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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欺凌問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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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少年的欺凌問題（上）》所述欺凌情況的調查外，「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先導研究亦收集數據，分析各項因

素與學童欺凌的關係，如學生年級、性別及家境等，以供全面探討。 

 
欺凌問題及相關因素 

 
是次調查集中訪問小五、中一及中三年級的學生。總的而言，年齡與欺凌情況有關。

其中，中學生報告曾欺負其他同學的頻率較小學生為高（小五 12.2%、中一 20.5%、中

三 17.8%）；與此同時，「在過去幾個月曾被欺負的學生」的百分比分別為：小五

25.8%、中一 24.7%、中三 19.7%，中學生報告被欺負的百分比較小學生為低。這結果與

欺負其他學生的現象剛好相反，可見年幼學生較少欺凌他人，但卻較易被欺負。 

 
網上欺凌問題方面，調查發現高年級的學生網上欺凌其他同學及遭受網絡欺凌的比率

均較高。在過去幾個月曾「在網上欺凌別人」的百分比分別為：小五 4.2%、中一 7.8%、

中三 13.6%。年級愈高，報告曾欺負其他學生的比率愈高。另一方面，在過去幾個月曾

「被別人在網上欺凌」的百分比分別為：小五 8.3%、中一 13.1%、中三 13.7%，年幼學

生在網絡參與或遭受欺凌的比率較低，與普通欺凌的情況有別。現今學生使用網絡的

時間及機會較多，常使用網絡作日常溝通及娛樂的工具。調查發現，隨着高年級學生

使用網絡時間增多，網上欺凌的問題亦愈趨嚴重。 

 
另外，調查探究學生的性別及家境與欺凌問題的關係。普遍而言，男性學生的欺凌問

題較為明顯及嚴重：無論是在學校或在網上的場合，男同學欺凌其他學生或被欺凌的

情況均較女同學嚴重。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家境對欺凌問題雖然有影響，卻不明顯。 

 
不同年級過去幾個月發生校園／網上欺凌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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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過去幾個月發生校園／網上欺凌的百分比 

 

 
 

 
學校或網上欺凌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是次研究分析了校園欺凌及網絡欺凌對學童身心健康的影響，HBSC 學生問卷評估受訪

者對自己目前生活的滿意度及健康狀態，以評估受訪者的身心健康狀態。研究發現，

在校園或網絡欺凌別人及被欺凌者，其生活滿意度及自評健康狀態均顯著低於沒有欺

凌別人及沒有被欺凌者。相比在校園被欺凌者，在網上被欺凌者的生活滿意度及自評

健康狀態更低。可見網上欺凌行為比普通校園欺凌對學童的身心影響更大。 

 
校園及網絡欺凌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註：生活滿意度由 11 點量表量度（0 代表最差的生活狀況，10 代表最好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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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及網絡欺凌與自評健康狀態的關係 

 

 
註：自評健康狀態由 4 點量表量度（4 代表極好，3 代表好，2 代表一般，1 代表差）。 

 
硏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家境、家長教育程度及家長職業均與學童被欺凌並無顯著的相關。然而，

是次調查是 2018 年的結果，近日政治事件發生後，媒體報道有關警務人員的子女受欺

凌的個案，這有待 HBSC 主測試更全面的研究才有可能了解香港學童被欺凌的百分比有

否上升及其可能的相關因素。 

 
本研究亦發現欺凌行為會降低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及自評健康狀況，損害學童心靈健康，

亦可能有礙聲譽、妨礙受害者的社交生活。雖然大部分學生並沒參與或遭受欺凌，但

作為旁觀者面對欺凌行為應選擇怎樣的態度，是生命教育及培養道德觀的重要一環。

學校應加強教育，引導學生待人接物共處之道，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其中，研究發現

男性同學及高年級學生更大可能參與或遭受欺凌，家長、班主任、訓輔老師及校方應

多加留意，特别是成績較差的男學生及高年級學生。而學生如若遭受網絡欺凌及攻擊，

應向父母、老師或可信任的成年人求助。學校更應盡早介入欺凌個案及聆聽學生需要。

對於網絡欺凌問題，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網頁亦提醒市民需留意網上分享資訊

的風險，並對保障個人資料保持警覺。 

 
青少年是重要的成長階段，無論在實際生活中或網絡上遇到身體及心靈的欺凌，這些

經歷對青少年的成長均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為此，家長及校方需緊密留意學生身

心健康，守護學生，為孩子締造安全的成長環境和美好的童年。 

 
（刊於 2020 年 2 月 7 日，《信報》，教育版，教育眼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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