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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與家庭結構的認識

李麗慧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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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識

從「男女」到

           「兩性」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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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性別光譜

Ø 生理的性別(我長的是)     男------------女
Ø 心理的性別(我認為我是) 男------------女
Ø 性別特質(我看起來像)     男------------女
Ø 性傾向(我喜歡的對象是)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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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Ø你是原住民喔，應該很會唱歌吧？

Ø你是原住民喔？怎麼那麼白？

Ø你們都喝小米酒，酒量一定很好吼？

Ø原住民真好，考高中可以加分，真的不公
平！

Ø缺乏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理解和認識，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固有的刻板印象或偏
見與原住民族互動，進而影響到原住民族
對於自我的認知，甚至對自己感到懷疑或
自卑，也可能有受到排擠、被貶低的負面
觀感。 12



給身心障礙者的「讚美」

Ø你好勇敢，要加油喔，像那個ＸＸＸ（常
見為某障礙名人）一樣厲害！

Ø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走路，加油！

Ø你是天使的化身，來幫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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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傾向的刻板印象

Ø同性戀的藝術細胞是不是都比較好？

Ø你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誰是男生、誰是
女生？

Ø那你會不會喜歡上我啊？（同生理性別朋
友的提問）

Ø同婚父母怎麼區辨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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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成家

Ø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修改民法中，現有
關於婚姻與家的描述，

Ø從男、女兩性修改成中性，例如將夫妻改成配偶，
將父母改成雙親，使得法律除了可以承認和保障
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婚姻關係，也擴及同性戀、跨
性別、變性等性別之間的婚姻關係，

Ø並將訂定婚約的年齡限制，從男女有分，改成17
歲，結婚的年齡的限制，也從男女有分，改成18
歲，除此之外，婚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在此法
案中，並沒有做任何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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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制度草案

Ø非婚姻關係，以法國1999年修法通過之法國民事
結合為基礎，為雙方成年人為共同生活簽訂之民
事契約，且排除直系親屬，且同一當事人僅能從
婚姻制度與伴侶制度擇一締結，基本精神為平等
協商、照顧互助，締結成伴侶的雙方，法律地位
原則上大致與婚姻的配偶相當，與婚姻制度的不
同，在於不以性關係為必要條件的成家方式。

Ø伴侶制的雙方，如無約定，採分別財產制，並可
協商繼承權，無性忠貞義務，可申請民事賠償。
解除伴侶關係，無須雙方同意，單方即可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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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制度草案

Ø家屬是2人，或2人以上，以永久共同生活
為目的的關係，中華民國現行民法中對家
的定義，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
之親屬團體，家屬制度草案修改為不限於
親屬，例如無血緣關係之友伴家庭、病友
團體、靈修團體等，均可成家，在戶政機
關登記後，即可獲得法律上的承認。



受托兒的發展需求與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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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S. Freud）性心理發展

階   段 年    齡 需求反應 滿  足  方  式

口腔期 1歲左右 口部 刺激口腔及周圍位置

肛門期 二-三歲 肛門 控制肛門的刺激感

戀母/父期 四-六歲 生殖器 輔弄、摩擦生殖器

潛伏期 七歲-青春期 潛意識 將注意力放在週遭事物
上

兩性期 青春期以後 異性 性交



各階段發展重點

Ø口腔期→孩子透過嘴巴接觸世界

Ø肛門期→大、小便的訓練與態度

Ø性器期→對性器的好奇與無助



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 

1. 信任對不信任 (trust vs. mistrust，0-1歲)

2. 自主行動對羞怯懷疑 (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1-3歲)

3. 自動自發對退縮愧疚 (initiative vs. guilt，3-6歲)

4. 勤奮進取對自貶自卑 (industry vs. inferiority，6歲-青春期)

5. 自我認同對角色混亂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青春期)

6. 友愛親密對孤僻疏離 (intimacy vs. isolation，成年期)

7. 精力充沛對遲鈍頹廢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中年期)

8. 自我統整對悲觀絕望 (egointegrity vs. despair，老年期)



Kohlberg道德發展階段

Ø 避罰服從取向：為避免受罰痛苦而服從規範。

Ø 相對功利取向：為求得到酬賞而遵守規範。行為得宜是應
該的，不需要給予獎賞。

Ø 好孩子取向：為獲得接納，避免他人不悅而遵守規範。

Ø 法律與秩序取向：為了避免犯罪(規)而遵守規範。

Ø 社會契約取向：為維護社區利益，促進社會福祉，尊重公
平而遵守規範。

Ø 倫理原則取向：追求人權、正義與良心而遵守規範。我有
自己的行為準則並奉行不悖。



家庭結構的認識、尊重與合作

Ø雙親家庭

Ø單親家庭

Ø離異家庭-家事商談

Ø同志家庭

Ø代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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