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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小學五年級課後時間，我和女同學們同去籃球場練球，球場上盡是男生，當下我們僅

僅只是站在側框練習投籃，六年級的學長卻怒視我們並大聲咆哮：「女生打什麼籃球，走

開！」我們幾個女生不敢跟學長爭辯，只能忿忿不平地離開球場。升上國中、高中後，我

發現下課及放學時間的籃球場上，相同情境不斷輪迴再現，男性眼見同樣熱愛打球的女性

在旁苦苦等候，卻依然忘我打球，長時間寡占使用。偶然一日，我在台大校園看到「本球

場，女性球友，優先使用」的告示牌，感動之餘，同時激發我對籃球場上的性別議題產生

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籃球場上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二)分析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必要性 

 

貳、文獻探討 

 

一、籃球場上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一)籃球場上的性別刻板印象 

 

籃球運動屬於攻擊與防守戰術兼備的劇烈運動，普羅大眾長期以來對男女兩性具有刻

板印象，認為男性較陽剛好動、女性較陰柔文靜，籃球場普遍被認定是男性專屬的運動場

域。在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氛圍下，男性佔據著籃球場，大家也都習以為常。其實熱衷籃球

運動的女性愈來愈多，然而受性別刻板印象塑造的社會文化卻未能與時進。 

 

我觀察到：無論是校園抑或是公共運動空間，傳統籃球場的球框高度、球場面積都是

以男性體型、體能為規劃核心，忽略女性使用者的需求，一個方寸空間也能小中見大，看

到社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及偏見，長久以來，無形中亦限制了女性的體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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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籃球場上的性別歧視 

 

除了研究者自己的親身經歷，女性球友在籃球場上被男性驅離的案例，仍時有所聞，

甚者，明明是女性球友先到籃球場練球，當後來陸續有多位男性也來到球場，先是開始投

球，然後要分隊報隊，此時，球場上的男生們會形成一股群眾壓力，女生就會默默離開(鄭

育婷，2015)。上述這些都是女性在籃球場上遭遇的性別歧視，無形中剝奪了女性在籃球

場上運動的權利。 

 

二、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必要性 

 

我國雖然已於民國 93 年制定「性別平等教育法」，其宗旨為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性尊嚴，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然因受父權社會

影響，公共空間的運動設施仍未考量女性需求而公平分配。其中明訂學校應尊重及考量不

同性別之需求建立安全的校園空間，並應對因性別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

以改善其處境，其條文如下： 

 

第 12 條第一項：「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

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第 14 條第二項：「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

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內涵，教育部已於 2015 年召集學者專家制定《推廣女性參與體

育運動白皮書》，將「營造友善運動環境--改善現有硬體運動設施及環境，鼓勵女性參與室

內與戶外運動，並整合資源打造友善運動空間。」列為三大願景之一，不僅在於符應國際

趨勢與潮流，同時也說明體育署對女性運動權益的重視程度。 

 

臺北市 110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別平等素養與生活」各學層推動計畫架構

中，也將「性別權益公共參與」列為重要宣導主軸之一。 

 

綜上所述，學者專家無分男女紛紛呼籲應在校園與公共運動空間設置「女性優先使用

籃球場」，這具有「設置女性球友從事籃球運動場地，可降低女性因球場不足、不友善，

而間接造成女性退出籃球運動的狀況。」的意義(鄭育婷，2015)。另外，畢恆達在《無性

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也指出「為了積極補救女性在長期不平等社會中，集體性分配到

較少權力與資源，校園空間方面可以設置女性運動優先區。」(畢恆達，2009)。 

 

尤其在校園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除了是在校園的運動空間上營造一個友善

環境外，更積極的意義在營造校園多元、支持的運動文化氛圍，不僅可鼓舞女性願意投入

籃球運動，提高女性參與籃球運動的意願，更重要的是，啟發男女學生性別平等意識，願

意尊重、共好，校園中會有更好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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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者使用 Google 表單調查受試者的意見。 

 

二、研究對象：研究者採方便取樣方式，請就讀台北市、新北市高中生協助填答，有效問

卷總計 111 份，其中生理男性 55 人、生理女性 56 人。 

 

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籃球運動是平時學生在校園經常從事的運動項目： 

 

受試者平時在校園從事的運動項目中，有高達 55.9%的受試者以跑步為主，其次有

45.9%的受試者是打籃球，高居第二位，可見籃球運動仍是學生喜愛且經常從事的運動項

目。 

 

圖二  受試者平時在校園經常從事的運動項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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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取笑的經驗： 

 

有 27.9%的女性受試者有這種經驗，其中有 2.7%的受試者總是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

性取笑，1.8%的受試者經常被男性取笑，23.4%的受試者偶爾如此。由此可見，女性在籃

球場上依舊受制於性別刻板印象的枷鎖，被視為是不擅長打籃球的。 

 

圖三  女性受試者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取笑的經驗統計 

 
 

三、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驅趕離開球場的經驗： 

 

有 18.9%的女性受試者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驅趕離開球場的經驗，其中 0.9%

的受試者總是如此，1.8%的受試者經常如此，16.2%的受試者偶爾如此。從上述可知女生

在校園打籃球，仍會遭受男性的性別歧視。 

 

圖四  女性受試者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驅趕離開球場的經驗統計 

 

 

 

四、多數學生贊成在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 

 

有高達 70.4%的受試者贊成，29.6%的受試者反對（見圖五）。可見大多數學生支持

在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贊成者及反對者的理由可歸納整理如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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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對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看法統計 

 

表一：贊成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理由 

理由 說明 

1. 可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的束縛 

 

籃球場被社會賦予太多屬於男性的標籤，設立女性優先使用

或是女性友善球場，讓女性在運動場上也能達到性別平等，

免除因打籃球被男性歧視的壓力。 

2. 可破除父權支配心態 

籃球場大多被男性佔據，長久存在的父權性別權力結構，女

性經常已經透過系統預約使用學校的籃球場，然而練習中仍

會遇到無視場地使用規則與女性練球的男性闖入打球、投

籃，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可以適時提醒男性性別友

善的觀念，避免專斷決定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球場資源。 

3. 可避免男女生混打的

肢體碰觸與衝撞受

傷，安心投入體育活動 

夏季籃球場上，男性裸著胸膛打球，嘶喊衝撞，眾人習以為

常，然而對女性球友卻是嚴峻的挑戰，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

球場，可以讓女性在受尊重的環境下，盡情發展體育活動。 

4. 可促進性別實質平等 
讓所有對籃球有熱情的人，無論男性或女性，都能在球場上

找到友善的空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統整自問卷內容） 

表二：反對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理由 

理由 說明 

1. 認為女性參與籃球運動

為小眾族群 

女性參與籃球運動的人數比男生少，開放女性優先使用球

場，使用效率不高。 

2. 基於性別平等，應公平競

爭，先占用者優先，不應

有性別之分 

人人都有公平使用場地的權利，不應有特定性別優先，籃

球場地的使用先到先使用才合宜。 

3. 應從教育根本入手，而非

特定項目、特定族群的保

障 

籃球場上的性別歧視，來自於社會長期的教育偏差，應

從長期教育根本扭轉，僅是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治

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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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擔心後續所有運動場地

都要增設女性專用球場 

一旦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接下來女性優先的意識會

蔓延到所有體育場地，反而形成對男性權益不公。 

5. 女性使用球場權益並未

被侵犯 

覺得現今籃球場地使用狀態穩定，並未曾看過女性使用球

場的權益被侵犯、被歧視，維持現狀即可，甚至男女生一

起打球也很好，無須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 

6. 擔心造成性別對立 

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形成「分類」概念，劃清男女

性別二元的楚河漢界，也沒考慮到「第三性」的屬性，反

而製造社會更多的衝突對立。 

7. 可用溝通協調解決問題 

平等社會，何來所謂優先，球場屬於公眾場地，不分性別

都需要學習溝通協調，達成雙贏，而非設定女生優先使用

場地。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統整自問卷內容） 

五、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可以提升女性打籃球的意願： 

 

有高達 74.5%的女性受試者認為在校園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可以提升女性打

籃球的意願，僅 7.3%的女性受試者認為完全沒幫助。 

 

圖六：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會提升您去打籃球的意願嗎？回應結果統計： 

 

 

六、若是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多數男性願意嘗試接受： 

 

當男性使用「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看到有女性來打籃球卻沒有球場可使用時，13.2%

的男性受試者會主動讓出球場，高達 71.7%的男性嘗試詢問女性可否共同打籃球，僅有 15.1%

的男性受試者會繼續打球，無視於「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告示。由此可見，設置「女

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男性是能嘗試接受如此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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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如果您是使用「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男性，看見女性球友在旁等候，您會怎

麼做？回應結果統計：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研究者從自身使用籃球場地的經驗出發，觀察到當前社會對女性打籃球具有刻板印

象，女性在籃球場上常會遭遇到許多不友善的對待與限制，希冀能藉由探討籃球場上的性

別不平等現象，了解籃球場上的權力結構，並使用問卷調查，進一步分析設置｢女性優先

使用籃球場｣的意義與其必要性。 

 

研究者發現多數男性雖能接受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但並不認為那是重要且必

要的，其理由仍以齊頭式平等的價值觀點去思考，主張先占先贏，缺乏同理當前女性使用

籃球場遭遇種種不友善的對待，當出現女性被男性人數攻勢逼退球場的隱性暴力時，也認

為那是女性的自願選擇，並不涉及「擁有平等運動權利」的議題。然而，真正的「擁有平

等運動權利」，應當是沒有人會在運動中遭受歧視與權益侵害，強者弱者皆能充份參與運

動、表達自我，｢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設置，是為了積極補救女性的運動權，而非是一

種特權。」(陳慧卿，2013)。因此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讓想打球的女性知道能夠

去何處的友善運動空間，找到同樣喜歡打籃球的女性，無須避忌男性汗水淋漓的赤裸胸

膛、肢體碰撞、粗話咆哮、人數攻勢，增加籃球運動裡女性的參與率，充分展現自我，提

升自信，循環著社會平等的善能量。 

 

真正的性別友善籃球場來自於性別友善的社會觀念，運動場上是可以學習到體諒、尊

重、關懷等重要的民主精神，增進不同性別之間的良性互動與互相尊重，也符應教育部《推

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中「營造友善運動環境」之願景，彌補在過往父權社會結構

下女性無法公平使用籃球場的困境，落時匡正正義的理念，讓籃球場上展現更多元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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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除了在校園與公共運動空間設置「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之外，建議也可以思考其

他運動項目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需要設置優先區，包含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保護。然而設置

優先區之後，仍然需要加強宣導其原本的良善立意，再輔以適當的球場借用管理措施，才

能真正維護球場上的性別平權、人人平等，提升社會多元族群的包容體諒，共和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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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設計 

一、請問您的生理性別是 生理男性 生理女性 

二、請問您每周的運動時間累計大約 1 小時以下 1~2 小時 2~3 小時 3 小時以上 

三、請問您平時在校園經常從事的運動項目有哪些？ (複選)   

籃球 羽球 桌球 排球 跑步 其他 

四、請問您平均每周在校園打籃球的次數大約幾次？ 

幾乎沒有 1~3 次 4~6 次 7~9 次 9 次以上 

五、請問您或您的女性同學或親友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取笑的經驗嗎？  

總是如此 經常如此 偶爾如此 從未如此 

六、請問您或您的女性同學或親友曾經在校園打籃球時，被男性驅趕離開球場的經驗嗎？  

總是如此 經常如此 偶爾如此 從未如此 

七、請問您對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的看法是  贊成 反對。 

原因說明：  

 

八、(女性回答)如果校園增設「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會提升您去打籃球的意願嗎？  

有非常大的幫助 有一點幫助 沒意見 完全沒有影響 

九、(男性回答)如果您使用的是「女性優先使用籃球場」，看到有女生前來打籃球，卻只能在

場邊等候時，您會怎麼做？  

主動讓出球場 詢問女性可否一起打球 繼續打球，無視「女性優先使用」告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