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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中介模型下的保護因子 

  在校園內遭受霸凌之經驗，實質影響著兒童在生理及心理社會的長期發展，以及

未來的身心健康。相較於國內還停留在校園霸凌事件發生後的案件舉發、處理流程和

法律懲戒，在國外已多將重點放在預防的介入方案，透過減少發生的危險因子和促進

保護因子的雙向層面，從根本減少事件發生的機率。然而，哪些才是有效的保護因子，

可以在實務場域應用呢？ 

  由於家庭和學校是圍繞在兒童生活中的兩大場域，在這些社會環境中其實存在著

關鍵的保護因子，這次的研究就從探究兒童在學校內的社會關係、家庭內的環境、遭

受校園霸凌的經驗為主要的模型基礎，透過了解之間的運作機制（直接相關或是間接

相關），進一步延伸出可以有效預防校園霸凌的具體策略。 

學童的家庭環境與校園受霸凌經驗的間接相關性 

  校園受霸凌經驗包括被同學打、被排擠或被取難聽的綽號之頻率。而存在於學校

和家庭當中的保護因子可以界定出三個主要的核心內涵：（1）家庭氛圍：包括家人的

關心、安全感、好的相處時光、父母的傾聽及顧全感受、提供具體協助、共同做決策

等；（2）師生關係：包括老師關心我、如果在學校遇到問題，老師會協助我；（3）同

儕關係：包括同學會協助我、有朋友會支持我、我和我的朋友相處愉快。這次研究採

用來自跨國兒童福祉第三波調查之臺灣資料（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Well-

Being, ISCWEB），以全國為範圍，有效回收 1,230位國小三年級學童的自填問卷（46.8%

是男生、53.2%是女生），再以路徑分析模型驗證變項之間的關聯性。 

  研究主要發現：師生關係及同儕關係（總稱為校園內的社會關係）是直接有助於

減少校園霸凌的兩大保護因子。然而，兒童所處的家庭氛圍與在學校受霸凌的經驗並

沒有直接相關，主要還是要看所處的學校環境而定。也就是說，家庭所能發揮的保護，

必須藉由提高學童在校園內經驗到的正向師生關係及同儕關係，才能間接有效地降低

遭受校園霸凌的機率。這樣的機制，無論是在男生或女生身上都同樣得到的結論。 



具體政策建議 

  在解釋家庭環境與學童遭受校園霸凌的間接關聯性上，可能由於生活在正向家庭

氛圍的兒童，比較有機會發展出成熟的社會技巧、在學校內展現出與同學或老師之間

良好互動的社會能力，同時也比較有資源和自信解決人際衝突，進而減少校園遭受霸

凌的經驗。 

  然而，相較於家庭氛圍的間接作用，對於小學三年級的學童來說，在學校或教室

內所經驗的正向社會氛圍及社會關係，才是減少校園霸凌經驗最直接的保護因子。此

研究結果支持發展實質的預防政策空間，聚焦在以校園為基礎的正面社會關係營造，

包括促進同儕關係及教師的功能角色，據此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一、提高預防校園霸凌事件的共識：聚焦在預防作為，落實營造校園內的正向社

會氛圍，例如在師生之間或同儕間促進彼此協助、支持、關心之氣氛。 

二、持續提升教師在課堂教學管理技能：藉著營造正面的師生關係或是促進班級

內正向的同儕關係等核心關鍵，以減少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機率。 

三、促進教育工作者之間的協力合作：增加可提升學童社會技巧及社會能力的短

期介入方案及實務研究，以培養學童在社會互動及人際衝突解決的技術。 

四、掌握學童的家庭氛圍情境，以幫助教育工作者整合家庭脈絡資訊於短期介入

方案當中，進而有效率的提升學童社會關係。 

  學校教育的目標並非侷限在提升課業能力，根據教育部《十二年國家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之理念指出，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各種互動能力亦

是核心內涵。因此，發展防止校園霸凌的介入策略，促進有效保護因子的功能，不但

扣合教育理念，也呼應我國自 103 年簽訂之《兒童權利公約實施法》，決心構築維護

全方位兒童健康發展環境之目標，以長遠促進學童能力的正向發展，協助他們邁向成

熟具功能的成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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