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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同志諮詢熱線



關於同志諮詢熱線

• 1998年成立，提供同志社
群電話諮詢服務。

• 2000年正式向政府登記立
案，是台灣第一個全國性
同志組織。

• 2007年開始在高雄紮根。



社群服務：針對同志與其家人

• 提供並創造友善、肯認的支持網絡與資源。

社會教育：針對社會環境

• 進行教育宣導，降低敵意、歧視與偏見。

倡議工作：針對國家政策法令

• 進行監督倡議，要求國家給予同志平等對待。



社群服務

• 電話諮詢

• 家庭工作

• 愛滋工作

• 女同志工作

• 青少年工作

• 中老年與多重身分

• 跨性別工作

• 同志親密暴力

教育宣導

• 學生

• 教育工作者

• 助人及醫療專業工作者

• 政府部門

• 社區民眾

• 公司企業

• 同志社群

倡議連結

• 同志教育

• 同志婚姻與同志收養

• 同志友善職場

• 政策監督與參與

• 社會運動串聯與合作

• 國際事務參與和連結



分享大綱

認識LGBTI

同志的認同歷程

同志學生的處境

如何陪伴同志學生

同婚專法簡要介紹



你認識多少位同志朋友？

•20位以上

•10-19位

•5-9位

•2-4位

•1位

•不認識



同志人口比例？



你認識多少位親朋好友？

從小到大，你認識的親友加起來是否超過200位？

【認識的人數】乘以

【認為的同志人口比例】

你應該認識幾位同志？



人人都是異性戀？

•出櫃（come out）：
同志向別人現身，告
訴對方自己的同志身
份

•同志經常在想：何時
出櫃？何時不出櫃？



雙面人的代價

• 揭露與隱瞞身分的困境

• 接近或遠離同志社群的兩難

• 人際互動的影響
原生家庭

同學

同事

親密關係



什麼是同志？





什麼是同志？

L

G

B

T

 女同性戀 ( Lesbian、拉子 )   

 男同性戀( Gay )                

 雙性戀 ( Bisexual、雙 ) 

 跨性別 ( Transgender ) 

性傾向

性別認同
性別表現



同志和異性戀都面對著？

• 基於一個人的生理性別，而
「自然而然」要求她/他展
現出應該有的性傾向、性別
氣質表現、性別認同。

• 我們都面對著如此僵化二元
的性別規範，只是個人如何
因應這壓迫的方式與策略，
有所不同。



同志的
認同歷程



你人生第一次喜歡人是何時？



感情是需要社會資源及支持

情感支持系統：
家人／朋友同儕／助
人機構／導師／輔導
人員／宗教／同事／
兩性專家

情感資源與典範：
電視／電影／課本／
小說／家庭家人／朋
友同儕／漫畫／卡通
／老師

交友空間

班級／學校／補習班／
社團／朋友介紹／打工
／網路（網友）／聯誼



如何面對「摸索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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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學生的處境



2019年：多元性別之性別暴力調查

• 調查單位：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 調查時間：2019年3月8日至3月31日，透過網路進行

• 共2299位填寫

• 高達42%、960位自述現在或曾經遭受性別暴力



性別暴力的種類



性別暴力的樣態



遭遇性別暴力的生命階段



施暴者





求助對象、無求助原因

求助對象（可複選）
• 朋友：41.8%

• 心理諮商：17.4%

• 輔導老師：15.6%

• 家人：15%。

沒有求助的原因（可複選）
• 覺得求助也沒有幫助：30.3%

• 不敢求助：14.2%

• 求助系統及人員不安全不友善：16.9%

• 害怕被出櫃：13.1%

• 不知可以求助：12.5%



反同公投的影響



結構／制度性歧視

• 法律政策的漠視與壓迫、恐同的敵意環境

人際間的歧視

• 學校、職場、家庭、社區、公共空間等場域

• 異性戀主義、刻板印象／偏見

當同志身處在充滿歧視的社會中

• 個人內化的歧視：內在恐同、無力／無助感、自卑／無法接納自己

• 孤島：缺乏角色模範、社會支持、經驗交流／取得資源的機會

• 身心健康／風險行為：憂鬱焦慮、自殺自殘、親密暴力、物質濫用、危險性行為等



如何陪伴
同志學生



• 相信你所接觸的學生之中，必定有LGBT學生！

• 理解LGBT身分，不是一個「可被改變」的「選擇」。

• 反思自己對LGBT的價值觀，你的接納或拒絕，將會對LGBT學生
的健康與福祉產生影響。

• 面對LGBT學生或仍在摸索中的學生，接納、肯定其性傾向、性別
認同，並提供正面的資訊與資源。

• 意識到且尊重LGBT學生的隱私與保密需求。

• 避免「放大」或「輕忽」學生的LGBT身分。

• 讓自己持續學習LGBT議題！

• 在工作中扮演倡議者的角色！

• 掌握、運用相關的專業、非專業之LGBT資源。



面對跨性別學生

• 正確認識「跨性別」一詞，適當地使用它。

• 尊重且謹慎處理跨性別學生的隱私與保密需求！

• 讓跨性別學生自在地選擇，要如何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

• 使用跨性別學生偏好的名字、暱稱、代名詞。

• 避免自行預設跨性別學生的性傾向。



同婚專法通過後，我們準備好了嗎？



748釋字施行法 vs. 民法
民法婚姻 內容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施行法

婚姻 法律關係 結婚登記

男生18歲，女生16歲 結婚年齡 不分男女都是18歲

找兩個證人簽名、去戶政事務所登記 如何結婚 找兩個證人簽名、去戶政事務所登記

血親六親等以內、姻親五親等以內 法律上禁止結婚的親戚 血親四親等以內，姻親五親等以內

姻親關係 跟對方家人的關係 於修法理由中排除同性婚姻當事人與他
方家人建立姻親關係

民法第1000條至第1058條相關規定 日常家務代理、同居義務、
離婚跟財產處理

準用民法



748釋字施行法 vs. 民法

民法婚姻 內容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施行法

單身：可以收養子女
已婚：可以收養他方子女或共同收
養子女

收養子女 單身：可以收養子女
已婚：可以收養他方親生子女，無法
共同收養子女

以配偶身份繼承 繼承 以配偶身份繼承

依照民法合法結婚，就可以適用相
關法規

當法律提到「夫妻」或「配偶」依照釋字第748號施行法結婚，原則上
可以準用相關法規。

適用家事事件法 如果去打官司 適用家事事件法



法律倡議：後續權益推動

● 子女權益：
目前748施行法僅能讓同志家庭以繼親收養取得親權。盼往後能
讓同志家庭能夠以更合理方式與孩子建立親子關係。

● 跨國同性婚姻：
根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目前僅有與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國
民結婚方有效成立。針對其餘國家的跨國同性婚姻，仍有待修
法。

● 姻親關係的落差



生養下一代的同志家庭



與同志社群互動的重要提醒

同志社群

是一個差異

極大的群體

性別

年齡

世代

社經

地位

身心

障礙

社群

經驗

城鄉

差距

教育

程度

身份

認同



認識同志的多元樣貌，今天只是個開始

• 同志朋友就在你我的生活周遭

• 開闊的心胸與同志朋友相處，享受這學習的過程

• 同志的個人問題，背後常反映社會歧視

• 參與行動、改變社會！



「我們的差異，以及我們超越了差異，
使我們團結起來。」
～《背離親緣》作者Andrew Solomon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s://hotline.org.tw
Facebook：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https://hotlin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