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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攻擊-認識性霸凌 

「性霸凌」一詞於民國 100 年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使非屬性騷擾但涉

及性別的攻擊行為受到法律規範。性霸凌對受霸凌者影響甚多，但未必每次性霸

凌的發生，都能夠被辨識、通報。為了減少性霸凌事件，且更有效的協助遭受性

霸凌學生。校園中的老師與教官，增加對性霸凌的認識，了解相關法律責任，是

性霸凌防治重要的一環。因此輔導中心以「性/別攻擊-認識性霸凌」為主題，與

老師教官一同認識性霸凌，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性霸凌的定義與行為樣態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5 款，性霸凌指的是透過語言、肢體或

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氣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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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特徵 

通常指「生理性別」的特徵，如第一性徵（生殖器官）、第二

性徵（如乳房、喉結、鬍子等）。 

舉例：同學訕笑並貶抑小玲的胸部平坦。 

性別氣質 

指的是「陽剛」或「陰柔」這組概念，用以形容人們的外貌

及行為表現。 

舉例 1：老師批評小遠「看起來像男人、會交不到男朋友！」。 

舉例 2：李主任公開指責「娘娘腔」學生有礙觀瞻、損害校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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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霸凌者可能的影響 

性霸凌除了是霸凌的現象之一，當中伴隨貶抑、攻擊個人性別相關特質的言

語或行為，同時也是對一個人的否定。當周遭的聲音與自我認知的不同，此時難

免不去在意他人的聲音，開始自我懷疑與自責。更嚴重者，會否定或批評自己的

性別特質。長期累積的情緒壓力與無法自我接納，可能因此造成精神疾患，甚至

生命的消逝。從身體到心理，受到性霸凌者可能的影響包含： 

1. 身心適應問題：心情上害怕、焦慮、沒有安全感，容易受到驚嚇或緊張。失

眠、食慾增加或降低、腹瀉或便秘，造成生活適應不良。 

2. 影響課業學習：恐懼上學、缺曠課、上課無法專注、作業遲交，因此無法順

性傾向 

亦稱性取向，也有人使用性偏好一詞，指喜歡的是男性或女

性，大多數人依受到異性或同性吸引程度不同，落在百分之

百的同性戀與異性戀間。 

舉例 1：大明在小光告白後，罵他「你很噁心ㄟ」、「你這個

死 gay給我滾遠一點，你這個變態！」。 

舉例 2：吉他社同學知道小光的性傾向後，故意在他的抽屜

中留一些「肛交男、死愛滋」等辱罵的紙條，並在背後竊竊

私語。 

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指的是個人認為、或接受自己屬於何種性別。在成

長中漸漸發展對自身的性別認同，認知並接受自己歸屬該

性別。 

舉例：同學因為小幸身為男生卻穿女裝、向男生告白，因此

排擠他並罵他「變態、不男不女」、「死人妖、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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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學習，成績低落。 

3. 自信心與自尊受挫：對自己感到沒有信心，或認為自己沒有價值。 

4. 親密關係受挫：不易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性需求降低，或無法有性行為。 

5. 自殘行為：可能出現自傷行為，或產生自殺意念、計畫、甚至行動。 

6. 精神疾患的產生：如憂鬱症等情感性疾患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面對性霸凌，老師可以怎麼做 

一、提昇性別平權意識，了解性霸凌的影響 

性霸凌的發生，原因之一是社會中仍存在對某些性別特質的負向態度，使得

對它們的議論、嘲笑、與歧視能夠產生傷害。價值觀的改變需要時間，若老師能

在課堂上能夠展現性別友善的態度，鼓勵學生參與與性別平等相關知能課程與活

動，在校園中學習對差異的理解與尊重，便是減少校園性霸凌的第一步。 

即使是大學生，未必能夠了解自己的行為是否構成性霸凌，也不一定明白性

霸凌的代價與所要負的責任。若老師曾有處理過或聽說過的性平事件，可利用班

會時間向同學分享，藉機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法等法律及

其立法用意，使學生理解性霸凌是非法而且是不被允許的。另外在學生出現對性

別特質的不友善行為時，也需立即制止並告知其行為不妥當之處。 

二、當疑似性霸凌事件發生… 

導師若發現有疑似校園性霸凌事件，應立即向學務處通報。通報的目的是為

了使更多資源能協助受霸凌者，同時停止性霸凌行為，進一步讓受霸凌者明白這

並非他的錯。面對校園性霸凌事件，需要團隊協助合作，共同因應與分擔，使性

霸凌事件中的每個人都能獲得應有的協助，更象徵學校願意正視性霸凌。 

面對遭受性霸凌的學生，老師可以試著了解他的挫折、害怕與無助，並給予

支持，讓他知道做錯事的人是霸凌者而非他，能勇敢的說出心事與遭遇。可鼓勵

學生向信任的同學或朋友，表達出對這段經驗的想法感受，減少性霸凌事件的負

面影響，讓這段經驗有機會能成為成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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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霸凌者，老師可以協助者的角色與溫和理性的態度來處理性霸凌行為，

讓學生有機會能說明自己的行為，使其了解自己的行為是否適當，能明白性霸凌

是不被允許的。在對話的過程中，學生需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從理解而非威

脅的角度出發，也可讓老師了解整個霸凌事件的過程。 

在性霸凌事件中，可能會有知情但未參與霸凌的旁觀者。旁觀的學生可能因

為將性霸凌當作平常的打鬧玩笑，或是擔心人際關係的牽扯，而沒有伸出援手。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學生能理解性霸凌中的歧視與偏見，且對抗性霸凌是正當的

行為。鼓勵學生在發現性霸凌行為時能通報與尋求協助，在傷害蔓延前提早制止。 

 

面對性霸凌，老師可以增加對它的認識，具備辨識、提早預警的能力，使學

生能了解性霸凌行為應負的責任。在性霸凌發生後能照顧受霸凌者，減少性霸凌

的影響，提昇學生因應性霸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行政、老師與輔導系統能共

同營造友善校園的氛圍，增加對多元性別的認識與尊重，去除歧視與偏見，讓學

生沒有機會成為霸凌者，因此不會再有性霸凌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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