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tudy of Bullies' Legal Competence of Fifth and Six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顧維珊、蕭揚基

E-mail: 381985@mail.dyu.edu.tw

ABSTRACT

With repeated bullying events occurred on campus, making the campus restless. In order to reduce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bullying situations, this study interviewed eight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who have bullying behaviors, and propose effective civil

legal competence strategies to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ose strategies are for follow-up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projects to expand the reference. 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nd

mak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Children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have impulsive traits, and

conflict with others easily. They rationalize their bullying behaviors and think that the reason why they have conflicts is the

uncomfortable feeling for others. Students know that their actions will hurt others, but continued to bully others because of others’

provocation. Students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show deviation in the awareness of bullying, behavior and attitudes. 2. Children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are afraid of the punishment after bullying, but they do not know they should bear the legal liability. They can

only say the name of the crime, but there is no effect for the prevention of bullying. Increasing students' legal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law related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ill help stop bullying behavior. Because children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are

usually from the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o the source of their legal knowledge are mostly from the schools, mass media and the

internet. However, students are not interested in learning legal knowledge, and the impression of it is not deep. Teachers using lively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to teach the legal knowledge, government using the mass media and internet advocacy to promote it,

will be able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it. 3. Children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don’t have the experiences to use their legal

knowledg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others to resolve legal issues in everyday life. So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ir legal competence .

Lacking of recognition for the law, students reject it, and make them doing illegal acts. Thus, enhancing the student legal awareness,

cultivate children's a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 law and apply it will have some impact on reducing bully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ffective legal literacy reinforcing children's strategy, it is hoped familie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with good character and legal

competence ; schools to implement democratic education, training students correct legal awareness; government has set a clear

anti-bullying policy formulation "Anti-bullying Law "and be strictly enforced. Close tripartite cooperation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bully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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