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教育主題文章

兩性平權教育「新」在哪裡？

──何春蕤

這一年中我們常常被問到：兩性平權教育的教學目標是什麼？倒底兩性平權教育是什麼樣的教育？各級學校也

忙著舉辦相關的研習會，好為教師們惡補一番。同時，兩性平權教育正在開展之時，就有很多人急著說，真正重要的
工作其實是寫學生的教材，「要不然老師要教什麼呢？」而一旦我們開始製作嘗試和新世代青少年對話的教材時，就
會屢次被提示，「教育目標要明確」，「要清楚的告訴學生、教師、父母，這本教材唸完後可以學會什麼，它要傳達
什麼訊息」。

性別平權與多元平權
就在這些急切的詢問以及斬釘截鐵的要求中，我們看見了兩性平權
教育的真正問題。

因為，這樣的教育，還是假設了一個單向由上到下，由老師傳達給
學生的威權教育架構。這樣的教育，還是以老師和教科書做為所有正確知識和答案的源頭。這樣的教育，還是只有一套正確的知識
內容，一套正確的行為舉止。在這樣的教育裡，學生只能做接受的那一端，而沒有協商討論的餘地。

根本的來說，這樣的教育，再度肯定了一個極度不平等的關係，老師和學生各處在這關係的兩端
，學習，只是灌輸、教導、訓示。而遺憾的是，存在在教育體系中的這種不平等關係，和那個存
在在兩性社會角色間的不平等關係，是息息相關，互為奧援的。

君不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常常就等於師生之間的位置和關係。

沒見過女人崇拜男人時的眼神嗎？沒見過男人得意的向女人示範一個複雜的解說嗎？反過來的
情形倒很少見。

沒聽人說過，女人心志軟弱，對現實世界的知識不足，不足以擔當重任，不足以為自己的決定
負責，需要男人的保護和引導嗎？學生也常常被放到類似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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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師生之間被說成各有身分而且權力有別，這本來就出自一個同時也要求男女有分、
有別的制度。（舉一反三，這個制度還要求親子之間、長幼之間、上下之間、族群之間、貧富之
間等等都各有其分，各有高下位置。）

這也就是說，渴求兩性平權的人必須看見，要追求性別上的平權，就不可能不同時挑戰其他層
面上（包括師生之間）的不平權。

也因為如此，任何推動兩性平權的教育，都需要重新檢驗我們對老師權威的信服，要反省我們對
教科書的倚賴，要擺脫我們對學生的輕蔑。這也是性別平權教育和徹底的教育改革之間最根深
蒂固的一體關連。

 

威權教育與平權教育
這麼一來，我們的教材設計和教學過程也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考量。它必須以學生為出發點，以具有平等精神的討論和協商作為最起碼
的學習活動，現今一貫的單向教學一定要讓位。

許多人立刻會問：「可是現在的孩子就是有問題的，他們受到虛榮的誘惑，受到流行的影響，怎麼能拿他們的想法來作出發點呢？
這樣豈不是順從今世的亂象？我們怎能與社會妥協？我們應該教導孩子應有之倫理道德、法律知識、個人責任呀！」

聽起來是理直氣壯，可是這種說法本身就出自於對孩子們的輕蔑。成人的觀
點一直是我們教育的出發點，成人的觀點卻一直都充斥著虛榮的誘惑（要求
孩子讀成人選擇的有出息的科系，要求孩子考上成人認為有面子的學校），
成人的價值觀一直都受到流行的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且只要
專心讀書就好，不要讀什麼閒書，成家立業是人之大倫）──但是成人還是大
言不慚的論斷孩子們。這樣的雙重標準和虛偽示範又是什麼樣的教育呢？

教導孩子倫理道德、法律知識、個人責任，聽來都很好，但是過去一直使用
的灌輸法、恐嚇法、死記法，老早就被證明沒有什麼用處──單向的宣導只會
教孩子虛幌應事，陽奉陰違而已，誰會在高壓之下心悅誠服呢？連叩應節目
都必須架起一個有對話空間的形式，才符合民主平等的無上目標，為什麼教
育體制就是想不通呢？

再說，現代的學術研究處處顯示，孩子對事物的理解不是建立在死背死記上
，也不是建立在被動的接受灌輸上。理解──以至於歡喜吸收和自動實踐──

總是建立在以自我（自利、自爽、自得）為出發點的動機上，要是不從孩子的情緒和慾望立場出發，去替他／她想，主動設法把你
所要她／他學的東西，接合到他／她個人的願景和觀點上，讓她的自我（自利、自爽、自得）在這個教育的過程中得到某種實現，
那麼你的任何說法看起來都將是外加的，強迫的。這麼說來，任何強記死背式的教條教育愈是強制，愈是高壓，就愈顯露其竭力但
無力的統治；事實上，它恐怕就只是在用這種暴力來證明自己的權威而已。

可惜，在這種制度的長久調教之下，許多人的教育理念都是很制式的，很相信制約
反應的，很接受威權灌輸的──因為他們在個人受教育的經驗中常常就是以這些有
限的方式混出頭的。

然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急速多元化的社會空間，一個必須用某種平等自由來保障整
體社會生存的政治現實；因此，差異的教育觀點當然應該享有同樣的資源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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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學習方式當然應該受到尊重和呵護，而那些制式的、威權為本的個人經驗，
都必須承認自己的侷限。
單一口徑單一方式的威權教育，一定要讓路給多元並存的平權教育。

 

教師的成長與學生的成長
當我們開始向著這樣一個平權教育的理想前進時，許多人也開始大感焦慮，他們不
是不知道整體教育有問題，他們不是不知道無上的師道尊嚴和權威早已無法大行
其道，但是他們仍然要求在原地慢慢踏步。

他們說：「任何教育改革都要站在許多教師目前的觀念、態度上來著想，要讓這群
年齡已是LKK的教師去改變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是需要時間成長，而無法速成速
效的。」他們甚至認為平權教育的宣導會在師生之間製造衝突，會讓青少年學子更
不相信學校，不相信教師。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總讓人想到1989年全民沸騰要求萬年老民意代表們退職的時刻，或者是在報上讀到那些在心智上或知識上早
已不適任，但是校方無力處理的公教人員。）

從來沒有人會說，改變是一日之間形成的（連號稱最有效的美白護膚霜都承認必須假以時日才會奏效）。但是掌握威權的人沒有權利
要求拖緩進步的速度，更何況這種延宕往往意味著青少年要繼續承受屈辱。

有沒有人好好想過，青少年為什麼會不相信學校，不相信教師？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大家不都是萬分崇拜老師，凡事聽從老師的話
，還因為護衛老師的教誨而和父母辯駁嗎？倒底學校和老師在多年的教育過程中對學子做了什麼，以致於青少年對學校和教師那麼
不滿？（別用血氣方剛衝動叛逆來解釋這個轉變，哪能用生理原因一筆抹煞社會原因？）

有趣的是，聽到這種問題時，許多人的反應不是真正去反省學校和教師做了什麼，而總是先假設青少年本來就應該相信學校，相信
老師。難道學校和老師一定無誤嗎？我們或許希望學校和老師能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但是如果學校和老師本身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
分原因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昧要求維持青少年對學校和老師效忠，恐怕也只說得動某些原本就死忠的乖學生吧！

就像這些年來在性別平權的運動中，大家親眼看到原本是弱勢的女人，成長遠遠超過強勢的男人；現在在校園中，我們也常常看到原
本是無知膚淺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成長超過了一心想要教導她／他們的老師，可是許多老師卻仍然不肯虛心，還想擁抱威權的最
後餘暉。殊不知，我們愈來愈進入了一個新的教育氛圍：以老師的權威身分服人，決不如以德以智服人。

 PDFmyURL.com

http://pdfmyurl.com?otsrc=watermark&otclc=0.01
http://pdfmyurl.com?otsrc=watermark&otclc=0.01


要求學生繼續接受學校和老師的權威也只不過是做勢裝腔，維持一個嚴厲的、無誤的、權威的假相而已。諷刺的是，成人也好，孩子
也好，都早已看穿這個陽奉陰違的把戲。

 

現實的教育與粉飾的教育
大家看穿的不僅是教育中的陽奉陰違，也看到了教育的不近現實。

過去一年中，我們在撰寫各種和性別平權教育相關的材料時，常常承受各方的關切，許多人向我們提出各
種質疑，覺得某些東西是不能進入教科書的，某些現象是不能在官方的作品中明說的。（這裡包含了避孕
、保險套、墮胎、婚前性行為、性侵害等等。）

值得大家思考的是，這些東西都是在媒體上、在坊間常常遭遇到的材料，那麼為什麼不能包含在內呢？

有人說，既然它們已經在報紙、電視、漫畫、Ａ片中出現，而且呈現得更為刺激，那麼我們就不用再多加
著墨了。

這也就是說，就讓這些事情以它們在媒體中的面貌繼續存在吧！我們就算要提到這些議題，也應該用非常
嚴肅、非常嚴厲、非常正經的方式告訴孩子這些事情有多嚴重，有多傷害，以提醒他／她們保護自我。

老實說，這些事情的後果有多嚴重，會有什麼傷害，早就被各種宣傳強化覆誦了，但是還是屢見不鮮。顯
然問題關鍵已經不是我們有沒有用這些嚴肅的態度來談它們，搞不好，我們的嚴肅態度就正是使得這些問
題無法以別的建設性的態度來對待的主要原因。

還有，說一件事情的後果很嚴重，就能幫助孩子保護自我嗎？這種恐嚇的言論難道能讓孩子就此不碰情慾
的事？（說了吸菸有害健康，人們還不是照抽不誤？顯然說這種話沒有多大說服效果，真正的關鍵還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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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說了吸菸有害健康，人們還不是照抽不誤？顯然說這種話沒有多大說服效果，真正的關鍵還有待
我們去發掘。但是，避而不談，或者太嚴肅的談，都不會幫助我們找尋別的動力。）

還有人說，這些問題固然嚴重，但是「對於許多似懂非懂的孩子而言，會存在幻想，甚至回到家不願意父
母碰觸身體。例如原本每天要互道晚安的子女，會不會不敢再與父母相互擁抱？這種原本良性的親情表達
是否會被孩子誤解？其次，原本已被凌虐的兒童看到這些描述，內心創傷是否會導致他們更嚴重的情緒
障礙？」這樣不是會造成親子之間的緊張狀況嗎？這樣不是會破壞父母的形象嗎？

父母的形象是什麼？這個形象的維護有什麼樣的急迫性，以致於我們的教育必須掩蓋「天下有（許多）不是的父母」這個事實？而我
們對父母形象不計代價的維護，恐怕正是使得許多孩子說不出他／她們所受的凌虐的主因。

至於已經被凌虐的兒童是否因閱讀到這些描述而再度受傷害，老實說，傷害之所以能持續形成傷害，正是因為我們不讓它痊癒，正
是因為我們把傷口掩蓋在膿血中而不讓它風乾結伽。畢竟，凌虐的可怕，和我們對凌虐的過分想像有直接關連。

平實的讓痛苦沈澱，讓痛苦轉化為另一種經驗，也是一種學習，一種務實的面對現
實的學習；這要比竭力的迴避和掩蓋來得更能讓受害者有力量。問題是，我們這些
成人能展現那種平實和務實嗎？我們能不再過分誇大痛苦的可怕，只為了警示孩子
、恐嚇孩子嗎？還有，對殘酷社會現實的認識，會讓孩子對所有人都失去信心嗎？
會使得原本溫暖的家庭添上幾分猜疑嗎？在某些方面來說，有可能──特別是當孩
子周圍的成人使得她對身體、對性太過緊張的時候，或是當成人拒絕用更大的誠意
來證明親情的時候。因此，問題關鍵還是在成人。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日漸複雜動盪的現代社會，而且在同樣的邏
輯之下，對殘酷社會現實的無知無感，會讓孩子對所有人都太信任，會掩蓋家庭中

的暴力凌虐，無數的惡例已在眼前。

如何向孩子呈現現實的世界，是一個值得多方討論、多方嘗試的事情，但是「蒙上（孩子的）眼睛就以為（她／他們會）看不見」
的態度，是決不會幫助她／他們碰觸到現實的。

 

結語

如果性別平權教育是一個突破的教育，是一個追求改變現況的教育，那麼就讓我們徹徹底底的來推動一個多元思辯的空間吧！

如果性別平權教育只想止於家務分工、就業平等、兩性尊重、和樂融洽的新道德教育，而不容許更多的改變，更多的挑戰，更多的
願景，那就準備接受批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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