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OpenSchool          【編者之選】【STEM 女生何處尋（一）】 

一群數理男老師從會考年代的「沙漠」說起 男女差異不在於學習能力 
 

 
  

回想到約 20 年前會考的年代，朱嘉添當年選修電腦科，還記得起初有兩個女同學選讀，其餘十多位

都是男生。「上了兩堂課後，那兩個女生都 drop 科（退修）了。」到大學他選讀了工程學科， 100

多個同學當中只有 10 多個女生。及後他任教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約 16 年，以他的觀察，對 STEM 學科感興趣的女生愈來

愈多，但男女失衡的現象仍然存在，只是沒有當年那麼強烈得像「沙漠」的感覺。朱嘉添現時是香港

電腦教育學會的副主席，在香港真光書院出任副校長，推動女生投身 STEM 行列。 

  

同樣在女校任教電腦科的方霆禧，是保祿六世書院的副校長，教了電腦科約 17 年，他回想 2015 年

前電腦科集中學習編程和寫程式。「我印象中，最高峰紀錄要教電腦應用，中六七的年代，那時其實

叫最『低峰』，只有三個學生選讀。她們在沒有其他選擇下『被迫』修讀，感覺很差。」「我贏你，得

一個學生讀，學校都俾我開科。」朱嘉添插話。「我在男校教過，情況差很遠，很多人『爭住讀』，很

踴躍。」方霆禧說，後來有了 ICT，情況有所改變，多了想從事資訊科技的女生選修，整個氛圍有點

不一樣。 

  



 
以往選修電腦科的女學生為極少數，新高中學制有了 ICT 後，選修的女生相對較多。 

  

資訊科技界多年來一直性別失衡，近年政府大力推動中小學發展 STEM 教學，讓學生更早能接觸科

學及科技的知識及技能，能否扭轉這現象？STEM 又是否專屬男性？學習 STEM 真的存在性別差異

嗎？ 

  

多方因素造成定型 女生不欠能力缺興趣信心 

事實上，整體女生學習 STEM 相關學科的學習能力並沒有被男生比下去，在過往有不少的調查均反

映這情況，例如 2018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數據，顯示香港女生的科學能力明顯高於

男生，成績差距為 9 分；在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統計中，在生物、化學、物理及數學必修

部分取得 2 級或以上的女生比例亦比男生高。可是，女生的 STEM 抱負確實比男生低，這在香港教

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的研究「香港學生對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抱負的挑戰與機遇」的結

果反映出來，調查以學生的 STEM 相關學科及工作選擇，作為他們的 STEM 抱負指標。此外，女生

對於 STEM 的自我效能感也低於男生，為何會有此現象？ 

  

朱嘉添回想過去的中學教學生涯當中，一般女生對理科的興趣不大，即使女生選修理科，主要也是想

在大學選修醫學及護理等科目，沒有打算從事工程和科技的工作。研究指出，女生的 STEM 抱負較易

受到她們對 STEM 專業人士的印象和家長的期望影響，對於數學的自我效能感也顯著地比男生低。

社會上一直以來較少 STEM 專業人士為女性，從傳媒得到的印象也是男性主導整個行業，加上不少

父母也未必相信女生有能力及適合在這界別發展，這樣的性別定型，或多或少也會減少女生修讀

STEM 學科的意欲，或令她們懷疑自己能力不足，以及行業沒有女性發揮的空間。 

  



 
朱嘉添（左）及方霆禧（右）現時均在女校任教，兩人不時思考如何令女生更熱衷學習 STEM 相關的

學科。 

 

 

 
調查以學生的 STEM 相關學科及工作選擇作為他

們的 STEM 抱負指標，男女生的回應有非常明顯

差異。 

 

 
婦女基金會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進行研究，探討

「本地學生在 STEM 相關科目及職業選擇上的

性別差異」。調查以問卷及小組訪問，獲得逾 

2,800 位來自不同組別的 43 間本地中學的中

五男女學生。

 



這性別定型的意識，不只存在於社會及家長，老師亦然。方霆禧指，有些任教數學的老師會不經意地

說︰「女生常常思考不懂得轉彎。」「我們總會聽到這樣的對話，老師也會或多或少有這種想法，覺

得她們較適合讀文科，這是很傳統的學校會有的觀念，他們會覺得女生讀歷史和西史會較為適合。」

他續道。「最諷刺的是這番話會由一個任教數學的女老師說出口，她自己明明就讀了一個理科學位甚

至碩士學位，那她如何說服女生選讀這科目？連她自己也質疑女同學。但明明她自己也讀得那麼好，

甚至可能是一級榮譽畢業，還成為了老師。」朱嘉添道。 

  

種種因素之下，不管在男女校還是女校就讀的女生，都衍生出女性數理能力不足的印象。「女性是情

感導向，男性才是理性導向。」一位在男女校就讀的女生說道。「男生有更強的數感，雖然有女生數

學成績不錯，但整體還是男生較強，他們思考較快。」一位讀女校的學生這麼說。這些想法在教大研

究的焦點小組訪談中出現，女生自我效能感較低，甚至認為女生只是因為勤力才能在數學科取得佳績。 

  

 
不少女生對 STEM 科目的自我效能感較男生低，社會的性別定型亦有一定的影響。 

  

優勢定位有異 男重技巧女較細心 

孫成威是香港真光書院的電腦科老師，他不認為男女在學習能力上有明顯區別，但男女在優勢和定位

上有所不同。「男生在動手做方面會不斷地嘗試，女生則很乖很勤力，會跟著你的步驟指引，做出來

的東西很齊整。在理解概念上，男生可能會寫得出框架，但寫不到重點，女生的語文能力相對較好，

溝通能力也較強。跟 IT 相關但要跟客人溝通的範疇，很多也是由女性主導，這是女同學在 IT 相關範

疇的優勢。她們較為細心，做事很有條理。」 



孫成威老師之前在男女校任教了約 8 年，在女校任教年資約 2 年，也對於性別定型有一些觀察。「在

男女校，男生會玩很多數理相關的東西，女生一般較少參與，即使她們可能有興趣，也會覺得不適合

自己。當她們目睹男生一直參與時，會有性別定型，加上在環境中有人會不斷這麼說，令她們受到影

響。即使學生就讀女校，在家庭或社會還是有人會不停地這樣提及，只是因為她們最熟悉的朋友都是

女生，反而少了這個考量，大家都是同一個性別。如果她的興趣真的在數理科，反而可以更自在地學。」 

  

 
孫成威老師認為女生學習 STEM 的能力不會比男生差。 

  

這群男老師們希望推動女生參與 STEM，朱嘉添和方霆禧所屬的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了一連串的活

動，透過「STEM 4 Girls Mentorship Programme」，和 IT 業界和商界合作，讓女生提早接觸 STEM，

了解在不同行業和 IT 相關的發展路向，提升她們的認知，希望觸發到她們，並發掘更多「STEM 女

生」。看完男老師們的想法和觀察，來聽聽幾個女學生對於學習 STEM 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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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OpenSchool          【編者之選】【STEM 女生何處尋（二）】 

為女生埋下 STEM 的種子 早期接觸改變男性主導 

 
 

「以前看到別人打編碼程式，我會覺得是很長很多的奇怪符號，到自己學習的時候，才發

現比想像中簡單得多。」中四學生鄭曉欣說道。「我起初也沒怎麼接觸 STEM，後來自己可

以動手做，做出了製成品後，開始有更大的信心。」中五學生李思賢說。回想自己一開始

接觸 STEM 科目時，她們當時的信心也比較低。 



 
卜慧蘭、鄭曉欣和李思賢（左至右）過去製作過不少的 STEM 成品，認為 STEM 和生活密不可分，

不只是做編程。 

 

作為女生，她們二人同樣在動手製作過不同的 STEM 成品後，有了想加入 STEM 領域的想法。鄭曉

欣選修化學和生物科，李思賢則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及數學延伸部分一，分別希望將來在大學

選修醫療科技及電機工程學系。既然女生不是能力不足，提前讓她們接觸科學與科技，透過不同的活

動開闊她們對行業的眼界，了解 STEM 發展和自身的關係，是從教育開始扭轉整個領域被男性主導

的方法。 

 

  



讀女校反沒被注視 更自在學習 STEM 

外界對於在女校讀書的女生有不少的迷思，但一般不會認為她們對數理科目特別熱衷。跟外界的想法

有點不一樣，中五學生卜慧蘭在中三剛開始修讀電腦科時，已認為這科目十分有趣。「它跟文科不一

樣，不用死記硬背很多東西，有可以動手做的地方，可以做編程，在 STEM 的工作坊也可以親自製作

作品，比較有趣，上課也有互動，氣氛會較活躍，所以也有興趣選擇 STEM 的學科。」她現時修讀資

訊及通訊科技、數學延伸部分一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卜慧蘭（圖右）沒有因為性別而為自己定下框框，喜歡動手做 STEM。 

 

「我不會對於修讀 STEM 學科特別沒有信心，因為在女校大家都是女生，沒有特別大的對比，也認為

自己可以做到相關的東西。」卜慧蘭說道。鄭曉欣也接著說︰「可能因為我們讀女校，不用看其他人

的目光，在男女校可能會有男生認為女生不應該選理科和電腦科，在這裏我們少了些顧慮。」 

  

  



啟蒙由接觸開始 從學術以外渠道了解 

原本三人從來沒想過要投身 STEM 行列，但透過婦女基金會舉辦的「Girls Go Tech」計劃，她們一步

步鋪出了通向 STEM 發展道路的磚塊。計劃自 2015 年起，在一個學年內舉辦跟科學與科技相關的活

動，讓基層女學生學習基本編程技巧、電腦技術及包括解難、分析等非認知能力，更可跟業內女性領

袖對話、到訪企業，甚至參與 Hackathon（編程馬拉松），從多方面了解 STEM 的應用及發展。 

 

 
「Girls Go Tech」設計活動讓 STEM 能應用到生活層面中，女生能看到自己的成品，增加

自信。 

 

政 府 推 動 STEM 教 育 不 會 特 別 標 榜 男 女 的 參 與 及 差 異 ， 但 行 業 的 性 別 失 衡 現 象 已 維 持 多

年，婦女基金會認為需要提供平台讓女生有學術以外的途徑接觸 STEM，啟發她們在這範

疇的天賦，並認同自己的能力，才能鼓勵更多女性投入。故此，過往設計主題活動也會連

結女生較感興趣的生活層面，譬如從時裝及智能家居切入。 

  



關注生活化及應用層面 發掘領域其他面向  

李思賢當初就是這樣被吸引過來。「一開始我看到他們的介紹，可以製作 LED 燈加在服飾

上，好像『很型』，就想試試，之後就發現原來自己對這方面也有興趣，令我更想修讀電

腦科。接觸到 STEM 後，對於 IT 的信心也大了。」李思賢留意著 5G 科技發展，感受到科

技發展和生活息息相關，最後選科選了 STEM 相關的學科。「後來覺得完成了 STEM 作

品，自己會很有信心。及後幾年學校讓我繼續幫助參與計劃的師妹，提供意見。我看著她

們做出很多產品，很有成功感。」 

  

而鄭曉欣起初只當作參加興趣班，及後除了發現自己的興趣外，更覺得這個領域很有意義。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做 一 些 產 品 出 來 解 決 生 活 的 不 便 或 限 制 ， 所 以 會 比 文 科 更 實 用 。 」 可 是 ，

起初家人也對此有些意見，認為女性在科技或 STEM 領域上沒甚麼成就，由男士主導，認

為即使她選了相關科目也難以有所作為，前途會較為迷惘。她明白社會和家長始終對行業

發展有一定的性別定型，她會把自己的 STEM 作品跟家人分享，希望他們了解她也有能力

在這行業發展，破除偏見。 

 
學校鼓勵同學在不同渠道展現成品，跟他人分享和交流不同的理念。 

 



活動除了能讓她們透過自己的努力向他人展示女性的能力外，也讓她們更有決心對科學及科技進行探

索，主動了解行業發展。卜慧蘭和李思賢在兩年前想已參與台北創客嘉年華（Maker Faire），在會場

展示自己的作品，跟他人分享作品理念，同時也可以看到其他國家的不同作品，啟發思維及想像。而

她們的家人也願意在經濟上支持她們參加這個三日兩夜的活動。 

 

被問及如何看 STEM 領域依然被男性主導的現象，卜慧蘭相信隨著愈來愈多像婦女基金會的非牟利

團體及業界舉辦不同的活動及比賽鼓勵女生參與，會吸引到更多的女生的關注，也令她們更具自信，

社會認為女生不適合 STEM 的想法也會漸漸減少。 

 

她們也相信，將來更多女性能在 STEM 行列發光發亮。同時，她們也在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出自己

的 STEM 道路。  

 

負責「Girls Go Tech」計劃的婦女基金會及後追蹤數據，在 2015 至 2017 年度收到約 170 個曾參與

計劃及升讀中四需選科的女學生回應，當中有約六成多的女生選擇了 STEM 相關的學科。「我們不敢

說她們的選擇有多少是受了計劃的影響，也不去判斷這數字算是多還是少，我們想推動整個氛圍，而

不只是一段短時間進入學校推廣，所以我們舉辦教師工作坊，有跟進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作品，

分享給其他同學。我們希望可以播種在她們心中。」婦女基金會 Girls Go Tech 署理項目總監張小微

（Connie） 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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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女生何處尋（二）】為女生埋下 STEM 的種子 早期接觸改變男性主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