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性別教育中之女性教育權	

        期末小論文	

	

	

	 	 	 	 	 	 	 	 	 	 	 學生：慕凱潔	

	 	 	 	 	 	 	 	 	 	 	 指導老師：楊聰榮	

	 	 	 	 	 	 	 	 	 	 	 科目：國際華語文教育研究 

 

 

 

 

 

 

 

 

 

 

 

 

 

 

 

 



	 	

目錄	

	

• 前言	

• 土耳其女性之教育權歷史演變	

• 土耳其婦女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	

• 土耳其婦女政治生活與教育	

• 土耳其婦女工作生活與教育	

• 土耳其婦女教育問題以及解決辦法措施	

• 結論	

	

	

 

 

 

 

 

 

 

 

 

	

	 	 	 	 	 	 	 	 	 	 	 	 	

	



	 	 	 	 	 	 	 	 	 	 	 	 	 土耳其女性教育權	

前言	

	 女性在土耳其社會的地位歷史這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國家的文明可以通過

賦予婦女在社會中的價值來衡量。在這種現象沒有得到充分理解或評估的時

候，社會還沒有能夠發展和進步。婦女是家庭與社會之間的橋樑。對社會系統

進步的貢獻很大。出於這個原因，它在建立家庭健康的溝通環境方面也很有

效，而不僅僅是在準備孩子的聚會時。	

	 阿塔圖爾克的聲明;	 「女性比男性更智慧，更隱蔽，更有見識」。為了確定	

土耳其婦女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情況，有必要解釋一些社會特徵。通過這種方

式，可以揭示土耳其女性的文化身份。	

婦女在生活的每個階段都佔有重要的位置。不同的文化中，針對婦女的觀點，

擁有的權利以及社會上的責任有所不同。即使在同個社會當中，由於文化和宗

教變化等因素，婦女價值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教育是為其人在社會中發揮自

己並能夠和諧地生活擁有了密切相關。	

	 本文將講解土耳其婦女在教育過程中的地位，權利以及男女受教育的不平等之

點由教育統計數據來證明。	

	

關鍵詞：女性，土耳其女性權利，婦女教育水準，	

土耳其女性之教育權歷史演變	

土耳其是 1948 年 12 月 10 日由聯合國發佈於《世界人權宣言》的首次核准的國

家之一。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二十六條規定了受教育的人權。此外，1976 年《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3、13、14 條）確保了所有人的受教育權，性

別平等和義務初等教育權；	 在 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0 條）中，它承認教育中的性別平等，並承認有義務確保所有人都有義務基礎

教育的權利。接著，1995 年《北京宣言》第 69 條）進行了教育；	 將人權和平

等定義為實現發展目標的重要工具。此資訊針對女性的正面象徵。	

	 提到土耳其的受教育權，包括憲法，國民教育，在《初等教育法》

和《基本法》中被強調。	 自 1876 年憲法通過以來，所有憲法都規

定了小學對每個公民都是義務制的事實(Başaran, 1996)。 
	 	 根據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 42 條；	 “沒有人會被剝奪受教育和受訓的權利，

初等教育是所有公民（男孩和女孩）的義務教育，並且國立學校是免費的。”	



如上所述，教育是人們為了得到其人的目標中是重要的工具之一。雖然是法律

上是女性有受教育權不過實際上生活當中在受教育權方面，女孩和婦女屬於弱

勢群體。	

土耳其婦女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	

根據 2011 年的數據，土耳其人口的教育水平和性別分佈一下的表一呈現出：	

	

表一：	

教育水準	 總共人數	 男性數據	 女性數據	

文盲	 3.171.270  553.704  2.617.566 

認字但未完成學業	 13.810.315 6.467.434 7.342.881 

小學畢業生	 15.333.800 6.706.059 8.627.741 

小學畢業生**	 11.986.436 6.729.630 5.256.806 

中學或同等學歷的畢業生	 2.856.407 1.740.795 1.115.612 

高中或同等學歷的畢業生	 11.883.336 6.859.021 5.024.315 

大學或學院畢業	 5.495.749 3.196.262 2.299.487 

研究所畢業	 401.773 238.359 163.414 

博士畢業	 121.923 75.473 46.450 

未知	 1.984.626 1.035.890 948.736 

全部	 67.045.635 33.602.627 33.443.008 

*包括 6 歲以上的年齡段。	

**連續學習 8 年的學生	

	

資料來源 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 [TÜİK], Adrese Dayalı Nüfus Kayıt Sistemi 

Veri Tabanı, 2011. 

	

	 如表一所示，在 6 歲及以上的人口文盲率中女性比例佔為 8％，男性則為 1.7

％。根據數據來說每 10 個文盲人當中 8 個是女性。	 在成年人口（15 歲以上）

中，文盲婦女的比例為 9.8％。	

婦女識字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婚，不重視女孩讀書或不相信讀書有優勢等

等…可以列為負面因素，例如有個負面的傳統刻板印象是家人認為女孩是母親

的助手，以及將女孩大約 10-11 歲時被強迫後放學在家幫媽媽做家事。	



總體而言，在土耳其的文盲率是在“自從年輕到老年齡”，“從城市生活到農

村生活“和”從西部地區到東部地區“呈增長趨勢。根據這些因素帶來的負面

影響通通女性大於男性的影響。	

	

以下的表二呈現在 2011-2012 學年土耳其的入學率	

表二： 

教育水平	 女性%	 男性%	 總共	

學前教育	 3～4 歲	 /	4～5 歲	 3～4 歲	 /	4～5 歲	 3～4 歲	 /	4～5 歲	

	 30,49	/	44,56	 31,23	/	43,50	 30,87	/	44,04	

小學	 98,56	 98,77	 98,67	

中學	 66,14	 68,53	 67,37	

資料來源；2012 年土耳其教育部	

	 	

	 根據以上的表二所示，2011-2012 學年 3 到 5 歲小孩的入學率總共為 30.87％，

女孩為 30.49％；男生則為 31.23％。	 當看 4-5 歲此年齡時，總數是 44.04％;	 女

童佔 44.56％；	 對於男孩預計為 43.50％。	

雖然土耳其近年來的學前教育率顯示出改善但是，它仍然低於期望的水平。	 歐

盟國家的學校可以看出，學前教育的入學率為 88.4％。在土耳其學前教育入學

率比起歐盟國家相對較少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難以負擔入學手續費，給孩子便

當，衣物和教育材料所需的費用（婦女地位總局，關於土耳其婦女地位的報

告，2012 年。）	

貝克爾強調了父母教育的重要性，因為受過教育的父母將在欣賞，鼓勵和準備

子女上學方面擁有更多的知識和技能（1991；	 Parkman，1999）。	

政治生活與婦女教育	

婦女的教育在參與政治生活中有重要作用，與男子相對比，婦女對政治生活的

參與率很低。	

根據土耳其支持女候選人協會（KADER）在 2011 年大選後的 2012 年聲明中，

政府的 26 位部長中的 1 位，2924 位市長中的 26 位，81 位市長中的 1 位，103

校長中的 5 位，185 位大使館 21 位婦女；	 在 26 個副部長中，銀行業監管局，

最高法院，會計法院等等…沒有一個女性當部長。	

以上的數據象徵是土耳其婦女受教育的比率低於男性以及選職業時還是會受到

土耳其傳統女性不能干涉政治的影響。	

	



土耳其婦女工作生活與教育	

將近二十年以來全球婦女參與就業率上升。據了解，在這種增長中，婦女從自

給自足的農業和家庭生產向工資經濟的過渡是有效的。	 除了	 實現這種增長的

原因是，發達國家的就業和產出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發展中國家則從農業

轉向製造業和服務業。	

土耳其婦女的受教育程度與參與勞動力率有很大的關係。根據土耳其勞動局

2008 年的統計數據，當時在就業中的文盲女性大約是男性的七倍，而受過高中

以下教育的男性是女性的 1.2 倍。這些數據代表土耳其勞動力市場上的低學歷

問題的大部分	 “婦女問題”。(Parlaktuna,	2010) 

受教育是可以決定於婦女在經濟上的發展用並幫助她們充分參與就業的最重要

因素。	

Alpaydın（2008）的一項研究表示，教育狀況與貧困之間存在反相關關係。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貧困率顯著下降，會提高了勞動力的生產率，通增加家

庭收入減少了貧困，改善了健康和營養，降低了生育率，對自己國家的社會和

政治發展做出了貢獻。	

根據 TÜİK（2010）數據，在“基於性別的工資差異”數據中可以看出，隨著教

育水平的提高，婦女的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在各個層次上她們的收入都低

於男子。另一方面，根據“家庭結構調查”婦女在經濟獨立結果令人恨擔心是

因為在這項研究中，有 23％的男性和 10％的女性認為“女性不應該工作”，另

一方面，“婦女的主要職責是保育和家務”這一觀念在男女中所佔的比例最

高。	 	

例如，根據 TÜİK	2011 年的數據，據了解，	 16-19 歲之間結婚的婦女沒有一個

學校畢業甚至於連小學沒讀完。這年齡當中因早婚或訂婚而未接受初等教育的

女學生為 675，而男學生為 18。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在 25-29

歲之間。	

土耳其婦女教育問題以及解決措施	

近幾年來，為了確保教育中的性別平等和小學教育 100％入學的目標框架內，

我國開展了各種運動，倡議和項目。特別是在 2004 年及之後，在國家機構，非

政府組織和媒體的領導下開展的項目和運動都是良好做法的例子，並且各自以

不同的方式處理了女孩入學的問題。國家教育部，兒童基金會，教科文組織勞

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媒體，私人機構和組織發起了教育運動。	 有些運動已經



完成，有些仍在進行中。例如；“女孩要上學”，“	 來支持我的教育”，“爸

爸送我上學”，“雪花蓮”，“海星”，“	 7 歲很晚”的運動和項目。	

“女孩要上學”此項運動使大約 25 萬女孩可以上學。	

自 2012-2013 學年以來，我國原本 8 年 de 義務教育改成由 12 年義務教育措施

（4	+	4	+	4）來取代。	

結論	

	 根據此項研究結果代表婦女教育不單影響其人生活權利，獲得男女平等權之外

還可以貢獻國家社會及政治。為了健康的家庭，生活以及事業教育不可取代的

主要工具之一。	

	 雖然土耳其政府會鼓勵女孩上學以及推動相關的運動，由於保持傳統觀念的家

庭還是堅持女孩不上學。筆者認為該首先讓父母親受教育培訓以及推動婦女上

學的運動。如父母的觀念一直一樣的話不管政府推動怎麼樣的運動還是沒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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