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校園霸凌 

霸凌事件國內外皆有，不僅是校園的問題也是社會的問題。因

此，國內外有許多探討與研究，根據資料顯示，學生間的暴力鬥毆行

為並不一定就是霸凌。挪威學者Olweus(1993, 1999)對霸凌的定義廣

為學界採用，他認為霸凌是「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露在一個或

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行為之中」，具有故意的傷害行為、重複

發生、力量失衡等三大特徵。 

教育部參考挪威學者 Olweus 霸凌定義，於 99 年 3 月 16 日及 99

年 4 月 23 日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家長團體及教師會代表召開

霸凌定義與防制作為相關會議，初步訂定校園霸凌定義，引發社會各

界廣泛討論，本部經再三諮詢，並於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高中職校

長及國中校長會議討論後，修正校園霸凌要件為：具有欺侮行為；

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雙方勢力（地

位）不對等；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校園霸凌事

件均應經過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學生有疑似霸凌個案，導師應依權責輔導學生，評估偏差行為類

別、屬性及嚴重程度，是否請求學校支援協助。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

大校安事件，均應送請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等會商確認，該小

組由校長召集，成員包含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等或視需

要請社工人員、少年隊代表協助。個案經確認為霸凌行為，應列甲級

通報，家長依法有教養權利與義務。 

校園霸凌事件存在於校園內外，同學對霸凌個案的瞭解較老師及

家長更多，霸凌行為若不及時遏止，對受凌者、旁觀者、甚至霸凌者

身心發展影響鉅大。因此教育部要求各級學校應加強法治教育、生命

教育、人權與性別平等教育，同時向學生及全體教育人員加強霸凌行

為的法律責任宣導，包含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學生霸凌行為

的法律責任以及霸凌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民事侵權行為連帶賠償之法

律責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對於涉及身心虐待之行為當事人、學校教

育人員均訂有規範，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



老師身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而情

節重大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規定，處以罰鍰，並將依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與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懲處。 

同學遭受校園霸凌，應鼓勵受凌者及旁觀者勇敢說出來，可以向

導師、家長反映；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向教育部 24 小時專線投訴（0800200885）；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或

是向其他管道（警察、好同學、好朋友）述說。 

學生間的霸凌行為與一般偏差行為都是需要我們重視並解決的

問題，尤其霸凌行為對於學生身心發展有極大影響，因此疑似霸凌個

案均須積極處理，校園霸凌的預防及處理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