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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4 年經總統公佈實施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稱《性平法》），為我國

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基礎。《性平法》從制定、公布實施至今歷經 5 次的修正最

近的一次修正後的公布的日期為 2022 年 1 月 19 日。從法條的明文規定中，學校

在實際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運作下，及處置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的調查中，學校

調查人員人力一直是教育現場上捉襟見肘，短缺不足、窮於應付的窘態，本文從

國民中學階段，學校性平事件調查人員人力的困境，嘗試提出解決學校在校園性

平事件調查人員中人力的因應策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探討。 

二、 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人員人力的困境 

本文作者服務於國民中學，學輔工作有 15 年的經歷，也通過校園性別平等

事件高階調查人員的培訓，並實際參與校園性平事件之調查工作，以校園現場的

觀點將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人員人力面臨的困境分析如下： 

(一) 學校人員參與調查人員培訓意願不高 

以國民中學階段而言，新學年度 8 月份的暑假期間，地方教育局處會辦理，

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人員的培訓工作，就作者參與的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

培訓期程而言，初階培訓三日 23 個小時、進階培訓四日 29 個小時、高階培訓三

日 23 個小時共計 75 個小時才能取得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人員高階的證書。以

課程的天數及時數而言，學校人員主動參與培訓的意願確實不高。 

(二) 調查人員面對事件調查的過程備受壓力 

  根據陳莉榛與胡延薇（2011）訪談性平人才庫且有過實際調查實務三次以上

經驗者的大專院校調查人員其所面臨的擔心包括：(1)先備專業知識不夠，不能勝

任；(2)步入法庭；(3)自己的判斷影響同事的前途，影響申訴人的權利；(4)足夠

做出公平的正義。除了上述的擔心及可能觸及洩密的處罰之外，調查人員可能還

需遭受質疑及指責、甚至調查上的挫折，可說是調查的過程備受壓力及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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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缺乏外聘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管道 

  在外聘調查人員上，雖然於教育部及各縣市皆有性別平等調查人員專業人才

庫，但實務的操作上，學校單位會先詢問相關單位或友校是否有推薦的人選，然

後再透過電話詢問，是否擔任調查人員的意願和時間，如果外聘調查人員又有性

別的考量，那更是難尋覓到合適的人選，學校缺乏外聘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

管道亦是實務的困境之一。 

(四) 學校具調查人員資格實際參與事件調查的意願低落 

  國民中學階段而言，就具有調查人員資格的專職行政人員而言，如果非屬權

責單位的處室，其參與事件調查的意願不高，依工作性質論，非權責單位的行政

人員會認為原本就有自己的工作項目，如果再擔任調查人進行調查工作勢必壓縮

自己原本應執行的工作業務。就教師而言，如果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當卸除兼任

行政工作後，職務更換成擔任導師或是專任教師，其對於調查性平事件的工作更

是唯恐避之不及。 

  綜上而論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的調查人員人力上，學校有其面臨的困境，學校

單位在面對校園性別平等事件時，在性平調查人員的聘任上除了要合乎法規的規

定之外，人力困境上的因應，亦是學校校務運作應思考的一環。 

三、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人力規劃的因應策略 

  組織的成功仰賴於找到具有必須技能的適合人選來成功地執行，用人與人力

資源管理決策與方法便是確保組織人資員雇用，與確保正確人員的關鍵所在

（Stephen & David, 2005）。作者提出下列四點的因應策略來解決學校校園性別平

等事件調查人員人力的困境： 

(一) 建立校內性平事件調查人力制度 

  在學校教師代表中，如果學校有教師會的組織可由教師會每年推派具性別平

等意識的教師為委員並參與調查人員的培訓，可依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

基準，延請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節數，將校內擔任調查人員的教師酌予

減課，建立校內人力培力制度，據此達成教師團體內部的共識，完備校內調查人

員人力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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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學校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支持 

  在面臨校園性平事件的調查中其類型涉及性侵害、性霸凌及性騷擾，樣態上

有許多的狀況，事件嚴重的程度上落差也很大，對此調查人員在調查事後所呈現

的心理狀態，學校應有具體的支援支持系統提供調查人員紓解事件調查上的壓力

及情緒。以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為例提供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協談服務，每年最高

可使用 3 次協談，內容包括：心理、法律、保健、財務、管理。學校單位可加以

宣傳推廣，以其關照學校內性平事件調查人員心理壓力的支持。 

(三) 建置外聘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系統 

  作者認為以調查人才庫的人員為人力的資源基礎，透過上級機關開辦實務工

作坊的方式，聘請具相當實務調查事件的講師實際帶領人才庫的人員進行師徒制

的教授，透過師徒制的建立擴大人才庫人員的實際參與的意願，另外參與的人員

更有其諮詢管道，在實際案件的調查上，才能更加掌握。那麼人才庫人員的建置

才能真正發揮其人力的作用。 

(四) 提升學校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獎勵制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參與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諮詢服務及調查工作獎勵作業要點（臺北市政府，2016）。

要點中鼓勵教育人員積極投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諮詢服務及調查

工作，明確的訂定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獎勵制度，此舉方能增強校內教師人員

積極參與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培訓及調查事件的工作意願。 

四、結語 

  以本文所探究而言學校對於性平事件調查工作上調查人員人力的缺乏，回歸

於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力的管理上，學校端應積極規劃培訓學校的調查人員人

力，地方教育局處端建置學校性平事件調查人人力支持系統，並提升校園性別平

等調查人員執行獎勵方案提撥各項事務經費，以達發揮學校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

員人力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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