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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男子漢

兩個形象可愛的男孩在故事開始的時候，吸

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圖一）。在一個大班與低年

級組成的教室裡，我唸著繪本的第一頁文字：「女

生最無聊了」，才剛唸完，五歲男孩淵淵附和到：

「對啊！女生最無聊了！哈哈哈哈⋯⋯」坐在距

淵淵最遠的女孩妞妞這時瞪著淵淵，恨恨地回了

一句：「你才最無聊啦！」

「老師，翻下一頁嘛。」其他的學童倒是興味

盎然地鼓勵我繼續讀下去。

從第二頁開始，作者陸續舉證說明兩個男

孩覺得女生「無聊」的理由：「整天只會替洋娃娃梳頭髮」、「幫洋娃娃穿衣服」，

而且「穿了又脫，脫了又穿，穿穿又脫脫的」。簡潔的文字、生動而傳神的繪圖技

巧，將主角人物逗趣的表情以特寫手法呈現，儘管文字容易引起小讀者的抗議，

但作者幽默詼諧的情調與筆觸似乎讓小小讀者一時顧不得心中的迷惑與質疑。始

料未及的是，劇情突然急轉直下，就在兩個男孩樂不可支地評論著女生「最怕鬼」

的時候，兩人不約而同地心裡發毛，相問：「⋯有⋯鬼⋯嗎？」

接著，男孩寒毛直豎，兀自發起抖來。不僅如此，他倆還嚇到一起去尿尿。

一路上，「鬼」的形象撩撥了沒有邊際的幻想，「鬼」與「黑夜」開始擴大，也變

得無所不在。故事結尾，兩個長得圓圓壯壯的男孩，睜著大眼睛，懷裡抱著好幾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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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真正的男子漢》內頁。
（本文圖片由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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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泰迪熊，還是嚇得睡不著！相對於躺在一旁沈入夢鄉的女孩甜美滿足的睡容，

女孩手裡可沒有抱什麼洋娃娃。喔，「女生」最無聊嗎？有圖有真相，作者的「答

案」昭然若揭。 

作者的文字與畫筆神氣活現地吐露著一般人的社會性別角色認同─在現實

社會裡，女生愛玩洋娃娃、女生怕鬼、女生怕黑，再自然不過，但兩個男孩對女

孩理所當然地流洩著負面評價。故事娓娓道來，讀者不難體會男生也好怕黑、好

怕鬼、也好需要泰迪熊的陪伴啊。瑪努埃拉．奧爾騰只下這麼個簡單例子，前述

貶抑女孩的理所當然便不攻自破。

瑪努埃拉．奧爾騰是這本書的作者，也是繪者。出生於 1970年的她，畢業於

卡塞爾學校，原本從事攝影工作，後來轉往奧芬巴赫的大學攻讀視覺傳達，主修

童書插畫。《真正的男子漢》是她的第一本創作，這本書使她在世界各地享有很高

的評價。這本老少咸宜的作品，以超脫一般「評論」性別的高度，把省思與結論

的空間大量留給讀者。參酌網路上的評論文章，我吃驚地發現，不少評論者以「拍

案叫絕」來形容這本書的維妙維肖，卻罕見與性別相關的評論。可見「真正的」

男子漢的深意，依然留有極大的想像與議論空間。

此中有深意：看穿窄化性別概念的「陽謀」

作者寫的是撼動人心的無聲評論；畫的是兩個男孩真誠、可愛、素樸與直爽。

她高明地在色彩、線條與字裡行間埋藏著兩個男孩的天真爛漫，兩個男孩的言語

儘管戲謔，卻未顯心機。你瞧，他們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啦！有誰會去責怪兩個乳

臭未乾的男娃娃呢？

課堂上，淵淵的訕笑與妞妞的怒目相向，表露者五六歲的小小孩早已開始嚐

受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衝突了。我很少將同一本書、跟同一群孩子、接續用同一

個方法唸過兩遍，但是，小小孩的渴求與企盼的眼神，使我忍不住問：「再唸一遍

好不好？」大夥兒一致同意。第二次，我依然不外加任何情緒語調，僅以「忠於

原著」的方式演奏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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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最無聊了！」才剛唸完，我見淵淵低著頭，眼神飄忽他處，假裝不在意

繪本的第一個畫面，這樣的神態與他先前附和稱是的氣勢大有不同。而妞妞呢？

這下她的神情清爽愉快，顧不得再與別人計較誰最無聊。果然，重複閱讀使書中

的少量文字變得厚實而有力。故事唸完兩次，小朋友們仍然意猶未盡。我不想畫

蛇添足地向孩子們「宣導」何謂「性別刻板印象」，或強調「性別平等」、「相互尊

重」這類政治正確的口號。趁著大夥興致最高的當下，我引導這群學齡前後的孩

子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體驗過哪些性別的差異，他們如何發展出他們的理解，

又如何釀造出內化或抗拒的生存策略。

男孩女孩爭相申述平時所受到的指責、誤解與嘲笑。就讀小一的熙熙指證

歷歷地道出自己在學校玩火車時，被男生指責：「妳是女生不要搞錯，玩什麼火

車！」不能玩火車，那她找賽車玩，這時男同學又說：「賽車是男生的玩具，女生

不要碰。」男孩聽了也訴說他們的冤屈。大班的男孩牧牧就不懂「為什麼小真要說

『男生不能玩芭比』？」也有男孩認為，不喜歡芭比是因為沒興趣；女生也有人說

打打殺殺的遊戲不怎麼好玩。既然每個人的興趣不太一樣，為什麼刻板的社會的

性別期待會落身下來，形成小小孩成長路上的陰霾呢？有個氣質陽剛的五歲小女

孩妙妙在討論時，似乎多少領略了我們的語言。她在嘴裡喃喃複誦著一句話：「爸

爸說女生不能玩槍喔！」起初我不懂妙妙的意思，後來她的幼稚園老師告訴我，

妙妙總是跟男孩玩在一起，下課時間槍戰、打架的遊戲總有她的份，就是上課時

段的角落時間，她也總是在戰車玩具堆裡渡過。對於女孩父親的深切期待，老師

也看見了難為處。

很少為人父母者能悅納兒女擁有與眾不同的性別氣質與性別角色認同，社會

輿論的壓力實在太沈重的。在這個並不容易的課題上，我們好希望可以支持這樣

的孩子，另方面也支持他們的父母親。然而，輕言支持的意義不大，我們得先鍛

鍊自己，將偏見放兩邊，理解擺中間─先好好聆聽性別差異的聲音吧。

偏見放兩邊，理解擺中間

我們該理解的，絕不是誰取笑了誰，或是誰應該、誰不應該這類有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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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惡感教育。究竟，在孩子的理解中，男子氣概或陽剛特質生得是什麼模樣？

女性特質或陰柔氣質又是怎麼回事？對孩子有更深刻的理解，將能大大地幫助老

師獲得豐厚的意識與能力進行教學。《真正的男子漢》也引發我針對大班與小學低

年級（混齡課程）的學生設計的「翻男翻女翻翻書」課程（圖二至圖七）。

在討論完真正男子漢之後，老師引導學生將圖畫紙摺成直式三等份，並以剪刀

將外面兩層各剪為三份，小朋友開始或寫或畫出自己對性別特質的理解，首先，學

生得在前兩個頁面寫上我是男生╱女生，以及自己對於男生╱女生特質、氣質與興

趣的看法，接著，翻到簡易手工書的最後一頁，再把「自己」當主角，或寫或畫出

自己的性別、性別特質或自己的興趣。圖二到圖四是就讀大班的小佾的作品。

圖四
第三頁，我是警察隊員，
我會飛，再見！

做完「翻男翻女翻翻書」之後，重頭戲來了。在遊戲與討論中，學童們必須

隨機搭配，翻出不同頁次，並唸出作品。每個孩子對自己的作品都愛不釋手。只

是，在分享的過程中，許多同學的作品令人百翻不厭，百笑不膩。圖五到圖七，

小佾的作品便凸顯了一種偏離刻板印象軌道的趣味。

圖二
第一頁，我是男生，我是
足球隊的，我是守門員。

圖三
第二頁，我是女生，我很
愛漂亮，我漂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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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刻板印象的軌跡之所以「好笑」，正是因

為大家感受得到社會性別角色的「錯置」。仔細想

想，這樣的「錯置」，既有可能成為性別教材，卻

也有極大可能回過頭來再度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呢！

鬆動刻板印象，是這堂課的成功之處，男孩當

然可以愛漂亮，女孩又何嘗不能穿著飛彈裝。對

孩童而言，做到鬆動確實是個里程碑，但是對教師

來說，我們更應該正視這些現象背後的挑戰，亦

即：錯置、脫軌的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意識型態，

為什麼這麼牢不可破呢？活動過後，我思索著如何

挑戰容易被教師們忽視的「真正的」性別課。畢

竟，翻轉性別刻板印象的課程設計，可不是為了搏

君一笑！哈哈大笑之餘，提昇性別意識的教師使命

才要開始而已。教師們或可敏覺地將這些思考延

伸到往後更多的師生互動與性別討論。

七歲男孩女孩的發現，與我的發現：

鬆動、理解、支持

另一堂《真正的男子漢》延伸的性別課程，

發生在花蓮某小學一年級的具有多元族群與多元

家庭特色的班級。在小一導師的支持下，我們將

性別教育與綜合領域活動兩相結合，透過合作思

考方式，我引導小朋友提出他們對《真正的男子

漢》這本書的延伸發想，我們既從文學角度玩味

文字裡的疊詞與譬喻，也從性別角度發展對話式

的討論。女孩小妍舉手說：「為什麼作者要說『女

生最無聊』呢？那作者不是罵到自己的媽媽了

圖七
我是男生（短
髮），我很愛
漂亮（洋裝
打 扮 ）， 再
見！（飛走
了）

圖五
我是警察隊
員（警察頭），
我是足球隊
的（運動裝），
我漂亮嗎（裙
擺飄逸）？

圖六
我是女生（蝴
蝶結髮飾），
我會飛（火
箭砲彈），我
是守門員（足
球防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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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男孩小霖說：「我不會這樣笑女生。」另一個女孩佩樺則說：「而且我也是女

生啊，我不怕鬼！」

在充分討論後，孩子們發現，自己有許多想法跟書裡頭的人物不一樣呢。隨

後，我設計了簡易的「魔術書」，站在先前合作思考的基礎之上，我進一步引導小

朋友從生理性別出發，寫出自己對翻轉不同性別特質的期待或認識。簡單說，女

孩必須寫下：「雖然我是女生，我還是我」，翻開內頁，她們得嘗試畫下並寫出「我

發現⋯⋯。」而男孩則要在封面寫下：「雖然我是男生，我還是我」，翻到內頁後，

則畫下並寫出「我發現⋯⋯。」每個孩子選到喜歡的紙張顏色後，便埋頭展開他們

的書寫與創作了。

這個班級有十個女孩，六個男孩。七歲女孩不僅能翻轉性別刻板印象，也能

主動發現男孩女孩都可以做一樣的事情。她們寫道：「雖然我是女生，我還是我，」

翻到內頁，她們發現：

我發現我喜歡踢足球、打棒球。

我發現我可以踢足球。

我發現我可以穿藍色的衣服。

我發現我可以跑步，多練習就可以快。

我發現我不怕黑暗、我也不怕鬼，我可以用平底鍋打死那個鬼喔。

我發現我不怕鬼、也不怕被嚇到，我也可以用平底鍋打死鬼！

我發現我可以玩打人。

我發現我也可以當醫生。

女孩的發現多種多樣，包括服裝、體育活動、恐懼與性別、遊戲與性別、職

涯發展與性別等。其中兩位女孩則傾向拿男孩的標準（勇敢與打架）當自己的標

準，顯出一種男生可以、女生也可以的氣魄。

我發現雖然我不像男生那麼勇敢，但是女生也很勇敢。

我發現男生會打架，女生也會打架。

六位男生當中有三位也樂意進行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翻轉，他們寫下：

我發現我還可以玩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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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我還是怕鬼。

我發現我還是喜歡跟媽媽睡。

有一位男孩的書寫內容令我感到迷惑，我特別跟他討論過，我發現他或者是

無法理解題目所指，也可能是尚未感受到社會對於男生女生的不同期待。因此，

我支持他維持原本的書寫。內容是：

我發現我還是可以打籃球。

另有兩個男孩，在我跟他們個別討論時，神秘地笑著不怎麼願意下筆。當我

陪伴在側並與他們討論後，我了解了，他們可是勉為其難才寫出下面這段話：

我發現我可以玩玩具。

統整「魔術書」的課程與教學，我只覺得收穫滿載！我發現，七歲女孩比同

齡的男孩更能感受到性別差異的社會化內涵、更樂意接受翻轉性別刻板的學習活

動，且女孩對性別角色翻轉的創意也更為多元。十六個學生中有三個男孩絕不碰

女生的玩具，且十分堅持「男兒本色」。

無論是什麼樣的觀點，我嘗試給每一個孩子不同角度的讚美。我明白多數孩

子容易也樂意在師長的影響下鬆動他們的想法，但是，師長畢竟不是他們全部的

生活世界，因此，理解差異、陪伴，給他們一點時間，或許更為重要。當我開始

理解每個孩子擁有不同的性別意識發展環境脈絡時，我才有機會更謹慎地拿捏分

寸，以支持這些孩子的差異性。對於很難轉換想法的學童，我則歡喜經營著開放

發表意見的友善環境，以使這些孩子在沒有罪惡感的前提下，聽見全班同學豐富、

正向的想法。另一方面，對於得以悅納性別多樣特質的學童，我則給予大力的肯

定。不過，萬一這類活動獲得的是全班一面倒的意見（比如說，全班都翻轉刻板

印象太成功），那麼，老師也別高興得太早，這恐怕意味著學童很敏銳地知道老師

要的是什麼，因此他們很本分地往政治正確的位置靠攏，這時，老師們可好好反

省自己為什麼給孩子這些壓力，而不是開放思考的空間。

「魔術書」課後，我與導師進行的討論引發我們對七歲孩子更深刻的理解，我們

感受到我們兩個老師才是獲益於孩子的「學生」。我們也一致認為，在這段師生相互

陪伴的學習之路，大人的性別意識與引導方式是引導孩子的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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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人」─真正男子漢的「強」

一本好的性別繪本包藏著極大的影響力，一場深刻的性別討論也有這樣的本

事。它們甚至可能大大取代教師研習講師的語重心長、性別課程老師的孜孜不倦，

與性別相關研究的長篇大論。把玩具、情感表現、職業期待等等領域，區分為男

女，恐怕一點也不「無聊」。因為，這種過度依賴性別區隔的分類，既是陰謀，也

可是陽謀。明裡，人們因為遵循男女有別而願意讓世界更為井然有序；暗裡，父

母、師長、兄弟姊妹，或身邊重要他人，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性別刻板的意識型態

以灌輸、指責、輿論或遊戲等方式注入日常生活世界，迫使人們漸次習慣這種「看

不見不公平」的委婉化傳承。人們在行住坐臥之間，日日經驗著這些價值觀，接

著，內化到審美與判斷的視角裡，最終深深嵌入自我認同與性別角色認同之中。

深陷這些刻板印象而難以自拔的人們，或許很難破解《真正的男子漢》這本

書的深意。我的一個女老師朋友小魚曾沮喪地對我說，一位男同事當面批評小魚

「不夠柔弱」，他對小魚說：「連裝弱都不會的女人，實在沒辦法吸引男人。」聽了

這樣的話，我笑著對小魚說：「如果要女人『裝弱』，才能展現這個男人的強，那

麼，這男人也未免太弱了吧！」小魚聽了連連點頭稱是：「對對對，我就該這樣回

答他！」

性別平等的視野不在於要為哪一種性別討回公道。強化及窄化性別刻板印象只

會讓男生女生都吃虧。無論大人或孩童，如果我們願意多少鬆動那穩固而持久的分

類觀，那麼，我們才有機會入門學習柔軟與謙卑，也將更有能力找到自己歡喜自在

的模樣。看來，不以壓迫他人來成就自己，且能在寬納多樣性當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與價值，這才是成為一個「人」的「強」─也才是真正男子漢的強。y

延伸閱讀好書

●大衛．卡利／著，桑妮亞．波瓦／繪，李毓真譯（2010）。《大鯨魚瑪麗蓮》。臺北市：米奇巴
克出版。

●布莉姬．拉貝、米歇爾．布許／著，傑克．阿薩／繪，謝蕙心譯（2002）。《男孩？女孩？》。
臺北市：米奇巴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