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主題文章
教改理念下的性／別教育

何春蕤

《你快樂 所以我不快樂？／狗仔隊記者》

綱要：

變遷的社會當然包含了性別文化的變遷。原本男男女女在隔離的世界中活動，承擔區隔的角色功能，只能實現被
侷限、被規範了的人生理想，因此她們在文化調教中所相應發展出來的人格氣質能力情緒，多半都表現出特定的
性別面貌，以配合這些傳統角色之所需。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為了開發生產力（也就是讓那些在新的生產模式中被視為「閒置」的人口加入就
業市場），需要把女人引入公共領域參加生產工作，這麼一來，男人女人發現自己面對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
界對她們的人格氣質能力情緒開始有了新的、愈來愈相近的要求。

兩性的就業和社會角色或許變了，但是培養調教新主體的文化和教育卻還沒有相應的改變，因此我們現階段在校
園和職場中看到很多性別衝突和焦慮的現象，大家都在摸索實驗互動模式。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新性／別教育絕不是繼續教「男生做男生，女生做女生，但是彼此要尊重」。性別教育也不是
教女生小心保護自己而已的片面防暴教育－－即使作為防暴的教育，性／別教育也必須是徹底的防暴教育，也就
是消除敵意、減少挫折和焦慮、以便根本革除暴力的教育。

就終極的目標而言，性／別教育是讓我們認識社會、認識成見和侷限、認識自我的教育。性／別教育是肯定差異
、鼓勵越界、但同時學習協商技術的教育，也就是用更多更細緻的差異來淡化性別的呆板區隔。

這種教育意味著老師角色的變遷：不再是權威的源頭、不再是暴力的榜樣。而是和學生共同學習推動社會正義、
積極改造社會的人。當然，老師已經習慣的自我定位和長久養成的角色扮演，將是她們此刻真正痛苦和憤怒的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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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教育」的誕生

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情慾活動日漸活絡和明顯化，各種新興的情慾事件經常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相應的也
愈來愈多對兩性教育和性教育的呼求，以便發展出新的原則來規範這些性活動。不過，許多人都把這兩種教育分
開來思考，認為性別教育是觀念和態度上的平等教育，性教育是專業的生理及道德教育；而我們則覺得需要提
出「性／別教育」一詞，以凸顯這種區隔有何盲點。

「性／別教育」的浮現當然有其針對性。一般來說，大家都把性別角色的規範和界定，建立在「性」的生理特徵
和社會功能之上，並以此來對男女的性活動賦予不同的文化意義和評價。換句話說，大家傳統式的認為，男女之
所以有別是因為他們的「性」有別，是因為他們在生殖的活動上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而有別。因此那些形容性活
動的語詞，像「威猛」、「貞潔」、「夠力」、「淫蕩」、「賺到了」等等，也都包含了很明顯的性別含意和
假設，連性問題的呈現都會依循著現有文化中的性別權力分布來運作。例如，當性領域中產生騷動時，就常常會
反映現有性別角色分配和權力不平等。於是我們看見，男生騷擾女生時有所聞，但是反之則少之又少；我們注意
到男生逐步成為色情刊物的消費者，女生則進入色情行業做從業人員；而當男女生同時探索身體時，承擔後果和
污名的仍是關係中的弱勢女生。這些現象無不展現了性與性別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雖然在近年逐漸開始認識到性別處境常常反映了這個社會的平等和正義，因而開始調整性
別角色和關係的分配；但是在性方面卻仍然十分閉鎖，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性活動或許十分蓬勃，然而性的言論
、思考、想像、價值觀、色情材料的流通，都在在顯示一種另眼看待的嚴厲態度。大家想到性方面的事情時也只
想到性騷擾、性探索、性侵犯、色情、懷孕、賣淫等等很負面的現象，提出的解決方法更只是加深嚴厲的管理和
羞辱懲罰；即使想要有點正面的說法，也只是「美好」、「神聖」、「尊重」、「責任」等等空泛之詞，或者僅
僅要求兩性之間要有更明確的區分隔絕以作為保護的措施。由此可見我們情慾文化不但單薄而惡質，連我們的情
慾想像也非常制式而僵化。

既然性別關係中的各種緊張、對峙、或者愛慕、思戀、怨恨，常常是纏繞在和性相關的身體活動中顯現其力量，
那麼，我們在思考性別教育的時候，就必須包含性方面的深入探討，才能在最切身、最深層的身體經驗感受中看
見性別意識的形成和侷限，甚至進一步思考其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同樣的，在思考性教育的時候也不能忽略性
別方面的假設、成規、刻板印象、不平等權力等等，好讓我們的性教育是有性別眼界的性教育，而不是充滿性別
歧視的性教育。

簡單的來說，這種複合式的教育決不能再重複原有的性別分野，好像以為男生應該如何，女生應該如何，天下就
會太平；也不能再重複原有的性歧視，好像以為性是什麼大不了的嚴重事情，要是有人選擇不一樣的實踐，她就
是墮落無恥。我們需要反省，在性和性別上的「絕對」「劃一」角色規範和分野，常常並不符合實際生活中眾人
多樣差異的表現形態，而且我們需要體會到，對這些角色功能的絕對要求，已經在個人生命中造成了強大的焦慮
和壓抑，更常常形成壓迫和悲劇。我們更需要積極的認識不同身體的不同愉悅需求，不同生命的不同傾向，而不
是以絕對的、純淨的角色規範，一方面創造個人因極力追求合乎標準而產生的焦慮和自責，另方面卻用一套簡
單的、抽象的「尊重」原則來期許青少年們自重自制。老實說，單向宣示「兩性要彼此尊重以便和諧」或「要尊
重自己和別人的身體」，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卻強烈歧視異己，排擠和自己不一樣的人或價值觀點，這種偽善式的
空泛尊重正是產生此刻性別問題的源頭之一。

因此，在處理性和性別方面的各種現象時，我們需要「性／別」教育這個說法，因為它對性和性別之間的複雜糾
葛有深刻的興趣和認識，以平實但深入的方式來看待性這個禁忌話題，以高度敏感但正義的角度來看待性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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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現與操作。但是我們同時也在教育過程中鼓勵大家多多認識在性和性別方面有各種「別」（也
就是差異）的存在及其多樣的面貌，多多注意思考其他的社會差異（如年齡、階級、地域、種族等區別）在性和
性別上的表現。我們相信這樣一個複雜厚實但是肯定差別和歧異的觀察角度，是任何一個現代的、民主的、高度
發展的社會所必備的多元教育觀點。

 

「性／別教育」的歷史脈絡

首先，讓我們用務實的、局勢分析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這樣，我們才會逐漸認識到，過去傳統的
性別教育（也就是性別調教和性別規範）不但在個人的生命中創造了許多不公不義和性別不平等，而且對變遷中
的台灣社會而言，傳統性別教育所生產的主體根本不敷現實所需。

農業生產的時代由於資源有限，經濟和權力都附著於土地的傳承，有強烈性別意含的傳宗接代任務特別被看重，
因此性別的區分區隔被視為是保障這個制度運轉的重要力量。傳統社會的人往往生活在被嚴謹規範區隔的空間
之內，不但男主外，女主內，連家中都有內房和外廳之分，男女各自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內運作，身體的授受之親
都會受到譴責。在這種具體的區隔之下，每個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是侷限而很難變動的，男人和女人被要求扮
演固定的但是分隔的社會角色，也因為這樣，家庭教育以及文化的規範期待都致力於調教男女雙方要呈現各自特
有的氣質和心理，以適應傳統兩性互動模式之所需。

可是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和定位經歷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農業家庭的自足封閉空間被動盪的
、非人情式的工業生產方式逐步打開；家庭中原本由女人擔綱的勞動，被新的現代商品電器所簡化；原本只在家
庭空間中行走的女人，遂被大眾教育和全民就業放置到公共的空間中，承擔起不同於以往的角色，也因而被要求
展現與傳統不同的獨立自足能力和氣質。在這個社會變遷過程中，男人的角色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是隨著家庭
結構和女性角色的變化，男女之間的互動性質和頻率都有了戲劇性的發展，不但接觸的機會更為多樣，雙方之間
的權力關係也時有激盪。角色定位的變動意味著人際互動模式的重新思考，以及性別氣質的重新調整，於是我們
在近年愈來愈常看見兩性關係的緊張狀態。這並不是誰的氣燄高漲，或是兩性角色的迷失混淆，而是一個變動中
的社會在摸索前進的跡象。畢竟，社會就是我們的集合；社會的變動必定包含了男男女女的變動。

以社會變遷的必然及速度而言，成年的男人女人當然還會繼續在緊張中衝突摸索，但是，至少我們已經累積了許
多過去的經驗和認識，已經知道了我們需要前瞻的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中，在媒體和文化的呈現中，調教出和過去
不一樣的、比較合乎現今社會現實需求的新性別角色及關係，使得孩子們從起跑線開始就有更活潑、多元、開闊
的性別意識。我們不但意識到傳統性別教育中的強制和壓迫，認識了它對於異己的醜化和排擠是既不公又殘忍的
，而且我們也看到，這種非常傳統的性教育養不出我們需要的新一代人口。

大家看得很清楚，愈來愈激烈競爭的工業生產模式，要求獨立自信、不退縮自限的人，來承擔各種職位的工作
決策。在這種世界局勢之內，積極進取、主動創意、不固守成規的人格，是新升級的工業生產急切需要的。在另
一方面，民主平等的社會則要求不再權威自大或委屈自棄的人格，以便大家能在差異中理性協商，在衝突中冷靜
合作。這種需求的新主體，絕不是舊性別關係和舊性別角色可以生產出來的- -台灣過去十五年間由民間和官方發
動的大大小小教育改革行動不斷，多多少少都在說明這個事實，也多多少少凸顯了繼續嘗試的必要性。

面對這種大環境中的局勢發展，新的性／別教育勢在必行，而我們愈早認清這個事實，愈早開始為這個事實作具
體的籌劃，具體的執行，就愈有機會避免衝突和緊張所可能帶來的消耗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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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籌劃，具體的執行，就愈有機會避免衝突和緊張所可能帶來的消耗和損失。

 

性／別教育要教什麼？

性／別教育就是教育。

教育應該怎樣做，性／別教育就該怎樣做。例如，教育應該是多元的、創意的、實用的、快樂的、開放的、自
由的、進步的、前瞻的、民主的、求新求變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注重學生差異的、鼓勵學生獨立自主的…。
那麼，性／別教育也應該是這樣的。教育不是現成的統一的死觀念、死知識的灌輸，也不是標準答案的傳授。教
育是思考習慣、分析能力、開闊人格的培養。

教育是漸次認識社會文化如何壓抑異己，如何塑造我們，但是同時也積極的認識在其中有什麼資源可以用來塑造
自我、改變社會。

因此，在教學方面，性／別教室決不是老師一人唱獨腳戲的舞台；相反的，以務實為本的性／別教育總是從學生
個人多樣多元的經驗和認知出發的。

老師們大概在日常的經驗中早就認識到，學生從不是白紙一張，等待教師在上面印下什麼就是什麼。尤其在現今
資訊充斥的社會中，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的日常生活中都已經有了無數和性別與性相關的經驗和感受，這些切身
的經驗就是最鮮活、最有力的教材。因此老師並不需要什麼由中央機構設計的統一教案；相反的，由於每個教室
所處的區域和文化的差異，以及學生背景經驗的多樣面貌，老師其實可以活用手邊的特殊狀況，隨機教學。

有時，問一些不同的問題就可以帶出很不一樣的思考方式。比方說，我們可以請個別學生由自己的家庭生活來觀
察性／別因素的運作。家庭的人口結構有什麼性別考量？對兒子和女兒的期望和態度是什麼？家庭空間是如何分
配的？有無性別角色的規範？家務工作的承擔、家庭預算的主掌都是由什麼過程決定？有沒有性別公式？家中大
小事件的決定權是如何著落的？父親和母親、兒子和女兒在日常生活中的規範和待遇有何差異？對性別個體而言
，這些安排令他們有什麼感受？不滿不公的情緒以什麼方式表現？有什麼協商或抗爭的機會？什麼策略和技術可
以有助於改善狀況？其中的性別運作是什麼樣的？這些自我介紹、敘述、和反省，本來就是一般教室中常有的
活動，只是現在我們鼓勵學生透過性／別的角度來進行而已。

我們也可以利用學校環境當作主題來思考性／別的問題。學生之間有沒有注意到校園中有關性別的差別待遇及
表現？學生有沒有嘗試用小組的方式調查學校中師資的性別分配？職責功能的性別分配？下課時間男生女生做什
麼不一樣的活動？他們的興趣取向有沒有差異？男生女生表現敵意（或善意）時採取什麼方式？語言和意見的表
達上有沒有性別差異？教科書中對性別的描述是什麼樣的？模範人物的性別和他們的工作事蹟之間有什麼關連？
其他課程的教材中有什麼樣的性別假設？各種性別現象中有哪些男生女生是個中異數？他／她們受到什麼樣不公
平的評價和待遇？他／她們如何使得性別角色更加複雜多樣？他／她們的生活經驗和智慧可以為同學提供什麼樣
的有利資訊？同樣的性別分析方法還可以被擴散運用到社會文化中各種卡通、媒體、文學、戲劇、事件、人物等
等素材上，端視老師有多大的主動性和創意，來挪用身邊隨時浮現的文化材料。

學生被鼓勵用這種積極的、主動的態度來觀察自己的學習環境，親身去了解其中運作的成見和歧視，創意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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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改變並挑戰現有成規的策略－－這樣的思想習慣正是教改理念下的新性／別教育的目標。

由以上的例子看來，性／別教育是發現自我、了解自我的教育，是認識社會、認識文化的教育，更可以在這個過
程中透過反省討論，來找尋改善性別環境、改變性別自我的契機。

 

面對惡劣的社會環境， 性／別教育有什麼用嗎？

1996年底開始，一連串女人女童遭受性暴力侵害的事件揭露了本地性別文化最醜陋最恐怖的一面，其後有更多
性傷害事件發生，一時間，「亂世用重典」的說法成為許多人發洩焦慮和憤怒的出口。可是，懲罰是否能有效的
遏止犯罪，這是連犯罪學專家都不敢斷言的事，因為，嚴刑懲罰即使一時產生嚇阻的效力，那也只是把真正推動
犯罪的敵意壓到心理底層去繼續累積繼續強化而已，而懲罰所倚賴的恐嚇力量，很可能還會在壓抑衝動時形成更
大的不滿與侵略。

更重要的是，嚴刑峻法充滿了報復式的衝動，完全沒有碰觸到敵意和暴力的根源。畢竟，每一個暴力犯都有其養
成的過程。令人深思的是，正是因為我們還相信嚴刑峻法是有效的教育方式，因此我們在家庭和學校教育的過程
中本來就常常使用各種暴力來馴訓孩子，這種合法的暴力恐怕正是日後暴力犯罪的養成溫床。

另一方面，生活在台灣這個情慾品質低落的社會中，老師在校園裡常常會遇到和性相關的狀況，例如，女廁所出
現色狼、校門外有暴露狂、男學生侵擾女學生、學生在家中或戶外遭受性侵犯或強暴、甚至連校中的男同事也騷
擾女同事等等。過去我們總以為需要努力的是教學生如何更加警覺的保護自我，防範陌生人，但是我們愈來愈認
識到這些自保措施的盲點，例如：

我們教導孩子提防陌生人，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騷擾事件是由熟識的甚至親近的成人發動的，而孩子之所以對成
年人信任服從，容易受騙受害，正是因為我們一向就教導他們要順服乖巧，尊重長上。這麼說來，傳統的尊卑教
育方式正好害了孩子。真正有助於孩子避免或抗拒傷害的，是鼓勵孩子建立自己全面的自主性以對抗成年人的威
迫利誘（甚至在面對父母師長的權威時也不輕言讓步）。如果只是教他們時刻戒慎恐懼的提防某些成年人的某些
舉動，這種疑神疑鬼式的猜忌教育又將在孩子心中形成何種人格心理的影響呢？

我們教導女生言行穿著舉止要特別檢點、要避免單身到某些地方等等自保原則，每日媒體和長輩們對性侵害的恐
怖描述則再再強化了這類事件的後果嚴重。但是，統計數字證明女子受害和她們的穿著、年齡、舉止並沒有直接
關係，各種警語提醒反而形成女性心中深刻的恐懼，自保倒成了自我侷限，根本而直接的影響到女人的自我實現
，更在親密關係中種下戒懼和猜疑的心理結構。這樣的退縮女性主體絕非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所需，而持續這
種調教方式也只是繼續矮化女性而已。

我們教導男生女生要互相尊重，但是在實際的親子關係、師生關係中，孩子們卻從沒有真正被尊重的對待過。他
們總是被當成無能無力自主、不監控就會亂來的問題人物，更飽受輕蔑、教訓、懲罰，他們要到哪裡去體驗和學
習尊重呢？我們希望男生女生和睦相處，但是無數有關身體和愛情不可靠的警語早就使得他們彼此之間充滿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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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他們和睦到有情有意的地步時，大人們卻又立刻緊張的禁止他們走得太近。這些矛盾的訓示當然使得男
生女生在複雜混亂的情緒中摸索顛仆。

如果說嚴刑峻法或自保式的道德調教都沒有能力切斷或減緩暴力的產生，反而形成孩子人格心理上的恐懼和猜忌
，影響他們日後的人際互動及能力發展，那麼，顯然教師們需要重新反省並質疑她們自己遇到性和性別問題時的
習慣性道德反應，因為這些細微的表達是真正深刻傳達性別成見的時刻。

例如，在處理性騷擾的事件上，真正會有長遠功效的絕不是立刻嚴懲騷擾的學生（那只會鞏固原來存在男女生之
間的猜忌和敵意，並且會在高壓制裁的氣氛中滋生怨恨，甚至引發加倍的恐嚇和報復）。相反的，老師需要用點
心思去理解－－而且幫助加害者理解－－這個行為發生的原因。她需要和善但堅定的誘引學生提出對事件的細
緻敘述，以便從中認識這個行為的深層意義以決定處理方式。老師需要足夠的事實證據和觀察能力，在分析中
了解：是不是傳統的男女角色成見使得他以為用這樣的方式騷擾女生就可以在同儕前證明自己是個男性？是不是
他對情感有太多憧憬和絕對的要求，以致於對得不到回應的感情心生怨恨，而以騷擾洩憤？是不是他在長成過程
中形成什麼特殊的身體需要或幻想，以為這樣騷擾他人就可以得到滿足？

這些不同的動機需要不同的處理，才可能針對原因來找尋紓解的辦法。畢竟，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空中發展敵意，
他總是在一定的文化條件和成見中形成他表達敵意的方式。無論如何，這種事件都可以創造機會，讓所有的學生
和老師透過討論來交換意見並反省檢視現有的性別成見及其影響，藉此對男生女生心目中不同的理想情慾表達方
式進行討論，以便尋求其他的可能運作方式。關鍵是：即使有懲罰，這個懲罰也應該是導正型的，建設型的，而
不是報復、羞辱、或懲罰型的，它必須配合騷擾的動機來導正並積極建設學生未來的人格心理發展。

對被騷擾的一方，老師們不能再使用同情憐憫的語氣和臉色來企圖減輕「傷害」，這種過度的情感貫注只會加強
受害者的自憐，加深這個經驗的痕跡。另外，事情已經發生，老師若是一味強調日後防暴的重要性，這種談論方
式往往同時使得受害的女生以為在她身上所發生的那件事必然是一件重大深遠的傷害，是一件眾人都沒有但是唯
獨我有的慘痛經驗，這反而更加深眾人的關注，也加深受害者的難堪。而且，防暴的過度宣傳同時會加深男生女
生彼此之間的猜忌和心結，反而影響未來的相處。因此老師的做法應該是減輕騷擾的嚴重性。具體的說，不是掩
蓋已經發生的事，而是具體討論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身體互動方式，以及討論對付騷擾者的可行招式。女生中其實
有那種既不怕也不在乎的女生，她們的態度和經驗可以在溝通中被提出來作為練習的範本，使得教室中這類型的
討論可以在沙盤演練中發展成女生壯大自己，增強信心的活動。同時，這種討論和演練也會創造出不一樣的女性
主體來。

（女生中那種既不怕也不在乎騷擾的女生，或者言行不符合傳統性別規範的女生，平常是受到老師的鼓勵還是譴
責呢？男生女生有同樣的言行時，老師是不是會用雙重標準來處理？當老師對女生說：「怎麼都不像女生」、「
女生不要那麼三八」、「女生講話怎麼這樣粗魯（大聲）」、「女生怎麼這麼髒、不愛乾淨」、「女生坐相怎麼
這樣難看」…，老師就正在把很可怕的性別枷鎖套在和別人有點不同的女性主體身上，而這些新的女性主體是很
有可能為其他女性提供新的寶貴經驗和氣勢榜樣，以開拓新的人生道路的。）

暴力和傷害都是在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中漸漸形成的，老師的態度在此過程中更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因此在面對
眼前似乎惡劣到極點的性別文化時，我們更要無懼的、徹底的進行嶄新的、人本的、平等的性／別教育，切斷生
產暴力和傷害的那個文化過程。這大概是性／別教育最深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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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有一對未滿十四歲的國中生，兩小無猜，情深意濃，女主角主動跑到男同學
家中「獻身」，男同學把持不住，二人發生了性關係。女生是心滿意足，但是女方
家長卻心有不甘，於是要求男方拿出四十萬元賠償「損失」，否則便以準強姦罪控
告男生，男方家境清寒，四處借貸才籌出款項，解決了官司的問題。

狗仔隊深入了解案情後發現，女方家長其實是因為聽錯了王菲最新專輯的歌詞，「你快樂，我不
快樂」，因此堅持要把這一對小情侶的快樂轉化為不快樂。在記者追問之下，女方家長也坦承計
畫用這四十萬購買最新的點唱家點唱機，並換裝全套環繞音效裝備，讓女兒的不快樂轉為父母的
大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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