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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性侵害議題概念篇》

上午場

何謂「性侵害」？

性侵害的迷思與權力議題

性侵害受害者的特徵及影響

重要他人你我他

講師

賴文珍

勵馨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所主任



課程主題

《熟人性侵害議題進階篇》

下午場

認識加害者

事前、事發與事後注意事項講師

陸玉佳

勵馨基金會

台北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

督導、諮商心理師

認識熟人性侵害議題的特殊性

怎麼面對、回應與陪伴性侵受創者

如何與孩子談性侵害



社會行動-終止熟人性侵害

專題分享人：賴文珍社工師

<目前職任-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主任>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所有圖片取自網路

上午場



打聲招呼：關於我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證照/執照：領有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證照與執照

經歷：NGOs實務工作者

1.勵馨北區辦事處督導

2.勵馨婦女部督導

3.勵馨蒲公英社工員/社工師/副主任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打聲招呼：關於你

最近的自己

如何…

今天參與的

目的是...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9歲賤民女孩遭性侵謀殺
印度民眾連3天怒吼

2021/8/4 13:19（8/6 22:43 更新）

（中央社新德里3日綜合
外電報導）印度性暴力事
件層出不窮，日前又有一
名種姓制度地位低下的9
歲女童疑遭性侵、謀殺，
引發首都新德里民眾連3
天示威。連反對黨領袖也
高呼，「賤民的女兒也是
印度的女兒」。<引自網路新聞>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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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告訴我，我會忘記 。教我，我會記得

讓我參與，我就能學會
<班傑明富蘭克林 >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行
動

一級的防治教育

二級的當下事件處理

三級的降低/消弭事件
再次發生



2018金馬影展「不能說的遊戲 Little Tickles」

加害人是孩
子親近的親
朋好友

加害人利
誘孩子：
禮物/食物/
金錢...

加害人常常鎖
定弱勢的孩子：
缺愛的/被排擠
的/無自信的...

孩子缺乏
性知識

孩子仍需
要加害人
的照顧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發生性侵害事件的四個因素:聯控鎖-加害人與被害人

性侵害事

件四要素

潛在加害

者有動機

潛在加害

者內在控

制力瓦解

潛在加害

者外在控

制力瓦解

被害者反

抗力瓦解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受害者未有性徵之前:戀童

扭曲想法/合理化藉口有機可乘:外在情境與機會

運用權力與權勢



相關人

重要他人

加害人被害兒童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性侵害
加害人讓人淪為「性」受害者的行為

這些行為往往是利用權勢、脅迫、恐嚇、誘騙或是利用受害兒童
的無知、失功能，以違反其意願而有的侵入式性交行為

熟人性侵害

1.在生活習慣及事件中、漸漸模糊兒童的身體界限

2.ex：玩遊戲➔搔癢➔刻意不經意碰觸身體較敏感部位➔隱私處

對兒童是「玩」、對加害人是「有計畫的玩」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震動了原有的

信任關係

加害人放置的扭曲

信念，阻攔了真實

感受

權力不對等，

害怕拒絕和反

抗的後果



迷思(Myth)

1.加害人一定是中下階層者

2.被害人都是女生，男生不可能受害

3.還沒發育的孩子，不會遭受性侵害

4.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被害人穿著暴露

5.事件發生地點大部分都在人煙稀少的野外荒郊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被性侵那天你穿了什麼？堪薩斯大學的性侵
干預和教育中心主任Jen Brockman，與阿
肯色大學的性侵教育項目負責人Mary A. 
Wyandt-Hiebert博士發起了一個名為
「What Were You Wearing」（你當時穿
了什麼？）的展覽。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8a35QLy.html

https://read01.com/8a35QLy.html


成為受害兒童的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

真實穩當的陪伴者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讓孩子安全的說

先安頓安妥安穩自己的身心靈

不打岔不責罵不責打

肯定傾聽同理陪伴

專業介入



釜底抽薪的辦法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指從根本上打敗敵人的謀略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提升

外在控制力

提升兒童

自信自尊及

自我價值感

1.認識兒童性侵害相
關議題2.理解事件中
的權力位置3.相信錯
永遠不在兒童4.保護
孩子是大人的絕對責
任5.列入孩子的信任

名單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What can we do？
How can we do?

消除

刻板

消除

歧視

防治性

別暴力

促進性

別公義



你準備好了嗎？

20201001GOH桃分所熟人性侵害防治



簡報結束

多謝指教

20201001GOH桃分所
熟人性侵害防治



熟人性侵害議題進階篇
勵馨基金會

台北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

陸玉佳督導

下午場



關於我
● 學歷

○ 東吳大學心理所諮商組碩士

● 經歷
○ 勵馨基金會台北蒲公英諮商輔導
中心督導

○ 勵馨基金會台北蒲公英諮商輔導
中心諮商心理師

○ 台北、新北、桃園家防中心核備
心理師

○ 安心專線協談員



在開始之前的提醒...

● 記下來：與工作、自身相關的聯想

● 留意：心情起伏的片段、當下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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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熟人」性侵害

● 2020年未成年受害者佔64.9% (5978人)

● 受害者與加害者兩造關係

陌生人5.6%

熟人72% (資料整理自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統計資料)



熟人性侵害特性

重複
發生

延遲
發現

再犯

率高



熟人性侵害五階段

1.吸引階段

2.性互動階段

3.秘密階段

4.揭發階段

5.曝光後抑制階段



吸引階段:逐步接近

● 甜言蜜語、誘騙、賄賂

● 輕描淡寫

○ 檢查身體

● 權威的名義

● 威脅、恐嚇



性互動階段

● 誘惑為主

● 漸進式



秘密–為何不說？
● 該說嗎？

○ 缺乏相應知識
○ 普遍性或特殊性
○ 玩耍還是侵害?

● 說什麼？
○ 表達能力不足
○ 詞彙運用
○ 敘事能力



秘密–為何不說？

● 不敢說

○ 害怕、擔心

○ 責任歸屬

○ 受到威脅

○ 不被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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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為何不說？

● 不肯說

○ 混淆的感覺

○ 性的好奇

○ 羞愧感



揭發–不得不說

● 被動
○ 有異狀被發現
○ 被他人告知

● 主動
○ 保護他人

○ 得到支持



曝光後抑制階段-後悔說

● 面臨的處境：被安置、司法相關流程、家人的反應

● 增加心理壓力進而否認或想撤銷

● 害怕

● 羞愧感



原來以為的
加害者



實際上的加害者

●家庭內親屬關係:直系親屬、旁系親屬、重組家庭、同居關係

●家庭外的照顧關係：鄰居、保母、機構人員

●師生關係:學校、補習班、安親班、幼兒園、社團老師/教練

●朋友:同學、家人朋友、鄰居、普通朋友

●男女朋友

●網友

●職場關係(以成人為主)

圖片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630edi042/



Ｑ：我們與加害者的距離？

A：成為可信任的成人、
有敏感度的貴人



在性侵害發生前...



三腦理論
● 美國神經科學家Paul D. MacLean提出
● 爬蟲腦(腦幹)

○ 基本維生功能：吃、睡、哭、呼吸、感覺
溫度/飢餓/潮濕/疼痛、排泄

○ 對威脅很敏感

● 哺乳腦(邊緣系統)
○ 掌管情緒、受經驗影響、與氣質/基因結合

● 情緒腦=爬蟲腦+哺乳腦
● 靈長類腦(理性腦)

○ 使用語言、理性思考判斷、計畫與控制、
同理、調節情緒

圖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8iqkGpFE



危險偵測與反應
● 杏仁核(邊緣系統)：危險偵測器。快速

自動化反應，不做判斷

● 情緒腦與理性腦的合作或各自為政/敵

● 感受到安全，才能自由探索外界，與人
互動，思考、調節情緒，維持身心平衡

圖片:https://matters.news



當性侵害發生...

創傷事件的影響



創傷經驗

● 創傷是主觀經驗，人生無法避免的經驗

● 創傷是破壞人們正常的調適能力

● 創傷是威脅生命的存續或身體安全

● 創傷是強烈恐懼、無助、失控、無力感



創傷經驗與壓力反應

● 戰或逃

● 僵呆、凍結、放空

● 長期影響
○ 長期處於壓力之中
○ 以為持續在壓力之中
○ 調節失靈
○ 擴展至其他層面



如何辨識?



小提醒

● 症狀反應是對壓力事件的調適策略

● 退縮行為更容易被忽略

● 下列行為反應不一定代表受到性侵害。但肯定有遭遇
重大壓力事件，是求救反應。

● 不論何時，只要留意到了，就是好的時機！



受性侵害兒童的辨識-生理/身體

● 經常抱怨身體不舒服，經醫師檢查沒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 動作怪異，如觀察到走路或坐下有困難

● 衣物上的撕裂痕跡或污漬

● 生殖器官疼痛或搔癢或異常分泌物、口腔或喉嚨的瘀傷或腫脹

● 13歲以下發生性病或是懷孕



受性侵害兒童的辨識-行為

●尿床、惡夢、害怕入睡

●過度黏人

●偏差行為出現，如逃家、逃學

●不佳的同儕關係

●突然消費能力增加，有來源不明的金錢或玩具

●不符年齡的性知識、語言及行為

●強迫性的行為或習慣

●對於更衣、脫掉衣服感到恐懼反抗



受性侵害兒童的辨識-情緒/社會

• 害怕特定的人或地方

• 情緒起伏大，極端敏感或暴躁易怒

• 情緒：憂鬱、恐懼、害怕、生氣、羞愧、混亂、自責等

• 缺乏安全感與信任感

• 低自我價值感、負向自我概念、沒自信

• 人際關係困難、退縮或攻擊

• 人我界線模糊、困難拒絕、順從討好



兒童性發展與異常發展

學齡前

● 自我探索、好奇玩生殖器
● 發現身體碰觸的愉悅感、
對注視或碰觸他人身體感
興趣

● 遊戲中模仿曾看過的行為
如:親吻

學齡前

● 好奇變成強迫、無法停止
的行為。如：觸摸他人私
密部位

● 以玩具或遊戲呈現成人性
行為，如:性交姿勢



兒童性發展與異常發展
低年級

● 有意識碰觸生殖器、會在隱
密處進行

● 對性相關字詞或性感到好奇
疑問

● 有隱私需求

中高年級

● 實驗與性有關的行為。如：
黃色笑話、試探性觸碰他人
生殖器、掀裙子等惡作劇

● 相關行為地下化

低年級

● 親吻性器官、模仿性行為

中高年級

● 與年幼孩子玩性遊戲
● 對同儕進行強迫、攻擊的性
行為



影響創傷症狀/反應的可能因素

●遭侵害的嚴重程度
●遭侵害持續的時間及頻率

●遭侵害的年紀

●原有的自我功能與支持系統

●當事人與加害人的關係

●家庭氛圍、家人/照顧者對侵害事件與當事人的態度



當性侵害發生，

如何回應陪伴？

成為友善重要他人



培養創傷知情能力

● 認識創傷，辨認創傷反應行為（不是找碴！）

● 運用這些知識來理解回應受創者，形成友善支持的
安全環境，避免二度傷害



提醒自我觀照

● 在你發現、知道、聽見(疑似)侵害事件之後的感覺、想法...?

● 對兒童/熟人性侵害的看法(價值觀)

● 在協助/照顧受侵害者之前，如何安頓自己?

● 確認你的資源、支持系統



陪伴與輔導受侵害兒童的原則

創傷復原的目標

● 恢復安全感

● 重建控制感

● 重建連結–在互動中發生

回到身心平衡為首要



恢復安全感

提供穩定的支持與陪伴

● 語言與非語言的安慰同理

○ 自然的語調、放鬆的身體姿勢、專注聆聽

○ 與兒童的眼睛平視，減少權力位置產生的壓迫感

○ 不知該說甚麼時，寧願沉默聆聽



恢復安全感
提供穩定的支持與陪伴

● 理解測試關係是可能發生的

○ 帶著想要了解的態度面對兒童的問題行為

如：『你發生什麼事了?』VS『你是哪裡有問題?』

○ 理解兒童的異常反應不是針對你，而是創傷經驗的再現

○ 測試行為是為確認安全，或是印證壞的結局

● 只承諾做得到的事情。如：通報會讓孩子知道。



恢復安全感
提供穩定的支持與陪伴

● 注意身體的安全距離與肢體的碰觸(敏感度)

○ 示範與表達對孩子身體界線的尊重

● 給予抱枕、安全小物…..等感覺舒適的物件

● 回到當下安全情境的接觸

○ 五感覺察與接觸



恢復安全感
鼓勵表達想法與感受

● 肯定表達的勇氣

● 尊重陳述的意願，保持耐性

● 鼓勵表達困惑想法

協助與ㄊㄚ一起面對事實

● 雖然不能改變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來處理

● 陪伴ㄊㄚ度過這段困難的時期



恢復安全感

不做個人評論、避免指責加害人

● 兒童可能對加害人的關係感到矛盾困惑

● 兒童可能對加害人有正負向的感受

● 降低罪惡感

保密與限制



重建控制感
給予選擇的權力

● 給予設限行為時，要同時給予其他的選擇

留意基本的健康需求

● 身體的照顧：足夠的食、衣、睡眠、運動等規律照顧

建構、發掘內在的正向資源

● 個性或正向特質、興趣、優勢能力



重建控制感

情緒管理

● 辨識情緒、調節情緒

● 學習增加處理情緒的有效策略

● 示範處理情緒的能力

降低羞愧感與自我厭惡

● 去汙名化

● 處理自責行為

● 性侵害責任歸屬



重建控制感
通報與出庭預備

● 成為社政系統與兒童的橋梁

● 詢問社工該為兒童準備甚麼、當兒童對出庭擔心，要讓社工知道

● 由社工及心理師協助兒童預備出庭

● 讓兒童初步了解通報後可能會發生的事，說明各項程序的目的，

降低兒童的想像焦慮與疚責感。

● 關照兒童出庭後的認知、情緒、行為狀態



小複習
可以說的

● 很慶幸現在你安全和我在這裡

● 這不全是你的錯，傷害你的人需

要被別人幫忙

●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或想法，是正

常的，我能夠理解

● 你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 不可能完全忘記曾發生的事，但

因為有大家的幫忙陪伴，回憶可

以變得比較不可怕

不適合說的

● 能活下來算是幸運的

● 你會走過來的

● 你不應該這樣想/有這種感覺

● 時間可以療傷

● 我知道你的感覺是甚麼



小提醒

● 確認你的角色與介入目標

● 系統合作與轉介時機



如何與兒童談性侵害？
如何談性教育？



兒童保護新觀點



如何談身體自主權？

● 認識身體部位、使用正確名稱

● 只有隱私處才重要？

● 從生活情境、脈絡中練習分辨



身體自主權與界線/限



情緒即界線/限

● 認識與辨識感受

● 正視身體感覺

● 界線有兩種：身體與心理

● 培養表達感受的語言能力



談秘密、揭露

● 減災概念
● 化被動為主動
● 培養友善他人能力

● 「說」的能力
● 「說」什麼？
● 練習再練習！



說「不」之外，建立(求救)名單

我

113

老
師

店
員

阿
嬤

???



相關媒材



相關資源

婦幼保護專線113

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03-332-2111
勵馨桃園分事務所03-422-6558 
勵馨台北蒲公英諮商中心 02-2362-6995



簡報結束，多謝指教



感謝您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