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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00 年底，教育部宣布「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教育政策從兩性教育延伸轉化成為多元性別教育，

2004 年將《兩性平等教育法》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內容更著

重性傾向、性別特質、性別認同。然而，依據教育部的統計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受害者約 7～8 成為女學生，校園性霸凌則顛倒，受害者

平均約 7 成為男學生，多數在 12～17 歲受暴，國中階段最頻繁。性

別平等教育已行之多年，但校園中的性霸凌與歧視卻未曾少見。  

   

    性霸凌以各種形態存在於日常校園生活之中，本文將就此議題做一

探析，試圖了解性霸凌在校園真實情況與問題所在，並探討如何落實性別

平等教育法，以期防制校園性霸凌的發生。 

 

    透過案例的分析，與性霸凌界定的釐清，並將研究的範圍限縮在豐濱

鄉境內的國中小學校園，我們採訪了校園中的師生、社工師與住民的同志

團體，針對豐濱國中學生設計了性霸凌認知自我檢測表，藉由質化與量化

的研究方法，期望能更接近原住民部落校園中性霸凌情狀實原貌，進而能

發現問題並尋求改善的方式，並落實校園友善環境及性別平等教育。 

 

    本文的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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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玫瑰少年-校園性霸凌事件之探析  

 

一、 霸凌(Bullying)的定義 

 

         首先，我們從霸凌的定義說起，美國專門研究校園中性別暴力  

     的學者 Nan Stein 曾經指出:霸凌是指發生同儕之間的欺凌行為。而挪  

     威學者 D. Olweus 則定義霸凌為專指一個學生長時間並重複地暴露  

     在一個或多個學生所主導的欺負或騷擾，或是被鎖定為欺凌對象，  

     而成為受凌兒童的情形。  

 

         霸凌按照欺凌手段、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區分為關係霸凌、言語霸 

     凌、肢體霸凌、性霸凌、反擊型霸凌、網路霸凌六大類。容易成為霸凌 

      受害者的學生通常有已於一般學生的個人特質(如內向害羞、被父母過度 

      保護、家庭環境特殊或性別氣質特殊者)。而霸凌的發生最多的情況就在 

      中學階段。 

 

二、性霸凌與性騷擾之界定與釐清  

   

(一) 性霸凌的定義: 

 

    霸凌中我們特別針對性霸凌來做一探究，原因在性霸凌的發生

最常就是在國中階段。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

於他人之性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

或威脅之行為。從言語侮辱、排擠、語言攻擊的騷擾，到輕微或

嚴重的暴力等，影響著多元性別特質和多元性傾向學生的受教權

和校園生活。英國友善女性組織認為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

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從言語侮辱、排擠、語言攻擊

的騷擾，到輕微或嚴重的暴力等，影響著多元性別特質和多元性

傾向學生的受教權和校園生活。」  

 

 

(二) 性霸凌的行為樣態: 

   而性霸凌具體行為樣態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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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用一些字眼來影射某人的性傾向，以達到羞辱的目的（例

如娘娘腔或男人婆）  

      2.用具性意涵的話來汙辱某人（例如公車萍或北港香爐）；  

     3.使用威脅的言語或笑話，造成對方的恐懼（例如開玩笑說  

要強暴雞姦某人）；  

4 閒聊中散布有關某人性生活或性傾向的謠言（包括罵人        

肛交男）    

      5 讓別人感覺不舒服的碰觸；  

      6 碰觸別人不喜被碰觸的身體部分。  

(三 ) 性騷擾的定義 : 

    而性騷擾是一種對性自主權或身體自主權的侵害。廣

義言，任何依當事人的主觀認定不受歡迎或予人不舒服感的

性接近、性要求和其他具性意味的言辭或肢體行為，不論明

示或暗示，包括讓人感到不愉快的性注視都包含在內。這就

跟性霸凌的暴力壓迫性與對一個人的否定性還是有所區分

的。  

 

(四 ) 受性霸凌者可能之影響 : 

    受性霸凌者可能因為長期累積的情緒壓力與無法自我

接納，因而造成精神疾患，甚至生命的消逝。可能出現身心

適應的問題、影響課業、學習自信心、和自尊受挫自殘行為

及精神疾病的發生。如上的幾種可能，對於學生的安全無虞

的學習環境產生了相當大的隱憂。  

三、性霸凌在台灣校園的真實案例  

(一) 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 

           隨著今年金曲獎最佳歌曲-蔡依林的「玫瑰少年」與五月天的翻

唱，這首紀念葉永鋕的歌曲也廣為人知。對於葉永鋕發生意外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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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眾說紛紜。但我認為真正害死葉永鋕的是性霸凌與性別歧視，若

不是人家在欺負他想脫他褲子，讓他心生緊張，他去上廁所時也不會

這麼急，那麼也不會發生這種令人遺憾的意外。 

    

    “我們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別特質；但”我們都一

樣!”都渴望被他人了解與尊重!”娘娘腔”、或”死娘砲”、”不

男不女”之類的這種話語看似輕微的玩笑但也可能傷人或殺人 !若

因為我們周遭的人性別特質不同於我們，而將他冠上了特別的綽號

或代稱，或許只是玩笑，也或許是故意的嘲諷，但都可能造成別人

心靈上不同程度的傷害與壓迫，甚至死亡。 

 

(二) 台中雙十國中學生跳樓事件: 

 

    2019 年 4 月 22 日，台中雙十國中發生了學生跳樓事件，劉姓男同

學，從四樓墜落到地面，骨折但意識清楚。這位劉姓男同學，從小就

很溫和，全班會因為他的身體、外型以言語嘲諷或肢體霸凌及惡作劇

來欺負他，有人還說亂說他爸有 AIDS，才會生出他這個 AIDS GAY!帶

給他的非但是身體上的痛楚，更是心靈上的折磨。 

    這期間周遭的同學老師明明知道這件事的發生卻不願意幫助他，

所以性霸凌的「默視」也是一種霸凌，每一個人應該享有屬於自己的

空間，不是一句話的對錯去評判他個人的行為，每個人都有人權，就

算你不接受他，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個別的

特色，為什麼要因為他的身體、外型去審視他呢，如果你生來也跟他

們一樣特別，被霸凌的可能就會是你了，有屬於自己的特質難道錯了

嗎，我們不是應該去包容那些比較特別的人嗎? 

每個人應該都要懷抱著同理心，尊重屬於個人的特質，不要因為

一點差異，而去看不起和欺負他，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三) 世新大學宿舍性霸凌事件: 

 

           2019 年 6 月 18 日世新大學的一名學生深夜 PO 出了一段影片，

透露自己和另一名同學疑似因上周細故發生爭執，結果對方突然

闖到他的宿舍房間內，不只囂張嗆聲、說出各種歧視話語，還作

勢摸他下體，讓他不堪受辱決定上傳事發影片。  

 

           事發後柯同學的母親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知道這件事後

有立刻傳訊息問孩子，柯媽媽只想問那位孩子「為何在鏡頭下

怎麼這麼粗魯不堪？也看了你的道歉文就是個屁，你憑什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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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宿舍？憑什麼用攻擊式的語言？憑什麼沾哥哥的光？你憑

什麼沾爸爸的光？憑什麼？」  

 

     看了這整個事件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疑惑，何以性別平等教育

推廣這麼多年，為校園還是盛行用「娘炮」、「娘娘腔」來侮辱

貶抑其他人？對於他人之性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從言語侮辱、排擠、語言攻

擊的騷擾，到輕微或嚴重的暴力等，影響著多元性別特質和多

元性傾向學生的受教權和校園生活，這些行為已明顯觸法，不

單單只是校規的處分而已，這部分更該讓每個的學生去正視與

明瞭。  

 

四、探究性霸凌不斷發生的原因 

 

  如上真實案例，性霸凌在校園日常生活之種從不曾間斷，但根據教育部

的統計，台灣有 440 萬的學生，每年通報性霸凌的案例卻只有 30-40 件，

確實令人匪夷所思。探究其原因如下: 

 

      (一)父權文化與陽剛氣質的養成: 

 

    青春期的的男孩經常會以同性戀作為惡作劇的題材，以別人為同性

戀作為污辱的方式。父權體制裡對於控制慾以及潛藏在心裡的恐懼感，

讓日漸成熟的男孩不斷的強迫自己要展現強權以便證明自己有掌控他

人行為的能力。 

  

  (二)性別平等教育的不足: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各級學校每學期需有 4 小時的性平教育，但

實際落實的情況不一。不管事在學校或家庭(如:爸媽告訴孩子同性戀是

不正常的)及同儕間的教育性平的觀念被接受吸收內化的程度仍差異非

常大。 

 

       (三)性霸凌知識的欠缺: 

      

     性霸凌的目的不是滿足個人慾念，而是權力的展演，藉由讓

對方不舒服集體取樂，導致容易和其他樣態的霸凌一起被蒙混在

「我們只是在玩」的說詞裡，比性侵、性騷擾更難揭露與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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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對性霸凌的認知不足與消極處理: 

   

     性霸凌的界定易陷入模糊地帶，而師生最常忽略的是性霸凌已是

法律問題，不僅僅是性別議題。對於可能的性霸凌事件，不但不該採取

消極通報，而是要積極通報，讓界定釐清留給更有權威的法律專家處理，

就算通報錯了，總比無視與掩蓋的好。 

 

五、豐濱鄉的校園性平教育落實與性霸凌情狀探實 

 

        就這次的研究主題與地域限制，我們限縮了研究的範圍，僅就豐濱鄉內

做探訪和境內的國中學生做性霸凌知識的自我檢測調查，結果如下: 

 

(一) 專訪專任輔導老師: 

 

    林曉妮老師，及專任輔導人員:楊智雯社工師 

 

    曉妮老師和智雯老師在專訪中講到，在任教於豐濱國中期間，與

不少性別特質特殊的學生有過接觸與輔導，在校園生活中也確實存在

許多性騷擾或性霸凌的可能情狀存在。 

 

性霸凌最常發生的狀況，大多是在同學間的嬉戲玩鬧中，當然當玩鬧

過頭的時候，就有著性霸凌的可能，對於認定上的標準，曉妮和智雯

老師皆強調要在乎當事人的感受，若有讓學生身體或心理感到不舒服

或害怕或壓迫，即會對學生進行輔導，並與導師及學輔處共同處理性

霸凌的狀況與通報，另外立即知會家長，事件處理過後，對於受侵害

者與侵害者皆須進行持續的輔導與追蹤。 

 

至於豐濱國中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公民老師張淑晴老師說，學校依

照規定每學期會安排 4 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會請校外機構團體

前來講課，如勵馨文教基金會和花蓮縣國中小性別平等輔導團，而老

師們也會在各領域的課程中，適時地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今年九月起 108 新課綱的實施後，公民老師在設計課程上，也都依照

著 108 課綱議題討論的四大概念中性平議題去做活動設計與講述，讓

學生能更尊重個別性別特質與對多元性別的包容，真正落實性別友善

校園環境。 

 



 

8 
 

(二) 豐濱國中學生性霸凌認知自我檢測: 

 

    調查結果顯示，在此次填寫問卷調差的 49 位學生中，有多達 8 成

的學生對於性別特徵、性別氣質、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不同於予尊

重和包容。對於性霸凌情況的發生也有九成的學生表示會積極地給予

協助和通報，對於性霸凌的防治豐中老師學生的回應也都顯示風中是

個性別友善的學習環境。但結果也顯示出，原住民的部落中仍存有性

霸凌的隱憂與對性別特徵與性別認同的歧視。這個發現，似乎也讓我

們在性霸凌事件未艾的原因，需再多關注這一個面相了。 

 

六、結論 

         

    美國政府對於性霸凌的防治非常的用心，積極地經營霸凌防治的社群網

站:stopbulling.gov.首頁第一點就是老師該如何防治霸凌並教島孩子如何辨識跟安

全的對抗它。當然更需要原住民部落裡的父母、學校工作人員和其他成年人若能

透過討論霸凌及性霸凌議題 

 

(一) 部分教育工作者或部落教會可能因為宗教信仰影響對性平教育的立場，

某些宗教的教義經過有心人士的解釋，會跟台灣目前的教育理念不一致，

這是我們應該正視的。 

    

(二) 從因下手性霸凌走司法太困難，台灣才用性別平等法防治性霸凌的發生，         

而不是在性霸凌發生後才著手處理。      

 

(三 ) 具體落實校園，除了宣導之外，學校政權裡的同性戀恐懼症要

被檢視與教育、非傳統性別特質學生的受教權和校園安全要被認

真看待、性別平等教育要加入多元性別的議題，學校成員要一起

參與性別友善的校園文化和氛圍的建立，教育部應該擬定反同性

戀恐懼教育的準則。如此，才能從根基進行性霸凌防治工作。  

 

    建立一個安全的校園環境，並制定全部落社區的防治霸凌策略來幫助學生防

治性霸凌，讓學生能在性別友善的社區部落及校園中快樂的成長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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