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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故事：家暴目睹兒/親密關係暴力服務真實故事 
 

  阿令今年小學五年級，活潑好動，對師長很有禮貌，在學校喜歡交朋友，參加各式

各樣活動。看似外向活潑開朗的阿令其實很多煩惱，也曾向輔導老師求助希望可以接受

心理諮商。因為從小就目睹爸爸對媽媽施暴，即便阿令試圖以肉身保護媽媽，也會一併

被打。 

 

  當社工與阿令談起人身安全的相對應保護方式時，阿令甚至會說出:報警也沒有

用，警察來家裡看看就走了，爸爸關門後還是繼續打。媽媽在遇到家暴時，會像認命般

的隱瞞事件，對各個單位都不願意提及，或是淡化暴力樣態。導致阿令現在聽到媽媽被

打時後，只想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因為做什麼都沒有用，媽媽自己也很消極。最終使阿

令對於家暴這件事已經變成習得無助的狀態，彷彿對外求助是不會有任何效果。 

 

  在婦援會社工介入後積極地與警政、社政單位溝通合作，鼓勵媽媽面對家暴要勇敢

的站出來，後續成功地幫媽媽申請到保護令，保障媽媽的人身安全，爸爸在過程中也有

改變與家人的相處方式，漸漸地沒有再發生家暴事件。我們在創傷輔導會談中，與阿令

整理過去目睹的經驗，阿令開始對於求助有正面的想法，更願意積極面對、討論目睹的

想法及感受，也逐漸地從目睹的創傷中走出。 

 

文 / 婦女救援基金會  社工 劉惠芳 
 

 

 

  小瓔跟先生結婚十多年來，先生一直都是大男人主義的個性，所有事情都要由先生

做主，小瓔很難表達她個人的意見及想法，只要她的想法與先生相左，先生動輒對小瓔

罵出含帶貶低且不堪入耳的辱罵，甚至動手摔東西，對小瓔未有一絲的尊重。當先生脾

氣上來時，他甚至不會顧慮孩子就在身旁，毫不在意地讓孩子目睹恐怖的家庭暴力。 

 

    在長期的精神暴力壓迫之下，原本個性樂觀正向的小瓔，開始變得有些自我懷疑、

焦慮、失去自信、害怕與先生交談互動。小瓔擔憂若這樣的生活繼續下去，不只自己身

心會生病，連同孩子的身心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因此小瓔決定鼓起勇氣，她主動打電

話向社工求助。 

 

    婦援會社工初次與小瓔會談時，小瓔透露出許多是否應離開受暴情境的焦慮，諸

如：我可以帶著孩子離開嗎？當我離開自己的家，我要住哪裡呢？先生知道我帶孩子離

開會不會更生氣？我該怎麼保護自己跟孩子......等等。 

 

    社工先緩和小瓔的情緒，並一起討論她的擔憂、期待、對於未來人生的展望。社工

提供小瓔正向的情感支持、如何因應暴力的資源策略規劃，以及分享目睹兒少的資源。

社工完整陪伴小瓔從離家庇護、聲請保護令、孩子的探視、到離婚訴訟等過程。陪伴的

過程中，我們看見小瓔的前進及勇敢，踏出的每一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選擇，逐漸，小

瓔開始找回勇氣、積極、樂觀、有自信的自己。 

 

文 / 婦女救援基金會  社工 杜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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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內容與預期效益 

 
一、 計畫緣起 

 

  婦援會從 1987年雛妓救援運動開始，37年來關注與投入「慰安婦」人權、親密關

係暴力、人口販運、性剝削、目睹家暴兒少、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等性別暴力防治

議題的工作，我們扮演著開創、改革、長久耕耘的角色，一路陪伴性別暴力被害人走出

創傷，也同時推動政府的政策改革，向大眾溝通性別及暴力議題。因堅守使命促成許多

生命改變(含個案/案家)，推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家庭暴力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

法等法案等通過，促成國家政策及體制的改變，保護性別暴力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提供

生活保障。同時，成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以保存阿嬤的故事和推展性別人

權教育基地，記錄她們不凡且堅毅的生命力量，讓大眾參觀時能真切反思。讓每世代聚

首在此真誠地面對歷史、瞭解戰爭暴行，進一步成為維護人權的積極倡議者或行動者。 

 

  婦女救援基金會持續將秉持關懷弱勢婦幼與性別暴力防治之三級預防服務，除服務

受暴婦女、目睹家暴兒少、數位性暴力被害人外，新增童年目睹家暴的青年服務族群。

性別暴力預防教育方面，將本會開發之「慰安婦」繪本《蘆葦花開》、情緒抒發卡和吹

笛人桌遊、「裸照外流不是妳的錯」數位性暴力影片等媒材做為性別暴力防治媒材，進

入學校、社區進行推展，搬遷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以新展館持續推廣性別

人權教育，並持續推動法令立法、修法，參與和監督政府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政策等社會

倡議，期能推動改革達到零暴力的終極目標。 

 

二、 計畫內容 
 

1.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直接服務 

提供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數位性暴力被害人、目睹暴力兒少、童年目睹家暴之

成年、性暴力被害人、人口販運被害人等對象之專業社工服務，包含：支持關懷

輔導、生活照顧、訴訟扶助與陪同、轉介心理諮商/律師、連結與申請相關物資

及經濟補助、人身安全計畫討論、親子/親職服務、辨理教育/支持性/休閒/治療

團體/講座等活動、提供就學/就業/住宅及子女協助等。 

 

2.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之倡議 

(1) 參與體制內政府辦理之各項會議或委員會。 

(2) 參與體制外非政府組織辦理之相關會議及推動相關法案立法、修法。 

(3) 運用各種媒體通路及數位網路進行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等議題之倡議，以

保障及維護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 

 

1.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相關訓練與宣導 
(1) 辦理社工專業或性別暴力防治知能專業訓練課程。 
(2) 運用《號召吹笛人》桌遊、數位性暴力與家庭暴力防治影片等媒材進入社區、

學校，進行講師培訓、講座或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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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 3 集相關主題之 podcast 節目，進行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之公民

教育。 
(4) 官方網站與網路社群媒體之維護與訊息更新，提供服務對象、社會大眾等相

關諮詢與協助之資源。 

 

2.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及教育推廣 

(1) 「慰安婦」歷史常設展與規劃兩場與「慰安婦」議題相關常設展，以吸引

民眾與團體入館參訪，同時舉辦性別與人權講座與經營 podcast、與

Youtuber合作集影片。 

(2) 前進校園、社區，讓學生認識二戰時期慰安婦歷史與性別人權相關議題 

(3) 製作「『慰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並舉辦種子師資研習，同時前進校

園、社區，帶領學生認識「慰安婦」歷史與性別人權相關議題。 

(4) 透過現行資源和文物權利盤整、典藏評估與分級。 

(5) 官方網站維護、管理與資訊更新。 

 

三、 預期效益 
 

1.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直接服務 

(1) 預計提供至少 1,860位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數位性暴力/性暴力被害

人，目睹暴力兒少、童年目睹暴力青年、人口販運等社工專業服務，透

過身心及生活關懷輔導、經濟補助、司法訴訟扶助，相關資源提供等各

項服務項目，降低創傷影響，促進身心健康復原與減少生活壓力，生活

恢復穩定。 

(2) 預計舉辦 58場個案團體/活動/講座，至少 568人次參加，將增加性別

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支持系統、促進親子關係改善，使身心壓力獲得

舒緩和生活穩定。 

 

2. 性別暴力防治與人口販運防治之倡議 

參與多場政府與非政府相關會議，辦理 3場記者會倡議活動，1 場親子園

遊會，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3. 性別暴力防治與人口販運防治議題相關訓練與教育宣傳 
至少舉辦 27 開放社區、學校、專業人員參與的教育訓練和預防宣導課程或

活動，主題包括：暴力預防－《號召吹笛人》桌遊、繪本、兒少數位性隱私

權、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預防教育、性交易轉業人員、女性自主權等、網絡

專業人員知能訓練，以增加參與專業人員專業知能和學生、民眾性別暴力防

治、性別平權及人口販運防治的意識。 

 

4.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館藏營運及性別人權教育推廣 

(1) 慰安婦歷史常設展和規劃二場與慰安婦議題相關常設展，以吸引民眾

與團體入館參訪，同時舉辦 6場 200人次性別與人權講座與 6集 podcast

預期超過 1萬人次流覽、與 Youtuber合作 1集影片，預期超過 40萬觀看

數，預計 1萬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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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進校園、社區，讓學生認識二戰時期慰安婦歷史與性別人權相關議

題共 8場 240 人次 

(3)透過現行資源和文物權利盤整、典藏評估與分級。 

 

 

貳、 計畫執行成果 
 

一、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直接服務 

 
（一） 個案工作 

 

1. 親密關係/家庭暴力被害人 

 

(1) 113 年聘請 11 位專職社工、2 位兼職社工，服務共 2,127 名受暴個案。

其中新案占 83%共 1,770 位，舊案占 17%共 3573 位；而服務個案中男性

占 24%共 511 位，女性占 76%共 1,616位。 

 

(2) 113年總服務人次達 20,537 人次，服務項目包含：諮詢協談、面談、陪

同出庭、其他陪同服務、法律諮詢/扶助、政府補助申請、民間補助/資

源連結、心理諮商、轉介目睹服務、教育知會、成人/兒少保護通報、庇

護安置、自殺通報、轉介相對人服務、轉介社區精神病人、其他轉介。

各項服務人次請見下表 1。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諮詢協談 18,397 轉介目睹服務 12 

面談 641 教育知會 317 

陪同出庭 63 成人/兒少保護通報 35 

其他陪同服務 578 庇護安置 10 

法律諮詢/扶助 202 自殺通報 4 

政府補助申請 15 轉介相對人服務 12 

民間補助/資源連結 9 轉介社區精神病人 0 

心理諮商 229 其他轉介 13 

總計 20,537 

表 1 親密關係/家庭暴力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3) 113 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2,005 名，有 98%之個案的結案

原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結案指標包含：「個人能

力提升」（案主因應衝突能力、案主具正確暴力認知與看法、案主知悉暴

力影響與傷害、個人能力與資源提升、案主具自立能力）、「個人安全程

度提升」（脫離暴力、暴力趨緩或下降、情境因素下降、其他）、「社會支

持系統提升」、「暴力趨緩或中止」、「經社工員與被害人討論後，開案時

所預定目標已達成，暫時無需防治中心提供相關服務」、「被害人失聯」、

「被害人遷往其他縣市，並已轉介至其他縣市防治中心繼續提供服務」、

「被害人遷居到其他國家、入獄服刑或死亡」、「其他」。各項結案服務成

效請見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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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個人能力提升 595 30% 

個人安全程度提升 565 28% 

社會支持系統提升 250 12% 

暴力趨緩或中止 351 18% 

經社工員與被害人討論後，開案時所預定目標

已達成，暫時無需防治中心提供相關服務 
195 10% 

被害人失聯 28 2% 

被害人遷往其他縣市，並已轉介至其他縣市防

治中心繼續提供服務 
12 

被害人遷居到其他國家、入獄服刑或死亡 3 

其他 6 

總計 2,005 100% 

表 2 親密關係/家庭暴力個案結案成效表 

 

2. 目睹暴力兒少 

 

(1) 113 年聘請 5 位社工，服務共 219 名目睹家暴兒童及少年。其中新案占

46%共 101 位，舊案占 54%共 118位；而服務個案中男性共 112 位，女性

共 107位。 

(2) 113年總服務人次達 8,686人次，服務項目包含：個別會談（電話諮詢/

面訪/家訪）、人身安全評估或危機處理、暴力認知輔導、創傷復原服務、

人際議題評估及相關處遇、行為議題評估及相關處遇、身心狀況評估或

醫療協助、就學協助或適應輔導、目睹家暴兒少學校處遇之轉知、轉介

心理諮商或團體輔導、法律諮詢或陪同出庭服務、經濟評估或相關資源

連結、親職議題之評估或輔導、家庭關係變動或相關適應輔導、支持系

統評估及相關資源連結、召開相關個案討論會議、網絡合作或資訊交流、

其他。各項服務人次請見下表 3。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個別會談（電話諮詢/

面訪/家訪） 
1,312 

轉介心理諮商或團體

輔導 
270 

人身安全評估或危機

處理 
923 

法律諮詢或陪同出庭

服務 
210 

暴力認知輔導 372 
經濟評估或相關資源

連結 
286 

創傷復原服務 770 
親職議題之評估或輔

導 
626 

人際議題評估及相關

處遇 
124 

家庭關係變動或相關

適應輔導 
778 

行為議題評估及相關

處遇 
122 

支持系統評估及相關

資源連結 
412 

身心狀況評估或醫療

協助 
844 

召開相關個案討論會

議 
40 

就學協助或適應輔導 148 網絡合作或資訊交流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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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暴兒少學校處

遇之轉知 
2  

總計 8,686 

表 3 目睹家暴兒少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3) 113 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107 名，有 77%之個案的結案原

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結案指標包含：「人身安全

狀況良好」、「目睹造成的影響降低」、「內在復原力增加」、「家長親職能

力進步」、「親子關係有正向改善」、「有正確暴力認知」、「學習到自我求

助的方式」、「個案無意願接受服務」、「家長拒絕服務」、「已有單位協助」、

「無目睹需求（不開案）」。各項結案服務成效請見下表 4。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暴力趨緩或中止 

82 77% 

目睹造成的影響降低 

內在復原力增加 

家長親職能力進步 

親子關係有正向改善 

有正確暴力認知 

學習到自我求助的方式 

個案無意願接受服務 3 3% 

家長拒絕服務 1 1% 

已有單位協助 1 1% 

無目睹需求(不開案) 18 17% 

其他 2 1% 

總計 107 100% 

表 4 目睹家暴兒少個案結案成效表 

 

3.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 

(1) 113年聘請 1位社工，服務共 82名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其中新

案占 65%共 53 位，舊案占 35%共 29 位；而男性占 13%共 11 位，女性占

88%共 72 位。 

(2) 113 年總服務人次達 763 人次，服務項目包含：個案管理、陪同服務、

協助申請相關補助及提供物資、轉介服務、心理諮詢、責任通報服務、

諮詢服務、團體輔導、其他服務。各項服務人次請見下表 5。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個案管理 636 責任通報服務 1 

陪同服務 1 諮詢服務 39 

協助申請相關補助及

提供物資 
0 團體輔導 70 

轉介服務 0 其它服務 0 

心理諮商 16  

總計 763 

表 5 童年目睹家暴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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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45名，因應個案特質，此服務在

接案初期不會蒐集過多聯繫個資，因此較多服務初期接洽後即失聯之情

況。結案指標包含：「解決案主求助問題」、「提升案主內在能力」、「使案

主身心狀態或生活穩定」、「案主失聯」、「案主主動結束服務」、「轉介其

他服務」、「其他」。各項結案服務成效請見下表 6。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解決案主求助問題 0 0 

提升案主內在能力 0 0 

使案主身心狀態或生活穩定 0 0 

案主失聯 32 71% 

案主主動結束服務 0 0 

轉介其他服務 0 0 

現階段欲先處理其他議題 4 9% 

其他 9 20% 

總計 45 100% 

表 6 童年目睹家暴個案結案成效表 

 

4. 數位性暴力被害人 

 

(1) 113年聘請 3位社工，服務共 196名數位性暴力被害人。其中新案占 86%

共 168位，舊案共 28 位；而男性占 7%共 13 位，女性 91占%共 179 位，

不確定性別共 4位。 

 

(2) 113年總服務人次達 1,991人次，服務項目包含：一般諮詢答覆、社會

與心理評估及處置、陪同服務（報警/出庭/就醫）、司法服務（法律問

題答覆/安排法律諮詢/教導保全證據）、網路影像下架協助、轉介服務

（心理諮商/法律扶助）、責任通報、人身安全討論、相關補助或物資申

請、資源或資訊提供、其他服務。各項服務人次請見下表 7。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一般諮詢答覆 989 責任通報 3 

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

置 
371 人身安全討論 56 

陪同服務（報警/出庭

/就醫） 
20 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 5 

司法服務（法律問題

答覆/安排法律諮詢/

教導保全證據） 

278 資源或資訊提供 198 

網路影像下架協助 4 其他服務 1 

轉介服務（心理諮商/

法律扶助） 
66  

總計 1,991 

表 7 數位性暴力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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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30名，有 100%之個案的結案原

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結案指標包含：「解決案

主求助之問題」、「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解決案主問

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案主失聯」、「案主主動結束服務」、「其

他」。各項結案服務成效請見下表 8。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解決案主求助之問題 4 13% 

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 12 40% 

解決案主問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 14 47% 

案主失聯 0 0% 

案主主動結束服務 0 0% 

其他 0 0% 

總計 30 100% 

表 8 數位性暴力個案結案成效表 

 

5. 人口販運被害人 

 

(1) 113年聘請 0.5位社工，服務共 12 名人口販運被害人，其中新案占 58%

共 7位，舊案占 42%共 5位；而男性占 67%共 8位，女性 33占%共 4 位。 

 

(2) 113年總服務人次達 63人次，服務項目包含：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

陪同服務（報警/出庭/就醫）、司法服務（法律問題答覆/安排法律諮詢

/教導保全證據）、轉介服務（心理諮商/法律扶助）、責任通報、人身安

全討論、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資源或資訊提供。各項服務人次請見下

表 9。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

置 
20 責任通報 0 

陪同服務（報警/出庭

/就醫） 
7 人身安全討論 10 

司法服務（法律問題

答覆/安排法律諮詢/

教導保全證據） 

20 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 0 

轉介服務（心理諮商/

法律扶助） 
1 資源或資訊提供 5 

總計 63 

表 9 人口販運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3) 11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7名，有 100%之個案的結案原

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結案指標包含：「解決

案主求助之問題」、「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解決案

主問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其他」。各項結案服務成效請見下表

10。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解決案主求助之問題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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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 0 0% 

解決案主問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 3 43% 

其他 0 0% 

總計 6 100% 

表 10 人口販運個案結案成效表 

 

6. 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 

 

(1) 113年聘請 0.5位社工，服務共 18名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其中新案

占 83%共 15 位，舊案占 17%共 5位；女性占比為 94%共 17位。 

 

(2) 113年總服務人次達 76人次，服務項目包含：一般諮詢答覆、社會與心

理評估及處置、陪同服務（報警/出庭/就醫）、司法服務（法律問題答覆

/安排法律諮詢/教導保全證據）、轉介服務（心理諮商/法律扶助）、責任

通報、人身安全討論、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資源或資訊提供。各項服

務人次請見下表 11。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一般諮詢答覆 0 責任通報 0 

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

置 
36 人身安全討論 10 

陪同服務（報警/出庭

/就醫） 
5 相關補助或物資申請 0 

司法服務（法律問題

答覆/安排法律諮詢/

教導保全證據） 

20 資源或資訊提供 5 

轉介服務（心理諮商/

法律扶助） 
0  

總計 80 

表 11 性騷擾、性侵害個案各項服務人次表 

 

(3) 113年服務個案達結案指標而結案共計 16名，有 100%之個案的結案原

因是經過社工人員協助後而至少解決其問題。結案指標包含：「解決案

主求助之問題」、「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解決案主問

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其他」。各項結案服務成效請見下表 12。 

結案指標 人數 佔比 

解決案主求助之問題 13 81% 

解決案主問題，並提升案主內在能力 0 0% 

解決案主問題，案主恢復生活步調 3 19% 

其他 0 0% 

總計 16 100% 

表 12 性騷擾、性侵害個案結案成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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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體工作 

 
1. 親密關係/家庭暴力被害人 

 

(1) 婦女團體、婦女講座 

婚暴被害人對於生活中實際面對的困境（如訴訟、親子關係、暴力危機

未解除等），往往無人可以傾訴，故透過支持性團體，提供婚暴被害人安

全環境、分享及交流共同經驗，並藉由他人經驗的提供與團體領導者的

引導，對目前處境獲得新的啟發，達到教育與支持雙重功能。 

113年共舉辦 7場婦女團體、4 場婦女講座，總計服務達 69人次。 

 

活動照片 

  
婦女講座 婦女團體活動 

 

兒童團體、親子工作坊、親子一日遊 

家暴家庭相較於一般家庭更需要有親子互動與抒解心理壓力的機會，因

在動盪不安的家暴家庭中，家庭成員皆須面對與承受生活的危機與不安

全感。許多家長正處於司法訴訟期間，同時背負經濟負擔與教養責任，獨

自承受莫大的心理壓力，鮮少有機會與其他家庭親近交流，無法互相支

持打氣和做經驗分享。透過舉辦目睹兒少團體與相關親子活動，幫助親

子知覺彼此的互動關係。 

113年共舉辦 6場兒童團體、1場親子工作坊、1場親子一日遊，總計服

務 83人次。 

 

活動照片 

  
兒童團體活動 親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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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末感恩聚會 

針對本會服務之被害人及其目睹子女，於年末辦理兼顧經驗交流與促進

親子關係之聚會，鼓勵被害人回顧過去並展望未來，強化被害人自我肯

定及創造親子交流機會。 

113年舉辦 1場歲末感恩聚會，服務共 20人次。 

 

活動照片 

 
 

歲末感恩派對 歲末感恩派對 

 

2. 目睹暴力兒少 

 

(1) 身心復原團體 

以目睹家庭暴力議題為焦點而設計的教育輔導團體，透過建構安全的遊

戲和玩樂空間，及孩子們熟悉且擅長的表達方式，如遊戲、藝術創作、

繪本、圖卡等方式穩定孩子內心的安定感。 

113年舉辦 16場身心復原團體，總計服務 87人次。 
 

活動照片 

  
目睹兒童團體活動 目睹兒童團體活動 

 

(2) 親子共玩團體 

運用親子表達性媒材、共玩活動創造親子正向互動經驗，並強化親子正

向關係連結。進而協助受暴家長增進親職功能、提升與子女之正向情感

連結，並促進目睹兒童身心療癒與健康發展、自我價值與自信的感受。 

113年舉辦 5場親子共玩團體，總計服務 38人次。 

 

(3) 社區宣導 

針對學齡前、學齡期的孩子與學校老師，於社區親子館及學校辦理宣導活

動，增加孩子對目睹家暴的認知，了解求助方式及自我保護。 

113年舉辦 12場社區宣導活動，共服務 1,85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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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校園宣導活動 校園宣導活動 

 

(4) 歲末感恩活動 

針對本會服務之目睹家暴子女以及家長，舉辦兼顧身心紓壓與促進親子

關係的歲末派對活動，除親子共遊的活動設計，亦規劃回顧過去、展望

未來的親子感恩時間，藉此增進彼此關係及增加親子交流的正向經驗，

更達到身心放鬆之目的。 

113年舉辦 1場歲末感恩活動，共服務 49人次。 

   

活動照片 

 

 

歲末感恩活動 歲末感恩活動 

 

3. 童年目睹家暴之成年受害者 

 

(1) 團體輔導 

以沙龍式團體結合有關創傷、自我調適、 壓力處理之知識，並加入成員

分享、相互支持，以療癒童年目睹家暴之受害者。 

113年共舉辦 7場團體輔導，總計服務 7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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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童年目睹家暴工作坊 童年目睹家暴團體活動 

 

4. 數位性暴力被害人 

 

(1) 線上匿名支持團體 

邀請專業心理師帶領諮商團體，以線上連線、匿名方式進行。由於在服

務過程中發現，許多求助者擔心身分曝光，故採匿名方式，提高隱私性、

增進個案參與意願。透過團體促進個案相互分享、支持，提升自我效能，

也藉由他人分享學習問題解決能力。 

113年共辦理 8場線上匿名支持團體，總計服務 49人次。 

 

活動海報 

  
113年第 1期線上團體宣傳海報 113年第 2期線上團體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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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之倡議 

 

（一） 「數位身體隱私權」教育與服務–「捍衛數位身體隱私權，不容

越線！」 
 

 
 

現今，隱私權已經是普及的概念，但隨著科技進步，性別暴力的犯罪樣態也

跟著數位化，成為潛伏在網路世界中的新威脅。因此，宣導「數位身體隱私

權」的意識刻不容緩，讓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跟上時代，來確保在網路已成為

人們互動主要管道的今天，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尊重他人的知識與能力。 

 

因此今年本會邀請到知名藝人郭源元擔任公益代言人，運用其影響力，進行

「捍衛數位身體隱私權，不容越線！」之倡議。除了藉此喚起社會大眾對此

議題的重視，亦將本會之精神、各項服務與倡議議題推廣出去。 

 

為幫助親子一同了解數位身體隱私權及應對方式，本會於今年出版全國第一

本教育身體數位界線繪本「紅線奇蹟」，除了對外義賣，同步辦理入校宣導，

以避免孩子成為數位性暴力受害者；除此之外，為了幫助家長和孩子掌握這

些必要的知識，今年亦舉辦了一場既有趣又富有教育意義的親子童樂市集，

透過讀繪本說故事、講座、及多樣的闖關遊戲，讓孩子們在遊戲中學習保護

自己的方法，增強安全意識，提升家長和孩子對於數位身體隱私權的認知。 

 

113年度公益文宣/影片/勸募宣傳： 

期間 項目 露出位置 效益 

113/8/27-12/31 

捍衛數位身體隱私

權，不容越線！」公益

勸募影片 

youtube 
1,746 人次

瀏覽 

113/8/27-12/31 
「捍衛數位身體隱私

權，不容越線！」海報 
捷運/學校 110張 

113/10/23-12/31 紅線奇蹟繪本 

官網/街口平

台/linepay平

台/女力商店 

32本 

113/11/1-12/31 
紅線奇蹟 入校推廣

講座 
全台國小 1場次/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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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29 
Stop！No！親子同樂

市集 
華山西五館 2,000人 

 

113年「捍衛數位身體隱私權，不容越線！」公益勸募影片：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wF20FWWfGmo 
 

113年數位身體隱私兒童繪本「紅線奇蹟」 

 
繪本簡介：https://www.twrf.org.tw/info/title/1601 

 

 

 

 

 

 

 

 

 

 

 

 

https://youtu.be/wF20FWWfGmo
https://www.twrf.org.tw/info/title/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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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Stop！No！親子同樂市集： 

 
 

活動照片 

 
 

 

Stop！No！親子同樂市集 Stop！No！親子同樂市集 

 

（二） 相關研討之參與及法案之推動 
 

1. 積極參與政府/非政府主辦與性別暴力及人口販運相關之會議（包含研討會、

焦點團體、論壇、記者會、公聽會、工作坊、年會等），113年共參與 17場。 

 

2. 113年參與推動 1個立法/修法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113.07.02

立法院三讀通過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 記者會、聲明與媒體報導 

 
1. 運用媒體平台等渠道，推廣本會之倡議內容並針對時事議題發表本會聲明，

113年共計 15 則報導/露出。自媒體平台上之迴響與觸及： 

日期 主題 類型 讚數 觸及數 

2024.02.07 

【防治數位性暴力，數位身

體隱私權教育須及早進行】

－2023年性影像新聞報導

案件統計分析 

倡議 15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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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0 

社會團體聯合聲明：先行開

放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使

用人工生殖技術 

聲明 17 706 

2024.02.29 

【防止家庭暴力被害人遭受

數位性暴力威脅，婦援會肯

定保護令增列避免性影像遭

散布相關條款】 

倡議 6 288 

2024.03.08 

【網路世界中女性是數位性

暴力主要受害者，婦援會呼

籲每個人應有數位身體隱私

權概念】 

倡議 15 634 

2024.03.13 

【違反偵查不公開，無法保

護兒少生命；兒盟社工遭上

銬帶走，正當性何在】民間

團體聯合聲明 

聲明 215 7,292 

2024.03.15 

【針對保母虐童案呼籲媒體

及社會大眾自律，應重視個

人隱私權】民團共同聲明稿 

聲明 56 1,739 

2024.04.05 

【被害人性影像被非法營利

販賣，應制訂購買者須負連

帶法律責任】婦女救援基金

會聲明稿 

聲明 430 8,967 

2024.06.13 

臉書社群又見短網址散布性

影像 平台業者應採取更多

防堵機制 

倡議 23 734 

2024.07.18 

【幼兒園工作人員性侵害、

性騷擾孩童，應要求立即停

職、建立監督追蹤機制】 

聲明 23 893 

2024.07.26 

【呼籲媒體加強查證機制、

尊重受害者、強化內部管

理！】民團聯合聲明稿 

聲明 0 844 

2024.08.05 

網路曬娃要留意！保護孩子

的數位身體隱私，避免成為

兒童色情的受害者 

倡議 29 756 

2024.08.28 

【民間團體聯合聲明】 性

別失衡，何來健康？婦團抗

議「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女性代表性過低！ 

聲明 9 608 

2024.10.30 

【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籲

媒體報導應避免偏見與汙名

化】 

聲明 7 374 

2024.11.07 
婦援會【墮胎罪應積極朝向

除罪化】聲明稿 
聲明 19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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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5 

【立法院審理人工生殖法，

民團場外抗議退回代理孕母

制度】 

倡議 19 547 

 

2. 113年主辦、協辦、參與共 29 場記者會，主辦之記者會總計 87則媒體報導

/露出。其中主辦之記者會，主題各場資訊如下： 

 

日期 主題 媒體效益 

2024.02.21 
「近 30 個民團呼籲 脫鉤代理孕母 儘速放寬

人工生殖技術適用對象」記者會 
2 

2024.03.08 
「國會成#MeToo改革最諷刺漏洞？提案修法，

立委性騷、性別歧視送紀律！」記者會 
6 

2024.04.02 

「臺灣社工日 感謝社工成為弱勢者的光：呼籲

政府提供更多資源、促進社安網橫向連結，和

社工站在一起」記者會 

1 

2024.04.09 
「不要成為下一個共犯！兒少性剝削零容忍 

加重罰則保護下一代！」記者會 
5 

2024.05.17 「請問賴總統，司法改革怎麼改？」記者會 2 

2024.05.23 
全國婦團高峰論壇暨台灣#MeToo 週年記者會：

#Metoo 週年，婦團重申持續守護反擊精神 
1 

2024.06.27 
【家暴法 26周年，親密關係的權控認知有進步

嗎? 權控認知問卷調查結果發布】記者會 
13 

2024.06.29 

全國第一本專門教育數位身體隱私界線繪本

「數位身體隱私權向下扎根教育－紅線奇蹟繪

本發表會」記者會   

20 

2024.07.05 
「領隊國外性騷無法管？呼籲觀光署建立業者

自律機制！」記者會 
2 

2024.08.14 

揭示歷史，捍衛正義：東京大審後的實踐對戰

爭性暴力受害者的影響－814 國際慰安婦悼念

記者會 

26 

2024.08.23 
郭源元代言婦援會《捍衛數位身體隱私權，不

容越線！》共同預防兒少性剝削！ 
5 

2024.12.03 
【民團呼籲：反對侵害人權的代孕制度，請立

院停止代孕立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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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家暴法 26 周年，親密關係的權

控認知有進步嗎? 權控認知問卷

調查結果發布】記者會 

揭示歷史，捍衛正義：東京大審後

的實踐對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的影

響－814國際慰安婦悼念記者會 

 

三、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相關訓練與宣導  

 

(一) 在職訓練 
透過內部自辦之專業在職訓練，以增加保護性社工專業知能及工作技巧以

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社工人員提供良好服務成效。 

113年共辦理 17場，總計 135參加人次。 
 

(二) 團體督導及個案研討 
經由閱讀書籍、案例討論，瞭解社工員工作困境，並提升社工員對於暴力之

敏感度及認知，進而反思服務之信念與價值觀。內容包括如何培育、增進社

工員與督導的專業能力，以及管控服務品質。 

113年共辦理 4場團體督導、20場個案研討，總計 189參與人次。 
 

(三) 網絡專業訓練、資源聯繫會議 
為推廣並落實性別暴力防治，提升相關領域之社工人員與其他相關專業人

員（如心理、社工、警政、司法、教育及輔導人員等）對於性別暴力之專業

知能，故舉辦親密關係/家庭暴力、目睹暴力兒少、數位性暴力等領域之網

絡專業訓練，以促進服務的輸送與後續的資源連結。 

113年共辦理 23場，總計 1,339參與人次。 

 

(四) 教育宣導 
為防治家庭暴力、數位性暴力、跟蹤騷擾、人口販運、性暴力等性別暴力議 

題，主動或受邀進入學校、社區、機構等進行性別暴力的專講宣傳與倡議，

以落實性別暴力第一級預防。參與者涵蓋從幼兒園到研究所之學生、老師、

家長，以及社區民眾，更包含社政、勞政、教會、警政、司法、衛政等相關

暴力防治網絡人員。宣導內容為性別暴力的樣態、被害人處境與創傷認識、

預防與因應處理方式、相關法律認識、求助資源、網絡合作等內容。並透過

本會研製之各式媒材（如《號召吹笛人》桌遊、《情緒抒發卡》套組、《紅線

奇蹟》數位性暴力防制繪本與教案等）前進全台各地數個校園、親子館、機

構及社區進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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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場次 人次 

親密關係/ 

家庭暴力 

在職訓練 8 94 

個案研討會議 2 32 

團體督導 8 88 

目睹暴力 

兒少 

在職訓練 7 30 

個案討論會議 2 21 

團體督導 12 48 

網絡專業訓練 2 41 

資源聯繫會議 2 31 

宣導教育-入校宣導 12 1,851 

社區宣導 1 820 

童年目睹家暴

之成年受害者 

在職訓練 2 11 

資源聯繫會議 1 46 

社區宣導 1 13 

數位性暴力 

網絡專業訓練 4 268 

宣導教育-專業訓練 63 3,332 

教育宣導-宣導活動 1 40 

宣導教育-校園專講 26 9,186 

宣導教育-社區專講 10 420 

人口販運 網絡專業訓練 8 495 

性別暴力 

網絡專業訓練 9 535 

教育宣導-專業訓練 4 290 

教育宣導-校園專講 3 105 

教育宣導-社區專講 1 40 

號召吹笛人 教育宣導-社區專講 2 40 

紅線奇蹟 教育宣導-宣導活動 2 20 

性交易服務者 

教育宣導-專業訓練 3 120 

研討會 1 148 

座談會 1 9 

總計 198 18,174 

 

 

 

 

 

 

 

 

 

 

 

 

 



 

 
22 

四、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 
 

聘用 2 位專案人員執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官網 

資訊更新，工作內容主要為典藏展示維護（常設展）與定期主題展示（特展）；

博物館運作，例如館藏維護、導覽、與參觀民眾互動等；行動博物館—帶《蘆

葦花開》繪本與「『慰安婦』迷你策展教具箱」走進校園、社區，進行展示教

育；宣達性別平權及人權議題，推廣性別暴力防治與反戰觀念；與中正紀念堂

合作，透過借展方式將「慰安婦」歷史與性別平權、性別暴力議題傳遞出去。 
 

(一) 年度典藏展示與定期主題展示 
本年度常設展示「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歷史，兩期特展以「台灣多元家庭

特展」及「2000 年東京大審—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為主題。 

113年總計 3,280參觀人次。 

 
1. 年度典藏展示：「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歷史 

一進入博物館，先映入眼簾的是說明婦援會緣起、與阿嬤們的因緣，轉

身透過聲音管聽見阿嬤們的聲音、牆上 59位阿嬤的名字可以讓參觀者

沉澱心情，用心傾聽阿嬤們的故事；透過常設展「認識年少的阿嬤們」、

「誘騙與脅迫」、「我們就是她們」、「面對歧視的韌性」，讓參觀者了解

阿嬤們年少時的家庭背景、受騙或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經歷、聽阿嬤

們說自己的故事、療傷和對日訴訟的過程。參觀民眾除能了解歷史真相，

更能進而反思戰爭性暴力對女性的傷害與影響、性別與人權議題。 

 
2. 定期主題展示（上半年）：台灣多元家庭特展 

靈感來自於阿嬤們二戰結束後回到臺灣或從軍營回到部落，因為父權

主義文化中對女性的貞操觀念、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汙名化/歧視氛圍，

以及性奴隸經驗對身心創傷影響，讓阿嬤們難與同年齡對象談戀愛、披

婚紗成家生子的故事。無法符合社會對女性期待角色時，她會遭到歧視、

不當對待嗎？從阿嬤們的家庭生活開始，探討台灣家庭組成的多元性，

例如單親家庭、同居家庭、同性婚姻家庭、隔代家庭等多元家庭。展示

分為「阿嬤們多元的家庭型態」、「一元家庭 VS多元家庭」、「多元家庭

之同婚家庭」、拼圖互動遊戲「我的家庭/我夢想的家庭」四個區域，從

分析阿嬤們經歷慰安婦經驗之後的家庭狀況，進而探討多元/一元家庭

的定義、台灣同婚家庭的探討，透過翻翻牌和拼圖小遊戲，提升民眾興

趣與增加更多思考議題的機會。 
 

3. 定期主題展示（下半年）：2000年東京大審—女性國際戰犯法庭 

《2000年東京大審—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以近期俄烏戰爭、以巴戰爭

武裝衝突引發民眾對於戰爭與國際法的關注，回望 2000年 12月為了

還給二戰期間日軍「慰安婦」制度下的受害者公道，在日本東京舉辦

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稱 2000年東京大審）。特展運用文字、

影像、新聞稿、相片、DM、立體書等素材，展示回顧國際法庭從籌備

到審判，以及婦援會為首籌組臺灣行動聯盟參與的歷程，延伸思考近

代戰爭與國際刑法，讓參觀民眾可以了解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的歷史意

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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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台灣多元家庭特展展區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展區 

 

(二) 文物資源盤點及典藏品評估分級 

本年度藏品盤點與整飭部分，共完成 112 張照片翻攝及 1 幅畫作修復，19

件文物數位化，並完成 25件藏品納入典藏。 

113 年共完成 112 張照片翻攝、1 幅畫作修復、19 件文物數位化、25 件藏

品詮釋及入藏。 
 

(三) 性別暴力與人權沙龍、性別平權與反戰講座 
本會今年共舉辦 6場性別平權與反戰講座。並於「814國際『慰安婦』紀念

日」辦理主題為「揭示歷史，捍衛正義：東京大審後的實踐對戰爭性暴力受

害者的影響－814國際慰安婦悼念記者會」共 24人參與。 
113年共舉辦 6場沙龍/講座，總計 3,188參與人次。 
 
阿嬤家性別平權與反戰講座講座概覽： 

日期 主題 講師 參與人數 

5/17 

阿嬤的摩登家庭──從慰

安婦阿嬤們的家庭到現代

多元家庭 余靜葭 現場 9人 線上 682人次 

5/31 

多元家庭─「同婚家庭」

的現況與挑戰 黎璿萍 現場 26 人 

6/14 

新興家庭型態─青銀共居

之理念及實踐分享 李琪萱、楊柏賢 現場 14 人 

10/5 

2000年東京大審的時代

意義與婦援會的角色 莊國明 現場 19人線上 917人次 

11/2 

從香港到烏克蘭：當代戰

爭中的女性身影 陳虹瑾 現場 21人線上 765人次 

11/30 

戰爭下的人權省思─國際

法如何看待武裝衝突 廖福特 現場 10人線上 725人次 

總計 3188人次 

 
活動海報 



 

 
24 

 
 

 

特展講座：2000年東京大審 特展講座：多元家庭 
 

(四) 教具箱教育推廣及行動博物館 
為了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帶到因受地域限制或他故而無法親

自來館的民眾面前，本會研製如同

「行動博物館」的「『慰安婦』迷你策

展教具箱，讓阿嬤家的概念與展品，

能隨著一只木箱帶進社區與校園中，

並配合《蘆葦花開》繪本，把阿嬤們

的故事帶到台灣各個角落。今年也延

續「行動博物館」的精神，除了辦理

1 場教具箱種子師資研習外，也同時

將阿嬤家帶入全台各地（尤其是偏鄉地區）的校園、社區，舉辦 10場入校

/社區活動，並打破交通距離限制，於 8月份上線線上博物館，總計 358瀏

覽人次。期望能讓更多學子認識這個曾經真實發生在台灣的人權事件，藉由

讓學生們了解「慰安婦」史實，進而延伸思考「人權是什麼？」與「反暴力」、

「反歧視」、「性別平權」等議題。 

113年共舉辦 1場教具箱種子師資研習，共 30人參加，1,065人直播瀏覽，

10場入校/社區活動，共 432 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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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阿嬤家 X 臺權會 阿嬤家 X南投性平私塾 

 

(五) Podcast《婦援你的心 3》 

 

 
 

近年來 Podcast 逐漸成為陪伴現代人充實閒暇時間、獲取資訊的管道，本

會自 111年開始製播 Podcast節目《婦援你的心》，除了傳達關於性別暴

力、台籍「慰安婦」的知識外，也推廣性別平權以及人權議題。2024年

《婦援你的心 3》延續此一精神，邀請來自各領域的嘉賓，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帶領聽眾朋友們探討各種精彩且值得深思的議題！ 

 113年共製播 6集，於 6大平台上架，總下載量達 19,075次。節目資訊

請見下表 17。 

 
集數 主題 來賓 

EP1 

 

掉下來吧，我會接住你的 - #Me too發聲

者的勇氣與煎熬 
郭源元 

EP2 

 

一起向前！轉型正義在台灣 苗博雅 

EP3 

 

為什麼好痛卻不准死？安樂死的合法化

問題 
古秀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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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4 

 

戰爭下的女性人權-那些烏克蘭女性的生

命故事 
陳虹瑾 

EP5 

 

我的身體不只屬於我？人工流產合法化

之流變與相關討論 
陳宜倩 

EP6 

 

你知道台灣有多元家庭的存在嗎？多元

家庭在台灣 
簡至潔 

表 17  Podcast《婦援你的心 3》各集資訊表 

 

《婦援你的心 3》收聽平台： 

PODCAST 平台 連結 

SoundOn https://player.soundon.fm/p/TWRF2023 

Spotify https://open.spotify.com/show/7EMidd1lBd7nciTxZ1LIWf 

KKBOX https://podcast.kkbox.com/tw/channel/Cn0DUlbMSx8Z06cQMh 

Apple Podcast https://podcasts.apple.com/podcast/1700382785 

MyMusic https://www.mymusic.net.tw/podcast/rsschannel/44971 

Google Podcasts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

9uLmZtL3BvZGNhc3RzL2Q3NTEyODlhLTdkODgtNDNhMy04ODUyLWU2MTE0M

zJmODljMC54bWw 

 

 

參、 服務達成效益 
 

一、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直接服務 

1. 提供親密關係/家庭暴力 2,127 位、目睹家暴兒少 219 位、童年目睹暴力

82 位、數位性暴力 196 位、人口販運 12 位、性騷擾及性侵害 18 位，共

計 2,654位被害人直接服務。 

2. 各項服務累計親密關係/家庭暴力 20,537 人次、目睹家暴兒少 8,686 人

次、童年目睹暴力 763人次、數位性暴力 1,991人次、人口販運 63人次、

性騷擾及性侵害 76人次，共計 32,116服務人次。 

3. 個案達結案標準親密關係/家庭暴力 2,005 人、目睹家暴兒少 107 人、童

年目睹暴力 45人、數位性暴力 30人、人口販運 7人、性騷擾及性侵害 16

人，共計 2,210人。 

4. 舉辦婦女、親子、輔導、支持團體共 69場，2,316參與人次。 

5. 成效表（僅列出具有量化預期效益之項目）： 

項目 預期效益 年度成果 成效達成率 

個案服務 1,860人 2,654人 143% 

團體方案 58場 69場 119% 

https://player.soundon.fm/p/TWRF2023
https://open.spotify.com/show/7EMidd1lBd7nciTxZ1LIWf
https://podcast.kkbox.com/tw/channel/Cn0DUlbMSx8Z06cQMh
https://podcasts.apple.com/podcast/1700382785
https://www.mymusic.net.tw/podcast/rsschannel/44971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9uLmZtL3BvZGNhc3RzL2Q3NTEyODlhLTdkODgtNDNhMy04ODUyLWU2MTE0MzJmODljMC54bWw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9uLmZtL3BvZGNhc3RzL2Q3NTEyODlhLTdkODgtNDNhMy04ODUyLWU2MTE0MzJmODljMC54bWw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mZWVkcy5zb3VuZG9uLmZtL3BvZGNhc3RzL2Q3NTEyODlhLTdkODgtNDNhMy04ODUyLWU2MTE0MzJmODljMC54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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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參與人次 2,316參與人次 408% 

 

二、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之倡議 

1. 參與政府/非政府主辦與性別暴力及人口販運相關之會議（包含研討會、

焦點團體、論壇、記者會、公聽會、工作坊、年會等）共 17場。 

2. 推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113/07/02立法院三讀通過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共 1個立法/修法案。 

3. 主辦 12 場記者會，共 87 則媒體報導/露出，主題包含：數位性暴力防制

四法、兒少數位身體界線、家庭暴力防治、台籍「慰安婦」、#MeToo 運動

等相關倡議。 

4. 運用媒體平台渠道，推廣本會之倡議與聲明，共計 15則報導/露出。 

5. 成效表（僅列出具有量化預期效益之項目）： 

項目 預期效益 年度成果 成效達成率 

推動立法/修法 4個 1個 25% 

記者會舉辦 3場 12場 400% 

親子園遊會 1場 1場 100% 

 

三、 性別暴力與人口販運防治相關訓練與宣導 

1. 針對社工及相關網絡專業人員，舉辦性別暴力防治知能之專業訓練/研討 

共 67場，總計 1,740參與人次。 

2. 運用本會研製之各式媒材（包含《號召吹笛人》桌遊、《情緒抒發卡》套

組、《紅線奇蹟》繪本數位性暴力防制教案等）進入社區及學校進行宣導

（包含講座、訓練、專講、活動等），共 131場，總計 16,434參與人次。 

3. 成效表（僅列出具有量化預期效益之項目）： 

項目 預期效益 年度成果 成效達成率 

專業訓練/研討 
27場 

67場 
733% 

教育宣導 131場 

 

四、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維運與教育推廣 

1. 常設展維護並增設英語、日語、韓文翻譯。策畫「台灣多元家庭特展」及

「2000年東京大審—女性國際戰犯法庭」2期特展。累計 3,280 人次來館

參觀。 

2. 舉辦「814 國際『慰安婦』悼念記者會」1場及「性別平權與反戰講座」6

場，合計共 7場講座，參與達 3,212人次。 

3. Podcast全新改版《婦援你的心 3》，第三季共製播 6集節目，總下載量達

19,075次。 

4. 行動博物館—「『慰安婦』教具箱」種子師資研習 1 場，總計 1,095 參與

人次;前進校園及社區，共舉辦 10場，總計 432參與人次。 

5. 線上博物館於 8月份上線，總計 358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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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博物館文物典藏整飭及詮釋共完成 25件。 

7. 成效表（僅列出具有量化預期效益之項目）： 

項目 預期效益 年度成果 成效達成率 

特展 2期 2期 100% 

講座 
6場 6場 100% 

200參與人次 3,188參與人次 100% 

Podcast 

6集 6集 100% 

1萬人次流覽 19,075人次瀏覽 190% 

Youtuber合作影

音 1支 
未進行 0 

1萬瀏覽量 未進行 0 

行動博物館 

宣導教育活動 

8場 10場 125% 

240參與人次 432參與人次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