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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長的話 

歡迎參加親師座談會 

校長 陳啓聰 

 

有鑑於108新課綱正式實施及學生升學需求與日俱增，而升學管道日漸多元，

所以親職座談會特別針對高一家長辦理「108新課綱暨學習歷程檔案宣導」及高

三家長開辦「升學技專院校講座」活動，期能增進家長對於新課綱及多元升學管

道的瞭解，進而協助孩子及早立下目標，把握方向，勇敢的追求美好未來。 

特邀請各位家長一起來關心學校和陪伴孩子成長，期盼能透過親師合作，讓

孩子因為大家共同的關懷與支持，得到適性發展的機會。 

孩子就讀台南高工就是優質技職人才的保證，這份殊榮代表著南工人的優

質傳承和品牌責任。身為南工人的一份子，不論是校長、老師、學生和家長，都

應通力合作點亮南工品牌。 

㇐、學校發展願景 

(一)邁向精緻卓越升學導向型工業學校。 

(二)培養具備多元智慧新世紀的南工人。 

建構適性學習型學校，開辦多元

發展適性揚才課程，提供適性全人教

育，推動「友善校園」落實學生學

習、生活、生涯輔導；強化資訊與外語

能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國際接軌的

能力，並重視學生社團活動，增進跨領

域的學習。  

培養具備多元智慧新世代的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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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理念與目標 

（一）經營理念 

1. 承傳南工溫馨校風，營造優質學習型校園。 

2. 建立以學生為中心、教學優先的效能行政。 

3. 維護教師專業自主，尊重家長的教育參與。 

4. 發展社群夥伴連結，共享教育的資源平台。 

（二）經營目標 

1. 在辦學方向上--實施全人教育，建構溫馨校園，奠立終身學習的

基礎，以達成優質適性發展的全人教育目標。 

2. 在教育信念上--以「學生第一，教師為先，家長參與、行政效率」

朝向「教育全人化、輔導全面化、行政效率化、資源社區化、學習

快樂化」發展。 

3. 在實際作法上--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維護家長的教育選擇權，發

揮學校行政裁量權，以落實學生的學習權及受教權。 

4. 在行政的作為上--以服務理念支援教學、服務教學及導引教學為主

軸，以行動力、持續力及反省力來自我省思。 

三、學習成果 

過去一年來，南工在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努力之下，展現出以下優

秀成績： 

(一)在升學上： 

109年本校應屆畢業生考取國立大專院校424位，國立院校錄取

率近6成，其中臺灣科技大學24名、臺北科技大學40名、雲林科技

大學30人、高雄科技大學172人、臺灣師大2位等。 

(二)在技藝競賽上： 

1. 第50屆全國技能競賽榮獲1金3銅2佳作。 

2. 108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榮獲8金手獎及8優勝。 

3. 109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榮獲創意組第一名 

4. 109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勇奪8座金手獎及9位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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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運動及才藝競賽上： 

1.運動競賽－ 

a.籃球隊參加109學年度臺南市議長盃錦標賽，榮獲高男組第三

名。 

b.籃球隊參加109學年度全國高中籃球聯賽乙組分區預賽，榮獲

臺南市高男組冠軍。 

c.排球隊參加109年全國高中排球聯賽乙組分區預賽，榮獲臺南

市高男組冠軍。 

d.110年市中運，本校共有57位選手參加。游泳拿下高男團體錦

標第六名，羽球高男團體第四名、羽球高女雙打第四名、空手

道高男團體錦標第一名、桌球高男雙打第四名、木球榮獲高男

團體桿數及球道雙料冠軍。 

e.本校共計有自由車3人、空手道3人及木球7人(團體賽資格賽)

達到參加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參賽資格。 

2.才藝競賽－ 

a.國樂：臺南市109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絲竹室內樂合奏 高中

職團體組B組優等。 

b.管樂：臺南市109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管樂合奏 高中職團體

組B組優等。 

(四)在校內工程建設上： 

1.今年度已完成工程－ 

a.板金科工廠修繕。 

b.弘樓整修工程。 

c.機械科車床實習工廠整修工程。 

d.綜合職能科汽車美容場前柏油整修工程 

e.學校職務宿舍周邊修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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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中工程－ 

a.機電館實習工廠改善工程 

b.鑄造製圖館廁所改善工程 

c.化工科實習工場專業教室修繕工程 

d.機械科技館前原建築物保留修繕工程 

e.自強館及操場側邊排水系統改善工程 

f.棒球打擊練習場建置工程 

3.預計進行之工程－ 

a.鑄造製圖館東側廁所改善。 

b.學校PU跑道建置。 

c.校園排水及電力改善。 

d.建置工業機具博物館。 

 

最後，再次感謝家長們的與會賜教，讓我們一同為南工孩子們的學習盡

更多的心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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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9學年第二學期行事曆 電子檔路徑：南工網頁/家長專區/校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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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平面圖 

 

機械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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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班導師及主責輔導老師 
 導師 班級 辦公室&分機 導師 班級 辦公室&分機 導師 班級 辦公室&分機 

A 

 

機械 

電機 

板金 

飛修 

土木 

建築 

實技 

黃暐純309 邱于洳309 

機械-邱于洳；板金-盧綵蓉 

電機、土木- 黃暐純 

建築、電繪- 諶淑真 

飛修、汽修- 張倖綾 

陳煜昇 機三甲 機械科 286 林泰亨 機二甲 機械科 286 陳風吉 機一甲 專二 244 

鄭仕明 機三乙 機械科 286 江睿丞 機二乙 專二 244 黃巽儀 機一乙 導二 334 

吳俊仁 機三丙 機械科 286 陳春明 機二丙 機械科 286 吳家宏 機一丙 機械科 273 

吳秉融 電三甲 導二 334 黃子健 電二甲 電機科245 李易陞 電一甲 電機科 245 

何冠德 電三乙 電機科 245 陳冠良 電二乙 電機科245 黃玉雪 電一乙 導四 333 

黃大峻 建築三 專二 244 郭曉青 建築二 導三 264 翁漱璞 建築一 建築科 250 

陳玉真 土木三 導四 333 王湘羚 土木二 專一 332 柯詩吟 土木一 土木科 251 

梁瑛倩 板三甲 專二 244 周靜涓 板二甲 專一 332 林柏村 板一甲 板金科 241 

賴嘉宏 板三乙 板金科 241 李俊毅 板二乙 板金科241 楊宗瑋 板一乙 板金科 241 

王覺興 飛修三 導二 334 楊艾甄 飛修二 導一 277 蔡明穎 飛修一 導二 334 

陳冠至 電繪三甲 製圖科 280 陳彥名 電繪二甲 製圖科 255 張士元 電繪一 製圖科 280 

方偉烈 電繪三乙 建築科 250 敖克定 機板二甲 板金科 241 謝孟翰 汽修一 汽車科 253 

B 

 

資訊 

電子 

製圖 

化工 

鑄造 

汽車 

職能 

張倖綾309 諶淑真309 盧綵蓉309 

楊怡真 職能三甲 特教組 308 楊川賢 職能二甲 特教組 308 黃蕙蓮 職能一甲 特教組 308 

阮湘華 職能三乙 特教組 308 許妤姍 職能二乙 特教組 308 施秀治 職能一乙 特教組 308 

戴妙玲 電子三甲 導一 277 張政欽 電子二甲 電子科248 林芷儀 電子一甲 導三 264 

蔣美娟 電子三乙 導一 277 張玉玲 電子二乙 導三 264 王新慧 電子一乙 導二 334 

王茂興 資三甲 導四 333 謝韋芸 資二甲 資訊科271 吳棨舜 資一甲 體育組 254 

蔡宗峰 資三乙 導二 334 龔政旭 資二乙 體育組 254 王彥盛 資一乙 資訊科 271 

張光欣 化三甲 專二 244 許維鴻 化二甲 化工科246 李承俊 化一甲 導三 264 

王瑞文 化三乙 專三 284 廖幸瑜 化二乙 體育組 254 蘇智全 化一乙 導二 334 

曾信閔 汽車三 專三 284 吳政沅 汽車二 汽車科253 魏睿德 汽車一 汽車科 253 

葉千華 製圖三甲 導三 264 黃子育 製圖二甲 製圖科 255 陳金弟 製圖一甲 製圖科 280 

曾志雄 製圖三乙 製圖科 255 林伯煒 製圖二乙 製圖科 255 黃政維 製圖一乙 體育組 254 

陳家吉 鑄造三 導一 277 林智玲 鑄造二 鑄造科249 魏志興 鑄造一 導三 264 

 

多元學習中心個管老師  分機343 

教師 科別(一～三年級) 

吳亞柔老師 電子科、資訊科、建築科、土木科、飛修科、鑄造科、電繪科、機板科 

王淳薏老師 機械科、電機科、化工科、汽車科、汽修科、製圖科、板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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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單位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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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涯教育資訊 

顏擇雅：既無法預測生涯，如何擁抱未知？ 

摘自：親子天下雜誌113期 

作者：雅言出版社發行人  顏擇雅 

2020.06.30 (更新 2021.03.03)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6613 

 

一○八課綱上路後，生涯探索更為重要，但在選擇當下，就如同行走在森

林中遇到岔路，茫然歸茫然，還是必須有所選擇。 

 

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在一九一六年發表一首詩，最有名是

最後三行：「森林中有條路岔成兩條，我選了較少人走的那條，這點造成了所

有差別。」受這三行影響，許多讀者以為這是一首寫來肯定勇敢抉擇的詩。 

 

這種讀法在台灣有個代表人物就是林義雄。二○○○年他辭去民進黨主

席，就在記者會吟誦這首詩，並宣布自己要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 

 

然而，上述讀法卻一直備受質疑。詩中有寫，敘事者在岔路前猶豫許久後

選了一條，卻心知肚明兩條看起來都差不多。結尾那體悟，只發生在敘事者的

想像中：他想像未來回顧這個選擇，將用一聲嘆息，說出那有名的三行。 

 

英美學生在課堂上學習這首詩，都以為第二種讀法才是正確。這種讀法

裡，詩中的「我」只是想太多，隨興走走，就想成天大地大的選擇。選擇明明

沒理性，卻已經在想一個理由說服自己。 

 

二○一五年，即將問世百年的時候，這首詩有了自己的傳記，書名跟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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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是《未走之路》（The Road Not Taken，中文版為麥田出版社出版）。

《紐約時報》詩評人大衛．奧爾（David Orr）以近兩百頁篇幅，解釋這短短二

十行作品的身世與意義。根據他的解析，這首詩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兩種讀法

都對。讀者必須同時接受兩種讀法的彼此矛盾，才能感受到詩人想要傳達的，

人在選擇當下感受到的那種龐大未知。 

 

有名的那三行，語氣可能是莊嚴（敘事者立志要選較少人走的路），也可

能是調侃（敘事者在譏諷自己的茫然）。結尾說選擇「造成所有差別」，可能

是很大差別，也可能是沒有差別。分出去的兩條路如果後來再匯聚為一條，不

是沒有差別？ 

 

詩題「未走之路」，可見敘事者甫做出選擇，就意識到自己將錯失另一條

路的風景。得失要怎麼權衡？想像中的嘆息到底是慶幸，還是悔恨？這一切也

是未知。 

 

決定人生可能不是選擇 

 

一○八課綱上路，中學教育開始強調生涯探索。國中生要選擇哪一家特色

高中，高中生要選哪一種管道升大學（申請還是分發），選哪一科系，都好像

詩中「我」在森林遇到岔路那樣，茫然歸茫然，還是必須有所選擇。 

 

大多數孩子在中學時期，都不知自己有何興趣，面臨人生岔路就像詩中描

述一樣，看起來都差不多，無從比較。選了一條，也不免憂慮是否「未走之

路」其實更好。 

 

這種心態為英文帶來兩個新字。一是FOMO，意即恐懼自己錯過了什麼

（fear of missing out）；另一字是FOBO，擔憂有更好選項而自己卻渾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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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of better options）。會患得患失，正因為當下只能想東想西，卻不

可能預先知道這個選擇的長遠意義。許多中老年人回顧，不都發現人生的決定

事件根本不是選擇，而是機緣？ 

 

張忠謀是在德州儀器受挫，才接受李國鼎邀約，回來台灣發展，這是機緣。西

方不說機緣，英文志業（vocation）一字語源卻是「召喚」，典故是《新約．使徒

行傳》第九章聖保羅被上帝召喚的故事。可見許多人投入志業也不覺得是自主選

擇，而是受到上主欽選。 

 

興趣並非靠挖掘出來 

 

既然不可能預知選擇的長遠意義，那要怎麼擁抱未知？ 

 

第一步，當然是多方嘗試與探索。許多大人都鼓勵孩子多方嘗試，說是為了挖

掘興趣。但是，為什麼要挖掘興趣？對任何學科都沒偏愛，就是通才，不也是值得

被適性揚才的一種才？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興趣，不正是一種值得擁抱的未知？ 

 

有人說，終身學習要從挖掘興趣開始。這說法有點誤導。說「挖掘」，彷彿自

我是礦脈，裡面埋藏了哪些興趣老早已經確定，只待挖掘出來。 

 

終身學習者不是應該自己設定學習目標，主導自己的興趣？這種人必須每隔幾

年就對原本沒興趣的題目變有興趣。要幫孩子培養這種特質，不是應該趁小就讓他

經歷幾次「沒興趣變有興趣」的經驗？這樣，孩子感受到自我興趣的可塑性，就理

解今天的「我」無法預測明天的「我」會突然對哪一個題目有興趣。這跟挖掘興趣

是兩回事。 

 

興趣也不必廢寢忘食，又不是要得諾貝爾獎。只要發現「這本書沒有我原先想

的那麼無聊」就夠了。多幾次發現，孩子將來就不會動輒以「沒興趣」為藉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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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阻斷自己的選項。如果心胸不夠開放，機緣來敲門時，怎會聽到敲門聲？ 

 

小心興趣這執念造成蒙蔽 

 

問題來了：不找到興趣，要怎麼選科系？ 

 

當然還是可以選，就從產業未來需求去選。而且，對自己念的科系沒強烈

興趣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去不相關的科系多多選課，一來是持續多方探索，二

來是為自己打造與眾不同的知識組合。 

 

下一個問題：對自己念的科系沒興趣怎麼可以？大學休、退學率非常高，

不就是因為很多學生選了不喜歡的科系？ 

選了不喜歡的科系，有沒有可能是太早認定興趣，後來才發現是誤會？例

如讀幾本尼采就以為興趣是哲學，理則學卻第二章開始看不懂。另一種可能，

是學生對興趣這東西執念太深，遇到言語無味的教授，或玩社團耽誤課業，就

拿「沒興趣」放過自己。 

 

感受到自我興趣的可塑性，才不會以沒興趣為藉口，太早阻斷自己的選

項。 

 

興趣這種執念，最容易蒙蔽會念書的聰明學生。從小到大都喜歡念書，上

大學後失去動力，就誤以為選錯科系了。可能，這種學生只是不懂其他學生老

早就明白的道理而已：念書不見得要喜歡。 

 

君不見，許多社會成功人士，包括成功學者，不都說大學時期並不喜歡念

書？混畢業聽起來很糟，但的確有許多三流學生進入職場後相當樂在工作，如

魚得水。因此，不知為何而念書的大學生，如果真的找不到興趣，為何不快點

畢業？（這年頭，沒大學畢業很難拿到正職的入場券。）極可能，你已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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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找到興趣，必須去工作中找。 

畢竟，真正決定人生方向的那個岔路口，有人是在學校中遇到，有人要等到

出社會。你選的路到底是導向另一條，還是回到原來的路，不走下去也不可能知道

的。既然都是未知，就用開放的心態去面對。了不起就換條路走，但千萬別原地踏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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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志願，親子意見分歧大？ 

就用嚴謹的提案說服彼此吧！ 
摘自：老師，可以和你聊一下嗎？部落格 

作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2019.02.26 

http://blog.udn.com/heng711/125008720 

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一直是許多孩子與父母之間衝突的來源。原因

無他，孩子想要的，和父母期待的，往往南轅北轍。尤其在升高中或升大學

階段，志願選填的當下，雙方的分歧就會浮出檯面。 

在生涯發展的抉擇點，究竟選擇什麼學校科系好？ 

我曾聽過許多孩子抱怨：「父母不懂我」、「父母不願意支持我」、

「父母很難溝通」；我也曾聽過不少家長質疑：「孩子懂什麼？」、「孩子

想清楚了嗎？」、「孩子能夠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嗎？」、「孩子總是無法體

會大人的苦心！」 

這道親子難題，究竟可以怎麼解？ 

話說在前頭，不論是大人或孩子，如果你願意理性思考與溝通，再繼

續往下看；若總是情感用事或固執己見，這篇文章對你的幫助不大。 

前些日子，在臉書上看到教育界人稱「仙女老師」的余懷瑾老師分

享，在她今年任教班級的班親會中，設計了一系列親子互動的活動。其中，

她告訴家長：「你何須說服孩子該念什麼學校，讓孩子說服你他想念什麼學

校」。 

這令我印象深刻！從孩子的角度，當你想向父母爭取升學選擇的決定

權時，你拿什麼說服你的父母？大部分的孩子會說：「我就是喜歡這個，不

喜歡那個嘛！」這樣的回答太籠統，很難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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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家長的，不妨邀請孩子「試著說服大人」。不需要立刻做到，而是

讓孩子準備一段時間，再找個良辰吉時，聽取孩子的簡報。這個過程本身就

是很好的學習——孩子需要去蒐集資料、彙整資料、分析資料，並且有系統

地呈現與表達，試著站在「對方在意」的觀點上，陳述理念。 

這過程中，孩子需要廣泛蒐集各種資料，關於某校系領域的客觀條

件，像是系所特色、師資、資源、就業展望、產業趨勢、校友動向……等；

以及關於自己的主觀條件，像是分析自己的能力、興趣、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等。最後，還需要論述為什麼將自己放到某個領域中發展，能夠有最大的成

功可能性。 

現在坊間有相當多的資源，幫助孩子認識各科系領域與各行各業，包

括網路或實體的媒介——還是很難嗎？走一趟學校輔導室，包你資訊滿載。 

只要大人願意給與孩子表達的空間，當孩子為了捍衛自己人生的主導

權，總會願意投入心思去鑽研一番，一旦了解得越多，就越清楚自己究竟適

不適合某領域，或者，現況是否符合自己當初所想。如果連自己都無法說服

自己，又如何能說服家長？ 

或許，這便是仙女老師提出這個活動的用意——與其花費口舌說服孩

子，不如讓孩子為自己的生涯發展做出提案，更有現實感地看待升學選擇。

當然，這麼一來，對孩子的未來憂心忡忡的家長，也會更願意先靜心下來，

聽聽孩子怎麼說。 

不過，我想更進一步向家長提議，同樣地，你也需要和孩子做一樣的

事——向孩子提案。如果你反對孩子屬意的校系，那麼，你的建議是什麼？

你覺得什麼適合孩子？你又會如何說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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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一句：「念那個科系沒前途，念這個科系對你未來比較

好！」過於籠統的陳述，也是無法叫人心服口服的。所以，對孩子拿出具體

證據吧！ 

這過程，你得蒐集關於某領域的客觀資料，綜合分析該領域的當今特色及未

來展望；同時，你也得根據你對孩子的理解，分析他的能力屬性、興趣、人

格特質等面向，並將資料做綜合性的比對。最後，將這些分析結果，有條理

地呈現給孩子看到。 

這麼做，往往最受震撼的是家長自己。因為，我們時常活在過去的回

憶，或者一些刻板印象中。二十年前紅極一時的就業領域，二十年後的今日

也許已是夕陽產業；那些表面看似光鮮亮麗的職業，仔細探究則有不為人知

的辛酸。當我們沒有廣泛地去蒐集各種資料前，對於某個就業領域的認識，

往往是相當侷限的——可能來自於某些特殊案例、過時的訊息、未竟的遺

憾、片面的新聞報導，或者，某些重要他人的意見。 

很可惜，許多人寧可人云亦云、道聽塗說一輩子，也不願意找資料、

做查證，更新資訊。 

換句話說，家長若想參與孩子的生涯決定，那麼，除了孩子需要用功

外，家長也是要做功課的。你不願意做功課，又想要下指導棋，這說不過

去。而孩子其實很渴望父母的理解，那麼，就給孩子一個充分表達自己與說

服大人的機會吧！ 

家長有著比孩子更多的人生經驗與智慧，可以在孩子生涯抉擇的關

頭，適時地指引孩子。但若你不願意聽孩子怎麼說，給孩子表達意見的空

間，那麼，孩子也會遮住他們的耳朵，再好的人生智慧都白費了。 

這樣的互動，是站在理性溝通與雙向互動的基礎上，就事論事而不是

情感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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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當雙方都充分做了功課，也都提出了立論有據的提案，但卻

誰也無法說服誰，該怎麼辦？站在親職教育的立場，我會告訴各位家長：

「尊重孩子的意願吧！」因為，當孩子都做到這種程度了，你也該放心，孩

子擁有足夠的理性，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就信任孩子有這份能耐，去面對他生涯的挑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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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生命教育資訊 

青春期轉大人真難搞？轉換視角看見孩子的可愛 

摘自：老師，可以和你聊一下嗎？部落格 

作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2021.02.18 

http://blog.udn.com/heng711/156519911 

這幾天睡前，我那兩歲半的女兒，總是會問我：「爸爸，我很棒嗎？」

我不知道，她是否足夠理解「很棒」的意思，可能我最近常稱讚她「很

棒」，又伴隨著開心的語氣及賞識的眼神，讓她感受到被肯定了！ 

一個三歲不到的孩子，都渴望被肯定，在意自我價值，更何況大一點的

孩子呢？ 

我還是喜歡他小時候的樣子…… 

過年期間，到親戚家拜訪。好久不見，親戚的孩子即將升上國一，正值

青春期。這男孩過去活潑可愛，臉上總掛著親切燦爛的笑容；這次見面，則

是板著一張臉。雖然一同坐在客廳裡，但鮮少主動開口，更難看到過去的笑

顏。 

「客人來了，有沒有叫呀？」親戚提醒道。 

「有啦……」男孩確實有打招呼，只是聲音比較小。 

「喂！大少爺，我只是問你個話，一定要用這種語氣嗎？」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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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臉上盡是不悅，親戚則劈哩啪啦地抱怨著：「這孩子不知道是青春

期到了，還是怎樣，讓我實在受不了！說話也不好好說，又暴躁易怒。他以

前不是這樣的，唉！我還是喜歡他小時候的樣子……」 

男孩滿臉無趣，拿起手機開始滑。 

「不可愛」就是青春期的典型樣貌 

我聽過很多家長抱怨，孩子到了青春期，變得不可愛了。孩子還小時，

我們希望孩子趕快長大，當孩子大了，我們卻懷念起孩子稚嫩的模樣。到底

是孩子變了，還是父母沒跟著長大？ 

事實上，青春期的孩子「不可愛」，再正常不過了呀！一方面，生理上

的發育，「轉大人」常讓他們感到不自在；另一方面，這時期的孩子正要展

示自己獨立與自主的一面。如果你能理解，就不會和青少年一般見識。 

問題是，青少年孩子身上，有許多令大人「看不慣」的言行，過去不會

這樣，現在一一出現。例如，說話口氣不佳、常顯露不耐、情緒反覆無常；

講話精簡就算了，更喜歡與大人唱反調。 

這些，倒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行徑，但就是會踩到父母的紅線。我遇

過的許多中學老師，最受不了學生的問題行為也是「目中無人」。 

與其拔刺，不如保持距離 

青少年身上的「刺」很多，如果你整天都想「拔刺」，肯定會與孩子鬧

得不可開交。數落、批評與責備，只會讓孩子感覺自己不被肯定，而想繼續

與你對抗；雙手一攤，放任不管，當然也不行。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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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心建議是——保持距離。「保持距離」後面不是接「以策安

全」，而是接「心生美感」。沒錯，拉出距離，你就不會緊盯著那一根根的

刺看，而有種朦朧美。 

於是，你能跳脫當下，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層次，用全貌的觀點來看孩子

的行為。這時候，你看到的，就不全然是壞事了。 

客人來了，別管孩子打招呼的聲音大聲小聲，只要嘴巴有動，就屬難

得；就算嘴巴沒動，眼睛有看著，也是及格；再不然，願意待在客廳，而不

是躲在房裡打電動，也是很給面子了！ 

你或許會質疑：「這不是在降低對孩子要求的標準嗎？」看似如此，事

實上，我們正在找尋孩子身上能被肯定的地方，而給予正向聚焦。再者，我

們過去所堅持的高標準，會不會只是大人的虛榮心在作祟？ 

給孩子面子，孩子也會還以尊重 

當下，可以這麼回應孩子：「我看到你願意與我們一起聊天，謝謝你！」

不需特別誇張或矯揉做作，能讓孩子感到被真誠欣賞即可。 

若孩子用不悅的口氣回應時，可以說：「我知道了！」這樣就好，避免事

端延燒。而事後，私下找孩子談一談： 

「剛剛客人來訪時，我問你問題，你回應我的方式，讓我感到不受尊重，

我希望你可以調整一下。」請記得，這是在整理與安頓好自己的情緒後，才說

出口的，負責任地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期待。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要這麼說的，是嗎？」停頓一下，讓孩子有接收與

思考的時間，然後說：「也許，你覺得我問的問題，讓你很難堪；或者，你當

時很累。這是我猜的，你可以告訴我，怎麼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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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正向聚焦在出孩子行為背後的「正向意圖」，讓孩子有機會抒發自己

的感受，讓內在的聲音被聽懂。孩子可能會這麼說：「我明明有打招呼，你卻

不相信！」 

「原來如此，謝謝你讓我知道，你當時被誤會了，所以感到有些生氣，才

會用這樣的語氣回應我，是嗎？」這句話是繼續聚焦在行為的正向意圖上，並

同理孩子的情緒感受。通常，孩子就會軟化下來了。 

「好！對不起，我沒注意到你確實有打招呼，當時我也太心急了。」接著

告訴孩子：「下次，我希望你可以盡量用平和的語氣講話，我知道這有時候不

容易，但我們一起學習改進，好嗎？」 

越早開始練習「正向聚焦」越好 

我覺得，青少年的父母，很需要有正向解讀孩子行為的能力，否則，孩子

身上那一根一根的刺，不斷冒出，肯定會讓親子相處傷痕累累。而這樣的能

力，最好從孩子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勤練「正向聚焦」。 

舉個例子，我帶女兒回長輩家過年。初見面，長輩看到孫女很開心，想抱

她，女兒死命掙扎，嘴裡說著：「不要！不要！」。這讓長輩心碎滿地；我雖

感到尷尬，但也願意正向看待孩子的行為，像是： 

• 懂得直接表達自己的感受； 

• 面對不熟的人，能夠先自我保護； 

• 知道自己不需要討好每一個人； 

• 懂得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 表達「不要」也是一種回應，比不回應好…… 



23 
 

等她大一點，更懂事時，我會再教導她，如何合乎禮節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與期待，而非強迫她要滿足大人的期待。 

（本文撰寫於2021年2月18日，文中案例為真實故事經充分改寫） 

 

 

 

 

 

 

 

 

 

 

 

 

 

 

 

 

 

 

 

 



24 
 

提升孩子問題解決力的43個引導問句 

摘自：遇見嘿狗狗－胡展誥諮商心理師 部落格 

作者：胡展誥諮商心理師 

2020.01.16 

https://npchcg.pixnet.net/blog/post/230361243 

比起幫助孩子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幫他們長出解決問題的能力。 

想要提升孩子問題解決的能力，要先培養他學會思考的能力。 

培養孩子思考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供問句、引導他針對某件事情產

生更多面向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多方思考、願意思考、學習表達，遠比

想法本身的是非對錯來得更重要。在這裡，我提供一些面向，以及提問的句

子供老師與家長做為引導孩子思考的參考： 

【想法－面對這件事情，＿＿＿＿＿】 

1. 你覺得誰是對的？為什麼？（拓展思考、探索價值） 

2. 你覺得誰的行為不適當？為什麼？（拓展思考、探索價值） 

3. 你覺得誰該道歉？如何道歉比較適當？（拓展思考、探索價值） 

4. 你覺得自己的責任是什麼？可以如何調整？（提升自我覺察、負責） 

5. 這裡面有誰你覺得值得學習？（探索正向的處理方式） 

6. 你最欣賞誰的處理方式？（探索正向楷模） 

7. 你們班同學最喜歡誰的行為？（探索正向楷模） 

8. 老師是怎麼說的呢？（拓展觀點） 

9. 你對老師的說法哪些同意，同意的是什麼？（拓展觀點） 

10. 你對老師的說法哪些不太同意？原因是什麼？（拓展觀點） 

11. 你猜，為什麼老師會這麼說？（拓展觀點、換位思考） 

12. 我們剛剛說的想法，哪些讓你印象深刻？（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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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面對這件事情，＿＿＿＿＿】 

1. 你當時的心情如何？（被同理） 

2. 你是不是覺得＿＿（例如：委屈、生氣、開心、難過）？   

3. （釐清情緒、被同理） 

4. 那個時候有人了解你的心情嗎？（被同理） 

5. 你最希望被理解的是什麼呢？（提升覺察） 

6. 現在想起來，你的感受怎麼樣呢？（被同理） 

7. 你最在意的部分是什麼？（覺察需求） 

8. 之所有有這種心情，是因為想到什麼呢？（提升覺察） 

9. 如果要讓心情好一些，你希望怎麼做？（為自己負責） 

10. 我剛剛說的心情，哪些符合你的心情呢？（重點整理） 

 

【行動－面對這件事情，＿＿＿＿＿】 

1. 你用的行為哪些有效？（有效的方式可刻意保留） 

2. 你用的行為那些無效？（讓孩子覺察無效的行為） 

3. 你的解決方式從哪學來的？（了解孩子學習的管道與對象） 

4. 你滿意自己的解決方式嗎？滿意的是什麼？還可以調整的是什麼？

（自我覺察、調整策略） 

5. 你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想到什麼？（覺察行為背後的動機） 

6. 你欣賞誰的解決方式？（找尋楷模） 

7. 你覺得誰來解決，結果會更好？（找尋楷模） 

8. 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想到其他方式？（拓展觀點） 

9. 需要我提供一些意見嗎？（給予邀請、而非強迫接收） 

10. 我剛剛說的方法，有哪些你可能會去試試看？（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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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更適當的策略－未來如果再遇到這件事，＿＿＿＿＿】 

1. 你有什麼想法？ 

2. 你覺得自己會怎麼做？ 

3. 以前有哪些方式可以試試看？ 

4. 你覺得怎麼做可能對事情沒幫助？ 

5. 你覺得自己有把握的是？ 

6. 你覺得沒有把握的是？ 

7. 你希望我們可以幫你的是？ 

8. 你覺得可以找到誰來幫你？ 

9. 找人幫忙的時候，你會怎麼請求協助？ 

10. 怎麼說話，別人會更願意幫助你？ 

11. 如果別人找你幫忙，你能幫的是什麼？ 

12. 如果別人找你幫忙，你可能不會幫的是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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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性平教育資訊 

小五生邀同學當「炮友」！如何教情竇初開的孩子

在網路上保護自己 

摘自：引自親子天下 

作者：邱紹雯 

2021.04.07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243 
 

當網路互動及學習已經成為時下孩子的日常，該如何教會孩子保護自

己？近日有家長在臉書「爆怨2公社」上發文，指自己小學五年級的孩子被

同學慫恿加入「約砲社團」，當中盡是未滿16歲的孩子在徵男、女友，令家

長們看傻了眼。 

 

 

 

 

 

 

 

 

「這世界怎麼了，是我跟不上世代，還是這世代錯亂？」有家長在臉

書社團上發文，抱怨自己沒辦法教育好孩子，居然發現有小五的女孩來邀請

自己同年齡的兒子加入網路上的「約砲社團」，社團中清一色是未成年、情

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網路交友難禁止，約法三章保持安全距離 

既然無法讓孩子在網路與人隔絕，就要跟孩子一起接受現實，面對與學

習處理這些事情。美國專欄作家賈根（Julie Jargon）曾在《華爾街日

報》分享，提出以下建議，教孩子與「網友」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本文重點摘要 

 網路交友難禁止，約法三章保持安全距離 

 網友奇怪要求多，建議家長平時和孩子模擬說「不」 

 孩子提早情竇初開，家長更應該當孩子傾訴的對象 

 提早建立正確的性教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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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觀念要先打開。 

過去，大家通常建議不要在網路上跟陌生人講話，但現在，幾乎天天都

有機會跟陌生人在線上「共處一室」；現在的孩子更是直接把沒有見過

面的「網友」，當作「朋友」，這是家長必須要認識並接受的新常態。 

 

2. 在網路上絕不透露個人訊息。 

在有熟人的聊天室時，孩子可能會降低警覺，不知不覺就透露了個人資

訊，像是真實姓名、生日、地址、電話、就讀的學校、班級、交友圈、

常出沒的地方與固定作息、甚至密碼，或是分享可能有這些訊息的照

片。如今，只要在網路上認識的人，絕不在網路上透露個人訊息。 

 

3. 會加入社團也要會退出。 

在孩子開始使用一個網路平台、群組時，不只教會如何進入、啟用，也

要學習如何「退出」、「靜音」、「關閉攝影機」、「封鎖」、「檢

舉」等功能。在情況不對勁時，孩子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4. 留意孩子加入的社團性質。 

在網路上從事任何活動、與人互動，都有明確的原因與目的，除了確認

孩子加入的社團主題與討論內容是否正當、安全，也可以提醒孩子，如

果有人在社團中離題聊起別的事情，尤其是跟個人隱私有關的話題，都

是警訊。 

 

5. 互動範圍不要離開原來的平台。 

除了不要離題，如果有人邀請，也不要離開原來的聊天室、論壇、線上

會議室、群組，到另一個平台、聊天室、群組，更不要私訊，交換其他

個人帳號，加入另一個社群或通訊軟體的好友，變成一對一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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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友奇怪要求多，建議家長平時和孩子模擬說「不」 

根據兒福聯盟的調查，有 20.5%的兒少在網路上曾遇過網友提出特殊要

求，以要求視訊通話為最多，約接近 60%，其次為情侶交往（46.5%）、單

獨碰面（36.2%）、提供私密照（25.1%）、金錢恐嚇或詐騙（10.7%）等。

小孩子在網路上碰到網友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非常可能讓孩子不知所措，

兒福聯盟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組長許慶玲提供「釐清感受、堅定拒

絕、重新定義關係」三大處理步驟，教孩子對網友的奇怪要求說「不」。 

首先，和孩子釐清被提出要求後的感覺和想法：「沒達成要求就不是朋

友嗎？」，再具體且清楚表達拒絕之意：「不要，我不喜歡。」，最後重新

定義和網友的關係：「如果我在對方心中是重要也能信任的，他應該不會讓

我不安心。」建議家長平時和孩子模擬演練，以提升兒少對於網際網路互動

模式的技巧，保護安全。  

 

 提早建立正確的性教育觀念 

正確的性教育觀念 也是讓孩子學會保護自己的必修課。兒童心理健康

機構 Child Mind Institute 建議，家長可以從「誠實的性教育」做起，

教導孩子認識身體的私密部位、教育孩子身體界線、向孩子保證，他們不會

因為告訴爸爸媽媽「身體秘密」而惹上麻煩等，從自己家裡開始預防兒童性

犯罪。 

諮商心理師王嘉琪也提醒，很多人以為性教育就是教導認識生理性

別、了解性心理發展（如第二性徵、性傾向）與防性侵教育，實際上，更重

要的，也是現在家庭最缺乏的是「關係教育」，保持親子關係溝通管道的暢

通，永遠是性教育最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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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性騷擾事件後，孩子知道冒犯與否是別人說了

算嗎？ 

摘自：引自親子天下 

作者：法律顧問群 - 婦女新知基金會 

2021.03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084 

 

日前雞排妹聲稱自己在主持尾牙時遭到性騷擾引起社會關注，網路上也有

正反雙方的言論。但是究竟什麼是性騷擾？婦女新知董事兼法律顧問郭怡青提

出法律上對性騷擾的定義，也對網路上批評雞排妹的言論作出呼籲。 

過年前一則性騷擾新聞引發了大家的關注。雞排妹鄭家純在臉書上發文，

稱自己受邀主持尾牙時，遭主辦公司老闆的言語性騷擾，同台男藝人也對她進

行肢體性騷擾。這件事引起媒體大幅報導和許多的討論。大家的疑問都是：究

竟什麼是性騷擾？老闆講的話或男藝人對雞排妹的行為，到底算不算是性騷

擾？ 

 

1. 只要被害人覺得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首先要釐清的有關性騷擾的觀念是，在判斷是不是性騷擾時，主要的考量

點是「被害人的感受及認知」，至於行為人是否有性騷擾「意圖」，並不是性

騷擾成立的要件。對於這個定義可能很多人都會很驚訝——為什麼相同的言語

或行為，有些人說可以就沒問題，有些人說不舒服就會成立性騷擾？這是因

為，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和他人如何互動，或是互動時的親密程度，而不

是行為人自己覺得可以，就一定可以。 

事實上，很多性騷擾的發生都是「順手一摸」或「順口一說」，卻造成被

摸的人或聽到行為人說話的另一方感受到被冒犯而覺得不舒服。這時候往往行

為人不自知，若被認定性騷擾成立，許多行為人都會感到冤枉。但性騷擾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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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並不是三不五時入人於罪（事實上大部分的性騷擾並不會有刑事責任），只

是想告訴大家，在和別人互動時，要隨時記得尊重對方。 

比如雞排妹的事件，公司老闆可能覺得自己所講的話只是個小玩笑、可以

拉近和對方的距離，但以這種方式的互動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換言

之，「相互尊重」才是防杜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根本。 

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是輿論對這件事的反應。首先有許多人願意公開支

持被害人，可見台灣人對於性／性別暴力被害人的態度，和鄰近國家相比確實

相對和善，也可見台灣人確實有一定的性別平等意識。 

 

2.不譴責被害人，尊重被害人的感受 

雞排妹在公開自己被害經歷後，也收到一些批評，我們也想透過這些批評

來釐清一些性騷擾的觀念。這些批評脫離不了兩個方向： 

 

一種批評是譴責被害人，包括指責被害人沒有證據、行為人素行良好、被

害人另有目的（報復、要錢）等。尤其雞排妹是娛樂圈的公眾人物，戴著有色

眼鏡看她的批評更多，認為一切都是為了出名的嘲諷也不少見。 

 

我們還是要呼籲，請大家不要責備被害人。被性／性別暴力加諸身上，許

多被害人都會感到丟臉而不願意告訴他人，而性騷擾因為通常都是一瞬即過的

一句話或一個小動作，沒有證據是常態，因此大多數的被害人是被騷擾太多

次、忍耐到受不了了才會講出來。況且，被指控的行為人經常會以自己沒有性

騷擾的意圖而喊冤。但就如同上面所述，行為人的意圖不是判斷性騷擾的要

件，而且一個人會不會去性騷擾別人，也和他過往是否素行良好無關。所以在

見聞類似指控時，我們身為旁人，心中可以自有判斷，但也請尊重被害人的感

受及說法。 

 

3.被害人反應不一，沒有「完美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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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批評是：「既然你覺得被性騷擾，為什麼當下不立即做出反應，

或事情結束後找對方溝通」。 

 

這其實是我們常提到的，社會大眾對於性／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有個「完

美被害人」的形象存在，譬如，被害人遭遇這種事，應該立即反抗、大聲說不

要、事後對對方要恨意滿滿、對被害經過記得清清楚楚、要在短期內立即出現

強烈的情緒反應等等。一旦被害人不符合這個完美形象的話，大眾就會質疑事

件的真實性。 

 

但事實上，許多被害人受害後的反應都不是這樣。尤其在性騷擾的案件

裡，因為通常一瞬即過而且情節輕微又沒有證據，許多被害人會記在心裡讓事

情發酵導致情緒被影響，卻不會外顯讓他人看到。因此在判斷是否有性騷擾事

實時，實務上並非以理想中的「完美被害人」做為佐證被害人指控的證據，而

是以「合理被害人」作為標準。 

 

舉例來說，很多人認為當被性騷擾了，被害人應該要立即抵抗或至少口頭

抗議，但事實上，「愣住不知如何是好」才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事發之

後，也會因為怕被責罵嘲笑、顧念交情或迫於權勢，不知如何反應等各種原

因，而未立即選擇對行為人究責。 

 

所以，「完美被害人」的表現其實只存在於很少數的被害人身上，被害人

因應人格特質不同，反應各異才是正常的。性騷擾因為是屬於較輕微的性／性

別暴力，很容易被大眾忽略；以上的觀念，希望大家對性騷擾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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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案例-談親子對話與性別平等教育 

作者：盧綵蓉 諮商心理師  

2021.04.09 

一、前言 

     針對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學習主題」

與「實質內涵」，在高中職階段本文中談到性 U4維護與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

權，並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性 U5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相關議題，

並熟知權利救濟的管道與程序，性U6解析符號的性別意涵，並運用具性別平等

的語言及符號，性U12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實質內涵，個人提出案例

分享。  

 

二、我們的困擾 

1. 有時我們會疑惑到底性別平等教育在教些什麼?  

2. 為何我們的孩子遇到性騷擾/性侵害事件時，仍無法反應或是說不知道，甚

至沒有覺察到這是性騷擾/性侵害? 

3. 為何在家裡和學校常常教我們的孩子知道要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權，但是為

何遇到事情發生時，依舊不敢拒絕和不敢求救? 

4. 為何孩子對於老師、同學或是其他人的語言暗示或性別權力的壓迫，沒有感

受或是不知道這就是性別權力的議題? 

5. 為何我們不斷的宣導和教導孩子，事情還是會不斷的發生? 

 

   從很多的疑問中，其實都不難發現根本問題為孩子不是不知道、不反應，而

是在華人文化涵養、重要他人長期的教導或是訓斥的家庭氣氛下，孩子不了

解、不相信原來面對這些事情我是可以說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權利拒絕

或反抗的，反而是以害怕說出來被罵，擔心說出來丟臉，焦慮說出來被當成大

驚小怪或是被當作玩笑一般過去了，而這往往也是孩子不願意開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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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說明 

以下利用三個改寫過的案例來說明-我們可以如何與孩子對話 

 案例一   

   小明，他從小就很聽從爸媽的話，而鄰居的伯伯看到他⾧得很可愛，總是喜歡摸摸他的

頭、捏捏他的臉頰，有時也會拍拍他的屁股或是肩膀，或是抱著小明在他的腿上逗弄，小明

顯然地不喜歡鄰居伯伯每次的到訪、更是討厭那些他帶來的餅乾糖果，更不喜歡沒有經過他

同意的那種觸摸和逗弄。 

  媽媽看到小明不悅的臉，總是會教訓小明說：「你看阿伯對你多好，都帶糖果和餅乾給你，

你要有禮貌，給人家摸㇐下又不會怎麼樣?」 

 

Q1 小明長大後才知道 –大人不是常說：「要把感覺說出來，有什麼話要說出

來」為何我說我不喜歡伯父的亂摸時，大人要我不要亂講話，好像我是錯的，

我說了真話，反而是是沒有禮貌的!  

Q2大人常說：「遇到不適當的身體對待，就要勇敢說不，」但是為何我說

「不」時，變成了我沒有聽從爸媽的教導，是個沒有教養的孩子，弄得我很混

淆到底我是對還是錯的? 

Q3 當我長大後我遇到喜歡的人 我也覺得他很可愛，我也想要摸摸他，我喜歡

他，所以我就摸了他，這怎麼錯了呢?  

  社會上的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一再發生，不斷的宣導卻一直都沒有根本的方

法能解決這問題，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一般在書中或學校教的是要如何防範性騷擾，皆是提到說不要讓陌生人觸碰

到你的身體，又或者是當別人說的話含有性意味、性別歧視，令我們聽起來不

舒服時要反應；性騷擾或性侵害可以直撥「113」24小時保護專線或直接通報學

務處，但是在社會調查中性騷擾多源於自己信任、認識的人，因為是熟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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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自覺的降低戒心，有時候就算是身體碰撞通常也不會聯想太多而失去了

警戒心或放棄通報。 

   

  案例中的小明清楚知道自己的身體界限和感受，在性別權力上很清楚這是以

大欺小，以老欺少，當下大人們若是看到這樣的情況可以加以制止、報警或是

確認、要求改善，也可嘗試對鄰居說：「000我知道你很喜歡我家的兒子(同理

對方的感受)，我覺得這樣的身體觸摸，每個小朋友都會不喜歡(一般化，大家

都會不喜歡這樣的接觸)，你可以和他一起玩遊戲 或是疊積木 (建議的其他方

案)，我相信小朋友會喜歡這一種互動的方式!      

 

  相信當小明清楚知道和信任-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感受說出不喜歡和拒絕，也清

楚知道這是身體的界線，心中不必有虧欠和不用壓抑情緒，長大後對於另一方

也將會更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適時表現自己的情感，因為他被尊重的經驗，將影

響到他學會尊重他人。 

 

 案例二    

   小莉，另㇐個房思琪，在心中吶喊著、疑惑和自責自己 

㇐邊想的是老師/學⾧/教我功課，我應該要有所回報，我拒絕他好像是我就是錯了，㇐邊想

的是我是好學生，好女孩，他們說因為我漂亮、因為我成績好、所以他們選到我，我心中疑

惑著我的「好」、「外表」和「成績」為何變成讓我受傷的東西，發生這些事情都是我的錯

嗎?  

㇐邊怨恨上天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我不能讓其他人知道，我也不敢讓別人知道，因為

我的「好」形象就毀了，爸媽說家醜不可外揚，我看到他們就覺得很噁心又很丟臉，小莉在

心中不斷地責怪自己和貶抑自己?  

 

Q1 明明做錯事情的是他，為何備受責罰、被處罰、被批評或是內心受折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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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Q2 為什麼我明明做得很好，我是好學生，為什麼會在我身上發生這種事情? 

   在傳統華人文化觀念中，我們教導孩子要當個好孩子、乖孩子，而這個

「好」、「乖」的定義是誰訂的呢?  這個「好」就是要聽話、柔順嗎? 

這要求孩子全然聽話的過程中，餵養了孩子心中的「順從」和對自己要求道德

標準的「束縛」，擔心若是父母親知道了這事情更難過的是「丟臉」，覺得爸

媽不會在乎我，所以選擇了不說。 

 

   而我們一般的親子互動中討論最多的是功課，父母親常說的是：「妳不要讓

我丟臉，除了讀書，你什麼不要樣想，不要做」，無形中弱化或窄化的孩子的

能力，也壓抑了孩子的情緒反應能力，若是父母親/重要他人可以減少些權威教

養方式或是增加開放式的問句，相信孩子會更願意敞開心胸多說一點。 

   面對孩子可以多詢問一下： 

1.「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想法?」、 

2.「為何你會這樣想…？ 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 

3.「我在乎的是你這個人，我更關心的是你怎麼呢?  你可以試著說說看」 

鼓勵孩子多說一些，不管是正向或是負向的感受都可以被接納和包容，相信孩

子會更有能量和理性的頭腦去處理和判斷事情。 

 

 案例三   

小網紅，結交網友A，他說：「他是我老公，老婆應該要聽老公的，他說他愛我，我⾧得很

美，應該要拍照留念，他說只給他㇐個人看，我是他的全部」怎麼到最後我的裸照變成大家

看，赤裸裸地被看光了，小網紅說覺得每個人都在談論我的身材… 而這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

像其實已經觸法了… 

 

Q1 他不是說他是我老公嗎? 這不是情侶之間應該做的事情嗎? 我講出去之後他

會不會生氣、會不會跟我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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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我的裸照或性愛照被流出去了，我怎麼面對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Q3 面對這件事情，我不敢說、我想要同學幫我說、我該如何求救? 

 

  傳統社會中重男輕女、男尊女卑、下屬與上司間權力不對等現象與觀念，造

就有些強勢的一方甚至將弱勢一方的身體和性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因此可以任

意利用、分享與散佈。 

  在性別權力的流動中我們看到的是，利用強勢的一方(支配性或地位較高)，

此威權關係的優勢要求弱勢(地位較低的一方)，弱勢的一方雖有拒絕的權利，

但是心裡面的弱勢感或是地位的弱勢，害怕自己陷入困頓、害怕失去這段感

情、不敢伸張、不敢拒絕或怕被報復，選擇忽視、接受和隱忍，反而受更大的

傷，或造成更大的傷害。 

 

  我們看到的不平等的性別歧視意義型態聯結，就算是孩子出社會後仍會繼續

執行現存的性別角色、信仰及刻板印象，孩子透過社會化過程，使得此種性別

刻板化互動得以延續，例如有些女生被教導要順從、聽話、柔弱的特質，男生

就是主導、強壯，當弱勢一方在面對強勢一方要求拍攝親密照時無法和不能拒

絕的型態，若延續性別在社會及職場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任何人都容易再次

成為弱勢或是權利受損的一方。 

 

  當我們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這些未經過他人同意，任意散佈含

有他人色情內容之照片或影片等影像的報復手段稱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

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NCP），這些色情影像通常來自於與行為

人具有親密關係之伴侶，可能是在伴侶知道並同意的狀況下取得，也可能是在

伴侶不知道的情況下拍攝而得。擁有這些影音檔案的行為者可能以復仇式色情

意圖作為一種勒索手段，強迫其伴侶持續他們的親密關係，或是持續發生性行

為或是為了懲罰伴侶結束兩人的關係，而散佈這些色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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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增強的是孩子的自我概念，我和你交往不代表我是你的財產，我可

以很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覺察這不對等的情愛關係，每個人都有拍下私

密照片的自由，也有個人隱私不被侵犯的權利，但我不同意我的照片流傳出

去，當面對不舒服的要求時每個人都可以拒絕。 

 

  我們可以引導孩子看清的是情愛關係的不正常與性別權力的不平等現象，家

長們可以鼓勵孩子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可以主動要求 Google 移除特定資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x5C-nPhtQ和提升相關法律素養與了解求

助管道，例如婦女救援基金會求助諮詢專線02-2555-8595 分機31/32。 

 

  美國一名YouTuber錢伯斯（Chrissy Chambers）8年前與男友分手後，卻意外

發現自己的裸照及與親密影片遭前男友惡意散布於色情網站超過30多處。《英

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倫敦最高法院17日判錢伯斯勝訴，同時這也是第一

件告贏「色情報復」（revenge porn，又名復仇式色情）的官司。 

錢伯斯說，「這場勝利是一個警告，用來提醒那些試圖想要透過色情報復來傷

害甚至勒索的人。你逃不過法律責任的，你會為你的行為付出代價。」 

引自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3617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相關法律條文《刑法》 

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相關法律條文《刑法》 

第235條（散佈、販賣猥褻物品及製造持有罪） 

散佈、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散佈、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

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 

 

第315條之一（妨害秘密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39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

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

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第 315-2 條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

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者，亦同。 製造、散布、播送或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

二款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若上傳網路散布裸照，散布的行為則構成刑法第315條之2[2]的加重妨害秘密

罪，刑責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318條之一（洩密之處罰）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310條  (妨礙秘密)  
一、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二、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

罰金。 

 

而遭受損害的人，可依民法請求賠償： 

 

第198條（獨立侵權行為之責任）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第193條（侵害身體、健康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

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須命加害人提出

擔保。 

  

第195條（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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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復仇式色情事件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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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臺南市 諮商所機構名稱 

 

 臺南市衛生局免費心理諮商服務資訊 

 網路成癮相關資源 

【更多資源請參閱台南高工輔導室網頁】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心悠活診所 台南市北區金華路五段14號 2236766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214號1樓 2752858 

元品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府連東路53號4樓 2757691 

李慧芳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東區崇德17街73-1號1樓 0921126862 

上善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中西區中成路22號3樓 2212270 

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2段216號1樓 2219908 

看見光亮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2段205號1、2樓 2526733 

微笑永康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五路77號2樓 3036421 

駐點地點 諮商服務時段 服務地址 

衛生局 林森辦公室 每週二 晚上 6點-8 點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 418 號 

北區衛生所 每週二 下午 2點-5 點 臺南市北區西華街 50 號 

南區衛生所 每週三 下午 2點-5 點 臺南市南區南和路 6號 

安南區衛生所 每週四 下午 2點-5 點 臺南市安南區仁安路 70 號 

安平區衛生所 每週五 上午 9點-12 點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路 310 號 

衛生局 東興辦公室 每週二 晚上 6點-8 點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網路成癮專區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

4910-55038-107.html 

面對網路成癮，我有哪些資源/管道可使用？ 

該如何面對？該如何幫助自己和他人？ 

網路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表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

網 

http://iad.heart.net.tw/Q&A.html 

網路成癮問題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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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網路沉迷與親子互動講座 

               (葉金源心理師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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