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霸凌原因？韓國青少年「報仇、戲謔」成年人「意見

不同、厭惡」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根據調查，韓國學生經歷網路霸凌的次數比成年人多 2 倍左右。

網路霸凌的主要媒介有簡訊、即時通訊、社群媒體等。 

調查顯示，每 3 名成年人中有 2 人經歷過網路霸凌。 將近 30%

的成年人回答曾目睹過「n 號房事件」等數位性暴力。 

據廣播通信委員會從 2021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13 日以 9000 名青

少年（小學 4 年級~高中 3 年級）和 7500 名成年人（滿 20~69 歲）爲

對象進行的《2021 年網路霸凌現況調查》顯示，學生的網路霸凌經驗

比率爲 29.2%，成年人爲 15.7%，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出快 2 倍。 

調查顯示，青少年加害、受害經驗比率分別爲 5.8%和 15.1%，同

時具有加害、受害經驗的比率為 8.3%。成年人的加害、受害經驗比

率分別爲 2.9%和 8.7%，同時具有加害、受害經驗的比率為 4.2%。 

網路霸凌中透過簡訊和即時通訊等的語言暴力較多。以青少年來

說此方式之加害比率為 52.2%、受害比率為 55.6%；而成年人來說此

方式之加害比率為 58.3%、受害比率為 64.2%。另外，以社交媒體的

網路霸凌，青少年及成年人的加害比率與受害比率皆為 30%，僅次於

簡訊和即時通訊。 

因為網路霸凌主要在私人對話之通訊媒體上發生，青少年的網路

霸凌大多數以語言暴力類型為主，而成年人的網路霸凌類型反之多元，

舉凡：遭受侮辱或誹謗、跟蹤、性暴力、個人資料洩漏等。 

在網路霸凌加害動機方面，青少年和成年人原因不盡相同。青少

年依序為報復心(36.8%)、戲謔(26.2%)、厭惡(24.5%)，而成年人則為

厭惡(32.7%)、意見不同(26.9%)及報復心(25.1%)。 

在本次調查中，首次進行以性別、殘疾、宗教等不同原因為由，

表現對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偏見和歧視的「線上仇恨言論」現象之相關

調查。 20.8%的青少年和 12.0%的成年人表示有在線上發表仇恨言論，

而成年人針對政治、宗教、性少數者的仇恨言論較多，而青少年則針

對身體、外貌、宗教、國籍、人種等多種議題表現線上仇恨言論。 



 

 

此外，9.3%的青少年和 14.9%的成年人表示曾目睹過數位性暴力，

其中最多的是「散布猥褻影像」、再來是「公然侮辱」、「偷拍」等順

序。另外，89.5%的青少年接受過預防網路霸凌教育課程，但只有 9.6%

的成年人有受過相關教育，偏差很大。 特別是 33.7%的青少年了解

對於網路霸凌的法律處罰的可能性，而只有 21.1%的成年人認知相關

內容。 

廣播通信委員會表示:"將依據此次現況調查結果，擴大進行針對

個別對象的媒體素養教育，並且將額外製作更多元的預防網路霸凌的

成人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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