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少年的司法人權故事
孩子也有人權，司法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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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童打破種族隔離，勇敢爭取平等權利

 1954年以前，美國南方的中小學都是黑（黃）白分隔的

 因為自命優越的白人不想要跟有色人種孩子一起求學

 有色人種學校少，通常比較遠，設備師資差很多

 其他服務也都分開…..因為白人自以為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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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童打破種族隔離，勇敢爭取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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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的華裔致力爭取與白人一同入學



美國學童打破種族隔離，勇敢爭取平等權利

 Linda Brown 的故事

 小四（10 歲）

 離家幾條街就有學校，但是是白人專讀的

 只好每天走路幾個小時去遠方的黑人學校讀書

 一路打官司到最高法院，讓全美國各種族學生都可以一起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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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童打破種族隔離，勇敢爭取平等權利

 法院判決了，他們繼續奮鬥

 阿肯色州 Little Rock 9：九個青少年面對群眾、政府的排拒，卻仍力爭入學，終於
爭取到法院與總統的支持，進入學校的故事。

 小女孩 Ruby Bridges 不畏排拒，堅持實現權利的故事。

 沒有他們，很多美國學童還在次等學校裡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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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幸福……

 中華民國憲法

 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

 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第一五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教育基本法

 第四條：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
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
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
障，並扶助其發展。

 兒童權利公約：

 第一條：……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
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 出生或
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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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有權利，也受司法充分的保障

 如果您覺得有權利（霸凌、性騷擾、學習權利…）受
到侵害，請……

1. 先校內申訴，或

2. 請求父母協助。若有需要，再

3. 向教育局申訴，或

4. 向地檢署或法院告發、告訴、起訴

 法律很難保護「在權利上睡覺的人」……兒童仍要自己說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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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問題，想一想
您覺得以下行為有沒有侵犯學生人權？

 丁一一同學在上課時睡覺，老師請他「醒醒」。

 丁一一同學在上課時睡覺，旁邊同學拍他肩膀，小聲叫他「醒醒」。

 丁一一同學在上課時睡覺打鼾，後面同學覺得好吵，就直接潑水在丁的頭上。

 丁一一同學在上課時睡覺，隔壁同學李三三拍他肩膀，小聲叫他「醒醒」。丁一
一之後就叫了班上的五個好朋友，狠狠地把李三三打得鼻青臉腫。

 丁一一同學在上課時睡覺，隔壁同學李三三拍他肩膀，小聲叫他「醒醒」。丁一
一人緣很好，之後就聯合班上許多同學「不要跟李三三玩」「不可以與李三三講
話」。李三三就愈來愈孤單。

 丁一一同學曾經罹患新冠病毒，痊癒後到學校卻被成天李三三為首的一群同學罵
「丁一一是武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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