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不設限 興趣大未來 
     

     大學多元入學作業流程已如火如荼在高中職校園展開，一位長得

高大，成績平平、多才多藝、文情並茂的男生也正加緊腳步選擇自己

的校系。他是學校的校刊主編，熱情洋溢，才華橫溢，文筆一流、心

思細膩，常常俯仰在中外古今文章中而喜不自禁。他一直喜愛文學，

認為選讀中文系是自己一生中的最愛。那天晚上睡覺前，他詳細地把

志願表再檢查一遍「××大學中文系」。嗯！沒錯，安心入睡吧！第二天

起個大早，趕緊攜帶已填好的志願表到學校，繳交給班導的那一刻才

發現，咦！志願順序怎麼變了，「中文系」怎麼變成「電子工程系」？

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看看更動的筆跡，心中大略已知道是誰動的

手腳。 

    回想前幾天，當父母親知道他即將選填語文類科系時，反對聲浪

十分強烈。父母認為：「男生唸中文系將來怎麼養家糊口？」、「文學院

大多是女生，男生去哪裡做什麼？」當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我

選擇了沉默，但我心裡仍然堅定要唸中文系的決心，誰知今早起床，

卻成為這般的模樣。 

    「唉！親愛的爹、娘！您們是怎麼了？……」 

 

    以上看到的是社會中男女兩性絕對劃分的刻板印象，父母親期望

兒子選科系要以理工農醫為主。這些刻板印象的出現率極高，因為傳

統社會瀰漫著強烈的「男理工女人文」的信念與期待。 

    換個角度思考：真的要設限這麼多嗎？許多具有聰敏智慧的女孩

被要求讀她們不感興趣的科系，做她們不喜歡的事，這不是社會、人

力資源的浪費嗎？反之，有多少男孩是多麼適合讀較柔性的科系，但

卻被嚴峻的拒絕，這不也是一種生命力的扼殺嗎？期望透過性別平等

教育所孕育出來的青年學子，未來生涯規劃將不是因性別被設限，而

是依興趣與能力來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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