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權政策與管理方案                                   

 人權教育 

目的：為了增進每㇐個人對於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使得個人及其尊嚴能夠全面發展、所有人

都能切實成為自由社會的㇐份子。人權教育的內容以人權、民主、法治為核心，針對不同的培訓

對象，再透過不同的活動形式及管道加以實施。 

促進人權意識：培育人權捍衛者，是本會人權教育的重要工作目標，我們運用多元的活動形式，

像是影展、出版、座談、論壇、研討會、營隊、工作坊⋯⋯等等，來積極推展人權教育。體制內外

的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活動，均是我們積極實施人權教育的管道，例如協助各級學校的人權課程、

或是組織機構的人員人權在職教育訓練等等。 

 國際公約與人權機制 

憲法第二章、大法官解釋憲法的機制、司法審判的運作、各種人民行使救濟的管道、以及部份監

察權的行使，勉強支撐我國既有的人權保障機制，但上述制度所建構的人權保障防線，有時會失

靈，甚至無法因應新興的人權議題，比如有別於財產權的居住權與反迫遷議題。 



人事關注事項與做法 
 

 職場健康與安全 

 禁用童工 

 禁止強迫勞動 

 身心健康與工作平衡。 

 



人事保障訓練作法 

 新人訓練 

 職業安全系列訓練 

 勞資協商 

 預防職場暴力(及性騷擾) 

  



活出「心」生活
經文 :約翰三書:2
主題 :每一個人都需要身,心,靈的健康
引論 :身,心,靈的健康就是整個人活在平安喜樂的生活裡
本論 : 1.現代人最需要的是心靈的平安

2.心有平安就活得有意義
3.心沒有平安就活得沒有意義
4.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結論 :1.要活在十點十分裡
2.不要活在七點二十五分中



親愛的兄弟阿,我
願你凡事興盛,身體
健壯,正如你的靈魂
興盛一樣。



在聖經中有一位長者講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智慧言語:「親愛
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
樣。」

使徒約翰(St. John)



現代人最需要的是心靈的平安

憂鬱症為何被稱為二十一世
紀健康殺手?在台灣約有200
萬人罹患憂鬱症 ,世界衛生
組織(WHO)公告,全球預估
有2億6400萬人深受憂鬱症所
苦。依照美國流行病學的憂鬱
症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終身盛行率
高達10%至25%,男性則為5%至12%
。憂鬱症不僅是2020年造成全球人類
的主因,也是人類社會總體疾病負擔高
居第二的疾病,僅次於缺血性心臟病。

憂鬱症的成因是什麼?
憂鬱症是一個多重因素
導致的疾病,生理與心
理會互相影響,造成憂
鬱症的因素,主要可分
為四大類:

1.生物學
2.基因遺傳
3.心理因素
4.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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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平安就活得有意義

心有平安
就不在意

心有平安
就不害怕



心沒有平安就活得沒有意義

活得很痛苦

願意自我調整心態



願意自我調整心態

願意自我調整心態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
使骨枯乾。(箴言17:22)



要活在十點十分裡

不要活在七點
二十五分裡

請問,你的選擇是那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