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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防制校園霸凌執行作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6 日臺參字第 1010134591F 號令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 

二、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6 日臺軍(二)字第 1010151287A 號函「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 Q&A」。 

三、教育部 101 年 8 月 30 日臺軍(二)字第 1010152926B 號函各級學校防制校園

霸凌執行計畫修正案。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 年 1月 2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05515 號函

「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 

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年 1 月 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136187 號函

「請各直轄市、縣(市)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及學校落實防制校園霸凌相關規

定」。 

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7月 2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86000 號函

修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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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之身心均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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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作為，整合行

政、教學、空間環境、心理輔導、健康服務及社區合作等資源，期能完善推動友

善校園－防制校園霸凌之目的，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學生。 

肆、實施方式(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教育宣導)： 

應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性別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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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朝

會、週會、授課及辦理學校相關人員研習活動等時機宣導反霸凌申訴管道、相

關法規與處理程序，強化全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對於校園霸凌行為之認知

與辨識處理能力，瞭解遭到霸凌時應如何處置(如附件一)。 

二、二級預防(發現處置)： 

成立跨處室委員會及工作職掌(如附件二)，研擬反霸凌行動方案(如附件三)；

並與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完成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

支援網絡；定期辦理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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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

程(校園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四)，循「發現」、「處理」、「追蹤輔導」

三階段，成立校內「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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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級預防(輔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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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當事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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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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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等課程，並將反霸凌、反暴力、法律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議題排入班會討

論題綱，使全體師生均了解反霸凌對校園安全的重要性，並鼓勵學生對校園

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學校蒐證及調查處理。 

1.依據部頒各類教材及充實宣導資料，以利教育實施，使全體師生均了解霸

凌之種類與定義： 

(1)肢體霸凌：毆打身體、搶奪財物等行為。 

(2)言語霸凌：恐嚇、嘲笑、取綽號等行為。 

(3)關係霸凌：排擠孤立、操弄人際等行為。 

(4)性霸凌：性侵害或性騷擾等行為。 

(5)網路霸凌：散佈謠言、Po 網傷人等行為。 

(6)反擊型霸凌：受凌後為自保或學習形成的反擊行為。 

其中，本校學生較易發生的霸凌種類為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 

2.利用班會、朝會、週會、授課與各項集會時機實施多元宣導，並適時於相

關課程結合新聞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3.結合民間、公益團體、社區及校內社團，在週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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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5.利用書面通報資料、學校及班級網頁公告，讓全體師生知悉如發覺疑似校

園霸凌事件時，可透過申訴電話與申訴信箱反映。 

6.參考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務資料庫-學校法治教育人才資料庫等資源，遴

聘本校研習活動講座。 

(二)彈性調整及運用學校人力，擔任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並運用各類防制校園

霸凌案例教材及法律彙編等書籍加強本校師生了解相關法規與法律責任(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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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教師研習、家長會會議及親師座談等時機，

針對防制校園霸凌、防制不良組織介入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大議題，

對全體教職員生及家長完成宣導，強化本校全體教職員生防制校園霸凌知

能、辨識能力與通報標準作業程序與對個案處理輔導，以及相關法律責任。 

(四)訂定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校園霸凌、反毒及反

黑為主軸的相關系列活動；校長親自對全校師生宣導友善校園週之意義作

為。 

(五)透過寄發寒(暑)假家長聯繫函及召開家長會會議、親師座談之活動時機與溝

通管道，加強所有家長對校園霸凌防制與權利義務之認知及處理、輔導能

力，亦能知悉相關法律責任。 

(六)繪製校園安全死角地圖並得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

維護學生校內、外之安全。 

(七)設立網路巡守隊，從同學部落格找出可能肇生校園霸凌的蛛絲馬跡，以期能

及早發現、阻止。 

(八)運用學校網頁、跑馬燈等管道進行反校園霸凌宣導，並在公佈欄、各班級教

室張貼反校園霸凌宣導海報，以及辦理以反校園霸凌為主題的演講、書法比

賽，加強學生對反校園霸凌的體認。 

(九)繪製校園安全死角巡察編組及路線圖(如附件六)與巡查紀錄表(如附件七)。 

(十)透過家長會、校友會力量招募志工人員組成「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工作坊」，

並配合中小學聯合運動大會、國際管樂節、學生志工服務等時機辦理社區化

宣導活動，將防制校園霸凌的認知與防範區域擴大至校園周邊地區以及校外

其他區域。 

(十一)成立常設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名冊如附件八），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成員含括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學

生代表；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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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應

參加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學期辦理之防制校園霸凌個案研討會。 

(十二)工作要項管制表，如附件九。 

二、發現處置：【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導師、教官、校安人員】 

(一)每年委託專家學者不定期調查校園霸凌行為，務求真實呈現校園現況。 

(二)透過教育部 1953 反霸凌專線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嘉義市督學申訴專

線(05-2224741)、校外會反校園霸凌專線(05-2752525)、本校 24小時學生

服務專線(05-2755299)，校內指定教官及校安人員專責接聽、受理反映校

園霸凌事件並立即列管處理(各縣市反霸凌申訴專線如附件九)。 

(三)依部頒規定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各辦理乙次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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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問卷調查表範例如附件十-1 及十-2)調查普測，並追蹤問卷反映個

案，詳予輔導，相關統計數據陳報校外會。 

(四)配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學期之抽測作業，在督學及校外會共同督導下完

成辦理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每年級抽測 2 班，發現個案即由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進行調查並加強輔導作為；完成問卷後，管制在規定期限

前將施測統計資料(如附件十一)呈報施測單位。 

(五)設置投訴信箱(joshyeh4@gmail.com)並運用學校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

訴、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投訴，統一責由專人處置及輔導。 

(六)發現疑似校園霸凌行為時，以依法規通報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立即列冊查

明追蹤輔導，如確認為校園霸凌個案者，即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

(同時以電話告知駐區督學)並啟動輔導機制。 

(七)因應小組評估個案為「校園霸凌」之要件：係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

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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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難以抗拒而

產生精神上、心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此外，

「學生」係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八)倘若發生學生或家長毆打老師事件，學校應報警處理；若有社會人士關心

反霸凌投訴專線（1953）案件，務必於校安通報內紀錄備查。 

(九)校園霸凌確認個案，依個案影響程度，俟校外會徵詢教育處代表或中辦住

區督學確認列管方式後依規定續報。 

(十)學輔人員、教官、教師知悉校園霸凌個案時，均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三、輔導介入： 

(一)在學校網頁與公佈欄公告各縣市政府應設置法律諮詢專線(如附件十三)，

提供本校教師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管道。 

(二)學生疑似發生校園霸凌個案，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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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會或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霸凌者、

受凌者、旁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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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個案輔導記錄表如附件十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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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四)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與教育部「愛的教育

網」下載「教育部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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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及須知」等相關資料，修訂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作為本校教

師輔導與管教作法之依據。 

(五)經輔導評估後，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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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小組仍持續關懷並與該專

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

機關協處及請社政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 

(六)輔導作法可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或至教育部

「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網址：https://bully.moe.edu.tw/index)下載相

關輔導資料，妥慎參考運用。 

陸、檢討與考評： 

一、每學期開學時與學期中填寫反校園霸凌檢核表(如附件十五)並據以檢視執行情

形，並於校務會議或行政會報中，針對學校當前「防制校園霸凌」工作之執行

情形進行檢討並研擬策進作法，以凝聚學校執行共識，順遂推行此項工作。 

二、如發生校園霸凌事件，即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53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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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動發覺校園霸凌事件，並能妥善處理與輔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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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條第 1 項規定應予通報之事實者，

得依本法第 100 條處分；亦即學校隱匿不報或違反 24 小時內通報處理者，知

悉之教育人員、承辦人及業務主管將被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0

條之規定處分。 

四、每學期末填報防制校園霸凌工作自評表(如附件十六)，送本市學生校外會備

查，並持續強化相關措施。 

五、依據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工作定期訪視」、「工作不定期訪視」與本市學生校外

會每學期定期「軍訓工作評鑑」、每月「軍訓工作不定期訪視」等訪查、驗證

情形，據以精進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內容與作法。 

六、執行成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校務評鑑之指標評核，並列為校長辦學績效年終考

核及遴選重要指標。 

柒、一般規定：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具體分工措施表如附件十七。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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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支援管道 處置 

向導師、家長反映 
（導師公布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予學生及家長） 

 

向學校投訴信箱及申訴專線投訴 

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如附表） 

向教育部 24小時專線投訴（1953）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每學期辦
理不記名生活問卷。 
學校：每年 4 月及 10 月各辦理乙
次記名或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
查。 

其它（警察、好同學、好朋友） 向學校反映 

 

偏差行為輔導 

 

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評估確認 

啟動霸凌輔導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