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根據上文，指出台灣「教育部」頒布條例禁止師生戀的依據，並舉例加以說明。

2. 承上題，你是否贊同台灣當局此舉？為甚麼？

3. 參考上文，解釋師生戀發生的原因及後果，並舉例加以說明。

4. 你在何等程度認同「禁止師生戀會限制個人自由」這個說法？為甚麼？

5. 香港有哪些制度和條款與限制師生戀有關？試舉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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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曾讀過瓊瑤的處女作《窗外》，難忘的是作者的替身—一個情竇初開的少

女江雁容愛上自己的國文老師，因此在初嘗愛情的滋味和甜蜜後，馬上經歷難以擺脫的

情感困擾及無限大的家庭和社會壓力。而這個男老師也由起初的疑惑、拒絕，到後來的接

受和投入，於是展開一場充滿酸楚的師生戀情故事。小說情節雖然引發不少共鳴，殊不知在現

實中，學生與老師，特別是與已婚的老師之間的戀愛，注定面臨家庭、社會和道德的不斷非議。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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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全球化

離經叛道？

■台灣「教育部」

明文禁止師生戀。圖

為政大學生去年9月聲

援因師生戀而遭校方處

分的一名副教授。

網上圖片

作者簡介 胡潔人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
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奧斯特羅姆協會(Ostrom Society)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同時也是香港作家協會會員。

台立例禁戀 社會回響兩極
早前有媒體報道

一項備受關注和爭
議 的 規 定 ， 台 灣

「教育部」發文表示出於保護學生的目的，
要求各級學校將「禁止師生戀」納入教師聘
用條款。這等於是完全禁止師生戀的發生，
意味如有教師違反規定，則可能會遭到停止
聘用的處分。這一條例的頒布，引起社會各
界的很大反響，讓我們重新反思這個位於情
感和道德間兩難的課題。

家長：保護學生
有家長認為，這個規定充分保護學生(特別

是女生)，以及可更好地保證孩子專心唸書。
但有反對聲音認為，這會限制和違反

個人自由，「台灣『教育部』
該關心的事情還有

很多，在

這自由開放的21世紀，師生戀如非涉及違
法、違反倫理，『教育部』又何必插手呢？」
另外，師生戀的「戀」到底要到甚麼程度才
需要予以告誡、阻止？恐怕也難以界定。從
愛到性，這個過程，教育主管單位要在甚麼
時候介入、喊停？恐怕教育專家也難有答
案。

筆者認為，「師生戀」意指學生與正在教
導自己的教師之間所發生的愛情。「正在教
導」這個時間概念非常重要，因為若學生已
不再是他/她的學生，老師也不再是他/她
的老師，這種情形下的感情應當不再受制
於「禁止師生戀」的條款範圍。因此，
本人所討論的「師生戀」也僅限於教師
與正在教導學生之間的感情問題。那
麼究竟為何會發生這種師生情？影
響有多大？筆者將從個人心理、社
會影響和可行的解決辦法等方面
進行分析，期望提出一些更能為

教師和學生們接受的可行
方案。

那麼究竟師生戀應否被禁止？師生戀之所以須被禁止，原

因在於其極可能影響公眾利益。但有人認為，真感情的發生

並不會因某些條文的限制而消失，反而可能激起當事人的反

叛情緒和繼續的動力。而對於台灣這類明文規定的要求，通

常只能起到警示和告誡的作用。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教師和

學生的心靈都可能受到傷害，尤其對涉世不深的學生，可能

導致極嚴重的後果(如殉情或自殺等)。

因此，相比用法例去限制，更好的方式是進行戀愛教育，

教導學生培養正確的戀愛觀，崇拜老師沒有問題，特別可更

好地學習老師身上的好的品質，並且效仿和令自己進步，但

這個尺度的把握很難，有賴於彼此雙方的互動和理解。

「第三者」不光彩 難抬頭做人
另外，不管是中學生或大學生，都應清楚愛情不等於性關

係，但性關係是愛情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涉及到學習期間

的權力不對等關係，若學生與教師的感情超越精神層面，教

師難免無法對此學生如對其他同學一樣，這就會對學業中的

公平性和公正性造成負面影響。而若老師已婚，那麼學生還

將扮演不光彩的「第三者」角色，不僅會遭到家庭和學校的

反對，還要面對社會輿論的譴責、老師妻子的怨恨等，這些

壓力會令學生難在社會抬頭做人。更重要的是，這類事情最

大的危險還未必是對當事人生活的影響，而是會破壞整個學

校的風氣和聲譽，助長社區中師生戀的氛圍，所以於情於理

都需要學生認識到這些，盡量防止他們「越軌」。

無論你是老師或學生，請珍惜大家在一起的師生緣分，避

免在教學期間用非份的慾念和失誤的行為去玷污這種美好的

情意。我們必須擺脫不正當的私慾，克制對權力的濫用，避

免不當感情的發生。

究竟有何因素導致師生戀的發生？
其影響有多大？涉及的教師與學生面
臨甚麼結果？下文將作探討。

男教師文質彬彬 易生愛慕
也許，你認為似乎文人較易產生師

生戀，因其浪漫的本性所致。但在現
實生活，成熟的男教師會給女學生一
種充滿內涵，有學者氣質和斯文的感
覺，非一般社會上的男人所具備。這
些特質加上老師比學生高一等的地
位，易讓女學生產生崇拜的心理，進
而演變為愛慕之情。如果學生還未成
年，即中學生，他們出於青少年的身
體和心理發育期，具有強烈的獨立意
識，對父母有叛逆的心理，但同時又
很需要他人的關愛和了解。有心理專
家指，一旦中學生發現某名年長的老
師有才華、閱歷、智慧及帥氣成熟的
風度，心靈很易被佔據，成為他們崇
拜的偶像。於是有些學生對異性老師
產生愛慕之情後會執㠥追求，排斥一
切勸導的話，以致不能自拔。

未成年判斷力弱 影響身心
師生戀現象有其社會性的一面，戀

愛是相互的，若單是學生的單方面愛
慕，或老師對某學生的偏愛，難以產
生大的影響。而當兩者都喜歡對方
時，情況會變得較複雜。因為在社會
的眼光來看，教師的角色自古以來是

「傳道、授業、解惑也」。若一名男教
師與女學生(特別是年紀相差很多的)戀
愛，必然給人有違師德的猜測。加上
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地位不平等，一般
意見會認為是男教師借自己的有利身
份佔有女學生的情感，甚至身體。筆

者認為，這裡需要分清的是，成年或
未成年的學生。若師生戀發生在中學
校園內(小學似乎不太可能，這裡暫時
不談)，由於學生還未成年，從法律角
度看，他們未具有足夠的獨立判斷是
非和理性處理事務的能力。另外，他
們對感情的認識也處於非常懵懂的狀
態，自己都未必認得清楚自己在做甚
麼。若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與學生產生
感情，必會影響其心理狀態和學業。
加上中學時期的戀情大多因違反法例
(如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行為會犯法)而
無法獲得祝福和社會認可，若還要面
對家人的指責，嚴重甚至會令學生因
感情問題的困擾而做出極端行為。

評分偏心致不公 面臨處分
相對上，大學生及研究生與教師之

間的感情，因他們已成年，有自己的

判斷和行事能力，並可對自己的行為
負責，教師受到的道德指摘比中學
少。但試想，如果大學老師愛上學
生，就難以對其成績作出中肯的評價
和給分，甚至還涉及論文的通過標
準，這不僅影響學生的學業情況，亦
對其他同學造成不公。因此台灣「教
育部」規定對18歲以下的學生，明文
禁止師生戀，一旦發生，學校應即予
以處理，包括將該學生調離該名老師
班級，並須視乎情節輕重處分教師，
不排除停聘或解聘。而若是18歲以上
的大專學生，「教育部」的立場也同樣
不贊同、不鼓勵，並有明確規範：如
若是單一碩博士生與指導老師之間發
生戀情，老師應停止指導關係；若是

「一對多」教學，則發生師生戀的當事
學生應主動退出選課，老師須主動向
學校報告，懲治措施由各校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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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聲譽勢受損 戀愛教育防越軌

除台灣外，中國大陸和海
外的高校，也有條例禁止師
生戀。如美國的耶魯大學、
密西根大學等名校，也禁止
師生戀，即使是兩相情願或
未直接授課也不行。另外，
美國加州大學校董會表決通
過議案，禁止教職員與學生
發生戀情或性關係；其中以
自由校風著稱的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指出，這樣的關係
會 危 害 教 學 過 程 的正道

(Integrity)。
中國武漢科技大學對該校

教職工行為規範第一條明確
規定：「不得與學生談戀愛，不得讓異性學
生單獨進入自己的宿舍，不得進行性騷擾。」
違反此禁令者會在學期工作考核中面臨「一
票否決」的處罰，這會直接影響到其職務晉
升和職稱評聘。嚴格而言，中國大陸的重點
更多是禁止教師追求學生，這牽涉的不僅是
傳統道德，而是有違公正的問題，因為教師

可能因為感情造成對學生的評價不公平。

涉利益關係 不宜有戀情
不論台灣或中國大陸，規定禁止師生戀的根

本出發點都是基於師生權力不對等關係的考
慮，學生在受到教師的指導期間可能涉及利益
關係而不宜發展私人戀情，因此需要阻止。

海內外高校也明阻

■美國加州大學禁止教職員與學生發生戀情。圖為柏克萊分校

學生抗議削減教育經費開支。 資料圖片

．男教師文質彬彬，外表吸
引，女學生易生愛慕之情

．學生處於反叛期，父母越
反對，越想挑戰傳統

．造成評分不公

．影響校譽

．助長不良社會氛圍

師生戀

新聞背景：
台灣「教育部」發文表示，出於保護學生的

目的，要求各級學校將「禁止師生戀」納入教

師聘用條款，引起社會極大回響和爭議。

產生原因 後果

海內外禁止

支持：保護學生

反對：限制個人自由

美國
耶魯大學、密西根大學、
加州大學

中國大陸
武漢科技大學

師生戀並非新興事物，至上世紀甚至更早，當女孩子走出閨房、開始進

入學堂接受現代教育起，她們有機會接觸到才學淵博的男教員，引發對教

師的愛慕，不乏女生嫁給教師的案例。最有名的莫數作家魯迅和沈從文：

魯迅娶了比自己小18歲的學生許廣平為妻子。而沈從文當年只是來自湖南

湘西的窮文人，在上海教書期間一開始就迷上學生張兆和，瘋狂地寫起了

情書，並以死相脅，最後要由校長胡適

出面，張兆和才勉強答應嫁給沈從文。

1933年，31歲的沈從文娶比自己小8歲

的張兆和為妻，相伴終生。

現代社會也不乏類似的案例：如馬蘭

結識比她大16歲的余秋雨後，發展戀

情，最後結為連理。又如轟動一時的楊

振寧與翁帆的婚姻，兩人的年紀相差50

多歲，但在翁帆的眼中，楊振寧除年紀

大一點外，他具備男人所有的魅力。

楊振寧娶少妻 轟動一時

■楊振寧(前左)與比他小超過50年

的翁帆(前右)結為夫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