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校園欺凌預防及處理

2022年1月3日(星期一)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余鎮洋先生、章景輝先生

1



講者介紹

•余鎮洋先生 (ISAAC)
•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

•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兼任講師及臨床督導

• 現任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主席 (2019-現在)

• 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一級證書

• 香港心理學會副院士及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 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註冊臨床督導及輔導員

美國國際醫學及牙科催眠治療協會(IMDHA) 認可催眠治療師

PEERS® Certified Provider

2



講者介紹

章景輝先生 (JACKY)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輔導心理學家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臨床督導

香港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會長

香港心理學會副院士及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亞洲專業心理及輔導協會 註冊臨床督導

亞洲專業心理及輔導協會 註冊輔導員及學校輔導員

MBTI ® Step I™ and Step II™認證執行師

Prepare/Enrich婚前婚後評估協談員

Brick by Brick™ Program (Former Lego® Based therapy) Certified 
Facil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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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行執業的心理學家可分為四種:

1. 臨床心理學家

2. 教育心理學家

3.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家

4. 輔導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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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心理學家
Counselling Psychologist

• 著重預防勝於治療(Preventive Work)

• 強調優勢為本(Strengths-Based Approach)

• 了解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 

• 重視成長發展歷程(Life Span Development)

• 擅長生涯規劃輔導(Vocational Counselling)

• 科學實證(Eviden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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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定義

• 濫用權力

• 持續及重複發生

• 行為導致傷害

(Olweu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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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欺凌

言論欺凌

關係／社交欺凌

網路欺凌

欺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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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2 個國家及地區中，
香港是校園欺凌行為最嚴重的地方。

香港32.3% 的學生表示曾經遭受欺凌，
比台灣及美國分別高出三倍及一倍。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2017)

欺凌發生比率遠超我們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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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如何發生？
哪些學生更易捲入欺凌事件？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特性
欺凌循環、角色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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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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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要學生的特性

自閉症學生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讀寫障礙學生

情緒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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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學生

不善於社交表達

容易錯誤表達及理解非語言溝通

對發展、理解、維繫關係感到困惑

固執

狹窄興趣

重複行為

過多／過少感官刺激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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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專注力不足 (難於維持注意力)

過度活躍 (未能有效抑制行為)

衝動 (未能在行動前思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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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障礙學生

智力及感官功能屬正常水平

認知能力如命名速度、字形結構意識、語素意識、
語音意識和語音記憶可能有不同程度缺損

學業成績一般較同齡學童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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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障礙學生

焦慮障礙

廣泛焦慮障礙

社交焦慮障礙

強迫症

恐懼症

驚恐症

抑鬱／躁狂障礙

抑鬱症

躁狂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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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必有因

挫
敗
感

憤怒

焦慮

抑鬱

沮喪

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

想被接納

想被認同

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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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者 (The Bully)
故意濫用權力

反覆地傷害他人

錯誤解讀敵對意圖

脾氣暴躁、缺乏彈性、自大、
表現衝動

主宰和控制他人

難以遵守規則

對模棱兩可的情況會很敏感

對暴力持正面態度

缺乏同理心，甚至可能喜歡對
他人施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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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者 (The Bully)
• 不擅於與人分享、溝通，因此無法建立長久的友誼

• 隨著年紀漸長，欺凌者往往表現出以下行為：

• 攻擊、反社會行為

• 攜帶武器到學校

• 缺課、拒課、輟學

• 犯罪

• 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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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 (The Victim)

體型較小

較弱

不安全

敏感、反應容易較大

與同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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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 (The Victim)
• 自信心低

• 焦慮、恐懼、自責

• 順從

• 常表現抑鬱或悲傷

• 欠缺幽默感

• 身高、力量或協調較同輩稍遜

• 常表現無助的感覺

• 社會退縮和被孤立

• 社交能力差

• 低人氣 (不受歡迎)

• 很少或沒有朋友

• 過度依賴成年人

• 欺凌受害者：被欺負的孩
子也欺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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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旁觀者 (Unhelpful Bystander)

• 通過刺激、煽動或唆擺（例：取笑、歡呼或納喊助威）

欺凌者進行欺凌行為

• 一旦欺凌行為開始就會加入

• 在旁觀察和沉默被動地接受欺凌

• 通常這些旁觀者沒有意識到自己也間接導致欺凌，其無

聲接受等於間接允許欺凌者繼續其傷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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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旁觀者
(Helpful Bystander)

• 旁觀者也有能力防止或制止欺凌行為

• 一些旁觀者直接干預、勸阻欺凌者、保護受害者

• 通過其他同學的支持來制止欺凌或向師長報告欺凌行為，

會使受害者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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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 (The Bystander)

•阻礙旁觀者舉報的潛在原因：
• 參與欺凌的朋輩壓力

• 舉報欺凌的焦慮

• 對阻止欺凌感到無助／無力

• 擔心會成為受害者

• 害怕與受害者和欺凌者扯上關係

• 沒有為受害者辯護而感到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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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必有因

挫
敗
感

憤怒

焦慮

抑鬱

沮喪

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

想被接納

想被認同

退縮

欺凌者/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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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五個階段

觀察
期

試水
溫

醞釀
期

事件
升級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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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處理的欺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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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必有因

挫
敗
感

憤怒

焦慮

抑鬱

沮喪

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

想被接納

想被認同

退縮

欺凌者/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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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欺凌
師長應有的態度

積極聆聽 同理心 認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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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欺凌策略
理論篇及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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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漣漪性影響

其他學生聽聞事件認為學校是不安全的地方

旁觀者感受到不安，擔心自己被欺凌

受害者的家庭

受害者自身感到不安全

學生對社區以至社會的看法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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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此計劃已經發展和評估了 20 多年（Olweus, 1993, 2001）。

它旨在改善同伴關係，使學校更安全，讓學生更積極學習
和發展。此計劃的目標包括：
• 減少出現欺凌問題

• 防止出現新的欺凌問題

• 在學校建立更好的朋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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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四大關鍵原則：
1. 師長的積極參與
2. 嚴格規範不可接受的行為
3. 為不可接受的行為或違規行為訂下清晰的應對指引
4. 所有師長須作為權威和正向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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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成效
欺凌個案（被欺凌及欺凌）減少了 50% 或以上。

學生的違規行為顯著減少，例如欺凌、惡意破壞、暴力、打架、
盜竊和逃學。

課堂氛圍及紀律得到顯著改善，朋輩關係更正面，學業成績有所
提升。

為受欺凌的學生提供支持，並為欺凌者提供更有力、更有效的干
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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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學校

層面

班房

層面

個人

層面

社區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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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學校層面
成立預防欺凌協調委員會

(Bullying Preven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進行委員會和員工培訓

推行欺凌行為篩檢問卷

召開教師討論小組會議

推行學校反對欺凌的政策

檢討及完善學校監察制度 (supervisory system)

舉辦學校啟動活動以啟動該計劃 (例: 預防欺凌周)

讓家長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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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班房層面

討論並執行預防欺凌的班規

定期舉行班級會議

與學生家長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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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會議可涵蓋的內容

什麼是欺凌？欺凌有哪些不同的形式？
欺凌可包括甚麼角色？
被欺凌的學生有什麼潛在影響？
旁觀者如何影響欺凌？
學校為欺凌訂下了甚麼規範？
如果欺凌發生在你身上，你該怎麼辦？
如果你看到或經歷欺凌事件，你應該找誰尋求協助？
你該如何支援一個被欺負的人？
如何接納被排擠的學生？
有哪些方法可以拒絕參與任何欺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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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個別層面
觀察學生的活動

確保發生欺凌事件時，所有教職員都知悉介入流程

與參與欺凌的學生進行面談

與參與欺凌事件的學生家長進行面談

為參與欺凌事件學生訂立個人介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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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weus(1993)校園欺凌防預計劃
社區層面
讓社區成員參與預防欺凌協調委員會

與社區成員建立夥伴關係以支持學校的計劃

協助在社區宣傳反欺凌信息及其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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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資源

 認識欺凌

 了解欺凌行為

 預防欺凌

 處理欺凌及跟進

 電子海報：有關正面行為、防止欺凌、社群關係及
個人成長

 培育子女小錦囊單張2009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協助子女與同學和諧共處」單張

 預防網絡欺凌及網絡安全資源

 「和諧校園--尊重友愛 拒絕欺凌」運動

 2022年度「理智NET」校園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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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介入策略範例
學校及班房篇

1. 學校層面介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反欺凌日/ 週》資源套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 校政篇

2. 班房層面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a. 如何識別和強化學生的行為 (評估篇)
 教師觀察問卷
 學生相處問卷
 我的學校生活問卷
 我的小報告問卷

b. 處理及跟進學生欺凌行為 (處理及跟進篇)
 即時介入事件技巧
 對受害者、欺凌者及班級的跟進
 承責改進法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反欺凌日/ 週》資源套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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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介入策略範例
個別(學生)層面
1. 《和諧校園齊創建 之「校不容凌」》資源套

 戲劇教育 (小四至中三學生的教案)

 家長教育

2. 建議學校可推行：
 正向旁觀者介入計劃

 學生調解衝突解決計劃

 強化（潛在）欺凌者「優勢」計劃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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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處理校園欺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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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夠成為學生的
多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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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嘲笑的策略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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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嘲笑的策略

•利用簡短口頭反駁

•善用非語言反駁

•讓對方感到所說的話愚蠢不好玩

•表現不受影響的樣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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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反駁

• 利用「簡短」(Short Verbal Comeback)反駁來回應嘲笑者

• 語調顯得輕鬆、 無所謂、 不太在乎
• 啊… … 是但啦… … 啊… … 原來係咁… …

• 係咩？咁呢？

• 跟住呢？ 然後呢？

• 你嘅重點係？

• 我需要知道㗎？

• 我係咪需要笑㗎？

• 請問笑點係邊？

• 我諗無咩人在乎

• 我好鍾意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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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反駁

•目的表示不太在乎、不太贊同對方

•可選動作：
•聳聳肩
•搖搖頭
•輕輕皺眉頭
•瞪大眼睛表示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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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及訓練建議

• 選擇3種口頭反駁與學生練習

• 避免用引致情緒的嘲諷內容
• 建議例子：「你的球鞋很難看。」

• 避免鼓勵學生自創反駁方式

• 提醒學生嘲諷者一般不會很快放棄

• 鼓勵學生先向你示範非語言反駁以觀察是否合適

• 先嘲諷反駁，後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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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嘲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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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具

工序分析與視覺提示

連環漫畫

利用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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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交故事

• 以第一身「我」撰寫

• 描述句
• 描述事實

• 透視句
• 形容別人的觀點、想法和感受

• 指示句
• 指出恰當的行為，讓學生依從或選擇

• 肯定句
• 表達共有的意見或價值

(Gray & Garan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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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謠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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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友誼的親密程度
被動排擠
(被忽略)

主動排擠
(被拒絕)

模糊不清
(愛理不理)

被動接納
(別人忍讓)

主動接納
(受歡迎)

朋友圈「水溫圖」

理解印象：觀感相簿
（參考資料：Jockey Club Autism Suppor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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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一： 證明謠言是錯的

錯誤二： 表現出惱怒

錯誤三： 質問造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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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無銀三百兩

參考資料：PEERS® 課程

強烈防衛只會火上加油

只會讓對方更「理直氣壯」地
相信你「此地無銀」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All Right Reserved 2021.



正確做法一：表現出謠言對你絲毫無損

60

樣子輕鬆，不動怒、不防衛

參考資料：PEERS® 課程

正確做法二 ：對於有人會「相信」表現驚訝

可以語氣平淡地說：

「竟然咁都有人信？」

「我好驚訝有人相信」

「可能大家太得閒」

「應該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值得關心」

表現詫異竟然有人相信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All Right Reserved 2021.



自然介入
(Naturalistic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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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網絡欺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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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網絡欺凌 Types of Cyberbullying

1. 惡意中傷 Insulting

2. 騷擾 Harrasment

3. 被鎖定 Targeting

4. 身份盗用 Identify Theft

5. 上載不雅/尷尬照片 Uploading

6. 排擠 Excluding

還有其他嗎？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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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網絡欺凌的策略

• 不要作反應，避免筆戰 (Don’t feed the trolls, don’t react)
• 智慧地應付「網絡無賴、酸民」(Trolling)

• 找支持自己的真實朋友

• 暫時「潛水」，低調處理 (Lay low online)

• 封鎖(Block)網絡霸凌者

• 保存證據

• 適當時以通報/舉報為最後處理方法

64參考資料：PEERS®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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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身體欺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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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身體欺凌的策略：安全至上

• 遠離欺凌者

• 盡量與其他人站在一起

• 靠近權威者（老師、社工）

• 保持低調，不要讓欺凌者發現

適時申訴，尋求協助！

• 不要和欺凌者做朋友

• 不要嘲笑欺凌者

• 不要挑釁欺凌者

• 不要糾正欺凌者

66



積極處理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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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著品味

體味

頭皮

口腔清潔

故作幽默

不尋常行為

參考資料：PEERS® 課程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 All Right Reserved 2021.



應對校園欺凌的
系統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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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長溝通的小技巧

• 留意重要的第一印象

• 注意面談的人數

• 退後一步，先聆聽家長的感受

• 鼓勵家長分享對學生之了解

• 避免指責家長及相關學生錯誤

• 尋找雙方同意的想法

• 確保家校溝通渠道

69



製訂欺凌行為的跟進程序

1. 避免立即對質，讓孩子在安全的情況下能聽到更全面的事實

2. 以積極的方法保護受影響的學生

3. 尋找專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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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向的校園氛圍

由班級經營開始

強化班內的凝聚力

訂立班級目標

給予班上學生不同的職務、身份

鼓勵班上有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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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健康的朋輩關係

建立不同的人際網絡
• 宗教團體
• 師生關係
• 小組活動
• 校隊活動
• 與輔導員及社工的關係

以關係治癒欺凌的傷口
• 改善受害者對人的信心
• 增加他們對人認知上的彈性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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