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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去葡萄牙研討會需要到英國轉機，於是趁機安排了一次英國教育觀察研

究，部分時間住進英國朋友家，針對英國「放學後俱樂部」（after-school club）
進行田野觀察。朋友 6 歲孩子下課後幾乎要去學課後課程，例如空手道、圍棋、

西洋棋、游泳、表演藝術、社交溝通等，上課的地點就在社區內各級學校，其中

常去的就是一個當地有名的女子學校 H，H 校是公立的文法中學，也是當地的明

星中學，社區內中東裔以及伊斯蘭背景中上階級移民家庭特別偏好該女校，該校

校長也都是女性。由於自己曾是女校學生，也勾起了研究者對兩地單一性別學校

的興趣。 

回到臺灣後，我跟助理開始探究臺英單一性別學校發展的歷史脈絡，發覺一

樣的單一性別學校呈現，背後卻有很不同的性別化因素。換言之，單一性別學校

的發展與演進，在臺灣與英國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呈現不同的樣貌。 

一、臺灣：與宗教與殖民歷史有關 

在臺灣的單一性別學校的研究中，多以女校的討論為主。清朝統治臺灣末

期，女子學校的創立多與宗教相關。在「臺灣女人」網站教育主題裡介紹，加拿

大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在 1884 年創辦臺灣第一所女學校－淡水女學堂，學雜費

全免之外，還免費提供膳宿吸引學生前來就讀，多以宗教課程為主。1887 年，

英國長老教會李庥夫婦設立臺灣南部第一所現代女子學校－台南長老教女學。學

生多為傳教士信徒子女及平埔族女子，創立學校主要目的是為了達到翻譯聖經、

宣傳福音，並讓學生在宗教的薰陶下影響更多親友能接受此信仰。禁止纏足為入

學規定之一，在廢纏足興女學的婦女運動中擔任先驅的角色（鄭淑蓮，1999）。
在當時清代仍有濃厚儒家思想與宗法制度、期待女子三從四德的風氣中，因創立

女學擁有部分現代化女子教育課程、培養婦女傳教工作人才等因素，某程度達到

提升婦女地位的效果。 

到了日治時期（1895 年-1945 年），臺灣女子教育政策也隨著殖民者的更換

有了不同的目的。根據陳瑛珣（2014）的研究整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開始西化，

女子教育為日本政府推動政策的一部分，延續國家意識、訓練女子體能發展的同

時，也藉由教育方式來塑造服從的概念。當時彰化女高的教學目標為涵養德行、

精通日語、確立日本國民性格、陶冶貞淑溫良和勤儉家事的習性和傳授切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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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技能。畢業出路也大致分為三種，到日本唸大學、實習後擔任小學老師，

或是進入家庭相夫教子（陳瑛珣，2014）。相較於前期透過教育達成宗教目的，

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目的是為了強化女性德性教育，期待培養乖順的賢妻良母。 

二、英國：與階級高度相關的性別化分野 

英國單一性別學校的起源，在每日頭條網站中 2018 年 6 月 19 日歷史類文章

提到，英國男校女校是歷史悠久的貴族學校演變而成的，一開始只提供給皇室貴

族成員入讀。單一性別學校的因「性」施教實質上是「因材施教」的一種具體體

現，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培養男生與女生的獨立人格與領袖氣質。出於這種理

念，英國在男校女校的建設上花了不少心思，具體則體現在教學方式、課程設置

的差異。單一性別教育組織的歷史根源與教育學關係可能不大，而與課程較相

關，其所要表達的是，此群體「應該」或「可以」獲得什麼樣的知識。不僅將性

別當作教育中主要思考的因素，階級也納入考量。他們共同確定了男性和女性的

相對角色和地位，也確定了三個基於階級的階層：上層階級（即擁有大量資本或

土地的階層）；中產階級（即專業和管理人員）；和工人階級(Gabrielle, & Patricia, 
2007)。 

綜合以上，在臺灣與英國各自的歷史脈絡下，設立單一性別學校有不同的功

能及目的。在臺灣女子學校的演進當中可見，與當時的殖民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創立目的非考慮單一性別與混合性別之學校之差異，多為執政者為達成政治目的

及宗教目的而創立，此教育機會也隨之提升女性權利。英國單一性別學校起源與

當時的貴族學校，因男女天生性別與心理的不同做分類，而有不同的教學內容及

方式。除了性別之外，對階級的概念也影響著學校如何教授學生。 

三、臺英單一性別學校皆逐漸減少 

臺灣與英國的單一性別學校皆逐漸減少，原因有些微差異。教育部統計處於

105 年進行單一性別學校校數統計，簡要說明我國單一性別學校之演變概況，近

年來逐漸減少可能與觀念改變以及少子化相關。過往家長與學校期待子女能專注

課業，交往環境單純便於管理，而後轉為注重兩性平等互動及和諧相處，加上少

子女化衝擊亦使部分單一性別高中學校在招生時取消性別限制。 

英國在 1960 年代，大部分的獨立學校皆是單一性別學校，到了 2010 年，僅

有不到一半的學校是單一性別學校，約有 264 所女子學校、171 所男子學校，以

及 944 所男女同校之獨立學校（Cooper, 2010, p.1）。英國公立學校由單一性別

學校轉向為男女合校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當時的意識形態，認為支持低成就

女性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擁有與男性同等的教育權利，因此 1960 年代公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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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引進綜合教育、共同教育，讓所有性別皆能在同一環境受教育。第二個原因與

效率、經濟相關，政府認為建立男女同校教育體系較單一性別學校有效且簡單，

而後新建立的公立學校，如城市學校，都是男女合校(Cooper, 2010)。 

雖臺灣與英國單性別學校皆逐漸減少，此類型學校的存在仍有其優點及限

制。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於教育部電子報的文章內提及，根據英國調查機構

Hannay (2016)於 SchoolDash 發表文章內調查結果，發現在英格蘭就讀於女校的

女學生，其普通中等學校證書考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簡稱 GCSE）的表現比就讀於男女合校的女學生成績好。雖然由學校證書考試

結果去看單一性別與混和性別之學校對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可能是一個

面向，但有許多因素可能也須列入考量，例如學校所處的位置及地域文化、教

師的待遇或資源都可能會是導致成績有所差異的原因。Coughlan (2016)在 BBC 
News 的文章內中提到，女校聯盟的負責人 Caroline Jordan 指出女學生在全都是

女性的環境中更能做自己、更放鬆，因為不需要成為社會大眾所期待的某一類「女

生」，女學生更能夠跳脫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例如有更多的女學生能依照自己

喜好學習科學。但值得思考的是，隔離不同性別於共同環境中互動等，單一性別

學校中的學生在社交互動及性別交往等狀況，也可能缺乏較符合實際社會互動情

形。 

四、結語 

總的來說，初步考察臺灣與英國單一性別學校發展的發展與演進，發覺其起

源與變化都有各自的歷史脈絡與因素。臺灣單一性別學校的發展與宗教與殖民歷

史有關。清朝統治臺灣末期，女子學校的創立多與宗教相關，儘管仍期待女子三

從四德；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目的是為了強化女性德性教育，期待培養乖順的賢妻

良母，仍很「性別」，但新式現代化女子教育課程，在當時某程度提供婦女更多

的生活機會與選擇，不過當時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女性仍與其出身背景有關。英國

單一性別學校的起源，則是一種與階級更高度相關的性別化分野，依不同的性別

而有不同的教學內容及方式，給予相異的領袖氣質涵養。儘管臺灣與英國單一性

別學校發展的歷史脈絡的不同，但單一性別學校皆逐漸減少，至於對不同性別學

生發展帶來的影響，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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