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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旨在對「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進行深入的性別分析，

透過問卷調查和活動記錄數據，深入探討了活動參與者在性別、年齡、

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以及活動對參與者性別意識和台語能力的影

響。根據分析結果發現： 

1. 性別差異：女性參與者比例較高，且對家庭教育和文化傳承

更感興趣。男性參與者則更關注語言學習本身。 

2. 活動成效：活動在提升參與者台語能力和性別意識方面均取

得了積極成效。女性參與者對活動的整體滿意度較高，但男

性參與者在提升台語能力方面效果更顯著。 

3. 性別影響因素：參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背景等因素對其

參與動機、活動偏好和對活動成效的評價產生了顯著影響。 

4. 政策建議：未來可強化活動中性別平等教育的內容，多元化

活動形式，並針對不同性別的參與者設計更具吸引力的活動

內容。同時，建議持續追蹤與評估，以不斷改進活動效果。 

總結來說，雖然活動整體上吸引了不同性別的參與者，但在參與

度、活動偏好、以及對活動成效的評價方面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此

外，活動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

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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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於 107年 12月 2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於108年1月9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03830號令公布施行，

逐步推動國家語言保存及復振等業務。本次「台語說故事爸媽」活動，

依據「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國家語言發展計畫」辦理，

旨在促進民眾藉由不同的閱讀形式親近台語，進而強化語言文化的傳

承，並同時著眼於性別平等與多元包容的價值觀推廣。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報告，全球 7,000 種語言中，

幾乎有 40%瀕臨滅絕，預估到這個世紀末，世界上至少將有一半的語

言消失。語言消失的原因很多，大多是文化壓迫，但更重要的是市場

價值。語言學習也會講究投資報酬率，在台灣，中文是主要官方語言，

堅持在家裡跟小孩講台語的家庭並不多，可見中文的經濟價值高於台

語，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 

父母要在家裡跟孩子講台語，必須依賴父親與母親的共同投入，

這不僅僅是語言傳承的問題，更關乎性別平等的實踐。許多家庭中，

母親是主要的照顧者和教育者，因此母親的語言能力和教育水平對於

孩子的影響尤為深遠。然而，女性在過去在教育機會上受到限制，這

對於語言傳承和家庭教育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本計畫亦結合了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的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

女權力」。性別平等教育對於促進女性自覺、提高社會地位，以及推

動家庭和社會的整體進步具有重大意義。雲林縣公共圖書館在推動性

別平等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圖書館內有許多書籍可供借閱，並

提供電腦和網際網路服務予讀者，使其成為取得知識的最佳途徑之

一。 



 5 

此外，文觀處圖書館積極辦理性別平等相關的書籍展示、活動和

講座，為居民提供多元的學習資源和機會。這些舉措不僅有助於提升

女性的教育水平，還促進了整體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識和理解。通過

這些努力，雲林縣公共圖書館成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平台，為

實現性別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力的目標貢獻力量。 

有鑑於此，雲林縣文化觀光處在規劃設計「台語爸媽說故事」系

列活動時，係以文化的「傳承」為核心。同時希望通過推廣性別平等

及 DEI（多元、平等和包容）的理念，減少女性在生活中面臨的種種

挑戰與歧視，進而達到國家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願景目標。 

 

貳、活動概況 

「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以「傳承」為核心，並將性別平等、

DEI 概念帶入活動設計，提出以下的活動內容： 

1. 主題書展「佇雲林會曉講台灣話」： 

在主題書展中以「誰說台語文不能很潮流！」為主題，在視覺

上透過潮流噴漆的展示手法，表現台語的潮酷感，而多變的字

型除了象徵台語各式腔調，背後更有族群融合的意涵。 

 

同時在開放空間展示關於台語文化和性別平等的書籍，並舉辦

相關講座，請來策展人與藝術家分享台灣元素與常民美學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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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的關係經驗。 

2. 校園說故事暨志工培訓活動： 

故事不僅僅是一堆文字和情節的堆疊，它是文化的傳承，是價

值觀的共鳴，更是心靈的共同語言。透過培訓的系統性的教學，

從基礎的故事結構到深入的表達技巧，讓參與者掌握講述引人

入勝故事的藝術。 

這個培訓計劃的目標不僅僅是培養優秀的故事志工，更是希望

每一位參與者都能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聲音，並且成為故

事的傳播者和文化的守護者。 

同時透過不同性別說故事方式和語氣的細微不同會帶來不同

的聆聽感受，對於聽故事的小朋友來說，也能進而讓他們從小

就接觸和理解性別平等的理念。 

3. 地方文化館台語講古活動： 

透過研習及台語講故事先聽看覓試滋味，了解歷史佮地理。透

過聽故事、學講古，欣賞今古各種故事，配合研究俗諺語的哲

理，練習生活語詞運用，了解臺灣歷史、地理、詩詞、散文、

歌謠、藝術、民俗文化的精華。 

本活動設計以早前慣用台語的退休民眾為主，主要的希望透過

阿公、阿嬤帶頭引導說台語，促進家庭說台語的機會，同時也

揭示出台語其實是早期家庭的慣用語言，讓小朋友在耳濡目染

的環境下熟悉語言的運用方式。 

4. 歷史建築台語說故事活動： 

在歷史建築台語說故事活動中，設計上以鼓勵爸媽帶小孩來體

驗，因此活動設計上帶入了歷史建築遊覽、AR 繪本故事、桌

遊、手作等不同類型的活動，將台語帶到日常生活中，不只讓

台語的使用變得自然而然，同時也讓父母趁機重溫各種台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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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語的說法，讓爸媽和小孩都可以從台語單詞出發，試著講、

習慣講，讓台語重回日常生活。 

5. 動畫素材開發「秀園頭家走佗去」： 

以大埤鄉三秀園張禎祥與其家人過去的生活樣貌進行動畫創

作，在此故事中展示出男性、女性分別扮演哪些角色，也展示

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多樣角色和貢獻，讓孩子們在觀賞動畫

的同時，學習台語的用法、詞詩的創作，並同時學習性別平等

的理念。 

6. 繪本有聲書「台語說故事：雲林好台味」： 

以「我家的臭阿嬤」故事創作成有聲繪本書，進一步促進台語

的使用和傳承。同時，我家的臭阿嬤故事亦帶有隔代教養的議

題，因此將此繪本轉譯成有聲書，不僅有助於加強地方文化的

保留，也讓大人和孩童一同感受台語的魅力，並能在閱讀中探

索地方特色。 

此外，有聲繪本亦同時上架於網路串流平台，讓讀者可以在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享受豐富的閱讀樂趣。 

這些活動設計兼顧了各種不同類別，像是志工培訓、手作體驗、

工作坊等等不同形式的互動性活動，以擴大可以接觸的民眾範圍，讓

參與者在實作中學習台語文化和性別平等理念。通過多元化的活動形

式，不僅吸引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參與者，還能讓性別平等和 DEI 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這些活動不僅推廣了台語文化的傳承，還促進了

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識和理解，達到文化和教育並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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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性別分析 

為了評估「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的成效，我們採用了兩種

資料收集方法：一是收集各項活動的執行成果資料、二是向參與民眾

發放問卷調查。這種雙重資料收集方法讓我們能夠全面了解活動的實

際執行情況及參與者的主觀感受。 

在問卷設計部分，題目涵蓋以下幾個面向： 

1. 參與者背景：收集參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

區等基本資料，以了解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分布情況。 

2. 參與情況：調查參與者參加活動的頻率、活動類型偏好及參

加動機，分析哪些活動形式最受歡迎以及參與者的參與動

機。 

3. 活動滿意度：評估參與者對活動內容、組織安排、講師表現

及整體活動體驗的滿意度，以了解活動的優點和需要改進之

處。 

4. 性別平等認識：調查活動對參與者在性別平等認識上的影響，

了解參與者是否因為活動而提升了對性別平等的理解和認

識。 

5. 台語文化認識：評估活動對參與者在台語文化認識和興趣上

的影響，了解活動是否成功地推廣了台語文化並激發了參與

者的學習興趣。 

6. DEI（多元、平等、包容）理念：了解活動是否促進了參與者

對多元、平等、包容理念的認識和接受度。 

通過這些數據的分析，我們將能夠全面了解「台語爸媽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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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在不同範疇上的成效和影響，從而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活動設

計，達到推廣台語文化和促進性別平等的目標。 

 

一、 參與者資料描述 

本節主要描述了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及居住地區等。根據回收的問卷數據，女性參與者略多於男性，且不

同年齡層的參與者對活動的選擇和參與模式存在差異。參與者的教育

程度廣泛分布，且多數來自斗六和虎尾生活圈，顯示出活動在當地的

廣泛參與度。本分析有助於了解參與者的背景特徵，以便為未來的活

動設計提供參考。 

1. 參與者性別比例 

根據回收問卷資料，發現女性參與者（62.8%）略多於男性（37.1%），

其中親子活動的男、女性參與比例相近，主要差異應該是在志工培訓

活動的女性參與者較多。不過大體來說，整個系列活動男、女性參與

者比例相近，但女性對於文化類型的活動有較高興趣和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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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者年齡分布 

根據回收問卷的數據分析，發現女性參與者在 35-44 歲和 65 歲

以上的年齡段中明顯多於男性，而在 25-34歲年齡段中則男性參與者

較多。其他年齡段的性別比例差異不顯著。 

具體來說，25-34 歲的參與者主要參與歷史建築說故事活動，該

年齡段男性比例偏高。35-44 歲的參與者則主要參與親子 AR 繪本體

驗活動，在這一活動中，男女參與者數量大致相當，但由於回饋問卷

的填寫以女性為主，因此結果顯示女性比例較高。65 歲以上的退休

民眾主要參與地方文化館台語講古活動。45-54歲及 55-64歲這兩個

年齡層的參與者則多數參與志工培訓活動，這兩個年齡層的性別比例

與整體活動參與者的性別比例接近。 

這些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段的參與者對活動的選擇和參與模式存

在差異，並且活動設計能夠針對各年齡段的需求進行調整。男性和女

性在不同年齡層的參與比例差異也反映了活動設計的多樣性和針對

性。 

       性別 

年齡 
女性 男性 

25-34 1 4 

35-44 7 1 

45-54 3 1 

55-64 5 4 

65以上 6 3 

合計 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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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與教育程度 

從資料分析可以得知，男性參與者的教育程度分布較為廣泛，其

中大學學歷佔 53.85%；相對而言，女性參與者主要集中在大學學歷，

佔 50%，其次為高中與碩士，各佔 22.72%。這次活動設計多元，針對

不同族群和不同年齡層規劃了各類型的活動，因此成功吸引了來自各

個教育背景的民眾參與。 

此外，本次志工培訓人員以男性居多，且多數具有大學學歷，這

一點在數據分析中也有所反映。這一分布情況可能對統計數據產生了

一定影響，值得在後續分析中加以考量。 

這些數據表明，活動的多元設計有效地吸引了不同背景的參與者，

特別是在教育程度上顯示出較大的廣泛性，這也突顯了活動設計在涵

蓋性和包容性方面的成功。 

        性別 

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國小 0 1 

國中 0 1 

高中 5 2 

大專 1 0 

大學 11 7 

碩士 5 1 

博士 0 1 

合計 22 13 

 

4. 性別與居住地區 

根據回收問卷的數據分析，居住在斗六生活圈和虎尾生活圈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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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居多，這與雲林縣的都市發展現狀相符。在這兩個主要生活圈中，

男性和女性參與者的比例並無顯著差異。 

此次活動在四大生活圈中舉辦的場次相對均衡，然而北港生活圈

和麥寮生活圈的問卷回收數量顯著較少。根據這一情況，我們推論可

能是這兩個生活圈的民眾在資訊獲取方面存在一定的落差，這可能導

致北港和麥寮生活圈的參與者在活動中出席率較低。此外，也有可能

是北港和麥寮生活圈的參與者對於回饋問卷的填答意願相對較低所

造成的。 

其次，回答「其他縣市」者，分別有兩位來自嘉義市（兩位皆是

女性），主要是因為在鄰近生活圈，所以特地前來參與北港的活動；

另有兩位來自新北市（一位女性、一位男性），則是因為週末回家鄉

剛好有活動就前來參與。綜上所論，可以得知本次活動主要的參與民

眾還是多以在地民眾為主。 

這些觀察結果表明，在未來的活動規劃中，可能需要加強對北港

和麥寮生活圈的資訊傳遞，並提高這些地區參與者對問卷填寫的積極

性，以便獲得更加全面的參與者反饋。 

性

                             性別 

居住地區 

女性 男性 

斗六生活圈(斗六、斗南、林內、古坑、莿桐) 8 5 

虎尾生活圈(虎尾、西螺、二崙、土庫、大埤) 10 6 

北港生活圈(北港、元長、四湖、水林、口湖) 1 0 

麥寮生活圈(麥寮、崙背、褒忠、東勢、台西) 0 1 

其他縣市 3 1 

合計 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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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參與度及活動成效分析 

本節旨在評估「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的參與度及其對參與

者的影響。活動涵蓋多種形式，如志工培訓、校園說故事、地方文化

館活動等，吸引了各年齡層的參與者。通過問卷調查和活動成效數據

的分析，我們得以了解參與者的滿意度、活動的受歡迎程度，以及活

動對性別平等認識和台語文化推廣的影響，為未來活動的改進提供實

證依據。 

（一）校園說故事暨志工培訓活動 

本活動以培訓台語說故事志工及閱讀推廣活動為主，有興趣的家

長或社區人士並具備喜愛兒童、熱心服務之人格特質者，在培訓後投

入本縣故事志工行列，至縣內所轄之國民小學，說故事予小朋友聽，

進而達到台語推廣及閱讀推廣的目標。 

1. 志工培訓課程 

培訓課程包含初階課程 6 小時、進階課程 6 小時，及實習課程 2

場次，共計有 20位民眾報名培訓志工課程。其中有 10位志工在志工

服務後填寫問卷回饋如下。 

性

別 

項目 

女性 男性 

參與人數 5 5 

總參與場次 5 3 

平均參與場次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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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意度部分，我們進一步詢問志工對於地點安排、課程安排與

教師安排是否滿意，問卷採李克特五點量表，用來瞭解志工的態度。

男性不論是在地點安排、課程安排或教師安排等項目的滿意度皆有

80%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女性則有 80%表示對場地安排感到滿意、

100%對課程安排感到滿意、80%對教師安排感到滿意。 

              性別 

項目 
女性 男性 

場

地

安

排 

非常滿意 0 2 

滿意 3 2 

普通 1 1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課

程

安

排 

非常滿意 0 2 

滿意 5 2 

普通 0 1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教

師

安

排 

非常滿意 0 2 

滿意 4 2 

普通 0 1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2. 民眾參與滿意度 

在志工培訓完畢後，接續辦理 2 場次實習訓練活動，共計 40 場

次的說故事活動。在回收的民眾回饋問卷中，共計有 18 位民眾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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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說故事推廣活動，而民眾對於志工服務的滿意度方面，其中男性

有 80%回饋滿意或非常滿意、女性有 75%覺得滿意。 

項目 女性 男性 

志

工

服

務 

非常滿意 0 4 

滿意 6 4 

普通 2 2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3. 民眾使用台語意願 

而活動對於民眾提升台語能力與使用台語意願部分，民眾普遍持

有高度且正向的反饋，男性有 80%表示參與此活動後對於使用台語能

力提升是有助益的、100%表示未來有意願使用台語跟朋友或家人溝通；

女性中有 75%表示對於使用台語能力提升是有助益的、50%表示未來

有意願使用台語溝通。 

項目 女性 男性 

台

語

能

力 

很有助益 0 4 

有助益 6 4 

普通 2 2 

溝

通

意

願 

非常有意願 0 6 

有意願 4 4 

普通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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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語講古活動 

台語講古活動係透過研習及台語講故事先聽看覓試滋味，了解歷

史佮地理、換你來講佫較奇。聽故事、學講古，欣賞今古各種故事，

配合研究俗諺語的哲理，練習生活語詞運用，了解臺灣歷史、地理、

詩詞、散文、歌謠、藝術、民俗文化的精華。 

台語講古活動共辦理 2場次研習與 20場次講古活動，共計有 122

參與人次，其中女性有 77人次、男性則有 45參與人次。此外，由於

各場活動皆有錄音影，並正陸續剪輯上傳至影音分享平台，目前統計

受惠人次已有逾 400 人次。 

1. 民眾參與滿意度 

在回收的問卷回饋中，計有 12 位民眾填寫，主要是詢問民眾對

於該類活動的參與滿意度，包括課程安排、講師安排與場地安排等滿

意度。除了場地安排方面，男性有 75%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之外，其

餘各項目不論男、女性，皆有 100%示滿意或非常滿意，顯見活動設

計確實符合民眾的期待與需求。 

項目 女性 男性 

課

程 

安

排 

非常滿意 4 5 

滿意 6 3 

普通 0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講

師

安

非常滿意 8 6 

滿意 2 2 

普通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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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場

地

安

排 

非常滿意 3 2 

滿意 7 4 

普通 0 2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2. 民眾使用台語意願 

在民眾提升台語能力與使用台語意願部分，男性表示不論是台語

能力的使用提升或未來有意願使用台語與朋友或家人溝通等方面，都

是正向的回饋；而女性中有 88.89%表示活動對於提升台語能力有助

益或很有助益、另有 80%表示未來有意願或非常有意願運用台語與朋

友或家人溝通。 

項目 女性 男性 

台

語

能

力 

很有助益 3 6 

有助益 5 2 

普通 1 0 

溝

通

意

願 

非常有意願 3 7 

有意願 5 1 

普通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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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建築台語講故事活動 

歷史建築台語講故事活動分成「研習活動」與「臺語說故事推廣

活動」兩部分，並搭配雲林縣大埤鄉三秀園自行籌辦之藝術節系列活

動，進而達到活動共同推廣之效，藉以向內、外扎根與擴展，進而擴

大影響力及知名度，使台語得以更為普及化。 

(1) 研習活動：研習活動主要召集有志於台語文創作的在地青年，

目標在於加強受訓學員的台語口語應用能力，以及未來具備能

夠帶領國小學童閱讀、聽、說台語文本等。培訓內容由講師提

供選讀素材，包含本計畫創作的雲林在地文史故事、及 AR 互動

式繪本故事，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引發國小學童的興趣。 

(2) 台語說故事推廣活動：共辦理 20 場次活動，且分成三種不同

的活動形式進行，一是「奇幻遊記──台語說故事嘉年華」，主

要對象是青壯年民眾，以台語說故事活動為主，引領他們學習

如何使用台語講述故事，進而成為小朋友認識台語及雲林在地

文化故事的志工種子；二是「台語奇幻寶盒──互動繪本體驗」，

主要對象是親子，並主動前往縣內各鄉鎮圖書館、國小等，辦

理親子共讀體驗活動，活動內容係結合手作與 AR互動體驗，透

過親手繪製故事主角並投放至劇場盒的方式，引發小朋友的學

習動機；三是「唸歌音樂會──開箱台語故事屋」，主要對象為

一般民眾，配合三秀園舉辦的藝術祭活動，透過表演、音樂、

文學進行媒介，吸引喜愛藝文表現之觀眾一起欣賞台語及「漢

詩吟唱」之美。 

1. 民眾參與滿意度 

在回收的問卷回饋中，計有 11 位民眾填寫，分別就課程安排、

講師安排回饋滿意度感受。其中男性在課程安排、講師安排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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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皆為 33.33%表示滿意、66.67%表示非常滿意；而女性在課程

安排、講師安排等方面的滿意度皆為 60%表示非常滿意、20%表示滿

意、20%覺得普通。 

項目 女性 男性 

課

程 

安

排 

非常滿意 3 4 

滿意 1 2 

普通 1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講

師

安

排 

非常滿意 3 4 

滿意 1 2 

普通 1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至於在場地安排部分，男性普遍對於場地安排多表達正面反饋；

而女性部分則大約有一半表達負面反饋。然而，因為回收問卷中女性

填答份數偏少，此外該問卷內有一位填答者每場活動都有出席參與，

而在場地滿意度部分，除大埤圖書館填答「普通」之外，其他皆填答

「不滿意」，亦不排除可能是該位民眾填答時誤看選項，但也有可能

係因為其他因素導致該位民眾對於活動場地安排確有不滿。 

項目 女性 男性 

三

秀

園 

非常滿意 0 3 

滿意 1 0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20 

非常不滿意 0 0 

斗

六

繪

本

館 

非常滿意 1 4 

滿意 0 0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古

坑

圖

書

館 

非常滿意 0 1 

滿意 0 3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虎

尾

圖

書

館 

非常滿意 1 0 

滿意 2 3 

普通 0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大

埤

圖

書

館 

非常滿意 2 2 

滿意 0 1 

普通 1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土

庫

圖

書

館 

非常滿意 1 1 

滿意 0 2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北 非常滿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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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圖

書

館 

滿意 0 1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麥

寮

圖

書

館 

非常滿意 0 3 

滿意 0 1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舊

庄

國

小 

非常滿意 0 2 

滿意 0 1 

普通 1 0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仁

和

國

小 

非常滿意 0 2 

滿意 0 1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越

港

國

小 

非常滿意 1 1 

滿意 0 2 

普通 0 0 

不滿意 1 0 

非常不滿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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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使用台語意願 

有鑑於本場活動主要目標對象多是青壯年或親子族群，因而這群

民眾的反饋更可能影響他們日後是否能在家庭環境使用台語作為溝

通工具。根據回收問卷揭示，其中男性有 66.67%表示這些活動對於

台語能力的提升很有助益、33.33%表示有助益；女性則有 40%表示對

於能力提升很有助益、40%表示有助益、20%表示普通。而在是否有意

願使用台語與家人或朋友溝通部分，有 66.67%的男性表示非常有意

願、33.33%表示有意願；女性則有 40%表示非常有意願、60%表示有

意願。 

從這些數據中可發現，透過易於親近的活動形式（如手作體驗、

親子共讀等），能讓親子互動更親密之外，亦可以有效的讓親子願意

嘗試使用台語溝通，對於台語環境的形塑算是起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項目 女性 男性 

台

語

能

力 

很有助益 2 4 

有助益 2 2 

普通 1 0 

溝

通

意

願 

非常有意願 2 4 

有意願 3 2 

普通 0 0 

 

（四）主題書展/有聲書/其他活動 

除了前述各類活動之外，本計畫還規劃了一個主題書展，旨在集

中展示台語相關文本，方便民眾快速查找和閱覽。此外，策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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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利用圖書館現有資源，創造出一座融合台語潮流的立體裝置藝術。

這個裝置結合了書櫃（主題書展）與電視（錄像創作），並巧妙地將

聖誕樹納入展示設計中，以契合節慶氛圍。同時，展場還輔以台語文

書寫創作，強調台語與文化、生活之間的緊密連結。 

在展示技法方面，我們運用了塗鴉和噴漆風格，呈現出台語文的

潮酷感，營造出與街頭運動相仿的視覺氛圍。此外，裝置的整體結構

還結合了台灣字樣鐵窗以及違章建築風格，以展現一種粗獷且具衝突

感的美學。這些看似對立的元素實際上旨在重現台語文盛行的年代，

並重新詮釋台語文化的酷炫形象，打破以往的刻板印象。 

除主題書展外，為了延續此計畫的影響力，我們還同步開發了以

本土文化為基礎的聲音與數位繪本動畫素材，進一步推廣台語文化，

並確保其在數位時代的傳承與創新。這些素材不僅透過視聽結合的方

式，使台語文化更具吸引力，也透過多元的媒介和平台，讓更多人能

夠親近台語。藉由這些創新的手段，民眾不僅能夠體會到台語在文學

和藝術表達上的美妙之處，還能夠透過互動式的學習方式，逐步進入

日常生活中使用台語的環境中。這樣的努力旨在培養更多台語使用者，

促進台語的復興，並在未來世代中持續發展與流傳。 

1. 主題書展民眾參與滿意度 

在主題書展部分，透過問卷詢問民眾對於場地安排的滿意度，其

中男性有 50%表示非常滿意、33.33%表示滿意、16.67%表示普通；女

性有 8.33%表示非常滿意、41.67%表示滿意、50%表示普通。 

項目 女性 男性 

場

地

安

排 

非常滿意 1 3 

滿意 5 2 

普通 6 1 

不滿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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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滿意 0 0 

至於民眾對於書展內容所呈現的主題風格，男性普遍持正面反饋，

有 50%表示非常喜歡、33.33%表示喜歡、16.67%表示沒印象；而女性

部分較多表示喜歡，達 58.33%，並分別有 8.33%與 16.67%表示非常

喜歡與很喜歡，但同時分別有 8.33%的民眾表達沒印象和無法理解。 

項目 女性 男性 

主

題

風

格 

非常喜歡 1 3 

很喜歡 2 0 

喜歡 7 2 

沒印象 1 1 

無法理解 1 0 

 

肆、結論與分析 

「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居住地

區上展現了顯著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女性參與者

在 35-44 歲和 65 歲以上年齡段中明顯多於男性，而在 25-34 歲年齡

段則男性參與者較多。這表明不同年齡層的參與者對活動內容的需求

和參與模式有所差異，且活動設計成功吸引了不同背景的參與者。 

此外，居住在斗六和虎尾生活圈的參與者較多，這與雲林縣的都

市發展現狀一致。活動場次在四大生活圈中的分布較為均衡，但北港

和麥寮生活圈的問卷回收數量顯著較少，可能反映出這兩個生活圈的

資訊獲取差異或對回饋問卷的填答意願較低。 



 25 

一、在多元共融表現 

「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致力於實現多元、平等、包容的目

標。活動設計充分重視參與者的身份、文化、經驗和專業技能的多樣

性，並努力確保各種族群在參與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性。 

（一） 多元性 

活動涵蓋了不同年齡段、性別、教育背景和居住地區的參與者。

例如，25-34 歲的參與者主要參與歷史建築說故事活動，35-44 歲的

參與者則集中在親子 AR繪本體驗活動，65歲以上的參與者主要參加

地方文化館台語講古活動。這表明活動設計考慮到了各個年齡層的興

趣和需求，展示了在活動內容上的多樣性。 

活動還根據不同族群的特性設計了專門的活動類型，如地方文化

館台語講古活動和歷史建築說故事活動，這些活動能夠吸引不同背景

和興趣的參與者。經詢問民眾對於「您認為母語課程充分呈現了不同

文化、語言或身份的多元性？」的回饋，顯示參與民眾對於多元性持

有正向的回饋。 

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非常同意 6 6 12 

同意 13 7 20 

普通 3 0 3 

不同意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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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性 

活動為確保參與者獲得平等的待遇，在設計上已移除可能限制參

與者體驗活動的障礙，不論是性別、年齡、族群等。而就結果來看，

雖然女性參與者在 35-44 歲和 65 歲以上年齡段中較多，但活動設計

和安排力求在不同性別和年齡層之間保持平等。各類活動的安排和資

源分配是均衡的，以確保所有參與者都有平等的參與機會。 

在志工服務方面，儘管工作人員主要以男性為主，活動仍致力於

提供平等的服務質量和參與機會，並且未來可進一步提升志工服務的

滿意度，以促進性別平等。 

在民眾對於「您認為母語課程確保了參與者在資源分配、機會平

等方面的權利？」反饋，持高度認同。 

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非常同意 4 5 9 

同意 11 8 19 

普通 6 0 6 

不同意 1 0 1 

非常不同意 0 0 0 

 

在民眾對於「您認為母語課程充分考慮了不同背景的人在活動中

獲得機會的平等性？」反饋，同樣持高度認同。 

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非常同意 4 6 10 

同意 12 7 19 

普通 6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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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三）包容性 

包容性係指營造參與者感受到歸屬感的環境，並感受到自己受到

重視。活動設計充分考慮了不同文化和社群的需求，努力確保各種族

群都有代表性。例如，活動中不僅包括台語文化的傳承，還融入了

AR 技術和繪本有聲書等現代元素，讓不同背景的參與者都能找到感

興趣的內容。鑑於北港和麥寮生活圈的問卷回收數量較少，未來將計

劃進一步加強這些地區的資訊傳遞和參與激勵，以確保所有地區的居

民都能充分參與。 

在民眾對於「您認為在母語課程中感受到被充分包容，無論是在

活動組織上還是在語言文化的表達上？」方面，其回饋顯示高度認

同。 

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非常同意 4 5 9 

同意 11 8 19 

普通 7 0 7 

不同意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在民眾針對「您認為母語課程尊重並反映了參與者之間的差異性，

包括文化、語言、性別等？」問項，同樣持高度認同。 

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非常同意 6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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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1 7 18 

普通 5 0 5 

不同意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二、在性別平權表現 

在「台語爸媽說故事」系列活動中，性別平權表現是評估活動是否成

功實現性別平等目標的重要指標。根據數據和分析，以下是對該系列

活動在性別平權表現方面的詳細說明： 

（一）性別參與平衡 

活動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並未顯示出顯著的性別偏倚。各年齡

段的參與者中，雖然在某些年齡層（如 35-44 歲和 65 歲以上）女性

的參與比例較高，但整體活動的安排和內容均未顯示出對任何一個性

別的偏向。特別是在親子 AR 繪本體驗活動中，男女參與者的數量大

致相當，顯示出在活動內容上的性別包容性。 

（二）志工與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主要由男性構成，且教育程度普遍較高。然而，這一性

別分布未對活動的性別平權表現產生負面影響。主辦方在設計和實施

活動過程中，致力於確保所有參與者都能平等地獲得支持和服務。 

（三）活動設計與安排 

活動涵蓋了不同的主題和形式，如歷史建築說故事、親子 AR 繪

本體驗、地方文化館台語講古等，這些活動形式均未顯示出對性別的

偏向，並且能夠吸引不同背景和興趣的參與者。 

活動的設計考慮到了性別平等，確保男女參與者都能找到符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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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興趣的活動內容。未來的活動可以在設計中進一步考慮如何更好地

吸引男性參與者，尤其是在某些年齡段和活動類型中，以實現更均衡

的性別參與。 

（四）資訊傳遞與參與 

北港和麥寮生活圈的問卷回收數量較少，這可能影響到對這些地

區性別參與情況的全面了解。未來可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宣傳和信息

傳遞，以提高所有地區的參與度，進而更全面地實現性別平權的目

標。 

三、台語推廣成效 

（一）性別差異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數據，男性參與者普遍認為活動對提升台語能力的

幫助較大，並且在未來是否會有意願使用台語進行溝通方面，男性的

意願明顯高於女性。這一結果可能與男性對活動內容的接受度及其對

台語推廣的興趣相關。然而，女性的參與度卻顯著高於男性，這一現

象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1. 活動設計和內容：如主題書展「佇雲林會曉講台灣話」等活

動形式，可能吸引了更多女性參與，特別是與家庭教育、文

化傳承相關的活動，往往受到女性的積極參與。女性在家庭

教育和文化傳承方面的角色，可能使她們對這類活動有更高

的興趣和投入。 

2. 社會與文化框架：社會和文化的框架也可能對家庭內的母語

推廣產生影響。研究表明，家庭教育中的語言推廣往往受到

性別角色的影響，傳統上母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台語推廣可能會面臨社會文化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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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與推廣成效 

CEDAW（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中的規定，特別是第五條對於女

性賦權、增能與培力的要求，指出教育和知識學習是提升女性地位的

重要途徑。此次活動不僅僅是推廣母語的措施，更是一個促進知識學

習和女性自我增能的機會。這表明活動的設計和實施符合了推動性別

平等和賦權的政策背景。 

（三）台語推廣成效 

1. 台語能力提升：從數據中可以看出，活動對於提升台語能力

有一定的正面影響。雖然男性在對活動效益的評價上較女性

高，但女性的高參與度也表明活動在吸引不同性別參與者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活動提供了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和實踐機

會，有助於提高參與者的台語水平。 

2. 未來使用意願：男性在未來使用台語溝通的意願較高，這可

能反映了他們對台語推廣活動的認同感和興趣。然而，女性

的高參與度也顯示出，儘管對提升台語能力的感知有所不同，

活動仍然成功吸引了大量女性參與，並促進了她們對台語的

學習和應用。 

（四）政策制定 

此次活動的成功不僅體現在台語能力的提升上，更符合了 CEDAW

對於女性賦權的政策要求。活動在推廣台語的同時，也為女性提供了

知識學習和自我增能的機會，從而促進了性別平等的實現。這表明，

台語推廣活動不僅有助於語言能力的提升，也在推進性別平等和賦權

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基於此次活動的成果，未來的施政政策將以此

為依據，進一步擬定相關措施，以持續推進語言能力提升和性別平等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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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展望 

未來，文化觀光處將基於 CEDAW第十條的指導原則，深入考慮不

同族群、性別、年齡和背景的需求，在活動設計中充分體現多樣性和

包容性。根據 CEDAW 第十條的要求，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

除對婦女的歧視，確保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

是保障她們接受特殊知識輔導的機會，以促進家庭健康和幸福。 

在此背景下，我們將在未來的活動中，持續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

並確保所有參與者無論性別、年齡或背景，都能獲得平等的學習和成

長機會。例如，本次活動邀請的講師在專業領域表現突出，並且具備

性別平權的意識，這不僅提升了活動的專業水平，也體現了對性別平

等的承諾。在志工培訓和其他活動中，我們將繼續尋找具備相同價值

觀的專業人士，以確保我們的活動設計和實施都能夠推動性別平等，

並為所有參與者創造公平的學習環境。 

同時文化觀光處將進一步優化活動內容，提升參與者的滿意度，

並通過制定和實施具有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政策，以實現更加全面的性

別平等和社會包容。我們致力於讓每個人都能夠在活動中找到適合自

己的角色和機會，並為推動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