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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異性戀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她們在不當追求行為中的生命

經驗，特別著重於追求行為的適當性界線、情感價值觀的影響，以及應對不當

追求行為的反應與策略。研究發現，受訪者普遍支持性別平等的情感價值觀，

但在實際經歷中，傳統性別角色依然深刻影響她們對追求行為的期望與容忍

度。尤其在追求過程中，男性的主動行為仍被部分受訪者視為合理，但當這些

行為跨越界線時則容易演變為不當追求。 

 受訪者的情感價值觀分為平權開放型與開放偏傳統型，前者強調追求行為

中的相互尊重與平等交流，後者則在保留傳統期待的同時，亦強調情感的理解

與真誠。這些價值觀深刻影響了她們對肢體界線的接受程度、過度付出所帶來

的情感壓力，以及情感操控行為的忍受度。在應對策略上，受訪者展現出從消

極到積極的多樣反應，包含迴避、內化情緒、主動拒絕與尋求支持。大多數受

訪者傾向向朋友求助，而非家長或專業機構，反映了代際鴻溝、性別規範與社

會支持網絡的限制。這些經歷揭示了當代女性在傳統與平等價值觀交織下，如

何建構情感界線與調適追求行為的複雜歷程。 

 本研究將傳統性別文化與數位科技結合，展示了不當追求行為的現代樣貌

與多面性。由於本研究的樣本多為持平等價值觀的個體，限制了不同價值觀的

比較，未來研究若能納入更多樣化的受訪者群體，將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對不當

追求行為及其影響的理解，並為性別互動提供更全面的學術視角。 

 

關鍵字：父權結構、性別角色、愛情追求、情感理解、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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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xperiences of heterosexual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inappropriate pursuit behaviors, focusing on boundaries of appropriate 

pursuit, emotional values, and their respons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hile 

participants generally support gender-equal emotional values,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still shap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tolerance for pursuit behaviors. Male-initiated 

actions are seen as acceptable by some, but when these actions cross boundaries, they 

become inappropriate pursuit. 

 

Participants' emotional valu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egalitarian and open-traditional 

types. The egalitarian group emphasized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while the open-

traditional group maintained some 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but also valued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These values influenced their views on physical boundaries, emotional 

burden from excessive gestures, and tolerance of emotional manipulation. Coping 

strategies ranged from passive responses like avoidance and emotional internalization 

to more proactive actions like rejection and seeking support. Most participants sought 

help from friends rather than family or professionals, reflecting generational and 

social constraint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veal the 

modern complexities of inappropriate pursuit behaviors. However, the sample mostly 

represented individuals with egalitarian values, limiting comparisons acros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clude more diverse participant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nappropriate pursuit and its effects, offering a broader academic 

perspective on gendered interactions. 

 

Keywords: patriarchal structure, gender roles, romantic pursuit,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harassme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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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價值觀和人際關係的演變，現代社會中的愛情追求行為變得更加

複雜且逐漸受到重視。儘管追求行為普遍被視為表達浪漫情感的方式，社會上

卻開始嚴峻地出現不當的追求行為，所引發騷擾問題和相關的暴力事件也逐漸

增多。許多案例中顯示，為了接近對方或引起對方的注意，追求者往往採用過

度或不當手段，使被追求者長時間處於困擾或害怕的狀態，影響其正常生活。

儘管追求者可能對自己的行為持有著良好意圖，然而在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之間

卻存在著明顯的互動落差。很多時候追求者可能未察覺到自己的行為已經越過

對方的舒適界線，或對方可能感到反感。這種互動落差可能是因為追求者對自

己的行為感到自信，卻未能敏銳地察覺對方的回應，導致雙方在互動中產生感

知落差。尤其在這個數位科技進步的時代，社交媒體和科技工具的普及也使得

愛情的表達和感知方式發生轉變，互動場景已不僅限於現實生活，更延伸至網

路事件。 

近年來性別意識特別受到關注與重視，女性身體自主權更成為社會討論的

焦點之一。台灣於 2023年 5月開始掀起了一連串性騷擾事件，其後形成了

#MeToo效應，激勵了無數女性勇敢地站出來揭示她們在職場、學校或日常生活

中所遭受的性騷擾和不當對待。由於互動場景的轉移，網路上認識交友的方式

也日益普遍，但也出現了新的風險與挑戰。透過觀察社群媒體上的社團「直男

行為研究社」，社團中的女性時常分享自己與男性在社交軟體上的對話，揭露出

有些男性在追求時會為了展現自己而表現過於自信使對方反感，或是在追求不

成後出現貶低女性的言論，使女性在對話中感受到不適或被冒犯。而在校園場

域中，校外人士透過社群揪團到校園搭訕女同學，流出的對話讓人感受到十分

不尊重，也使得女同學在校園內必需時刻戒備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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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現在已經步入現代化的時代，但在我們所身處的社會中，依然可以看

到父權社會結構的存在。這種結構使得男性被賦予了更多的權力和特權，而女

性則面臨著更多的限制和壓力。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男性被鼓勵追求主動性

和自信，而女性則被期待要保持被動和優雅。又或者是男性和女性所能接受的

互動界線不同，這種性別角色和期待的差異，可能導致對方的困擾及不舒適，

進而引發了不當追求行為的出現。 

隨著《跟蹤騷擾防制法》等相關法規在台灣的實施，對於不當追求行為的

重視程度日益提高。這些法規的出現，反映了社會對於性騷擾和不當追求行為

的關注和重視，並將這些行為定義為不法或不道德的行為。而在選擇研究對象

時，研究者決定採用異性戀女性受害者的角度，主要是基於目前社會仍然存在

著父權社會結構的背景。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男性往往被視為強者、主導

者，而女性則被賦予了被動、弱勢的角色。女性在愛情追求場景中更容易受到

不當追求行為的影響，並且其受害狀況更為普遍和顯著。這種情況可能部分源

於性別角色和社會期待的不平等，使得女性更容易成為弱勢群體。因此，將選

擇聚焦於異性戀女性受害者的論述，以探究她們戀愛價值觀、被追求的經驗，

以及在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的感受、反應和困境，深入挖掘女性對於不當追求

行為的觀感，在社會教育、法律制定和文化觀念的塑造方面做出更加明智和有

益的決策，以建立一個更加尊重和平等的社會環境。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深入了解大學異性戀女性對於過度追求行為的反應，並

探討這些反應背後的心理和行為模式。透過研究女性對於追求者行為的感受和

觀感，以及她們可能採取的應對方式，本研究旨在揭示社會和文化因素對於愛

情追求過程中女性的影響。同時，也將關注過度追求行為可能對女性帶來的不

當影響，例如騷擾和不舒適感，並且理解女性在愛情追求過程中對於追求界線

的認知和維護。追求界線包括身體界線、情感界線和社交界線等。理解女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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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感知和設定這些界線，以及當這些界線被侵犯時，她們的反應和應對策略。

透過深入研究，為理解和解決不當追求行為提供更深入的見解，並促進性別平

等和個人尊重的實現。相較於過去的研究，本研究將著重探索女性在愛情追求

過程中的角色和感受以及她們對追求界線的認知和維護，從而提供更全面和深

入的分析。 

二、研究問題 

1. 異性戀女大學生的被追求經驗為何？ 

2. 情感價值觀如何影響異性戀女大學生對不當追求行為的接受度？  

3. 異性戀女大學生在遭遇不當追求行為時是如何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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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本章主要討論大學生戀愛行為相關的文獻，旨在回答本研究的三個核心問

題。首先，探討異性戀女大學生的戀愛互動，包括她們的戀愛經驗和性別角色

對戀愛行為的影響。其次，分析愛情觀對不當追求行為感知和接受度的影響，

討論不同戀愛觀其對戀愛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以及不當追求行為的定義和影

響。最後，研究異性戀女大學生在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的應對策略和社會支持

系統的作用，探討心理應對機制及資源利用。本章通過綜合以上研究，為理解

異性戀女大學生的被追求經歷及其應對不當追求行為提供理論基礎。 

一、青少年性別教育與愛情追求 

（一） 青少年情感與性別教育建構 

青少年期是情感發展的重要階段，性別在這一時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黃愉婷，2019）。性別教育不僅影響青少年對自身性別角色的理解，還對他們

在戀愛互動中的行為和態度有深遠影響。透過情感教育，人們可能學習到與性

別相關的情感表達方式、性別角色的期待和性別身份的形成。 

當論及情感與性別教育的建構時，家庭作為孩童最初接受教育的場域，並

且常常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影響著孩童。在家庭中，孩童也從小被社會化（張

晉芬，2003），會透過觀察家人的行為和互動，通過耳濡目染的方式潛移默化地

建立情感表達和塑造性別角色的認知。例如，他們可能觀察到父母如何處理家

務事務的分配、如何表達情感，以及家人之間的溝通方式。在大學生性別教育

推廣團體（2021）的教育實作中也發現了學生會使用「幫忙」一詞預設家事為

特定家庭成員的責任，而這責任通常落於女性。在傳統的性別模式中，通常將

公共領域（如職業、政治）歸屬於男性，而將私人領域（如家庭、家務）歸屬

於女性，也就是我們所常聽到的男主外女主內，這種二分的性別模式導致了性

別偏差的問題。我們可以將傳統親職教育所蘊含的性別偏差（gender bias）問

題歸因至公私領域二分的性別模式上（游美惠，2004）。這些觀察和學習過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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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影響著孩童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也深刻影響其情感表達方式的發展。 

在家庭中，通過觀察家人的互動和行為，逐漸內化了性別角色的概念。然

而，僅靠家庭教育並不足以全面塑造青少年的性別觀念。這時，校園場域作為

孩童接觸教育的第二場域，透過在學校與同儕的相處或是課程，個人的性別意

識可以得到深化和提升。在王大維（2012）對於性別教育課程實踐的研究中發

現在孩童接觸性別教育課程的前後，對於性別教育的認知有極大差異。在課

前，對於性別仍反映出主流的刻板印象，認為性別教育就是教導男女的差異，

並尊崇異性戀常態的意識型態；但在課後，他們對於性別教育的理解之深度與

廣度都增加，同時定義中也較具有性別平等的概念，反映出性別意識可能有所

提升。然而，羅逸平和許建中（2021）指出，性別議題仍具高度敏感性和爭議

性。在課堂中，學生可能因為想要符合社會期望而不敢公開表達真實想法，這

表明在性別教育的實施過程中仍存在挑戰。 

從以上研究可以了解到，校園場域中的情感與性別教育對青少年的成長和

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效的性別教育不僅能使學生能跳脫社會既定的性別角色

期待（林瑋羚、游美惠，2023），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性別觀念，還能促進他

們在戀愛互動中的平等和尊重，對於其未來的親密關係和社會互動至關重要。 

（二） 性別角色對愛情追求行為的影響 

性別角色是性別所反映出來的性別期待，也就是指社會、文化根據性別，

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行為腳本。因此不同性別的個體在發展的過程之中，便

被教導、要求要遵循符合社會對其性別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這其中的教導與

要求，甚至是暗示或強迫的規範學習過程便是「性別社會化」（游美惠，

2001）。而在當今父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下，性別角色的形成受到強烈的社會影

響，男性被期望成為賺錢養家的角色，即所謂的 breadwinner；女性被期待當

一個依賴者及照顧者，即所謂的 caregiver（陳芬苓，2011）。這些性別期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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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腳本不僅影響著個體在家庭和職場中的角色定位，深深影響了他們對自我

的認知和性別身份的形成。 

「性別是一種語言及表達的方式」，在我們社會中許多語言其實都隱含性別

的意涵，如「追求」，通常是指誰追誰？「嫁與娶」更直接蘊含了「女嫁男娶」

的意義（趙淑珠，2009）。例如，「追求」一詞通常暗示男性主動追求女性，而

「嫁與娶」則直接蘊含了「女嫁男娶」的意義，強化了男性作為主導者和女性

作為被動者的角色分工。這些語言和文化中的性別隱喻，不僅影響了愛情關係

中的行為模式，也深刻影響了人們對自身性別身份的認知。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性別角色的具體表現和影響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對個體行為的規範作用卻

是一致的。這種規範作用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增強和性別角色

的多元化，逐漸受到挑戰和重新定義。 

然而，這些性別角色期待也可能導致不當追求行為的發生。男性被期望主

動追求女性的角色期待，容易使得一些男性在追求中超越合理界線，演變成騷

擾或強迫行為。不當追求行為（如糾纏、騷擾）往往源自於男性對「追求」這

一行為的錯誤理解和過度執行。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規範，更對被

追求者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傷害。 

二、 戀愛觀與不當追求行為關聯 

（一） 青少年戀愛觀與情感價值觀 

青少年的戀愛觀和情感價值觀是理解他們戀愛行為的關鍵。戀愛觀指的是

個體對戀愛關係的態度和看法，包括他們對愛情的期待和理解；情感價值觀則

是指個體在情感關係中所持的價值信念，這些價值觀在青少年的戀愛互動中起

著指導作用。例如，高雄市的高中職學生指出，只要和戀愛對象在一起就會感

到幸福快樂，足見戀愛關係的建立與發展，是幸福感增強的途徑之一（林曉

清，2012）。這表明了戀愛對青少年的情感和幸福感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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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兩性親密關係的發展始於兩位當事者相識，由陌生、熟悉、互

相吸引、密切往來，而演變至以婚嫁和共同生活為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每個

人的親和動機並不一定相同，這也反映出不同情感價值觀對戀愛行為的影響 

（卓紋君，2000）。加拿大的心理學者 John Lee 將愛情分為六種不同的風格：

羅曼蒂克型（Eros）、遊戲人間型（Ludus）、友伴關係型（Storge）、狂戀依附型

（Mania）、理性現實型（Pragma）和犧牲奉獻型（Agape）（LEE,J.A.,1977）。

這些愛情風格展示了人們在戀愛關係中的不同態度和行為模式。例如，羅曼蒂

克型強調激情和外貌吸引力，遊戲人間型則以愛情為遊戲，不追求長期承諾；

友伴關係型強調友情和穩定的情感聯繫，狂戀依附型則表現出極端的情感依賴

和佔有欲；理性現實型強調愛情中的實際和理性考量，而犧牲奉獻型則表現出

無私和奉獻精神（王慶福、王郁茗，2003）。研究顯示，男性大學生比女性大學

生更傾向採取傳統性別角色；此外，男性在遊戲愛的得分比女性高，但這一點

與他們的感情狀態有交互作用（楊茜如，2000）。 

儘管這些愛情風格為我們理解戀愛行為提供了有價值的框架，但在本研究

中更關注的是青少年的戀愛觀和情感價值觀如何影響他們對於愛情追求中的行

為。在現代社會中，青少年的戀愛觀和情感價值觀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一方

面，傳統價值觀依然存在，強調在戀愛中男性應該主動追求、保護女性，女性

則應該表現出順從和依賴（李佩雯，2021）。在個人情感傳統與多元價值觀上，

傳統性別角色取向的大學生，男生具有最高的追逐遊戲的愛情觀，女生具有最

高的浪漫憧憬的愛情觀，可能較容易造成愛情關係適應上的問題；而反傳統性

別角色取向的大學生，男生具有最高的犧牲付出的愛情觀和較高的激情量尺得

分，女性則相反的有最低的犧牲付出的愛情觀和最低的激情量尺得分，性別角

色上的反傳統，亦反映在愛情觀與愛情關係上面（王慶福、王郁茗，2003）。 

（二） 不當追求行為的定義與影響 

不當追求行為是指在愛情追求過程中，追求者的行為超出了被追求者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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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範圍和界線，對被追求者造成心理或情感上的壓力和不適。根據《跟蹤騷擾

防制法》中的規定，不當追求行為的構成要件之一是反覆或持續性地對特定人

要求約會、聯絡或進行其他追求行為（全國法規資料庫，2012）。這類行為常常

涉及追求者無視被追求者的意願，強行推行自己的意圖，對被追求者造成嚴重

困擾和恐懼。在當今社會中，此種不當追求行為已經延伸至網路範疇，網路在

提供多元化通訊方式之同時，亦提供網路跟騷行為人更多選擇（吳宜璇，

2018）。我國也將網路跟騷行為納入《跟蹤騷擾防制法》中(內政部警政署全球

資訊網，2023)，該法規定行為人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

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者，即成立跟蹤騷擾罪（全國

法規資料庫，2012）。 

進一步探討不當追求行為的特徵，學者們普遍認為這類行為具有以下幾個

主要特點：持續性、強制性和無視被追求者的意願。持續性指的是追求者長期

不間斷地進行追求行為，即使被追求者已經明確表示拒絕；強制性則體現在追

求者通過各種手段試圖迫使被追求者接受其追求，例如威脅、利誘或情感操

控；無視被追求者意願則是指追求者在追求過程中忽視或無視被追求者的感受

和界線，強行推進自己的意圖和行動。 

在此研究中，研究者將「不當追求」行為界定為追求者的言語或行為，當

其明顯超越被追求者的舒適範疇時，即構成對個人心理、社交或生理空間的侵

犯。這類行為通常包含多個特徵，例如頻繁且未經同意的訊息騷擾、不受歡迎

的注視或跟蹤、強迫性互動，以及無視對方意願的身體接觸等。此外，這些行

為多數帶有持續性或反覆性，強化了受害者的不安感和無力感。因此，「不當追

求」不僅僅在物理空間上侵犯了被追求者的個人界線，亦造成了心理層面的情

緒壓力，影響了其正常的生活及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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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追求行為之感受是非常主觀的，在邱泓霖（2019）的研究中發現，追

求者和被追求者之間的關係與追求行為的感受有密切關聯。研究結果顯示，當

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僅是「普通朋友」關係時，被追求者感受到的騷擾感受大於

「暗戀對象」的情況。此外，當追求者對被追求者沒有顯著好感時，被追求者

面對追求行為時更容易感受到被騷擾。同一研究還指出，追求行為策略與追求

行為感受也有關聯。研究顯示，當被追求者面對「冒險式追求行為」時，感受

到的騷擾感受大於面對「安全式追求行為」的情況。這也呼應了個人在情感價

值觀上保守或開放的差異。 

不當追求行為的感受和影響會因人而異，且依賴於雙方的關係動態。雙方

是否有共同發展的意願是關鍵，若只有單方面的意願，另一方可能會拒絕或排

斥，這不僅使關係停留在原本階段，甚至可能破壞原本的友情。這些研究結果

表明，不當追求行為不僅會對被追求者造成困擾，也可能對雙方之間的整體關

係帶來負面影響。 

三、應對不當追求行為的策略 

在應對不當追求行為時，被害人通常會採取不同的策略，這些策略可以分

為消極和積極兩大類。消極策略主要是指迴避和忽略問題，而積極策略則包括

採取安全措施和尋求外部支持。以下是詳細的分類和論述： 

（一）消極策略 

1. 忽略／迴避 

  忽略或迴避不當追求行為是被害人最常見的策略。這類策略主要是

希望通過不回應來減少騷擾的頻率和強度。林婉婷（2022）在研究中提

到，消極迴避策略是被害人優先考慮的應對方式。 

2. 情緒管理 

  這種策略包括學習與跟蹤共存，試圖不去想這個問題，讓自己分散

注意力，忽略跟蹤者，甚至使用藥物來減少情緒上的影響。王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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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指出，這是一種較消極的應對方式，主要是避免心緒受到太大

影響。 

（二）積極策略 

1. 主動技術分離 

  包括更改聯絡方式、封鎖騷擾者的聯絡資訊等技術手段，來主動切

斷與不當追求者的聯繫。在張維容（2023）的研究中提到，這是被害人

常用的管理風險策略之一。 

2. 安全策略 

  採取如變化路線、請親友陪伴、住進庇護所或是搬家等安全措施，

來避免與追求者直接接觸。王珮玲（2017）指出，這些策略屬於積極的

應對方式，旨在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3. 尋求幫助 

  包括向非正式支持網絡（如家人、朋友或同事）尋求幫助，或向正

式資源（如心理衛生人員、求助熱線、被害人倡導組織、庇護所、衛生

醫療單位或司法單位）求助。林婉婷（2022）指出，尋求非正式資源協

助是被害人次選的應對策略，而正式資源保護則是最後選擇。王珮玲

（2017）也提到，影響被害人是否尋求正式資源的因素包括資源的負擔

性、可用性、可接近性和可接受性。 

不當追求行為的感受和影響因人而異，在張淑卿（2019）的研究指出，應

對不當追求行為的策略受到專業服務資源、社會結構意識和被害者自身處理能

力的限制。專業人員資源不足、法律執行不力和社會偏見都會影響被害者的求

助和處理效率，被害者常因缺乏資源而感到無助。數位技術的普及也使網絡和

社交媒體上的不當追求行為增多，需要更多數位安全知識。心理和情感支持對

應對不當追求行為至關重要，建立穩固的社交支持網絡，提供及時的情感和實

質支持，是有效應對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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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標準 

本研究尋找研究對於訪談對象的考量有三，第一，受訪者必須在大學時期

具有被追求的經驗，且個人主觀在過程中有感到不適，確保受訪者對於愛情追

求或被追求的相關情境有深入的了解和親身經歷，將有助於確保研究的焦點與

目的相符與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第二，將受訪者年齡限縮於大學生階

段，專注於在這一時期遭遇的不當追求行為。因未成年所受到的不當追求可能

涉及性騷擾更嚴重至侵犯問題。而大學時期為學生開始被允許約會、發展親密

關係的時期。在尚未進入大學前，所被教導的都是以專注學業、升學為重心；

進入大學後，社會才期待學生得以開始發展親密關係，因此將年齡範圍限縮在

大學時期。第三，針對性別分佈，此研究主要聚焦於社會主流異性戀脈絡下的

性別想像，因此將研究對象限定為異性戀女性。避免不同性取向之間可能存在

的差異對研究結果的干擾，使研究更加集中和具體。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採用半結構式訪

談的方式，以深入了解受訪女性的愛情被追求經驗、性別認同以及受到社會化

影響的情況，深入探討女性對於性別意識的建構和差異，並探究社會價值觀如

何影響女性在追求愛情過程中的行為和感受。同時，本研究也專注於探究受到

不當追求行為時的女性個人感受和反應，以及理解在這樣的情境下，社會對於

性別差異所呈現的不同反應，以及這些反應背後所隱含的社會想像和價值觀。

訪談方式為透過朋友、方便抽樣、滾雪球抽樣等方式，招募受訪者進行面對面

或線上訪談，經受訪者同意錄製訪談內容，製成逐字稿後進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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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者資料介紹 

 在分類情感價值觀時，研究者主要依據受訪者對於性別角色、追求行為中

的角色期待、以及在親密關係中的態度進行判斷。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者皆

未展現出完全偏向傳統的情感價值觀，意味著她們並未嚴格持有傳統性別角色

的分工觀點，例如「男主外、女主內」或男性絕對主導追求等觀念。受訪者的

情感價值觀大多呈現出一定的性別平權傾向，僅在細節上有所差異。因此，本

研究將她們歸類為「平權開放」及「開放偏傳統」兩類。 

（一）平權開放類型：此類受訪者普遍主張性別平等，認為在追求行為和親密

關係中，雙方應該保持對等地位。不認為男性必須擔任主動追求者，亦

無意強調任何一方在關係中應有的責任或義務。這類受訪者重視平等互

惠的互動，支持如 AA 制的金錢分配模式，並傾向於家務分工的協商。 

（二）開放偏傳統類型：相較之下，此類受訪者雖支持一定程度的性別平等，

但在實踐中仍顯現部分傳統觀念，認為男性應在追求過程中較為主動，

並承擔一定的照顧責任。這類受訪者在部分情況下會表達對男性角色的

傳統期待，尤其是在追求行為的主動性及情感支持方面。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受訪者 年級 情感價值觀 受到不當追求形式 

小蓁 大三 平權開放 過度付出、肢體騷擾、社群壓力、堵人 

柚子 大四 平權開放 訊息騷擾、偷拍、惡搞親密照片、群眾起鬨 

小妤 大五 平權開放 訊息騷擾、言語貶低 

晴晴 大五 平權開放 訊息騷擾、肢體接觸、過度自信 

小梅 大三 開放偏傳統 訊息&電話騷擾、控制慾、過度自信 

小鈴 大四 開放偏傳統 肢體騷擾、侵犯個人意願、造謠、強迫送禮 

帆帆 大四 開放偏傳統 
訊息&電話騷擾、堵人、違反個人意願、 

情緒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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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不當追求類型 

經過訪談後分析，研究者發現不當追求行為的範疇實際上極為廣泛，涵蓋

了多種形式的行為模式與不同層次的影響，與過去所提到與想像之不當追求行

為更為繁雜和不易被察覺。在本節中將把不當追求行為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層

次：一、騷擾行為，指的是被追求者所受到最直接的騷擾，這些行為在發生的

當下即會對受害者的日常生活產生立即的影響。二、控制與壓力，這反映了追

求者與受害者之間的互動落差，在關係中產生潛在的壓力和控制。三、心理與

情感負擔，指的是更為隱蔽且長期的影響。形成了一個由淺入深的影響過程。

不當追求行為的多層次性使其對受害者的影響不僅限於當下，還可能在長期內

持續困擾受害者，接下來將分為三節個別敘述。 

（一） 騷擾行為 

 騷擾行為是受訪者最常提到的形式，也是不當追求行為中受害者最首要接

觸到、感受最直接的層面，包含了肢體、言語和隱私侵犯等具體行為。這些行

為直接干擾了受害者的日常生活，造成顯著的壓迫感。以下將按照不當追求的

具體表現形式，從最常見的肢體騷擾行為開始逐步分析。 

1. 肢體騷擾 

  肢體騷擾是在不當追求行為中最具象、最直接的一種表現方式，且常

常是受訪者第一時間體驗到的不適。這類行為包括在雙方尚未建立正式關

係時，追求者過於急切的肢體接觸或越界行為。在傳統父權的社會下，賦

予了男性追求與掌控的權利，使部分男性在追求過程中忽視了女性的舒適

度，而多位受訪者都反映了在這樣的背景下遭遇到肢體騷擾的經歷。 

  例如帆帆提到，儘管當時對追求者有些好感，但對方急於牽手和摸頭

等急促的行為讓她感到不適和反感，因此改變了對他的印象：「其實我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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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對他蠻有好感的，後來他就開始會可能很急著想要碰、牽手啊，然後

可能一直頻繁的就是什麼好乖這樣摸我的頭，我就覺得 no 我真的不行。」

小妤也有著類似的經驗，在與對方頻繁交流後對方就進行肢體上的接觸，

提到了被觸摸的當下是覺得不想要、認為這樣子的行為並非雙方都合意

的。她形容這樣的行為不僅未經她的同意，還讓她對兩人關係的界線產生

了懷疑，這種「郎有情、妹無意」的情況顯示出在傳統的性別角色框架

下，追求者常認為自身的主動行為能增進雙方關係，卻忽視了被追求者的

感受和界線。 

  而肢體騷擾也不僅限於此，有些涉及了更加嚴重的侵犯行為，已經觸

及性騷擾的範疇。小蓁的經歷反映出了此類肢體騷擾的不當性，她提到追

求者請求與她見面，但實際見面後卻不讓她離開，隨後又做出令她不適的

肢體接觸： 

「結果他就不讓我走，啊我就在那坐著一下，他就直接把他的

頭靠在我的肩膀上面，然後還摟我的腰。而且我也不能逃跑，

因為那時候因為我們學校進門口是要看學生證的，而且我們都

住同一個宿舍，我根本沒有辦法逃跑。」（小蓁） 

  能夠看出女性在面對此種權力態度下的無力感與內心壓力，且並不是

所有情境都能輕易的從不舒服的狀態中逃離。而有一次對方詢問她的高鐵

班次後，突然出現在她的車廂，並且換座位坐到她旁邊進而對她肢體騷擾

侵犯。 

「他就一直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面，然後一直摸，而且我

也沒辦法跳下車。他就一直摸我，我就說你幹嘛，搭車就好好

搭車，為什麼一直碰我。他說啊我無聊，而且你又都不理我什

麼的，我就說搭車你就好好看你的手機就好了。然後他還那邊

假裝睡覺，把頭靠我那邊。我下車後整個超想逃離他，我就直

接用跑的就走掉。」（小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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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在身體界線上感到被侵犯時，追求者的行為已不僅是單純的情感表

達或追求行為，而是對個人權利和安全感的侵害，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情

感上的壓迫。這類行為反映出部分追求者無視女性意願，將自己的需求置

於對方的舒適範圍之上，強化了不對等的互動關係。小蓁的經歷正是如

此，她在被追求者突然逼近並強行接觸時，感受到深刻的不適與無助，但

受限於空間條件，無法輕易擺脫。這種情境揭示了當追求行為突破界線

時，往往會因不可控的環境和對方的強硬行為而感到無力。此類肢體騷擾

不僅帶來了生理上的不適，更進一步影響了情感層面的安全感，使得受訪

者在面對追求行為時處於防備的狀態。因此，對追求行為的界線認知，不

僅重新定義了什麼是「適當的追求」，更強調了尊重他人身體和情感界線的

重要性。 

2. 言語騷擾 

  除了肢體行為，言語上的挑逗和暗示同樣讓受訪者感到被侵犯，即便

是沒有真正的「觸碰到」，也已構成性騷擾的一部份。在追求過程中的性暗

示話語往往是出於男性試圖展現控制或吸引力，但這些話語對女性而言可

能構成言語邊界的不尊重。受訪者晴晴分享了追求者反覆提及性話題，這

讓她不僅感到被物化，還覺得自己的界線遭到侵犯。 

「反正就是會覺得他言語裡一直帶有一點暗示，然後你會覺得

他會侵犯到你，用言語去侵犯到你，就算不是身體的界線，他

言語的界線也沒有抓好那個距離這樣。」 

『像是講什麼？』 

「我覺得都很偏性那一方面，就是會暗示說你喜歡什麼嗎？還

是你都怎麼樣什麼的這種，類似性偏好的…很煩。」（晴晴） 

  此類言語騷擾揭示了追求者在展現「陽剛魅力」時對女性自主感的忽

視，進一步放大了性別權力的不對等。而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騷擾行為

有了更直接方便的途徑，方式也從面對面的言語擴展到線上，使得被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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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便在虛擬空間中也難以擺脫騷擾壓力，以下將分析數位騷擾的案例與

情境。 

3. 數位騷擾 

  本研究發現，數位科技的興起讓不當追求行為進入了新的領域，通過

社交媒體等數位平台，追求者能輕易獲取受訪者的資訊並進行侵擾。柚子

的經歷就顯示了這種形式的侵犯，因為在校內常參與課外的活動，偶爾會

碰到學校陌生男同學想要認識的情況，但對方卻是以私下進行網絡搜尋，

並且隨後透過社交媒體持續要求柚子回應訊息：  

「比如說在一些場合遇到，然後可能他⋯就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聽到別人叫你的名字，他就會用 IG (Instagram)或者是 FB 什麼

的去查你的名字。我覺得這樣就蠻可怕的，就是你想要認識

我，你就直接過來跟我講話，不要這種用偷聽的。或者是他找

到你的 IG 以後，就開始一直傳訊息給你。我覺得我遇過最可怕

的是他傳訊息給我以後，然後我不回他隔天會直接問我本人

說：『你為什麼不回我？』」（柚子） 

  隨著數位化的發展，女性的社交空間遭受侵擾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更

為嚴重的是，數位騷擾的行為也往往伴隨著隱私的侵犯，例如柚子的經歷

中也有被偷拍或合成影像等的惡搞行為，侵犯了柚子的隱私： 

「之前有一次有一個男生，他很喜歡我，然後他把我的照片跟

他的照片 P成一張接吻的照片。然後反正後來就看到他們把我

跟那個男生的照片合照合成成接吻的照片，然後就放在那個他

們網路的小帳上面，大家就開始截圖那張照片一直傳來傳去傳

來傳去的。我覺得這是最讓我困擾的事情，因為網路上發照片

就刪不掉了。」（柚子） 

  這樣的數位侵擾讓人無法掌控個人隱私，並成為追求者進行情感操控

的工具之一，進一步剝奪了受訪者的安全感和情感自主權。而小梅的經歷

則是遭受到訊息的轟炸：「他會三不五時的一直傳訊息給我，然後我沒有

回，他就會隔半小時說什麼，啊你怎麼沒有回我訊息，超可怕。」即使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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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無視或拒絕對方，仍然無法擺脫被追求者的質問：「而且我覺得他更嚴重

的是他會直接嗆我說：『你有這麼忙嗎？你怎麼都沒有回我訊息？』，然後

因為我可能那時候在上課的時間，他就說『妳應該也沒有在認真上課

吧？』」體現出科技雖然縮短了距離，但也為騷擾行為的頻繁與持續性提供

了方便的捷徑。 

  可以看到數位科技成為了現代社會中不當追求行為的一大助力，從持

續的訊息轟炸到隱私侵犯，使受害者在網路空間中也難以擁有完整的隱私

和舒適空間。隨著數位平台的普及，對於這些工具的濫用和侵擾行為的控

制更顯得重要，使追求行為不致跨越適當界線。然而，當數位騷擾仍無法

達成追求者的目的時，有些人會進一步選擇實體跟蹤或堵人等行動騷擾，

試圖藉此取得更直接的控制權，甚至威脅受訪者的實際安全。以下將探討

受訪者在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行動騷擾事件，以及其對個人行動自由和安

全的深層影響。 

4. 行動騷擾 

  行動騷擾指通過實際行動（如堵人、跟蹤等）干擾受害者的行動自

由，往往發生於受害者試圖與追求者斷聯時，對方轉向現實生活中的堵人

或跟蹤行為，這種行為讓受害者的行動自由受到極大限制。帆帆和小蓁皆

提到前任伴侶在她們的居住地或工作場所出現，這種行為源於過去的親密

關係，使得對方更容易獲得她們的通訊和行蹤資訊。例如，受訪者帆帆在

分手後，前男友未經她同意直接到她住處樓下等候，使她感到無法擺脫這

段關係。 

「還有一次更誇張的是，我跟他說我們不要再聯絡了，他就直

接跑到我的租屋處樓下，我就覺得蛤？而且那天我還跟朋友約

去逛街，我一開始是覺得蛤為什麼會這樣做到有點生氣，然後

到有點害怕，就會覺得那他在樓下幹嘛？然後而且他還跟我講

說他走了，但其實他沒走，他還在我樓下。就變成已經造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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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擾，我那一天就沒有我朋友去逛街，就是讓我整個壓力很

大。然後跟他分手之後，大概兩個月後我才來月經，那時候是

剛開學，也沒有什麼考試的壓力，就是單純有點心靈受到他的

那個影響。然後就有點想著，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其實他跑到我家樓下我也不會覺得他會做什麼事情，但是我覺

得都要以防萬一，網路上也是有很多那種什麼〔恐怖案例〕。」

（帆帆） 

  小蓁的前任則是跑到她的學校及打工處長達好幾小時的堵人想要與她

見面，甚至強行拉著她試圖復合，嚴重造成小蓁的恐懼。 

「結果他就直接在〔打工處〕那邊直接等到我下班，然後在門

口堵我，結果也是我室友把我接上去的，我完全不敢出來。他

就是一直拉著我說為什麼，你為什麼不要跟我復合怎麼樣，為

什麼要跟我分手？我已經三天沒吃飯了怎麼樣，就是一直情勒

的感覺。」（小蓁） 

「他拉我，然後我趕快走掉，我用跑的，然後趕快回學校，那

時候我在學校附近的 7-11領錢，然後他直接站在我後面，我嚇

死，我一轉頭想說我要怎麼辦，然後我回宿舍我直接哭。而且

你提分手，就是你已經不喜歡這個人了嘛，然後這個人又出現

在你面前，你當然就覺得超級可怕的，而且又不知道他要幹

嘛。」（小蓁） 

  小蓁的經歷則表明，行動騷擾不僅僅是空間的侵犯，還讓她擔心追求

者是否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兩人皆提到即便是曾經親密的對象，這種行

為仍會因其不確定的精神狀況而引發巨大的畏懼，不僅擔心行為者的情緒

失控，還對潛在的威脅感到無法掌控，讓她們在心理上倍感壓力。而追求

者不僅透過實際行動迫使對方正面回應，甚至在言語與行動中施加情緒勒

索，讓受害者陷入負罪感與壓力中。 

5. 小結 

  以上不同類型的不當追求行為都顯示了傳統父權觀念與現代性別平等

之間的矛盾。肢體、言語、數位和行動騷擾表面上是追求的表現，但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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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父權社會對男性主導地位的默許，使得這些行為在部分人眼中成

為「追求的合理方式」。而小蓁提到前任長時間堵人並表達「三天沒吃飯」

等言詞，意圖讓她對分手的決定產生懷疑與愧疚感，進一步希望達到挽回

的目的。這樣的經歷說明了騷擾行為往往並非單一形式，其背後更隱含著

複雜的操控與壓力意圖。這種控制方式不僅讓受訪者在情感上感到壓力，

還使她們難以脫身。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控制與壓力如何在不當追求

行為中體現，並進一步加劇了受害者的心理負擔。 

（二） 控制與壓力 

  當騷擾行為逐步深入，追求者的行為往往不僅停留在表面的「追求」，而是

展現出更深層的控制慾和壓力施加。此類行為常透過情感上的操控、對受訪者

行為的干涉，甚至運用隱晦的情緒勒索等手段，使被追求者在無形中承受更多

壓力，並感到難以擺脫。這樣的情境顯示出在不當追求行為中，受害者不僅面

臨外在的行動干擾，還需應對來自內心的心理與情感壓力。以下將詳細分析追

求者如何通過控制與壓力達到意圖，進一步影響受訪者的情感與行為反應。 

1. 控制慾 

在追求行為的過程中，控制慾的表現不僅體現在干涉被追求者的行動

自由，還包括對其心理與情感的操控。受訪者帆帆提到，她曾對追求者抱

有一定好感，但對方過早展現出的占有欲與控制行為，使她逐漸感到不適

甚至反感。對方以「吃醋」為理由，干涉她的社交自由，試圖掌控她的行

為。這種表面上出於關心的行為，實質上是對帆帆個人自主性的侵害，導

致她對這段尚未確立的關係產生了排斥。 

「其實我也蠻喜歡他的，但是他有點還沒在一起就開始管我的

感覺，然後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我們都還沒在一

起，然後他可能覺得很有可能了吧，所以他就開始就是管東管

西，但是我就覺得沒有必要。我知道可能他想要表達他吃醋，

但是他的表達方式又會讓我很討厭。」（帆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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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帆帆的情境，小梅的經歷則展現了更為極端的控制行為。小梅描

述，僅與對方認識三天，對方便開始試圖追蹤她的行蹤，並透過她的朋友

來干涉她的行動自由。這種過度關注和侵入的行為不僅超出了正常的社交

範疇，更讓小梅感到害怕和困惑。 

「他除了煩我之外，他找不到我的時候，他會去找我朋友問我

在哪裡，然後我朋友也跟他不熟，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控制狂

吧，對我來講。而且我們那時候可能才認識三天，然後他就會

一直瘋狂的去尋找我的蹤跡，超級可怕的。」（小梅） 

控制慾的表現顯示出追求者對權力的不當運用，他們試圖以控制的方

式來實現情感佔有，這不僅侵害了受訪者的個人空間，更是對其情感選擇

自由的無視。 

2. 社會壓力 

除了個人層面的控制外，社會壓力也成為追求者施加影響的一種手

段。受訪者柚子提到，追求者的朋友通過起鬨和戲謔的方式，助長了對方

的行為，讓她感受到更大的不適與壓迫感。這種情境下，追求者的行為不

僅獲得了群體的支持，還將其施加的壓力合理化，進一步削弱了柚子的主

體性。 

「然後還有就是之前他喜歡我，然後他的朋友都知道這樣子，

所以只要我過去就會有點起鬨那種。反正就是我蠻不喜歡被起

鬨的感覺，就是有一點起鬨，然後他會覺得很開心嗎？所以助

長他的朋友越來越誇張，然後我也蠻不喜歡這樣。」（柚子） 

小蓁的經歷則顯示了社交媒體在現代追求行為中的變異性。當她試圖

斷聯以避免進一步糾纏時，追求者卻轉向在公開平台上發文，試圖以社會

壓力逼迫她回應。在這種情境下，小蓁不得不被動應對，而當她明確拒絕

後，對方又通過言語攻擊進一步加深她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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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在 threads公開發文，然後他 tag我就說什麼對不起

讓你怎麼樣，反正就是講了一大堆，然後我也沒辦法不回，因

為他那個公開所有人都看得到，我就密他說你的 threads我看

到了，不要這樣做。然後他就開始罵我，得不到就開始罵，他

就說什麼你以為你自己是公主怎麼樣怎麼樣。」（小蓁） 

這種在公開平台發文，強迫小蓁在眾目睽睽下回應的行為無形中給予

了她更大的壓力，讓她不得不面對追求者的不當行為。這些經歷表明，社

會壓力通過群體行為或數位媒介的擴散，對被追求者形成了額外的心理負

擔，讓她們在拒絕時承受更大的壓力和挑戰，也突顯了不當追求行為在社

交媒體時代的變異性。 

3. 強迫行為 

控制行為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更為直接的強迫行為，這類行為通常涉

及肢體界線的侵犯和情境的操控。受訪者小鈴提到，她曾在一次聚會中感

受到追求者試圖以灌醉她的方式進一步控制局面，這種行為不僅侵犯了她

的身體自主權，還帶來了實質性的危險。此外，小鈴還提到在另一情境

下，追求者試圖創造單獨相處的機會，藉此施加更大的壓力。對方將共同

參與的其他同學支開，試圖通過控制環境進一步掌控局勢。這種行為讓小

鈴感到極度不安，並試圖尋求他人的幫助以擺脫困境：「結果我們去他家之

後，他就把那個同學支開，就帶我兩個人進去書房裡面，然後是我就一直

傳訊息給我外面那個同學就說你趕快進來，拜託你趕快進來好恐怖。」 

強迫行為的本質是對被追求者選擇權的剝奪，這種行為不僅對她們的

身心安全構成威脅，也進一步暴露了追求者在權力關係中的不平等心態。 

4. 小結 

  追求行為中的不當舉動往往超越了情感交流的合理範疇，進而干涉了

被追求者的自由與心理安全。無論是以「吃醋」為名的干涉、過度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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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還是來自社會圈層的輿論壓力，這些控制方式都加劇了受訪者的不

安與壓迫感。此外，隨著數位科技的普及，公開發文、群體起鬨等形式的

壓力也進一步突顯了當代追求行為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這些行為不僅侵害

了被追求者的自主權，還強化了性別角色中對男性主動性的過度容忍與合

理化，進一步凸顯了對追求行為界線清晰化的必要性。 

（三） 心理與情感負擔 

  追求行為中的心理與情感負擔，往往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表面層次，深刻影

響被追求者的情緒和心理狀態。本研究發現，心理與情感負擔主要包括因過度

付出所引發的壓力，以及情感操控造成的內疚與不適感。 

1. 過度付出 

過度付出是一種常見的不當追求行為，雖然表面上看似體貼，但因忽

略了被追求者的需求與感受，反而容易帶來心理壓力。帆帆提到，追求者

的過度好意雖未直接冒犯她，但卻讓她感到難以承受：「我覺得其實沒有到

冒犯，只是我自己的沒有辦法承受他對我的好。然後我自己心裡會有愧

疚，會變成我的壓力就是他其實沒有做什麼很超過的事情。」這種壓力來

自於被動接受的情境。帆帆的經歷揭示了過度付出雖然表現出善意，但若

未經雙方同意，則可能對關係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負擔。 

此外，柚子提到，在關係尚未達到相互好感的基礎時，追求者的過度

付出常被她視為「自我感動」，而非真正理解她的需求。 

「我覺得可能就是相處起來就沒有那麼的⋯好嗎？就是相處

起來，就覺得這個人跟我的想法，本來就有一點差距了，然後

他在做這些事情又沒有考慮到我的感受或我的處境的話，我就

會覺得很不行。就是可能他做這些事情，他會覺得很感動，但

對我來說是一種困擾。那我就會覺得他只是在感動他自己，但

其實是造成我的困擾。」（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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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行為常導致對方感到壓力和困擾，而並未達到追求者所期望的效

果。晴晴則進一步指出，過度付出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社會輿論壓力。例

如，當她選擇不接受對方的追求時，身邊的朋友或熟人可能對此產生誤

解，認為她不懂得珍惜對方的用心，進一步加劇她的心理負擔。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會覺得他都追我那麼久了，

或者是他已經對我很用心了，為什麼我還不喜歡他，那對我來

說也是一種壓力。然後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又喜歡別人還是

跟別人在一起的話，那這個與論的那個壓力就會轉到我身

上。」（晴晴） 

由此可見，過度付出的行為雖可能出於善意，但其強加的壓力往往讓

被追求者感到困擾，甚至促使她們選擇與追求者保持距離以避免進一步的

誤解和負擔。 

2. 情感操控 

情感操控是另一種加深心理負擔的重要形式，通常包含情緒勒索、過

度自信以及造謠等行為，試圖透過情感施壓來迫使被追求者回應。小鈴提

到，追求者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散播謠言，誇大兩人之間的曖昧程度，甚

至暗示他們即將在一起。 

「然後結果我就發現他，就是他就開始到處有點像是造謠，就

是說：『（小鈴）跟我已經在曖昧啦，然後快要在一起了。』然

後他自己也會送東西，就是送那種我覺得有點貴重的東西給

我，然後我都會拒收，可是它就會送完然後就會跟我們周遭的

朋友說：『欸那個（小鈴）又收了我的東西，我們兩個真的是實

錘板上釘釘的。』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是後來有一次同學

說，欸！你跟那個誰誰誰要在一起了喔，我就說蛤什麼，我都

不知道這件事情，然後我才知道他在背後講了這麼多。」（小

鈴） 

這種行為讓小鈴感到困惑，並承受了來自周圍環境的無形壓力。同樣

地，帆帆提到，當她無法滿足對方的期望時，追求者表現出過度自信和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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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感，進一步讓她感到不安：「就是在追求我的時候，其實他可能想要更快

吧，所以他會一直想要找我出去，但是其實我沒有那麼有空啊。」 

  晴晴也提到，當她無法按對方的節奏回應時，追求者會表現出不滿，

並用言語試圖施加壓力：「他就覺得你跟我聊天，不是就是喜歡我嗎？就是

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還沒有喜歡我。」（晴晴） 

  情感操控的特點在於其隱蔽性，這些行為往往表面上未顯示出侵略

性，但實際上通過情感施壓削弱了被追求者的自主權。受訪者的經歷顯

示，追求者在行為中強化了自己的需求，卻忽視了對方的感受，這種單向

的情感施壓往往加深了被追求者的心理負擔。 

3. 小結 

心理與情感負擔是被追求者面對不當行為時的重要影響層面，主要體

現在過度付出和情感操控兩個方面。過度付出雖然表面上是好意的表達，

但未能顧及對方的感受，常常導致受訪者感到壓力與不適，甚至需要採取

劃清界線的策略以避免更大的心理負擔。而情感操控則以隱蔽且強烈的方

式干預了被追求者的自主權，使其陷入情感上的矛盾與掙扎。這些現象不

僅反映了追求行為中的權力不對等，也揭示了情感價值觀對人際互動的深

刻影響。受訪者的經歷顯示，無論是對情感付出的過度容忍，還是對情感

施壓的抵觸，都進一步凸顯了追求行為中界線感和情感尊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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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價值觀的影響 

本章將聚焦於性別角色分工的期待及情感價值觀對追求行為的影響兩個核

心主題。首先透過受訪者對性別角色的回應，探討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的分工與

期待，進而分析情感價值觀如何影響追求行為的接受度與界線，並進一步揭示

傳統與現代情感觀念的對話與融合。 

（一） 性別角色與親密關係中的分工與期待 

  性別角色在親密關係中的分工與期待，長期受到社會文化的深遠影響。傳

統上，男性常被賦予主動追求者的角色，並在經濟、家務等方面承擔更多的責

任；而女性則多被期待扮演支持者和照顧者的角色，展現順從與被動。然而，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現代社會逐漸接受多元化的性別角色分工，主張男

女在關係中的平等地位與互相支持。接下來將分為三點，探討受訪者對於追求

行為中的角色期待、金錢支出與經濟平等、家務分工意識，及其在現代情感價

值觀中的表現。 

1. 追求行為中的角色期待 

  本研究的受訪者對於追求行為中的角色期待表現出些微不同的態

度，有些人帶著平權開放的觀點，認為男女在追求中應該平等；而有些

人則持有開放但部分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尤其在戀愛初期，男性被期

待應該承擔更多主動性。這些差異反映了現代社會中情感價值觀的多元

化，既有平權的呼聲，也依然存在部分傳統觀念的影響。 

  相對於過去文獻所描述的性別分工模式，本研究之受訪者大多認為

追求行為應該是平等的，不僅限於男性，女性同樣可以在追求中扮演積

極的角色。像是柚子認為在追求行為中，男性和女性所擔任的角色是一

樣的，沒有明確的主動與被動之分。追求行為取決於有的人喜歡被追，

有的人喜歡追別人。同樣地，晴晴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女生扮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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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角色，男生就扮演什麼角色，就是雙方是一樣的角色。我覺得不會因

為性別而有所區別欸，只有誰先對對方有興趣，那他就是追求者的角

色。那追求的角色會做什麼事情，就是主動。」她認為追求行為不應該

因性別而有所區別，而是取決於誰是主動的一方，進一步指出了無論是

男性還是女性，應該根據自己的情感展現出主動的一面，而不是受到性

別期待的限制。 

  然而，部分受訪者指出，儘管他們也帶有平權的價值觀，男性在追

求中主動仍然被視為一種「加分」的行為，正如小梅所言：「我覺得沒

有到很標準的一定要有什麼事情是男生要做，但我會覺得有一些細節上

的作為，可能會比較加分。」顯示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依然存在，但

在現代情感價值觀中呈現出折衷的表現。帆帆也提到了相似的看法：

「可能你確認我們雙方都有好感的情況下，主動約我出去吃飯啊，或者

是主動說要去替我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是理所當然，就是他心甘情願的

願意做這件事情，我也覺得那這樣子會對這個追求加分。」 

  其中反映出了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的交織，即受訪者在追求角色上仍

有一定的傳統期待，但並未完全拒絕性別平等的理念。像是持開放偏傳

統觀點的小鈴，仍然認為男性在追求行為中更為主動，她根據自己的過

往經驗指出雖然她自己覺得應該要平等，但經驗中大部分還是男生主

動。這表明某些受訪者仍然被傳統的追求角色分工觀念影響，帆帆也提

到了她認為受父權社會框架影響，她期待男性在追求中更為主動，但她

同時強調自己在關係中也會付出相應的努力。 

「我覺得可能是一直以來的父權社會的教導下才會就是演變成

這種，就是現在還是很多年輕人在提倡什麼女生也可以告白

啊，然後女生也可以做什麼事情。但是我的觀念可能有點被這

個父權社會有點框架住了，但不是代表說在他追求的過程中，

我不會做出相同的事情付出，只是我覺得他這樣做會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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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帆） 

  儘管受訪者持有平權觀點，但有些人仍會受到社會風氣影響，認為

在追求中男性應該承擔更多的主動性，而女性則可以選擇性地被動接

受。這也和 Raewyn Connell 所提出的霸權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理論相對應。此概念體現了當今陽剛氣質的優越地位與權

力關係的性別結構，指出某些男性的陽剛特質不僅在社會中對女性形成

壓迫，並且許多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並認可這種陽剛

氣質所賦予的優越地位，從而維持了現有的性別權力結構。即便現代社

會推動性別平等的進程，霸權陽剛氣質的影響仍然在部分傳統觀念中存

續，使得男性在追求行為中被期待保持主動地位，而女性則保持被動的

矜持。 

  綜合來看，受訪者對追求行為中的角色期待存在差異，反映了不同

情感價值觀的影響。持平權開放觀點的人認為追求應該建立在相互理解

和平等的基礎上，而持開放偏傳統觀點的人則表達出男性應該承擔更多

的主動責任。追求行為中的性別角色期待不僅影響著人們的互動方式，

也延伸至親密關係中的其他面向，如金錢支出與責任分工。在接下來的

部分，將探討受訪者對這些議題的看法。 

2. 金錢支出與經濟平等 

  在親密關係中，金錢的支出方式往往成為衡量雙方關係平等與否的

重要指標。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許多受訪者表達了對 AA 制的支

持，認為這樣的金錢分配能夠避免權力的不平衡，同時反映了對等和互

相尊重的價值觀。像是小蓁提到的：「像吃飯什麼的，就是自己付自己

的這樣子，不然如果之後沒有下一步的話，這樣子感覺會欠他，或是你

誰欠誰比較多，這樣子就會讓人講話。」認為不想要會有虧欠對方的可

能，在關係還尚未確定前造成往後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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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受訪者提到選擇 AA 制的原因之一，是基於她們仍處於學生階

段，經濟來源有限或僅依賴打工收入。在缺乏穩定經濟能力的情況下，

彼此分擔費用被視為更為合理且符合現實條件的選擇。這樣的金錢分配

方式不僅有助於維持經濟平等，也減少了財務負擔對關係造成的壓力。

可以看到 AA 制可以避免因為一方付出更多而產生的不平衡感，也能減

少在經濟壓力上的不公平。這部分可以作為金錢支出平等觀念的核心，

強調 AA 制如何促進關係中的平等，並避免過度依賴一方。 

  雖然 AA 制是大多數受訪者的首選，受訪者帆帆也出了她的看法以

及靈活支出的方式：「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其實就是互相，當然會有時

候誰付出比較多，可能你今天飯錢付了，那我就付飲料錢跟等一下吃甜

點的錢。就是不要算那麼清楚，感覺好像比較好一點，比較不會讓你讓

人覺得你很計較。」她表示她並不完全要求 AA 制，但認為「不計較」

是維持平衡的重要因素。有時也傾向於一餐由一方支付，另一餐由另一

方支付，避免讓對方感到過度計較的情形。 

  小蓁和小妤也表示，他們與伴侶在金錢支出上習慣交替支付，並不

需要精確計算。可以看出受訪者對金錢支出的靈活應對，強調在追求平

等的同時，維持自然與互相的付出。當問到為何選擇這樣的方式時，小

妤回應這是他們在相處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模式：「因為剛好兩個人都比

較願意為對方付出，但是又不會覺得說要算得很清楚，所以就是一人一

次這樣子。」 

  在晴晴的回答中也提到，他與伴侶的金錢分配主要基於雙方的自

覺，並不是精細明確的分配，但雙方都能在互相的付出中找到平衡。這

說明受訪者認為金錢分配不必拘泥於形式上的平等，只要雙方有「自

知」，能在心態上達到平衡即可。這也是一種不精算但基於互相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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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方式。 

  從上述受訪者在親密關係中的金錢支出方式可以看到，無論是 AA

制還是採取更靈活的分配策略，皆體現了對經濟平等的追求，已與過往

男性主要擔任付出角色的傳統觀念有所不同。 

3. 家務分工意識 

  家庭中的家務分工長期以來受文化和傳統觀念的影響深遠，尤其是

在上一代中，女性往往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工作。隨著社會對性別平等

意識的逐步提升，現代男女在家庭中的家務分工態度也隨之轉變。像是

柚子在訪談中有提到：「因為像我們家全部的家務都是我媽媽在做，但

其實這樣還蠻累的。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是要分擔家務跟責任的話，就是

希望兩個人都可以平分。」以往家裡的家務幾乎全部由母親負責，讓她

反思了上一代女性所承受的負擔，也促使她對家務分擔有了更為平等的

期待。 

  柚子將這種傳統觀念視為需要改變的現象，並表達了自己對理想家

務分工的看法，因此期望在理想的關係中，兩人可以根據各自擅長的事

情來分擔家務，不應該讓一方負擔過多。帆帆提到同居時要事先討論好

家務分配，並指出家務不是「幫忙」，應該是雙方共同的責任。這種代

間差異正是反映了現代女性在面對家務分工時的觀點轉變，希望能夠打

破上一代女性所承受的家務重擔，倡導更平等的家庭合作模式。 

  這些回應顯示出現代女性在家務分工上的自主意識。她們強調家務

分擔應該是靈活且互相理解的過程，而不是機械化的固定分工。在具體

的家務安排上，受訪者們普遍認為需要根據伴侶的實際狀況作出調整。

即使已經事先約定了分工，也可以根據對方的疲勞或當時的生活狀態進

行靈活變動。這樣的安排強調了平等與靈活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分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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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此外，小妤和小蓁進一步強調，家務的分配應基於雙方的擅長和實

際能力，而不應由傳統的性別角色決定。像是小妤提到：「其實比較擅

長的人就會做分配，比例上可能還會因為工作或是學業有差別，但是雙

方可以一起討論，只要不要覺得都是不平衡就好。」她們都指出，當家

務能夠根據每個人的工作壓力、學業狀況進行調整時，雙方都能夠避免

因不平衡而感到壓力。 

  綜上所述，受訪者在家務分工上的態度反映了現代女性對平等的強

烈追求，這種平等意識不僅體現在金錢支出上，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個細節。 

4. 小結 

  在以上三個指標中可以看到，許多受訪者提到「互相」的概念，在

認為在親密關係中，雙方應該共同分擔責任，避免出現單方面付出過多

的情況。柚子也提到，在親密關係中，如果雙方能夠共同分擔所有角色

和責任，這對雙方來說是理想的模式。她認為，當一方在某一方面過度

付出時，關係中便容易形成權力不對等的「上下關係」，這可能影響到

彼此的互動和關係的平衡：「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兩個人都可以同時擔任

所有角色的話，對雙方來說應該是比較好的。我覺得如果有一個人單方

面的擔任一個角色的話，在某一個方面付出比較多的話，就會開始產生

上下的關係。」 

  這些觀點揭示了現代女性對平等關係的追求，不僅是在追求行為

中，亦延伸至金錢支出與家務分工等日常互動的細節中。對她們而言，

親密關係的理想模式是建立在互相支持與平等參與的基礎上，而非被傳

統性別角色所框限。這也反映了她們在性別角色期待上的轉變，從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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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責任承擔，走向更多元與平衡的角色定位。 

（二）情感價值觀對追求行為的影響 

  情感價值觀是指個體對愛情、親密關係和性別角色的基本看法和態

度，這些觀點深刻影響了她們對追求行為的接受度與界線判斷。本研究

發現，受訪者的情感價值觀主要呈現兩種類型：平權開放型和開放偏傳

統型，雖然這兩類型在基本理念上有所差異，但她們都強烈表達了在追

求行為中應維持互相理解與尊重的需求。受訪者的情感價值觀如何影響

她們的追求行為，尤其是在肢體界線、過度付出以及情感壓力的應對

上，成為本研究分析的核心。 

1. 追求行為中的互相理解與情感的平衡 

  在追求行為的互動方式上，受訪者普遍認為，無論性別角色如何分

配，重點在於雙方能否找到共同的情感基礎，並且建立相互理解的連

結。平權開放型的受訪者更強調兩人在追求過程中的對等參與，無論誰

主動，最重要的是雙方都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互動。柚子提到：

「追求就是一個互相的過程，如果對方沒有真的在意我想要什麼，那他

做的事情再多也不會讓我感動。」這反映了平權開放型受訪者強烈的情

感自主權要求，她們認為追求行為不應該只是單方面的付出，而應該是

雙方共同投入與理解的過程。 

  相比之下，開放偏傳統型的受訪者雖然仍保留一些傳統性別角色的

期待，但她們同樣強調理解和情感的平衡。帆帆提到：「可能他主動一

些，我就會覺得比較加分，但他必須要真的理解我，而不是只是為了展

現自己。」這表明，雖然這類受訪者對追求中的性別角色有一定期待，

但她們仍認為，追求過程中的情感理解是維持良好關係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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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觀點顯示出，無論是平權開放型還是開放偏傳統型，受訪者在

追求行為中都強調情感理解的重要性。對於平權開放型的受訪者而言，

追求行為的核心是相互的情感交流，而對於開放偏傳統型的受訪者，情

感理解則是在保持某種性別角色期待的同時，仍強調情感的平衡與真

誠。 

2. 肢體界線的尊重 

  肢體界線是追求行為中一個關鍵的界線問題，也是受訪者關注的焦

點。平權開放型的受訪者對於未經同意的肢體接觸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和

拒絕，因為她們認為身體自主權應受到尊重。像是小妤提到的： 

「如果我還沒有準備好，他卻去做觸摸，或者是肢體接觸，但

當下會覺得，其實我好像沒有想要，就是沒有到雙方都合意這

樣子。就會覺得有一點退縮，然後一直累積下來就會覺得感覺

他比較在乎他自己，而不是雙方都想要，就是有互相理解這

樣。」（小妤） 

  這反映出了她對個人身體界線的堅持，並且強烈要求對方尊重她的

情感節奏與舒適區。 

  然而，開放偏傳統型的受訪者對肢體接觸的容忍度較高，但也並非

無條件接受。在某些情況下，當追求者表現出真誠的情感時，她們對某

些肢體接觸表現出較大的接受度。小鈴提到，她曾經因為對方的肢體接

觸感到不適，但由於對方表現出的真誠態度，她選擇了較為靈活的處理

方式，並且試圖給予對方改變的機會，像是她也提到了自己的界線：「就

是我的身體界線可以很後退，你可以跟我擁抱、你可以跟我牽手，就是

朋友的事，我都可以做沒有問題，可是如果你踩到那條線我就會直接把

你推開，然後你連碰都不能碰我這樣。」這也表明了，開放偏傳統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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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雖然對肢體界線有基本要求，但她們會根據對方的態度和關係的

發展，調整自己的容忍度。 

  兩種類型的受訪者在肢體界線的問題上都強調尊重和理解，但對於

界線的界定和反應的靈活性上，平權開放型受訪者更為堅持，而開放偏

傳統型受訪者則相對較為妥協和容忍。 

3. 過度付出與情感壓力的處理 

  當追求者表現出過度付出時，受訪者的反應也與她們的情感價值觀

密切相關。對於平權開放型的受訪者來說，過度付出往往會讓她們感到

壓力，並認為這樣的行為背後隱含著情感操控的風險。柚子提到：「他可

能知道我哪時候需要幫忙然後來幫我，不是我根本就不需要，然後他就

一直來煩我這樣。」這種對過度付出的排斥，源於她們對情感自主權的

強烈需求，並認為感情應該是建立在雙方平等與自願的基礎上，而非單

方面的付出。 

  相對地，開放偏傳統型的受訪者雖然也對過度付出有所顧慮，但她

們往往會因為感受到對方的真誠而選擇接受，儘管這樣的接受可能帶來

心理上的壓力。帆帆提到：「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壓力也會很大，就是我

會不會傷到一個人的心或者是會覺得…我自己的沒有辦法承受他對我的

好，然後我自己心裡會有愧疚，會變成我的壓力。」這顯示出開放偏傳

統型受訪者對情感付出的容忍度較高，但這也使她們承擔了更多的情感

壓力，尤其當她們感到自己需要回應對方的付出時。 

4. 小結 

  可以看到當追求行為觸及到肢體界線、過度付出或情感壓力時，受

訪者的反應展現出情感價值觀對其接受度與界線判斷的深刻影響。平權

開放型受訪者更強調尊重與自主，並對違背平等原則的行為表現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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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拒斥；而開放偏傳統型受訪者則在接受對方付出時展現了更多妥協，

儘管這往往伴隨著情感壓力的增加。綜合而言，無論受訪者持何種情感

價值觀，她們在追求行為中的界線判斷與反應策略，皆反映了現代女性

對個人自主權與平等關係的重視，並且表現出在不同情境下對自我需求

與情感平衡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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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應與應對策略 

在不當追求行為的影響下，女性的反應和應對策略呈現多樣化，既受到當

下情境的驅動，也受到文化和社會規範的影響。本節將討論兩個面向，首先，

從消極到積極的應對行為分類，探討受訪者在面臨不當追求時的即時反應；其

次，分析女性在應對這類情境時傾向於自我處理的社會脈絡，並分析導致這種

現象的可能原因。 

（一）從消極到積極：應對行為的多樣化 

受訪者在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的反應可以與文獻作對話，大致分為「消

極」與「積極」兩種類型。不同類型的反應往往取決於追求者行為的性質與受

訪者的個人特質，而這些反應形式既反映了她們在不同情境中的權衡，也揭示

了她們對個人安全與社會期待之間的取捨。 

1. 消極策略 

  多數受訪者表示在面對不當追求時，採取了避免衝突的消極策略。

這些反應包括忽略對方的聯繫、封鎖對方的訊息或漸漸疏遠的方式來避

免衝突。例如柚子和帆帆都提到當受到訊息的不斷騷擾時，最初採取了

迴避的策略，試圖通過不回應的方式來讓對方自行放棄。柚子提到：「因

為我沒有在封鎖別人，我覺得不想弄得那麼難看。」即便處於被騷擾的

情境，她依然選擇避免直接對抗，以維持與對方的表面和諧。同樣的，

小梅和帆帆也都提到，在面對陌生或不熟悉的追求者時，她們更在意避

免讓雙方的關係變得尷尬僵化。這種迴避的消極策略，反映了受訪者在

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會優先考量對方的情緒和場面上的和諧，而非自

身的舒適感。 

  帆帆也分享了類似經歷，當前任不斷發送訊息甚至到她的住處堵人

時，她選擇不與對方見面，甚至暫時改變了自己的行動計劃以躲避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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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而且他還跟我講說他走了，但其實他沒走，他還在我樓下。就變成

已經造成我的困擾，我那一天就沒有我朋友去逛街。」 

  除了迴避，部分受訪者傾向於內化情緒，甚至對自身處境感到自

責。帆帆提到在面對對方不適當的追求時，雖然感到不舒服，但並未表

達明確的不滿，反而懷疑是否是自己未能處理好情境。同樣地，小梅對

於對方過度表達關注的行為，選擇以敷衍應對，避免正面衝突，卻因此

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壓力。 

  這些消極反應的共同特點是，受訪者傾向以「忍耐」或「逃避」的

方式來處理不當追求行為，避免激化矛盾。然而，這些消極的應對方式

並未真正解決問題。持續不斷的騷擾行為，往往讓受訪者陷入進退兩難

的局面，既不希望關係惡化，也無法承受對方越界的行為壓力。這類行

為的普遍性，進一步顯示了女性在面對不當追求時，如何在性別規範與

個人界線之間進行妥協。像是柚子也提到了，儘管她以忽略、減少回覆

訊息的方式疏遠對方，但對方仍然不會停止騷擾行為，她也坦承這樣的

方式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對方可能會解讀她的行為為「欲拒還迎」：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女生說不要就是要（笑），但我覺得我已經表明不要

了。」在這種情形下會轉而考慮選擇封鎖對方。 

  由上述可以看到雖然許多受訪者起初傾向採取消極應對，但當情況

升級時，她們可能會轉向更積極的處理方式。接下來，將探討這種轉化

的原因與可能帶來的影響。 

2. 積極策略 

  相對於消極的忍耐，部分受訪者展現出更為主動的積極反應，通過

明確拒絕、尋求外界支持或主動設立界線來應對不當行為。例如，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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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當她對追求者的行為感到不適時，選擇明確劃清雙方的界線，並主

動結束互動，避免進一步的糾纏： 

「我是會主動說不。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關係繼續下

去，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有扣分的時候，那我就會直接跟你

講，說我不喜歡，或者是會直接說我覺得我們好像不是這樣

子，那我們可以冷靜一點嗎？這樣子。」（晴晴） 

  在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受訪者們皆提到求助的對象主要是朋友，

而非家長或專業人士等。這種選擇主要基於朋友能提供即時的情感支持

與建議，並且能理解她們的處境，而不像家長可能存在代際鴻溝或過於

強烈的保護反應。例如，小蓁在面臨前任堵人時，，立即尋求室友的協

助：「因為那時候我直接跟室友說，他在宿舍門口堵我，你等一下可以帶

我上去嗎？」因為室友能即時提供幫助，這成為她當下最直接的求助對

象。而更多選擇向朋友求助的原因主要與朋友更能提供實質支持和心理

安慰有關，小蓁提到當她對追求者的行為感到不安時，會主動向周圍的

支持系統尋求意見，這種做法不僅幫助她緩解情緒，還使她能夠更有信

心地處理困境。 

「就是我大概知道我要怎麼做，傳訊息可以讓我更冷靜下來，

不然我當下我會我的腦袋可能會越來越…就是完全是空白的狀

態，完全沒辦法思考，阿跟他們發洩可能他們也可以給你一點

建議或是什麼，就是他們還是會聽你講。」（小蓁） 

  除了提供陪伴和情感支持，朋友在許多受訪者的經歷中還扮演了

「建議者」的角色。帆帆提到，在她感到困惑或不安時，會向不同的朋

友徵詢意見：「因為我也是問蠻多不同的人，每個朋友的建議我都會想一

下，然後最後自己決定一個最好的，所以有點…幫我釐清我的思緒的感

覺，就是其實我自己心裡有一個差不多，有幾個想法這樣。」對許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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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而言，朋友的意見並非直接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幫助她以多角度

的方式理解情境，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行動方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求助行為更多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支持

與釋放，而非尋求實質的行動干預。正如柚子所提到的，當她的照片被

不當使用時，她曾向老師反映困境求助，但結果卻僅限於形式上的處

理，並未解決核心問題： 

「但就是叫對方道歉而已，但我覺得道歉這種事就對事情沒幫

助啊。他如果真的知道這件事是錯的他就不會做了，那他現在

道歉只是因為他被發現了，那一定還是會有下一個人一樣被做

這些事情。就是我覺得老師或者是一些家長並沒有明確的告訴

這些男生說，他們應該怎麼樣去追求別人，或者是他們喜歡對

方應該怎麼做，而不是看一些有的沒的覺得女生說不要就是要

（笑）。所以他們只是解決這個後果而已，沒有解決這個源

頭。」（柚子） 

  因此也可以看到受訪者在求助過程中更偏向依賴身邊的朋友，因為

朋友能更貼近她們的需求與情感，而非提供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 

  雖然部分受訪者選擇向朋友求助，但她們的應對策略並不完全依賴

外界。事實上，多數受訪者更傾向於自己處理問題，這種「自我處理」

的傾向反映了她們對自主性的重視，也與女性在社會中被賦予的責任期

待息息相關。接下來，將深入探討女性為何習慣以自我方式面對困境，

並從社會文化的脈絡出發分析其背後的成因。 

（二）女性自我處理傾向及其社會脈絡 

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多數在面臨不當追求行為時雖會尋求幫助，但大多

時候仍選擇自行處理。無論是因為害怕引發對方的不良反應，還是因為擔心外

界的誤解，多數受訪者表現出強烈的自我處理傾向，即便面對持續的騷擾或情

感壓力，她們仍選擇默默承受或自行解決，而非向外界尋求更多幫助。這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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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僅反映了個人的應對偏好，更折射出社會文化對女性責任的預設與支持網

絡的不健全。 

首先，部分受訪者提到，與家人分享不當追求的經歷，往往會引發更多的

壓力，而非真正的解決方案。例如，小蓁指出，當她試圖與家人分享時，父母

可能會先責備她是否「給予對方機會」，這種責任歸因讓她感到不被理解，也因

此選擇避而不談。 

「他們會太小題大作，而且這種事情他們突然就會開始想說是不是因

為你給他機會什麼，他才這樣子做。他們會先說這個事情之前，你要

先檢討自己是不是有對他，就是讓他覺得你有機會什麼的，我爸就是

都這樣子。（小蓁）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受訪者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帆帆則認為，家人往往只適

合在涉及實質威脅時提供協助，例如當追求者直接影響到家庭安全時才可能求

助家人，平時則認為「就是他今天不是限制到我的什麼部份，沒有嚴重到會影

響到我回家」。 

受訪者普遍選擇朋友作為傾訴對象，但這樣的選擇也帶有一定的限制。例

如，小鈴提到，儘管會與朋友分享困擾，但也擔心過於頻繁地提起可能讓朋友

覺得自己在「炫耀」被追求的經歷：「他們都說我好像就是很多追求者，很夯什

麼什麼的，我自己會很怕說這樣講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在炫耀什麼的，但是我

就是覺得我不想要讓他們有這樣的誤解。」柚子也持相似的看法，認為與朋友

傾訴只能起到情感發洩的作用，但未必真正有助於解決問題。同時，帆帆補充

道，朋友雖然能夠給予意見，但有時因為情境的複雜性和主觀性，反而讓她覺

得意見並不一定適用：「我覺得有一點當事人才知道，朋友的建議不是那麼可以

直接照做。」 

此外，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也對受訪者的行為選擇造成影響。許多受訪者

提到，謙虛與低調的性別規範讓她們對求助有所保留。例如，帆帆指出，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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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朋友覺得自己「太誇張」，因此即便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仍會選擇自己先處

理，只有在真的沒辦法時才尋求幫助。這些內化的社會期待讓女性在面對不當

追求時，往往傾向自己承受壓力，而非外求支持。 

而晴晴的經驗則進一步展示了這種傾向的另一面：當追求者的行為尚未對

她造成實質傷害時，她認為不必動用外部資源，而是直接切斷與追求者的關

係：「如果今天對方不是我在乎的人，那我只要跟他提出我的想法就好了。」這

種行為反映了受訪者在權衡問題嚴重性後，傾向以「自我解決」為核心的應對

模式。 

從以上可以看到當女性受訪者在面對不當追求時傾向於自我處理，這種現象

可從多層次的脈絡解釋：家人和朋友未能提供充分的支持、性別規範對女性角

色的限制，以及自身對問題嚴重性的判斷。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女性在不當追

求行為中選擇自我處理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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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異性戀女大學生為主要對象，探討她們在遭遇不當追求行為時的

生命經驗，特別聚焦於追求行為的適當性界線、情感價值觀的影響，以及她們

在面對不當追求行為時的反應與應對策略。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這些

不當追求行為並非單一形式，而是涵蓋了多重維度的騷擾行為，並且伴隨著程

度不一的情感操控和心理壓力。這些不當追求行為使得受訪者在身體、心理及

情感層面上均遭遇挑戰，進而影響其安全感、社交自主性和情感界線。 

 研究結果顯示，現代女性的情感價值觀雖已逐漸從傳統性別角色中解放，

強調平權與互相理解，但在實際經歷中，傳統父權框架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她們對追求行為的期望與接受度。在追求行為的適當性界線上，受訪者普遍提

到肢體界線、過度付出與情感操控是關鍵問題。無論她們持有平權開放或偏向

傳統的情感價值觀，當追求行為越界時，都會引發不適感甚至情感壓力。然

而，平權開放型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強調個人自主性與雙方的平等互動，而開放

偏傳統型的受訪者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傳統性別角色的期待，但仍對尊重與

理解有高度需求。 

而情感價值觀在追求行為的各方面都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從對角色期待的

看法到對金錢支出的態度，皆反映了女性在平權理念下對「互相」的重視。一

方面，這種平權意識促使她們在經濟與家務分工中追求更大的平等；另一方

面，當追求者的行為偏離這種價值觀時，也容易引發情感壓力與衝突。 

在應對不當追求行為的策略上，女性普遍展現出消極與積極反應的交錯。

其中，消極反應如迴避或內化情緒，常與傳統性別規範下的「低調」期待相

關；而積極反應則包括明確拒絕或尋求支持，展現出現代女性對自主權的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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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多選擇依賴朋友的建議，而非家長或專業機構的協

助，這反映了社會支持系統中仍存在代際鴻溝與信任不足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顯示出不當追求行為的多樣樣貌，以及現代女性如何在

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的交織中，努力界定自身的情感界線。這些經驗不僅體現了

她們在追求過程中的困境與反思，也為更深入地探討性別角色、情感價值觀與

追求行為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雖揭示了不當追求行為的多面向特徵，仍存在樣本組成的限制，樣

本的同質性較高，可能無法充分代表更廣泛的經驗和背景。且受訪者皆具有較

開放的情感價值觀，難以全面涵蓋不同價值觀背景的女性對不當追求行為的感

知。因此，未能將具有更傳統觀念的受訪者納入樣本，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的

普遍適用性。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加入更多價值觀多元的樣本，尤其是不同性

別、性取向及文化背景的群體，以更深入探索不同個體在面對追求行為時的態

度和反應差異。 

 此外，情感價值觀的探討範圍受到一定的限制，未能涵蓋更全面的情感面

向。雖然研究聚焦於金錢分配、性別角色與肢體界線等具代表性的情感價值

觀，但情感價值觀的影響可能還包括更多複雜的層面。然而，由於缺乏適合的

情感價值觀量表，研究在這些面向的分析深度有所不足。未來若能引入更加全

面的量表工具，或採取更系統化的量化方法，將有助於進一步擴展對情感價值

觀如何影響追求行為的理解。 

 本研究為不當追求行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展示了女性在當代社會中

面對的挑戰及其對追求行為的界線認知，然而未來仍有更多議題值得探索，尤

其在多樣化受訪者、研究方法、以及數位科技影響等面向，期望能夠引導出更

全面的追求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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