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 99 年度高職學務工作系列活動 
「校園正向輔導管教」個案輔導類範例 

 
育達商職   陳 俞 璇   我說「不」，就是「不」！ 

 

壹、範例架構 

一、名稱：我說「不」，就是「不」！ 

二、目標： 

(一)增進學生對身體自主權的瞭解。 

(二)認識並界定何謂性騷擾、性侵害，及增進其相關法律知識。 

(三)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及尊重他人。 

三、對象：高中職學生 

四、問題類型： 

高一個案對班上女同學有性騷擾的行為，經被行為人舉發。 

五、情境說明： 

(一)被行為人主動至諮商輔導室尋求協助，表示 10 月 22 日她放學留在教室

等別班同學下課，個案亦在教室裡，大約 19 時在與個案聊天時候，個

案前來擁抱她並觸碰她的胸部，她覺得很不舒服，並表示這幾天晚上都

失眠，覺得很害怕。 

(二)個案表示知道該名女同學都會留在教室等人，並承認他是蓄意要嚇她，

亦承認在嬉鬧過程中有碰觸到她胸部，但一切的碰觸都不是蓄意的，女

同學在被碰觸的過程中有制止的動作，個案表示不以為意，以為她在玩。 

(三)被行為人表示因為事件過後的幾天晚上，她都睡不好，一直回想起事件

的過程及害怕黑暗，每天上學看到個案也會覺得噁心，雖然自從事件過

後個案並不會主動接觸她，但她覺得個案並沒有悔改的心意，還到處跟

班上同學說他有摸到她的胸部，讓被行為人感到非常生氣及難過，因此

決定向學校提起校園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調查申請。 

六、採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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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確實，掌握時效： 

    輔導老師知悉事件後，評估此事件屬於校園性騷擾事件，於晤談被行

為人後，當天由生輔組通報校案系統及輔導室通報家暴暨性侵防治中心，

並與被行為人討論提請學校介入調查事宜，減少被行為人的不安感，穩定

其情緒。同時，也告知個案及被行為人班導，針對被行為人的擔心與害怕

做適當的處置，例如：將個案及被行為人的座位調開、安排同學陪伴被行

為人、放學後隔開個案及被行為人的離校時間。 

           生輔組於當天接受被行為人之調查申請後，移至性平會並於 10 月 28 日

召開本案第一次會議，依法組成事件調查小組，10 月 30 日約談雙方當事

人並完成調查報告書，11 月 10 日召開本案第二次會議並做成決議。 

(二)親師溝通，諮商輔導： 

         事件發生後，個案及被行為人各分派ㄧ位輔導老師進行協助與輔導，

避免輔導人員的角色混淆與衝突，輔導老師ㄧ方面同理、穩定、輔導雙方

當事人，ㄧ方面與班導及雙方家長個別溝通。親師溝通，在班導方面，因

雙方同屬一個班級，為降低事件再發生之風險，且顧及雙方之受教權，建

議班導做出適當、急迫之處置，並避免雙方被班上同學貼標籤，或引發對

立之情況；而家長方面，由班導及輔導老師個別向家長說明事件發生過程

及孩子目前的身心狀況，並讓家長了解學校目前的處理進度及未來可能的

處置。諮商輔導，於個案方面，評估個案之身心狀況並適時轉介，安撫個

案害怕受罰的情緒，鼓勵個案向被行為人道歉，並加強其性別教育的認知；

於被行為人方面，穩定其情緒、降低其不安及害怕感，以陪伴為主，必要

時轉介心理諮商師。 

(三)班級輔導，心理評估： 

            因雙方當事人是同班，班上同學以訛傳訛，容易對人或事件產生誤解，

為避免引起班上同學的猜測及對立，除班導的介入輔導外，輔導老師也加

強實施班級輔導，教導並澄清正確的兩性交往觀念及遇到相關事件時應如

何保護自己，事後，個案亦真誠地向被行為人道歉，並承認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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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確定個案之身心狀況，在取得家長同意後，將個案轉介至本校約

聘之博仁醫院身心科主任林宏川醫師評估，經心理評估個案是急欲與欣賞

的異性建立關係，不懂拿捏互動的分際，建議須有ㄧ段穩定的關係陪伴個

案一同處理界限的議題，因此，輔導老師於 1月 11 日將個案轉介至臺北市

政府衛生局社區心理衛生中心張老師基金會，並請家長陪同個案接受定期

心理諮商。 

(四)性平課程，追蹤關懷： 

         同時，依據該案第二次性平會議決議，除個案須接受心理諮商外，另

須開設性平課程導正個案之偏差觀念，因此，由個案之輔導老師規畫八小

時之性平課程，藉由影片觀賞、時事討論、投影片課程、學習單思考與撰

寫等方式，讓個案學習正確之性別教育知識，並內化到自己的言行中。另

外，個案之心理諮商亦在進行中，輔導老師定期追蹤個案的進步情形，並

持續關懷。 

七、進行流程： 

次數 日期 主題 目標 

１ 98.12.8 
安排與心理諮商師 

或精神科醫師晤談 

評估個案是否有生理或心理疾

病因素，影響其認知及行為 

２ 98.12.18 身體紅綠燈(一) 
學習界定自己的身體界線及尊

重他人的界線 

３ 98.12.18 身體紅綠燈(二) 
學習意識到自己的認知(感覺)

不等於他人的認知(感覺) 

４ 98.12.25 同儕性騷擾與性暴力(一)
認識性騷擾的定義，並學習如

何避免讓人產生不必要的誤會

５ 98.12.25 同儕性騷擾與性暴力(二)
學習尊重他人的表達，澄清似

是而非的觀念 

６ 99.1.8 把你的手拿開 藉由影片與討論，學習兩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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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應有的界限及如何表達及拒

絕不當的碰觸 

７ 99.1.8 何謂性侵害 
認識性侵害的定義，並學習如

何避免該情況的發生 

８ 99.1.15 正確的兩性交往 
學習正確的兩性交往觀念及如

何尊重異性 

9 99.1.15 約會強暴 
學習尊重兩性之間應有的交往

分際，也學習如何自保 

八、所需資源： 

(一)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光碟：誰怕性騷擾、show me your love-尊重身體自

主權、愛情先修班-青春四人行。 

(二)性別平等教育方面書籍：臺北市兩性平等教育教材(高中職)、高中職性

別平等教育「愛情重補修」課程教學輔助媒體教師手冊、高中職生的兩

性平等教育讀本「無處不性別」。 

(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律：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

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中華民國刑法。 

(四)學校相關處室與家長的溝通、合作。 

(五)社服機構或專業人員：博仁醫院身心科主任林宏川醫師、臺北市政府衛

生局社區心理衛生中心張老師基金會。 

九、效益評估： 

(一)個案方面： 

    從一開始為自己的不當行為辯解，經過一連串的課程學習、同理輔導、 

心理評估與諮商，以及家長、同學的支持與協助，個案已能承認自己的錯誤、

覺知自己的問題癥結，並承諾改變自己的扭曲認知、不當行為。個案的進步

除了學校資源的協助外，家長的明理、支持與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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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不斷與家長聯繫與溝通，個案有了親師的關懷，更能脫去自己防衛的

外衣，看見並接受自己需要改變的內在部份。 

(二)被行為人方面： 

    一開始到諮商輔導室尋求協助的不安及擔心已漸漸減少，從失眠、害怕

見到個案，到能接受事實、修復自我的意像及感覺、自在的面對個案，她的

進步是我們有目共睹的。除此之外，被行為人的父親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路的陪伴、不責備，表達其關懷、支持的態度，讓被行為人更能感受家人

的溫暖，願意釋放自己的情緒、紓解壓力，進而原諒個案的行為，更能從此

事件中，學習到如何保護自己、勇敢拒絕令自己不舒服的舉動。 

(三)班級方面： 

    班上同學對於此事件從猜測、指責個案，經過班導的說明解釋、輔導老

師的班級輔導及個別諮商，大部分同學已能諒解個案的不當行為，少部分同

學仍不恥個案的行為，雖然每個同學都有表達自己看法的權利，但整個班級

的氣氛仍是友善的，不會故意攻擊個案或給個案難堪，個案及被行為人均表

示生活在這個班級感覺是自在的、不會感受到有異樣眼光的，且雙方當事人

見面已不會有尷尬的情況。 

 

貳、延伸學習 

(一)透過高一生涯規劃課程或其他融入教學課程，可教導學生正確的兩性

交往及性騷擾性侵害相關知識及概念，並透過各種活動、討論或省思，

強調彼此尊重的觀念，學習辨識危險情境及如何保護、愛惜自己。 

(二)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觀念，透過課程融入、專題演講、團體輔導活

動、週刊文宣…等多元的宣導活動，藉由討論不同面向的性別平等相

關議題，讓學生學習從中建立正確的認知。 

(三)加強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補充設備不足的部份，如監視器、緊急求救

鈴，或必要之措施，並定期巡視及維修，避免讓學生感到校園環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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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全、不讓人放心的，另外，也須讓學生了解當遇到緊急狀況時應

該如何自保及有哪些資源可以提供協助。 

 

參、回饋與建議 

    我認為正向輔導就是學習看到學生的優點，也試著讓學生及其家長看見自己

的力量，讓學生重新找到自己能夠努力的方向。這事件從發生、處理到改變，我

發現在親師生溝通的過程中，如果能多點同理、肯定及正向的語言，站在對方的

立場為對方思考如何做才是最好的，對方會比較容易接受我們的建議，也較願意

調整自己的思維方式、試著改變自己的行為。孩子犯了錯，家長理性的力量是很

重要的，所以在與家長的溝通中，不是要讓他一直看見孩子不好的地方，而是要

讓他看到若孩子有哪些改變會讓他變得更好，以具體的建議取代無建設性的指

責，家長會更願意和我們合作。 

 

肆、心路手札 

看到個案的進步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地方，這事件的發生讓我學習去看見個案

不當行為背後的原因，也許隱藏著另一個需要努力的課題，我常覺得探究行為

背後的原因很重要，因為它是一個癥結、是可以嘗試改變的方向，但我覺得賦

予個案正向的力量更重要，可以讓他看見自己並非跌入深淵、一無是處，而是

學習相信自己的力量是可以讓自己變得更好的。在個案輔導的過程中，多給予

鼓勵、陪伴，我相信每個人都有自己修復的能力，我們只要給予正確的引導，

在可被一般人接受的範圍內給予個案發揮的空間，他就能夠找出適合自己的生

活方式。看見個案願意且努力地想讓自己的生活有別於以往，真的覺得他的付

出是值得被肯定的，也很高興他能從此事件中撞擊出不同的樣貌，一個能肯定

自己、重新認識自己的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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