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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力量 

2 

如果不投資在教育上 

就會對無知付出代價  

 
                       

                                    〜富蘭克林 
 



每個學校都有可能發生校園、職場、一般
場域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爭議事件
，學校可以做什麼? 

1.「事前防治教育」，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提醒避免高風險行為，避免發生爭議事件。 

2.「事後處理知能」，緊急措施，公正、專
業、迅速調查處理，避免擴大傷害。 

3.「聘用教師前查閱應徵者之資料」，積極
「避免加害人進入校園」。 (性平法第27條
第4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性侵害
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12條) 



學校任用人員前之查閱義務 

 為防止不適任教師轉至其他學校服務，性平法第
27條第4項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
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
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
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
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已建置「全國不適任教師資訊網」 

 教育部根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4項及教
師法第14條第5項之要求，已公告「不適任教育
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草案 

 目前狼師流竄方向:補習班?大陸地區? 



                     常見性平事件 
 偷窺、偷拍 

 乘機摸一把、肢體碰撞、阿魯巴、戳屁股、拉肩帶 

 黃色笑話、性別歧視言論 

 散播八卦謠言、散佈養眼圖、公然播放A片 

 取笑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 

 暴露狂、露過頭 

 在公共場所激吻、愛撫 

 過度追求 

 分手暴力 

 網友間性侵害、性騷擾 

 同性間性侵害、性騷擾 

 與未滿十六歲學生合意性交、猥褻（刑法第227條） 

 師&生、職&生違反專業倫理之情愛關係 

 教師、上司利用權勢對學生、下屬性侵害、性騷擾 
 



半推半就：性侵害、性騷擾？   
                  仙人跳？ 
 「性」、「性別」是中性的、不含價值判斷的概念，

性交、撫摸、凝視、言語、肢體碰觸是中性的、不含
價值判斷的事實。負面的感覺來自「侵害」、「騷
擾」、「霸凌」，而不是「性」或「性別」本身。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立於平等，沒有高低優
劣，而且在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方面，多少都會因人而異。  

 「性」是因為加上了「令人不舒服」、「讓人覺得不
受尊重」、「暴力」的因素，才會產生負面評價，而
構成「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性」、「性別」本身無罪，有罪的是「令人不舒
服」、「讓人覺得不受尊重」、「暴力」，就是法律
用語的「違反意願」、「不受歡迎」。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主因：『欠缺尊重』 

 不是有沒有看到、摸到，不是有沒有說、說什麼 

 不是摸哪裡、不是摸幾秒 

 是不尊重 

    →暴露狂在你/妳面前脫掉褲子 

    →變態摸你/妳的手、頭髮… 

 自我中心，不重視他人的感受。 

     不尊重之主因：權力差距（權力不對等） 

     關係中有高低、上下、強弱的差異。 

     懂得尊重的人，不會對人施暴及騷擾。 

 加害人選擇性侵害、性騷擾對象時， 

     主要考量被害人的反抗能力、自己的風險及代價， 

     而非被害人的美醜或自己的性慾 

 

 
 



性騷擾 與 恭維 之差異 
 性騷擾： 令人噁心、不悅，出於惡意， 
           感覺不被尊重、身不由己， 
           片面的、單向的，鬼祟、隱晦的， 
           地位不平等、權力不對等， 
           感覺被輕視、物化、嘲弄， 
           負面的貶損被行為人的自尊。 
 
 恭   維： 令人開心、愉悅，出於善意， 
           感覺被尊重、有權選擇， 
           雙向的、互動的，坦然、公開的， 
           地位平等、權利力對等， 
           感覺被重視、嘉許， 
           正面的提升被行為人的自尊。 
 
 



行政法上性侵害、性騷擾之法律定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3、4款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 



行政三法適用順序 
 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學習關係→教育部 
    學生＆校長、教師、職員、工友、學生間之案件 

    由行為人所屬學校處理，保障學生受教權 
 (公益性高，未規定時限，性平法第2條第5款:鼓勵儘早提出) 
ex:男大生偷拍女大生上廁所 
 

 性別工作平等法（職場） 工作關係→勞委會 
    雇主對受雇者or受雇者於執行職務時被害之案件 

    由被害人之雇主處理，保障工作權 
ex:教師對女職員摳手心、碰胸部 
 

 性騷擾防治法（一般場域）→內政部 

    其他案件(一年之內) 

    由行為人所屬機關 / 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處理 

    保障人身安全    ex:捷運摸腿哥 

 

 

 



    性平事件之類型 
 性侵害＝ 性交  or 猥褻 行為 
                  ＋ 
         違反意願 or 未滿16歲 
 
 性騷擾＝性意味 or 性別歧視 行為 
                  ＋ 
         違反意願 or 不受歡迎 
                  ＋ 
         被害人受到相當程度之負面影響 
 
 性霸凌＝非屬性騷擾， 
  對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違反專業倫理之合意性性行為、合意性情愛關係 
 
 
 
 

 



防治：避免出現加害人、被害人 

行為人：做出行為的人。 

                  該行為被加以侵害、騷擾之負面   

                  評價後，稱為加害人。 

被害人：有被害感覺的人。 

以防治教育降低加害、被害風險。 

教育學生尊重他人，避免逾越他人的身體
界線、避免製造對他人不友善的環境。 

教育學生自我保護，拒絕他人逾越自己的
身體界線，對他人適當表達自己的感受。 

 



 
 

＃避免成為加害人 
 
1.親人原則 
  愛我的人不會對我做的事，別人不應對我做； 
  我不會對我愛的人做的事，我不應該對別人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別人不該傷害我，我也不傷害人。 
2.公開原則 
  不敢公開、害怕被傳述、害怕被媒體知道的事， 
  別人不應對我做，我也不應該對別人做。 
3.不恥先問 
  當我不太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 

  我願意先詢問，或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4.立即道歉 
  我願意在察覺他人不舒服時，或他人表示感到不舒服時， 
  立刻提止言語、行為，並道歉。 



 
 

＃避免成為加害人 
 

5.對權力差距情況具敏感度。 
  關係中的強者，在權力不對等時更應尊重弱者。 
6.嚴守專業倫理。 
  對專業人員施以高標準，以確保人民對專業人員

的信賴，若有專業人員利用被協助者之信賴，加
害被協助者，通常認為應罪加一等。 

 

＃避免成為被害人 
 

1.我可以表達不舒服，要求別人停止及道歉。 
2.如果我害怕，不敢提出要求，我會離開並求助。 



被害人最常使用的五種抗拒策略 

不予理會 

                避開騷擾者 

找別人談 

與騷擾者面質 

提出申訴 

 後者最少用，但最有效；最前者最無效，卻最常用     

              (Cochran, Frazier, & Olson, 1987)  

 



遇到事件之處理建議 
  相信自己的直覺。表達拒絕，要求停止，離開或求助。 
   被害人第一時間求助之人常被列為重要證人。 
 留下、保存及製造證據（人證、書證及物證）。 
   於第一時間進行驗傷、體液採樣。 
   若身體上有傷痕應拍照存證。 
   製造錄音證據。以手機錄下雙方談話。談話中之一方所為  
   之錄音，不會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的妨害秘密罪。 
   不堪入耳的黃色笑話：錄音、或請在場之人作證。 
   不堪入目的文字、信件或圖片：拍照、存檔、留置物體。 
   不當的身體碰觸：當場抓住其手，請在場的人作證。 
 詳實記錄每次被害行為，日後提出申訴、告訴時，有資料

使用。 
 尋求情緒支持，向親友、教師、醫生說出感受。 
 要求學校採取緊急行政措施。例如：隔離。 
 向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向警局報案。 



處理：扮演適時適當的協助者 

協助者的正確心態： 

  不造成二度傷害、不承擔替代創傷 

專業協助者的分工：行政、輔導、調查 

 行政：依法行政、中立、主動預防措施 

 輔導：案主中心、聆聽、不評斷、專業 

 調查：依法調查、中立、客觀、專業 

    （行政、輔導、調查功能不同，不能兼任） 

非專業協助者：聆聽、求助 



學校處理校園性平事件之程序 
 1.知悉即通報（法定113通報、校安通報），並保密。 
 2.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任何人檢舉、曝光媒

體視同檢舉、處理霸凌發現疑似性平事件視同檢舉。 
 3.學務處收件，三個內交性平會。 
 4.性平會決定是否受理。 
 5.性平會自為調查或委託調查小組調查。 
 6.訪談、審查其他物證、書證、勘驗現場。 
 7.二個月內應調查完畢。 
 8.完成調查報告（事實認定、懲處建議）。 
 9.性平會開會審議調查報告。 
 10.性平會認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節重大或懲處建

議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通知行為人對程序瑕疵及新事
證，以書面表示意見。 

 11.性平會認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節重大，報主管
機關解聘；或權責單位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為懲處決定。 

 12.通知當事人調查結果、告知救濟（申復單位、期限）。 
 13.執行懲處、追蹤輔導、建檔。 
 14.行為人轉至他校時，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該校。 



知悉校園性平事件：通報 

1.內政部→法定通報：婦幼保護「113」專線: 

 a.涉及性侵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b.未滿18歲→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1項  

 c.涉及家庭暴力→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第1項 

 d.涉及性交易→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9條 

 e.當事人為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 
 

2.教育部→校安通報：性平法第21條、準則第16條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未通報：記大過、處罰鍰、解聘、免職 

 執行職務知有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規定通報記大過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
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二、違反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騷擾、性霸凌事件之證據。（性平法第36條
第3項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
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第36條之一第1項 ） 

 



什麼是性交？ 

 刑法第10條第5款規定：「稱性交者，謂非基於
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以性器進
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
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簡言之，基於滿足性慾之目的，為： 

1.傳統性交   2.口交   3.肛交  4.手淫 

5.其他身體部位（例如：手指插入陰道） 

6.器物（例如：酒瓶、木棍、按摩棒插入陰道） 



什麼是猥褻？ 

 實在是難以用文字定義、描述，且會隨不同社會、
不同年代而變動。司法實務上認為，刑法上之猥
褻罪，係指姦淫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
切色情行為而言（63年台上字第2235號判例）。
個案情境是否構成「猥褻」，由調查者立於一般
人之觀點，在當時當地之價值觀下，判斷個案情
境是否構成「猥褻」。 
 

 常見構成猥褻情況如： 
   以嘴吸吮被害人胸部、以性器磨蹭被害人、 
   摸被害人胸部、臀部、大腿、下體、性器官、 
   強迫他人看自己自慰、強迫他人自慰以供觀賞、 
   強拍被害人裸照、 

 
 



與『未滿16歲』合意性交猥褻，有刑責 

 刑法第 227 條   與幼男幼女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
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
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
遂犯罰之。 

 刑法第 227 -1  條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刑法第 229-1  條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

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
訴乃論。 

 『慣性被害人』以「撤回告訴」進行勒索 
 

 



什麼是性意味？ 

 指涉及性的言行或氣氛。 

 什麼是「涉及性的言行或氣氛」難以用文字描述，
且「涉及性的言行或氣氛」之範圍，會隨不同社
會、不同年代而變動。 

 個案情境是否構成「性意味」，由調查者依據當
時當地之價值觀，從社會上一般人之觀點判斷，
個案情境是否具有「性意味」。 

 逾越一般人可予以接受及理解之限度，可能被評
價為具有「性意味」。 

 但生理反射或合理的碰觸，可能於個案中被評價
為不具有「性意味」。  



什麼是性別歧視？ 

 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取向或性別特質受到
差別待遇。若以言語或行為對特定性別、性取向、
性別特質不同之人為差別對待，或製造敵意環境，
即是性別歧視。例如：認為女人就是沒大腦或就是上不
了台面、不許女人發言、宣揚同性戀都有病、取笑陽剛的
女性、捉弄陰柔的男性、 不許特定性別之人使用特定設備、
拒絕特定性別之人擔任特定職位等。 

 對特定性別之人為差別對待，會同時對各性別之
人都造成不公平的狀態。 例如：男教師B在課堂上對
30名男、女學生宣佈，他通常不會讓女學生不及格，反正
女學生大多畢業就嫁人，B的言論造成全班學生譁然。 

 個案情境是否構成「性別歧視」，由調查者立於
一般人之觀點，在當時當地之價值觀下，判斷個
案情境是否構成「性別歧視」。 

 

 



「違反意願」、「不受歡迎」如何認定？ 

Q：如果被害人有被侵害、騷擾的感受，但行為人表示沒有侵
害、騷擾的意圖，如何評斷糾紛呢？ 

A：從被害人之角度，以合理被害人之標準認定。 
     被害人主觀上覺得行為人之行為違反被害人意願、不受被

害人歡迎，加上調查者以「合理被害人」之標準檢視，可
以認同被害人之觀點。 

  「合理被害人」之標準，指被害人面對爭議事件之感受，
是當時當地面對相同狀態的一般被害人常有的合理感受。
換言之，按被害人的年齡、性別、心智、身分，及此時此
地臺灣的之價值觀，被害人對行為人的行為產生負面感受，
一般人可以理解、感到同情。 

 性騷擾著重被害人之被害感受及所受影響， 

     不以行為人有性騷擾的意圖為要件。 

 除當事人的陳述外，還可參考驗傷單、加害人事後承認之
錄音、和解書、性侵害創傷症候群診斷證明等證據資料。 



 

 尊重個人的感受及自主權，是民主社會認同之價
值觀，因此，在與他人互動時，應該尊重他人的
感受，不該假設或認為他人的感受如我們相同， 

  亦不該否定與我們不同的感受。 
 
 每個人都有權決定並捍衛自己的界線， 
   同時，無權質疑或逾越他人的界線； 
   每個人決定界線的權利只到自己為止。 
 
 例如：甲男凝視A、B二女胸部。 
         A女不介意，但B女覺得不舒服、噁心。 
→ B可以表達自己不舒服的感受； 
   A或甲亦無權否定B的感受。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2條第2項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
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
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
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關於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涉及「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判
斷。需被害人主觀上覺得行為人之行為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加上調查者以「合理人」之標準檢視，可以認同被害人之
觀點。「合理人」之標準，指被害人面對爭議事件之感受，
是當時當地，面對相同狀態的一般人常有的合理感受。 

 關於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或「不受被害人
歡迎」之判斷。需被害人主觀上覺得行為人之行為違反被害
人意願、不受被害人歡迎，加上調查者以「合理被害人」之
標準檢視，可以認同被害人之觀點。「合理被害人」之標準
，指被害人面對爭議事件之感受，是當時當地面對相同狀態
的一般被害人常有的合理感受。換言之，按被害人的年齡、
性別、心智、身分，及此時臺灣的之價值觀，被害人對行為
人的行為產生負面感受，一般人可以理解、感到同情。 

 關於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導致被害人受到相當程度之負面影
響」，達到影響被害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之判斷，需被害人主觀上覺得行為人之行為導致影響被害
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加上調查者以  
「合理被害人」之標準檢視，可以認同被害人之觀點。 

 



私德爭議事件:婚外情、師生戀 

準則第7條：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與
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
學校處理。  

刑法第227條 (若學生未滿16歲，屬性平法的性侵害) 

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或機會，屬性平法的性侵害）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
務、業務或其他 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
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 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1.性的交換：一個有權力資源的人，可能是
你的老師/指導教授/學長姊/上司，要求性的
服務以作為交換。 

 2.敵意的環境：對於學習或工作環境造成一
個有敵意不友善的環境，同學間明裡暗說一
些讓人覺得非常不舒服的評語。 

 3.性的徇私：師生兩人相戀，影響到其他人
求學工作機會和經濟權利，對其他人而言就
是性的徇私。 

 親密關係的本質是權力對等，而師生間存在權力
不對等。面對老師追求，若學生不敢明確拒絕也
不願屈從，就會產生性騷擾糾紛；若交往後雙方
對分手沒有共識，也會產生性騷擾糾紛。 

 



性騷擾之態樣之舉例 
 涉及肢體動作：如過度追求、強迫約會、分手暴力、無故

碰撞、觸摸或摩蹭他人身體、乘機摸胸、背、臀部、阿魯
巴、冒犯性地凝視他人身體、上下掃瞄身材、拋媚眼、做
撫摸性器的動作、猥褻地伸舌頭或舔嘴唇、掀裙子、脫褲
子、拉扯衣服、拉彈內衣肩帶、偷拍內褲、收藏他人之內
衣褲、偷窺偷拍他人上廁所或換衣服。 

 在公共場所為不雅或私密動作:如在公共場所親吻、緊抱、
愛撫、自慰、露鳥、衣不蔽體露三點。 

 發出聲音或發表言論：如冒犯性地吹口哨、揶揄身材、講
黃色笑話或春夢、罵三字經、嘲弄他人是娘娘腔、娘砲、
男人婆、太平公主、波霸奶媽、性變態、死Gay、發表性別
歧視言論、追問女性乳暈幾公分、胸圍幾吋、內衣褲尺碼
及顏色、是不是處女處男、評論性器官、散播八卦謠言。 

 傳送文字或圖畫：如傳遞猥褻字條、散佈養眼圖、展示猥
褻海報圖案或文字、寄送色情電子郵件。 



* 性騷擾案例: 

花蓮縣某校劉姓男老師上理化課時，要一名女學生朗誦
考古題，因學生聲音太小，劉竟說：「請你用０２０４
性感、甜美帶有磁性的聲音再朗誦一遍。」另一女學生
立即舉手：「請問老師什麼是０２０４的聲音？」劉回
答：「就是讓男人聽了會喜悅、亢奮的聲音。」 還自
爆年輕時曾打過０２０４電話，受訪時辯稱要求模仿只
是為了「提振學生上課精神」。校方事後獲知此事，立
即通報１１３及縣政府教育處，成立性平會調查，確認
遭指控的劉老師上課時有不當言語，構成性騷擾，立即
免除劉師的行政職，並決議今年六月後不再續聘。 

* 性騷擾案例： 

某男性教授在授課中看到身著長裙之女同學從教室後面
姍姍來遲，便叫住她到台前轉一圈給全班看，同時說：
「對嘛！女孩子不用太在乎成績，像這樣打扮漂漂亮亮
等著嫁人就好了，也千萬不要去跟人家選什麼總統！」 



* 性騷擾案例: 

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先生： 

「穿裙子的不能當三軍統帥」(95/12/14) 

「能否將民進黨的未來交給一位沒有結婚的小姐？

難道民進黨都沒有人了嗎？」(97/05/07) 

* 性騷擾案例: 

立委游月霞質詢三通問題時出言批評 

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叫那個老處女去通就不通」， 

「一個嫁不出去的人一定有問題」 (民92) 

 



行政（三法）＆司法（民、刑）併行 

 性侵害（含性交、猥褻）                       
一、行政： 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二、司法： 
     1.刑事：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 
     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對未滿18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猥褻) 
     2.民事：民法（侵權行為）、國家賠償（公務員侵權） 
 
 性騷擾（含言語、眼神、聲響、肢體、拍攝、…）                       
一、行政：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二、司法： 
    1.刑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乘機性騷擾罪，為告訴乃論）    
    2.民事：民法（侵權行為）、國家賠償（公務員侵權） 



 

很高興有機會 

分享， 

        

謝謝大家的 

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