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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防治問題，男性也有可能遭受性侵害，而且其創傷與影響尤其深遠，更希望大家

能夠破除相關迷思，不論性別為何，都能共視性侵害被害人的保護以避免二度傷害發

生，如此，在一個平等關注不同性別被害關懷的價值，對於不同的性別處遇更加尊

重，無論是對男性或者是對女性的性侵案件類型才能真正減少一些，也才能提昇不同

性別學生的求助意願與問題解決能力。

貳、影片劇情概要

一、�本影片長度為15分鐘，期待透過宣導教育方式，提昇學生對男性遭

受性侵害問題的重式，並了解求助管道與問題解決能力。

二、故事人物介紹及概要

（一）人物介紹

1. 李淑惠：國中 志工媽媽，在公園陪小孩玩，敏感有警覺性。

2. 張美琪：國中 志工媽媽，在公園陪小孩玩，粗枝大葉，觀念傳統。

3. 阿瑋：隔代教養的國一學生，跟阿嬤住在一起。

4. 彬彬：阿瑋死黨，國一同班同學。

5. 杰哥：二十歲出頭，網咖常客，常會注意翹家小男生，對男生有興趣。

6. 兒童：2名，在公園玩耍。

（二）內容概要

本片主要描述阿瑋在翹家後遭受杰哥刻意誘騙設計下受到性侵害，性侵害導致阿

瑋難以面對學校，身心產生極大傷害，在阿瑋不知該如何時 ?由淑惠阿姨開導協助阿

瑋面對及解決問題。

參、建議討論提綱及討論方式

一、男性會不會受到性侵害呢？說說您的看法？

二、�對男性遭受性侵害的相關迷思有哪些？事實為何呢？你會如何幫忙

澄清呢？

壹、目標宗旨

過去大家都會認為，性侵害的被害人都是女性，男性不會被性侵，不過根據內政

部的統計，近幾年被通報受性侵的男童和少年有增加的趨勢，民國 91年有 81人，到

100年增加到 910人，十年間成長十倍。而且加害人不再只是陌生人，被熟識者性侵

比例高達八成。國外研究也發現，受性侵的男童，造成的傷害不只在兒時，還會延續

到成人，容易產生攻擊行為；專家表示男童在成長過程，可能因為性好奇，從原本的

性探索、性遊戲，演變成性騷擾、性霸凌或性侵害，而且心理醫師也發現，男童受性

侵害，比女童更不容易被發現，受害後反應也不一樣。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王浩

威說明，男性比較會以暴力的方式發洩受暴後的憤怒與傷害，與女性受害者壓抑的表

現顯然有些差異。英國權威心理治療師 John Woods（中央社，2012）指出，遭到性虐

待的兒童大多會有攻擊行為、睡眠問題、尿床、曠課、學業出現問題，或在青春期有

逞險行為等徵狀；若孩童很年輕就在性生活上活躍、雜交或人際界線變得模糊不清，

就是較明顯遭受性侵虐待的指標。

至於男性受害人為何有更高度的隱忍問題，正因為強調男性主體的地位，所以

當一個男性成為被害客體，在一般男性眼中是可笑軟弱的，他們根本不是典型的被

害人，他們只是在男性強者裡面的笑話！再加上許多對於男性性侵害的迷思發散之

下，更把男性被害與社會恐同的男同性戀者畫上等號，更造成男性性別認同混淆與罪

惡感，更讓男性對於申訴一途怯步。因此，在本片的期待，除了需要學子正確認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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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該如何成為性侵害被害人的重要他人，該如何有效的幫助他們

呢？

四、�遇到性侵害或性騷擾時，您是否知道相關的諮詢管道或正確的面對

方式？

肆、引導重點及疑問處理

一、了解性侵害的定義

（一）法律定義

根據刑法第十條及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規定，綜合說明如下：

性侵害即為妨害性自主，意思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其中性交意謂為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

行為，包括：

1.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2.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

為。

（二）經驗法則

凡是任何涉及性的意涵之行為，均被視為性侵害，嚴重的性侵害行為包括性交、

口交、體外射精、性器官接觸、性猥褻，其他輕微的包括：展示色情圖片、口語上的

性騷擾、強迫觀賞色情影片、不斷撫摸女（男）性身體、窺視等，都屬於性侵害的範

圍。基本上，可以依侵犯程度分為五種類型，如施以性嘲弄或動作、不當的碰觸、施

以性報酬、施以威脅的性強迫行為，以及強暴等。有的性侵害事件是加害人長時間、

有計畫的「預謀事件」，甚至許多性侵害事件就發生在家庭內。而法律保護任何人享

有性的自主權，不因彼此熟識、或家人關係，就漠視被害人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以

及拒絕他人傷害的權利。

二、對男性遭受性侵害的相關迷思與正解
（引用並改寫自http:/www.malesurvivor.org/myths.html）

（一） 迷思一：男孩或男人遭受性侵害，
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男性不該是受害者，這確實是一項迷思，

在社會建構下的對男性性別角色及性別刻板化

印象中，男性被要求是陽剛氣息、要能勇敢保

護自己，不可能會有遭受性侵害的脆弱。然而事實上，遭受性侵害的男童可能是因為

弱勢，在體力及心智年齡上而遭受誘騙或暴力上的性虐待或性剝削，甚至這些傷害他

們的人，也可能藉由專業、知識上的霸權，以權力控制脅迫他們發生性交行為並且不

得說出來，例如加害人可能是教練，老師，宗教等權威人士，或是受害人所害怕的家

人、親戚、朋友、學長等；也可能是使用誘騙手段，例如特權，金錢或其他禮物，賄

賂或直接脅迫被害人就範。

（二） 迷思二：如果男性在遭受性侵害的經歷中產生性興奮，那他就是自願
的，並非被害人

在現實中，男性即使在傷害或痛苦的性侵狀態下，身體接受刺激仍會產生勃起

狀態。也因此讓許多性犯罪加害人藉此告知被害人，表示這是被害人自己「喜歡、想

要」發生的；這樣的結果讓許多受害人更感到內疚和羞恥，因為他們經歷了身體的刺

激，而且還被虐待。身體、視覺或聽覺的刺激，雖然在一般性愛情況有可能發生，但

這並不表示這些反應就證明受害男性是自願的，況且男童被害人有時根本不理解發生

什麼事情，甚至他們在被以親情、感情、金錢照顧下的情境狀態下發生性侵害，有時

確實讓受害男童無法分辨這是傷害還是疼愛。

（三）迷思三：男性遭受性侵害的創傷比女性輕微

大多數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遭受性侵害後，都將面對長期的性創傷影響。性侵

害事件所造成的危害性，主要取決於不是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而是與加害人的身份

與關係，傷害的型態與持續發生的時間，還有被害人告知後，重要他人的反應與支持

內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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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男性受到傷害後，知悉或聽聞者不敢相信，甚至不情願幫助，或拒絕承認發

生後造成的傷害，甚至在性侵害迷思給予更多的指責。這些都將增加傷害的程度與強

化男性受害人的恥辱與尊嚴的傷害，尤其男性更會因為社會大眾的拒絕相信，而產生

更長期的隱瞞。 

（四）迷思四：性侵害男性的加害人，大多數是同性戀者 

並沒有相關的研究結果呈現，對男性性侵害的加害人是同性戀者。通常發生男

性性侵害事件，會與兩造之間的互動與情境有關，因而大部分加害人是熟識者，因為

有機可乘而犯案。而對男童性侵害的加害人大部分是戀童症者，與加害人的性傾向無

關；也有些加害人是異性戀者或者是成人女性。

（五） 迷思五：遭受性侵害的男性，以後
將成為男同性戀者

事實上性傾向的發展是個複雜原因所構

成的問題，並沒有統一的研究結果或理論說明

人們成為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原因，且

非因為過早的性經驗或男性造成的性侵害而

讓被害人成為男同性戀者。但由於父權體制的運作，男性的陽剛特質一直被強調與強

化，當男性遭遇此不幸經驗時，往往拒絕求助，一方面是因為揭露性侵害經驗的禁

忌，另外則可能是來自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待與刻板印象。父權體制下，男性被期

待要強壯、能夠自我保護，男性一旦遭遇到性侵害，很可能會被認為不像男生，甚至

有的人會認為只有男同性戀者才會遭受到性侵害。因此，除了協助男性被害者處理受

害經驗之外，亦需進一步引導男性受害者整理受害經驗對其男性角色的看法，以及此

看法又是如何影響其對自身性別角色的認同。

（六）迷思六：如果男性被女性侵害，這是男性的福利或幸運

現實中不論加害人是女性的親人、朋友，保姆，鄰居，阿姨，母親等或任何其他

女性，以強迫或其他方式的性虐待及性剝削的經驗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將會導致被

害人生活的混亂和不安全感，對他人的信任和親密關係的能力，由其是男性更可能得

不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下，更可能隱藏傷害，而導致更為嚴重的創傷行為。

（七）迷思七：遭受性侵害的男性更可能會成為性侵害的加害人

這樣的迷思更可能造成男性被害人的二度傷害，迷思所引發的危險可能讓被害人

貼上危險人物的標籤，而讓被害人失去正確的支持與輔導資源。而不論男性或女性的

被害人在無法獲得協助情況下，都可能因為傷害的影響而產生自我放棄的結果，所以

我們更應該關心被害人而非拒絕他們！

◎性侵害迷思帶給被害人的不良影響：

1.  責備受難者：認為被害人是造成性侵害的原因，或是因為被害人的行為舉止

不當所造成。例如：「誰叫你半夜還跑出去跳舞。」、「就是你交友不當，笨

啊！」⋯⋯等。

2.  否定被害人的價值：以性侵害事件來否定被害人的人格與存在社會的價值。

例如：「你是不是男人啊！你怎會受到性侵害？」

3.  懷疑被害人性侵害事件的真實性：以自己的主觀思考評價事件的真實或可能

性。例如懷疑被害人所講的話，以及認為性侵害一定有強烈暴力存在，否則

不可能容易發生的。

4.  產生對加害人同情心理：認為加害人的行為是情有可原的，或是因為其他因

素所產生誤會而造成的。例如：「會不會是你們都喝醉了？」、「他是故意的

嗎？」

5.  以非人性的態度對待被害人：缺乏面對性侵害事件的處理及同理等專業能力，

或有意忽略被害人的創傷情緒，或否定他的負面經驗存在。因此在專業人員

或親人面對被害人時，可能無法以溫暖、同理的態度面對，而一再要求被害

人符合自己需求完成制度上的程序。

6.  否定被害人的能力：親人認為被害人的事件發生是因為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因此在未來會限制被害人的行動自由或過度保護等，使得被害人的重建和恢

復能力受到阻礙。

◎相信迷思後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1.  這些迷思的想法將會影響社會大眾的判斷能力，甚至讓被害人內化成為一種

價值，不論社會大眾或被害人將會因此承受更多的傷害。

2.  當社會相信這些迷思，可能會影響我們正確地教育孩子，而讓被害人會因此

受到更多的傷害與責備，導致更多的被害人無法獲得重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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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社會以迷思做為判斷傷害被害人，將使被害人感到羞愧，而不願尋求協助，

被害人更有可能複製傷害經驗而傷害其他人。

4.  當社會相信這些迷思，選擇譴責被害人，卻讓真正的加害人逍遙法外，而可

能會再度性侵他人，而讓犯罪無法被終止。

三、男性遭受性侵害創傷後的反應
（引用並改寫自http://www.rainn.org/get-information/types-of-
sexual-assault/male-sexual-assault）

（一）男性受害人對自我的懷疑？

1. 我是不是一個怪人？

2. 我是不是應該告訴別人這件事？

3. 我是不是在錯的時間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嗎？

4. 我是不是罪有應得？

5. 這件事情是不是我引起的？

6. 我是不是一個同性戀呢？

（二）男性受害者者可能產生的影響有哪些？ 

1. 心理及情緒的反應

●被破壞的自我意識和“現實”的概念。 

●深刻的焦慮，抑鬱，恐懼。

●擔心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問題。

●恐懼相關的影響與羞恥的傷害。

●對人際互動關係有著高度的疏離感。

●過度敏感，並可能產生睡眠障礙。

●隱藏傷害產生孤立感。

●可能會對自我或他人產生不合理的歸因與憤怒情緒。

2. 如果為異性戀男性受害者

●可能會因為社會對同性戀恐懼症的想法，而擔心自己會因此成為同性戀者。

●可能會覺得他們是缺乏男性氣概。

3. 如果為同性戀男性受害者

●可能會覺得被性侵害是在“懲罰”自己的性傾向。

●性侵害的攻擊會擔心影響自己的性傾向，或討厭自己的性傾向。

● 可能會擔心因為他們是同性戀而成為攻擊的目標，這種恐懼可能會導致

被害人想要退出社會，更為孤立自己。

4. 關係／親密關係

●關係可能因為受到性侵害而中斷。

●關係可能會缺乏信任感或願意支持別人。

●關係可能會性侵害而複製攻擊的行為。 

◎整體而言，性侵害對男性被害人的影響

項目 影響

情感 憤怒、恐懼、無助感、失落、罪疚感、羞恥感

認知 無法表達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對自我的負面基模、對他人的負面基模、自責

性別與性 同性戀議題、男性氣概議題、性方面的問題

人際困難 被背叛感、孤立與疏離、負面的幼年同儕關係

資料引自陳慧女．盧鴻文（2007）男性遭受性侵害之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 120 期

四、性侵害事件會造成自己和家人的影響為何?

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對整個家庭都有深遠影響。雖然性侵

害只是個人的傷害，但是其他家庭成員也會以

獨特的方式而經驗到震驚、恐懼、憤怒、痛苦

等創傷症。如此是因為他們關心被害人，而且

他們之間有其密切的互動關係。他們雖然與受

害者住在一起，並不一定表示有相關創傷，但卻可能造成二次創傷，而且無論家庭成

員住一起或分開，是否經常連絡？情緒是否互相依賴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都會在各

種層面影響家庭成員。

（一） 如果被害人容易憤怒，情緒會自我封閉，或脫離家庭，並且不喜歡參加家
庭的親密活動等。家庭成員會感覺受傷害、疏遠、挫折、受創、消極等，

甚至最後會對被害人感到憤怒或疏遠。這亦是因為被害人沒有辦法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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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情緒容易受激怒、焦慮、緊張、分心、控制慾望較高，要求過度。

即使創傷在數十年前發生，被害人的創傷表現似乎不曾停止過，而且家人

也會感受到。如果被害人過度保護、容易緊張或被激怒，家庭成員會感覺

生活就像在戰區或在災難地區，因而會發現家庭成員彼此間會避免參與活

動、彼此孤立，家庭成員和朋友間也會出現同樣現象，他們會覺得沒有傾

訴對象，也沒有人會了解他們。

（二） 家庭成員會發現和被害人討論未來的計畫和決定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被害
人很難用合作的態度去共同討論，那是因為被害人認為根本沒有未來可討

論。而且他們沒有辦法聆聽，沒有辦法專心（容易被激怒、焦慮、分心）。

被害人會對家庭其他成員會幻想或懷疑他們是壞人，家庭成員也很難與被

害人討論私人或家庭問題，因為被害人容易過度保護、緊張、被激怒；或

者說，被害人是無理的焦慮、或是恐懼談論問題會變得無可收拾。

（三） 被害人因為覺得孤獨或需要正面的情緒回饋，配偶會覺得被害人不可能成
為稱職的父母，所以會過度干預他們照顧小孩的生活。對被害人而言，配

偶將其排除擔任親職的角色，通常是因為創傷經驗牽涉到小孩而會更感覺

內疚。因為被害人過度批判，容易生氣，會有虐待的傾向。

（四） 家族會發覺因被害人的睡眠問題（他們晚上睡不著覺、睡覺時會焦慮、會有
惡夢、夢遊），也連帶會受到打擾。家庭成員也會有惡夢、害怕睡覺，甚至

很難有安穩的睡眠，因為他們好像在睡眠或感覺中重新經歷被侵害的創痛。

（五） 在從事日常活動，例如購物或看電影中，當被害人經驗或回想的創傷的記
憶時，他們家人也會重新經驗過去的創痛，因為被害人開始經驗求生模式

或防禦機能，他們會忽然感到憤怒、壓力、無緣由離開，然後使他們在家

庭的園地中充滿震驚、無助或擔憂。

（六） 有創傷症候群的被害人會有極度憤怒、狂怒、興奮，而且很難控制語言或
肢體的強制性動作。即使他們關心或愛被害人，家庭成員也會感覺到震驚、

害怕或背叛。

（七） 上癮行為會使家庭成員面臨情緒上、財務上，以及比較不常發生的家庭暴
力問題。他們可能藉由酒精或其他藥物，以及其他會上癮的行為（賭博、

厭食或暴食症）來尋求慰藉或逃避。上癮的行為會給被害人錯誤的希望，

以為這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這會使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更加嚴

重，會被上癮的行為綁住而形成依賴。

（八） 如果自殺是被害人可能發生的問題，則會成為家庭成員不可避免的壓力。
例如，會擔憂被害人何時會自殺及如何預防其自殺。罪惡感（是我讓他這

樣嗎？是不是要做些事情，讓他感覺好點）、傷心（我每天都必須準備會失

去他，就好像他已經離開我的生活）、憤怒（他怎麼可以如此自私，毫不關

心別人）。有創傷症狀的被害人比其他被害人更容易計畫自殺。

（九）家庭成員可以做什麼？

1.了解什麼是性侵害被害人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2.鼓勵被害人但不要強制要求被害人一定要參加諮商。

3.如果感受有面臨二度創傷的反應時，應尋求個人或家庭諮商。

4.  鼓勵被害人及家庭成員參與壓力紓解、憤怒紓解、配偶溝通或照顧者的

課程。

5.繼續維持對被害人正面的關心，不論在教育、工作、休閒等各方面。

五、 一旦發生性侵害事件後，該怎麼
辦呢？

（一） 趕快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報警或請親友
支援。

（二）牢記歹徒各項特徵。

（三）保持現場，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

（四）先穿一件外套或大衣，不要更換衣物。

（五）不要清洗下體或漱口，以便採得加害人可能遺留的毛髮、精液。

（六） 應該接受醫療檢查，因為被害時可能因驚嚇麻木而不能察覺自己已經受傷，
而且可以蒐集醫療證據，做為對加害人提起訴訟之用。

（七） 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可向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求助，中心可以提供關
懷陪同、心理治療、法律諮詢等各項協助。

（八） 復原的過程，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需要時間，應該和專業人員充分討
論配合，不要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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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內保護資源與專線

（一）保護專線：113

（二）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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