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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家長可能擔心他們的小孩被簡訊或上社交網站時受到欺

負，但最新的研究顯示網路霸凌(cyberbullying)現象並不如想像中

的嚴重，進行網路霸凌人和受害者數據並未明顯增加。 

挪威校園霸凌研究領域的先驅、心理學家歐維斯(Dan Olweus)

日前在美國心理學會年會發表的報告，提出於 2007 年至 2010 年，針

對 1,349 所美國學校的 45 萬名學童、及 40 所挪威學校的 9 千名學童

所作的調查，試圖釐清有關網路霸凌的迷思及誤解。 

長期投入霸凌研究的歐維斯發現：18％的美國學童表示曾受到言

語上的侮辱、4.5％在網路上遭遇過霸凌，挪威的學生則有 11％受到

言語上的侮辱、3.4％有被網路霸凌的經驗。調查時，為了分辨哪些

只是同伴間的耍鬧，而哪些才是真正具有惡意行為，還特別以不同角

度的問題來詢問當事人，以求調查結果更切合實際。網路霸凌則界定

為：透過電子郵件、聊天室、即時通及社交網站、簡訊等電子媒介來

侵犯當事人的不友善言語和行為。 

研究顯示，雖然近年來青少年使用手機和社交網站的比率大增，

特別是臉書在年輕人之間大為流行，曾被教育專家擔心可能成為網路

霸凌的散播途徑，但網路霸凌現象並沒有因此而隨之增加。 

網路霸凌只是一般霸凌的一種模式，其實發生率相當低(quite 

low prevalence)，而且即使大部分的網路霸凌事件都發生在非學校

情境，但有許多調查顯示，許多網路霸凌，甚至可以說，大部份的網

路霸凌的發生，追溯其根源仍與學校情境有關連。研究同時發現，霸

凌意謂著具有某種特性的人際關係，泛指所有負面和侵略性的行為模

式。 

近來美國許多州針對網路霸凌而修改現行法規，或甚至制訂專門

的新規定，而網路霸凌或其他媒體霸凌引發的法律訴訟也不斷增加，

但是網路霸凌和傳統的霸凌同樣會對受害者身心都會帶來巨大的負

面影響，情緒低落、自尊心受損、焦慮、有自殺念頭、頭痛、失眠等，

而且因為受害於網路霸路的孩童，同時也被其他方式的霸凌威脅，實



 

務上，實難以區別何者是因網路霸凌產生。 

歐維斯建議，由於傳統霸凌的發生的機率遠多過網路霸凌，而且

大多數網路霸凌受害者通常也被一般霸凌所害，學校應該集中力量對

付傳統的霸凌，並採取實證策略(evidence-based approach)制止。

他的研究發現，事實上，當一般霸凌事件在校園減少時，網路霸凌的

發生機會也會隨之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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