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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談反霸凌？為什麼要談反霸凌？

原因一：無關成績高低原因一：無關成績高低
人人都可能遇到。人人都可能遇到。



原因二：霸凌行為是
侵犯個人基本人權的
行為，屬於校園間最
嚴重的偏差行為。

原因二：霸凌行為是原因二：霸凌行為是
侵犯個人基本人權侵犯個人基本人權的的
行為，屬於校園間最行為，屬於校園間最
嚴重的偏差行為。嚴重的偏差行為。



「校園霸凌」之定義、類型與具「校園霸凌」之定義、類型與具
體型態體型態

（資料來源：摘自教育部網站，2010年12月27日）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性霸凌

受凌反擊、「魚吃蝦米」…反擊霸凌

散佈謠言或不雅照片、……網路霸凌

出言恐嚇、嘲笑污辱、……語言霸凌

排擠孤立、操弄人際、……關係霸凌

毆打身體、搶奪財物、……肢體霸凌1.兩造勢力（地
位）不對等。

2.攻擊行為長期
反覆不斷。

3.具有故意傷害
的意圖。

4.呈現生理或心
理侵犯的結果。

校

園

霸

凌

具 體 型 態類 型定 義



判別「校園霸凌」的判別「校園霸凌」的新新要件要件９９．１２．２７９９．１２．２７

具有欺負他人之行為

具有故意傷害之意圖

造成生理或心理上之傷害

兩造勢力（地位）不對等

其他經校園霸凌因應小組
討論後認定者



校園霸凌與校園偏差的差異校園霸凌與校園偏差的差異

校園霸凌一定是嚴重的校園偏差事件，但嚴重的校園偏差事件卻不一定是校園霸
凌事件。 （資料來源：中央警大林滄崧教授整理）

以偏差者週遭影響因素為核心（學校
與外在資源並行）。

以偏差者為核心（學校資源）。
處理
不同

需經過判定。可直接觀察。
型態
不同

特別影響因素（核心犯）。一般影響因素。
因素
不同

1.兩造相對勢力（地位）不對等。
2.攻擊行為長期反覆不斷。
3.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4.呈現對生理或心理侵犯的結果。

1.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2.呈現對生理或心理侵犯的結果。

要件
不同

校園霸凌校園偏差



霸凌事件對霸凌者、受凌者及旁霸凌事件對霸凌者、受凌者及旁

觀者所造成的影響觀者所造成的影響

霸凌事件會讓旁觀者產生如同親身經歷般的身心理感受，
獲得的認知就是「力量遠勝公平性」，可能造成受凌者對
社會的冷漠與無情，甚或模仿暴力行為。另一方面也可能
因其無法適時伸出援手，而產生罪惡感。

旁觀者

要面對各種的心理及社會困境，可能衍生憂鬱、孤立、焦
慮、低自尊，以及社會疏離、社會拒絕等現象。為了避免
被同儕拒絕或敵意對待，受凌者可能不願承認或隱瞞被霸
凌的事實，這使得教師難以及時介入中止，受凌現象於是
持續發生。

受凌者

霸凌者「訴諸外在霸凌行為來處理自身情緒問題」的模
式，未來可能成為發生法律或社會問題的高風險群。

霸凌者



一般處理需思考層面一般處理需思考層面

班級導師

家長層面：清楚告知相關法律責任及學
校處理原則或立場

兩造當事人

旁觀者

事件的止血及後續輔導及預防

是否需校外資源的協助



現況與問題（一）現況與問題（一）

從許多校園霸凌個案可發現，受凌者長期於校
園內受到欺凌，發生的地點常常就在教室、廁
所或樓梯間，但為何老師（尤其是導師）及學
校行政人員未發現或注意？可能原因為：
老師教學事務過於忙碌，無暇顧及教學外之事
務，亦無暇關注學生之間的互動情形。
欠缺對霸凌的認知，無法察覺學生間的霸凌行
為，或誤認為學生間打打鬧鬧是正常的，長大
就好了。
欠缺處理霸凌事件的專業知能，即使發現了也
不知道如何處理，乾脆當沒看到。



現況與問題（二）現況與問題（二）

學生暴力、霸凌事件具聳動刺激性，能吸引輿
論關注，尤其是學生動輒將暴力鬥毆事件拍攝
上網，更成為媒體競逐焦點，對教育部門整體
形象造成極大傷害。
教育行政部門無法及時察覺暴力、霸凌事件，
學校也於事件發生時未適時處置或不知該如何
妥適處理（尤以家長及民意代表的介入為
甚），更易導致家長對學校與教師不信賴，進
而不滿學校處置作為，造成民怨。



（一）建立減少校園霸凌事件情境（一）建立減少校園霸凌事件情境

校規制定與執行明確。

公正公平的處罰霸凌者。

校長或各教師能主動傳達不容忍校園霸凌事
件的決心。

導師能確實掌握學生生活動態者。

老師之間及師生之間具有緊密連結關係。

學校提供師生共同參與校園事務的機會。

（資料來源：中央警大林滄崧教授整理）



（二）確立「霸凌」及「一般偏差行（二）確立「霸凌」及「一般偏差行

為」處理原則為」處理原則
遇個案發生，學校應依霸凌與一般偏差行為
定義迅即判斷屬性。
處理原則：

一般偏差行為，應依現行輔導機制處理，並著重
學生人權、品德及法治教育之預防宣導。
霸凌個案，學校輔導老師、學務處應共同給予加
害、受害及旁觀學生輔導。
倘行為已有傷害等觸法行為發生，應按現行規定
通報警政單位協處。

各級學校應與警察機關密切連繫，並依「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暢通協處管道。



（三）如何輔導校園小霸王（三）如何輔導校園小霸王

霸凌學生成年之後不只與犯罪行為高度相關，並且往後的社
交人際能力也甚低落。故校方需將之列為高關懷個案，給予
更多的愛與關懷，同時進行合理明確的規範，導正其偏差之
行為。
協助其檢視家庭功能及家長的教導知能：看看下列這兩個措
詞

孩子會這樣，一定和父母有關，我建議爸媽要先改變……
依我之前的經驗，要幫助這樣的孩子真不容易，不過有幾個成
功的案例，後來父母的改變往往比孩子更大！

教導正確發洩情緒的方式，學習如何控制脾氣，更令學生面
對他別人造成的影響，讓其學會如何尊重「人想好好活著」
的基本權利。若霸凌學生有明顯之心理困擾或精神問題，則
應尋求專業心理諮商或治療。
主動結合社區資源，建立輔導網絡，有效嚇阻校園霸凌。



（四）對受凌學生之保護與輔導（四）對受凌學生之保護與輔導

受凌學生容易產生情緒困擾和課業困難，易
對學校產生負向觀感，因此可能發生逃課、
輟學等情形。故校方需列入個案輔導，提供
支持性輔導與關懷，給予安全環境，鼓勵說
出心事、增強孩子的自信與果斷力；尤其是
人際互動的技巧（包括關掉害怕表情，說話
時態度的堅定，眼睛直視對方）。
若受凌學生已出現明顯之心理困擾或精神問
題，則應尋求專業心理諮商或治療。
在其受凌之時就能及時介入輔導，有可能就
不會再演變成反擊型霸凌。



（五）如何教導旁觀者或其他學（五）如何教導旁觀者或其他學

生？生？

孩子必須知道「霸凌」是一串生態鏈，就算
你不欺負人也沒被欺負，也是這串生態鏈的
一個環節。任何環節出面反抗或制止，就能
終止這欺負行為，確保每一個生存的權利。

協助澄清相關價值觀，培養其同理心，同理
受凌者感受；並給予「霸凌行為是不對的行
為」的明確訊息，規範應有的反應行為（如
立即制止或通報）。

明確教導其「可以保護自己的伸張正義方
式」。



（六）學校的具體作法（六）學校的具體作法

友善校園氛圍是目標，人權法治是核心，班級經營
是關鍵！
學校霸凌申訴管道需落實建立並暢通。(2595-5903)
應藉由各種機會（朝會、親師座談、聯絡簿或課程
設計）廣泛向學生與家長實施霸凌申訴宣導及反霸
凌觀念宣導。
利用學生校園生活問卷，主動篩檢發覺霸凌及受凌
高危險學生，提供預防性教育與輔導。
學校各級師長（尤其是導師）應具備相關知能，提
升霸凌事件敏感度，能於第一時間介入處理。
協助界定霸凌類型，並啟動輔導機制，針對不同對
象施以不同之輔導方案。



（七）霸凌事件發生後處理建議（七）霸凌事件發生後處理建議

發現事實

判別類型

瞭解霸凌情境

誠懇溝通

責任分工擬定輔導策略

介入輔導並改變霸凌情境

落實後續追蹤輔導



校園霸凌相關法律及處理校園霸凌相關法律及處理

校園霸凌罰則參考

霸凌事件相關法律責任

發現黑幫進入校園處置程序



可以用的求助管道及資訊可以用的求助管道及資訊

學校反霸凌專線：2595-5903 （愛我救我 我叫
你散(開)）
北市教育局申訴專線：27252751或1999
新北市教育局「去霸凌高關懷專線」：0800-
580780（凌霸零零-我幫您去霸凌）
新北市警察局『保護少年專線』：080-005-
95-95（零霸凌-理理我-救我-救我）
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園暴力事件專線（24小
時）：0800-200885（凌霸零零-耳鈴鈴幫幫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