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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立『G』群-同性戀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近年來同性戀成了全球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成了政治中的一個話

題，很多名人也陸續公開了自己為同性戀者的身分及生活，而同志團體也

不停的在爭取、捍衛自己個人的自由。 
 
  青少年時期處於人格發展中重要的階段，也是從家庭和同性友誼中所

發展出獨立、單一異性親密關係的需求階段，我們很習慣地將同性戀者視

為「特殊的人」甚至「不正常的人」，而同性戀者在各方面也是和我們一樣

的在學習與成長，在異性戀的意識型態下，多數人無法想像同性之間也能

相愛，卻而忽略二個相愛的同性，也應該擁有基本人權，而我們想進一步更

加了解同性戀的形成原因及認同問題，這就是我們想要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青少年同性戀的形成原因 
 
    (二)了解青少年對同性戀的認同 
 
    (三)了解同性戀的心聲 
 
  三、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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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大綱 
 
    (一) 青少年同性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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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假性同性戀： 
 
       1、情境式的同性戀 
       2、偶發性的同性戀 
       3、金錢交易的同性戀 
       4、意念性的同性戀 
 
    (三) 青少年同性戀的形成原因： 

 
       1、生理成因 
       2、心理及環境成因 
       3、社會學習因素 
 
    (四) 同性戀青少年的認同問題： 

 
       1、自我認同問題 
       2、家庭認同問題 
       3、學校認同問題 
       4、社會認同問題 
 

    (五) 同性戀的心聲  

 

叁●正文 

 
  一、青少年同性戀 
  

在青少年時期，都會常常出現的「同性密友期」與「同性愛」，這種感

情包含了信任、崇拜、依賴，甚至還有嫉妒的成份存在著，事實上這種狀

況是人際發展中的階段之一，它通常是沒有性慾的成份，多數青少年不會

因為此時期的行為而延續成為同性戀者。皮亞傑在認知的發展上提出，其

形式運思期 11~16 歲自我決策能力較為成熟，能夠建構思考一些抽象的自

我，較具有反應內在事件的能力，因此青少年同性戀者在尋求自我認同

時，應該具備下列的條件： 
    (一)不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行為的幻想。 
    (二)情感和情慾的對象僅限於同性。 
    (三)是一種持續性的反應，不是因環境限制而產生的同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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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異性性行為有排斥的現象。  
     

      總合以上條件將青少年同性戀定義為：「年滿十六歲以上之個體， 
    不論是在性愛、心理、感情及社交上的興趣，主要對象幾乎都是同性 
    別的人，且以上述反應是持續性的，不去受環境限制而改變的。」 

 
  二、假性同性戀 
 
     有些人雖有同性之間的性行為，然而並非真的同性戀，在此稱為假性 
    同性戀，約有下列四種： 
  
    (一) 情境式的同性戀：  

 
       為情境的因素所造成，常發生在於男校、女校、船鑑、軍隊、監 
     獄中，其目的主要是為了情慾的宣洩。 
 

    (二) 偶發性的同性戀： 
 

       通常發生於身心都處於快速變化的青少年身上，依照「金賽性學 
     報告」指出，十五歲以前就有 33％ 的女生與 50％的男生有過同性之 
     間的性嬉戲，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成為了真正的同性戀者。  

         
    (三) 金錢交易的同性戀： 

 
     某一些青少年，可能被一些同性戀者以金錢誘惑而從事同性間的 
 性行為。  

 
    (四) 意念性的同性戀： 
 
        即反抗傳統的異性戀，其主要目的是為了反抗傳統所認為的正常 
        關係。『同性戀中較常令人混淆的是「扮異性癖（transvestism）」和「雙 
        性慾症（transsexualism）」，前者喜歡做異性服裝的打扮，而大多數的 
        扮異性癖者多數為男性的異性戀者；後者則是指心理和生理不一致的 
        人，而在性的取向上，則難跟同性戀者做出完整明確的區隔與分辨。』  
 
  三、青少年同性戀成因  
 
    青少年同性戀的形成原因複雜，一般包括有生理及心理和環境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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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理成因 

 
       １、遺傳因素： 

         從遺傳的角度方面探討同性戀的成因，目前的研究顯示，以男 
同性戀在遺傳生理機制上較為明確。生理學家用家譜分析發現，同

為同性戀的家族成員中以「兄弟」所占的比例為最高（13.5％），約

為人類族群中男同性戀者比例（2％）的 6.7 倍。  
       2、賀爾蒙異常： 

        目前研究顯示，同性戀者的賀爾蒙異常的情況包括以下：次生

殖腺體異常、成熟的個體所具備之性賀爾蒙比例異常、出生前跟生

產前後的賀爾蒙效應異常。發現在男同性戀者尿液中的睪丸酮素 
      （testosterone）比一般的男性低，而女同性戀者則高於一般女性。   

       3、大腦結構：  
          『一般所認為人類的下視丘能控制性衝動的產生，若將下視丘

前端的間核分為成四個區域（分別為 INAH 1,2,3,4），實驗當中所

發現在異性戀組，男性 INAH3 的體積則跟女性相近。』 
     
    (二) 心理及環境成因 
  
       1、心理動力因素： 

           健全的心理對個體性別認同有相當大的影響，個體的發展是從

嬰期到兒童期，經由對大人的接觸、輔育和照顧，逐漸發展出對自

己身體的基本態度，並且培養出對自己的統合跟整體的認識，同性

戀者顯然對這方面的發展較缺乏。 
       2、家庭因素：  

         精神分析學家佛洛伊德將同性戀者歸因於兒童期的壓力，特別

是在母親過於強勢而父親又過於的柔弱，會使得男孩缺乏對於男性

形象的適當認同。認為缺乏對於男性的認同、周圍過多的女生、雙

親對性有恐懼感跟排斥感、對母親的依賴過強等，而造成男同性戀

者的因素。造成女同性戀者的因素眾說紛紜，大約有不穩定的家

庭、父母的不和、父母令女兒畏懼身為女生情感的受創太深等。 
 
    (三)社會學習因素： 
 

      透過心理學家班度拉所提出的社會學習論中說明除了環境因素 
    外，個人自己對環境中的人、事、物的認識和看法，是學習行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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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而人在社會中或同儕之間的相處下，自然而然的會出現觀察或模 
    仿的行為出現，並從這些行為中獲得學習和改變。 

 

  四、同性戀青少年的認同問題 

 

    (一) 自我認同問題： 

  

      心理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認為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會 

    發生在於 12-18 歲，如果無法建立便會形成在人格發展上的危機。同性 

    戀青少年由於在道德、家庭、學校跟社會的壓力下，無法正向面對於 

    自己的性取向，而特別有情緒上的困擾，而學校和社會的疏遠跟排 

    斥，更使其感到孤獨、退縮，常常會有認同困難、沮喪、焦慮、低自 

    尊、罪惡感、逃家、逃學等等的問題發生。 

 

    (二) 家庭認同問題 

 

      決大多數的青少年同性戀者，其最大的障礙就在於家庭，早期跟 

    父母的關係上有許多情緒和依賴沒有得到滿足，而其實父母過度的反 

    應可能會讓青少年反對。鄭青玟指出，經由異性戀家庭婚姻組成的家 

    庭，容易將家庭成員的性向設定為異性戀，而家中如出現同性戀者，家  

    庭中的成員容易無法接受，進而引發許多的嚴重家庭衝突，再加上社會 

    不認同的壓力下，不但對於青少年同性戀者本身，對於青少年同性戀者 

    的家庭，也一樣必須背負著痛苦跟壓力。父母親一方面譴責自己的兒 

    女，一方面也會受到社會輿論的譴責，在不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將自 

    兒女趕出家門，嚴重一點的還可能斷絕親子關係，而兒女們為了盡傳統 

    的孝道只好去選擇投入異性戀的婚姻當中，去造成一個（或二個）可悲 

    不幸福的家庭。  

 

        (三) 學校認同問題 

 

        1、輔導策略的方向： 

          在學校輔導老師教導學生以『平常心』去看待同性戀與異性戀 

        的差別，而不要放大檢視，但在一般學生以為『正常』而是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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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戀，其實異性戀和同性戀都是『正常』的，只是喜歡的性向有所不  

       同，並不會反對學生成為同性戀者。而異性戀者變成同性戀者都是 

       因為外來的影響所造成的，讓學生知道同性戀和異性戀都是一樣 

       的，並安排宣導短片和簡報來讓學生更了解性別平等。 

        2、同儕關係： 

         青少年的發展任務中，同儕的互動和接納扮演重要的角色。當 

       同儕探索異性的關係時，同性戀青少年敏感對於自己的不同，因而 

       會孤立自己對於同儕團體之外的關係，或否認自己的性取向。研究 

       顯示出多數的同性戀青少年選擇對同儕現身，而現身後的同儕關係 

       也令多數的青少年同性戀者都感到滿意。 

  

    (四) 社會認同問題 

  

       1、社會普遍價值不認同： 

         美國這樣比台灣開放許多的國家為例子，也曾在於 1996 年 7 

       月 12 日通過一項「悍衛婚姻法案」，將婚姻的定義為「一男一女的 

       合法結合」，准許在各州拒絕承認在別州准許的同性戀婚姻，禁止 

       同性戀者來聯合報稅，並准許企業界拒絕給予同性戀的員工保險及 

       其他種種的福利，雖引起一陣的撻伐，卻在眾議院當中獲得壓倒性 

       勝利並且通過此案。顯見現代的社會中對同性戀者仍保留相當負面 

       的態度。 

       2、傳統觀念的違背 

         目前存在於社會的傳統觀念中，仍多以異性戀為普遍的價值 

       觀，一旦論及同性戀，通常是先將它當作道德上譴責對象，然後才 

       會把它視為問題來去審視，無論如何，同性戀者在社會的眼裡就是 

       一種「異己」，在醫界裡同性戀早從疾病的項目中去除了，但普遍 

       的社會中仍存在著同性戀是一種病症，且絕大多數的人們都仍有 

      「同性戀恐懼症，簡稱恐同症（homophobia）」這種說詞。 

       3、社會退縮的現象 

         在其輔導的案例中有提到，同性戀青少年的人際關係相當的 

       薄弱，不善於社交的技巧，幾乎所有的情感都出現在於相戀的對象 

       上，久而久之便形成了「社會退縮」，一旦面臨分手，影響的層面 

       不僅是感情的失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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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性戀的心聲  

 

  同性戀在這社會上算是一群弱勢團體，或許是民風尚未完全開放，而

使得同性戀者遭受排斥與厭惡，更使得他們的心靈受到相當程度的傷害。

正因如此，他們害怕在人前承認自己是個同性戀，或許他會在人前裝出和

一般人的性向是沒什麼兩樣的而壓抑自己，以逃避眾人鄙夷和害怕的眼

光，這對他們來說很困擾，也許連找個人來訴苦都有困難，他們的心聲眾

人們都聽得見嗎？同性間的愛，只是喜歡對象的性別不同，但也是一分聖

潔偉大的愛，也是出自於人們心坎裡最真誠的愛。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It＇s only love，whats everyone so scared of？這是某一部電影中的男主

角在眾人面前出櫃時所說的一句話，意思是：「這僅僅是愛而已，人們究

竟害怕什麼呢？」雖然在這幾年同性戀者已漸漸的被眾人接受，也有些國

家已同意同性婚姻，但還是有大部分的人無法接受，有些國家甚至是無法

接受，一旦發現是同性戀者將可處以死刑，這對同性戀者來說是一個不公

平的對待，在這開放的大眾社會中，同性戀者也有相愛的權力，而這權力

不該因為一些人的不接受就被剝奪。我們要學習相互包容、彼此尊重，也

要看見別人的好處、別人的優點，因為我們不喜歡的人，他們或許比我們

還優秀比我們更傑出，更有想法，希望社會能給每種人都多一點生存的空

間，讓人與人之間能夠更和睦的相處。 

 

  二、建議 

 

    以平等的角度去看待及對待同性戀者，對每個人來說都是需要學習

的，我們無法評論他人的人生角度，但能改變自我的觀點高度，世人正確

的心態即是給同性戀者最大的支持與幫助，而所謂正確的心態，便是發自

內心的尊重。希望在未來學校方面能多增加兩性平等教育讓學生能有更正

確的觀念，而在政府方面希望能多多傾聽同性戀者的心聲並且舉辦一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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