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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1）了解高職生同儕霸凌之情境現況（2）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3）同儕霸凌情境及

其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有無差異。研究對象為台北市 

、苗栗市及彰化縣各一所高一至高三高職生，共計 149名學

生，將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處理與分

析。 

 結果顯示：（1）高職生較常發生的前 3 項霸凌情境，依

序為『對方講話很白目（101 人）』、『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

面謠言（83 人）、『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77 人）』等。（2）
在各項霸凌情境中高職生最常以口語霸凌表現之，僅在『對

方不跟我當朋友』時，會常以關係霸凌示之。（3）在『家長

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很白目、言行舉止較為

女性化或男性化、搶了我的朋友、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及『為

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5 項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顯著差

異，其中僅『對方搶了我的朋友』為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外，

其餘各項皆反之。（4）在 15 項霸凌情境，如『為了能在群

體中獲得認同』、『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自己有不

如意的事』等所產生的肢體、口語、關係、性及網路霸凌皆

有性別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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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高職生、性別、同儕霸凌、霸凌行為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er-bullying Situations 

Ching-Fei Yu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 1 )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peer bullying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 2 ) type of bullying generated by various peer bullying 
situations ( 3 )whether gender significantly differ in peer 
bullying situations and the type of conflict caused by peer 
bulling situations. The samples of this study were 149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Taipei City, Miaoli City and 
Changhua Coun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 1 ) The top 3 bul lying situations that 
occur m ore of ten i n vocational hi gh s chool s tudents are: “t he 
other pe rson s peaks o blivious  ( 101 pe ople)”, “ The ot her 
person s preads m y n egative r umors be hind the ba ck ( 83 
people) ”, “the other person is doing hella annoying (77 people) 
“ and so on. ( 2)In t he bul lying context,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most often expressed in verbal bullying, only in the 
"other people do not  be  friends with me", i s t he most f requent 
relationship conflict. ( 3) T he s ituation in w hich “ attitudes tha t 
parents or teachers ignore”, “the other person speaks oblivious, 
the words and demeanor are more feminine or  masculine, grab 
my f riends, a nd t he ot her pe rson i s doi ng h ella a nnoying” and 
“get a moment of fun” are in the situation of bully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 fferences i n g ender, of  w hich on ly “the ot her 
person robs my frien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girls than for 
boys, and the others are all the opposite. (4 )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of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ship, sexual, 
and cyber bullying generated in the 15 bul lying situations, such 
as " in o rder t o gain r ecognition i n t he group", "attitudes tha t 
parents or teachers ignore," and "something unsatisfactory". 

 
Keywords ： vocational hi gh s chool s tudents, ge nder, peer 
bullying,conflic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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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近年來大眾媒體皆曾報導數則校園霸凌行為的新聞

事件，如『高中生校門口大亂鬥中壢警方逮捕 8 人到案

（2018）』、『校園霸凌打傷同學眼睛高中生遭判刑 2 月（黃

建華，2018）』、『兒手機狂震 母點開見同儕霸凌「你是 X
你爸還你媽」（賴俊佑，2018）』、『疑長期遭霸凌國一生教室

開空氣槍洩憤（林樹銘，2018）』及『家長控同學霸凌 小

四女被 K 瘀青、餵吃沙（吳淑萍，2018）』等真實案例，從

上述案件中可意識到校園同儕霸凌事件在青少年所處的教

育環境可說是層出不窮，且不分年齡於各階段皆可能發生。 
不僅如此，在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4）對全國

國小至高中職的兒少進行抽樣調查，結果發現有 26.4%的兒

少從幼稚園迄今皆曾經有被欺負的經驗，其中仍身處霸凌陰

影的比例中，有 15.2%「在過去一年內」仍曾被欺負，3.5%
的兒少甚至處在「過去一年內每個月被欺負 2~3 次以上］的

長期霸凌狀態，就此調查結果初估至少有高達 4 萬名以上的

兒少過去一年仍深處霸凌的傷害中。 
再則，根據「教育部 105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分析報告」中可知，屬於法定通報（知悉）霸凌事件項目，

共計通報發生 606 件，影響 1831 人次，依各教育階段學童

曾遭受霸凌事件之發生數與人次分別為：高中 127 件、414
人次，國中發生 205 件、642 人次，小學則為 274 件、775
人次，以國小生遭受霸凌的人數最多。 

綜合上述，霸凌事件不僅在大眾媒體時有所聞外，其在

教育實務現場上也是作為一個教育人員都會面臨的挑戰。故

想藉本研究對校園中可能發生同儕霸凌的各種情境及學童

在面臨不同情境下可能產生的的霸凌行為有所了解，進而幫

助教育人員做到事前預防與事後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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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霸凌的內涵與相關性研究 

根據 Dan Olweus（1993）及 Roland（1989）所提出的「霸

凌」一詞，係指一個人受到一個或多個人長時間、刻意的、

重複地欺負或騷擾行為，但被霸凌者因個人力量或心理上的

懼怕而無法反抗。另教育部於 2012 年公布之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中，將校園霸凌定義為：「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

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學生）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

人（學生）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

人（學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

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

習活動之進行」。 
此外，依霸凌方式的不同，將霸凌行為的種類，大致可

分類為：1.肢體霸凌：以肢體（打、推、踢、捏）或武器等

造成他人身體上的傷害；2.言語霸凌：運用語言刺傷或嘲笑

別人造成他人心理上的傷害；3.關係霸凌：藉著良好的同儕

關係，進行孤立、排擠、造謠等行為，造成他人人際關係的

疏離；4.性霸凌：以性或性議題有關的方式傷害他人及 5.網
路霸凌：透過網路散布謠言、圖片或恐嚇、嘲笑的字眼傷害

受凌者（Bella & Willis,2016；Hymel & Swearer,2015；羅丰

苓、盧台華，2015；陳淑卿、陳國彥，2016；王伯頎、劉育

偉，2018） 
而在霸凌情境的描述性研究中，大陸學者紀林芹、張文

娟、張文新（2004）在學校欺負與同伴背景的關係研究中述

明：青少年在欺負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同質性現象，亦即是物

以類聚。此外在新同伴群體的形成過程中，一些兒童把欺負

行為作為獲得控制力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因在同儕的支

持、鼓舞與壓力下，使得青少年可能發生欺負行為，而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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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霸凌發生的情境之一。再則，在中小學兒童受欺負原因探

析研究中，發現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包含如下：沒

有原因、人太善良、看不順眼、口誤說錯話（語言表達有問

題）、遭人嫉妒、學習成績差、長的不好看、行為遭人厭、

人際關係不好、經濟情況太好或太差及挑剔別人等等（吳素

梅、何光耀，2006；黎素君，2005；劉仕慧，2015）。且國

內學者針對小三至小六 5688 名學童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感

到寂寞、成績較差及較少同學支持者，在霸凌他人或被霸凌

的發生機率均有所提高（洪文綺、黃淑貞，2015）。 
以中學生霸凌行為而言，Cheng、Chen、Liu 與 Chen

（2011）對 860 位學生或 Mok、Wang、Cheng、Leung 與 Chen
（2014）對 11876 位臺灣、香港與澳門三地之中學生所做的

研究中，其結果皆發現中學生最常見的霸凌類型是罵髒話、

嘲笑、取綽號等言語霸凌、以及肢體霸凌，最少見的則是網

路霸凌。此外，國內學者所做的研究中也同樣顯示國中生最

常使用言語及關係霸凌、欺負與攻擊他人，再則才依次為肢

體霸凌、性霸凌及網路霸凌（賀欣音、郭丁熒，2012）。而
在小學生霸凌類型上，相關的調查研究指出，小學生最常遭

受的校園霸凌行為是言語霸凌（如亂取綽號、造謠、恐嚇威

脅）、肢體霸凌（如碰撞推倒）與關係霸凌（如排擠孤立），

最不會遭受網路霸凌（戰寶華，2011）。 
此外，呂敏綺（2016）對嘉義市高中職 630 位學生所做

的研究也發現：「負面言行及被害無助」、「負向特質與疏離

人際互動」在霸凌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負面言行及被

害無助與言語霸凌、肢體霸凌、關係霸凌」呈現正相關，而

「負向特質與疏離人際互動」僅在關係霸凌上有正相關存

在。 
綜合上述可知，在有關霸凌議題的研究上，多著墨在普

遍霸凌行為產生的類型、霸凌者與受凌者的特質等，而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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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不同的霸凌情境下，青少年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無因

所面臨的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乃針對霸凌發生

的情境及其產生的霸凌行為進行探究。而本研究採用 WHO
（2010）的霸凌行為定義為－一個以上或一群學生對另一個

學生說出或做出惡意又討人厭的事情；也指重覆不斷用令人

不喜歡的方式去戲弄或故意排擠某位學生。然而，從上述研

究中可看見，多數的霸凌研究對象皆為中小學兒童，甚少探

究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高一至高

三高職生曾發生過霸凌行為的青少年。 
（二）霸凌情境與所產生之霸凌行為在性別上的比較研究 

大陸學者張文新（2004）所做的學校欺負及其社會生態

研究中分析發現，在欺負者方面：1.小學階段有 8.7％的男生

與 3.0%的女生，表示在本學期『有時』或更頻繁地欺負過別

的同學；2.中學階段也有 4.3%的男生與 0.8%的女生，表示欺

負過別的同學，且男生欺負同學的比率顯著高於女生。此外，

吳文琪、陸玓玲和李蘭（2013）對台灣 3,441 位國中生所做

的研究調查，也發現在曾霸凌他人的比率上，男生顯著高於

女生。 
而就性別在霸凌情境的國內研究中，有研究者曾分析性

別在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有無差異發現：1.小學男

女生在各種欺負情境上不存在顯著差異；2.初中男生則在『人

太善良』、『行為遭人厭』的情況有顯著高於初中女生，其餘

情況則不存在性別上的顯著性差異（吳素梅、何光耀，

2006）。 
然而，不僅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不同的差異外，性別在

霸凌者所產生的霸凌行為也有所不同。根據大陸學者針對中

小學欺負方式進行研究，發現：1.中小學階段以言語欺負比

率最高，佔 35.1%，其次是身體欺負，佔 20.8%，而關係欺

負的發生率最低，佔 18.3%。2.在小學階段男女生在言語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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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上無顯著差異，但在身體欺負或關係欺負上，則為男生顯

著高於女生。3.在初中階段男女生無論在身體欺負、關係欺

負與言語欺負上皆有顯著差異，且均為男生發生的比率高於

女生（張文新，2004）。但是，國內學者蔡靜思和吳明隆（2014）
對國小高年級學童所進行的校園霸凌研究中，則是發現言語

霸凌、關係霸凌、肢體霸凌及物品侵犯上，男生顯著高於女

生。且根據戰寶華（2011）對屏東縣國小高年級 513 位學童

所做的調查也發現：男性學童在遭受肢體、言語、性霸凌的

程度與女性學童有顯著差異。最後，在針對中學生的研究中，

也發現不同性別之國中生在霸凌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男

生於肢體霸凌、言語霸凌、性霸凌及反擊性霸凌等 4 種類型

顯著高於女生，而在關係霸凌及網路霸凌上則男女並無差異

（賀欣音、郭丁熒，2012）。 
從上述可知性別在霸凌情境有差異性存在，且性別在霸

凌行為的方式上也有所差異，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較少探究

霸凌者在各種不同的霸凌情境下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為何或

其在性別上有何差異性存在等議題。據以，本研究之的目的

有四，分別為： 
1. 瞭解高職生發生同儕霸凌之情境現況為何？ 
2.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為何？ 
3. 同儕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無差異？ 
4.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有無

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乃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並以方便取樣方式

抽取樣本，抽取的樣本為台北市、苗栗市與彰化縣各一所高

職高一至高三學生。共計八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施測對象。

共計回收 277 份，有效問卷為 264 份，剔除從未經歷霸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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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 115 份，僅 149 份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中男生為

65 人（43.6％），女生為 84 人（56.4％）；一年級為 80 人（53.7
％）、二年級為 22 人（14.8％）、三年級為 47 人（31.5％）。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陳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其中

自變項為背景變項－性別，依變項為同儕霸凌情境及在霸凌

情境下產生的霸凌行為。 
1. 性別：運用虛擬碼的方式，將男生取值為 1，女生取

值為 0。 
2. 同儕霸凌情境： 
此變項的測量方法乃由研究者對五位高職生進行個別

訪談後彙整所得之資料，且參照吳素梅、何光耀（2006）之

「中小學兒童受欺負原因調查問卷」與蕭媚蓮（2010）之「學

校人際關係與校園霸凌行為量表」編製而成，形成 30 項自

陳霸凌情境指標，如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與對方有感

情上的糾紛、幫朋友出氣等，來測量高職生產生霸凌的情境

狀況。 
3. 同儕霸凌情境下產生的霸凌行為： 
此變項經由研究者個別訪談，並參考 Hymel 和 Swearer

（2015）針對 40 年來校園霸凌相關文獻而統整出的霸凌行

為類型，界定為：肢體霸凌（如肢體、踢打、搶奪東西）、

言語霸凌（如語言刺傷或嘲笑、綽號）、關係霸凌（如冷戰、

疏遠、排擠）、性霸凌（如說黃色笑話、娘娘腔、批評體型）

及網路霸凌（利用網路散布謠言、留下辱罵或嘲笑字眼）五

類，其測量方式乃由研究對象自陳之。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次數、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分析，來檢視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再由卡方考驗

（Chi-square test）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各同儕霸凌情境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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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性。 

四、研究結果 
（一）同儕霸凌情境之描述性統計 

表 1 乃是研究者針對 149 位高職生進行霸凌情境描述性

統計分析而得，從表中可知高職生較常發生的前十項霸凌情

境依序分別為：1.對方講話很白目（101 人）、2.對方在背後

散佈我的負面謠言（83 人）、3.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77
人）、4.幫朋友出氣（76 人）、5.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65 人）、

6.對方將我的隱私散佈出去（64 人）、7.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

己了不起（58 人）、8.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35 人）、9.
自己有不如意的事（34 人）、10.對方搶了我的朋友（24 人）、

10.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24 人）。從上述十項霸凌情境

內涵中，可發現有四項霸凌情境乃霸凌者本身因素而讓其產

生霸凌行為，此四項霸凌情境為：『幫朋友出氣』、『為了能

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及『為了獲得一

時的好玩開心』，其餘情境則顯示使霸凌者產生霸凌行為乃

因被霸凌者表現出不當的言行舉止而引發。 
（二）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 

表 2 為高職生經歷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時，所產生的各種

霸凌行為之次數分配表，從表中可看見，當高職生處於『自

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學習表現差』、『對方講話很白目』、

『對方個性較為軟弱』、『對方同儕關係不理想』、『對方搶了

我的朋友』、『對方性格或行為上有異於他人』、『對方做人做

事太過機車』、『對方溝通表達能力差』、『對方將我的隱私散

佈出去』、『擔心對方知道太多自己私密的事情』、『看不慣對

方力求表現的行為』和『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之

霸凌情境時，其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為口語霸凌，其

次為關係霸凌，再其次則為肢體霸凌。 
而當其處於『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為了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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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威權』、『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謠言』、『與對方有感

情上的糾紛』、『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之霸凌情境時，其最

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則是口語霸凌，其次為關係霸凌，

再其次則為網路霸凌。 
唯高職生在面臨『對方不跟我當朋友』之霸凌情境時，

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為關係霸凌，其次為口語霸凌。 
除此之外，當高職生處於『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

與『幫朋友出氣』之霸凌情境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為

口語霸凌、其次為肢體霸凌，再其次則為關係霸凌。 
最後，當高職生沒有任何原因的與同儕發生衝突時，其

最常表現在口語與關係上的霸凌，其次才為肢體霸凌。 
（三）同儕霸凌情境在性別上之差異比較 

對同儕霸凌情境中的性別差異進行 2*2 的獨立性卡方考

驗，結果顯示（見表 3），在『2.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

『9.對方講話很白目』、『12.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

性化』 、『17.對方搶了我的朋友』、『19.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

車』與『29.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6 個霸凌情境上有

顯著性的性別差異外，其餘霸凌情境在性別上皆無顯著差異。

此外，在霸凌情境有性別差異的項目中，僅『17.對方搶了我

的朋友』此項為高職女生（21.4%）顯著高於高職男生（9.4%）

外，其餘各項皆為高職男生顯著高於高職女生。 
（四）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之差異比

較 
對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進行 2*2 的

獨立性卡方考驗，以檢驗其在性別上有無差異，結果顯示（見

表 4），第 1、2、4、6、9、10、12、14、17、19、22、23、
25、26、28 等題項之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性別上的

差異，各種霸凌行為的差異情形分述如下： 
1. 在產生肢體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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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朋友出氣』、『對方講話很白目』、『對方的言行舉

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

謠言』、『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對方將我的隱私

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對方

不跟我當朋友』與『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等，且高

職男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肢體霸凌的比率皆顯

著高於高職女生。 
2. 在產生口語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很白目』、

『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做人

做事太過機車』、『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且高職男

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口語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

於高職女生。。 
3. 在產生關係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沒有任何原因』、『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搶了

我的朋友』、『與對方有感情上的糾紛』、『對方將我的

隱私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力求表現的行為』、『看

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對方在同儕間亂傳

話』，且高職女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關係霸凌的

比率皆顯著高於高職男生。 
4. 在產生性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對方長的難看（如肥胖、矮等）』、『對方的言行舉

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且高職男生因上述霸凌情

境而產生性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於高職女生。 
5. 在產生網路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

負面謠言』及『對方搶了我的朋友』，且高職女生因

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網路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於高

職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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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餘各種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皆無性別上的

顯著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同儕霸凌情境與其產生的霸凌行為之探討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高職生較常與同儕發生衝突的霸凌

情境依序為：對方講話很白目、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謠

言、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幫朋友出氣、對方在同儕間亂

傳話、對方將我的隱私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

不起、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

搶了我的朋友及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此結果不僅呼應

了大陸學者紀林芹、張文娟、張文新（2004）所指出的青少

年在欺負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同質性現象，且在新同伴群體的

形成過程中，會把欺負行為作為獲得控制力的一種手段。此

外，也呼應了吳素梅、何光耀（2006）及劉仕慧（2015）的

研究，指出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包含有：沒有原因、

看不順眼、行為遭人厭等。 
再則，在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方面，從

研究結果可知高職生在面對不同的同儕霸凌情境，而產生與

同儕間不同的霸凌行為，其中最常發生的霸凌行為為口語霸

凌，唯當高職生遭遇『對方不跟我當朋友』的同儕霸凌情境

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為關係霸凌。此研究結果與國內

外學者 Mok 等人（2014）、賀欣音、郭丁熒（2012）、戰寶華

（2011）及呂敏綺（2016）的研究皆一致。 
此外，本研究結果更可看出高職生在面對不同霸凌情境

時，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各異，如：面對『對方不跟我當朋友』

之霸凌情境時，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是關係霸凌，其

次才是口語霸凌，而在『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與『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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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氣』之霸凌情境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則是口語

霸凌、其次為肢體霸凌、關係霸凌。與國內學者對嘉義市高

中職所做的霸凌受害學生個人特質及相關因素之研究結果

一致（呂敏綺，2016）。 
2. 性別差異之探討 

從研究結果可看出：性別對於霸凌情境或面對各種霸凌

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顯著差異的存在，且高職男生較高

職女生在面臨霸凌情境時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多為口語霸凌、

肢體霸凌與性霸凌，而高職女生較高職男生在面對霸凌情形

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則多為關係霸凌與網路霸凌。此研究發現

僅在口語霸凌及肢體霸凌部分與蔡靜思、吳明隆（2014）及

賀欣音、郭丁熒（2012）對中小學所做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然而，在關係霸凌部分則與其他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其可能

的原因為高中職青少年正處在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
自我統整期，故無論男女生皆重視同儕間的關係，唯女生較

男生而言更重視與同性之間的關係，尤為重視情感親密關係

上的私交，而男生則喜歡以較為直接外顯的方式來表達支持，

因此當遇到霸凌情境時，女生便較容易採取操縱親密感來獲

得權力或他人的認同支持，進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除此之外，在同儕霸凌情境之性別比較中顯示：高職女

生較高職男生在面臨『對方搶了我的朋友』之霸凌情境時，

易與同儕產生衝突。而高職男生較高職女生易發生同儕霸凌

行為的情境為：『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

很白目』、『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做

人做事太過機車』與『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二）建議 
1. 教學輔導方面： 
（1）提升教師對於各種霸凌情境與其產生的霸凌行為知能

有所辨識，並且對易受凌或霸凌者多加關懷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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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達到預防重於治療，或早期發現早期處置之成效，

以降低霸凌者或受霸凌者所受的傷害。 
（2）培養學生具備尊重與同理心的態度，以使學童能試著

去了解他人的感受、處境，以降低因個人主觀喜好或

偏見，而產生霸凌他人的行為。 
（3）提升青少年情感教育、情緒管理及解決問題等相關知

能，以期在面臨不如己意之情境時，能有適當的紓壓

及因應策略。 
2. 研究方面： 
（1）本次調查以方便取樣方式，僅抽取彰化以北三縣市進

行研究，其可推論範圍較為侷限，建議未來可擴大研

究對象，除了可擴大推論範圍外，也可進一步了解霸

凌情境及其產生的霸凌行為是否有地區性的不同。 
（2）透過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因無法深入了解霸凌情

境脈絡的全貌及霸凌者、受凌者在面對各種霸凌狀況

時，當下在做決定時所評估各項考量的想法，故建議

未來可以加入質性研究，例如：觀察法、訪談法等，

以做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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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表 1 同儕霸淩情境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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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儕霸淩情境之霸淩類型次數分配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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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同儕霸淩情境的性別比較 

 
 
表 4 同儕霸淩情境所產生的霸淩行為在性別上的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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