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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5  記者 秦洛芸 報導

二○一三年十二月八日，有位家長在報紙頭版刊登半版廣告，控訴自己女兒在學校遭到霸凌且未

受到適當處理。這則廣告在隔天引起廣泛討論，校園間的霸凌行為及處理方式再次讓人重視。

佔據頭版半頁的廣告，家長花費八十多萬控訴女兒遭霸凌。（照片來源╱ 秦洛芸攝）

 

霸凌刊新聞　內容具爭議霸凌刊新聞　內容具爭議

在標題為「給郝龍斌市長的陳情書」的廣告中，署名「一為內心沉痛無比的母親字」指出女兒在

校被同儕欺侮，更氣憤於霸凌者家長道歉意願出爾反爾。由於廣告中明確地寫出學校名稱、更指

出霸凌者及其母親的姓名，且牽涉到霸凌者母親為學校老師等問題，網路上針對此事的討論鬧得

沸沸揚揚。

有網友認為此舉不當，恐有涉及違法個資法的嫌疑。中央通訊社曾報導指出，台北市教育局中等

教育科長譚以敬表示，家長隨意公布未成年學生姓名，不僅可能違法，還會傷害到該位學生。

但也有不少網友表示，十分贊同該名母親的作法。此舉不僅凸顯校園霸凌問題，更讓學校處理問

題所產生的爭議性浮上檯面。有些身為人母的網友便在新聞的底下留言討論，對小孩在校受同儕

欺負卻得不到恰當解決表示無奈，有時甚至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在網路上引起眾多討論。（照片來源╱ 秦洛芸攝）

 

事出必有因　錢未必萬能事出必有因　錢未必萬能

不願具名的大學生林同學表示自己並不贊同此位母親的做法，他認為這位母親的舉動只是想要利

用社會壓力來讓學校道歉，換個說法就是用金錢買個社會關注。「然後等事件平息之後，情況仍

舊不會有甚麼改變，該名母親賠上的是錢，孩子的成長和未來。」林同學說道。

該母親曾受訪並表示，不會讓自己的女兒轉學，因為女兒在班上還是有其他好友。對此，林同學

認為，沒有人能討得所有人歡欣，班上會有一、兩個你討厭或討厭你的人是正常的，有可能所謂

的霸凌也只是小團體間的爭吵。而如今作法，反而會讓女兒陷入一個尷尬境地，可能沒有人會願

意再和他交朋友，因為誰知道哪天惹他不開心就又要上新聞。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林同學表示。或許是自己小孩有不對在先，但父母往往會忽略這點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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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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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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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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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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小孩受欺負都是他人的不對。蘋果日報報導指出，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的與會專家

透漏，該名小孩表現的言語及態度非弱勢，別人的手機上也留有她嗆人的記錄資料。

 

記憶中抹不掉的黑暗記憶中抹不掉的黑暗

國中曾有被霸凌經驗的薇波如認為該母親公布姓名的舉動並不恰當，但也不完全否定她的作法。

或許有人認為霸凌者姓名的揭露會影響該名小孩的未來成長，但薇波如則指出，被霸凌者的童年

記憶可能是陰暗的，但當這則廣告風波過後，霸凌者究竟能記取多少教訓？而他真的會因此而不

再欺負同學嗎？

「我寧願相信被霸凌者被霸凌，也不願相信霸凌者說自己沒有霸凌人。」薇波如以過來人經驗分

析。對她而言如今想起被霸凌的經歷仍舊是段煎熬，但對霸凌者來說，他們往往會選擇性忘記欺

負他人的事實。校園間霸凌事件層出不窮，雖然她自己最終選擇豁達來面對，但也有人因此得到

憂鬱症或更加悲劇性的結局。

薇波如並提到，事實上學校的包庇霸凌事件是存在的，只是往往為了校譽或其他因素而被壓下息

事寧人。他認為如今刊報紙的方式只是一個警惕，如果該名母親並未公開此事，難道真的要等出

問題後再被記者媒體登上報？

錯誤處理　成二度傷害錯誤處理　成二度傷害

「霸凌」這個詞彙根據校園霸凌研究先驅Dan Olweus定義為：「一個學童反覆的暴露在一個或

更多人的負面行為之中」。而台灣教育部則提出霸凌五項要件，分別為具有欺負他人的行為、攻

擊他人的意圖、造成心理或生理上的傷害、兩方勢力（地位）不對等，以及其他經過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霸凌事件在各個學校都略有所聞，尤以國中為最。台灣兒童福利聯盟統計，台灣約一成小孩有曾

被霸凌的經驗，而往往錯誤的處理方式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把衝突加大。

兒童福利聯盟表示，不認為此事件家長的處理方式恰當，反而認為是兩敗俱傷的作法。不單純是

因為家長公布對方小孩姓名，而是作法會讓自己女兒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甚至造成二度創傷。

家長愛女心切，但作法是否正確，讓人深思。（照片來源╱ 蘋果日報）

父母同理心　建良好溝通父母同理心　建良好溝通

交通大學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師莊景同表示，這位母親的作法，從旁觀者角度來看，只是一種單純

發洩情緒的表現，坦白來說就只是所謂的「告狀」。告狀者一般在學校都較不易受到歡迎，更何

況是用大人的身分及金錢去壓制。重要的是，她女兒真的有認同自己母親如此去申訴嗎？

解決霸凌問題，重點除了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外，關鍵點還包含家長及教師，校方的影響力也比不

上站在第一線的教師。家長及教師的身分兩者間的利益不該衝突，應都以小孩為重。良好的溝通

是合作的前提，同時霸凌及被霸凌者的父母間應存在著同理心。畢竟世上父母都不會希望自己的

小孩被欺負或是欺負別人，而當自己的小孩被欺負受傷時，他們也都會心疼。

有時父母只會聽信自己小孩的片面支持而失去了客觀立場，或者被蒙蔽而看不清事情真相。然而

若角色互換，替他人著想，當雙方都存有同理心時，溝通才會較為方便。兒童福利聯盟強調，有

時家長對教師的處理不甚滿意，先不要急著責怪，而是要試著與教師溝通，建立兩者間的信任關

係，才易達成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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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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非霸凌　公道非公道霸凌非霸凌　公道非公道

根據新浪新聞報導指出，二○一四年一月三日台北市教育局組成的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第三次

會議判定公布，此次事件為「非校園霸凌案件」，只是單純人際關係處理不良。而且雙方學生皆

應學習「情緒管理」及培養「良好溝通能力」。

登報家長對此結果表示失望，不排除透過法律途徑解決。就算最終家長獲得司法上的勝利，但對

於小孩而言，這真的是最完美的結局嗎？還是只是讓女兒成為學校另類的風雲人物？不妨深思最

初的目的：防止自己女兒再度被霸凌。如今似乎已變調，抑或成為大人間的另一種角力。

此事件，從二○一三年年底鬧至二○一四年年初，不知何時才能畫下令雙方

都滿意的句點，抑或是不了了之。（圖片來源╱ 秦洛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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