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醫學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111 學年度上學期 

性別平等教育校園宣導活動成果報告 

學 校 名 稱 中山醫學大學 
活 動 名 稱 認識多元交織的數位時代性別暴力態樣 

講 師 張凱強(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女力聯盟創辦人兼秘書長) 

活 動 日 期 111/10/13(四) 
活 動 時 間 18:00－20:00 

活 動 地 點 TEAMS線上講座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299 人 活 動 對 象 全校學生 
活 動 聯 絡 人 林詩恩 聯 絡 電 話 04-3609-7328 

執行重點績效及特色文稿 
一、活動重點及目的：  

1. 增加學生對於對新興性平問題的敏感度。 
2. 認識數位性別暴力的態樣、相關法律知識及求助管道。 

 

二、 特色及執行情形： 
     講師透過系統化的整理、分類，幫助學生了解數位性別暴力的態樣，更透過實際案例的

分享，讓學生產生生活化的連結，幫助學生思考數位性別暴力與自己的生活的關聯；最後透

過線上即時問答，針對學生的提問進行回應，更加貼近學生的需求。 
 
三、 活動之質量化指標： 

1. 本場講座最大的學習是? 
 瞭解科技性騷擾和科技性暴力的相關知識 
 了解有關數位性別暴力的實例 
 當自己遇到私密影像被外流的時候可以採取的措施 
 關於受害者如何幫助自己跟怎麼和別人求助 
 網路縱使方便，現在發生很多網路犯罪的案件，應該要更加小心防範 
 我認為每個人都有性自主權，就算在線上玩電玩也是不應讓人產生不舒服的感覺，

甚至是會到情緒崩潰的狀態。人際互動相處應互相尊重，性別平等是首要的課題。 
 台灣的法律無法跟上科技 
 除了小心偷拍，也最好不要同意任何形式的私密拍攝 
 要時刻注意，不要因為有些言語而輕易把隱私外流 
 今天講師給了很多例子，亞洲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敢說來，但我覺得起碼要向外求

助。像是有一個例子是通過 Airdrop 收到不雅照，再知道處理方式之後，即便抓到

犯人的機率不高，也會心安不少。 
 保護自己很重要，問答也有說到外流的影片不一定能夠做到要求每個平台都下架，

下架了也不等於消失，可能會在 telegram 之類的地方繼續流傳，所以真的要保護

好自己 



  

 面對他人遭威脅或逼迫、甚至是權益受侵害時，不只是旁觀、不只是不加入，而是

能設法積極給予協助 
2. 講座中最印象深刻的是? 

 目前社會輿論的風氣讓反而許多被害人不敢為自己發聲，轉而默默吞下這些苦痛 
 Deepfake、虛擬性侵等新的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與案件，從 airdrop 騷擾連結強暴迷思

的概念也講出了我多年來的困惑 
 我不知道 Deepfake 技術這麼「容易使用」造成濫用的情形 
 原來有很多被害女性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默默承受且獨自面對世人所施下的無形

壓力，更讓我知道網路力量的可怕 
 老師在分享一些案例的時候，讓人印象深刻也很難過，希望社會可以對女性友善一

點 
 前伴侶藉由私密影片威脅被害人，感覺很恐怖 
 居然有人透過外掛程式在線上遊戲裡性侵角色⋯！ 
 講師講述關於媒體對於腥羶色的內容有時候播報內容較為裸露，可能造成當事者的

二次傷害 
 不是身體上的騷擾才是騷擾，利用科技網路、影片或是數位，只要讓被害者感到不

舒服的都是一種騷擾 
 老師介紹各種不同的例子讓我覺得好可怕 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的權利和身體 
 偷拍的問題日益嚴重，這次舉的例子都十分貼近生活 
 講師分享的種種新聞案例，讓我感受到數為數位性別暴力往往都存在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 
 Me too 運動，之前沒有太深入了解，這次聽到講師講來龍去脈才明白原來是這麼發

生的中。 
 講師在演講過程中舉了許多例子，讓我感到很驚訝，沒想到即便是努力提倡男女平

等的現代，也還是有那麼多的人受到性方面的迫害，也提醒了我要時刻注意，不能

因為尚未遇到這種情況就掉以輕心 
 提到網路上很多的技術時，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竟然有人想要延續盜臉 A 片的精神並

覺得自己是在做對的事這件事讓我很印象深刻... 
 有些類似迷因的圖片，以及內容提到要女人去洗碗等等…，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不是

太輕鬆看待認為只是一些玩笑話。 
 

3.   整體滿意度達 99% 

 
四、具體檢討與建議：。 

1. 加強宣導學生提早進入會議室，避免出現人潮瞬間湧入，系統當機的情形。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