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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自民國93年起通過

至今已19年，然近年來性別歧視、性騷

擾、性/性別霸凌等事件頻傳，為增進性

別平等，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針對全國

22縣市，年滿20歲之民眾，於今年(2023

年)8月20日(週日)至8月23日(週二)進行

市內電話及手機的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有

效樣本共1,069人。感謝黃昆輝教授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黃昆輝教授、調查小組召集

人郭生玉教授及調查小組對性別平等教育

的關心和重視，進行此次調查並於9月9

日召開記者會，由該基金會黃董事長主持，

並邀請筆者發表評論。為使此次調查能讓

更多人了解，擴大其影響力，並讓關心性

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的朋友對此調查有更

深一層的了解，特別做此報導。

此調查共有十個題目，其調查結果

分述如下：

約六成五民眾（受訪者）同意「高

中應男女合校」，男生近七成（69.3%）

同意。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建議高中職，

尤其是公立學校應朝社會男女和諧共存目

標發展，國中在多年前已朝全面合校、合

班發展。如男女生都學習工藝、家政課程，

於共學課程中學習溝通、合作，以促進學

生適應男女共存的社會且和諧共融。

「女生是否該服兵役」，意見較分

歧，47.8%同意稍多於41.8%不同意，且

男性同意者過半（54.9%），反之女性不

同意者也過半（52.9%）。服兵役與否，

性別平等不應是唯一考量因素，女生如果

服兵役應有配套措施。如以色列全民皆兵，

視服兵役為榮譽。戰爭模式也與以往不同，

以高科技戰爭為主，體力不再是主要條件。

人生而平等，不應分性別，現狀是

受訪者普遍認為已不嚴重。重男輕女

68.3%，男主外女主內68.7%，男陽剛女

溫柔66.1%，都有近七成表示問題不嚴重，

認為這三題嚴重者仍有近三成（分別是

28.9%、26.2%、29.5%）。交叉分析，

共同點是大專以上學歷表示嚴重者相對較

高（分別是37.0%、33.4%、37.8%），

可能與職業別有關。而女性仍有近1/3表

示「重男輕女」問題嚴重。

2



上述數據雖顯示性別平等較過去進步，

但不能因此而滿足，仍有進步努力的空

間。性別人格特質，男性化（勇敢、冒

險、獨立、自主等），最好改稱為工作

取向人格特質，女性化（溫柔、體貼、

愛美、愛家等），最好改稱為感情取向

人格特質。不論性別為何，人皆需要工

作的成就和感情世界中愛與被愛，健康

的現代人應兼具工作中成就感和家人關

係的感情世界，故教育應朝「剛柔並濟」

雙性化人格特質而努力。

「民眾認為促進性別平等最有效的

方法」，依選項比率高低依序為「家長

的身教」（47.1%）、「落實性別平等

教育」（30.2%）、「媒體發揮宣傳作

用」（15.8%）。女性（51.8%）及大專

以上受訪者（52.6%）回答「家長的身

教」較高。其實家庭、學校、社會三方

面均要共同努力，效果一定最大。

八成民眾表示「鼓勵子女突破社會

對不同性別的期待，勇敢追求個人的興

趣與專長」，大專以上學歷者更高

（92.2%），但也有少數不鼓勵及未答

者（8.6%、5.1%），提醒教育工作者，

家庭、學校在教導突破社會性別期待時，

也要努力突破環境和文化的限制與困境。

如筆者參與高職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訪視時，發現女同學較少選擇中式餐飲，

可能因鍋具較重、工作環境較為悶熱，

男性廚師穿著較少，女性因而受限等。

故若環境或文化的限制與困境無法改變、

克服，也足以影響男女性追求個人的興

趣與專長。

民眾對「目前教育部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的成效」，意見不一致，41.9%表

示好，略高於31.6%的不好，也有高達

26.5%未明確回答。且大專以上學歷受

訪者表示不好者近四成（39.1%）。教

育部應研究民眾是否對某些做法和成效

不滿意，表示有改進的空間，使得「好

還要更好」！

有關「校園的性霸凌/性騷擾問題」，

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嚴重（53.2%，其

中21.7%表示非常嚴重）；對於「學校

能提供安全環境，保護學生不受性霸凌

或性騷擾」超過半數（55.4%）表示沒

有信心，有信心者為35.4%，大專以上

學歷者表示沒信心（62.0%）相對較高；

又民眾近八成表示（78.0%且30.1%答一

定會）「在面對學生性霸凌/性騷擾事件

時，學校會以維護校譽為優先，淡化事

件的處理」，大專以上學歷者表示會

（84.1%）相對較高。

民眾對「是不是校園會發生性霸凌/

性騷擾的原因」（複選）歸因在：1）色

情媒體推波助瀾（85.4%且57.2%非常同

意）。2）旁觀者冷漠不揭發（76.7%，

且55.2%非常同意）。3）性別平等教育

沒有落實（63.1%，且34%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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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原因也都是大專以上受訪者表示同

意的比率較高（分別是90.6%、85.2%、

67.2%）。一樣需要家庭、學校、社會

三方面共同努力。

近幾個月台灣因著“Me Too”事件

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個案較多的是職

場的性騷擾/霸凌問題。行政院7月13日

通過性平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

性別工作平等法(職場)、性騷擾防治法

(公共場所))修正草案，立法院7月31日三

讀通過，藉由修訂健全的法令與機制，

以杜絕性騷擾。當然大家都主張將法令

修得更周延，有利於受害者求助和防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努力進行前端的預防教

育工作。本人在2013年指導的最後一篇

臺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馮嘉玉

的博士論文「國中校園霸凌防治介入計

畫—含同儕性騷擾防治」，結論發現：

結合課程教學與支持性環境營造的介入

模式能有效提升國中生霸凌與同儕性騷

擾防治之個人能力因素、心理決定因素、

環境決定因素中的動機誘因、行為意向

等，並獲得實驗組學生和老師良好的評

價。

此次藉由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之

民意調查，希望喚起社會大眾的關心，

教育部主政單位的參考和檢討。由於社

會變遷快速，教育部若能結合性別平等

教育和健康教育課程中性教育的專家、

學者，與各級老師和家長的意見，結合

課程教學及支持性環境營造，造就青少

年學子成為未來健康公民，是社會大眾

的共同期望！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杏陵基金會董事

長、台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名

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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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的性別代名詞—they和them

去波士頓旅行時，曾在Cambridge

Road 上一家高檔餐廳 Row 34用餐，去

洗手時被男廁及女廁的門所吸引。兩扇門

的指標設計相當特別，除了分別以大大的

M 及 W 顯 示 外 ， 下 面 還 各

以 ” HE .HIM.THEY.THEM ” 及 ”

SHE.HER.THEY.THEM”弧行列出，明確

地標示男性，單人或多人，均該走M門，

女性則走W門(請見照片檔)。這些性別代

名詞令我想起曾經讀過的一篇性別中性代

名 詞 的 文 章 ， 其 中 代 名 詞 —

“they”,”them”及”their”. 它們是

另有所指。

我想起七、八年前有一次，經過一

家大型的私人書店，裡面的小講台正好有

一位女士在演講性別議題，台下坐著二十

幾位聽眾。她自稱是「性別酷兒」

（genderqueer)，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名

詞，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乃駐足旁聽了一

下。她說已不再使用女性代名詞在自己身

上（例如“her”或“she”），而是喜

歡用”they”,”them”, 和”their”，

因為”they”認同她為一個人，而非一

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她要求她的朋友們，

也採用這樣的語言。這的確是很顛覆的說

法，聽起來很奇怪，而且英語的文法也不

正確。”they went to the movies this

afternoon”居然可以說成單一的人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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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去看電影。的確很令人困惑，乃去

找了一些相關文獻，參考各方的看法。

美國國立跨性別平等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有如是的解釋：這是一個被某

些個體使用的一個名詞，這群人既不認

同自己是完全男性，也不認同是完全女

性。

Steven Petrow，是資深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的專欄作家以及

七本書的作者。他也是LGBTQ新聞記者

協會的會長，他了解到一般人對這個議

題感到複雜，但是非常認同性別酷兒的

中性代名詞。他説「語言就是有關尊敬，

而我們應該盡己所能來認識這些人希望

如何被認同，無論是使用他們喜歡的名

字或者任何拚法的代名詞。他的意思，

就是要普羅大眾盡其所能的調適時代的

改變和新名詞的產生，並以人們希望被

稱呼的名詞或代名詞來稱呼。說的更白

的，就是使用一個人他喜歡的性別代名

詞，即使這些代名詞對你來說非常不熟

悉，而且不是在你一般的語彙中。

Jacob Tobia，一個剛離開學校沒多

久的大學畢業生，認同他自己是性別酷

兒，他的說詞是，「性別酷兒族不是視

性別為男女性的二元論，而是一個光譜，

從男性化這一端，到女性化那一端。大

多數的性別酷兒群是在這兩端中間，或

在傳統的男性化或女性化之外，認同他

們自己。Jacob 自己也喜歡 “ they”

和 ”them”。他的性別認同的確包含了

男性與女性，而且他的日常服裝範圍可

以從直筒長裙，高跟鞋和口紅，到西裝

外套、蝴蝶領結以及留小鬍子。

杜克大學的杜克性與性別多元化中

心（The Duke Center for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於2019年11月8號請

了Theaya Willis 和Nicholas Antonicci

兩位主講者告知聽眾如何創造一個多元

化與包含性的工作環境。

聽眾學習到性別代名詞的重要性，

以及承認並接受這些代名詞是彼此表現

愛與尊重的一種簡易方式， 不僅是在我

們工作的環境，也是在個人的生活中。

這場講座也給了中心的同事們一個機會

去分享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的個人故事，

同時也提醒我們，要意識到性別特權，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的人生途徑或者他所

覺察到的認同都是一樣的。

主講者也當場詢問聽眾他們喜歡用

的性別代名詞。大部分人還是遵循傳統，

用”he/him/his“和 ”she/her/hers”

—但是有好幾個個體選擇性別中性代名

詞，”they/them/their”。

意指性別認同的語言已經開始發展

了，使得一些人們不得不捍衛英語早已

確立的規則。「文法明明就有單數複數，

總不能一時興起就顛覆了規則。」

這位史蒂芬先生（Steven Petrow）

認為像這種語言革命並不是第一遭。回

溯1970 年代早期，”Ms.”被引用來作

爲”Miss” 和 “Mrs.”的替代。當時語

言學家和禮儀專家大聲疾呼，奮力反對，

但使用這個字，其實是有道理的，就沒

有需要去猜測一個女性是單身還是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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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大學的語言學家拜倫教授

（Dennis Baron)指出，以“you”一字

為例：純粹主義者反對把像“they”這

樣的字 用來 做單 數 ，但 是他們錯

了；”you”一開始是被用來做複數的

（單數的第二個人應該是“thou”。後

來“you”也開始被使用為單數。所以今

天我們用“you”來指一個人，單數的一

個人。

史蒂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強調文

法革命應該大大的被尊重。「即使Jacob

Tori不是我的朋友，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

人，而不是一個代名詞。所以如果酷兒

們希望我使用性別中性代名詞，我是一

定會的。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如此做！」

華人幼時學英文時，常常把”she”

講成“he”，“he”、“she”不分，

現 在 再 加 上 酷 兒 族 的

“they”,“them”,“their”，說英語

時恐怕會更混淆了。國字中的第三人稱，

男“他” 女“她”分得很清楚，敬畏上

帝則爲“祂”，不知道現在這些性別中

性代名詞翻成中文還是“他們”，“她

們”嗎？當然這不是在於字面的問題，

而是以觀念的改變為基礎。跨性別者及

酷兒族們，有其自我的喜好及選擇，除

非要做手術變成自己認同的男性或女性，

我們必須開始注意性別中性代名詞，尊

重其認同的性別及對性別代名詞的喜好。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

授、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名譽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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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想愛好難，你該怎麼辦？拆解愛情

，跟著專家上一堂超人氣「愛情學」

作 者：高松景

出版社：創意市集

出版日期：2023年8月

你對愛情理解還是不理解？我們需要一本

《愛情學》自學書籍

這本書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所開設

「愛情學」通識課，經歷六年跟學生在課

堂為探討年輕人的感情痛點的課堂內容修

改而成。為何我會想在大學開設「愛情學」

通識課呢？主要的原因是我個人在大學時

期就讀台師大經歷多次感情挫敗經驗，為

了尋找解答對愛情的疑惑，當時經常到處

聽曾昭旭教授有關愛情主題的演講，後來

大三時修台師大晏涵文教授的性教育，才

知道原來愛情這個主題是性教育所要探討

的內容，也因此性教育成為我後來讀研究

所專研的領域。台師大畢業後在國中高中

服務三十年,就在我擔任台北市大理高中校

長四年任期滿，面臨要連任或轉任時，內

心突然出現一個聲音，該是到大學開設愛

情學通識課，專注探討愛情這個令大多數

人感到「迷惘」的生命課題。

確實許多人都渴望能擁有真正的愛情，

卻不得其門而入，而現有的學校正式課程

未能提供有系統的教導，只能經由電影、

偶像劇或小說等獲得零碎、間接的經驗; 雖

有些人經歷過幾場分手收場的戀愛親身經

歷，但關於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仍然還是

很「茫然」。因此我選擇了52歲從校長退

休，希望能從性教育的專業來探討愛情，

感謝淡江大學及銘傳大學讓我退休後的第

一學期，能同時在兩所學校兼課開設各兩

個班與愛情主題相關的情感教育通識課,後

來到台師大任教就以「愛情學」為課程名

稱來開設通識課。

《我們要從愛情得到什麼? 拆解愛情

原理》的書名是修過我愛情學通識課學生，

幫忙取的書名，而這也正是學生從我課堂

最大的收穫。為拋磚引玉，同時也想分享

給對於這門課有興趣但未能參與課堂學習

的人，能有一本有系統且適合個人自主學

習愛情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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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從愛情獲得什麼？拆解愛情原理

什麼是「愛」？「喜歡」為何還不

是「愛」？愛情可以相信？雖然許多人

談戀愛受傷，甚至不再相信愛情，但世

人為何仍是歌頌愛情？前仆後繼地追求

愛情？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愛情」？

又到底我們想要從愛情獲得什麼？以上

這些疑惑都是每年修愛情學在課堂上常

被學生提出來討論的「問題」。特別是

「我們要從愛情獲得什麼？」這個問題

可說是觸及愛情本質的「核心問題」，

對於這個愛情的核心問題，可能是無法

有標準的答案,是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實踐

愛情，才能給出自己滿意的答案。而唯

有當我們不斷反思愛情這個核心問題時,

不只會讓我們對於未來在談戀愛時,有更

清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會讓我們大大提

升「愛的能力」。

「愛情」是一種高度的心靈活動,是

人性最後的奧秘,是一生最浪漫的修煉。

從「性教育」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性包

含性的生理、心理、社會及心靈等四個

層面，而愛情正是發生在性的心靈層面。

因為愛情不應只是最低階的滿足生理需

求，而是包含非常多層面且複雜的過程，

尤其是最高層次的心靈層面，也就是因

為這樣難以達成的獨特性才使愛情如此

珍貴。「愛情」是人類千年來亙古的話

題，但在過去愛情是沒有它的主體性,甚

至在傳統「包辦婚姻制度」下，談愛情

被視為恐會危害到以繁殖及生存為目的

婚姻制度，導致千年以來愛情是被整個

社會體制所壓抑的一種「集體潛意識」。

是的，「愛情」是人類的「集體潛意

識」，是人類共同的深情大願，「愛情」

背後所蘊含的「愛情原理」，將是人類

文明最後要拆解的奧秘。

這本書主要的內容是嚐試去拆解愛

情的五個原理：第一個原理是「投射原

理」，愛上一個人其實是來自於你的投

射，也就說其實你愛上的是另一個自己

（隱性人格）,而投射只是啟動彼此相愛

的機緣，但本身還不是「真愛」。第二

個原理是「收回投射原理」，因為愛上

一個人是一種投射，所以當這個投射消

退後，你會發現對方沒有你想像中的美

好，因而此時會跟對方產生衝突，此時

的因應之道就是要收回投射，並真誠反

思自己是否是願意無私的愛對方。第三

個原理就是「溝通原理」，愛的本質就

是溝通，當你能做到第二原理「收回投

射」後，才能回到真實生活中抱著「相

愛與好奇」的溝通態度，去認識對方的

個性、價值觀及生命盲點（尋求與對方

生命整合），同時也更認識自己（尋求

與自己生命整合），這是愛情最核心的

活動; 此外當愛的能力無法化解彼此個性、

價值觀及生命盲點的差異時，是需要選

擇分手，再度學習無條件的愛自己，來

自我療癒，這是愛情讓人成長的「隱性

設計」。第四個原理是「創造性原理」，

相愛的兩人其彼此生命是有差異的（若

沒有差異就無法激起相互吸引而想去開

發彼此的生命），那怎麼面對這個差異

呢？愛情的創造性原理是一種實踐愛的

原理，它是一種「創造性思考」的智慧，

要時時提醒自己你愛上的是另一個你自

己，但愛情不是要對方成為另一個自己,

而是要能「共享和諧的差異」，這也是

愛情的「弔詭」本質。愛情的第五個原

理是「自性化原理」，愛情是一場追尋

「完整自我」的自性化冒險旅程，愛情

源於潛意識卻在意識裡被完成，實現愛

情才能體驗到真正的愛與幸福。順著愛

情的發展，要實現愛情,是需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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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進入婚姻與家庭的生命淬鍊過程，

才得以完成生命的進化，證明自己是位

人格獨立且有真正愛的能力的人。最後，

我們到底要從愛情獲得什麼呢？是性的

滿足、是那個夢寐以求的白雪公主或白

馬王子、或者只是為了傳宗接代、符合

社會期待？事實上，你可能會發現：最

後你什麼都沒有獲得，因為所有世界上

看似具體存在的物體及個體,最後都將灰

飛煙滅。在上述這五個愛情原理旁可能

會隱藏著一些迷思的「陷阱設計」，是

需要我們從反思個人愛情經驗過程中,透

過一浮一沉、一通一塞的「辯證的歷

程」，去自我釐清導正。例如：所謂愛

情的「自性化原理」，是指愛情是一場

「完整之我」的自我追尋歷程,看似我們

可以從戀人身上索討我們缺乏的東西，

讓我們變成更完整的人。這是掉落愛情

原理迷思陷阱的危險理解，因為一個人

終究是無法滿足另一個人的，而「愛」

的本質是自由、主動、無私，這種匱乏

式的討愛，並不是「真愛」。愛情的

「自性化原理」是一種「放下」的智慧，

愛情的發生是來自「隱性人格」的投射，

事實上，隱性人格本來就在每個人的心

靈中，只是沒有顯現出來，而需要透過

我們能自由、主動、無私地去愛對方,當

我們能讀懂對方時（對方是我們的顯性

人格），彼此就能互相照亮內心的隱性

人格，是需靠自己的力量長出「隱性人

格」，恢復彼此各自人格的完整性，而

不是要依賴對方,這正是「愛人如己」的

境界。此時，也才能證明自己是一位真

正人格獨立成熟的人（自我肯定），覺

得自己可以活得很好，而當加上有伴侶，

能彼此真誠相愛，讓對方更成長、幸福、

快樂，彼此生命圓滿合一,那就更加美好。

而這樣的愛情觀，彼此都是自由的，也

都能主動與無私地去愛對方；同時也透

過實踐愛對方一個人，來間接愛全世界

所有人的深情大願。

這本書所要拆解的五個愛情原理，

與《關係花園》一書所提到親密關係發

展的五個歷程（浪漫期、衝突期、整合

期、承諾期、共同創造期），彼此是相

互關連，其間的關係如下：愛情是源於

投射（愛情的投射原理），此時為「浪

漫期」，就好好體驗這渾然天成與外界

隔絕的形而上浪漫愛，這是日後展開完

成相愛所需的動力; 接下來需經歷戀愛過

程中「衝突期」、「整合期」、「承諾

期」三道關卡，衝突期要使用「收回投

射原理」、整合期要運用「溝通原理」、

「承諾期」及「共同創造期」是要善用

「創造性原理」 ;最後則是「自性化原

理」，則是貫穿整個過程並於婚姻中淬

煉完成「一生最浪漫修煉」的真愛。因

此當讀者能了解愛情的五個原理，將會

有助於經營一段須經歷「浪漫期、衝突

期、整合期、承諾期及共同創造期」等

五個歷程才能淬煉成熟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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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閱讀此書？需要反思個人的愛情生

命經驗

整本書是以探究「我們要從愛情得

到什麼」這個愛情學核心問題為主軸，

分為「破解愛情--愛情的模樣」、「滋

養愛情--愛情的經營」及「回歸愛情--愛

情的實踐」三篇十三章。每章一開始都

是配合這章要探討愛情主題，所設計的

問題情境或學習活動，期能引發讀者與

內心的愛情生命經驗的連結，進而產生

對問題情境的提問; 然後帶著問題意識來

閱讀每章愛情主題的相關概念，最後在

展開與自我對話的反思歷程下，內化建

構成為自己的愛情觀。此外，個人認為

一本好的愛情學書，不能只教導談戀愛

的技巧層次. 例如：如何追求異性、如何

加溫感情、如何優遊於曖昧。因為這些

技巧背後所傳遞的戀愛觀念，有可能是

一種錯誤的迷思，例如：男生要學習成

為好的PUA獵人，才能追上女生; 又例如：

談戀愛不宜先放感情，因為認真你就先

輸; 又例如：女生要保持神祕感，才能吸

引男生會一直想要追求你。個人認為：

萬物都有其存在運作的設計原理，當我

們能解開愛情背後所蘊含的「愛情原理」

時，我們才可能真正去實踐愛情的本質

與意涵。

一個觀點的建立，背後是有千千萬

個傳承；一本書的完成，背後可能是一

百本書的閱讀，以及許多人的參與協助。

「愛情學」是一門探討愛情理論與實務

的跨領域整合學科，愛情學的理論基礎

包含愛情生理學、愛情心理學、愛情社

會學、愛情哲學與愛情病理學; 而愛情學

實務則是以親密關係發展的五個歷程

（浪漫期、權力衝突期、整合期、承諾

期與共同創造期），可能會遭遇到的愛

情課題，例如：情侶吵架怎麼辦？如何

分手…等等。但由於「愛情」是屬於生命

的成長課題，是無法用單獨用實證的科

學去探討，是需要採取跨領域的統整方

式。因此個人在撰寫這本書時，背後對

愛情的觀點主要傳承自我的兩位老師，

一位是國內性教育的開創者台師大晏涵

文教授的「全人性教育」，強調性教育

是一種「愛的教育」，係在教導健康的

「親密關係」。另一位是國內長期關懷

現代人感情生命的曾昭旭教授，從儒家

「心性學」所提出兩性關係的理想性。

進而從整合上述愛情學的理論基礎，來

拆解這些愛情理論背後所蘊含的五個原

理：投射原理、收回投射原理、溝通原

理、創造性原理及自性化原理，其中有

許多對愛情的剖析論述是參考自曾老師

「不要相信愛情」及「永遠的浪漫愛」

這兩本書。

最後，也要特別感謝這六年來在愛

情學課堂上擔任協同教學的呂天福老師、

張李明德社工師及丁介陶心理師，三位

不只是貢獻他們的專業，大大豐富愛情

學課堂的教學，平時更是花許多時間參

與討論課堂教學設計，特別是張李明德

社工師提供許多素材，更帶領他的學生

參與討論。同時，也要感謝這六年來選

修我愛情學通識課的800位學生，由於你

們的課堂踴躍參與討論分享，讓我有機

會累積許多目前年輕世代的感情經驗 ，

才能找到適切的切入點，寫下靈光乍現

的一撇新觀點與閱讀者共鳴。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杏陵基金會執行

長、台師大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

許？」愛情是亙古以來不退流行的話題。

「你早已成為我靈魂的一部分，我的影子

裡有你的影子，我的聲音裡有你的聲音，

我的心裡有你的心；魚不能沒有水，人不

能沒有氧氣；我不能沒有你的愛。」「我

將於茫茫人海尋找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

之，我幸，不得，我命。」這是徐志摩的

詩句，他一生追求愛、自由與美，但他的

三段戀愛都不得善終。可以肯定的是，人

是感情的動物，生活在感情的世界裡，我

們都是有靈的活人，害怕孤單、寂寞，需

要被愛與愛人。

從字面上，許多人以為性教育只教

性生理，這可能是很早以前的過去式，因

此美國人特別造了一個字「sexuality」，

有別於sex，我們將這個字譯為「全人的

性」；而英國稱其為性與關係教育

（sexuality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性 ／ 全 人 性 教 育 （ sexuality

education）本質上就是一種情感關係教

育，目的在發揚「人性」，教人成「人」，

所以性教育是一種「愛的教育」，我認為

在華人中最適合稱它為「情感關係與性教

育」，一則易為大眾接受，二則不會忽略

「性」的影響。

戀愛不應是盲目的賭局，根據1988 

年史登柏格（Sternberg）的愛情三因論，

愛情包含了：

1. 生理上的「激情」（passion），主要

是「性」吸引力所引起的情緒。

2. 心理上的「親密」（intimacy），指

相互扶持的情裕和「愛情」中的溫馨行為。

3. 社會上的「承諾」（commitment），

指關係賦予的社會性意義，如「婚姻」。

那麼，「愛情」到底需不需要教？

由於愛不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它是需

要學習的情操。健康的親密關係需透過學

習建立長期而穩定的關係，而我們大多是

看愛情小說和偶像劇長大的！佛洛伊德

（Freud）說，許多國家都致力在為人民

的職涯做準備，教導年輕人學習準備去愛

卻做得不多，甚至是沒有。

本書作者高松景教授，臺灣師範大

學衛生教育系畢業，跟著我完成碩士和博

士論文，都是性教育相關主題，亦曾擔任

過台北市北政國中和大理高中校長，正要

被重用時，卻急流勇退，進到學術界，在

台師大師資培育學院任教，大概是中學校

長退休又進入國立大學任教之極少數的人。

作者有著極高的理想，想要跨學科的整合

「愛情學」，明知不容易還努力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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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專業是行為科學中之健康教

育，不僅是文學上的歌頌愛情，作者還

努力涉獵哲學、心理學等傳統研究愛情

的領域，希望統整出能幫助青年人，尤

其是大學生、研究生的通識教育。作者

花了六年的時間形塑這本書，在師大等

幾所大學開設「愛情學」通識課，替大

家閱讀了許多跟愛情有關的著作、研究，

甚至是學生熟悉的電影、電視劇、流行

歌曲等，以學理和實務的方式，盡量輕

鬆地呈現這本書，相信對正值戀愛年齡

的學生和關心的老師、家長們一定很有

幫助！

期待與人建立有意義的愛與連結是

大家的共同心聲，但親密關係是最困難、

最複雜的關係，因為跟對方親近很容易

受傷，不跟對方親近又覺得孤寂。人與

人之間越親密，就越容易發生衝突，幸

福關鍵在有無處理差異和解決爭執的方

法。不要一味爭贏，贏了「理」，卻輸

了「情」，而是要讓對方感受到被愛和

被尊重。

美國西北大學黃維仁教授，在他的

著作《傾聽就是愛》中說，原生家庭影

響我們如何去表達愛、感受愛，以及如

何處理衝突。當我們沒有感受到愛時，

並不代表別人沒有試著愛我們；當我們

覺得受傷時，並不等於別人故意要傷害

我們。他同時又說，一個真正高品質的

親密關係，需要經過誤解、傷害、饒恕、

修復後才能建立起來。因為傷痛加上怪

罪（攻擊）等於「關係殺手」，而傷痛

減去怪罪（饒恕）等於親密關係。可見

得它是一門多大的學問！

盼望作者持續研究下去，因為在學

習「愛情」之前，需要在家庭中學習

「親情」和在學校中學習「友情」。從

幼兒開始就要學習為自己的情緒負責，

也就是了解自己，所以它是「生命教

育」。每個人都有心理上特別不安全的

區域（俗稱禁區），過去所受到的心靈

創傷，很容易在進入愛情和親子關係時

被激發出來。情感智慧商數（EQ）高的

人懂得為自己的情緒負責，學習自我成

長。

這本書可以說是「千呼萬喚」始出

來，要大大的恭喜作者，有那麼大的毅

力花了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相

信可造福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

也更充實了「情感關係與性教育」的內

涵。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杏陵基金會董事

長、台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名

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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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們總是被鼓勵：「愛，

要說出來！」，也時常在社群軟體上看見

許多「我愛你！」的放閃宣言，但是在談

情論愛前，先理解自己真實的情感輪廓才

是更重要的前置作業。

人是情感的動物，並不是非黑即白、

不愛即恨，情緒與感受是有層次的，更有

不同的深度以及廣度。當我們敬仰和佩服

某些人身上的某些能力與成就，僅止於單

方面的感受，那可能是一種「崇拜」；當

我們從不同的人身上看見某些吸引我們關

注的特質，那可能是一種「欣賞」，也是

學習與成長的開始；當我們欣賞某些人，

開始希望與對方時常靠近、積極互動、分

享想法與感受時，那可能是一種「喜歡」。

不論崇拜、欣賞或是喜歡都不見得有專一

性，但大多能明確的表述自己的感受和原

因。當我們除了分享，也想要更多的付出，

並在其中獲得滿足、除了親近，更希望能

多些親密、除了平等互惠的關係，也多些

依附和佔有的想法、除了欣賞和喜歡對方

的優點，連缺點也能包容和接納，那這些

可能是更濃郁、深切的情感—愛。

當我們在面對情感關係時，常常會

誤以為彼此感到崇拜、欣賞、喜歡或是一

旦不見面、爭吵時的失落就是真的愛情，

事實上，真正的愛，包含著生理上的激情、

心理上的親密以及關係上的承諾，這些都

不是一時片刻間就能釐清的感受，因此，

在進入情感關係前，應該要花較多的時間

相處，透過溝通互動歷程，更能繪製出自

己確切的情感樣貌，進而理解自己是否真

正歡欣願意談這場戀愛，才能在關係裡獲

得滿足與成長。

（本文作者為臺北市石牌國中健康教育教
師）

（本文刊登於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青
春好漾館」網站，網站連結如下：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
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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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是一種「愛的教育」，係在教導健康的「親密關係」。「愛情」是一種高

度的心靈活動，是人性中的最後一項奧秘，也是一生中最浪漫的修煉。「婚姻」則是

一輩子的承諾，「家庭」是由兩個人因著愛而結合的最親密組織，不論是生理上合一

的生育行為，或是心理上合一的彼此互屬，都與「全人的性」（sexuality）有著密切

的關係。面對親情、友情與愛情這三項人世間的親密關係, 最應該被解構的是「愛情; 

因為人世間若沒有愛情, 則就不會有親情與友情。也因此, 我們到底要從愛情獲得什麼

呢？世間五彩繽紛的愛情故事,背後到底蘊含著那些有意義的「愛情原理」呢？愛情正

是性教育想要去解構的最後一塊拼圖。

「愛情學」是一門探討愛情理論與實務的跨領域整合學問，愛情學的理論基礎包

含愛情生理學、愛情心理學、愛情社會學、愛情哲學與愛情病理學; 而愛情學實務則

主要是以愛情關係的發展歷程為主軸，分為婚前的戀愛期及婚後的婚姻期。愛情學倡

導「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但什麼是「愛情」呢？我們要從愛情獲得什麼呢？

愛情的主體是「愛」, 那什麼是愛？什麼不是愛？談戀愛一定要進入婚姻嗎？人為何

要結婚呢？萬物都是有其設計原理，唯有掌握其原理，我們才可轉化為「能力」，而

不是永遠只是一個浪漫矇矓的情感。事實上, 妳/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潛意識」，愛

情是一種「完整之我」的自我追尋過程，愛情不是要找一個「完美的人」，而是要用

「完美的眼光」找到一個「不完美的人」,他願意跟你攜手一輩子，讓你發現「更完美

的我」。我們需要拆解愛情的五個原理：投射原理、收回投射原理、溝通原理、創造

性原理及自性化原理。

這次工作坊特邀請臺師大學師資培育學院的高松景助理教授主講。高教授曾任中

學校長及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長期關注當代人愛情婚姻與家庭議題；目前這套已

是國內大學最受歡迎的愛情選修課, 為你拆解愛情原理,解開愛情的痛點與疑惑, 是參透

愛情,洞悉人性的人生必修課。高教授特別把原本32小時的愛情學課程，抽出最精華的

21小時成為愛情學工作坊，並採取PBL問題導向學習、即席辯論法、分組合作學習、

世界咖啡館、體驗活動、影片賞析、角色扮演等多元教學策略，透過探究、對話、表

達與實作歷程中，在反思中淬練學習者成為教導「愛情學」的專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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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杏陵醫學基金會 協辦單位：台灣性教育學會

■時間：112年12月2、3、9日三天，9:30-17:30(中午休息一小時)，三天共計21小時

■地點：杏陵醫學基金會(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3號2樓)

■對象：對愛情學有興趣之專業人員，15人以上始開班，以25人為限

■費用：4600元整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V6am4 ， 於額滿後或11月24日截止報名。

■凡報名參加者，贈送高松景教授新書「想愛好難，你該怎麼辦？拆解愛情，跟著專

家上一 堂超人氣愛情學」

■講師簡介

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杏陵基金會執行長

學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曾任臺北市立大理高中校長、北政國中校長、臺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副執行長及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性教育、愛情學、健康教育教材教法、健康教育課程設計、學校衛生行政

殊榮：臺北市2007年度優良教師、2009年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木鐸獎」

2011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2019年第二屆國際華人醫學家心理學家聯合會傑出獎

著作：高松景（2006）。愛情重補修---全人發展性教育理念與實務。幼獅出版社。

高松景（2005）。談情說愛—親子談「性」手札。臺北市教育局出版。

高松景（2023）。想愛好難，你該怎麼辦？拆解愛情，跟著專家上一堂超人氣

愛情學。城邦出版社。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杏陵基金會彭小姐，電話：02-29333585，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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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破解愛情—
愛情的模樣》

《馴養愛情：
愛情的經營》

《回歸愛情：
愛情的實踐》

日期 12/2(六) 12/3(日) 12/9(六)

9:30-
12:30

＊愛情學的基本概念(一

) 婚姻制度會消失嗎？

為何要推動「愛情學」-

-從「人類性學」談三次

性革命

【課前影片賞析：金賽

性學教室】

(二)人為何要結婚？實
踐彼此的愛--全人性教
育「人性學」觀點
【辨論賽】

＊愛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愛上一個人是一種「投
射」
【體驗活動PA】【PBL】
＊親密關係為何會有
「衝突」? 真愛始於收
回投射
【影片賞析、分組合作
學習--拼圖法】

＊無法自拔的戀情--愛
情病理學
【影片賞析、PBL、分組
合作學習--拼圖法】

＊性愛選擇題—區分性
吸引與真正的愛【PBL】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30-
17:30

＊愛情學的基本概念

(三)不要相信愛情!「愛

情」到底是什麼？【心

理測驗遊戲】

(四）如何脫魯呢？開啟

一段關係、我們需要

「愛的能力」【PBL】

＊小組時間、

填寫出場卷

＊情侶吵架怎麼辦？為
何對方總是不瞭解我？
戀愛的溝通課題【互動
式遊戲教學】【角色扮
演】
＊小組時間、填寫出場
卷

＊愛情沒有對錯只有真
假--真誠面對愛情的
「誤區」【PBL】
＊起飛之前先學降落—
好好分手
＊談戀愛一定要走入婚
姻嗎？承諾的創造性原
理

＊小組時間、填寫出場
卷

■課程表

備註：本工作坊採小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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