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賽事中的性別平等-筆記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國際運動賽事知不知 

（一）請寫下你關心過的國際知名運動賽事？ 

 

 

 

（二）經過老師的介紹，你又認識了哪些運動賽事？ 

 

 

 

（三）問題思考與討論：你覺得台灣適合發展哪些運動競賽項目？為什麼？ 

 

 

 

二、女性運動員的過去與現在 

（一）寫下你認識的國內女性運動員？ 

 

 

 

（二）問題思考與討論： 

1.查「探索明天：運動場上的性別平等」這篇文章，從身體、服裝、空間三個面向進行資料查詢 

項目 過去 現在 

身體  

 

 

 

 

服裝  

 

 

 

 

空間  

 

 

 

 

2. 小組討論： 

（1）你覺得運動場上，男女的差異有哪些？ 

 

（2）跨性別女性能參與女性運動賽事嗎？你認為公平嗎？ 

 

 



三、我會做筆記 

（一）作筆記的意義：透過筆記，將被動聆聽資訊轉換成主動整理、理解資

訊。改掉機械化聽寫，上課時就理解內容，而後記錄過程、重點幫助日後複

習。 

（二）需要作筆記科目內容 

（1）國語 課文架構、文章類型、修辭（2）英語 文法、句型（3）數學 抓

出題目關鍵字、解題過程、解題圖畫（4）歷史 事件(人、事、時、地、物)

（5）地理 相對位置、地方特色（6）自然、科學 原理、實驗過程 

★康乃爾筆記法：筆記分成        區塊 

資料參考自： 

 1.如何做筆記？4種有效筆記法，提升理解力&記憶力！| Why學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7cFGu88_M&ab_channel=%E5%AD%B8%E7%94%9FWhy 

2.✒️ 【康乃爾筆記法】如何做上課筆記？高效率筆記法！｜學習的知識#11｜淘寶開箱【閱部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670x9QXVg&ab_channel=%E9%96%B1%E9%83%A8%E5%AE%A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7cFGu88_M&ab_channel=%E5%AD%B8%E7%94%9FWh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670x9QXVg&ab_channel=%E9%96%B1%E9%83%A8%E5%AE%A2


    練習一： 

曾經，女性無法光明正大奔跑在長途田徑賽場，直到 1970年代，坊間仍有迷思認定，女子體能較

弱，無法承受長途體育競技，甚至有些人迷信毫無科學證據的謠傳，宣稱長跑有害女性身體，長期

進行跑步訓練會讓女性的子宮下垂、脫落等。在那個社會普遍低估女性潛能的年代，女性想參與超

過 800 公尺以上的「長跑」田徑比賽，多半只能偷跑或喬裝成男性。運動場上的性別差別對待，從

1896 年第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始，女性被禁止參加所有比賽，這是由於希臘古代奧運不允許

女性參與，加上十九世紀末期社會的思想相當保守。作為抗議，一位名叫拉維瑟（Stamata 

Revithi）的希臘女子在男子馬拉松比賽結束的第二天，沿相同的路線跑完了全程，成為了史上第一

位完成馬拉松全程的女子。 

    國際奧會直到 1928年第九屆阿姆斯特丹奧運，才新增女子體操和田徑比賽，不過田徑比賽最長

距離僅有 800公尺。很快地，由於當時醫學界普遍認定女子參加「長跑」田徑比賽，會「體力不

支」，因此女子 800公尺被禁賽 32年。直到 1984年，奧運賽場上女性能參加的最長距離田徑比賽是

1500 公尺。 

    吉布之所以會決心跑跑看馬拉松，是因為她報名波士頓馬拉松時，回應僅寫著：「女子沒有體力

參加馬拉松比賽。」在當時，女性主義與女權倡議也遭到汙名化，吉布表示：「我無意發表女性主義

言論。我賽跑是為了挑戰長距離，而不是挑戰男人，我只是想衡量我自己到底有多少潛力。」美國

業餘運動聯盟規則手冊（Amateur Athletics Union Handbook, AAU）當中，允許女性參加其他短跑

運動項目，但卻沒有關於「禁止女性跑馬拉松」的銘文內容，可能是因為女生參加馬拉松這件事，

對當時的人來說實在「難以想像」，以致於規則從來沒有列入禁止女性。 

本文摘自網路文章：「20世紀女性曾遭禁跑馬拉松，坊間迷信長跑傷害子宮！是她們扭轉世界偏

見」https://www.storm.mg/article/3520781?mode=whole 

 

  

 

 

 

 

 

 

 

 

 

 

 

 

 

 

 

 

 

 

 



練習二： 

    近年來奧運會受到過度商業化與耗費鉅資的批評，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自就任以來

便致力於改革，2014年通過了「2020 奧林匹克改革議程（Agenda 2020）」，其中有 40項議案皆全

票通過，其中重要的方向之一便是性別平等，將男女選手比率各佔 50%列為重要目標，2012年倫敦

奧運女子選手約佔 44%，2016 年里約奧運則佔 45%，今年的東京奧運則到了 49%。比起前一屆里約奧

運增加了 9個男女混合項目，將男女混合項目的總數提升到 18個。且開幕入場儀式派遣男、女旗手

各一位，也是首次奧運會中，每個代表團都至少有一位男性和女性運動選手。今年的東京奧運的女

性選手來到了 49%。比起前一屆里約奧運增加了 9個男女混合項目，將男女混合項目的總數提升到

18個。（湯森路透） 

    主席巴赫並表示：「國際奧委會致力於在所有領域實現性別平等，從賽場內外的運動員到運動管

理部門的人員角色」、「透過提高女性的參與及在 IOC 下轄委員會中擔任主席之席次，IOC 使越來越

多女性的聲音被聽到，並確保利用體育運動這個大平台，賦權女性，促進性別平等。」這樣的宣示

與行動大大提高了女性在運動組織的參與，女性參與國際奧會委員會的比例已由 2013 年的 20% 提

升至 37.5%。台灣所熱愛的棒球就在此吃了悶虧，缺乏女子賽事讓棒球重返奧運項目困難重重，也

因此這幾年國際棒壘球總會（WBSC）近年來也大力推動女子棒球，並且提高女性擔任賽事工作人

員，如同主席巴赫在主動推動奧運改革所示：「如果我們不解決面臨的問題，很快我們就會被問題所

困。我們不改變自己，別人就會來改變我們。」掌握國際趨勢並做好準備，是我們當有的覺知。 

    在國際奧會的支持下，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簡稱 IWG）於 1994 年在英國布萊頓召開的第 1屆國際女性與運動年會中，發表「布萊

頓宣言」，倡議引領國際社會共同持續提升女性運動參與之平權活動，其後 2014 年國際年會更新為

「2014 年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在 2005年行政院體位會曾簽署布萊頓宣言，2013年

的體育署亦將此納入施政重點，並於 2017年發布「推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四年的時光就

要過去了，就像是四年一次奧運會能吸引民眾的目光、發出改革聲浪，體育署應對此白皮書的執行

做出報告與檢討，對於「符合國際奧會性別平等精神」做出實際的規劃。 

本文摘自：「劉柏君：透過運動和性別平等 可以讓世界看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