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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11年 12月 25日下午3時

二、書名：女科技人的理性與感性 

三、作者：黃東赫

四、參與人數：4人

五、議題：性別與職涯 

探討內容：

　　這本書收錄了 37位臺灣不同科技領域的女人成長

過程，透過文字分享他們學職涯經歷、家庭生活與人生觀

點。以真摯誠懇的文字，訴說曾經面對的困境，在領域中

各階層遭受到的不平等，又如何以理性及感性追求專業的

熱愛，實踐理想。

以前男生選理工，女生讀文理的思維確實影響了大多

數人選擇科系的意向。所以科技領域的女性比例總是低於

五成，尤其是工程領域，女性甚至不及一成，在各項統計



資料中更顯示，不論哪個領域，女性主管的比例偏低，這

種現象是一道無形的障礙。

石○文（女）：

我當年讀書的時候對於數字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是父

親堅持要姐姐讀會計系，我讀企管系，所以讀書的過程非

常辛苦，但是後來姐姐偏向傳媒發展，我則在中年走向教

育，如果當年不受偏見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少走很多的冤

枉路，當然也未必一定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後來自己教養

兒女的時候記取教訓，讓他們往自己喜歡的路線去發展。

邱○娗（女）：

想像中理工系的女生好像都是比較理性的，感覺上應該是

不會照顧別人、不體貼人的，但遇到大事，卻又思慮比較

周全，好像生活中也是一板一眼，一切都有規矩方圓，應

該是冷靜的、勇敢的，其實身邊從事理工工作的女性，和

一般女性也沒有太大差別，浪漫、嚴肅因人而異，與職業

無關。

蔡○宏（男）：



本身讀的是文學院，所以特別可以體會男生、女生選擇科

系的壓力，當初分組的時候也是非常的猶豫，最後還是選

擇自己喜歡的類別，這與職涯的規畫和興趣都息息相關，

身處於女多於男的文學院中，沒有什麼缺點反而是受到了

更多的關愛與照顧。

張○安（男）：

我們常常自己以為並沒有性別的偏見，但是具體還是存在

的，而且來源不分男女，對於性別議題往往女性更是造成

性別待遇的元凶，在傳統家庭中媽媽常常就扮演著重男輕

女或是養育差別待遇的角色，我也是讀文學院的男生，可

以約略感同身受到女生在理工學員院的滋味，當然不完全

是歧視，但也不全然平等，有好有壞，個中滋味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