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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近年來的霸凌狀況越趨嚴重，在各個社交媒體都能看到霸

凌新聞的消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了 2015
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專題報告。其中的校園霸凌

部分顯示中國香港和澳門地區都在霸凌受害程度較深地區的前列，都

高於 PISA各國平均值 19，澳門為 27，可見澳門的校園霸凌情況十分

嚴重。 
 
被霸凌的青少年比一般的青少年更易傾向低自尊，且易感覺沮喪、孤

獨、焦慮、不安全感，孤獨的感覺通常在霸凌結束之後還是會持續，

並非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才比較容易被霸凌，而是霸凌的情形使青少

年產生了情緒的困擾。 
 
這次研究是對本澳的日間課程中學生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抽樣。共

265份為有效問卷，並利用統計軟件 SPSS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 
¥! 遭受過校園霸凌對澳門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影響及憂鬱程度呈顯

著相關； 
¥! 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性別和憂鬱程度並無呈現相關性。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學校、老師、個人、家長、社會五方面的具體

建議，以供學校或政府依據。 
 
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究了解到澳門中學生受到校園霸凌後的心

理和生理變化，同時，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研究，能喚起社會大眾對

校園霸凌的關注。 

研究架構圖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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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電子產品及社交網絡的迅速發展及普及，相比起以往，現

今的青少年能夠輕易接觸到負面資訊。不論是色情或暴力等

方面。這些不良資訊往往對本澳中學生造成負面影響。而基

於沉重的學習壓力，本澳中學生亦較難找到合適的方法發洩壓力及情

緒。因此，基於以上因素，近年本澳社會發生多宗學生在校園被人以

惡言恐嚇侮辱，甚至被肢體侵犯的嚴重霸凌事件。而這些事件往往會

到令受害者出現嚴重的身心影響，引起社會人士嘩然。 
 
根據香港遊樂場協會、澳門街坊總會合辦的“港澳青少年欺凌行為調

查（2008）發現”，欺凌者與被欺凌者之間有著一定的相關性。也就

是說，青少年曾被別人以某種方式欺凌過，有很大機會以同樣的方式

欺凌別人，可見“欺凌” 和“被欺凌”之間有惡性循環關係。因此，

主辦單位認為，如能幫助青少年減少出現欺凌行為，將有助減低惡性

循環的影響。尤其是媒體如能減少渲染暴力行為，將可大大減少兒童

及青少年模仿及學習欺凌行為的機會。受霸凌者通常具有：體型瘦弱、

有特殊外表，而成為同儕霸凌的對象。他們的自信心與情緒受到傷害， 
進而影響到學習，造成學業退步，嚴重的話，還會造成逃學、輟學或

自殘等行為（吳清山、林天祐，2005；吳若女，2005）。 
 
根據PISA 2015報告列出，澳門學生被欺凌指數是53個國家或地區中

的排第4位，首3位分別是拉脫維亞、新西蘭及新加坡，香港排第16位，

中國內地排第29位，最低的是韓國、土耳其及黑山。 其中，澳門

27.3%學生報告被「任何形式的欺凌」（全球平均值為18.7%）；

19.9%學生指被同學取笑（全球平均值為10.9%）；6.2%學生指受其

他學生威脅（全球平均值為3.7%）；4.2%學生指被人打或推撞（全

球平均值為4.3%）。 
 
因此我們希望能藉著研究中學生的霸凌情況，了解受訪者被霸凌的心

理及生理影響。引起大眾對校園霸凌的關注，使澳門社會深入瞭解這

刻不容緩的議題，並且採取相關措施和行動。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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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澳門中學生的定義 

¥! 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分證就讀於澳門政府認可的全日制中學

之學生。 
 

3.2 校園霸凌的定義 
¥! 根據 Dan Olweus (1993)，校園霸凌的定義為一個學生長時間、

重複地被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的負面行動中，並進行欺負、

騷擾，或被鎖定成為出氣筒的情形，即為霸凌。可見霸凌是一

種有意圖的攻擊性行為，通常會發生再力量(生理力量、社交力

量等)不對稱的學生間。霸凌並非為偶發事件，而是 指長期性，

且多次發生的事件。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會重覆發生，並不只

一次地被欺負。  
 

3.3心理健康的定義 
¥! 心理健康指個體心理在本身及環境條件許可範圍內，所能達到

的最佳功能狀態，而不是指絕對的十全十美。（叢中，2010） 
 

3.4生理影響的定義 
¥! 校園霸凌會導致焦慮症、較差的整體健康（Wolke and Lereya，

2015）焦慮的症狀有重有輕，也有形式不一樣的表現，常見如

顫抖、肌肉緊繃、坐立不安、戰戰兢兢、易受驚嚇、煩躁、心

悸、胸悶、冒冷汗、口乾及頭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活調

適愛心會，2014） 
¥! 頭痛，肌肉痠痛，消化系統不適，體重明顯改變，提高患上心

臟病的機率，改變免疫系統的運作（Morri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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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抑鬱對青少年的影響 
¥! 抑鬱症對青少年的影響，從情緒方面來說，青少年會容易情緒

低落以及緊張，不時會突然感到暴躁，焦慮和無助，嚴重的更

會導致青少年患有自殺傾向、變得孤僻、不願參與活動更加會

缺乏活力等。（《時間管理》，1996） 
 

3.6 霸凌對青少年的身體影響 
¥! 霸凌會令青少年容易疲倦、食慾不振或飲食過量，嚴重的更會

出現體重下降或增加、睡眠困擾和性慾減低。以及出現多種原

因不明的身體不適，如頭痛、腸胃失調、慢性疼痛。 
  

3.7 澳門中學生的校園霸凌情況  
¥!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高度重視校園欺凌問題，自 2018年成立跨部

門工作小組，亦在校園內成立教師、駐校社工及危機管理等三

個小組，並且要求推出一些預防措施。教青局冀做到校園零欺

凌、並對校園欺凌零容忍（江毅列，2019）。 
 

)ž �GJ×“6I±IG 
! ! 根據研究（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9）指出，情緒的困擾

會影響到成年期，並導致其低自尊與沮喪的可能性。澳洲的學者

研究亦證實：被霸凌與發展自殺念頭是具有關聯的，並且在挪威、

日本、美國等各國都陸續傳出長期受欺凌的學童自殺事件。 
 
! ! 一直以來澳門都極重視校園霸凌狀況，為了更清楚了解本澳青少

年受到霸凌的情況，繼而探討霸凌澳門中學生的身心影響，本研

究希望藉著探討霸凌對中學生的身心影響來喚醒大眾對校園霸凌

的關注。 
 

!W�GJ×“68|?˜  
5.1 研究對象 

¥! 2018-2019年度就讀本澳中學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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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問卷設計 
¥! 本次研究以質化及量化同時進行，問卷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受

訪者個人資料，受訪者對校園霸凌的了解，對身心壓力的測

試，以及對憂鬱症的檢測，共 31 題。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目的是了解受訪者性別和就讀年級。 

第二部分：校園霸凌的

現況 
掌握受訪者對目前澳門校園霸凌現況的了解，並調

查受訪者是否遭受過霸凌。 

第三部分：情緒感受壓

力的測試 
! ! 選用台灣精神健康基金會心身壓力反應量表中

的情緒感受部分 
! ! 計分方法：以 8 題的得分總和除以 8 乘以 20後

所得的結果來檢測 
總得分<4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低度反應 
總得分 40-8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中度反應 
總得分! 8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高度反應 

 

第四部分：身體上不適

壓力反應的測試 
 
 
 
 
 
 
 

! ! 選用台灣精神健康基金會心身壓力反應量表中

的身體上不適壓力部分 
! ! 計分方法：以 8 題的得分總和除以 8 乘以 20後

所得的結果來檢測 
總得分<4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低度反應 
總得分 40-8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中度反應 
總得分! 8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高度反應 

 

第五部分：憂鬱症檢測 
 
 
 
 
 
 
 

! ! 選用台灣新佑泉診所制定的<憂鬱症篩檢量表>
來測試受訪者是否有憂鬱症的可能。 

! ! 計分方法： 
0-8 分 未達臨床憂鬱症的標準 
9-14分 已有憂鬱症癥兆 
15分 已達到憂鬱症的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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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抽樣方法 
¥! 本次研究主要運用了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在陳瑞祺永援中學、

慈幼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嘉諾撒聖心中學、教業中學、化

地瑪女子中學等收取問卷樣本，派出了 285份，最終收回 272份，

經檢查後，265份為有效問卷，7 份為無效問卷。 
 

5.4 研究假設 
1.! 曾被霸凌的中學生中，女中學生比男中學生的被霸凌次數多。 
2.!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多，情緒上所感受到的憂鬱程度更高。 
3.!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多，所受到的生理影響會越嚴重。 
4.! 一年內曾遭受霸凌的中學生，比沒有遭到霸凌的中學生，生理

影響會更高。 
5.!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高，憂鬱程度越高。 
6.! 一年之內曾受校園霸凌的中學生，比沒有受到霸凌的中學生，

情緒上所受到的壓力程度會更高。 
 

5.5  後續研究及限制 
1.! 滾雪球的問卷採集方式容易出現情況相近的問卷及受訪者多數

出自相近背景，導致調查結果不夠廣泛性及結果單一。 
2.! 由於研究題目較為敏感，不能確定受訪者把真實情況反映出

來。 
3.!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不夠平均，不能代表整體中學生的情況。後

續之研究可利用隨機抽樣方式收集問卷，令到問卷樣本更具代

表性，從而更能反映校園霸凌對本澳中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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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個人資料 
6.1.1受訪者性別之個數分配表（N=265） 

表 1 (i) 
 

¥! 據表 1顯示，265受訪者中有 112名為男性，佔 42.26%, 其餘 153
為女性受訪者，佔 57.74%   

 
 
6.1.2 受訪者年級之個數分配表（N=265） 

年級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初一 18 6.8 
初二 36 13.6 
初三 63 23.8 
高一 100 37.7 
高二 30 11.3 
高三 18 6.8 
總計 265 100 

表 1 (ii) 
 

¥! 據表 1(ii)顯示，265 名受訪者中，初一的受訪者人數為 18 名，

佔其中的 6.8% ；初二的受訪者人數為 36 名，佔 13.6% 。初三

的受訪者人數為 63名，佔 23.8% ；高一的受訪者人數為 100名，

佔 37.7% 。高二的受訪者人數為 30名，佔 11.3% 。高三的受訪

者人數為 18名，佔 6.8%。 
  

性別 數量 百分比 
男生 112 42.26% 
女生 153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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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澳校園霸凌 
6.2.1 受訪者認為本澳當下校園霸凌的常見程度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十分常見 14 5.3 
比較常見 96 36.2 
不太常見 131 49.4 
不常見 24 9.1 
總計 265 100 

表 2(i) 
 

表 2(ii) 
 

¥! 據表 2 顯示，受訪者中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十分常見的人為

14人，占了整體的 5.3%認為校園霸凌比較常見的有 96人，占整

體的 36.2% 認為校園霸凌不太常見的有 131人，占整體的 49.4% 
認為校園霸凌不常見的有 24人占整體的 9.1%。在我們的受訪者

當中，大部份人認為校園霸凌的情況不太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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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受訪者認為本澳當下校園霸凌的嚴重程度 

表 3(i)  

 
表 3(ii)  
 

¥! 據表 3 顯示，受訪者中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非常嚴重的人為

10人，占了整體的 3.8%；認為校園霸凌比較嚴重的有 79人，占

整體的 29.8%；認為校園霸凌不太嚴重的有 158 人，占整體的

59.4%；認為校園霸凌不嚴重的有 17 人，占整體的 6.4%。在我

們的受訪者當中大部份人認為校園霸凌的情況不太嚴重。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非常嚴重 10 3.8 
比較嚴重 79 29.8 
不太嚴重 158 59.6 
不嚴重 18 6.8 
總計 2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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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遭受過霸凌的人數 

表 4(i)  
 
 
 
 

 
表 4(ii)  
 

¥! 據表 4 顯示，在整體的受訪者之中只有 47 人表示曾經遭受過霸

凌，占了整體的 17.8%其餘受訪者之中只有 217人表示沒有受過

霸凌。占了整體的 8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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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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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

`� #•_öfà !t F, �b 5 

�b 5 

受訪者在一年內遭受過校園霸凌之個數分配表（N=264）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7 17.8 
沒有 217 82.2 
總計 2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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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遭受校園霸凌對本澳中學生的影響 
6.3.1 性別與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之相關性 

1¢#  N /î(Â!·  ;”@�/i  
iêUÒ1¢ 

…¥hT-¹…¦ 
t 

F²Fš 22 2.36 1.866 0.25 
1.147 

*îFš  25 1.8 1.443 0.258 
表 5 

¥! 據表 5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性別並沒有顯著相關

（t=1.147，n=47，p>0.05），故性別與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並

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6.3.2 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度之相關性 

	  	  憂鬱程度 
一年內遭受霸凌的次數

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144 

 顯著性（雙尾） 0.334 
 N 47 

表 6 

¥! 據表 6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次數與憂鬱程度並沒有顯著相關

（r=0.144，N=47，p>0.05），故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

度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6.3.3 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生理影響之相關性 

  生理影響 
一年內遭受 

霸凌的次數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07* 

 顯著性（雙尾） 0.036 
 N 47 

表 7 

¥! 據表 7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越多的人與生理影響並有顯

著相關（r=0.307，N=47，p<0.05），故遭受校園霸凌次數與生

理影響有顯著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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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遭受過校園霸凌與生理影響之相關性 
一年內遭受過 
校園霸凌的人 

N /î(Â!·  ;”@�/i  iêUÒ1¢
…¥hT-¹…¦ 

t 

有 47 60.8 21.322 0.008 
2.666 

沒有 216 50.87 23.516  
表 8  

¥! 據表 8顯示，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

對生理影響有顯著相關（t=2.666，n=263，p<0.01），故有遭受

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對生理方面有顯著

的影響。 
 
 
6.3.5遭受過校園霸凌與心理影響之相關性 

一年內遭受過 
校園霸凌的人 

N /î(Â
!·  

;”@�/i  iêUÒ1¢ 
…¥hT-¹…¦ 

t 

有 47 67.18 18.706 0.000 
4.883 

沒有 216 53.43 17.232  
表 9 

¥! 據表 9顯示，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

對心理影響有顯著相關（t=4.883，n=263，p<0.01），故有遭受

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對心理方面有顯著

的影響。 
  



 15 

€¨�GJ×“6•Ù:S‚[\Ñ]™  
本澳現時校園霸凌的狀況 
在這次研究中，我們可以大概得出本澳中學生受霸凌的情況，在我們

260個受訪者中，有 47人曾遭受霸凌，大約佔了兩成。其餘八成人均

表示並沒有遭受霸凌。我們可以看出受霸凌的人數比例已去到四分之

一，大約 4 人之中就有 1 人遭受過霸凌。此外，我們推測樣本中還有

更加多的被霸凌者，但礙於話題的敏感性而沒有把真實的情況反映出

來。為了避免被同儕拒絕或敵意對待，受凌者可能不願承認或隱瞞被

霸凌的事實，這使得教師難以及時介入終止。我們可以得出本澳的校

園霸凌嚴重情況已經迫在眉睫。 
 
 

男女受霸凌的分佈 
在 47 個受霸凌樣本中，受霸凌的女中學生為 25 人，受霸凌的男中學

生為 22 人。兩者的人數比例差距為百分之七，故在這次研究中，女

性受到霸凌的機率較男生高，但並沒有太大的顯著。在美國的霸凌研

究均指出男生和女生在說明自身受凌方面並無明顯差異。在加拿大的

霸凌研究也認為性別對於受霸凌現象並無明顯作用。（鄭英燿，2010） 
 
 

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度並未呈顯著關係 
由研究數據的結果來看，憂鬱程度並不會因為受到霸凌的次數多少而

變得嚴重或輕微。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並不明顯。這項數據是較為驚豔，

兩者之間或存在第三個額外因素影響，例如家庭或學習壓力等。另外

的因素，是由於樣本當中有使用到方便的收取方式，因此我們收集了

較多的名校學生的數據，從而添加了許多額外的變數，間接地影響了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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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霸凌者一年內受霸凌的次數越多，所受的壓力越大，

生理上身體壓力高，呈正相關 
在本次47位受霸凌的受訪者之中，我們發現受霸凌次數越多的人，他

們所受到的身體負面影響越大。一年內受到霸凌的次數對受害者的生

理影響有顯著性的影響。長期受霸凌的人擁有較差的身體狀況和較易

患上焦慮症等心理疾病（Wolke & Lereya，2015）。焦慮症等心理疾

病亦會影響患者的生理狀況。焦慮的症狀有輕、有重,也有形式不一

樣的表現。常見如顫抖、肌肉緊繃、坐立不安、戰戰兢兢、易受驚嚇、

煩躁、心悸、胸悶、冒冷汗、口乾、頭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活

調適愛心會，2014）我們透過研究重新印證了這項結果，霸凌次數和

身體不適有造成顯著的關聯。 
 
 

受霸凌者比普通人更易感到憂鬱 
我們通過比對受霸凌者和普通人的抑鬱分數發現出受霸凌者比普通人

更容易感受到憂鬱，罹患各種心理疾病的機率上升，嚴重者更有自殘

或自殺傾向。（Nansel, etc, 2001）發現受霸凌者通常顯露出較高的不

安全感、焦慮、憂鬱、孤獨、不開心，身體和心理的症狀以及低自尊

長期被霸凌達數年的學童可能會在畢業後數年內仍然造成長期的負面

影響（Olweus,1993）。 
 
 

受霸凌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巨大壓力 
且外，受凌者還有高自殺率的問題(Ivarsson,2005)這符合了我們當初

的研究假設。而由 Yuki 的按例來分析，霸凌的問題似乎亦影響到學

業的情況。被霸凌的同學通常很難專心於課業，曠課的比例通常高於

未遭受霸凌對待的同儕，且輟學率亦同樣較高，課業表現通常從合格

邊緣到不合格。受霸凌者會遭遇持續性的心理問題可能是因為遭受霸

凌之後會變得不喜歡自己不信任同儕害怕學校這些感覺更導致孤立憂

鬱（Prinstein, etc, 2005）另外根據數據分析受凌者在生理方面表現出

不適的程度也比較高。研究數據和文獻亦明顯地顯示了霸凌對於人的

心理和生理層面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傷害。此外，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曾經遭受過霸凌的學生比沒有遭受過的壓力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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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霸凌者更難融入校園 
由於校園霸凌會令受害者被同輩孤立，因此每當受害者回到學校，都

可能害怕與其他同學接觸，從而上課時不能專注，從我們的訪談中，

受訪者 Yuki 便是其中一個的例子，她曾因為遭受校園霸凌而在學校

內感到害怕、無助，導致上課時不能專注，學業成績繼而變差，在校

內的同學也不敢與她成為朋友。在現今這個社會中，許多人都懷著一

種「識人好過識字」的心態，而當受害者在校園/ì 看到其他同學都三

五成群，受害者會因沒有朋友而感到自卑，壓力也會因此而變大。再

者，由於每天都有許多功課和測驗，許多澳門學生都對學習感到厭倦，

受霸凌者不但承受學業上的壓力，更要面對那些曾經霸凌過他們的同

學，因此受霸凌者的壓力會比一般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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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61½^3��
! ! 根據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受到校園霸凌的受訪者在情緒壓力，身

體不適方面，顯著地帶有負面的影響。更發現受到校園霸凌的受

訪者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比一般人高。而上述也有提到，受霸凌者

的學業情況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以防止霸

凌行為惡化，我們對受霸凌者作出以下的建議： 
 

1.! 個人建議 
¥! 明白受到霸凌並不是自己的錯：在本次研究中，Ò取侮辱性的綽

號Ó是最常見的霸凌行為。霸凌者會以外貌，身材，成績等方面

的特徵而去取一些帶有詆毀含義的綽號。但受害者千萬不可因

為這些綽號，而對自己產生厭惡，因為這些都是每個人不同的

特別之處。保持自信健康的心態是重要的一環。 
 

¥! 受到霸凌時要立即制止：許多霸凌者會以「玩笑」為藉口來解

釋霸凌行為。大多是因為受害者礙於面子，未能表達出自己的

不適。所以我們認為，當受害者受到霸凌時，需大聲制止，引

起他人注目，馬上正面地對霸凌者和旁觀者反映自己的感受，

並強調這不是「玩笑」。 
 

¥! 不要羞愧於向人求助：以受害者個人的力量可能並沒有辨法杜

絕霸凌行為的發生，所以主動向學校、家人、或社工求助是很

重要一步。因為它們有足夠的經驗和力量去制止。這樣做不僅

僅幫助了被霸凌者，更減少了以後霸凌行為發生的機率。 
 

2.! 學校建議 
" ! 學校應以學生的身心健康為重，營造和諧、共融的校園。 

 

" ! 學校應辦理多元化的團隊活動，提供學生釋放壓力的渠道，從

而培養團隊精神；另外，學校亦可與政府機構（例如：社會工

作局，教育暨青年局等）合作，為教師提供相關課程，增強教

師對霸凌事件的處理方法；再者，學校亦應透過教育讓學生瞭

解受害者的內心世界，讓霸凌者能在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也可

構建完善的校園霸凌事件通報機制與處理流程，及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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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方面 
" ! 教導學生正確的應付霸凌行為的技巧：受害者不應反擊並應尋找

可信的人（老師，社工，家長等）尋求協助。 
 

" ! 老師不應懷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去處理霸凌事件；

反之，老師應儘早通報，讓霸凌事件儘快處理。 
 

4.! 家長方面 
" ! 家長應增進親子關係，多與青少年進行互動，可有效覺察青少年

問題。 
 

" ! 家 長 應 與 教 師 保 持 溝 通 ， 以 知 道 有 關 青 少 年 的 校 園 狀 況 。 
 

" ! 「身教勝於言教」，家長應從自己做起，控制自己情緒和脾氣，

不應以暴力懲罰子女，為子女作好榜樣。 
 

5.! 社會方面 
" ! 我們可以參照日本應對校園霸凌的措施。日本的政府教育再生會

議發表「針對霸凌之緊急建議」草案，採取強制暫停霸凌者上學，
並對於包庇的教師處以嚴厲處分。派遣專家前往學校，並提議設
置支援團隊加以援助。 

 

" ! 我們認為澳門政府可以參照日本的應對方案，設有專門的防霸凌

小組，定期前往澳門各間中學進行視察及支援。並與各間學校進

行合作，加深學校對於校園霸凌的重視。 
 

" ! 與在外機構舉辦講座和座談會，讓學生了解到霸凌的禍害及互相

尊重共融的重要性。 
 

" ! 學校方面亦要提高霸凌者的處罰，重新教育，以給他們一個正確

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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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ýF,0Ç#•�ä  

     

 
JÔ&ƒ`•!®pÉDÇC®/�g§p· )*`�#•_öfà!tp»Zs�•`�#•fà!t/4F,/kC®Bh0ó&†JüpÊ)*<:6±p»Zs�•C¦5êF,/kC®Bh0ó&†
Jü�äp¸  

 
Må5× M;-à  �Aæ /0+¹  <:6± 

1.! 6¨_y�¨�³6°p»G	�µ)%Ybp»)% w<:6±G	(ÈF,0ÇYb�ä      

2.! _Á�¨�³6°�.p»Pk#‹[2-–p»h‡1&�µ )%p»1¾OPk#‹!¢
(ïF,)%p»DÐ_öh¸/4`,5×�¨Fœ0›#«�ä  

     

3.! 6¨_y�¨�³6°�.p»+a5»!:!_;ÿ1¾1ó/k!¢;ÿ�ä       

4.! _Á�¨�³6°�.p»6±Q Pk�µ`�p»)*Pá;Ë �ã Q!?±1¾�gHý
F,0m/
�ä  

     

5.! 6¨_y�¨�³6°�.p»6±/k]›/“ �ã /k0`p»1¾%@�µ_ö;Ëp»
Yb/?P #‹0^F,0m/
�ä  

     

6.! _Á�¨�³6°�.p»6±1óQ�!X!_1¾F$ncF,0ÇYb�ä       

7.! 6¨_y�¨�³6°�.p»^Sj|Yb/?+a5»EZL×�ä       

8.! _Á�¨ �³6°� .p»Yb/?^Sj|6±a Eƒp·)*gÕEƒ�ã P¾*ø
a �ã PQQ(a Eƒ�ã 1óQ�P4P1a EƒJñp¸F,0ÇYb�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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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Ô�<`•!®pÉ/kC®/�g§p· )*`�#•_öfà!tp»Zs�•`�#•fà!t/4F,/kC®Bh0ó&†JüpÊ)*<:6±p»Zs�• C¦5êF,/kC®Bh0ó&†
Jü�äp¸  

 5× #Î  

1.! 0P5×#Î;w(Ñ(Ï`•!®F,5êe;`¥Yb/?/k0m�öSåpÎ �!   

2.! 0P5×#Î+µ(Ï(Â5 F,�3B�0Ç#•�µ!ØQ°]KpÎ �!   

3.! 0P5×#Î+µ�•!õQ’-™6«Yb/?0±/“F,�3[2/?<:6±Q°]KpÎ �!   

4.! 0P5×#Î[2/?0Ã$•p»+a5»<é=‚pÎ�!   

5.! 0PF,h‡1&5×#Î5¶h�F,4á[2p¢�³eõ1¾(F"Hp£pÎ�!   

6.! 0PF,j|au5×#Î&Ð6Ò!ã0·(F=Ã�³p»6±5¶h�F,[2"¾p¢(F"H1¾=Ã+¹]-_ö�6�&p£pÎ�!   

7.! 0P5×#Î.&�ö;w(Ñ`¥6±G	FÈ�²F,&˜4¦p¢(ÙFÈ�ã5‘a:1¾G	FÈ_ö(Âp£pÎ �!   

8.! 0P5×#Î.&�ö;w(Ñ`¥Yb/?ZRZ��ãWô"}1¾/ÅO«`¥;|.�-à`�M‘pÎ �!   

9.! 0P5×#Î.&�ö;w(Ñ`¥Yb/?A�^)�ã@É<}.�g�1¾&øJs�µ+1pÎ �!   

10.0P5×#Î.&�ö;w(Ñ`¥Yb/?+a5»L×�ãEZ�Î1¾Nâ�÷Lf"CpÎ�!   

11.0P5×#Î.&�ö;w(Ñ`¥Yb/?Q’-™<:6± ¡�äpÎ �!   

12.0P5×#Î.&�ö;w(Ñ`¥6±�µ0�E�1¾.ß@pF,O�0‰0ÇpÎ�!   

13.0P5×#Î.&�ö;w(Ñ`¥6±/ÅO«P¥"C�³eõ1¾�µP¥+°/kF,0m/
pÎ�!   

14.0P5×#Î.&�ö;w(Ñ`¥f‹�•�³<"+BpÎ �!   

15.0P5×#Î#uY.F,0›!Ø;#�Ip»6±Q’;bF,/•gÕ1¾-´6ÃQ’-™-šM;;##cpÎ �!   

 
(ÂZÅ0PF,&†Jü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