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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5  記者 康甯 報導

打打開電視，近日來關於「霸凌」的新聞層出不窮，其頻繁程度不但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教育
部也成了各路人馬撻伐的對象；教育部長吳清基更以「霸凌是小事」的失言風波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霸凌」一直是長久以來存在於校園的問題。根據統計，在台灣就有百分之六十的國中小

學童有被霸凌過的經驗，國中生甚至有超過兩萬的學童慘遭霸凌；如此高的比例讓大眾不免質疑

：「孩子的教育到底怎麼了？」

 

關於霸凌的議題最近炒得火熱，相關書籍也名列搜尋排行榜。（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局）
 

霸凌的動機和原因是什麼？霸凌的動機和原因是什麼？

「霸凌」，意指同學間欺負弱小的行為，目的是使受害者在肉體或心靈上產生痛苦，且通常重複

發生，並非偶發的單一事件；而被霸凌者多半忍氣吞聲，不敢告知師長，導致惡性循環。曾擔任

國中輔導老師林揚淵表示， 施暴者常會因背後家庭因素而造成在校會有施暴舉動，且因為在暴力

環境下長大，本身對於壓力的反應就是暴力行為。因此，有的時候會需要社工介入處理，例如很

多家暴受虐兒的父母，自己本身就是家暴受虐兒。「如果沒有在求學階段把創傷經驗獲得妥善的

處理，則會帶著這種行為模式進入社會，甚至是自己的家庭。」林揚淵說，年紀越小，創傷記憶

越深層，造成的心理傷害更難平復。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兒福聯盟）也指出，在八歲擁有

霸凌行為者，往後都將有霸凌的行為。

為什麼要霸凌別人？台中市少年隊小隊長陳信良表示，多數施暴者的動機為恐嚇及勒索，報復的

心態佔大多數，和黑道、幫派等較無關聯，也有不少的例子是純粹欺負有精神障礙的特教生。曾

經身為霸凌者、現為社會人士的陳先生說，小學時的霸凌對象是一位功課不好且反應遲緩的男生

，那時因為好玩就帶頭捏他，直到對方傷痕累累才罷手。淡江大學大三吳同學說，國中時有一位

學習緩慢的女生，因為傻傻的不會反抗，班上就群起排擠她，把她的東西丟到垃圾桶或踹她桌子

。

青少年以暴制暴　同儕沉默助長霸凌青少年以暴制暴　同儕沉默助長霸凌

相較於社會上對於霸凌者「可惡」、受害者「可憐」的印象，仍有同學持不同看法。霸凌經驗無

數的交通大學孟同學覺得，有時候是被霸凌的人自己愛玩，或者闖出什麼禍才會被欺負，自己並

不會因為看對方不順眼就欺負他；交通大學駱同學表示，當時霸凌的對象除了幾個「其貌不揚、

很娘」的之外，其他的都是亂講話、說話不經大腦，才讓他們成為被霸凌的目標。由此可見，「

以暴制暴」似乎成為青少年的普遍認知，但「以暴制暴」真的好嗎？

「以暴制暴，讓霸凌者知道被霸凌的痛苦。」站在霸凌者的立場，陳先生持贊同意見，認為唯有

如此才能讓霸凌者了解到被霸凌者的痛苦；而另一方面，國中時曾被霸凌的世新大學邱同學則持

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認為要教導一個正確觀念，就是『被霸凌的人並不丟臉』。當時我被叫出

去言語威脅後，我覺得『很丟臉』、『很沒面子』。因為很多人知道，卻沒有朋友幫我，感覺我

是個沒朋友、又很糟糕的人。」她表示，當時同儕間普遍有個荒繆錯誤的想法，認為把這種事告

訴師長是很懦弱的行為，「又不是小孩子，還要父母師長來幫你解決。」邱姓同學說。此外，她

覺得霸凌最可怕的是同儕間的靜默不語，因為沒有人敢說，使這些霸凌者更加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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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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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一直是存在許久的問題，被霸凌者多半敢怒不敢言。（圖片來源/google）
 
 

不能說的秘密　學校警察知多少　不能說的秘密　學校警察知多少　

儘管霸凌案件頻傳，但相關單位如學校、警察，真的有正視此一問題或知道其嚴重性嗎？關於校

園霸凌的頻率，少年隊小隊長陳信良表示，關於數據方面不好統計，不過沒有很多，因為一學期

被舉報的案件大概只有五、六件。然而將近三分之二曾經被霸凌的同學都說，當時並沒有把被欺

負的這些事報告父母師長，「告密後的報復更恐怖。」是霸凌者、也是被霸凌者的獸醫系謝同學

說。而淡江大學大三吳同學則表示，國中時那位被排擠的女生也曾經被打到哭，「但是打她的人

都會斥喝叫她不准哭也不准跟老師說，她當然也沒有說，直到她爸媽看到她受傷後才知道。」交

通大學孟同學也說，雖然怕會被發現，「不過打小報告的人最後來還是會被我們打。」 警方對於

校園霸凌的了解似乎和真實狀況仍有一點差距。

對被霸凌者而言，「說出來」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後續的處理卻往往讓他們十分心寒。林同學

表示，當時就讀桃園縣立平興國中時被霸凌，當初有跟家裡及學校講這件事，但媽媽出來談判時

卻談不攏，還變得低聲下氣，「這讓我覺得很受挫，我們沒錯為什麼要這麼低頭？」此外，學校

的處理方式也讓他覺得很不公道：「跟老師講的後果是老師叫我去跟他們道歉，我覺得我自己沒

有錯卻被這樣要求，讓我覺得當時的老師們也只不過欺善怕惡，對老師主持正義失去信心。」世

新大學邱同學也對學校十分失望：「有一次幾個學姐在走廊上圍著威脅說別再亂講話之類的，否

則就要打人。那時訓導主任走過去，以為我們在聊天打鬧，跟威脅我的學姐們打招呼後就走過去

了，有夠誇張，不曉得這些老師是對於這種事情的敏感度太低，還是因為麻煩而不願面對真相。

」許多關於四維八德、虛心求學等創校宗旨，看在這些同學眼中格外諷刺。

媒體成宣傳霸凌工具媒體成宣傳霸凌工具　教育須從基層做起教育須從基層做起

對於新聞上播出的霸凌新聞是否有誇大？許多人表示一點都沒有，甚至看過更嚴重的。獸醫系謝

同學：「新聞上的常常不算什麼，我還看過打斷手的、拿滅火器敲頭順便噴的，甚至很多生輔組

長自己都被揍。」林同學：「我曾看過有拿開山刀霸凌的。」台大法律系學生羅懋緯則對媒體播

報的方式十分不滿：「只要媒體不要一直渲染霸凌事件的細節，相信霸凌一定不會像現在那麼夯

。媒體不斷的用一種寫小說的方式來鉅細靡遺地描述施暴經過，是有病嗎？根本是抱著看熱鬧的

心態。」交通大學孟同學也表示，有些霸凌的手法是從電視上學來的。曾任輔導老師的林揚淵說

：「這樣的播報方式確實會對孩童造成影響，希望能在新聞中同時宣導遠離霸凌的方法。」但其

實社會文化已經在無形中教育學生，透過霸凌的手段可以達到自己的內心目的。譬如媒體報導，

電視電影強調透過暴力行為可以達到很帥很有男子氣概的青少年「個人神話」心理。

陳信良透露，警方現在會到各校巡查，並進行法律宣導以降低校園霸凌的發生；至於學校方面，

林揚淵表示目前是告知學生防霸專線，但仍希望老師能多加注意學生的情況。站在老師的立場，

林揚淵說：「我贊成社工進入學校和輔導老師合作並擁有管教權，因為社工才是接觸家庭的第一

線，且有管教權比較能夠處理這方面的事情。」兒福聯盟也有印製「反霸凌貼紙」，期望貼在各

個角落杜絕霸凌現象。但交通大學駱同學則表示，老師規範都沒有用了，怎麼可能因為一張貼紙

就杜絕校園霸凌？無論曾經是霸凌者還是被霸凌者，大部分都認為校園霸凌不可能消失，畢竟這

是種「供需問題」－有人想當老大，就有人要當受害者。解決霸凌問題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學校

、家庭等彼此牽一髮而動全身。該如何解決，應該從教育基層做起，而不是一味的要求誰下台以

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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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兒福聯盟印製的反霸凌貼紙，希望貼在校園的各個角落抵制霸凌；

但有用與否只有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知道。（圖片來源／兒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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