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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視原則 

• 兒童不能因為其種族、膚色、性別、語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
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
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受到傷害、享有特
權、懲罰、或是剝奪權利。（OHCHR, 
1997） 



不歧視vs.平等 

• 一般認為，不歧視與平等是一體兩面，平
等是欲追求的目標，不歧視則是達成目標
之手段。 



歧視類型 

• 直接歧視 

• 間接歧視 

• 結構性歧視 



直接歧視 

• 個人因為特定身分（禁止歧視的理由）遭
受不利的待遇。 



間接歧視 

• 看似中立的法令、政策、措施或標準等，
對某一群體帶來不利的影響，實際上造成
相似直接歧視的結果 



結構性歧視 

• 歧視議題橫跨不同場域，即使單獨去禁止
特定／所有領域的歧視都無法確保有效的
平等 

–不同場域例如：教育、就業、住房、使用醫療
保健服務等 

• 為了改變結構性歧視，達到有效的平等，
需要採取更多行動或措施，例如：優惠性
差別待遇 



優惠性差別待遇 

• 給予有關群體在部分事務上比其他人口優
惠的待遇，以減少或消除歧視的發生或使
其持續下去的條件。 

• 因此，並非所有差別待遇都是歧視，重要
的是這樣的區別標準必須是合理且客觀
的，並且是為了達到符合《公約》的合法
目的。 

 



《兒童權利公約》中的不歧視 

1.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
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
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
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2.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
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
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 涵蓋國家範圍內的「每一個兒童」，包括外籍、
難民兒童、移工之未成年子女、非依合法程序入
境之兒童、無國籍兒少等 

• 由於兒童通常須仰賴父母的照顧，因此本條特別
禁止因為兒童父母（或監護人）的因素而對兒童
造成歧視 



• 「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歧
視議題保留空間 

– 「性傾向 / 性別認同」、「愛滋病」、「懷孕少女」、
「對男童之性暴力與性剝削」等亦為兒童權利委員會
提醒應特別注意之事項 

 



• 國家落實兒少不受歧視的措施包括 

– 修訂法律 

– 適當分配資源 

– 透過教育宣導消除歧視的態度 

• 委員會更呼籲針對弱勢兒童提供特別協助。其不
表示給與所有兒童無差別的一致待遇，而是強調
國家應藉由特別措施及資源之投入，消弭導致歧
視的原因 

 



兒少反歧視案例彙編 

• 原住民好好...... 

• 每個人都有發揮潛能
的機會 

• 我的性傾向誰決定？ 

• 被注視的育幼院孩子 

• 我們沒有不一樣 

• 請不要忘記我的權利 

• 觸法之後，我就跟別
人不一樣了嗎？ 

• 傾聽我的聲音 



案例討論 



原住民好好…… 

• 想一想…… 

–從故事中可以看到，小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而
被標籤，又被迫去參加比賽以符合大眾的刻板
印象，這些刻板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呢？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兒少一起唸書、考試，就等
於獲得平等的教育權了嗎？ 

–現行的升學保障制度對原住民兒少的影響又會
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發揮潛能的機會 

• 想一想…… 
–在學校裡，真的有所謂什麼樣的事情是男生才
能做，或者是女生才能做嗎？ 

–我們是鼓勵學生在不同學科中加強表現，依照
學生的特性來因材適用，或者僅是因為性別就
有區隔、排擠、限制？ 

–如果老師把所有重要的領導工作都交給女生，
針對男同學的抗議卻僅用「女生比較細心，較
適合擔任領導者」來回覆，這樣的回答對男生
來說會不會覺得是種性別歧視呢？ 



我的性傾向誰決定？ 

• 想一想…… 

–老師面對小昱的出櫃與吐露心事，是以「這只
是暫時的、妳年紀還小不用急著侷限自己、妳
是因為待在純女生環境中才會這樣覺得」的想
法來回應她。這會對小昱有什麼負面影響？ 

–我們可以反思老師對小昱喜歡同性的回應，透
露出什麼個人的內在想法？  

 

 



被注視的育幼院孩子 

• 想一想…… 
–阿舜因為「育幼院」的標籤而受到老師、同學
們的不當對待，這是否源自於社會大眾對育幼
院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歧視？ 

–因為阿舜年紀小，他的隱私保護就比較不重要
嗎？但隱私權受侵害對孩子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呢？ 

–兒少有權就影響自身權利的事情表達意見，但
成年人是否已先入為主的決定哪些事情無需過
問？ 

 



我們沒有不一樣 

• 想一想…… 
– 在大隊接力比賽的過程當中，最後同學帶頭將失敗
的原因鎖定在小嘉的身上，為什麼其他發生失誤的
同學不會成為眾矢之的？ 

– 若在求學階段中，時常面對同儕的歧視與嘲笑，對
小嘉的人格發展是否會產生影響？ 

– 大眾對智能障礙者是否認為這類型的學生應該在特
教學校或特教班級當中，但這是否利於身心障礙兒
少的發展？ 

–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認為兒少的事情由法定代理人決
定即可，不需要詢問兒少的想法？ 



請不要忘記我的權利 

• 想一想…… 

–試想，小芯想要就讀的園所，除了硬體環境的
調整外，還有哪些方式可協助小芯或是行動比
較不便的兒少？ 

–社區遊樂設施在台灣普遍可見，且因為外型、
功能都差不多，因此被冠上了罐頭遊具的稱
號。罐頭遊具除了限制身障兒童使用外，對他
們的身心發展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觸法之後，我就跟別人不一樣了嗎？ 

• 想一想…… 
– 學校常常會委婉希望家長或機構可以另覓他校，但
究竟是肇因於他們的行為、學習有特別的需求，還
是因為他們過去的觸法背景與標籤讓教育人員望之
卻步呢？ 

– 學校是否有能力梳理與拆解社會長期對於司法少年
的社會烙印與排除呢？ 

– 國家有保障司法少年就學的法規。然而法規的接納
只是最低標準，在法規保障了均等的教育機會之
後，阿杰就能夠安心進入一個接納他的就學環境，
跟其他同齡的孩子享有同等的待遇嗎？ 

 

 



傾聽我的聲音 

• 想一想…… 

– 在小蓁的故事中，學校師長是否在沒聽同學意見
前，就已先入為主的認定學生不懂、沒有能力參與
討論？ 

– 為什麼學生提出自己與成年人不同觀點的想法就是
不懂事？兒少的意見是否因為年齡而被忽略? 

–  從小傑的故事中，可以看見兒少的需求及意見在
公共空間規劃上常常被忽略，究竟是兒少無法有能
力對此表達意見，或是他們未獲得適當的機會、資
訊與引導來協助他們發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