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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現場 / 性別平等「愛」好好教

程序正義的展現，
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一張畢業謝卡的故事

張佳穎
任職於大學

�到了六月鳳凰花開的畢業季，為了給畢
業生、師長們難忘的美好回憶，各校無不卯足
全力的籌辦畢業典禮，讓孩子們能藉由隆重與
溫馨的儀式來感謝父母、師長與同學們，正式
告別這段求學過程，往更好的未來邁進。每每
看到畢業班同學們在校園的各角落開心的找尋
師長們拍照合影留念，感謝老師們在他們的求
學階段給予的幫助與教導，真的深受感動，甚
至羨慕他們的師生情誼。

一如往例，在今年畢業典禮結束後，我回到辦公室繼續處理公務，手上也還有性平申復案在
處理中，正想著要從何開始簽辦公文之際，有二位眼熟但又叫不出名字的女同學，穿著學士服一
臉熱情的朝向我的座位走來。原來她們是兩年前，我曾處理師對生疑似課堂性騷擾案件中的申請
人與檢舉人。其中一位女同學對我說：「老師，我們找您好久唷，謝謝您之前對我們的幫忙，我
們想跟您拍畢業照片留紀念可以嗎？」，另外一位女同學對我說：「老師，這是我們給您的小禮物，
還有小卡片，真的謝謝您。」我微笑地接過她們遞給我的小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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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們真切的表情與動作，我的心都融化了，原來在她們心中，我是一位正
義又溫暖陪伴她們走過困境的好老師。在那一瞬間，所有處理性平案件冗長的行政
流程、其間不為人知的繁瑣與辛苦，一下子都煙消雲散了。對照著她們現在愉快的
神情，我的思緒不禁回想到第一次接觸她們時，二人臉上帶著害怕與無助的表情，
沒想到時間過得那麼快，轉眼間她們已經要畢業了，而且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主
動來找我合照，對我來說，真的百感交集。

學生送的畢業謝卡 ( 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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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 25條，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
     受教權或工作權，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於必要時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3條規定，採取下列處置，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不受 
     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三、
     避免報復情事。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2《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3條，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得採
     取必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隱忍或是面對

還記得當初她們來找我時，並不敢
跟我說出真實系所與姓名，只是想詢問
看看，如果班上有些同學覺得老師的課
堂行為讓她們覺得有被侵犯時，該如何
自救，還是再隱忍一學期拿到學分就算
了。因為該科目是必修，她們擔心師生
權力不對等，擔心會被老師報復，也怕
學校吃案或是向老師通風報信，反而會
讓她們陷入更大的困境。

當下，我可以感受到她們的害怕、
擔心與無助，身為性平會的承辦人，我
告訴她們危機就是轉機，隱忍並不是好
的作法，唯有一起勇敢面對校園性平事
件，相信學校調查處理的程序，藉由她
們的檢舉提出，校方與當事人才能發現
問題所在，也讓其它同學或學弟妹們免
於遭受相同恐懼，大家都能在性別友善
的校園環境下學習。

受教權的保障

首先，我先針對她們害怕是否會被
老師報復的部分，詳細告知依照《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5
條1，會彈性處理她們的出缺勤紀錄、成
績考核並減低與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避免報復情事等，另外在《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 23 條2  也提到，學校在處理調
查性平案件時，需採取必要的處置，保
障她們的受教權。

除此之外，她們也擔心保密的部分，
我也明確告知，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
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3條第 5款3 規定，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
分之資料，都會予以保密，如果處理校園
性平事件的所有人員有洩密的情事發生
時，則依照《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
防治準則》第 24條4 規定，需依刑法或其
他相關法規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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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闡述法條的內容外，我也用舉例
的方式向她們做說明，在校園性別事件調
查過程中，性平會將依據不同個案需求，
請業務權責單位協助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例如教務處與系所會彈性處理課堂出缺勤
紀錄、成績考核、調班、換班等必要處
置，總務處會補強相關安全措施，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會提供必要的諮商心理輔導
等等。我基於同理心來與她們對談，讓孩
子們知道不會因為提出申請調查而減損其
受教權。

以本案為例，本校性平會採取以下的
行政措施來實踐《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
神，避免因師生權力不對等產生的報復情
事：一、針對她們擔心需在課堂上面對老
師的部分，本校性平會依據《本校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第 25點
第 1項規定，開會決議發函通知系上與
教務處彈性處理申請調查同學之出缺勤紀
錄。二、因本案申訴時已接近學期期末，
故在成績考核部分，同學於期末所需繳交

之期末報告資料，則由系辦公室統一代收
後轉交系主任，由系主任與具相同專業的
其它教師，參酌原授課教師的考評標準給
同學成績。三、系上也召開臨時會議決議，
下學期先更換該門授課老師，之後再依調
查結果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程序正義帶來實質正義

有句法律格言說「正義不僅要實現，
而且要讓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因此
如何讓她們能在學校的處理過程中感受到
公平正義，是我身為承辦人在落實程序正
義時的最大任務。我詳細的向她們解說，
在啟動調查機制後，所有調查期程與保障
當事人處遇措施，避免雙方當事人受到不
平等的對待。而在她們釐清相關的疑慮之
後，過幾天便向性平會正式提出申請調
查，我也開始啟動一連串行政作業。

3《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3條第 5款，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五、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
       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4條，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
       關法規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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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一旦啟動調查機制，就
需進行許多繁瑣的行政流程，如召開不同
會議、討論相關處遇措施，包含課程的調
換，成績評議、排定調查訪談時程等等，
很多瑣碎的細節，就好比訪談逐字稿的繕
打，可能就要挑燈夜戰好多個晚上才能完
成，每一個行政的環節都不能馬虎，不是
身為承辦人無法領會其中的複雜度。

而目前各校性平會業務承辦人大多都
是兼辦，且流動率極高，主因就是處理相
關案件的過程中，如稍有不慎即有行政罰
鍰，對此類需要高度法律敏銳度與時程壓
力的工作，多數人都敬而遠之，如果校方
又無法提供行政上實質的支援 ( 如專責人
力、經費等 ) 給予第一線的同仁堅強的後
盾，試問有多少教育工作者能堅持下去。
因此，教育部與學校應重視並改善第一線
承辦同仁的困境，唯有留住好人才讓性平
會運作的實務經驗順利傳承，才能在處理
校園性平案件時，程序正義可以完備，並
貫徹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

雖然目前本校性平會各項行政業務也
是由我兼辦，也造成工作上不少的壓力，
但我知道，唯有將所有行政程序依法做好
作滿，守住程序正義，才能讓調查小組展
現其實質正義，不致於在後續的申復審議
時，因行政程序瑕疵的缺失，而推翻辛苦
調查結果。

危機就是轉機

理 想 且 有 效 的 危 機 處 理 包 含 以 下
四個向度：危機事件的降低或解除；照
顧到當事人，幫助當事人有能力面對自
己的困境，也有所成長；對他人也有教
育意義，積極預防宣導；相關工作人員
也 得 到 照 顧 與 支 持 ( 麥 麗 蓉、 蔡 秀 玲，
2004 )。而如何有效的處理校園性別事
件的危機，同樣可以從以上四個向度來
檢視。從這個案例中，學生在面對疑似
性騷擾的學習環境時，身為教育人員的
我們需要在第一時間協助她們面對困境，
才能將危機化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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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申請調查的學生外，被申請調查的老師，也同樣面臨到教學生涯的危機，雖然起初老
師無法接受女同學申訴內容為「不舒服的感覺就慢慢累積，…老師關心同學是正常的，可是肢
體接觸不用這麼多，畢竟也是異性…」之陳述，老師覺得女同學們過度聯想，自己並無性騷擾
的動機，也害怕調查過程會不會造成自身權益的減損，但藉由調查委員於行政調查的訪談過程
中，告知《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目的，老師也能放下心防，接受調查委員的建議，
重新檢視自己的行為，願意在日後教學上，更加注意師生間權力差距、學生個別主觀感受，並
建立起自身性別尊重的合宜態度與行為，避免師生關係緊張。

雖然處理性平案件時各項行政流程很繁瑣也很累人，但從孩子們在畢業時給我的回饋與教
師後續的反省態度，讓我深刻覺得唯有程序正義的貫徹，才能有效的危機處理，幫助當事人有
所成長，並面對困境。我也從中間的過程不斷學習，順利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也還給校園性別
友善的學習環境。

小結

許純昌（2014）指出：「隨著近年來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件數量的攀升，業
已成為性平會承辦人最主要的業務及壓力來源，而且對於性平會承辦人及事件雙方當事人而
言，校園性別事件的調查處理過程往往耗時、費神、憂勞且心傷。」我身為性平會第一線的業
務承辦人，期許自己能成為把關程序正義的守門員，唯有多了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相關法
規、解釋函，增進自己在法規上的知能，才能完備程序正義的原則與精神，避免行政程序上的
瑕疵，進而協助當事人與調查小組在執行調查過程中彰顯實質正義，甚至在調查過程中，給予
修復式正義的效果，以維護當事人雙方的權益（張佳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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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同事們在閒聊時提到，如果校園性別事件沒鬧大也沒上新聞，其
實就是處理小眾的事，好像也沒那麼重要。而且這類案件都是密件公文，
知道的人少，長官們也不太了解你在做什麼，也沒有明顯的績效可言，不
像總務處辦理興建工程、教務處申請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研究發展處申
請科技部研究計畫可以清楚量化，也有 KPI 值可以評估績效。反觀處理
校園性別事件真的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不但要面臨瑣碎的行政工作，
最棘手的還包括要面對雙方當事人爆發的情緒，有時當事人因為不了解相
關行政程序而破口大罵學校吃案或拖延時間，不然就是請律師來施壓阻撓
行政調查的程序，或是用似是而非的法律用語或條文來恐嚇承辦人，這些
衝突場面往往都是由第一線承辦人默默承受，也嚴重影響處理公務時的情
緒，因此對於第一線的性平會承辦人所需付出的情緒勞動，也絕對不亞於
撰寫各項補助款的計畫所需付出的心力。可惜實務上性平會承辦人的情緒
勞動很少受到學校的重視，除非鬧上新聞，才會感同身受。

回歸到學校辦學的初衷，學校應該是提供學生們快樂學習的場域，
只有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才能讓學生們安心的求學，享受求學的過程；
雖然處理校園性別事件很難量化績效，但從她們感恩與愉快的神情中，
我深刻體認到身為教育人員的價值。對她們而言，雖然我不是判定最後
的事實認定的調查委員，但在調查期間各種行政處遇措施與程序正義的
展現，也是讓她們內心不再恐懼的重要關鍵。凡努力必留下痕跡，雖然
兼辦性平會業務十分辛苦，但能得到孩子正向的回饋，讓教師知道性別
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避免師生關係緊張，為性別友善校園環境盡一
份心力，我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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