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30 日                     校園霸凌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發 行 人：巫春貴 

本期主編：黃心儀 

編輯小組：鄧崇英 張瓊文 黃心儀 

期    別：101 年 9 月 

本月主題：校園霸凌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57 期  問 樵 

 

 

學生守則： 

Yes—遇到被嘲笑或欺負的情形，要溫和但堅定地拒絕對方。例如：「我不喜歡這樣，

請你停止。」並且多練習幾次。  

Yes—遇到其他人被嘲笑、排擠或欺負，應該要想辦法阻止。  

No—不要因為身體的特徵、成績、家庭背景等原因嘲笑別人。  

No—不要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做，就只好跟著做。  

No—不要因為一次的求助失敗就放棄，多嘗試幾次，你也可以變成校園反霸凌的和平大

使。 

父母守則： 

Yes—培養孩子的正義感，避免孩子成為霸凌者或冷眼的旁觀者。 

Yes—養成和孩子分享生活點滴的習慣，有助於及早發現問題，即時給予協助。 

Yes—培養孩子平和而堅定表達意見的能力，可運用遊戲、故事或日常機會教育。  

Yes—與學校老師聯繫，並討論幫助孩子遠離霸凌的辦法。 

No—不允許霸凌行為，真誠而堅定地告訴孩子，並尋求導師或是輔導老師協助孩子。 

No—不要急著責怪孩子。  

No—切忌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解決，霸凌事件發生時，積極處理，並與校方或專業單位配

合。 

No—言行一致，身教勝於言教，您面對弱勢族群的正負向態度，將影響孩子的行為與待

人的尊重。  

教師守則： 

Yes—關心學生的互動生態，了解誰是班上的霸凌者和受凌者，運用輔導資源提供協助。  

Yes—讓學生有求助的安全感，明確表達願意處理霸凌事件的開放態度。  

Yes—在課程中融入互相尊重的生命教育議題。 

No—不容忍霸凌。  

No—不要期待立竿見影。 

No—不要把霸凌學生抓來打罵一頓或逼他向受凌者道歉，這只會助長霸凌惡性循環。  

 

         改編自--教育 wiki「校園霸凌」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A0%A1%E5%9C%92%E9%9C%B8%E5%87%8C" 

 

     

 

(六)網路霸凌：亦稱電子霸凌、簡訊霸凌、

數位霸凌或線上霸凌，透過電子郵件、手機、

簡訊或網站散布不雅照或辱罵言語，網路霸凌

已日益嚴重，甚至國外已出現學生不堪其擾而

自殺之事件。 

當倫理和正義分歧，你該選哪邊？ 

   一位中學女老師在校園游泳池內發現自己的

四歲女兒意外溺斃，後來經她私下調查，原來是

班上兩位學生謀殺的，但殺人動機實在荒唐。痛

失愛女的老師辭職，不向警方申請重新調查，而

在結業式那天向全班學生告白真相，並透露了她

的復仇計畫，在學生們的心底種下恐懼的因子… 

(一)肢體霸凌：推、踢、毆打以及搶奪財

物等，這類霸凌最常出現在國中生身上，手

段非常殘暴。例如：日前引起輿論譁然的花

蓮某國中發生一群學生圍毆一名輕度智障同

學的事件。 

 
(二)言語霸凌：嘲笑、謾罵、言語刺傷、

取不雅的綽號、威脅恐嚇等。 

 

(四)性霸凌：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體、性

別、性取向等，或是性侵害。例如：日前媒

體報導土城某國中發生一名女學生被加害女

學生強脫衣物凌虐事件。 
 

(五)反擊型霸凌：受凌學生不堪長期遭受同

學欺負之後會出現反擊行為，可能從受霸凌者

成為霸凌者，據調查國內約有 1/3霸凌者為反

擊型霸凌。例如：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一名韓裔

學生不甘長期遭同學排擠欺負，遂開槍濫射造

成嚴重傷亡的校園槍擊事件。 
 

(三)關係霸凌：排擠自己討厭的同學，此

為最常見的霸凌型式。 

          

 

 

 

摘錄自:  

校園霸凌之探討-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網址: 

http://www.npf.org.tw/post/3/5930 

                

書名：告白 
    

   作者：湊佳苗  

   譯者：丁世佳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 

2010 年 10 月 15

日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45221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A0%A1%E5%9C%92%E9%9C%B8%E5%87%8C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4%EA%A8%CE%AD%5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4B%A5%40%A8%CE&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tpubco


 

 

       

 

 

 

 

 

 

 

 

 

 

 

 

 

 

 

 

 

 

 

 

 

 

 

 

                                                                                                                                       

 

 

 

 

 

 

 

 

 

 

 

 

 

 

 

 

 

  
    更重要的，你要真的看見他的優點，關懷、重視他，會使這個長

久被忽視、暴力相向、感情封閉的孩子恢復對生命的基本感受。如此

一來，改變才有可能發生。與家長合作也是關鍵。孩子生活在「家庭

系統」之中，很多孩子的暴力行為是向大人「學來的」。有必要的話，

邀請父母一起改變，心理師黃心怡提醒，向父母說明時，用語要很小

心。比如，「孩子會這樣一定和父母有關，我建議爸媽要先改變。」

類似的描述會令當事人不舒服，不如轉個彎：「依我之前的經驗，要

幫助這樣的孩子真的不容易，不過有幾個成功的案例，後來父母的改

變往往比孩子更大。」善盡告知責任，想改變的父母會問：「那我們

可以怎麼改變？」 

教導正確發洩怒氣的方式 

    很多霸凌者不知如何宣洩憤怒，他們需要學習控制脾氣，不把怒

氣宣洩在別人身上。你可以個別和學生討論管理情緒的方式，也可以

建議學校輔導室為孩子開情緒管理團體，許多沒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其

實也需要這樣的課程。 

    馮喬蘭提醒，面對霸凌者，除了接納同理外，教師也不能放棄「教

育」的職責。面對班級衝突時，教師必須勇於介入，重新建構現場，

讓施暴的學生去面對他對別人造成的影響，他必須認識到「錯在哪

裡」，不是錯在「老師會生氣」，而是錯在他會傷害自己和別人，錯

在他違反了一般人「想好好活著」的基本權利。教師好好引導學生學

習，比打他或記過都有用。另外，讓孩子知道霸凌是「非法」的。警

察單位是處理校園霸凌無計可施時的「最後防線」，但必須先教導孩

子法律知識及規則，有些孩子因為有趣與無知，犯了法卻不自知。明

確的規範也會使每每挑戰老師界線的孩子，稍有遲疑。 

如果孩子的家庭情況牽涉過廣，甚至有家暴、性侵等，就應引進

更專業的協助、更多的資源。 

◎ 對被霸凌的孩子 

    面對被霸凌者，老師需要了解他和同學的人際互動模式。首先要

教導學生學習拒絕暴力、勇敢說「不」的表達技巧。這些技巧包括：

關掉害怕表情、說話時態度堅定、眼睛直視對方等。 

    霸凌者總是挑看起來比較弱的人來欺負，他沒想過被霸凌者會反

抗，而且強悍有自信。勇敢堅定可以有效遏止霸凌行為。 

    從事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的林麗玲提醒，光「眼睛直視對方」，可

能需要反覆練習幾十次，孩子才稍稍做得到，過程需要大人的支持與

陪伴。每個孩子被霸凌的原因不同，有時老師扮演「裁決」的角色，

非但無法解決問題，也讓孩子永遠看不清自己的處境與問題。比較好

的方式是，陪他一起看看「為什麼同學針對我？我要改變嗎？要怎麼

改變？」例如孩子因為過胖被取笑，如果他也不喜歡自己的身材，就

和他一起想辦法解決。林麗玲提醒，唯有孩子自己想出方法，自己做

得到，即使改變很小，都能產生力量。 

    讓孩子知道，他會被欺負，有些是自己的問題，有些不是。林麗

玲建議，比起大人一味的口頭肯定，若能帶著孩子做一些改變，改善

他也不滿意的現況，才有機會強化學生的信心。 

◎ 對旁觀的孩子 

    至於大多數的「旁觀者」，他們的心情可能有兩種：一是擔心自

己如果出言制止，就會成為下一個被修理的人。另一個可能是，他也

討厭被霸凌的同學，霸凌者剛好為他出了一口氣。  

   你必須讓孩子知道，「霸凌」是一串生態鏈，就算你不欺負人也

沒被欺負，也是這串生態鏈的一個環節。任何環節出面反抗或制止，

都可以終止欺負行為。 

    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孩子「可以保護自己的伸張正義方式」。例

如霸凌現場寡不敵眾時，他不必當下制止，可以事後私下告訴大人。

如果擔心被視為告密者，可寫字條給老師，老師必須保密並對學生的

通報立即做出回應，否則這些通報就會停止，你也失去學生的信任。 

                    作者：張瀞文   親子天下雜誌 10期 （2010-02） 

 

 

    校園霸凌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從言語傷害、關係排擠到肢體衝突，若情

節不重，身為教師的你的確可以憑藉一些技巧來處理。但如果只能被迫在後

端處理已發生的霸凌，總讓人疲於奔命，許多案例也超出教師的專業能力。

教師可以積極作為的是，帶領出良善的班級氣氛，預防霸凌的發生。以下針

對整體環境、霸凌者、被霸凌者及旁觀者四部分給予建議。 

◎ 整體環境 

    營造溫暖、支持的班級風氣。讓孩子知道，無論如何老師是值得

信任的、維持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校園中發生霸凌，最常見家長第一時間就找老師興師問罪。但在

整個事件中，有時候最需要力量和支持的反而是老師。面對校園霸凌，

尤其是青少年的暴力事件，要求老師單兵作戰並不合理。學校必須有

一套健全的處理流程，讓老師知道什麼情況，可以在班級內處理？什

麼情況必須呈報學校，讓輔導、訓導系統介入？介入後學生會得到什

麼樣的協助？ 

    東部某國中教師方依瑋認為，就算老師單獨處理，校方的支持也

很重要。學校曾發生過，老師處理完後，被有背景的家長告到校長室，

因而遭受指責。許多老師見狀反而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經營正向班級氣氛 

    只處理霸凌的後端其實緩不濟急。教師最好的方法，就是經營正

向的班級氣氛，讓學生感受到，在班上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大家會包

容彼此的差異，一起合作。 

    有許多班級經營或預防霸凌的書籍，都有具體可用的教案。例如

《無暴力校園》一書就建議班級內可放一個「行善盒」，請孩子每週

至少寫下一次自己做的或是看見的友善行為。書中也提出「優點卡」

的點子，將學生的名字寫在小卡片上，隨機發給班上同學，請同學寫

下這個孩子的優點，確認所有學生寫下的句子都是正向後，再發還給

本人。 

    許多孩子在成長過程一直被粗暴的對待，有時候，光是「把他當

一個人來尊重」就是很寶貴的體驗，他也會因此學到尊重別人。去年

獲教育正向管教績優的台北市重慶國中教師鍾滿振分享，他從不讓學

生罰站。他認為，罰站等於公告「這個人犯了錯」，但沒有孩子願意

變壞，老師需要做的是，去了解為什麼，幫他解決困難。老師可以透

過教學、對話等方式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及處境。諮商心理師黃

心怡認為，「演戲」是很好的團體輔導方式。老師先編好劇情，設定

幾個角色，然後將全班分為幾組，抽牌討論自己抽到的角色：受害人、

加害人，受害者父母、導師……。要如何呈現？說什麼話？ 

    這不需要專業技巧，就讓孩子去玩、去體驗。但是，心理劇最大

功用就是「角色替換」，有機會去擴充另一個角色的處境。因此黃心

怡特別提醒，絕對不要讓學生扮演現實生活中實際的自我。 

    教師必須清楚宣示：「老師不允許任何人被欺負」。當大人宣誓

捍衛正義的決心，孩子也會學到其價值。當老師目睹霸凌，無論何種

形式，都應馬上介入，這行為也會鼓勵孩子向你通報，你不知情的霸

凌事件。 

◎ 對霸凌的孩子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強調，當霸凌發生時，老師要提醒

自己，孩子會霸凌別人一定是需要幫忙。「老師的敏感度應該要更強，

當孩子出現不妥當的行為，無論是霸凌或欺負，老師第一個念頭是：

他怎麼了？他有什麼需要嗎？他有什麼困難嗎？他有什麼不足？他只

是為了反抗，還是真的聽不懂？我們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而不直接叩

上『他不聽話』、『他就是這樣』的帽子。」 

    施暴的孩子可能是班級經營上的「大麻煩」，但是貼標籤或以暴

制暴等方式，非但不能幫助孩子，反而與他站在敵對的一方。利用一

些技巧，例如請他幫忙管理班上秩序或是幫助某同學，讓他感覺自己

受重視。 

 

   

   

 

 

 

  

文化導覽解說志工培訓 101.9.22-9.23 

飢餓三十體驗活動說明─台灣世界展望會吳鎧伊專員 101.9.19 

 

本校志工協助「九歌兒童戲劇慈善公演」服務工作 101.9.8 

 

http://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