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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教育」是什麼？包含哪些概念？
TGEEA 說給你聽！

一、全面性教育的基本介紹
【全面的性教育，何謂全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說的「全面性教育」，其實融合了台灣教育中的性教
育、情感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概念，也就是說，「全面性教育」是一個具
有整體性的教育概念，它不只是在傳授關於生殖、身體結構或性行為的相
關知識，而是涵蓋了更多關於性別與社會間的討論、對於情感的認知，以
及平等與尊重等價值的傳授。

【憑什麼說有用？】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出版的第一版與第
二版的將近十年間，在各國實行全面性教育之經驗下，發現「全面性教育」
能夠使未成年人獲得正確且適齡的知識、態度與能力，並可以建立積極的
價值觀，以及建立安全、健康且積極人際關係的能力。它也可以幫助孩子
反思社會規範、文化價值觀和傳統觀念，以更好地理解並處理他們自身與
他人或社會的關係。

二、全面性教育的核心精神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對於性教育的說明是採用「全人性教育」的概念。然
而於 2022 年初，政府又於該節中補充了「全面性教育」之意涵與教學實
踐的附件，那兩者間存在著什麼差異呢？後者的意涵又包含什麼呢？

【性的積極面向】
多少有在接觸性教育的老師們或許知道，在過去以「全人性教育」為基礎
的性教育是以愛為本，而包含生理、 心理、社會及心靈的四個層面。然

而過於強調愛與家庭的性，是否會忽視了其他不同類型的性呢？對此，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中所提出的「全面性
教育」，就不再拘泥於愛與家庭為基礎的性，反而是轉為著重於「權利導
向」的概念，並同時傳達著對性的積極面向。也就是說，性的美好不必然
連結於愛與家庭，而可能涵蓋到其他不同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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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導向】
所謂的權利導向，也就是以人權的概念作為基礎。雖然人權的概念相當複
雜，但簡單來說就是包括了平等與自由等之概念，而以此種這種說法作為
延伸，就可以推導出性是包含各種不同型態的。《綱要》另一方面也有提
到，應該要強調尊重、包容、平等、共情、負責與互惠的價值觀，而這些
價值與人權的概念是具有非常大的關聯性。因此在確立一個人的權利後，
也應該要權衡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衝突。換句話說，在正視對性的慾望的同
時，也要顧及到社會的規範與他人的權利，因此有性慾很正常，但不代表
什麼事都可以做。

【負責任的性】
就此我們可以看出，依「全面性教育」概念為基礎的性教育，除了傳授性
本身的相關知識外，也應該同時傳授什麼是「負責」的性（例如「積極同
意」與「正確使用保險套」的概念），以作為與社會規範或他人權利的調
和。而傳達性相關的知識給孩子，就是希望他們能對於相關的概念具有正
確的認知，使他們在未來能夠有做出負責任決定，並有批判思考相關社會
規範是否合理的能力。

【適齡與適性】
雖然在教育階段傳授性的知識很重要，但孩子的理解能力可能與成年人不
同，因此為了避免有所誤解而導致偏差，《綱要》就有提出「適齡」的概
念，也就是「在什麼年齡應該教什麼」的建議。然而這並不代表在年紀小
時就應避免教導性教育，而只是在傳授相關概念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例
如在年紀較小時認知到性傳染疾病的存在，並在年紀較大時教授應如何避
免）。再者，教育不僅是在教導某個年齡層的知識、態度和技能而已，它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為孩子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做好準備，因此也應該讓不
同需求的孩子能夠得到充分的學習與協助。也就是說，因為每個孩子的發
展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應該要依照孩子的特性去做「適度」地調整，而這
也是《綱要》所稱的「適性/適發展性」概念。

【實證基礎】
最後，在教學內容的部分，《綱要》特別要求要有實證基礎，才不會導致
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獲得錯誤的資訊，並藉此導正他們在網路或社區中所聽
聞的錯誤資訊，以避免孩子對於與性相關的概念有所誤解、加深對性的恐
懼、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與歧視，甚至是影響到他們未來做決定或思考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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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性教育的內容
在了解「全面性教育」的基本概念後，是不是還是覺得很抽象呢？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看，所謂的全面性教育，包含了哪些核心概念吧！

【關係】
它的概念包含了親情、友情、愛情等各種人際關係，而不是狹義地認為只
有「性關係」或「愛情」。《綱要》對此就認為，在各種人際關係中都應
該要涵蓋「寬容、包容、尊重、承諾」的價值觀。在關於家庭的內容中，
則特別著重於家庭類型、家庭的分工、責任與支持等；在友情的部分，內
容上則應包括信任、分享、尊重、同理與平等的價值觀，並讓孩子認知到
一段關係有可能會有正面影響，但也可能會有負面影響的觀念；在「愛」
的部分，則是強調世上擁有不同類型的愛，以及應該如何去表達愛。

【價值觀、權利、文化與性】
它的概念包含了價值觀、人權、文化與社會等，也就是上述關於「權利導
向」與「社會規範」間調和與批判思考的相關知識與能力。其中《綱要》
特別強調應該要向孩子們傳授人人享有人權的概念，而人權的概念並不是
僅限於國內法中關於基本權的概念，也應該要包含國際人權法的規範。另
外《綱要》強調，「社會與文化」可能會影響一個人對於性的理解，因此
也應該要賦予孩子去思辨相關規範是否合理的能力。

【理解社會性別】
在探討社會性別時，著重點並不在於單純傳達已存在的事實，而是應該要
去探討來自社會的性別壓迫，並且在討論時著重於平等、刻板印象與偏見
的概念。例如，早年台灣的人口組成是男多於女，這是一個事實，單純以
此告知孩子是沒有意義的，重點是要如何解釋形成這個事實的原因，也就
是傳統重男輕女的概念，如何影響著人口組成。也就是說，應該去理解與
思考相關的社會性別壓迫，它背後所蘊含的原因為何？而壓迫的原因可能
來自於文化、宗教或社會的價值觀。但《綱要》認為最重要的則是要強調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並且應該要受到尊重。

【暴力與安全保障】
它的著重點是在探討包含性在內的暴力行為，以及傳授身體自主與隱私的
概念，並進一步指出新型態的「網路」性暴力或剝削的問題。就暴力的問
題而言，在年紀較小時，可以先從家庭暴力開始談起，以提前給予孩子幫
助，之後再慢慢帶到其他的暴力型態；隱私與身體自主之部分，則是應該
去強調「積極同意」，以及如何維護自身隱私的概念；網路之部分，則是
應該注意到，除了網路的方便性之外，它也可能會將孩子暴露在危險的環
境或從中獲取錯誤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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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福祉技能】
它的內容應包含社會規範、同儕影響、決策、溝通、媒體識讀、尋求幫助
與支持，它的目的則是在於引導孩子在未來可以擁有做出負責任決定的能
力。在實質的內容面向上，就是去賦予孩子溝通協商、做決定以及思辨的
能力，並且讓孩子認知到在必要時可以向他人尋求相關的幫助或支持。

【人體與發育】
它的概念包含了生殖、青春期、身體意象與生理結構等，基本上就是一些
單純知識性的介紹，例如性器官、著床、月經，以及激素如何影響生理變
化等內容。但同時也必須強調每個人都應該喜歡自己的身體，而不要被大
眾關於外貌的價值觀因素所影響。

【性與性行為】
它的概念包含了生命週期與性行為等。在年紀較小的時候應該讓孩子認知
到哪些觸摸或親密接觸是不合理或不恰當的；在年紀較大時則慢慢教導關
於性反應與性慾等概念，並告知孩子們那是正常的，以避免一些基於社會
文化的錯誤理解；而年齡更大時，更是可以傳達性是美好的概念。

【性與生殖健康】
它的內容包含了懷孕、避孕、愛滋病、性傳播疾病等。首先，應該先打破
性傳染疾病的迷思與歧視，並傳達正確的概念，以及傳達懷孕是自然且可
以被計劃的概念。於孩子年齡較大時，則可以傳授避孕與防止性病傳播的
措施。

小結：八個核心概念彼此相輔相成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全面性教育」的概念並非是我們傳統上所認
知的狹義性教育，而更是包含了性別平等與情感教育在內。也就是說，狹
義性教育僅涵蓋了上述六到八的核心概念，是關於性的知識；而其餘一到
五的核心概念，則是屬於性別平等與情感教育的範疇，而這也是何謂「全
面」的原因。

雖然《綱要》將「全面性教育」的整體概念分為八個核心概念，但實際上
各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存在。例如：對於生理構造的正確認知，可以結合
到社會整體壓迫的概念，進而讓孩子思考兩者間的關聯性，進而得出性別
平等的概念。因此「全面性教育」是一個整體概念，八個核心概念只是一
種較為簡略的分法，因此不能挑著教，而是必須將之相互融合，才能讓孩
子擁有正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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