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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琪考上了A大學，就在往迎新晚會的路上，小琪看到一

名男子迎向她而來，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該男子除了言語挑逗外， 還伸出

了魔爪，摸了小琪胸部一把...小琪驚惶之於迅速逃離該男子， 離開後

她回想剛剛的情境，覺得自己被性騷擾了，請你一起幫小琪看看，她

是不是被性騷擾了呢? 

 

 

 性騷擾防治10問 

1.（○） 在公共場合難免會說一點性意涵的笑話，但這已構成性騷擾了。 

2.（×） 性騷擾性侵害事件在公共空間發生，加害者通常都是陌生人。 

 

3.（×） 
只有女生才會有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發生，男性是不可能被性 騷

擾的。 

4.（×） 已談及感情的雙方，是不能提性騷擾和性侵害申訴的。 

5.（○） 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規定女性委員人數至少要有二分之一。 

6.（×） 一個有學問的人，是有自制力的，不可能會性騷擾別人。 

 

7.（○） 
學生遭受到教職人員或學生之間性騷擾或不平等事件，申訴管 道

是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8.（×） 
若學生遭受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待遇，進入學校性平會委員調 查

程序時就不被保密了 。 

9.（×） 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發生主因都是受害者穿著太暴露影響的。 

 
10.（○） 

被騷擾者，最好能詳細紀錄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 

並留下目擊者資料、現場證物或錄音蒐證，以利申訴的進行。

(PS:即便沒有搜證資料，仍然可以提請申訴)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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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性騷擾？只要是「帶有性意味、性暗示或性別歧視的言語/論、

文字，到不受歡迎的肢體觸碰；或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

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都可以稱為性騷擾。 

性騷擾的類型大致分為以下四種： 

何謂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 

言語的騷擾 
• 在言語中帶有貶抑其性別的意味，包括帶有性意
涵、性別偏見或態度，甚或有侮辱、敵視或詆毀 
其他性別的言論。如：過度強調女性的性徵等。 

肢體上騷擾 • 做出讓對方肢體上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服的動作 
(俗稱吃豆腐的行為)。 

視覺的騷擾 • 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帶有貶抑性別意味的海報等， 
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 

不受歡迎的 

性要求 
• 要求對方同意以性服務作為交換利益條件的手段。 
如：教師以加分、及格等條件要求學生約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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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騷擾係指事件之雙方當事人為校園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或事件 發

生於學校中者。它可能發生在校園的各種人際關係之間，其模式一般可 分

為兩類： 

1. 交換式性騷擾：指一方利用職權，例如以學業成績或工作為要脅， 

明示或暗示要求另一方提供性服務作為交換。 

2. 敵意環境性騷擾：任何針對校園教職員工生所為、影響其學習或工

作環境的性騷擾行為。 

由於騷擾者權力較高，使得受害者不得不屈從，事後也不敢聲張，其

身心狀況受損，導致學習與工作權益皆受影響。因此，為維護校園善意與 安

全空間，妥善處理校園性騷擾事件是學校責無旁貸的責任。 

 
 

性侵害不單是性器官與性器官的直接插入，凡以性器之外之身體部位 

（如：手指）或異物插入性器官或肛門等感覺與性有關的活動，且這些活

動是違反當事人性自主意願，均是性侵害。 

 

透過語言或肢體或其他方法，對於他人之性或性別特徵、性別氣質、

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者。 

認識『校園性騷擾』 

認識『性侵害』 

認識『性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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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迷思 澄清 
 

她/他行為不檢、行為暴露才會引來性騷擾。 
外表、穿著、年齡或性別都與性騷擾無絕對

關係！ 

性騷擾只有在深夜或暗處才會發生。 無論任何時間或地點都有可能發生性騷擾。 
 

被性騷擾的人多來自不正經的家庭或環境。 
任何家庭背景或職業的人都可能成為被性

騷擾的對象。 
 

性騷擾加害者都是陌生人。 
許多性騷擾案件發生在家庭中，甚至利用彼

此間的信任進而性騷擾。 
 

加害者無法克制慾望，才會性騷擾他人。 
性騷擾常來自於壓力、情緒的發洩，或是權

力的展現。 
 

「我是看的起你才碰你的!」。 
被害者並不需要透過加害者的騷擾來肯定 

自己。 

性侵害的迷思 澄清 
 

 

只有強暴才算性侵害。 

凡是任何涉及性的意涵之行為，均被視為性

侵害，例如：展示色情圖示、口語上的性騷

擾、強迫觀賞色情影片、不斷碰觸對方身 

體、窺視等等都是算性侵害。 

只有在深夜外出，或是偏僻的空地、暗巷裡， 

才會發生性侵害。 

無論任何時間、地點，例如家裡、電梯間、

住宅、公園或校園都有可能發生性侵害。 

長輩、父母親、親戚、手足不可能對家人進

行性侵害。 

實際上，許多性侵害事件就發生在家庭內。 

 

性騷擾事件處理結束後，不要再向當事人提

起，「時間會治療一切」。 

時間並不能治療一切，千萬不要讓受害者獨

自承受，將傷痛埋在內心深處，應鼓勵受害 

者尋求協助 

性侵害都是異性才會發生，對於同性不用擔

心。 

異性或同性間都可能構成性侵害，且女性也

可能是性侵害的加害者。 

性霸凌的迷思 澄清 

可以隨便嘲笑他人「娘娘腔」、「娘炮」、「男

人婆」是沒有關係的。 

透過語言攻擊他人的性別氣質、性傾向，都

可能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接受懲處。 

迷思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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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什麼時候或是在哪些地方，我們都要隨時留意自己的安危， 

讓我們一起防範性騷擾跟性侵害！ 

1. 網路交友時，不可任意在網路上留下真實姓名、電話、住址、身份

及就讀學校等資料，若進入網路聊天場合應使用匿名。 

2. 和網友相約見面時應另外找朋友作陪，避免單獨與網友見面，地點 

應選擇明亮、人多、交通方便且自己熟悉的公共場所。 

3. 小心網路大野狼，在網路上的人不一定都會說實話，常以虛擬身份

犯罪，注意別讓自己成為受害者，並避免和陌生網友有金錢往來。 

4. 不做網路大野狼，不要假冒不實的身份，網路與真實世界一樣，利 

用電子信箱誹謗、恐嚇他人，都屬於犯罪行為。 

5. 約會時，剛開始的約會地點應以「人多」為第一考量優先，盡量選

擇自己覺得安全且舒適的地方，儘量避免單獨前往對方住宿地點， 

尤其勿進入其臥室，約會時間不宜過早或過晚。 

6. 約會時，儘量不要喝酒，勿任意飲用不明飲料、食物。 

7. 要明確表達意思，勿給對方錯誤訊息，不願意就要說「不」。 

8. 別人的態度讓自己感到不舒服，要直接說：「停止！我不喜歡這 樣

」。 

9. 相信自己的直覺，立即做出反應離開現場，避免陷入甜蜜的陷阱。 

10. 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強迫別人做任何不想做的事。 

防護安全自己來 

交友與約會 



8 
 

 
 

1. 『S』－ security 安全：要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約會準備。一

個浪漫的約會很令人羨慕，但是安全還是最重要的，約會沒有了安

全，再浪漫的約會，可能都會變成不幸的經驗。 

2. 『T』－ time 時間：約會時間要正常。 

比如只見過一次面，就約當事人在晚上一點鐘單獨出遊，這並不是

正常狀況，當事人應該回絕或請對方更改為正常的約會時間。 

3. 『O』－ occasion 場所：約會的場所要慎選。 

一般而言，約會的地點以明亮、公開、能見度高最為安全，約會如

能選擇這些場所，對自己當然就更有保障。 

4. 『P』－ person 人物：約會的對象要正派。 

所謂正派，並不是可以從外觀與穿著上看出來的，而是從他的行為、 舉止

與態度上來觀察，一個尊重別人，能為別人設想的人，就是一個正

派、高品質的人；反之，一味追求新奇、刺激，不考慮別人想法的

人，就不是一個值得交往、約會的朋友。 

1. 『S』－ Secure：「尋求安全」為首要考量。例如和不熟的對象約會，

儘可能不要單獨赴約，選擇親友開的店或自己熟悉的場所較為安 

全。 

2. 『A』－ Avoid：若不能在考慮「尋求安全」為先的情境中，則以「躲

避危險」為次。例如發現約會的對方有問題，約會的地點不恰當， 

當事人就要拒絕約會，或是展延約會的日程，以躲避可能在約會時 

預防約會強暴 

 
 

赴約前，考慮 STOP 原則 

 
 

約會時，住意 SAFE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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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危險。 

3. 『F』－ Flee：若不能顧及「尋求安全」和「躲避危險」兩個原則

時，則需以「逃難災難」為要。例如正在約會時，判斷對方有不良 

的企圖，便立即要逃離危險的地點，離開有危險傾向的約會對象。 

4. 『E』－ Engage：若前述三個原則皆無法考慮時，則要採「緩兵欺

敵」的策略，以保自身安全。例如在約會時，判斷對方有不良企圖

而無法立即逃離時，便需要以緩兵之計欺瞞對方，或是以其他理由， 如

身體不適、身染疾病拖延歹徒可能加害的立即危險。 

1. 預防：觀察身邊朋友的行為及人格特質，瞭解危險情人的特徵、學

習辨 識危險情人，當評估對方有執行親密暴力的可能，主動保持關

係中的距離。 

2. 因應：態度要堅定，遇到危險情人「絕不回頭」，不為對方的危險行 

為找任何理由和藉口。危險情人的行為絕不是「愛」，而是一種控制。 

3. 求助：主動尋求學校、師長、社會資源等，任何可用的資源以介入 

處理危險關係。 

 
 

遇到危險情人的預防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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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校園性騷擾事件，不要責怪自己，認為自己做錯事 

因為沒有人可以在違反你的意志下，觸碰你的身體。對於性 

騷擾者的行為，隱忍並不能解決問題，甚而會姑息養奸，使得情況變 

本加厲。遇到性騷擾事件時，除了告訴身邊的朋友、親人外，也可以

向導師或相關單位反應，衡量輕重於適當時機採取積極行動，如果受 

害者不只一個，可以聯合其他受到相同騷擾的當事人一起行動。除此 

之外，你還可以… 

    正面回應性騷擾： 

1. 清楚表達厭惡之意，要求騷擾者立即停止騷擾行為。 

2. 保持紀錄：寫下性騷擾事件的人、事、時、地。 

3. 寫信：假如你不想向騷擾者當面抗議，或表達厭惡他的騷擾行 

為，你可以寫信給他，並在信中說明其騷擾行為；發生的時間

地點；為何厭惡該行為；希望這種騷擾行為能立即停止；請朋

友代為投寄該信；以雙掛號方式寄出，以保留紀錄；影印一份

留存。 

    騷擾仍不停止時，立刻向學校的老師或主管報告： 

1. 立即嚴肅地向學校的老師或主管報告被騷擾的經過。 

2. 將紀錄信件呈給學校的老師或主管看，可以的話，最好帶個證 

人一起去，並將學校的老師或主管所說的和所做的，製作成另

一份紀錄。 

3. 假如學校的老師或主管正是騷擾者，應向學務處性平會窗口或向

人事室申訴。 

當性騷擾事件發生在你身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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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遭遇色狼襲擊時，首先要保持冷靜，觀察色狼的行為與精神狀 

態，仔細評估反擊的利弊得失與逃脫的可行性。 

1. 若無法立即逃脫時：設法降低色狼的警戒心，再尋其他逃脫機

會。告訴他，你正值生理期、懷孕、生病，或要求他更換至你

較熟悉可掌控的地點。如果色狼持有武器，應設法讓他解除武

器！ 

2. 若你有機會採取攻擊時：針對色狼的人體要害，在最短時間內

奮力一擊，並趕緊逃離現場。逃離、求救時以「失火了！」取 

代救命，較容易引起注意！最後一定要記得去報案！ 

 

  如果已經發生性侵害事件… 

我們都不希望性侵害事件發生在你我身上，但是如果不幸遇到了， 就

要把加害者揪出來，讓他們受到法律的制裁。雖然傷痛，但是一定要

先堅強的面對，讓專業人員陪伴你度過～ 

1. 記住加害者特徵，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等。 

2. 趕快撥 24 小時，婦幼保護專線「113」。 

3. 避免沐浴或更換衣物。 

4. 保持現場。 

5. 至醫院就醫、採集證物。 

6. 到警察局報案。 

7. 尋求學校心理健康中心或是專業人員的心理協助。 

當性侵害事件發生在你身上時？ 

 
 

保持鎮定 適時攻擊 快點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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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陪同報警、就醫、聯繫接觸其他社會資源： 

此時他在心理生理生活秩序上會出現混亂，極需一位親密的朋

友站出來，一路陪他處理後續處置。 

2. 情緒上的支持陪伴： 

接受他的各種情緒。讓他知道，妳願意聆聽相信他所說的每一

句話，願意在他有需要時陪伴他。 

3. 協助重新生活： 

受害者此時最大的困惑是：「我該怎麼辦？接下來日子要怎麼過 下

去？」此時的幫助要點在於協助他重新尋找生活重心以及重建

生活秩序。 

 
對於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朋友，不要抱持著懷疑、不信任或責

罵的態度，「你是不是穿的太暴露了？」、「幹麻單獨出門」這些話語可

能會對朋友造成二度傷害。你可以鼓勵並陪伴他尋求協助，包括向 學

校提出申訴、向警察報案等。試著體諒他的情緒可能很不穩定，可提

供他溫暖、傾聽且安全的空間，給予情緒上的安撫。尊重他面對此 事

的處理方式，並保護他的隱私權，替他保密。可以多關心他的狀態 及

動向，不要小看你們的關係，對他生命的重要性。 

你可以… 

當你的朋友遭遇性騷擾/性侵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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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的朋友遭遇性騷擾/性侵害時… 
 

 

由於性騷擾、性侵害對於被害者造成心理上的衝擊，加上社會普 

遍對於被害者都以較為指責的方式對待，因此容易使被害者產生對自 己

的懷疑，依心裡所遭受衝擊程度不同，被害者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

： 

 
1. 抑鬱、沮喪，睡眠與飲食模式改變。 

2. 抱怨不明的頭痛或其他病痛而不想上課。 

3. 喪失自信心，表現一落千丈。 

4. 無力感、無助感、感到脆弱。 

5. 對環境產生莫名的不滿或疏離。 

6. 感覺與其他同學或朋友產生距離。 

7. 對兩性的態度與行為有所改變。 

8. 無法集中注意力。 

9. 害怕與焦慮。 

10. 易與家人與朋友產生衝突。 

 

 

 

 

 

 

當有以上心理上的狀況時，不要默默孤單自己一人承擔， 

可以找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師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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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網站/電話 

校內性騷擾申訴專線 

 

性別平等專區 

03-3281890(職員專用) 

03-3282329(學生專用) 

https://dsa.cpu.edu.tw  

學生事務處 

心理健康中心 

03-3289575 /0800-2323-99 

heart@mail.cpu.edu.tw 
 

 
 

單 

位 

網

站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 

 

 

 
尋求資源不是件丟臉的事，善用資源更能幫助自己與他人喔！ 

相關資源資訊 

校內資源 

校外資源 

https://www.gend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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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適用範圍 

法規名稱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 

目的 保障受教權 保障工作權 保障人身安全 

 

 
適用對象 

 

一方為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

生，他方為學生者。 

1. 雇主性騷擾受雇

者或求職者。 

2 .  受雇者執行職務 

期間被他人騷擾。 

 

兩性、性平法以

外之性騷擾者。 

 
申訴對象 

加害人行為時所屬學

校 

申訴對象：被害者、

雇主 

 
申訴時的加害者 

上述法規可至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http://law.moj.gov.tw/ 

 

 

相關法令新知資訊 
 

 

1. 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推廣與處理性別相 

關事件。 

2. 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3. 學校處理性騷擾事件應客觀、公正與專業，對於當事人身分應 

保密。 

相關法規資訊 

性別平等教育法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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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主任用、配置、薪資與訓練員工，皆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

有差異。 

2. 女性依不同事由可申請生理假、產假、育嬰留職停薪與哺乳時 

間。 

3.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發生，並訂定防治措施、申訴與懲戒 

辦法。 

 

 
1. 機關、部隊等單位知悉有性騷擾事件應立即糾正及補救。 

2. 當事人可於事件發生一年內提出申訴，相關單位應於七日內開 

始調查，並於兩個月內調查完成。 

 

 

 

1. 記錄校園內較危險地段，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2.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應注意在性或 

身體之互動上，不得違反專業倫理之關係。若有違反，應主動

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3. 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依規定 

負有保密義務，需尊重當事人之意願，減低與其互動之機會。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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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理性別（我生下來是...）：天生擁有男性的性徵者或天生擁有

女性性徵者，中間光譜地帶包含了具有兩種性徵者（ex.雙性人）。 

2. 心理性別（我覺得我是...）：左右兩邊是 100%心理性別自我認同

為男性/女性，而中間的光譜地帶則而比例上的調整（ex.30% 的女

性認同+70%的男性認同）。 

3. 性別特質（我看起來像...）：兩邊為擁有傳統男性/女性典型特質，

但多數人都是彈性的，大多落於中間，只是比例上的區別（ex. 我

有勇敢的時候，也有溫柔的時候）。 

4. 性傾向（我喜歡的是...）：兩邊是百分之百的異性戀與同性戀， 

大多數人依受到異性或同性吸引程度不同，而落於光譜各處。 

每個人在每一條軸線上，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比例不同，形塑

出各自的模樣，就像是排列組合。性別不再單一，透過多元性別，我

們可以更細緻的看到每個人的異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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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Lesbian 女同性戀 

認為自己是女生，也受到女生的吸引。女同性戀的角色分類，「T」

是  Tomboy 的簡稱，指裝扮、行為、氣質較陽剛的女同志。「婆」最早

的來由是指「T 的老婆」(近年來婆的主體性已經浮現，不再依附 T 之

下)，又取拼音為「P」，泛指氣質較陰柔的女同志。不願被分類者或

是難以分類者稱為「不分」。 

G - Gay 男同性戀 

認為自己是男生，也受到男生的吸引。男同志伴侶關係的角色分

類，「葛格」(哥)在關係中偏向主動照顧人。「底迪」(弟)在關係中

偏向接受照顧。「不分」則指不願被分類或是兩者皆可，其角色都可

能依不同情境而互換。而一般人常聽到的「1 號、0 號」，則是因為媒

體報導而產生對男同志刻板印象，詢問男同志伴侶關係的角色時，「哥

弟」是較有禮貌的也較為恰當的分類。 

B–Bisexual 雙性戀 

愛戀與欲望的對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異性。因為英文的發 音

，又簡稱為「Bi」、「拜」。 

T - TransGender 跨性別 

Trans 中文的字義為跨越或超越，故 TransGender 的意思為跨越 

性別，中譯為跨性別，縮寫為 TG。跨性別意即在性別認同、性別氣質、

行為舉止、外貌與裝扮、或生理性別等等表現上，不受限與主流社會

僅以男女二元作為劃分的絕對標準，包含很多種情形，最粗略的分類

有：變性、裝扮、雙性等等。 

 雙性(InterSexual/IS)： 

因染色體或其他因素而具有兩種性別的生理構造。 

 扮裝(CrossDres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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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多半稱為 CD。 

 變性(TransSexual/TS)： 

指自我認同的性別與生理性別不一樣的人，通常多半希望以荷

爾蒙或手術來改變其生理狀態。但性別轉換的程度，可能受到 

環境因素、個人條件與主觀喜好的影響，而產生非常多樣的狀

態。 

每個人對自我角色的定義略有差異，分類的意義不在強制區分， 

而是方便您邁出認識的第一步，最重要的還是抱持著坦誠與無偏見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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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對芊芊一見鍾情，展開瘋狂追求攻勢，每天送花表達愛意，芊

芊雖然一再拒絕，但大雄又認為芊芊可能另有對象，因此每天跟蹤芊

芊回家，讓芊芊感到害怕，芊芊曾經私下請另一名友人委婉代為勸阻

大雄的行為，但大雄卻振振有詞說：「我有追求的自由」，而芊芊因

為擔心大雄進一步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實在不敢明白跟大雄翻臉，因

此感到十分苦惱，但芊芊的男朋友卻誤以為芊芊「腳踏兩條船」，因

此提出與芊芊分手的要求。芊芊不甘心受到誤會，這才決定向大雄的

雇主申訴他過去的性騷擾行為，而大雄卻說：芊芊根本很喜歡被人追

求的感覺，否則她以前怎麼不申訴？而她現在之所以提出申訴，只是

對他的報復或是藉口而已。 

 

 
 

許多人都會認為提出性騷擾的申訴多半是基於報復的動機或只是

一種藉口，否則為何她一開始不提出申訴，直到事情被人發現了才提

出申訴？事實上，當女性被性騷擾時，雖然她口頭上沒有說出來，但

這並不表示她喜歡被騷擾的行為。通常基於很多的顧慮，例如：擔心

一旦說出來了，反而可能會被其他人指責自己「行為不檢點」，更會擔

心「別人會相信我還是相信他（騷擾者）？」、「萬一他對我報復，我

會不會反而因此受到傷害？」等，更會擔心在調查程序中，可能會受

到二度傷害，而這些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壓力，往往讓受害者不敢提出

申訴，直到事態嚴重到難以收拾的程度之後，受害者才不得不提出申

訴。事實上，如果社會上能夠給予受害者正面及積極的支持，以及暢

通的申訴管道及合適的保護措施，那麼受害者就會更有勇氣及時提出

申訴，而不必躲在陰暗的角落獨自承受莫大的壓力。 

大雄的故事（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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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夏自以為幽默，喜歡在辦公室說黃色笑話，男同事聽了都哄堂 大

笑，而部分女同事為了顯示自己不會因「這點伎倆」而受到困窘， 也

跟著說出內容更麻辣的黃色笑話，小茹因為感到十分不舒服，終於忍

不住提出抗議，要求小夏不要再在辦公室裡公然說黃色笑話，但卻被

一群男同事說小茹「欠缺」幽默感，否則為何其他女同事都聽得津津

有味，何以只有小茹一人不歡迎？小茹覺得十分不服氣，因為其他女

同事也曾經私下表示很不喜歡小夏的行為，但因為擔心自己被貼上 

「老古板」的標籤，或影響自己在同事間的人際關係，所以不敢表達

不悅。 

 

 
 

不喜歡聽黃色笑話，並不代表不具有幽默感，因為幽默感並不是

只有用黃色笑話才能表現。其實黃色笑話不是不能說，只是要看場合

而定，小茹已經因為小夏的行為感到不舒服，同時也明白表達了她的

不悅，那麼這個黃色笑話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戲謔笑話，而是一個敵

意環境的性騷擾行為。 

小夏的故事（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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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和莉晴交往也同居三個月了，莉晴很愛小程，但唯一有一個

地方讓莉晴有點擔憂，因為小程常常告訴她，男人的愛就是透過性行

為來表達，因此如果莉晴愛他，就要滿足他的性需求，不然他就要和

她分手。小程和莉晴雖然都成年了，但她覺得自己不想要太早發生性

關係，於是對於小程的要求考量許久。某天晚上，莉晴先上床睡覺， 

小程還在外面和朋友聚會，直到半夜兩點回家，小程看到莉晴穿著睡

衣睡得酣甜的模樣，忍不住將身體湊到莉晴身旁，不斷地吻著莉晴的

臉、脖子直到乳房，慢慢往下移，莉晴突然驚醒，但小程已將身子壓

在莉晴身上，讓她動彈不得，小程伸手進去想脫掉莉晴的內褲，但莉

晴掙扎著推掉小程的手，直到小程強壓著她的手，在她耳邊說：「愛

我就要跟我做愛…把妳的第一次給我…」莉晴覺得更迷惘了…那晚她

有種嚴重被侵犯的感覺…。 

 

 

「性」與「愛」能劃上等號嗎？親密愛人之間沒有經過同意的性

行為，是否就不算「侵害」？「性行為」是親密的，但每個人的「第

一次」性行為通常會有很多情況，有些人在懵懵懂懂、半推半就之間

發生了，有些人被強迫、脅迫，對於「愛」和「性」之間的意義，許

多人在不那麼瞭解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通常會以「愛我就要給我」

為名的伴侶，多半只考慮到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沒有顧慮到伴侶的意

願，以「愛」為名的理由很多，但我們必須清楚辨認「愛」和「性」

不是等號連結，「性行為」需要更成熟、負責任的思考、行動，在伴侶

彼此都同意、準備好的狀況下發生，因此「侵害」不是在陌生人之間

才會發生，親密愛人也可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記住喔！別被愛情沖

昏頭，愛具有正當性，性也同樣具有正當性，只有兩個人同意一起往

前走的時候，這段關係才會順利！以上案例屬於性侵害，由刑法第221 

條「強制性交罪」管轄。 

小程和莉晴的故事（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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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蘭昨晚工讀結束回家時，就在離租屋不遠處遇到一名中年男子

問路，該男子表示來自外地，不熟附近的商家，希望秀蘭能夠協助他； 秀

蘭想說這麼晚了，這裡人煙稀少，要遇到能幫助他的人實在很難， 因

此開始告訴他如何到達目的地方向及走法，此時，男子突然露出陰 莖

並作出撫慰等不雅的動作，秀蘭看到以後，大聲尖叫、驚慌失措的 逃

離該處。她開始為昨晚的自己感到擔心、害怕、無助，並出現憤怒 退

縮、自責的情況，因為她實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 

 

 
 

面對性騷擾時，應該要如何保護自己呢？首先請先確認自己是否 有

受到性騷擾，第一知道它何時發生，第二保持冷靜，第三相信自己 的

直覺，遇到不舒服的感覺時，請不要懷疑。接下來，便是善用溝通 和

使用身體上的防衛技巧。性騷擾意謂著對方超越了你可以接受的親 密界

線。因此，不論是男性、女性，遇到性騷擾時，在適當的情況下， 需慎

重地表明你的立場。拒絕的態度必須明確肯定，以平靜、嚴正的 口吻

告誡對方。倘若事情尚未解決，請一定尋求學校教官、值得信任 的同

輩或專業人員等的協助；縱使事情解決了，期望你能與你信任的 人談

談，尋求心理支持並謹慎提防事件的再發生；若是經常受到性騷 擾，

就必須將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點，和對方的行為、說話記錄下來，

以作為日後投訴的證據。 

秀蘭的故事（案例四） 



28 
 

 
 
 

梅芬和潮陽同居，平時兩人互動良好，潮陽也對梅芬呵護備至，無

論颳風下雨，潮陽總是貼心的接送她上下班，這讓梅芬感動不已。不

過潮陽不喜歡梅芬跟朋友出去聚會，只要聽到梅芬要跟朋友出去，都

會追問的非常詳細，甚至要求自己也要同行，好幾次梅芬拗不過潮陽

的要求，都會讓潮陽伴隨，偶爾梅芬堅持要自己跟朋友出去時，潮陽

也會在梅芬出沒的地點等她，並載她回家。有天，梅芬因為此事跟潮

陽吵架，說在這樣下去就要跟潮陽分手，沒想到潮陽竟然把門反鎖， 

限制梅芬的行動。好不容易梅芬從窗戶逃回家，不料潮陽竟追到家中， 還跟

梅芬的哥哥打了一架。事後，潮陽聲淚俱下的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

犯了，梅芬心軟就原諒了潮陽。沒想到之後同樣的事件不斷的重複上

演，並且還更變本加厲……。 

 

有些人以為另一半很黏，或是愛吃醋，是愛和在乎的表現，卻忽

略了這可能代表他的佔有慾和控制慾很強烈。在交往的過程中， 

感覺到對方有些反覆的行為讓自己不舒服時，就需要理性的思考，他

是否有危險情人的特徵，試著把自己的感受告訴對方，若對方無法接

受，甚至出現一些傷害你或是自己等暴力的行為時，就要立刻逃離現 場

、想辦法報警或是打「113 婦幼專線」，一定要向外界尋求幫助，不要

自己獨自面對。危險情人的恐怖行為，只會越演越烈，千萬不要以為

他會就此改變而心軟原諒他，這只會造成對方一再的犯錯，且也是把

自己放在了危險邊緣。而談戀愛就像貼狗皮藥膏，貼的時候容易； 要

分手時，若撕得太猛，常會皮開肉綻。因此，分手要循序漸進慢慢談

，面對危險情人更是如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對方自己提分手。 

梅芬和潮陽的故事（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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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薰（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 

2015/06/15 

近年來恐怖情人謀殺案件頻傳，尤以 2014 年張○○殺害女友一案

最叫人震驚，原本是親密愛人，如今卻重下毒手，由愛生恨的暴力更

是殘忍。其實早在兩人交往期間，張氏已出現對女友的暴力行為，甚

至對女友性侵，因女友無法忍受其操控行為提出分手，但張氏不願放

手，仍舊糾纏跟蹤，甚至侵入住宅，正當女友無助地想搬離住處時， 

沒想到張氏在清晨守候家門外，侍女友出門之際揮刀狂砍，造成一個

美麗年輕生命的逝去。 

親密關係暴力不再是所謂夫妻/同居人間才會發生的家庭暴力，交

往中的情侶也可能會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往往潛藏殺機，一旦衝突暴

力攀升，或者雙方談分手時，往往都是致命的危機點。在女性被謀殺

的案件中，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數字則進一步顯示，有 20%的受害者

年齡集中在 15 歲至 24 歲之間（Kessner，1988），當悲劇發生後， 調

查這些女性受害者的親密關係時，都會發現她們過去曾經遭受到身體

與心理上的虐待（Barrie Levy，1998）。上述研究在在顯示親密關係

暴力是與生命攸關的急迫議題，不應等閒視之。 

美國與香港的相關調查顯示，年齡介於 16 至 24 歲的年輕女性最

容易遭受戀愛暴力侵襲，而其中最嚴重的暴力傷害則發生在分手的過

程。一項西方的研究調查發現大約每 10 個高中生裡就有一個學生曾在

戀愛經驗裡遭受身體暴力，而大學生遭遇戀愛暴力的比率更高達 22%， 

與成年人的比率相等（Roscoe & Callahan，1985；引自 Barrie Levy， 

1998）。台灣過去並沒有正式研究調查年輕族群的戀愛暴力現況，但

本會曾與網路市調公司合作調查指出，將近半數(48.8%)的受訪者曾遭

受親密關係暴力，而且以發生在「男女朋友階段」為最高(60.9%)，顯 

拒絕恐怖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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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戀愛暴力的預防教育應從婚前開始，讓在交往中的情侶對親密關暴

力有足夠的認識和警覺，避免遺憾發生。 

 

親密暴力是指對親密伴侶施有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其

中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有言詞虐待，即用言詞、語調予以脅迫、

恐嚇，以企圖控制被害人，如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

傷害被害人或其親人、揚言使用暴力等；心理虐待，如竊聽、跟蹤、

監視、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控、試圖操縱被害人等足以引起人

精神痛苦的不當行為；及性虐待，如強迫性幻想或特別的性活動、逼

迫觀看性活動、色情影片或圖片等。若親密伴侶有暴力可能的跡象或

前兆，務必更加謹慎的評估對方並保護自我(家庭暴力防治網，2007)。 

 
如何預防親密暴力的發生，可先從觀察親密伴侶的行為特徵開始。 家

庭暴力防治委員會 (家庭暴力防治網，2007)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姚淑

文、溫筱雯，2007)資料中提到，從社會工作實務的經驗中發現，加害

人常有下列傾向： 

(1)經常衝動且反覆無常地以憤怒、批評、威脅的態度與人相處

(2)自我、時常堅持己見、不容易妥協、強迫對方順從自己，不 

順從便懲罰 

(3) 缺少自尊、自信、重權威 

(4) 平時無法表達自己的情緒，生氣時自我克制能力不佳 

(5) 溝通技巧不良，處事或與人互動時常用暴力解決問題，甚至 

被激怒後易有攻擊行為者 

何謂親密暴力？ 

親密暴力加害人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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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沒有親近的朋友，過度依賴家人、配偶 

(7) 精神失常、平常有酗酒、吸毒或虐待小動物的習性

(8)對女性充滿貶抑歧視，並會經常以不堪字眼辱罵女性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兼教務長則表示，評估親密伴侶是

否有親密暴力或前兆，有三大行為指標：「不尊重」、「開始挑剔」、「擴大

事端」三個指標(現代婦女基金會，2012)。 

 

除了瞭解「危險情人」可能有的人格特質外，認識親密暴力的徵

兆也能及早評估親密暴力發生的可能性，現代婦女基金會即提出了親

密暴力關係的八大警訊： 

(1) 影印機：複製心中完美伴侶─心理虐待 

他總是對你嫌東嫌西，希望你多學學別人，試圖把你打造成

他心中完美的對象，但這卻不是你喜歡及想要的生活。 

(2) GPS 衛星定位器：追蹤掌控你的行動─行動控制 

一開始的如漆似膠到跟隨你的行動，且常要求你回報行蹤， 

而這樣的日子已經讓你無法喘息。 

(3) 拳擊機：拳打腳踢暴力發洩─肢體暴力 

他常會情緒失控，搥胸打牆，虐待你的寵物，甚至推打你， 

讓你逐漸害怕與他生活。 

(4) 電子寵物機：任意使喚專屬於他─孤立對待 

他不喜歡你和同事、朋友、家人相處，甚至逐漸要求你遠離 

他們，希望你的生活只能有他的存在，而別人都只是在利用 

你，你也發現，你的生活真的只有他，不再有朋友家人。 

(5) 電視機：掌控你心賺你熱淚─情緒控制 

他會不斷指責你是關係裂痕的元兇，企圖傷害自己或別人， 

危險情人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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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自責有罪惡感。他有時會變得異常冷漠，忽略你的存在

與言行，而你發現自己的生活都在他的情緒掌控中度過。 

(6) 提款機：你存他提只進不出─經濟控制 

他總是可以購買他斷定的必要品，而你購買生活必需品，卻

常常遭受他的指責與拒絕，甚至不能擁有金錢使用權力，你

的花費都需經過他的同意。 

(7) 大聲公：咄咄逼人出口成髒─言語暴力 

他會在任何地方大聲斥責你，讓你感到害怕，甚至會批評、

貶抑你、用粗俗貶抑的言詞怒罵你，不管你的尊嚴。 

(8) 情趣用品：想到用時隨手可得─性虐待 

他不管你是否太累、疲倦或身體不舒服，總是在他想要有性

行為時，你就必須配合，他會告訴你愛他就要配合他，甚至

以暴力方式脅迫，或讓你感到壓力厭惡的方式進行性行為。 

 

大學生隨身心發展的漸趨成熟，也為發展親密關係作準備，使得

親密關係的發展也成為大學生重要的學習課題之一，而如何在關係中

保護自我的身心安全，也是大學生在發展親密關係中不可忽視的議題。 一

旦發生親密暴力行為後，保護自己是當務之急，大學生尚處於求學階

段，當發生親密暴力，可能會基於種種原因不敢向他人求助而私下自

行解決，因此往往等到學校師長或專業人員介入時已是較為危機狀態

。 

   尋求學校師長或輔導中心的心理師得到協助 

其實大學生在兩性交往的過程中，若有親密暴力的疑慮擔心，可

藉由尋求學校師長或輔導中心的心理師得到協助，除了能透過這些協 

尋求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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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讓內在的不舒服情緒較得以舒緩，也能有更多的資訊及資源來因應

面對可能的親密暴力事件，進而預防它的成真。 

 

尋求正式及非正式資源予以協助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所謂的『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的評斷

標準，也將遭同居人虐待，通常會視之為家庭暴力的範圍，因此也可

進一步尋求各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協助，另也可透過致電 24 

小時服務的婦幼保護專線 113 或者立即報警尋求協助。現代婦女基金

會也指出當對方在分手後持續騷擾時，可向警方舉證報案；也提醒不

要害怕面對法律，如分手後對方仍過度追求，亦可提出性騷擾申訴。

當與親密伴侶交往互動期間已有暴力警訊，兩人面對問題的態度 

將會影響暴力問題的變化，而親密暴力發生，保護自己是最最重要的， 面對

親密暴力，及早採取適當的介入，才能有效遏止暴力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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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溫心小棧 

心理健康中心 
 

• 單獨、隱密、探索、成長的個別晤談。在諮商中心裡，有人能

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幫助你更了解自己、無論是人際、

課業、感情、生涯等生活中的大小事，通通可以獲得協助與陪 

伴，歡迎你的前來，讓自己的生命更顯豐碩！ 

 

• 從一群人分享生活點滴中獲得啟發，每個人都是生命的導師透

過活動的方式，讓自己學習成長。歡迎參加各類主題的成長團

體相信每次聚會後你都會有許多驚喜的收穫! 

 

• 當你在心理或生活上有問題想要找人詢問時卻找不到人，或是

身旁有人需要協助或解答，歡迎以電話或面談的方式，讓我們

一起來討論生活中的疑難雜症。 

 

• 透過心理測驗可以快速得到各方面的參考資料，了解自己的人

格特質、生涯規劃、情緒狀態，甚至是人際關係、讀書策略等

議題。我們將協助你進行各類測驗，並透過說明與解釋，讓你

更能掌握自己，歡迎同學預約測驗哦！ 

☆ 測驗SHOP ☆ 

☆ 談天說地 ☆ 

☆ 真心相對 ☆ 

☆ 專屬V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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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許多心靈與性別圖書，歡迎借閱回家欣賞。另有各類影

片與放鬆音樂CD等，可到中心使用觀賞，歡迎同學們多多利用！ 

• 在義工團隊中，你可以在服務人群的過程中得到快樂與喜悅， 

你可以透過學習與服務自我成長、展現自我。歡迎加入義工團隊

，和我們一起在學習中成長，在成長中服務，在服務中得到快樂

。 
 

 

• 我們為身心障礙學生準備了各式活動、課業輔導、生活輔導、

相關資訊提供等服務，讓諮商中心成為你的第二個家，歡迎同學

前來洽詢哦！學生專線:(07)591-9068 
 

•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是受到委屈的時候，歡迎你來說給我們聽， 

讓我們為你伸張正義、解決紛爭。專線：(03)。 

 

 叔叔好久不見 

☆ 心靈圖書、期刊雜誌借閱 ☆ 

☆ 義工團隊 ☆ 

☆ 身心障礙學生的各項服務 ☆ 

☆ 學生申訴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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