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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教育的黎明
――性教育與教育改革

　　社會大眾對性別教育（兩性關係）的關注，其實並不見得是

對兩性平等理想的擁護，而更有可能是成人對青少年日漸活絡的

身體活動感到憂心忡忡。君不見一旦報上報導青少年性騷擾、性

強暴、懷孕墮胎等等事件，成人們便立刻呼籲趕快提供「正確的」

性教育（或改頭換面稱為「兩性教育」）嗎？可見得大家對教育

的關心是很有現實動機的。

　　不過，這種心焦倒也無可厚非，關心嘛！只是，在這種強烈

的關注之下，當性別教育變成另一波「正確」標準答案的灌輸時，

是不是會使得這樣的教育變形呢？

　　換個方向來想，如果說在教改的理念之下，所有的教育都應

該是多元的，開放的，那麼這些基本的理念落實在性教育的領域

內時，應該會有什麼樣的啟發呢？

唯有多元，方能平等

　　首先，教改理念中所謂的「多元化」，說白一點，就是過去

被排擠的文化、知識、觀點都必須在教育的殿堂中享有宣傳自我、

延續自我的正式管道。

　　例如，過去在教育中不能使用方言，這樣便使得方言被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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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了廣泛使用，延續自我的管道，而現在推廣母語教學，就是

一種校園語言多元化的現象。另外，在戒嚴的體制下，有些教師

雖然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教學理念、人生價值觀，在校園中也必

須隱諱不言，而現在在解嚴的多元化過程中都漸漸找到了公開宣

告的信心，形成一個百花齊放的場面。

　　按照同一個「多元」的邏輯，過去學校教育延續了性別歧視

的文化，只傳達那些鞏固傳統兩性角色分工的性觀念，要求學生

矜持、壓抑、被動，而且在課堂中一遇到討論身體愛性時，就變

成封閉保守的一言堂；那麼現在，當教室內的各種性別成見已經

開始被整個社會檢驗糾正時，流行在教師嘴裡的各種有關性的偏

見也需要被反省，被挑戰。畢竟，異質觀點的自在呈現，是任何

平等的必要實踐。

　　這就好像我們常常說，媒體中對不同政黨要有平衡的報導，

才算是政治平等；那麼，同樣的，我們注意到在這個時刻，性別

平等和性平等都還有待我們努力，因為有許多文化素材（特別是

對性表示肯定的）以及主體的聲音（例如同性戀或性活躍的青少

年），在教育的管道中仍然受到排擠抹黑，無法平等的在教育中

立足。

　　最明顯的就是，在教室中談到「性」的時候，通常老師只容許一

種聲音出現，那就是警告的、危險的、嚴重的、禁止的說法，最開明

的也不過叫孩子用「尊重」（也就是壓抑），來「等候」結婚的時刻

（現在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九歲！）。這種描述往往封閉了進一步交換

意見和經驗的空間，嚴重的簡化了性的各種層面內涵，也切斷了孩子

培養身心準備的機會，反而使得她們一旦面對抉擇的時候，沒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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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力量來掌控局面。

　　還有，即使在一個擁抱兩性平等理念的教室中，談到了「性」

的時候，常常還是回復到最傳統的性別偏見的說法。我們常常會

聽見：「男生性慾比較衝動，無法自制」；「男生比較好色，女

生比較為愛而性」；「女生要尊重自己，身體是一輩子的事」；

「女生千萬不要太主動，否則人家會以為妳很隨便」；「男生不

要輕易和女生發

生性行為，否則

是要負責的，不

是迎娶對方，就

是付出遮羞費」

等等。這些話語

都再一次鞏固了

原本的性別角色

安排，更放棄了

改變和重塑性別

定位的機會。更糟糕的是，那些在言語和行為上不甩這些警語，

不肯按牌理自我設限的青少年學子，常常會被當成校方監控的對

象或是反面教材，因而遭受其他學生的蔑視和排擠。

　　我們幾乎從來不會在教室中聽到正面善意看待青少年身體和情

慾的言論，幾乎沒有教師積極鼓勵並支援學生走過一段段青澀的戀

情，幾乎沒有教師以平實歡欣的心情看待學生對性的好奇探索，好

讓學生很早就開始平實的、冷靜的、理性的看待和性相關的事。我

們聽到的只是一遍又一遍由上至下覆頌的警語和責備，充滿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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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斥焦慮。

　　像這樣單向灌輸和單一規範的制式教育，已經嚴重的違反了

現階段台灣的教育改革者一再揭示的多元尊重的教育原則；它只

埋首於道德高調的沙堆中，看不見學生早就各自在身體活動中展

開了人生，只是不告訴成人而已。而當只有這些警語佔據我們的

教室時，它們往往構成學生的焦慮、恐懼、猜忌、怨恨、和偽善。

　　更嚴重的是，我們面對的歷史趨勢是，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發

展正在不斷把媒體和身體「性感化」，這麼一來，教育如果枉顧

青少年的生活現實和身體現實，而只是用一套陳腐的禁慾言談（但

是穿上「真愛」和「尊重」的外衣），要求她／他們恪遵嚴謹的

性道德與性別角色規範，那麼我們的教育不但沒有幫助青少年面

對她／他們的情慾人生，反而形成了愈來愈不人道的高標準要求，

在她／他們的身體和心靈上創造更多的痛苦自責。這恐怕也不是

任何開明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標。

　　所有的教師都要開始接受一個簡單的事實：社會是會演變的。

從遠古以來到工業革命，人類都是在青春期就開始性生活，這一向

就被視為天經地義，從沒有人會說那有什麼不好。但是工業革命對

有技術的勞動力的需求，使得人們開始嚴格區分成年與未成年的界

限，創造出「青少年」的說法，要求他們禁慾和晚婚，以便他們能

自我規訓，投入準備勞動生產，這麼一來，人們的共識也相應的變

成只有已婚成人可以從事性行為。但是現在時代的趨勢又在改變

了，資本主義的慾望生產和避孕措施使得我們下一代的性生活將從

青少年時代就開始，而不是在成人時代或婚後才開始性生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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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行為將會越來越普遍。而我們的性教育若不能面對這個簡

單的事實來重新評價青少年的性愛，若仍把教育資源投入在制止而

非支援青少年的性愛，那麼就必然會導致極為慘痛的代價和衝突，

不但徒勞無功而又治絲益棼，師長對性的普遍負面評價將使進入性

行為的青少年心靈受創，而不幸的是，後者受創的心靈為了求得自

保，又往往會轉化為犯罪的心態，這種惡性循環恐怕不是我們願意

看到的。

　　如果說青少年性愛愈來愈普遍，那麼我們就更應該用新的、

肯定的、支援的說法，來取代那些不利女性的性言論，以免少女

在新時代中處於無力和受限的狀態，反而不能從性活動中和少男

一樣得到應有的自信尊嚴和力量。例如，我們可能首要就要打破

「女生在性事上容易吃虧受害」這種偏見，可是校園內誰有力量

打破這種偏見呢？――絕不是好女生出身的好老師。

　　事實上，校園內原本也有許多所謂「大姊頭」、「霸王花」或活

潑開放的少女，她們正在用一些從次文化、流行文化、或不知哪裡來

的說法，拼湊出能讓自己在身體的探索上感到自信、有力、愉悅的

詮釋，並徹底的排除吃虧或受害的感覺註1。但是這些強悍的女生在

教育體制中遭遇到的卻總是責備、懲罰和孤立，她們的意見和自我

的主張總是被老師駁斥貶抑為無目的的叛逆。而當教育者質疑這些

少女是否被商品物化、迷失或沒有自主性時，就完全看不到這是一

批最有自主性及力量勇氣來和惡劣性別環境搏鬥的少女。無疑的，

她們需要更多支援性的言談資源，使她們能在自主的能力上壯大得

力，但是同時她們的經驗和能力也可以為其他女生提供參照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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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以便更進一步改變兩性在社會文化中的權力定位。

　　為了保障這些和主流性觀念不相合的「性異議份子」的生存

空間、資源分享、和自我存續，新的性教育實踐不能只有開明的

宣示，而缺乏實質的多元並陳。畢竟，多元不只是多幾個觀點說

法，它更意味著「平等呈現」和主流大眾不盡相合的價值觀點。

事實上，也唯有真正的多元差異並陳，才談得上平等對待差異觀

點；唯有性別角色的多元發展，才可能達成改變性別權力的傳統

佈局。多元與平等之間有大道直通。

　　因此，當性議題浮現在教室中時，多元文化理念之下的性教

育實踐，絕不會只是傳達所謂的「正確」性觀念或「正確」性知

識，也不會大談倫理、責任等等單一話題，而必須包含各種不同

立場、不同理念、甚至互相衝突的價值觀和學說。在政治光譜上

至少要做到傳統的性保守派、開明的性自由派、激進的性解放派

等各派觀點多元並陳，討論各派會如何看待各種性議題（例如婚

前性行為、性騷擾、同性戀、離婚、單身、代理孕母、性工作等

等）。這樣的細緻分析和討論，是培養學生獨立判斷能力的必經

步驟，也是訓練理性思考以規劃自己人生道路的機會。

　　除此之外，在這個各種身分認同主體不斷浮現的時代，多元的

性教育也必須是一個平等看待各種性偏好的教育，也就是在談論性

議題時，平等善意的呈現各種性生活方式和主體，而不是老是說紅

茶辣妹就是墮落腐敗，第三性公關就是變態，談戀愛一定會荒廢學

業，同性戀一定會痛苦以終，破碎家庭的子女都是問題學生等等。

事實證明，我們對其他的性主體極其無知，從來沒有接觸過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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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傾聽過她們的看法和感受，但是竟然有膽以最常見的成見來評

斷她們的生活。這種自大和狹隘，也正是多元性教育要挑戰，要消

除的。

　　畢竟，多元性教育不僅僅是多元性觀念的並陳，更是多元性

主體的平等。

衝突辯論，民主操練

　　如果我們寄望一個可以呈現多元歧異的性觀點的教室，那麼

教室中的權力關係和協商空間必然要有相應的調整。換句話說，

當性議題浮現在教室內時，教改一向宣稱的多元理念才真正面臨

了最大的考驗。

　　平實的、不帶成見的呈現、討論、辯論、協商各種差異的衝突

觀點，本身就是「多元」的基本實踐（如果都是差不多的觀點，或

單一的觀點，那還算是什麼多元呢？），而這樣的一個學習空間需

要最大的包容力，最友善理智的態度，最不預設結論的開明眼界。

　　許多老師都說，每次問有沒有問題，或者請學生提供自己的經

驗和看法時，學生都保持靜默，或者講一些沒什麼內容的普通說

法，或者故意搗亂，使得老師覺得討論不起來。其實，這裡的關鍵

是，第一，制式的教育沒有鼓勵學生發言的習慣，反而要求學生「

不要吵」，久而久之，學生自然喪失主動說話找尋素材的興趣和動

機；第二，學生在教室中說出自己的看法常常是很危險的事，要是

學生的說法和主流不合，有時還會遭到整肅或羞辱。這麼一來，誰

還願意找麻煩呢？再說，有些老師口頭上說開明，但是遇到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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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時還是立刻開始訓話，這也使得學生看穿老師的虛偽，再也

不想和老師玩這種遊戲。換句話說，老師的基本態度若是預設底線

，遲早會被識破，遲早會斷掉溝通之路。

　　另外，一般教室往往仍然期待教師作為知識的生產中心，由

教師來提供所有的知識和標準，在這種集權的架構內，能夠容許

學生提出她們自己的觀點已屬不易，要是還能尊重學生擁有和老

師截然不同的觀點，那就更考驗老師的智慧和心胸了。由此可見，

對教改或兩性平等想要推動的多元教育而言，最困難的工作恐怕

不是找尋合適的、正確的教材，然後統一的單向灌輸給學生，而

是擁有那種開放的、理智的、可以承認己身的成見、努力謀求公

平正義的氣度。說白了，就是一種可以尊重別人的人生選擇的心

胸。

　　相較起來，在政治理念、文化語言的層次上，我們已經逐漸

了解多元的必要，但是在性議題浮現的教室中，多元似乎又顯為

窒礙難行，這是有原因的。

　　對一個封閉避談性事的文化來說，和身體相關的一切事物一

方面被視為是最隱密的個人生活，不宜在公共的空間中討論，或

是被視為是生理上最自然的發展，不需要任何研究和探索；另一

方面卻又同時被視為是文化道德的切實體現，因此必須接受公共

共識的最嚴厲檢驗。於是，在性方面任何微小的波動異議，都引

發最情緒化的反應、最嚴苛的要求、最正義凜然的排斥。

　　另外，對一個深刻看重代間差距的文化而言，青少年對自己身

體愉悅的自主要求，意味著成人的權威和期望會受到挑戰挫折。再

加上一般人認為和身體愛性相關的議題都聯繫到個人的道德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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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到個人的人生大計，甚至還會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存亡，因此在

這種議題上對差異觀點的容忍程度也最低。要是那些突破傳統窠臼

的人，竟然是一些被視為需要保護看守管教的青少年學子，就更是

一點都不能放鬆了。

　　但是，多元教育理念所要求的，就正是成人和青少年之間、

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做出調整，讓新的學習互動、新的師生關

係在鍛鍊協商中浮現。

　　說實在的，由於我們的文化對性議題耕耘的不多，言論方面

十分閉塞，老師和學生都還在摸索如何理解身體情慾，如何面對

層出不窮的性現象（就如同我們在前一段時期摸索如何實踐民主、

如何叩應節目等等），因此這個時刻其實提供了最好的機會讓老

師和學生一齊創造新的自我定位和互動模式。

　　這也就是說，在教改的性教育教室中，第一，學生的定位改

變了。學生不再被視為白紙一張，供老師的智慧或標準答案在上

面揮灑。學生總是帶著他們各自文化背景中所形成的身體經驗和

性觀點差異到教室來，如果老師提供的是一個開放的教室，貼近

現實狀況的教室，學生就有機會面對並認識其他人的差異，從而

認識自己。

　　在這個前提之下，面對青少年學子在資本主義文化中已經快

速發展的情慾現實和慾望，面對她們在清純面容底下流動的熱力

和需求，面對她們染紅的頭髮和緊身的短裙長褲，老師再也不能

只用訓話來和學生互動，再也不能只用恐嚇來控制她們――那只

會強化反抗，強化芥蒂，只會切斷她們和成人之間的可能聯繫。

　　老師需要放手，讓學生在彼此的折衝中，把教室經營成一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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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情慾資訊和經驗可以自由交流自由詰問的自在空間。老師和學

生在這個教室中，不但可以去認識和情慾相關的複雜糾纏和躊躇心

碎，也可以去認識愉悅是一種需要澆灌和操練的能力。

　　第二，老師的定位也改變了。老師不再扮演提供真理的權威

角色，而是對等的和學生共同協商、討論、辯論，因此多元的性

教育一定是民主平等的教育；它必須擺脫由衛教專家壟斷或者由

醫學專家定調的單向灌輸模式，而以學生為主體。因此無論談什

麼問題或現象（從手淫到愛情，從婚姻到墮胎），老師都會鼓勵

學生由個人經驗、個人觀察、個人意見出發，自由的、坦然的發

言，在不設底線、不作道德判斷，反而鼓勵差異、支援另類的友

善氣氛中，透過互動式的集體討論，來凝聚個人對本身情慾感受

的認識與分析。

　　當然，由於學生來自不同的背景和環境，有著不一樣的需求和

價值觀，在一個開放的互動的教室中，很有可能會發生意見衝突。

但是，面對衝突和差異，老師絕不可以再訴求過去標準答案所帶來

的安全感，這種權威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對學生而言不是什麼好榜

樣；相反的，老師的角色不是去刻意淡化或化解學生之間的價值衝

突，而是鼓勵多元價值與觀點的並陳，示範如何理性的質問並檢驗

彼此的說法，這樣才可能創造民主尊重的態度和習慣。

　　像這樣的教室，除了個人層次的觀點外，老師的社會經驗和

分析能力還可以提升課中的各項討論到社會、文化的層次，以便

反省每個人的身體情慾是如何銘刻了性別、階層、年齡、婚姻狀

態等等差異的權力關係，甚至還可以開始集體思考創造、突破、

及改造現有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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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惶恐的說：「我怕自己沒辦法控制局勢，我怕自己答不

出學生可能問的問題，到那時候，教室不就失控了嗎？」

　　妳看看，難道秩序的代價一定是威權統治嗎？老實說，在多

元的性教育教室中，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因此也不必再

用權威來遮掩心虛的焦慮，相反的，教師可以在虛心的平等互動

中，擺脫過去因為權威而形成的僵化和拘謹。另外，教師的職責

只是創造那個多元開放的教室空間，鼓勵多元觀點和經驗出線，

折衝平等討論的秩序而已；老師需要誠懇的和全體同學溝通，亂

與不亂，失控不失控，都應該由教室中的全體成員（包括老師在

內）來斡旋，而不是由老師一個人繼續擔任警察的角色。

　　如果說社會需要更有智慧處理日漸複雜的人際衝突，那麼教

室就必須成為實驗的、培養的、操練的空間。而又有哪種議題像

性一般，充滿混亂的情緒和顧忌？有哪種教室像性教育的教室那

樣適合我們操練民主多元尊重呢？

結語

　　教育改革中的多元、民主、實用、學生為本、經驗取向、注

重價值衝突等等理念，都為教室中的性討論提供了最深刻的啟發。

任何課程教學都應該鼓勵學生自主與自由思考，推動教室多元開

放；同理，性議題的討論也不應為獨裁者保留以道德教化為主的

教學黑暗大陸。

　　如果我們堅持多元教改的理念，平等的看待差異的文化和價值

觀，那麼在面對性議題時，也應該要求性教育具有所有教育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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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品質。同時，我們也同樣以批判的看待教育的方式，來批判

地看待性教育。

　　畢竟，性教育不能是製造更多罪惡感、製造更多焦慮的教育；

性教育必須從學生的主體和身體出發，從她們的意願和需要開始，

以尋求一個不輕看青少年、不否定青少年情慾的文化環境。（何

春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