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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評估輔助指引 

 
一、疑似身體虐待分級評估輔助指引圖   
 

 

  
 
 
 
 
 
 
 
 
 
 
 
 
 
 
 
 
 
 

 

 

 

 

 

 
 

 兒少疑似受虐死亡？ 

 或兒少遭受非意外的

嚴重傷害？ 

 或兒童年齡小於兩歲

（或心智、能力上等

同），且無其他合適的

保護者？ 

 或照顧者已有或即將

出 現 極 度 危 險 的 行

為？ 

1 級 

施虐嫌疑人在

未來十天內還

有機會接觸到

兒少嗎？ 

家中有其他大人可以提

供保護？ 

或少年有自我保護能

力？ 

是 

是 

2 級 

2 級 

是 

1 級 

否 
否 

否 

是 

 先前有身體虐待的紀

錄？ 

 或正處於家暴事件當

中？ 

 或照顧者有精神疾

病、或是濫用藥物的

問題？ 

 或兒少是處於恐懼或

無助狀態中？ 

2 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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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兒少遭受非意外的嚴重傷害」，參考「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

中所指之定義，舉例來說包含：腦部傷害、頭骨裂傷或他處骨折、顱內出血或血

腫、脫臼、扭傷、內傷、中毒、燒燙傷、大片瘀青、或嚴重割傷，而且兒少需要

立即醫療救護。也包含新生兒受物質濫用影響，即有證據顯示，母親在懷孕期間

酗酒、吸毒或濫用藥物（非法的或處方的），而且此行為已對新生兒造成傷害。 

2. 本圖所指之「照顧者」參考「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中所指之「照

顧者」，指對兒少有照顧教養責任之人。包含：（1）法定上對兒少有監護權之人，

無論其是否同住。（2）跟兒少同住的成人，且提供兒少例行性會定期性的生活照

顧。（3）與兒少不同住的成人，提供兒少大量的照顧（參考基準：平均提供兒少

一週五天且每天八小時以上的生活照顧，照顧場所可能在兒少或成人家中，且其

非為受薪照顧者）。（4）任一照顧者的親密伴侶，雖與兒少不同住，但其提供兒

少例行性的照顧。 

3. 當兒少年齡小於兩歲（或心智、能力上等同），若無法得知其是否有合適之保

護者，視同為「沒有合適之保護者」。 

4. 「照顧者濫用藥物」意指照顧者使用毒品，或使用等同於毒品程度之有害身

心健康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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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似疏忽分級評估輔助指引圖 
 
 
 
 
 
 
 
 
 
 
 
 
 
 
 
 
 
 
 
 
 
 
 
 
 
 
 

否 

是 

是 

是 

否 

兒少若無立即的醫療、或適當飲食/衣物之提

供、或心理健康照顧，則其生命、身體、自由

有立即危險？ 

有證據或資訊顯示兒少目前的居住環境條件

直接危及他的健康或安全？ 

兒少目前處於沒有被監督照護的狀態，導致生

命、身體、自由有立即危險？ 

兒童是否為父母有濫用藥物的問題的新生兒，

且 10天之內將會出院，而且沒有適合的照顧者

願意且能夠提供兒童妥善的照顧？ 

1 級 

否 

是 

1 級 

1 級 

1 級 

2 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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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疑似精神虐待分級評估輔助指引圖 
 
 
 
 
 
 
 
 
 
 
 
 
 
 
 

否 

是 

兒少表現出嚴重情緒困擾的徵兆，且評估需要立

即接受心理健康照顧？ 

照顧者出現殘酷、詭異、或極度危險的言行？ 

否 

是 
1 級 

1 級 

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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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參考「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兒少情緒困擾的徵兆」如下表： 
兒少情緒困擾的徵兆 

嬰兒 幼兒 學齡兒童 青少年 
 對抱和拍撫沒

有回應 
 沒有笑容或不

發出任何聲音 
 失去原先已展

現符合發展的

行為 
 無法被安撫 
 以頭撞物 

 原先如廁訓練和語

言等方面的進展出

現退化 
 以頭撞物 

 尿床. 
 行為有不

尋常的變

化 

 身邊關係多涉及衝

突暴力 
 難以維持重要且長

期的關係 

 因大聲響或快動作而受到驚嚇 
 退縮、人沒有什麼精神 
 遊戲會模仿父母之間的暴力情節 
 不尋常極度分離焦慮，或完全沒有分離

焦慮的現象 

 自殘/自殺行為 
 經常擔心暴力/危險 
 對暴力缺乏或喪失覺察度 
 學校表現下滑 
 對生活和自己感到毫無價值 
 無法珍視他人或表現出同情心 
 對人缺乏信任 

   攻擊性行為增加 
 對曾經喜歡感興趣的活動失去興趣(不包含轉移興趣對新活動

產生興趣的情況) 
 極度缺乏安全感 
 極度焦慮， 例如無法好好坐著，且並非是 ADHD 
 欠缺符合兒少年齡平日生活所需的人際互動技巧 
 極度尋求被關注 
 行為多具破壞性, 欺淩或侵略性等高度風險行為的嘗試 
 躲避成年人或對成年人過分奉承/順從 
 高度自我批判 
 感到絕望，悲慘，痛苦 
 兒少的個性/行為發生重大變化 (例如：停止所有社交活動、之

前不會但現在多涉入打架、在校成績一落千丈、參與犯罪活動

等)                   
 無法正常進食或睡眠，且並非只是偶而才會 
 容易受到驚嚇 
 體重減輕 
 強迫進食變胖 (或吃後催吐) 
 會抱怨身體不舒服(如胃痛、頭痛)可是檢查後找不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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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疑似性虐待分級評估輔助指引圖 
 
 
 
 
 
 
 
 
 
 
 
 
 
 
 

 

 

 

 

 
 

說明： 

本圖中所指之性虐待案件疑似是「父母或監護人所為」，或「同住家庭成員所為」，

或「手足間所為」基本上應分至 1 級案件。但倘若這些人因沒有與兒少固定同住，

兒少再次受虐風險低；或者與兒少日常生活作息沒有密切相關，也未與兒少高度

互動，兒少再次受虐風險低（參考「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

則在參考其他因素後，可分為 2 級。 

 
 
 
 
 

是／不知道 

性虐待案件疑似為下列之一： 

 父母或監護人所為？ 

 或同住家庭成員所為？ 

 或手足間所為？ 

 與住在家中的其他兒少發生性行為案件？ 

 身心障礙兒少遭受性侵害案件？ 

存在下列之一兒少遭性虐待的威脅案件： 

 加害嫌疑人在未來十天內是否有接近兒少的

可能，包括當面、書信或電話方式的接觸？ 

 照顧者未採取特定行動降低兒少危險？ 

 有資訊顯示通報案件中的兒少有生命、身

體、自由之危險？ 

1 級 

2 級 

1 級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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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類評估表 
 

第

一

類 
行為人係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之案件。 

第

二

類 

行為人係兒少本人、非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

成員之案件 
□2-1 校園霸凌案件 

係指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3 條所指校園霸凌行為。 
□2-2 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案件 

係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所指校園性騷擾、性霸凌事件。 
□2-3 少年施用毒品等有害身心物質案件 

係指兒少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2-4 校園性侵害案件 

係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所指校園性侵害事件。 
□2-5 兒少性侵害案件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指性侵害事件，但行為人非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

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 
□2-6 兒少不當對待案件 

兒少法第 49 條各款所指對兒少不當對待事件，但行為人非兒少之父母、

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惟不適用性侵害案件。 
□2-7 兒少充當不當場所侍應 

係指兒少充當兒少法第 47 條第 1 項場所之侍應。 
第

三

類 

其他案件 
基於服務優先概念，凡已提供諮詢服務或轉介其他資源，請勾選 3-6「提供諮詢

服務或轉介其他資源」 
□3-6 提供諮詢服務或轉介其他資源 

□諮詢服務 
□併成保服務 
□轉介服務：□社會福利服務 □教育 □衛政 □警政□ 民政□司法(含

法律諮詢)□其他____________ 
□3-1 通報資訊不詳案件 

未能獲得足夠資訊判別兒少本人及其家庭所在位址。 
（通報者無法提供足以找到兒少本人或家庭的明確資訊，如兒少就學校、送托

地點、…等。） 
□3-2 經查非屬兒少法第 53、54 條所指通報情事 

通報對象非屬兒少；或通報事由非屬兒少法第 53、54 條所指兒少保護情

事者；或該案件已經同一通報人（單位）通報達 4 次以上，且前 3 次經主

管機關查訪後確認無兒少保護情事者。 
□3-3 歷史性案件 

通報案件為過去曾進行兒少保護調查之歷史性事件（係指已完成兒少保護

調查之相關行政程序）；通報案件的發生時間已逾一年以上，且通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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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 歲以上兒少。惟本要件不適用於性侵害案件。 
□3-4 重複通報案件 

該通報事件業經其他單位（人員）通報，即同一通報事由，通報來源不同。 
□3-5 他縣市管轄案件 

受理縣市已確認兒少人所在地於外縣市。 
 
說明： 

1. 本評估表中「第一類」所指之「實際照顧兒少之人」參考「兒少保護結構化

決策模式（SDM）」中所指之「照顧者」，指對兒少有照顧教養責任之人。包

含：（1）法定上對兒少有監護權之人，無論其是否同住。（2）跟兒少同住的成

人，且提供兒少例行性會定期性的生活照顧。（3）與兒少不同住的成人，提供

兒少大量的照顧（參考基準：平均提供兒少一週五天且每天八小時以上的生活照

顧，照顧場所可能在兒少或成人家中，且其非為受薪照顧者）。（4）任一照顧

者的親密伴侶，雖與兒少不同住，但其提供兒少例行性的照顧。 

2.兒少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分為第 2 類案件。 

3. 基於服務優先概念，若為第 3 類案件，凡已提供諮詢服務或轉介其他資源，

請勾選 3-6 類「提供諮詢服務或轉介其它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