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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不是嫁妝－談女大學生的教育權 

 

 近日來大學校園中性騷擾的問題終於被放在台面上討論，而這議題也牽涉
到男女學生的教育權，亦即學生在入學之後、在何種環境之下、得到如何的教
育，並且這方面的性別差異是如何。就一些表面的形式條件而言，台灣大學教
育上的性別差異似乎並不嚴重，譬如說，聯考制度只依據分數分發，而大學生
入學之後，就可以就學、擁有學籍、修過課通過考試可以拿到文憑等，這些形
式條件而言，女學生是和男學生一樣具有教育權，但是除此之外，實質上所受
到的對待其實可能會有相當的不同，而在此處則主要要討論老師對學生的期
待，或說老師對男女學生會有什麼樣不同的期待。 

 老師對學生的期待有何重要性？它會影響到學生所受到的教育的內容，它
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它會影響學生對她自己的看法、自尊、學習動機以
及學習本身。譬如說，就大的發展方向而言，如果老師對學生說「你這篇文章
顯示出極大潛力，若好好努力，你可以成為很好的作家」；或者說「經濟學這
方面尚待發展，你若朝這方向走，應該會有很大的成就」；或說「李遠哲應該
是你學習的目標」等等，這些話的鼓舞作用應非常明顯。若就小地方來看，譬
如說，在課堂上學生發問時，老師如果說「你問的問題非常好」之類的話語，
也會有其影響。 

 但是很多老師對於女學生的期待，會不同於、其實是低於他們對男學生的
期待。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一方面也是反應社會上男
女的經濟地位的不同。 

 女性從家庭中走出來，參與社會公領域的工作，這發展的歷史並沒有很長
久，雖然台灣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一直在提高中，但是女性在勞動市場上，仍
然受到相當的歧視，並且發展仍然受到相當限制，仍被期待只是擔任基層的、
服務性的、不參與權力分配的社會角色，因此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有以下之特
色：１）女性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２）職業上的性別區隔也相當嚴
重，眾多的女性是集中在所謂女性的行業，如護士、店員、女秘書、基層辦事
員等，這些都是低薪的、以女性為主的行業；３）在同一行業中，上層決策
者，若不是清一色為男性，也必是以男性為主。 

 如果老師對於這個情況不反省不自覺，則很可能因為１）傳統男尊女卑的
價值觀念；２）社會分工的現實狀況所影響，而對男女學生的期待有所不同，
亦即期待男生以後要擔任決策工作，因此要求他們學習主動、培養領導的能
力、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等，而同時則期待女生以後只會擔任不重要的工作，
因此只要求女生學習被動服從、執行命令的能力。如此，則這種教育的內容，
必然只會幫助加強、並複製社會上現存的、不平等的社會分工狀態。 

 若要改變這個情況，則教育體系必須不能複製、加強如此的社會分工結
構；也就是說，老師必須有意識的自覺到這情況；意識到教育應該有前瞻性、
應該走在社會的前面，應該糾正社會的不平等，而不是複製它；因此不應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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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學生抱持著不同的期待，應該對男女學生作出同樣的要求，對於他們的教
育權給予同樣的尊重，如此我們的社會才會進步。而當然，女學生們也必須要
自覺到這情況，主動要求、主動爭取平等的教育權；這此性騷擾的事件只是一
個起步，是女學生未來繼續爭取教育權的一個開始。 

 

原載於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婦女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