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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苗基金於1998年成立

沒有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構

旨在保護18歲以下人士免於遭受性侵犯

主要資源投放在到校預防性教育

現已為接近93萬學童提供性教育

另設有「護苗線」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

護苗基金



1. 兒童性侵犯及相關迷思

2. 預防學童免受性侵犯

3. 學校及教師在預防學童免受性侵犯的角色

4. 學與教資源推介

內容



很多人不願信也不願提…

我們估計起碼有70%以上的個案尚
未被揭發

性



與任何十八歲以下兒童進行的性活動，所牽涉的兒童並不同意或不
能作出知情同意的性活動

• 有接觸/ 沒有接觸的性侵犯

• 用獎賞誘騙兒童就範

• 用威逼、恐嚇、強暴的手段侵犯兒童的身體

兩情相悅發生的性行為也是性侵犯!!!

甚麼是兒童性侵犯?



什麼是「不能作出知情同意」？

任何依賴他人照顧、發展不成熟的兒童和青
少年，假如牽涉入他們不能完全明白的性活
動，即視作為不能作出知情同意。



身體接觸的性侵犯
• 性交、肛交

• 以指頭探入陰戶或肛門

• 以陰莖磨擦兒童生殖器或大腿內側或臀部

• 口交

• 撫摸兒童身體及生殖器

• 要兒童撫摸侵犯者身體及生殖器

• 替對方自瀆

• 強吻

• 其他不必要的身體接觸



非身體接觸的性侵犯

• 在兒童面前自瀆或觀看兒童自瀆

• 在兒童面前露體或觀看兒童露體

• 拍攝或攝錄兒童露體動作及性活動

• 向兒童展示色情物品

• 利用兒童從事色情行業

• 表達自己的性需要

• 在兒童面前進行性行為

• 偷窺



誰是受害者
受害兒童的年齡

0-3歲 5%

4-6歲 21%

7-9歲 16%

10-12歲 21%

13-15歲 26%

16-18歲以下 5%

不詳 6%

受害兒童的性別

男 24%

女 74%

不詳 2%

護苗基金2021年7月-2022年6月資料統計



• 香港及其他國家的研究結果顯示：

• 侵犯者大多數是兒童熟悉或經常接觸的人

認識侵犯者

侵犯者與受害兒童關係

近親(e.g.父母) 21%

認識的人(包括朋友、同學、
老師、教練、親戚、照顧者)

66%

陌生人/ 其他 13%

侵犯者的年齡

18歲以上 47%

18歲以下 42%

關注:
網絡性侵犯、
朋輩性侵犯、
校園性侵犯

護苗基金2021年7月-2022年6月資料統計



心理上︰

• 失去自信

• 焦慮、緊張

• 長期感到內疚﹑憤怒

• 有偏差的性價值觀

• 抑鬱

• 情緒低落，可能有自殺

傾向

• 對人失去信心

行為上︰

• 自毀

• 未婚懷孕 / 性病

• 對性的態度隨便

• 侵犯其他兒童

• 成績倒退

• 行為問題驟增

生理上︰

• 怕人接觸到自己的身體

• 經常失眠﹑發惡夢

• 暴食或厭食

• 性障礙

性侵犯帶來的影響



如何預防學童免受性侵犯及
幫助受性侵的兒童

宣傳若兒童不幸被性侵犯的求助方法，以及性侵犯兒童的後果

讓兒童及其家人了解求助方法，可鼓勵他們揭發事件，儘快得到適切的支援

讓公眾人士了解性侵犯兒童的嚴重刑責，可對潛在侵犯者的犯案意欲造成阻

嚇作用

e.g. 10歲已需要負上刑責

• 強姦-可處終身監禁

• 猥褻侵犯-可處監禁10年

• 利用、促致或提供未滿18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可處罰款

$3,000,000及監禁10年



身為旁觀者，如何是好？

Assess for safety︰先衡量自己能否安全地協助。請切記自身安全是

首要大前提，別讓自己陷入困境

Be in a group︰集體發聲或介入事件會比單獨行事更為安全。假如未

能集體行動，可通知第三者協助行動。

Care for the victim︰關顧有需要幫助的人，詢問是否無恙

對涉及性的言論或笑話不作任何的反應

找藉口協助受害者離開有潛在危險的環境等



 不要只說「小心陌生人」

• 陌生人很危險，一定要教兒童不要跟陌生人說話

• 侵犯者多是長相醜陋、行為舉止怪異或社會階級較低的男人

• 他看起來文質彬彬，又很好的工作，不可能是侵犯者

• 是因為受害人不檢點引誘，侵犯者才會犯下侵犯行為

• 經常見到一家人和睦相處，若兒童被父親性侵犯，母親必定知道

• 那些處處顯得為兒童著想，充滿教學熱誠的老師，應不會性侵犯兒童

侵犯者的迷思



 哄騙

 賄賂

 輕描淡寫

 甜言蜜語

 恐嚇威脅

 暴力

 以權威壓迫

 以兒童的錯來威脅

 袐密

 拿後果來阻止兒童說出口

侵犯者慣用手法



他們可能會:

怎樣知道學生受到性侵犯？

• 對性有超出他年齡的認識

• 畫人物時畫出性器官

• 下體感到痛楚/有不正常分泌物／發炎

• 抱怨排尿或排便疼痛或身體不舒服

• 極度害怕獨處

• 害怕別人觸碰身體



怎樣知道學生受到性侵犯？(續)
他們可能會:

• 害怕異性/某人

• 情緒低落、自卑、沉默

• 脾氣變得暴躁或具侵略性

• 對人不信任

• 睡眠失調 /  經常發惡夢

• 洗澡的時間和次數突然增加

• 成長倒退（e.g.尿床)



怎樣知道學生受到性侵犯？(續)

• 忽然退縮/不合群

• 情緒低落，可能有自殺傾向

• 學業猛退，離家出走/逃學

• 未婚懷孕

• 行為問題，自暴自棄

較年長的兒童更可能會:



若懷疑兒童不幸受到性侵犯……

1.保持冷靜

2.單獨傾談

3.抱信任態度

4.耐心聆聽

5.告訴他/她“不是他的錯！”然後讚他勇敢

6.記清楚孩子的話，然後求助



傾談的時候…

開放式問題引導性問題

5Ws: When:何時發生?

Where:何地發生?
Who:何人?
What:發生何事?

hoW:如何發生?



「係唔係你哥哥侵犯你?」

「佢有冇摸你大脾?」

「佢係唔係有恐嚇你呀? 」

開放式問題

「係邊個侵犯你呀?」

「佢摸你身體邊個部位?」

「佢當時係點對你架?」



如何求助?
1. 學校社工/

專責老師
2. 護苗線 3. 社署

 留意學童情況

 提供跟進輔導

 必要時能轉介合適

服務，協助聯絡社

署及報警

2889 99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社署24小時服務熱線︰

2343 2255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5:30PM  

星期六︰

9:00- 12:00PM



如何求助…?
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FCPSU) 各分區電話:

中西南及離島 2835 2733

東區及灣仔 2231 5859

觀塘 2707 7681

黃大仙及西貢 3188 3563

深水埗 2247 5373

九龍城及油尖旺 3583 3254

沙田 2158 6680

大埔及北區 3183 9323

荃灣及葵青 2940 7350

屯門 2618 5710

元朗 2445 4224



如何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

 定期舉辦有關性教育的培訓: 

- 提高職員的意識

- 家長教育

 採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給予職員清晰的指引-「 守護兒童政
策」

校方可以… … 



如何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如何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

• 守護兒童-建立規則並提高意識，建構一個沒有暴力、兒童友善的環境，

確保兒童的安全

• 保障員工以及有關人員-提升保護兒童意識， 清晰理解自己的

角色和與兒童相處的界線，並且清楚他們對孩子的行為的期望，以及在與孩子

的安全有關的問題時該怎麼做

• 保護組織/學校/公司或機構聲譽- 保護和提升機構的名聲、

誠信和公信力

訂立「守護兒童約章」





如何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

老師可以… …

- 校內推行性教育

- 與學生保持應有界線

- 留意學生的互動，包括學生之間和與其他成人之間

- 與學生保持信任關係



 大人要以身作則︰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主權

 為兒童建立身體自主權的概念︰

 「我是我身體的主人」

 分辦好、壞、唔清唔楚的接觸、如何面對性要求

 學會拒絶及求助

 尊重他人身體，不會侵犯他人

身體自主權



關於戀愛與性的幾個要點︰

如何處理性慾

訂下身體界線，學懂拒絕性要求

正確解讀語言/非語言信息，必須尊重!

網絡安全意識



與互聯網有關的性侵犯

警方公佈

 2020年1-9月涉及網上媒體的兒童色

情物品案大幅上升52%

 最細的受害人只有7歲

 涉 及 網 上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案 件 激 增

88%，其中裸聊勒索激增3.8倍(當中

4 成是學生)



與互聯網有關的性侵犯

社會福利署

 2021年1-9月兒童性虐犯個案

比去年大幅上升47%

 不少非法性交個案屬網上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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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聯網有關的性侵犯
警方公佈

2022年首三季涉及錄得55宗涉及兒童色
情物品案件，較去年同期上升4%，大部
分受害人為女性，七成人介乎12至16歲

 2023年1-6月錄得超過716宗虐兒案件，

兒童性侵害有357宗

2023上半年接獲24宗「網上交友性侵

案」，受害人報稱是學生，年紀最小的

是一名9歲女童。



與互聯網有關的性侵犯
網絡安全意識

• 切勿隨便跟互聯網上結交的陌生人會面；

• 不要隨便在互聯網上披露個人資料、照片及短片；

• 不要接受不當要求

• 不回應色情或性意味的對話

收到相/ 
Video 

不要 Forward



小學

• 《初小學生性教育》

課程

• 《高小學生性教育》

課程

• 《護苗性教育週》

中學

• 《初中學生性教育》

課程

• 《初中學生性教育》

課程-跟進課節

• 《中一至中六學生E-

Class 性教育》課程

特殊學校

• 《智障學生性教育》

課程

護苗性教育課程



小學護苗性教育課程內容
• 認識自己的身體及私人部位

• 辨識「好」和「壞」的接觸

• 認識甚麼是性侵犯

• 認識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化

• 尊重別人的私隱和身體

• 學習如何表達感受、體諒別人的感受

• 對「色情物品」的態度

• 如何保護自己免於遭受性侵犯

• 不幸遇到性侵犯時的處理方法



中學護苗性教育課程內容

• 兩性的心理差異

• 什麼是性侵犯？

• 被侵犯後的傷痛

• 侵犯者是些什麼人

• “危險訊號”

• 對色情刊物的態度

• 學習兩性相處的技巧

• 如何避免被人性侵犯

• 性交的意義及後果

• 避孕

• 自慰的迷思



護苗性教育課程其他內容

• 能否控制自己的慾望？

• 自慰的迷思

• 甚麼是性行為？

• 戀愛和性

• 戀愛須注意的事項

• 媒體與色情內容的關係

• 甚麼是性侵犯？

• 如何避免性侵犯？

• 拒絕性要求的重要性

• 意志力的重要性

• 如何處理性慾



《性在有家教》家長講座



護苗線

• 向兒童，其家人以及公

眾提供有關兒童性侵犯

的查詢與支援

• 近13,000 求助個案



資源分享: 護苗基金 「護苗加油站」



資源分享:警方https://cyberdefender.hk/parents-and-
teachers/?playlist=2f26af7&video=23c71ca

https://www.childprotection.gov.hk/#/



資源分享:教育局



資源分享: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https://www.famplan.org.hk/zh/resources/sexuality-educ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teaching-material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