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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中生年齡在 16 到 18 歲之間，正是血氣方剛之年，也是性慾最強烈的年齡，他

們最關心、最焦慮的絕不是什麼生命價值、生活能力和生涯規劃，而是怎麼吸引

異性、怎麼談戀愛、怎麼把女生搞上床、怎麼做愛、以及對自己性器官與性能力

的好奇、害怕與懷疑。所以，西方高中的生活教育非常重視性與兩性關係教育，

就是針對這種強烈的需求。而最容易出事的部份也在這方面，失戀、忌妒、佔有、

侵犯、報復、懷孕、性病、甚至殺人毀容等等，都與兩性關係深刻相連。如此緊

要關頭，只見我們冬烘先生慢條斯理地踱起方步，對滿座被性激素衝得血脈賁張

的高中生大談生命價值，生涯規劃，真不知今夕何夕。 

三生教育當然重要，但緩不濟急，而且迂腐不實。生命價值太過哲學，儒家傳統

濃厚，高中生聽得進去嗎？生活能力是終身的學習，也是現代教育的目標之一，

並非只在高中學習；生涯規劃別說高中生了，連大學生、研究生都未必清楚自己

要什麼生涯。這些都需經過歲月和人生經驗，才能匯聚成自己的觀點和自我認

識，可是兩性教育卻是迫在燃眉，急如星火，是當下之急。教育部不分緩急，本

末倒置，迂腐疏闊，還主導現代教育，怎不讓人著急？（註一） 

 

貳●正文 

 

一、《驛動的心》太過年輕，卻絕對真心 

 

「老師給的建議很籠統，根本不瞭解我們在想什麼，才不想跟他們聊愛情呢！」

看見「高中生情愛學分座談會」上同學們的意見，南港高中校長徐月娥笑說：「對

年輕人來說，校長、老師是老一輩的人，保守又落伍，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當

年談起愛情，也是毫不遜色的呢！」 

 

徐校長表示：戀愛的滋味好似佳釀，總讓人莫名地醉倒；父母、師長面對年輕人

的感情問題時，應該先回想自己陷入愛情時的感受，以同理心體會他們的悲喜，

才不至於流於「老生常談」的窠臼，導致年輕世代認為長輩無法溝通，而錯過了

教導孩子品釀愛情的機會。畢竟，跟年輕人分享愛情的觀念，遠比告訴他們「好

好讀書，不要談戀愛」實際多了。  

 

【麻辣 Q＆A】：您支持學生們趁著年輕時好好談一場戀愛嗎？  

 

徐校長：年輕人嚮往愛情，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對於高中生談戀愛，我不反

對，但也不鼓勵，但千萬別為了談戀愛而談戀愛。現在很多年輕人是因為身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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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有男女朋友，覺得自己沒有就「太遜了」，搞得談戀愛像是趕流行一樣，沒

有意義。另外，也不要為了逃避課業、家庭或人際關係的壓力而戀愛。（註二） 

 

二、《戀愛 E 世代》愛情三十六計，就像一場遊戲？ 

 

愛情的發生是遵循著一套「戀愛三部曲」的步驟，而且如果有人膽敢交男女朋友，

就得先想想回家會有什麼「下場」。然而現代的年輕學生，可能三天就完成所有

步驟。但是，徐校長不願意將這樣的愛情模式歸類為「速食愛情」或「情慾愛戀」：

「這種說法對年輕人不公平，因為社會風氣、生活節奏已經截然不同，一再地用

『速食愛情』形容現代人的愛情觀，反而會讓他們覺得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愛情

是理所當然，而讓他們不知如何品嚐那種慢慢釀出來的滋味。」  

 

但是電視、平面媒體的渲染與誇大誤導的廣告訊息二十四小時不停播送，讓徐校

長更為擔心，「在廣告與電視節目的刺激下，很多高中男生開始擔心他們的性功

能，過去還曾有國中生參加少輔組舉辦的性教育研習時問我：『男生性器官多長

才正常？萬一斷掉怎麼辦？』老師不能逃避這些問題，應該給予年輕人醫藥、衛

教方面的正確知識。」  

 

許多類模擬劇節目、綜藝節目呈現出的兩性相處模式，包括分手後的謾罵、婆媳

紛爭、未婚生子……，都可能成為負面暗示。「人是模仿的動物，年輕人看多了

電視上那些樣態與態度，容易受到影響，甚至起而效之，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徐月娥覺得現代人長年累月接受這類節目的轟炸，心靈是很可憐的。愛情是上天

美好的賞賜，在身心都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下，貿然衝動地錯愛，不僅容易受傷，

也無法感受愛情的層次與風味。 

 

【麻辣 Q＆A】：什麼是戀愛三部曲？  

 

徐校長：「戀愛三部曲」就是戀愛步驟啦！男女同學一開始只是微笑點頭；知道

意思了，再偷偷地「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透過臉部表情變化猜測心意；

然後說上幾句話，小心翼翼地見面。等兩人認識一段時間後，才敢偷偷牽起對方

的手；又經過一段時間的試探，男生才敢摟摟女生的肩、抱抱她的腰啦！經過很

長時間的醞釀才敢親下去。現在年輕人哪能等那麼久！（註三） 

 

三、《愛情的盡頭》緊緊相依的心，還是得 Say Goodbye 

 

愛情中的「歸屬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社會新聞常出現的約會強暴、分手

傷害事件，常源於過分強烈的占有慾與錯誤的觀念，徐校長拉長語調，以一種「過

來人」的身分說：「在戀愛中，希望彼此隸屬的心，我們懂，那的確是愛情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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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部分。」你濃我濃、水乳交融的狂熱，的確無法從愛情中移出，可是也

絕非等同「你是我的，所以我可以控制你、操縱你」、「我要的時候妳是我的，我

不要的時候可以丟掉」或是「我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的恐怖心態。她提

醒年輕朋友，即使結了婚，男女雙方依然是獨立的生命；兩人談戀愛，不代表可

以隨便要求對方做任何事，也不能因為愛情而失去自己、承受委屈。  

 

年輕情侶處理分手的方法也是最讓師長們擔心的課題，有人無法承受失戀而悲痛

自殘，也有人不 

願接受分手的事實而成為騷擾者。徐校長認為，遇到對的人很幸運，但如果失戀，

兩顆心都會傷痕累累，都需要時間療傷；但怕的是從此陷入愛情悲傷的迴圈。如

果能以理性、抽離的態度看待感情，將每一段愛情都視為學習和體驗，那麼即使

結果不如預期，也比較能夠對自己、對他人釋出寬容。 

 

【麻辣 Q＆A】：年輕人應該怎麼面對分手這個決定？  

 

徐校長：分手是戀愛中的常態，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與其教分手的方法，不如

告訴他們談戀愛應有的態度。記住尊重、真誠、珍惜這三個原則，如果愛情真的

走到盡頭，千萬不要痛不欲生，也不要因此而欲置對方於死地。（註四） 

 

四、高中生的感情發展 

 

高中生年齡約 17 歲，在生活上雖不勿事事依賴成人，但也絕非是個完全獨立的

個體，在家中得聽父母長輩的，在學校又有層層的校規與班規，傳統中國社會價

值對男女間的交往又很敏感，因此，絕不可能如成年人「自由戀愛」。即使真的

有了喜歡或心儀的異性，也往往因許內外在壓力而「愛在心裡口難開」。 

 

他們欣賞的異性特質多數偏向功課好、個性佳、外貌姣好、有才華等。這些特質

主要是外在的形象與表現，形象好、表現佳的人，通常較容易成為異性愛慕的對

象。總而言之，這個階段的學生有許多人開始對異性昇起愛慕之心，當中有些人

則勇敢的採取了行動，並進而發展為男女朋友。而外在條件佳的學生較易受到注

意。（註五） 

 

五、調查 

 

記者日前從北京市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一項委托調研課題“北京市普通高中生

規範意識調查研 

究報告”中了解到，近三分之二的學生遵守規範的意識較強，近四分之三的學生

認為自己在按照老師的要求去做的方面表現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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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高中生談戀愛以每班 0 至 5 個人的情況居多。43.3%的學生對高中生

談戀愛持讚同態度，與此同時，有 56.7%的學生對此不讚同。另外，讚同高中生

談戀愛的男生明顯多于女生；城市學生明顯多于縣城、鄉鎮和農村學生；家庭收

入高的學生讚同高中生談戀愛的較多。（註六） 

 

參●結論 

 

「應否」和「應否接受」高中階段談戀愛。大家都認為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某程

度上的「戀愛教育」，而戀愛教育，著眼點是教學生如何自重和保護自己（心靈

和身體也是）。 

同時，似乎大家都認同戀愛早比遲好，因為早開始，早學精。當然，凡事也不能

太離譜。 

 

有哪個人當學生時沒有憧憬過戀愛？有那個人當學生時沒有為這東西做過傻

事？那些其實都是比任何學科更值得珍惜的記憶。我們以前想做的事，怎可以不

讓後輩去做？ 

 

結論其實很明顯－－愛不愛是學生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是跟責任成正比的。學校

不是要禁止他們談戀愛，而是要交他們基本的道德和責任。道德二字太抽像，很

容易又令人陷入乏道德和自由的框框。道德其實是一種由同理心而來的行為表

現，如果不想人怎樣對自己，就不要這樣對人。而責任嘛，似乎是不要懷孕。 

 

同時間，另一個結論是戀愛是要學習的，而且早學比遲學好。如果這講法是成立

的話，學校便不應該阻止學生談戀愛，而是給他們合適的引導。最後一句，談戀

愛是人生必修的功課。這份功課，修得不好，可大可小。學生談戀愛是不是一定

會死人塌樓？不一定，反而成年人通常修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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