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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張明敏 

• 諮商心理師高考及格 

• 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 

• 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候選人 

• 任教年資23年 

• 現任竹北高中輔導教師  

• 現任清華大學教科系講師 授課：性別教育 

• 教育部性騷擾性侵害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 

• 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諮詢委員 

• 國教署校園性別事件諮詢服務中心諮詢委員 

 



身心障礙學生類別 

•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三條 身心障礙類別 
• 智能障礙 
• 視覺障礙 
• 聽覺障礙 
• 語言障礙 
• 肢體障礙 
• 身體病弱 
• 情緒行為障礙 
• 多重障礙 
• 自閉症 
• 發展遲緩 
• 其他障礙 



身心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 

• 智能障礙 
• 認知能力差 

• 社會適應能力差 

• 口語表達差 

• 聽覺障礙 
• 聽覺理解能力差 

• 口語表達能力差 

• 自閉症 
• 溝通能力差 

• 社交技巧不足 

• 固執行為 

 



身心障礙性別平等實施之6W 

•WHY 
• 因為身心障礙學生是弱勢族群 

• 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Who 
• 誰來教？相關任課老師？ 

• 家長 



•Whom 
• 教誰？教身心障礙學生？還是普通班學
生？ 



•What 
• 教甚麼？性別平等教材？兩性教育？ 

  人權與法治教甚麼？要教到甚麼程度? 

高中職性平教材106.pdf


•When 
• 甚麼時間教？ 

• 家長隨時隨機都可以教 



•HOW 
• 怎麼教？ 



性別平等的含義 

• 能在性別的基礎上免於歧視而獲得 

  合理公平的對待。 

• 在破除由社會文化長期建構出來的 

「性別刻板化印象」及「性別岐視」， 

 營造和諧社會，追求社會中所有個體 

 身心潛能的充分發揮和自我的實現。 



性別平等教育的教育目標 

• 了解兩性身心異同 

• 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 學會健康的兩性溝通與互動 

• 明瞭兩性權益與相關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導 

• 兩性身心特質與發展 

• 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 性知識 

• 生涯發展 

• 兩性交往 

• 性騷擾及性侵害 



性別平等教育S-T-O-P 

• S—--select      慎選資訊 

• T----teach       融入教導 

• O----option      多方協助 

• P----peace       安全成長 



性別暴力事件與日俱增 

數字會說話 



在台灣，性
侵害案件數
量以每年將
近15%的速
度成長。在
2015年時，
台灣有通報
的性侵害案
件超過一萬
六千多件，
是2005年的

2.3倍。 

 



男生危險還
是女生? 

熟人還是陌生人 

 

4.智能障礙～陌生人性侵.mp4










• 不禁想問……. 

• 為什麼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大多
是女性? 

• 『幹O娘』…髒話為什麼都跟女生有關?  

• 『裙子那麼短、穿那麼少』 

• 『一個女孩子家，晚上還在外面遊盪』 

      = 危險?!  

 

 

 

發現了嗎?  
社會仍充滿著對女性的限制與貶抑 



以性別來看，女性仍然是主要的被害人，在
2015年仍佔全部被害人的九成。 

但是，在過去六年之間，男性被害人佔整
體比例從2005年的3.4%，一路飆升至2015年
的10.6%。這顯示男性已經不能再置身事外

，以為性侵害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家長對於身心障礙性別平等教育的態度 

• 「性的興趣」是孩子從小就有, 

   本能是抑制不住的，必須從小就要教 

• 「性」是必須被教育的， 

   尤其是身心障礙學生 

• 性的心理教育— 

  教育學生要尊重他人身體、 

  感受性的表達、判斷危險， 

   自我保護、兩性互動行為 

 

 



家長對於身心障礙性別平等教育的態度 

 

• 性行為—性行為本身和性行為結果，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預知」行為後果 

• 性教育的定義--- 

  廣義性教育包括兩性關係 

           和社會行為模式的學習 

 

2.孩子受性侵害後的父母態度.mp4


家長對於身心障礙性別平等教育的態度 

• 青春期的性衝動—不希望在好奇下 

                  學習扭曲的性知識 

• 符合年齡的指導 

• 性侵害的防範教育 

• 如何教導[器官名詞] 

• 家長如何看[自慰] 

• 已有自慰者，給予自慰 

• 自慰的社會行為---適當隱密場所 

 



身心障礙性別平等教育主題 

• 1.保護自己 

•    認識自己身體 

•    認識自己心理 

•    認識彼此尊重的意義 

•    認識預防性侵害 

•    遇到性侵害如何處理 

•    認識具體性騷擾事實 

•    遇到性騷擾如何處理 

•    如何避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環境 
 

 



• 2.不侵犯別人 

•    認識「性侵害、性騷擾」的意義 

•    認識「性侵害、性騷擾」的具體事實 

•    如何瞭解對方「不舒服」的表達 

•    認識如何與人相處的態度 

 



• 3.危機處理 

•   認識「危機處理」的意義 

•   認識「危機處理」的具體事實 

•   如何瞭解尋求協助管道 

•   如何表達拒絕「性侵害、性騷擾」的有效方式 

•   如何避免遭受「性侵害、性騷擾」的環境 

•   如何辨識遭受「性侵害、性騷擾」的可能對象 

•   破除「性侵害、性騷擾」的迷思 

 



性別平等教育的迷思 

• 1.只有女生會被性騷擾??? 

• 2.性騷擾是無害的玩笑??? 

• 3.性騷擾必須有所意圖??? 

• 4.只有強暴才算性侵害??? 

• 5.只有在偏僻暗巷才會發生性侵害??? 

• 6.親人手足不會發生性侵害???? 

• 7.只有被害人奮力反抗，才能避免被性
侵害??? 



性侵害與性騷擾 

• 性侵害的定義 

• 「違反被害人意願，加害者以權威、 

  暴力、金錢、引誘、脅迫被害人與其 

  發生性活動」 

• 廣義的定義涵蓋任何涉及性意涵的行為，
包括性騷擾、猥褻、調戲。 

• 【性活動】包括異物插入性器官、口腔、
肛門之行為 



性侵害的影響 

• 1.危機處理 (徵兆)   
•        器官傷害 
•     生理反應 
•     不當性反應 
•     創傷心理反應 
•     人際關係障礙 
                 

1.性侵徵兆.mp4
1.性侵徵兆.mp4
1.性侵徵兆.mp4
1.性侵徵兆.mp4


性侵害的影響 
 

• 2.長期影響 
•    情緒障礙 
•    負面自我概念 
•    扭曲性行為 
•    受創人格 
•    人際關係困境 
•    親代傳遞                    



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 1.學校教育宣導 

• 2.教師教學活動與團體活動 

• 3.相關法規及被害人權益保障 

• 4.校園安全空間的規劃 

• 5.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性侵害與性騷擾 

性騷擾的種類 
• 開黃腔 

• 鹹豬手 

• 色眼盯人 

• 色情郵件 

• 利用權勢交換性活動 

• 公開展示色情宣傳品，以致他人遭受冒犯 

• 強迫他人看A片或色情刊物 

 

 

 

 

 



性侵害的防範教育 

• 不接受引誘 

• 不跟他人走 

• 不上他人車 

• 不進他人家 

3.智能障礙～熟人性侵.mp4


家長遇到的挑戰 

• 通訊方式的多樣化 

• 線上遊戲的角色扮演 

• 網路交友 聊天室 

• 視聽媒體的推波助瀾 

 



性別平等教育結語 

• 能教的，把他教聰明一點 

• 沒辦法教的，把旁邊的人教聰明一點 

• 能做的多做一點 



身心障礙學生人權法治教育 

•法律依據 
• 憲法 

• 教育基本法 

• 身心障礙保護法 

• 特殊教育法 



憲法 

• 第二十一條 

• 「人民有權接受國民教育，只要是我國的
人民就得主張此權利，並不因其身心健全、
殘缺或智商高低而有所差異」 

• 第一五九條 

•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教育基本法 

• 第三條 

• 「教育之實施，應本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之 原則，尊重人性尊嚴，致力開發個
人潛能，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 

• 第四條 

• 「人民無分能力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
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教
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
予以特別保障，並協助其發展」 



身心障礙保護法 

• 第四條 

•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
重及保障，除能證明其無勝任能力者外，
不得單獨以身心障礙為理由，拒絕其接受
教育、應考、進用或予其他不公平待遇」 



身心障礙保護法 

• 第二十一條「各級學校零拒絕」 

•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 「要求規劃適當的教育安置」 

•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 「上下學的交通扶助」 

• 第二十二條 

• 「教育經費補助」 

• 第二十三條 

• 「各項應考條件之提供」 

• 第二十三條 

• 「特殊學前教育之準備」 
• 第二十四條 

• 「身心障礙者就讀學校之提供」 
 

 

 



身心障礙學生的人權 

• 1.教育權 

•   【零拒絕】 

•   【適性教育】 

•   【就近安置入學】 

•      



特殊教育法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權利有關條文 

• 第一條「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
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
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
社會能力」 

• 第十二條「特殊學生鑑定、輔導委員會設置與運作」 

• 第十三條「提供最少限制環境為原則的教育安置」 

• 第十五條「結合專業人員提供支援服務」 

• 第十七條「提供適合個別化教學與無障礙學習環境」 

 



特殊教育法 

 

• 第二十三條「規劃教育措施及教育資源分配」 

• 第二十五條「提供身心障礙兒童早期療育機會」 

• 第二十七條「個別教育機會之擬定」 

 



身心障礙者之司法權 

• 身心障礙學生的【司法權】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身心障礙者在現行司法制度是否有效
保障個人安全、自主及尊嚴」 

• 「司法部門是否在涉案或出庭時提供身
心障礙者必要之協助」 



法律扶助 

• 障礙造成認知能力不足，往往被利用 

• 最常發生在智能障礙者身上的[性侵案]
及被詐騙集團利用 

•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 邀請專業特教老師義務協助擔任輔佐人 

 

 



• 身心障礙學生的【社會參與權】 

• 指身心障礙者在社會生活中 

• 休閒娛樂設施 

• 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 

• 政治參與 



案例分享 
 

 

 

苗特家長性平影片/3.智能障礙～熟人性侵.mp4


談自我界線及自我保護 

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2018.07.05    

竹北高中  輔導處 張明敏老師 



身體自主權 

國王遊戲 

~ 

越玩越不能做自己  

 



看到這些詞，你心裡出現的第一個想法是… 

身體自主權 

尊重 

好玩嘛！ 

摸一下會ｘ嗎？ 

你玩不起 

不敢喔？ 

http://3w.naer.edu.tw/physical.jsp 
國王遊戲~越玩越不能做自己 

http://3w.naer.edu.tw/physical.jsp


國王遊戲?? 

• 啊！好玩嘛～～～ 

 

• 好玩嗎？你確定？ 

 

• 當失去控制：遊戲變慘劇／悲劇 

    [越玩越不能做自己]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沒有料想到 

    這樣的結果  

  →失去身體自主權 

 

 

 



身體自主權 

• 身體自主是什麼意思？ 

 

• 何謂身體自主權？ 



「身體自主權」指的是一個人對自己身體 

  的思考與感受有自我主張的權利， 

  同時也有運用、自我保護、 

  與管理的義務。 

 

 吃什麼、用什麼、穿什麼，穿多少、 

 想露多少、以及願意讓別人凝視與觸碰 

 的限度，而這是一份「個人」的身體尺度 

 是『別人』所不能質疑的。 



    

例如: 

  

 1.我有使用自己的身體去做事情的權利。 

 2.我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義務。 

 3.我有享受身體感覺的權利與能力。 

 4.我有管理自己的思考與行為的 

   權利與能力。 

 5.我有管理自己的思考與行為的義務。 



影片中，有那些違反身體自主權的行為？ 





「我的」身體界線 

做自己的身體管理者 



感覺一下 

• 身邊的人靠你多進， 

  你會開始覺得不舒服？ 

 

• 身體的哪些部分被觸碰， 

  你會感覺到被越界了？ 

 

 



普通朋友或基於禮貌的緣故， 
在你的同意之下，可以碰觸。 

與你較為親近與親密的人， 
在你的同意之下，可以碰觸。 

不論多麼親密，都不可以碰觸！ 







感覺、感覺、感覺 

你的感覺很重要！！ 

 

相信自己的感覺， 

因為只有你是你身體的主人。 



不稱職的身體管理者 
 

 1.別人侵犯你，你沒有拒絕 

  （或告訴對方） 

 2.講黃色笑話讓別人難過。 

 3.因為貪快，走比較不安全的捷徑， 

   可能會因而招來危險。 

 4.吃很多對身體健康沒有好處的食物。 

 5.付出身體代價或用身體服侍他人。 

 



稱職的身體管理者 

1.別人侵犯我的時候大聲說「不要」 

2.我不會讓別人輕易觸摸我的身體 

  (或隱私處) 

3.我不會隨意碰觸他人的身體 

  (或隱私處) 

4.我不會盯著人家的身體一直看， 

  讓人家感到難堪。 



想一想 

• 你是稱職的身體管理者嗎？ 

  給自己打幾分？ 

 

 

 

 

 

• 除此之外，你自己的管理條例有…?        

 

1 10 

不
稱
職 

稱
職 



人際界線與尊重 
 

參考 http://www.mlsh.tp.edu.tw/service/guide/6/6-a/f3_i_3.htm 

做自己的身體管理者 





不！ 

不。 

不… 拒絕！ 

拒絕！ 

拒絕！ 



• 請盡量使用堅決的拒絕！ 

 

• 但是不管哪一種拒絕，你都要聽！！ 



「三不四要行動」 
《青少年身體自主權調查報告》家扶基金會 

 

(一)對於青少年「三不」建議如下： 
 

1、「不」和他人發生性關係： 

    尊重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避免觸法陷危機、減少身心受創。 

 

2、「不」看情色網站：拒絕不良的性資訊來源。 

 

3、「不」侵犯他人身體： 

   即使兩小無猜也要尊重對方。 

 



「三不四要行動」 

(二)對於政府、學校、家庭、個人「四要」建議如下： 

 

1、政府「要」－建構整合式的網站 

 

2、學校「要」－積極推動「兩」性教育 

 

3、家庭「要」－教導子女尊重異性 

 

4、個人/青少年/你「要」－主動求助父母師長： 

碰到困難時，主動向父母或師長求助， 

尋求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法。 

 



國王遊戲 

 



當面對親密伴侶 

兩小無猜的代價 



性不性，你怎麼想？ 



超過9成3之青少年認為身體界限相當重要， 

即便面對男女朋友，也不應有不當的身體接觸； 

然而，每5人當中就超過1人認為 

『只要兩情相悅或對方邀請， 

即可與對方發生性行為。』 

 

    知道v.s做到 

 

 



兩小無猜的代價 

• 墮胎成癱瘓 女大學生至今未醒 

   2年前墮胎之後變成植物人，21歲的女大學生 

到現在都還躺在醫院，躺在病床上都已經2年多， 

21歲的孟婕到現在還是怎麼叫都叫不醒，看著她 

以前美麗清秀的模樣，沒想到一次墮胎卻成了植物人， 

家屬說，難過當然會難過，但絕對沒有找人去砍醫生。 

 

來源：蘋果日報 

 



性不性 
 

只是保守與開放的問題嗎？！ 



尊重才是愛的表現 



• 保護自己的身體是你的責任， 

  尊重他人的界線是你的義務。 



 



如果，萬一 

求助管道 



• 最好的處理是預防！！ 

 

• 你的師長(導師、輔導老師、教官…) 

• 親近的家人 

• 信任的親朋好友 

 

• 不要怕！ 

 

 

 

 



 



記住！你是你身體的主人！ 



性別平等教育親師攜手並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