映社會時尚潮流的彩色假髮、服裝與配飾。洋娃娃時常置

身於各種情境之中，例如娃娃屋、醫護室和廚房。這些娃娃教導兒童如何打扮、

照顧嬰兒以及做家務（Wagner-Ott, 2002）。Kuther 與 McDonald（2004, p.44）

亦有類似見解，指出「芭比娃娃遊戲影響了性別角色的發展，因為大部分女孩

表示她們的遊戲腳本都涉及絕對陰柔與性化（sexualized）的角色。也許女孩

透過玩洋娃娃探索了女性化的性別角色」。 

洋娃娃套組不僅為小女孩示範了女性在社會與家庭中的角色，也影響她們

對女性美的定義。芭比纖細的身材會影響女孩對自己身體的自我觀感，對生活

帶來許多挫折。從童年晚期到青少年初期，女孩往往感受到一股壓力，覺得自

己必須符合社會對於體態美的定義（Freedman, 1986）。女孩可能在童年破

壞這些娃娃，以發洩敵意與攻擊性情緒，希望表達對於成為女人和採取陰柔性

別角色的矛盾心情（Kuther & McDonald, 2004）。Stone（2010）則指出，

許多女孩認為芭比是建立自己美感觀念的重要角色，同時也讓她們感覺到自身

較為劣等。女孩提到芭比娃娃如何影響她們對美的概念，包括每天把頭髮吹

直、化妝、戴隱形眼鏡等。同時也有女孩試著模仿芭比的完美體態，最後落得

飲食失調。另一方面，近幾年來出現一些較正面的看法，認為芭比娃娃刻畫了

多種「嚴肅」的角色：教師、奧運運動選手、牙醫等，展現比較全面的形象，

娃娃的身材也有了顯著改變。芭比的胸部和臀部變小了，腰圍變粗，反映出較

真實的女性體態（McDonough, 1999）。 

洋娃娃的身體塑造了對美、身體和女性特質的理想樣貌。這些「理想形象」

會對身材不似芭比的女孩造成壓力，使女孩對身體抱持扭曲的觀念，造成飲食

失調等健康問題。藝術教師可以選擇一個身材不纖細的娃娃，討論美麗體態與

健康飲食習慣的問題（見圖 4）。圖 4 的娃娃叫 Dana，體型中等。我們發

現 Dana 喜歡動物，因為包裝標籤寫著「Dana 喜愛動物，至今還沒有任何

寵物或野生動物不受她喜愛」。我們也感覺到她充滿自信地站在我們面前，因

為她與傳統洋娃娃不一樣，沒有十分纖瘦的身材，也沒有上濃妝。此套組的 

Dana 看起來十分亮麗，但沒有上妝。藝術教師可以利用下列問題讓學生討論

美、完美身材、飲食習慣和自信等議題。你認為 Dana 是個美麗的女孩嗎？

為什麼？妳認為美的定義為何？Dana 是否必須節食來維持身材？什麼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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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飲食習慣？Dana 有什麼嗜好？你認為她有自信嗎？教師可透過這一系

列問題，鼓勵學生重新思考社會對於女性身材的刻板印象。 

 

 

圖圖圖圖 4  旅行女孩洋娃娃套組旅行女孩洋娃娃套組旅行女孩洋娃娃套組旅行女孩洋娃娃套組  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筆者攝 

洋娃娃展示出不同的職業角色，包括歌手、舞者、醫師、教師、家庭主婦

等。在兒童心智發展成熟前，父母與教師有責任與兒童討論女性在社會中的不

同角色。各行各業的女性與男性一樣，都對社會貢獻良多。藝術教師可利用後

現代女性主義的對話方式，在課堂中與學生討論此議題。Dana 的故事告訴我

們，她的嗜好是照顧動物；藝術教師可鼓勵學生腦力激盪，Dana 長大後可以

從事什麼職業。亦可請學生思考，如果 Dana 日後想成為獸醫，必須做好哪

些準備。她必須學習哪些專業知識？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試圖透過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解構女性在事業選擇、凝視議題和女

性外貌等方面的性別刻板印象。在批判性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藝術課堂上，教師

應要求學生分析社會、經濟與文化現象，並探討媒體當中性別刻板印象始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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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原因。女性主義對話能協助學生以開放的態度討論性別議題，並鼓勵學生

察覺不同的觀點。教師亦應瞭解，在課堂上討論性別議題時給予學生作決定的

機會，這件事非常重要。以下介紹可用來在藝術課堂上探討性別議題的教學架

構。 

筆者從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建議將性別議題的教學計畫分成三個階段。

首先是準備階段，教師選擇彰顯性別議題的幾個娃娃、玩具、可動人偶和電視、

電影或卡通海報。教師應留意，如果選擇學生熟知的物件，可以更容易引發他

們討論的興趣。其次是實行階段，教師可討論不同的性別議題，並應準備幾個

問題來引導課堂討論。舉例而言，可討論跨性別議題：社會對於跨性別人士有

哪些看法？跨性別人士在生活中是否會遭遇困難？你對跨性別人士有什麼感

受？在課堂討論期間，教師應該營造開放且安全的環境氣氛，並提醒學生尊重

他人的意見。教師不需立即提供答案和豐富資訊，相反地，應該讓學生有時間

自行觀察與討論。教師可使用「如何」與「什麼」類型的問題來引導討論，也

應該鼓勵學生描述物件的細節，反思性別刻板印象在這些物件上的呈現方式。

請學生將物件與自己的生活做連結，並思考社會上存在的此現象是否會讓學生

的思考更具批判力。此外，教師亦可介紹幾件女性主義藝術作品，與學生討論

當代藝術家處理性別議題的方式。第三為評量階段，教師可設計幾種書寫或繪

畫活動，讓學生解構流行文化呈現的性別議題。最後，教師可要求學生分享課

堂學習心得，以及他們如何在自己的藝術作品中反思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研究旨在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Stake（2006, p. 199）點出在課堂中

討論女性與性別研究（WGS）議題的重要性，指出：「WGS 課程提倡重要

的教育目標，包括提高對於性別歧視與其他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意識，以更平等

的方式對待女性和其他傳統上受壓迫的族群，並透過主動的社群參與，促進社

會平權」。本文中，幾個不同的洋娃娃用來作為課堂上的視覺教具，引導學生

討論性別議題。在藝術課堂上使用女性主義教學法，可以為弱勢族群提供發聲

的機會。學生也能學習以批判方式討論各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進而實現更平

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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