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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霸凌事件一再重複的在校園內發生，使得平靜的校園不得安寧，因此本研究透過訪談八位分別為國小高年級（五、六年級

）的男、女學童且具有霸凌行為者，提出有效補強國小學童公民法律素養之策略，以減少並預防校園霸凌情形之發生，或

作為後續量化研究及擴大研究計畫之參考。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資料並加以討論與分析，其

研究結果如下： 一、具霸凌行為之學童具衝動特質，容易與他人起衝突，並將霸凌他人之原因歸於被霸凌者，將本身之霸

凌行為合理化，認為起衝突的原因在於對方讓自己不舒服。學童知道其行為會使他人受傷害，但繼續霸凌他人的原因是對

方先挑釁，具霸凌行為之學童對霸凌的認知、行為及態度皆產生偏差。 二、具霸凌行為之學童害怕霸凌他人後會受到處罰

，但不知從事霸凌行為後所應負之法律責任，只能說出法律罪刑的名稱，對於防治霸凌並無效果，增加學童的法律知識，

使其了解法律相關責任，對於制止學童霸凌行為有一定的影響。由於具霸凌行為之學童的家庭屬弱勢家庭，因此其法律知

識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於學校、大眾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但學童對於學習法律知識不僅沒有興趣，印象也不深刻，教師使

用活潑且多元化的法治教育教學方式、政府善用大眾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宣導法律知識，皆能引起學童興趣習得法律知識

。 三、具霸凌行為之學童在日常生活中並無使用其法律知識及能力，來幫助自己及他人解決法律相關問題的經驗，顯示仍

需加強其法律素養。學童對於法律的認知不足，形成排斥法律的心態，便無法使其行為符合法律，因此加強學童法律認知

，培養學童遵守法律及運用的能力，對於減少學童的校園霸凌行為會有一定的影響性。 本研究提出有效補強學童法律素養

之策略，就是希望家庭能夠教育孩子擁有良好的品格及法律素養；學校落實民主教育，培養學童正確的法律認知；政府訂

定明確的反霸凌政策，制訂「反霸凌法」，並加以嚴格執行。三方密切合作，才能有效消除校園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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