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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性性參參與與戶戶外外遊遊憩憩的的變變遷遷與與阻阻礙礙  
吳政隆/陳逸政 

一、前言 

戶外遊憩被廣義的解釋為包涵身體的、情緒的、社會的活動和以自然環境為主的參

與及服務。傳統上，戶外活動被認為是男性所支配的活動或較以男性為主的活動。女性

與男性在生理上的不同以及人們對男女性別角色態度上的不同對待與期待，導致社會上

對男性和女性參與戶外遊憩認知上有所差異。相較於傳統上男性以生產為導向的戶外遊

憇活動， 而女性視她們的戶外經驗為一種「旅程」，而不是一種以生產為導向的活動。

女性的「旅程」指的是一種自我了解及美的內心經驗（Bialeschki & Henderson 1993）。

Bialeschki 和 Henderson (1993)指出，女性參與戶外活動原因有三： (1) 對戶外優美環境的

喜愛； (2) 至身於戶外環境的自由感、和平與恬靜；(3) 視戶外如精神堡壘。女性參與戶

外活動的利益包涵參與者的潛力、技能與自信的提升。  

Knapp (1985) 所述，事實上小女生通常喜歡玩洋娃娃而小男生喜歡玩小卡車，部分原

因是因成人或是照顧者的提供及增強的作用。一般而言，女性被視為較弱勢與次等的性

別。這弱勢與次等性別上的認知，通常是其生理上的不同所造成。而其認知被視為是阻

礙女性身體活動的主要因素（Bialeschki , 1990）。藉由挑戰戶外環境，女性可以擺脫來自

社會與自己的壓力。超越這些限制，使女性具有較高的自尊心、自我認同與個人成就感。

（Bialeschki & Henderson , 1993）。 

經由身體的遊憩活動或戶外遊憩參與，女性可經驗自信心的增強與尋求自我能力的感

覺。透過觀察其他女性參與戶外遊憩、個人的成功戶外經驗與參與

運動及體適能的戶外遊憩中，許多女性從中獲得自信與自我肯定，

進而去學習「我可以」。在以身體的或戶外的遊憩活動過程中，女

性藉由合作與團結的力量，學習在不同的社會情境中自處。在於社

會和家庭壓力結構中，女性可經由戶外遊憩參與轉化個人的壓力情

境。（Bialeschki , 1990）   

在阻礙戶外遊憩因素探討中，性別角色是其中一重要的構成要

素。Knapp（1985）的研究中提及，人們通常依據他們的性別角色

而以刻板印象的方式來回應他們所面對的事物。這「性別的陷阱」

限制了女性們的成長與潛在的領導能力和成為一位領導者的機

會。因而，如何建立宏觀的戶外遊憩概念與引導參與者正確的性別

角色態度與行為，是一重要的議題。  

二、女性戶外遊憩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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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如其它世界各地，美國社會產生巨大的變遷。由於受

早期女性主義運動的影響，不僅女性角色扮演產生變化，同時人們對女性在參與以身體

活動為主的遊憩環境、態度與期待也皆有所改變（Bialeschki , 1992）。當女性奮鬥於增加

獨立與平等，「新女性」主義－自信、獨立與冒險－浮現於十九世紀末期。早期的女性

主義運動主要致力於社會結構的轉變，而不是建構新的社會。在女性的平等與自由爭取

中社會獲得了改變，這結果使女性擁有更高的社會地位與尊嚴。這一波女性主義運動提

供了強而有力的刺激，使更多女性從事戶外遊憩活動。這同時也開始鬆綁了女性在傳統

上的枷鎖與壓力（Bialeschki , 1990）。在早期的戶外遊憩活動中，女性即使克服了障礙與

挑戰，她們也通常被視為是男性的伴隨者與協助者的角色。因此，女性們在於戶外遊憩

的成就往往被懷疑或忽視（Bialeschk  , 1992）。 

在 1920 年美國女性取得投票權後，社會運動以女性為中心的議題似乎進入了平靜的

狀態。雖然女性仍參與戶外活動的追求但相較於前幾十年，仍然是較為緩慢的。直到“人

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及第二波女性主義運動於 1960 年代出現，開始了另一新

紀元的女性戶外追求（Bialeschki , 1990）。在 1970 至 1980 年代，女性在參與各項社會活

動有顯著的提升，其中包涵身體的戶外遊憩活動。此一現象被歸因於現代女性主義活動

中女性的自覺。在 1980 年代，女性主動的參與以身體活動為主的遊憩，是起因於社會改

變帶來了對女性與女性角色扮演的新態度。這新女性主義運動為女性帶來了更多的自由

與選擇。在這一波女性主義運動，使女性繼承了戶外經驗的價值。同時女性亦獲得新的

刺激與個人發展。 

三、女性的戶外遊憩追求與阻礙 

Henderson 和  Bialeschki（1986）的報告中提及，相較於男性，女性認為在參與戶外

活動中，她們自己是屬於自然中的一部份，而非大自然的支配著。女性也並非如同男性

擁有相同的機會去享受荒野。Henderson （1992）所述女性選擇參與戶外活動的動機是因

為「旅程」(journey)及尋找「自我力量」(empowerment) 的感受。這些女性參與戶外遊憩

的動機對男性而言並非是相當重要的。如 Bialeschki 和 Henderson（1993）的報告中所述，

女性在戶外遊憩中尋求「旅程」的感受有其許多的理由。而在這尋找「旅程」感受的過

程中，更多元的冒險也融入了戶外遊憩中。  

今日的女性更較於已往的女性對戶外活動參與有更高的興趣，並經由此一參與來尋

求對自我的能力與肯定。戶外遊憩的潛在危險與結果的不確定性促進了女性在於個人或

團體活動中有更多的發展。良好的感受、自我肯定、自我實現，也經常發生於戶外活動

之中（Henderson , 1992）。Mirada 和 Yerks（1982）同時建議女性增加參與戶外遊憩動的

機會，使其在面對性別角色的壓力中有更多的自由。  

許多對於女性從事戶外活動的阻礙因素是基於對社會壓力的恐懼，而非身體上的侷

限。社會壓力的恐懼增加了女性在從事戶外遊憩的阻礙因素，其中包涵不被團體所接受、

無法保持續向前與做了錯誤的決定（Ewert , 1988）。性別歧視在於戶外遊憩的領域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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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尤其在於有關性別中固有角色扮演與身體能力上的差異。僅管女性在於文化上

或社會上有很多的限制，在於未來以野外為基礎的遊憩活動中女性仍扮演著關鍵性的角

色（Thomas & Peterson ,1993 ）  

Bialeschki 和 Henderson (1993) 將休閒阻礙界定為任何干擾因子，以致無法參與休閒

活動的任何因素 ; 如花更多的時間參與一項休閒活動、無法獲得參與休閒活動或從事休閒

服務的利益或達到一渴望水平的休閒滿意。在於探討女性和休閒的研究中，性別角色期

待、缺乏身體和心理上的安全感以及不足的技能和參與機會，是女性參與戶外遊憩的主

要阻礙因素。而身體與心理的安全感是所有人從事戶外遊憩活動關心的重要議題。這些

戶外遊憩阻礙因子之於女性的戶外遊憩追求遠較之於男性來的高。   

Jackson (1994) 指出相較於其它休閒遊憩的形式，從事戶外遊憩的限制在於資源，如

儀器的費用、離家較遠、交通費用及缺乏交通設備。Henderson，Stalnaken, 和 Taylor (1988)

發現許多的戶外遊憩的阻礙因素特別針對女性。他們發現女性沒有足夠時間、行程繁忙、

有其它的要事、太累、壓力太大以致無法從事戶外遊憩活動。因此有許多女性無法關注

她們的休閒興趣，也因此沒有能力計劃休閒活動及運用時間，更沒有身體力量與協調的

技能。 

Henderson, Stalanker, 和 Taylor (1988) 指出女性從事戶外遊憩的十大阻礙：時間、金

錢、設備、家庭因素、不自覺的缺乏興趣、決策能力、身體形象、技能及社會的適切性。

引用來自 Searle 和 Jackson 的研究，Henderson, Stalnaker 和 Taylor(1988)在報告中指出相

較於男性，女性的阻礙因素包括: 缺少同伴、家庭責任、缺乏資訊、害羞、缺乏交通和身

體的限制。Searle 和 Jackson 的研究做出以下結論：女性角色扮演的改變並沒改變社會對

她們從事休閒的限制。而教育程度愈高表現出社會的阻礙因素較少。 

四、性別角色與女性戶外遊憩 

女性參與戶外遊憩活動的侷限與性別角色的期待有關。僅

管女性在社會上的角色扮演己有轉變，但對性別角色的期望依

然存在。女性喜歡從事屬於只有女性的活動。原因之一是因為

如此一來就不會陷入性別的禁祻中(僵化的性別角色期望)。  

Loeffer (1997)指出由於社會化的過程中，很多女性已經被

教育為  「從事運動的或身體的戶外遊憩是不適切，不為人們

所接受的」。因女性的特質，在她們進入原野中就經常不斷地

受到質疑。原因是普遍認為女性不屬於原野。另一個重要的限

制是，女性認為自己較不具資格與能力去從事休閒領導的工作。這一發現值得用來進一

步研究女性有關”能力” 概念的形成，以及社會化過程中如何影響能力的發展。有鑑於此，

女性從事戶外活動有賴於她們在各主客觀的環境限制中增強其溝通協調的能力  

(Henderson, & Bialeschki, 1983)。  



154

論    著 
Professional Articles 

女性在參與戶外遊憩過程中，來自社會化性別角色侷限的原因有二：  (1) 孩童時的

遊戲行為；(2) 缺乏認同的女性戶外遊憩從事者。這個現象影響的層面甚廣，特別是在以

運動或是身體為主的戶外遊憩。社會化機制限制了女性從事的休閒活動。己經有研究探

討社會化對女性與男性的影響。Jackson 和 Henderson (1995) 指出，相較於男性，對女性

的更多期待阻礙了她們從事戶外遊憩的空間。有關荒野遊憩與社會轉變的研究中，Pohl, 

Borrie 和 Patterson (2000) 搜集了 24 名從事荒野遊憩的女性，在質化研究的訪談資料中

分析結果指出，荒野遊憩可影響女性日常生活的各層面。如自我效能、觀點的轉變、人

的關係和精神的狀況。過去的研究發現也說明戶外活動可以解構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正面的休閒經驗可以轉化在其它生活場域中，女性因此可獲得力量與改變。  

經由 Bem 性別角色量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中發現，相較於女性化(feminine)及無

法分辨(undifferentiated)特質的女性，男性化(masculine)與兩性化  (androgynous)特質的女性

在從事休閒的阻礙較少。尤其在體適能與身體技能的戶外遊憩活動中，女性化(feminine)

及無法分辨(undifferentiated)特質的女性有較多的限制。 

五、結論 

戶外遊憩的阻礙因素影響了女性從事戶外遊憩的喜好、調適和參與。Henderson(1983)

的報告指出，愈有調適能力的女性，愈有可能從事戶外遊憩活動。儘管很難對女性參與

戶外遊憩的意義做完整的闡述，但可以清楚指出的是戶外遊憩活動對女性將會是有意義

的概念。從事戶外遊憩活動戶外遊憩活動可以讓女性自我成長，從中得到穩定、活力、

再生，同時找到自由與自主。這些力量將轉化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僵化的性別角色限制

了女性參與休閒活動的經驗，然而從事戶外遊憩活動正是提供突破這些刻板角色最好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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