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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有保障 言語難阻止
隨男女平等風氣日趨成熟，近年來
女性在社會的就業率亦不斷提高，但是
現實中，女性在職場又是否能受到公平
的對待呢？在此，筆者將分析女性外表
與事業成就的關係，從中探討性別定型
和性別歧視等社會現象。

「女飛魚」：僅美貌受關注
首先，社會上有不少的用語背後與女
性的性別定型有關。筆者小時候曾聽過

人們用「漂亮花瓶」形容女性，當女性
外表漂亮時，很多時會被定型為徒具外
在美，她的努力和實力易被輕看。香港
「女飛魚」歐鎧淳曾提到，大眾傳媒多
關注她的美貌，忽略她的努力和實力。
由此可見，社會有重視女性的外貌多

於能力的現象。有時候，出眾的外貌甚
至會妨礙別人認同女性的實力，為女性
在工作場所的晉升機會和待遇帶來負面
影響。

「花名」多涉身體部位
另一方面，外表亦可能令女性在工作

上遭到歧視。舉例來說，職場內流行的
貶意形容詞和花名，不少是以女性的身
體部位為基礎，如「事業線」；部分女
性亦會因為身材好被性騷擾。這些言語
和行為可構成性別歧視，讓女性的工作
環境變差，產生心理壓力，繼而影響女
性的工作表現和她們的事業。

在性別平等這主題上，同學不妨了解
一下有哪些組織在推廣男女平等這項工
作上不遺餘力。舉例來說，香港有平機
會，國外有聯合國。
此外，這些組織又會透過什麼方式宣

揚性別平等的訊息呢？同學亦可以牢記
香港相關的法律保障—《性別歧視條
例》，於答題時有需要作例子用。
■鄺嘉莉 通識科5**狀元、港大工商

管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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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事業線」一詞 ，把女性的身材與事業

表現掛鈎。婦女基金會發起「#我真正的事業線」活動，並就

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及不平等作調查。結果顯示，近兩成人曾在

工作對話中聽到「事業線」一詞，逾四成女性受訪者認為「事

業線」一詞具侮辱成分。團體促請社會留意職場上的性別歧

視，反對性別歧視詞彙，矮化女性真正的成就及付出。下文探

討性別平等情況及其與個人自尊的關係。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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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先，現今香港社會對性別角色的看
法，仍然深受傳統觀念所影響，如50%的受訪
者認為女性受性別影響其工作的評價，某些工
作崗位只適合男性或女性。
其次，若女性未能符合這些性別角色定型的

標準，他們除了感到被排斥而承受一定的社會
壓力外，四成受訪者認為女性在辦公室，經常
受到針對她們身體不恰當的評論，或會因而減
低了個人的選擇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b）自尊感有以下特點：其一是關於自我
的能力，即是自己認為可否和能否做得到某些
事情；其二是關於自己的價值，即自己是否尊
重自己，覺得自己有價值。
自尊有高低之分，這視乎個人如何評估自己

的角色。個人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感到自己
有能力，並且肯定自己的價值，就有較高的自
尊。自尊形成的基礎是自我概念，有積極的自
我概念的人，對自我的評價一般會較高，並偏
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或面對挑戰。

（c）我在很少程度上認為外表因素會影響
個人的自尊感。
個人外貌和身形是自我形象的直接反映，對

青少年的自我評價有顯著的影響。若青少年
的外貌出眾，經常被人稱讚，他們對自我形象
會有較高評價，個人的自尊感亦會相應提高。
青少年是否滿意自己的身形及別人對自己身形
的評價，亦會影響其自尊的發展。
然而，個人的自尊感並非只受單一外表因素

所影響，而是受到以下多方面的因素影響。首

先，個人是否擁有一些特別的技能，也是影響
青少年自尊發展的一個關鍵，包括藝術、運動
等方面的技能。青少年若察覺自己有某方面的
技能，他們會偏向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
青少年在建立自我概念的過程中，都會發現

「現實中的我」和「理想中的我」存在或多或
少的距離。這種現象可以激勵青少年努力奮
鬥，向「理想中的我」邁進，當二者愈接近
的時候，青少年的自尊感也會相對提高。

家庭同輩媒體亦有影響
其次，每個人自出生後便長時間與家人生
活，家庭既是我們的庇護所，也是培養自尊的
重要基地。青少年的自尊深受家庭的影響，家
庭的背景和父母本身的特質，如他們的性格、
職業、教育水平和對子女的教養方式等，都會

對青少年自尊的形成和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
家庭背景方面，青少年生活在完整的家庭會

對自己有較為正面的評價。家中各成員尤其是
父母或照顧者，最能影響青少年如何看待自
己。一般而言，若個人受家人重視、肯定或經
常被讚賞鼓勵，個人會傾向對自己有正面的看
法，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再者，隨年齡的增長，青少年的「最重要
者」還包括老師和同學。入學後，青少年與老
師及同學的長時間相處成為了生活的重要部
分，他們對青少年變得愈來愈重要。青少年傾
向認為老師對自己的評價較有權威，因此老師
的評價也會影響青少年自尊的發展。得到老師
的肯定，這樣有助他們建立正面的自尊。
同時，青少年也會重視同儕朋輩，而他們是

否獲得朋輩接納，便成為青少年自尊的重要來
源。青少年與朋輩交往，較易分享彼此的心事
和產生共鳴，情緒得到支援。若他們受朋友歡
迎及接納，如經常與朋友一起參與活動，這樣
對自己的社群自我概念亦會較正面，自尊感自
然較高。
加上現代資訊科技發達，大眾傳媒對社會的
影響力巨大。傳媒宣揚的各種價值標準，如怎
樣的身形外貌才是美、怎樣的生活才合乎現代
人需要等，無形中影響青少年對自己和別人
的評價。近年傳媒大力渲染瘦身文化，瘦身廣
告目不暇給，這使得身形較為肥胖的青少年會
被人取笑，因而令自尊感下降。
最後，社經地位的影響。社經地位也是其中
一項影響自尊的因素，不同社經背景的青少
年，在自尊的發展上可能差距甚大。社經地位
較高的青少年，其生活經歷一般比社經地位低
的青少年豐富，會影響他們對個人價值的理
解，因而對自尊有較正面的看法。

事業靠自強 非關「事業線」

資料A
有婦女團體以網上問題的方式
訪問逾1,100名本地男女，發現
62%的女性曾因其外表而在工作上
遭受歧視；50%的受訪者認為女性
受性別影響其工作的評價；40%受
訪者認為女性在辦公室，經常受
到針對她們身體不恰當的評論。

（a）參考資料A，指出香港兩性關係的特點。 （4分）

（b）參考資料B及就你所知，一個自尊感高的人對自己
有什麼的觀感？ （4分）

（c）參考以上資料，你在多大程度上認為外表因素會影
響個人的自尊感。 （10分）

參 考 答 案

性別角色定型
現今中國社會對性別角色
的看法，仍然深受傳統觀念
影響。
部分人認為，某些工作崗
位只適合男性或女性；期望
男性較女性剛強，應照顧女
性；女性應具有柔弱、溫文
爾雅的性格，在家庭中相夫
教子。這些我們便稱之為性
別角色定型。
若青少年未能符合這些性
別角色定型的標準，他們除
了感到被排斥而承受一定的
社會壓力外，更會被視為異
類，因而減低了個人的選擇
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概 念 鏈 接

模 擬 試 題
資料B

一位香港奧運游泳代表隊
的女隊員說，早前擔任奧運
持旗手，不少人只留意她的
外表，忽略她背後的付出及
努力，盼活動能讓公眾了解
女性的付出，成功並非歸因
於她們的外表。

想 一 想

自尊
一是關於自我的能力，即是自

己認為可否和能否做得到某些事
情；二是關於自己的價值，即自
己是否尊重自己，覺得自己有價
值。自尊有高低之分，這視乎個
人如何評估自己的角色。
個人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感

到自己有能力，並且肯定自己的
價值，就有較高的自尊。若對自
己有較負面的評價，對自己的能
力存疑，其自尊就會較低。自尊
形成的基礎是「自我」概念，有
積極的「自我」概念的人，對自
己的評價一般會較高，並偏向相
信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或面對
挑戰，這些人多屬於高自尊者。

■本港雖然有性別定型，但有不少女性擔任「男人工作」。以上兩
位得獎女廚師笑指男仔都一樣怕熱，大家無分別。 資料圖片

■有調查發現62%女性曾因其外表在工作上遭受歧視。 資料圖片

■■不少團體關注本港女性在職場遇到的不少團體關注本港女性在職場遇到的
不平等狀況不平等狀況。。圖為招聘會圖為招聘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