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中小學霸凌件數增加 1 成，創最多紀錄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依據日本文部科學省 2023 年 10 月 3 日公佈之最新調查，日本中

小學 2022 年度霸凌件數較前一年度增加 1 成，達 68 萬 1,948 件，創

過去最高件數紀錄，其中「重大事態」案件也增加 217 件；中輟生人

數達 29 萬 9,048 人，創最多紀錄。 

自 2013 年霸凌防止推進對策法實施以來正好 10 年，學校積極掌

握霸凌發生情形的同時，仍然無法有效遏止「重大事態」的發生。本

次調查係以全國公私立中小學學生為對象，霸凌發生件數較上年度增

加 6 萬 9,597 件。在各級學校別的統計，國小有 55 萬 1,944 件（較上

年度增加 5 萬 1,382 件）、國中有 11 萬 1,404 件（較上年度增加 1 萬

3,467 件）、高中有 1 萬 5,568 件（較上年度增加 1,411 件）、特殊學校

有 3,032 件（較上年度增加 337 件）；依發生的樣態別，網路霸凌有 2

萬 3,920 件（較上年度增加 2,020 件），創過去最多紀錄。重大霸凌案

件約 4 成（357 件），校方在發生前並未完全掌握。 

國小中輟生則有 10 萬 5,112 人（較上年度增加 2 萬 3,614 人）、

國中有 19 萬 3,936 人（較上年度增加 3 萬 494 人）；國小及國中皆連

續 10 年增加；高中有 6 萬 575 人（較上年度增加 9,590 人）。一般認

為中輟生的增加與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化而影響生活節奏有關。中小學

學生自殺人數有 411 人，較上年度增加 43 人。文科省本次首度將因

教職員的體罰及不適當的輔導造成學生的自殺，列為調查事項，計有

2 名學生因此項原因自殺。 

日本霸凌防止推進對策法中對「重大事態」有如下定義：凡因霸

凌造成學童生命、身心、財產的損害、或導致長期中輟的案件，均列

為該「重大事態」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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