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成霸凌的原因相當複雜，除了個人性格或身

心特質，個人身處的外在環境：家庭、學校、

社會文化－－亦有著相當關鍵的影響力。雖然

問題的形成非單一因素、難以就特定的方式來

處理，然而在此同時，這似乎也隱喻著可以從

多元的方式來避免霸凌事件的發生。 

    若從家庭的角度來看，讓小孩在能夠被尊

重、具有信任基礎，以及能有機會做出自己選

擇的家庭中成長，藉著在家庭中的成長經驗，

奠定人格養成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下，或許也

比較可以期待小孩推己及人、學習如何尊重他

人的想法與選擇，而不去霸凌他人；在自己遇

到困難或被霸凌時，能相信有人可以提供幫

助，而適時尋求他人協助；又或在面對眾多訊

息時能辨別是非、判斷真偽，而有自己主見、

不盲從他人。這也是家庭教育在個體成長過程

中的細水長流。 

指個人或集體持續對他人，故意做出貶抑、排

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

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生理或財產

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霸凌的形成與預防  

霸凌造成的影響 

在霸凌事件中，或可分為被霸凌者、霸凌者，

以及旁觀者三種角色；但霸凌事件的發生，不

僅對身處事件中心的被霸凌者與霸凌者造成直

接的傷害，旁觀者及所屬場域，亦被暴力的氛

圍所籠罩，透過隱微的方式損害人們的身心健

康發展。 

什麼是霸凌？  

特別指「與性相關」的霸凌，如透過語言、肢

體 或 其 他 暴 力，對 他人 的 性 別 特 徵、性 別特

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霸凌，且不屬於性

騷擾者。 

性霸凌  

主要以霸凌事件雙方身分作界定，指校長及教

師、職員、工友、學生（教職員工生）對學生

的霸凌；因此只要符合前述的條件，無論霸凌

事件發生在校園內或校園外，皆屬於校園霸凌

的範疇。  

常見的霸凌又可分成五類，包括： 

校園霸凌 

1肢體霸凌 如：藉由身體上的傷害 

2關係霸凌 如：藉由人際上的排擠 

3言語霸凌 如：藉由口語上的貶抑 

4網路霸凌 指：發生在網路空間的霸凌 

5反擊霸凌 指：被霸凌者，又去霸凌他人 



如果發現小孩出現拒絕或害怕上學的表現，或是情

緒、人際、成績、飲食、睡眠等出現明顯變化，又或

是身上有傷、個人用品損壞、對於財物的要求變頻繁

等，都可能是小孩遭受霸凌的徵兆，需要您進一步的

關心，以了解小孩實際遇到的狀況。 

    能夠注意到不尋常的線索，有賴於平時對小孩的觀

察；透過表達關心而非責難的態度，去詢問小孩遇到

的困擾，而有提供小孩支持與協助的機會。 

如何知道小孩遭受霸凌？  

留意小孩平時的行為舉止 先調整好自己的心情  

當您知道小孩被霸凌時，心裡可能會有許多情緒，這

是自然且正常的反應。您可以先等到心情較為平靜的

時候，再找孩子詢問細節。 

在搜集事件細節的過程中，別忘了最重要的還是您的

孩子。如果小孩在描述被霸凌經驗的過程中出現情緒

反應，可以暫時停下對事件細節的詢問，用您與小孩

彼此覺得自在的方式，給予小孩心理支持，無論是透

過語言表達您在此時對小孩相關經歷的感受，或是輕

拍肩膀、擁抱的身體接觸。 

    同時，也可以試著詢問小孩對於事件本身的看法，

或是對於後續處理的期待、需要什麼協助，讓小孩在

事件中也能有參與感及控制感。 

傾聽小孩的感受與想法  

根據兒福聯盟在 2019 年的調查，八成以上的受訪家

長認為臺灣的校園霸凌問題嚴重、擔心小孩被霸凌，

然而亦有三分之一的家長表示從未與小孩討論過霸

凌； 2018 年的調查則提到，有近五成的受訪學生表

示，若發生霸凌事件不會告訴家長。 

    因此，如能在平時關心小孩的生活、培養親子日常

談話的習慣，建立彼此信任的基礎，將有助於及早發

現霸凌事件、避免傷害再持續擴大。 

 

    您可以參考以下的互動問句開啟對話： 

 「今天在學校過得怎麼樣？」 

 「這個周末有想到要做什麼嗎？」 

 「最近有任何想跟我商量的事情嗎？」 

盡可能的搜集事件的人事時地物等資訊，以減少隨著

時間流逝而有遺忘或記憶錯誤的情況；如果認為有

需要，也可以考慮使用錄音或是錄影設備，以減少重

複描述被霸凌的經驗、避免二次創傷。 

    此外，即便目前尚未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仍然建議

如果有傷勢可以先到醫療院所驗傷、如果有物品被破

壞可以先拍照及留存，以避免事後相關證據滅失，陷

入各說各話、難以佐證的困境。 

搜尋：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電話：（05）2949193 

 

提供嘉義縣教師及家長諮詢服務 

學校轉介後提供學生輔導諮商服務 

學校在遭遇重大危機事件時，提供諮詢、 

心理諮商、資源連結、班級輔導 

提供心理衛生輔導的相關資訊與文章 

辦理研習活動，提升學校輔導人員的知能 

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2022.12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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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 Instagram Facebook 

透過談話了解小孩的生活  

知道小孩遭受霸凌之後，您可以：  

搜集資訊及保全證據 

向校方或教師尋求協助  

您可以選擇向學校相關處室（學務處、輔導室等）或

是比較熟悉、信任的教師告知相關訊息，及詢問學校

後續的處理方式、需要您協助的地方等。 

 

您也可以撥打校外教育單位反霸凌專線 
 1. 教育部： 1953 

        （https://bully.moe.edu.tw/index）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4-37061349 

 3. 嘉義縣教育處： 05-3620113 

 4. 便民專線：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