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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性」福嗎你「性」福嗎? 談台灣性教育問題談台灣性教育問題

2009-10-10  記者 宋宜玲 報導

 

擁有性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應該要用正向的態度面對。
圖片來源：googl圖庫

 

「性」對受傳統儒家觀念束縛的中國人而言，一直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議題，近年來由於民風

日漸開放，舉凡同性戀、多P性交、性愛等以往禁忌的性話題早已見怪不怪。但詭譎的是，學校

健康教育只有論及兩性生理結構的表面課程，且台灣的家長多數不願意與小孩談論性問題，或者

只是避重就輕的帶過，並不能夠真正為賀爾蒙正旺盛、對性充滿好奇的青少年解惑；大學生雖然

已是成年人，但若青少年時期沒有被灌輸正確的性知識，到了大學也沒有一個專門課程在談論性

教育，當其思想與行為有所偏差，是否能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全責也是很大的問題。

 

少了學校和家庭的管道獲知性知識，學生只好轉向同儕、報章雜誌與網路來攫取資訊，然而當媒

體未盡守門員的責任，使充斥在社會上的性資訊良莠淆雜時，誰來負責教導學生正確選擇？且近

年來傳媒報導的性犯罪者，也不乏高學歷、高位階的人，告誡台灣性教育推廣刻不容緩，改善不

僅是政府的工作，更是人人都該關切的議題。

 

 

台灣令人堪憂的性教育問題台灣令人堪憂的性教育問題

根據民國九十三年性教育協會統計指出，台灣的成年人有59％性知識不及格，平均僅有48.79分

。平均分數最高者為18–24歲的成年人，而得分數最低則落在45–55歲區間，且統計顯示國人獲

取性知識的管道多為報章雜誌與網路，遇到性方面的問題，鮮少有人會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雖

然是五年前的資訊，國人現今的性知識分數可能會有所更動，但透過數據仍可看出性知識是否充

足，與年齡、學歷不成正比。

 

杏陵醫學基金會執行長晏涵文也在今年九月底發表「全國青少年性教育成果調查」，針對12–17

歲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畢業者5%有過性經驗，10%的高中職生曾有婚前性行為，

其中不乏有援交、一夜情、懷孕、網戀的經驗；另外還有一項報告表示，有六成五的學生認為學

校性教育課程時數不足，且僅四成的學生滿意學校健教老師的教學。「除了國中健康課本，絕大

多數性知識都是自己上網搜尋的。」諮商中心志工黃嘉偉的言詞也說明了學校教育體系的不足與

網路的滲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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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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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享受性的權利與義
務。
圖片來源：google圖庫

俗語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台灣性教育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們太過避諱談論性，反而造成性誤導

與性偏差。「當我國一兒子輕鬆地告訴我如果女生懷孕，墮胎就能了事時，我都嚇傻了。」育有

一子一女的黃杉楹分享他與兒子相處的經驗，他表示雖然很開明，但也鮮少與兒子談論性話題，

這樣的偏差觀念也不知他從何學來，只能盡快找時間與兒子溝通，以免誤入歧途。交大機械學生

鄭宥澄也表示：「除非我兒子自己問我，或被我發現他看A片時，我才會跟他談性吧！」由此可

見儘管時代進步，對於親子之間的性溝通普遍上仍抱持迴避的態度。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 足以攻錯足以攻錯

「No Condom, No Deal.（沒有保險套，做愛免談。）」的觀念在西方早已根深蒂固，談到教

育美國會在課堂上示範如何正確穿戴保險套及其他避孕方法，高中時也談論婚姻、家庭、同性戀

、賣淫現象、性變態等，並發放保險套給學生；瑞典更早在一九九三年就已開始教導「避孕教育

」，該國的性犯罪、墮胎比率以及性病的比率都遠低於其他國家。日本對於性教育也相當重視，

從幼稚園就開始教導健康的性問題，在高中教育階段除了學習避孕、性病知識外，進而探討道德

倫理與流產問題，家長也會願意敞開心胸與孩子談論。透過這些案例足以可見，以正面積極的態

度來看待性教育，更有助於減少未婚懷孕的機會，且保障學生的身心健康。

 

反觀台灣社會，性教育還僅停留在消極的宣導，國中時期談未婚懷孕，到了高中才教導避孕方法

，並沒有更深入的讓學生了解性的真諦。當教育趕不上時代開放的腳步，學校家庭的教育功能很

容易被其他媒介取代，然而當新聞媒體開始以腥羶色為報導主軸，政商名流醜聞與殘害天良的性

犯罪事件不斷上演，網路平台又具高度匿名性、虛擬性與互動性時，任何人都可以主動閱讀攝取

，也可肆無忌憚的在網路上大放厥詞，當一個人的性觀念沒有被教導完善，媒體仿效便容易使其

價值觀變質，開學前九月墮胎潮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媒體一直不斷播送相關新聞，沒有譴責也沒

有勸導，讓人誤信性犯罪被合理化且可以被大眾注視，傳播媒體責無旁貸。

 

因此針對學校教育，晏涵文也強烈建議，教育部健教課程綱要的改善應該從行政體系著手，進行

長期規畫，並以在職進修方式加強學校師資品質，提供學生更完善的教育空間。家長也應教導孩

子是非判斷，並幫助他們選擇正確的媒體資訊。

 

 

「性」是健康的生理性活動「性」是健康的生理性活動

實際上，性對生物來說是一件很神聖又不可或缺的事情，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從事性交的目的是

為了繁衍下一代，是一種自然的生物性活動，以產生更好的基因與進化，達成達爾文「適者生存

，不適者淘汰。」的自然原則。然而由於醫學科技進步，人類發明了許多避免精子、卵子結合受

孕的配套措施，例如保險套、避孕藥、結紮手術等，因此人類可以不再以孕育為目的，只單純為

了生理需求與心情愉悅而性交。

 

但人類比其他動物文明的原因在於，人類的性是內蘊法律與文明價值

觀的社會性活動，並不像其他動物一樣具有野性。婚前性行為已逐漸

被現在的社會接受，懂得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並在法律核可範圍內

享受魚水之歡，才是「性」福美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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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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