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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事件通報及案例分享

其中

長榮大學法令規章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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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

是本次主要的介紹範圍

性別平教育法

學校應提供

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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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因不同

性別特質

性別 性別認同

性傾向
而為差別待遇

針對課程、教材教學等
皆有其規定

此外，針對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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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訊息請洽性平會法令規章

性別友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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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有哺乳室
位於行政大樓

緊急求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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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就要來談談校園內常見的

性平事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1/2

（第二條節錄）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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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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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1/2

（第二條節錄）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
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
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常見的性騷擾行為1/4

身體的接觸

不必要的接觸或撫摸他人的身體、故意擦撞、強行搭
肩膀或臂、故意緊貼他人等。

【例子】故意緊貼著對方的身體，或故意接近他人，
產生身體上的接觸或碰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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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性騷擾行為2/4

言語的接觸

不必要而故意談論有關性的話題、詢問個人的性隱私、
性生活、對別人的衣著、外表和身材給予有關性方面
的評語，故意講述色情笑話、故事。

【例子】以各式藉口，詢問有關性的問題。

常見的性騷擾行為3/4

非言語的行為

故意吹口哨或發出接吻的聲調、身體或手的動作具有
性的暗示、用曖昧的眼光打量他人、展示與性有關的
物件，如色情書刊、海報等。

【例子】對路過的女性吹口哨或發出尖叫聲；公開張
貼色情海報、轉寄色情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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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性騷擾行為3/4

非言語的行為

以性作為賄賂或要脅的行為以同意性服務作為藉口，來換
取一些利益，甚至以威脅的手段，強迫進行性行為。

【例子】老師暗示要求約會，作為承諾及格或加分的條件。

性騷擾的認定著重在被騷擾者的主觀感受，
而不是行為人有無性騷擾意圖。

所以，只要對方對你的言行舉止感到不舒
服，就可以提出性平事件申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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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或系所主管獲悉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注意事項1/2

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應立即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註1：本校性平事件通報權責人員為性平會(平日)，假日時則屬校安中心。
註2：不論求助者第一時間是否決定提出申訴，導師或系所主管通報僅概
略了解事件狀況即可，不需求證事實與否，切勿先行自行深入了解，學校
性平會另有調查機制，以避免致使案情複雜化。

導師或系所主管獲悉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注意事項2/2

對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含申訴人、
被申訴人、檢舉人)，依法規定，對於相關當事人之
姓名及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依規定應交由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成立之調查小組調查處理之，導師或系所主管
不宜於其他會議或場合審議、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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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責任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第2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違反→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性平法第36條)

那那那那….通報
是不是就啟動性平
申訴調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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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事件申訴管道

•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具名申請調查。
•性平會窗口接獲申訴事件將案件轉送性平會審
議，經性平會議決議受理後，得成立調查小組
調查處理之。
•學校視求助者意願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法律諮
詢、課業協助、陪同就醫、報警、緊急安置、
庇護等服務。

那那那….如果對方
用目光上下掃瞄我
的身材，這樣構成
性騷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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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方用目光上下掃瞄我的身材，
我覺得不舒服，感受到的敵意或冒
犯的情境者，當然可能構成性騷擾。
不過如前所述，實務認定仍需依被
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綜
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那那那….不受歡迎
的追求方式是否構
成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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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妳)已充分表達不喜歡這個人的追求，
他(她)如果繼續追求，已違反你(妳)的意
願，並使你(妳)心生畏懼或感到被冒犯的
情境，甚至影響正常生活的進行，此不
受歡迎的追求方式(例如追蹤或不斷打電
話)，即可能構成性騷擾，惟實務認定需
相當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
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
別認定。

校內資源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網頁：
http://dweb.cjcu.edu.tw/gender

諮商中心：提供精神上支持、心理諮商，陪伴個
案處理性平事件。

校安中心：24小時緊急應變電話：06‐278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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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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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平事件之通報與案例分享

陳秀峯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合夥律師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臺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臺南市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少性剝削防治委員會委員

長榮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2020.04-20導師知能研習

摘 要
•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宗旨

• 性別平等教育

•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 法定通報

• 違反通報義務之罰則

• 為何要通報?

• 通報之迷失

• 導師的功能

• 案例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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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宗旨(§1 I)

•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 消除性別歧視

• 維護人格尊嚴

• 厚植並建立
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2)

• 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

• 消除性別歧視

•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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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2)

• 當事人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
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之事件

• 性侵害

-- 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 性霸凌

--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

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 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 性騷擾

--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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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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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通報 (§21 I、II)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
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
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
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 24小時通報衛福部關懷E起來、校安系統

違反通報義務之罰則

• 違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36 I )

• 未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應依法予以
解聘或免職 (§36-1 I )

•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員，應依
法告發(§36-1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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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通報?

• 保密原則下立即通報

• 為保障被害者權益，監督學校後續處理
過程

• 後續政府資源協助亦須以通報為原則。

(以下引自: 謝秀貞「性平案例危機處理 團隊成員的角色與功能」

2012)

• 通報的原則

-- (1) 疑似有即通報，不需等到「確信有」

才通報

-- (2) 不需徵得被害人之同意，但需向被害人

說明,並注意保密

-- (3) 向被害人說明相關法規資訊，協助

被害人主張權益及尋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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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之迷失

• 先協調了解後,再決定是否通報而延誤

• 在延誤的情形下,擔心被罰,影響學校名聲,故而
不通報

• 通報時說明不足,過於暴粗,讓受害學生或家長
再度處於不安與恐懼中

• 通報時,未註明社工員若訪視被害者或家屬時,
需先知會學校輔導老師,以協助其心理準備。(
匿名通報則沒有這個問題) 

• 家長要求不要通報,或者通報後家長要求撤銷通
報

導師的功能

• 先同理安慰學生，勿先入為主偏離中立立場

• 若雙方當事人為同系或同班，相關課程協調 、
出席等，以不影響受教權或工作權為主

• 鼓勵學生了解性平機制(鼓勵非啟動) 
- 先了解自己的權益為何、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 鼓勵學生同時用諮商資源之理由:
- (1)這段期間內心受很大壓力，危機處理

(2)需要有專業人員一起討論

(3)心理的脆弱點顯現，內外煎熬

(4)複雜度超出導師所需付出的心力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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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學生轉介到諮商中心或性平業務窗口人員

• 注意班上同學是否因而形成分裂同情某一方，
但沒必要把另一方視為敵人而選邊站

• 提醒當事人慎選情緒抒發對象

- (1)對受害者:性平事件衝擊性很大，同學友人要保守

這麼大的祕密，又不能跟別人討論很辛苦

- (2)對行為人:在事情對錯未明朗前，如到處訴苦，容

易被誤解為作賊喊抓賊

• 提醒當事人不要一個人面對

- 涉及當事人及其父母、涉及司法、涉及道歉和解 、

涉及校內調查過程及獎懲，期間壓力太大，一 個人

難獨力完成

• 提醒當事人想要私下解釋、解決的影響

- (1)容易被誤為私下施壓威脅

- (2)容易被誤為二人餘情未了，模糊焦點

- (3)透過第三者傳遞未歸還物品(請教官協助)

• 調查過程兩造雙方均有壓力

- 引導學生找心理師談

• 調查處理過程，父母的情緒，導師變成出口

- 同理接納父母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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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的事:

- (1)兩造雙方都認識，勿找雙方當事人來了解事情經過

- (2)不用求證,另有調查機制

- (3)不用擔心當事人是否反應過度

- (4)不要協助當事一方找到另一方，或協助傳話

- (5)不要主動提讓受害一方，暫時不用來上課

• 系主任或授課老師的裁量權: 

- 例如:(1)當事人心情不好，沒辦法上課

- (2)當事人沒辦法來考期中者，可以補考嗎

- (3)當事人想到在系館會見到對方，沒辦法上課

- (4)當事人因而成績低落

案例
• 某校A姓男科任老師以慰勞及獎勵之名，邀此班上四位

女學生出遊，B姓女學生亦在其中。出遊當晚，A師支
開其他女生，進入B女生房內，再以言語挑逗B女，經
B女拒絕後，A師不得已離開。隔日驚慌之B女將此事
件告知C級任老師。C師知事態嚴重，進而告知主任。
接獲報告之學務主任依《性平法》規定程序，提請校
長在三日內召開委員會，決定本案是否受理。豈知校
長竟答以「不要通報，更不要組調查小組，以免事情
洩漏有損學校名譽」。最後學校以私下了解方式，在A
師承認事實後，勸其自動請辭，離開學校。

• (引自楊心蕙「從案例談如何依法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2012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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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 通報是法定義務

• 通報非標籤化

• 通報開啟資源的連結

• 導師有機會成為

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謝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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