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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談也談也談也談社會變遷下的校園霸凌社會變遷下的校園霸凌社會變遷下的校園霸凌社會變遷下的校園霸凌    
    

台大社會學系台大社會學系台大社會學系台大社會學系薛承泰薛承泰薛承泰薛承泰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如果說「霸凌」是來自英文 bullying 的諧音與字義，那麼採用「暴凌」或

許還更傳神，因為我們在乎的是眾「暴」寡與強「凌」弱，也就是體力強者欺侮

弱小以及以多欺少，最常看到的兩種現象。 

 

    在過去（民國 40-70 年間）高生育率的年代中，家庭裡不只是小孩多，鄰里

之間小孩之間的互動也較為頻繁，對象則包括兄弟姐妹、親戚、鄰居、同學…等，

可以說是多元同儕且互動頻率高。隨著社會變遷，居住環境的改變與少子女化，

現代的小孩相較之下，家庭與社區已非同儕互動的主要場域，學校即成為重點場

域，對象當然就是同學；並且因電視、電腦、網路…等資訊工具的普及，加上家

庭的核心化、雙薪父母、單親與隔代家庭的出現，孩童對於實體的人、事、物的

互動時間也相對減少許多。以上僅以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學生、決策者與政策對

象，作為對照，指出兩個不同世代環境的變遷，孩童成長過程中「社會化」的情

境與機制有了轉變，我們對「霸凌」的解讀也應作些調整。 

 

    儘管如此，「強凌弱」與「眾暴寡」現象並沒有因為社會變遷而消失，不同

的是呈現的方式與內涵。在過去的社會，小孩在學校、鄰居、以及自己家中，都

有可能在同儕間產生糾紛、衝突或意外，相信這是大家都有過的經驗。例如，在

家裡哥哥姊姊欺侮弟弟妹妹，在學校個子大的欺侮個子小的，這種「強凌弱」現

象相當普遍，如果要界定為「霸凌」，那麼處處皆是，也時時在發生；也因此，

作為父母也隨著子女的成長累積不少管理與處置「霸凌」的經驗。近年來近年來近年來近年來，，，，當這當這當這當這

種種種種「「「「強凌弱強凌弱強凌弱強凌弱」」」」在家庭與社區中逐漸式微在家庭與社區中逐漸式微在家庭與社區中逐漸式微在家庭與社區中逐漸式微而凸顯而凸顯而凸顯而凸顯出出出出校園校園校園校園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只要發生事件只要發生事件只要發生事件只要發生事件，，，，

父母因經驗缺乏而惶恐父母因經驗缺乏而惶恐父母因經驗缺乏而惶恐父母因經驗缺乏而惶恐，，，，學校當局與老師也學校當局與老師也學校當局與老師也學校當局與老師也往往因往往因往往因往往因「（「（「（「（被創造出的被創造出的被創造出的被創造出的））））與論與論與論與論」」」」而而而而成成成成

為為為為「「「「問題的焦點問題的焦點問題的焦點問題的焦點」」」」；；；；不不不不只是只是只是只是小孩嬉戲所發生的意外傷害或是小孩嬉戲所發生的意外傷害或是小孩嬉戲所發生的意外傷害或是小孩嬉戲所發生的意外傷害或是反覆發生反覆發生反覆發生反覆發生的的的的「「「「強凌弱強凌弱強凌弱強凌弱」」」」，，，，

都會被概化為都會被概化為都會被概化為都會被概化為「「「「校園校園校園校園霸凌霸凌霸凌霸凌」」」」，「，「，「，「尊師重道尊師重道尊師重道尊師重道」」」」的教條也在的教條也在的教條也在的教條也在排山倒海的壓力排山倒海的壓力排山倒海的壓力排山倒海的壓力下逐漸崩解下逐漸崩解下逐漸崩解下逐漸崩解。。。。

其結果其結果其結果其結果，，，，學生間的霸凌事件沒有減少學生間的霸凌事件沒有減少學生間的霸凌事件沒有減少學生間的霸凌事件沒有減少，，，，不少不少不少不少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卻卻卻卻成為成為成為成為「「「「心理心理心理心理霸凌霸凌霸凌霸凌」」」」的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受害者。。。。    

    

    「眾暴寡」是另一種常見的「霸凌」，過去最常發生在校與校、班與班、鄰

里與鄰里之間小孩打群架，或是落單者被一群人追打的情形；如果是偶發事件，

或許問題不大，如果一再發生或發展成「世仇」式的衝突，那就是嚴重的「霸凌」

與治安問題。值得注意的，過去的「眾暴寡」通常發生在以「地域」作為勢力範

圍所產生的衝突，一旦居住型態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而改變，地域的疆界感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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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這一類的「霸凌」事件將逐漸退去。反觀當下的校園，雖然減少了傳統式

的「眾暴寡」，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組織的「黑幫」進入了校園，這樣的「眾暴寡」

不一定是看得到的「一群人」或「地盤疆界」，而是隨時會出現的威脅或惡勢力，

叫人防不勝防！當然，這種霸凌行為已經是涉及「校園安全」與「治安」的層級，

或許不是很普遍，真正令人擔憂的，乃是蔓延與滋長的過程當中，並不容易察覺

背後是否有這股惡勢力的存在？ 

 

    前述對於當前「校園霸凌」現象的解讀，顯示出社會變遷下，家庭與學校面

對「霸凌」在經驗與思維上的轉變；此外，作為「校園霸凌」主體的學生，若要

透過輔導或再教育的方式來減少事件的發生，又該注意什麼呢？對一般學生而

言，校園中較為常見的「霸凌」，仍是以同儕互動當中所產生的不當行為（大部

分不是有意的），而導致有人身心受創！因此，如何讓孩童在嬉戲中存在「避免

意外」或「傷害他人」的思維，是重要課題。筆者特別指出，現代小孩現代小孩現代小孩現代小孩和其父母和其父母和其父母和其父母

一樣都一樣都一樣都一樣都缺少學習缺少學習缺少學習缺少學習認識認識認識認識「「「「霸凌霸凌霸凌霸凌」」」」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舉一個過去的例來說，年紀較小的小孩若

遭受哥哥欺侮，父母隨時會制止或處罰哥哥，以顯示行為的不該與不當；而當這

位欺侮弟弟的哥哥，看到弟弟被外人欺侮時，哥哥通常不是幫外人，而會來保護

弟弟，…，而這位弟弟，有一天會也成為哥哥，…，這就是從環境中學習「同理

心」，認識了霸凌！今天愈來愈多的小孩沒有這樣的環境，反而在虛擬世界中看

到太多可以隨時 PK 的虛擬生命（可能是兔子、小貓、小狗、…人）。在虛擬世界

中，生命可以創造並重來過，而且不會有傷痛的感覺；久而久之，看到實體生命

時，即可能好奇去 PK 一下，一個生命就可能在這種好奇心驅使下受虐甚至消逝，

他們或許還不知道這是「虐待」，遑論對生命的尊重。「只是好奇，好玩麼！」，

這就是最常見的「霸凌」！ 

 

    減少當前的校園霸凌現象，免不了要怪罪「教育出問題」、「家庭也有責任」、

「大人世界錯誤示範」…等。本文不打算涉入制度性的討論，純只就社會變遷觀

點來解讀當前的校園霸凌，特別呼籲特別呼籲特別呼籲特別呼籲「「「「返璞歸真返璞歸真返璞歸真返璞歸真」，」，」，」，讓還子們多接處實體世界讓還子們多接處實體世界讓還子們多接處實體世界讓還子們多接處實體世界以以以以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來減少霸凌現象來減少霸凌現象來減少霸凌現象來減少霸凌現象！！！！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回到過去的環境，但至少

目前還存在一些選擇。例如，當下有許多家庭小孩缺少同儕互動，請家長帶著子

女去建立一些鄰里關係，不僅家長間可發展守望相助關係，也讓小孩多一些同儕

互動機會。現代的家庭小孩生得少，老人可增加得快，也讓小孩多和祖父母相處，

瞭解歲月在生命中所刻劃的痕跡。這些例子都應該是「人生」的一部分，筆者認

為，要讓校園中的輔導或補救措施發揮功效，請同時考慮一些根本而且近在咫尺

的事事事事！！！！我們不能去禁止孩童間的互動我們不能去禁止孩童間的互動我們不能去禁止孩童間的互動我們不能去禁止孩童間的互動、、、、遊戲或好奇遊戲或好奇遊戲或好奇遊戲或好奇，，，，但可以但可以但可以但可以透過身教透過身教透過身教透過身教來協助他們來協助他們來協助他們來協助他們

在成長中建立對弱者的同理心在成長中建立對弱者的同理心在成長中建立對弱者的同理心在成長中建立對弱者的同理心，，，，認識認識認識認識生命的可貴生命的可貴生命的可貴生命的可貴！！！！    

 

    人類文明最珍貴之價值在於從「弱肉強食」進化到「濟弱扶傾」，可是經過

了數萬年，人類雖有相當的進步卻未曾普遍實踐此價值，其中最諷刺的，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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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一次規模大、毀滅性高的戰爭。從微視面來看，人有身材體力之差，也有貧

富貴賤之別，前者是生物性，後者則為社會性，不分地域與時間，都一直被視為

「強」與「弱」的基本判準。為了維持群體生活的穩定與和諧為了維持群體生活的穩定與和諧為了維持群體生活的穩定與和諧為了維持群體生活的穩定與和諧，，，，人類發展出人類發展出人類發展出人類發展出「「「「道道道道

德德德德」」」」來規範彼此之間的行為來規範彼此之間的行為來規範彼此之間的行為來規範彼此之間的行為，，，，並在不同的時空裡發展出一些並在不同的時空裡發展出一些並在不同的時空裡發展出一些並在不同的時空裡發展出一些「「「「價值價值價值價值」」」」與與與與「「「「典範人典範人典範人典範人

物物物物」，」，」，」，讓人們有較具體的目標去學習讓人們有較具體的目標去學習讓人們有較具體的目標去學習讓人們有較具體的目標去學習。。。。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張與繁複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張與繁複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張與繁複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張與繁複，，，，光憑道德已光憑道德已光憑道德已光憑道德已

無法維持社會的穩定無法維持社會的穩定無法維持社會的穩定無法維持社會的穩定，，，，於是我們需要於是我們需要於是我們需要於是我們需要「「「「律法律法律法律法」，」，」，」，用較精準的文字來規範人群間的用較精準的文字來規範人群間的用較精準的文字來規範人群間的用較精準的文字來規範人群間的

「「「「權利權利權利權利」」」」與與與與「「「「義務義務義務義務」。」。」。」。今天，當我們發現這些規範面對今天的「校園霸凌」都逐

漸尙失其功能時，不妨想想就在我們身邊就要被遺忘的在我們身邊就要被遺忘的在我們身邊就要被遺忘的在我們身邊就要被遺忘的「「「「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一起來重建這一起來重建這一起來重建這一起來重建這

些基本價值些基本價值些基本價值些基本價值，，，，讓後代多一點機會學習讓後代多一點機會學習讓後代多一點機會學習讓後代多一點機會學習「「「「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