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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個層面探索欺凌旁觀者心態 
團體列5大方法改善校園欺凌

校園欺凌個案屢見不鮮，深深地影響小朋友和青少年的成長。有數據顯示，香港在過去一年有近

25%中學生經常或擔心會受欺凌，而教育局的調查亦指出，2020/21學年的網絡欺凌個案創有

紀錄以來新高。坊間有不少針對欺凌者與受害者的研究及討論，但往往忽略欺凌事件中旁觀者的

角色，旁觀者若能在遇見欺凌時提供援助，將有效減少校園欺凌行為、增加學生的安全感。

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發表了一份《「欺『零』何時」從旁觀者角度看中學欺凌

問題》研究報告，冀找出現時預防校園欺凌的政策不足，及提出改善建議。MWYO收集了150

份學生的意見，請他們以旁觀者的角度，分享對欺凌的看法。研究報告以4大層面探討中學生

對欺凌的看法：

1. 個人層面

受訪學生一致認為，欺凌是一種錯誤的行為，並同意當遇到欺凌時自己有責任向受害者提供協

助。不少受訪者相信欺凌者是想透過這類行為「立威」，籍欺負同學以强化自己在班上的地位

。他們亦指出，若同學說話方式太過傲慢，或是太喜歡炫耀自己，也會增加被欺凌的機率。然

而，欺凌的成因複雜，衝突背後往往隱藏着大量不為人知的恩怨情仇，學生擔心貿然介入只會

令事情更糟。

管學生認為旁觀欺凌時應該挺身而出，但在大部分受訪學生眼中，這意味着需要與欺凌者正面

衝突，因此並不是任何人也可充當「和事佬」。研究亦發現，部分受訪學生會為未能幫助受害

者而感到自責，繼而出現內疚、焦慮等負面情緒。他們也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並因

此感到不安。

2. 朋輩層面

報告指出，在校園欺凌中，欺凌者往往與其朋友一起欺負別人，令受害者難以反抗，亦令旁觀

者不敢輕易插手。當欺凌者的社交地位高於旁觀者，旁觀者會因為擔心招徠報復而不敢制止欺

凌。此外，多人欺負一人的情況亦令旁觀者傾向使用較柔和的方式淡化衝突，避免與欺凌者們

產生正面衝突。

3. 學校層面

不少受訪學生均表示校方會定期舉辦講座分享與欺凌相關的資訊，但內容大多圍繞一些基本信

息，較少提及旁觀者的角色，亦鮮有教授實用的調解技巧。

部分受訪學生也指出老師缺乏與欺凌相關的訓練，以致在收到舉報後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在一些

極端的情況中，老師甚至會指責向其舉報欺凌的學生多管閒事。這些不理想的處理手法，很容易

讓學生覺得校方並不重視欺凌問題，降低他們求助的意願。同時，不少受訪者均表示駐校社工缺

乏處理欺凌事件的權力，學生大多視社工為輔助角色，主要作用是向受害者提供心理支援。

4. 社會層面

與其他欺凌模式相比，網絡欺凌傳播速度快，造成的影響更大，但受訪學生普遍認為面對網絡欺

凌旁觀者很難伸出援手。這是因為在遇見網絡欺凌時，學生欠缺有效的方式幫助受害者。他們均

認為只有警方才有足夠的能力找出網絡欺凌的始作俑者，但若他們報案就需要接受警方的盤問，

並很大機會牽涉家長，學生往往會覺得麻煩，因此有所抗拒。

負責研究的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受訪學生普遍認為欺凌是校園生活中不可避

免的一環，即使自己並不是受害者，也會認識一些被欺凌的人，他希望透過這次研究，可以對學

生在遇見欺凌時不願意干涉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提出了以下針對性的建議：

1. 設立「朋輩支援小組」

MWYO建議學校設立「朋輩支援小組」，於班上挑選代表，並由社工或心理學家教授基本的情

緒輔導及處理人際衝突技巧。在接受培訓後，這批學生將在校園內擔當同伴支持者的角色，在遇

到欺凌事件時主動化解雙方的衝突，並為受害者提供情緒輔導。他們亦能發揮領導者的作用，帶

動班上其他學生對欺凌的認識和重視。

2. 教授學生基礎心理輔導及衝突調解技巧

不少學生在焦點訪談中反映，現時學校安排、與欺凌相關的講座大多只是重複一些基本資訊，並

未能提升他們應對欺凌的能力。因此MWYO建議，校方可考慮更好地利用這些時間，為學生提

供培訓，幫助他們掌握基礎的心理輔導及衝突調解技巧，讓他們有信心在遇到欺凌時能夠作出正

確的行動，緩解同學間的矛盾，並給予被欺凌者精神上的支持。

3. 加強教育局資源套內與旁觀者相關的內容

教育局在其網站上提供了一系列與欺凌相關的資源套以供學校參考，然而，有關內容往往聚焦於

受害者及欺凌者身上，鮮有提及如何協助旁觀者在欺凌中擔任更積極的角色。有見及此，

MWYO建議教育局更新《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加入更多與旁觀者相關的內容，讓學生懂

得在遇到欺凌時可以使用甚麼方法緩解衝突，或在事後可如何給予被欺凌者適當的心理輔導。

4. 學校應訂立清晰的欺凌處理機制

現時不少學校均沒有公開其處理欺凌程序，令學生即使遇見欺凌也不知如何求助。我們建議學校

按照其辦學宗旨及學生的需要訂立清晰的欺凌處理機制，並將其公開予學生、家長及其他持份者

查閱。機制應列明學生在遇見欺凌後可如何向校方反映、由哪些教職員專責處理、發生欺凌事件

後校方將如何跟進等資訊。

5. 設立青年網絡安全專員，加強各方合作

要讓網絡欺凌中的旁觀者發揮保護者的作用，學校、警方和社交媒體平台三方的合作至關重要。

政府可考慮參考澳洲的做法，設立青年網絡安全專員，專責處理青年網絡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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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遇見欺凌時不願意干涉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提出了以下針對性的建議：

1. 設立「朋輩支援小組」

MWYO建議學校設立「朋輩支援小組」，於班上挑選代表，並由社工或心理學家教授基本的情

緒輔導及處理人際衝突技巧。在接受培訓後，這批學生將在校園內擔當同伴支持者的角色，在遇

到欺凌事件時主動化解雙方的衝突，並為受害者提供情緒輔導。他們亦能發揮領導者的作用，帶

動班上其他學生對欺凌的認識和重視。

2. 教授學生基礎心理輔導及衝突調解技巧

不少學生在焦點訪談中反映，現時學校安排、與欺凌相關的講座大多只是重複一些基本資訊，並

未能提升他們應對欺凌的能力。因此MWYO建議，校方可考慮更好地利用這些時間，為學生提

供培訓，幫助他們掌握基礎的心理輔導及衝突調解技巧，讓他們有信心在遇到欺凌時能夠作出正

確的行動，緩解同學間的矛盾，並給予被欺凌者精神上的支持。

3. 加強教育局資源套內與旁觀者相關的內容

教育局在其網站上提供了一系列與欺凌相關的資源套以供學校參考，然而，有關內容往往聚焦於

受害者及欺凌者身上，鮮有提及如何協助旁觀者在欺凌中擔任更積極的角色。有見及此，

MWYO建議教育局更新《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加入更多與旁觀者相關的內容，讓學生懂

得在遇到欺凌時可以使用甚麼方法緩解衝突，或在事後可如何給予被欺凌者適當的心理輔導。

4. 學校應訂立清晰的欺凌處理機制

現時不少學校均沒有公開其處理欺凌程序，令學生即使遇見欺凌也不知如何求助。我們建議學校

按照其辦學宗旨及學生的需要訂立清晰的欺凌處理機制，並將其公開予學生、家長及其他持份者

查閱。機制應列明學生在遇見欺凌後可如何向校方反映、由哪些教職員專責處理、發生欺凌事件

後校方將如何跟進等資訊。

5. 設立青年網絡安全專員，加強各方合作

要讓網絡欺凌中的旁觀者發揮保護者的作用，學校、警方和社交媒體平台三方的合作至關重要。

政府可考慮參考澳洲的做法，設立青年網絡安全專員，專責處理青年網絡欺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