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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您可能不知道，或曾經知道但

已經淡忘的名字。 

•他是一位永遠無法長大的國中生。 
 



•葉永鋕 



•民國89年4月20，屏東縣高樹國中3年2班正在上葉永

鋕最喜愛的音樂課，唱完最後1首歌，離下課只剩5

分鐘，葉永鋕舉手說想去上廁所，老師同意後，他

卻一去不回。 
 



•由於他的行為舉止不像「正常」的男生，他在校

內遭受歧視與暴力，他常被脫褲子要求驗明正身。 



•因此，他養成在上課間或下課前幾分鐘獨自上廁所的習

慣，沒想到卻被同學發現他頭部出血倒在血泊中，在延

誤就醫的情況下因顱內出血嚴重而去世。 

 



•看了這個故事，你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 

•你可以怎麼做？ 

 

 



誰是你的菜?! 



什麼樣的人會吸引你？ 

 



什麼樣的人會吸引你？ 

 



約會時，突然下起一場雨， 
而此時只有一把傘， 

試著想像兩人依偎在傘下的情景， 
此時你希望這把傘是什麼顏色？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際關係促進協會 



心理測驗         你容易被那種類型對象吸引??? 

黑色象徵著「嚴肅」
「莊重」，戀父、
戀母情結的傾向。 
 



容易被知性的對象吸引 
對方是能夠幫忙解決困
難 



嚮往熱烈的愛情，對精神上、
肉體上的需求都很強烈。 



喜歡經濟能力強的人， 

嚮往高貴且優雅的生活。 



對於不愛紛爭、重協調領
導型的對象特別有好感。 



你想找什麼類型的對象? 



理想vs適合? 



 
我的愛情劇本？！ 
 
男主角的特色? 
女主角的特色? 
壞人的特色? 
關係怎麼開始? 
發生那些事件? 
關係如何結束? 
 
 
 
 



愛情劇本？！ 



愛情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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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偶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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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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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說～總裁系列 





1.什麼是性別(gender) 
 1)生物性別(即生理性別)：雄性/雌性，男/女 
 2)社會性別(文化性別/性別特質)：更接近身分
的    
    認同與氣質。 
社會性別指的是一個社會對於在其社會中的人，
其本身及所處環境對生物性別(生理性別)的期待     

性別與暴力 



性別與暴力 

2.什麼是暴力(violence) 

指基於故意侵犯或傷害他人的心理，而使用激烈且富有強制性力量之

行為，包括有形物理或無形心理。暴力主要有三類：多數暴力、媒體

暴力、直接暴力。最常見的是個人或犯罪集團之間的毆鬥以及兇殺。

國家、民族之間也往往會發生暴力事件。權力往往藉由暴力來形成(維

基百科) 

3.什麼是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 

基於性別的刻板迷思對他人進行故意侵犯或是傷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5%B8%E6%9A%B4%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A%92%E9%AB%94%E6%9A%B4%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A%92%E9%AB%94%E6%9A%B4%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B4%E6%8E%A5%E6%9A%B4%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AF%E7%BD%AA%E9%9B%86%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E%B4%E6%96%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6%E6%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5%8A%9B


ME TOO 

Me Too（或#MeToo，直譯為「我也是」）是2017年10月哈

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

題標籤，用於遣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社會運動人士塔拉

納·伯克在此之前數年便開始使用這一短語，後經女演員艾

莉莎·米蘭諾的傳播而廣為人知。米蘭諾鼓勵女性在推特上

公開被侵犯的經歷，以使人們能認識到這些行為的普遍性。

自此之後，數百萬人使用了這一標籤來公開她們的不快經歷，

其中也包括許多知名人士。（(維基百科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7%BB%B4%C2%B7%E9%9F%A6%E6%81%A9%E6%96%AF%E5%9D%A6%E6%80%A7%E9%AA%9A%E6%89%B0%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7%BB%B4%C2%B7%E9%9F%A6%E6%81%A9%E6%96%AF%E5%9D%A6%E6%80%A7%E9%AA%9A%E6%89%B0%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7%BB%B4%C2%B7%E9%9F%A6%E6%81%A9%E6%96%AF%E5%9D%A6%E6%80%A7%E9%AA%9A%E6%89%B0%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7%BB%B4%C2%B7%E9%9F%A6%E6%81%A9%E6%96%AF%E5%9D%A6%E6%80%A7%E9%AA%9A%E6%89%B0%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9%A1%8C%E6%A8%99%E7%B1%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9%A1%8C%E6%A8%99%E7%B1%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4%BE%B5%E7%8A%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9%AA%9A%E6%89%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6%8B%89%E7%BA%B3%C2%B7%E4%BC%AF%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6%8B%89%E7%BA%B3%C2%B7%E4%BC%AF%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6%8B%89%E7%BA%B3%C2%B7%E4%BC%AF%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6%8B%89%E7%BA%B3%C2%B7%E4%BC%AF%E5%85%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8%8E%89%E8%8E%8E%C2%B7%E7%B1%B3%E5%85%B0%E8%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8%8E%89%E8%8E%8E%C2%B7%E7%B1%B3%E5%85%B0%E8%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8%8E%89%E8%8E%8E%C2%B7%E7%B1%B3%E5%85%B0%E8%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8%8E%89%E8%8E%8E%C2%B7%E7%B1%B3%E5%85%B0%E8%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8%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e_Too#cite_note-:0-7


傳統的性別暴力迷思(MYTH) 

何謂迷思(myth)﹖ 

一件沒有根據、尚未被證實的說法或是想法或是事

情，但所有人都將這事情/想法/說法視為毫無疑問、

理所當然且深信不疑的做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你感受到了什麼性別迷思﹖又什麼性別

暴力迷思﹖ 



破除性別暴力的方向與策略 

兩性平等
教育 

性別暴力 

防治教育 

破
除 

媒體閱
聽教育 



最後，我想說的是…. 

只有你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樣子！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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