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滋病防治教育



近年新增個案數

2018年：2064

2017年：2512

2016年：2394

2015年：2326

2014年：2234

2013年：2243

2012年：2220

2011年：1968

累積個案數
37,919

台灣歷年愛滋感染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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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第1例本國
籍通報個案



愛滋病三大傳染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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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傳染途徑

性行為 血液感染 母子垂直感染

圖片擷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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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交是感染
HIV最危險的
性行為方式



感染愛滋之關鍵族群(KEY PUPOLATION)

• 1.注射藥癮者

• 2.男男性行為者

• 3.跨性別者

• 4.性工作者

• 5.犯人

• 全球沒年新增感染案例，超過40-50%是來自這些族群

• 這些族群很難接觸到。



(出處：
https://www.who.int/
hiv/en/)

全球目前有
37,000,000感
染者



(https://www.who.int/hiv/data/2017_summary-global-hiv-epidemic.png?ua=1)

(10-24歲女性感染HIV

的機會是男性的兩倍)

在撒哈啦以南非洲，1/5的10-24歲
女性感染HIV；







• 在撒哈啦以南非洲，1/5的10-24歲女性感染HIV；在最糟的
地區，80%的新感染者是10-19歲女孩！

• 在東非以及南非，年輕女性比其同儕早5-7年感染hiv

• 這些地區都有嚴重的男女不平等問題！

• 1.欠缺接受醫療的管道

• 2.欠缺教育機會

• 3.性別暴力/親密關係暴力

• 4.Sugar daddy 文化

• 5.童婚

• 6.女性生理結構



愛滋感染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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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愛滋感染新案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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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放縱」價值觀

網路、行動裝置

發達

年輕人「個人

神話」性格

轟趴使用影響

心智藥物

愛滋藥物降低

警覺心

“情慾流動”男女皆可、“隨意匯流談戀愛”短暫很好
不須認真、不必承諾、不用負責、打破各種倫理界線

色情訊息氾濫、約
砲容易

ART、PrEP、PEP
誤將愛滋視作一般
慢性病

“我不會這麼倒楣
吧”！

性行為與毒品使用交互
影響。

年輕族群感染愛滋年創新高，原因何在？



台灣HIV、梅毒、淋病通報新案趨勢 (2000-2017)

(引用鄭威醫師PPT資料)



保險套只對愛滋病最有效，但非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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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套對性病感染的保護效果(%)

有些病菌會帶在毛髮上、
皮膚、衣服上…等，保險
套包覆不到的地方

「保險有一套，性病不會到」！？



根據國外學者Kijoma統計，男男間性行為者，使用PrEP者：
得到淋病的比率，是沒有使用PrEP族群的25.3倍
得到披衣菌的比率高出11.2倍
得到梅毒的比率更高達44.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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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交友APP助長疫情

隱密性

手機軟體擁有：

方便性

快速連
結社群

間接形成傳染愛滋
的高風險社群環境

有使用手機交
友APP的人，
得到愛滋病與
性病的比例是
沒使用的2倍

(Lehmiller J J et al,2014)

自民國99年起，手機APP逐漸變成尋找性對象的新管道
(Allison S et al,2012)

使用手機上網的
比例

100年35.4%

106年82.3%

下載APP類型主要
以社交類為主(103年，68.4%)

(台灣無線網路使用狀況調查報告,2017)

(引用疾管署PPT)



(引用疾管署PPT)



衛星定位：GAYMAP

(引用疾管署PPT)



守護健康遠離性病-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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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

青春期

愛滋病

性侵害/性
騷擾

危險知覺

感染愛滋

青少年懷孕

正向態度

不適合發生
性行為

接納愛滋感
染者

青春期(觀念、
求助)

拒絕性行為
效能

性行為

1.延後性行為
發生年齡

2.性行為正確
使用保險套

青少年懷
孕後果

感染愛
滋後果

性行為做
決定技能

拒絕技能

自我肯定
技能

有效溝通
技能

保險套使
用技巧自尊、

身體界線

關係(愛、長
期穩定忠貞)

提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成效指標
之教學架構

鼓
勵
篩
檢

過早性行為
的後果



節制性行為
自尊

好的關係品質
性行為做決定的考量

危險知覺



何謂自尊 Self-Esteem

•自尊就是你珍視你自己、喜歡你自己的
程度！

•你將自已放在尊貴的地位嗎？還是覺得
自己很卑下？

•你每天早上起床，對自己的感覺是喜歡
自己的嗎？



影響自尊的三個面向：
從自我決定論談起

•自我決定論(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是一種動機理

論，說明人有三種基本的心理需求：

• 1.能力感(competence)

• 2.自主感(autonomy)

• 3.連結感(relatedness)

•基本需求(basic needs)就是人人都有的，且是需要被滿
足的！

•唯有滿足了，此人才是個有做決定能力的個體！才擁有
真自尊！



影響自尊的三個面向

•1.我能做什麼？(能力自信的面向)

•2.有沒有人關心我？我能尊重他人嗎？(關係的面向)

•3.我總是尋求外在的認可嗎？(自主性的面向)

能力自
信

自主性關係

真自尊



自尊如何影響性健康呢？

• 1.自尊影響性行為做決定歷程：低自尊者沒有夠強的自我感

•低自尊者沒有夠強的自我感，弄不清楚自己是誰，自己想要怎

樣的關係或不喜歡怎樣的關係。

•他們覺得「性」是他們唯一能給予對方的，希望對方喜歡自

己，即便對方並不看重自己以及自己所給予對方的性，也沒關

係。

•特徵：

•不知道自己喜歡或不喜歡什麼，讓別人決定自己

•覺得性是自己唯一能讓他人喜愛自己的

•跟不看重自己的人發生性行為也無所謂。



• 2.自尊影響性行為做決定歷程：低自尊者總是尋求外在

的認可，無法自我肯定

•他們總是需要感覺自己被他人所需要，也需要別人喜歡

他們，需要從別人來的讚美與肯定，而不是由自己肯定

自己，且沒有自覺

•當自尊建立在外在因素時，生活就失去了自主性。

•很容易成為受害者。

•特徵：用性討好他人、委曲求全、不懂得要保護自己



•3.低自尊者欠缺自信(self-confidence)，對

自己的吸引力沒有信心。

•特徵：退縮，無法與人建立關係



• 4. 過度性化，用性感來建立自我價值，這種自尊非

常脆弱，不是真正的自尊。

•可能受媒體過度訊染性感的重要性(外在上如何應該

性感、如何可以提升性能力、如何可以吸引對方對

你產生性吸引力…等)影響，有些人過度重視性感來

建立自己的價值，

•如果只將自我價值建立在性感上，這種自尊非常脆

弱。一不小心就被摧毀，不是真正的自尊。

•特徵：過度性化、用性滿足物質需求



•5. 低自尊者對人充滿敵意，不關心他人福
祉，也不懂尊重。

•容易成為加害人。

•然而，在其成長歷史中，長也曾經是被害
人。

•特徵：敵意、不顧他人福祉



低自尊者的特徵

A讓他人
決定自己 B跟不看重

自己的人
發生性行
為也無所

謂

C用性討
好他人

D委曲求全

不懂保護
自己E退縮，不

知如何與
人建立關

係

F過度性
化

G用性滿
足物質
需求

H敵意，
不關心他
人福祉



你是否珍視自己以及自我肯定，影響你在關係中的決定

1 小芳與男友交往半年，最近一直要求小芳跟他發生性行為，說這才能讓愛情
更穩固。但是小芳感覺太快了，可是又擔心對方會生氣或離開她…

2 小美是個網路直播主，最近開始走紅，公司裡其他網紅暗示他為了賺更多的
錢可以故意裸露隱私，甚至跟粉絲進行性交易，這樣可以賺更多…

3 小可有點自卑，覺得不太可能找得到會喜歡自己的人。他最近在網路上認識一個對
他很好的人，開始交往後，發現對方很花心，同時還有很多交往對象。但是，小可覺
得只要有人喜歡自己就可以了，因此百般忍耐，期望對方能多看重自己一點…



4 阿強交往對象換了一個又一個，性行為從不使用保險套，覺得沒有快感，如果對方懷
孕，阿強就命令墮胎，不願意就分手。

5 阿國因為性好奇在網路上認識朋友。有一次有一位朋友說要介紹一種刺激的煙品給
他使用。基於好奇他前往赴約，後來對方要求性行為，阿國有使用保險套，但第二次
對方又要求發生病讓阿國吸食煙品，這次阿國受煙影響，降低戒心而與之發生不安全
性行為。最後感染了愛滋



提升自尊，提升性健康：自尊333

• 1.建立能力自信：

• 寫下你的長處、你目前所擁有的成就 (找他人一起寫)

• 傾聽內在的聲音，對自己說正面的話，對自己好一點

• 每天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寵一寵自己

• 2.提升人際關係：

• 每天對他人說一句好話或做一件好事

• 多跟對你好、珍視你的人在一起

• 盡量避免接觸對你不好，會讓你感覺自己很糟的人

• 3.建立自主感：

• 寫下你喜歡的事，不喜歡的事。

• 做一件有點挑戰性，但是可以做得到的事

• 將一件拖著沒做的事情，找出來做完。



性行為的後果

不是只有性病或懷孕

青少年過早性活動
帶來發展不利影響



全美高中生曾有過性行為比率趨勢

逐年下降！

(Data: YRBSS)

黑人(60%)>西班牙
裔(49%)、白人
(44%)

美國 Healthy People 2020

明定降低青少年性行為比率為國家健康指標

(FP-9 增加15-17歲青少年從未有過性行為的比率)
女生: 希望從 72.9% (2006-10資料) 提升至 80.2%
男生: 希望從 72.0% (2006-10資料) 提升至 79.2%



青少年的性行為跟成年人很不一樣

• 青少年性行為多在未充分準備下發生。

• 比較沒有能力協商性行為的發生與不發生。

• 「個人神話性格」，認為自己不會這麼倒楣，

一次就“中”？！以致性行為較欠防護措施



青少年大腦尚未成熟，成熟的決策能力仍在

發展中

•抽象思考

•前瞻思考

•衝動抑制

(引用蔡志東博士ppt)



大腦連結逐漸發展，漸漸複雜，這些變化最終將幫

助大腦成熟(大約30歲時)，並勝任複雜思考和社會

交際。

青少年的決策模式受限於其大腦成熟度



青少年的性活動易引起情緒困擾

• 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有性動機也具備生殖能

力，然而，其認知功能以及情緒成熟度的發

展，遠較性器官發展慢

• 性行為後衍生的心理困擾與關係改變帶來的挑

戰，青少年常無法妥善處理！

• 研究發現，青少年過早性活動與憂鬱及自殺想

法有關



青少年過早性行為，容易憂鬱、多重性伴侶、性病

• 美國學者Kugler等 (2017)追蹤近2000名沒有性經驗的11-13歲

青少年：如果他們在14歲以前就發生性行為者，比在之後才發

生或沒有性經驗者，更容易在成年後(19-21歲時)，在一年內有

多重性伴侶、感染性病以及憂鬱症狀。後兩者特別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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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多重性伴侶 一年內性病感染 一周內憂鬱症狀

青少年早發性性行為與成年後之性健康狀況(%)

14歲前發生性行為 14歲後發生性行為或無性經驗



愈年輕發生性行為，憂鬱風險愈高

• 芬蘭學者Savioja 等(2015)發現，青少年早期(14歲前)與中

期(15-16歲)發生性行為與憂鬱症狀有關，且愈年輕發生性

行為，與憂鬱的關聯愈強。到了青少晚期(17歲以後)，這個

關聯不再顯著。

• Goncalves 等學者(2017) 追蹤一群巴西青少年發現，女性

青少年在11-14歲或15-16歲發生性行為者，比17歲以後發

生或沒有性經驗者，在18歲時發展出憂鬱症狀的風險達

2.23-2.29倍！

• 而且，如果發生性行為的對象如果是類似一夜情的對象，憂

鬱風險高達3.3。



青少年過早性行為與不健康行為：
飲酒、吸菸過量

• 學者Madkour等 (2010)研究：美國、蘇格蘭、
法國、芬蘭、波蘭

• 15歲以前就有性經驗者，與飲酒與吸菸過量有
關。

• 五國皆然。男女性別無差異。



愛情需要時間考驗

+ 虛榮 vs 

+ 富貴 vs

+ 快樂 vs

+ 孤單 vs

+ 智慧 vs

+ 時間 vs

長期穩定
愛與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