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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教育　行不行同志教育　行不行

2011-05-24  記者 陳蕾 文

教教育部宣布自民國一百年九月開始將把同性戀教育納入國中、小的性別教育當中。而聽聞教育
部此政策的發布，引起了部分老師以及家長的反對，並在網路上貼文聯署，以「不是反同性戀團

體」的聲明為基礎，反對在正值青春期的學習階段中，納入同志議題，以免混淆孩子對性別的認

知。

 

國中小教同志議題國中小教同志議題 引起反對浪潮引起反對浪潮

教育部將同志議題納入國中、小的教育當中是法源於民國九十七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100年度實施）中的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性別平等教育，即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

法，促使不同性別或性傾向者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

上的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其中，學習內容包含著認識不同的性取向、以及多元性別特質等。

除了同時在法源上有依據，教育部更進一步撰寫教師教學手冊，以教育學生自小用正確方式認識

性別外，並突破固有的性別刻板印象，為本來教師在性別教育當中較不當或者模糊的方式上，給

予方向性的教學方針。

 

同志教育到底是否合適進入中小學，引起廣泛討論。（影片來源／youtube）

但這樣的政策卻引起部分老師與父母反對。反對教師認為，反對政策並非反對同性戀，這樣的敏

感性議題，納入基本教育當中會引發家長不滿；而另外反對教師也認為，這樣納入性別平等教育

，只會刻意將異性戀與同性戀做區分，並將同性戀問題化，造成反效果。

而在家長方面，家長主張自己有優先教育權，教育部這樣強行將同性戀納入國中、小教育，擔心

造成孩子正值青春期的「性別認同」與「友伴關係」建立上，會造成混淆。另外家長認為，教育

部會推行此政策，乃因為同志運動的興起，以及在民國八十九年發生的葉永誌事件，就讀屏東高

樹國中的他，一次上課出去上廁所後，被人發現死於廁所的血泊當中，有人認為這場意外與葉永

誌個人的性別特質有關，因此對於台灣日後的相關性別平等教育有深遠的影響。

 

媒體傳播刻板印象媒體傳播刻板印象 同性戀問題化同性戀問題化

但是並非學校教育性別平等，尤其是認識多元性傾向，這樣就會有助於孩子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社會的整體環境所帶給孩子的觀念。從孩童最常接觸的電視、電影媒體看同志曝光的

內容，雖然近年電影中表現同性戀越來越多，但是內容不乏以同性戀刻板印象來描繪同性戀。如

異性戀電影中描繪男同性戀者娘，女同性戀者極度男性化，雖然這些特質在同性戀上是有，但非

全然都是。因此這樣的方式強化同性戀者在觀眾的刻板印象，更將這些娘、男人婆的特質與同性

戀畫上等號，使得擁有這些特質的異性戀者被誤認為是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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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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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另外，部分電影以嘲弄的方式描繪同性戀者，如深受大眾喜愛的周星馳電影《整人專家》中，周

星馳假扮同性戀者，以娘的特質去模仿，並將同性戀者與愛滋病作連結；電影《逃學威龍3龍過

雞年》梅艷芳因男人婆個性與中性裝扮被誤認為同性戀。而新聞強調同性戀議題與活動，將同性

戀議題問題化。

再來的環境因素－愛滋病的宣導，大部分的人將同性戀與愛滋病患者群做連結，雖然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每年也有針對於異性戀與同性戀做愛滋病調查與篩檢，數據結果也顯示著每年同性戀者罹

患愛滋病的比例都比異性戀者高。但針對於這樣的數據，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的幹事小恩這樣說到

：「據內部可靠消息說，如果調查到同性戀罹患愛滋病的話，業績是異性戀的六倍，因此調查人

員都教會去同志酒吧、夜店篩檢。」顯示了這樣的數據可能是經過選擇的。

台灣四月最新愛滋病統計。（資料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現今以異性戀為主要的社會環境，許多性別觀念已經深植在社會大眾與家庭當中。傳統家庭中教

授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導致的性別二分化；以擅長方向，「工具化」兩性特質；媒體強調男、女性

身體的不同，並固定化男性與女性身體、打扮。父權的強大社會架構，讓灰色地帶的性別沒有生

存的餘地，更讓同性戀一直被視為不正常與體制外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教育者在有心想要使大眾對同性戀有正常的觀感，得到的成效並不明顯，

並且在這樣的環境下，更可能因為「加入」認識多元性傾向的相關政策到教育上，讓社會異性戀

對同性戀的反感增加；亦可能因為這項行為的特殊，促使同性戀的議題更為彰顯。

 

政策模糊政策模糊 教師無所適從教師無所適從

另外，在這項政策方面，依照最新的教學內容來看，除了希望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多認識並尊重多

元性傾向外，在如何教導與可能會面臨的情況皆還過於模糊。教材內容多為對現代社會刻板印象

的性別做解釋，與講述尊重多元性傾向的重要與相關法條，雖然有明確列出可以教學的大綱，但

實質課程所要講授的內容相當模糊，再加上以往老師鮮少在詳細教授認識多元性傾向中有豐富的

經歷，又擔心學生家長的反對，更使得教師在這項新的政策更無所適從。

不過在從家長的角度來看此項政策，在家長的聯署聲明當中，似乎模糊了教育部推動此項政策的

主要內容。教育部主旨是在希望藉由認識多元性傾向而改善對於同性戀的偏岐，並非要學生們在

國中、小開始思考自己到底是否為「傳統」以外的性傾向；另外聯屬團體聲明此向聯署活動並非

是在反對同性戀，其主要反對原因是國中小學的孩童正值「同性密友期」，可能會造成孩童認知

錯誤。這樣的認知不是懼怕自己的孩子成為同性戀者？更何況教育部這項政策目的只是希望孩童

可以多元認識，並非有「陰謀性」地想要強制孩童成為同性戀。

從兩方面的缺失來看，教育部這項政策因內容模糊導致反對，並且台灣在教授多元性傾向的議題

還不是有豐富經歷，在教學設計與應對方式未提出完善的措施；同時在台灣的社會環境來看，同

性戀議題在近年來雖然曝光越來越多，但還不是以正面的態度去探索與曝光，因此普遍的社會大

眾在對於同性戀的認識僅限於媒體上與刻板印象上的認識，更容易導致新概念與舊概念的衝突與

鴻溝。因此在台灣同志傳統印象尚未消退，新概念卻也尚未清晰與穩定，教育部這項的政策，可

能還要再多做改善與釐清，以更恰當的方式讓社會大眾認識多元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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