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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張曉佩 

  本期會刊主編蔡易辰諮商心理師以「校園霸凌」為主題，邀請了洪
雅琴諮商心理師、紀佩妤諮商心理師以及郭麗安諮商心理師分別從教
師、諮商心理師與督導的角度論述他們對校園霸凌議題的理解與觀點，
並分享他們處遇霸凌議 

題的實戰經驗；同時，也邀請了林詠昌諮商心理師透過案例討論，呈
現關係霸凌與網路霸凌兩者交成後的複雜性。 

  霸凌議題的高度複雜性，往往讓處遇的過程有許多挑戰，每個案例
的處遇目標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期會刊作者群們所提供的理論視框與
實務策略就顯得更加寶貴，因為能夠刺激讀者反身思考自身在處遇霸
凌議題的立場與思維為何？是否貼近個案的需求？誠如楊晴在「我有
我的霸免權—反罷凌聲援計畫」所言「我不該用自認為的正義感去強
迫你」，同樣的，善用理論視框與介入策略的諮商心理師，定能陪伴
個案走過寂寞邊界！ 

主編的話 
蔡易辰 

  今年4月22日雙十國中學生墜樓事件，1名14歲學生疑因課業與人際
問題，從學校4樓墜落地面。家屬出面爆料，小孩在校被同學霸凌、
嘲笑性傾向，求助師長無門，校方在學生送醫後，還到醫院要求把事
故原因改為意外，才能領到保險，讓家屬難以接受(聯合新聞網，
2019)。我在大學擔任專任心理師，觀察很多學生的人際困擾，來自
過去曾被霸凌的創傷經驗。為了解校園霸凌的處理經驗，我訪問了3
位心理師，並邀請1位心理師提供案例討論，分別是： 

◎洪雅琴心理師：臺中市國小教師及導師(教師角度) 

◎紀佩妤心理師：臺中市教育局學諮中心專任輔導人員(心理師角度) 

◎郭麗安心理師：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督導角度) 

◎林詠昌心理師：臺中市高中輔導教師(案例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霸凌與性霸凌成立要件不盡相同(表一)，尤其是性霸
凌，輔導人員 

如不能敏感覺察語言、肢體、關係、網路訊息的性霸凌意涵，而以為
這只是一般欺凌，或非持續行為不構成霸凌，則我們可能成為幫凶而
不自知！讓我們一起來防制霸凌，讓霸凌者欲「霸」不能；給予受凌
者支持與協助，賦能受凌者，進而抬頭挺胸做自己！ 



表一霸凌與性霸凌比較 

  霸凌 性霸凌 

法源 
依據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準則 

定義 
出處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條第1
項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 

定義 
內涵 

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
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
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
他人為貶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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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校
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
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
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
活動的進行 

1.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
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
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2.遭受性霸凌者僅受一次傷
害，即有構成性霸凌之可能
(教育部臺教學(三)字第
1040091045號函) 



壹、國小教師觀點：從系統和關係談起 
            口述：洪雅琴 編輯：蔡易辰、洪雅琴 

•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除了
家庭以外，學校系統為另
一個提供人際互動方式練
習和養成的重要場域，在
此系統，孩子會和其他個
體實驗著不同的互動方式，
形成不同的關係。在此系
統中，班級為孩子主要生
活所在的次系統，而導師
則為當中影響孩子各方面
生活學習和適應的靈魂人
物。關於霸凌的預防與處
理，提出以下經驗，供導
師們參考： 

• 一、好的開始，從班級經
營做起 

• 良好的班級經營能夠預防
很多問題，而且可以讓後
續處理事半功倍，而這個
經營除了班級的學生及整
體關係外，也要將家長及
親師的關係納入。 

 

 

• 在正式開學後的第一個月則是
在班級中建立規範的重要時機，
導師要先向孩子說明在生活各
方面的要求與限制。給出清楚
的訊息與規範，讓孩子在有限
制的範圍內可以自由活動，當
超過這個限制，則會有相對應
的責任和代價得承擔。這個限
制便即是在遊戲安全、課業學
習、人際互動上……等的界線。
同時，也教導孩子，在過程中
若發生了困難要立即告訴老師，
老師一定會協助解決或教導如
何處理的方法。老師給出保證，
且在發現班上孩子有狀況或問
題時，立即、積極的處理，都
是建立師生信任關係的重要關
鍵。 

 



• 另外，在小學，通常每學
年度或每學期會舉辦親師
座談會，此時為導師與家
長面對面溝通許多教育理
念與想法的重要時機，導
師可以較仔細的說明班級
經營的理念，其中可針對
平時會如何指導班上孩子
人際互動的方式詳加說明。
舉例來說，對於同學針對
自己的行為或言語（如：
同學交朋友或邀請一起玩
的方式，是拍背希望自己
去追他；或幫自己取了一
個綽號），感到不舒服時，
要清楚的表達讓對方知道
自己不喜歡或不舒服，若
同學表達了歉意，也能即
刻停止該行為，那針對對
方探索性或直覺性的行為，
可以給予一次機會；但若
對方在自己清楚表達不喜
歡後，仍繼續該行為，則
要立即來告訴老師，讓老
師協助處理。明白的教導
孩子要練習清楚的表達自
己的界線，也學習尊重別
人的界線。 

 

• 當家長清楚的知道老師指導
孩子的方式後，一方面在家
中可以協助加強孩子觀念的
建立，一方面若遇到孩子反
應相關人際互動事件時，也
可以知道如何指導孩子去面
對和處理（如：要清楚的向
同學表達自己的感受，或要
告訴老師讓老師協助處理）。
如此，可達到相輔相成、事
半功倍的效果。 

• 而當班級孩子若發生人際衝
突或界線侵犯的事件時，導
師除了在學校第一時間的處
理外，若該事件的情節較為
重大或複雜時，導師則可在
當天聯絡簿上先讓個別家長
知道，然後，在當天適合的
時間再以電話與家長溝通或
說明。平時，亦可視情況透
過  類似親師交流單或班刊
之類的資料，讓家長知道班
上孩子的人際互動現況，及
導師的處理過程，這樣家長
能及時知道孩子的發展狀況，
無形中也漸漸建立起親師間
的共識，也加深彼此的信任
感。透過這樣點點滴滴的溝
通和互動，形成彼此的信任
關係。 



• (二)親近與觀察，協助澄清與
表達 

• 小學的班級導師幾乎整天都待
在教室裡面，長時間與學生朝
夕相處，學生也很習慣回到教
室就會看見導師，導師就彷彿
學生在學校的爸媽，當師生建
立起親近的關係，發生了什麼
事，學生通常都會來跟導師報
告，從中可以發現許多人際互
動的關係和組織；同時，透過
平時上下課的觀察，如：課堂
上分組情形、誰只要一發言就
會引來其他同學的噓聲或攻擊，
或下課時三五成群遊玩的關係
情形、誰常坐在座位上、誰常
一個人活動…等生活細節，都
是導師了解與建構學生人際關
係的素材。從中，可以發現誰
需要多一些人際資源的支持和
人際技巧的協助，而有時一些
常態性的友好關係改變了，也
可能是老師需要適時介入、了
解的時候，因為許多霸凌事件
大都由兩三個人對一個人的
「微排擠」開始的，如果師長
能在情況惡化前介入處理，就
有機會能避免霸凌情形的產生。 

• 因此，導師從平時與學生的親
近及觀察中，可以得到許多學
生人際關係的訊息，即可介入、
教導許多人際互動的技巧，也
可以在一些可能發展為霸凌情
況的關鍵事時機中，適時的介
入，達到預防的效果。 

• 小學生很多時候還是懵懵懂懂，
對於行為的適切與否未必清楚，
人際界線的概念也很缺乏，很多
時候他們還在學習、還在試探人
際互動的方式，導師的介入就是
協助澄清侵犯界線學生的意圖，
教導可能成為霸凌者的學生調整
或改以適當的行為。同時，也教
導可能的受凌者如何表達與處理，
甚至有時得教導對於界線多次被
惡意的侵犯，當下即能有些必要
的防衛。以下舉例來說： 

• 大雄常常會從宜靜的後面拍她肩
膀，這總是讓宜靜嚇了一跳。宜
靜覺得很不舒服，因此向老師告
知此事，導師了解後表示會妥善
處理這件事，請宜靜放心，並教
導宜靜在被拍的當下即要馬上向
大雄表達不喜歡被從後面拍肩膀。
之後，導師另外單獨把大雄請了
過來，了解大雄行為的動機，大
雄覺得這是跟好朋友打招呼的方
式，不知道宜靜是不舒服的。導
師了解大雄的無心，澄清此舉反
而招致驚嚇，並機會教育性別知
識：男生拍女生的肩膀，在性別
界線上不太妥當。導師徵得大雄
想對宜靜道歉的意願後，請宜靜
過來，促使雙方和解，宜靜接受
大雄的道歉，並當場練習表達不
喜歡這種打招呼的方式。最後，
導師教導宜靜未來遇到類似狀況，
要立即直接表達，若直接表達無
效，則要告訴老師或尋求資源，
學習保護自己、捍衛自己權益。 
 



• 校園霸凌的產生常源於社會
學習，通常家庭為孩子的第
一個社會學習環境，學校則
為第二個。孩子在家中觀察
到、養成或被對待的人際互
動方式，往往會帶進學校此
系統來實驗其適用性或可用
性，當不適用或不好用時，
則會再調整或適應。 

• 當父母有過度溺愛、過度管
教或忽視等情形，往往孩子
也較沒有人際界線的概念，
父母或孩子也容易挑戰老師
所建立的規範，此時導師在
還未發生相關事情時，即採
取主動的方式，教導及示範
對霸凌行為的重視與反對，
如：這類事情我不希望發生，
如果你真的有遇到了，請你
要來跟老師說。有時，學生
會在課堂上立即發生「微排
擠」的狀況，如常規秩序或
課業表現較不佳的學生，常
會被任課老師提醒、責罵，
有些孩子見狀即會順便數落
幾句，若老師能即時指出
「要求、提醒他是老師的責
任，你們沒有權力可以罵
他」，學生則能更清楚老師
是公平處理事情的，每個人
都有權利，只要誰被欺負老
師都會在意，這樣的事情，
不分家庭背景、不分性別、
不分成績好壞都會得到重視。
具體及進一步的做法： 

• 督導建議：如要促使雙方和解對話，
應先找加害人來談，確認加害人想
對受害人道歉的意願，兩人達成共
識，才把受害人找來與加害人對話，
促使和解。如果沒有先跟加害人講
好，貿然把受害人找來談，只會讓
加害人覺得被羞辱，衍生後續報復
行為。 

• 原本活潑好動的小英，每節下課都
和三五好友會到戶外遊玩，突然有
一天下課時間，悶悶不樂坐在座位
趴著、眼眶泛紅，經老師深入了解
後，發現是因為感受到排擠不知如
何表達、處理，後來導師另找來其
好友們來了解情況，才發現是因為
好友不喜歡小英玩遊戲鬼抓人時，
都拍打他們很用力，其中一人便開
始要其他人都不要讓小英參與遊戲，
後來導師指出他們這樣的做法對同
學會造成的傷害，並教導可以先直
接跟小英出自己感受，聽看看她的
說法後看看是否有改善，當沒改善
時，可以再尋求老師的協助處理。
接著，老師再找來小英，讓她了解
好友的感受，小英恍然大悟，並表
示日後一定會控制力道。後來，老
師再找來雙方進行和解。像上述這
樣，好友間有一些誤會發生，若導
師能適時介入，協助處理澄清，能
給予很大的幫忙。同時，也可以此
為例，教導人際關係間可以有親疏
差別，但不能以排擠、攻擊等方式
造成惡意的傷害。 

• 二、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  (一)化被動為主動，言教與身教
並重 

 

 



• 1.主動教導：導師在平時的
教學中，透過影片、媒材、
繪本的宣導，公開的講述或
列舉一些霸凌的相關例子，
建立預防霸凌的觀念，也表
達對霸凌重視的態度。同時，
結合平時當學生有不當言詞
或騷擾、侵犯行為發生時，
試著澄清雙方的意圖和感受，
教導正確的觀念及行為，通
常班上的整體狀況就可以穩
定下來。 

• 2.身教示範：當班上發生霸
凌事件時，導師在處理狀況
告一段落後，透過公開的說
明處理過程，讓學生清楚感
受到身為導師對於此事的重
視，尤其是當家長過度或不
當介入處理時，導師此時示
範清楚的原則和採取堅定的
立場，更顯得重要。公開的
說明和示範，可以弱化原本
想從眾的人的行為、調整主
導的人的行為，更能提升受
害的人的勇氣。  

• 導師為為班級中相對有權力
的人，通常能發揮最多、最
有效的影響力。有時，對於
隱性霸凌，如孤立、排擠等
關係霸凌，有的受凌者擔心
說了會更慘、怕被報復而不
敢說，有可能導致隱性霸凌
進一步發展成為直接霸凌。 

• 這時候導師公開的宣示、教
導，則能達到預防的效果。
而對於有些受家庭影響仍根
深蒂固的孩子，當老師的影
響程度尚有限時，透過剛柔
並濟，澄清意圖、互換立場
同理感受，同時祭出法令，
還是能讓學生了解老師的界
線，和知道這是不被允許的
行為。總而言之，透過這樣
點點滴滴的累積，學生觀察
老師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信任關係就能建立起來。經
由公開的宣示、教導，與相
關事情處理的示範，學生會
清楚知道老師對這件事的重
視。對於可能的霸凌者會有
阻嚇效果，而對可能的受霸
凌者會有安心效果，也能發
揮減少旁觀者袖手不管或鼓
噪加入的作用。 

• 小丸子因為頭髮剪壞了，不
得已修成男生頭，被美環取
笑是男人婆，班長丸尾見義
勇為出面制止美環的行為，
美環記恨在心，於是在背後
散播小丸子跟丸尾在一起的
流言，中傷小丸子的形象。 

• 導師私底下找小丸子談這件
事，小丸子擔心說了更慘、
怕被報復而不敢說。導師向
小丸子保證經由她的同意才
會處理，導師的引導讓小丸
子說出自己的痛苦與委屈。 
 



• 導師找美環來談，了解美環
的想法。美環說「男人婆」
只是覺得小丸子髮型很像男
生，但她是女生，所以才叫
她男人婆，並無惡意，不知
道小丸子會有那麼大的反應。
導師反問「如果今天有人也
叫你男人婆，心中的感受會
是如何？」美環聽了不發一
語。導師教導美環正確的觀
念與行為，導師詢問美環想
不想繼續跟小丸子當朋友？
確認美環想要道歉的意願後，
才把小丸子叫過來，促使兩
人進行和解對話。上課的時
候，導師提到最近聽到有人
因為剪男生頭而被取笑男人
婆(兩人都坐在自己的位子)，
導師說明自己做了什麼處理，
機會教育「男人婆」、「小
白臉」帶有貶低的意涵，不
該拿來開玩笑。每個人身上
都有自己的性別氣質：陽剛
特質與陰柔特質多寡沒有絕
對的比例，女生可以很帥氣，
男生也可以很溫柔，我們要
接納自己也要欣賞別人，同
時也公開稱讚小丸子的髮型
很好看。小丸子從導師的處
理與稱讚恢復了自信，像以
前一樣跟同學打打鬧鬧，原
本的流言也就不了了之。 

 

• (二)與家長工作：心情同理、
立場同調、態度不卑不亢 

• 在學校場域中，有時會遇到家
長面對可能的霸凌事件，所採
取的態度是：自己的小孩打人，
想大事化小；自己的小孩只有
稍有損傷，就會立即興師問罪。
導師處理這樣的事情、面對這
樣的心態，身為中介者很重要，
本身不能有情緒或偏見，才能
包容萬象。 

• 面對想大事化小的家長，在與
家長溝通時，導師可以家長最
在意的：小孩身體健康與安全
顧慮為出發，喚起家長的重視。
對某於些態度強勢或認為沒什
麼大不了的家長，可以喚起同
理心的方式去說：「可能你以
為這只是小孩子在玩，如果反
過來，今天對方對你小孩做這
種事，你可以接受嗎？」有時
甚至要祭出法令，提醒對方家
長可能會或可以提告，來幫助
家長面對事情，更同理、理性、
客觀思考。 

• 而面對還沒明白事情的來龍去
脈，即情緒激動想傷人或想小
事化大的家長，或對老師、學
校不信任，介入、干涉、指揮
老師處理過程和方式的家長，
導師可以先嘗試同理家長的心
情，如「站在父母的立場，不
管誰的小孩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想都會跟你一樣的著急。」 



• 當家長的情緒被接住時，就較

能對老師採取信任的態度。有

時家長的態度仍然強勢甚至責

怪老師、要老師負起所有的責

任，或表示要去找校長、找議

員處理、揚言要提告，導師可

以態度誠懇且堅定的表示，請

家長先讓導師處理看看，如果

最後真的對處理的結果不滿意，

要如此做也不反對。此時導師

的態度要表現不卑不亢，才不

會讓家長覺得可以指揮老師，

很多時候家長會試探老師的界

線和對原則的堅持度，這時候

老師要展現不怕家長檢驗的自

信，並說明已公開的處理過程

及未來將處理的方式，來安頓

家長的心，讓家長採取合作、

一起解決事情的態度。整體而

言，在與家長溝通時，第一個

在心理上先靠近對方，讓家長

清楚知道自己的做法，告知如

果這個做法不行時，下個步驟

會怎麼做。重要的是，老師態

度不要覺得家長來找麻煩，試

著去同理他。當老師沒有一個

先入為主的情緒或刻板印象，

通常家長感受到老師積極處理

的態度，就較能冷靜下來，理

性面對事情，採取和老師合作

的態度。 

 

• 老師抱持著孩子還在學習、
探索，和家長一起合作處理
事情，面對各種不同的狀況
出現時，也較能迎刃而解。 

• (三)關注孩子的特質和脈絡，
而不只是他的外在行為 

• 因應社會越來越開放、多元
的風氣，老師得學會看見不
同孩子的不同特質，同時也
要引導學生學習看見自己和
同學的不同。 

• 如特質很明顯不同、具有的
ADHD孩子，在一段時間的相
處後，老師可以利用一個他
不在教室的時間，用學生年
紀聽得懂的比喻，說明他有
些身體的狀況，所以才會有
較難控制或需要常被提醒的
行為出現，而不是故意有這
些行為的，同時教導學生與
他相處或協助他的方法。通
常孩子能理解每個人都會有
生病、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較能同理和接納這位同學。
又如有些肢體障礙的學生、
外表較沒那麼整齊的學生，
在老師自己瞭解該生的成長、
生活脈絡後，也向學生說明
因一些該生自己無法控制、
無法決定的因素，因此，他
有了身體、外表上明顯的不
同，引導孩子能具備理解後
的同理心，通常孩子們就能
更接納和願意提供協助。 

 



• 而這幾年國中小綜合活動領域
課程綱要，有關性別平等教育
遭到愛家團體的抗議，其實家
長比較不能接受的是性愛方面，
因此在設計課程時，老師可以
先訂定自己的教學目標，思考
自己想教給學生什麼，例：讓
性別氣質明顯不同的孩子，不
要被排擠，接著再著手準備教
材與備課。小學生的觀念尚不
清楚，尚待釐清和建立，如氣
質比較陰柔的男生可能會被嘲
笑是gay，或把gay跟愛滋混淆，
這是常見的刻板印象，在課程
裡就要明確的澄清、教導：性
別氣質陰柔的男生不一定就是
同性戀，而同性戀是自然存有
的現象，就是一種性愛類別，
同時同性戀跟愛滋並無關聯，
不該拿來開玩笑。 

• 另外，有的小孩雖然看似弱勢，
卻因為某種生存需要或心理機
轉而容易去挑釁別人，抱持
「反正我本來就是可能被欺負
或要被照顧」的心態，此時就
需要被引導、調整，才不致真
的引來被霸凌或一種另類的霸
凌現象；而有些可能成為霸凌
者的孩子因家庭或媒體、其他
社會因素的影響，只學習到單
一、負面的行為模式，來滿足
自己內在的需要，不知道有其
他方式可以選擇，也需要老師
的澄清、引導。 

 

• 小學是人格養成的重要階段，
老師的態度跟立場，對小孩
子是很有影響力的。因此，
當老師能關注孩子的特質和
脈絡，而不只是外在行為，
則能以多元、正向的眼光，
有彈性的處理孩子的外在行
為且不傷及自尊；透過引導，
幫助孩子看見彼此的個別差
異；透過「善意溝通」與孩
子及家長對話，調整習慣、
導正行為。小小學生在老師
的循循善誘下，釐清自己行
為的意圖，以尊重的方式與
他人互動，學習接納、欣賞
彼此的不同，就不易出現霸
凌，而能平安、健康、快樂
的長大。 

 



貳、學諮中心觀點：系統合作資源介入 
       口述：紀佩妤  編輯：蔡易辰、紀佩妤 

 
• 一、臺中市教育局學諮中心簡介 

•  (一)服務內容 

• 臺中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生，經學校輔導室進行一、二級輔導後，評
估學生問題需進行三級預防輔導工作，個案需進一步轉介諮商或整合相
關專業資源進行協助者，可轉予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
下簡稱臺中學諮)共同進行輔導工作。 

 

 

圖片來源：臺中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網頁 



• (二)分區中心 

• 臺中學諮依據「學生輔導法」、「國民教育法第10條」及「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聘用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擔任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自106年8月1日起，臺中
學諮中心更分別設置「山、海、屯、中一、中二」5個分區中心，提供更
具及時性與可近性的輔導資源。 

 

圖片來源：臺中學諮簡介摺頁 



• (三)資源整合 

• 學諮中心的專業人員包含心理師
與社工師，心理師對與學生做深
入的心理會談，克服內在困難，
面對外在的挑戰，也能提供教師
及家長諮詢，共同幫助學生健康
發展；而社工師能以生態系統觀
提供多面向的服務，連結公私部
門資源，讓學生在校園中安心學
習。例如替家庭失依及生活和學
習適應困難而中途輟學的學生媒
合住宿型學校(學園)，包括本市
或鄰近縣市的資源如下： 

• 1.臺中市立善水國中小 

• 2.臺中市創路學園(台中市政府
教育局委辦) 

• 3.苗栗縣立建國國中分校慈輝班 

• 4.嘉義縣立民和國中學慈輝分校 

• 二、霸凌處遇經驗分享 

• (一)常見的校園霸凌 

• 霸凌行為具有三大特徵：(1)故
意的傷害行為、(2)重複發生、
(3)權力不對等(引自鄭英耀、黃
正鵠，2010)。常見的校園霸凌
可分成肢體霸凌、關係霸凌、言
語霸凌、網路霸凌、反擊霸凌、
性霸凌等六大類(姚清煇，2014)： 

•   1.肢體霸凌：有具體的行為表
現，通常也會在受凌者身上留下
明顯傷痕。 

•   2.關係霸凌：說服同儕一起排
擠某人，使弱勢同儕被排拒在團
體之外，或使他們的社會連結因
而中斷，而感覺被排擠。 

• 此類型的霸凌常牽涉到言語
霸凌，利用散播謠言，或是
排擠、離間某人來達到目的。 

• 3.言語霸凌：透過語言來刺
傷或嘲笑某人，包括辱罵、
威嚇、取綽號等，常是肢體
霸凌的前奏曲。 

•   4.網路霸凌：霸凌者利用
網路通訊軟體或社交平台(如：
FB、LINE、IG、Dcard)來散
佈謠言、中傷、嘲笑、辱罵
某人，受凌者除了自覺外，
有時必須經由他人告知，但
往往訊息早已廣泛傳播，其
傷害是更深更廣。 

•   5.反擊霸凌：霸凌者與受
凌者一線之隔。受凌者長期
遭受欺壓後的反擊行為，有
時則是為了報復，也有部分
受凌者會去欺負比他更弱勢
的人，這都屬於反擊霸凌。 

•   6.性霸凌：與性有關或對
身體部位的惡意嘲笑或評論
(如：太平公主、奈米屌、矮
冬瓜、大屁股)、對性取向的
嘲諷(如：男人婆、娘娘腔、
gay鬼gay怪)、傳遞與性有關
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如：
誰和誰有一腿)、身體上的侵
犯行為(如：偷看上廁所、偷
看換衣服、阿魯巴、摸胸部、
摸屁股、脫褲子、掀裙子) 



• (二)霸凌與性騷擾的關係 

• 1.相似點 

•  (1)霸凌跟性騷擾一樣，都是主
觀的感受。對某些人來講，你這
樣的言語/行為我不在乎置之不
理；但另一些人可能會受傷、會
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壓力非常大。 

•  (2)學生通常都會向導師求助，
導師也會就事件內容進行處理。 

•  (3)倘類似事件繼續重複發生，
受害學生可能會覺得跟老師反映
沒用，改以忍耐的方式去處理，
例如：再忍一個月學期結束就過
去了。 

• (4)加害學生通常是非志願個案，
缺乏諮商動機，要達成改變需要
較長的輔導時間；而受害者學生
通常認為事情過去就好，對於輔
導資源的協助常直接挽拒，其心
理所受的傷害是否能得到照顧與
復原也值得關注，可惜對被害人
輔導不具強制力，往往只能請教
學現場教師多協助留意其後續情
緒適應狀況。 

•  (5)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內容與「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大致相同
(李茂生，2017)。 

• 2.差異點 

•  (1)霸凌之所以會難以避免或解
決，是因為性侵害與性騷擾只牽
涉到加害人與被害人，而霸凌則
是一種結構性的人際關係。霸凌
通常會有四層結構(李茂生，
2017): 

• ①第一層：加害人 

• ②第二層：被害人 

• ③第三層：在旁鼓譟者，也
算是霸凌的主角之一 

• ④第四層：旁觀者，包括因
懼怕被捲入紛爭而採取敬而
遠之的態度，甚至是默認，
以及少數願意積極介入仲裁
的人。 

• 第四層的人是遏止霸凌事態

的關鍵性人物，只要處於第

四層的人對霸凌採取冷漠的

態度，並讓想要介入仲裁的

人得以插手，第三層的人就

不太容易鼓譟，事件就會轉

化為簡單的、個別性的欺凌

事件，而第一層與第二層的

當事人也不會因集團生活的

障礙，而受到巨大的傷害。 

• (2)「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係參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而制定，

也忽略了一般侵害權利案件

與結構性人際關係案件間的

區別(李茂生，2017)。 



 

• 性侵害與性騷擾有明確的加
害人與被害人，而霸凌的本
質並不存在於加害與被害的
當事人間，而是存在於(圍
繞著某事件的)整體人際關
係氛圍中(李茂生，2017)。 

• 霸凌比較像是家暴：加害人
與被害人的界線並不十分明
確，有時雙方是互為行為人。
曾經被欺負的學生，有很高
比例也曾欺負過其他同學
(林育聖，2017)。這挑戰我
們對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社
會大眾常想像受害者是很弱
的是毫無反擊能力的，這樣
的印象可能忽視了學生潛在
受傷的可能性，錯失阻止事
態繼續擴大的契機。 

• (三)建立系統間的信任與合
作 

• 校園霸凌事件的處理由學務
處主導調查事件的真相，輔
導室配合進行相關輔導工作，
當學諮中心進行介入，通常
是原本學校已提供5次以上
輔導，尚需進一步協助，或
是緊急危機事件事，教育局
也會要求學諮中心主動了解
學校的輔導需求。 

• 學諮中心的在當中的角色是
進行心理評估與相關輔導工
作，降低心理傷害的可能性，
並為後續心理復原做準備，
以今年4月媒體報導某國中
學生墜樓事件為例，便以危
機處理方式切入，給予關懷
與支持性輔導。 

• 考量學生的社會發展深受生
態系統圈影響，與家庭、學
校、同儕及社區有著密切的
互動，這些系統也彼此牽動
影響學生，霸凌事件發生後，
整體環境氛圍是處在很焦慮
的狀態，因此如何降低焦慮
取得信任及系統合作是學諮
中心介入霸凌事件的首要任
務，除了與學生本人進行個
別評估與輔導工作外，也會
依個案的狀況透過輔導室、
導師、家長提供間接性的服
務。  

• 受凌者輔導工作的進展常需
要保持適度的彈性，要尊重
學生與家長對於接受輔導的
意願，提供多元的選擇，讓
學生及家長能依照自己想要
的步調接受輔導資源的協助。 

 



• 學校老師十分尊重心理師的專
業，而導師支持的態度也會影
響學生來談意願。輔導學生之
後，我們會看重與學生的保密
約定，同時也會向導師說明我
們對學生心理狀態的評估及建
議後續需留意的地方。霸凌事
件的影響範圍不只有單一個人，
班級也是需要介入的重要場域，
在班級經營的部份我們需要充
份尊重教師專業與自主，結合
校園的輔導活動課程安排合適
的輔導，因為學生都在學校，
後續以導師、任課老師的觀察
與協助為主，通常我們會主動
告訴老師及學生我們還可以幫
什麼忙，歡迎老師未來若有需
求可以再跟我們進行諮詢與討
論。 

• (四)個別諮商的工作目標 

• 霸凌諮商輔導工作首要任務是
建立輔導關係，轉化來談者動
機，從非志願個案變成有改變
意願來談。來談者面對霸凌事
件通常有多重情緒感受，心理
師可協助其釐清其感受與想法，
鬆動固著的信念，促進改變的
可能性；除此之外也會評估其
面對事件衝擊的心理壓力與可
能風險，強化其人際支持系統、
增加自我效能感，以增加覺察、
改善情緒因應方式為諮商目標。 

 

 

• (五)修復式正義的新思維 

• 校園霸凌近來很被重視的議題，
我國訂有許多的法令規章及行
政程序讓學校在處上可以有所
依循，可惜的是此套操作系統
的重點往往著重在對事件真相
進行調查與釐清，而非事件發
生後雙方關係修復。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自101年起陸
續與臺中市地檢署、臺中市律
師公會合作，將「修復式正義」
精神引進校園，以同理心為基
礎，協助事件中的學生能夠覺
察並表達自己的想法、感受與
需要，在足夠的安全感下，也
能真正聽見對方的心聲，願意
承擔責任，修復彼此的關係。
修復式正義在校園中的應用包
含：班級經營活動、修復式對
話、對話圈、小型調解、修復
會議等，不論是導師、專任、
行政人員、專業人員，都能夠
在自己的職份上，營造更尊重、
更友善的校園氛圍。 

 

 



參、督導觀點：寂寞邊界你有我 
          口述：郭麗安   編輯：蔡易辰 

 

• 一、當事者迷，旁觀者清？ 

• 根據郭麗安、曾凱翎、李星謙(2014)針對236位高中生，144位大學生所
做的研究顯示(表二 )，高中及大學生在霸凌經驗比率上沒有達到顯著差
異。而有22.0%的高中生及大學生認為同志最容易成為霸凌受害者；
40.3%的高中生及53.5%的大學生認為「舉止娘娘腔的男生」最容易成為
霸凌受害者。透過卡方檢定(X2=6.307,p=.012<.05)，大學生比高中生顯
著認為「舉止娘娘腔的男生」容易成為霸凌的受害者，顯示出大學生對
陰柔男生的校園處境可能比高中生更敏感。此研究亦指出，高中生及大
學生最無意願提供協助的類型是性霸凌，只有15.3%的高中生及18.8%的
大學生會挺身而出。 

 

• 表二  高中及大學生在霸凌經驗之卡方分析摘要表  

 

 肢體霸凌 關係霸凌 語言霸凌 網路霸凌 性霸凌 

高中生 19.1% 77.5% 72.5% 28.0% 5.5% 

大學生 15.3% 84.0% 79.2 33.3% 5.6% 

X
2 

.885 2.351 2.147 1.227 .000 

 



• 如果我們以被害人也會反
擊，用兩方互為行為人的
概念去理解被害人，就會
落入傳統家暴的觀念：
「你不要多嘴，免得被
打」，告誡受害人不要刺
激加害人，而加害人就有
理由說：「我都是被迫動
手的」。當心理師聽到加
害者如此的描述時，需先
了解事件發展脈絡，並了
解：「很多受害者長期受
到言語、肢體、權力不對
等的家暴或是霸凌，最後
說了傷人的話，乃出自於
壓迫，是真的受不了的吶
喊」。所以如果我們同意
加害人的說詞，就等於我
們是默許者。霸凌有一個
要件，就是權力不對等，
既然權力不對等，你怎麼
可以怪弱者挑釁你？弱者
本就權力很低了。譬如，
一隻貓看到一隻老虎，貓
也會齜牙裂嘴想要自我保
護，老虎因此撲過去，你
怎麼能怪貓不想保護牠自
己呢？ 

• 傳統的觀念都會怪貓：
「你裝死就沒事啦！」但
我們處理霸凌，是希望老
虎退後，不要去傷害弱小
者。霸凌通常是強欺弱、
大欺小，異性戀欺負同性
戀，然後同性戀欺負跨性
別，它是一層一層剝削下 

• 來的。因此，受害人有可
能去欺負更弱小的人，這
不是互為行為人的概念，
而是代代相傳。若我們要
妥善處理霸凌，需了解
「權力不對等」所造成的
壓迫，才能輔導加害人理
解自己的行為與應負的責
任，輔導受害人恢復自尊
並賦能。 

 



• 此外，一般我們只關注加害人、
受害人，而忽略旁觀者
(bystander)的重要性。霸凌事
件發生時，通常有旁觀者在場，
而霸凌旁觀者可能是霸凌行為
的催化劑，也有可能阻止霸凌
行為的發生，端看所採取的行
為而定(曾莉婷、吳璧如，
2014)。亦即，旁觀者的行為，
會影響霸凌行為的持續與否，
若是在旁鼓譟(助勢者)，加害
人得到正增強，將使霸凌事件
更加惡化；若是置之不理或袖
手旁觀(局外人)，可能使加害
人認為自己的行為被默許而持
續；若是挺身而出或進行通報，
將能大幅降低霸凌行為所帶來
的傷害(陳利銘，2013)。郭麗
安、曾凱翎、李星謙(2014)研
究指出，「負面的旁觀者」對
受害人的傷害，比加害者對受
害人的傷害更大。所以如果導
師視而不見，或其他目睹者知
道卻裝做沒發生，甚至勸說：
「你就大器一點不要在意」，
我們將成為共犯，把受害人推
向寂寞邊界而不自知。因此，
我們應結合bystander的力量，
予以直接糾正，之後才通報。
如果旁觀者集結起來站在受害
人這方，霸凌行為將無法持續
下去。 

• 二、見義有為：社會正義諮商 

• 社會正義諮商是多元文化諮商
的核心，根據Goodman所提： 

 

• 「社會正義旨在創造一個資
源及機會都能均分的環境，
此環境可能是社區、組織或
校園。 

• 所有人在社會正義的環境中
都是安全的，他們的需求可
以被滿足，他們的潛能得以
發揮。社會正義的核心概念
是確保所有人的平等或公平，
以及感受到完全的被涵容」
(趙淑珠，2018)。 

• Goodman提出5點社會正義諮
商訓練方向： 

• 1.自我覺察 

• 2.了解他人並重視他人 

• 3.認知社會上的不公平現況 

• 4.發展能與不同生活經驗的
人有效工作的能力 

• 5.發展促進平等與涵容的能
力 

• 因此，社會正義諮商是一種
見義有為：遇到合乎社會正
義的事有所作為。舉例來說，
性霸凌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
見的語言與肢體暴力，對性
取向的偏見與性霸凌息息相
關。性霸凌仍有權力不對等
的關係，符合性別刻板印象
的男性或女性普遍被認為比
較有價值、有權力的異性戀
者相對於處於弱勢的同志，
這是隱藏的性別權力不對等。
試想：如果我的權力比你大，
你怎麼敢欺負我？在國中比
較多性霸凌現象，因為跟自
我認同發展有關。 



• 青春期性徵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特別會依著性徵去自我認
同自我的性別發展，看到沒
有走上這條路的人，不符合
主流期望的人，就很容易去
欺負別人、嘲笑別人，只有
站在主流位子的人有權力去
嘲笑別人，這是權力不對等。 

• 對心理師而言，倡導也是一
種能力。社會正義心理師需
具有領導者特質、策略性眼
光、有技巧蒐集資料的能力、
有勇氣表達等能力，更需要
透過人權的倡導，促進個案
的改變與維護專業的發展(葉
寶玲，2016)。也因此我們為
什麼要提昇LGBTQ的社會地位
及法律地位，因為你不提昇
的話，權力低落，他們還是
一生被嘲笑。 

•  (一)加害人輔導處遇 

• 1.建立關係讓個案放下防衛，
跟心理師談內心真實的感受。
此外，要注意「監獄型人格」
個案，為了要假釋/結案而表
現順從、討好，此時仍要處
理此類個案的防衛機轉。 

• 2.加害人可能會找各種理由
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心理
師要幫助當事人理解這個事
件的行為與責任，並為這個
行為負起責任，希望不再犯。 

• 3.輔導個案能為傷害別人的
行為做個了斷。 

 

•  (二)受害人輔導處遇 

• 1.幫助個案影響他們的生活
環境議題，而非僅關注在個
人身上，例如：環境的不友
善所造成的壓迫(趙淑珠，
2018)。通常受害人會有自責
與罪惡感，協助個案釐清這
不是他的責任，把傷害人的
責任還給對方。如果個案未
來願意為跟他相同處境的人
發聲，像葉永鋕的媽媽經歷
喪子之痛後，最後不僅可以
說出：「孩子，我們沒有錯，
錯的是他們」，而且她願意
為這件事站出來，她就是一
個最佳的典範。 

• 2.賦能(empower)。讓個案有
比較好的自尊心，能自我悅
納，以後能辨識哪些是好朋
友，哪些是壞朋友，並離開
壞的人際結構。讓個案有能
力抵抗、捍衛自己的權益，
包含：通報、尋求資源，知
道資源在哪裡。 

• (三)和解對話 

• 心理師如欲促使雙方進行和
解對話，提供4點注意事項： 

• 1.確定意願：加害人已理解
自身行為的責任，表達願意
道歉、賠償、負責任的意願。 

 

 



• 2.約法三章：約定加害人要
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與行為，
心理師才願意促成這件事。 

• 3.尊重意願：徵詢受害人意
願，心理師教導受害人如何
表達。 

• 4.何解溝通：加害人進行道
歉，受害人表達自己的想法 

• (四)與家長工作 

• 導師在處理霸凌事件、調查
小組在進行霸凌事件調查，
或心理師提供輔導時，家長
可能基於愛護小孩、對學校
的不信任等原因，而干預處
理過程。針對家長前來學校
2種情境，提供處理建議： 

• 情境一：家長不滿學校處理
態度，跑來學校大吵大鬧 

• ※建議： 

• 1.霸凌事件如已進入調查程
序，請承辦人不斷向家長說
明處理流程，一定會秉公處
理。 

• 2.如在調查期間同時進行加
害人/受害人輔導，而家長
要找承辦人及心理師談。輔
導中心要與學務處合作，學
務處不斷重申第1點事項；
心理師去理解家長的感受，
告訴家長不管是加害者還是
受害者，心理師一定都會保
全他們的福祉。輔導的倫理
就是，即便是加害者，當事
人的福祉是心理師最在意的，
協助家長理解輔導不是懲罰
的手段。 

• 家長不是被輔導的對象，不需要
講太多，建立禮貌及信任關係就
好。 

• 情境二、雙方家長互控傷害，揚
言提告，導師不知如何處理，請
求輔導室協助 

• ※建議： 

• 1.學校不需要協調雙方家長衝突，
他們可以依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 2.心理師不需要輔導家長促使理
性溝通。 

• 3.如果有一方家長想要道歉，但
另一方不聽，希望學校協調對話
的平台，才去評估符不符合心理
輔導或健康的原則，才由導師去
協調。一定要弄清楚見面的目的，
不要界線不清楚就去做這件事情。 

• 三、我有我的霸免權 

• 葉永鋕提醒了我，在任何情況我
都可能成為某種少數，所以我更
要用同理心去愛任何我身邊的人。
這首歌獻給他，也獻給所有曾經
認為自己沒有選擇的你，你一定
要選擇你自己  ～2019金曲獎年
度歌曲獎「玫瑰少年」蔡依林得
獎感言 

• 老師身兼教育與輔導角色，防制
性霸凌，你可以這麼做： 

• 1.課程融入性霸凌教材 

• 2.支持/成立性別社團 

• 3.重視校園安全 

• 4.鼓勵學生探索情感，並勇於面
對失敗 

• 5.賦能弱勢性別學生 

 



• 2.發行LGBTQ相關刊物，增加
學校對跨性別者的友善。 

• 3.與學校性別社團合作辦理
相關活動。 

• 3.強化小玫的自我概念，不
病理化他。 

• 4.幫忙小玫連結資源，介紹
學校性別社團活動，讓他/她
覺得不孤單。 

• 五、非常關係  

• 作者：林詠昌 

• 高中校園霸凌較常為關係霸
凌及網路霸凌，棘手的是兩
者合而為一。 

• 曉明是個體貼細膩的孩子，
喜歡跟同學相處，因為具有
影響力，也很樂於助人，而
被選為班長。也因為重朋友，
幫同學慶生，希望把善念、
歡樂帶給大家。在曉明信念
理面，沒有過不去的事，總
是很積極樂觀看待外界的事
物。 

• 一天早上來校，曉明發現班
上同學突然對自己很冷漠，
曉明也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問同學也得不到回應與答案。
當天就發現班上有十幾個同
學同時退出Line群組，曉明
感到非常驚訝、擔心與困惑。
曉明一直希望知道到底發生
什麼事，後來有同學在網路
上批評曉明「如果妳連自己
做錯什麼都不知道，那真是
無可救藥」。 

 

• 6.開放並分享自己的性別想法 

• 7.勇於檢舉、責任通報 

• 8.阻止加害者，轉介諮商輔導 

• 9.安慰受害者，陪伴學生從性
別事件中復原 

• 10.參加相關研習，提昇霸凌知
能 

• 11.讓學生建立反霸凌從自身做
起的觀念。當目睹霸凌時，應
出面制止或報告師長，鼓勵學
生跨出第一步，藉以消弭旁觀
者效應及責任分散效應(陳利銘，
2013)。 

• ※電子資源：我有我的霸免
權—反罷凌聲援計畫
http://bullystophere.com/in
dex.html 

• 四、寂寞邊界你有我 

• 小玫是大一新生，因為穿著不
男不女、又男又女的服裝，在
校園中走動，常受到異樣眼光，
在班上也沒什麼朋友。一學期
過去了，小玫變得越來越不快
樂，因而尋求諮商。 

• 想一想 

• 1.這些異樣眼光，屬於性霸凌
嗎？ 

• 2.這些異樣眼光太多了，小玫
沒辦法控訴是誰，心理師該怎
麼協助小玫？ 

• 輔導策略 

• 1.屬於性霸凌，加害人對象不
明，這是校園文化的問題。心
理師可以辦更多校園活動，讓
校園的人更認識跨性別。 



• 霸凌事件對曉明的影響 

• 曉明每天要來學校，都會感到
很焦慮，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
什麼，讓同學有如此的反應與
敵意。曉明覺得困惑，過去自
己曾經對他們付出很多，怎麼
突然翻臉不認人？對同學感到
害怕，曉明表示，自從事件發
生後，只要一點事情，同學表
情不太好，她就不斷到處跟同
學道歉，深怕被同學討厭，覺
得自己變得很卑微。 

• 曉明覺得過去是班上核心人物，
即使是不太熟的同學對她的態
度也都蠻好的，但自從事情發
生後，跟班上同學相處感到格
格不入，變成班上的邊緣人，
同學跟她講話時，態度也變得
比較貶抑，曉明感到很難過，
深深感受人情冷暖的差異。 

• 經過這件事，曉明對人感到防
衛與退縮，不喜歡來學校、經
常請假，或是不太想進班上課，
有憂鬱的狀況，注意力無法集
中，上課經常腦筋空白，成績
一落千丈。 

• 輔導處遇的難 

• 輔導老師嘗試想入班輔導，或
是希望找班上幾位霸凌加害者，
但曉明都拒絕，一方面曉明覺
得對這些同學都還有情份，不
希望節外生枝，另一方面擔心
加害者報復。輔導老師只能請
導師協助從旁與霸凌加害者懇
談，但效果有限。 

 

• 想一想 

• 1.如果你是心理師，接到學校
輔導室的轉介，你會蒐集哪些
資料、與哪些人對話，以了解
事件脈絡，進而幫助曉明呢？ 

• 2.受凌者擔心被報復、繼續被
霸凌是很常見的心理困擾，心
理師如何透過再保證，取得曉
明的信任呢？ 

• 3.心理師該如何處理加害者？ 

• 輔導策略 

• 1.輔導老師與導師共同合作，
先再保證讓曉明理解：我們絕
對不會讓加害者報復她。 

• 2.從十幾個人裡面找key 
person，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十幾個人理解，即便是有人
做錯了事情得罪同學，但是用
集體的方式去孤立一個人，這
些方法是不對的。 

• 3.在做的時候要非常小心。要
看輔導老師夠不夠堅強，跟訓
練完不完整。 

• 4.要系統內的合作，要入班輔
導，要跟加害者保證，要找加
害者來談發生什麼事情，然後
也鼓勵加害者要說出對別人的
不滿，但是不能用霸凌的方式
去傷害別人。如果這件事情不
處理，未來在工作上也會遇到
同樣狀況，全辦公室聯合起來
孤立一個人，這是不對的事情。
輔導不能變成是非不明。輔導
老師不是一個輔導者而已，還
是一個老師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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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資訊 

• 108年5月19日，本會與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
理學系共同主辦繼續教育課程「長期照顧之家庭照
顧者心理支持」，（講師：陳瑛治 副教授）。 
 

• 108年7月14日，本會與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
理學系共同主辦繼續教育課程「親密關係暴力非自
願案主介入與處遇」，（講師：黃柏嘉 諮商心理
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