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嘉義縣 103年度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追追追」性別新聞評析徵文比賽 

作品規格 

一、基本資料欄位 

參賽作品標題

(自訂) 
愛哭的男生也可以打棒球 

個人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羅逸 性別：男  ○女 

所屬學校名稱：和興國小 就讀年級： 五年 詩 班 

指導教師資料 

指導教師姓名：彭鈺媛 

所屬學校名稱：和興國小 

聯絡電話：05-2306717 

二、評析資料來源及名稱（可記敘摘要，或浮貼詳細紙本資料於最後） 

閱讀書名/電影名

/新聞事件名稱  

玩芭比的男孩 吳季剛躍上枝頭成 A咖 

三、參賽作品內容欄位 

心得感想 

<2000字內， 

12級字標楷體> 

(請繳交電腦打

字紙本作品) 

    我喜歡打棒球，男孩喜歡打棒球天經地義，但是只要碰到大型比賽，

我就害怕起來，一打不好，我就忍不住落下男兒淚。教練常常說我「沒

膽」、「愛哭」，隊友也常笑我像女生，我…就是想哭啊！男生為什麼不能

哭？有時候我真希望我是女生，女生一哭就會有很多人安慰她、關心她，

我想當女生，我的姊姊卻想當男生，她留著一頭俏麗的短髮，十足男人

婆樣，每次一家人出門，大家總以為媽媽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小男孩打

打鬧鬧，我是最可憐的那個，老被哥哥姊姊打，偶爾爸爸會勸她要像個

女孩子，媽媽卻不以為意，認為姊姊練柔道、留短髮都沒關係，只要她

努力做她想做的事情就好了，隨著興趣發展，才會快樂。我也是努力打

棒球，但不能哭…。  

「玩芭比的男孩 吳季剛躍上枝頭成 A咖」天啊!男孩玩芭比，剛看

到這則新聞的標題時，我用了很輕蔑的口氣告訴同學：「哀哦！男生玩芭

比耶!」不是女生才玩芭比娃娃的嗎？男孩玩芭比娃娃，實在太奇怪了，

儘管有一些芭比娃娃真的很漂亮，我也不會忘記我是個男孩。好奇心作

祟下，我仔細地閱讀了新聞內容，並搜尋吳季剛這個人之後，便對這個

玩芭比的男孩-吳季剛充滿了崇拜，因為他不到十八歲，就當上美國

Integrity Toys旗下的精品洋娃娃品牌 Fashion Royalty的創意總監，

而現在已經是服裝設計界的 A咖，連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夫人蜜雪兒都穿

她設計的禮服出席重要場合。玩芭比的男孩，真是太厲害了！ 



    這個新聞標題「玩芭比的男孩」為什麼能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呢？

其原因應該是來自於，玩芭比的女孩比比皆是，玩芭比的男孩少之又少。

對於男孩，一般人總是有對於男孩的期待，例如：男孩應該要勇敢，要

喜歡車子、喜歡機器人、喜歡打球，男孩的頭髮要短短的，男孩應該要

穿褲子…；對於女孩，一般人也是有對於女孩的期待，例如：女孩就應

該要溫柔，喜歡看書、喜歡洋娃娃，女孩的頭髮要長長的，女孩應該要

穿裙子…。在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的教育下，我們會隱藏內心的渴望

來符合傳統的觀念，也許你不喜歡留長髮，也許你很膽小，也許你喜歡

芭比娃娃…，但為了不被同學嘲笑或父母責罵，便違背自己的心意，以

符合社會大眾的性別期待，如果不符合一般人的期待，爸爸、媽媽、家

人甚至鄰居可能都會想改變你。吳季剛很幸運，他生長在一個沒有性別

期待的家庭，他的母親並沒有阻止他玩芭比娃娃，吳季剛常常拿起紙來

就開始畫娃娃，家裡也到處擺著他自己動手做的娃娃，親朋好友看到都

覺得驚訝，為什麼一個小男孩對娃娃這麼感興趣？雖然吳季剛的母親不

認為玩娃娃不適合男孩，但是為了減少異樣眼光的干擾，便把家中的地

下室布置成一個工作室，讓他可以在沒有性別歧見的空間裡盡情發揮，

支持他想設計芭比娃娃的夢想，吳季剛曾說：「父母對他的選擇無怨無悔

的支持，是幫助他成就夢想的最重要動力。」我想，如果他母親對於性

別有刻板印象，又害怕親朋好友的閒言閒語，然後企圖改變吳季剛玩芭

比的興趣，那也許不會有今天的吳季剛了。 

    上健康與體育課時，老師曾說到：「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身體會有一

些變化，人的體內無論男性或是女性，都會同時分泌男性賀爾蒙和女性

荷爾蒙，只是多寡不同而已，因此有時候男生會膽小、女生會勇敢，同

時具有兩性的特質。」聽到這些，我覺得人體真的很奇妙，雖然性別不

同，但其實賀爾蒙已經告訴我們「性別平等」的道理了，人的性別代表

的器官的不同，我們不能否認性別造成的差異，例如：在很多國際少棒

比賽中，也會看到一些女生球員，由於體格上的差異，女生球員能上場

的機會不多，為了求勝，當然會選擇狀況較好的球員，而非以性別區分，

乍看之下，我們會誤以為性別不平等，但仔細想想並非如此，在追求性

別平等的過程中，我們也該了解出發點的不同。吳季剛的這則新聞，提

醒了我們該拋棄性別的束縛，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本來的個性和喜歡的

東西，在還是小嬰兒的時候，父母親給了我們性別的限制，這些限制對

於我們的發展並沒有幫助，現代的男女生也不再需要遵循舊時代的刻板

印象，性別更不等於個性、興趣，對於性別我們應該用更開放的態度去

看待，未來，「玩芭比的男孩」和「玩車的女孩」都不會再令我們嘖嘖稱

奇、大驚小怪了！ 

     本人同意本作品著作權歸主辦機關所有：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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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記者陶福媛／台北報導】  

如果說，為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設計禮服的服裝設計師吳季剛

是「台灣之光」，那麼吳季剛的媽媽陳美雲，就是點亮這盞燈

光的推手。  

吳季剛有個學業成績傑出的哥哥，從小到大都是班上的前三

名，還拿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碩士。但吳季剛從小對讀書不感興

趣，他念幼稚園時，整天玩得髒兮兮，必須每天帶兩套衣服到

學校更換。  

吳季剛五歲時就清楚自己的志向，喜歡服裝設計，愛玩芭比娃

娃。陳美雲本來以為兒子只是好玩，等他長大了自然就會放

棄。沒想到這孩子央求媽媽每周載他到婚紗街，看到喜歡的婚

紗款式，還畫下來。市售芭比娃娃的臉型、姿態沒變化，吳季

剛哀求媽媽讓他學紙黏土捏娃娃，十四歲就拿到日本紙黏土的

資格證書。  

吳季剛功課不好，媽媽難免念上幾句。吳季剛反問媽媽：「為

什麼非拿 A不可呢？」陳美雲以「將來可以自立」來搪塞，

吳季剛笑說：「可是，我早就賺錢自立了啊！」  

他十四歲時就把自製娃娃上網拍賣，十八歲設計的娃娃從兩百

美金起跳，最高可賣到數千美金。  

「我以前不喜歡他染頭髮，現在他倒理了個大光頭！」陳美雲笑說，原來吳季剛工作忙，沒

時間梳理頭髮，乾脆把頭髮剔了。「幸好，當年沒為了頭髮小事和兒子撕破臉！」  

陳美雲接受兒子的叛逆、功課不突出，但堅持一定要品性端正、待人有禮。她說，吳季剛每

天工作到深夜回家，都會順道帶杯咖啡給公寓的管理員，是個貼心、善解人意的孩子。在美

國時尚圈，大家都以「有禮貌」來形容這個台灣男孩。  

儘管吳季剛在台灣受教育的過程挫折不少，但接受媒體訪問時，仍開心的說：「台灣，是我

的一部分。」  

陳美雲說，這句絕不是應酬話，台灣的基礎教育紮實，台灣孩子的數理能力比國外的孩子來

得傑出，而且台灣的教育資源豐富，吳季剛對紙黏土、剪紙的興趣，都是在台灣挖掘、啟蒙

的。 

 

吳季剛（右）與哥哥吳季衡（後

中）兩人個性截然不同，父親吳

昆民（前）與母親陳美雲（左）

對於孩子的優缺點都全面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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