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防霸凌，老師該怎麼做？ 

作者：親子天下 2015-01-12 

作者：張瀞文 

 

校園霸凌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從言語傷害、關係排擠到肢體衝突，若情節不

重，身為教師的你的確可以憑藉一些技巧來處理。但如果只能被迫在後端處理

已發生的霸凌，總讓人疲於奔命，許多案例也超出教師的專業能力。教師可以

積極作為的是，帶領出良善的班級氣氛，預防霸凌的發生。以下針對整體環

境、霸凌者、被霸凌者及旁觀者四部分給予建議。 

 

一、整體環境 

營造溫暖、支持的班級風氣。讓孩子知道，無論如何老師是值得信任的、維持

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校園中發生霸凌，最常見家長第一時間就找老師興師問罪。但在整個事件中，

有時候最需要力量和支持的反而是老師。面對校園霸凌，尤其是青少年的暴力

事件，要求老師單兵作戰並不合理。學校必須有一套健全的處理流程，讓老師

知道什麼情況，可以在班級內處理？什麼情況必須呈報學校，讓輔導、訓導系

統介入？介入後學生會得到什麼樣的協助？ 

 

東部某國中教師方依瑋認為，就算老師單獨處理，校方的支持也很重要。學校

曾發生過，老師處理完後，被有背景的家長告到校長室，因而遭受指責。許多

老師見狀反而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經營正向班級氣氛 

 

只處理霸凌的後端其實緩不濟急。教師最好的方法，就是經營正向的班級氣

氛，讓學生感受到，在班上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大家會包容彼此的差異，一起

合作。 

 

有許多班級經營或預防霸凌的書籍，都有具體可用的教案。例如《無暴力校

園》一書就建議班級內可放一個「行善盒」，請孩子每週至少寫下一次自己做的

或是看見的友善行為。書中也提出「優點卡」的點子，將學生的名字寫在小卡

片上，隨機發給班上同學，請同學寫下這個孩子的優點，確認所有學生寫下的

句子都是正向後，再發還給本人。 

 

許多孩子在成長過程一直被粗暴的對待，有時候，光是「把他當一個人來尊

重」就是很寶貴的體驗，他也會因此學到尊重別人。去年獲教育正向管教績優



的台北市重慶國中教師鍾滿振分享，他從不讓學生罰站。他認為，罰站等於公

告「這個人犯了錯」，但沒有孩子願意變壞，老師需要做的是，去了解為什麼，

幫他解決困難。 

 

老師可以透過教學、對話等方式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及處境。諮商心理師

黃心怡認為，「演戲」是很好的團體輔導方式。 

 

老師先編好劇情，設定幾個角色，然後將全班分為幾組，抽牌討論自己抽到的

角色：受害人、加害人，受害者父母、導師……。要如何呈現？說什麼話？ 

 

這不需要專業技巧，就讓孩子去玩、去體驗。但是，心理劇最大功用就是「角

色替換」，有機會去擴充另一個角色的處境。因此黃心怡特別提醒，絕對不要讓

學生扮演現實生活中實際的自我。 

 

教師必須清楚宣示：「老師不允許任何人被欺負」。當大人宣誓捍衛正義的決

心，孩子也會學到其價值。當老師目睹霸凌，無論何種形式，都應馬上介入，

這行為也會鼓勵孩子向你通報，你不知情的霸凌事件。 

 

二、對霸凌的孩子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強調，當霸凌發生時，老師要提醒自己，孩子會

霸凌別人一定是需要幫忙。「老師的敏感度應該要更強，當孩子出現不妥當的行

為，無論是霸凌或欺負，老師第一個念頭是：他怎麼了？他有什麼需要嗎？他

有什麼困難嗎？他有什麼不足？他只是為了反抗，還是真的聽不懂？我們需要

更深入的了解，而不直接叩上『他不聽話』、『他就是這樣』的帽子。」 

 

施暴的孩子可能是班級經營上的「大麻煩」，但是貼標籤或以暴制暴等方式，非

但不能幫助孩子，反而與他站在敵對的一方。利用一些技巧，例如請他幫忙管

理班上秩序或是幫助某同學，讓他感覺自己受重視。 

 

更重要的，你要真的看見他的優點，關懷、重視他，會使這個長久被忽視、暴

力相向、感情封閉的孩子恢復對生命的基本感受。如此一來，改變才有可能發

生。 

 

與家長合作也是關鍵。孩子生活在「家庭系統」之中，很多孩子的暴力行為是

向大人「學來的」。有必要的話，邀請父母一起改變，心理師黃心怡提醒，向父

母說明時，用語要很小心。比如，「孩子會這樣一定和父母有關，我建議爸媽要

先改變。」類似的描述會令當事人不舒服，不如轉個彎：「依我之前的經驗，要

幫助這樣的孩子真的不容易，不過有幾個成功的案例，後來父母的改變往往比



孩子更大。」善盡告知責任，想改變的父母會問：「那我們可以怎麼改變？」 

 

 教導正確發洩怒氣的方式 

 

很多霸凌者不知如何宣洩憤怒，他們需要學習控制脾氣，不把怒氣宣洩在別人

身上。你可以個別和學生討論管理情緒的方式，也可以建議學校輔導室為孩子

開情緒管理團體，許多沒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其實也需要這樣的課程。 

 

馮喬蘭提醒，面對霸凌者，除了接納同理外，教師也不能放棄「教育」的職

責。面對班級衝突時，教師必須勇於介入，重新建構現場，讓施暴的學生去面

對他對別人造成的影響，他必須認識到「錯在哪裡」，不是錯在「老師會生

氣」，而是錯在他會傷害自己和別人，錯在他違反了一般人「想好好活著」的基

本權利。教師好好引導學生學習，比打他或記過都有用。 

 

另外，讓孩子知道霸凌是「非法」的。警察單位是處理校園霸凌無計可施時的

「最後防線」，但必須先教導孩子法律知識及規則，有些孩子因為有趣與無知，

犯了法卻不自知。明確的規範也會使每每挑戰老師界線的孩子，稍有遲疑。 

 

如果孩子的家庭情況牽涉過廣，甚至有家暴、性侵等，就應引進更專業的協

助、更多的資源。 

 

三、對被霸凌的孩子 

面對被霸凌者，老師需要了解他和同學的人際互動模式。首先要教導學生學習

拒絕暴力、勇敢說「不」的表達技巧。這些技巧包括：關掉害怕表情、說話時

態度堅定、眼睛直視對方等。 

 

霸凌者總是挑看起來比較弱的人來欺負，他沒想過被霸凌者會反抗，而且強悍

有自信。勇敢堅定可以有效遏止霸凌行為。 

 

從事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的林麗玲提醒，光「眼睛直視對方」，可能需要反覆練習

幾十次，孩子才稍稍做得到，過程需要大人的支持與陪伴。 

 

每個孩子被霸凌的原因不同，有時老師扮演「裁決」的角色，非但無法解決問

題，也讓孩子永遠看不清自己的處境與問題。比較好的方式是，陪他一起看看

「為什麼同學針對我？我要改變嗎？要怎麼改變？」例如孩子因為過胖被取

笑，如果他也不喜歡自己的身材，就和他一起想辦法解決。林麗玲提醒，唯有

孩子自己想出方法，自己做得到，即使改變很小，都能產生力量。 

 



讓孩子知道，他會被欺負，有些是自己的問題，有些不是。林麗玲建議，比起

大人一味的口頭肯定，若能帶著孩子做一些改變，改善他也不滿意的現況，才

有機會強化學生的信心。 

 

四、對旁觀的孩子 

至於大多數的「旁觀者」，他們的心情可能有兩種：一是擔心自己如果出言制

止，就會成為下一個被修理的人。另一個可能是，他也討厭被霸凌的同學，霸

凌者剛好為他出了一口氣。  你必須讓孩子知道，「霸凌」是一串生態鏈，就

算你不欺負人也沒被欺負，也是這串生態鏈的一個環節。任何環節出面反抗或

制止，都可以終止欺負行為。 

 

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孩子「可以保護自己的伸張正義方式」。例如霸凌現場寡不

敵眾時，他不必當下制止，可以事後私下告訴大人。如果擔心被視為告密者，

可寫字條給老師，老師必須保密並對學生的通報立即做出回應，否則這些通報

就會停止，你也失去學生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