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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者：

為愛發聲
-愛滋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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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快問快答

擁抱感染者有可能會感染愛滋病毒

愛滋病毒會透過蚊子叮咬而傳播

與愛滋感染者一起吃飯會感染愛滋病

未發病的愛滋感染者具有傳播病毒的能力

進行性行為時，全程正確地使用保險套能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從外表可以判斷出一個人是否感染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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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在什麼情況下會得知校園中
有愛滋感染的學生呢？

學生主動
告訴您

衛生單位
有必要時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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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需要通知老師呢？

身體虛弱
無法上課

學生因回診就
醫而頻繁缺課

情緒低落
不穩定

老師得知後請確實保密並提供學生最大的支持與協助

當感染HIV的學生產生影響在校學習的狀況，衛生

單位在取得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的同意下可告知校

方，尋求校方的協助。

衛生單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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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小凱在網路上認識了一位朋友。
小凱覺得和對方很聊得來，便相約見
面。幾次碰面後，在對方的提議下發
生了無套性行為。但之後，小凱就再
也聯絡不上對方。

後來，網路上有人建議小凱最好去做
愛滋病毒篩檢看看，小凱抱著不安的
心情前去做愛滋篩檢。透過篩檢前諮
詢，才知道發生不戴保險套的性行為
是這麼危險的一件事……

小凱是您任教班上的學生。

某天，他跑來找您，一臉憂愁、欲言又止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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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我可以把小凱轉介
到輔導室嗎？還是通知生教組呢？

這件事有需要
通報性平嗎？

腦袋一片空白

我可以如何協助
小凱呢？

我需要通知家長嗎？

老師，聽完小凱的傾訴

您心裡第一個浮現的想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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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紛亂的思緒，老師們可以…

尋求資源

有任何疑問 可撥打全國愛滋病諮詢專線 0800-888-995

陪伴、支持學生

陪伴、同在 保護當事人隱私

了解、認識愛滋病

越多的了解，越能避免過度的擔憂與錯誤迷思

安穩自己

照顧好自己的情緒，才能給予學生最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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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做的兩件事

輔導
學生

告知
家長

學生主動告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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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信任向您傾訴
他是愛滋感染者/疑似愛滋感染者

詢問學生是否願意告知家長或監護人

非經當事人同意，
不得通知其家長/監護人

得於輔導人員及醫護人員
協助之下告知家長/監護人

學生主動告知時

我需不需要通知家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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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學生 成年學生



老師可以做的兩件事

輔導
學生

告知
家長

學生主動告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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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擔心自己可能感染 HIV 的學生

學生可能因曾經發生過高風險的行為，不了解愛滋的傳染方

式或是對愛滋的恐慌，而擔心自己可能感染愛滋……

同理 澄清 篩檢

同理學生產生的害怕、
擔心、不安情緒，讓
學生的情緒平穩下來。
老師可以：「我知道
你現在心情一定很混
亂、不安，不過老師
很高興你信任我，願
意跟我談一談」

若學生願意，可詢
問「你為什麼覺得
自己感染HIV呢？最
近發生了什麼事
呢？」，；並根據
學生的回答進一步
澄清其對愛滋的認
識。

讓學生理解能準
確判斷是否感染
的唯一方式是透
過愛滋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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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知道前來尋求協助的學生曾從事高風險的

行為，則有義務提醒學生進行愛滋篩檢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護條例」第15條：

主管機關應通知下列之人，至指定之醫事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諮詢與檢查：

一、接獲報告或發現感染或疑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

二、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行為、共用針具、稀釋液、
容器或有其他危險行為者。

三、經醫事機構依第十一條第三項通報之陽性反應者。

四、輸用或移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血液、器官、組織、體
液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檢查必要者。

愛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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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小凱打電話詢問篩檢結果，最
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檢驗結果為陽性。

小凱很害怕，害怕被學校退學、害怕被同
學排斥以及面對家人對他的失望……

小凱不知道該怎麼辦，無助地跑來向您傾
訴他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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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已經確診感染 HIV 的學生

面對確定感染愛滋的情況，學生會產生不安、害
怕的情緒與對未來生活的疑問……

老師可在學生同意的意願下，給予陪伴與支持。

同情 咎由
自取

不停
追問

不停
勸導

小題
大作

同時，老師盡量避免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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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與等待
讓學生知道你沒有放棄他

進而學生也許就不會放棄自己

學生主動告知

感染者在知道病情後多會經歷【抗拒-否認-憤怒-
接納與共存】的四個階段。
在感染者學生還沒準備好進入下一個階段時，安靜
的陪伴與等待有時也能產生一股很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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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有問題
我可以這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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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師，我會不會因為感染愛滋而被退學？

A :不會。

讓學生了解HIV主要的感染途徑為不安全的性行為、血液
傳染及母子垂直感染。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如：一起
上課、吃飯、打球、游泳、擁抱、握手等，皆不會傳染給
他人。

因此，學校也不能因為感染愛滋病毒，而給予不公平的差
別待遇，甚至要求其退學、轉學、休學、不得到校及記過
等處分措施。
根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護條例」第4
條第1項，對於「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
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
不公平之待遇。」違反者依該條例第23條，處30萬至150萬元罰
鍰。

愛的法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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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師，我可以繼續住在學校宿舍嗎？

A:當然可以。

讓學生了解其實他就與一般的學生一樣，擁有所有就學的
權益，學校均不得剝奪。

根據教育部「各級學校防治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及保障感染者
權益處理要點」規定，設有學生或教職員宿舍者，不得因當事人
已感染或疑似受感染，藉故取消當事人住宿資格或不公平之住宿
資格條件。

愛的法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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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師，我有需要告訴別人我是愛滋感染者嗎？

A:這是屬於個人的隱私，不需要主動告知別人。

若不小心被他人知道，學生可以要求對方不得散播感染者
之身分。對方若散播消息則會觸犯法令。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
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並將愛滋傳染於其
他人，是有刑責的，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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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師，我感冒去看醫生時需要告知醫護人員，
我是愛滋感染者嗎？

A：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醫療院所可以對感染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觸者實施調查，
但實施調查時不得侵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隱私。

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拒絕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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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學童事件（1994 年 8 月 24 日）

「老師！我想一個人到樹下吃飯，因為
我害怕同學們看到我害怕的樣子…」

一個年僅10歲的孩子，因為愛滋病史遭到媒體曝光
，默默承受不該有的壓力。

在當事人及其家屬皆不知情下，一則新聞引起澎湖
當地民眾的恐慌。記者一面在媒體提醒「愛滋兒可
能在澎湖曝光，病家恐遭二度傷害」，一面拼命挖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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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學童事件（1994 年 8 月 24 日）

事件曝光後，衛生署召開記者會，詳細交代當
事人如何因車禍輸血而感染愛滋，只差沒有指
名道姓、公開就學校名。

開學後，部分學童家長透過民代，向教育部陳
情要求隔離患者。

後來，經希望工作坊(民間關懷愛滋團體)呼籲正視
學童的人權，患者得以回校上課。不過，整間
教室只剩老師與愛滋學童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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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就是維護其基本人權

感染
者

就學
權

居住
權

就醫
權

隱私
權

就業
權如果偏見、誤解是一種病

讓大眾擁有知識就是解藥

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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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一個善意的舉動

成為一股社會暖流

鼓勵感染者勇於走入社會

邁向三「零」為目標

零歧視

零成長 零死亡

去愛滋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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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世界愛滋日

最初由紐約慈善藝術團體於1991年發

起，紀念因感染愛滋病而死亡的朋友

們。紅絲帶象徵著希望，代表大眾一

同為愛滋戰爭努力。

許多的愛滋感染者生活在不安與痛苦

之中，透過紅絲帶讓我們表達對愛滋

病患感染者及其照顧者的關懷與支持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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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響應愛滋關懷

圖片來源：黃宗茂/大紀元

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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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醫療院舉辦關懷愛滋活動

疾管署大樓點燈呼喚愛

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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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高中創意隊呼 營造愛滋友善環境

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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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給我一個擁抱嗎？

一個微小的動作 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

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圖片來源：如果是你ifiwereyou/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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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先行 從我做起

我想對愛滋感染者說…

假如老師是影片中的路人
您想對感染者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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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疑問我解惑

青少年性教育諮詢專線
02-29104090

全國愛滋諮詢專線
0800-88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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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一天都是世界愛滋日

做善的事，每天都是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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