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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臺灣基督教神學教育性平教育課程政策－ 

以臺灣首件宗教權勢濫用案件為例 
陳嫈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宋一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於 2023 年 7 月首例宗教界因宗教權勢猥褻的司法判刑確定，加害人被

依《刑法》第 228 條被定罪，係全臺灣第一個因宗教權勢猥褻的司法判決，有位

北部國立大學畢業生發文揭發自身在學期間，參加校團契遭受到輔導的資深牧師

性騷擾長達 18 個月，震驚宗教界，特別是基督教界（葉霈萱、吳嘉堡，2023）。 

事實上臺灣宗教界頻頻發生性騷擾醜聞，並非偶發事件，是宗教界信眾心中

的痛，卻無處可訴，且不能聲張，令信眾感到無奈的是，除受害者無處可申訴，

加害者並未受到應有的懲處，如非受害者人勇敢提告，終究經司法單位於 2023

年 7 月 12 日判決確定，並成為臺灣宗教權勢猥褻被判刑的案例（葉霈萱、吳嘉

堡，2023）。 

2023 年 7 月 12 日在此事件發生判決成案的同時，不分政黨女性立委以此案

例向時任衛福部長薛瑞元提出將宗教猥褻性騷擾樣態加入性騷法規定中，薛部長

表示：「信仰的部分是比較麻煩的是那個定義，要去處理，會有些問題，基於這

個信仰，然後要利用權勢或機會為之（性騷擾），這個有點兩個相連不一定連的

起來。」（客家電視台，2023），衛福部以新制度論所定義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葉霈萱、吳嘉堡，2023）的態度回應，將不考慮將宗教性騷擾樣

態加入在法律規定範疇中，令婦幼團體感到擔憂。 

國內婦女團體呼籲，要盡快將權勢性騷擾關係樣態列入宗教或信仰，不能因

為定義困難就不做，讓性騷擾防治出現漏洞，諷刺的是，性平法在 2023 年 7 月

31 日完成性平三法修法（許祖菱，2023），不僅政府主管單位有積極的態度，而

雖西方文明因受基督教文化教義影響其法治與民主精神，並設立神學院，本文即

應就國內神學院神職人員養成教育加以探討與分析，臺灣基督教神學院 2023 年

學期課表上，並未見有具體回應該事件，且作出調整制定課程之政策。 

二、首宗權勢濫用案例紀要 

而令人費解的是，這所發生猥褻事件的大學，係屬國內北部頂尖大學，學生

素質與法治觀念，據理解，應非程度低落，怎會遭受這種傷害，直到一年半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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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關單位舉報，隨後才有同屬該校業已畢業也受到相同遭遇的受害者聯袂出面

舉報，才令此事件曝光，訴諸法律途徑，並作出判決，作者懷疑，在加害者任職

期間，是否有為數更多受害者不敢出面舉報，這個議題值得有關學者們深入關且

與探討。  

在此之前，基督教會界，不分教派學者為文指出，如何預防教會內性騷擾情

事，甚至提醒教會界，正視教會內性騷擾事件，勿以規避的態度處置（姚亘貞，

2019）更有基督教總會編輯發行《教會防範性騷擾手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020）來呼籲教會，因此；雖然教會界領袖者已見昔日現象並全力呼籲杜絕未來

情事的再生，實況是，仍不斷發生此類令人遺憾的事件，甚至遭判刑定讞，成為

首宗案例，搬上檯面遭人詬病。 

三、國內基督教會界之現況 

教會對於傳道師與牧師的資格認定，主要依賴各宗派所屬的基督教神學院所

培育的神學生。然而，地方教會亦有少數自行訓練並仿效神學院的實用課程，經

過若干年後依自訂程序晉升為牧師，此模式在教育普及的臺灣教會界逐漸盛行，

卻也引發不同的見解。本文旨在探討基督教神學院的神學生至少需完成 4 年的大

學學程或 7 年碩士學程，但在性平議題上的課程政策似乎未能與時俱進。 

在臺灣基督教會界，處理醜聞的常見方式是由資深教會領袖或設有總會制度

的教會（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聖教會總會、天主教臺灣教團、聖公會總會

等）派員介入，根據性騷擾防治指南（連嫦美，2020），此作法，往往避免事件

在媒體或網路上的曝光，然而，作者認為如此處理原則及機智並不完善，且不符

合宗教界應有的基本態度。 

四、分析討論 

在追求聖潔與神聖的基督教會，怎會產生此類事件？部分學者以｢權力距離

理論」來解釋教會界或宗教界發生此類事件的原因，而權力距離一詞最先是由荷

蘭社會心理學者毛克・穆德爾（Mauk Mulder）於 1976 年在其著作 “Reduction of 

power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The Power Distance reduc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所提出，是指上司與下屬之間的權力差距（Hofstede，2006）。 

此概念，後由荷蘭學者 Hofstede（2006）加以擴大延伸，指出：「在家庭、

公司、社區等組織機構中地位較低的成員對於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在權

力距離指數高的社會，地位較低的成員更傾向於服從地位較高的成員的命令，而

同樣的情形在指數低的社會，則需要合理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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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內階級的差距，交織的權力距離，相較於單一環境領域而言，「權力」

在社會學上又可稱之為「威權」，是一種規範上的概念，「界定著一種某人有權

要求其他人，在社會關係中順從其指令的情況，因為發展出這種關係的集群價值

與規範系統，產生這種權利，並將之賦予利用該權利的人。」（黃一鳴，1997）；

由於這種對權威的服從，並不違背群體規範與倫理價值制度，因此被認為是合法

的（Fiske, 1993）。此「法」並非法律，而是社會規範及倫常制度的法則，而宗

教界教主或傳道人與信徒之間的權力距離使信徒需信奉教義。 

臺灣教會在聖經釋經學方面對新舊約的解釋及生活準則的應用呈現片面化

(Osborn, G. R.,1999)，這將影響信徒對醜聞與性平事件的態度，在預防與處理此

類事件上存在顯著盲點，例如聖經（哥林多前書 6:1-2,4-7）（聖經聯合公會，1996）

責問受害者為何不願承受虧損，且不應主張自身權益，要求信徒不宜向外求訴或

向政府提訴訟，這些經文已成為教會面對財務醜聞及性騷擾事件的潛規則，導致

內部事件不被對外申訴。 

基督教會的道德標準應高於社會法律標準，根據聖經，教會內外的事情最終

必將被揭露。隱瞞此類事件不僅違背耶穌基督的教導，也違反法律，特別是在國

內隱匿不通報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的行為（教育部法源資料庫，2019）。 

五、神學院教育課程政策 

國內神學院之教育於培育神職人員訓練與養成過程，實有強化的必要，而現

職的神職人員，更有必要在性平觀念提升與強化，參考國內 2023 年各神學院學

碩士班主要課程（參表 1），僅有以紅色標註，關於性平課程，卻未見相關性平

課程專題。 

表 1 國內 2023 年各神學院課程名稱 

A1 
學院系所碩/ 

博士班課程Ⅰ 

A2 
學院系所碩/ 

博士班課程Ⅱ 

B 
學院系所 

關顧與協談 

教牧碩士課程 

C 

教牧輔導 

教牧碩⼠科  

D 
學院系所 

碩士科課程綜

合  

牧會學 綜合討論 新約導論 研經法 釋經學 舊約歷史書 

系統神學 論文研討會 靈性諮商 舊約導論 保羅書信 釋經學 

宣教學 神學英文 專業倫理 靈命操練 
教會史專

論 

希臘文希/伯來
文 

本土神學 
詩篇類型研究 

與神學 

協談報告 

畢業論文 

研究原理 

與報告寫
作 

婚姻家庭 

聖經藍圖 

佈道神學與實
踐 

希臘文/希伯來
文 

基督與文化 婚姻協談專題 
發展⼼ 

理學 
教牧協談 

論文寫作與 

研究方法 

基督教與其他 系統神學 人格與諮商 老年事工 兩性關係 神學與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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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關係 主題研究 輔導理論 與輔導 與輔導 科或神學與社
會科學 

性別神學生命 

反思 

舊約神學方法
論(研究的新進

路) 

神學視野中 

的全人發展 

教牧與 

諮商倫理 

系統神學 
釋經講道的原

理與實務 
詩歌智慧

書 

本土神學 
改革宗神學傳

統 
教牧輔導實習 釋經學 團體輔導 教會實習 

音樂事工 

教牧應用 
教牧書信 

系統神學 
助⼈歷程 

與技巧 

四福音與 

使徒行傳 

釋經講道的內

化與宣講 
基督教教育概

論 

論文計畫書 講道的歷史 
神學與輔導整

合 摩⻄五經 
教牧諮商

實習 
系統神學 

領袖形成、門
徒訓練與議題 

畢業論文 機構實習 

諮商與⼼

理 

治療理論 

危機與 

悲傷輔導 

教會歷史—宗
教改革至近代 

    
佈道神學

&實踐 

基督教教育概
論 

資料來源：台灣神學研究院（2022）。臺灣神學研究學院開課資訊；中台神學院（2022）。中台神學院教務處公告與下載
表單；中華福音神學院（2023）。2024 招生學科概覽。 

再從神學院將「教牧諮商與輔導工作倫理與性教育與輔導」（參表 2）排列

在畢業前選修課程之一，相對應於國內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的課程，對照教育部

法源資料庫於 2007 年頒佈，設置具有建議國內各大學可參考教育部所提供性平

課程資源（參表 3），神學院卻未將附表 3 專題排入課程，是否可以理解成，神

學院對國內教會所所發生性平事件，並無相應之危機感，未能與時俱進措施，也

未見這件案例後，各神學院在課程上，制定相應之補救教學政策？ 

表 2 神學院教牧諮商與輔導社工相關科系課程表 

選修課程&畢業要求：1.輔導類選修課至少 15 學分；2.畢業講道 

心理疾患的認識與關顧 團體動力學與輔導實務 

團體治療理論 家族系統理論與技巧 

教牧諮商與輔導工作倫理 婚前輔導與婚後更新 

性教育與輔導 老人事工與輔導 

哀傷輔導與危機處理 青少年輔導 

上癮行為的認識與輔導 兒童輔導原理與實務 

心理測驗與評量 當代教牧輔導議題 
資料來源：中華福音神學院（2023）。2024 招生學科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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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育部性平教育課程教與研究/較學參考資料/大專校院教學資源表 

資料來源：作者編輯自教育部法源資料庫性別平等（2008）。 

六、結論 

國內神職人員在執行宗教儀式時，根據臺灣聖教會的規定有 9 章（基督教臺

灣聖教會聖禮手冊，1988），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禮儀手冊則包含 8 大部分（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2020），在聖禮中，均於公開場合進行，在牧師按立或差派宣

教師，需觸碰信徒肢體儀式為按手禮，根據教會傳統，洗禮與聖餐是主要儀式（改

革宗電視台，2022），洗禮在教會公開場合進行，分為滴水禮與浸水禮兩種方式

(Duncan，2021)，聖餐則無需與信眾肢體碰觸。 

2023 年 7 月 31 日，性平三法修法圓滿完成，促使臺灣神學院及教會加強性

平課程，將性平防治觀念融入基督徒的學習與信仰實踐中。在神職人員培養過程

中，應深化性平教育及法治觀念，並在實習階段納入考核標準。此外，應促進社

會大眾與基督教會信眾的學術交流，確保信徒能理解並應用性平的核心價值，使

性平成為日常生活的常識。 

七、建議 

正確解釋聖經教導信眾，以防偏頗，特別是在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中，神職

人員應以身作則，遵循主耶穌的教導，成為信徒榜樣，努力實踐聖經真理，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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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性平議題，在教會內外坦誠執行（馬太福音 5:13-16）（聖經聯合公會，1996）。

國內神學院應強化神職人員的價值觀，鼓勵參加性平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探討

因應職場之挑戰的經驗。 

教會界學者全心投入，建議神職人員應防範之事項（連嫦美，2020），在宣

導和實踐方面仍需加強，教會可參照教育部所頒佈的《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實務手

冊》，針對各項活動提出建議，特別是在肢體運動課程中應避免身體碰觸，教會

應編輯出版《教會性別事件防治實務手冊》作為防治性騷擾的準則。 

神職人員需不斷提醒自己，避免與異性、同性成人或兒童，信眾單獨相處，

單獨會談，應正式預約，選擇在辦公時間內於辦公室或公共場所進行，培養性別

敏感度，節制言行，避免論及性或性別話題的玩笑和輕薄言語，注意與異性互動

的言行；切勿濫用他人的信任，並在公開場合，保持莊嚴態度。 

鼓勵信眾憑信仰，勇敢吹哨並倡議改革，如舊約大衛王以甩石機擊敗歌利亞

的勇氣（撒母耳記上 17:37-51）(中文合和本聖經）。面對性騷事件，無論是當事

人或友人，都應憑愛心與勇氣，向相關單位舉報，揭露真相，將教會中披著羊皮

的狼揪出來，還給宗教界清淨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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