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發生時的心理狀態 可能遇到的人際問題

霸凌者
( 小閃 )

被在乎的人所欺騙，而出現難過及憤怒交雜的情緒；想向他人證明自己的存在及
被他人所認同，大多用堅強的外表偽裝自己的內心，容易有孤獨、沮喪的感受。

1. 問題解決能力不佳，缺乏正向社交技巧。
2. 為了尋求歸屬感容易被不良友伴所吸引，而發生犯罪行為。

受霸凌者
( 小亮 )

害怕、恐懼，可能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為了討好或配合他人而偽裝、
失去自我，產生矛盾的心理狀態，且容易有低自尊、低自我價值的悲觀思維，且
亦可能出現自傷行為。

1. 因害怕恐懼而引發拒學的情形。
2. 覺得自己無能擺脫霸凌，而封閉自我、缺乏自信心。
3. 容易產生人際疏離，社會適應力不佳。
4. 長期被霸凌日後可能轉換成為加害者。

旁觀者
( 小晶 )

因目睹霸凌事件而產生焦慮、害怕，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亦會不
知道如何協助或是阻止霸凌的發生，而對受害者有愧疚感。

1. 因目睹霸凌而沒有協助受害者，可能遭受其他同儕的質疑
2. 容易迎合他人而迷失、缺乏自我
3. 從中學習到用不當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演變成加害者的可能

溝通類型說明 家長可以怎麼做

討好型
沒有自我的立場跟想法，以讓步來取悅對方。
孩子表示：「我知道錯了，我也沒想到會傷害到他，媽媽你對我最好了，你
可以幫我處理嗎 ?」

幫助孩子覺察自我感受，引導孩子思考因應問題的方法。
家長回應：「媽媽知道你現在很緊張，要面對這件事情不容易，讓我們一起
來想想怎麼做會對你和同學來說是有幫助的。」

指責型

經常用攻擊他人的方式，只會去找別人的錯誤，為自己辯護，要別人為自己
所承受的一切負責。
孩子表示：「我都已經這麼難過了，你還罵我 ? 你不幫我說話是想要害我
嗎 ?」

幫助孩子同理他人的感受，引導孩子學習自我負責。
家長回應：「媽媽聽到你這樣說我很難受，我想你現在感覺很生氣，媽媽其
實很想和你討論這件事該怎麼處理，你會希望現在討論，還是先休息一下媽
媽再和你討論 ?」

超理智型
遭遇到問題時，經常會向對方講大道理，缺乏感性的表述。
孩子表示：「你站在媽媽的角色上，你不是應該幫忙處理嗎 ?」

幫助孩子覺察自我及同理他人的感受，引導孩子多表達情緒及想法。
家長回應：「媽媽知道你可能期待我陪你面對這件事，媽媽也很想關心你發
生了什麼事，我想聽聽你感覺和想法，並和你討論該怎麼處理比較適當。」

打岔型

當他人在表達時，打斷其內容，只講出自己的感受及看法，且內容經常與他
人所表達的無關。
孩子表示：「這件事情還好吧！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的肚子好餓喔！
你飯煮好了嗎 ? 好想吃雞腿喔 !」

幫助孩子覺察自我及同理他人的感受，引導孩子以不同角度思考解決方法。
家長回應：「這件事情似乎對很多人都造成了影響，我知道要面對這件事情
很有壓力，媽媽也很關心這件事和你的感受，在我們吃飯前先來聊聊吧 !」

良好的溝通方式是在對話中能關注到對方的感受，也能表達自己的感受。
若家長能於親子關係中培養良好的互動，有助於子女模仿溝通技巧及運用於人際關係，提升社會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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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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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校方已得知小閃與小亮的衝突事件，將約談孩子及家長到校處理此次事件，身為家長的我們該如何與孩子進行討論並釐清

事件，進而陪同孩子處理之 ? 以下為【薩提爾 (Virginia Satir) 模式的溝通姿態】，不妨先檢視孩子慣用的溝通姿態，並練習面對

每種類型的姿態如何回應孩子，以建立正向的親子互動模式，進而幫助孩子改善人際問題。

處理霸凌的原則：

1. 了 解 並 同 理 孩 子 的
感 受， 以 及 透 過 觀
察 或 與 校 方 連 繫 時
評 估 孩 子 可 能 遇 到
的人際問題。

2. 讓 子 女 信 任 父 母 會
陪伴度過這段時期，
並 引 導 子 女 找 到 自
己的優點及自信，提
升其能量面對問題。

3. 建 立 並 提 供 子 女 正
確 人 際 互 動 觀 念 及
溝 通 技 巧， 並 適 時
連 結 相 關 資 源 幫 助
子 女， 以 終 止 霸 凌
延續的可能。

提醒家長要注意子女
使用網路的內容與時
間，避免子女模仿、
學習不當的行為及言
語。

從前從前，小亮、小閃與小晶 3 人是很要好的閨蜜，

某次小閃誤會小亮與男友約會而要求絕交，在網路上匿名罵小亮，還聯合班上同學排擠小亮。

如果您的孩子也遇到類似的同儕衝突問題，

甚至衍生為霸凌事件，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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