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圖片來源/pngtree

當性平議題成為玩笑，我們可以怎麼做？
從建中事件談性平教育的四點行動建議

5

近期，建中校友聚餐因涉及性物化女性，而引起爭議；風波尚未平息

之際，又有學生因針對麥當勞性侵事件發表不當言論而遭撻伐。校方

於12月27日(113年)發表道歉聲明（截圖），並強調將深化品格教育及

性平教育。

翻攝自壹蘋新聞網

從校友聚餐菜單到學生言論，建中事件二度引發性平爭議

台北市建國中學第 46 屆校友在 12 月中旬舉辦了 30 週年重
聚活動，晚宴菜單上出現了如「香鮑佐蘿莉」、「韓國
妹子軟綿綿」等帶有性暗示的名稱，引發了社會對物化
女性的批評。此外，現場還設置了疑似影射女校學生的
人形立牌，部分與會者與這些立牌合影時做出不雅動作，
進一步加深了爭議。

114年1月人事電子報宣導資料

https://tw.nextapple.com/local/20241228/D82A417BD7F7176A512FB350843E12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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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源於麥當勞爆發職場性侵案，企業內部卻未能及時妥善協助被害

人，網友於是號召抵制麥當勞。有建中學生反對抵制行動，而發文表

示「建中中午揪團騎腳踏車去吃麥當勞」、「考完段考就要來點麥當

勞，沒有女權的世界真好」等語；後又有中一中、南一中、雄中等多

所學校的學生發文響應或聲援，引發輿論譁然。

圖片｜翻攝自 Thread

在相關的討論中，有些人會質疑：難道我不加入抵制麥當勞，就代表

我支持性侵嗎？難道我沒有選擇吃麥當勞的權利嗎？

事實上，抵制消費本來就只是表達意見的其中一種方式。選擇參與抵

制，意在以行動積極傳遞價值觀；選擇不參與抵制，自然也是一種自

由權利，不代表對特定行為的認可。

但在本次的事件脈絡之下，部分學生選擇刻意發文炫耀，甚至發表「

沒有女權的世界真好」等言論，不但忽視了抵制者希望支持已故被害

人、譴責企業不當行為的初衷，更將抵制行動簡化為「女權」與「反

女權」的意識形態對抗，顯示出個別學生缺乏對公共議題的同理與反

思能力，且對於自身行為可能帶來的影響缺乏足夠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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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歧視言論或爭議，近年來在教育場域並不罕見。台大經濟系學

生會長選舉的歧視政見、中一中園遊會攤位以「烯環鈉」命名等事件

，都還歷歷在目。

無論性別議題或種族議題，都是可以理性討論的公共議題，但是為什

麼，有些人會選擇用玩笑、戲謔的方式來表達意見、表達不滿、抑或

彰顯自己的標新立異？為什麼，明明是稍微發揮同理心就能避免的事

，卻有人需要透過一次又一次先炎上、再道歉的循環才能學到？為什

麼建中校友重聚活動籌備會成員在爆發性平爭議後，沒辦法誠懇地承

認自己的錯誤，反而還發函揚言提告寫文章評論此事的不會教小孩行

動聯盟（不小盟）常務監事諶淑婷？

當教育的核心精神缺失，性平議題成為玩笑與挑釁的
工具

我們必須再一次地指出，不允許男性展現脆弱的社會文化，以及缺乏男性

經驗的情感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男孩從小被期待展現果敢、積極、剛

強等特質，而不被鼓勵學習同理心或表達脆弱的情感。社會對於陽剛氣質

的期待，對男性也可能成為一種壓迫，進而導致男性將憤怒及無力轉化為

對於女權及性別平等的單一想像及仇視。

另一方面，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二十年來，我們也觀察到，許多學校師生

逐漸將「性別平等教育」與「性別事件防治」劃上等號。性別平等被視為

繁瑣的法規流程、教條與懲罰，更加引起反感；學校性平會又常為了處理

性別事件疲於奔命，立法初衷最強調的教育意義反而沒有被充分彰顯。

那麼，具體來說要怎麼改善這樣的問題呢？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673722724765317&set=pcb.673724131431843
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688
https://www.facebook.com/shuting.chen.5811/posts/3990093081276494?ref=embed_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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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教育幫助當事人理解問題

相信網路輿論的壓力，已經讓當事人意識到需要為不當言行負起責任

。然而，僅停留在指責，往往無法真正促進深層的反思與改變。

做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不能忽略教育與修復的可能性。正如雄中莊福

泰校長所言，網路公審容易過度，學生仍處於學習的過程中，學校應

積極介入，為學生提供參與反思與修復的機會。例如透過課程活動、

座談會或反思報告，幫助他們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認識言行的影

響力，並學會以更負責任和建設性的方式表達意見，避免類似事件再

次發生。

三、看見男性群體中的多元性

伴隨本次事件，網路上出現了關於「not all 建中」的爭論。事實上，

一所學校的學生、校友眾多，當然會有很高的異質性。建中第 46 屆校

友可以設計出性物化女性的活動內容，但也有在參與聚會後寫下道歉

文的呱吉；南一中有學生發出爭議性的貼文，但也有學生會發出條理

分明、擲地有聲的聲明稿。

找到盟友，促進理解，是性別平等運動能夠繼續走下去的關鍵。而如

果你就身在這樣的群體當中，但不願意被如此代言，那麼站出來發聲

也是很重要的。

二、發展能回應男性處境的情感教育

日前立法院教文委員會才剛召開「啟動性平教育2.0」公聽會，研議的

其中一項題目就是如何在情感教育中融入男性經驗。

我們認為，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都需要積極發展這樣的課程內容，也

可以適時結合民間資源，例如社團法人臺灣男性協會致力於男性的情

感教育，藉由牌卡幫助男性表達情緒、

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不小盟）致力於幼兒與家長的性教育，讓平等

尊重從小開始。

數位時代下的性平教育挑戰與四點行動建議

https://www.threads.net/@futaichuang/post/DEHNYepzuiI?xmt=AQGz1OTtaxMiXQG6r-wKQX9HZ2RehwFU0MB2DHsn_Dyebq4
https://www.facebook.com/froggychiu/posts/1129559628536114?ref=embed_post
https://www.threads.net/@tnfsa_115th/post/DEGweo4SMZy?xmt=AQGzF-ITno0euHY4PkxMWu-U9NXUdaYyMMeXpb_lci2Vb2g
https://tgeea.org.tw/advocacy/39167/
https://twmen.wordpress.com/
https://twmen.wordpress.com/2023/05/08/%e3%80%8a%e5%b0%91%e5%b9%b4%e2%80%a7%e6%bc%ab%e8%a9%b1%e3%80%8b%ef%bc%9a%e5%85%a8%e5%8f%b0%e7%ac%ac%e4%b8%80%e5%a5%97%e9%87%9d%e5%b0%8d%e9%9d%92%e5%b0%91%e5%b9%b4%e7%a0%94%e7%99%bc%e7%9a%84%e7%89%8c/
https://www.notsoti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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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小地方開始改變

在日常生活中，其實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簡單的行動擴大影響力。

例如，與其說「男生不可以哭」、「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不如鼓

勵大家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感受，並以開放的態度傾聽每個人的經驗。

此外，我們也能透過和家人、朋友、同學、同事討論社會議題的機會

，來展現自己對性別平等的支持，並藉此發掘更多潛在的「盟友」。

當愈來愈多的盟友現身，會使更多人意識到，性別友善的環境不僅是

少數群體的議題，更是社會共同的責任。

改變社會文化雖然需要時間，但當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參

與者時，小小的行動就能集結成巨大的力量。

資料來源：轉載自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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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geea.org.tw/advocacy/39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