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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時事新聞評論教育時事新聞評論教育時事新聞評論教育時事新聞評論 3333                                

「「「「去問題化去問題化去問題化去問題化」」」」防範校園霸凌防範校園霸凌防範校園霸凌防範校園霸凌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    

                           北政國中校長北政國中校長北政國中校長北政國中校長        高松景高松景高松景高松景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校園霸凌行為其本質是一種「不健康的人際關係」，國際社會所努力的目標

是將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降至可「容忍」的範圍，而以「零容忍」為願景。根

據教育部 2009 年委託國內學者所進行校園霸凌現況調查結果：指出國、高中職

校男生遭霸凌比率達百分之十四點四，比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的國際平均

值百分之十一還高；因此，這正是學校對霸凌宣戰的時刻。 

    為了有效預防校園霸凌我們應當要有怎樣的創新思維呢？首先我們得承認 

大人的世界觀與青少年的世界觀不同，暫時寬容青少年的不成熟的認知。校園霸 

凌就像塗爾幹所說：「犯罪是社會的正常現象」一樣，絕大多數霸凌行為是團體 

運作可能會產生的動力過程，陪伴學生經歷問題、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讓學生 

在健康人際關係的找出路，學生才能成熟長大的一天。全球公認教育品質最佳的 

芬蘭教育，其對校園霸凌採「去問題化」的觀點，相當成功且深具教育意涵。本 

文我們將分享此觀點，此外我們認為導師能即時處理班上霸凌事件更是防制的 

關鍵，因此我們將提供導師在處理霸凌應有的具體做法；最後從「霸凌三階論」 

提出「旁觀者捍衛正義的垃圾車法則」進行全校反霸凌活動。 

 

貳貳貳貳、「、「、「、「去問題化去問題化去問題化去問題化」」」」的的的的校園校園校園校園霸凌霸凌霸凌霸凌防制觀點防制觀點防制觀點防制觀點    

何謂「去問題化」呢？簡言之，就是把學生在校園中可能發生的霸凌行為，

視為成長過程中所應學習的「成長課題」，強調應教導學生增進人際關係及解決

人際衝突所需的各種「生活技能」，例如：維護自己情緒健康所需要的「自我察

覺」、「情緒調適」「抗壓能力」及「自我管理」等技能；又如維護人際關係健康

所需要的「同理心」、「有效溝通」、「自我肯定拒絕」及「解決問題」等技能。 

    「去問題化」可讓我們避免因「過度反應」所產生「忽略」或「逃避」行為，

而能以積極態度去正視「校園霸凌問題」，竭盡教育專業知能去找到有效的教導

方法。因此，我們希望社會大眾及大眾媒體能信任學校，勿過渡渲染學校霸凌事

件；希望上級教育行政能適時給予學校為教導學生學習健康人際關係所需要的支

援（例如：增編專任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應採外加，而非併入學校教師員額。） 

讓學校得以發揮教育專業來解決教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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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為何國中生易發生霸凌為何國中生易發生霸凌為何國中生易發生霸凌為何國中生易發生霸凌？？？？    

本文特別提出校園霸凌採「去問題化」的觀點，是因為發生在校園的霸凌行

為，往往是青少年對自身新的社會角色的探索與尋求同儕間的地位所造成，這個

現象在小學至中學的過渡階段尤其明顯。此外，造成國中生易發生霸凌行為，另

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國中生較國小生有冒險及實踐能力：國小會想欺負人，但行為能力不夠。 

（二）國中生的次文化：受同儕影響，怕不一起欺負人，會無法被接受成為一份

子（例如：有男孩白天一起欺負同學，晚上打電話致欠）。 

（三）高中生較能理解認知問題，自我管理能力佳。 

此外，因為青春期早期的國中階段青少年對於某些受害行為缺乏同情心，導

致中學時期的青少年同儕文化，比其他發展階段（小學或大學），更容易將攻擊

性行為視為沒什麼大不了的。還有證據顯示攻擊性強的青少年常是同儕網絡中的

核心成員。即使是所謂的「好學生」也可能低限度的運用或包容攻擊行為來試探

新的社會角色或挑戰成人宰制的社會規範。 

參、導師如何處理霸凌的受害者與加害者？ 

      霸凌事件貴在第一時間的處理，導師在處理班上霸凌學生應有認知： 

（一）國中生認知不成熟（對許多事情及行為其思慮不周）（高中生相對認知成

熟、表達能力好） 

（二）對國中生講許多話，他也覺得有道理，但回去後就是做不到。故對國中生

的教導企圖要不同，不要想一次改變完成。 

（三）國中生願意向您求救，其實他冒很大險（老師是會怎樣看待我）（導師與

輔導老師處理角色不一樣，學生不必擔心其密被輔導老師之道） 

    當學生向您表示同學都不喜歡他時，導師可以依下程序處理：（1）要先同理： 

不要馬上去給意見（因這是主觀感受），老師可用關懷同理的口吻說：「被排斥是 

很不好的經驗」「「「「你受委屈了你受委屈了你受委屈了你受委屈了！！！！你是如何做到讓自己調適呢你是如何做到讓自己調適呢你是如何做到讓自己調適呢你是如何做到讓自己調適呢？」？」？」？」（2）協助建立其 

支持系統：當你感到被排斥時，你會找誰協助傾吐呢？協助建立其支持系統。（3） 

提高學生對人際的觀察力例如：（1）正確解讀人際互動語言：當他講這句話時， 

你是如何解讀呢？（Ps.有些是家庭因素，如封閉，解決問題能力差）（2）協助 

人際分類：請講講最排斥你的 10 人人人人、、、、最不排斥你的 10 人人人人，，，，分層兩類，可協助其 

建立視野，發現班上天使同學。（3）做角色扮演：老師演他，他演老師，學習如 

何與人講話（因他自我價值感差） 

對於喜歡捉弄人的加害者，可採取「公開的事公開處理的原則」：1.可用心 

理劇的團體輔導策略，將班上分 6 組（受害者、加害者、受害者家長、導師、上

帝、旁觀者，最好由受害者演加害者，以擴充其經驗）。用 A4 紙抽籤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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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情境。2. 情境：一個霸凌，請雙方來演，再來請導師出來，家長出來…..，

最後目堵的同學，整行動劇完後。3.請每位同學，寫出你目堵的同學被霸凌，你

內心的感受（三個），丟入箱子，老師一一朗誦。 

4.青春期孩子，不會因道德勸說而改變，要讓他看待自己行為。讓其對此行為更 

有「覺知」（你捉弄人不會受人尊敬，其自我中心）（捉弄人不會讓人獲得快樂） 

 

肆肆肆肆、、、、倡導垃圾車法則捍衛正義倡導垃圾車法則捍衛正義倡導垃圾車法則捍衛正義倡導垃圾車法則捍衛正義    

警察大學鄧煌發教授指出：霸凌是指 1 個或多個學童，對其他 1 個

或多個學童間重複發生的負面行為；如此的負面行為可能是直接以肢體

上或口語上的強力，例如：打、踢、揶揄、嘲諷；也可能是以間接的方

式，例如操弄友誼，或故意使被害學童無法參加活動；而且，在霸凌者

與被霸凌者之間，存有力量失衡的實際狀況或主觀的知覺感受。」此一

過去傳統之用法，只注意到霸凌者──被霸凌者之間關係的「霸凌二階

論」定義，晚近有關霸凌行為的理論，漸漸改採所稱「霸凌三階論」(霸

凌者──旁觀者──被霸凌者之間關係) 

「霸凌」屬於一種社會正常之團體動力之行為表現，主要發生在校

園環境之內，較強之一方(含個體、團體)在其所處社會旁觀者積極、消

極態度容忍下，以重複、負面、強暴之力量強迫壓制較弱一方(含個體、

團體)，手段尚擴及網絡(電腦網路、電信通訊等)之溝通上，藉以改變團

體動力之權力結構，藉以獲取社會酬償之謂。 

因此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旁觀者的態度將成為霸凌者下手與否之

重要關鍵，誠如西方俗諺所述──「霸凌者只肆行旁觀者同意之行為」；

如果旁觀者當下未做出任何反應，或放任不管，甚至表露支持、贊同、

喝采之態度，霸凌事件即從而發生；如果旁觀者以委婉勸解或「打圓場」，

甚至嚴厲拒斥的堅決否定的態度反應，霸凌事件即可能終止。因此，兼

涵霸凌者、被霸凌者、旁觀者等三身份的「霸凌三階論」，遠較忽略旁觀

者關鍵角色的二階論為適切，尤其在防制校園霸凌事件，正確教育旁觀

者表達出正確合宜的態度，是遏止霸凌行為之良方。 

專研「垃圾車法則」二十年的大衛‧波萊（David J. Pollay）指出：霸凌

者往往因累積許多負面情緒垃圾，因而產生霸凌行為。因此倡導霸凌者

「向垃圾車說不！」的宣言：「我不是垃圾車，我不收垃圾，我也不丟垃圾給

別人 

，我要微笑、揮揮手、祝福它們，然後繼續往前走！並倡導霸凌事件的旁觀者 

當看到有霸凌行為時要發揮正義感，高喊「垃圾車！垃圾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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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學校有責任提供學生免於恐懼的學習環境，陪伴學生教導學生如何避

免成為霸凌的加害者與被害者；這需要學校的校長們能對校園霸凌仍採

取新思維，用教育專業來解決教育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