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增能研習

防治數位性別暴力課程設計



12年國教總綱 議題 符合

《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教院 109.10



缺乏性別敏感，漠視性別不平等

的社會現實(性別階層化)，稱為「性別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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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青蛙

生活無處不性別

性別盲gender-blind

→合理化+鞏固
日常生活種種性別不平等現象



每年四月的最後一個周三是 日

在這一天許多人會穿上牛仔褲發聲表達立場，

喚起大眾對性侵和性暴力錯誤觀念的關注

但你知道「丹寧日」
背後的故事嗎？

丹寧日：為什麼這天要穿牛仔褲？



「丹寧日」在這一天人們會穿上牛仔褲，
而這個特殊日子的出現，
與義大利在 1992年發生的一起性侵案有關.....

https://dq.yam.com/post.php?id=12452

https://dq.yam.com/post.php?id=12452




https://dq.yam.com/post.php?id=8767

「你當時穿了什麼？」比利時性侵受害者衣物展

「穿得太少才會被性侵」似乎是許多人在談論類似

議題時會不斷出現的迷思，在2018年 1月中，比利時出
現一場希望可以打破這種想法的展覽。

https://dq.yam.com/post.php?id=8767


譴責性暴力受害者 南非課本惹議

https://dq.yam.com/post.php?id=6558

「安吉的哪些行為導致了性交的發生？
請列出兩項。」

https://dq.yam.com/post.php?id=6558


「避免男生想歪」 紐高校規範女生裙長惹議

https://dq.yam.com/post.php?id=5845

制服裙長該多長？近期紐西蘭的一所高中校長表示，女學生應該保持裙長在膝
蓋以下「避免讓男同學和教職員想歪」，話一出立刻引發爭議。

https://dq.yam.com/post.php?id=5845


12年國教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核心素養、學習主題、實質內涵

核心素養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性(A3)維護自我與尊
重他人身體自主權，
善用各項資源，保
障性別權益，增進
性騷擾、性侵害與
性霸凌的防治(制)能
力。

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

性E4認識身體
界限與尊重他
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J4認識身體
自主權相關議
題，維護自己與
尊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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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騷擾、性侵

害與性霸凌的
防治

性 E5認識性騷
擾、性侵害、性
霸凌的概念及其
求助管道。

性J5辨識性騷擾、
性侵害與性霸凌
的樣態，運用資
源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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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什麼？



身體自主權 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身體的思想與感受，

每個人都擁有自己做決定、自己做主張的權力及能力，同時也包
含自我保護與管理的義務。例如：

✓ 我有感受自己身體的權利和能力
✓ 我有使用自己身體去做事情的權利和能力。
✓ 我有保護自己身體的義務。
✓ 我有管理自己的思考和行為的權利和能力。
✓ 我有管理自己的思考和行為的義務。

每個人都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身體是一個人最大、最私有、
最初也是最終的財產，學習做個好的身體管理人，學習「善盡義務」
及「正確使用權利」的能力，不誤用權利傷害別人和自己，尊重別
人也愛護自己，才是對自己的身體保護、負責與尊重的自主表現。

→身體界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taG6Xkr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taG6Xkr08


身體界線/限是指一個人可以暴露出來讓他人注

視，或容許他人接近、碰觸的限度。它會因對象、時間、
年齡、性別、情境以及目的之不同而改變，但是皆由各
人自主決定。此概念包含二項重點：



108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珍視自己，珍愛他人」微電影創作比賽✶
國中組特優－桃園市立內壢國中〈再夢紅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WINRxE8RU

性霸凌知多少的定義
以語言、肢體或暴力對他人的身體外表、性別氣質、性取向、性特徵取笑或評論的行為且非屬性騷
擾者。包括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嘲諷玩笑、評論或譏笑，例如：講黃色笑話、拿對方身材開玩笑、
以性的方式摩擦或抓重要部位、或是對性別氣質、性取向的譏笑，例如：取笑同學娘娘腔或男人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WINRxE8RU


是不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的行為，
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例如家裡、學校、公共場所等)、任何階
級(例如老闆對下屬、師長對學生、長輩對晚輩等)、任何對象
(包括親人、熟人、陌生人等)的身上；它不僅侵害個人的生命權、
自由權及性自主權，對於個人的生理、心理、精神，甚至性別
關係等層面都有不良的影響，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有必要訓練學
生保護自己的身體，瞭解如何避免。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



身體(性)自主的概念-從刑法條文的修正看背後思維的轉變

➢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每一個人都有形成並實現個人身
體(性)自主意願的自由，而不容許他人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

⚫從「妨礙風化罪」到「妨礙性自主罪」

⚫從「強姦罪」到「強制性交罪」



12年國教主軸核心素養(認知+情意+技能)整合
→因應、解決生活的需求與問題
→成功適應現在+發展未來



如何教/學？



2017兒少性剝削+2021數位性別暴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2w-2PoZ58認識數位性別暴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2w-2PoZ58








「在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故意散布、播送、張貼或
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觀覽當事人為性交、裸露性器官
等性私密之照片、影像」。

可能模糊或簡化問題的本質，並壓縮公共討論的空間

「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

「未經同意的色情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簡稱NCP

國外倡議呼籲停止使用這個詞語，建議將這種特殊的性別暴力型態稱為

國內學者和相關團體則進一步翻譯成為

「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
儘管繞口，卻能夠較為具體並中立地描述問題之本質與內涵



「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

不一定只是「復仇」
可能是恐嚇、控制，甚至是娛樂和金錢。

雖然涉及個人私密（且經常包含性愛）影像的傳播，
但行為人們真正的目的也並不是「色情」，

而是透過將受害人的身體「色情化」，

達到羞辱、貶低的目的，
進一步彰顯自己對受害者的支配與控制。

不一定只是「色情」



首先，對這些未經同意就分享、上傳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人來說，
動機並不一定是復仇。

復仇?（revenge）
「復仇式色情」一詞是否恰當?

語言使用習慣往往影響我們看待問題的視角，在這個議題上更是如此。

同時，「復仇」一詞暗示著「雙方互有往來」，因此隱私遭到侵害的
受害者會被認定是因為自己「先做錯了事情」，才會遭到這樣的對待。

這不僅有可能合理化行為人們的行為，

更可能催生譴責受害者（victim-blaming）

的言論。



復仇?（revenge）
「復仇」兩字也往往暗示著一對一的私人關係，
但在「復仇式色情」的例子裡，行為人常常不只一人。

除了最初上傳分享照片、影像的人以外，網站架設者，
以及所有曾經點閱、觀看、留言和傳播的使用者，
其實都以不同的程度參與了這個過程。

換句話說，隱私遭破壞的當事人「受害過程」

不僅限於影像被上傳的那一刻，
更在後續每一次的觀看與分享過程中，

不斷被延續與重複…



「在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故意散布、播送、張貼或
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觀覽當事人為性交、裸露性器官
等性私密之照片、影像」。

可能模糊或簡化問題的本質，並壓縮公共討論的空間

「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

「未經同意的色情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簡稱NCP

國外倡議呼籲停止使用這個詞語，建議將這種特殊的性別暴力型態稱為

國內學者和相關團體則進一步翻譯成為

「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
儘管繞口，卻能夠較為具體並中立地描述問題之本質與內涵



資料來源：Facebook 祼菜市場



資料來源：Facebook 祼菜市場



https://advocacy3.wixsite.com/twrf-antirevengeporn

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資訊傳遞的便利性大幅提高，
數位性別暴力事件越來越多，但大家其實不是那麼了解『數位性別暴力』是什麼(｡ŏ_ŏ)？

簡單來說，就是任何透過資通訊技術的任何性別暴力行為，
例如手機、網路、社群媒體、或電子郵件等方式。
最常見的就是「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以及藉由私密影像來進行性勒索。

你可以了解更多…

尤其事情發生後，會有很多人「求上車」，或者是檢討被害者，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

https://advocacy3.wixsite.com/twrf-antirevengeporn


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裸照外流不是你的錯》─ 婦女救援基金會宣導影片 - YouTube

面對被害人公開求助，為什麼輿論總是規訓指責? 
面對私密影像的外流，為什麼大眾總是對被害人撻伐羞辱?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被害人，
應該為了被攝錄而活該被罵，甚至尋死，
要被譴責、受到懲罰的，應該是這些加害人的行為。

「每一則外流的影像，都是沉重壓力。」
「每一句指責的言語，都是二度傷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XPb-Bpu2E&t=3s


https://www.facebook.com/405240086317285/posts/173052323712229

0/?d=n

https://www.facebook.com/405240086317285/posts/1730523237122290/?d=n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106年實施

哪一種型態發生最多?





• 近七成受害人是被誘騙

或被脅迫的情況下自拍，

再傳給加害人

2017年衛福部統計，網路兒少私密照散布(約600餘件)

• 約有50%私密影像外流

• 其中七成以上是遭熟識
的人流傳出去

包括同學、網友、男友
或前男友等…



兒少色情私密影像
相關的犯罪

「坐檯陪酒」
「對價性交」

「每一張私密影像/照都是長久傷害」
每天約有2名兒少人私密影像/照外流



「在兒少案件裡，
男生的性別不是絕對的保護。」









小心「網路獵手」(online predator)

出現在社交網站、即時通訊、電玩遊戲、聊天室等以下
列的方法跟兒童接近、建立關係及操縱他們：

◆以關注、深情話語、善良和禮物等作誘餌。

◆利用孩子感興趣的話題作橋樑，如音樂、嗜好。

◆ 細心聆聽、表達同情。

在網上互動中，逐漸加入色情元素，如裸露影像。



一、假意成為男女朋友要求私密照

二、成為「知心好友」，再以情緒勒索取得私密照

三、洩漏個資後的私密照威脅

四、假裝為同齡青少年，要私密照互相檢查發育狀況

五、徵模特兒，要求私密照片做為應徵條件

六、提供減肥秘方，以私密照面試使用者

七、用私密照交換遊戲點數寶物、演唱會門票等實質物品

兒少網路性剝削｜揭露！網路惡狼7大獵童手法，
拒成為私密照受害者 2020.07.(親子天下)



2020.07.(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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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quizlet.com/620445552/match
防治數位性暴力的「五不」大挑戰

配對：防治數位性暴力「四要」大挑戰 | Quizlet

https://quizlet.com/620445552/match
https://quizlet.com/620455682/match


今天上課你將成為哪一位「網路小尖兵」？
與「惡魔」進行一場大作戰
獲取「安全密碼賓果」
成功刪除儲存在惡魔城堡電腦裡面的
小朋友私密照片!!!

聰明
網路小尖兵

機警
網路小尖兵

勇敢
網路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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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密碼賓果

任意填寫1-9的數字在9宮格內，
最先連成2條線→成功達成「網路小尖兵」任務

RPG(網路小尖兵-網路性剝削).pptx


你喜歡/會上傳自拍照片嗎?

你愛現嗎？



4.

把自拍照片上傳網路，你覺得可以或不可以?





【遊戲準備】
1. 先將16+1張角色卡洗牌後面朝下成一疊牌庫。

2. 所有人從牌庫抽一張牌為起始手牌不讓其他玩家看到。

3. 每人發一張角色總覽的說明單，上面記錄有幾位角色及每位角
色的親密度、張數及效果。

4. 從年紀最小的玩家開始順時鐘方向輪流進行。

親密愛人
遊戲人數：2~4人
遊戲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10歲以上

16+1張角色卡牌
富有風險、運氣
與邏輯推演！



【遊戲開始】

1. 進行數局，先從牌庫抽一張牌加入手牌中。

2. 「分享親密隱私」選擇：留下？棄掉？

3. 棄牌同時，唸出「我不跟?分享親密隱私」，此牌面

朝上放在自己面前→發動棄掉牌效果。

4. 遊戲當中若有人出局，出局的玩家將他手上的牌攤開放
在自己面前(不需執行此張牌的效果)，

5.表示親密隱私被揭密了~~~

「分享親密隱私」選擇：留下？棄掉？

「我不跟?分享親密隱私」



【每局遊戲結束】
1. 當牌庫被抽完時，本局結束→尚未出局的人現在亮出手牌，手

牌上親密度最大的人贏得該局勝利；若平手時比最後棄掉的
那張牌，親密度大的勝出。

2. 在只剩下一人還沒出局的情況下，該局也立即結束，該玩家
贏得該局勝利。

3. 本局勝利的人獲得一枚健康親密卡。

4. 本局勝利的人為下一局的起始玩家，

從遊戲準備的步驟繼續進行遊戲。

約定獲得3-5張卡為遊戲優勝



學習目標 教學歷程 教學內容

1.情境模擬
生活經驗
與脈絡化

2.體驗參與省思→概念化(提問)

3.整合深化
意義的感知
真正的理解
(學習任務)

小組活動-親密愛人桌遊
適切抉擇分享親密/隱私的對象

親密愛人桌遊-親密隱私

思
考
情
感
互
動
時
親
密
隱
私
暴
露

的
抉
擇
深
化
身
體
自
主
權
的
概
念



「分享親密隱私」選擇：留下？棄掉？

「分享」次數越多→隱私暴露風險越？

當你被指定讓他人看「手牌/隱私」→風險?感受?

你覺得要如何減少網路上的私密隱私被暴露的風險?



三思而後傳─自拍傳送要審慎

「影像恆久遠，網路永流傳！」

你喜歡/會上傳自拍照片嗎?



藉著教材故事情境與脈絡，

引導學習者產生連接，

進而遷移類化到自我經驗。

情境學習理論：(Brown, Collins & Dugid)

學習者必須身處一個擬真的情境中
解決問題，習得得知識才能有效地
運用在現實生活上。



國中、小學高年級 小學中低年級高中職



近年隨著新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廣為使用，暴力的形式亦越趨多元，

加害者可能為了某種目的，以數位化方式造成傷害，對被害者之身心影響甚鉅

透過學生共同影像創作、性別思辨的過程

普及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意識並扎根於校園

資料/由3C產品看危險情人/ch00_00_p1_b9.swf


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嚴惲《落花》
深陷熱戀中的情侶，一次次的暴力脅迫，一次次的獻花懇求，
早已勝券在握的原諒，換來的是難以逃離的深淵，等待清醒的代價過於慘痛。

桃園市110年家庭暴力防治月系列活動在「 110年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微電影作品」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