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06 發行 

❤ 升學訊息 

【升學資源】：學測邁入倒數階段，樂學網提供免費學測重點複習之線上課程及學測落點分析 VIP 序

號，有興趣的同學可填寫表單 https://reurl.cc/gQpEDz 領取!!! 

❤ 性平教育文章 

國高中生自拍私密照比例增加，小心畢旅、生日狂歡留「紀念照」 
作者：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張益勤 

台灣展翅協會表示，國內近 5 年網路檢舉的性剝削案件裡，性剝削影像多來自國高中生的自拍

照。該協會提醒，學生在校外教學，或是生日派對等場合拍攝私密照作為紀念，是很自然的事，但

忽略了只要上傳，不論有意，或是因為 APP或是手機外流出去，都可能成為日後的威脅工具。 

台灣展翅基金會舉辦「防治網路兒少性剝削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專家分享網路性剝削相關的

法規政策、受害人服務，以及科技辦案等經驗。台灣展翅基金會也在會中分享「台灣網路兒少性剝

削觀察報告」，公布網路檢舉熱線服務 Web547，最近五年收到的檢舉數據。統計發現，每年和兒

少性剝削相關的內容約占比 4%至 17%，包括貼在社群平台、封閉群組、成人論壇等兒少性虐待／

性剝削內容、電腦製成兒少性虐待內容，以及誘騙兒少拍攝傳送私密影像的訊息內容等。統計發

現，2018 年開始兒少性虐待／性剝削內容逐漸增加（見圖）。 
 

 

 

 

 

 

 

 

 

 

 

 

 

 

 

（圖）2018 年開始兒少性虐待／性剝削內容逐漸增加。(製圖：施雲心) 
     

台灣展翅協會兒少網安處處長陳時英表示，檢舉內容多數來自國外兒少，國內的兒少性剝削影

像則多是國高中生自拍的私密影像。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https://reurl.cc/gQpEDz


 

為慶祝拍下的私密照可能成為威脅工具 

為什麼網路上會有國高中生的自拍私密照？除了在網路上被惡人誘拐，還有一部分更值得關注

的屬於非惡意拍攝卻外流的內容。陳時英說，這部分的影響往往來自熟人，多數是學生在畢業旅

行、校外教學或是生日派對等歡慶的場合，留下的「紀念照」。 

 根據 2018 年台北大學社會學系與台灣展翅協會，針對六都 1500 名國高中生所做的《青少年

自拍認知及行為調查結案報告》，有 1.1%的學生表示自己曾有裸露私密部位的自拍行為，但有 2%

左右的青少年傳過別人的自拍照，將近 10%的青少年收過他人傳過來的裸露影像。 

 陳時英提到，青少年對於身體的好奇是發展中必然會發生的事，只是隨著資訊科技的使用，從

過去照鏡子，到現在變成手機自拍。然而，青少年對拍攝私密照的風險認知不足，也缺乏傳播私密

影像會觸法的意識，成為兒少性剝削的犯罪隱憂。 

陳時英提到，拍攝私密照可能是礙於小團體的同儕壓力，卻可能成為日後反目成仇的威脅工

具。「我們會建議青少年只要拍照的當下有點猶豫、不想拍，最好可以離開現場，或是直接拒絕」。 

 

只要傳上網就可能受害 

除了人為的外流風險，陳時英也說，即使沒有主動傳播，現代科技也可能把影像「自動」外

流。包括照片串流、共享及自動備份功能，或是手機借人使用、送修等原因而被傳送出去。這些私

密照也可能外流到成人色情網站，乃至於被用來作為營利的商品，成為組織犯罪的影像內容，「這些

都是孩子在決定要不要拍私密影像前必須認知到的風險，」陳時英說。 

陳時英也建議，家長也必須和孩子一起學習網路素養，像是哪些內容可以放網路？自拍可以拍

什麼？哪些涉及隱私或是個資的部分並不適合放在網路？「拍照的目的是什麼？」陳時英以全家泡

溫泉的照片舉例，「如果是要表達我們全家很開心的一起泡溫泉，可以用什麼樣的照片來表達？」 

台灣展翅協會直接服務處處長林曉文也在「防治網路兒少性剝削國際研討會」的報告裡談到，

培養青少年對於網路危險的敏銳度很重要，「任何家庭只要會上網，就可能成為網路兒少性剝削的受

害人」。 

 

驚見 18 歲罪犯，私密影像內有嬰幼兒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陳時英提到，今年兒少性剝削的犯罪加害人有年輕化的趨勢。「今年 10

月我們與警方合作破獲的案子裡，最年輕的犯罪人僅 18 歲」。陳時英充滿憂心的談起案件的犯罪手

法就和韓國Ｎ號房一樣，屬於組織型的犯罪，透過 Line 群組的聊天室傳播私密影像內容，「會員可

以免費註冊，但是如果要看私密影像就必須升級，升級的條件除了付費，也可用貢獻影像、推廣網

址、推薦新成員等方式來累積積分」。陳時英指出，群組內高達 60 多人，搜出的私密影像裡甚至有

嬰幼兒的影像。 

對於犯罪年輕化的趨勢，陳時英認為，過去針對成人犯罪的矯正方法也需要適時調整。他認

為，相較於對成人犯罪的必須接受法律知識矯正課程，年輕的罪犯更需要的是情感教育、性別教育

和培養同理心。他也認為，必須開始關心年輕世代的心理健康。 

 

 

文章摘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8137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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