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竹 市 立 香 山 高 中 責 任 通 報 研 習 計 畫 

壹、依據：  

    一、新竹市 10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10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強化責任通報人員相關法令及通報流程之認知能力。  

二、提升學校教育人員專業知能，以增強學生對自我安全之重視及加強自我

保護之能力。  

三、建立學校教育人員對兒少保護相關法令的認知，並了解責任通報的重

要性。  

叁、研習時間：107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9：00-10：00  

肆、研習地點：第三會議室  

伍、研習對象：本校教職員工  

陸、課程內容： 

柒、預期成果：  

    （一）提升教師辨識兒少保護事件的知能，並了解兒少保護機制。  

    （二）經由對話和研討，增進教師輔導知能，讓學生獲得最適宜的照顧。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活動內容  時間  主持人  

兒少保護的重要性與責任通報機制  9:00~10:00  輔導室團隊  



 承辦人：林立為         輔導主任：康永明           校長：謝大才 

兒童少年適用相關法條規定  

1.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為促進 18 歲以下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增進其福利

所頒布之通則性法律，對於各項保護措施、各該主管機關權責皆有明確性範

定，若你/妳發現任何不利於兒童、少年成長事宜，請參閱相關條文並通報之。  

2.家庭暴力防治法：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所制訂之法律，適用

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時。家庭成員定義依法分為四類

及其未成年子女─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

係；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

系姻親。此外，為即時規制加害人及保護被害人，被害人可依法聲請保護令，

提供更完善之保護。  

3.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本法所謂性侵害犯罪是依據刑法第十六章規定。此外，為

避免對被害人二次傷害，詳列其權益維護事項，如診療、驗傷、採證、製作筆

錄、出庭隔離、法律服務、諮商輔導等。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規定，

除配偶間強制性交、未滿 18 歲者對 16 歲以下兒童少年為性交、猥褻是告訴

乃論者外，本章均為非告訴乃論罪，意即經檢察官、司法警察知悉後，即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予以開庭偵辦調查，並逕而決定起訴與否。  

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的行為，

制訂此特別法以規範引誘、容留、媒介、協助、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

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成年為性交易的事件。近年因社會

風氣開放，網路普及，使得兒少可以透過聊天室、留言版、即時通訊等方式自

行達成性的交易。政府基於保護立場視其需要，提供相關之保護、協助、安置

與輔導之措施。  

5.少年事件處理法：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青少年正值易受同儕影響的青春期，

為協助改正偏差行為，對於有犯刑罰行為或之虞的少年/女，少年法院可為情

節輕微不付審理、訓誡、保護管束、勞動服務、安置輔導、感化教育等裁定。  



6.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該法第七章明定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遺棄、身心虐

待、限制自由、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障者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的環境、利

用身障者行乞或供人參觀、強迫或誘騙身障者結婚、或其他犯罪或不正當行為。  

7.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近年來發生多起因父母失業、吸毒、

酗酒、離婚等危機，間接導致兒少不幸事件。經查，此類案件幾乎未經 113

保護專線通報，使得政府開始正視主動預防方案的重要性。因此，若學生家庭

比較複雜，老師可以透過高風險家庭評估表的篩檢，決定是否有轉介社政單位

進行預防處遇的必要。  

 

 



「兒童及少年保護 Q＆A」  

發現疑似兒少虐待、性侵害、性交易等保護案件時，依法，教育人員具有職

務上的義務與責任通報主管機關（社會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依據

各類保護法令規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等，通報人的身份是保密的。  

Q1：欲通報兒少保護案件時，主任或校長卻持反對意見時，老師可以如何處理？  

A：老師若與校方澄清、溝通無效後，建議老師可以個人名義通報當地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縣市政府社會處。若考慮以匿名方式通報，應具體敘明

學生的基本資料、受暴或疏忽情形，避免社工員再行確認時，無法找到通報

人的情形發生。  

Q2：當學生告訴老師他/她受到家暴/性侵害/被疏忽等對待時，老師該如何處

理？  

A：學生不論是無意間透露或是直接告知老師他/她有需要公權力介入保護的情

況時，應立即安排可保護個人隱私的空間深入瞭解。由於兒童、少年判斷事

件本質的是與非、嚴重性、影響程度的能力相對不足，且加害者可能是熟悉

的家人，因此在敘述或面對老師的詢問時，學生的心情可能是忐忑不安、充

滿焦慮與擔心。為了敞開兒童、少年的心房，詢問時首重給予他/她充分的安

全感，藉由肯定的言語、鼓勵的態度，讓兒童、少年瞭解事件的發生不是他

/她的錯、認同他/她說出來的勇敢。其次，老師可以試圖解釋相關法令的保

護內容、可能的處理流程，增加學生的心理準備。並視加害人與學生的關係、

學生家庭狀況，評估是否需要與學生家長討論，蒐集更多具體資訊。  

Q3：當學生希望保密時，老師可以如何處理？  

A：老師與學生會談瞭解時，可以向學生討論他/她想保密的原因，是擔心政府

無法協助？擔心和家人分開？或其他的擔憂。當老師瞭解緣由後，可以再跟

學生進一步解釋法令的規定、可能的處理流程，討論可以因應的方法等。若

討論後學生依舊強烈表達希望保密的意願時，老師應同理學生的心情，或許

他/她還沒有準備好，並尊重學生的想法，但告訴他/她，您會隨時留意、關

心，如果發生急迫的情況時，您仍會作適當的處理。  



Q4：老師如何蒐集資訊？  

A：為了蒐集更多具體的資訊，提升兒童少年陳述的可信度，提高通報表填寫的

完整度，老師可以採用的方式為：  

1.需在可以保護隱私的空間進行詢問，避免讓兒少感到不自在或害怕。  

2.使用簡短、單純、一般性的問句，如「小明，你身上怎麼會有傷痕？是誰

打你的？」，以減少兒少誤解語意的情況發生。  

3.若詢問的問題是關於兒少的被害事件，問題內容若能比較符合他們的知識

與經驗，有助於提升陳述的正確性。  

4.面對猶豫不決的兒少時，除了盡量給予安全感外，千萬不要有施加壓力情

形，如果學生顯得支支吾吾、面透難色，建議可以先讓學生離開，老師再

與家長聯絡，有助於瞭解事件的樣貌。  

Q5：要不要通報？  

A：身為責任通報人，法律賦予教師的角色是「通報」，因此只要發現疑似家庭

暴力、性侵害、需國家保護的學生，且符法條或相關規定之指標，就應通報，

交由社政單位判斷是否開案或轉介相關單位協助。【可參考家暴、性侵及高

風險家庭通報表及相關聯絡方式】  

Q6：通報後，家長會不會遷怒到學生身上？  

A：通常來說，家庭暴力、疏忽或家庭內性侵害行為是持續、循環的，通報後，

或許家長（加害人）會暴跳如雷，甚至有非理性行為出現，可是那是短暫的，

畢竟通報後，保護機制啟動，加害人可能會面臨司法的刑罰、被害人會得到

適當的協助，如庇護安置、法律協助、心理諮商等，是屬於治本的處理方式。

面臨家長可能會有的失控行為時，老師通報時，可以同時教導學生自保的方

法，如不要用言語、行為激怒加害人；隨身攜帶哨子、手機等可以求救工具；

保護自己的頭、臉、頸、胸、及腹部；遇有危急狀況，打 110，或馬上離開

現場，尋找鄰居、路人、親戚協助等。若學校評估可能有危急狀況發生，可

於通報社政單位時特別說明，並與警政、鄰里等相關單位隨時保持聯繫。  

Q7：家長懷疑學校通報，到學校理論時，應該如何處理？  



A：面對家長的情緒，老師、校方除避免以言語、態度激化外，應以堅定的態度、

語氣委婉的方式明確告知家庭暴力、疏忽、虐待等行為是法律明定禁止的，

並表明通報的立場與責任。除了讓家長知道法律的規定，也可以使其瞭解政

府可以協助解決家庭所遭遇的困境，讓家長不會片面的認為校方與公部門的

行為是不友善的。  

Q8：老師發現學生疑似從事性交易行為，但有考量證據不足，無法提交警方處

理，老師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A：如果發現學生是「被迫、被害」從事性交易，縱使證據不足，也應立即通報

主管機關，如社會處、警察局少年隊。如果發現學生疑似「自願」從事性交

易，基於案件性質比較敏感，且需維護師生關係，需以更嚴謹態度處理。輔

導重點建議先從學生的家庭關係瞭解，評估其家庭支持網絡是否可以告知家

長注意其日常行為、交友對象、經濟狀況，並試圖與學生聊天，從言談中判

斷從事的可能性，或與學校輔導室討論可能的處理情形。由於性交易偵辦業

務是由警察局少年隊、分局偵察隊負責，建議可以主動聯繫，詢問警察機關

對該名學生狀況的處理建議。此外，亦可詢問中華民國終止童妓協會、現代

婦女基金會、基督教長老教會彩虹中心，或是郵寄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預防犯罪信箱（台北郵政 80-23 號信箱）。  

Q9：通報時的注意事項為何？  

A：由於通報後，社會工作者仍需訪視、評估，因此不論以電話、書面傳真、或

e-mail 等方式通報，資料盡可能完整，將節省社政單位再次查證的時間與人

力，資料應包括兒少的基本資料（姓名、年齡、電話、地址等）、受傷情形、

受虐史、家庭狀況、生活照顧情形等。  

Q10：我要通報到哪個單位？  

A：教育人員係屬責任通報人員，應於知悉 24 小時內傳真通報單至各縣市政府

社會處或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若需回復處理情形可於通報單上勾選

須回復。若有相關疑問諮詢，可以洽詢各地縣市政府社會處、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非上班時間可撥 24 小時婦幼保護專線 113 諮詢。惟發生立

即性危險時，請打 110，由警察先行處理。  

Q11：學校通報的權責工作為何？應完成哪些責任或負起哪些義務？  



A：學校、教育人員在兒少保護網絡中的權責為：  

1.通報的責任─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第 1 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第 1 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第 1 項、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76 條第 1 項等相關責任通

報之規定，發現任何疑似兒少保護的學生，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  

2.通報的方式─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教育人員應

於 24 小時內填具通報表，以電信傳真等方式通報各主管機關；情況緊急

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 24 小時內填具通報單送主管

機關。  

3.配合調查及提供資料的義務─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7 條第 2 項、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第 4 項規定，通報後，為協助兒少保護案件調查，

教育人員負有配合主管機關並提供資料的義務。  

Q12：通報後，主管機關會作什麼處理？  

A：不論以書面或電話方式通報，主管機關（社會處、警察局、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受理並評估開案之後，會視受害人情況，給予協助安排驗傷、

採證、製作筆錄、聲請保護令、庇護安置等措施。此類緊急處遇流程有社會

工作者或警察陪同，讓被害人在人身安全無虞的狀況下，安心處理相關程序。

其次，針對兒少性交易案件，主管機關（社會處）會立即指派社會工作者陪

同指認加害者、製作筆錄、24 小時內安置於緊急收容中心，並於安置後 72

小時內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後續處遇視法院裁定而定。上述處置流程、

進出場所（如社會局、警察局、庇護場所）、面對的人（如社會工作者、警

察等），對兒童、少年都是陌生的，其心裡難免感到害怕與不安。老師與兒

童、少年朝夕相處，若能陪同、鼓勵，或用他們可以理解的語言解釋可能會

面對的情形，將降低兒童、少年的恐懼感，減少抗拒，有助於整體流程的進

行。  

Q13：通報後，為什麼主管機關沒有積極處理？  

A：有時候，或許通報人會質疑為什麼已經通報了，可是並沒有看見主管機關有

任何的作為，原因可能有：  

1.提供資料不清楚或錯誤，使得社會工作者找不到地址、疑似受虐的兒少。  



2.證據不足或處於法律規範模糊地帶，如身體僅有輕微傷痕，難以判斷是管

教、疏忽或虐待造成。實務上，社會工作者需兼顧情、理、法三者，並尋

求最適當處置。  

3.通報事項不符其服務範圍，如家中有精神疾病需強制就醫者，主管機關為

縣市政府衛生局。因此，若發現通報之後，主管機關未有處理情形，建議

可以主動打電話與縣市政府社會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絡，瞭

解後續處理狀況，若該管機關確實有怠忽職守情事，可向其上級主管機關

反應、申訴。  

Q14：學校通報後，如何知悉或掌握個案後續處遇情形？如社政單位介入協助

後，是否有相關聯繫管道可定期瞭解個案最新狀況？  

A：通報後，如經主管機關判斷需開案處理時，會有主責社會工作者進行相關處

遇、資源聯繫等事宜。若學校、老師欲瞭解該名兒童、少年的情形，可打電

話至主管機關，表明身份，由主責社會工作者說明。惟因屬於保護性案件，

有時社會工作者會基於保密立場，不方便透露細節，如安置地點，也需老師

的體諒與包含。此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9 條規定，若兒童、少年已經

安置，安置期間，兒童及少年之父母、原監護人、親友、師長經主管機關許

可，得依其指示時間、地點及方式，探視兒童及少年。不遵守指示者，縣府

主管機關得禁止之。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時，應尊重兒童及少年之意願。  

Q15：老師在兒少保護案件中，扮演角色為何？  

A：老師在處理學生的兒少保護案件中，可扮演：  

1.傾聽者：同理學生的感受，有耐心地聽學生敘述，釐清心中的疑問、安撫

不安的情緒。  

2.通報者：蒐集相關資訊，通報主管機關。  

3.協助者：在公權力介入處遇階段，老師可以協助安排主管機關訪視、提供

相關背景資料等。  

4.支持者；通報後的處理流程，對學生而言應該是陌生的，老師除了事前的

解釋、安撫外，在處理過程中也可以扮演支持的角色，如時常與學生聊天，



抒發他/她的想法等。如果學生的情緒較不穩定，亦可以請輔導室協助，

安排心理諮商等課程。  

Q16：若班上同學已知某同學發生家庭暴力事件，老師要如何告訴班上同學並做

好即時輔導？  

A：為了避免學生被貼標籤、產生自卑心理，建議老師可以  

1.尊重該名學生想法，是否願意老師在班上討論，或是討論時，該名學生可

以不在場等。  

2.讓班上同學瞭解每個家庭都有其獨特性、差異性，發生家庭暴力並不是該

名學生的問題。  

3.解釋政府目前的法令、處理流程，藉由團體活動或其他方式，讓其他同學

同理該名學生的感受與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