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定全校反欺凌政策 

每 位 教 育 工 作 者 都 希 望 學 生 能 在 ㇐ 個 和 諧 的 環 境 下 愉 快 學 習 ， 

健 康 成 ⾧ 。 欺 凌 是 學 校 裡 常 見 的 紀 律 問 題 ， 亦 會 影 響 校 園 的 

和 諧 氣 氛 ， 因 此 我 們 須 正 視 欺 凌 問 題 。 

欺 凌 事 件 往 往 牽 涉 千 絲 萬 縷 的 人 際 關 係 ， 個 別 老 師 ㇐ 些 即 時 

的 處 理 方 法 或 只 能 暫 時 制 止 欺 凌 行 為 。要 達 到 持 久 及 預 防 的 

果 效 ， 則 有 賴 ㇐ 個 「 全 校 反 欺 凌 政 策 」  和 相 關 措 施（DFES, 

2002; Newman, Horne & Bartolomucci, 2000; Smith, 1999）: 

1. 制 訂 有 關 處 理 欺 凌 行 為 的 目 標 、 方 法 、 跟 進 策 略 和 預 

防 措 施 。 

2. 政 策 和 措 施 須 建 基 於 同 工 的 共 識，協 助 所 有 員 工 均 對 政 策 

清 楚 了 解 ，並 加 強 各 部 組 互 相 協 作 配 合 。 

3. 除 透 過 個 別 或 小 組 處 理 學 生 欺 凌 行 為 外，教 師 還 可 通 過 班 、

級 、全 校 等 不 同 層 面， 開 展 預 防 欺 凌 行 為 的 培 育 工 作 。 

4. 定 期 作 有 系 統 的 檢 討，促 使 制 定 的 政 策 能 有 效 執 行 。 

研 究 指 出 欺 凌 與 其 他 違 規 行 為 有 十 分 密 切 的 關 係（Chazan, 

Laing & Davies, 1994）， 有 效 的 「 全 校 反 欺 凌 政 策 」除 了 能 夠 遏 止 

欺 凌 的 問 題 外 ， 亦 能 大 大 改 善 校 內 的 紀 律（Olweus, 1991）， ⾧ 

遠 而 言 ， 更 能 加 強 學 生 的 自 律 、 自 重 及 群 體 合 作 的 精 神 ， 有 

助 學 校 營 造 和 諧 有 序 、 關 懷 友 愛 的 校 園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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