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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目 的  

 本 文 件 綜 述 有 關 欺 凌 問 題 的 成 因 及 管 理 方 法 的 研 究 結 果 ， 並

簡 介 教 育 統 籌 局 (教 統 局 )在 處 理 欺 凌 問 題 時 採 取 的 政 策 和 策 略 。  

背 景  

2 .  在 本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的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議 員 建 議 當 局

委 託 獨 立 學 術 機 構 進 行 研 究 ， 探 討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 並 就 長 遠 的 對 策 提

出 建 議 。 當 局 承 諾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 以 便 議 員 考 慮 。  

有 關 欺 凌 問 題 的 研 究  

3 .  欺 凌 問 題 不 是 近 日 才 出 現 ， 也 不 是 香 港 所 獨 有 。 一 直 以 來 ，

不 少 人 曾 就 欺 凌 行 為 的 成 因 ， 以 及 欺 凌 者 和 受 害 者 的 特 質 進 行 研 究 。

近 期 ， 挪 威 的 Olweus 教 授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的 張 雷 教 授 及 香 港 城 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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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的 黃 成 榮 教 授 也 分 別 進 行 有 關 調 查 研 究 。 ( 這 些 學 者 的 背 景 簡 介 載

於 附 錄 1。 )  

4 .  研 究 結 果 互 相 吻 合 ， 同 樣 顯 示 欺 凌 者 和 受 害 者 在 性 格 上 有 些

共 通 點 ︰ 欺 凌 者 通 常 得 不 到 家 人 支 持 ， 不 受 家 人 管 束 ； 受 害 者 則 通 常

膽 小 怕 事 、 容 易 焦 慮 、 缺 乏 安 全 感 。 ( 以 下 的 調 查 研 究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錄 2。 )  

5 .  張 教 授 聯 同 學 者 S c h w a r t z、 Dodge 及 McBr ide -Chang (1 )曾 研

究 父 母 嚴 厲 的 管 教 方 式 與 子 女 調 控 情 緒 能 力 及 攻 擊 性 格 的 關 係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父 親 管 教 嚴 厲 ， 對 子 女 的 攻 擊 性 格 有 較 大 影 響 。 Boul ton  

( 2 )曾 進 行 追 縱 研 究 ， 發 現 學 童 “ 獨 處 ＂ 的 時 間 越 多 ， 在 欺 凌 行 為 方 面

的 得 分 越 高 。  

6 .  張 教 授 ( 3 ) 曾 探 討 教 師 的 信 念 和 行 為 對 學 童 的 攻 擊 性 格 、 畏 縮

離 群 心 態 和 社 會 領 導 才 能 的 影 響 。 研 究 指 出 ， 如 教 師 對 攻 擊 行 為 表 示

反 感 ， 而 對 畏 縮 的 學 童 寄 予 同 情 ， 則 具 攻 擊 性 的 學 童 和 畏 縮 的 學 童 的

自 我 形 象 均 會 提 升 。 由 此 可 見 ， 教 師 的 角 色 對 推 行 反 欺 凌 策 略 和 措 施

非 常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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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的 專 家 ， 例 如 C o i e  e t a l ( 4 )及 P o u l i n  e t a l  ( 5 )也 贊

同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8 .  學 者 S mi t h ( ( 6 )及 ( 7 ) )曾 檢 視 過 去 20 年 就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進 行 的

研 究 ， 並 提 出 下 列 見 解 -  

( a )  受 害 者 把 受 欺 凌 一 事 告 知 他 人 ， 尤 其 是 教 師 及 家 人 ， 確 實 有

助 防 止 欺 凌 事 件 變 本 加 厲 。 教 師 必 須 果 斷 而 迅 速 地 介 入 處

理 ， 學 校 也 應 該 制 訂 明 確 的 反 欺 凌 政 策 。  

( b )  教 師 須 接 受 培 訓 ， 學 習 如 何 輔 導 個 別 學 生 、 促 進 朋 輩 支 援 計

劃 ， 以 及 協 助 改 變 旁 觀 者 的 角 色 和 朋 輩 之 間 的 風 氣 。  

9 .  教 統 局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和 學 者 S m i t h 的 建 議 ， 製 作 了 一 份

有 關 欺 凌 問 題 的 資 源 套 。 如 學 校 監 管 不 足 ， 校 園 欺 凌 事 件 便 會 發 生 。

專 家 認 為 ， 為 了 防 患 於 未 然 ， 我 們 應 着 重 加 強 教 師 和 學 生 對 欺 凌 問 題

的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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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10 .  對 學 生 來 說 ， 校 園 應 該 是 一 個 安 全 和 諧 、 融 洽 有 序 的 地 方 。

因 此 ， 教 統 局 一 貫 的 政 策 ， 是 絕 不 姑 息 校 園 欺 凌 行 為 ， 並 致 力 協 助 學

校 處 理 欺 凌 問 題 。 我 們 提 醒 學 校 ， 應 採 取 全 校 參 與 政 策 ， 積 極 主 動 地

處 理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及 防 患 於 未 然 ， 我 們 並 向 學 校 提 供 這 方 面 的 支 援 。

透 過 全 校 參 與 ， 全 體 教 職 員 、 家 長 和 學 生 便 可 取 得 共 識 ， 清 楚 了 解 有

關 應 付 欺 凌 問 題 的 目 標 、 處 理 策 略 、 預 防 措 施 及 檢 討 機 制 。 各 有 關 方

面 也 應 緊 密 合 作 ， 把 各 項 相 關 措 施 付 諸 實 行 ， 務 求 建 立 融 洽 和 諧 的 校

風 。  

策 略  

有 關 欺 凌 問 題 的 資 源 套  

11 .  為 支 援 教 統 局 處 理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 我 們 製 作 了 名 為 “ 和 諧 校

園 齊 創 建 ＂ 的 資 源 套 ， 並 於 本 年 一 月 分 發 給 各 學 校 ， 為 教 師 提 供 一 套

有 系 統 和 全 面 的 參 考 資 料 和 工 具 ， 用 以 處 理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 這 套 資 料

旨 在 加 強 教 師 對 校 園 欺 凌 現 象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 並 協 助 學 校 評 估 問 題 ，

以 及 訂 定 處 理 、 跟 進 及 預 防 欺 凌 事 件 的 策 略 。 資 源 套 提 供 的 識 別 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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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活 動 ， 是 根 據 校 園 實 況 和 研 究 欺 凌 問 題 的 專 家 的 建 議 而 編 製 。 我 們

訂 於 本 年 三 月 及 四 月 ， 舉 辦 一 系 列 教 師 培 訓 工 作 坊 ， 指 導 教 師 如 何 使

用 上 述 資 源 套 ， 進 一 步 協 助 他 們 識 別 、 處 理 和 預 防 校 園 欺 凌 行 為 。 外

國 有 學 校 曾 使 用 類 似 資 源 套 ， 結 果 校 園 欺 凌 個 案 減 少 了 15%至 20%。  

校 本 評 估 數 據 與 全 港 性 研 究 的 比 較  

12 .  教 統 局 研 訂 了 一 項 有 效 的 評 估 工 具 ( “ 學 生 相 處 ＂ 問 卷 ) ， 供

學 校 評 估 校 內 的 欺 凌 情 況 。 在 編 製 問 卷 的 過 程 中 ， 42 所 本 地 學 校 參

與 抽 樣 和 訂 定 常 模 的 工 作 。 問 卷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極 高 。 學 校 透 過 問 卷 收

集 的 數 據 ， 會 顯 示 欺 凌 行 為 的 類 別 、 欺 凌 發 生 的 地 點 和 時 間 ， 以 及 學

生 應 付 欺 凌 的 方 法 。 與 全 港 性 研 究 所 得 的 數 據 相 比 ， 校 本 資 料 會 更 加

有 用 ， 更 富 啟 迪 性 ， 因 為 個 別 學 校 可 參 考 有 關 資 料 ， 據 此 策 劃 全 校 參

與 政 策 ， 以 及 處 理 和 預 防 欺 凌 行 為 的 措 施 。 該 問 卷 已 納 入 “ 和 諧 校 園

齊 創 建 ＂ 資 源 套 內 ， 供 全 港 學 校 使 用 。 教 統 局 會 支 援 學 校 進 行 校 本 評

估 ， 務 求 訂 立 全 校 反 欺 凌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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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 凌 事 件 的 個 案 研 究  

13 .  教 統 局 的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及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致 力 提 供 到 校 支 援 服

務 ， 協 助 學 校 處 理 欺 凌 個 案 。 為 應 付 欺 凌 問 題 ， 教 統 局 學 校 發 展 分 部

的 人 員 會 調 查 每 一 宗 已 申 報 的 個 案 ， 並 進 行 深 入 的 個 案 研 究 ， 分 析 與

學 校 有 關 的 各 項 因 素 、 涉 案 學 生 的 社 會 背 景 ， 以 及 其 他 可 能 引 發 欺 凌

事 件 的 原 因 。 由 此 而 匯 集 所 得 的 資 料 作 用 甚 大 ， 可 作 為 我 們 日 後 提 供

支 援 及 處 理 問 題 的 指 引 。  

加 強 對 學 校 的 支 援  

14 .  為 評 估 學 校 處 理 欺 凌 問 題 所 需 的 支 援 ， 我 們 最 近 進 行 了 一 項

調 查 ， 要 求 所 有 中 小 學 向 教 統 局 提 交 資 料 ， 申 報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期 間 曾 處 理 暴 力 欺 凌 個 案 的 情 況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72%

的 學 校 沒 有 此 類 個 案 ， 23% 有 一 至 三 宗 ， 5% 有 四 宗 或 以 上 的 個 案 。 部

分 學 校 報 告 在 處 理 個 案 時 遇 到 困 難 ， 教 統 局 會 安 排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和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於 三 月 及 四 月 份 訪 校 加 強 支 援 。 亦 有 部 分 學 校 的 一 些 個 案

須 由 教 師 長 期 跟 進 和 協 助 涉 案 學 生 ， 教 統 局 會 透 過 區 域 聯 網 培 訓 及 交

流 活 動 作 出 支 援 。 這 類 個 案 的 總 數 為 四 百 六 十 宗 * 。 不 管 這 類 個 案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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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多 寡 ， 教 統 局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均 會 優 先 及 加 強 為 有

關 的 學 校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 *比 較 2 0 0 0 / 0 1， 2 0 0 1 / 0 2 及 2 0 0 2 / 0 3 學 年 中 小 學 的 訓 育 ／

輔 導 教 師 曾 處 理 ／ 跟 進 的 學 生 欺 凌 個 案 總 數 分 別 為 1  136 ,  

1  215 及 1  042 宗 。 ）  

向 家 長 派 發 單 張  

15 .  在 制 止 和 預 防 欺 凌 行 為 方 面 ， 家 長 擔 當 的 角 色 實 在 舉 足 輕

重 。 本 年 三 月 初 ， 教 統 局 向 家 長 派 發 《 協 助 子 女 與 同 學 和 諧 共 處 》 單

張 ， 希 望 加 強 家 長 對 欺 凌 問 題 的 認 識 ， 並 教 導 他 們 必 須 及 早 發 現 和 立

即 處 理 問 題 ， 透 過 與 學 校 緊 密 合 作 ， 協 力 制 止 欺 凌 行 為 及 防 患 於 未

然 。 單 張 載 列 了 兒 童 可 能 涉 及 欺 凌 行 為 的 種 種 徵 兆 ， 並 且 列 出 處 理 欺

凌 事 件 及 防 患 未 然 的 方 法 ， 供 家 長 參 考 。  

就 欺 凌 問 題 進 行 跨 部 門 會 議  

16 .  我 們 需 要 學 校 、 教 師 、 家 長 、 學 生 和 市 民 大 眾 同 心 協 力 ， 對

付 欺 凌 行 為 。 教 統 局 曾 就 欺 凌 問 題 召 開 跨 部 門 會 議 ，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

社 會 福 利 署 、 律 政 司 、 有 關 的 學 校 議 會 及 專 業 團 體 等 的 代 表 一 同 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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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 並 商 討 應 採 取 的 進 一 步 措 施 ， 預 防 學 校 發 生 欺 凌 行 為 。 我 們 會

繼 續 探 討 :  

( a )  在 各 類 紀 律 部 隊 的 人 力 資 源 許 可 下 ， 召 募 更 多 學 生 參 加

「 多 元 智 能 挑 戰 營 」 。  

( b )  招 聘 警 務 義 工 協 助 有 需 要 加 強 支 援 的 學 校 處 理 學 生 訓 輔 工

作 。  

未 來 路 向  

17 .  我 們 致 力 協 助 學 校 處 理 欺 凌 事 件 和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並 將 之 列

為 優 先 處 理 工 作 。 我 們 曾 參 考 大 量 有 關 欺 凌 問 題 的 調 查 研 究 ， 據 此 製

作 了 資 源 套 ， 藉 以 加 強 教 師 對 這 問 題 的 認 識 ， 以 及 改 善 他 們 處 理 和 預

防 欺 凌 事 件 的 技 巧 。 我 們 會 繼 續 竭 盡 所 能 ， 推 行 各 項 所 需 措 施 ， 並 與

學 校 、 家 長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緊 密 合 作 ， 遏 止 欺 凌 行 為 。

我 們 會 密 切 注 意 有 關 情 況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支 援 策 略 。  

教 育 統 籌 局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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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  

(1 )  O l we u s ,  D a n  挪 威 卑 爾 根 大 學 心 理 學 系 教 授 ， 公 認 為 欺 凌 及 受

害 問 題 的 世 界 權 威 。 他 被 視 為 研 究 欺 凌 者 ／ 受 害 者 問 題 的 “ 創 始

人 ＂ ， 深 入 鑽 研 逾 20 年 ， 著 作 等 身 。  

( 2 )  張 雷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教 育 心 理 學 系 教 授 ， 是 本 地 的 教 育 心 理 學

專 家 ， 廣 泛 研 究 欺 凌 行 為 、 攻 擊 性 格 、 社 會 行 為 等 課 題 。  

( 3 )  黃 成 榮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應 用 社 會 科 學 系 副 教 授 ， 曾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公 布 香 港 小 學 校 園 欺 凌 問 題 研 究 ， 發 表 不 少 研 究 成 果 及 資

料 ； 並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出 版 《 學 童 欺 凌 研 究 及 對 策 —— 以 生 命

教 育 為 取 向 》 ， 探 討 有 關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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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2  

調 查 研 究 一 覽 表  

(1) Chang, L., Schwartz, D., Dodge, K.A., & McBride-Chang, C. (2003).  Harsh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7,  598-606. 

(2) Boulton, M.J. (July/August 1999).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Playground Behavior and Social Preference,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  

Child Development, 70, 944-954. 

(3) Chang, L.  (March/April 2003).  Variable Effects of Children’s Aggression, Social 

Withdrawal, and Prosocial Leadership as Functions of Teacher Beliefs and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March/April 2003, 74,  535-548 

(4) Coie, J.D., Cillessen, H.N., Dodge, K.A., Hubbard, J.A., Schwartz, D., Lemerise E.A., 

& Bateman. H.  (1999).  It takes two to fight : A test of relational factors and a 

method for assessing aggressive dyad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35, 1179-1188. 

(5) Poulin, F., & Boivin, M. (2000),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 Evidence of a 

Two-Factor Mode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2, 115-122. 

(6) Smith, P.K. & Brian P. (2000). Bullying in Schools: Lessons From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Aggressive Behaviour. 26, 1-9. 

(7) Smith, P.K., Junger-Tas, M.J., Olweus, D., Catalano, R., & Slee, P. (eds.) (1999).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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