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令：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34591C  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2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準則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準則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 3 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

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

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

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三、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前項第一款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性霸凌者，依該法規

定處理。 

第 4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為原則，分別採取下列防制機制及措施，積極推動校

園霸凌防制工作： 

    一、主管機關應彈性調整及運用學校人力，擔任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並督導學校建構

友善校園環境。 

    二、主管機關及學校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

礎。 

    三、學校每學期應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

修研習時間，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之知能及處理能力。 

    四、學校得善用優秀退休教師及家長會人力，辦理志工招募研習，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

凌及強化校園安全巡查。 

    五、學校應利用各項教育及宣導活動，鼓勵學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

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學生家長得參與學校各種防制校園霸凌之措施、機制、培訓及研習，並應配合學校對其

子女之教育及輔導。 

第 二 章 校園安全及防制機制 

第 5 條  學校為防制校園霸凌，準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四條、第五條規

定，將校園霸凌防制，納入校園安全規劃。 

第 6 條  學校應加強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之認知；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

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校

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第 7 條  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

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學校及家長應協

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第 8 條  學校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

及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第 9 條  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

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評估行為類

別、屬性及嚴重程度，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第 三 章 校園霸凌之處理程序及救濟方式 

第 10 條 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導師代表、學

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

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 

         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

人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

表及學生代表參加。 

         第一項小組成員，應參加由各級主管機關自行或委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設有社會工

作或輔導系、所之大學或其他專業團體或機構辦理之培訓。 

         各級主管機關應辦理或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設有社會工作或輔導系、所之大學或

其他專業團體或機構應提供適當之培訓機會，以充實小組成員之培訓管道。 

第 11 條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得向行為人於

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調查學校）申請調查；學校於受理申請後，應於

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並於受理申請之次日起二

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調查及處理結果，並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即通報校長或學務單

位，學校應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並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

始處理程序。 

         學校經學生、民眾之檢舉（以下簡稱檢舉人）或大眾傳播媒體、警政機關、醫療或

衛生福利機關（構）等之報導或通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就事件進行初

步調查，並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 

         非調查學校接獲申請、通報、檢舉或通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除依第二十

一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 

第 12 條 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

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

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具真實

姓名者，除學校已知悉有霸凌情事者外，得不予受理。 

         前項書面或依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住居所、

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霸凌人之就讀學校、班級。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申請人及受委任人

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第 13 條 二人以上行為人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調查，相關

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行為人已非調查學校或前項參與調查學校之學生時，調查學校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

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學制轉銜期間受理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主管機關決定之；

無共同主管機關時，由各該主管機關協議定之。 

第 14 條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過程中，為保障行為人及被霸凌人（以下簡稱當事人）之學

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必要時，學校得為下列處置，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得不受請假、

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施予抽離

或個別教學、輔導。 

         三、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屬調查學校之學生時，調查學校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理。

前二項必要之處置，應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決議通過後執行。 

第 15 條 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調查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

理人陪同。 

         二、避免行為人與被霸凌人對質。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經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不對等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學校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

行為人、被霸凌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學校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調查學校得經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

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第 16 條 依前條第四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參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

員。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或相關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

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

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

為之。 

第 17 條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

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 18 條 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應配合學校調查程序及處置。 

         學校於調查程序中，遇被霸凌人不願配合調查時，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未提

供者，主管機關應積極督導學校處理。 

第 19 條 學校完成調查後，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者，應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制，並持續輔

導行為人改善；行為人非屬調查學校學生時，應將調查報告、輔導或懲處建議，移

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處理。 

         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議或第十四

條規定之必要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錄，並定期評估是否改善。 

         當事人經定期評估未獲改善者，得於徵求法定代理人同意後，轉介專業諮商、醫療

機構實施矯正、治療及輔導，或商請社政機關（構）輔導安置。 

         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後，應依霸凌事件成因，檢討學校相關環境及教育措施，

立即進行改善，並針對當事人之教師提供輔導資源協助；確認不成立者，仍應依校

務會議通過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進行輔導管教。 



第 20 條 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檢察機關協助，

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

處理。 

第 21 條 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

件時，均應立即按學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所定權責向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

人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

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依前項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規定者外，對

於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

以保密。 

第 22 條 學校將調查及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

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調查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

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學校受理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

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第 23 條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或因校園霸凌事件受學校懲處

不服者，得依各級學校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提起申訴，或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提

起其他行政救濟。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4 條 學校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並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納入學生

手冊及教職員工聘約中。 

         前項規定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安全規劃。 

         二、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三、校園霸凌防制之政策宣示。 

         四、校園霸凌之界定、樣態及通報權責。 

         五、校園霸凌之申請調查程序。 

         六、校園霸凌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七、校園霸凌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八、禁止報復之警示。 

         九、隱私之保密。 

         十、其他校園霸凌防制相關事項。 

第 25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其他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依

成績考核、考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 

         行為人有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規、學校章則予以處

罰。 

第 26 條 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應

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學校進行督導考核，並將第五條之校園安全劃、校園危險空間改

善情形，及學校防制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成效列入定期考核事項。 

         主管機關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對學校提供諮詢服務、輔導協助、適

法監督或予糾正。 

第 27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 

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教育部 101 年 11 月 16日臺軍(二)字第 1010212965B號令修正「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

點」。 

四、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25 日臺軍（二）字第 1010239194 號函修正「各級學校防制校園

霸凌執行計畫」辦理 

貳、目的： 

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響，

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各級學校及學生。 

肆、執行策略：(三級預防) 

一、教育宣導：（一級預防） 

應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及偏差行為防

制、被害預防宣導，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透過完善宣導教

材、辦理學校相關人員研習活動，分層強化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對於校園霸凌行為

之認知與辨識處理能力。 

二、發現處置：（二級預防） 

成立跨局處維護校園安全聯繫會報，研提防制策略；敦促各級學校與警察分局完成簽

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辦理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

對反映個案詳查輔導；如遭遇糾紛事件，除應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並依據校

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如附件 1)，循「發現」、「處理」、「追

蹤」三階段積極處理。 

三、輔導介入：（三級預防） 

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校園霸凌行為人、被霸凌人及旁觀學生輔導，必要時結合專

業輔導人員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行為已有傷害

結果產生，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以

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權益，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矯治。 

伍、執行要項： 

一、教育宣導： 

 （一）本局： 

1.配合教育部辦理之各項研習、評鑑、優良選拔及學生才藝競賽等活動，指導轄屬學

校完成準備規劃並辦理彙整、初審及推薦等作業。（負責單位：幼教科、小教科、

中教科、特教科、軍訓室） 

2.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反黑為主軸的

相關系列活動。（負責單位：軍訓室） 



3.每學年辦理反霸凌相關活動、個案研討；督考轄屬學校執行反霸凌成效優良學校表

揚大會。（負責單位：幼教科、小教科、中教科、特教科、軍訓室） 

4.建立法治教育人才庫，提供各級學校辦理相關研習遴聘參考(請參閱法務部全球資

訊網-法務資料庫-學校法治教育人才資料庫)。（負責單位：軍訓室） 

5.編印各類防制校園霸凌案例教材及法律彙編。（負責單位：幼教科、小教科、中教

科、特教科、軍訓室） 

  （二）各級學校： 

1.研編各類教材及充實宣導資料，以利教育實施。  

2.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

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等課程，並適時於相關

課程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鼓勵學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

以利學校蒐證及調查處理。 

3.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法治教育、品德

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

預防宣導。 

4.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

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相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5.彈性調整及運用學校人力，擔任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並由本局協助輔導申請教育

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反霸凌安全學校之建構，輔導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安全學校認證。 

6.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反黑為主軸的

相關系列活動。辦理原則： 

 （1）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研習)或教師進修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專

題報告，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處理能力。 

 （2）各校於班會、週會、朝會實施各項宣導，並以活潑多元方式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諸如「話劇比賽」、「海報比賽」、「書法比賽」、「四格漫畫比賽」、「反霸凌大聲

公」、「熱舞競賽」、「歌唱比賽」、「園遊會」、「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等活動，

勇敢向霸凌說不。 

   7.配合本局辦理之各項研習、評鑑、優良選拔及學生才藝競賽等活動，指導轄屬學校

完成準備規劃並辦理彙整、初審及推薦等作業。 

8.各級學校均應成立常設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含括

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包括學

生代表；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

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負責防制校園

霸凌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9.各校得成立「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工作坊」，辦理志工招募及研習，並協助學校預防

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巡查。 



10.全面加強各級學校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制與權利義務之認知。 

11.各校得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安全。 

二、發現處置： 

（一）本局： 

1.每年配合教育部定期及不定期調查校園霸凌行為，務求真實呈現校園現況。 

2.教育部設 0800200885（耳鈴鈴幫幫我）及本市設有 0800580995（無霸凌救救我）24

小時反霸凌免付費投訴電話；指定專人接聽，並立即列管處理。 

3.中等學校及國小（五年級、六年級），應於每年 4月辦理乙次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

普測；每年 10月辦理乙次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生活問卷調查表如附件 2-1

及 2-2)，並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相關統計數據陳報本局彙整。（負責單位:

軍訓室） 

4.配合教育部每學期辦理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生活問卷調查表如附件 2-3及 2-4)

抽測，以隨機抽樣方式，抽測各縣市中等學校及國小（五年級、六年級）10分之 1

學校，30班以下學校每年級抽測 1班；31班至 60班學校每年級抽測 2班；61班以

上學校每年級抽測 3班。施測時本局督導學校實施。（負責單位:軍訓室） 

5.校園霸凌確認個案，依個案影響程度，由本局徵詢業管科室或視導督學確認列管方式

為學校自處或是錄案督導；並由學校實施個案輔導 3個月。（負責單位：幼教科、小

教科、中教科、督學室、軍訓室） 

6.各校確認個案經錄案督導 3個月，仍未辦理個案解除列管案件由視導督學介入輔導學

校完成各項工作。（負責單位：督學室） 

(二) 各級學校： 

1.應設置投訴信箱，亦得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並宣導相關訊息

及法規(令)，遇有投訴，學校應責由專人處置及輔導。 

2.學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應以乙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立即列冊查明追蹤輔導；如

確認為校園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3.發現校園霸凌疑似個案，除實施個案調查瞭解案情外，應立即完成校安通報，並於三

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實施個案評估。 

4.學輔人員(含教官)、教師，遇校園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三、輔導介入： 

（一）本局： 

1.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學校必要防制校園霸凌輔導諮詢服務。 

2.設置法律諮詢專線由學輔中心指派專人接聽，俾便協助學校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 

(二)各級學校： 

1.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校園霸凌要件，

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人

員、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本局或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

小組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擬訂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議或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4條規定之必要處置、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留校備查。(校園霸凌事

件個案處理紀錄表格式如附件 3) 

2.若校園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向司法機

關請求協助。 

3.經學校輔導評估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

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

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協助輔導或安置。 

陸、經費： 

於每年度運用本局相關經費，以落實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柒、訪視與考評： 

  一、定期訪視：併本局年度對各級學校統合視導實施，由各業管科將「防制校園霸凌執行

成效」依據教育部統合視導考評項目實施學校考評工作。 

二、不定期訪視：針對發生重大事件之單位及學校，由各業管科或視導督學採不定期訪視

方式，輔導各項防制校園霸凌教育、清查及輔導等工作，以協助工作推展與問題解決。 

三、各校如發生霸凌事件，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4條第 1項及兒童及

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 條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

報作業要點」落實通報，經評估有需緊急安置者，則依規定辦理。 

四、主動發覺校園霸凌事件，並能妥善處理與輔導者，本局及各級學校依權責核予適當之

獎勵，並得視情形予公開表揚；凡有違反本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應予通報之事實者，

得依本法第 61條處分；亦即學校隱匿不報或違反 24小時內通報處理者，將對當事人、

承辦人及業務主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之規定處分(教育人員通報義務與責任

如附件 4)，督考單位（幼教科、小教科、中教科、特教科、督學室、軍訓室）應立即

協助處理；列為校長辦學績效年終考核及校長遴選重要參考指標。 

五、本局及各級學校執行之校園生活問卷調查結果，應列入改善校園安全之重要依據。 

捌、一般規定： 

一、各級學校應依據本局所訂頒之計畫及專案宣導活動，密集規劃辦理宣教，透過活潑、

多樣化活動，建立學生正確認知。 

二、本市防制校園霸凌具體分工措施表如附件 5。 

三、其他配套措施： 

(一)在研習辦理上，應著重於職司分層辦理，使各級人員均能明瞭職務上應有之責任與

義務。 

(二)在通報作為上，除應講求時效，注重正確性外，更應防範資料外洩，以確保當事人

之隱私。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附件 1 

 
 



附件 2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國民小學適用） 

親愛的同學你好： 

同學之間常有一些爭吵或不愉快，甚至有一些長期且經常發生的事件，如讓人不愉快的

言語或是肢體碰撞，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害怕，希望透過你的作答，讓我們瞭解
你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保密與

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 000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姓名：               
我的性別：□男      □女 
我目前就讀：（□國小     年級）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
含
以
上
︶ 

請以你過去 6 個月到現在，就下列各題發生的次數，在

空格內打。 

1.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打-------------------------- □ □ □ □ □ 

2.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聯合的不理我-------------- □ □ □ □ □ 

4.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說我壞話---------------------- □ □ □ □ □ 

6.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過去 6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項行為--------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

名及受害方式，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打□被勒索□聯合的不理我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

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映，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電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 

2.學校投訴電話（適用高中職以上）： 

3.本局投訴電話：0800-580995 

4.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附件 3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以上表格敬請學校提供:  

1.反霸凌投訴專線、學校設置反霸凌信箱或網頁及承辦人姓名。 

2.摘要敘明經反霸凌投訴專線電話受理案件及其處理回覆(輔導)情形等資料。 

  

102 年度臺中市反霸凌投訴管道與個案處理一覽表 

學校反霸凌投訴管道 

學校名稱 
反霸凌投訴 

承 辦 人 

反 霸 凌 投 訴 

專 線 電 話 

反 霸 凌 投 訴 

電 子 信 箱 

反 霸 凌 投 訴 

網 址 

臺中市立

豐原國小 

洪宗瑜 

陳谷厚 

陳瑞琦 

江朝瑞 

04-25222066-703 

04-25222066-705 

04-25222066-723 

04-25222066-715 

sccts38@fyes.tcc.edu.tw http://www.fyes.tcc.edu.tw 

學校反霸凌投訴個案處理回覆(輔導)情形 

日期 

時間 

投訴人 

身分 

投訴方

式管道 
投訴內容 處理回覆(輔導)情形 

無 無 無 無 無 

    

 

    

 

    

 

    

 



台中市豐原國小發現學生疑似參加不良組織通報流程圖 

 

  



警察機關發現學生疑似參加不良組織通報流程圖 

 

  



 

臺中市豐原國小 102年度推動 

「反霸凌宣導」活動花絮成果 
 

活動名稱 友善校園宣導 活動地點 禮堂、操場 

活動時間 101/8/30、102/2/18、102/8/30 活動人數 大約 700 人 

  
活動敘述：訓育組長倡導【三好校園】 活動敘述：陳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宣誓 

  
活動敘述：毒品 out 霸凌 out 黑道 out 活動敘述：反霸凌申訴專線 25222066-703 

  
活動敘述：陳校長主講紫錐花運動 活動敘述：陳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宣誓 

 



 

臺中市豐原國小 102年度推動 

「反霸凌」活動花絮成果 
 

活動名稱 友善校園宣導 活動地點 穿堂、禮堂、操場 

活動時間 101/8/30~103/2/21 活動人數 大約 700 人 

  
活動敘述：營造友善校園杜絕霸凌行為 活動敘述：校園霸凌勇敢說出來霸凌止步 

  
活動敘述：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程序 活動敘述：同心齊力反霸凌溫馨校園現真情 

  
活動敘述：利用升旗宣導防制校園霸凌 活動敘述：防制校園霸凌勇敢說出來 

 



豐原國小學生重大違規事件追蹤與輔導個案諮商紀錄表 

輔導人員：江朝瑞          

輔導地點：本校諮商室 

案主姓名：五丙林 OO 

● 事件原因及經過：自 3/5 起，黃 OO 慷慨的將零用錢分給好朋友林 OO 買東西，

後來又陸續每天將零用錢分給林生，至 3/24止總計 16次，金額合計 1200元。

其中剛開始為黃生主動給錢，後來為林生向黃生要錢，到最後黃生不太想給，

就被林生毆打背部約 3 次左右，讓黃生心生恐懼，於 3/29 上午 8 點告知導師

此事。 

● 本校於 4/2 上午 10 時由校長主持，召開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因本事件起

源於黃生主動給錢，會中做成決議：認定為偶發個案，非為霸凌事件。 

101.04.03 上午 10：10 

◎ 輔導案主（林 OO）正確的交友及金錢觀念，並要求不得再犯，因此事件恐有

觸犯刑法之虞。 

101.04.06 上午 10：10 

◎ 輔導者給予案主更多的關懷，進行合理明確的規範，並告訴他霸凌的定義與

形式，請他務必改正偏差之行為。 

101.04.09 上午 10：10 

◎ 輔導者講述「一輪明月」的故事給案主聽，故事結局是老禪師說，他終於把

『一輪明月』送給小偷，是說小偷很慚愧，可是，他的心，已經像一輪明月



一樣，很乾淨、很潔白，以後再也不會偷東西了！」 

◎ 輔導者藉由此故事啟發案主之善念，能夠改過向善，痛改前非。 

101.04.12 上午 10：10 

◎ 輔導者講述「周處除三害的故事」給案主聽，希望案主能夠明瞭自己錯誤的

行為，學習周處改過的決心及毅力。 

101.04.16 上午 10：10 

◎ 輔導員播放「抽煙的下場」影片，和案主討論壞習慣養成以後，很難改正，

案主還特別發表心得：絕對不可吸毒，否則一生就毀了。 

◎ 案主表示自己的壞習慣是「容易生氣」，輔導者再播放影片「我變成一隻噴火

龍了」給案主看。 

◎ 再請案主寫下生氣的經驗「自己為什麼生氣？後來怎麼不生氣了？你覺得生

氣好嗎？」寫完之後並畫下生氣的模樣，和案主討論處理情緒的正確方式。 

101.04.20 上午 10：10 

◎ 播放「做自己最好」的影片後，和案主討論人沒有十全十美的，每個人都有

缺點，也會有優點，用心地把自己的優點找出來善加運用，就能創造成功，

成為受歡迎的人。 

◎ 播放影片「公益廣告─比較篇」「什麼都不能跟人家比 誰像你一樣沒有用啊」

同樣的字也可排列成「沒有誰能像你一樣啊 不用什麼都跟人家比」，「公益廣

告─笨篇」「這題你不是練好幾遍笨得喔」同樣的字也可排列成「你不笨 是

這題得練好幾遍喔」和案主討論當別人給你負面評價時，自己要轉化成正向

的看法，自我肯定。 

告訴案主要「口吐蓮花，不要口吐毒蛇」，隨時給予別人及自己正向鼓勵的話 

101.04.23 上午 10：10 

◎ 輔導者播放教育部生命教育網多媒體教學影片「生氣的釘子」給案主看，與

他討論看完影片的感想。 

◎ 案主表示對別人身體或心靈的傷害，無論事後再怎麼道歉，傷口都還在那裡，

都一樣難以恢復，所以要謹言慎行。 

101.04.27 上午 8：00 



◎ 輔導者播放「被甩巴掌吐口水 師告資優生」、「大學生被罵醜 鹽酸潑同學起

訴」兩則社會新聞影片給案主觀賞，觀賞後請案主發表心得。 

◎ 和案主討論此事件中的主角因為情緒失控而犯下嚴重的過錯及必須付出相當

大的代價，連帶負有刑事責任。案主說此事件主角犯了重傷害罪及公然侮辱

罪…等 

◎利用機會教育案主一些法律常識，以免因為無知而觸法。 

101.05.04 上午 8：00 

◎ 播放影片「斷臂鋼琴師劉偉」給案主觀賞並請案主發表感想。 

◎ 案主分享影片「斷臂鋼琴師劉偉」所說的：「要就趕緊死掉，不然就精彩的活

著」，令他非常感動，輔導者告訴案主死不能解決問題，希望我們都能夠學習

劉偉精采的活著。 

◎ 勉勵案主「雙手萬能」，我們都比劉偉幸福，應利用雙手做好事，不要做壞事。 

101.05.11 上午 8：00 

◎ 和案主討論「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要注意什麼？」 

◎ 和案主討論「阻礙人際關係的絆腳石有哪些？」 

◎ 輔導者藉以引導案主自我檢視自己的人格特質是否對人際關係造成影響。 

輔導者分享「如何改善人際關係的五個步驟」，案主非常專注聆聽，也發表意

見，案主發表的意見用字遣詞也非常成熟。 

101.05.18 上午 8：00 

◎輔導者播放「幸福的母親和她的兒子」影片給案主觀賞。 

◎ 輔導者和案主進行討論：「母親希望葬在山上，為什麼卻交代兒子將骨灰灑在

海邊？」、「母親的心願，是希望死了以後能被葬在哪裡？」「如何能讓父母親

更幸福，讓自己也不要有遺憾？」 

◎ 本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案主藉由影片及討論，明白飲水思源、孝順父母的重

要性。 



◎ 看完影片「幸福的母親和她的兒子」，案主心得分享有：要做個聽話的好孩子，

不要故意和父母唱反調；如果和父母的意見不同，要試著溝通；父母有時責

罵我們，他們的心卻是為我們好的；做錯事情要勇於認錯……。 

101.05.25 上午 8：00 

◎ 輔導者播放「一個畢業禮物的故事」影片給案主觀賞。 

輔導者和案主進行討論：「故事中的主角湯姆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湯姆賭氣而離家出走，是一種怎樣的行為？」「湯姆當年應該用什麼心態收下

父親的禮物，就不會犯下大錯？」 

◎影片「一個畢業禮物的故事」是啟發孩子隨時隨地心存「知恩感恩知福惜福」

的善念，感謝生活當中照顧、關心、幫助我們的人，希望孩子的心中存有「受

恩莫忘報」，「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的胸懷，尤其是父母親恩，更要感恩

報答。 

輔導者和案主檢討這幾週來的表現並肯定案主的進步。 

101.06.01 上午 8：00 

◎ 播放「自在神童 3D 動畫─說人壞話」給案主看，教導案主「話到口邊想一想，

講話之前慢半拍，不是不說，而是要惜言慎語」，案主也非常有感觸地說班上

有一位女同學常說人壞話，挑撥是非，輔導者要他引以為戒。 

案主也分享聯絡簿上的智慧小語「話到嘴邊想一想，謹言慎行不遭殃。」輔導

者告訴案主這就是要我們做事說話「三思而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