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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校園

游美惠＊

前言一、 
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其中跟性別議題相關的霸凌案件有其獨特的成

因與生成脈絡 （參見游美惠，2006 ＆ 2013）。舉例來說，父權社會的陽剛特
質建構造成男孩要積極 「成為男人」，而養成與練就出來 「男人氣概」 也需要
予以積極維護，所以會產生大欺小、強欺弱的行為 （Johnson，1997），而常
發生在女孩之間的霸凌行為，諸如排擠等 「關係霸凌」 或是辱罵嘲笑等 「言語
霸凌」 等，常是跟外表與性特徵有關，或是因為感情糾紛、嫉妒而引起的人
際衝突，其實這跟女性陰柔特質之形塑也是有關，女孩需要證明自己的女性

魅力或性吸引力，爭風吃醋或是爭奇鬥豔都是為了符應主流女性特質、確認

自己女人味的展現不輸人，所以女孩之間的霸凌，可以看作是一種性別化了

的敵意展現 （gendered hostility）。所以，有些霸凌案件和性別氣質的養成密
切關連，我們稱之為性／別霸凌 （sexual bullying）。本文從具體的案例故事
出發探討校園霸凌事件，運用性別分析的觀點，延伸探討具體的反霸凌教學

策略可以如何發展。限於篇幅也為了聚焦探討，以下僅針對 「多元性別特質」 

學生的受霸凌經驗進行分析，並延伸提出一些教學策略。

從故事看問題二、 
透過在大學的通識性別課程教授性／別霸凌議題，我從修課學生那兒蒐

集到一些資料，讓我藉機可以瞭解中學教育現場之中常出現的一些性／別霸

凌事件的樣態，而其中跟 「多元性別特質」 議題相關的案件，為數不少，以
下先呈現幾則學生說出來的故事：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多元性別特質與校園中的 
性／別霸凌事件



多元性別特質與校園中的性／別霸凌事件

2013年6月  •  14卷3期 49

在我高中的時候，有一位男同學因為他比較有女性的特質，也就是

一般人稱的 「娘娘腔」，常常因此被欺負或嘲笑。班上另外一個男同
學，常常故意在大家面前學他的說話口氣和動作，當然他學的非常

誇張。大家就會大聲的笑，也沒有人會去注意他是不是會因此受到

傷害。因為大家抱著看好戲的態度去笑他，助長了那個欺負他的人

更肆無忌憚的欺負他。⋯⋯大部分的人就會在旁邊一直笑。我記得

有一次，那個常欺負他的男同學，就在黑板上寫類似他是娘娘腔之

類的，然後又寫 「如果把那句話擦掉的人，會生孩子沒屁眼」，我當
場就去把那句話擦掉了。他其實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上課認真，做

事情也很小心，如果是他該做的事，就會很盡心的去做好。這樣的

一個人，難道只是因為他有女性特質，就要被欺負嗎？我後來跟他

還不錯，他告訴我，他後來根本不想來上學，甚至他想要轉學。而

且他對事情的看法都非常悲觀。不過他後來考上○○大學的音樂

系，現在也過的還不錯。

國中階段可說是最混亂了，班上的素質參差不齊。我的班級裡就有

傳說是混幫派的同學，一群都是人高馬大，壯碩的不得了。在班上

真的是老大，⋯⋯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群人，我常常聽到他們說今天

又打打誰、看誰不爽之類的，所以都是敬而遠之。也是不知道什麼

時候開始，班上一位瘦小的男生被盯上了，他的家裡似乎經濟不

錯，本身又很乖，不過常跟我們女生在一起，他的講話聲音又柔又

弱，常被人叫他是 「娘娘腔」。有一次，回家路上看他被攔住，一陣
扭打，我跟一群班上女生根本就不敢上前阻止，告知老師又怕日後

如果被他們查到，反而向我們報復，所以只是眼睜睜的看他鼻青臉

腫。第二天，他就沒有來學校了。再次來似乎是一個禮拜後了，這

件事好像也鬧上了訓導處，這些大哥級似乎也只是被記了大過，他

們好像也無關痛養。之後是越來越嚴重，大家也都不敢跟他講話，

當然沒有人願意挺出來幫助他。我看他都是一直在忍耐，但導師的

處理方式只是打那些同學。他們被打以後還是不斷的欺負他，甚至

越來嚴重。最後，他就轉學了，畢業後聽聞他已經離開臺灣到外國

去求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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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故事都是 「娘娘腔」 學生被欺負或嘲笑的案例。我在 〈校園霸凌與
性別關係〉（游美惠，2013） 一文之中曾經探討過相關案例，分析這類霸凌案
件和 「恐懼同性戀」（homophobia） 的文化與心態有關，學生將陰柔男生與同
性戀身分連結，而異性戀中心的社會讓大眾認為同性戀是不正常的而加以排

擠、歧視，以致陰柔男性常受偏見所苦，歧視性的對待更事屢見不鮮，處境

艱困，而在求學階段更可能受到同儕之霸凌。國外學者 Smith （2005） 與
Meyer （2009） 也都曾經探討過這類問題，當 「同性戀」 這個性身分認同成為
羞辱他人的攻擊詞語，就會助長校園性／別霸凌事件的產生。在臺灣，民間

團體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曾經公開發出聲明指出：

認識同志，是善待每一個性別主體的教育行動！校園霸凌事件中，

不少案例都是因為性傾向或性別氣質而成為同儕嘲諷與欺凌的焦

點，教育工作者的行動與反思，是看見性別面向如何作用在校園的

契機⋯⋯同志教育就是反霸凌、反歧視、反壓迫同志的教育，與性

別平等教育是不可分的。因此，同志教育的落實，不僅提供學生培

力性別敏感度的公民素養，更透過教育實踐來看見校園裡同志師生

的生命價值與基本人權。多一個被看見與充分理解的學生，校園就

少一個因恐同而衍生的性別霸凌！
1
。

而另一方面，我們從過往相關文獻的探討也已得知，除了霸凌事件當事

人需要受到輔導等協助之外，教師與旁觀者 （通常是同學） 的態度在校園霸凌
事件之中也是關鍵因素，以下藉由三則故事的呈現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鍾姑娘！鍾姑娘！」 這個名字似乎還很清晰的在我耳邊叫著，原來
是隔壁班的鍾姓同學又被幾個在學校裡帶頭的老大欺負著，鍾同學

雖然是位男性同學但是舉手投足跟女同學簡直沒兩樣，講話腔調總

會帶點女性特有撒嬌腔調，三不五時會翹起蓮花指，而且比較喜歡

從事一些文靜的活動，⋯⋯久而久之，他便因為他女性化的動作而

成為許多同學們眼中的笑柄。⋯⋯種種的怪異舉動使得他的人際關

1 這是 2011年 5月 5日，幾個關切性別平等議題的民間團體聯合召開的 「排除同志教育， 就不是性
別平等教育」 記者會發言稿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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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落千丈，他們班的女學生會冷眼看他，在他靠近的時候對他做

出厭惡的表情，每次什麼不好的事都會牽扯到他，而像班聚、同樂

會都會故意不跟他講，讓他沒辦法參加這些排擠他的舉動，男生就

更不用說了，動不動就藏他的東西，要不然就是拳腳相向，還喜歡

在他上廁所的時候圍在他旁邊看，想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小雞雞的惡

劣行徑，造成他之後都只會上大號用廁所，因為怕同學又會圍著看

他。記得有一次，在下課的時候我往廁所的方向走去，看到一群人

圍在廁所外面，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便探頭看廁所裡面究竟發

生了什麼事情？怎會有這多人圍觀，一看之下原來是那幾個平時愛

欺負鍾同學的同學，竟在他上廁所的時候強行打開他廁所的門，並

手套塑膠袋揚言是要查驗他到底是男生還女生？而旁邊的圍觀的人

也都在大笑，更增加了那群同學們欺負他的興致，看著鍾同學大聲

的呼救和無助的眼神，我內心實感不妥，但又看在場所有同學竟沒

有一個通知老師的樣子，我只好迅速默默的走離現場。事後我雖然

一直猶豫到底該不該跟老師講，但是連我們的同學講起這件事好像

都講的很開心的樣子更加讓我不敢跟老師講，就是怕會得罪那些帶

頭的學生。那件事情過了之後我便很少在看到鍾同學再來學校上課

了，根據同學輾轉得知好像已經轉學了，我那時也心想還好他轉學

了，不然再繼續下去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樣悲劇，很快的，我便忘

了這件事和這個人。

⋯⋯從踏入音樂班開始，班上的男生就會分成兩區，一邊很娘，一

邊很 man，通常 man 的那邊很愛欺負娘的那邊，像是上課就會用言
語嘲諷他們，笑他們很娘，沒有男子氣概，那時候也不覺得那些男

生被欺負，大家只是習以為常地跟著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那時候

的我們很過分，沒幫忙就算了，還助紂為虐，⋯⋯那些自以為很

man 的男生，居然在班上很多人的時候，大聲嚷嚷說要幫那些不
man的男生驗明正身，就這樣開始玩起脫褲子遊戲，一開始我們女
生會見義勇為，上前去阻止，可是久了就被洗腦成功，認為那就是

男生之間的遊戲，⋯⋯，到了二年級，情況越來越嚴重，那些男生

居然學起學長玩 「阿魯巴」，因為畫面實在很有礙觀瞻，所以原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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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些會見義勇為的女生，也變得不敢看，最後大家都裝做沒看

見，被欺負的男生就一直被欺負，有些男生很聰明會躲起來，一下

課就跑不見人，或是跟著班上女生去校園晃，但是還是有幾個就會

逃不出魔掌，只能 「乖乖」 地被欺負，有時候還會被丟進烏龜池，
男生的招數很多，很不尊重人，看了很討厭，但是那時候都只覺

得，我們這幾個瘦弱的女生幫得上什麼忙嗎？一定沒辦法，所以只

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欺負。

時間是在高一的時候，大家表面上看起來成熟，但心靈上卻幼稚的

很，事件一開始只是些玩笑，只是下課後的閒暇時間，大家打打鬧

鬧，同學會嘲笑阿凱 （受害者） 的肥胖體型，而且阿凱個性完全沒
有攻擊性，有點媽媽性格，喜歡嘮叨，口才是他的強項，而班上同

學會把這項特質 （喜歡嘮叨），視為不夠男子氣概、不具有陽剛特
質，阿凱面對這些玩笑話也是一笑置之，有時也會跟著自嘲，⋯⋯

同樣的玩笑話仍舊持續著，但在這之中，只要阿凱的反應仵逆他的

感覺，就完蛋了，阿純 （欺負者） 開始會動手推阿凱的頭，或者一
副你想怎樣的態度推他的肩膀，阿凱面對這些老掉牙的玩笑話一定

也要跟著附和、跟著笑才可以，接著，越來越激烈了，某一天阿純

把他壓在地上，開始脫他的制服，阿純的膝蓋壓在阿凱的手腕，雙

手在地上展開，而腹部被阿純坐著，一顆顆鈕扣開始被解開，阿純

要讓他的尊嚴掃地，以一種強硬專橫的態度，要阿凱服從，至於要

服從什麼，我想阿純自己也不曉得吧？其他同學一開始看到這樣的

場面都嚇了一跳，但有些同學卻像未受教化的野人，開始失去理

性，跟著起鬨，有的幫忙壓手壓腳，或者再弄些新把戲，像是倒水

在阿凱頭上之類的，整個氣氛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野蠻遊戲。有

一天阿凱的皮帶被剝了下來，褲子也被慢慢的從掙扎的身體上滑

落，阿凱死命抓著褲子，阿純則是用力的往下拉，剛開始，露出一

點內褲的樣子，大家總是一哄而笑，這是青春期男性很正常的對性

器官方面的好奇態度，只是在面對這樣的霸凌事件，強勢的一群總

是會忽略弱勢者的感受，後來阿凱的褲子被完全脫下來了，因為阿

純開始有了些特定的助手，一起行動，阿凱四角褲外露躺在教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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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空地被阿純強壓著，走廊上也會有其他班級的同學看熱鬧，只

要一有老師經過，就會有人大喊通知：「老師來了！」 大家一哄而
散，留下阿凱急忙的穿衣服和褲子，老師不知道是沒看見或者裝作

沒看見⋯⋯ 

以上這三則故事，也是呈現出陰柔男學生在學校受到同儕欺凌的情形，

值得留意的是：故事之中的同學不管內心是膽怯、猶豫、掙扎或氣憤，均未

積極採取任何行動，而他們眼中的老師，則 「不知道是沒看見或者裝作沒看
見」。這類發生在同儕之間強欺弱的霸凌事件層出不窮，但是現場的教育工作

者卻可能只是以學生人緣不好或是學生打鬧、開玩笑當藉口而不積極處理。

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殷殷告誡：不處理的態度只會讓這類校園暴力事件繼續存

在，甚或情況更加惡化。鑽研此研究的美國學者 Nan Stein （2002） 指出：家
長或老師常常都將這類行為看成是小孩成長過程中要過渡到青少年和成人階

段的 「必要之惡」，認為是不需要特別加以重視的 「惡作劇」，或是不需要改變
的 「成長必經之路」；但是霸凌行為侵害到學生的受教權且常讓受害者身心受
創，需要透過教育或是其他辦法來確保學生免受這類傷害。以下是一位霸凌

受害者的告白：

其實我也是曾經是受到被排擠，被取笑的對象，我可以深深感受

到，那時候我的無助與無力，似乎沒有人願意對我伸出援手。終

於，在國中，我平復了這個遺憾，我對那個女同學伸出了援手。雖

然也許來的有點慢，但至少我做了。而且，重點是，我也影響了別

人，讓他們也有勇氣說出自己的看法，為那個女生打抱不平。而打

抱不平，似乎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在這個社會裡，人人都自顧

不暇。我想大多的人，在做一切事情或決定時候，都還是以自身為

出發點。雖然聽來有點諷刺但卻是事實。

有大學生也反省到自己在中學階段時面對霸凌事件，自己的反應就很有

問題：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良知，但是大多的人，在要幫助他人之前，

都會先想想自己的處境。想著，我這樣做是否會帶來任何後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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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的我們，會想著，我這樣做，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排擠或

取笑的對象？就這樣，如果當答案似乎是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大多

的我們都會打消幫助他人的念頭。而我，也不例外⋯⋯ 

所以，在教育的現場，我們應該加強相關教育，在中小學教育階段除了

提升學生對於霸凌行為的問題意識之外，也要培養學生的道德勇氣，才能讓

旁觀者展現正義感，不要態度冷漠，讓自己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以達到防

治霸凌行為的成效。

結語與建議三、 
在主流異性戀常規之下，「男陽剛、女陰柔」 的特質分化，使不符合陽剛

男性形象的陰柔男性被貶抑與歧視，常成為陽剛文化支配價值運作下的犧牲

者；其實，違反女性陰柔形象的陽剛女學生，也可能會遭遇到性霸凌經驗，

部分研究指出女學生在展現陽剛特質時，的確也有受性霸凌的情況出現 （如
李淑菁，2010；柯宜呈，2008）。只是也有研究曾經提及：陽剛特質的展現會
被視為是 「向男性的、好的、有價值的特質學習」，也可能使得陽剛女學生比
起陰柔男性更容易逃過一劫，處境不會那麼艱困，這些現象都值得深入探究。

而除了性別特質之外，在社會異性戀霸權的運作下，「恐同情結」 所帶來
的汙名及壓迫，也會使同志學生比異性戀學生更有可能受到霸凌。舉例來 

說，在加拿大溫哥華，官方相當重視 「社會責任」 教育，其中對 「重視多元及
捍衛人權」 的課程設計，就強調反性／別歧視理念從幼稚園開始實施；但是
即使反性／別歧視教育蓬勃發展，LGBTQ （男女同志及跨性別者） 學生仍常
感威脅。加拿大同志聯盟 EGALE調查，當兩成異性戀學生覺得在校園不安
全時，逾七成 LGBTQ學生有同樣感受；當異性戀學生通報遭言語歧視為零
點八成時，近六成 LGBTQ學生曾有悲慘經驗 2

。

在臺灣，2011年 6月 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性別平等教育法」 修正案，
把 「性霸凌」 新增納入學校防治規定範圍。其中明文規定 「性霸凌：指透過語
言、肢體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

2 這一份資料來源為聯合報的願景工作室 「小心，歧視」 系列報導之中的性傾向歧視專題，2012年
12月 3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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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透過立法，希望能
積極遏止相關事件的不斷發生。但是誠如眾所周知的，徒法不足自行，教育

的配套措施才是正本清源之道，我們應該更努力發展相關課程，同時研發多

元的教學活動，讓反霸凌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能夠增進理解、尊重差異

與消除歧視的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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