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孩子安全嗎？ 
──從犯罪認識到保護網絡，我們該共同學習的事

 

真實事件，認識網路惡狼 

小米剛升上國中，課業變的繁重讓他有些適應不良，加上新學校人際關係交友不順，迷上了賽車網

路遊戲。賽車遊戲裡她結識許多網友，其中有人慫恿他下載交友 app來聊天，不疑有他的小米覺得

無傷大雅就下載且開始和許多男網友聊天。原以為只是單純的情緒發洩與陪伴，卻因此踏入深淵。 

有位名叫阿森的網友，自稱是大學生，和小米聊的特別起勁，兩人不久後就以老公、老婆互稱對

方。阿森也主動傳了自己的照片給小米，一雙大眼睛的帥哥照，立刻擄獲小米的心。「你也傳張照

片來吧！」阿森這樣對小米說。「可是我微胖，一點也不可愛」，小米邊說邊傳了照片過去。「微

胖的女生最可愛，抱起來最舒服」，阿森說。 

小米第一次被帥氣又熱情的網友追求，覺得很開心。他覺得自己被關心、疼愛，生活似乎變得不那

麼枯燥了。直到有天，阿森告訴小米，他最想跟小米做的事，就是傳送性愛照片，「老婆就是要滿

足老公」、「你要滿足我，或是失去我？」、「你可以去廁所拍一張沒穿衣服的照片嗎」…..。 

網路惡狼 7大獵童手法 

一、假意成為男女朋友，要求私密照 

有心人士使用交友 APP，假意發展成男女朋友的親密關係。之後互稱老公、老婆，再要求私密照。

會以「老婆要滿足老公」或是「不滿足我，老公就要去找別人」情感威脅。有些會先傳送清涼、裸

露照片，或是色情短片，降低青少年對性的恐懼跟厭惡。 

二、成為知心好友，再情緒勒索私密照 

加害人會先成為孩子的知心好友，投其所好，傾聽孩子的聲音，找喜歡的話題聊天，取得信任後，

提出要求私密照，並以「不答應就不理你」、「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不願意」來情感勒索，也

會說「不要告訴爸媽就好了」。 

三、個資洩漏後，威脅要求私密照 

加害人已取得青少年的地址、學校等個資後，又在聊天過程得知青少年有「不敢讓大人知道的事

情」，便會以此要脅私密照。有些會以另一個假帳號來鼓勵拍照，「我是他前女友，我之前也和你



一樣不想拍給他，結果他就到學校堵我、打我，後來我就拍給他，就沒事了！」但往往拍完交出

去，就是無止盡的惡夢開端。 

四、假裝同齡青少年，檢查發育狀況 

加害人會匿名假裝成青少年，譬如假裝是同年齡女生。透過網路聊天先取得信任後，以「我很煩

惱，不知道胸部發育是否正常？乳頭形狀是對的嗎？」接著主動傳照片給青少年，使其誤認為本人

而受騙，也自拍一張乳房照給對方。一旦取得私密照後，就會以「把這照片傳給同學、父母」威脅

拍更多照片。 

五、徵模特兒，要求私密照片應徵 

加害人會利用青少年對身體的自信，或想成為網紅、直播主的心態進行誘騙。謊稱知名內衣公司，

誠徵模特兒拍攝內衣照片，需要拍攝私密照作為應徵的資格審查，要確認胸部大小、形狀，看身材

是否符合模特兒條件為由。也有謊稱自己是攝影師，要替公司徵模特兒、外拍女模拍照。 

六、提供減肥秘方，以私密照面試 

這類型很常見，謊稱有減肥秘方，要給私密照片確認身材是否符合服用資格。有些加害人會設計陷

阱，先寄一瓶減肥藥給青少年，再以「檢測藥效」為理由，騙取私密照。也有人是在寄減肥藥後，

以高額款項勒索青少年，待青少年表明付不出來時，再要求「以私密照取代付款」。 

七、用私密照交換遊戲點數、寶物或演唱會門票 

加害人會以遊戲點數、寶物，或一票難求的偶像團體演唱會門票等，進行拐騙，網路上出現過很多

「拿私密照換門票」的情節。 

保護孩子三不四要 

 

 

 

 

 

 

 

 

 

 

 
來源：親子天下/教養/張益勤 

看更多： 偷拍、誘拍、集體侵犯⋯⋯破解台灣變態的「獵

童產業」｜長大當記者 Vol.1｜兒少性剝削 少年報導者 報導者 

   

~讓我們一起守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