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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以後，課程也開始進入了「異性

戀霸權」這個主題的討論，探討跨

性別裝扮的意義，也由此對「男人

婆」、「娘娘腔」、「同性戀」等

性別弱勢者的受歧視處境，有了一

番討論。一邊打開第一本小冊子，

一邊思忖著他／她們會寫些什麼

呢？讀著讀著，出現這樣的語句：

「⋯⋯每個人應有自己想要怎麼打

扮的自由，不見得女生一定要穿裙

子，男生一定要穿褲子，只要不要

造成別人的困擾就好了，⋯⋯同性

戀也應該和異性戀一樣有自由，只

要沒有造成別人的困擾，沒有傷害

到別人，就應該尊重。」最後，我

發現，類似的言論出現在一半以上

的小冊子裡。

「只要不造成別人的困擾，

就應該尊重」，這樣的語句，乍看

之下好像沒有問題，其意味著強調

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表現，然而

自由卻不可無限上綱，不能因為自

身自由而損及、傷害別人的權益，

這也是民主社會藉以來保障人民自

由、並維持法紀的重要觀念。不

過，將這樣的概念套用於社會大眾

對性別弱勢者的歧視、不公等相關

討論時，就會發現：談尊重其實是

種弔詭的「有條件設限」，並非真

正能為這些弱勢者建立一個尊重的

空間。

在「異性戀霸權」下，任何

非異性戀的行為、意念、想法和關

係都會被否定與排除，並會被視為

不正常。以同性戀來說，它就會是

種變態、病態的代名詞；是愛滋病

天譴的對象；濫交、有性無愛；會

傳染；隨便侵犯、騷擾他人；是不

道德、罪惡、疾病的；是出身於破

碎家庭、或是被異性戀者拋棄而生

憎恨，才變這樣。這些對於同志的

偏見，雖然在臺灣社會日益開放、

以及十多年來婦女運動和許多的團

體與人士的努力之下，有了平反的

機會，隨著《性別平等工作法》與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相繼通過與

實施，也讓性別弱勢者的權益有了

保障。然而從畢恆達在2008年9月

又
是一個豔陽的中午，坐定在

辦公桌前，像往常一樣，開

始批閱學生每次上完課寫在小冊子

裡，他／她們的課後心得感想；我

的這一門課，主要是從日常生活的

層面出發，帶領大學生們認識性

別，並能探究性別教條與規範如何

展演與作用於日常生活中。小冊子

的使用，使我與學生們可以對每次

課程的內容，有更深入的交流，

他／她們寫下對於課程的回應，我

藉此了解他／她們的想法，並可對

上課時沒有說明清楚，或是同學們

意會錯誤或感到模糊的概念再做澄

清。雖然我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來

閱讀，並回應同學們的心得，不過

看著他／她們的小冊子裡，有愈來

愈多的言論能嘗試批判當下流行文

化（如：廣告、偶像劇、連續劇

等）呈現出的偏頗性別意識型態，

甚至有同學開始反思自身的經驗，

覺察了性別僵化如何影響戀愛關

係、同儕相處、家庭關係、生涯規

畫等，內心其實是雀躍不已的。

尊重，

還是有條件設限的尊重？

在連續八週對於性別刻板印

象、性別社會文化建構、性別意

識型態、母職與父職等議題的探

「只要不造成別人的困擾，「只要不造成別人的困擾，
 就應該尊重」？ 就應該尊重」？
	一個性別教學後的省思

■王翊涵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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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喔！他們同志幹嘛這樣！」她

的男性友人緊接著說：「他們這樣

亂搞，真是太敗類了！」在媒體報

導有意無意地「暗示」、「提醒」

之下，「同志」再次被認定是「感

情世界混亂不堪」、「製造社會問

題者」與「變態殺手」。我在小吃

店裡所聽到對同志的評語，絕不是

個案意見，那麼，試想，在這樣刻

板印象的誤導之下，還有多少人願

意認同「同性戀不會造成別人的困

擾」呢？社會上對於性別弱勢者的

歧視與污名，恐怕已經預設性地想

像他／她們一定會困擾別人、傷害

別人了。

回想之前同學們在小冊子裡，

寫下對於既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討

論，他／她們能批判流行文化裡的

性別僵化，並能對於自己因身為

「男」或「女」，所以長成了怎樣

的一個「男人」或「女人」進行省

思，這樣的結果是很令人感動的，

亦印證了性別教育實施的重要性。

然而，從此次的教學經驗，我深刻

感受到在談性別弱勢的議題時，或

許因為「異性戀規則」是如此地根

18日於《聯合報》發表的〈期待超

越藍綠的那道彩虹〉一文中，舉出

「有青少年同志，因為一封書信意

外曝光，隨即招致同學百般地嘲笑

與排擠」，或是「一位朋友因為熱

心公益，某慈善基金會主動延聘她

為董事。沒想到同志身分曝光，該

基金會竟然以恐損基金會形象為

由，要她自己主動提出辭呈」等事

例可以看出，同志的生活處境，仍

需面對不斷湧現的污名、歧視與嘲

弄，法條歸法條，給予性別弱勢者

尊嚴的空間要落實到日常生活中，

還有一段路要走。

一則新聞洩漏出的刻板印象

因此，若要從「只要不造成

別人的困擾，就要尊重」的觀點出

發來談尊重與接納多元的性別展

現，並不公平，亦不正確。因為社

會仍然普遍對不在「正常的性別界

線內」的「異常性別」預設立場、

迷思、想像，或給予錯誤的刻板印

象；不管其有沒有造成困擾的既

定事實，只要這些偏頗的性別意識

型態沒有被澄清、鬆動、批判、省

思，那麼性別弱勢者還是會常常與

「造成別人困擾」劃上等號。最近

發生一個殺人分屍案的社會事件，

即可說明我的論點：這是一件可能

因為多角戀情關係而導致的殺人案

件，每天打開報紙的社會版，類似

的社會事件似乎不間斷地發生著，

然而這一案例卻引起社會嘩然，主

要原因就是兇手與被害者都是「同

性戀者」。事情發生以後，新聞媒

體不斷地以斗大標題：「同志分

屍，肢解11塊」、「同志男友逼我

鋸子分屍」、「三角習題難解，同

志情同志不同」等來報導這起殺人

事件；一連串下來，這件案件的重

點不再是去追究社會治安問題下的

殺人事件，反而被認定是同志自身

的問題。記得看到這則新聞時，我

正在一個小吃店用餐，記者報導這

起新聞時，「同志分屍案」的標題

一直沒有從電視螢幕上消失過，隨

後我聽到旁邊一位女客人說：「好

現在社會倡導尊
重多元性別的觀
點，人生相伴而
行的選項不再僅
限「異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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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育職場上，我提醒自己具

有性別平權意識地做每一件

事，比如修繕設備時，我會主動參

與、學習維修的技能，不想養成依

賴男性的心態；下班後我會參加女

同事為主的肚皮舞社團，也會參加

男同事開設的羽球社團。我期許自

己突破刻板的性別制約，學習到更

多獨立生活的技能，開拓更多元的

生活體驗，才能更瞭解自我、實踐

自我本質。

在校園，當我需要搬運粗重

物品時，我也會刻意地集合女學生

們一起來搬重物；有些同事見狀，

「好心」地要替我找男學生來幫

忙，我都委婉地拒絕，並告知我的

用意：我想證明，女性只要團結合

作，還是可以克服「後天」氣力弱

小的問題。不過我這樣的作法，並

沒有得到太多人的重視或仿效，因

教師們往往以安全性為理由，還是

習慣找體型壯碩的男學生來搬運重

的東西，用不著「冒險」找女學生

來搬。也就是說，國小教師如果缺

乏性別平權意識，就很容易落入男

女是先天生理差異的謬論圈套，因

而再製男強女弱的體能文化。

上體育課時，我採用「性別

暨能力分組」的方式，將力道強的

女生分到男生組，力道弱的男生分

到女生組，男生女生都非常支持這

種分法，因為力道弱的女生與力道

潛在課程中的潛在課程中的
性別平權實踐態度更重要性別平權實踐態度更重要
■洪秋美 國小教師

深柢固、理所當然，教學者需要更

多的敏感度去覺察出課堂討論裡

「非線性關係」的出現；意即，當

拋出尊重多元性別的觀點時，學生

們所理解到的「尊重多元」的意

涵，絕對是大於課堂上的討論，

他／她們的理解會朝著哪個方向

走，就是需要被關注的焦點。

誰來定義「困擾」？

上課鐘聲響了，往教室的路

上走去，我心裡感謝著這群學生，

因為他／她們寫下了學習「異性戀

霸權」以後所產生的想法，讓我再

次體會到性別教育絕不能只是單

向地講授，它是雙向的、甚至是多

向、一種不斷思辨的過程，而引起

思辨的「引子」不能曲高和寡，生

活中點滴故事才是最好的題材。我

當下決定用一個我小時候看過的電

影《天天星期七》做為引子，內容

是描述社工與精神病患的關係，以

及精神病患者受歧視的社會處境，

我想把電影情節內一個接受醫療、

並已康復的精神病友，回到他的社

區以後，面對前妻與鄰居們的預設

立場──仍將他視為一個危險精神

病人來對待，又再度病發的悲劇故

事分享給同學，希望可以引起學生

們再深入思考：在既有的異性戀主

流性別文化下，「不造成別人的困

擾」的「困擾」定義會是由誰決

定？當大家還是站在既有偏見的性

別意識型態下，來談對性別弱勢者

的尊重時，那「造成別人困擾與

否」的界線，是否就會預設性地展

開了，即使「困擾」並未發生？

很高興，在下一次的小冊子批

閱裡，我看到不少同學寫下了「尊

重不應設限」的言論，對於同志、

變裝者、變性者、娘娘腔等性別弱

勢的理解，也有了更多向的發展。

這樣一個對於性別多元議題討論、

思辨、覺察的過程，不管對於我，

一個性別教育學者、還是對於學生

們而言，都是一個難得、可貴的經

驗，所以我把它一一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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