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巧玲*

摘要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究竟有多重⼤？除了簡要論及性別平等如何從空無課程到正式課程、從新興議題到重⼤議題，本文旨在耙梳性別平等

教育議題在臺灣中⼩學課程的發展，以彰顯其重要性。⾸先回顧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如何從出現、出線到融入；其次說明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教學如何從解毒、解讀到轉化；最後闡述性別研究的成果如何啟發從兩性、性別到多元的認識。在回顧、說明與闡述的同時，也陳顯所引

發的爭議與⾯對的困境，結語則呼籲肯認性別的多元意涵、重思平等的深刻價值，也重申性別平等作為重⼤議題的定位，期許各學習領域的

課程綱要切實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並具體推動與落實在教學中，以符合新課綱的基本理念並實現課程⽬標。

關鍵詞：性別平等教育、重⼤議題、課程發展

壹、前⾔：從新興議題到重⼤議題

       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或稱懸缺課程）這個概念是美國史丹佛⼤學教授Elliot Eisner於1979年1⾸度提出的，意指學校所沒教

的，他進⼀步加以定義：「學⽣未被提供的選項、永遠不會知道（更無法使⽤）的觀點、不在他們智識範疇之內的概念與技能」（Eisner,

1979：92）。對Eisner⽽⾔，學校所沒教的和學校所教的⼀樣重要，他繼續解釋道：

因為無知不單純只是一種中性的空白，而且會對人產生重大的影響，包括一個人能考慮的選項種類、能檢視的另類選擇、能思考一個情況或

問題的觀點。（Eisner, 1979：83）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臺灣的中⼩學課程中，很⻑⼀段時間堪稱空無，直到1990年代搭著教育改⾰的順風⾞，得以浮出檯⾯，當然也要歸

功於1980－1990年代期間婦女運動與婦女／性別研究的努⼒與成果（楊巧玲，2011；謝⼩芩、李淑菁，2008）。莊明貞（2005）認為性別

平等教育議題進入九年⼀貫課程總綱，是我國課程史上⾸次將正式課程中所忽視或懸缺的社會新興議題納入課程綱要明訂實施，可視為⾥程

碑。即使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並未單獨設科，⽽是採融入的⽅式，仍屬正式課程，根據游淑燕（2000）的定義，正式課程「係指由教育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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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正式訂頒、發布成認可的課程；是學校或教師公開承認或公開敘述的部分。」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既被納入課程總綱，當然算是正式課程。

另⼀⽅⾯，隨著社會變遷、政治經濟局勢更迭，諸多新興議題接踵浮現，甚⾄不乏學者呼籲將新興議題與重⼤議題在概念上加以區隔，前者

需要透過研究，釐清意涵，進⽽探討與課程綱要、重⼤議題之關係（⽩亦⽅、周⽔珍、杜美智、張惠雯，2012）。

       事實上在教育部於1998年9⽉30⽇公布的《國⺠教育階段九年⼀貫課程綱要總綱》中，就已決議將資訊、環境、兩性、⼈權等2重⼤課題

融入七⼤學習領域，這樣的宣⽰在後續公布的《九年⼀貫課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暫⾏綱要》（90暫綱）與92年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綱

要》（92課綱），獲得更具體明確的操作依據（潘慧玲、黃馨慧，2016），⽽「重⼤議題」已成為正式⽤語，例如2014年1⽉公布的《⼗⼆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就繼續沿⽤（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33）。

       那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究竟有多重⼤？根據張芬芬和張嘉育（2015：27）的說法，重⼤議題必須符合3項規準：當前國家政策，且有

法源依據；全球關注；攸關現代國⺠與世界公⺠之培養。關於當前國家政策，從2012年1⽉⾏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之際，特別成立「性別平

等處」做為我國第⼀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就可看出端倪，⼀⽅⾯強化我國推動性別平等⼯作之措施，⼀⽅⾯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

潮流，並將「⾏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擴⼤為「⾏政院性別平等會」（簡稱性平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之幕

僚，重點⼯作包括：推動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施⾏法、落實於2011年12⽉19⽇頒布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推動中央到地⽅政

府之性別主流化⼯作、國際參與及地⽅培⼒（⾏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期a）。論及法源依據，以教育的範疇⽽⾔，2004年公布的《性別平

等教育法》堪稱⾥程碑，該法第3章課程、教材與教學中的第17條明訂：「國⺠中⼩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少4⼩時。」（全國法規資料庫，無⽇期a）⽽此等國家政策與法源依據，已經涉及「全球關注」、「攸關現代國

⺠與世界公⺠之培養」兩項規準，例如《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CDDAW），全世界已有189國簽署加入（⾏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期b）；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則是1995

年聯合國第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的《北京⾏動宣⾔》，正式被採⾏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的全球性策略（⾏政院性別平等會，無⽇期c）。本

文試圖耙梳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臺灣中⼩學課程的發展，以彰顯其重要性，同時陳顯所引發的爭議與⾯對的困境，最後呼籲重思性別平等的

意涵與價值。

貳、從出現、出線到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

       若要追溯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中⼩學課程中的起源，就得回到1990年代教育改⾰蓬勃發展之際。1994年許多⺠間教育改⾰團體⼤聲疾

呼、強⼒要求諸多改⾰，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最後建議成立專責機構統籌教育改⾰相關事宜，⾏政院隨即成立「教育改⾰審議

委員會」（簡稱⾏政院教改會）並開始運作，每半年向⾏政院提出諮議報告書，共計4期。就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最關鍵的是第三期諮

議報告書將「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列為「建議改⾰項⽬」之⼀，其意義是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次出現在教育政策文本中（⾏政院教育改⾰審

議委員會，無⽇期；楊巧玲，2011；薛曉華，1996；謝⼩芩、李淑菁，2008）。

       為什麼諮議報告書納入「落實兩性平等教育」？那是因為早在1988年就開始檢視教科書中的性別偏⾒的婦女新知基⾦會，於1995年爭取

到⼀項「兩性平等教育」教改會專題研究計畫，「落實兩性平等教育」正是該計畫在結論處提出的教改建議。⾄於為什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會成為教改會的⼀項專題研究計畫？簡單來說，這是婦運團體透過社會網絡的構連以及與主流價值的折衝之結果（詳⾒楊巧玲，2011；謝⼩

芩、李淑菁，2008）。

       另⼀⽅⾯，促使兩性平等教育的⼯作得以全⾯化、體制化、基礎教育化的是教育部於1997年成立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簡稱教育

部性平會），不像⾏政院教改會屬於臨時責任編制，教育部性平會具有⾏政實權，例如訂定《兩性平等教育實施⽅案》、《各級學校兩性平

等教育實施要點》、《中⼩學性侵害防治教育實施原則及課程參考綱要》，也奠定了兩性平等教育落實到各級學校的基礎（蘇芊玲，2002：

42－44）。

       為什麼教育部會於1997年成立性平會？仍與婦運息息相關。1996年發⽣彭婉如事件，⻑久以來婦女⼈⾝安全問題暴露無遺，⽽此事件之

所以能引起關注、形成輿論壓⼒，是因為婦運已經累積了14年的能量，事件發⽣之後，婦女團體發動夜間⼤遊⾏，要求「還我夜⾏權」，要

求召開全國婦女⼈⾝安全會議，會議中所表達的五項訴求之⼀便是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此情勢之下，該法迅速通過，並於1997年

1⽉22⽇公布實施，其中第七條就規定：「各級中⼩學每學年應⾄少有4⼩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算是對該法的回應（楊巧玲，2011）。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3月,第9期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有多重大？從空無課程到正式課程

第 2 頁，共 9 頁



       某種程度⽽⾔，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得以在中⼩學更具分量，不得不歸功於九年⼀貫課程改⾰。九年⼀貫課程是教育部12項教育改⾰⾏動

⽅案之⼀「健全國⺠教育」的具體⾏動（國立教育資料館，無⽇期），⼤致可分課程發展、綱要研修、修訂審議三個階段。在第⼀個階段，

委員提議在課程中納入性別議題，並無爭議，也無阻⼒；但是到了第⼆階段，涉及各學習領域的內部課程時數與資源分配，開始出現緊張關

係，對於有待融入的性別議題多所抗拒；最後的結果是性別議題無法有效地與七⼤學習領域整合，⽽以「重⼤議題課程綱要」另⾏公布（周

麗⽟，1999；莊明貞，2005）。儘管如此，1998年公布的《國⺠教育階段九年⼀貫課程總綱綱要》的決議並未改變，亦即將重⼤議題融入

學習領域，性別平等教育正是重⼤議題之⼀，納入國中⼩階段的正式課程。

參、從解毒、解讀到轉化：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教學

       從上述課程發展的軌跡，不難看出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始於婦運團體對性別不平等的覺察與批評，透過檢視中⼩學教科書，彰顯性別不平

等的現象，透過⼤規模的社會運動，要求立法保障婦女安全。爾後在校園中，匡正既有的性別不平等似乎成為標的，2004年公布的《性別平

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1條就把消除性別歧視列為立法宗旨之⼀，其中第四章共計8條（第20－27條）聚焦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之防治，第五章也包含8條（第28－35條），是關乎申請調查及救濟的規範，第六章則是有關罰則的規定（第36條）。

       根據從1999年就參與研擬《性平法》的陳惠馨（2016）的回顧，⾃1990年代校園中的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就困擾著臺灣社會，經過五

年的不斷討論與多⽅對話，對於如何處理基於權勢不對等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已經逐漸形成社會共識。她進⼀步指出《性平法》的

第⼆、三章也希望藉由其他的教育機制，「學習環境與資源」（第12－16條）以及「課程、教材與教學」（第17－19條），實踐性別平等

的理想與⽬標，可惜的是，教育部多年來似乎仍著⼒於性侵害、性騷擾以及後來增修的性霸凌事件調查⼈員的訓練與個案處理，在環境、教

學、教材、⼈才培育的實踐，比較⽋缺明確成效。其他學者也曾批評「性別平等教育」仍然脫離不了「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案件」的處理，

窄化了性別平等教育的意涵，忽略了積極⾯向的教育推動（⽅德隆、游美惠，2009；楊幸真，2010）。

       另⼀⽅⾯，九年⼀貫課程綱要在2000年之後持續研修，2003年教育部發布各學習領域及重⼤議題正式綱要，稱為92課綱，2008年再次

修正，進⾏微調，稱為97課綱，修正內容之⼀是新增「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針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領域之課程與教學做整體性

建議，供各學習領域教師融入教學之參考（國⺠教育社群網，無⽇期）。同時為了協助各學習領域教師的課程與教學之設計，增修「能⼒指

標解讀流程圖」與「轉化課程設計流程圖」，說明性別平等教育能⼒指標旨在「融入」⽽非「套入」，亦即先⾏確定所要達成的能⼒指標，

分析學習領域內涵中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概念，以期⾃然地「融入」⽽非「套入」教學活動設計（⽅德隆、游美惠，2009；楊幸

真，2010）。

       換⾔之，教育部對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並非毫無作為，只是流於被動因應，例如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書》的檢視顯

⽰，在融入的部分，任課教師以各⾃偏好的⽅式進⾏，⽽學校辦理的相關課程或活動⽋缺連結，導致無法加深、加廣知識概念，也無法產⽣

態度、價值與⾏動的轉化（羅燦煐、周麗⽟、謝⼩芩、蘇芊玲，2007），有鑑於此，當時的國⺠教育司3於2008年1⽉成立「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組」，希望有別於之前訓育委員會以學校輔導系統為主所進⾏的「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之外加式課程學習，以期在

教務系統有效地提供學校教師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協助與服務（王⼤修、黃馨慧，2009）。隔年正式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納入

國⺠中⼩學課程與教學輔導群的組織體系中，並更名為「九年⼀貫課程推動⼯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群」，⾃2013

年起，配合教育部的組織改造，在國⺠及學前教育署的領導之下，繼續執⾏國中⼩性別平等教育推展之業務。

       然⽽在2014年11⽉公布的《⼗⼆年國⺠基本教育綱要總綱》，議題課程出現了極⼤的改變，⼀⽅⾯是數量從2008年的7項增加到19項，

另⼀⽅⾯是原來的議題課程綱要不再，⽽在總綱第七部分「實施要點」下的「課程發展」，重申各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應該適切融入各項議

題：

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

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教育部，2014：31）

       其中性別平等、⼈權、環境、海洋雖被稱為「重⼤議題」4，仍無獨立⽽完整的課程綱要，⽽是要融入各學習領域綱要，原先在九年⼀貫

課程綱要中的能⼒指標之解讀及課程設計之轉化，如何能夠延續到新課綱的推動與落實，的確將是⼀⼤挑戰，也可能是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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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群的重⼤使命。樂觀地說，將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在九年⼀貫課程時就是理想，只是如前所述，涉及各領域的課程時數與資源分

配時，有待融入的議題便遭到抗拒，另⾏公布重⼤議題課程綱要情非得已，這⼀波新課綱的制定，各學習領域若都能依照總綱的規範，在課

程設計上適切融入各項議題，連貫與統整、加深與加廣，就更值得期待。

肆、從兩性、性別到多元：性別研究帶來啟發

       由上述的文字，不難發現1990年代，甚⾄更早以前，「兩性」這個詞彙是慣⽤語，婦女運動的訴求、女性主義的論點，比較著眼於批判

因⽣理性別⽽產⽣的差別待遇，放在教育場域，「兩性教育」成為官⽅⽤語，例如2000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兩性教育」為重⼤議題之⼀，90

年暫⾏課綱與92年課綱都在基本理念中明訂，國⺠教育階段的「兩性教育」之核⼼能⼒應包含「兩性的⾃我了解」、「兩性的⼈我關係」、

「兩性的⾃我突破」（國⺠教育社群網，無⽇期）。

       然⽽性別議題的複雜程度遠超過兩性教育的推動速度，2000年4⽉屏東縣⾼樹國中三年級學⽣葉永鋕意外死亡，疑似與校園中因性別特

質歧視⽽引發的校園暴⼒有關，當時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要求調查，結果發現該⽣⾃升上國中後，在學校裡被老師與同儕視為具有

「女性氣質」，即所謂「娘娘腔」，遭受許多校園暴⼒，頻遭嘲笑、歧視，甚⾄⼈⾝攻擊，來⾃男同學的凌辱尤甚，受訪的⼤部分同學表

⽰，葉同學的女性化⾏為遭致許多男同學的不滿與好奇，於是集體脫他褲⼦，檢驗其⽣殖器（畢恆達，2000；楊巧玲，2004）。這起事件

可以說對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形成反挫，但是也引發深刻的檢討與反省，如同王淑娟（2000：8）所⾔：

我們漸漸發現到光是談兩性平等，無法因應日益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及性別文化，雖然臺灣社會日益開放、包容，但在性別意識的形塑上，無

論在校園中或社會各角落，仍缺乏充分尊重與接納的性別文化。

                葉永鋕事件使教育部在同年10⽉舉⾏「新校園運動：反性別暴⼒」，12⽉16⽇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正式宣布研議更名為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教育政策的重點從兩性教育轉為性別多元教育（王淑娟，2000；畢恆達，2000），在諸多⺠間團體的呼籲之

下，性別平等教育⾛向法治化的路徑，《性平法》終於在2004年由總統公布，此後，「兩性教育」正式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國內各級

教育單位所設立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正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九年⼀貫課程綱要中的「兩性教育」議題也於2005年3⽉31⽇

配合《性平法》⽽正式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國⺠教育社群網，無⽇期）。

       這樣的轉變除了是因應時事，性別研究的發展也功不可沒，事實上，當初性別議題得以在學校教育的課程出現、出線，⼀⽅⾯是婦女運

動⽤⼒甚深，另⼀⽅⾯婦女／性別研究的萌發與茁壯也提供了養分（楊巧玲，2011；謝⼩芩、李淑菁，2008；蘇芊玲，2002）。以婦女研

究⽽⾔，受「後」思潮的影響，諸如後現代、後結構、後殖⺠等，女性的定義重新被檢視，女性的差異持續被凸顯，無論什麼陣營的女性主

主義者，都肯認性別與種族、階級、性傾向等複雜交織（Crenshaw, 1991）；⽽性傾向的研究本⾝豐富了性別研究領域，如同性戀研究

（gay/lesbian studies）以及彰顯跳脫標準的異質聲⾳之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紀⼤偉，1997），促使⼈們能以更遠⼤的視野、更寬

容的胸襟，看⾒差異，尊重多元。

      「多元」這個語彙在教育領域中堪稱⽿熟能詳，多元文化、多元智能、多元評量、多元入學，不⼀⽽⾜，⽽且多被賦予改變與⾰新的意

義與價值，但是⼀旦連結性別，似乎難免引發疑惑。其實多元性別並非抽象概念，⽽是⼀個個活⽣⽣、有⾎有⾁的⾝軀之存有狀態，教育部

發⾏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54期，就以「跨性別、性別打造」為專題，讓跨性別和性徵打造者現⾝說法，該專題引⾔作者成令⽅

（2011：10－11）援引澳洲的變性學者Raewyn Connell在⼀場⼯作坊的發⾔：「變性者的問題是性別認同的混淆？不是，是我們的性別處

境。」進⽽指出，我們⻑久以來受到僵化的⼆元對立之性別框架所限，忽視了甚⾄無視於框架之外的個體的⽣命困境，包括在校園中遭受歧

視、未被友善對待，這也是性別平等教育仍有待著⼒之處。

              然⽽若就法的訂定來看，性別平等教育已經涵蓋多元性別觀點，似乎也看得出性別研究的進展之影響；2011年6⽉7⽇《性平法》歷

經⼤幅修正，其中第⼆條的⽤詞定義，增加性霸凌與性別認同，前者是指透過語⾔、肢體或其他暴⼒，對於他⼈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貶抑、攻擊或威脅之⾏為且非屬性騷擾者，⽽後者則指個⼈對⾃我歸屬性別的⾃我認知與接受。⾄於為什麼要修法？根

據立法院法律系統（無⽇期）的資料指出：「性別平等教育之內涵不只是男女性別的平等對待，更是多元性別觀點的包容，對人的尊重不應

因其外表性別而有不同。」其他許多相關條文也相對應同步修正，由所列的修正理由可以看出，立法者對多元性別是正⾯肯認的，且⼒主保

障並維護其權益之重要，以對學習環境與資源的相關條文（第⼗⼆條）之修正及理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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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性別平等觀念一般還停留在「生理性別」的階段，即男女二元對立。至於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與主流觀念不同者，或因「心理

性別」與生理有異不易被重視，或由於外顯的氣質與一般性別刻板印象不一致，容易遭致歧視，這也是校園性霸凌事件發生的深層因素。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走出二元對立的藩籬，才能達到尊重性別多元差異、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實現性別平等教育之目標。學校作為性別教

育的重要場域，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基本學習環境，更應體現在對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者需求的尊重與考量上。不能只關

照某一類型而忽略不同性別特質的需求，否則可能造成其學習發展受到限制而形成不公平現象。（立法院法律系統，無日期）

                 另⼀⽅⾯，徒法並不⾜以⾃⾏，學校教育仍是關鍵，⽽課程與教學正是核⼼。九年⼀貫課程綱要在2008年進⾏微調之際，在「課

程⽬標」中新增「國⺠中⼩學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能⼒指標概念架構表」，羅列國中⼩學⽣應學習的主題軸、主要概念與次要概念，同時

呈現其間的關係，建構性別平等教育整全的課程架構（國⺠教育社群網，無⽇期），在「性別的⾃我了解」主題軸中加入了「性別認同」這

個主要概念及「性取向」、「多元的性別特質」兩個次要概念（⽅德隆、游美惠，2009）。⽽「⽣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

樣性的尊重」，仍被列為⼗⼆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性別平等教育議題5的九⼤學習主題之⾸。無論是課程綱要的調整，或法律條文的修

正，都正視學⽣性別樣態的歧異與豐富，與新課綱的基本理念相呼應：

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

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

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教育部，2014：1）

伍、結語與討論：從性別平等到性別正義

       若從1995年「落實兩性平等教育」被列為建議改⾰項⽬，或1997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來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今已

20年，若從2004年的《性平法》通過計算，也已10年有餘。遺憾的是，儘管從空無課程到正式課程，堪稱重⼤突破，但是經歷諸多更迭，

似乎並未廣為⼈知，仍然經常聽聞「兩性平等」⽤語，⽽忽略了性別平等還指涉著個體不因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遭到不

友善的對待，也就是說，國⼈的性別平等素養仍有待提升，性別平等教育有待更為落實。

       就此⽽論，可以衍⽣三點啟⽰：其⼀是更凸顯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所謂「⼗年樹⽊，百年樹⼈」，不能因為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國中⼩的課程⾏之有年，就期待所有⼈都能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何況前文已經述及，議題融入的程度與成效仍有進步空間，尤其是性別平等

的意涵也在拓展，需要與時俱進，可⾒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重要性有增無減；其⼆是性別平等教育須超越學校教育範疇，家庭教育、社會教

育也都責無旁貸，儘管接受學校教育年限延⻑，個體仍同時受學校外的環境影響深遠，例如有些宗教教義，或是該說教義如何被理解與詮

釋，以致對特定性傾向較不寬容，甚⾄無法接受，與個體在學校所習得的性別平等觀念就會產⽣衝突，乃⾄無所適從；其三是國家政策的貫

徹，如果確認性別平等乃為普世價值並受全球關注，況且已有法源依據，政府就該勤於宣導、勇於執⾏，發展有⼒的說帖說服反對者，善⽤

各種管道教育社會⼤眾，⽽非在重要的委員會編制中，任命不具性別平等意識者當委員（楊巧玲，2014），在⼀個⺠主深化的國度，差異是

資產，但是不該包括歧視的⾔論與⾏徑。

       最近⼀份研究發現發⼈深省，從1995到2012將近⼆⼗年間，臺灣的社會⼤眾對同性戀的態度漸趨開放，尤其是年輕世代和⾼教育程度

者，因為年輕世代是在社會與政府都對同志的議題⾼度關注的環境下成⻑，年輕時期的經驗可能對年老後的態度有重要的影響，他們也比年

⻑世代較有機會進入⼤學，增進認知能⼒，提⾼接觸新觀念的機會，教育仍然是解釋世代態度差異的重要因素。另⼀⽅⾯，年⻑世代也並非

毫無改變的可能，隨著整體的社會接受度提升，某些年⻑者可能會因⽽檢視⾃⼰的價值和信念，帶動了世代之內的態度轉變(Cheng, Wu, &

Adamczyk, 2016)。由此可⾒，整體的社會氛圍與國家的政策作為，⾄為關鍵。但是該研究也指出，基督以及天主教徒在態度變遷上是最為

緩慢的宗教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基督與天主教群體比起其他宗教信仰者對同志並未較不寬容，然⽽在2012年卻成為最不寬容的

宗教群體，可⾒基督教義仍具重要影響，作為⼀種權威影響⼈們對同志的態度。儘管如此，承上所述，性別平等乃是普世價值，不應因宗教

信仰的不同⽽異，何況《教育基本法》已明確規範：「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公立學校不得為特定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政機

關及公立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政⼈員、教師及學⽣參加任何宗教活動。」（全國法規資料庫，無⽇期b）既然如此，為什麼某些基督教派

的教義詮釋可以挑戰甚⾄凌駕有法源依據的性別平等教育？

       除了對「兩性」的固著，「平等」也會啟⼈疑竇，較常出現的提問是：男女天⽣就不平等，平等如何可能？這個提問反映出⾄少三點環

環相扣卻是有待商榷的預設，⾸先是仍把男女視為⼆元對立的類別，無視於男性之間、女性之間的差異；其次是聚焦於⽣理性別，並予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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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忽略了⼼理性別、社會性別，即使著眼⽣理性別，男女⼆分與多元性別的存在事實並不相符；最後是對於平等的理解僅⽌於相同，

結合上述預設，於是相信男女有別，因此難以平等，問題在於這樣的預設與推論⼀⽅⾯流於誇⼤男女差異，⽽未肯認男女之間很多⽅⾯並無

不同，另⼀⽅⾯則限縮了平等的意涵，平等並不等於相同，更是追求公平正義。

       追根究底⽽⾔，師資培育需要更加精進，研究指出，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在師資職前培育機構中為數相當有限，堪稱被邊緣化，然⽽如果

性別平等教育要在中⼩學的階段實施，尤其是要融入各學習領域或學科，卻在培育師資⽣的師培機構成為被忽略的存有，甚⾄絕對缺席，這

是很荒謬的（楊巧玲，2015）。事實上《性平法》第⼗五條明訂：「師資培育之⼤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但從

既有研究結果看來，法律規範並未落實。同樣重要的是，師資培育也應著重啟發師資⽣與在職教師對公平正義的價值有所關懷、進⾏思辨，

察覺教學⼯作本⾝就富含倫理與政治意涵，即使「平等對待學⽣」被視為教學倫理守則、教師的義務，仍有許多教育研究文獻指出，舉凡師

⽣互動或教師對待學⽣的⽅式，無法完全⾃外於教師的特質，例如教師對具某些屬性的學⽣抱持刻板印象、偏⾒、或歧視，因⽽降低對學⽣

的期望，分配較多的負向資源、較少的正向資源，但是這類學⽣往往需要較多正向資源，於是平等不能限於⼀視同仁，更需要致⼒於積極差

別待遇，性別屬性就是其中之⼀（楊巧玲，2016）。

       總結來說，呼應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事關重⼤，再次援引張芬芬和張嘉育（2015：27）所指認的重⼤議題之三項規準，並且簡要歸

納：1、具法源依據的國家政策：本文只聚焦於教育相關法令；2、是全球關注的議題：諸多國際組織發展性別指數（gender index）以期更

精準地捕捉性別差距與不平等（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UNDP, 2015）；3、攸關現代國⺠與世界公⺠之培養：新課綱以核⼼

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主軸，分成⾃主⾏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向，以期培育以⼈為本的終⾝學習者（教育部，2014：3）。事實上，

這次的課程改⾰三⼤特⾊之⼀便是議題融入領域，其餘⼆者則是強調連貫統整、重視核⼼素養，⽽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適切並確實地融入性

別平等議題，是養成具備性別平等素養的現代國⺠與世界公⺠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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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年公布的「90年暫行綱要」增加「生涯發展」與「家政」，2008年的97課綱增加「海洋」，而原先是第三

順位的性別平等調整為第一順位。

3 民國102年1月1日為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整併中教司、技職司、國教司、訓委會、特教小組、環保教育小組

及中部辦公室等單位之相關業務，設置三級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儘管在最後公布的總綱並未出現「重大議題」一語，但在多次議題入領域／科目課程綱要的研修會議中，仍然

選擇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作為「重大議題」，因這四項議題乃屬國家政策、具有法源依據、具備普世價

值。

5如前所言，議題課程綱要於新課綱已經不再，而是融入各學習領域綱要中，將置於附錄二。撰寫本文之際，各

領綱都尚未正式公布，仍為草案。

* 楊巧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電子郵件：yangcl@mail.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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