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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前

•在各位的教育工作中，曾經遇過的特殊學生有
哪些類別？

•是否曾經遇到特殊學生遭遇性別事件？
•你面對性別事件處理上的困擾是什麼？
•你認為在安排特殊學生的性別教育8小時課程最
大的困難是什麼？



特殊學生(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
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
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
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
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
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
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
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
其功能。
五、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
造及其功能。
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數字會說話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

單位：件；%

性侵害 性騷擾 性霸凌

總計 國中 國小 特教學
校 總計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總計 國中 國小 特教學

校

106年
件數 1,583 659 116 17 5,187 1,980 1,424 110 140 53 39 3

百分比 100.00 41.63 7.33 1.07 100.00 38.17 27.45 2.12 100.00 37.86 27.86 2.14

107年
件數 1,766 739 131 27 5,982 2,102 1,844 71 128 40 44 2

百分比 100.00 41.85 7.42 1.53 100.00 35.14 30.83 1.19 100.00 31.25 34.38 1.56

108年
件數 2,042 878 162 12 7,280 2,516 2,257 117 161 58 45 3

百分比 100.00 43.00 7.93 0.59 100.00 34.56 31.00 1.61 100.00 36.02 27.95 1.86

109年
件數 2,535 1,164 195 21 10,681 3,607 3,883 126 277 100 91 -

百分比 100.00 45.92 7.69 0.83 100.00 33.77 36.35 1.18 100.00 36.10 32.85 -

資料來源：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此統計表內各項總計數字含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數字會說話

本表資料為「學校進行校安通報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且調查屬實之事件」。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行為人性別統計
109年

單位：人；%

身分別 總計 男 女
百分比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2,319 2,171 148 93.62 6.38 809 74 329 32 25 1

一般生 1,683 1,558 125 67.18 5.39 595 67 231 22 - -

原住民生 77 71 6 3.06 0.26 43 1 19 4 - -

特教生 179 176 3 7.59 0.13 66 1 27 - 24 1

外籍生 22 22 - 0.95 - - - - - - -

僑生 7 6 1 0.26 0.04 - - - - - -

教職員工 343 330 13 14.23 0.56 105 5 52 6 - -

其他 8 8 - 0.34 - - - - - 1 -

資料來源：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此統計表內各項總計數字含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數字會說話
校園性侵害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行為人性別統計

109年

單位：人；％

身分別 總計 男 女
百分比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281 273 8 97.15 2.85 115 3 27 3 8 -

一般生 191 185 6 65.84 2.14 74 2 17 2 - -

原住民生 18 17 1 6.05 0.36 11 - 1 1 - -

特教生 33 33 - 11.74 - 11 - - - 8 -

外籍生 4 4 - 1.42 - - - - - - -

僑生 - - - - - - - - - - -

教職員工 30 29 1 10.32 0.36 16 1 8 - - -

其他 5 5 - 1.78 - 3 - 1 - - -

資料來源：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本表資料為「學校進行校安通報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且調查屬實之事件」。
統計數據排除16歲以下之合意案件。

此統計表內各項總計數字含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數字會說話 此統計表內各項總計數字含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行為人性別統計
109年

單位：人；%

身分別 總計 男 女
百分比 國中 國小 特教學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118 94 24 79.66 20.34 53 19 17 1 - -

一般生 99 79 20 66.95 16.95 43 15 16 1 - -

原住民生 11 9 2 7.63 1.69 6 2 - - - -

特教生 4 3 1 2.54 0.85 3 1 - - - -

外籍生 - - - - - - - - - - -

僑生 - - - - - - - - - - -

教職員工 3 2 1 1.69 0.85 1 1 - - - -

其他 1 1 - 0.85 - - - 1 - - -
資料來源：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本表資料為「學校進行校安通報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且調查屬實之事件」。



數字會說話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概況

年別 性別

身心障礙別 By Disability
合計 非身心

障礙
智障 視障 精神

病患
聲(語)障 聽障 肢障 多重

障礙
其他
障礙

不詳

Total Not  
Disability

Intellectua
lly 

Disabled 

Vision Mentally 
Illed

Voice Hearing Physically 
Impaired

Multiple Other Unknown

108年
2019

計 Total 8,160 7,016 334 24 171 2 14 25 56 24 494

男 Male 1,399 1,220 54 4 17 － － 2 10 3 89

女 Female 6,719 5,768 279 20 154 2 14 23 46 21 392

其他 Other 42 28 1 － － － － － － － 13

109年
2020

計 Total 9,212 7,989 340 25 205 1 19 35 62 27 509

男 Male 1,773 1,559 60 2 20 － 2 4 9 4 113
女 Female 7,406 6,405 278 23 185 1 17 31 53 23 390
其他 Other 33 25 2 － － － － － － － 6

110年
2021

計 Total 7,787 3,319 354 6 213 4 16 22 72 43 3,738
男 Male 1,351 602 59 － 16 － 2 － 13 11 648
女 Female 6,406 2,702 295 6 196 4 14 22 58 32 3,077
其他 Other － － － － － － － － － － －

不詳
Unknown 30 15 － － 1 － － － 1 － 13

資料來源：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數字會說話
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

單位：人

年別
Year 

申訴調查結果成立事件--A.被害人資料

總人數

按性別 By Sex 按身心障礙別 By Disability

男 女 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證明

疑似身心障礙
者 非身心障礙者 不詳

105年 2016 521 27 494 6 2 503 10 

106年 2017 500 22 478 13 3 455 29 

107年 2018 547 25 522 17 2 497 31 

108年 2019 647 29 618 16 20 600 11 

109年 2020 908 48 860 26 3 849 30 

110年 2021 1,284 68 1,216 35 4 1,204 41 

資料來源：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我們從數字中看見？



數字會說話
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

單位：人

年別
Year 

申訴調查結果成立事件--B.加害人資料

總人數

按性別 By Sex 按身心障礙別 By Disability

男 女 不詳
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證

明

疑似身心障
礙者

非身心障礙
者 不詳

105年 2016 519 474 18 27 38 9 365 107 

106年 2017 497 426 36 35 34 7 362 94 

107年 2018 548 502 6 40 52 18 375 103 

108年 2019 649 568 22 59 50 11 450 138 

109年 2020 908 790 22 96 81 11 556 260 

110年 2021 1,283 1,136 27 120 105 33 781 364 

資料來源：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數字會說話

•從數字裏，你看見什麼？
•性侵害、性騷擾對於特殊學生而言是什麼？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要如何讓他們免於成為
被害人或加害人？

•每個人都有性需求，那特殊學生是如何面對性
需求以及如何排解？



不懂性更危險-身障者被消失的性教育
報導：蔡咏倪(公益傳播基金會)



身心障礙學生成為性侵害或性騷擾加害者之成因
• 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中有許多加害學生，其實都曾經、或同時是性平事件
的受害者。

• 被侵犯的孩子經常不了解自己擁有隱私，也不知道應尊重他人隱私，因此
很多時後會轉成「反應性」的加害人。本案有許多加害學生或受害學生的
家長不諳手語，有些則不識字，時常造成溝通不良的情形，此種情形在單
親家庭及隔代教養更加明顯，導致孩童在發育期無法透過家長得到正確的
性知識，再加上教師於此方面教學的不足，導致孩童無法具備保護自我的
能力，以及無法判斷如何尊重他人的界限，造成加害及受害情形不斷發生

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的法律分析—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
許育典教授∕黃宗菁



面對特殊學生的性別事件時

•特殊生知識來源不足，需透過正式的教育豐富其相關知能。

•特殊生的性平觀念知識的來源對象主要為教師。

•因此規畫行為人教育課程時，必須先了解特殊生身心發
展，以做出個人化、適性並具功能性之課程規畫。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身心障礙學生的生理發展與一般青少年相似，認知功能則是
影響身心障礙學生性認知的重要關鍵。認知功能的限制，侷
限身心障礙學生對滿足性需求行為之合宜性的理解，也侷限
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預防與處遇的效果。

•特殊生在性別事件中因身心發展之不利條件而導致事件的複
雜化、事件後教育矯正之不易及標籤後的惡性循環。

身心障礙學生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多元處理模式(含教育輔導措施)專案研究
蔡麗芳副教授/李芃娟副教授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智能障礙：生理方面、認知方面、自我概念方面、人際互動
方面

•自閉症

•視覺障礙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智能障礙

•生理方面：發展順序與一般學生相同、某些知動技能有發展
遲緩的狀況、敏捷、力量、協調等方面都有不足的現象。

•認知方面：
•注意力方面：注意時間短、廣度狹窄、選擇困擾
•短期記憶缺陷：講完就忘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智能障礙

•認知方面：
•遷移類化困難：學校學到的不一定能類化到社會情景
•辨別情況能力有限，易受外界刺激影響：易受同學慫恿、媒體、
家人

•組織處理訊息的能力不足：同學的玩笑推託話語並不一定能正
確理解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智能障礙

•自我概念方面：
•缺乏信心、較為消極：做什麼都被罵，所以習慣順從，不會說
不，容易被金錢利誘或受暴力感脅

•自我控制能力較低：重度障礙學生有性需求時可能在公開場合
自慰，但他可能並沒有任何性意圖。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智能障礙

•人際互動方面：
•對於接納與讚美的需求高：容易視身體或性的接觸為情感上的
喜愛。

•自我中心、同理心薄弱：順從慾念有衝動行為，可能在行動時
不考量對方感受。

•不善於表達：用騷擾的方式與同儕相處，指證陳述能力有限。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身心障礙學生成為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受害者的可能原因(蔡麗
芳教授)

•順服不敢反抗

•人際(愛)的需求與身體(性)接觸混淆

•應變能力有限。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受害者轉變成加害者的可能原因(蔡麗芳教
授)

•過去性創傷的性化行為侵犯了別人

•以傷害相對弱勢的他人作為憤怒或報復的出口

•複製愉悅的性經驗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自閉症

•身體界限不明：沒有明確人際距離，會靠得很近而不知他人
感到不舒服。

•感官知覺的異常：特別喜歡摸毛毛的東西、對某種香氣感到
喜愛。

•焦慮的解除：摸性器官、自慰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自閉症

•錯誤的模仿：同學的勾肩搭背是在友誼基礎下而出現

•語言理解不佳：你要追我就要先去撞牆只是一句玩笑話，但
可能對玩笑話無法理解。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特殊生在性別與性認知的特徵

•視覺障礙

•學習的刺激較少：感官受限，學習僅透過眼睛與耳朵

•障礙導致不符社會規範之行為：身體認識匱乏，人際關係的
探索不易。

•依附感較重：與照顧者相處親密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因應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尤建捷秘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規範
• 學習功能無缺損領域：包括大多數僅具有感官或肢體障礙之視障、聽障、
語障等純感官障礙者，上肢與下肢障礙及智力未受損之腦性麻痺等純肢
體障礙，以及身體病弱者。

•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包括某一或某些領域認知學習功能有輕微缺損
之智能障礙、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及中高功能之自閉症學生。

•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包括低訪能自閉症、中重度智能障礙、中重度
智能障礙、中重度智能障礙伴隨有感官/肢體/情緒等其他障礙之學生。

• 學習功能優異領域
• 國立彰化師大特殊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副校長林千惠



特教學生與性別教育
學習功能無缺損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生理慾望控制力差 1.因肢體障礙而可能連帶引發性
功能障礙(生理)
2.視障生可能因視力問題忽略儀
容整飾而妨礙性別良性互動(生理)
2.較欠缺自我肯定易導致異性交
往過程的退縮行為(心理)
3.因顯性身心障礙的影響而不利
婚嫁(心理)
4.欠缺正確性別知識而產生性別
互動之迷思(心理)

1.衛生習慣不佳增加性器官感染
機率(生理)
2.自我控制能力較欠缺易導致過
早發生性行為或過度自慰等問題
(生理)
3.較欠缺自我肯定易導致異性交
往過程的退縮行為(心理)
4.自我認識不清偶會發生自我感
覺過於良好的人際互偏差(心理)
5.防衛心較弱恐受騙或受唆使(心
理)

性別生涯定位問題 V V
自我認同度偏低 V V
性別取向欠理解 V V
親密關係拿捏不當 V
身體界限模糊不清 V
表達能力受限 V
自我保護能力不足 V

國立彰化師大特殊教育學系特聘教授兼副校長林千惠



特殊學生發生性別事件可能的原因
•身心發展與能力上的特質影響

•缺少正確的性知識

•生活環境錯誤性知識的刺激，產生強烈好奇心

•追求認同與安全感

•引起注意

•被害人轉為加害人



身心障礙學生成為性侵害或性騷擾加害者之成因
• 父母未正視孩子的生理需求，給予合宜的教導
• 環境中性刺激過多，保護機制不足
• 監控程度較低的空檔較容易發生性平事件
• 對性遊戲的警覺性不足
• 加害人的轉學時的轉銜未落實
• 人際(愛)的需求與身體(性)接觸混淆
• 自我控制力低，知與行之間的落差很大
• 認知功能較佳者具有較高的權力，通常扮演性接觸的啟動者
• 以性侵害或性騷擾行為引起注意或關懷。

身心障礙學生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多元處理模式(含教育輔導措施)專案研究
蔡麗芳副教授/李芃娟副教授



特殊學生性別事件樣態
•性侵害

•性騷擾

•性霸凌(104年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1040091045號函)：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定性霸凌之定義，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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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該條文立法過程資料，立法通過時並無性霸凌需「長期或
重複」之要件(一般學術研究所述「持續」及「連續」之概念)，
爰遭受性霸凌之被害人僅受一次傷害，即有構成性霸凌之可能。
請各級學校性平會於調查處理校園性霸凌事件時，確依前開定
義處理，以避免遭性霸凌之被害人已受傷害，卻因不符「持續」
及「連續」之概念而未能被認定為遭受性霸凌屬實



特殊學生性別事件樣態

•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於事實認定時審酌事件發
生之背景、學習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
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處理事件所涉人員：

•導師、學務人員(性平會、調查人員)、輔導人員(輔導行政、
輔導老師、特教老師)、班級任課老師、社工、心理師、警政、
醫護、司法



案例分享
• 嚇壞了！女騎士遭身障男「擁抱突襲」 告性騷擾法院判無罪(TVBS新聞納20210720)

• 高雄一名女騎士在加油站，被一名男子擁抱突襲，嚇得她立刻跳車，女子報警也向法院提告
性騷擾，但五個月過去，法院判男子是身障患者，因此無罪，讓她覺得很不合理，認為對方
應該要接受長期治療。身心科醫師也表示，身障患者情緒不穩，身旁家屬也要保持高度警覺。
穿牛仔外套的女騎士，排隊等加油，前方一名男子，趁大家不注意，突然衝過來，拉下口罩，
還伸手環抱，嚇得女子立刻跳車。黃小姐：「他衝過來，然後他抱我，然後他就直接摸我，
他原本還想要再摸，就是跑過來再摸我一次，他媽媽把他拉走了。」男子母親跑來勸阻，匆
匆說了對不起，當下女子報案了，正在等警察，結果男子和他母親2個人，還想騎車離開。

• 黃小姐：「他媽媽就是有跟他講說，叫你不要出來你還出來，這樣，就是他們已經牽著摩托
車，然後要騎走了，然後我看到之後，我馬上就停車，然後趕快衝過去，然後叫他不要走。」
事情發生在高雄苓雅區，2/26中午，事後3個人在派出所，男子母親坦承，兒子領有身障手
冊，最後還請社工到場，協助完成筆錄，當時黃小姐決定提告性騷擾，並向法院提供監視器
影像，但五個月過去，法院判決男子無罪。黃小姐：「當然不合理啊，我當然希望他可以就
是，被可能醫院，醫院可能就是治療呀。」

• 身心障礙患者情緒穩不穩定，身旁的家屬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避免出現不必要的騷擾事件，
不僅被侵犯的當事人不舒服，提告還要奔走法院。



案例分享
•國一自閉症學生疑似性騷擾輔導實例分享

•無口語能力，重度自閉症、合併過動

•與照顧者的親密行為，他會用各種行為來引起他人注意以達到
他的目的

•如何強化化的溝通能力

•特殊學生校園造成同儕不易接受之行為通常非一夕間出現，通
常學生問題行為出現頻率已非偶發且持續時間長，待親師生間
之溝通已出現困懮，便需要系統性、跨專業的整合的協助處理，
非單一課程可解決處理。



處理特殊學生性別事件困境
•與家長工作的困境、實務工作中有著不確定感、專業能力需
要再加強

•需要更合宜的行政支援、隔離加害人的措施難以確實執行

•性平事件調查程序不適合認知功能有缺陷的學生

•面對法庭審理的困境，司法人員對身心障礙孩子的認識不足
(蔡麗芳教授)

•智能障礙者的指認能力易被懷疑、且面對司法權感人員易很
現出無力感，故目前有指定或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提
供專業意見(性侵害防治法第16-1條)



教育作為之施行
•充實他的性知識

•增加學生在校其他生活發展如社團
•人際互動技巧
•同理心的訓理
•交往互動的技能
•處理人際錯折
•鼓勵他其他的正向行為

•必須注意過程中是否有改善、再犯



教育作為之施行

• 讓加害人了解我們是在幫助你，不是在懲罰你

• 強調「功能性」的課程計，目標以教導實際生活中重要且必備的技能，考量學
生的能力基礎設計課程，須符合學生個別能力的差異

• 具體、多樣的教學輔具(圖片、影片、人形、實物、模擬物品等）強化學生對
抽象概念的理解。

• 提供不同情境給予學生練習機會，以提升類化學習效果。

• 在強調加害人受懲處部份以外，更需加強說明其行為的錯誤內容到底是什麼。



特別針對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中之身心障礙
加害者的處遇策略，主要有下列措施：
•避免標籤化，建立安全、多元、關懷的學習環境，提供多元
豐富的社團或學習活動。

•審慎評估活化閒置教室對身心障礙學生安全的衝擊。

•與加害者建立合作關係

•轉介心理專業人員協助

•對加害者做必要的行為控制

•獲取家長的合作與配合

•與社會工作或精神醫學或司法進行跨專業合作。(蔡麗芳教授)



後記：了解他們也與我們一樣
如何協助家長在行為人教育上成為助力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783486/%E6%99%BA%E9%9A%9C%E4%BA%BA%E5%A3%AB%E9%9B%A2%E6%80%A7%E6%84%9B%E6%9C%89%E5%A4%9A%E9%81%A0-%E4%B9%9F%E6%9C%83%E8%87%AA%E6%85%B0%E5%92%8C%E7%9C%8Bav-%E4%BF%9D%E5%AE%88%E7%88%B6%E6%AF%8D%E6%88%90%E6%80%A7%E7%A6%8F%E6%9C%80%E5%A4%A7%E9%98%BB%E7%A4%99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783486/%E6%99%BA%E9%9A%9C%E4%BA%BA%E5%A3%AB%E9%9B%A2%E6%80%A7%E6%84%9B%E6%9C%89%E5%A4%9A%E9%81%A0-%E4%B9%9F%E6%9C%83%E8%87%AA%E6%85%B0%E5%92%8C%E7%9C%8Bav-%E4%BF%9D%E5%AE%88%E7%88%B6%E6%AF%8D%E6%88%90%E6%80%A7%E7%A6%8F%E6%9C%80%E5%A4%A7%E9%98%BB%E7%A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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