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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高風險?

兒少保護案件

•包含身心虐待、性虐待、疏忽、遺棄

脆弱家庭

•家庭遭遇危機事件，缺乏足夠的資源，
使兒童少年受到不適當的養育照顧



脆弱家庭案件辨識(一)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4條

• 當家庭遭遇重大變故、陷入經濟困境、負
擔家計者重病、婚姻關係不穩定、家中成
員經常衝突、患有精神疾病或酒藥癮等危
機事件，又缺乏有力的支持系統和足夠的
資源來處理危機，易使家庭內兒童少年受
到不適當的養育照顧。



脆弱家庭案件辨識(二)
•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衝突。

• 照顧者患精神疾病、染酒藥癮，未就醫或未持
續就醫。

• 照顧者有自殺風險個案，尚未強迫、引誘、容
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 家庭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

• 負擔家計者遭裁員、失業。

•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

• 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一)
•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
身心健康之物質。

• 充當第47條第1項場所之侍應。

• 遭受第49條各款之行為。

• 有第51條之情形。

• 有第56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二)
• 充當第47條第1項場所之侍應。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47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
店、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
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三)
• 遭受第49條各款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49條

任何人均不得對兒少有下列行為:

遺棄、身心虐待、利用兒少行乞、剝奪或妨礙受教權、強
迫兒少自殺、供應兒少危險物品、帶領進入有礙身心健康
之場所等。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四)
• 有第51條之情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1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
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對於6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
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
顧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五)
• 有第56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6條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

或引誘從事不正 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

護。



兒少保護案件辨識(六)



何謂身體虐待？

指任何人對兒童少年施予過當的管教或懲罰，
或任何非意外性、持續性之身體傷害，導
致兒童少年死亡、外型損毀、任何身體器
官功能損害者。



何謂精神虐待？

指任何人對兒童少年施加持續、嚴重的排斥
或不當待遇，如對兒童少年不關心、刻意
忽視、時常怒罵、挑剔、批評、恐嚇、輕
視、過分要求等，導致兒童少年之智能、
心理、行為、情緒發展受阻礙。



何謂疏忽？
該做而沒做：未提供足夠食物、衣 物、住
所、醫療照顧、義務教育等基本需求。

不該做而做：利用兒童行乞、犯罪、參與妨
害健康的活動；過度醫療。

使6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
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何謂遺棄？

被父母或親友刻意拋棄，不負照顧責任之兒
童少年。



何謂性虐待(性侵害) ？
• 指任何人對兒童少年進行性侵犯、性剝削或利
用兒童少年拍製猥褻之影、圖片，使兒童少年
受到身體及心理侵犯和傷害。

• 性侵害行為包括性交、口交、體外射精、 性
器官接觸、性猥褻

• 其他輕微的包括展示色情圖片、口語上的性騷
擾、強迫觀賞色情影片、不斷撫摸女（男）性
身體、窺視等。

• 基本上，可以依侵犯程度分為五種類型，如施
以性嘲弄或動作、不當的碰觸、施以性報酬、
施以威脅的性強迫行為，以及強暴等。



家庭暴力案件辨識(一)
• 家庭暴力涵蓋成員：

配偶或前配偶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

現在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105年2月起，年滿16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
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者。



家庭暴力案件辨識(二)
• 何謂家庭暴力？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所謂家庭暴力：指家
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
係指肉體上有形之虐待而言。

精神及經濟上之不法侵害—
包括言詞、心理虐待、經濟控制及性虐待。



家庭暴力案件辨識(三)
• 精神上之不法侵害

言語辱罵

寵物虐待

限制行動

控制金錢

威脅生命

懷疑外遇

破壞物品

性虐待



兒少保護案件簡易研判指標



如何研判兒少是否受虐？

• 身體有明顯傷痕(瘀傷、燒燙傷、割刺傷、骨
折等)

• 身體汙穢不潔有異味

• 穿著不合身或不合時令

• 意圖以衣物遮蓋傷口

• 訴說無人照顧及關心

• 有立即診治需求，但未就醫或延誤就醫

• 不願接近父母或其他照顧者

• 經常在外遊盪而不敢或不願回家



教育人員是責任通報人員



責任通報(一)

家暴法第50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
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
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24小時。

性侵法第8條：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責任通報(二)

兒權法第53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
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兒權法第54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村
（里）長、公寓 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
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
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未依規定責任通報之罰則
• 責任通報者知悉不通報可處新台幣6仟元以
上、3萬元以下罰鍰。



通報
責任通報、法定通報

• 校安通報

• 關懷e起來

• 家暴防治中心



保密責任
•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
予保密

• 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
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
之文書，應予保密。

• 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個案
身分之資訊。



疑慮?



通報的疑慮(一)？
• 小孩是不是說實話，通報前需不需要先跟
父母求證？
– 按照經驗法則，孩子不會無端說出遭父母虐待的事情，原則上秉

持相信孩子的基本態度。通報前詢問父母、無異加深孩子求助的
困難處境。

• 受虐情節要瞭解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才
適合進行通報？
– 覺察孩子的外觀穿著、有無傷痕，以及心理上的恐懼與焦慮，在

初步瞭解後即可進行通報。



通報的疑慮(二)？
責任通報為什麼要求採取書面方式，電話通
報不行嗎？
 老師屬於法定責任通報人員，電話通報或匿名通報難以確認
釐清行政責任。

 依兒童及少年保護及通報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應立即填具通
報表，以網際網路、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24小時；情況
緊急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知悉起24小
時內填具通報表，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報的疑慮(三)？
• 有些學生的狀況似乎尚未到達兒保介入的
程度，學校如何協助孩子？
– 屬輕微管教不當或疏忽照顧案件，老師的提醒與關心，可以發揮

很大的改善效果。

– 如夫妻不合，父母有失業、貧窮、入獄或有精神疾病致影響孩子
照顧品質者(食、衣、住、行、醫)，可轉介高風險家庭方案進行
預防性輔導措施。

– 兒少保及高風險預防輔導體系已建構合作機制，將視個案狀況進
行內部通報或轉介。



通報後的疑慮與合作(一)
• 通報後要不要讓孩子回家，如何安撫孩子
焦慮的情緒？
– 屬輕微的管教或疏忽照顧案件，兒保社工無立即訪視孩子之急迫

性；如孩子有嚴重外傷或不敢回家時，請學校先留置孩子，並先
以電話通報兒少保社工到校處理。

– 老師可先告知孩子將有社工前來訪視，並簡略說明兒少保社工幫
助孩子的立場。

• 兒少保社工進行初步調查時，為何選擇在
校園而非直接到家裡？
– 學校相對於家裡，可以避免直接與家長衝突及造成對孩子的傷害，

提供不受干擾或孩子說詞被扭曲的會談環境，孩子在學校通常也
比較有安全感。

– 即時取得孩子的證詞，有助於兒少保社工進一步向家長瞭解案件。



通報後的疑慮與合作(二)
• 家長到學校爭吵或騷擾時該如何處理？

– 大部份家長不至於到學校理論，但的確有少數個穼採取非理性行
為，造成學校處理的壓力。

– 避免以個別老師面對家長，採取小組或團隊模式向家長說明為宜。

– 如有危害學校安全疑慮時，立場應明確堅定，除加強安全管制，
並即請求警察到場或維持一定期間之安全巡邏。

• 兒少保社工未必能密集與孩子接觸，學校
可以如何協助？
– 老師提供有關孩子的學業表現、人際關係或是與家長互動的重要

資訊，有助於兒少保社工進行調查評估，亦可提供與家長工作的
切入點。

– 提供孩子需要的關心與支持，有助於創傷復原與心理重建。

– 重要訊息或新虐待事件的提供與通報。



我擔心通報後，家長反而把怒氣發洩在孩子
身上，該怎麼辦？

– 大部分的受虐兒童少年，不會只被傷害一次；
如果不進行通報，孩子就只能持續留在被傷害
的情境中，多次兒虐的創傷將影響兒少一生，
因此請您發現兒虐事件務必進行通報。

– 在進行通報時，可以同時教導孩子一些自我保
護的方法：
1.保持冷靜，不要用言語或行為再激怒施虐者。

2.保護自己的頭、臉、頸、胸和腹部。

3.盡快離開現場，到親戚家、同學家、派出所、

里辦公室等處所請求協助。

4.撥打110或113，警察或社工人員會儘速到達現場

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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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
害犯罪之行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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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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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
自我認知與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
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
為學生者。





學校有關性平三法



性平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

•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



三法主管機構

•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

•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部

•性騷擾防治法：內政部



適用對象

• 性平事件(校園性騷擾) ：適用對象指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
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
生者。

• 性別工作平等事件（職場性騷擾）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

• 性騷擾(一般性騷擾)：除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者外均適用



申訴單位

• 性平事件：
1.加害人為校長時，被害人向教育部申訴。
2.加害人為教職員工或學生，被害人向加害人
學校性平會申訴。

• 性別工作平等事件：向僱主申訴。
• 性騷擾事件：

1.知道加害人服務單位，則向加害人服務 單
位申訴。
2.加害人不明或不知道加害人服務單位，則

向縣市警察機關申訴。
.



處理單位

• 性平事件：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 性別工作平等事件：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

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
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 性騷擾事件：組織成員或受僱人達三十人以上之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性騷擾事件
之申訴時，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單位。



導師或系所主管獲悉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處理注意事項

知悉相關訊息後，尊重求助者意願協助提出申訴(向性平會
提出申訴)，若求助者無意提出申訴，請以密件方式通報轉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循非正式申訴模式處理之，並請協助
提供必要之心理輔導及課業協助。

為免求助者事後改變心意決定提出申訴，不論求助者第一
時間是否決定提出申訴，導師或系所主管僅概略了解事件
狀況即可，切勿先行自行深入了解，致使案情複雜化。

對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含申請人、被申請
人、檢舉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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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管道

盡可能於事件發生一個月內提出申訴，或是等
你準備好了，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求助或申訴。

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具名申請調查。

性平會於接獲申訴事件三天內將案件轉送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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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安通報

⚫啟動校安通報機制(軍訓室、校安中心等)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社工等人員於執行職
務之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法定通報）。

醫事人員

社工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警察機關



怠為通報

⚫怠為不通報之行政罰︰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21條明列通報的責任主體包括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

教育人員責任通報

不需徵得受害人同意

24小時內需通報

通報人身份保密

罰 則



怠為不通報之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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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防制規定所定權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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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法第36條明定若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不進行通報，可以處以新
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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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責任

• 性平法第36條之1明定，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違反第21條第1項所定疑似校園
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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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證據者，應依
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申訴窗口

受害人 加害人 適用法律 申訴窗口

本校
學生

學校(含他校)校長、
教師、職員、工
友或學生時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平會
(校長為加害人時，向
教育部申訴)

本校
教職員工

本校學生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平會

本校教職員工 性別工作平等法 人事室



可以運用的資源

1. 輔導室、諮商輔導中心

提供精神上支持、心理諮商，陪伴個案處理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3. 學務處、校安中心

24小時協助教職員工生緊急事故處理。



可以運用的資源

•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www.gender.edu.tw/

• 內政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http://dspc.moi.gov.tw/mp.asp?mp=1

•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http://tgeeay2002.xxking.com/index.htm



參考資料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兒童少年保護組蔡淑華督導演講ppt

• 性別平等宣導ppt

www.ncut.edu.tw/op/新進人員
/1040909.../4.性別平等教育宣導.ppt



關於109學年

• 很開心能跟各位共事

• 請思考…

1.就個人及家庭生涯規劃

2.就六龜高中的成員之一

這兩個角色…

3年後，我想成為？我想做到？我想…?

現在的我可以開始做甚麼？需要甚麼幫助？



開學的請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