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導室
親職教育宣導

報告人:
專任輔導教師宋奇晉(米奇老師)

中壢國小 110學年度班親會



身為家長可以做些什麼?

新知快報:兒童權利公約01

孩子上網不可不留意的陷阱

防治宣導:關於兒少性剝削02

善用資源美滿家園

資源介紹:家庭教育中心03

實用小書不帶一本嗎?

手冊推廣:我和我的孩子04

目
錄C

O
N
T
E
N
T
S



01 公約到底在講什麼?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小孩要關心，大人要了解!(衛福部影片)

新知快報: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權利齊步走~
兒童權利公約是最具普適性的國際公約，我國
自103.11.20立法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決心以國際兒權保障規範為標竿，全方位構築
守護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ATcyEBgGw


保障生存
與發展權

看見孩子的亮點，鼓勵支持發光發熱

兒少有生存的權利，政府應確保兒少的生

存和健康地發展。｢生存權｣是與生俱來的

權利，應積極保障；「發展權」是兒少特

有的權利，強調身心、潛力的充分發展。

(例:不可高估兄姊照顧弟妹的能力而外出，

以免孩子遭受危險。/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尊重每一個孩子的興趣、潛能。)

尊重表意權

做決定前，先停下來聽聽他們的想法

當成年人在做任何有關兒少的決定時，兒少有

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表達後應該要被考慮及

尊重。兒少的意見表達不應受任何形式的壓力，

也應提供兒少足夠、能理解的資訊，以便他們

能清楚地表達意見！

(例:各項才藝、補習的安排，應與孩子充分討論

後決定/一定要做的事，給予孩子有限選擇。)

(留意口語+肢體訊息:柔道摔至腦死事件)

禁止歧視

在日常相處中以身教示範

每一位兒少及他的家人，不論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治主張、國籍、是否有身

心障礙，或是來自於什麼樣的家庭背景、社會

經濟地位等，都擁有相同的權利。

(例:對自身言行再多一些意識，避免歧視用語、

收起異樣眼光，不管是不是自家的小孩，不說:

娘砲、笨得跟豬一樣、不要跟他玩等傷人用語)

維護兒童
最佳利益考量不是大人的，而是孩子的最佳利益

有關兒少的任何事務或決定，不管是任何人、

機構或國家，都應該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這精神貫穿公約，也是兒童人權的基礎。

(例:家長離婚，仍要以孩子為重，讓孩子得到

兩邊的愛，而不是受兩邊的傷。)

兒童權力公約四大原則-在家庭生活中的實踐
陪伴18歲以下孩子成長，身為家長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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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兒少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性交易)

◆利用兒少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性表演、脫衣舞)

◆拍攝、製造兒少年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拍A片、拍裸照)

◆利用兒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當牛郎、酒店妹)

What is 性剝削?
(常見形式為權力不對等的誘騙、強迫)

防治宣導:關於兒少性剝削



拜託~我怎麼可能讓我的孩子被性剝削啦?!

家長要留意的是~
身處網路世代的孩子
有可能讓自己被性剝削
而不自覺……



常見兒少網路陷阱!!

(經常從網路交友開始，關心日常生活、營造戀愛/閨密/好麻吉的感

覺，送小禮物給零用錢，進而要求拍照或脫衣視訊，甚至提出見面

要求，以達剝削之目的。)

性剝削
(每年達1000案以上!!未滿12歲約7%)
資料來源: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綜合以上手法，握有對你不利的東西(裸照

或你不想被別人知道的事情)，對你予取予

求，並威脅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不然你就

完蛋了!

恐嚇威脅
提供打工機會，送手機、邀約見面，

進而軟禁、性侵等方式，得以恐嚇

家長。

誘拐

買點數、買寶物。

透過線上遊戲的聊天室搭訕詐

騙對象。以贈送遊戲點數為誘

因，要求提供家長身份證字號

和手機號碼，再請你依指示回

傳家長手機裡的簡訊認證碼，

取得小額付款授權，進而盜刷。

騙取金錢



防治性剝削，家長能做些什麼?

01 02

03 04

01 用心經營親子關係

花時間與孩子建立親密且
信任的關係，關心孩子的
一切(興趣、專長、交友狀
況等)，並隨時注意其言行
舉止的變化。

03 談論兒少相關社會事件
親子之間針對新聞事件作討

論，了解孩子的看法，協助

釐清錯誤概念，預防同樣的

事發生在孩子身上。

02 協助建立正確價值觀

傳授合宜價值觀及物質金
錢的態度，並適度滿足孩
子的需要(需要不等於想要)
以防止產生過多物質欲望，
透過錯誤方式達到滿足。

04 加強自我保護意識

教育孩子建立身體界線、維
護隱私權，學習保護自己及
尊重他人，辨識真實與網路
世界的「危機環境」，避免
讓自身陷入危險。



★學校訓導處/輔導室
★撥打110/113
★桃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台灣展翅協會web885網路諮詢熱線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若私密影像已被散佈在網路上，台灣展翅協會web885網路檢舉熱
線及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可協助要求網路業者移除違法內容。

若難以避免遇到不好的事，
請記得，不是孩子的錯，也不是你的錯
責怪會加重傷害，務必冷靜下來，找資源積極面對處理~

最重要的事-
成為支持孩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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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不可或缺的好朋友

資源介紹: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請上網搜尋



諮詢專線(手機加02)

412-8185
(似醫惡，幫一幫我?)



不定期舉辦免費的多元課程供家長學習



親愛的家長，你今天123了嗎?

幸福家庭1 2 3
每 1 天，陪伴家人 20 分鐘，一起做 3件事情：

共讀(電子媒體)
分享(用餐/接送)
遊戲(運動/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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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吧你不是單身……

手冊推廣:我和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經你而生，但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節錄自黎巴嫩詩人卡里.紀伯倫<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這句話提醒了我們:孩子在”我們的孩子”的身分之上，
是獨立的個體，是人，不是陶土可隨意塑型，他們需要
被傾聽、理解並尊重，方能在家長期待及自我追求中取
得健康平衡。
(比起孩子”表現好不好”，我們能不能更在意的是孩子”
好不好”?)

而我們終究是孩子的家長
培育若過於苛求，恐變成高壓，尊重若沒拿捏好，將淪
為放任。請記得自己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第一優先引導
者、陪伴者，需(咬牙)承擔這個角色該有的責任。



唉呀~現代家長有夠難為啦!

不想成為苛求小孩的嚴厲家長

也不願成為放任小孩的擺爛家長

如何拿捏才能成為一個”稱職的”家長?

不怕~教育部出書教我們!

(上網搜尋:教育部家庭教育資源網-教育推廣-出版品)



輔導室已積極爭取到約220本實體書
歡迎家長踴躍申請(可至班親會公告網址內填寫)



讀後心得:沒有指手畫腳的明確指導，
而是給一些方向讓家長去思考、去嘗試





低年級手冊目錄





中年級手冊目錄





高年級手冊目錄





陪伴孩子成長，壓力別太大~

所謂的稱職並不是完美，而是讓孩子在互動中能感受到你的關

愛及陪伴，如此而已。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稍縱即逝，別輕忽自己的重要性，親子

互動時光是無可取代的!

陪伴孩子前，記得先安頓好自己，親子互動時若情緒被引發，

記得示範冷靜，調整狀態，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想改變與孩子相處的崩潰日常? 您可以~

善用家庭教育中心資源

花點時間閱讀吧!從中尋找教養靈感

並從自身開始調整，或許不會馬上變

好，但鐵定不會更糟~

翻閱我和我的孩子

當家長的年資或許沒有比較久，但

因為不是我們的孩子，討論起來，

理智線比較不會輕易斷掉唷!

預約輔導室諮詢

諮詢專線:4128185，也不定期提供

許多免費親職講座，沒事上去瞧瞧有

沒有適合自己的吧!



~謝謝聆聽輔導室關心您~

育兒路漫長我們一起熬

試正向教養與孩子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