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凌議題在近年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民眾對於霸凌
的定義以及預防霸凌的方法都有基本的常識，但是為何霸
凌問題仍然存在於校園之中，甚至隨著網路的便利性及普
及化後，從現實生活中衍生至網路世界。

本組藉由實務工作中的觀察及經驗整理，發現真正的
原因並非出自於宣導不足，相關單位持續、用心地傳遞正
確的觀念，但是心智尚未發展成熟的孩子，與同儕互動時
不懂得區分輕重，或是社交技巧不足，容易忽略打鬧及玩
笑的行為已構成霸凌要素，亦有可能身處在同儕團體中，
為了情義相挺、受到同儕壓力，出現從眾行為或是淡化霸
凌問題的情形，而對他人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也為此負
起法律責任。 

本期少輔簡訊邀請曾任高中老師、教育部政次秘書，
現任以色列幼教老師及教育專欄作家吳維寧老師，透過生
活案例及教育的觀點分享處理霸凌事件的重點，來幫助孩
子強化人際互動技巧，防止霸凌再度發生；此外，提供家
長處理霸凌事件的原則，了解加害者、被害者、旁觀者的
心理狀態及人際問題，來檢視孩子慣用的人際溝通模式，
並學習正向語言，教導孩子分辨玩笑和霸凌的不同，提供
走出霸凌循環的練習方式，以及相關法律常識及求助管道。

本期的簡訊內容精采實用，讓我們一起反思，學習尊
重自我與他人，營造出友善、接納的環境，共同來終止霸
凌喔 !

導  讀

姪女安安是個 16 歲的青少年，個性有些害羞，又有些自傲。她不擅於社交，

從小就講起話來就帶點刺。父母雖然有些擔心，但他們本身事業很忙碌，但偶爾

也會協助邀請安安的朋友來家裡玩耍和聚餐，安安也沒有什麼情緒上的大問題。

這個害羞的女孩兒，16 歲時交了第一個男朋友蓋亞，對方卻是學校名人，

會運動又會唸書。以色列公立高中校風開放，孩子談戀愛並不會讓學校或家長反

對。安安的父母帶著她和男方的父母會面，這段戀愛算是在雙方父母的同意與監

督下進行。談起戀愛的安安生命突然粉紅綻放了起來，總是笑容滿面，偶爾蓋亞

有空不練校隊時，也會陪著安安上下學或在校園裡散步，讓許多同年紀的小孩們

很羨慕。

交上學校名人，不免引來妒嫉，甚至為安安惹上從來沒有想過的麻煩。

安安班上有幾個女同學很喜歡蓋亞，從他們交往的第一天，安安就開始聽到

班上女同學無時的冷嘲熱諷。安安又不是個知道如何處理這樣問題的小孩，也就

常常用更難聽的話回了回去。一天下課，安安自己回家的路上被這些女生圍了起

來，要求她和大家道歉，並且和蓋亞分手，不然會讓她好看。她們更是在肢體上

推擠安安，威脅她要「像個大人」自己解決，不可以去和老師與家長告狀。

受驚嚇的安安回到家裡哭了一大場，雖然腦子裡卡著對方說「要像大人一樣

自己解決」，但因為和父母關係良好，在父母發現她情緒不對後的詢問下，還是

跟父母說明了狀況，但懇求父母不要和校方以及對方父母對質。

就算抱著「兒孫自有兒孫福」，「小孩過了 13 歲成年禮就是大人」想法的

安安父母，聽完安安的敘述後瞭解到他們必須介入處理這件事。

但要如何處理這件事？從那裡開始處理呢？這種事情介入不當只會引來更

多的反彈，以及安安在班上更艱難的處境。而父母也不能 24 小時都牽著安安的

手，必須要想辦法給安安一些能力和技巧，讓她可以面對這樣的霸凌！

第一步，他們詢問安安在和這些女同學的溝通上，她最害怕的是什麼？

「她們有 3 個人，我只有 1 個人，被圍住時我很害怕」安安這麼說！

安安爸告訴安安：「她們要妳像個大人一樣的解決，妳就先讓自己在面對暴

力上有像大人一樣的能力。以色列防身術強調以弱擊強，以寡制眾。現在不上，

妳進了軍隊一樣要學，先去學。當妳知道妳有能力面對幾個人可能的潛在肢體攻

擊時，妳會比較自信！」

「我們相信霸凌和被霸凌兩方都是需要被協助的小孩」安安的父母這樣告訴

校方，「我們很生氣，很擔心，很著急。但肢體與口頭的暴力都必須被制止！」

導師與諮商老師非常同意安安父母對於這個事件的想法，他們決定加快處理

他們之前的衝突，並把這件事朝著「妳們那天圍堵住安安被路過的學弟妹看到了」

的方式來跟這些女孩對話。

「這 3 個女生各自有各自的家庭與情緒問題，我們會分別處理。」諮商老

師說「但這件事情上，很明確的是雙方有很多不滿的情緒在累積，而安安的溝與

說話技巧，比同年紀的孩子真的缺乏了一點。我強力建議讓安安開始溝通治療，

我可以介紹你們幾個課程，都是專注在教導青少年人際溝通方式的。」

導師與諮商老師盡力在班級上先將這 4 個女生分開，找了幾個和安安順路

的同學輪流盯著安安單獨回家的路。安安去上了防身術，去做了溝通治療。

有空時，安安的爸爸就在家指點安安如何面對手有白刃的壞人。

而溝通治療課則讓安安更認識自己「第一次從影片中看到自己和其他朋友講

話的樣子，才知道原來自己的表情和用字是這麼的酸又討人厭」。

現在安安還是和蓋亞在一起，還是單獨上下學。她和那 3 個女生敬而遠之，

不再起衝突。她的溝通技巧還是不大好，但她更有自信一點，更知道什麼時候不

要亂說話和回話。

「碰到霸凌事件，我們總是很想保護被欺負的那一個，懲罰欺負人的那一

個」安安的爸爸這樣跟我說「但其實要避免孩子被霸凌，最好的方式是陪著孩子

面對他弱的那一部份，陪著他一起強起來；相對的，希望自己的小孩不欺負人也

是一樣。每一個舉起手打其他人，恐嚇其他人的小孩，心中都有個受傷的小孩，

所以也要陪著小孩面對他情緒和能力上弱的一面！」

文 /大安少輔組

文 /親職專欄作家吳維寧老師

拒絕霸凌，請幫助小孩「 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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