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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不只是在男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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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澄	 實習心理師/中華大學諮商中心 

 今年六月，世新大學男生宿舍發生了一件性平案件。一位男同學跑到受害者的房間，說

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話：「你的人生差不多了」、「像娘娘腔一樣活著」，還作勢要打受害者。事

件發生後，世新大學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進行通報，並由諮商中心協助輔導學生。可能

有的人在想，這不就是一般的大欺小、強欺弱嗎。一位男學生霸凌另一位男學生，為什麼是

和「性別平等」有關？原因是和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有關。 

 記得在二十幾年前我剛去當兵，在南部某個軍校受訓。同班有位同學的身體較弱，跑步

時步伐總是跟不上班長喊的一、二、一、二的節奏。他還是勉力跟上速度混在全班之中沒有

脫隊，所以沒有被發現步伐節奏不同。但幾個星期後偶然被班長發現，結果被嚴厲責罰。從

此後他受到嚴加看管，被要求額外跑步練體能。多年以來，中華民國成年男性都要服義務役，

而女性則不用。似乎是隱約地認定，男性要如同軍中的精神答數一般：「雄壯、威武、嚴肅、

剛直、安靜、堅強、確實、速捷、沉著、忍耐、機警、勇敢」。小時候也常聽說，當過兵才是

真男人，才娶得到老婆。二十幾年過去，現在軍中對兵員學生的要求已經不一樣，而社會上

對男性的要求也不一樣了。雖然我已經離開義務役很久，但過去當兵的經歷，一直是朋友及

同事間共同的話題。那段磨練中苦過來的日子，成為我自豪的印記。 

 而當我愈自豪於自己的「雄壯、威武、嚴肅、剛直」的經歷，就可能會愈認同社會給予

男性的性別角色期待：「像個男人」。對於看起來不「雄壯」的男性，就會另眼相看。當大多

數的男性都能期待自己「像個男人」的時候，身體強壯的男性就會有優越感，錯覺自己是男

人中的男人。甚至開始去嘲諷、排擠那些明顯不「雄壯」的男性。「娘娘腔」這樣的名詞就被

製造出來，用於貶低不「雄壯」的男性。這就是基於性別角色的霸凌。 



 到底什麼是「像個男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二十幾年前，應該就是「雄壯、威武、嚴

肅、剛直」。但在現在社會已經不一樣了。台灣多元社會中，對性別角色的定義，已經沒有

唯一的答案了。有人渾身肌肉、滿身刺青被認為是真男人，但有人善良貼心被稱為「暖男」，

也是真男人。「雄壯、威武、嚴肅、剛直」如此的單純的性別角色期待，對現在的男性而言，

是過時了。 

 回到世新大學的案子，這不是單純的霸凌案件，而是性平案件。因為加害者認同了「雄

壯」是男性該有的性別氣質，而且只能有這個答案。不符合的受害者，就該被嘲諷、被霸凌。

加害者的性別觀念仍停留在二十幾年前。 

 雖然我認同每個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氣質，但我仍然可以自豪於自己當過兵。我仍然為

自己能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而為自己喝采。但我不認為這是唯一的價值，也不認為每個男人

都要有同樣的經歷，才是真正的男人。每個人可以定義自己的價值。我認為，能夠去尊重其

他人的獨特存在，也尊重其他人的自我認同，才是一個真男人，也才可能是一個真女人。 

 
 
參考資料 
林芝宇(民 108年 6月 6日)。性別平等教育專刊。 
取自 https：//www.mdnkids.com/gender_equity_edu/？sn=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