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還是幸福的開始？

張素雲

羅東博愛醫院精神科社工師



課程大綱
家庭結構與家庭秩序下的性別意涵：

1. 性別權力與知識建構

2. 家庭中的性別意義

愛情與婚姻關係的差異：

1. 愛情中的關係

2. 婚姻中的關係

何謂幸福：

有意義的生活：
1. 婚姻的主體

2. 婚姻中的個人價值



性別議題的爭論

權利差異

權力差異

機會、資源的差異

家庭分工的差異



家庭內主從秩序

• 輩份

• 年齡

• 性別關係



性別概念的建構

幼兒的性別認定

社會化後的性別概念

性別楷模的觀察、模仿而自我培練

成為他人的性別楷模或性別化知識的傳遞者



性別刻版印象

工具取向的男性化特質

情感表達的女性特質



人格特質的性別刻版印象



社會脈絡觀點而非生理層面。

個體的行為是其生物性及社

會文化環境互動下的產物。

假定生物性別使得男人及

女人變得相反，並因此決定

他們在生活上有「相反」的

角色、「相反」的人格特質，

及「相反」的性伴侶偏好。

性別觀點的演變

「相對性別」 多元觀點



性別主流化

婦女主流化：著重女性的參與、設立有效的機制

以確保婦女有參與的空間與權利。

性別觀點主流化：著重提升決策者及執行者的性

別覺醒意識和把性別觀點帶入主流的有關技術。



愛情與婚姻關係的差異
從honey到死老猴

或者從我的菜到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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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歷程

物理刺激轉換成心裡的感受

感覺器官或週邊神經系統

感覺閾與差異閾

視覺系統

聽覺系統

嗅覺系統



知覺歷程

將基本感覺訊號組織成有意義的訊息

中央神經系統

知覺的選擇性（注意力、自動化）

知覺的組織性（群聚組織、圖型-背景）

知覺恆常性（大小、型狀、方位）



愛情觀與愛情關係

友伴照顧

追逐遊戲

浪漫憧憬

現實條件

犧牲付出

激情

親密

承諾



台灣人愛情風格

犧牲奉獻型

執著佔有型

悲觀保留型

真情投入型

游移手段型

肉體感官型

婚姻目的型

浪漫表達型



台灣婚姻關係中之性別差異

多數的受訪者(85%)對其婚姻表示滿意，且先生的婚

姻滿意度顯著地高於太太。

婚姻各個層面的滿意度（例如溝通、財務管理、性愛

關係等），夫妻雙方對其評價的相關係數雖有達到顯

著，但卻呈現低度至中度的相關，而非高度相關。

處於同一個婚姻中的夫妻兩人，對其婚姻的整體評價

，以及婚姻生活各個層面的看法與感受皆有顯著性的

落差。



婚姻對女性的影響

女孩－女人的差異

婚姻對女性的影響

何謂好媽媽

環境與過去的經驗對自己的影響



好媽媽

會做家事（煮飯、洗衣、
清掃等）。

滿足子女的生理需要
（吃、喝、穿等）。

訓練子女日常生活習慣。

給予子女德行的教導。

能夠管教子女。

訓練子女獨立自主

滿足子女情緒需要

鼓勵子女社會性發展

促進子女智能發展

提供豐富的環境

照顧個別發展的需要

以瞭解的態度來管教子
女



家庭中的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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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幸福來敲門還是
惡鬼纏身？



• 生理需求---食物.餓.渴….等等.
• 安全的需求---感覺安全,有保障免於為險

• 愛與隸屬的需求---與人親近,被接受,隸屬

• 尊重的需求---求成,有能力,得到贊許和承認

• 認知的需求---獲知,理解,探討

• 美學的需求---對稱,次序,美
• 自我實現的需求

需求金字塔



幸福感

「幸福觀」一直為西方主流心理學所忽視。

歐美文化中「個人取向的幸福觀」主要由兩大元素組

成：個人負責與直接追求

東亞文化中「社會取向的幸福觀」也主要由兩大元素

組成：角色責任與辯證均衡。

文化除了直接型塑幸福觀，還會經由建構不同的自我

觀來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歷程，這些自我調控的機制進

而決定了人們在追求幸福時的想法、感受、及行為。



什麼才是我要的？



下一站幸福還是懸崖？



個人意義感的差異

一個人經驗越廣越深，其自身的獨特

情境脈絡與歷史對她生命裡的意義的影

響就越大；經驗貧乏的人，其生命的意

義多來自於社會的期待。



有意義的日子與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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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意義

DOING：專心投入

BEING：活在當下、找出關係

BECOMING：賦予意義

謝謝聆聽！祝福您有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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