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教育部长大会幕后花絮：教育部，你竟然是这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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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5月17日世界不再恐同日，轰轰烈烈（然而似乎并没有很多人知道……）的全球教育部长大会在教科文巴黎总部拉开帷幕。为期两天的

会议旨在联合各国教育部长、学生代表以及民间组织，共同应对性少数学生所遭受的校园欺凌问题。

 全国性少数青年的联合组织中国青年同伴网络（China LGBT Youth Network，简称“青桐”)， 也应邀参加会议，青桐代表花花被安排在18日

上午发言，介绍中国校园欺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

 

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认为“态度保守”的中国教育部，并没有对“敏感议题”敬而远之，而是选派了两名代表参加，所属领域分别是基础教育
和教育科学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DQwMA==&mid=2650101078&idx=1&sn=8e857a9f9054fce2ee5708a0c477acd1&chksm=be86504989f1d95f78ab03fa739cd0dbdf1f53666c79b26505ad85ae0c854f0078f0412398cd#rd
javascript:void(0);


 

在17日的开幕式上，一向以呆萌和中二著称的花花，入场时误坐在了官方代表区……并迫切地张望全场寻找来自教育部的代表，希望在茶歇
时进行勾搭（国际事务出身的某花真是有很强的勾搭意识）。正在这时……被花花当作东亚某岛国的代表发出了令人惊讶的声音：“你也是
中国来的么？我们是教育部的……”为了试探教育部对性少数学生的真实态度，某花起初并没有明示自己的基佬身份，并且选择唠嗑模式开
始了对话。

 

让某花惊讶的是，教育部官员的开放程度和专业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对于“境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们并没有一味的排斥，而是结合

本部现有的教育政策，逐条分析教科文的提案中，哪些与本国现状相符，哪些过于超前暂且难以付诸实践，并认真考虑是否可以响应教科文

的倡议，签署一份承诺在本国应对恐同欺凌的声明。

 

当被问到教育部官方对于性少数议题的态度，官员们的回应是，这并不是什么敏感议题，性少数学生也是学生，他们所遭遇的问题终究需要

解决。只是教育部本身也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在现阶段难以公开表示对性少数学生的支持。并且在“教育公平”这一议题上，教育部目前更

关注的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公平，性少数学生的教育公平问题暂且没有提上日程。至于坊间流传的“教育部恐同”“教育部向高校发文压制同志

学生”，则完全是子虚乌有。

 

值得欣喜的是，在校园欺凌这一议题上，有两大利好消息：

 

1）虽然反校园欺凌法的出台暂时没有提上日程，教育部已经于不久前发布《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

知》，全文可点击“阅读原文”。这是教育部自半年以来酝酿校园欺凌应对方案的初步成果，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政策和法规出台。作为部委级

别的宏观政策，这些方案自然不太可能将学生群体“分门别类”，细化到针对某一部分学生的欺凌行为，却足以保护性少数学生免受欺凌。

 

2）两位官员认为青桐所作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同时符合客观事实，“真实地去呈现”就好。在他们看来，针对性少数群体所进行的研究，并

不是什么“禁区”和“敏感话题”，反而是很“前沿”的研究领域，值得去开拓发展。接下来，青桐会向教育部分享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可

能参与到相关的研究项目和政策制定的意见征集过程中。

 

与大家的直观印象略有出入的是，教育部并不“恐同”。更复杂的现实是，教育部与地方部门、各高校之间的关系远非“令行禁止”那么简单。
我们所遭遇的来自教师甚至学校官方的歧视和欺凌，是否和教育部直接相关，是否可以通过教育部来解决，都是有待商榷的。另外，性少数

学生个体或团体在注册组织、开展活动中所遭受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团委或安全部门，这些是教育部门无法直接干涉的。

 

但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是我们要着力去解决的，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向所有的性少数学生社群成员发出以下倡议：



 

1）以友好对话的方式和教育部门进行沟通。青桐愿意为有志于在本校开展教师游说等倡导工作的学生个体或群体提供支持，并促进社团小

组之间、学生和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我们也可以成为性少数学生群体和教育部之间沟通的管道，欢迎大家向我们反馈更多的需求和意见。

 

2）尽量避免过激的倡导行为。目前对于教育部门来说，性少数学生还是一个隐而不见、知之甚少的群体。因此，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教

育部的视野中就相当重要。如果教育部对性少数学生群体的第一印象是“不友好”“偏激”“具有攻击性”“煽动力强”，那显然对相关议题的推进

是很不利的，需要耗费更多的努力去扭转这样的负面印象。更危险的是，一个本身并不敏感（至少对于教育部）的议题，会因此增加政治敏

感性。

 

3）加强对相关法律政策的学习，以此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这同样也是来自于教育部官员的一条建议。虽然国家没有具体的保护性少

数学生群体的法律政策，但我们的教育权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保障，性少数身份不是任何学生、

教师或行政人员侵犯我们权利的正当理由。当某些行政人员通过“处分”“记档案”“开除”等手段，用公权力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

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以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责任在于我们自己，妥协和退让只会让欺凌者更加肆无忌惮。如果条件允许，青桐也

会开展法律援助的项目，使更多的社群成员在面临来自公权力的欺凌时不再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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