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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

　　這本書不是所謂兩性教育的標準藍圖，也不是一本企圖再教

育「所有」老師的書。

　　這本書只想提供一個清楚的、徹底的背景說明，建議一些有

突破性、有挑戰性的做法，開拓一些強而有力的分析立論，好讓

各個學校中已經存在的、奇奇怪怪的、求新求變的另類老師，能

夠得到鼓勵和肯定，能夠有一些資源和支援，來繼續在學校中進

行她們早就一直在做的另類性／別教育及身體示範。

　　　　　　　　　　　　　

　　這一年來，媒體上宣傳的以及行政官僚嘴上掛著的，都是兩

性平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正確性教育的急迫性。於是大家積極的

檢驗中小學教科書中的性別成見，仔細的統計各級單位和團體中

行政人員的性別分布，嚴厲的監督媒體節目中有關性的圖像呈現，

不斷的追問各級政客們的婦幼政見，更忙於舉辦各種兩性平權教

育的研討、座談、示範、設計、成果展覽。一時間，大家好像突

然覺悟了過去缺乏性別方面的認識，想用惡補的方式趕快趕上進

度似的，基層的老師們也突然進入了備戰狀態，密集的接受各種

訓練，以便認識自己的不足。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性別教育。我們的教育一向就是性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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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我們的教育政策和校園中的各種實踐，無時無刻不在教導學

生接受（而非開拓）此刻的性別角色規劃，鼓勵學生模仿（而非

改變）兩性的刻板表現，要求學生壓抑（而非認識並培養）自己

的情慾感覺。換句話說，學校常常是在用性別角色的調教和性觀

念的灌輸，來推廣一種叫每個人各守其份的道德教育。

　　幸運的是，我們也不缺厭惡這種制式性別教育的老師。

　　在無數研討兩性教育的場合中，我都遇到許多充滿熱情的老

師，她／他們不但不是對性別議題一無所感，甚至比行政人員更

熱切的投入討論，希望能夠改變我們周遭的性別文化。她／他們

很謙虛的說自己作為最無力的基層教師，是無知、無能、無奈的，

因此才積極的參加研討，參與教改團體，想要找尋可以切入的縫

隙。只是，她／他們也深刻的感受到無力感和挫折感，有些遭遇

了顢頇威權的行政人員，阻礙她／他們用新的態度和策略來進行

性別教育；有些面臨校內其他傳統的、保守的老師，以人言或輿

論來孤立這些前瞻的老師。

　　在這些反挫的例子中，性別不是唯一的運作因素，因為阻礙

別人在性別意識上前進的，並不一定只有男老師；相反的，許多女

老師對校中特立獨行的新新女老師和新新男老師也表現了極強的不

滿。另外，代間的心態差異也使得某些老一輩不習慣新的性別局勢

的老師感到焦慮，於是利用經驗上的老到和輩分上的優勢來籠罩新

一代身心皆自在的老師。第三個運作因素則是出於老師在校園中的

位置不同，責任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考量：行政人員有特殊職責所

在，往往傾向避免爭議，避免麻煩的做法，這也會為想要突破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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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層老師增加困難。

　　更痛苦的是，就校園中的實際狀況而言，官方大力推動的兩

性教育往往只是浮面的、熱潮的、不反思現有性／別文化、不動

搖校園根本權力結構的。因此對那些亟思改變的進步老師來說，

新推動的制式化兩性教育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因為是權威的官式

版本，建立在空泛的教條口號上，而可能形成另一種障礙和限制。

　　另方面，「民間」的學者或民意代表也為了政治形象和政治

資源，而督促一種吻合大眾道德共識的性教育與性別教育，目的

主要是幫助父母師長管教身體情慾出軌的青少年，希望能敉平社

會的「性別亂象」或防止「性氾濫」。這種民粹版本的性／別教

育並不想全面動搖社會權力秩序，改善青少年學生在校園與社會

中的弱勢處境，而只是號稱開明疏導，想喚起學生的「道德羞恥

與責任良知」，並且要求教師成為平亂保序的道德糾察隊，故而

也管束了特立獨行的另類教師。

　　當性／別教育變成壓抑慾望的道德教育時，而且道德訓令有

了國家權力而變成制式教育的一部份時，也就是道德訓令與政令

相結合時，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教育。性／別教育絕不能是壓抑慾

望的道德教育，而是肯定慾望的教育，重新改寫價值的教育，也

就是改變現有道德的性／別革命教育。

　　我個人是不太相信從上而下的政令宣導或以多壓少的道德訓

令，因此我也不太倚賴什麼特定的標準教材教案。這不僅是因為沒

有任何單一的教材可以涵蓋社會的複雜與變動，更是因為對教材的

依戀常常是出於對中心權威的依戀，出於對道德共識的信任，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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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我的教育理念所反對的。另外，前面已經說過，性／別教

育並不是只開設性／別教育的課程，而是在日常校園生活的互動

進退中深入人心，因此，我們選擇沒有先去寫教科書，而是先用

這本書來向老師們推動多元的、開放的性別／教育視野。

　　我也不相信用簡單易行的答案或道德訓令來滿足大家很慣常

提出的疑難雜症。因為這種簡單的答案只不過滿足了我們的懶惰

和被動，再一次安撫了我們尋求權威的無依心態和害怕社會變遷

的道德恐慌而已。因此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對每一個話題

都希望提出比較深刻的、複雜的、發人深省的分析，我們期待這

種討論的模式有助於大家脫離原本制式的、簡單刺激反應的運作

習慣。

　　在這個徹底教育改革的時刻，性／別教育不能再倚靠那些以

既有道德共識為本的教案，也絕不能單單倚靠什麼衛教專家醫生

學者或女性主義者──這些人絕大部分都太合乎原有的性別角色，

太擁護原有的性觀念，他／她們的想像是很難突破現有框架的。

　　反倒是校內原有的、不落俗套的、超越性別規範的、對身體

情慾感覺自在的老師（以及學生），她／他們才是多元性／別教

育的種子，也是開放性／別教育創意的源頭。我們希望這本書能

進一步協助這些老師（及學生）培養深刻的思考習慣，培養理性

的善意情操，培養活潑的觀察態度，以便用最精闢的論証來抗拒

校園中守成的、壓抑的力量，也用最靈活的反應來面對瞬息萬變，

不斷有新事物浮現的未來校園，進一步促進教育的鬆綁和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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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本書的寫作都有它的前世今生，這本書也是在一連串的演

變中成為現在這個模樣的。一九九七年九月桃園縣教育局開始和

我接洽，希望我能協助教育局出版一本和兩性平權教育相關的閱

讀材料，供桃園縣內中小學教師參考，也算是正在熱切推動的教

育改革師資培訓工作的一部份。

　　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雖然高度關心性別教育，也在過

去對推動中小學教師的性別平權意識做過許多具體的工作，例如在

一九九七年初舉辦過四個梯次的「中小學教師性別教育研討會」，

並在中央大學的經費支援下自行出版每年三期為中小學教師撰寫的

「性／別教育通訊」期刊，提供老師們及時的、實用的、有挑戰性

的閱讀；但是要生產一整本有性／別眼界的相關閱讀，對我們這些

研究和教學兩忙的人而言，還真是一大挑戰。經過承辦的國中校長

和輔導室主任多次到訪，誠懇邀約，性／別研究室終於接下工作。

　　由於我們希望書中呈現某種整體的結構和立論的遠景，也希

望在寫作中貼切校園裡的教師與學生所經驗到的現實，於是連絡

了幾位平日已經在性／別研究領域中多所切磋的女研究生，就近

組成一個撰寫小組，大家依著我起草的大綱分頭撰寫，然後小組

成員每週五下午聚集，閱讀彼此的初稿，提出意見，供作者參考

改寫，下週再交由小組閱讀討論，直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版本為止。

所有稿件改寫完畢後，我再以總主筆的身分一一修改校訂。

　　這個分工但合作的計畫，最後證明是無比完美的。涂懿美、金

宜蓁、張玉芬、徐宜嘉、吳育璘、和我，六個女研究者密集的切磋

和激勵，果然如期完成文稿，也在這個過程中細緻的整理了我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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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別教育的思考。我們不斷提醒彼此，在寫作中要平實近人，

要貼近現實，要具體可用，要有突破性，而每篇文章也都經過小

組的討論，大量的改寫，結尾雖然寫上了撰稿人的名字，但是它

們都是這個小團體的集體成品。

　　最後整理文稿時發現，我們寫成的篇幅遠超過教育局的篇幅

規劃，於是我們拿下幾篇作品後把稿件送給教育局審核。書成後，

兩萬本《性別校園》也以官方資料的方式，分發到桃園縣境內的

中小學老師手中。

　　但是，我並不完全滿意這個初稿，經過一連串的構思改寫，

終於完成了大幅度的擴充和改寫工作，交由元尊文化的楊淑慧出

版，並把書名改為《性／別校園》。

　　這本書不但出自我們深刻觀察、與眾不同的性／別思考，更反

映了我們以青少年為本位的解放教育理念；因此我們在此書中不但

積極處理性／別方面的問題，也非常清楚的處理代間權力差距的問

題。在編排方面，「脈絡篇」揭露了此刻官方兩性平等教育所承載

的社會意義，以及因而形成的眼界侷限，並直指現行教育中的各種

不平等佈局和性／別盲點。為了因應這個思考性別改革的時刻，「理

念篇」提供了有關性別和性的文化歷史背景分析，並且對此刻的青

少年面貌與表現提出歷史的描繪。在「實務篇」中，我們用最大的

篇幅來實際面對日常校園中令許多成人憂心的現象，以具體的現象

和案例為軸，以親切的口語為中介，踏實的闡釋新的性別教育和性

教育所蘊涵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關係革命。（實務篇中讓老師

聽來不太習慣的建議，其實都有前面脈絡篇和理念篇的深刻分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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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可以對照參考。）為了提供更多具體支援，我們還在「附錄

篇」中推薦了一些易讀易懂的性別相關書籍，也列出民間婦女團體、

青少年主要輔導機構、青少年保健門診的資訊──我們相信這些資

訊連對老師個人的生活而言都很有用。

　　我們並不認為已經寫完了校園中所有和性／別相關的議題和

思考；相反的，從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這只是一個刺激大家思

考的引子，是一個鼓勵大家舉一反三的面對各種校園現象的機會。

性／別教育還需要更多的耕耘，更多的創意，更多的實驗，而我

們也一定會繼續透過各種方式加入這個革命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