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健康教育領域教科書性教育圖像與身體意象之符

號分析 

 

連家萱1、陳昱名2
 

 

摘要： 

    本研究以 Fairclough 提出的批判論述分析法詮釋教科書中性教育圖像的符

號意義呈現，進而展現出符號客體背後的意義及其情境脈絡；並與台灣現今的社

會環境互為文本，更深層的探究教科書性教育圖像內容與社會脈絡的關係。達以

上之研究目的，本文選取 101 學年度國中教科書市占率最高的翰林書局與康軒

書局所出版的國中健康教育領域教科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性教育論述及圖

像意義分析，檢視其內容所呈現的身體意象、性別象徵、生理運作機制等的符號

意義詮釋與形塑，批判性檢視其預設理想模式中的性別形象與性別意涵。 

    研究結果呈現 1.有關身體論述與身體意象建構仍維持傳統刻板印象，且呈現

以男性為人體典範的立場預設；2. 教科書論述與圖樣建構強化了醫療化的專業

知識權威與民眾認知間的落差，過度連結負面意象，使受教育者羞於觀看、檢視

甚至展示自己的身體；3. 教科書內容對於性行為的描寫隱諱不明，去情慾化，

將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客體化、他者化，避孕被課文脈絡形塑成女性的責任與女人

的身體風險；4. 教科書內文仍以異性戀典範為形塑模型，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多元性別認同者…等不同的性取向者被排除在教科書的正常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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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性教育早期僅在國中健康教育課程中提及男女生理構造與衛生保健，自

民國 82 年起，教育部因應社會改革開放的需求，課程標準重新修訂，增加許多

性教育內容，尤其在國小「道德與健康科」中增加家庭生活與性教育綱要，由一

到六年級皆有規劃性教育內容，可以發現隨著時代演變，教科書內的性教育內容

逐漸被社會所重視，成了基礎教育必有的環節之一。 

    性教育在國民教育內容的擴散說明了社會對性教育重要性的逐漸重視，但性

教育內容究竟教了些甚麼？則是一個更重要的問題。因為，教科書不只是組織這

個社會的知識系統，也參與創造一個社會所認為合法、真實的知識，協助設立真

實性的標準，再創知識、文化、信念、道德的參照點（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透過教科書，即可管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因為教科書的內容並

非中性、價值中立的，除了反映整體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權力結構之外，仍受到政

治、經濟意識型態的影響。Eggleston（1977）就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什麼被視為

知識？什麼不被視為知識？這個問題可由學校教科書中找到答案。因為學校的課

程包含了社會認可的知識，及蘊含於其中的合法化意識型態。 

    因此，教科書呈現甚麼樣的身體意象、性別象徵、生理運作機制等的符號意

義詮釋與形塑，勢必影響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們如何去建構出他們的性別世界與觀

念。更進一步來說，我們更可以透過教科書的內容形塑來看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與主宰秩序規範，從而研究教科書中的內容反映出甚麼樣的社會情境脈絡與假

設？在教科書中所傳遞的典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這些解析都可以令我們去體

認當前性教育在身體意象與性別意識上的典範與盲點，進一步探尋其背後的社會

結構性因素。 

    本研究希望透過具體探討教科書的性教育圖像意義詮釋與形塑的分析，分析

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呈現出的典型「性圖像符號」類型，例如身體形象、性別

角色形象…等。並進一步探討社會中既存的性教育相關議題，如：情慾議題、身



體探索、兩性交往、同性戀議題、性別秩序與性別人際關係模型，又是如何被呈

現出來，將是本文的探討焦點，以理解身體意象與性別意識、乃至於性別秩序與

社會規範是如何被教育的。 

 

二、文獻探討 

（一）教科書中的性別圖像解讀：性行為的符號詮釋空白 

    國內在教科書刻板印象方面的研究，黃政傑（1988）分析國小民國 74 年版

的生活與倫理教科書，發現所涵蓋的男人角色，複雜多變，從治理國家的皇帝、

總統至販夫走卒。相形之下，女性的角色主要為母親、老師、車掌、買/做菜者、

洗衣者、織布編毛衣者、侍婢等，角色狹隘缺乏可認同的現代角色。 

    國內教科書亦常強調父權社會中刻板化的性別意識型態，諸如男性的剛強與

智勇與女性的柔順與嬌弱(謝臥龍，1999)。教科書內描寫男性角色及活動較女孩

多；女性被描述時，傾向在室內工作，如家事之類。男女孩活動出現的特徵是以

男性為社會中心，男生主動、女生被動。因此職業描述時，男性比較廣泛、比較

多元，而女性比較狹窄。男性多扮演社會中間的角色，如軍人、農夫、科學家、

醫生、警察、工人等等。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化現象也未破除，少有職業婦女

的角色出現(林碧雲，2000)。 

    謝小芩（1994）分析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發現課本中以科學為尊的基調上，

有正確知識的必為男性，而迷信的都為女性。教材的生活實例也呈現刻板印象，

女性出現的最多是母親與照顧者的角色，男性則是領導者和主人。 

    在插圖和照片上更往往具有性別歧視現象，各種解剖圖都是男性，連示範圖

片也都是男性。插圖和實例的配合，將女性的表現做為負面教材或是錯誤示範。

出現的家庭為主幹家庭，缺少單親家庭，或祖父母照顧兒孫畫面，因此對單親家

庭而言，恐較無法從教科書中獲得角色認同。謝小芩（1998；1999）全面體檢國

中各科目新版教科書是否符合兩性平等原則。其結果發現：在圖片方面，認識台



灣-社會篇、地理篇、健康教育與家政等科目男女出現比例均衡，國文、英文、

數學、認識台灣－歷史篇、生物、童軍教育等科目則男多女少。大多數的科目都

存在性別窠版印象；男性的角色多樣化，女性多為母親、女兒之類的傳統角色；

男主外、女主內；男好動、積極，女性靜態、被動；男性多為主導者，女性則多

為照顧者、協助者。此外，職業類別及運動也都呈現性別區隔的現象，造成兩性

明顯性別刻板印象。 

    針對性教育與健康知識方面，吳玉釵（1990）針對國小至大學教科書與性知

識有關的教材分析，發現內容不夠完整連貫，以性生理與性器官構造、性生理發

展、人際關係、懷孕避孕、性衛生保健與社會問題為主，性價值觀念的知識則無

相關教材。段貞夙（1993）則指出台灣社會中性教育相關的課程量與內容未與學

生實際發育配合，女生學習的課程較男生為多，集中在性生理知識，性心理偏重

於自我了解，缺少性價值觀方面的知識。以消極壓抑的手段、理性與少量的論述

來顯示其權力運作。謝小芩（1994）則分析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發現其中有五

種意識型態：西方科學主義、家庭至上、歧視女性與性別刻板印象、智育導向、

以及禁慾主義，並指出教科書中人物出現的次數或類型，女性比例明顯低於男

性，且內容充斥著男尊女卑、男主女從、重男輕女的意識型態，以及男強女弱、

男動女靜、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女性角色常有被忽略和歪曲的情形發生，

即使是教科書編定開放以後，兩性的刻板現象仍舊存在，工作角色和從事的活動

有明顯的性別區隔，男女的性別形象僵化，家庭型態偏於單一樣貌。 

    綜合以上可以看出，過去教科書的性別圖像研究都是聚焦於性別分工和形

象、家庭權力分配、與性別角色期待之上，對於性行為、生理情慾、性權力、身

體意象、性別象徵、性別秩序等的符號詮釋卻少有著墨，可能也是因為與保守與

傳統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有關，一直將性視為隱晦、不堪、不宜公開討論的私人

羞恥之事。本文希望透過教科書中圖像的呈現與文字說明探討，分析教科書如何

呈現性行為生理情慾、性權力、身體意象、性象徵、性秩序等的符號詮釋，探討

背後的社會情境結構與主流性意識與秩序之盲點，並探討遊走主流邊緣的性關



係，如同性戀、雙性戀、多重性別等典型是如何被主流所詮釋解讀而呈現，從而

分析教科書在性教育與性關係社會化上的社會角色，將是本文研究宏旨。 

（三）批判論述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批判論述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來分析台灣國

中健康教育領域教科書在性教育的圖像與論述形構，以及此一論述形構與社會互

動間的權力關係。因此以下先闡釋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模式及其理論基

礎，作為本研究批判論述分析架構的基礎。Fairclough（1989；1995） 倡導的批

判論述分析綜合了Foucault的論述意涵，以Althusser、Gramsci、Boudieu、Habermas 

等人的社會學概念，集結而成一個較為強調論述的社會學層面之學說。Fairclough

（1995）認為論述是透過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規範的一種語言應用。換言之，

批判論述分析係將論述視為一種社會實踐，並將語言當作社會秩序運作的一部

份，同時也能進一步促成社會中意識型態的再製（翁秀琪，1998；蘇峰山，2004）。 

    Fairclough（2006）將論述界定為是透過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

語言運用，它與社會結構之間呈現一種辯證（dialectical）的關係，一方面論述

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制約，另一方面論述對社會結構的相關面向，也有建構

（socially constitutive）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包括階級結構、社會關係、制度機

制、規範約制等都會對論述的塑造與制約發揮作用；就後者而言，透過論述實踐

可以建構包括社會認同、主體位置、社會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等。從而，論述

作為一種實踐，不僅再現世界、賦與世界意義、也建構或改變了世界（倪炎元，

2012，頁 7）。在此定義下，可將論述詮釋為社會關係運作與權力分配機制的鬥

爭場域和對象，各個團體在論述中爭奪文化霸權，努力製造意義和意識形態，以

獲得形塑社會的主導權與正當性。 

    因而論述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具有辯證的關聯性，透過論述分析可以理解某

個社會議題或現象在社會脈絡中形成的權力關係，進一步解構在靜態文本中所交

織的動態論述關係和其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經由系統化的架構將論述與社會間

一層層地關聯密切交織，以具體展現文本、論述及社會文化三者之間的互動過



程，並藉由論述實踐的角度去檢視文本，找出文本中論述運作的軌跡，以及不同

的論述型態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加以連結的。 

    總體來看，Fairclough 試圖將微觀的文本描述、參與主體對文本的詮釋，與

鉅觀的社會情境進行連結。而這一連結過程，使得文本不再只被以靜態的觀點視

為社會製成品，而是將文本生產與詮釋的過程從社會互動的視野中進行分析；從

描述文本的範疇作為基礎，經由將文本做為參考資源的前提下，詮釋文本與產生

論述間的交織作用，進而擴大到解釋整體社會脈絡與文本實踐間的互動關係。而

這個溝通、理解、詮釋與相互往返的過程，即是所謂的「論述」。因此，Fairclough 

的論述分析是將文本與社會脈絡結合，試圖梳理論述與情境、制度、社會結構之

間的對應關係（龍煒璿，2007）。 

    而在微觀的文本描述分析過程裡，Fairclough（1989）將構成文本的結構特

徵區分為三個面向：經驗性、關係性，以及表達性。所謂的經驗性價值係指文本

生產者對世界經驗的描述與再現，其關係著論述中的內容物的生產，因而會形成

最後的知識與信念的累積；關係性價值係指論述中文本與社會關係的描繪與提

示，其著重於文本和社會的關係脈絡；表達性價值則為文本生產者對真實相關事

物的評價，關注主體在其中的定位與發展出的社會認同部分。這三者與文本所呈

現的內容、關係以及主體有所關連，甚至更深遠地促成結構性的影響。由此可知，

在進入分析文本時，必須注意文本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文本中企圖形塑的社會

關係，以及文本生產者欲傳達的認同意識等面向（龍煒璿，2007）。 

    據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以論述分析針對我國國中健康教育領域教科書性

教育圖像進行分析，首先從國中健康教育領域教科書對性行為、身體意象、情慾、

性權力、性秩序等議題的圖像符號進行解構，歸納出符號意義背後的核心價值意

念；再以與社會脈絡相呼應的動態觀點探討教科書文本，分析 Fairclough （1995）

所言的論述如何再製社會上的權力關係，或是如何挑戰這種宰制行為，藉此分析

途徑，批判性檢視並挑戰教科書中課程性知識的選擇與傳遞過程。 

 



三、研究分析 

（一）課本形塑下的理想身體意象 

    身體，做為每個人與生俱來生存的軀體和各種器官連結依附所在，每個人的

身體特質與身體意象都存在差異性，一如多數人可理解的個性或主觀意志，一般

都具有多樣性與獨特性，但教科書作為國家教育與價值觀形塑的社會控制工具，

則在理應中立客觀的身體圖像呈現出了非自然的形塑，以下圖 1及圖 2為例，分

別出自康軒書局及翰林書局之國中健康與體育課本第一冊，作為國中生認識人類

身體的第一課，理應中立客觀僅作為生理學與解剖學教學功用的身體圖示，卻明

顯的做出了社會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形塑，藉以呈現出所謂的「正常身體」與「標

準體態」。因此儘管圖 1和 2出版自於不同的書局，教育部的國民中學課綱更沒

有鉅細靡遺去規定身體的擁有者應該長甚麼樣子，但兩版課本的圖像都不約而同

的呈現出同樣的傳統主流性別形象，例如一律是男性身高高於女性身高的繪製、

男性短髮而女性中長髮及肩、男性圖像會強調健壯的體態而特意描繪出胸肌與腹

肌之肌肉線條，甚至在圖 1的康軒版第二性徵示意圖還出現了男性的人魚線，以

上的圖像建構事實上反映出社會傳統主流價值觀對身體的想像與設定，因此儘管

走到街上我們其實看不出太多具有胸肌、腹肌、乃至於人魚線線條的男性，但社

會主流的性別刻板印象就是男性高大健壯、女性嬌小柔弱、男性陽剛俐落短髮、

女性陰柔飄逸長髮。 



 

圖 1、圖片來源：康軒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一冊第 3 章第 18 頁 

 

圖 2、圖片來源：翰林版健康與體育第 1 冊第 2 章第 21 頁 

再以圖 3為例，當說明人體外觀（及所有人種、性別的身體總集合稱呼），

男性是模型典範，甚至是如圖 4說明人體系統運作，還是健壯而充滿肌肉線條的

男性為模型，可以看出課本所預設的人體標準展示形象則都以男性為基準模型，

亦可看出性別間的地位與形象典範差異。 



 

圖 3、圖片來源：翰林版健康與體育第 1 冊第 1 章第 7 頁 

 

圖 4、圖片來源：翰林版健康與體育第 1 冊第 1 章第 11 頁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儘管當權者總是宣稱教科書是單純傳授理性科

學知識的中立媒介，3其實不過都反映出統治者的觀念與價值觀，再透過政府的

                                                     
3 陳至中（2014年2月6日）。教長：地方政府不宜干涉選書。中央社，無。線上檢索日期：2014年2月7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6%95%99%E9%95%B7-%E5%9C%B0%E6%96%B9%E6%94%BF%E5%BA%9C%E4%B8%8D



統治權威雷厲風行，迫使人民內化接受優勢統治階級的想法與觀念，甘願接受那

無處不見之當權者優勢意識形態的宰制，即便連應該最為中立客觀的身體，都可

充斥人為的刻意形塑與傳統性別角色的灌輸。證明了如馬克思主義教育觀所揭示

的：「社會階級形成後，支配階級為維持階級利益而把該階級的意識形態灌輸到

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當中，使其他階級的學童去學習支配階級的一切意識型態，

進而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會使得非優勢階層的人們寧願放棄犧牲原有的價值

系統，去接受取得優勢階層地位的訓練與洗禮。（李錦旭譯，1987：178-9）。」

因而當我們的青少年從小就就接受這樣的標準化身體與性別身體意象的灌輸，他

們成人後維持著男生較健壯、女生應柔弱、男短髮、女長髮的性別身體意象刻板

印象，甚至追求媒體螢光幕所推崇的紙片人形象或罐頭美女體態，就不奇怪了。 

（二）痛苦暴露與污穢化的性器官功能論述之建構 

    時序進入廿一世紀，社會逐漸把身體視為健康自然的一部分，對於性器官的

態度也趨於正面而健康，不再一如過去將性徵視為羞恥與原罪的象徵加以排斥抗

拒，過去禁忌年代的知名例子，在小說作家丹布朗（Dan Brown, 2003）的《達

文西密碼》著名小說中即有：1857年時，天主教在位期間最久的教皇庇護九世

（Pope Pius IX）因認為梵蒂岡城內許多雕像赤裸裸地展露性器官極其不雅，因

而下令將教廷管轄範圍與信仰影響所及之處之所有裸露性器官與性徵之雕像，全

部都要加上無花果葉遮掩，致使我們今天在許多歐洲宮殿（自然也包括羅馬教廷）

看到的雕像的性器官與性徵都是被遮掩起來的，史稱「大去勢事件（The Great 

Castration）」。 

    但可嘆的是，雖然我們進入到廿一世紀已經不再拘泥於性器官與性徵的圖像

而壓抑科學展示的意義，但面對性器官與性徵生理運作的衍生教育與教學，卻只

                                                                                                                                                      

%E5%AE%9C%E5%B9%B2%E6%B6%89%E9%81%B8%E6%9B%B8-051532408.html 

胡清暉、林志成（2014年1月27日）。師：尋共識 別再爭意識形態。中國時報電子報，無。線上檢索日期：2014年2月7

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5%B8%AB-%E5%B0%8B%E5%85%B1%E8%AD%98-%E5%88%A5%E5%86%8D%E7%88%A

D%E6%84%8F%E8%AD%98%E5%BD%A2%E6%85%8B-215044435.html 



能看到痛苦與麻煩暴露的意象建構與指導教學，先看到圖 5和圖 6，兩個教科書

又不約而同地以四格圖說明：沾染經血的衛生棉要如何處理才不會使沾有血液的

那一面汙染了環境、或嚇到下一位洗手間的手用者；儘管如圖 6課本中的文字說

明是要教導女學生「使用」衛生棉，或如圖 5是要教導學生「更換」衛生棉，但

在這些圖像中，女生這個使用者的主題形象都不見了，更不見衛生棉如何使用在

身體上或從身體更換下來，教導的主題其實只有如何避免經血和衛生棉外露而令

其他人不舒服。 

 

圖 5、圖片來源：翰林版健康與體育第 1 冊第 2 章第 26 頁 

 

圖 6、圖片來源：康軒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一冊第 3 章第 21 頁 



 

圖 7、圖片來源：康軒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一冊第 3 章第 20 頁 

 

圖 8、圖片來源：翰林版健康與體育第 1 冊第 2 章第 28 頁 

    從而可以觀察到教科書撰稿繪圖者其意識形態其實跟前述「大去勢行動（The 

Great Castration）」的心理認知基礎類似，月經必然連結到經痛處理的教學，而經

痛必然是憂鬱痛苦而必須在家安養的病人角色或修養狀態，所以緩解經痛姿勢的

人物衣飾基本上都是預設該位女性必然是穿著寬鬆彈性服裝，而且是在家或寬闊

可躺臥於地之處，一如圖 7及圖 8；而不是如何在月經來潮狀態下仍然維持社會

角色正常活動與功能的衛生棉使用教學，或適用於教室情境的經痛處理，筆者不

禁要質疑難道該生能夠在教室裡、課堂上、或教室樓梯走廊間做出那些伸展姿勢

嗎？抑或是，站在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擁護者的角度來看，女人的月經本就骯髒污

穢不堪入目，自然要遮遮掩掩，女人更是本來就要居家，行為舉止要柔弱，月經

來自然更是虛弱，乖乖在家休息便好。 

    相對的例子則可以參考到對於男性夢遺的處理，儘管這樣的體液不自主外洩

沾染衣物，也可能會造成類似經血外露的他人困擾，但我們的課本卻同樣不約而



同沒有教學圖例，困擾歸困擾，不覺得需要教男生怎麼處理沾染到的衣物如何不

要外露，亦是一個鮮明的反例。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出現在翰林書局國中健康與體育第一冊的健康篇教師手

冊第 48 頁的圖 9，當小女生面對青春期發育的眾多問題，轉向代表醫療專業又

同是女性的護理師諮詢之時，旁邊的文字說明註解著「女性遲到的性成熟」、「婦

科疾病~白帶」等將女性身體問題化取向的教學引導內容，但卻沒有提及男性的

性晚熟或性病議題，再仔細探究圖片內容的建構，專業人員的尊尊教誨姿態、專

業知識權威人員的俯視視角、搭配諮詢女學生的惶恐驚懼表情、既害羞雙手又在

胸前畫出一個叉叉、雙手緊拉衣物遮掩第二性徵，呈現出了女性在面對自己身體

的問題時，面對專業知識權威的童稚化與被教導形象，對於身體的主觀感受與認

知必須臣服和被教導在現代醫學的指導標準之下，因此身體詮釋與感受的自主權

被教育與醫療這樣的正式權威所接收，形成另一種宰制關係，因此呈現出身體擁

有者主體上缺乏自信與服從的形象，身體更是羞於展示的客體，儘管面對號稱專

業中立客觀的醫學也是一樣。 

 

圖 9、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一冊的健康篇教師手冊第 48 頁 

    而且在兩版本的課本中，儘管有許多關於性病症狀的嚴重生理影響和後遺症

介紹，運用許多非專業人員不會有太多理解的專業名詞，再度凸顯了專業知識權

威與民眾之間的落差，更完全沒有如何從外觀與生理特徵辨識性病罹患者，這樣

對於初學無知者最重要的圖片訊息；換言之，若有人讀完這一段課文之後有發生



性行為，他恐怕很難運用課文所教內容，反映了民眾在醫療化（medicalization）

發展下服膺專業權威的無知和依賴，也可以看出我們對性教育避諱的態度。 

    以上的分析結果，凸顯出我們的教育仍在隱含之中將女性身體與性器官、性

徵等問題化取向、及痛苦恥辱經驗暴露取向理解，多著墨於非正常的部分與不舒

服的經驗，從不去造成他人不方便或不舒服角度出發。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國中

教科書性教育灌輸對於身體的認識取向，顯然是防弊重於興利，擔心多過喜悅與

開發，仍然呈現出傳統文化對於性與生殖器官的壓抑與羞恥的傳統遺緒

（legacy）。 

（三）生殖功能建構與兩性地位的權力反差 

    看完了課本對生殖器官與性徵發育的建構，接下來，我們接著看到下一步有

關人類兩性關係發展、乃至於生命孕育與生殖延續的章節分析。首先我們先看到

圖 10 及圖 11，這是出自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一章的內容，在兩

性關係的發展上，已經做到男追女、女追男各一圖示的平衡，但圖 12、13中，

則會發現問題化的追求主動者都是男性，女性則扮演飽受困擾的被動角色，在圖

14、15 有關性騷擾的圖示中，男性依舊是主動侵犯者（中高年禿頭男或色狼（郎）

之形象建構），女性則是害羞困擾的被動受害者，實際上反映出傳統性別刻板印

象中的男主動女被動權力關係，而拒絕變成是女生的把關責任，而不是勸導大家

不要去當騷擾別人的人，且在以上的圖示中，同性戀或雙性戀的模式完全不見，

完全是異性戀為模型典範的教學價值觀。 

 



圖 10、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一章第 8 頁 

 

圖 11、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一章第 10 頁 

 

圖 12、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一章第 13 頁 

 

圖 13、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一章第 15 頁 



 

圖 14、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二章第 22 頁 

 

圖 15、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三冊第二章第 23 頁 

    於是，進入到國中第四冊的健康與體育課本，兩性教育的主軸在此部分已經

完全進入避免「不健康或不合宜的性觀念」、「色情」、「性侵害」、「未婚懷孕」等

主題的性道德教育價值觀灌輸，必須體認到的是，以上內容除性侵害外，多數都

有價值觀上的討論空間與主觀認定模糊地帶，教科書在如此基調下發揮只呈現出

傳統保守且以異性戀一夫一妻制為典範的兩性相處模式與性行為利害關係分析。 

    以圖 16、17為例，都是成年男女在笑容滿面下的狀態觀看電腦螢幕或雜誌，

雖然課文主題是說明防治色情資訊，但圖片主角顯然都是成年情侶，表情自然且

喜悅，如果該媒體內容固然有情色成分但卻不違法，難道有值得在國家教育材料

上非難之處？也呈現出我國性教育教材對於性道德貞節「非禮勿視」壓抑的固有



傳統觀點強化。 

 

圖 16、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四冊第一章第 38 頁 

 

圖 17、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四冊第一章第 42 頁 

    對於性行為的進行，更可以看出所謂「非禮勿視」的價值觀強化，儘管性器

官與性徵已然於第 1冊說明，對對於性行為如何發生卻總是隱諱再三甚至如同黑

盒子一般快轉跳過，圖 18是很好的例子，在保險套使用的教學上呈現去身體曲

線、去性器官視覺、機械線條化的性器官替代物教學示範，在兩性接觸的過程中，

兩個主體反而在圖中消失，只剩下被分割出來的性器官替代物示範，將性行為的

發生去情慾化並免引發學生對性的聯想，在文字的敘述中描述了如何防止性病傳

染，卻沒有任何一字一句談到性行為如何進行，最有趣的是該圖片中步驟 5的

「套」與步驟 6的「握」之間的性行為完全不見了。同樣的有關性行為進行相關



圖片，還有康軒本的健康與體育第四冊第一章第 7頁的圖 19，這是所有相關課

本中唯一提到「精子由陰道進入子宮」的描述，同樣是對性行為一種很隱諱的描

述，沒有過程和 know how，只有結果描述。 

 

圖 18、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第四冊第 2 章第 53 頁 

 

圖 19、圖片來源：康軒版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第四冊第一章第 7 頁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我們常說這是一個對於性與兩性關係相對

開放的年代，但性行為的教育仍是過去幾十年來那種老師羞於開口想要跳過、同

學回家自己讀、或是認為孩子長大自己就會懂得，在這樣閃躲隱蔽的教育方式

下，無怪乎今日相關醫療知識昌明的今日，我們仍不時在報章新聞看到學子連愛

撫、接吻、甚至是擁抱算不算性行為不曉得、怎麼做會不會懷孕都不太知情，以



致懷孕或已將臨盆都不知道，4因為連教材都是講得隱諱不明的，也可略知我國

性教育隱諱態度之衍生弊病。 

 

圖 20、圖片來源：康軒版國中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三冊第 25 頁。 

    最後，性行為的發生可能也意味著避孕教學需要被考慮，以及懷孕產下子女

的可能因應方式都需要被引導入教學內容，在這個地方，研究者在康軒版國中健

康與體育第 3冊第 1章第 25頁，找到一個「幸福人生三階段學習活動單」的圖

20，除了前面所描述的異性戀典範與男女傳統性別角色形塑以外，在避孕方法的

選擇建議上，教師手冊的建議答案不管是青少年階段、青中年階段、或中壯年階

                                                     
4 陳鈞凱（2013年 9月 25日）。小腹微凸誤認卵巢癌「腫瘤」 17歲小媽媽不知有孕 5個月。NOWNEWS 新聞，無。
線上檢索日期：2014年 2月 7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5%B0%8F%E8%85%B9%E5%BE%AE%E5%87%B8%E8%AA%A4%E8%AA%8D%E5%8D%B5

%E5%B7%A2%E7%99%8C-%E8%85%AB%E7%98%A4-17%E6%AD%B2%E5%B0%8F%E5%AA%BD%E5%AA%BD%E4%

B8%8D%E7%9F%A5%E6%9C%89%E5%AD%955%E5%80%8B%E6%9C%88-022030857.html 

社會中心（2013年 3月 7日）。跳一跳就不會懷孕！堂哥誆小六堂妹性侵得逞。NOWNEWS 新聞，無。線上檢索日期：
2014年 2 月 7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8%B7%B3-%E8%B7%B3%E5%B0%B1%E4%B8%8D%E6%9C%83%E6%87%B7%E5%AD%95

-%E5%A0%82%E5%93%A5%E8%AA%86%E5%B0%8F%E5%85%AD%E5%A0%82%E5%A6%B9%E6%80%A7%E4%BE%

B5%E5%BE%97%E9%80%9E-033700465.html 



段竟都是以女性避孕方法為主，甚至包含許多侵入性的避孕措施，如口服避孕

藥、子宮內投藥系統，反倒是男性使用的保險套，事實上不分年齡都方便使用、

經濟實惠還可防治性病傳染，卻只有在青年階段被課本所推薦，也看出國家機器

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宰制，一如過去 40多年前的家庭計畫時代，如劉仲冬（1995）

所述，都是「男性沙文主義的推動模式，婦女的健康及自主權則完全被忽視，計

畫以推動女性採用避孕器材為主，未教育男性避孕觀念……就像政府明知當年推

動家庭計畫時，研究結果顯示樂普失敗率高（一年後停用為 46%，四年後停用為

70%），並且有造成婦女身體不適的現象出現，但為了達到快速達到人口控制目

標，政策推行者仍然教育婦女採用樂普及子宮內避孕器」。 

    最後，若然懷孕，則將問題聚焦在未婚，但實際上，對於學生來說，未婚懷

孕又有意願生下孩子的話，問題應該是小爸媽的年紀太小，缺乏經濟能力和社會

經驗，致使在自身社會角色地位重新適應的困難與扶養孩子能力上的可能弱勢，

而不是有沒有婚!如同圖 21和圖 22的比對，未婚懷孕要去墮胎愁雲慘霧害怕驚

惶固然可知，但難道如果後來有結婚，二人的年紀與社會經濟條件就會足以應付

家庭生活各種所需與未來發展嗎？可是圖 22卻讓我們看到兩小無猜雖然未婚懷

孕卻終究成婚而有了圓滿的結局，雙方仍在喜宴會場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接受大

家的祝福，似乎讓人覺得產子的問題是在未婚而非年紀太小，且說明文字「奉子

成婚」而不是「奉子女成婚」的符號指涉，以男胎作為所有懷孕中嬰兒的總稱，

也暗示著期待產下男胎的重男輕女觀點，都可以看出過去年代講究女性追求名份

與家族地位連結的指涉意涵。顯見女性的身體仍在教科書的圖象建構中呈現出被

客體化的態勢，亦即女性身體的意義與權利不是由女性做為主體掌控，而是建立

在父權體制威權與主流價值觀的認可與界定。 



 

圖 21、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第三冊第 2 章第 92 頁 

 

圖 22、圖片來源：翰林版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第三冊第 2 章第 94 頁 

 

五、結論與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結論如下 

（一）本次選取之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樣本，雖已有兩性平等之基礎觀念，但

若深入細節會發現其論述與身體意象建構仍維持傳統刻板印象，且呈現以男性為

人體典範的立場預設。 

（二）有關性器官與性徵生理教學方面，雖集中於科學與病理知識闡述，但實際



上運用過多專業術語和不實用資訊，強化了醫療化的專業知識權威與民眾認知間

的落差，過度連結負面意象，並將性器官與性徵過度地與負面與疾病痛苦連結，

更容易使受教育者羞於觀看檢視甚至展示自己的身體。 

（三）因傳統性道德觀所侷限，我國國中性教育教科書內容對於性行為的描寫隱

諱不明，且嘗試將之去情慾化，將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客體化、他化，避孕被課文

脈絡形塑成女性的責任與女人的身體風險。 

（四）對於愛情與性關係，兩個版本的國中課本仍以異性戀典範為形塑模型，同

性戀者、雙性戀者、多元性別認同者…等不同的性取向者被排除在課本的正常範

圍之內，實無法稱之為符合多元主義精神之性別教育教材。 

    根據以上結論，提出建議如下： 

（一）增加教科書編輯委員們知識背景與性別取向之多元性與多樣性，避免單一

典範偏誤。 

（二）強化性別平權之脈絡，淡化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之灌輸，舉例應顧及性別平

衡與形象多元，不應一昧強化男外女內、男主動女被動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圖像

上可舉女性運動員或有政經成就者之例子，如舉重國手徐淑敬、景美女中拔河

隊、南韓總統朴瑾惠、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等破除女性柔弱依賴之形象迷思，男

性也可強化陰柔特質但為世人所認可之例子，如知名華裔服裝設計師吳季剛、知

名作家白先勇等人。 

（三）平衡性行為之圖像與價值觀建構，增加正面內容，將導同學認識自己的慾

望與感官而非一昧道德循教，並增加女性身體自主權之教學內容，以期從觀念上

與價值觀上真正落實性別平權。 

（四）未來研究建議：本次研究因人力、物力、時間所限，僅選擇台灣國中市占

率最高的翰林書局版本與康軒書局版本的國中健康與體育科教科書作為研究樣

本，也未針對不同學制之課本進行分析，望未來研究者可以增加抽樣多樣性或是

從不同年齡層的教科書去切入研究，補本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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