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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TV公視頻道-人生劇展系列-艾草 

人物介紹： 

1.吳艾草（潘麗麗飾）-58歲，生長於保守排外的閩
南村落，年輕時為了跟大她二十歲的外省籍老師談
戀愛，不顧她單親母親的反對，嫁去台北。38歲時
丈夫過逝，獨立撫養一女一兒長大。好不容易把孩
子拉大了，堅苦的日子過去了，退休後享享清福，
每天練練八段錦，讀讀英文。每隔些日子去照顧照
顧鄉下唯利是圖的母親楊乖。 

2.宋伶（周姮吟飾）-到法國留學，和黑人交往，未
婚生下女兒Nina，回到家鄉。 

3.宋海（莫子儀飾）-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和同性男
友深交，性取向偏向同性。 



台灣TV公視頻道-人生劇展系列-艾草 

人物介紹： 

4.楊乖（高美女飾）-78歲，35歲時丈夫
死亡，開雜貨店，她覺得人生最可悲
的是窮，人生以賺錢和存錢為目的。  

5.陳正凡（唐振剛飾）-和宋海是親密的同
性男友。 

6.Nina-宋伶的女兒。 



艾草 

劇情介紹： 

1.艾草獨立堅強，讓兒女受良好教育，對自己
身為母親的角色滿意又自傲。直到發現一向
乖巧孝順的兒子是同志，才藝縱橫在法國留
學的女兒帶回和黑人生的私生女，艾草長年
建立的價值觀，被迫瓦解。她發現兒女跟她
並不處於同一個世界，她孤獨、無助、憤怒。  



劇情介紹： 

2.宋海堅守同性性取向，可是母親並不認同，他仍然
珍惜親情的溫暖，知道母親是最大補給站。宋伶未
婚生子，母親非常憤怒，母女間的價值觀差異大，
兩代之間永遠必須透過艱難的溝通來取得諒解，正
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3.上一代傳統的價值觀和下一代個人主義的對立，對
多數的家庭來說都在承受著這個世代的價值衝突。 

艾草 



影片-部分劇情 

艾草 

艾草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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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能力指標概念架構表 
主題軸〈 3 〉  主要概念〈 12 〉 次要概念〈23 〉 

性別的自我了解 

身心發展 
身心發展的差異 

身體意象 

性別認同 
性取向 

多元的性別特質 

生涯發展 
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職業的性別區別 

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角色 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性別互動 
互動模式 

表現自我 

性別與情感 

情緒管理 

情感的表達與溝通 

情感關係與處理 

性與權力 

身體的界限 

性與愛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家庭與婚姻 
多元家庭型態 

家庭暴力 

性別與法律 權益與法律救濟 

性別的自我突破 

資源的運用 
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的運用 

校園資源的運用 

社會的參與 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社會建構的批判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性別認同-性取向 
認識多元的性取向。 

尊重多元的性取向。  

☆宋海和陳正凡是親密的同性男友，
性取向偏向同性。 

認同？ 

同理心？！ 

尊重<yes ~or~ no> 



對於宋海和可凡的親密交往，您會接
受嗎？為什麼？ 

艾草不認同宋海的同性性取向，請問
宋海如何作情感的處理？ 

您認為宋海和可凡同性戀情會持續下
去嗎？為什麼？ 

發現問題 



選擇同性性取向是一種罪過？ 

同性戀等於愛滋病嗎？ 

跟黑人交往感染愛滋病的比例偏高嗎？ 

遇到異性朋友，同性性取向會改變？ 

親友或同學中如果有人是同志，您的感受是？ 

會選擇繼續交往或是？ 

同志在家庭中如果不能獲得親人的認同或接受， 

應該如何處理？ 

 

 

討論澄清 



選擇同性性取向不是一種罪過，是情感交流的
方式之一，應該予以尊重。 

選擇同性性取向並非因為交不到異性朋友而產
生，所以不要勉強介紹異性朋友給同性戀者。 

親友或同學中如果有人是同志，其實並不影響
您和他或她的互動，是否選擇繼續交往端視您
的價值觀，但應該予以尊重和祝福。 

同志在家庭中如果不能獲得親人的認同或接受，
可以耐心的溝通，持續的關心，千萬不能想不
開而自尋短路。 

觀念解構與建構 



性別光譜 

性別解讀: 
   

七男一女 
袋鼠爸爸女丈夫 

中性人 

台灣模特兒 

德國著名撐竿跳選手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互為獨立的個體～非依附於另一性別角色 

★對種族、膚色的偏見和歧視。 

☆宋伶既然與發生關係的男子個性不合，不會勉
強在一起，獨立扶養女兒Nina 。教導學生學習
舞蹈，擁有工作並取得經濟來源。 

☆艾草對於與宋伶發生關係的男子是黑人不表認
同，楊乖對於Nina 的膚色很有意見。 

性別角色-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宋伶與關係親密的男子個性不合，
不會勉強在一起，請問您是否表示
贊同，為什麼？ 

艾草對於與宋伶發生關係的男子是
黑人不表認同，請問您的看法？ 

 

 

發現問題 



在班上分配環境打掃或團體活動時，
您會和同學協力完成，還是消極的
不作為，依賴同學幫您完成？ 

如果將來您結婚生兒育女，子女婚
嫁的另一半是黑人，您會有何看法？ 

 

討論澄清 



在班上分配環境打掃或團體活動時，
自己的責任區應和同學協力完成，不
可以將工作推給同學完成。 

對於不同種族、膚色的人，不應有性
別偏見或歧視的看法，要平等對待。 

觀念解構與建構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決定的自主權。 

☆宋海一方面珍惜和母親之間的親情互動，
另一方面仍然堅持同性性取向的自主權。 

☆艾草在知曉真相後，雖然孤獨、無助、
憤怒，但最後在楊乖的慶生場合，抱著孫
女面對家族異樣的眼光，作為一位媽媽、
阿嬤的角色，她勇敢的面對表現自我。 

性別互動-表現自我 



雖然艾草不認同同性戀，宋海仍然堅持
同性性取向的自主權，您的看法是支持
還是反對？ 

您對於艾草在楊乖的慶生場合，抱著孫
女面對家族異樣眼光的作為，有何看法？ 

 

發現問題 



請思考，在生活中有那一件事是您和父
母意見相左，但您覺得自己並沒有錯的
經驗？ 

請思考，在生活中有那一件事是您和父
母意見相左，經過真誠溝通、互相討論
後，做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決定？ 

 

討論澄清 



在生活中如有碰到和父母意見相左的事
情，應當真誠的和父母溝通，就事論事 ，
委婉的提出自己的看法，並細心的聆聽
父母的想法，再斟酌推敲，調整自己原
先尚未對談前的看法；如果自己原先的
想法經過溝通後仍然認為對自己是最好
的決定，那就必須更有耐心的動之以情
再商量，如有必要可再緩一緩擇日再談，
如此必能更周延的做出決定。 

觀念解構與建構 



認識多元的家庭型態。 

尊重不同文化中的家庭型態。  

☆宋海是同性性取向。 

☆宋伶和黑人未婚生下女兒。 

家庭與婚姻-多元家庭型態 



宋伶在法國其實可以生活下去，她為什
麼要回來？ 

宋伶回來會面對那些壓力？ 

艾草對於宋伶未婚生子非常憤怒，宋伶
如何和母親互動？ 

宋伶和女兒Nina是屬於何種家庭型態？
宋伶是否有能力扶養女兒Nina？ 

發現問題 



未婚生子應該受到歧視還是更多的關心？ 

您會建議未婚生子者應如何和親人（如：
父母、子女等）溝通、互動？ 

如何關心單親、隔代教養、未婚生子或
是同性戀者等不同家庭型態，您會採取
那些方式？ 

討論澄清 



未婚生子其實是多元家庭型態的一環，
不應受到歧視，要多給予關心、協助。 

未婚生子者應有耐心的和親人真誠溝通，
持續表達重視親情的態度，因為親人的
諒解，會讓自己的心靈深處點亮一盞燈，
情感上也能夠獲得關懷。並設法取得謀
生的能力，為養育下一代負起責任。 

同學當中如果有人來自單親、隔代教養、
未婚生子或是同性戀者等不同的家庭型
態，應當主動關心同學、提供協助。 

觀念解構與建構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必須植基於對多元
文化社會所產生的覺知、信念與行動，協助
學生認知文化的多樣性，教導學生瞭解團體
成員之間彼此如何形成價值、態度與行為，
並且引導學生破除性別歧視、偏見與刻板化
印象，以促進各族群的和諧共處。 

 

   課堂上沒有單一標準，單一的聲音，教師需
轉化自己的信念，以文化研究者的角色去實
踐多元的觀點。 

去中心化 



未成年少女人工流產 

未成年少女想作人工流產，縱然得到父母的同意，醫生還不一定肯為她施行手術，
要先評估是不是具有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原因？這項法條是這樣規定
的： 

 一、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者。 

 三、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
康者。 

 四、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 

 五、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六、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未成年少女身心健康，與小男友兩情相悅，甘願以身相許，以致懷孕。很有可能這
六款人工流產原因都不存在，而被拒在合法墮胎的門外。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世代衝突 

 透過影片艾草，我們看見上一代在面臨下一代看似無法理解、

背離上一代價值觀的事情時，所面臨的價值崩毀並再塑的過程，

並探討彼此接納的可能性。然而，很多在現實中所發生的衝突

都未必如電影裡這麼幸運。很多未婚生子或同性戀的兒女未能

得到家庭的接受，進而被家庭排斥、逐出家門，甚至被不人道

地對待。害怕與家人決裂的兒女們，則瞞騙著家人，並獨自承

受著痛苦，永遠與家人之間有著疙瘩。也有些人選擇了直接自

家中離開，再也不與家中往來。 

 面對世代衝突時，我們很難說究竟何種解法才是正確的。但仍

誠摯地希望，每個孤單而受傷的心靈，最終都能有所依靠。 

                                                            作者：林承賢（現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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