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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

        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不單單只是關心婦女的權益而已，更重要的是藉由探索與

認識生命的意義，學習到尊重、關懷與珍愛生命，促使社會上所有的個體都能站在

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實現自我，進而接納包容、尊重差異、消弭性別偏見或

歧視，豐穎生命。本文從性別平等課程所構築的生命意涵談起，反思教科書性別平

等與生命教育的關係，來闡釋探究性別平等議題也是實現生命教育的重要途徑。教

科書編者若於內容選材或陳述時，對性別平等意識越具敏銳度與覺知，就越能展現

生命教育的真諦；且從生命教育的視角探究性別議題，不僅可以讓生命意涵豐富性

別平等教育，也可透過性別平等展開生命教育的視野，兩者交互融會、豐富彼此。

關鍵關鍵詞：詞：教科書、性別平等、生命教育

壹、前言壹、前言

        根據張老師基金會張德聰博士從實務面整理出的「高中生有怎樣的生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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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大約有八大課題包括：（1）兩性關係與愛情的意義；（2）婚姻、懷孕、生

育與性行為的意義；（3）家庭與親子關係的探討；（4）面對挫折與忍受挫折的能

力；（5）現實與理想；（6）人際關係、友情與對他人的關愛；（7）人生的意義與

自我完成；（8）生死議題與臨終關懷（彭明輝，2011）。其中性別課題占有相當比

重，並且影響其生命與未來的人生。

        而在80年代起始的婦女運動洪流中，世界各國相繼制定性別相關法令，推動性

別平等運動蔚為一股風潮。香港於1995年制定了《性別歧視條例》（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將性別歧視列為一種不合法作為，同時為促進兩性機會

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於1996年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1年再成立「婦女委員會」（Women’s Commission），作為香港

政府保障婦女權益與福利的主政機關，積極扮演引領婦女政策建言的角色（Lee &

Collins, 2010）。同樣地，我國陸續於1997、1998、2004年訂定公布《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希望能從消極地防治性侵

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提升到積極地尊重他人性別自由、維護人格尊嚴、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蘇芊玲，2002）。

        可見，性別課題關注的不單單只是婦女的權益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從接納與

尊重不同性別間的差異，消弭性別歧視或偏見，解除一切不公平的束縛；使得個體

透過人文、社會和正義的關懷，得以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

值，熱愛並發展每個人獨特的生命；進而尊重生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郭雅

倫，2007）。就教育的立場而言，學校是推動生命教育的重要場所，除了營造友善

校園氛圍外，「教科書」更是學校課程的主體、師生教與學的憑藉，因此如何透過

教科書中性別課題，來提升性別意識，關懷生命意涵，也是學習生命教育的重要取

徑。本文試從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看生命教育的實施，期藉由性別平等的實現，有

助於生命教育的推動。

貳、貳、生命教育的精神與意涵生命教育的精神與意涵

        國內推動生命教育始於1997年底，由臺灣省教育廳開啟全臺灣省中等學校生命

教育推動之風潮，當時生命教育的核心精神是「認識生命、珍惜生命、欣賞生命、

尊重生命」等四大理念（陳立言，2004）。精省後中央政府鑒於生命教育的重要

性，遂於2000 年8月，由教育部廣邀專家學者組成「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當時教

育部曾志朗即宣布：新世紀的第一年2001年是我國「生命教育年」，全力推動生命

第2頁/共13頁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5年09月,第3期

從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談生命教育實踐



教育，其目的在提醒教育界重視學生價值觀改變，關心全人發展，認為生命教育是

教育改革不能遺漏的一環，也是最核心的一環（曾志朗，1999）。

        當前學者對生命教育的詮釋各有不同見解，黃德祥（2000）將生命教育意涵區

分為五大取向：宗教取向、生理健康取向、生涯取向、生活教育取向及死亡教育或

生死學取向。 錢永鎮（2000）描述學校推行生命教育的四個目的，乃在於教育學生

認識生命、引導學生欣賞生命、期許學生尊重生命、鼓勵學生愛惜生命，其生命教

育內涵有四：

        （一）自尊的教育：其核心概念就是不要讓自己成為別人的工具，相對的也不

要把別人當成工具。

        （二）良心的教育：經常要讓孩子捉住內心的「人心」，具體來說就是做任何

事情之前先反問自己心安不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要在生活中實踐的。

        （三）意志自由的教育：人心就在每人的身上，你是自由的，是你行為的主

人，不要做任何事都認為是受到環境的壓迫。一個「全人」，身體、心靈都要發

展，意志教育就是心靈的部分，能夠感動、有恆心、有志向，就是一種心靈教育。

        （四）人我關係的教育：人的生存是依靠很多其他人而生存，不可能獨自存

活，也不是單一的存在，而是存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中國古代講人心，兩個人完

美的互動就是人心。人與人之間有完美的互動，人才能活的好，也就是五倫的關

係，人絕對不是單一的。

        孫效智（2014）則認為生命教育的核心素養應涵蓋哲學思考、人學圖像、終極

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五個層面，其內涵包括：

        （一）哲學思考：包含「思考」與「後設思考」兩個層面。前者包含思考的技

巧與能力以及正確思考所需要的情意與態度；後者包含了什麼是思考、思考有何本

質、特色、模式，以及人應如何從事思考等問題。人不僅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與挑戰時需要「哲學思考」，在發展生命教育的其他四項素養時，更需要「哲學思

考」的素養。

        （二）人學圖像：主要針對「人是什麼？」、「我是誰？」等問題所勾勒出來

的答案，係人對於自身理解的圖像，包含了人有怎樣的本質？人的性別意味著什

麼？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人的存在有什麼意義？又能開創什麼意義？同時，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我」，如果肯定每一個「我」是一個不能被完全物化或工具化

第3頁/共13頁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5年09月,第3期

從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談生命教育實踐



的「主體」（subject），這樣的「我觀」就會要求人尊重所有人的主體尊嚴，因為

我的「我」與他人的「我」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相反的，如果「我」

只被看成是一個「東西」或「物品」，「我」就沒有主體尊嚴可言。

        （三）終極關懷：探討人生的目的與意義，「至善」是什麼？幸福又是什麼？

尤其死亡、死後世界、自然與超自然的關係等，都是「終極關懷」素養所關心的課

題。宗教對於人生能有怎樣的啟示？不同宗教能否在對話中一起揭開有關人生、有

關世界更深層的奧祕？

        （四）價值思辨：包括道德方面的思辨素養，以及美感經驗與生活美學中的思

辨素養。前者涉及是非對錯的分辨與判斷，與品德教育三大重點「知善、樂善、行

善」中的「知善」重疊；後者指的是對生活與關係中各種美感經驗的出現或匱乏予

以省思、探索所建構的一種有關美善，以及如何促進美感的觀點或理論建構。

        （五）靈性修養：所謂「靈性」指的是人靈明不昧的精神特性，它使人不但能

運用理性與感性去察覺與認識外在的世界，還能對自我進行察覺。它不但能探索或

體察時空內的世界與自我，還渴望領悟超越時空的真理、美善、意義、神聖、無限

與永恆。人的靈性是人之所以為人最珍貴的特質，但它需要不斷被啟發與修養，才

能日漸茁壯發展，故「靈性」不是一個靜態而固定的東西，它是動態而能消長的，

需要人透過有方法的過程並以有自覺的方式去開展它。

        由此歸納，生命教育的目的，不僅要幫助學生認識自我、肯定自我，尊重、珍

惜生命、實現自我，還要增進人際和諧相處，了解人與環境共融關係，協助學生探

索生命意義，提升對生命的尊重與終極關懷。當然這也包括可以從性別議題的視

角，來達到認同理解、多元尊重、關懷弱勢之生命教育目標。

參、性別平等課程所構築的生命教育意涵參、性別平等課程所構築的生命教育意涵

        國內中小學教育談及性別課程之目標，除了平等之外，更深一層意涵其實也可

說是生命教育之展現。 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將兩性平等教育開始注入

教改理念（莊明貞，1999），於1998年，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綱要》時，將「兩性教育」列為重大議題之一，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教材中，

使得性別論述正式取得教學合法權力。時至2000年，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正式將「兩性教育」列為國民中小學課程的六大重大議題之

一，從此性別教育脫離理念宣示的階段，轉進課程改革的實踐，讓「性別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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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得以往下扎根。

        隨著整個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逐漸重視及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起

草，2003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將原名「兩性教育」的重大議題，

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gender equity education）議題（楊巧玲，2011）。「性

別」（gender）的意涵除了生理性別衍生的差異之外，納入社會制度與文化所建構出

的性別概念；「平等」（equity）則除了維護人性的基本尊嚴之外，更謀求建立良性

與公平的社會對待。也就是說，「性別平等教育」乃是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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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生理、

心理、社會及文化等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教育部，2010）；更期望經由性別平等

教育，促成社會中不同性別者之實質平等與對生命的關懷，使人人都能充分發揮所

長並與國家社會之整體發展相互配合，共同打造一個尊重差異、關懷弱勢，展現個

體生命意義的幸福社會。

        尤其在2008年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又將原有性別平等教

育的「性別的自我了解」、「性別的人我關係」和「性別的自我突破」三大知識概

念架構下，增列「性別認同」主概念，及「性取向」、「多元的性別特質」次概念

（方德隆、游美惠，2009），其目的在了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了解

自己的成長與發展，並突破性別的限制；表現積極自我觀念，追求個人的興趣，並

發展長處；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重社會多元化現象；主動尋求社會資源及支援

系統，建構性別平等之社會；建構不同性別和諧、尊重、平等的互動模式，藉此建

構性別平等完整而周全的課程架構，達成尊重多元、關懷包容之目標。

        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則是奠基於國民中小學教育之上，為使高中教育階段之

性別平等教育也能具體落實，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潘慧玲及黃馨慧進行

《後期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之教學示例發展》研究（潘慧玲、黃馨

慧，2007）。根據此一研究報告，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之內涵分為

「培養健康的自我概念」、「建立平等的人我互動」及「發展積極的行動策略」三

大主軸，其課程目標有六：解構性別偏見迷思，建立自尊尊人的素養；培養性別多

元意識，涵養關懷包容的胸懷；發展情感處理的能力，營造性別和諧的關係；參與

營造善意環境，進行性別平等的互動；善用性別權益的資源，參與社會正義的維

護；致力展開自我潛能，善盡公民社會的責任。

        由上歸結可知，從國中小到高中階段的性別平等課程願景，就是從性別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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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培養健康的自我概念；從性別的人我關係，建立平等的人我互動；從性別的

自我突破，發展積極的行動策略（潘慧玲、黃馨慧、周麗玉、楊心蕙，2010），使

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緊密互動中，透過鼓勵、關懷、溝通，營造一個立

足點平等的環境。由此顯見，性別課程目標的深層意涵能使生命教育的意義充分發

揮，乃在培育學生肯定自我、自尊尊人，並且尊重差異、關懷包容，了解人與人、

人與環境間共融關係，使人人都能充分實現與發揮自我，為生命的成長與適性打下

基礎。

肆、喚醒教科書性別議題中的生命內涵，展現生命意義肆、喚醒教科書性別議題中的生命內涵，展現生命意義

        過去近40年來，教科書研究主題中較少從性別視角來關注生命教育的實施，相

關教科書性別議題之研究，也多半偏重於檢視教科書內容是否潛藏性別歧視、偏見

或刻板印象等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些研究結果都持肯定的說法，即便已開發國

家的中小學教科書也充斥著性別歧視與偏見等內容（Amini, 2012）。

        國內在1980年代，部分學者或婦運團體即已開始關注中小學教科書內容是否潛

藏性別歧視或偏見等問題，他們發現中小學人文社會類科的教科書內容充斥著男尊

女卑傳統的不平等觀念，男性出現比例及次數遠超過女性，女性角色不是被忽略，

就是被省略（歐用生，1987；黃政傑，1988）。90年代，政府部門也相繼委託婦女

研究團體，檢視中小學教科書的性別內涵，雖然發現部分教科書中出現男女性別的

數量已漸趨平衡，教科書內容也開始尊重多元文化，然而在突破性別刻板印象方面

仍有待努力（李元貞，1993；謝小芩，1999；蘇芊苓、劉淑雯，1997）。2000年以

後，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為審定本，學界對教科書性別研究更為蓬勃，經檢索國

家圖書館「臺灣碩博論文系統」計有48篇與教科書性別相關論文中發現：雖然教科

書中男女性別出現比例漸趨平衡，然時有呈現男多於女的失衡不穩定情況；對兩性

所扮演的角色仍存有刻板印象，如「男動女靜」、「男主動女被動」、「男主女

副」、「男尊女卑」；舉凡與科學、發明、運動相關主題多以男性主導；歷史的記

載、藝術家作品的介紹也以男性為重心；談及政治、軍事等領域的功蹟多屬男性，

女性淪為陪襯、附屬角色；公領域與私領域多呈現出以男性為主的性別空間，女性

對社會貢獻的舉例或被提及的次數，有被忽略與排擠的情形。

        前述研究結果可發現，當教科書探究性別議題時，如果無法突破性別刻板印

象，消弭偏見的話，女性則較無法獨立自主，適性發展，易淪為陪襯、附屬的角

色，同時，當社會公、私領域都以男性為主體時，女性的發聲、貢獻易被忽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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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處則無法平等、和諧以對。如此一來，期許學校課程能教導學生肯定自我的價

值、明白人我生命共同依存的重要，關懷弱勢族群、尊重生命的多樣性及珍惜生存

的環境，以及培養學生獨立判斷與思考能力，以宏觀的視野去審視人類存在的意義

與價值等生命教育的目標，恐怕會落空。

        既然教科書是轉化中小學課程綱要的利器，如何喚起教科書編審者的性別意

識，又怎樣確保教科書內容達到性別平等，展現生命教育意涵，使得教科書實現性

別平等與生命教育雙軌目標，實為刻不容緩的課題。

        首先，教科書編者宜從性別議題之內容選材著手，來關注生命教育課程實施，

以國中社會教科書第一冊「個人與社會（社區、社群）」主題為例，現行三個版本

舉出不少以女性典範的例證，來展現他們對生命態度及社會貢獻等積極面向（如

圖1），例如：康軒版提及余秀芷正值雙十年華因生了一場怪病痛失雙腿知覺，她選

擇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價值觀，展開輪椅的精采人生。另國內第一位

長期對臺灣黑熊進行野外研究的學者；素有「黑熊媽媽」之稱的黃美秀，她希望推

廣生態保育工作，落實平等尊重萬物的生命（吳函靜等人，2013）。又如：翰林版

談到愛心菜販陳樹菊省吃儉用，捐錢作善事，認為「錢，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

她選擇奉獻自己的力量，讓生命更有意義。就讀高中的沈芯菱拍攝許多市井小民的

照片，製作成「草根臺灣臉譜」，希望喚起大家對社會大眾的關懷（林能士等

人，2013）。再如：南一版舉出鄧麗君、珍古德、證嚴法師等人在不同領域展現不

同智能，表現傑出，堪稱為女性的代表人物。另罹患骨癌，左腳截肢的林睦卿，她

仍照樣騎腳踏車、攀岩、潛水、環遊世界，所有年輕女孩可以做的事，她都不缺

席；她接納生命中不完美，展現積極樂觀、坦然面對的人生態度，肯認自己生命的

獨特及價值（王秋原等人，2013）。

        這些例證不僅說明女性在公、私領域的生活空間裡展現其主體性，表現主動、

積極、進取的態度，並讓她們對社會的貢獻事蹟被彰顯出來，肯定其價值，其深層

意涵就是闡明個體差異，鼓勵學生接納與尊重多元；同時，透過她們真誠地面對自

己的生命，不僅完成自我實現，也貢獻於社會大眾，啟發學生愛惜生命、延續生命

價值，進而提升對生命的終極關懷。

圖1  以女性為典範，展現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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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有部分教科書編者只關注到學科知識本質，較缺乏對性別議題選材的覺

知，容易掉入再製刻板印象的漩渦中，以高中地理第三冊「西亞」單元為例，課程

綱要對該單元介紹「伊斯蘭文化」主概念的具體目標中，僅列出一項「能認識伊斯

蘭文化的特色及影響」，雖然教科書內容囊括自然環境、石油經濟、伊斯蘭世界、

宗教特色、國際紛爭等議題，但單就伊斯蘭世界的文化、宗教來看（如圖2），談

到伊斯蘭婦女的裝扮及規訓時，三民版敘述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政權下規定女子外

出必須穿著從頭到腳的「布卡」，且不能接受教育，亦不能就業，違者將受到嚴厲

處罰（蘇淑娟等人，2013）；翰林版同樣指出阿拉伯國家規定婦女不得擅自走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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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必須有一位男性親屬陪伴，否則會被當街鞭打（賴進貴等，2013），但龍騰版

說明阿富汗喀布爾市在法令上已賦予婦女戴或不戴面紗的選擇權（陳國川等

人，2013）。又如龍騰版指出沙烏地阿拉伯的麥當勞分店，男女分別點餐是呈現一

種伊斯蘭文化特質（陳國川等人，2013）。再如翰林版呈現念誦可蘭經（賴進貴等

人，2013）和龍騰版呈現穆斯林一生五項必須實踐的基本功課－－「念、禮、齋、

課、朝」（陳國川等人，2013）等宗教場域，都是展現以男性為主體的生活空間。

儘管教科書編者撰述這些教材內容時，都力求真實呈現伊斯蘭文化或風情民俗，但

如果他們能對性別意識更具敏銳度與覺察力，就較有可能進一步引導學生反思性別

歧視與偏見等課題，深究這種「男尊女卑」、男性為主的文化傳統，可能會帶給伊

斯蘭婦女怎樣的生命意涵，以喚起學生對性別平等與生命教育之再省思，如此才有

可能避免他們再陷入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或偏見之窠臼，而充分展現出生命教育意

涵。

        由此顯見，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是凸顯生命教育的一項很好的素材，若教科書

編者能妥善處理性別議題，從全人教育的立場出發，將關懷、尊重、平等、適

性、和諧等精神融入教材中，不僅可以讓生命教育豐富性別平等的意涵，也可以透

過性別平等展開生命教育的視野，讓兩者交互融會，產生共效。

圖2  伊斯蘭世界－男尊女卑、以男性為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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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伍、結語

        生命教育無可避免地是一種價值觀的教育，甚至是一種個人生命信念的展演。

當198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省思到如何將性別平等落實到中小學教育的同時，對

中小學教科書中性別議題的關注，多半局限於如何避免性別刻板印象，又如何消弭

性別偏見或歧視，但對不同性別的肯認與尊重是展現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環，性別議

題如能從生命教育的視角出發，探究身為一個「人」所需要的那種「自我肯認、自

尊尊人、包容關懷，人我互動和諧」的生命價值，則追求性別平等的可能性就較容

易實現。因此，鼓勵學生去追求肯定自我、實現自我獨特生命，包容與尊重不同個

體之間的差異，就更能相互關懷，和諧互動，進而從性別的視角看見生命曙光，讓

教科書中談論到性別議題時更有深度且具說服力。

        總之，教科書是國內中小學師生教與學的重要來源，編輯教科書時，若能提升

性別意識的覺察力與敏感度，凸顯追求性別平等就是一種生命教育的展現，藉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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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議題的探討帶領學生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我是誰？」透過不同性別進行生

命與生命間的交流、對話，從而體認「認識生命、珍惜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

命」，就會讓學習者領悟到人有更寬闊的生命道路，展現生命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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