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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談起跨性別（Transgender），大部分民眾所認知的多半是完成性別重置手術

的變性人（Transsexual），或是雙性人（Intersex）1,2，然而，在多元認同的現今社

會中，「跨性別」儼然成了一個傘式術語，沒有明確的邊界（卓芸萱，2022；柳

名耕，2022；徐志雲，2020）。跨性別涵蓋多個族群，是個內部異質性高的群體，

除了變性人、雙性人之外，還有非二元（Non-binary）、扮裝者（Cross-dressing）、

幻想變性性興奮（Autogynephilia）……（徐志雲，2020；張雅淳、柳名耕，2022）。 

「非二元」被歸在跨性別族群之中3，是小眾中的小眾，筆者的親近友人正為

其中一員。以下本文將以「非二元」為主體，淺談非二元認同與其教育意涵，以

及面對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二分的反思。 

二、何為非二元認同 

非二元認同者通常認為自己不屬於男或女任何一方、不適用男女二元框架

（卓芸萱，2022），對於男女的性別刻板印象感到不適應或厭惡，也多半認為自

己不需要承擔過往性別刻板印象下男女兩性的負擔，即社會附加給男、女的義務

（Morgenroth, et al., 2021; Throne et al., 2019）。其自我認同是「中性的」或是「無

性別」（Throne et al., 2019）。 

非二元族群中也存在一群不適應兩性生理特徵（例如：女性的乳房、男性的

鬍子）的人，他們認為這些特徵屬於性別刻板印象的一環，有些會使用束胸或平

胸手術、服用荷爾蒙，來減少外觀上的兩性性徵（卓芸萱，2022），肉體的「無

性別」狀態讓他們感到舒適。無論是因為厭惡刻板印象，還是厭惡兩性性徵，非

                                                

1 雙性人（Intersex）也可稱為陰陽人、間性人，這些名詞在 2005 年芝加哥共識會議後，已被

新的醫學分類系統「性發展變異」取代（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該系統更清

晰定義陰陽人的狀況，目的是引入最佳醫療照護標準（丁雪茵，2019；丘愛芝，2020）。「性

發展變異」大致分為三群（丁雪茵，2019）：(1)性染色體發展變異；(2) 46, XY 性發展變異；

(3) 46, XX 性發展變異。 
2 雙性人在醫學診斷上被歸類為 DSD，為生理疾患、需要醫療介入，與跨社會性別（Transgender, 

TG）不同，TG 屬於心理範疇。 
3 LGBTQ 包括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酷兒（Queer）和非二元（Non-binary），

非二元認同者和酷兒等成員因非順性別認同的緣故，在 LGBTQ 裡的位置被劃在跨性別

（Transgender）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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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族群產生認同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共通點就是「不想要被分在男或女其中一

邊」（Morgenroth, et al., 2021），屬於「自我認同」之範疇。 

筆者的親近友人生理性別為女，自我認同為非二元，認為此認同可以做為自

己不服從主流的合理理由：因為自己不屬於男女任何一邊，所以兩者被社會強加

的義務皆不必服從，可以安心地做自己，同時也能免去「被當作女性的不適」。

友人在成長過程中發現自己並不細心、對化妝等事物不感興趣、難以融入女性群

體，被周遭的人指責「不像女生」，產生「我與那些女孩子不一樣」的想法；對

於女性身分缺乏認同，但又不認為自己是男生，進而產生非二元認同。 

三、面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反思與教育意涵 

性別刻板印象立基於生理之上，不容易根除，長年來性平教育致力破除刻板

印象（丁雪茵，2019；卓芸萱，2022），將外在的展現與男、女本身的生理性別

脫鉤，現在的女性可以剪短髮、參與體育活動，口紅和高跟鞋不是必要裝備；女

性不一定要透過裝扮自己來證明自身的價值，男性也可以展現溫柔、多愁善感的

一面。非二元認同者多是基於討厭被社會強加性別刻板印象，不遵循過去男女刻

板印象的言行，使人意識到男性（Male）跟女性（Female）不只有單一的陽剛或

陰柔表現，對性平教育來說，是活生生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實例，所以「打破刻

板印象」的初衷與性平教育不謀而合。 

非二元認同者可能因為自身難以融入同性別的群體，而對該性別產生疏離、

把自己與同性別的群體做切割，自認「跟一般男生/女生不一樣」、「不會像其他男

生/女生那樣，做符合刻板印象的事」，從而認為自己不屬於該群體。不過，正因

為沒有融入過同性別的群體，便難以察覺其實同性別之中也存在差異，更難以避

免過度以主觀的想法根據刻板印象將該性別標上標籤、產生錯誤的認知，友人便

向筆者坦言，其也曾誤認女性都喜愛長髮、對自己的女性身分沒有怨言。 

構築起「非二元」認同的過程中，若僅著眼於「我不做，所以我是」，反而

會與非二元的初衷背道而馳。強調「自己做了與該性別不符的事情」，而非「我

的性別『也』可以做這些事」，其實是對性別氣質過度扁平化的想像，強化了「女

生就是喜歡打扮自己，男生就是大而化之」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說，一個男孩可

以很溫柔、喜歡粉色和可愛飾品，但他仍舊是男性，並不會因此就不能被稱作「男

生」。 

陽剛或陰柔特質的展現，與心理認同是屬於不同概念。龔峴萱（2020）曾進

行教材分析研究並提出擔憂，若將「性別氣質的顯現」和一個人的「性別認同」

連上等號或認為有一定程度之相關，反而會形成一種「刻板印象」，讓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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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的學生被貼上標籤。 

在校園裡曾聽見學生提起：「老師你聽過『男生的身體、女生的靈魂』嗎？

我的好朋友就是這樣。」這位學生所說的好友是生理男性，個性溫柔、容易哭泣。

因為性別氣質的不同，這個男孩被誤認為內在是女生的靈魂，但他從來不曾覺得

自己是女生，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男生。釐清性別氣質和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後，

學生豁然開朗，原來這只是性別氣質的不同，與性別認同無關。同學誤認這個男

孩具有女生的靈魂，乃是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四、面對性別二分的反思與教育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男女中間存有一條生理藩籬，才能夠「跨」；「非二元」

一詞的意義，既為「非」二元，那麼「二元」也勢必存在。刻板印象固然與生理

事實有所關聯，但兩性生理差異的事實卻不是刻板印象，漠視生理性別差異也無

助於打破性別刻板印象。除了雙性人（在醫學上稱為 DSD）等需醫療介入的少數

特例，生理性別就是妥妥的存在兩種分類，即便做了平胸等手術、服用荷爾蒙，

也不能改變事實上的生理性別。 

男、女不管是在骨骼或是肌肉、器官、內分泌等方面，都存有許多差異。以

醫療而言，忽略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容易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與醫療時間的延

遲（張珮文、鄭威，2018）。國內一名跨性別女性（原生性別為男性）向雇主要

求請生理假（勞動部，2022），便是漠視生理性別差異使然。此外，生理性別之

於犯罪統計同樣具有意義，例如：法務部（2022）案件統計，性犯罪加害者有九

成九為男性。是以，若想將醫療、政策、統計資料與生理性別脫鉤，改採心理認

同，是相當不切實際且忽略兩性生理差異所帶來的影響。 

自我認同難以用肉眼觀測，也不像同性戀、異性戀等性傾向有明確定義，所

以非二元認同者在實際的日常生活裡仍難以逃離生理性別帶來的影響。以生理女

性的非二元者為例，即使不認為自身是女性，可身體依然是生理女，仍有可能會

遭受針對女性的騷擾等狀況，這是非二元女性極力撕除女性這個標籤也無法避免

的問題。在男、女生理差異實際存在的現實生活中，非二元認同者無法忽略男、

女本質之差異。 

面對多元的主張和價值，黃政傑（2020）建議教師需要採取證據本位方式，

並培養學生相互尊重的態度。當學生顯現多元的性別氣質，教師除了接納及包容，

也需留意不要落入了刻板印象之中、貿然將學生貼上「跨性別」或「非二元」標

籤，而是站在生理事實的科學基礎上，讓學生依客觀的生理事實認識自己和他人，

並能理解、尊重性別氣質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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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非二元可以是一種生活信條，一種生活樣態，我們顯出與性別刻板印象不符

的言行打扮，並不會受到證件上的性別欄位所影響。非二元的理念在男女刻板印

象濃厚的過去或許是個不錯的方針，可是在現今社會中，若僅僅只因為「不符合

刻板印象」就說自己超脫了男女，便難以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的精神。 

社會上討論跨性別議題時，時常會見到非二元、變性人、DSD 遭到極具爭議

的免術換證4 倡議者挾持、被形塑成為跨性別者背書的現象。諷刺的是，免術換

證倡議者往往訓誡生理女性包容和反省，卻不是要求男性應更包容、友善，著實

悖離了非二元的概念。 

「非二元認同」可以是個避風港，讓自己不需接受外在對男女刻板印象的拘

束，但卻不能成為把自己關在象牙塔的藉口，若是如此，非二元這個分類不但未

能對性別平等有所裨益，也無法讓任何人獲得解放。拒絕面對兩性生理差異的事

實，終究無法拯救任何一方，包含非二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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