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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妳，

讀完 70、77和 81期的總編序，妳對 12年國教實施後的性別平等教育很是擔

心。妳總問我：性別平等教育會變得如何？這幾年反對勢力的聲浪會不會讓多元

性別教育在學校消失？家長可以幫小孩決定在學校要不要學性平教育嗎？性平教

育會不會漸漸地遠離妳？忙得不可開交的我，總算可以好好地跟妳討論最近的觀

察和想法。

以後學校性平教育會變成什麼樣子，正被緊鑼密鼓審議的 12年國教課綱

給了一些方向。教育部今年 1月 25日發布國語文領域綱要（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07209B號），性別平等教育（以及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的實質

內涵及學習重點被放在附錄二「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裡。雖然不如九年一

貫課程裡性平教育有獨立課綱、課程目標和完整的能力指標，但因為附錄二放在

領域綱要，因此有法規命令的效力。換句話說，若教學工作者想融入性別平等的概

念，附錄二就有學習主題和概念等依據（見右表）；若教科書欲編選和議題有關的

內容，有「性別平等教育融入○○領域學習重點」的舉例說明可做參考。

附錄二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包含九個學習主題，涵蓋了妳關心的性別經驗，帶

來性別平等視角的思考。

有次我問妳：「同學們講髒話嗎？」妳遲疑一下， 吐出「娘娘腔」三個字，

「有些男生的行為比較女生，就被罵了」、「有位同學好像因為這樣轉學了」。如

果學校好好地把學習主題「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

重」納入課程和班級經營，學生們不僅得到更多資源來認識自己，也有機會學習

差異，知道差異的社會建構和排序的後果。

12年國教課綱的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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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議題 /
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生理性別、性

傾向、性別特

質與性別認同

多樣性的尊重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

別認同的多元面貌。

性 E2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 J1 接納自我與他人的性傾向、

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

性 J2 釐清身體意象的性別迷思。

性 U1 肯定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突破個

人發展的性別限制。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與媒體對身體

意象的影響。

性別角色的突

破與性別歧視

的消除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了解家庭、

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

應受性別的限制。

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場中基

於性別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視。

性 U3 分析家庭、學校、職場與媒

體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提出改善

策略。

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

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權相關議題，維

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U4 維護與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

權，並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騷擾、性侵

害與性霸凌的

防治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

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

其求助管道。

性 J5 辨識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

凌的樣態，運用資源解決問題。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

凌相關議題，並熟知權利救濟的管

道與程序。

語言、文字與

符號的性別意

涵分析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

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

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

字進行溝通。

性 J6 探究各種符號中的性別意涵

及人際溝通中的性別問題。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運

用具性別平等的語言及符號。

科技、資訊與

媒體的性別識

讀

性 E7 解讀各種媒體所

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

迷思、偏見與歧視。

性 J8 解讀科技產品的性別意涵。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

別意識形態，並尋求改善策略。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訊能力，不受

性別的限制。

性別權益與公

共參與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

的成就與貢獻。

性 E9 檢視校園中空間

與資源分配的性別落差，

並提出改善建議。

性 J9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法律與性

別平等運動的楷模，具備關懷性別

少數的態度。

性 J10 探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

的性別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運動的歷史發

展，主動參與促進性別平等的社會

公共事務，並積極維護性別權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政策，並提

出看法。

性別權力關係

與互動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

情感表達與人際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

表達情感的能力。

性 J11 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見的

情感表達與溝通，具備與他人平等

互動的能力。

性 J12 省思與他人的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與良好的互動。

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

力議題，養成溝通協商與提升處理

情感挫折的能力。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

力關係。

性別與多元文化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

型態的多樣性。

性 E13 了解不同社會中

的性別文化差異。

性 J13 了解多元家庭型態的性別意

涵。

性 J14 認識社會中性別、種族與階

級的權力結構關係。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際社會的性

別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展性別平等

的本土與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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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 2年級後，弟弟會把「87、笨蛋、沒用」等語詞帶回家，妳每每糾正他，

覺得這些詞語讓人不舒服。為什麼弟弟會開始使用具人身攻擊意涵的話？有沒有可

能他們班男生集體透過這些詞語來建立男子氣概？用貶抑他者或歧視來確立自己的

身份？妳好奇：這是男生成長過程必經的歷程嗎？女生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過程？我

們的生命總有機會面對各種歧視，在學校實施學習主題「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

視的消除」，學生也許可養成自省和處理的能力。

學校請內衣公司來上性教育，簡介第二性徵發育和介紹胸罩穿戴方式。妳說班

上男生哈哈大笑，女生縱使以回罵無聊做為反擊，也無法阻止那些揶揄笑聲。若學

校考慮以「身體自主權的尊重與維護」的概念，設計一系列貼近妳／你們真實生活

的課程，這種取笑他人性別特徵的現象是不是有可能減少？尊重不是口惠，沒有積

極的教育措施，尊重也只是表面的堂皇。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是妳熟悉的學習主題，學校向來做不少宣

導，也有標語提醒。性騷擾和性霸淩與權力關係密不可分，但在防治教育中卻很少

提到這個面向。性別互動中的權力結構、自身權益的主張、如何應對的實作，必須

在課程中提到，防治教育的實踐層次才能顯現出來。

妳對媒體呈現的性別化符號存在著質疑，經常問我：「女生或男生一定要這

樣嗎？」我也總這樣告訴妳：「女生的樣子很多種，男生的樣子很多種，群體內的

差異性說不定比群體之間的差異還要多，而媒體只再現了某些主流文化稱頌的樣

子。」胸罩廣告讓許多女生不滿意自己的身體，廣告中種種符號傳遞了性別化的訊

息來引導觀賞者建構理想的身體意象。罵髒話也許讓女生認為自己掙脫了性別刻板

的束縛，但有沒有可能不透過這樣符號也讓我們掙脫刻板印象？「語言、文字與符

號的性別意涵分析」學習主題就在提醒我們這個概念：符號中介了我們和世界的真

實，社會建構了符號的意義，而裡面的性別訊息需要被解構。

以後要唸自然組還是社會組？上了高中，物理化學和數學會不會很難？妳說妳

要先想起來放，以免以後無所適從。電玩廣告為什麼都是找女生代言？為什麼電玩

中的女性角色都有類似的樣子？社群媒體上的親密關係討論如何偷渡仇女情結？這

些都是「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學習主題會關注的議題。第 81期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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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季刊專題討論了電玩遊戲裡的性別，提供教學者一些知能。

2017年 5月 24日，我們在電腦前面看釋字 748的直播，妳很開心，相愛的人

不分性別終於有了進入婚姻體制的機會，接下來還可以做些什麼，如何以學生的身

分持續關心這件事情，妳一直唸著。「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學習主題以前較少在

性平課程出現，然而，了解性別平權運動的歷史，積極維護性別權益，這個社會的

性平和人權狀態才能往前推進。

當妳開始發展親密關係時，我希望妳記得：一個認真對待伴侶的人，也必然

把伴侶當成可敬的對象。關係是協商而不是委屈，是溝通而不是將就，是互動而

不是討好。人權教育告訴我們，要把對方視為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情感的人，

而不是自己的物品，你不能控制他、剝奪他、取他生命。性別平等教育告訴我們，

要把對方視為一個有尊嚴要平等相待的人，而不是你的奴隸或工具，你不能使用

他、貶抑他、踐踏他。上述種種，希望可以納入「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學習主

題的課程設計。

妳曾問我：反性別平等是不是多元聲音的一種？其實多元文化社會所謂的多

元，從來都不是把紛雜觀點拼湊，然後讓它們相互較勁廝殺。多元指的是挑戰各

種形式的歧視，分析壓迫和權力關係，培養多元文化識能，提倡社會正義的民主素

養。這樣的觀點是「性別與多元文化」學習主題的基礎。

至於家長可否不讓小孩上性平教育，無論在國內法或國外法，家長對於學校教

育之參與和建議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本，家長行使子女的教育選擇權，應立基

於保障人權、自由、反歧視，且不能提供低於公立教育標準的內容。所以，不要擔

心在性平課堂會看不到某些同學，或是有些同學很想上課，卻因為家長的要求而需

到圖書館去。

希望這封信能解答妳的部分疑惑，也希望 12年國教課綱上路之後，性平教育

走的穩健踏實。

	 愛妳的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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