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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 2021 年，羅姓男子在臉書社團發文誠徵

「電競陪玩」打工，以縝密的犯罪手法，

拐騙 14 歲少女應徵，將少女囚禁在自家

住宅 4 樓套房的密室夾層中，並先下藥迷

昏少女，再偷拍不雅照片，還發現訓練寵

物用的電擊項圈，企圖控制少女行動。

● 2020 年，一名男子在網路遊戲結識國三

少女，兩人發展為情侶關係，在視訊時偷

拍少女裸露胸部，並恐嚇「之後由我做

主，以後你要當我奴隸，都要聽我的」，

少女在男方多次恐嚇後不堪其擾報警。

● 2020 年，一名 30 歲的男子以遊戲點數

當誘餌，誘騙未成年兒童直播裸體、自

慰的影片。他透過手機遊戲的討論群組接

近受害人，傳送性感裸照誆稱是自己的照

片，請受害兒少一起視訊自慰。如果遭受

拒絕就恐嚇會到學校找人，讓受害兒童心

生畏懼而就範。

● 2019 年， 18 歲王姓男子透過 LINE 社交

平台誘騙 11 至 13 歲的女孩拍攝裸照，

再用這些裸照來威脅女孩進行性行為，共

涉及 30 多名女孩。該男子最後被警方逮

捕，但這些女孩的隱私和心靈受到了不可

挽回的傷害。

何謂兒少網路性剝削

「兒少網路性剝削」是指，利用網絡對

未成年人進行性侵害、性騷擾、性交易等行

為，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

隨著網絡科技的快速發展，網絡在人們的生

兒少  網路安全嗎？
   談兒少網路性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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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也存

在著許多危害，受害者也日趨增多。

以上這些案例再次證明了兒少網路性剝

削問題的嚴重性，也呼籲社會各界更加關注

這一問題，加強防治措施，保護兒童和青少

年的安全和健康成長。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2 年兒少性剝削

通報的被害人有 1,897 人，較前一年增加

188 人。其中被害人年齡以「12 歲至未滿

15 歲」45.6% 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未滿

12 歲的被害人占了一成，相當於每 10 名被

害人中就有 1 人小於 12 歲。

有七成以上表示是在網路上遭遇的性剝

削，其中以「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物品」1,593 件最多占 85%。

此外，每年平均會有超過 100 件兒少性侵害

案件報案，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數字可

能更高。

兒少網路安全日趨嚴重

近年兒少網路性剝削的檢舉案件增多，

包括兒少私密影像遭散布、販售兒少性剝削

影像或網路誘拐等。也發現，有心人士刻意

偽裝成兒少，在影音平台、社群網站、聊天

室等，表明要與兒少交換私密照，或是以金

錢、有價產品誘拐兒少發生性行為，甚至招

募引誘兒少陪聊、坐檯、援交、打工…等。

 1. 網路色情：利用網路和媒體，傳播兒童色

情圖片和視頻。

 2. 網路性騷擾：在網絡上對兒少進行言語或

行為上的性騷擾。

 3. 網路性交易：在網絡上進行涉及兒少性行

為的交易。

 4. 網路誘拐：通過網絡企圖接觸兒少，進行

詐騙、誘拐、恐嚇等。

真實事件，認識網路惡狼

小米剛升上國中，課業變的繁重讓她

有些適應不良，加上新學校人際關係交友不

順，迷上了賽車網路遊戲。賽車遊戲裡她結

識許多網友，其中有人慫恿她下載交友 app

來聊天，不疑有他的小米覺得無傷大雅就下

載且開始和許多男網友聊天。原以為只是單

純的情緒發洩與陪伴，卻因此踏入深淵。

有位名叫阿森的網友，自稱是大學生，

和小米聊的特別起勁，兩人不久後就以老

公、老婆互稱對方。阿森也主動傳了自己的

照片給小米，一雙大眼睛的帥哥照，立刻擄

獲小米的心。「你也傳張照片來吧！」阿森

這樣對小米說。「可是我微胖，一點也不可

愛」，小米邊說邊傳了照片過去。「微胖的

女生最可愛，抱起來最舒服」，阿森說。

小米第一次被帥氣又熱情的網友追求，

覺得很開心。她覺得自己被關心、疼愛，生

活似乎變得不那麼枯燥了。直到有天，阿森

告訴小米，他最想跟小米做的事，就是傳送

性愛照片，「老婆就是要滿足老公」、「你

要滿足我，或是失去我？」、「你可以去廁

所拍一張沒穿衣服的照片嗎」.....。( 來源：

親子天下 / 專題 / 張益勤 )

網路惡狼 7大獵童手法

一、假意成為男女朋友，要求私密照

有心人士使用交友 APP，假意發展成

男女朋友的親密關係。之後互稱老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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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再要求私密照。會以「老婆要滿足老公」

或是「不滿足我，老公就要去找別人」情感

威脅。有些會先傳送清涼、裸露照片，或是

色情短片，降低青少年對性的恐懼跟厭惡。 

二、成為知心好友，再情緒勒索私密照

加害人會先成為孩子的知心好友，投其

所好，傾聽孩子的聲音，找喜歡的話題聊天，

取得信任後，提出要求私密照，並以「不答

應就不理你」、「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

不願意」來情感勒索，也會說「不要告訴爸

媽就好了」。

三、個資洩漏後，威脅要求私密照

加害人已取得青少年的地址、學校等個

資後，又在聊天過程得知青少年有「不敢讓

大人知道的事情」，便會以此要脅私密照。

有些會以另一個假帳號來鼓勵拍照，「我是

他前女友，我之前也和你一樣不想拍給他，

結果他就到學校堵我、打我，後來我就拍給

他，就沒事了！」但往往拍完交出去，就是

無止盡的惡夢開端。

四、假裝同齡青少年，檢查發育狀況

加害人會匿名假裝成青少年，譬如假

裝是同年齡女生。透過網路聊天先取得信任

後，以「我很煩惱，不知道胸部發育是否正

常？乳頭形狀是對的嗎？」接著主動傳照片

給青少年，使其誤認為本人而受騙，也自拍

一張乳房照給對方。一旦取得私密照後，就

會以「把這照片傳給同學、父母」威脅拍更

多照片。 

五、徵模特兒，要求私密照片應徵

加害人會利用青少年對身體的自信，或

想成為網紅、直播主的心態進行誘騙。謊稱

知名內衣公司，誠徵模特兒拍攝內衣照片，

需要拍攝私密照作為應徵的資格審查，要確

認胸部大小、形狀，看身材是否符合模特兒

條件為由。也有謊稱自己是攝影師，要替公

司徵模特兒、外拍女模拍照。

六、提供減肥秘方，以私密照面試

這類型很常見，謊稱有減肥秘方，要給

私密照片確認身材是否符合服用資格。有些

加害人會設計陷阱，先寄一瓶減肥藥給青少

年，再以「檢測藥效」為理由，騙取私密照。

也有人是在寄減肥藥後，以高額款項勒索青

少年，待青少年表明付不出來時，再要求「以

私密照取代付款」。

七、用私密照交換遊戲點數、寶物或演

唱會門票

加害人會以遊戲點數、寶物，或一票難

求的偶像團體演唱會門票等，進行拐騙，網

路上出現過很多「拿私密照換門票」的情節。

( 來源：親子天下 / 教養 / 張益勤 )

提升兒少的安全意識

為了孩子的安全，家長或師長可以教導

他們以下重要事項：

●不要輕易地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訊，如姓

名、地址、電話號碼、學校等。

●結交網友時要謹慎，要避免約見陌生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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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與網友見面。

●學習辨識不良內容和詐騙行為，如色情圖

片、贊助詐騙、虛假廣告等，不要輕易點

擊或分享。

●要保護自己的隱私和安全，如設定強密

碼、不隨意加入網路社群、不向網友提供

裸照等。

●若遭遇不良網路情況或性剝削，要及時向

家長、老師或相關機構求助。

守護兒少安全的成長環境

網路科技的進步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變得更加緊密，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兒少網路性剝削就是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

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

傷害，更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帶來了重大

威脅。

為了有效地防治兒少網路性剝削，需要

從各個方面入手。第一，家長和監護人應當

重視對兒童的性教育，讓他們在遭受侵害的

時候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並且及時向家長或

其他可靠的成年人尋求幫助。

第二，學校和社區機構也應該加強對兒

童和青少年的性教育，提高他們的警覺性和

保護意識。

第三，政府和法律部門應加強對兒少網

路性剝削的監管和打擊力度，透過制定更加

嚴格的法律條款，有效地打擊網絡性剝削行

為。

最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關注兒童和

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盡可能地提供幫助和支

持，減少兒少網路性剝削發生的可能性。只

有這樣，我們才能共同建立一個更加和諧和

安全的社會，讓每個兒童都能夠健康、快樂

地成長。

參考資料 :

1. 2023/ 張益勤 / 認識網路惡狼 破解網路兒少性剝削陷阱

2. 2021/ 汪志宏 / 學生暑期樂活 「疫」起防制兒少性剝削

3. 2020/ 張益勤 / 每天有 2 名兒少私密照外流，品學兼優

的孩子也受害

4. 2020/ 張益勤 / 揭露！網路惡狼 7 大獵童手法，拒成為

私密照受害者

5. 2019/ 黃天如 / 你的孩子安全嗎？每年上千名未成年兒

少落入性剝削陷阱



6

現今社會，孩童沉迷於手機的問題日

益嚴重，除了影響課業學習外，甚至還會危

及人身安全。之前，一名高雄 14 歲少女，

因手機軟體結識網友，北上赴約後被軟禁四

天，引發大眾熱議。所以如何管控小孩使用

手機，已成為每個家長最擔心與頭痛的事

了。

情竇初開的女孩

前些日子，班上就讀小五的珊妮 ( 化名 )

一進教室就眉開眼笑，說：「老師，我有男

朋友了！我在網路認識一位男生，他跟我告

白了。」我驚訝問：「他幾歲？你們認識多

久？爸媽知道嗎？」「我爸媽知道了，男生

17 歲！」

我真的很擔心，再三追問後，發現兩

人竟然認識不久，對方僅傳照片給她看過而

已，這段時間兩人也僅靠文字互聊，就連對

方的聲音也都沒聽過。

「這樣你就跟他交往？成為男女朋友？

他會不會是 71 歲，騙你說 17 歲？」

「我看過他的照片，他很年輕。」

「照片也可以造假啊，你真的要小

心…！」

「我爸媽說，不要拍不雅照片給對方

看，也不要牽涉到錢，那就可以交網友。」

聽她的陳述，我真是冷汗直流、憂心萬分。

生活態度突然改變了

珊妮是一個非常熱愛閱讀的小孩，嗜書

如命，每天寫完作業，不似其他學生就想聊

天放空或嬉鬧，她總是安靜專注地看著課外

書，一本接一本。因為喜愛閱讀，所以作文

能力佳，參加校內的作文比賽，都能得到好

名次。

然而這學期以來，我漸漸發覺她有異

樣，以往每週品格教育課，她都能因為涉獵

文 / 課輔老師 Alice 老師

星心學苑

網路交友，
千萬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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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而分享出有深度的見解，令人激賞。但是

最近，從她分享及平時聊天的內容發現，幾

乎都是跟網友有關。而寫完作業後，也不再

像以前一樣急著去閱讀，而是疲憊地趴著，

一副無聊、無所事事的樣子，每每一放學，

就急著從書包裡拿出手機看訊息。

我對她說：「怎麼最近都不看書了！」

「家裡和班上的書，我都看好幾遍了，看爛

了，圖書館裡也沒什麼好看的書了！」她回

答。

看她近日的轉變加上交網友的事，於是

我聯絡父母以了解實況。珊妮的父母去年離

異，不過爸爸上晚班，所以放學後，通常媽

媽會回來陪她。

我聯繫上後，媽媽說：「她上了高年級

後，愈來愈沉迷手機，我回來陪她們是想與

她們多聊天講話，但她都在滑手機，每當我

把她手機沒收，她都很生氣地回房間，我也

很苦惱。老師，你跟她爸爸聯絡，他比較管

得動。」我告知爸爸珊妮交網友的事，沒想

到爸爸竟然不知道有這件事，爸爸說：「好

的，我會加強管控，跟珊妮約法三章，若影

響到課業導致功課退步的話，就要沒收手

機！」

學習懂得保護自己

在真實的人際關係中，不管是同儕或家

人，在相處上容易產生摩擦，況且珊妮生性

易怒，又好打抱不平。雖然與網友聊天很有

趣，或許僅就聊天說笑而已，也許這樣的方

式可以讓她感到很開心，不過網路交友還是

存在著潛在的危機。

前幾天珊妮告訴我，她聽我的話跟對方

對話聊天了，聽到對方的聲音，確認是青少

年沒問題。但我還是提醒她：「網路上有很

多假象，不要輕易相信，交網友的任何狀況，

盡量都要讓父母知道，特別是對方有提出任

何要求時，要有警覺性，要注意安全，懂得

保護自己。」

孩子們對社會上新奇的事物，會感到好

奇想去探索，但我們必須讓他們認知其中潛

伏的危險，守護他們能走在健康安全的人生

道路上。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 前身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 於 106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另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107 年 1 月 3 日二度修正部分條

文。條例修正後，受保護的兒童少年範圍擴大，有下列行為一，即為兒童或少

年性剝削：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 資料來源：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

【兒少小百科】何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網路交友，



孩子需要的是同理心的支持，給孩子一

個燦爛的笑容，一句激勵的話語，一種信任

的眼神！就能拉近你我之間的距離，讓愛無

礙。

每當永翔（化名）走進教室，他就會匆

忙的放下書包，再從書包裡拿出零食放進嘴

裡，咀嚼的同時，還不忘滔滔不絕跟我分享

今天在學校或家裡發生的事情，一刻也無法

靜下來。

「別吃啦，趕快過來寫功課，免得寫不

完就要上課了！」

「我就吃一下點心嘛，肚子好餓欸，吃

完就會寫了！」

「好吧！那就再讓你輕鬆一下，吃完就

要趕快寫喔！」

率性自我，如脫韁野馬

但吃完零食，他便開始在教室內四處走

動，彷彿在跟我玩躲貓貓似的，在他眼裡，

我就像是一隻虎視眈眈的貓，而他就是那隻

想要拼命逃生的小老鼠。我好不容易攔住

他，柔性勸導：「我只是希望你趕快寫作業

而已，並沒有要傷害你或強迫你做別的事，

你幹嘛一直躲！」他卻奮力拒絕，搖頭說：

「我不想寫，人到底為什麼要寫作業！」

等他心情較平靜後，我說：「你想先吃

點心，我都讓你先吃了，現在輪到你要寫作

業，你還在那裡躲躲藏藏的，可不可以男子

漢一點，遵守你自己說的話，行嗎？」

這種場景，幾乎每天重演，每次都要和

他交涉好幾次，他才願意坐下來寫作業。直

到有一天，事情出現了轉折…，永翔寫好的

作業幾乎全錯，我整個人也隨之瀕臨崩潰：

「Oh my GOD ！平常要他寫完作業就已經

很困難了，現在他又幾乎全錯，全部要擦掉

重寫，他不氣死才怪！」果然毫無意外，他

知道之後十分洩氣，還死命地護著本子不准

我動，大吼大叫著：「我不訂正！絕對不訂

正！」

危機，就是轉機

「好吧！那不用改了，收起來，既然你

認為沒有錯，那我們就不改！」我並沒有生

氣，只是心平氣和地說，也順便緩和我內在

糾結的情緒。

文 /據點社工 台南關廟

據點故事

溝 通
其 實

很 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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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翔見我態度轉變，似乎有些錯愕，低

下頭沉思了一會兒，好像覺察到訂正本就是

自己的責任，於是默默地打開作業本，慢慢

地擦掉重寫，不敢發出任何聲響。

「以後寫作業，你都只能坐在我前面

寫，這樣遇到不會的題目，就可以直接問

我！」他看一下我，點點頭。

「你有沒有發現你太過急躁，所以常常

出錯？我知道你很想趕快完成作業，但欲速

則不達啊！只要你用心寫，還是可以寫得很

漂亮的，就是因為你貪快，所以常常把字寫

得歪七扭八的，這樣花時間重寫多划不來，

對不對？」

「嗯！」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靜下心來，一次

就寫好，這樣就不用一直訂正了，老師相信

你可以做到的！」

「好！」他的回答溫順許多。

同理孩子的角度，拉近彼此的信任

通過這次深談，永翔遵守約定，每次只

要到了寫作業的時間，都會自動來到我的面

前。在陪伴的過程中，我也適時讚美與鼓勵，

每次都會讓他提升一點自信心與成就感。漸

漸地，他的字愈寫愈端正，訂正次數也越來

越少，不僅是寫作業改善了，連上課的狀況

也更加穩定了。

有時候，孩子不是不能溝通，而是當孩

子看到我們從「他的角度」來出發，瞭解到

我們是真正在乎他的感受時，就會更願意接

受我們的意見和引導，而這樣信任關係的建

立，無非是我們每天願意花時間和他互動，

陪伴他度過無數挫折，一點一滴慢慢架構起

來的。

我陪著永翔度過了寫功課的關卡，但

下一個課題是什麼？還未知，唯一能知曉的

是，我會一直陪著他，直到他可以不畏危險、

不怕困難，勇敢邁步向前走，套句電視卡通

神奇寶貝火箭隊的經典台詞：「白洞、白色

的明天在等著我們！」希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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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有一句著名的諺語：「養一個

孩子，要用全村的力量。（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意思是，教養的

責任不是只在父母身上，而是整個環境社會

都會影響一個孩子的養成。

然而，這在原住民偏鄉又該如何實踐

呢？原鄉不像都市，有招牌林立的補習班，

多數家長因忙於工作而無力教育孩子，部分

學生在放學後，只能在社區的街道閒晃，更

多隔代教養的家庭裡，Vuvu ( 阿公、阿嬤 ) 

們要指導孫子功課著實不易，學校為了提升

孩子的受教品質，紛紛成立了「課後照顧

班」。

課後班陪伴偏鄉孩子長大

課後照顧班時段，通常是中午用餐後到

傍晚，學生不僅可以完成回家作業，老師也

會安排多元課程，使孩子們接受不同面向的

文化刺激，同時也讓學習低成就的孩子們，

擁有不同的舞台展現自我。

由於課後班是協助學生完成課業和品

格的建立，再加上混齡輔導，在班級經營上

不僅有難度，且需要花費更多心力與孩子建

立默契。通過長期關懷弱勢教育，提供物資

贊助，藉由營養師的建議與評估後，採購了

許多營養點心，讓孩子在下午茶時間填飽肚

子，也能作為孩子們表現優良的獎勵。

吃不到就吃不到，反正我家很多

班上的由由 ( 化名 ) 剛升上一年級，哥

哥是情緒障礙特教生，所以他常會聽到來自

哥哥的話語：「走開啊！」「關你屁事！」「你

不要管，你很煩欸！」然而幼小的由由無法

辨識對錯，一律照單全收，甚至模仿和學習

這種錯誤的表達方式。

那天，我一如往常帶著孩子們完成作

業，並進行了多元活動「兒童縫工練習」( 註

1)。由由一向機靈並且自我，稍有不如他意，

例如遇到一些輪流、等待的活動，或被多次

提醒修正言行，便會開始無理取鬧，直接口

文 /課輔老師 李依蓮

孩子的性格建立，自然是由學習和模仿而來，倘若不加以規範，長大後將更加難以約束。

家長對孩子有所規範的同時，也要樹立學習與模仿的好榜樣，以免孩子心理出現「為什麼你可

以、我不行」的疑問。此外，允許孩子犯錯，讓孩子從錯誤中學習正確，唯有讓孩子做錯誤選擇，

並經驗到錯誤選擇的結果，他才會有所學習。

愛在偏鄉
個案故事

學習從信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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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狂語：「走開！」「我不想啦！」「我什

麼都不要！」並進入無限循環狀態。

於是，我想運用點心來獎勵，增加他的

動機，引導他遵守常規，所以刻意提醒大家：

「沒有被老師一直點名，而且認真完成功課

的人，等一下就有機會吃點心喔！」我一面

將表現好的孩子，記錄在黑板上，沒想到他

卻故意晃到我前面，咕噥著：「不吃就不吃

不啊，反正我家很多！」

點心，象徵著被信任與被肯定

接下來的一堂課，他依然是以同樣的姿

態反抗，就像拿著盾牌一樣，隨時與我對峙，

時時唱反調，甚至跑去告訴其他孩子：「記

名字又不會怎樣，老師等一下就擦掉了！」

當放學鐘聲響起，我遵守了諾言，把獎勵發

給列在黑板上的人，由由當然沒有拿到獎

勵，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居然難過地摀

著臉哭了。

當所有人都離開教室去排路隊了，只見

依然他坐在地板上，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那一刻，我了解到，「點心」對他而言，也

許更象徵著一種意義，是被老師信任與肯定

的嘉許。而我相信，此刻由由也意識到兩件

事，一是原來老師真的會「說到做到」。二

是這樣的「零食」在意義上和家裡是不一樣

的。

後來，我蹲在他身邊，好奇問：「由由，

你剛剛不是說反正家裡很多嗎？那你為什麼

現在會這麼難過呢？」他沒有說話，卻感到

委屈的哭著。

理解與信任，幫助孩子走得更遠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呢？為什麼你沒

有得到額外的點心呢？」

「你就對我很兇啊！」「你是說我提醒

你的時候嗎？」他點點頭。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他搖搖頭。

「你是不是一直走來走去，又沒有完成

作業，但老師已經提醒你很多次了，對嗎？」

他沒有回答，只是傷心的哭著。

「即使你現在很後悔，也知道自己錯在

哪裡了，但是老師一樣無法給你點心，因為

我必須說到做到，希望我們下次能一起努力

好不好，加油喔！」

接下來的日子裡，由由在自我主管上進

步許多，雖然還是有失控的狀況，畢竟教育

現場，並非像童話故事一樣，克服難關之後，

就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而此次經驗也讓他學習到，自己的選

擇會決定不同的結果，而這樣的經歷，也對

他發生某些程度的影響力了，未來路程還很

長，祝福他越來越進步！

註 1：《兒童縫工練習》是訓練手眼協調、幫助手部精細動作發展的活動，但大部份家長都不敢讓孩子拿針縫，怕

孩子扎傷。因此，老師特地準備較粗的針，陪伴孩子用毛線在厚紙板上，縫出不同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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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今年 (112) 起將 4 月 20 日訂為

「性別平等教育日」，希望藉此教導學生尊

重彼此差異，營造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一

般學校老師在教學上，大多只著墨於性別認

同或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然而「情感教育」

亦為重要議題之一。

小學生戀愛，是喜歡還是迷戀？

小學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中，有一項目標

為「健康情感表達和互動」，正是指「情感

教育」，亦即「情感關係教育」。

輔仁大學公衛系副教授鄭其嘉在《性別

教育論壇》中提及，人一生都活在關係中，

出生時的「親情」是我們最早接觸的關係，

接著有了同儕而與人建立「友情」，漸漸成

熟而發展出「愛情」需求並連結親密關係。

但許多導師在班級經營上的難處是，不知如

何回應孩子的「愛情」疑問，更擔憂會被保

守派的家長質疑「講太多會鼓勵學生談戀

愛」，通常選擇避而不談。

兒福聯盟在去年（111）進行一份「戀

愛認知暨情感教育調查」，結果顯示 31.5%

的兒少渴望談戀愛，更有 32.9% 曾經交往

過，且超過 8 成交往對象為身旁同學。值得

注意的是，22% 的兒少曾與網路認識的網友

交往。

但孩子情竇初開的戀愛，真的就是所謂

的真愛嗎？是迷戀還是喜歡？其實孩子傻傻

分不清，因為對於愛情充滿憧憬、好奇與渴

望，再加上社會風氣、偶像劇崇拜、網路媒

體的影響，孩子正面臨著諸多困惑與挑戰。

國小情感教育要點

在國小情感教育中，「尊重」、「拒絕」

與「被拒絕」的情感表達是很重要的學習面

向。誰喜歡誰？誰跟誰告白？或誰跟誰在談

文／校服處高專 劉威群

校園服務

小學生的戀愛學分
  -- 談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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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這些是小學高年級生常碰到的問題。

( 一 ) 關於告白：藉由引導對話與體驗活動，

讓學生了解每個人都有喜歡別人的自由

與權利，同時也有拒絕別人的權利。喜

歡他人是很正常與自然的情感反應，不

管對方是否接受你的告白，要學習尊重

他人的決定。

( 二 ) 關於拒絕：在決定是否接受對方告白

時，要仔細思考與評估，不喜歡要學會

拒絕，不要曖昧拖延，拒絕時要同理對

方的心情感受，不可用言語傷害或刺激

自尊。被拒絕是很正常的事，喜歡和愛

都不能勉強。

( 三 ) 關於愛與分享：當接受告白時，就表示

互相承諾與約定，內容是雙方協商的，

例如：分享心情興趣，肢體接觸的程度，

尤其要特別注意尊重彼此的身體及性自

主權。

( 四 ) 關於分手：除了彼此要有充分溝通，學

習用雙方同意的方式結束這段感情。分

手不是因為誰不好或是個人價值被否定

或貶低，而是代表一種決定，培養好聚

好散的分手觀念與健康態度。

戀愛是什麼？越禁止越好奇

面對小學高年級生「越禁止越好奇」

的心態，家長或老師與其一味地擔心，不如

坦然好好溝通，讓他們表達內心真正的想法

與問題。純潔協會以「進班教學」傳遞兒少

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幫助孩子健康理解愛

情，主張「以品格、生命、家庭為基礎之全

面性教育」，促進兒少身心健康適性發展。

進班教學所使用的教材，是取自衛生署

委託臺灣性教育協會研發的《愛情先修班 -

青春四人行 - 性教育教學影片》，是互動式

的影片媒材。

原本是為中學生所設計的課程，但因需

求的年齡層下降，發現小學高年級生也很需

要這樣的課程。我們截取適切部分，在一些

六年級班級試教之後，獲得良好反應。

學校老師回饋

忠義小學陳姓導師回饋：「現在孩子

普遍早熟，不一定要等到國中才接觸這個話

題，在五六年級就對這些話題非常感興趣

了！」

由於網路發達，孩子年紀很小就開始接

觸網路資訊，但還無法分辨對錯。透過進班

互動教學影片，帶孩子一起討論關於愛情的

價值觀，激發更多反思，孩子看得更遠，學

習到帶得走的能力。

「以後若遇到類似狀況，該如何因應、

面對與處理，都非常有系統。孩子們的眼睛

全都亮起來了，從他們的反應中可以看出，

這真是非常棒又正向實用的課程！」陳老師

補充。

幫助思考，如何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

情感教育並不是鼓勵孩子談戀愛，而

是希望學生思考「當愛情來臨時，自己準備

好了嗎？」「我現在真的適合談戀愛嗎？」

還是先好好充實自己，提升內外的能力，讓

自己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之後，再來進行交

往，是不是更理想？

純潔協會提醒，「青春期」是每一個人

必經的路程，對愛情或性有疑問、好奇，都

是非常自然正常的，更是學習愛人與被愛的

關鍵時期，千萬不要草率行事。應通過「情

感教育」來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學會愛護

自己與尊重別人，懂得自尊、自信與自愛，

培養健全的人格為優先。這樣才能真正理解

愛情的滋味，並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採收

更多豐碩美好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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