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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本校七年級三個班級學生 人數 七年級共學生 69人 

 

 

 

 
執行策略摘要 

1. 組織學校性教育工作小組，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六大工作範疇、學

校本位、在地化的校園性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案，永續推動健康促

進學校工作。 
2. 評估學生性教育問題─網路交友安全之現況與需求，探究「素養導向」

課程模式，運用生活技能融入健康促進學校策略，實施課程方案。 
3. 執行校園性教育計畫方案與實證基礎之行動研究，透過量化與質性、

總結與形成性之成效評估，提出改善建議，以持續精進與推動校園性
教育工作。 

 

 

 

 

 

 

 

 

 

 

 

 

 

執行內容 

1. 學校衛生政策 

1-1 成立「校園性教育推動小組」，召開會會議擬定計畫 

1-2 擬定實施計畫與活動，並列入學校行事曆中 

1-3 校園性跨領域課程結合。 

1-4 參與110屏東縣健康促進性教育工作坊 

2. 健康教學與活動 
3-1 辦理性教育親師座談會：性教育-網路交友入班教學與宣導 
3-2 辦理新生訓練性教育活動：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宣導 
3-3 辦理性平教育週活動：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3-4 辦理自我保護週活動：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 

3-5 辦理性教育課程融入資訊課：「網路交友程式設計」主題課程 

3-6 辦理性教育課程融入健康課：「網路交友桌遊」主題課程 

(使用110健康促進性教育校群增能工作坊所提供設計之桌遊) 

3-7 辦理性教育課程融入公民課：「網路交友辯論」主題課程 

3-8 辦理性教育課程融入表演藝術課：「網路交友變聲app」主題

課程 

3-9 辦理性教育護理師宣導：「網路交友小蘋果」主題課程 

4. 健康物質、社會環境 

4-1 設置性教育主題網頁、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4-2 結合友善校園、安全校園相關活動之推動 

4-3 校慶結合屏東基督教醫院護理師宣導活動(網路交友) 

5. 社區/家長關係 

5-1 與結盟辦理性教育─網路交友與愛滋病防治入班宣導 

5-2 提供家長性教育相關之親師座談會、網路交友安全親職教育宣導

課程 

5-3 校慶系列活動-網路交友活動設計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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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出推

論統計t 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頇填) 

研究工具:  

參考龍芝寧老師提供105 學年度積穗國中性

教育-網路交友安全前後測問卷 

前後測時距: 3 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後測值
M(SD) 
或  

t-test 結果簡述 備註 

 
網路交友

性騷擾防

制素養 

  

3.34 

(83.5%) 

   

3.55 

(88.8%) 

t 檢定分析，網

路交友性騷防

制素養呈現顯

著進步

(*p<.05) 

1. 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防制素

養表現率(共1 1 題)為88.5%表示

認同程度介於「同意」與「非常

同意」之間，達校本指標85%。。 

2. 學生整體網路性騷防制素養表現

得分呈現顯著進步趨勢。 

3. 學生對於11題的網路性騷擾防制

素養分數皆有提升，分數為3.2以

上。 

 

 
 

1. 描述性
統計 
類別資料以
次數、百分
率方式描述
分佈情形， 
等距資料
以平均 
數、標準差
描述各變項
分佈情
形。 

 

2. 推論性
統計 
以配對 t 
檢定檢定
教學方案
介入對學
生素養、
自我效 
能、行為
意向之效
果。 

 
網路交友

性騷擾防

制自我效

能 

  

  

 3.95 

(79.0%) 

  

  

4.12 

(82.4%) 

t檢定分析，

網路交友性

騷擾防制自

我效能未達

顯著進 
步 

1.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

自我效能率(共 10題)為 82.4%， 

  表示趨於「很有把握」，達校本指

標 80%。 

2.學生整體性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

我效能的得分整體的自我效 

  能分數提高情形，未能達到顯著

進步。 

3.10題分數提高情形，有 3題自我

效能達到顯著進步程度，包括： 

  第 1題「我會直接關掉訊息」、第

2題「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 

  第 4題「我會更改帳號」等。其

餘 7題自我效能分數雖有提高， 

  但未能達到顯著進步。 

 
 

網路交友

性騷擾行

為意向 

  

  

4.39 

(87.8%) 

  

  

4.37 

(87.4%) 

t檢定檢定分

析，網路交友

性騷擾行為意

向未達到顯著

退步 

1.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行為意

向率(共 6題)為 87.4%，表示趨 

  於「不太可能」，未達校本指標

89%。。 

2.學生整體路交友性騷擾行為意向

整體的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 

  行為意向是降低情形，未達到顯

著退步情形。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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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1. 本前後測成效評價量性問卷工具為「屏東縣高樹國中110學年度健康促學校性教育-「網路安全

─性騷擾防制調查問卷」 

2. 內容包括「素養」、「自我效能」、「行為意向」等3個向度，並呼應正向心理健康五正指標-

「正向情緒」、「正向關係」。 

網路性騷擾防制課程教學滿意程度評估 

1. 本大題教學滿意程度分為兩部分：「幫助程度」共計7題，「喜歡程度度」共計5題。 

2. 經後測統計結果分析，學生對網路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教學之的滿意度如表3-5，整體而言滿意程度都是趨於正

向評價。 

3. 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滿意程度：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高達99.5%，達到校本指標85%。 

4. 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滿意程度：喜歡與非常喜歡有96.2%，達到校本指標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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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推動-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之課程實施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根據黃葳威(2021)台灣青少兒價值觀與上網趨勢報告。結果發現，小三至大四的在學
生，每週使用手機及上網的時間達39.3小時，是10年前的3倍，其中63％經常造訪社群網

站，近50％是獨自上網，推估全台12.6％的青少兒會透過交友網站認識陌生網友。青少年隨
年齡增長，接觸色情媒體情形也增多，這次「2021台灣青少兒價值觀與上網趨勢報告」的幾
個研究發現，全台有63%會上社群網站的兒少，其中會上交友網站的佔20.7%，推估全台有
12.6%的青少兒會上交友網站認識陌生網友。家長本身忽視網路安全教育，政府也未積極
納管，導致兒少網安問題日益嚴重，根據衛福部資料，2020年兒少性剝削約有1600
多件，2020又比2016年增加快4成，而2019疫情年光是上半年就有900多件，而且數

位性暴力比例佔大宗，可見兒少網安問題非常嚴重。因應青少年性教育的新興議題─
網路交友，期能教導學生網路交友安全素養，以避免網路性騷擾是保護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重要策略。 

本研究旨在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模式，融入「生活技能」健康教學，結合「課
程融入」策略，研發與實施「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性教育主題課程，研究主要目的
有：（1）增進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之網路安全素養(2)提升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防
制與因應的自我效能(3)降低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之行為意向(4)學生課程融入健康促
進議題之滿意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施方法與步驟，（1）診斷問題－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網路交友安全現
況與問題，進行文獻探討與掌握學生教育需求。（2）發展策略－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
共識與整合資源，訂定介入課程計畫與教育活動。（3）執行方案－啟動與深耕： 納入學
校行事曆，健促學校六大範疇整合，實施主題課程、融入生活技能、結合家長參與與
社區結盟。(4)評估成效－鑑賞與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量化問卷以及質性
回饋蒐集，藉此評估方案成效。 

三、研究發現 

本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之性教育主題課程介入，由問卷進行前後測發現：  

(1) 顯著提升學生整體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素養(*p<.05)，整體平均分數由3.34(83.5 )提升

到3.55(88.8%)，並達到校本指標(85%)，(2)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未達顯著進步，

整體平均分數由 3.95(79.0%)提升到 4.12(82.4%)，且達到校本指標(80 )，(3)降低網路交友
性騷擾的行為意向未達到顯著退步，整體平均分數由4.39(87.8 )下降到 4.37(87.4%)， 但未能
達到校本指標(89 )。 

有關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主題課程」幫助程度為99.5%，達校本指標85%；有關學生對
「網路交友安全主題課程」滿意程度為96.2%，達校本指標85%，以上成效均達校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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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團隊之職責與分工 

組織工作小組、凝聚共識，將「健康促進學校」概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生，以作為推展校園網路性

騷擾防制教育的基礎。本校工作小組成員整合學校行政人力（表 1），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規劃、

討論與協調工作之執行，監督瞭解各項性教育計畫工作之推動情況。 

表(1) 高樹國中「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教育計畫工作小組分工一覽表 

職稱 姓 名 工作項目 

指導專家 龍芝寧 主任 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 

 
召集人 

 
陳亮谷 校長 

1. 領導及推動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計畫。 

2. 核定各項推動策略及其設備事項。 

3.主持定期工作會議。 

4.負責代表學校與校外有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副召集人 呂曉如 學務主任 1.襄助召集人規劃辦理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計畫 

相關事務。 

3. 規劃執行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計畫及相關活動 

4. 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發表 

行動研究
召集人 

 

林姿華 體衛組長 
1. 行動研究問卷調查與分析 

2. 評估成效、提出建議與檢討 

3. 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推動 

 
健康服務組 

盧中原 輔導主任 

邱家鈴 輔導組長 

專輔教師 洪雅汶 

1. 提供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資訊、健康諮詢與轉介輔 

導。 

2. 辦理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小團輔。 

3. 落實三級輔導機制。 

 
健康教學組 

鄭詠芯 教務主任 
林姿華 體衛組長 

王鈺嵐 輔導老師 
鄒岳宏 健康老師 
宋潔如 公民老師 
陳政文 表藝老師 
屏基護理師 林美珍 

1. 研發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主題課程與教材。 

2. 實施大單元統整性教育課程與教學。 

 

 

健康活動組 
呂曉如 學務主任 
林姿華 體衛組長 
彌勒德決 校護 
年級導師與學生代表 

1.配合行事曆，規劃與辦理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方案各項校
園活動。 

物質與社會
環境組 

盧中原 輔導主任 

邱文永 總務主任 

1. 設置網路性騷擾防制主題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2. 整合與網路性騷擾防制教育相關之友善校園、安全
校園與性別平等教育等活動。。 

 

社區關係組 
呂曉如 學務主任 

盧中原 輔導主任 
家長代表 

1. 引進社區教育資源，進行策略結盟。 

2. 辦理網路性騷擾防制主題之親職教育活動。 

3. 提供家長校園網路性騷擾防制育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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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行動與介入方法 

本行動研究實際行動根據工作計畫與行事曆，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各項工作，範疇涵蓋：政策與組

織、課程與教學、校園活動、家長參與、社區結盟、健康服務與支持性環境等，說明如下：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1. 小組工作會議 (一)(表 2) 

110.08 2. 校園「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行動研究計畫擬定 

/ 3.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增能社群工作坊 (一)(表 3) 

110.11 4. 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教育宣導入班教學宣導(表 4) 
 5. 親職教育週：家長日網路交友安全教育 (表 5) 

6. 新生訓練-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宣導(表 6) 

 

110.11 

/ 

111.01 

 

1. 校慶系列活動-網路交友活動設計闖關(表 7) 

2. 性平教育週：性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結合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表 8) 

3. 自我保護週：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表 9) 

4. 性教育課程融入資訊課：「網路交友程式設計」主題課程(表 10) 

5. 性教育課程融入公民課：「網路交友辯論」主題課程(表 11) 

6. 性教育課程融入表演藝術課：「網路交友變聲app」主題課程(表 12) 

7. 性教育課程融入健康課：「網路交友桌遊」主題課程(表 13) 

(使用110健康促進性教育校群增能工作坊所提供設計之桌遊) 

8. 性教育護理師宣導：「網路交友小蘋果」主題課程(表 14) 

9. 「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前測問卷設計與實施 

 

111.01 
/    

111.03 

1. 課程融入小組工作會議(二) (表 3) 

2. 「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後測問卷設計與實施 

111.03 1. 前後測問卷分析統計 

2.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增能社群工作坊(三)(表3) 

111.04 1. 量化與質性成效分析、彙整 

2. 撰寫行動研究成果報告、建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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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工作小組會議 
 

 

 

 

 

(一)110.10.20召開會議討論工作目標，完成工作計畫 

書，將重要工作行程列出，並與學校行事曆結合 

(二)111.04.18「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計畫 

工作檢討與前後測問卷統計結果報告與分析 

   (表3)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增能社群工作坊 
 

 

 

 

 

110.11.12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增能社群工作坊(一) 111.01.06 性教育增課程融入小組工作會議(二) 
 

 
 

111.03.09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增能社群工作坊(三)_性教育教師社群桌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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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全校宣導全校入班教學宣導 
 

 

 

 

  

  
110.10.27 社區結盟世界婦女協會進行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教育宣導全校入班教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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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性教育親職週：班親會性教育宣導/網路交友安全教育 
 

 

 

 
配合家長日重大行事導親職教育週 

 110.09.25 性教育/網路資安宣 

健康物質環境營造-性教育親職教育資訊 

110.09.25 性教育/兩性平等宣導 

 

(表6)新生訓練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校宣導  
 

 

 

 

 

 

110.08.25 新生訓練進行愛滋病防治／網路交友安全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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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校慶系列活動/性教育宣導網路交友活動設計 
 

 

 

 

 

 

 

 

配合校慶社區宣導活動 

 110.12.17 性教育/網路資安宣 

配合校慶社區宣導活動 

 110.12.17 性教育/網路資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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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性教育性別平等宣導： 結合美和科技大學/班級性教育宣導 
 

 

 

 

 

 

  

結合社區資源-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 

 110.12.23 性教育/網路交友宣導 

結合社區資源-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 

 110.12.23 性教育/如何拒絕性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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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黃耀平律師宣導 
 

 

 

 

 

 

 
 

 110.10.27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黃耀平律師/網路交友防法治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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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性教育課程融入資訊課：「網路交友程式設計」主題課程 

屏東縣立高樹國中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網路交友融入資訊課程行動研究 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網路交友SCRATCH遊戲設計 

學習內容 

資P-Ⅳ-1:程式語

言基本概念、功能

及應用。 

實施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間 4節 

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教學目標 

一、 透過Scratch設計網路交友遊戲專題 

二、 透過遊戲闖關認識網路闖關認識網路交友的潛在危機 

三、 將健康促進網路交友融入資訊課程 

四、 培養學生建立資訊安全素養 

教材分析 

在資訊軟硬體如此便利的情況下，每個學生幾乎都會上網，學生透過上網社群交

友，網路帶來許多社交生活上的便利，但相對的也存在許多風險，譬如:網路性騷

擾、網路交友、網路援交事件頻傳，透過資訊課程的遊戲設計讓學生認識網路交

友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如何安全的保護自己。 

教學資源 康軒出版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網頁 

教 學 流 程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2-3 

3-4-4 

2-3-9 

2-3-6 

3-3-5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研讀教學教案。  

    2.準備教具（網路交友相關影片）。 

    （二）引起動機 

      1. 老師首先詢問同學是否曾經透過網

路平 台、家族聊天室、部落格等網站或其 他

網站，認識或結交朋友？有多少人 和網友見

過面？ 

      2. 觀看網路交友注意事項教學影片 

 

 

報紙新聞

事件 

 

網路資源 

 

 

 

資訊安全

素養網站 

 

10分 

 

 

 

 

 

 

15分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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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發展活動 

（一） 使用電腦教室設備 SCRATCH 程式設計學習

遊戲設計創作融入網路交友課程 

（二） 遊戲設計 
    1. 說明遊戲的組成，包括故事塑造、角色選

定、網路交友畫面設計、音效搭配。 

    2. 闖關遊戲：網路交友就像一條道路必須通

過重重阻礙才能達到安全連線，在遊戲過程當中

主角會遇到贈送禮物、金錢、各種誘人的訊息，

闖關者必須保持冷靜才能過關成功。 

    

      ～第一節結束～ 

 

（三） 舞台背景設計、闖關角色設計 

1.舞台繪畫設計 

2.闖關者大頭設計，透過簡易去背功能，可

以將闖關者變成自己的頭像， 

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第二節結束～ 

 

（四） 舞台、各種角色程式寫入 

1. 在闖關過程中，每次遊戲必須在 60秒內

完成，否則遊戲就會失敗。 

2. 角色設定三條生命值，如果遇到障礙物

也會讓自己的生命值減1。 

3. 介紹SCRATCH「重複無限次」積木的功能

與常見應用。 

 

        ～第三節結束～ 

 

（五） 場景切換程式寫入、設計遊戲音效 

    1. 介紹Scratch中，廣播的用途： 

      (1)角色對話。 

      (2)切換場景(闖關成功、失敗畫面)。 

      (3)完成按鈕的功能設定。 

    2. 加入背景音效，闖關成功畫面音效、闖關

失敗畫面音效。    

    3.遊戲完成測試活動 

               ～第四節結束～ 

 

 

 

 

 

 

 

 

 

 

 

 

 

 

 

 

 

 

 

 

 

 

 

 

20分 

 

 

 

 

 

 

 

 

 

 

 

 

 

45分 

 

 

 

 

 

 

 

45分 

 

 

 

 

 

 

 

 

 

30分 

 

 

 

15分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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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課-融入健康促進網路交友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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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性教育課程融入公民課：「網路交友辯論」主題課程 

健康促進協同公民科教學活動設計表 

教學主題 
社會生活中的公民德性延伸教學-

是否贊成網路交友辯論 
設計者 宋潔如 

教學對象 國中七年級 教學時數 1節課（每節45分鐘） 

設計理念 

希望藉由辯埨： 

1.自主行動，進行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2.溝通互動，表達 

3.社會參與，藉由辯論組隊分工，完成團隊合作。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青少年期望被了解，被認同，有朋友或關係更密切的人相伴。 

2.容易受到網路或同儕的影響，缺乏正確的判斷思考與價值觀，在關係建立上

產生過度想像。 

教材來源

參考 
康軒文化社會領域教學課程設計 

融入議題 健康促進 

教學目標 

1.認識社會化的重要性與主要途徑。 

2.了解網路交友的意義及參與成員。 

3.肯認真積極合作及參與討論。 

4.反思學生在網路上應該具備安全觀念。 

 

 

教學活動流程 
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多元評量 

準備階段    

課前準備 

1. 於前一堂課先說明辯論方式和資料蒐集方式，

一個星期準備資料收集。 

2. 請大家說一說在收集正反方資料時有沒有遇到

問題？資料收集和分析過程有沒有困難？ 

3. 請小辯士準備。 

10分  口語表達 

發展階段    

主要內容／活動 

進行辯論： 

1. 先由正方 1進行贊同網路交友的理由陳述，計

時 2分鐘。 

2. 由反方 2 提出詰問，正方 1 回答，計時 3 分

鐘。 

3. 開放現場同學進行詰問，計時 3分鐘。 

4. 由反方 1進行不贊同網路交友的理由陳述，計

27分 

 

 

 

 

 

 

電子白板、

計時碼表、

提醒鈴 

 

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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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2分鐘。 

5. 由正方 2 提出詰問，反方 1 回答，計時 3 分

鐘。 

6. 開放現場同學進行詰問，計時 3分鐘。 

7. 正方 3提出結辯，計時 3分鐘。 

8. 反方 3提出結辯，計時 3分鐘。 

 

總結階段    

進行投票及完成學習單： 

你覺得辯論正方和反方法一方說明比較吸引你？原

因為何？請完成學習單。 

 

8分 學習單 

 

紙筆作業 

 

 

活動照片 

 

 

正方陳述 反方陳述 

 

 

詰問 反方結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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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辯 老師指導 

  
學習單    

 

在聽完

正反兩

方對於網路交友的論點後，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贊成網路交友，因為： 

 

 

 

 

□我不贊成網路交友，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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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性教育課程融入表演藝術課：「網路交友變聲app」主題課程 

 

屏東縣立高樹國中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網路交友融入表演藝術課程行動研究 教案設計 
單元名稱 聲音變變變 網路交友的不確定性 
教材來源 網路共享資源 實施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間 3節 

能力指標 3-2-3 主動探索媒體中的性別角色偏見。(性別教育) 

3-4-4 建立兩性平等與尊重的互動模式。(性別教育) 

2-3-9 運用資訊釐清性別刻板化印象的影響。(性別教育) 

2-3-6 關懷受到性別歧視或性侵害的同儕。(性別教育) 

3-3-5 批判並分析資訊媒體中性別迷思概念。(性別教育) 

教學目標 五、 指導學生認識網路交友的潛在危機 

六、 使用平板搭配變聲APP〈Voice Changer〉學習聲音創作融入表演藝術課程 

教材分析 手機上網搭配社群交友軟體的普遍和便利性，學生幾乎都會上網，網路帶來生活上的便

利，但相對的也存在許多風險，譬如:網路交友、網路援交事件頻傳，指導學生認識網路

交友危機及如何自律避免性侵害。 

教學資源 認識約會強暴學習單、報紙新聞事件及網路資源 

教 學 流 程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2-3 

3-4-4 

2-3-9 

2-3-6 

3-3-5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教師上網下載影片或網路交友新聞。 

    （二）引起動機 

      1. 觀看網路交友防治教學影片 

 

      2.教師講述報紙新聞：五年來兒福聯盟已

接獲六十八件孩童網路離家個案，其中

還有十多歲少女遭網友性侵害，一名少

女甚至遭軟禁多月，兒福聯盟提醒，當孩

子上網時間電話越講越久，為人父母者

應特別注意、給予關心。 

 

 

報紙新聞事

件 

 

網路資源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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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發展活動 

 

（一）使用平板搭配變聲APP〈Voice Changer〉學

習聲音創作融入表演藝術課程 

    1.每個人先熟悉APP的使用步驟和功能 

    2.分組進行活動 

    3.藉由猜測聲音背後的本尊是誰來帶入主

題：網路交友背後的不確定因素非常高，

相對風險也高。 

 

～第一節結束～ 

 

（二）網路交友的迷失 

    1.分組討論自己的網路交友經驗。 

    2.各組代表上台報告。 

    3.網路迷思：老師彙整各組的網路交友經

驗，與學生探討網路交友的現象迷失。 

 

～第二節結束～ 

 

三、教師將「認識約會強暴」學習單和學生進行

討論，並指導學生約會的安全守則。 

   ※約會的安全原則：（轉載自兒童性侵害防

治） 

     1. 約在公共場所比隱私、密閉的地方安

全。 

     2. 約會時儘量自付自的，免得對方有花錢

買性的企圖。 

     3. 溫和有禮，但可別讓人誤解你會乖乖被

人牽著鼻子走，而忽略你的本意。 

4. 主動選擇約會地點，不要過於被動，受

人擺佈。 

     5. 不單獨赴約。 

 

 

 

 

 

 

 

 

 

 

 

 

 

 

 

 

 

 

 

 

 

 

20分 

 

 

 

 

 

 
 

 

 

 

 

 

 

 

 

20分 

 

 

 

 

 

 

 

 

 

20分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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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明確表達拒絕且堅持自己的原則。 

     7. 相信自己的直覺，立即做出反應。 

     8. 注意酒、食物及不明飲料，它們常與約

會強暴有關。 

     9. 公寓或住宅是強暴最常發生的地點。 

    10. 愛是尊敬、不是強迫；愛一個人就要尊

重他（她）。 

11. 失控場面，應立即反應，不要顧及禮

貌。 

四、綜合活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1. 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只看到網友的照

片，就投以多情感或幻想。 

2. 不喝來路不明的物品。 

1. 不要「單槍匹馬」，參加網聚，最好是

參加官方公開辦理的網聚。 

2. 當你遇到困難時，一定要找人幫忙。 

 

～第三節結束～ 

 

 

 

 

 

學習單 

 

 

 

 

 

30分 

 

 

 

 

 

 

 

 

 

 

 

10分 

 

 

 

 

 

學習單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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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友變聲APP教學分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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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性教育課程融入健康課：「網路交友桌遊」主題課程 

屏東縣立高樹國中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網路交友融入健康課程-網路交友桌遊體驗 

  

 
 

 
 



110學年度屏東縣高樹國中性教育成果報告 

26 

 

 

 

 

《網路隱私桌遊~尬一下》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 當你手上的「手排」，要與大家「分享」次數越多，那麼暴露隱私的風險越高還是

越低？就你的像照片分享給越多人知道，暴露的風險是越高還是越低? 

 

 

 

2. 當你被指定要讓其他人看你的「手排」，也就如同你的「隱私」被窺視，請問你喜

歡這樣的感覺嗎? 就像網路分享照片，一但你分享你自己的照片，是不是也就有可

能越多人知道你的照片? 

 

 

 

3. 你覺得怎麼樣才能「減少」網路上隱私被暴露的風險？要注意些什麼? 

 

 

 

 

 

4. 如果男/女朋友在網路上公開或彼此互傳照片或影片，你覺得可以開放到甚麼程

度？ 

 

 

 

5. 面對網友要求或強迫傳送自拍裸照或是開啟裸體視訊，你會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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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性教育護理師宣導：「網路交友小蘋果」主題課程 

 

 

 

屏東縣立高樹國中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網路交友融入輔導課程  

  

  

 

 

輔導課-融入健康促進網路交友課程/與屏東基督教醫院護理師協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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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國中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前後測成效評價-問卷分析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推動-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之課程實施 

壹、【前後測成效評價方法】 

一、前後測成效評價對象： 

(一) 對象為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二) 以本學年度七年級 3個班級(701.702.703)學生為實驗組，進行性教育課程活動(網路交友安全素養

導向之課程實施)介入與前後測問卷調查。 

二、前後測成效評價工具：  

    本前後測成效評價量性問卷工具為「屏東縣高樹國中110學年度健康促學校性教育-「網路安全─性騷擾防

制」調查問卷」(附件1)，內容包括「素養」、「自我效能」、「行為意向」等3個向度，並呼應正向心理健康

五正指標-「正向情緒」、「正向關係」。   

貳、【前後測成效評價結果】 

   本研究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之課程介入，其成效評估經前後測問卷調查，以統計分析的方式來評估

介入後學生在在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自我效能與行為意向各方面的改變情形：  

一、 學生基本資料 

    施測對象為本校班級701、702、703共3個班之學生，網路填報前測68份、後測問卷69份，扣除漏答數

過多、前測或後測未填答等無法配對之無效問卷，能確實進行配對的有效問卷數共有68份。由表3-1可

知，男生31人（45.6％），女生37人（54.4％）。 

   表1：受試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男 女 合計 

n % n % n % 

701 10 45.5 12 54.5 22 32.4 

702 11 45.8 13 54.2 24 35.2 

703 10 45.5 12 54.5 22 32.4 

合計 31 45.6 37 54.4 68 100 

 

二、 性教育成效 

(一)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評估 

    本大題共計11題，提問內容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包括「資訊評估」、「安全預防」、「因應處理」以

及「倡議支持」等四個向度。素養係採認同情形計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

意。每題得分範圍1~4分。得分愈高，代表學生對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程度越好。表示學生越能具備

預防與因應網路交友性騷擾的知能。 

1. 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前測結果 

(1) 在前測方面，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整題得分平均為 3.34分(83.5%)，顯示學生素養具備有良好程度表

現。素養分數分布在 2.91-3.60之間，各題間有些許落差，共有 9題分數在 3.0以上。 

(2) 學生素養分數較高為 3.5以上，共有 2題，包括第 7題「收到色情暴力圖片時應將檔案刪除，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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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出去」(分數 3.59)、第 8題「上網收到網路性騷擾訊息不要理他並且封鎖他」(分數 3.60)。 

(3) 學生素養分數低於 3.0是第 2題「開啟陌生人士的 e-mail可能收到色情、騷擾訊息」。 

(4) 表示學生對此「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已經有先備知識，但部分觀念仍有待加強釐清。 

2. 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後測結果 

(1) 在後測方面，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整體平均得分增加為 3.55(88.8%)，達到校本指標 85%。 

(2) 後測結果學生對於 11 題的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分數皆有提升，分數為 3.2以上。 

(3) 學生素養分數進步為 3.5(含)以上，共有 6題，包括第 3.4.5.6.7.8題。得分最高的前三者為第 3題

「在網路上傳遞性別羞辱的語言是一種網路性騷擾」 (4.26)、第 7題「收到色情暴力圖片時應將檔案

刪除，不要再傳送出去」(分數 3.65)、第 8題「上網收到網路性騷擾訊息不要理他並且封鎖他」(分數

3.71)。 

(4) 學生後測素養分數最高，且進度幅度最大的是第 3題「在網路上傳遞性別羞辱的語言是一種網路性騷

擾」(分數 3.34增加為 4.26)。 

3. 前後測的 t檢定後發現，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題個別配對 t檢定結果，有 2題素養分數提高情形，達

到顯著進步程度，包括：第 2題「2. 開啟陌生人士的 e-mail可能收到色情、騷擾訊息」、第 3題

「在網路上傳遞性別羞辱的語言是一種網路性騷擾」。其餘 9題素養分數增加，但未達顯著進步程

度。 

4. 以配對 t檢定，整體平均素養分數由 3.34增加為 3.55，達到顯著進步程度。 

5.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課程活動介入確實有助於增進國中學生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達到學習成效，可作

為持續推動的重要參考依據。 

 

表3-2：學生「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前後測檢定分析結果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點選不知名的網站連結可能會連到色

情網站或中毒 
3.04 .814 3.31 .669 1.741 

2. 開啟陌生人士的 email可能會收到色

情、騷擾訊息 
2.91 .899 3.24 .703 2.163* 

3. 在網路上傳遞性別羞辱的語言是一種

網路性騷擾 
3.34 .782 4.26 .619 9.913*** 

4. 在網路上交談詢問關於對方的性私生

活，也是一種網路性騷擾 
3.28 .778 3.50 .687 1.585 

5. 在網路聊天室(如 line)傳遞性邀約資

訊，可能觸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 
3.26 .976 3.50 .619 1.887 

6. 網路上匿名上船不雅暴露照片可能會

觸犯法律 
3.47 .874 3.63 .607 1.026 

7. 收到色情暴力圖片時應將檔案刪除，

不要再傳送出去 
3.59 .776 3.65 .693 0.908 

8. 上網收到性騷擾訊息不要理他並且封

鎖他 
3.60 .674 3.71 .673 0.687 

9. 遇到學校同學對你網路性騷擾時，你

會報告老師 
3.44 .979 3.46 .790 0.058 

10. 遇到網路性騷擾時，你會請父母(家

人)協助 
3.40 .982 3.43 .770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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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遇到網路性騷擾時，你可以向網站管

理者投訴 
3.37 .882 3.41 .966 0.573 

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整體平均 3.34 .679 3.55 .954  2.109* 

* p<.05  ** p<.01  *** p＜.001 

 

(二)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評估 

    本大題共計10題，自我效能係採把握程度計分：1=完全沒把握(0%)，2=有少許把握(約25%)，3=有一半

把握(約50％)，4=很有把握(約75％)，5=完全有把握(約100％)。得分範圍1~5分，得分愈高，代表學

生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愈好。 

1. 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前測結果 

(1) 自我效能題整體平均分數為 3.95 (79.0%)，顯示學生自認自我效能表現有一定的把握程度能做

到。分數分布在 3.24-4.51，各題間有些許落差。 

(2) 自我效能分數為 4.0以上，共有 4題，包括：第 1題「我會直接關掉訊息」(分數 4.47)、第 2題

「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分數 4.51)、第 9題「我不會好奇湊熱鬧加劇性騷擾行為」(分數

4.29)、第 10題「我會給予受害者支持，而不是躲避他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分數 4.13)。 

(3) 自我效能分數為 3.5以下有 2題，包括：第 3題「我會將性騷擾訊息儲存下來」(分數 3.29)、第

4題「我會更改帳號」(分數 3.24)。 

    2. 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後測結果 

(1)整題自我效能平均值進步為4.12(82.4%)，學生維持自高度把握程度能做到，自我效能10題都呈現進

步趨勢，達到校本指標80%。 

(2) 自我效能題分數為4.0以上，增加為7題，包括第1.2.5.6.7.9.10題，分數在4.7以上的是第1題「我

會直接關掉訊息」(分數4.71)、第2題「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分數4.79)。 

      3. 自我效能題各別配對t檢定結果，10題分數提高情形，有3題自我效能達到顯著進步程度，包括：第1

題「我會直接關掉訊息」、第2題「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第4題「我會更改帳號」等。其餘7題

自我效能分數雖有提高，但未能達到顯著進步。 

      4. 配對t檢定結果及整體的自我效能分數提高情形，未能達到顯著進步。 

      5. 顯示本課程活動方案介入後能少部份有效提高學生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對於未能呈現顯著進步

部分，應進一步討論提出改善建議與策略。 

表3-3學生「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前後測檢定分析結果 

* p<.05  ** p<.01  *** p＜.001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會直接關掉訊息 4.47 0.986 4.71 1.107 2.130*    

2. 我不會理他並封鎖他 4.51 0.795 4.79 1.020   3.003* 

3. 我會將性騷擾訊息儲存下來 3.29 1.201 3.31 1.029 0.766 

4. 我會更改帳號 3.24 1.114 3.40 1.414 1.035 

5. 我會和家長溝通，尋求解決之道 3.87 1.236 4.18 1.309 2.597* 

6. 我會報告老師，請師長協助處理 3.99 1.018 4.13 1.138 1.113 

7. 我會向相關單位檢舉他 3.93 1.104 4.09 1.228 0.978 

8. 我會串聯有正義感的朋友，聯合抵制騷

擾者 
3.76 1.003 3.90 1.126 1.145 

9. 我不會好奇湊熱鬧加劇性騷擾行為 4.29 1.112 4.32 1.053 0.853 

10. 我會給予受害者支持，而不是躲避他 4.13 1.314 4.40 1.063 1.085 

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整體平均 3.95 1.070 4.12 1.108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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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評估 

    本大題共計6題，均為行為意向反向題，採可能程度計分：5=約10%以下可能做到，4=約30%可能做到，3=約

50％可能做到，2=約80％可能做到，1=100％能做到。得分範圍1~5分，得分愈高，代表學生未來發生網路

性騷擾行為可能性愈少。 

1. 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前測結果 

(1) 在前測方面，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整題平均得分為 4.39(87.8%)，顯示學生有很大可能性是避

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 

(2) 6題學生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分數都在 4分以上，分數 4.5以上有第 4題「我在網路上傳遞給

他人「色情相關的訊息」(如裸體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片)」(分數 4.57)、第 5題「我會要

求網友在網路上談論他不想說的「與性相關訊息(文字、圖片、影音等)」」(分數 4.60)、第 6題「我

會要求網友在網路上做他不願意的「與性相關事情(如:暴露等)」」(分數 4.68)。 

2.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後測結果 

(1) 在後測方面，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整體平均得分略下降為 4.37(87.4%)，未達到校本指標

89%。 

(2) 後測 6題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分數，共有 2題分數上升(第 4.6題)、4題(第 1.2.3.5題)下

降，其中第 1題「我上網路，有人傳給我「色情相關的訊息」(如裸體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

音)」分數下降至 3.84。 

3. 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配對t檢定結果，2題分數提高情形，有1題達到顯著進步程度，是第4題「4.

 我在網路上傳遞給他人「色情相關的訊息」(如裸體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片)」。其餘1題行為 

   意向分數雖有提高，但未能達到顯著進步。 

 4.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配對t檢定結果，4題分數降低情形，有1題達到顯著退步程度，是第1題「我上

網路，有人傳給我「色情相關的訊息」(如裸體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音)」。其餘3題行為意向分

數降低，未達到顯著退步。 

5. 配對t檢定結果及整體的.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是降低情形，未達到顯著退步情形。 

6. 顯示本課程活動方案介入後未能達到學生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需要進一步檢討問題並提出改善建

議與策略。 

表3-4學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前後測檢定分析結果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上網路，有人傳給我「色情相關訊息」(如裸

體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音) 4.07 0.320 3.84 0.672 -2.067* 

2. 我上網聊天時，有人要求我談論不想說的「與性

相關訊息(文字、圖片、影音等)」 4.10 0.403 4.07 0.763 -0.492 

3. 我上網時，有人要求我做我不願意的「與性相關

事情(如:暴露等)」 4.32 0.748 4.23 0.751 -1.009 

4. 我在網路上傳遞給他人「色情相關訊息(如裸體

或性行為相關的文字、圖片或影片) 4.57 0.672 4.78 0.6846 2.002* 

5. 我會要求網友在網路上談論他不想說的「與性相

關訊息(文字、圖片、影音等) 4.60 0.778 4.59 0.495 -0.202 

6. 我會要求網友在網路上做他不願意的「與性相關

事情(如:暴露等)」 4.68 0.677 4.70 0.549 0.257 

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整體平均 4.39 0.535 4.37 0.757  -0.328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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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性騷擾防制課程教學滿意程度評估 

1. 本大題教學滿意程度分為兩部分：「幫助程度」共計 7題，「喜歡程度度」共計 5題。 

2. 經後測統計結果分析，學生對網路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教學之的滿意度如表 3-5，整體而言滿意程度都是

趨於正向評價。 

3. 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滿意程度：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高達 99.5%，達校本指標

85%。 

4. 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主題課程滿意程度：喜歡與非常喜歡有 96.2%，達校本指標 85%。 

 

  

表3-5  學生「網路性騷擾防制課程」教學滿意程度分析結果 

題目 

非常 

沒幫助 

(%) 

沒 

幫助 

(%) 

有 

幫助 

(%) 

非常 

有幫助 

(%) 

1.對我「分析網路性騷擾事件類型及其影響」的幫助程度 
0.0 1.5 64.7 33.8 

2.對我「運用批判性思考釐清網路性騷擾的迷思，建立確認認知」的

幫助程度 
0.0 0.0 63.2 36.8 

3.對我「瞭解網路性騷擾相關的法律規範」的幫助程度 
0.0 0.0 58.8 41.2 

4.對我「探討網路性騷擾的有效預防方法」的幫助程度 
0.0 0.0 51.5 40.5 

5.對我「運用做決定技能尋求適切地處理網路性騷擾的策略」的幫助

程度 
0.0 0.0 54.4 45.6 

6.對我「表達拒絕網路性騷擾的態度與行動」的幫助程度 
0.0 0.0 52.9 47.1 

7.「網路交友安全」一系列相關課程(資訊課-網路交友程式設計,公民

課-網路交友辯論,健康課-網路交友桌遊,表演藝術課-網路交友變聲

創作,護理師-青春小蘋果)對我的幫助程度 
0.0 1.5 51.5 47.0 

幫助程度整體平均 0.0 0.5 56.7 42.8 

 

 
非常 

不喜歡 

(%) 

不 

喜歡 

(%) 

喜歡 

(%) 

非常 

喜歡 

(%) 

1. 我對網路交友安全系列相關課程-資訊課「網路交友程式設計」

課程的喜歡程度 
0.0 7.4 70.6 22.0 

2. 我對網路交友安全系列相關課程--公民課「網路交友辯論」課程

的喜歡程度 
0.0 2.9 58.8 38.3 

3. 我對網路交友安全系列相關課程-健康課「網路交友桌遊」課程

的喜歡程度 
0.0 0.0 39.7 60.3 

4. 我對網路交友安全系列相關課程-表演藝術「網路交友變聲創

作」課程的喜歡程度 
0.0 5.9 54.4 39.7 

5. 我對網路交友安全系列相關課程-護理師「青春小蘋果」課程的

喜歡程度 
0.0 2.9 57.4 39.7 

喜歡程度整體平均 0.0 3.8 56.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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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起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網路交友安全素養導向之課程方案，強調以生活技能導向，課程介
入後由學生問卷前後測調查得知學生提升網路性騷擾預防素養與網路性騷擾預防效能、降低網路性
騷擾行為意向，以及學生有高度的課程滿意度與參與度： 

(一) 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素養 

1. 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防制素養表現率(共1 1 題)為88.5%表示認同程度介於「同意」與「非

常同意」之間，達校本指標85%。。 

2. 學生整體網路性騷防制素養表現得分呈現顯著進步趨勢。 

3. 學生對於11題的網路性騷擾防制素養分數皆有提升，分數為3.2以上。 

(二) 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 

1.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率(共10題)為82.4%，表示趨於「很有把握」，達校本指 

  標80%。。 

2.學生整體性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的得分整體的自我效能分數提高情形，未能達到顯著進 

  步。 

3.10題分數提高情形，有3題自我效能達到顯著進步程度，包括： 

  第1題「我會直接關掉訊息」、第2題「我會不理他並封鎖他」、第4題「我會更改帳號」等。 

  其餘7題自我效能分數雖有提高，但未能達到顯著進步。 

 

(三) 網路交友性騷擾行為意向 

1.介入後學生網路交友性騷擾行為意向率(共6題)為 87.4%，表示趨於「不太可能」，未達校本指標 

  89%。。 

2.學生整體網路交友性騷擾行為意向整體的避免發生網路性騷擾行為意向是降低情形，未達到顯著退 

  步情形。 

 

  (四) 學生對「網路交友安全」主題課程幫助程度以及課程滿意程度 

1. 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高達99.5%，達校本指標85%。 

2. 喜歡與非常喜歡有96.2%，達校本指標85%。 

 

二、心得與建議 
1. 研究發現後測第三大項-網路交友性擾行為意向整體平均分數略微下降，未達校本指標。分析可能

在許多課程介入後學生的整體危機意識提高，但因為第二大項-網路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後測結果

只有些微提高未達顯著進步，學生自我效能未能提高面對所發生的網路性騷擾行為。 

2. 學校推動性教育有關於網路交友性騷擾的自我效能活動可再加強，如此有助於學生面對網路交友

性騷擾。 

3. 有九成五以上學生對於課程介入的滿意度及幫助度給正向支持，顯示學生對於參與健康促進主題

課程非常喜歡。 

4. 在科技網路普遍之下課程推動也應連結家長與親子共同參與。 

5. 性教育課程應重視實證與成效評估，課程得以持續推動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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