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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每個人生而都是平等的，並不會因為性別或是窮與富而有所不一樣，因此每

個人都有去追求自己所喜歡人事物的機會。 

 

一、研究動機  

 

同性風氣隨著這幾年社會的變遷而逐漸開放，在校園中，青少年對於同性戀

的包容性也相對提高。然而，有許多人對同志的認識不足，仍對同性保持著負面

的刻板印象。藉此，此專題探討高職生對於同性戀的印象及想法，找出現今高職

生對於同性之態度以及認知是否正確，並且了解高職生對於同性戀婚姻採取什麼

態度。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高職學生對於同性戀態度及認知，並了解不同背景之高職學生對於

同性戀態度及認知的差異情形，以及探討影響高職學生對同性戀態度之因素。 

 

(二) 探討高職生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觀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與方向確定之後，經由各類的資料收集，設計本研究所需透過現

場問卷發放的方式蒐集資料，最後進行統計分析彙整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

議。 

 

貳●正文 

 

一、同性戀之定義 

 

中文百科大辭典的定義「同性戀是對同性產生愛戀與理」（百科文化主編，1987）；

「同性戀指就身體的性機能而言，擁有正常的性器官，同時功能正常卻在心理上

愛，僅能感受到同性愛的情形」（林裕能、林麗慧譯，1995)。有一派說法是指同

性戀強調的是性傾向及偏好，而不強調性的行為，有同性的性行為，未必是同性

戀，而即使完全沒有過同性的性經驗的人，也不能說他就不是同性戀。還有一派

較嚴格的說法，必須在性偏好習慣、情感投射、社群歸屬方面，都以同性為對象

才算是同性戀者。在這些說法中,我們了解的是同性戀之定義。最後不論同性戀者

或異性戀者，我們都該去尊重他們的想法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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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職生對同性戀的觀點 

 

李雅文(2004)以自編「青少年婚姻態度量表」研究中高中職生對傳統與非傳統

婚姻的態度，其中非傳統婚姻部份包含針對同性戀的態度，結果顯示高職生不會

歧視同性戀，並傾向認同同性戀應擁有婚姻的權利以及支持通過同性婚姻法案。 

 

現階段研究顯示，台灣高中職學生對於同性戀者的態度較屬於支持，並且認

同，同性戀者應擁有婚姻合法權。我們希望以更為多元面向的方去了解高職學生

對於同性戀的態度，因為許多人對同性戀的態度是多面向且複雜，而他們的態度

受到許多不同的觀念及想法所影響。雖然性別觀念會影響大眾對於同性戀的態

度，但是卻對公民權益的影響不大，而社會大眾常基於社會道德的觀點而反對同

性戀或認為同性戀是錯誤的，不過在面對同性戀公民權益之議題，卻不受道德觀

點所影響，多數還是會支持同性戀者應享有言論自由。 

 

所以大眾的不同面向對於同性戀態度，可能會因不同的想法而有所差異，所

以我們應以多面向的方式了解高職學生對同性戀的態度研究結果也表明，同性伴

侶和異性伴侶一樣愛他們的孩子。 

 

心理學家們告訴大眾：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家長的性別和性傾向，而是在於他

們的愛。 

 

三、同性婚姻法律的觀點 

 

(一) 婚姻的目的在於生育，這一個論點在現代社會讓人難以接受。這個理論

在社會中逐漸開放的觀念根本不能讓人信服。 

 

(二) 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不適於撫養孩子？在社會上並沒允許誰有權結婚，

而誰又有權撫育孩子。事實上，許多同性伴侶都會領養孩子，有的還在異性婚姻

失敗後仍然撫養著自己的子女。許多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在同性伴侶家庭中長大

的孩子和那些在異性婚姻中長大的孩子一樣健康。所謂同性戀者不適於撫養孩子

的論點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 

  

(三) 在許多人的想法裡，同性婚姻是不道德的？很多人總認為宗教自由同時

也意味著人們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法律不應該建立

在宗教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益及自由，不能因為自己的宗教觀念，而強加在

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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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結果 

 

以下所做的問卷調查針對高一及高三的學生所得到的結果： 

 

(一) 學生人數 

 

   

 

上圖中所採訪高一與高三的學生大多以女生居多 

 

(二) 請問您周圍有朋友是同性戀者嗎？ 

 

   

 

由上圖可知，幾乎大部分學生的身旁都有一些同性戀者的朋友，高一學生沒

有同性戀者朋友的人比有的人還要多一點點，而高三有的比例幾乎占了三分之一。 

 

(三) 請問您若有同性戀朋友，您會採取什麼態度？ 

 

 

 

 

 

 

 

 

高一 

高一 

高三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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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高一與高三的學生會接受他們並與他們成為朋友，又或者是與他們是

朋友但不深交，還是會有學生會選擇避而遠之和厭惡他們。 

 

(四) 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您的朋友或是家人是同性戀? 

 

   

 

由上圖得知大多數人同意自己的朋友或是家人是同性戀，但還是有些人還是

無法同意自己身邊的人是同性戀者。 

 

(五) 請問您是否贊成同性之間的戀愛？ 

 

   

 

在問卷中多數人贊同性之間的戀愛,但也還是有少部分的人會反對他們之間的

戀愛。 

 

(六) 請問您是否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 

 

   

高一 

高一 

高一 

高三 

高三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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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高一與高三的學生是以支持的觀點去看待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件事情，

但還是有少部分的人是持以反對的想法。 

 

(七) 請問您同意的原因為何？ 

 

   

 

就研究發現，高一較多人偏向認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應享有相同的待遇。而

高三則是認為不論向別，每個人都可以和所愛的人共組家庭。還是有少部分學生

她們沒有任何意見。 

 

(八) 請問您不贊同的原因為何呢？ 

 

   

 

高一持無意見者居多，但高三持無意見的學生卻很少。高三以認為會動搖社

會根本居多。高一的次多學生認為會違反倫理道德。高三卻覺得是因為社會輿論

的壓力。 

 

參●結論 

 

在專題研究中，高職生對於同性戀者的印象不像以往的傳統社會觀念般地根

深蒂固，隨著社會的開放，大家的思想也逐漸開放，贊同同性戀者婚姻或是戀愛，

而不被受異樣眼光的看待，而我們選擇了即將畢業的高三以及剛進高職生涯還懵

懵懂懂的高一生來做為問卷調查的對象，藉由這兩種反差去研究出他們對於同性

高一 

高一 

高三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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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的觀點及想法。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高一及高三生是以平常的角度去看待同性戀者，並願意和

他們成為朋友，即使戀愛性向不能也能成為好朋友。對於即將要大學的高三生來

說，也許是年齡逐漸成熟，而想法及觀點也不同於高一生，超過半數認為同性戀

者應享有婚姻的權利和他們所愛的人共組家庭，高一生大多數人為支持，少部分

人為反對，而反對的理由是已無意見居多，其次是違反社會倫理道德。不論他或

她的戀愛性向為何，我們理當尊重同性戀者，他們享有和我們一樣的權利，並不

能因為他或她的戀愛性向而去歧視甚至嫌棄人家， 

 

我們應該去深入了解同性戀者，並對他們有更一步的認識，而不是憑藉著刻

板印象或是人云亦云地去穿鑿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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