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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受霸凌國小學童之處理策略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擔任班級導師的教學生涯中，只要是看到孩子無辜的眼神，偶爾在他稚嫩的

雙頰掛著兩行熱淚，哭哭啼啼的來找老師，訴說著他被欺負的孤獨及委屈時，心中

總是湧起萬般的不捨。換個場景與對象延伸思考，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受

到霸凌（bully），心中又是何等的不忍？當孩子遭受霸凌時，孩子的內心感受如何？

孩子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孩子知道應該向誰求助，或是該怎麼處理嗎？老師該如何

提早發現呢？又該如何幫助孩子呢？因此，當班上的孩子受他人霸凌，相信這對為

人師表者都是耐心的一大考驗與挑戰。 

孩子遭受霸凌，是不分年級和性別，是不分時間與地點。孩子與孩子之間經常

發生欺凌的言語和動作，這類校園同儕間的弱肉強食，殘酷地傷害到許多孩子的心

理。霸凌現象的本身意味著權力極端不平等，若沒有成人妥善的介入與協助，很容

易使霸凌現象成為校園的風氣，或形成某些特定的弱勢兒童因此而產生反擊型霸凌

行為的惡性循環。 

根據兒福聯盟（2004）所做的抽樣調查發現，國小學童生活中遭受霸凌的現象

十分普遍，有超過六成的孩童有受霸凌的經驗，其中以言語霸凌居多，高達 54.7%，

再來則是肢體霸凌，佔 36.8%。鄔佩麗、洪儷瑜（1996）曾進行相關研究發現，就

受霸凌者而言，以被辱罵的情況居多（40.31%），但教師自陳能有效處理這類事件

的卻僅佔 27.91%。 

由此可知，受霸凌學童多數遭受的是言語霸凌，而老師並不能有效地加以處理

或防治，兒童長期地在如此環境中成長、學習，可能會產生情緒、心理，以及人際

互動的困擾。是故，除了必須正視霸凌行為的「非法性」，更應致力於瞭解霸凌在學

童心中留下的傷害，並提出相關因應措施，以便減少受霸凌事件的發生。 

兒童福利聯盟曾於 2004年 11月在智邦公益館（2004）網站上提出了「國小兒

童校園霸凌現象觀察發表」文稿，觀察研究內容明確地指出：經研究證實，受霸凌

的兒童與其「情緒困擾」和「課業困難」有相關。這些受霸凌兒童不僅容易被貼上

負面標籤，被嚴重排擠，其對於學校的負向觀感則可能發生逃課、輟學等情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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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霸凌兒童在成年後發展精神問題的比例也較高。 

王順民（2004）的研究顯示，校園裡的霸凌行為是從家庭、學校到日後社會等

一連串欺凌弱小的行徑的一個過程與結果，亦即學校裡的霸凌行為當有其發微於家

庭的潛伏影響。因此，漠視霸凌行為背後的社會性虐待環境，將來要償付更大成本

的社會霸凌行為。 

汪詠黛（2004）在人間福報電子報發表「放棄體罰，拒絕霸凌」一文中指出，

遭受霸凌事件時，多數男孩子採取忍耐的息事寧人態度，其次是伺機報復反擊；女

生則是向家長或老師投訴。洪福源（2001）則是整合多位學者觀點認為，受霸凌者

具有低自尊、低自信、低自我價值觀、高沮喪、高焦慮、不快樂，也感到不安。更

有研究指出，受霸凌者較容易遭受同儕的拒絕（Boulton & Smith, 1994）、較為內向

（Slee & Rigby, 1993）、也較有社會逃避的傾向（Slee, 1994）。 

當成人受到威脅、恐嚇、辱罵時，會尋求法律途徑來保護自己，但是當兒童受

到相似的傷害時，法律往往無法發揮效用，因為他們可能不懂得自我保護，或是因

為害怕，而不敢告訴成人。因此，成人與教育工作者就有責任及時發現兒童的問題，

並幫助他們，使其在安全、快樂的環境中成長與學習。 

從教育研究的立場出發，如能對孩子在校遭受霸凌原因做深入的探討，而且想

辦法找出適切的輔導策略，改善孩童的人際關係，強化學校的輔導功能等方面著手，

藉以避免或減少學童受霸凌的產生，實在是一項很值得教師、學校及犯罪防治等領

域之各界人士所關心的研究議題。 

二、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臚列如下： 

(一)從文獻探討了解目前國小學童受霸凌之原因。 

(二)提出相關建議供學校及各界參考，減少學童遭受霸凌之情形。 

三、研究問題 

(一)國小學童受霸凌之原因為何？ 

(二)減少學童受霸凌之措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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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解釋 

(一)國小學童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二條之規定，國小學生係指六歲至十二歲應受國民教

育之國民。 

(二)受霸凌 

「受霸凌」意指遭受到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這通常是指會持續重複

出現在固定孩子之間的一種欺凌現象。從吳清山、林天祐（2005）的研究可

看出，「受霸凌」係指一個學生長期重複的被一個或多個學生欺負或騷擾，

或是被鎖定成為受霸凌對象，導致其身心受到痛苦的情形，包含了最容易辨

認的肢體霸凌，運用語言刺傷或嘲笑別人的言語霸凌，還包括透過說服同儕

排擠某人的關係霸凌、受凌兒童長期遭受欺壓之後的反擊霸凌，以及類似性

騷擾的性霸凌。 

五、本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閱讀相關文獻，提出研究之芻議供各界參考。

本研究架構如下： 

 

 

 

 

 

 

圖1 本研究架構圖 

六、本研究限制 

因研究時間、參與人力與研究環境等限制，無法進行質性訪談，故本研究採文

獻分析法，並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提出防範學童受霸凌之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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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霸凌的相關內涵與研究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擬先從受霸凌的理論基礎談起，並說明受霸凌的類型、

與受霸凌相關之研究，以及改善受霸凌現象之防治方案。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受霸凌的名詞意涵 

(一)何謂霸凌 

依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 2004年 11月所發表之國小兒童校園霸

凌現象調查報告中指出，霸凌（bully）通常指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是通

常會持續重複出現在固定孩子之間的一種欺凌現象（Mark Cleary）。 

(二)霸凌行為下的相互關係人 

兒福聯盟（2004）針對霸凌行為之相互關係人稱作以下說明： 

1.霸凌兒童（胖虎型兒童，bully）： 

一個在學校或同儕團體中，不停地對其他同儕或某些特定對象進行傷

害、恐嚇、威脅、或刻意排擠的人。 

2.受霸凌兒童（大雄型兒童，targeted children）： 

被霸凌的對象，其中有些甚至是長期被霸凌，對身心健康與發展造成

深遠的負向影響。 

3.旁觀者（小夫型兒童，bystanders）： 

任何一個知道霸凌正在發生的人，有些旁觀者主動「推波助瀾」協助

霸凌兒童進行傷害性的行為。 

二、受霸凌的類型 

對於受霸凌的分類可解釋如下（兒福聯盟，2004）： 

(一)受肢體霸凌：這是最容易辨認的一種型態，包括遭受踢、打，被搶奪東西等。 

(二)受言語霸凌：遭受他人運用語言刺傷或嘲笑。這種方式很容易使人心理受  

傷，但它所造成的心理傷害有時比身體上的攻擊來得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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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關係霸凌：遭受同儕排擠，被排拒在團體之外，或是被切斷社會連結。 

(四)反擊型霸凌：這是受霸凌兒童在長期遭受欺壓之後的反擊行為。面對霸凌時

通常生理上會自然的予以回擊，但有時候受霸凌者為了報復，便會對著霸凌

者口出威脅，或另外找機會報復，也有部分受霸凌兒童會轉而去欺負比他更

弱勢的人，這都屬於反擊霸凌。 

(五)受性霸凌：類似遭受性騷擾，包括受到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嘲諷玩笑、評論

或譏笑、對性別取向的譏笑（如「娘娘腔」的男生）、被侵犯身體的行為，如

以性的方式被摩擦或被抓身體，或是被迫涉入非自願的性行為等。 

三、受霸凌的時機 

對於受霸凌者的天資、能力、環境、財物等的妒忌與羨慕，都是引發霸凌的強

烈因素。Tim（2005）於其專屬網站（http://www.bullyonline.org）之 School Bully OnLine

中提出下列事件都較容易引起霸凌： 

(一)以前受霸凌的目標已經離開，霸凌者開始尋找新的受凌對象。 

(二)加入新的組織，或是剛到不熟悉的地方。 

(三)任命新負責人。 

(四)在不知情的情況下，你的表現被突顯，受到眾人的矚目，這跟霸凌者所欠缺

的表現作了不利的比較。 

(五)之前霸凌者是受矚目焦點，而你在不知情的情況下成為目前受矚目焦點（常

見於女性霸凌者），大多數的霸凌者在情緒上不成熟，因而渴望受到注意。 

(六)工作夥伴表現出熱情，尊重與信任。 

(七)拒絕遵守違反規定過程或違法的命令。 

(八)替受到霸凌的同事或朋友出面，那保證你絕對會是下一位受凌者。有時候霸

凌者會立即放掉當前的目標，轉而開始注意你。 

(九)自己受到升遷。 

四、受霸凌的原因 

當霸凌事件、暴力事件，或是自殺事件上了頭條新聞，孩子們受到霸凌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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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才會被突顯為霸凌的主因。事實上，兒童的霸凌事件具有各式各樣理由，這些

理由是似是而非的。通常受凌者被挑上的理由，包括了胖、瘦、高、矮、頭髮、膚

色、太安靜、帶眼鏡、大耳朵、小耳朵、招風耳、暴牙、來自不同文化、有不同喜

惡、穿著不對勁、不願用蠻力保護自己，或是霸凌者捏造的任何藉口。這些藉口有

一點共同處，就是它們全都是不相干的。 

兒福聯盟（2004）同樣地也搜集到許多受凌者被霸凌的理由，包含了「有一個

女生被別人嘲笑，因為她很胖」、「大家笑我分數考太低」、「我非常的笨，很多人都

會笑我」、「在安親班裡有人很骯髒，因此被排擠」、「XXX一直被打，因為他自己討

打」等等各式各樣的理由。 

至此，值得令人深思的是：為什麼孩子被欺負會寧願不吭聲？當孩子面對校園

霸凌現象，採取的是「算了，忍一忍吧！」或是「反正不關我的事，別惹禍上身」

的態度或主張時，這意味著當孩子在看到、遇到不公不義的事，孩子是否有道德勇

氣與智慧去舉發、制止？如何追究更深一層的原因，其實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 

五、與受霸凌相關之研究 

霸凌行為會導致受霸凌者對生活感到無力感，進而造成自我傷害、自殺，抑或

對霸凌者或他人進行致命性的報復等嚴重後果（Garrity & Jens, 1997）。 

在受霸凌者的性別差異方面，許多研究均發現在各種受霸凌行為中並無性別差

異，其中言語霸凌是比較常見的（Boulton & Underwood,1992; Duncan,1999; 

Kochenderfer & Ladd, 1996; Perry, Kusel, & Perry, 1988）。此外，特別針對性別與受霸

凌類別的差異研究中，Perry（1988）則是發現男生較常見的受霸凌類別為肢體霸凌，

其中男生與女生均是言語霸凌的受害者。Duncan（1999）也有相同的發現，指出男

生比女生更可能受到霸凌者的推打（pushed around）。然而，受霸凌者的性別差異，

似乎要視地域別而定。有研究指出，歐洲的研究一致發現男生比女生更可能成為受

霸凌者（Batsche & Knoff, 1994; Olweus, 1994），相反的，Duncan（1999）和Hoover

等人（1992）在美國的霸凌研究均指出男生和女生在說明自身受霸凌方面並無明顯

差異；而 Charach, Pepler和 Ziegler（1995）在加拿大的霸凌研究也認為性別對於受

霸凌現象並無明顯作用。 

由以上探討可知在受霸凌者的研究中，男女生受霸凌情形沒有顯著差異，男生

則是較女生更容易受到肢體霸凌，在心理上的受霸凌反應則是男女生相當。唯男女

生的受霸凌狀況未有明顯差異，是否因為地域的關係或男女生在報告遭受霸凌時，

因為其他因素而未能真正顯露出真正的現象，尚有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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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發現年輕的學生較年長的學生更易受到霸凌。Olweus（1991）

更發現二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受害的比率為 11.6%，七至九年級學生受霸凌的比率為

5.4%。這也就是說國小階段的學生受霸凌的比率是國中階段的兩倍。有研究也認為

隨著年齡的增長，肢體霸凌會隨之衰退，而言語霸凌口語則仍會維持一定的比率

（Boulton & Underwood, 1992; Perry et al, 1988）。 

洪福源（2001）的研究發現，受霸凌者以遭到嘲笑、亂取綽號、戲弄、用髒話

辱罵、推打、惡作劇、推擠等的「戲謔性受害」所佔比例較高。不同性別在受霸凌

程度上有顯著的差異，男性受霸凌的受害分數較女性要高，此項結果與歐洲的研究

（Batsche & Knoff, 1994; Olweus, 1994）一致發現男生較女生更容易遭受霸凌。是

故，男性同時是「霸凌者」與「受霸凌者」的高危險群，這一點值得學校的教育工

作者或家長重視。 

吳紋如（2006）的研究發現，當父母親的關係是處於離婚或分居的狀態，此時

孩子倘若遭受霸凌，孩子較容易有難過、不知所措、失去自信等心理反應產生。當

孩子的性格特徵越是傾向於愛炫耀自己、外向、愛指使他人、愛批評他人、易傷心、

易擔心、易發怒、易緊張、易煩惱、易悶悶不樂時，其受霸凌知覺越明顯。 

此外，霸凌者與受霸凌者在不同的家庭結構中，並無明顯差異，不同的社經地

位在受霸凌上並未發現有顯著的差異，但低學業成就者較中、高學業成就者更傾向

受到霸凌。受霸凌者的家庭功能較差，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較差。受到霸凌的學生

會傾向感受到學校同學感情差、學校吵鬧、老師給予學生的支持很少、同學之間的

感情疏離。經過進一步分析，就霸凌者與受霸凌者的互動關係來看，霸凌者是較佔

上風的一方，而受霸凌者則是被認為不會報復的一方，因此就不會有摩擦的情形發

生。在不同背景變項對受霸凌者的差異上，發現男生、低學業成就者為受霸凌的高

危險群。而年級、社經地位、家庭結構等變項並未發現在受霸凌上有任何的差異。 

六、改善受霸凌現象之防治方案 

(一)國內學者的研究 

黃梅嬌（2005）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研究如何以符合對話教學精神之

生命教育課程來改善學生言語霸凌情形。在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進行十五次

「以對話教學改善學生言語霸凌」的生命教育課程後，發現學生言語霸凌確

有改善，口語表達上由原先的不尊重、喜歡罵人，轉以鼓勵、包容口吻以對，

言語霸凌改善成效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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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怡（2005）藉由文獻探討歸納國小校園欺凌事件中四種類型學童之

課程需求，據以設計防治國小學童校園欺凌行為教學計畫來進行教學實驗，

其研究結果發現： 

1.國小學童間欺凌行為發生普遍且樣態多元，大部分學童為欺凌/受害者。 

2.「性別」、「零用金」、「家庭教養方式」、「外在缺陷」、「擔任幹部」、「學業

成績」等基本變項影響欺凌與被欺凌行為之發生。 

3.實施本教學計畫對學生之被欺凌行為立即學習成效有所幫助，但並不顯著。 

4.實施本教學計畫對學生之欺凌行為立即學習成效有所幫助。 

5.實施防治國小學童欺凌行為教學計畫能有效提升學童對於被欺凌及欺凌行

為之認知。 

由於大多數受霸凌學生所面對的幾乎都是言語方面的霸凌行為，如被嘲

笑、被罵髒話、被取綽號、被散播不實的謠言，甚至於被以語言或文字來加

以中傷或是恐嚇，因此從消除言語霸凌著手，先降低學生彼此間唇槍舌戰的

摩擦，避免更深度的憎恨或是惡意的產生，相信這會是防治霸凌事件不錯的

開始。 

(二)各級機關學校的作法 

台北縣是國內第一個重視霸凌現象危機的政府單位。台北縣政府（2004）

呼籲，必須教育、警政攜手合作，以高關懷的態度，才能去除霸凌現象。為

積極協助長期遭受欺壓或暴力威脅之學生，能夠在一個免除暴力和恐懼威脅

的校園中學習與成長，在學校方面：成立「去霸凌服務專線或信箱」，並且

以校長名義致家長一封信，鄭重呼籲終結校園霸凌之決心，另公開向全校師

生與家長說明專線的用途，使校園發生霸凌事件時，能獲得即時處理。 

為了更進一步展現終結校園霸凌之決心，台北縣教育局（2005）針對霸

凌現象提出了「終結霸凌行動方案」，除了設置「去霸凌高關懷專線

--0800580780」，並與警察局「保護少年專線-0800059595」共同合作提供 24

小時通報服務；兩支專線任一時間，均有專人接聽受理，一經查察如為具體

事實之案件，將以人民陳情案件之方式列管處理。此外，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亦要求所屬各中小學校園，設置申訴專線或申訴信箱受理，並由校長親自督

導，透過積極暢通申訴通報管道，落實校園學生訓輔工作，共同求證、確認

個案，評估做最適性處置，且針對不同對象施以不同之輔導方案，以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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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降低校園霸凌現象。該行動方案中擬定了反霸凌的因應策略，明白地

列出發現、處理、追蹤等三個階段：（圖 1）  

1.發現階段 

(1)暢通申訴管道：校園中設置申訴專線、申訴信箱安排專人輪值接聽、受

理，並由校長親自督導。另接受學生或家長申訴與陳情時，應落實通報

人之保密與安全。 

(2)編訂校園生活問卷：研擬學生校園生活問卷，主動發覺霸凌及受凌學童。 

(3)設計輔導課程：設計輔導課程，提供各校使用，瞭解學生遭受霸凌情形。 

(4)教師觀察評估：透過平日教學過程及學生反應，主動發覺學生受凌情形。 

2.處理階段 

(1)成立校園「去霸凌行動小組」，做好求證確認工作 

a.由校長、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導師代表、認輔老師（學校社工）組

成。 

b.依照霸凌形式予以分級，確認個案，評估做最適性處置（見表 1）。 

c.重大事件（幫派、重大違法、重傷害）依校安管理規定進行通報。 

(2)啟動輔導機制，針對不同對象施以不同之輔導方案 

a.受凌學童：保護個案安全，提供支持性協助與關懷，鼓勵其說出心事、

增強孩子的果斷力，列入個案輔導。 

b.霸凌學童：對於霸凌學生處理原則，秉持恩威並濟，導正不良行為，

施以法治教育，給予更多的關懷，列入個案長期追蹤輔導。 

c.旁觀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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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霸凌」的明確訊息，規範應有的反應行為（如立即制止或

通報）。 

(3)轉介與結案 

a.處理得宜者予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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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超越學校處理範圍者予以轉介。（若學校以現有資源無法處理時，應立

即聯繫教育局特教課，教育局將協調警政單位，透過整合，共同解決

問題。） 

3.追蹤階段 

(1)相關人員列入個案認輔。 

(2)與專業合作，必要時引進社會資源進行協助。 

(3)檢視處理流程，作為改進參考。 

表 1 校園霸凌形式分級一覽表 

分級 霸凌形式 主責 處理模式 

第一級 校內學生間之

言語及關係霸

凌 

學校 依「去霸凌行動方案作業流程」處理。 

第二級 校內學生間之

肢體、性霸凌 

學 校 、 家

防、警政 

1.依「去霸凌行動方案作業流程」處理。 

2.若發生性侵害之霸凌，則轉介家防中心。 

3.若霸凌事件涉及犯罪行為者，則通知警政單位協助處理。 

4.以上 2.3 點均依校園偶突發事件進行校安通報。 

第三級 校際間學生之

肢體、性霸凌 

學 校 及 駐

區 學 校 社

工、家防、

警政、教育

局 

1.依「去霸凌行動方案作業流程」處理。 

2.第一時間電告教育局特教課，並逕行通知駐區學校社工。 

3.若發生性侵害之霸凌，則轉介家防中心。 

4.若霸凌事件涉及犯罪行為者，則通知警政單位協助處理。 

5.以上 2.3.4 點均依校園偶突發事件進行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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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北縣中小學校園霸凌事件處理作業流程圖（台北縣教育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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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訓委會（2004）繼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發表有關校園及兒童議題之關注

議題後，除了深表認同且重視，也積極研議、推動「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這是

一份關於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生命教育及人權法治等相關課

題統整完善的計畫，期盼藉由該計畫的落實，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完善統合社區教

育輔導資源，建置照顧弱勢學生機制，奠定安全溫馨校園，促進教育人力與社輔資

源交互作用，整合發展，帶好每位學生。 

教育部訓委會新聞稿指出，在社會急遽變遷，因著家庭型態結構逐漸改變，使

得年輕學子處在思想觀念分歧的社會，價值觀念及行為操守難免深受影響。因此，

教育部目前積極推動與辦理之相關工作如下： 

(一)培養全體教師皆具有輔導理念與能力、並鼓勵每位教師參與認輔工作。 

(二)建立學校輔導網絡，結合社區資源。 

(三)加強學校人權法治教育，宣導人權理念並強化師生法治素養。 

(四)推動性別教育，促進性別平等。 

(五)推動生命教育，強化尊重、關懷與珍愛生命之觀念。 

無論是從學者的研究，抑或是各政府機關學校的作法等不同的觀點來看，「去

霸凌」或「反霸凌」似乎已成為新興的教育政策。然而，這畢竟還是只限於少數縣

市或學校有所覺醒，絕大多數的縣市和學校還是仍舊以標準的學生訓輔工作來推

動，依循傳統的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來執行，孰不知這積習成弊的霸凌行為早已在

校園流傳已久，受霸凌的學生仍然走不出黑暗的校園角落，這值得熱心教育工作的

人士加以省思。 

參、研究之芻議 

總結以上文獻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因應之道，以供各界日後研究參考。茲條列

分述如下： 

一、在學童方面 

(一)培養挫折容忍精神 

現今的孩子受到父母親過份的寵愛和保護，對於精神及生活上的磨練已

是難以承受，形同玻璃和草莓一般地脆弱，不堪一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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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讓孩子能夠坦然面對失敗的經驗，並適時地從中引導其「跌倒了

再站起來」，以及「三折肱而成良醫」的道理，方能協助其面對困苦艱難而

無懼的人生態度。 

(二)鼓勵兒童說出心事 

週遭所有的人應給予孩子支持與溫暖，使其有足夠的安全感說出心事和

困擾。家長與老師也應培養足夠的敏感度，洞察孩子是否有遭遇霸凌的難言

之隱，例如：孩子的上學意願低落、上課期間眼神渙散、出現自殘行為（如

以刀片割手腕）等異常現象。 

(三)增強孩子的果斷力 

如果孩子面對霸凌時態度堅決果斷，霸凌事件會比較快落幕；但現實中

受凌兒童面對霸凌的態度往往是投降、輕易哭泣、默默承受……等。因此可

以透過角色扮演、問題解決模式的練習，教導孩子果斷表達的技巧。 

(四)建立正向價值觀念 

研究者建議國小學童應多培養觀察人事物的積極學習態度，藉由自己喜

愛的嗜好或興趣來擁有自己的生活重心，從多元學習的過程中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促使積極正向人格發展的形成。 

二、在父母方面 

(一)建立積極接納的教養態度 

父母對子女應有接納之教養態度，傾聽子女的意見，承認子女之行為，

關懷子女，且能鼓勵子女，並表示親密的態度。 

(二)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 

建立親子間良好的互動交流與相互信任，讓孩子願意主動向父母訴說心

理的話。 

(三)主動關心孩子的人際交往情形 

父母可安排親子對話時間，或透過師長、同儕了解孩子的人際交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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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學校方面 

(一)實施生命教育、人權法治教育 

藉由學生朝會進行法令宣導、實施小執法說故事等，來進行各式道德養

成教育、民主法治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課程，引導學生可確切了解，

並能落實於日常生活行為當中實施生命教育課程，防範學童受霸凌現象發

生。 

(二)主動發覺受霸凌孩子 

由學生的心情日記、行為表現、情緒反應與調查問卷，察覺孩子是否遭

受霸凌。 

(三)暢通申訴管道 

校園中設置申訴專線、申訴信箱安排專人輪值接聽、受理。受凌學生或

通報人可透過此管道獲得協助。 

(四)啟動輔導機制 

針對不同對象（受凌學生、霸凌學童、旁觀學生）設計輔導課程，施予

輔導。 

(五)強化班級親師溝通 

班級導師應採積極的態度，主動與家長聯繫孩子在校的就學情形。 

(六)創造優質校園文化 

營造優質的校園文化是減少校園霸凌現象的治本之道。因此可透過校園

環境規劃，營造溫馨、和諧氣氛，創造優質校園文化。 

(七)與專業合作 

可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改善兒童的社交技巧，既能預防霸凌的發生，

也能在發生之後協助孩子復原。 

(八)結合社區及警政資源 

與社區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徵求愛心商店的加入，給予受凌兒童及時

的協助。透過警政單位的協助，於學童放學後，增加巡視校園的次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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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事件之產生。 

四、在社會方面 

(一)落實終身學習制度 

父母親的言行舉止深切地影響到夫妻間、親子間的相處，且不僅僅限於

家庭之間，孩子也會把父母親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裡，並學習之。 

是故，對於真正需要協助的家庭或夫妻，除了儘可能地給予經濟上的支

援外，請其務必參與相關的親職教育、人際溝通、諮商輔導等課程，使其心

境有所轉化，這才是改善親子關係的務實方法。 

(二)樹立良好社會風氣 

孩子相處之間所產生的霸凌行為，以言語霸凌佔了的大半，孩子們常於

無意中脫口而出：「笨蛋」、「給我閉嘴」等不太妥當的用詞，如非學習自家

庭父母親於日常生活中的言詞用法，便應是大眾媒體造成的文化影響。 

因此，妥善、適切地監督大眾傳播媒體，防止其釋出過多對孩童身心有

害的不當資訊，以端正社會風氣，這是全民應該要共同擔負起的責任。 

肆、未來研究方向 

由於時間的因素，本研究仍有未逮之處。在此提出研究者的看法，以供後續未

來研究之用。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兼用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 

在時間、金錢、人力等各項條件許可範圍內，建議可採量化研究方法，了解現

今校園內學童遭受霸凌的原因，以驗證是否與文獻資料相符。此外，也可以運用質

化研究，檢驗本研究所提芻議之可行性與有效性。 

二、探討學童的霸凌行為與家庭教育之相關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童受霸凌之因素，並提出建議供教育人員參考，建議可從本

研究出發，延伸探究「霸凌學童的人格特質」、「霸凌（含受霸凌）行為與家庭教育

之相關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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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霸凌防治配套措施 

透過學校行政決策協商、親職及親子教育推廣、建立正向人格發展的學習環境

等各項政策與措施外，也必須由教育、警政攜手合作，以高關懷的態度，才能去除

霸凌現象。如何真正地減少孩子們的霸凌行為，這是另一個值得長期研究的方向。 

伍、結語 

受霸凌現象以不同形式存在校園各角落，不論程度如何，都必須重視。校園為

學生重要學習場所，當學生身心受到不平等對待，甚至精神已遭受脅迫時，自然影

響學習成效、生活能力與價值觀養成。因此，我們更應積極面對霸凌問題，進而預

防霸凌行為發生。 

學者王順民（2004）也從兒童社會化的發展觀點來看，家庭及其父母所扮演的

家教與親職角色，對於兒童心智認知與人際互動有著重要的構造影響，亦即父母親

若以情緒性的語言或粗暴行為對待孩子，那麼孩子也可能以相同的行為影響同儕，

藉此發現心中的不滿與怨懟。另一面，也可能因父母長輩關愛孩子過當，造就了孩

子思想普遍早熟，卻未臻成熟的心智年齡，以至於面對霸凌行為時無所適從，甚至

成為霸凌者。再者，當今少子化社會現象，家庭結構之手足關係改變，使得「尊重」、

「禮讓」與「包容」等倫理價值的學習機會也相對減少。因此學童價值認知、觀念

態度、行為模式以及人際關係等的發展方向，與校園霸凌行為有絕對性的影響。 

家庭霸凌事件導致校園霸凌行為發生，校園霸凌若未能有效解決，那麼將會直

指社會霸凌現象的發生。希冀本研究能引發教育界先進關心校園霸凌問題，並能集

思廣益，期能減少社會霸凌事件，為社會教育責任盡最大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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