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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特刊
 

 

2016/04/29 vol.79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為「校園霸凌特刊」，著重探討校園霸凌的人權，在孩童、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如何學會去尊
重不同的聲音，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人是必學人生課題，唯有懂得尊重，霸凌的事件才會漸漸杜絕。這次人權電子報
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王美恩老師等人替我們撰寫專文，帶領本報讀者一同來關注並瞭解校園的霸凌
情況所帶來的問題，以及該如何正視處理。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關懷等相關
文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
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 → 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校園霸凌者有人權嗎？
 文／王美恩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

      談人權，多數是關照相對弱勢的人；談校園霸凌，多數會認為受凌者（被霸凌的人）是較弱勢的一方，而以教育
的立場，受凌者要談人權，那霸凌者的人權又是哪些？教育的本質是協助學生成長，不應以「罪行」解讀霸凌者與
受凌者的互動，不適合用法律定罪，用處罰代替輔導。...（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全國首創 以兒童、少年人權為主題的『大大親子影展』
 2016/04/08 大成報

  
 1.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向女孩致敬105台灣女孩
日系列活動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台

 

http://hre.pro.edu.tw/8-2-1.php?id=97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88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60408/16761425.html
https://www.goh.org.tw/tc/p3-signup_detail.asp?PKey=aBHQaB32aBSQaB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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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邱太三說話了！ 籲國家別自己放棄司法權
 2016/04/13 自由時報

3. 鐘點教師過多 全教總籲政府保障受教權
 2016/04/14 中央廣播電臺

4. 同志婚享婚假？ 勞長：先修民法
 2016/04/18 中央廣播電臺

5. 廢併校 全國逾200所列觀察名單
 2016/04/18 國語日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人權觀察：孟加拉200萬窮人喝含砷水
 2016/04/06 中央廣播電臺

2. 澳洲總理訪華 法輪功籲關注人權 民眾聲援
 2016/04/07 大紀元時報

3. UN秘書長面試前夕 人權團體關注難民
 2016/04/11 中央廣播電臺

4. 《歐洲》想脫歐的英國漁夫
 2016/04/24 中時電子報

5. 政客箍選票「集體棄養」年輕世代 「厚老薄少」恐拖垮日本
 2016/04/25 明報新聞網

東縣議長饒慶鈴、臺東市公
所。

 活動時間：2016-05-28
09:00:00至16:00:00。

 活動地點：台東大學教學大
樓五樓

2. 【反性別暴力 缺你不可】宣
導海報設計比賽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財
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

 報名資格：凡具有中華民國
籍之 國中生、高中職學生 、
大專院校高中職學生 及大專
院校學生（在學之研究生亦
可）。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5年05
月10日止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校園觀察 Observation about campus

 

邁向「社會運動」模式的反霸凌行動|
 文／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打造一個沒有霸凌與欺侮的校園，如何可能？

       校園之中同學間的「強欺弱」、「大欺小」現象，或是長時間針
對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欺侮、羞辱、壓榨、剝削……等，或許都並非是
新興問題。然而，直到過去十年來，它才以「校園霸凌」的概念，為
各界所正視。日趨增加的媒體報導，以及社會輿論密集討論，讓政府
與大眾日趨「把『校園霸凌』當成一件該認真處理的事情看待」，而
不再只是「不重要的短期打鬧」，或「無傷大雅的校園衝突」。...
（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

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4月

1913/04/03
 英國女權主義者潘克赫斯

特夫人（Pankhurst,
Emmeline）被判入獄

 
1963/04/16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
路德．金恩寫出著名的伯
明翰獄中來信

1968/04/0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

丁．路德．金恩在田納西
州孟斐斯的旅館陽台上被
槍殺身亡

 
2000/04/01

 荷蘭安樂死法律正式生
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
認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評 論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63520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63940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64662
http://www.mdnkids.com/news/?Serial_NO=97637
https://tw.news.yahoo.com/%E4%BA%BA%E6%AC%8A%E8%A7%80%E5%AF%9F-%E5%AD%9F%E5%8A%A0%E6%8B%89200%E8%90%AC%E7%AA%AE%E4%BA%BA%E5%96%9D%E5%90%AB%E7%A0%B7%E6%B0%B4-080400649.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4/7/n7530491.htm
https://tw.news.yahoo.com/un%E7%A7%98%E6%9B%B8%E9%95%B7%E9%9D%A2%E8%A9%A6%E5%89%8D%E5%A4%95-%E4%BA%BA%E6%AC%8A%E5%9C%98%E9%AB%94%E9%97%9C%E6%B3%A8%E9%9B%A3%E6%B0%91-043900396.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24000185-260209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425/s00014/1461521698187
http://event.kayelu.com/2016ipdc/
http://hre.pro.edu.tw/campus/4914
http://hre.pro.edu.tw/core/4580
http://hre.pro.edu.tw/core/4568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5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7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6
http://hre.pro.edu.tw/history/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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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事發的十九分鐘》：霸凌的逆襲─校園暴力，誰是加／被害者？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每個人都說我毀了他們的人生，可是當我的人生

被毀的時候好像沒有人關心。
 

        「希特勒的母親是個可怕的人嗎？」一個心碎母

親最絕望的疑問。
 

        誰都希望自己的小孩進哈佛，任何一對父母都盼

望自己的小孩完美無瑕，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小孩有天

拿槍在校園裡對人群瘋狂掃射，更沒有人盼望只能隔著

監獄圍欄含淚問小孩過得好不好，但所有不願面對的一

切，都在短短的十九分鐘裡一一湧現。
 

        斯特靈是新罕布夏州的一個平凡小鎮，從未發生

過什麼大事，直到有一天，一項驚人的暴力行為粉碎了

小鎮的平靜自滿，一場十九分鐘的槍擊案，改變這個樸

實小鎮所有人的人生。長年在學校飽受同學欺凌的高中

生彼得，選擇在二○○七年三月六日這天讓全世界都知

道他的名字，他在校園中射殺他所遇見的所有老師、同

學，他要用自己的雙手將多年來的仇恨一次解決：十九

分鐘，你可以復仇。
 

        究竟是有多深沉的怨懟，讓一個平凡無比的年輕

人血洗校園，殘暴的雙手不僅砸毀自己的人生，也粉碎

所有人的未來藍圖？究竟是什麼樣的父母，將天使般的嬰孩養成如此冷血殘酷的殺人兇手？《紐約時報》暢銷作

家茱迪．皮考特以其特有的細膩筆法以及敘事角度，剖析青少年的自我認同障礙及扭曲的價值觀，文中不僅探討

現存的親子關係及校園暴力問題，也點出人性深層的虛偽與悲哀。作者毫不留情地撕裂世俗的完美面具，揭露底

層隱含的醜陋瘡疤，警醒世人謊言構築的世界終將崩毀。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美國的校園槍擊事件有多嚴重？
 

    從光是上週一周（2/10~16）竟發生五起來看，不可謂不嚴重。
 

        每當發生校園槍擊事件，媒體、教育專家、警察、法庭、家長等全都動了起來，看似盡可能的想重新恢復

發生槍擊事件當時情境，找出問題所在，其實卻是不斷的尋找可以對肇事者貼標籤的負面刻板印象（內向寡言、

暴力傾向、學業成績低落、人際關係差、單親家庭等等），希望將肇事者和一般「正常」學生區隔開來。
 

    尤有甚者，媒體還會假道學的不斷言詞批判肇事者，盡可能將之窮凶惡極化，非人化，以媒體的力量先行對

肇事者審判、定罪，讓世人憎恨肇事者，同情被害者，最後再以道德教訓結束報導。......（繼續閱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89992
http://hre.pro.edu.tw/bedu/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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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露西亞離開之後》：守護校園，守護未來 | 
 

文／朱浩一（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片名：露西亞離開之後
 

影片年份：2013
 

導演：米歇爾‧法蘭科
 

片長：102分鐘
 

出品國：墨西哥
 

發行商：采昌國際多媒體

 

《劇情介紹》
 

      在同車的母親因車禍亡故後，亞蕾隨仍未從打擊中復原

的廚師父親來到遠方的墨西哥市，轉入當地學校就讀。
 

      初來乍到的她在下課時分遭有錢又英俊的富家子荷西搭

訕，隨後跟以荷西為首的一群人結為好友。與此同時，父親

卻因心傷未癒而工作不順。
 

      獲邀至荷西家的別墅的亞蕾，在泳池玩樂、飲酒後跟荷

西在浴室發生了關係，並被男方用手機錄下全程。隔天，他

們的做愛影片流了出去。荷西的兩名男性友人開始性騷擾

她，兩名女性友人也在不久後因妒忌而將她一頭漂亮的長髮

剪毀，大夥並共謀以穢物蛋糕幫她慶生，逼她吞下。霸凌情況越演越烈，在校外教學這天，她不單受到了強暴，

而被人撒尿到臉上，更差點在漆黑的大海裡失去性命......

 

《影評》
 

      校園霸凌從來都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所做的一份「2014年台灣校園霸凌狀況調查」指

出，有26.4%的兒少表示從幼稚園至今曾經有被欺負的經驗，且至少有四萬名以上的兒少在過去一年之內仍處於

霸凌的傷害中。而且有65.2%的兒少很少或絕對不會告訴老師或家長 。為什麼不告訴老師呢？根據「2015年十

大兒少關注議題調查」指出，有36.4%的兒少表示老師會說同學只是鬧著玩、敷衍處理 （近期也發生了女學生

遭男同學於七個月內多次襲胸而老師以為是同學間的打鬧故未處理的案件 ）。那為什麼不告訴父母？一方面是

擔心會遭到父母的責怪；一方面是怕問題沒辦法解決，反變嚴重；還有一方面則是如《一個沒有霸凌的教室》一

書中所說，因為孩子喜歡爸爸媽媽，不希望讓他們擔心，所以才說不出口。...（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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