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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親子關係—性別平等教育的基石 

作者：蘇芊玲 

引自  婦女論壇 since 1998.11.1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夫妻兩人在增加家庭成員的決定中，其實亦很難脫離社會的期待與價值觀，從生的決定到養的過程，依然處處可見性別不平等的刻痕。佐以具有時代性、多元的、富含兩性平等的親職教育，協助父母親具體落實在親子互動之中，如果能做到這樣，家庭教育中的兩性平等目標的達成，就會有可期之日。 但在親子之間教導兩性平等教育，必須對以下兩層權力關係有所認知，一是性別關係，二是父母子女之間的上下關係。兩性平等教育的內涵在於消除兩性之間的刻板印象，並打破尊卑強弱的價值觀。在親子教育中也可以做平行的運用與努力。上對下、充滿權威的傳統父母子女關係，常常阻礙了親子之間的互動，如能建立較具流動性與彈性的親子關係，使雙方的互動學習更為可能，應是較為理想的方式。 
  父母親都具備兩性平等的理念之後，接下來當然就是如何一步步落實在親子之間平日的互動了。以下是一些具體的建議：  
一、 多樣的嘗試 

  在日常生活細節之中，無論顏色、穿著、玩

具的選擇都不以性別做區隔，鼓勵孩子嘗試不同

的事物，多做變化。  

二、 適性的發展  

  體認孩子們的個別差異，鼓勵他／她適才適

性的發展。不壓抑男孩的情感表達，不責備女孩

的好動探索。對於孩子們個性中所缺乏的特質，

以鼓勵的方式協助他／她們培養，而非硬性要

求。  

三、 多元的角色典範 

除了父母之外，孩子們需要許多認同學習的

對象，不妨可做一些有心的安排，如帶孩子去看

病時，特別選擇女性醫師，以平衡孩子的刻板印

象。另外，在閱讀或觀賞影片時，盡量選擇具有

平權觀念的材料。目前台灣的童書會特別注意到

性別問題的不太多，如果選擇有限，培養與孩子

們有討論的習慣也是不錯的做法。當然，開發出

更多優良適合的讀物，仍有待大家的努力。 

四、 共同參與家務  

  家務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應由全家人平均分擔。從小訓練男女孩料理自身吃喝拉撒諸事的能力，並分擔家務，依孩子的年紀與能力，而非性別，分配她／他們該負責的家事，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區分，這樣做有許多的好處，不僅可以培養孩子們獨立自主的精神，減輕父母的負擔，而且可以讓男孩不至於和煩瑣重複卻也真實細緻的生活面向產生隔絕斷裂，女孩也能得以認知一個更寬廣的人生空間追求自我的發展。而當男女生都能自小擁有許多共通的經驗之後，也才能進行互相的溝通與了解。  
五、 正確的身體教育  

  身體教育十分重要，卻一向被忽視。身體教育的範圍除了生理層面結構功能的認識、健康的維護與疾病的防範之外，還包括自我認知的建立、尊重他人的習慣以及親密關係的分享。過去這方面的教育常因性別的差別教養，而造成男主動／女被動；男加害／女受害的身體對應模式。因此，提供具有兩性平等觀的身體教育，培養孩子們的身體自主權，以及對他人身體的尊重，是所有成年人及教育者應負的責任。  
六、 媒體教育  

  不可否認的，在資訊大量影像化的今日，孩子們有許多資訊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得來，可惜就兩性平等教育而言，媒體經常在從事的卻是反教育，造成不少不正確，甚或扭曲的觀念。媒體當然必須受到批判加以改進，但在那之前，為孩子廣開資訊管道，並培養孩子們觀賞／閱讀／批判媒體的能力，是減少傷害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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