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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流動的三度空間
――具體打造性別平權的校園空間

　　空間撐起了也限制了人的生活。我們常說要規劃空間，事實

上，人在使用空間的同時，也就被空間規劃了。泥濘坎坷的小徑

不好走，人們就比較不會在它的周邊地帶活動，林蔭大道風景好，

人們就把它當成觀光據點，在它的周圍構築商家住家。

　　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可以說主要是空間塑造了使用者：住在

窄小的公寓，不容易有明朗的心情；走在眾車競先的街道中，當

然也沒有安全感；生活周遭綠地少，當然視力、體能較差，也不

易放鬆身心。

　　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生活的重心既然是校園，一天當中大

多時間都是在學校渡過，自然也會受到學校環境的塑造。校園的

空間雖然看起來是靜態的，但是環境對學生的潛移默化卻是強大

的。要實施性別平權教育，與其灌輸抽象的「尊重異性」，倒不

如從提供性別平權的空間與活動做起。

空間分級制

　　在升學制度下，教室不只是學生聽課的場所，也是教育制度區

分學生等級，主觀決定學生價值的地方。眾所周知，身高並不是排

座位時唯一的考量，學生的性別（男女交叉座、梅花座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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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分數、名次）、個人狀況（視力問題、特別頑皮、將好友分

開等）、以及其他各種因素都決定了學生在教室中的分布位置，而

這些因素中都充斥了性別的運作。

　　最明顯的就是，女生一般而言會被安排坐在教室前面的位置，

這不但是因為她們的個子比較小，更重要的是她們的功課比較好，

上課比較用心，坐在前面好做全班榜樣，對班級管理有利。可是，

有趣的是，雖然女生相較之下比較好管理，老師比較不必費心，

老師們卻不太肯把不好管的男生、需要多費心思的男生調到教室

前面來坐。老師們說是擔心男生變成教室中的壞榜樣，在教室前

面會更加影響到別的學生的學習，考量這種可能，老師決定把男

學生留在教室後面，因此也間接的告訴他們，老師已經放棄他們，

讓他們坐在後面的邊緣的位置。這種空間的安排使得男生和女生

感覺自己和老師（也就是學習過程）的距離極為不同，對自己課

業的期望和用心程度也會有差異。

　　除了性別的因素之外，教室的空間安排也常常為了性的考量

而調整。在男女合班的教室中，老師有時喜歡硬性規定男女分開

坐，以免她／他們有太多接觸機會，衍生情愫；可是有時又硬性

規定男生女生交替坐，說是用彼此之間的興趣和吸引來督促男生

女生做出最好的表現來，說是派女生督促男生多用心――事實上，

這種安排往往強化青少年的緊張和不自在，而且因座位而形成的

配對之說，也使得學生心存顧忌，坐立不安，因而影響學習，老

師對不同性別主體的差別期望更使得學生心生不平。

　　不管老師如何安排座位都可能產生各種效應，因為我們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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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老早就流動著各式各樣的性別偏見和性別吸力（及推拒力）。

因此要改善這種情形，最好的方式就是試著從改變課桌椅的排置著

手。例如將所有桌椅圍成馬蹄型，教師自己也坐在學生當中，既可

以增進親切感，大家的目光也可以互相交流，沖淡性別分野。課業

盡量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時讓學生以數人為一組（有時同性一

組，有時兩性交錯），將桌子圍成小圓圈，以更進一步促進學生之

間的彼此交流，訓練每個人的表達能力，教師則游走觀察每一組的

狀況，從旁參與意見。最重要的是，學生應該可以依照意願選擇排

座位的方式，而且不時變動性別分布的圖形，讓大家感覺有自主權

又坐得舒適，當然就能提高上課氣氛。這樣的空間設計使教師不再

是教室的重心，不再需要時時掌控全局，而是由學生自行發展出制

衡調整的力量。平權的理念於是實現在最具體的空間安排中。

　　或許有些教師在剛開始這種安排時會覺得混亂、不習慣，心

態上似乎難以調適，同學也可能有同感――就像剛剛開始民主政

治，剛剛開始地下電台的叩應節目一樣。此時大家才逐漸意識到

過去威權制度的包袱何其大；權威位置的人是何其習慣掌控局勢，

以致於泯滅個別性和自主性；受管的人是何等的惰性，總想躲在

安穩的窩中，拒絕新的挑戰和結識。原來，看似平靜的秩序是以

壓抑師生的個人特質所換來的，是以強制要求和硬性分派達成的。

為求整齊劃一，師要有師相、生要有生相，這些「相」的制定，

抹煞了人性，同時「相」也意味著原本並非如此，是強作出來的。

因此，要讓教室成為人性化的學習場所，首先就要拉近師生間的

權力差距，鬆動性別因素帶來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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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與性別

　　學生耗時最多的教室當然該改進其空間意義和運作，但是平

常被我們認為最不起眼的地方也有其空間塑造的意義，例如從廁

所就可以看出與身體相關的議題總是被我們忽略。先進國家都以

經營觀光地點的態度來經營廁所；反觀國內，大家對廁所髒亂不

堪的景象竟都習以為常了。在學校裡做掃除工作時，往往將重心

放在教室的整潔上，卻忽略了廁所也該如教室般舒適，而當我們

輕忽經營這個空間時，女性的生活特別受到妨礙。

　　讓我們面對一個事實：男女生如廁方式不同，脫下衣物的程度

不同，所需的時間也因而有極大差異（女生平均八十秒以上，男生

平均四十五秒），

況且女生有生理

週期，使用廁所

的頻率和時間更

多。但是，無論

是哪間學校，哪

個公共場所，男

生廁所的便斗及

間數加起來，都

遠遠超過女廁所

的間數，因此女廁所門口往往大排長龍，使得女生耗費寶貴的人

生。下課時間又只有十分鐘，許多女生都只好選擇在學校的時候少喝

水，以減少上廁所的需要，也因此對女生的身體健康不利。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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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隔間內的空間不足，又很少有掛鉤供常常大包小包在手的女

生使用，十分不便。況且因為女生廁所間數少，每間廁所的使用率

相對提高，所以不易維持清潔，反而容易損壞，更使女生視為畏

途。如果廁所的設計不良，容易被人偷窺，就更為女生增添壓力。

　　從整體規劃來講，由於我們文化對身體排泄功能的輕蔑和忌

諱，更由於廁所空間設計和安排的不理想，廁所往往座落在最遠

離人煙的角落，照明、通風都不良，更加降低學生使用的意願，

長期下來，對男生女生的身體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更會影響到

學生的心理，使得每次上廁所都是一次精神煎熬，也使得女生更

加無法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身體，反而使身體成為她們人

生的負擔。

　　除了每日的排泄功能之外，在開放校園空間中的活動也應該

消除長久以來的性別歧視。上體育課或是進行其它體能性的活動

時，應該以學生個別的體能狀況為考量標準，而非以性別為規範。

若是照傳統規定男生跑三百公尺、女生跑兩百公尺，男生搬桌椅、

女生掃地，則體能較差的男學生比較容易因為這種一陳不變的安

排而受到同儕壓力，體能較佳的女學生也因為活動的侷限性而不

易完全發揮潛力。為了改進這種安排，學校不僅需要調整體能體

力的分配，也需要把體育活動多樣化：除了在擁擠的操場上爭場

地打籃球躲避球等陽剛性、女性比較無發展機會的活動外，應該

還有許多其他的選擇。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各式休閒、健身場所

都越來越多，教師也可以帶著學生進行多樣的校外教學，保齡球

館、迷你高爾夫球場、撞球室、電動玩具間等等都是不錯的選擇。

唯一的阻礙只是老師和行政人員們的封閉心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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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早期的郊遊踏青、登山健行、及近來的親子師生同遊，新

的多樣校園活動都是值得鼓勵的。最好還能多引進增設沒有特殊

性別色彩的運動，同時也鼓勵學生參與原本被視為異性專屬的活

動。每個人的興趣和發展愈多樣，就愈能減弱性別的限制和歧視。

校園中許多設施、用品的設計最好都能顧及不同的個人需求，讓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感受個體之間的差異本來就很大，性別

不過是許多差異中的一種罷了。

　　避免過度強調性別差異，不要求僵化的性別角色扮演，重視

每一個人的獨特性，放棄無意義的刻板印象和價值標準，才能打

造性別平權的校園。而具體打造具備性別平權意識的校園空間，

才能落實並深化平權意識和實踐。（金宜蓁、何春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