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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重點

• 1.性教育的意義

• 2.性教育的重點

• 3.以健康促進學校為基礎的校園性教育

• 4.社區夥伴關係

• 5.105年計畫需求重點



何謂性教育



性教育‘不是’什麼?

• 性教育並非以情慾為基礎的教育，其目的不在

教孩子慾望的內涵或鼓勵性探索

• 性教育也不是僅教生殖生理或避孕避病的教育，

• 只包含生理知識，缺乏合適核心理念指引的性

教育，對發展成熟的人格特質並無助益。



性，乃人性

• 性教育體認絕大部份的人
都有情慾，情慾是人性的
一部分，

• 對「性」有正確認識是幸
福人生的基礎之一，對
「性」的無知則可能造成
身心健康的巨大傷害。

食色，
性也



性，是人格的一個面向

家庭教育/家

庭功能

情緒衝動的

控制

人際關係能

力

生活事件/壓

力事件

學校生活/學

業成就

對生命意義

的看法/生活

目標

對性別的體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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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影響人格因素的綜合表現



性 生命 心理

生
土

愛

性

獸

(引用晏涵文教授製圖)

然而人之所以為人，乃

因他與其他動物不同! 

“性”這個字是心理與

生理或生命的結合，

脫離了愛與人性的自我

控制，性就成了獸性。



• 因此，性是一種隱私，性教育該以 “愛” 為其核心價

值，交流在彼此相愛並互相承諾的兩個人之間，是

人類得以繁衍的基礎! 

• 性教育也是一種 “品格教育” 或 “人性教育”，教導我

們如何愛惜自己與尊重別人，能提升人性的高度，

並能成為未來人生或婚姻與家庭生活的穩固基礎。



是一種發揚人性，支持美滿家庭生活，並對自己

性行為負責任的教育。

其內涵包括性生理、心理、社會等層面，目的是

要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教育，所以可

稱之為「品格教育」或「人性教育」，也是一種

「愛的教育」。

﹙晏涵文，1995﹚

「全人發展」的性教育理念----

「全人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的定義



全人性教育
愛己尊重人 全人123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策略

一個核心價值: 愛
兩個面向: 自尊、尊人
三道防線: 延後婚前性行為

較安全性行為
事件發生後的求助與處置

性教育應該反映
正面的健康價值



你想許孩子一個怎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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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核心價值

愛 與 尊重 與 負責任



一、性的正向觀

• 當你想到性時,你想到什麼?

• 大部分想到的是狹義的性教育目標

雜交

性病

一夜情

性侵害

以往: 負向性觀

未成年
懷孕



防範 負面性行為 之危害

預防強暴和性騷擾

避免愛滋病及其他性病

避免不預期的懷孕

遇性功能障礙，應儘早求醫治療

引用自晏涵文教授PPT



現在：正向性觀

• 性是一種天賦與祝福

• 是人類得以繁衍的基礎，也是一種愛的表達，使人
感到幸福

• 用正向、健康、尊重的態度談性

• 性是隱私，但，我們可以不用隱晦地去談它

• 性影響我們的健康與福祉，對我們的生殖系統與性
發展有正向的了解是好事



二、全人的性(sexuality)

•性生理

•性心理

•性病理

-性行為偏差(sexual disorder)

性功能障礙(sexual dysfunction)

性傳染疾病(STD)

•性倫理

•性法理

引用自晏涵文教授PPT



美國性訊息與教育協會
（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SIECUS）

SIECUS
性教育
六大面向

ㄧ、人類發展

三、個人技巧 六、社會與文化

五、健康的性

四、性行為

二、關係

全人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六大面向



全人性教育的概念和主題
概念一 概念二

人類發展 關係

1.生殖解剖 1.家庭

2.生殖生理 2.朋友之誼

3.青春期 3.愛

4.身體心象 4.約會

5.性認同與性取向 5.婚姻與終身承諾

6.教養子女



概念三 概念四

個人技巧 性行為

1.價值觀 1.一生的性

2.作決定能力 2.自慰

3.溝通 3.性行為經驗分享

4.決斷力 4.禁慾

5.交涉協商 5.人類性反應

6.尋求協助 6.性幻想

7.性功能障礙



概念五 概念六

性健康 社會與文化

1.避孕 1.性與社會

2.墮胎 2.性別角色

3.性傳染病及愛滋 3.性與法律

4.性侵害 4.性與宗教

5.生殖健康 5.性的多樣化

6.性與藝術

7.性與大眾媒體



主題 內涵

一、性發展 1.生殖系統與保健

男女生殖系統、月經、夢遺、第二性徵、青春期保健

2.性與性別

性傾向、性別認同、尊重性別特質、剛柔並濟的性別角色

二、關係的
建立

3.情感關係
親情、兩性互動的原則、友誼的維繫、愛的意義、約會的原則、分手/
拒絕表達的方法、網路交友的安全

4.身體自主權

身體隱私、身體界線、約會強暴、性騷擾、性侵害

5.個人技巧

價值觀澄清、拒絕性邀約、控制情感衝動、性衝動、全人的性教育、
相關生活技能

三、性健康 6.生殖健康

優生保健、懷孕與生產、避孕、人工流產

7.愛滋病與其他性病

愛滋病、子宮頸癌、淋病、梅毒、其他

四、性與社
會文化

8.媒體與色情

色情訊息識讀、身體意像 (製表:鄭其嘉)



三、在愛、婚姻與家庭的脈絡中

• 性存在於關係中，它無法離開愛、婚姻與家庭的脈絡

• 人，會寂寞、虛空，需要與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

–被無條件的接納

–能在對方的心中居於最重要地位 (愛的排他性)

• 有人想用性來排解寂寞，遊戲般的性、短暫的感官刺
激並不能滿足人心的寂寞，卻加深了虛空感

• 我們需要:了解自己的慾望，管理自己的慾望，設定
性在我們人生中所處的位置



四、認識關係及其的發展

• 愛情的真義

• 愛的意義與內涵、友伴之愛…

• 約會的原則與安全

• 擇偶

• 分手/拒絕的表達

• 婚姻教育

• 家庭



五、學習自我保護

• 了解身體界線與身體自主權,避免性騷擾、性侵害、
性霸凌

• “身體自主權” , 是在教導學生，在自己的身體可能遭
受傷害時(例如性侵害、性騷擾、性行為邀約), 個人有
維護與保護自己身體不受傷害的權力

• “身體自主權” 並非任意妄為使用自己的身體

• “自主” 與 “負責任” 是一體的兩面

• 了解避孕與避病的方法

• 避免青少女懷孕與性病



六、識讀媒體色情的影響

• 識讀色情訊息裡的謬誤、迷思與對人的影響：

• 錯誤的性知識

• 降格的人性—人淪為性行為的動物

• 扭曲的人倫關係

• 物化與貶低女性

• 暴力與犯罪

• 不安全性行為

• 誘發性慾望並導致性犯罪



七、認識性少數

• 性認同與性別認同：跨性別、性別認同不安

• 性取向：同性戀、雙性戀

• 性偏好：暴露狂、戀物癖、戀童癖、異服癖…

• 尊重性少數，然而絕不是由少數的次文化取代大多數的主流
文化

• 但有些性少數是犯罪、違法的，例如暴露狂、戀童癖…需要
被制裁與治療



八、當跌倒了…

• 性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 在愛情或性方面跌倒了或受傷害了，記得要求助、並愛自己
與照顧自己，然後重新站起來！

• 社會要~~關懷與接納受傷害的人，給他們更多、更確定的溫
暖

• 性侵受害人：並不骯髒，也絕非不完整！

• 愛滋帶原者：除去恥辱的記號，鼓勵他們健康面對自己的人生



性教育如何教?

•教師面：

• 澄清自我的性價值觀

• 了解青少年性發展的特徵

• 學習正確地談「性」

• 營造尊重守序的教室氛圍

• 善用活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 持續地增能



學生面：

• 教導正確性知識

• 價值觀的教育以及能力的教育

• 提供機會讓學生做個人、家庭與社會性價值觀與

社會規範的探索與澄清，並建立正確的態度

• 提升學生各樣社會心理能力(生活技能Life Skills)，

培養成熟人格特質，以有效適應環境的變化與壓

力，並能為自己的人生做明智的決定



性教育教學目標

• 1.提供正確的知識

• 2.提供機會給學生檢視自己的性態度與性價值觀

• 3.提供機會給學生發展正向自我概念

• 4.提供機會給學生發展人際關係技能

• 5.提供機會給學生在自我發展與社會互動過程中
所需要的調適技能

• 6.協助學生對性做負責任的決定



生活技能:種類與分類

社交/人際技巧

• 同理心

• 自我肯定

• 有效溝通

• 拒絕技巧

• 協商技巧

• 人際關係技能

• 倡議技能

認知技巧

• 問題解決

• 做決定

• 目標設定

• 批判性思考

• 創造性思考

情緒調節技巧

• 自我覺察

• 情緒調適

• 壓力管理

• 自我監控與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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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不代表前衛，
保守不意味落伍，

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反對兩性不平等現象繼續存在，
也不茍同性放縱、濫交

(引用晏涵文教授ppt)



性健康促進



個人層次

關係層次

社會層次

文化層次

影響青少年性健康的多層次因子



• 以生態學模式建構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生態系統影響模式

製圖: 鄭其嘉

行為改變需考慮青少年所生活的環境之改變



• 1.微系統（micro-system）：包括與青少年近身互動的人際
或訊息系統，例如，家庭、學校、同儕、助人專業者以及媒體
訊息。

• 2.中系統（meso-system）：中系統指微系統之間的關係與
連結。系統與系統間對性的價值觀產生的衝突易使青少年不知
所從。

• Who is the key person? 學校教師、輔導老師等，可以發揮
聯繫協調的角色，成為微系統間的互動溝通管道，並使微系統
間的性健康觀念達成一致。

• 3.外系統（exo-system）：外系統是指與青少年沒有直接接
觸的相關系統力量，如社會結構、經濟力、相關政策、活動與
做法等

• 4.大系統：指更大的社會結構面，如文化價值觀、經濟政策、
政治氛圍等。



學校健康促進六大範疇



製圖:高松景



性教育

性諮商
性醫療
保健

三種專業領域在各層次工作並進行合作與資
源整合，形成一連結緊密的系統與網絡，以
促進青少年性健康。

公共衛生三段預防

青少年性健康促
進牽涉到三種專
業領域，性教育、
性諮商、性醫療
保健



學
校

性教育、宣
導、諮詢

家長、社區內
其他相關夥伴

性諮商/社
工

性醫療保健

以學校為基礎的
「學校-社區-醫院」性健康促進跨領域合作



參考社區組織間結盟行動理論(CCAT)

社區單位共同
合作(結盟)
解決社區問題

漸漸擴增
其廣度



學校／機構
(青少年、家長、

教師)

轉介

服務提供

醫院
(Teens’幸福9號
青少年親善門診)

•性教育宣導

•性醫療保健諮詢與服務

社區
(性諮商師、公家單位
NGO社福團體)

•性教育宣導
•性諮商

•社工

轉介

轉介

服務提供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促進跨領域合作



個人

社會

規範

家庭

教育

同儕
社區

資源

學校

教育

對談 “性” 的態度
對 “教育” 的態度
人際連結的情形

家庭功能: “愛”與“陪伴”
親子溝通的習慣
“性”的隱私觀
親子性溝通:不知如何說

性教育師資欠缺
教師流動率高

可信賴的成年人
適時的協助資源

同儕依附
同儕模仿

偏鄉地區青少年
性健康影響因子



社區發展與增能

• 社區總體營造:

• 用社區發展的方法，讓社區找到自己的解決策略

• 社區增能:

• 青少年增能、領導力訓練

•關鍵人物(key person)

• 訓練訓練者(training trainer)



105年計畫需求重點



一、性教育教學資源網維護

• 1.許多性教育教材(教案、PPT、影音)下載

• 2.時事評析

• 3.性教育Q&A

• 性教育諮詢專線:

• 02-29104090

• 每周二 (5:30-8:30PM)

• 每周六 (1:30-5:30PM)



二、愛滋病防治
教育師資專業成
長研習
(北、中、南)
(草擬議程)



三、結合「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學校健康
促進實施計畫」實地輔導訪視

• (一)、四個示範縣市

• 1.辦理增能研習

• 大手牽小手: 與加強縣
市結盟合作

• 寒假前辦理完成

四個示範縣市 (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 & 五個加強
縣市 (由國教署擇定)



• 本計畫組成輔導訪視團隊

• 輔導訪視人員除本計畫輔導訪視委員以及相關人員外，
需有縣市承辦科官員以及縣市地方輔導委員陪同

2.輔導訪視: 每縣市五人次



• (二)、五個加強縣市 (由國教署擇定)

• 加強輔導，並實地輔導訪視

本計畫組成輔導訪視團隊，與縣市共同規劃輔導訪視時
間、項目、目的與內容，並做成訪視紀錄，期末並做成
縣市具體優缺點建言。訪視參考:

推動縣市校園性教育共識會議之參與並協助學校擬定推動策略

縣市與學校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計畫指導

學校自評表之填寫指導與需求評估協助

校本性教育課程編制

校園性教育活動諮詢

性教育教學模組競賽編寫

成效評量討論與協助等



• 一個中心學校(國中或綜合高中為主)

• 四個種子學校(國小1、國中1、高中1、高職1)

• 1.中心學校

• (1)成立以縣市為基礎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小組，並由
縣市輔導委員進行輔導訪視。委員包含:

 縣市教育局相關官員：教育局(處)督學或科長層級以上人員負責督導。

 學校性健康促進專家學者。

 健康教育國教輔導團教師委員：協助各市中心學校與種子學校發展
性教育課程，如校本課程等。

 各市健康促進學校地方輔導團委員。

 縣市衛生局相關人員及其他機關團體相關人員



(2) 校內師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自主管理，並進行成效
評量（含學校自評表會議）

介紹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教學模組以及自評表內容，
並進行自評表填寫指導。

參加對象：

計畫進行成效評量的中心學
校與種子學校擔任性教育教
學之教師+鼓勵加強縣市廣
邀其他教師或其他學校參與。

南北各一場



(3)辦理全縣市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計畫增能共識會議。

1.「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意義與內涵增能演講」

2.「校園性教育推動經驗分享與策略討論」。

本計畫輔導訪視團隊與縣市政府溝通辦理之具體作法，並實地
參與共識會，給予指導。



(4)參加全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融入領域教學模組競賽及成
果發表會等活動，教學模組競賽至少繳交2案。

• 中心學校繳交性教育教學模組教案至少兩案參與本計畫所辦理之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競賽。

(5)縣市內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資源整合。

• 性教育相關資源彙整與整合，如: 教材、工具、評量、諮詢委員…。



2、種子學校

(1) 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為主題之學校健康促進教學與活動。

• 鼓勵學校進行成效自主管理。

(2)參加中心學校所辦理之各項活動。

• 如：增能共識會、自評表會議、愛滋病防治具體策略會議、輔導
訪視及其他。

(3)參加全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融入領域教學模組競賽及成果發表
會等活動，教學模組競賽每校至少繳交1案。

• 種子學校繳交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教案至少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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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中央及地方輔導團」、「縣市政府業務承辦人員」
愛滋病防治具體策略會議。

第一場: 主要邀請中央輔導團委員。

目的:增能其愛滋病防治教育輔導訪視知能; 討論以健康促進學校
模式為基礎之校園性教育推動具體策略。

第二場: 主要邀請縣市地方輔導委員以及縣市政府承辦人員，並
可廣邀學校業務承辦人員。

目的: 提升其校園性教育專業知能，並透過縣市成功案例分享其
在縣市層級以及學校層級的具體策略，以觀摩成功經驗，作為未
來縣市以及學校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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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防治具體策略會議」議程表（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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