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單元

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認識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和性傾向 

本單元重點

1.瞭解多元性別的概念。

2.瞭解及尊重不同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孩子。

3.認識性別平權的概念及其重要性，給予孩子正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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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暖 身 活 動
家長或許知道「兩性教育」，但聽過「多元性別教育」嗎？是否

知道「同志」是什麼意思呢，又對同志了解多少呢？可能也聽過變
性人，但有聽過「跨性別者」嗎？我們先看看以下的句子，測試看
看自己對於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有哪些理解與想法。

1.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所以當男生表現
出陰柔的特質與舉動，應該要教育他更像男生一點。

2.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個性、人格特質和性別特質，當孩子的性
別特質跟主流價值不同時，應該要好好地支持並鼓勵孩子做自
己。

3.同志是一群穿著裸露的人，跟同志做朋友，也可能變成同志。

4.同志與異性戀一樣，只是在性傾向的認同上有所不同，但都有
愛人、擁有情感、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

5.向孩子進行同志教育，目的在讓孩子認識同志，進而尊重同志，
而不是把孩子變成同志。

上述的說法，不知道爸爸媽媽認同哪幾點呢？或是對於哪
幾點有疑慮或疑問呢？就讓我們帶著疑問、好奇一起來閱讀本
單元，且在問答單元中，會有詳細的解釋與澄清。

� �



二、每 個 孩 子 都 是 不 同 的：
     性 別 特 質（gender traits）

我們都曉得，無論孩子的生理性別是男或是女，他們都具
備一些共通的行為與特質，例如：兒子和女兒都可能同時擁有
陽剛與陰柔、感性與理性的特質，並隨著不同的情境脈絡、對
象或場域，孩子的特質表現會有不同程度的展現，因此我們不
能單用孩子的生理性別將孩子二分，如鼓勵女孩子讀文科，期
待男孩子讀 理 科，或 是限制 孩子的穿 著與行為 舉止一定 要 表
現出傳統的性別特質與行為，我們要學習尊重與接納，每個孩
子的性別特質都是獨一無二的。

雖然性別常常被以「生理性別(註)」（Sex）簡化地二分為
「男性」及「女性」，並不表示世界上就只有兩種不同的人。在
不同的文化中，會對個人的生理性別有不同的性別期望，例如
社會性別（Gender）是來自於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化歷程，社會期
待男性要堅強、勇敢；期待女性要溫柔、文靜，然而社會化過程，
往往存在著性別角色的期待，這等期待往往是二元且刻板的；性
別學者Connell（2009／2011）提醒，若用二分的生理性徵將性
別劃分出男性與女性，二分法會排除女性群體內、男性群體內的
差異，如男性群體的陽剛特質，可能包含有暴力類型與非暴力類
型的陽剛特質，將性別特質二分的結果，亦會忽略性別群體內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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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用來適應生活所發展與表現出來的特質皆有共通與
獨特之處，有一些特質，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身邊的人
對自己生理性別的角色期許，外加上教育與環境的陶冶，塑造出
與生理性別相稱的特質，稱為「性別特質（gender traits）」，亦即
性別特質是一個在社會中的人，自身和其所處的環境對生理性
別的期待，如傳統的社會期待男性應該要陽剛，故男性從小就要
表現出陽剛的特質與行為。

即便環境、文化的制約力很強大，日常在生活中，我們仍會看
見長相斯文、骨架瘦小、說話語氣溫和、對待他人和善的男性，只不
過溫柔特質較不符合傳統文化期待男性的樣子。另一方面，獨立、
有主見在過去被認為是男性應該有的性別特質，而非女性所應具
備的；但隨著觀念演變，許多家長也期許自己所生養的女兒可以不
用溫柔、婉約，但要獨立且有主見，才能在現代社會中自立謀生。

過去我們常聽到「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方式，或認為
「陽剛男」與「陰柔女」有各自適合的工作場域；隨著機器取代人

力，21世紀的就業市場不再像農業社會那麼倚仗體力，而是仰賴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技巧、合作與創新的能力；能在現代適應良好
的男性與女性，皆是具有彈性、能夠調整自己個性去適應環境要
求的人。雖然基於生理性別(註)、社會期望以及教育，我們還是會
在無意間展現出「男孩就應該勇敢」、「女性就應該溫柔」的傳統
性別角色期待，但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性別特質的多元發展，性別
界線再也不像四、五十年前那麼壁壘分明了，許多因為自己無法
勝任傳統性別角色而感到苦惱的青少年，也終於得以放鬆地做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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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別特質是個人的選擇，是孩子自己主觀判斷、感受，
依循自己性向發展的。因此我們要讓孩子理解自己的性別特質，
平日裡不妨問問孩子，他比較喜歡陽剛或陰柔特質的打扮，或兩
者他都可以接受。不僅如此，還可以問他，理想中的男性／女性
要有那些特質，例如：有主見、有擔當、認真、負責任、溫柔、可
愛、善解人意等等，然後再問問孩子，在他的特質當中，是陽剛
特質比較多，還是陰柔特質比較多？不論孩子是陽剛或陰柔特
質較多，都還可以進一步詢問：他喜不喜歡這些特質？喜歡與不
喜歡的理由又是什麼？而他又期待自己擁有哪些特質呢？

看看國際名設計師吳季剛的故事：吳季剛還小的時候，媽
媽並不瞭解他為何喜歡玩洋娃娃，甚至為此帶他去看醫生。醫生
告訴媽媽孩子的性格沒問題，媽媽對吳季剛從擔心變成理解，
全家人從此協助吳季剛適性發展。有了家人的支持與理解當作
靠山，吳季剛終能發揮所長，成為國際的知名設計師。我們也可
以看看國內的著名歌星蕭敬騰，他在主持金曲獎時，配戴女性
的珠寶飾品及以中性化妝容現身紅毯，引發社會熱議，然而眾多
觀眾與網友，都紛紛表態支持他能以中性，甚至以跨性別的妝
扮完成一場精彩的主持工作。由此可知，家長的職責不是壓抑子
女，而是讓孩子適性發展。如此，孩子才能感到快樂，並發揮專
長、對社會有所貢獻。

註：生理性別是從生物學的角度，去區分兩性之間的生理結構差異，
其差異來自於遺傳和生物的結果，像是人類在出生時，生理結構上會
有所差異。

� �



三、讓 孩 子 自 在 地 做 自 己：
     性 別 認 同（gender identity）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性別認同」之名詞定義，為「個
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Fassinger&Arseneau（
2007）對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定義為個體對於自身性
別的認知、概念、特質及表現的方式（引自趙淑珠、郭麗安、劉安
真，2008）。簡單的說，性別認同指的是個人對於自己性別的認
同程度，並能接受與實踐。除了自己建立認同之外，家長也時時
地教育、形塑孩子的認同。由於生殖科技的進步，大部分的胎兒
在尚未出生時，我們已能在產檢過程中知道孩子的性別，而週遭
的親友肯定也很關心孩子的性別，包括：想替孩子取一個適合男
生或女生的名字；若是男生，可能會預先購買「屬於男孩的」玩具
或用品，如藍色的衣物、玩偶、槍與汽車等；若是女生，則可能購
買粉紅色的衣物、絨毛玩具、洋娃娃等，這是我們憑藉著孩子的
生理性別做出的差異性選擇，且極具性別刻板化（sex stereo-
types）之意涵，深怕在孩子出生時，送出不符合其性別特徵的禮
物而感到尷尬，但這樣的善意存在著性別化的區隔與教養對待的
方式。

待孩子出生後，無論是我們、家中長輩或是其他人，都會對
不同性別的孩子，有著相對應的教育或期待，例如：幫男嬰穿上
褲子、剪短髮；女嬰則穿上可愛的小洋裝、裙子，蓄長髮；當然也
包括幫孩子取一個符合其生理性別特徵或反映家族性別期望的
名字。這些都是大人們對尚未接受正式教育的孩子，潛移默化中
所進行的性別教育，也可說是我們對於孩子的性別認同的既定
想像與期待，亦即我們期待孩子的性別表現與生理性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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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孩子也會根據我們對他／她的性別期待，去慢
慢形塑屬於自己的認同，進而認同他／她自己。這代表孩子的性
別認同除了他自己本身的期待、看法外，也融入了旁人對他的期
待與看法。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孩子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與他
人展現的異／同，並在文化與社會的潛移默化之下，逐漸地形成
自己的「性別認同」，表現出自己的性別特質。也就是說，性別認
同是個循序漸進、建構、形塑與實踐自我的歷程，且具有時代與
文化上的差異。

由於過去男尊女卑的觀念較為濃厚，女性無法接受教育的
故事時有所聞，有許多女性內心始終對身為女性感受到相當地
委屈，甚至有「恨不能生為男兒身」的感嘆，導致她們對自己的
性別認同較男性來說更為脆弱。幸好，時至今日，社會對性別角
色的期待再也沒有如過往那般封建與保守，這世代的青少年，
都不必再像過去一樣拘束了。

但不可諱言，社會當中仍有少部分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別表
達和其生理性別明顯不同，如跨性別者（transgender）。這些
跨性別的青少年在校園生活時，要比那些在出生時，即在性別
認同上與自身的生理性別相符的順性別青少年要辛苦多了，跨
性別的青少年需要花更加倍的時間，被看見、理解與肯定，且容
易因自身的不同，引來言語、肢體或情境氛圍的不友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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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家長或許會想問：什麼是跨性別者呢？跨性別者（註）
是一個統稱，指性別認同與性別表達與出生時的性別不符者，其
中性別認同指的是一個人認同自己身為男性、女性或其他性別的
心理認同；性別表現則是指一個人透過行為、衣著、髮型、聲音或
身體特徵等，來向他人表達自己所認同的性別（美國心理學會，
2011）。以下補充說明兩個專有名詞：順性別者（Cisgender）與
跨性別者（transgender）。

1.順性別者（Cisgender）：是指個人的性別認同和出生時的生理
性別相同，例如出生時醫生判斷他是男性，而他也自認為是男性。
2.跨性別者（transgender）：是指個人的性別認同與出生時的性
別指定不同，例如出生時醫生判斷某人是男性，而他卻自認為是
女性。

事實上，臺灣有跨性別者的故事，臺灣知名作家朱天心有個
女兒，叫做謝海盟，海盟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個擁有女性性器官的
女生，心理上卻一直覺得自己是男生，也因為不喜歡自己的女性
身體，時常感到困擾；海盟想要進行跨性別手術前，母親朱天心
也多次擔任反方與海盟辯論，並擔心女兒作為性少數者會被攻擊
與審視，直到海盟跟母親說：「我寧願以一個男兒身死在手術台
上，也不要以一個女兒身長命百歲」等多次且長期的爭論後，最
後母親允諾並陪同海盟去進行手術，並在術後陪伴在海盟身旁。
海盟的母親之所以最後會妥協，無非就是希望海盟能夠健康、平
安地活著（朱天心，2018）。除此之外，中國知名現代舞舞蹈家金
星原本生理性別是男性，後來透過跨性別手術成為女性，並與德
國男子結婚，透過領養孩子的方式組成家庭。

註：有時跨性別者（transgender）被稱為變性人（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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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孩子好好認識自己，並尊重他人的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性傾向是指一個人受他人吸引的感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的
性傾向為異性戀（Heterosexuality），但有少數人的性傾向為同性
戀（Homosexuality），也就是我們所聽到、談及的「同志」(註)。
趙淑珠、郭麗安與劉安真（2008）對「同志」提出簡單扼要的定義：
「同志是一種身分認同、自我認同，也是一種族群的認同、文化的
認同。」

小的時候，我們總覺得自己可以喜歡一個人而無關乎性別，
但是長大後，我們對愛的人多了親密互動，並開始想要「獨占其
愛」。此時，雙方的性別就成了自己、社會及成人關注的焦點之
一。社會仍視喜歡異性為主流，把喜歡同性的人被視為異端。部
分的青少年，因為觀察到自己來往的對象以及喜歡的人都是同
性而感到不安，光是如此就已經夠慌張了，旁人又常用一個人跟

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跨性別者都會進行跨性別手術，有的跨
性別者只是想要在穿著打扮進行改變而已，如知名網路youtu-
ber小A辣為生理男性，經常在觀眾面前呈現陰柔打扮與展現陰
柔的行為，但小A辣並沒有，也不想進行跨性別手術；海盟則是屬
於想要穿著打扮像男生，還期待自己有男性性徵。換言之，跨性者
族群是非常多元的，並非每個跨性別者都想進行跨性別手術。不
管孩子認為自己為男孩或女孩，孩子始終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
任務便是陪著孩子快樂、幸福地長大。在談了性別認同之後，接
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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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同志」一詞是香港劇作家林奕華所提出的概念，在1989年，林奕華
在香港創辦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影展，並將該影展訂為「香港同志影展」，
影展名稱的意涵有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後「同志」一詞
被香港與臺灣用來泛指同性戀。

什麼性別的人交往，去判斷他是同志還是異性戀，使他擔心

自己會被同儕冠上「怪胎」或「不正常」的名號，而家長出自於愛

護的心情，皆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大家都一樣都是異性戀，才不會

在臺灣社會活得太辛苦，也因為如此，免不了去關注孩子來往對

象的性別。在重重的壓力之下，不難想見，青少年同志一方面要

面對自己內心的恐慌，還要考量父母的關注以及同儕的嘲笑，這

樣的生活確實非常難受。

作為家長，我們最在意的事是孩子的幸福，而孩子對於自己

未來想和什麼樣的伴侶一起生活，最終還是由其認定的。我們要

教導孩子的是：與人來往時應該重視關係中的品質與雙方的契合

度，並且尊重那些與自己有不同選擇的人。比方說，孩子選擇與

異性來往，但同學、鄰居、朋友當中有人可能是同志，那我們就要

教育孩子尊重不同的人。如同孩子的班上有不同種族的人，我們

要遵循相同的道理來教育孩子去理解、尊重和接納與自己出身背

景不同的人。家庭中的愛、包容與接納，是我們做為家長的主要

信仰，教導孩子尊重、包容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是首要的事，讓孩

子學會尊重、接納不同性傾向的人，這不僅是一種愛的教育，更

是現代社會中所應具備的「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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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給家長的建議

（一）跳脫性傾向的分類　　
過去我們對於男生喜歡男生、女生喜歡女生會有刻板單一的分

類，學術界也企圖以同性戀（同志）、異性戀來區分人類的性傾向，但

這些名詞其實無法涵蓋所有族群。對於一個人性傾向的判斷，不能

光憑個人是否對異性或同性有無性慾，還必須理解個體對他人的情

感需求。與其將人分類，倒不如教孩子用一個較為開放的態度去看

待一個人的性傾向，別急著把任何一個人放進同志的定義裡。若是

孩子對自己的性傾向感到迷惘，我們要先安定自己心神，才能泰然

地陪伴孩子面對自己的迷惘、協助孩子成長。就像我們年輕時面對

求學或求職也有過迷惘困惑的時刻，若能用這種態度去看待孩子自

我性別認同的發展，我們就能成為孩子成長路途上的助力。

（二）從日常生活中關心孩子的情感關係
我們若好奇青春期孩子的性傾向，可以試著關心孩子近期的

交友情形，並與孩子討論他們喜歡這些人的什麼人格特質，或是這

些人做了什麼而令孩子很喜歡，而孩子又做了什麼讓對方開心。換

句話說，我們要去探問孩子怎麼跟他人互動，互動的情形為何，陪著

孩子一步一步去認識他們的情感所好，促使孩子願意和我們分享自

己的內心世界、讓我們參與他們的自我發展歷程，這樣我們才能探

知孩子的情事，進而發揮協助的功能。千萬不要急著分類孩子，逼迫

孩子在不明就理前就選了邊站，恐怕還會因此弄巧成拙，傷了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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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許多與性別相關的事情都因著社會發展的狀況，而有了

180度的轉變，譬如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1900年代初期，粉紅

色被認為是陽剛／男性的顏色，而現在反而被視為是陰柔的顏

色，且往往被視為女性的代表色。

性別這個名詞越來越被學術界視為是一種社會屬性，而不

是一種可以明確區分的本質了。同性戀在1970年代以前，普遍地

被精神醫學界視為一種障礙或疾病，但在那之後，40幾年以來精

神醫學界再也不認為同性戀是一種需要處遇、治療、矯正的疾病

或症狀了（詳閱本章第15頁問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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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答時間
底下我們針對爸爸媽媽較關心的性別議題進行問答：

（一）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未臻成熟，我們只要和孩子說人分為
男性與女性2種，為何要在這個時期就和孩子討論多元性別的
相關議題？這不會讓孩子性別錯亂嗎？

回答：生理性別（sex）確實是天生的，確實分為男性與女性，只是

現在所談到的多元性別、社會性別（gender），指的是性別特質，性

別特質有天生成份也有後天學習，如有些孩子天生勇敢好奇，有些

孩子天生羞怯內向。越來越多的研究與觀察顯示，性別特質和文化

有密切的關連，例如，不同國家的女性彼此間的性別特質就有明顯

差異，好比日本的女性被認為比其他先進國家的女性要來得「女性

化」，因為該國期待女性要符合傳統角色，因此日本女性較常為家

人準備飲食，花較多時間打扮外表，更直接的說法是，比較溫柔有

女人味。由於跨國間的男女性特質存有明顯差異，許多學術界的人

將性別特質稱為「文化性別」，指明了性別特質，如外表、言語、動作

等各方面的特質都與社會文化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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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談論性別特質不會讓孩子在性別上感到錯亂，反而是

讓孩子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Bem認為擁有男

性與女性特質的人，更能適應生活，因為越有豐富特質的個體，才

能夠因應不同的環境，因此我們在孩子的行為上，不要以性別偏

見去規範孩子的行為，而是陪同孩子去認識、體驗身上所有的特

質，一起理解、反省社會對個人的性別角色期待，最終，我們的孩

子才能成為一個剛柔並濟完整的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課程教學

中納入多元性別的概念，也就是在課程教學上提供多元性別概念

之正確知識，期待能提升學校師生的性別平等意識，藉此對不同

性別或性傾向者給予尊重與善待，落實「更多認識、不再歧視」、

「看見多元、尊重差異」的性別平等教育目標，保障每個學生的受

教權，我們一定要和學校老師合作，相信學校的性別教育，讓所有

的孩子都可以快樂學習、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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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現孩子打扮不符合他的生理性別跟社會觀感
（例如：男孩蓄長髮、戴耳環、買保養品，女孩剪短髮、
不穿裙子等），真擔心孩子的性傾向，我該怎麼辦呢？

回答:性別特質與性傾向是兩回事，孩子的裝扮風格代表他們擁有

屬於自己對外貌的期待與審美觀。雖然家長難免會希望孩子的衣

著能符合其生理性別與社會期待，但我們不用刻板地用生理性別

來分類一個人的外表，畢竟因孩子穿搭衣服或打扮的事情，造成親

子衝突反而得不償失。孩子的穿著打扮與自己生理性別相異，跟「

服裝認同」與「身體意象」這兩個概念比較有關，跟「性傾向」較無關

聯，譬如許多花美男就喜歡和女生一樣穿著時尚、熱衷肌膚保養或

染髮。同理可證，我們不宜將孩子的裝扮風格與性傾向兩者之間做

過多的聯想。

我們可以和孩子討論不同國家人民的服裝打扮，看看其他

國家的民眾對於男性與女性在服裝上的期許與要求，進而去了

解世界各地對於穿著打扮的期待與要求。透過討論的過程，您可

能會發現，孩子想走較陰柔的風格路線是受到不同文化穿著的

影響，譬如日本、韓國的年輕男性打扮得比臺灣男性中性，他們

有些男裝設計即是亦陰亦陽。所以說，孩子選擇與自己性別相異

的裝扮，可能只是單純出自流行喜愛，如果能開放地與孩子交流

溝通，試著瞭解他們的穿搭風格，反而會讓你對孩子的內心世界

多一層瞭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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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時看到孩子打扮的很陽剛，有時又在房間
看到他在敷臉，在穿著上又亦陰亦柔，孩子的性別
會不會就此錯亂，跑去變性啊？

回答:孩子有時候的性別行為表現，可能不符合他的生理性別，這

是常見的事，尤其孩子在一個能夠經常接觸不同流行文化的世代，

實屬正常。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女性經常被要求長髮、著長裙，但

近年來，許多女性長年留短髮、穿長褲，我們也習以為常，並不會認

為這些女性要去變性或是性別錯亂。

當孩子打扮忽陽忽陰，我們或許會聯想到跨性別者，甚至想到

孩子會不會去變性，再次澄清並非所有跨性別者都會去變性，也不

是孩子有不同性別的打扮就是跨性別者，因此不用擔心或猜測孩子

是否為跨性別者或是想變性，但我們倒可以跟孩子討論以下3點：

1.這些衣服是去哪裡買的？曾看過誰穿過類似的衣服？

2.同學朋友之間也會像你這樣打扮嗎？當他們看到你的穿著打

扮有什麼想法或感受呢？

3.你喜歡自己的穿著打扮嗎？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呢？

每個世代的流行穿著皆不同，就如同1960年代喇叭褲在美國

開始流行，「貓王」的裝扮把它推向了時尚的巔峰，也流傳到臺灣來。

但這幾年，臺灣年輕人則流行在牛仔褲上剪出大小不同的洞、刷出

鬚線，顯現屬於他們的時尚感與審美觀，簡言之，不同的世代，對流

行裝扮有各自的表述，家長毋須將自我的審美觀強加在孩子身上，

重點應該放在因應場合的不同，有不同的裝扮才是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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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知道男女要平等，只是在家庭教育，又該如
何破除刻板的性別教養呢？

回答:過去常見男性企業家、男性科學家、男性政治家，近年來也能

看見傑出的女性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女性科學家如瑪麗亞·斯克

沃多夫斯卡－居禮（俗稱居里夫人）、女性政治家如德國總理梅克

爾、臺灣知名女性企業家王雪紅，臺灣首位女總統蔡英文，或是臺

灣羽球國手戴資穎，都可以看見女性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也可以

發現部分臺灣男性也開始從事非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如阿

基師、吳寶春皆在餐飲界上大放異彩，打破過去男人不下廚、不進

廚房的大男人論述。

在教養孩子的原則上，可以從日常的服裝上，打破刻板的要求：

如男孩一定要短髮、女孩盡量留長髮、男孩盡量穿褲子、女孩盡量穿

裙子；男孩動作要大而化之不要扭捏、女孩子動作要輕柔不急躁等；

在孩子的科系選擇，盡量讓孩子適性發展，如女孩子對數理、體育感

興趣，就鼓勵孩子往自己的興趣發展，現今的社會不乏優秀的女數

理學家、女運動家等；男孩若想從事非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如

服裝設計師、髮型設計師、護士等，亦有學習的楷模。

刻板的教養論述族繁不及備載，而破持性別刻板教養的最大原

則是，男女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好比說門禁，應該男女孩是一樣的；

男孩或女孩都應從事家務勞動；當孩子進入一段親密關係時，也應教

育孩子要有平權、對等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對男孩與女

孩的標準與要求是否一致檢視起，這是通往平等性別

教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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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社會各界為了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有很大的
紛歧，別人都說如果學校實施「同志教育」，就會把孩子教
成同志，這是真的嗎？

回答:根據陳珮雯（2018）的「性教育網路大調查」中，發現70%的家

長不清楚性別平等教育在教些什麼。事實上，性別平等教育的核心

概念為：教導學生「瞭解自己、尊重他人」，因為認識、所以理解；因為

理解，不再歧視，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不但可以減少性霸凌事件，也讓

校園環境更加友善。

我國為何要在教育體制中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呢？聯合國早在

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強調男女

應平等且共同享有經濟、社會、文化、公民與政治權利，「性別平等」

早已是國際的潮流趨勢，教育的目標之一是養成具國際觀的世界公

民，「性別平等」自然是重要的學習課題。

2000 年屏東某國中校園發生了「葉永鋕事件 」，引起社會各界

對建置性別友善校園環境的重視，在專家與民間團體等的努力下，

我國在2004 年公布施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旨在促進性別地位之

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

育資源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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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於我們對同志的好奇，也擔心孩子變成同志，因而
想要理解同志是不是基因突變？還是上輩子做錯事被懲
罰？或是因為趕流行而被同儕帶壞？

回答:目前的科學研究中，沒有任何一個研究結果可以完全解釋一

個人喜歡同性或喜歡異性的原因是什麼。只不過，由於大多數人都

是異性戀，所以被視為理所當然且正常的，反過來說，由於同性戀是

社會中的少數，因此常被當成異類或不正常的人。在過去男女因為

生理構造的差異，使得女性多在家中生育及哺育孩子，並認為男人

可以賺錢、養家，具有生產力，在此脈絡下，凸顯男性了價值，進而形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活動的內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

則第13條規定，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及「同志教育」等課

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學習看見差異、認識多元、實踐尊

重。特別要說明的是，「同志教育」並非「同志養成教育」，而是「同志

認識教育」，目的是讓學生知道、尊重不同的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

性傾向。

當我們愈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愈可以降低校園的性霸凌，並破

除對性別的偏見與歧視，因此同志教育是性別平等教育很重要的

環節。總而言之，「性別平等教育」目的在養成學生尊重與善待不同

性別、不同性別特質、不同性傾向者，建置性別友善的教育環境，保

障每位學生在校園的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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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葉永鋕事件是臺灣關於多元性別議題的校園事件。葉永鋕（1985年－
2000年）生前就讀於屏東縣高樹國中，因其與眾不同的性別特質而遭到同
學霸凌，不敢於下課時間上廁所。2000年4月20日早上，葉永鋕在接近下課
時，提前離開教室去上廁所，事後被發現傷重倒臥血泊中，送醫後不治死
亡。此事件引起臺灣社會對性別教育的討論，使原《兩性平等教育法》在
2004年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政策也從傳統二元的兩性教育延
伸變成更具多元的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_M9ZId2QAY

成男尊女卑的現象，也將男尊女卑的情形視為理所當然，但我們的

觀念會與時俱進，我們接受了現代教育，現代教育強調人人皆為平

等，所以孩子或他們的好友性傾向為何，都不要因為恐懼、嫌惡或慌

張，而急著揣測或批評人家怎麼會是同性戀，應該要抱持著尊重的

態度。

徐志雲（2017）與江河清（2017）皆提到，去探討同性戀的成因

與形成，已預設了同志是有問題、不正常的，就如同我們不會去探

討異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的，若真要發問，則應該問：「性傾向形成

的原因？」，另一方面，目前任何科學研究皆無法完整說明同志的「

成因」，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都是性傾向的其中一種！再者，如果

可以選擇，一定沒有人願意生來就被別人另眼相看呀！

有擔當

理性

開朗

善解人意

細膩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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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些時候會聽見孩子說他欣賞同性別的朋友，那他
是不是同志？有時想質問孩子，但又害怕發生衝突，該怎
麼辦呀？

回答:青少年喜歡同性別的朋友，往往只是覺得雙方很聊得來，並

非都在談戀愛。我們自己在青少年時應該也有一些很喜歡的同性

朋友，甚至可以「換帖」（閩語）到終身呢！回過頭來說，就算孩子真

的十分欣賞某位特定同性朋友，家長需要思考的是：「孩子是否因

表達在乎之意卻被對方拒絕而感到難過、失落？」、「該如何協助孩

子學習維繫關係的技巧？」，為此我們可以遵循以下3點，去探問孩

子，他所欣賞的朋友有哪些特質

1.你欣賞朋友的特質有哪些？為什麼你這麼欣賞呢？

2.當你欣賞朋友時，你有讓朋友知道嗎？你用什麼方式讓對方知道

的呢？

3.朋友欣賞你哪些特質呢？自己與對方的特質中，又有哪些不一樣

的地方呢？

透過開放式的提問我們可以更知道孩子的交友情況，也可以知

道孩子為何喜歡對方的原因，當孩子願意與我們分享私人情感，家

長亦要表明自己有興趣聆聽，除了避免大驚小怪，也要瞭解孩子學

會了哪些維繫關係的技巧。而若友誼關係不對等，則要嘗試主動提

出來和孩子討論關係公平的原則，如此一來，孩子會覺得我們是和

他是同一國的。家長若能陪著孩子走過每一段情感經歷，將會成為

親子間最值得珍藏的共同記憶。記得，如果孩子只是要分享關係困

擾，而不是性傾向問題，家長不能不管孩子的感受，硬是要孩子表明

自己的性傾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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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果孩子最要好的朋友是同志，而且孩子還被同志
好友告白，孩子會不會因此被同志引誘而成為同志，這該
怎麼辦？

回答: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科學證據顯示，同志這個身分是會「

傳染」的。可以確認的是沒有人天生就歧視他人或有性別偏見，都

是透過小從大小所見所聞和學習而來。如果孩子的好朋友誠實向

他／她出櫃，那孩子一定是個值得信任的同學或朋友。孩子可以透

過這個機會認識同志族群、瞭解同志的情感，並且學習接納以及理

解各種不同的人。正如我們期待孩子能與不同國籍的人相互往來

為美事，因此鼓勵孩子與同志朋友維持友誼，透過真實的互動、看

見與理解同志族群的處境，對照媒體所傳遞對於同志的描繪，有何

不同與相同之處，都是理解差異的寶貴機會。如果孩子可以認識他

人的生活、文化、習慣等經驗，未來進入職場後的競爭力、適應力，

甚至是人際關係也都能夠隨之提升。

因為同志是一種身分上的認同，所以孩子被同志喜歡、告白，也

不會變成同志，更不可能會被誘發而成為同志。每個孩子都會有自

己的認同，若我們的孩子不喜歡同性，當然就沒有被引誘這件事，當

孩子遇到同性向他告白，但自己卻不喜歡對方時，我們可以教導孩

子如何拒絕別人的追求，並避免在表達拒絕的過程中，因為自身對

同志的主觀感受而產生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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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孩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傾向認同，除了要尊重朋友的

性傾向，也要跟孩子討論如何與朋友保持良好的人際界限與關係，

教導孩子如何善意地拒絕對方，讓孩子向朋友說明，拒絕的理由並

不是因為對對方的性傾向感到厭惡，而是孩子並不喜歡對方。反之

若我們的孩子為同志，向同學告白後，卻被同學霸凌、歧視，我們一

定要為孩子挺身而出，在平時的家庭教育中，就要讓孩子們對於同

志有基本的認識與尊重，才能在我們的同志孩子受到覇凌、攻擊或

侵犯事件後，不會因為自己的身份有羞愧感，以及降低不敢跟我們

求救的情況發生，此外，杜絕校園性霸凌的概念與因應方式請參考

第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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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孩子說他想參加同志遊行，我該讓他去嗎? 他去了
會不會被以為是同志?或者變成同志？

回答:同志遊行的目的，是同志希望能被社會大眾看見他們的存在，

而選擇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的人，除了多元性別族群（又為「LGBT族

群」（註））之外，也不乏對同志表達友善，或想進一步了解同志何以

需要透過遊行來發聲的朋友。近年來，臺灣的同志遊行裡出現不少

對同志友善的異性戀者（一般稱為「直同志」），甚至也有許多異性戀

家長會帶著孩子一起參加遊行。此外，有關同志的講座也多是討論

同志的自我認同、同志的出櫃策略、同志如何面對歧視與偏見，跟同

志養成沒有關係。參加上述的活動，孩子有機會增廣見聞長知識，也

學習如何友善地對待同志，但是並不會因此變成同志。

若孩子想要參加同志遊行，我們可以問孩子參加的目的是什

麼，是學校的作業嗎？還是陪著同學去的？或者想瞭解與自己不同

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的人是如何過生活的？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關

心的面向。假如有意願，我們也可以陪著孩子去參加同志遊行，瞭

解同志上街是要訴求什麼，進而理解孩子想加入遊行行列的想法，

更可以與孩子一同認識與討論全世界各地、各大城市舉辦的同志

遊行與臺灣的有何不同。

註：LGBT是取自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
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名詞字首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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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不是我在教養上有錯，沒有把孩子教好，以至於孩
子是同志？

回答:家長聽到孩子是同志時，可能會出現自責、羞愧、憤怒的情緒，

並質疑是不是沒給孩子一個溫暖的家，或是在教養上有所偏差，而

怪罪自己是個不好的爸媽，誤以為自己沒教好孩子。孩子是不是同

志跟我們的教養方式無關，根據國內外許多研究都指出，同志的父

母，不乏是優秀的爸媽，所以家長毋須自責。外界確實對同志的家長

有一些汙名說法，但我們千萬要有過濾錯誤資訊的能力。假設家長

真的難以接受孩子是同志，且總是感受到負面情緒，這樣的負面情

緒可能來自家長生養孩子的自責與愧疚，也可能來自於身邊的人總

是把同志視為有問題、汙名的連結。外在的社會壓力影響的確存在，

更大的壓力是擔心孩子的未來。因此我們可以試著尋求社會資源，

如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會資源除了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痛

苦、解除自己的焦慮與不安，也能引領我們瞭解孩子的處境，進而陪

伴他們健康地發展、享有身心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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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當孩子是同志時，需要帶孩子去治療、矯正嗎？

回答: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在1973年發表了正式決議，把同志從精

神疾病診斷手冊中剔除，並聲明：「同志身分並不會損害一個人的

判斷力、穩定性以及可靠性」，公開呼籲各界停止對同志的歧視。一

直以來，科學家也不斷地探究同志在心理健康或人格健全上是否

與異性戀有異，而許多研究都已經證實同志與異性戀在上述表現

上並沒有差別。雖然目前仍有少數特定宗教團體宣稱「同志是可以

被治療的」，但這已經違反了心理專業倫理。在臺灣，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TCPU）通過《諮商心理師專

業倫理守則》（2012.1）第七條明確提到，諮商心理師提供諮商服

務時，必須尊重案主的文化背景與個別差異，不能因案主的年齡、

性別、種族、國籍、出生地、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性傾向、身心障礙、

語言、社經地位等因素而有歧視之態度或行為。TCPU並於2017年

時發表明確的聲明：同性戀是一種人類性傾向的展現，並非疾病或

不正常，並表明任何以醫療或其他方式去轉變性傾向都是不被允

許的。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於 2018年2月以函釋方式，禁

止醫療界從事「轉性治療(註)」；衛福部表示：無論是世界精神醫學

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性組織

都一致地認為性傾向、同性戀並不是疾病，因此任何宣稱可以扭轉

性傾向的治療，皆不是被科學與醫學所認可的行為，未來以治療、

扭轉同志性傾向為名義的醫療行為皆已違法，如有任何機構或人

員執行「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則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或刑法第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

行使權利」，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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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對於孩子性傾向有所疑慮，可以尋求具有性別平等素

養的心理師或醫師幫忙，而且最好能以親子諮商的方式共同會談，

如此一來，孩子可以理解家長的想法與顧慮，家長也可以知道孩子

的認同發展情況，並能在專家的協助下維繫親子關係，這對雙方都

是重要的。

七、結語

孩子有幸生長在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孩子可以展現自

己的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之外，也學習尊重與自己不同的

人，我們該慶幸自己能與孩子一起學習、共同成長，去看見這世界

原來有各式各樣的人，在和與不同的人相處、互動下，更理解多元

性別族群，藉此拓展視野，讓自己與孩子成為更棒、更友善的人。

註：也就是所謂的「性傾向扭轉治療」，目的在改變同志的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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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連結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同志諮商專業人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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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資源

→全國家庭教育網（https://moe.familyedu.moe.gov.tw/）

→各直轄市及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如附錄1）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手機請加撥02）

臺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董氏基金會—華文心理健康網 http://www.etmh.org/

心理諮商資源

→張老師中心（1980專線）

→生命線協會（1995專線）

→各直轄市及縣市心理衛生中心（如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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