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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教育部於2006年開始公布友善校園計畫後，亦開始制定一系列反霸凌計畫與要點，如「教育

部補助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要點」(教育部，2008)、「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教育部，2012

)，期能透過中央制訂政策，帶動學校推動相關計畫，以杜絕校園霸凌之發生。然於2010年，桃園

八德國中驚傳嚴重校園霸凌事件，此又引起臺灣相關政府部門單位之再度重視，並成立相關反霸

凌防治專線、官方網站，以及強化在學校層級推動之各項反霸凌政策。然時至今日，不時仍從媒

體報導、或社群網站上會發現一些校園霸凌的新聞，另如兒福聯盟於近期進行的一項校園霸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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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調查，結果發現校園霸凌主要發生於國中階段，有75.3%的18歲以上民眾曾經觸過校園霸凌事

件，而近4成為受凌者本人；此外，為旁觀者的民眾亦近40%，然僅有不到1成民眾曾經挺身而出

介入霸凌。雖上述如此高的比例，會引起大眾開始省思究竟兒福聯盟的實際調查方式為何，但此

亦帶出一不得不重視的現實：即現今校園霸凌防制仍有些值得改進之處？此外，業前新北市長朱

立倫亦於臉書分享一實驗影片，此影片亦為國外流行之社會實驗，而這次則被搬進臺灣進行，且

主題為校園霸凌。然值得關注的是，影片中假扮受凌者的女同學被4位假扮為霸凌者的同學推拉

、辱罵長達一段時間，周邊同學卻僅是圍觀，卻沒有人伸出援手關心，或是制止，直到後來一位

男學生才挺身而出制止。後續此實驗也去訪談假扮受凌者的女同學，其表示當下滿感嘆沒人願意

伸出援手，其也感受到受凌者可能的無助感。對此，朱立倫亦於臉書網頁留言，認為旁觀者的息

事寧人，往往卻可能是助長霸凌的原因之一，而此影片亦體現：在現今教育部仍努力推動霸凌防

制的同時，究竟是否真正能有效降低霸凌盛行率，還是仍有一些方向值得省思？對此，筆者將透

過相關文獻及過往實務經驗之統整，針對校園霸凌之定義、類型、現況、影響、霸凌防制困境進

行探究，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及針對國際霸凌防制方案等進行介紹，期能藉此亦提供臺灣目前校

園霸凌防制相關借鏡，並能進一步促進校園霸凌防制之效益重建。

二、校園霸凌定義、類型、影響與處理流程

依照臺灣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對於校園霸凌之定義為：「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

間，於校園內、外發生以下之行為即屬霸凌行為：即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

、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

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

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然進一步由國際上現今共同使用之校園霸凌定義，即「一位學生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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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重複遭受一個或多個學生的欺負或騷擾行為」，從此可以發現校園霸凌潛藏三個主要特徵：

即意圖傷害行為(negative behavior)、重複發生(repetition)與力量失衡(power

imbalance)(Olweus, 1993)。據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之2009年的整合性調查報告，發現現今校園霸凌發生頻

率在24個歐美會員國的11至15歲學生之間，為3.3%至19.2%，平均為8.7%。另WHO於2016年亦

發表一關於學生健康行為調查，結果發現，於42個會員國中，11至15歲學生的霸凌盛行率約為1

%至35%，平均為11%(HBSC, 2016)。若以臺灣國中小學生數(約130萬)運用上述平均數值做計算

，約近11萬至14萬學生涉入校園霸凌，此現況實需擔憂及重視。

校園霸凌目前可區分為幾種霸凌形式：言語霸凌(如譏諷、貶抑、侮辱受凌者相關特徵、傳播受凌

者不實謠言等)、肢體霸凌(如恐嚇、脅迫受凌者、甚至對其進行物理攻擊等)、財務霸凌(如強索受

凌者之金錢、物品或損壞其財物等)、關係霸凌(

如

)、網路霸凌(如運用科技媒介進行傷害受凌者之行為，如於社群媒體上散播不實謠言、威脅等)、

甚至是性霸凌(如對於)受凌者之性與性別相關議題嘲弄、甚至傷害等)。

然值得關注的是，現今相關實證研究皆指出，不論何種霸凌形式，亦對於霸凌者、受凌者、甚至

旁觀者有所身心上之影響。Bender及Lösel

(2011)、Ttofi、Farrington、Lö

sel與Loeber(2011)之研究便不約而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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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者相較

於其他未參與霸凌事件者，其更容易於青少年期、成人期會有犯罪行為。另Feder(2007)也發現，

霸凌者較常會認為使用攻擊是一種可接受的行為，以獲得其所想要的結果，然此亦會導致後續可

能產生偏差行為及容易顯現隨意冒犯別人的傾向。此外，相關研究亦指出霸凌對於受凌者亦會產

生諸多影響，如受凌者比起未受凌者，更容易顯現憂鬱、焦慮、身心症、自殺意念等(Cornell &

Mehta, 2011; Klomek, Sourander, & Gould, 2010; Khamis,

2015)；社會人際孤立、自尊與自我價值低落(Cardoos & Hinshaw,

2011)；低學業成就表現等(Estevez, Murgui, &Musitu, 200)。另，霸凌對於旁觀者亦會造成影響

，如霸凌者會創造一接受校園霸凌之班級氛圍與校園文化，且霸凌者亦會展現其之威嚴，迫使旁

觀者未有權力介入(Hamarus & Kaikkonen,

2008)、甚至旁觀者也可能害怕介入後遭受報復，而不敢介入(Nishina & Juvonen,

2005)，這些皆可能促使霸凌行為之滋長。

而現今臺灣對於校園霸凌之防制與處置，主要是透過中央政府制定相關法規命令，明定校園霸凌

防制之必要性及介入依據，以讓相關人員據此進行校園霸凌防制推廣，並盡法定規範職責外，另

仰賴的便是藉由教育部定期舉辦予學校人員之校園霸凌知能培訓研習，深化其對於校園霸凌之概

念及處遇能力，藉此協助校園霸凌之預防與處置。至於校園中實際推行之霸凌防制與處置，主要

會搭配相關教育部推動之計畫如友善校園、品格教育等，平時在校進行初級預防，以進行霸凌防

制相關概念宣導、及相關反霸凌網站專線與資訊建置。此外，更重要的便是：霸凌處理流程之設

立與執行，以及反霸凌安全學校計畫之推動。以下為教育部規劃之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從

中可看出此分為發現期、處理期、追蹤期。從疑似霸凌案件被校園內外人員發現開始，便須進行

校園安全及教育部反霸凌專案通報，並交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接手處置。而此因應小組便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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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定時限內進行受理、評估、以及規劃後續處置流程。由此也可知不論霸凌因應小組或一般師

生、甚至是校園相關人員及校外民眾等，皆須具備一定之霸凌辨識能力與相關通報之基礎概念。

而值得關注的是，後續霸凌的介入，則是透過輔導機制，針對相關霸凌涉入者(如霸凌者、受凌者

、旁觀者等)進行個別化專業輔導計畫擬定與實施，並適時評估與追蹤成效，以確立其之狀況改善

。最終，才向相關行政單位解除此通報列管。

 

圖一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5 / 25

Phoca PDF



焦點評論

發佈：2018-02-23, 週五 11:28
點擊數：13618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https://csrc.edu.tw/bully/index.asp

另一部分，目前臺灣教育部主要在推動的為

反霸凌安全學校計畫，此為教育部開放予全國各國高中小學可申請之補助(此為一視各校需求自行

申請之計畫，並未規範全國各校皆須申請及推行，然提出申請之學校亦須繳交相關計畫報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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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評選標準後，才可申請到此補助)，目的即是在強化學校對於霸凌之防制，其推動向度主要涵蓋

八個面向：學校

行政(學校對於霸凌防制之相關理念、學校本位之計畫政策設立等)、空間環境(學校是否於空間環

境上有所改善，藉以能增進校園霸凌之防制，如多增加糾察隊巡守、加裝監視器以及時發覺疑似

霸凌事件等)、健康教學(學校是否能增進師生對於校園霸凌概念、正向態度與防制策略等知能)、

社區合作(學校是否能與社區進行合作，共同防制校園霸凌，以及將相關防制概念與心得進行推廣

，如建構社區防護網、社區警政系統連繫共同防制校園霸凌等)、心理輔導(學校是否能針對霸凌

事件參與者規劃一系列專業輔導介入等)、校園霸凌處理(學校是否能妥善處理校園霸凌、以及推

動其防制、甚至設立良善之反霸凌通報流程等)、防制校園霸凌結果(學校對於校園霸凌防制結果

之評估)、創意與改善(學校是否能針對目前推動校園霸凌防制之不足處進行調整改善，甚至是否

能透過創意方式推廣校園霸凌，比方結合相關競賽、戲劇表演等，推動反霸凌並建構安全校園氛

圍等)。

由上，亦可得知，現今教育部於國高中小校園推動霸凌防制，於初級發展性預防部分，主要仍依

靠相關霸凌防制法則之規範，以預先建構一般學生與師長之霸凌基礎相關概念(如制定霸凌通報流

程機制、協助親師生瞭解霸凌內涵、預防與防範概念、通報資源、相關法規命令、學校各人員於

霸凌預防上之角色功能等)，此外，學校亦會依靠一些相關計畫之推動，藉由深化學生之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性別教育之際，建構學生「尊重」之概念與正確態度，期達防患於未然之效。而於

次級介入性輔導及三級處遇性輔導部分，則主要仰賴霸凌通報流程之實施，以及霸凌因應小組之

調查介入，以及相關輔導程序之啟動。唯受教育部反霸凌安全計畫補助之學校，則具有較多資源

推行校園霸凌之防制。然究竟現今臺灣對於霸凌防制之推展，是否能有效協助學校真正落實零霸

凌，似乎仍待更多專業評估。而筆者透過相關文獻及過往實務處理霸凌經驗之統整，亦點出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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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園於霸凌防制上可多著墨之處，期能供相關單位有所參照。

三、現今霸凌防制待改善之處與相關建議：

(一)臺灣霸凌防制仍缺乏

整體性、系統性之方案推廣，相關單位宜

嘗試建構之：

由上述校園反霸凌處遇之統整，不難看出現今臺灣各級學校在霸凌防制上，仍缺乏一整體性規劃

之霸凌防制方案。然反觀現今國際推動霸凌防制之策略中，整體性霸凌防制方案便是重要策略之

一，且相關研究亦證實，整體性霸凌防制方案，亦可有效降低校園霸受凌盛行率(Ttofi &

Farrington,

2011)。以下，筆者也整理現今國際上著名的整體性霸凌防制方案內容，供相關單位參酌。

    1. 歐文斯霸凌預防計劃(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此計畫最初於1991年於挪威境內42所中學進行推展，此主要為研究校園霸凌之先驅Olweus及其同僚、相關研究與政府團隊所共同建構的。此計畫主為降低霸受凌之盛行率，並期能讓國高中小學生於校園中

能杜絕校園霸凌之影響，從此建構更友善之同儕互動關係。而相關研究亦指出此方案具有效益，即確實能有效降低霸受凌盛行率(Black & Jackson, 2007; Olweus,

2005)。此霸凌防制方案為一整體性方案，主要分為學校、班級、個人及社區等層級進行相

關策略之研擬與推動。(1)

於學校層級
：主要強調霸凌防制委員之挑選，並給予其定期培訓，以利其能適時協助處理校園霸凌，並提供相關專業建議；此外，亦強調教師之反霸凌教育定期訓練，藉此增進教師知能，以利教師發揮其之職責與功能

，能立即針對霸凌情境提供相關處遇；再者，學校層級亦會強調定期校園霸凌盛行狀況調查，藉以適時評估霸凌防制推展效益，從此也瞭解可能霸凌狀況之發生，據此以盡快提供相關介入，以防問題擴大；

另學校層級亦會強調須於校規中訂立相關反霸凌規範，以強化學生對此之法治概念，並達警醒之作用

。(2)於班級層級
：主要強調於定期班週會中討論反霸凌相關議題，從此強化學生對霸凌防制之概

念與策略，另也增進家長對此議題之重視。(3)於個人層級
：主要強調學校相關人員須適時監督學生之活動，以策其之安全。另對於已涉入校園霸凌之學生，學校相關人員亦會進行專案處理，並邀請其與其家長共同討論對策，藉此也督促學生及其家長須對此校園霸

凌及學生自身行為負責。(4)於社區層級：主要強調須發展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並將相關反霸凌資訊、策略與原則方法傳遞予社區，以期能透過社區一同協助學校防制校園霸凌。

 8 / 2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焦點評論

發佈：2018-02-23, 週五 11:28
點擊數：13618

    2. KiVa方案(Kiusaamista Vastaan)：KiVa(Kiusaamista

Vastaan)

方案，主要係在芬蘭實施。此為芬蘭政府委託Turku大學發展一套防制霸凌之方案。此方案主要強調促進霸凌中旁觀者之介入，以有效防制校園霸凌。因往往霸凌事件中，旁觀者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有可能

助長霸凌狀況、但也可能伸出援手介入校園霸凌。而此方案內容最主要便是期能啟發每位學生之同理心與介入效能，同時也強調每位學生樹立正向之反霸凌態度，藉此以能促進當學生成為旁觀者時，能適時

提供介入。故此方案亦分成universal action與indicated action兩部分(Kärnä et al., 2011; Salmivalli, Kärnä, & Poskiparta, 2010)。(1)Universal action: 此主要強調於小學進行介入，其具有整體性概念，即在

學校層面，強調張貼相關反霸凌海報與標語、提供父母相關反霸凌指導手冊，以協助其建構霸凌相關知識，並能於適切時機提供幫助。於班級層面：主要會透過遊戲測驗方式，以定期瞭解學生對於霸凌之認

知程度，並由此建構相關課程，如透過小組討論、戲劇表演等活動，以融入相關反霸凌宣導概念，藉以能促進學生從中獲取相關知能，並建構反霸凌概念、態度與策略等。(2)Indicatedaction:此主要是針對

霸凌事件涉入者進行介入，其方法主要是透過校內教職員組成一小組，並與班級導師共同合作以協助解決霸凌事件。而處置方法主要是透過一系列面談會議，以從中瞭解霸凌的原因、歷程、影響、以及霸受

凌者彼此期望等，並藉由彼此協調商討，共同擬定相關處置策略，再透過持續追蹤，以瞭解與監督霸凌事件的改善狀況等。再者，教師亦會回到霸受凌者班級中，透過班級教育與輔導，藉此鼓勵班級中較具

向心力、領導力的學生，由其成為主要領導者，支持反霸凌，藉以能促進班級風氣改善，並於適時抑制霸凌行為。

    3. 其雅克哈反霸凌計劃(Kia Kaha Anti-Bullying

Program)：

其雅克哈反霸凌計畫，主要係紐西蘭政府與警察教育局所推動的計畫，此計畫目的便是進行霸凌

防制。而此計畫主要強調的是學校與社區的共同合作，一同打造安全學習及生活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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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實施之負責當局主為警察教育局，而此計畫亦依據學校端中各不同腳色進行相關反霸凌任

務分配，並設計相對應之培訓。如於(1)學校校長部分

：其主要任務便為對整體反霸凌計畫之支持，並統籌校端設計相關反霸凌活動與培訓，藉以鼓勵

師生參與，以增進其防制霸凌之相關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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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部分

：主要提供反霸凌教育手冊，並規劃完整的反霸凌課程教學與設計，以促進學生端增能；另對於

已展現霸凌行為之學生，藉由問題解決取向之模式教導(如停止行為、反思行為適切性、發展與思

索不同可能之行為反應、嘗試行動、追蹤成效與改進)，以促進其降低霸凌行為展現之可能性；再

者，教師也需定期瞭解學生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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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凌狀況及評估反霸凌成效。(3)學生部分

：主要學生須從教師之領導及學校相關教育中，建構尊重之態度、促進自我同理心發展、並提升

自我價值、及學習如何與同儕建立良善人際

關係。(4)家長部分

：主要其需適時關切孩子發展與身心狀況、以及瞭解其在校人際狀況；另面對孩子可能碰到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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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議題，亦須正視與提供陪伴，協助其一同解決問題。綜此，連同學校與社區之相互配合，如此

將有助霸凌盛行率降低。

此外，除了上述整體性方案的推廣，Totfi及Farrington(2011)針對全世界共45個推行之反霸凌方

案，進行後設分析調查後發現，在這些反霸凌方案中，若能包含以下要素，是更具反霸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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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 將學生之家長納入反霸凌計畫中：
據Bronfenbrenner(1994)之生態系統論，便指出個體之發展確實深受相關系統影響，且尤
以微系統甚鉅。故由此可知，家長亦對於孩童行為養成與霸凌防制扮演重要角色(Mishna,
Pepler, & Wiener, 2006; Swearer & Espelage,
2004)。故
藉由訓練家長，以促進其建構霸凌概念、反霸凌態度、澄清霸凌迷思、以及教導相關適切
之霸凌防制策略(如如何能早期發覺、發現後能如何處遇及與學校合作共同介入)等，藉此
將有助於霸凌防制更具成效；此外，針對霸凌涉入學生進行的相關協調處置會議中，能將
家長一同納入，並讓家長瞭解其孩子行為，以促進家長對其之督責、見證其行為之轉變等
，此亦是有效增進校園霸凌防制之方法。

2. 強化校園監視
：此主要強調透過學校相關人員的定期校園角落走查、學生組織的協助巡邏、以及在校園
死角等處裝設監視器等，藉此較能徹底掌握校園學生互動狀況，且此也利霸凌發生當下及
時介入。

3. 設立規範懲處策略與班級規範設立
：此亦帶有「設限」的概念於其中，即校端與班級端，針對霸凌行為設立相關懲處策略，
可促進學生瞭解自身行為界線為何，從此也建構其對於規範的瞭解，藉以促進自身規範。
此外，規範之設置，也有助在霸凌事件發生當下，有相關依據可遵循，藉以能有效處理霸
凌事件。

4. 教室班級經營
：教師平時之班級經營，實屬重要。教師適時與學生建立正向支持關係、並藉由相關策略
督責班級、促進班級凝聚力與歸屬感、甚至積極維繫親師關係，藉此皆有助於拉近班級學
生與家長之共同力量，一同降低
霸凌狀況之發生。此外，
多數研究已指出微系統之正向關係互動與支持誠為霸凌者與受凌者之保護因子，如教師、
同儕、親密友伴之正向關係互動如溫暖接納、適切給予情緒支持、提供建議、鼓勵與陪伴
等，均可降低個體成為霸凌者或受凌者之可能性(Hong & Espelage, 2012; Healy, Sanders,
& Iyer, 2015; Khamis,
2015)，亦可緩衝其因受凌而導致憂鬱或行為問題顯現之風險(Conners-Burrow, Johnson,
Whiteside-Mansell, Mckelvey, & Gargus,
2009)，或緩解個人壓力及增進個人生心理健康(Malecki & Demaray, 2002)，如此與微系
統之正向關係互動與支持系統之介入協助是可助於其因應及對抗霸受凌經驗(Berndt,
2002; Hong & Espelage, 2012)。

5. 教職員與學生之反霸凌訓練

 14 / 2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焦點評論

發佈：2018-02-23, 週五 11:28
點擊數：13618

：對於學校相關教職員及學生進行反霸凌訓練誠屬重要。如教導教師與學生相關概念如霸
凌定義特徵、類型影響、正確態度、甚至如何進行霸凌辨識、霸凌防制策略、處理程序、
霸凌相關法治概念與彼此職責等，皆能促進教師與學生建構起反霸凌知能，而學生能運用
所學習之正向策略預防與介入霸凌，教師亦能在第一線覺察並立即介入，綜此以促進霸凌
行為之降低。此外，對於霸受凌學生，也需特重如情緒控制訓練、社會技巧訓練、同理心
訓練、修正相關不適切信念與態度等教導，藉此較有助於調整其人際互動狀態與能力。

6. 教師與學校相關人員建立共同合作團隊
：教師與學校相關人員應共同建構霸凌處理流程機制，並瞭解彼此合作分工狀況，藉以能
在霸凌事件發生當下，透過合作團隊之支持與分工處理，以促進事件之完善處置。

 

 

目前相關研究亦指出，KiVa方案確實能減少受凌者比率，且透過此方案之實施，也確實能提升教

師處置校園霸凌之自我效能感。此外，透過此方案，也發現學生的同理態度確實有所提升(Ahtola,

Haataja, Kärnä, Poskiparta, & Salmivalli, 2012; Salmivalli, Poskiparta, Ahtola,

& Haataja, 2013 )。

 

綜上要素，也比較完整的框架出防制霸凌之有效策略，而此也實需有關單位多加重視。

(二)須強化教師之緊急覺察與介入處置能力

綜觀現今臺灣在防制校園霸凌上，除比較缺乏整體性方案之推動外，另教師如何在發現霸凌當下

便緊急覺察到，並立即進行介入處置，這塊緊急危機處理能力仍較少受重視。然值得關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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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的防制與處置，實賴於教師能否及時覺察校園霸凌事件，並及時進行處理。故能促進教

師此部分能力之培育，亦有助霸凌防制之推展。然究竟此能力該如何培育，以及內容需重視為何

，據筆者綜整相關文獻(Meese, 1997; Orpinas & Horne,

2005)

，可發現教師在覺察到疑似霸凌事件發生，並進行緊急介入之此當下歷程，有以下內涵需關注：

1. 注意事件發生
：教師須具備基礎霸凌辨識能力，並能覺察被行為者可能出現的徵兆(如不安、焦慮、落
淚、生氣等)。

2. 評估事件危急性
：教師在關注到疑似霸凌事件發生後，需立即觀察瞭解誰為主事者、誰為旁觀者、同時，
亦須評估此事件之危急性(如是否要移除相關會造成立即危險的物品、是否需要請學生協
助找尋其他教師支援協助)。

3. 冷靜介入
：待完成上述評估後，教師便需進行介入，以排除此疑似霸凌事件之危急性。即教師需先
驅散旁觀者，並告知其後續需進行進一步瞭解，以建構對於整體事件之完整瞭解，同時也
讓危急情境變單純；接續，教師需透過一些策略運用，引起霸凌者與受凌者之注意，並使
其停下霸凌行為(如教師可運用聲調、權威命令、或是給予責罰結果選擇等方式介入)。在
其停下霸凌行為後，為因應雙方情緒仍屬高漲，為有效於後續瞭解狀況與進一步介入處置
，則教師可先隔離雙方，以讓雙方冷靜。

4. 瞭解事件經過與相關期望
：待教師評估雙方情緒狀況已趨冷靜後，則可進行分別面談，進一步構建這疑似霸凌事件
的發生原由、歷程、影響、雙方對此事件之觀點想法、情緒感受等。而在將狀況釐清清楚
後，則需進一步探究雙方對於處理這件事情的期望，同時教師也需要判斷是否此事件真屬
霸凌事件，是否進行後續相關通報或啟動既定輔導機制等。

5. 評估綜整，決定行動
：待完成上述評估後，教師則須進一步評估現今狀況及衝突雙方學生之期望，進一步構建
可能的處理策略，並嘗試執行。此外，此事件之來龍去脈，教師亦須適切綜整，並適時將
此相關資訊告知家長，以利期瞭解事件原由及後續處遇狀況，藉此也邀請家長一同關心監
督。

6. 事後評估
：待後續處遇擬定並執行後，教師也須適時評估衝突雙方學生之身心狀況及相關處遇執行
成效，藉以確認處遇之效益，並保障學生之安全。

此外，在此霸凌緊急介入之歷程中，相關研究亦建議，為利介入更為有效，教師須關注以下要件(

曹家琪，2009)：(1)需適切和緩衝突當事者情緒

：霸凌衝突發生當下，雙方皆屬情緒高漲狀況，而教師雖適時介入，但雙方若於情緒高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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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難進行後續處遇，且貿然處理亦可能造成反效果。故教師應注重運用相關策略(如隔離、同理傾

聽、安全之發洩舒緩情緒方式等)，協助雙方先冷靜情緒，待其情緒狀況穩定後再進行事件瞭解與

調停，如此較有助於事件之處置有效處置。(2)責任釐清與同理心引導

：在邀請衝突雙方針對霸凌事件進行瞭解時，也須著重於事件發生之責任釐清，同時，教師亦須

運用詢問技巧，逐步深化霸凌者之同理心，讓其瞭解其行為對受凌者可能之傷害，以深化其愈進

行行為改善與彌補傷害之動機。(3)引導法治觀念

：霸凌行為其實對於受凌者之傷害甚鉅，雖霸凌者行為發生當下，多半不覺得自己行為有何錯誤

之處，然教師仍需與霸凌者討論其行為之可能觸法之虞，就此也建立霸凌者對其行為結果之瞭解

。(4)教師情緒之掌控

：學生發生霸凌行為當下，對於面臨此霸凌情境之教師，亦會產生許多壓力，而當事件更危急時(

如涉及肢體霸凌時)，教師對於介入更備感壓力。但當教師急於一昧運用權威以介入危急情境時，

往往除影響彼此師生關係，同時也讓自己亂了陣腳。故在發生緊急霸凌事件當下，教師也應自行

先調整好心情，保持冷靜，並適時評估情況危急性，並藉由尋求相關同仁一同協助方式，以進行

介入，如此較有助於有效解決危急情境。

(三)旁觀者亦為預防與介入霸凌之要角，應注重旁觀者教育之推展

即便於學校內，教師也無法時時刻刻關注學生活動，更遑論校外的學生互動狀況。故為能有效防

制校園霸凌，旁觀者是否能適時伸出援手、甚至告訴師長以進行後續介入，這便屬重要關鍵(Den

ny et al., 2015; Polanin, Espelage, & Pigott, 2012)。而為促使旁觀者介入意願，相關課程的推展

亦屬重要，如同理心、適切霸凌介入方式、旁觀者的責任與影響、甚至促進學生瞭解受凌者的感

受想法與影響等，皆較有助於催化與提升霸凌事件旁觀者之介入意願。而課程中，教師也可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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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相關新聞、故事、影片案例，藉其瞭解旁觀者正向介入成功案例、以及受凌者之想法感受與

需求等；另透過相關角色扮演的演練、小組案例討論，進而促進其思索旁觀者如何能有效介入霸

凌事件、以及此介入歷程之步驟與相關注意事項等，如此亦有助於旁觀者同理心催發及深化介入

技巧。此外，除了透過相關課程推展外，學校亦須適時於校園中建立正向氛圍，如藉由品格教育

、尊重概念的推動，並配合相關宣導強調霸凌事件中旁觀者的重要性、以及提供旁觀者相關資訊

，以利其瞭解發現霸凌當下，可採取何行動與通報管道。更重要的是，學校應注重霸凌通報管道

之暢通，同時也須建立清楚之通報流程，藉此較有利相關霸凌事件發生時，第一時間旁觀者便能

找尋適切之管道進行通報，如此以有效防制霸凌事件之惡化。

然值得關注的是，除藉由上述策略，以促進旁觀者協助介入外，學校端亦須需進一步瞭解的是：

霸凌事件甚為嚴重，然為何多半旁觀者都僅是旁觀、甚至助勢，卻少願意伸出援手？對此，相關

研究便指出，

多數的霸凌旁觀者不介入或不告訴師長之原因，主要來自其擔心被霸凌者報復、擔心自身人際關

係是否亦會受影響等(Pöyhönen, J Juvonen, C Salmivalli, 2012; Thornberg et al.,

2012)

。故由此也可知，旁觀者在進行通報時，學校端也須注重對其通報進行嚴密保密外，更重要的是

，學校端也得適切提出有效的介入策略，如此才有助於旁觀者願意伸出援手，適時介入霸凌事件

。 

綜此，透過上述相關文獻與實務經驗之反思，望能供相關單位與政府當局有所參酌，藉此以促進

校園霸凌之有效防制。霸凌事件，往往涉及的不單純只是霸凌者與受凌者間的不平衡關係，其也

不單純只是校園事件，霸受凌者所處之系統如家庭、學校、社區，乃至整體社會，皆會對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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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與防制有所影響，故相關系統亦須重視其所扮演的角色，適時協助介入，以利有效杜絕霸

凌事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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