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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年來，校園生活中發生許多霸凌的事件或偏差行為震驚社會各界，引起家長、教師及

教育主管當局的重視和社會的關切。「校園霸凌已成為全世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對於霸凌事

件的問題，家長及教育人員不應該迴避，也不應擴大渲染。」(吳明隆、陳明珠，2012)  

 

教育部委託中山大學所做的「台灣中學生的校園霸凌現況與防治措施」調查報告指出，

霸凌者佔施測樣本的 10.3%，受凌者為 10.1%，旁觀霸凌者為 28.6%，同時是霸凌與受凌者佔

5.2%(鄭英耀、黃正鵠，2008)，足見台灣地區校園霸凌事件的嚴重。 

 

各種形式的校園霸凌，都是在一個缺乏尊重、友愛、正義文化的團體中，人際勢力的較

勁下所產生的強欺弱現象，藉此滿足強勢者的操控，以及獲得注意的慾望。「霸凌問題所產

生的霸凌者與被霸凌者所表現出的情緒、家庭因素及身心狀況都有相關連。」(王昱婷，2009)，

原本學校應該是要讓學生開心上學交朋友，學習新知識不必擔心人身安全的地方，但近年來

卻並非如此，校園霸凌層出不窮，讓原本友善的校園變得不再安全。 

 

當學生被同學欺負時，通常都不敢在第一時間內通知學校的師長或父母，大部分的學生

幾乎都以長期的忍耐為主，怕事情越鬧越大。所以我們想藉由這次的研究來了解現今高職生

校園霸凌的情況，進一步探討霸凌者為何做出霸凌行為的原因，而被霸凌者的特徵是什麼，

為什麼會被霸凌，都是我們這次想更深入了解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認識校園霸凌中的類型。 

二、了解校園霸凌者的動機。 

三、探討霸凌者及被霸凌者的特徵。 

四、了解校園霸凌的現況。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校園霸凌常見的類型為何？ 
二、霸凌者的動機為何？ 

三、被霸凌者及被霸凌者特徵為何？ 

四、現今校園霸凌的現況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校園霸凌 

 

校園霸凌又稱學校霸凌、霸凌或欺負，指的是一種長時間持續的、並對個人在心理造成

恐懼、言語和身體遭受惡意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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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霸凌者 

 

一個在學校或團體中不停地對其他同儕或某些特定對象進行傷害、恐嚇、威脅或刻意排

擠，開啟霸凌行為並主要實施暴力行為之人。 

 

三、被霸凌者 

 

被霸凌的對象，有些是長期被霸凌，對身心健康與發展造成深遠的負向影響。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本研究以高雄市為研究範圍，以某私立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限制：本研究礙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限制，僅限於高雄市某私立高職之學 

  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無法推論於其他縣市或區域。 

 

貳、正文 

 
第一節   校園霸凌的定義 

 

「霸凌」乃由英文「Bully」音譯而來的，兒童福利聯盟於 2004 年開始關注此議題並議名

為「霸凌」，在新聞、報紙上屢見不鮮，尤其是用來形容青少年及兒童加諸在於弱勢同儕的

負面行為上。負面行為是指有意的或試圖傷害、攻擊或使對方不安的行為，包括身體接觸等

其他違反對方意願而使對方不舒服的行為。「霸凌(bully)是一個長期存在於校園的現象。專指

孩子們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欺凌與壓迫等惡意欺負的情形。」(張信務，2007)  

 

校園霸凌又稱為校園欺凌，亦稱校園欺侮，對個人在心理造成恐懼、身體和言語遭受惡
意的攻擊，且因為受害者與欺凌者之間的權力或體型等因素不對等，而不敢有效的反抗。學

者將校園霸凌行為定義為：「對特定的對象進行長時間持續性的暴力行為。」(楊宜學，2009)

霸凌行為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直接性的身體攻擊、口語排斥威脅、性欺凌及間接性的人

際關係排擠。校園霸凌的欺凌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透過對受害人身心的攻擊，造

成受害人感到痛苦、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而校園霸淩所帶來的傷害往往是不可逆

轉的。 

 

第二節  校園中霸凌者的行為動機 

 

校園中霸凌者的行為動機可分成以下四個層面來進行分析(江文慈，2004)： 

 
一、個人因素：性格方面，有些孩子的脾氣較為暴躁，遇事都訴諸於暴力；也有孩子缺乏道 

  德觀念，以欺負弱小引以為傲。 

 

二、家庭因素：家庭是孕育惡霸的主要的來源，婚姻暴力和家庭暴力容易造就暴力的孩子， 

對孩子也有不良的影響力。 
 

三、學校因素：學業成績對少年發展影響重大，課業壓力也很沉重，無法在課業取得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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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改以其他行為來滿足。例如：功課好的取笑成績差，較容易逃學、蹺課者較易引 

    起偏差行為。 

 

四、社會因素：社會環境充滿暴力事件，有些電視節目充滿報復、攻擊與血腥的畫面，孩子 

們耳濡目染，有樣學樣。 

 

邱珍婉(2001)提出了三個對霸凌行為的一般性誤解： 
一、欺凌行為比較容易發生在較大班級或是較大學校。 

二、欺凌行為的發生是因為學業上競爭的結果。 

三、受害者是因為外表與眾不同而引起的。 

 

學校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場所，杜絕霸凌行為的發生有賴於家長、老師與學校共同的

努力及配合，防治霸凌積極的行動，讓受凌者感受到學校有處理問題的意願。霸凌事件的解

決是面面俱到，包括老師、家長、學校行政體系、霸凌者…等缺一不可。 

 

第三節   探討霸凌者及被霸凌者的行為特徵 

 

孩子出現霸凌的行為是因為缺乏自我認同和低自尊的結果，提高孩子自尊心才能解決孩

子的行為問題。近年研究顯示比較多的霸凌者自我感覺良好，所以霸凌只是用來彰顯自我膨

脹的手段。 

 

許多被霸凌者通常具有因為害羞、畏怯…等特質，所以常常成為被霸凌的對象。大多數
的霸凌受害者，長大後是用沉默方式面對過去。而這些被霸凌的經驗，也常常導致內向焦慮、

低自尊的人格特質。 

 

霸凌者實際上有許多不同的類型，甚至有的孩子會欺負別人，是因為他們也會被別人欺

負。不過，在一般的情況下霸凌都是受到權力的慾望驅使，他們希望增加在學校的身份和地

位，會欺負別人也只是因為他們辦得到。 

 

第四節   校園霸凌之現況 

 

台語有句諺語說：「細漢偷摘瓠，大漢偷牽牛」，在霸凌事件中，無論是受凌者與霸凌

者，若沒有導正偏差的觀念，以後出社會後的影響更讓人擔憂(全球資訊網，2011)。 
 

根據教育部「99 年校園安全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系統」中，霸凌統計人數，高中有 108

人、國中最多 582 人、小學也有 154 人，一共是 844 人活在恐懼中。值得關注的是，校園暴

力事件與霸凌問題呈高度相關，研究顯示，霸凌者與同學打架的比例高達六成五，同學覺得

學校不安全的比例也高達五成八(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1；邱靖惠、蕭慧琳，2009；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中心，2011；謝梅芬，2010；魏斌，2010)。 

 

由此可知，校園霸凌是相當常見的現象，只是一直持續未改善，絕非僅發生於少數學生

身上而已，因此，校園霸凌的情形已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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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1 

 

 

 

 

 

 

 

 

 

 

 

 

 
 

圖 2-5-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就讀高雄市某私立高職學生共 141 名做為本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完成

後，對此 141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每位學生各自填寫一份問卷，研究者再依照受試者填寫

之問卷進行資料統計與分析。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為我們自編的問卷，此問卷乃在探討高雄市某私立高職學生校園霸凌之現況，

問卷內容包含：校園霸凌常見的類型、霸凌者的動機、霸凌者及被霸凌者的特徵、以及現今

校園霸凌的現況。 

 

四、實施程序 
 

(一)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二)題目擬定，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三)研究計畫。 

(四)流程設計。 

(五)問卷發送。 
(六)問卷及收回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撰寫專題。 

 

校

園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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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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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校園霸凌中的類型 

校園霸凌者的動機 

霸凌者及被霸凌者的特徵 

校園霸凌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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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檢核表回收後將資料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

析。本研究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等描述性統計方法來呈現青少年之基本資料，並探

討現今青少年對校園霸凌的看法。 

 

第六節  結果與討論 

 

以下針對 141 名樣本填寫問卷之結果來探討學生對於校園霸凌問題之看法，及了解校園

霸凌之現況。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一、青少年男女比例 

 

本研究對象為高雄市某私立高職學生共 141 名，其中男生 50 名，

佔 35%，女生 91 名，佔 65%。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 所示： 

 

 

二、青少年就讀年級 

 

141 位樣本中，高一學生有 43 位，佔 30﹪，高二學生有 98 位，
佔 70﹪。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2 所示： 

 

 

 

               

第二部分 青少年對於校園霸凌問題之看法 

 

三、霸凌現象其實沒有什麼好怕的，不用管它沒關係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37 位樣本不同意霸凌現

象其實有什麼好怕的，不用管它沒關係，佔 97%，而同意此說法者有
4 人，佔 3%。表示多數樣本覺得霸凌是令人害怕的。描述統計結果如

圖 2-6-3 所示： 

                 

 

四、霸凌者通常是人際關係很好、具有領導能力的人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01 位樣本不覺得霸凌者

通常是人際關係很好、具有領導能力的人，佔 72﹪，而同意者有 40

人，佔 28%，表示多數樣本覺得霸凌者並不都是人際關係很好、具有

領導能力的人。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4 所示： 

        
 

 

   圖 2-6-1 青少年男女比例分析圖 

 

男

35%

女

65%

性別

圖 2-6-3 霸凌現象其實沒有什麼好怕

的，不用管它沒關係比例分析圖 

圖 2-6-4 霸凌現象其實沒有什麼好怕

的，不用管它沒關係比例分析圖 

圖 2-6-2 青少年年級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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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常是人際關係不好、個性孤僻內向的人才被霸凌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00 位樣本不覺得被霸

凌者是人際關係不好、個性孤僻內向的人，佔 71﹪，而有 41 人同

意此說法，佔 29%，表示多數樣本覺得被霸凌者並不都是人際關係

不好或個性孤僻內向而被霸凌。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5 所示： 

 

 

 

           

六、被霸凌者通常都是有錯在先，所以被霸凌不該同情他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35 位樣本不覺得被霸凌

者通常都是有錯在先，所以被霸凌不應該同情他，佔 96﹪，而同意
此說法有 6 人，佔 4%，表示多數樣本不覺得被霸凌者通常都是有錯

在先而被霸凌。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6 所示： 

 

 

 

 
       

七、霸凌者只會挑比他弱小的人下手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99 位樣本覺得被霸凌者只

會挑比他弱小的人下手，佔 70﹪，而不同意此說法者有 42 人，佔 30%，
表示多數樣本覺得被霸凌者只會挑比他弱小的人下手。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7 所示： 

 

               

 

       

八、我曾經看過班上同學被霸凌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39 位樣本曾經看過班上同

學被霸凌，佔 28﹪，而沒有看過班上同學被霸凌者有 102 人，佔 72%，

表示多數樣本沒有看過班上同學被霸凌。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8 所示： 

  

 

九、看到班上同學被霸凌，我會出手相助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22 位樣本看到班上同學

被霸凌，會出手相助，佔 87﹪，而不同意此說法者有 19 人，佔 13%，

而表示多數樣本看到班上同學被霸凌，會出手相助。描述統計結果如

圖 2-6-9 所示： 

 

 

 

 

圖 2-6-5 通常是人際關係不好、個性孤

僻內向的人才會被霸凌比例分析圖 

圖 2-6-6 被霸凌者通常都是有錯在先，

所以被霸凌不應該同情他比例分析圖 

 

圖 2-6-7 霸凌者只會挑比他弱小的  
人下手比例分析圖 

圖 2-6-8 我曾經看過班上同學 

      被霸凌比例分析圖 

圖 2-6-9 看到班上同學被霸凌， 

我會出手相助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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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果我被霸凌，我會勇敢告訴師長或家長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20 位樣本同意被霸凌時會

勇敢告訴師長或家長，佔 85﹪，而不同意者有 21 人，佔 15%，表示多

數樣本被霸凌時，會勇敢告訴師長或家長。描述統計結果圖 2-6-10 所示： 

 

 

第三部分 了解校園霸凌之現況 

 

十一、有人會因為我的外表捉弄我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25 位樣本不覺得有人會因

為自己的外表而被捉弄，佔 89﹪，而同意者有 16 人，佔 11%，表示多

數樣本不覺得有人會因為自己的外表而被捉弄。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1 所示： 

 

 

 

十二、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故意毆打我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全部樣本在半年內皆沒有被同

學故意毆打，佔 100﹪。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2 所示： 
                                                   

 

 

 

 

 

十三、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對我勒索金錢或其他物品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全部樣本在半年內皆沒

有被同學勒索金錢或其他物品，佔 100﹪。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3

所示： 
 

 
 

 
 

十四、這半年內同學曾經惡意用言語恐嚇或中傷我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36 位樣本在半

年內沒有被同學用言語恐嚇或中傷，佔 96﹪，而有 6 位樣本

曾經有此經驗，佔 4%，表示多數樣本在半年內沒有同學被言

語恐嚇或中傷。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4 所示：

圖 2-6-10  如果我被霸凌，我會勇敢 

         告訴師長或家長比例分析圖 

 

圖 2-6-11 有人會因為我的外表 

     捉弄我比例分析圖 

圖 2-6-12 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      

       故意毆打我比例分析圖 

是

0%

否

100%

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對我勒

索金錢或物品

圖 2-6-13 這半年，有同學曾經對

我勒索金錢或物品比例分析圖 
 

圖 2-6-14 這半年內，同學曾經惡意

用言語恐嚇或中傷我比例分析圖 
 

是

4%

否

96%

這半年內，同學曾經惡意用言語恐嚇或中

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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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對我進行網路攻擊，詆毀我的名譽之 

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36 位樣本在半年內沒 

有被同學進行網路攻擊或詆毀名譽，佔 96﹪，但有 5 位同學被進行

網路攻擊或詆毀名譽，占 4﹪，表示多數樣本沒有同學被進行網路

攻擊或詆毀名譽。描述統計結果如圖 2-6-15 所示： 

 

 

 

十六、在同儕團體中，我受到排擠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41 位樣本中有 136 位樣本不覺得自己

在同儕團體中受到排擠，佔 96﹪，但有 5 位樣本覺得自己被同學排擠，

占 4﹪，表示多數樣本不覺得自己在同儕團體中受到排擠。描述統計結

果如圖 2-6-16 所示： 

 

 

 

参、結論 

 
第一節  結論 

 

一、多數的同學覺得霸凌是令人害怕的。 

二、多數的同學覺得霸凌者並不都是人際關係很好、具有領導能力的人。 

三、多數的同學覺得被霸凌者並不都是人際關係不好或個性孤僻而被霸凌。 

四、多數的同學覺得被霸凌者並非都是有錯在先而被霸凌。 

五、多數的同學覺得被霸凌者只會挑比他弱小的人下手。 

六、多數的同學沒有看過班上同學被霸凌，若是看到班上同學被霸凌，會出手相助。 

七、多數的同學被霸凌時，會勇敢告訴師長或家長。 

八、多數的同學在這半年內沒有因為外表因素而被嘲笑或霸凌，也沒有被同學毆打，或是被 

同學勒索金錢或其他物品。 
九、多數的同學在這半年內沒有被同學用惡意言語恐嚇或中傷，也沒有被同學進行網路攻擊， 

  詆毀名譽。 

十、多數的同學不覺得自己在同儕團體中受到排擠。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幾點建議，期望對未來之相關研究能有所助益。 

 

一、對於校園霸凌問卷的改進 

 

由於時間關係，無法把問卷內容設計的更加詳細，題目及樣本應再涉及廣泛，各種科別
如果都能進行問卷調查，並區分男女性別所填問卷之差異，相信所得的研究結果應該會更為

準確。 

是

4%

否

96%

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對我進行網

路攻擊，詆毀我的名譽

圖 2-6-15  這半年內，有同學曾經對我進

行網路攻擊，詆毀我的名譽比例分析圖 

圖 2-6-16 在同儕團體中，我受到          
    排擠比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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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資料可更為豐富 

 

可以再多搜尋一些書報、雜誌以及碩博士論文來做參考及討論，並且探討一些相關新聞

報導，對於加害者的動機以及被害著生、心理狀況若能更深入調查，應該能使研究內容更加

完整及豐富。 

 

三、研究範圍應再擴及其他區域 

 

本研究由於人力、物力、以及時間上的限制，研究對象只針對高雄市某私立高職學生，

因此所推論之範圍非常有限。而不同地區的青少年有不同的學習背景，因此，未來對於相關

研究應該擴大母群的範圍並提高樣本數量，使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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