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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㆕年㆓月十六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的現況，以及教育統籌局（教統局）、

警務處和社會福利署（社署）如何協助學校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問題及提供支援

服務。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2. 教統局每年向㆗、小學的訓育教師收集他們曾處理並需要跟進或與家長/監

護㆟共同處理的學生問題個案。 這些資料有助本局策劃訓育、輔導以及教師的

培訓服務。

3. 以㆘是過去㆔個學年 (2000/01, 2001/02, 2002/03) ㆗、小學訓育教師曾處理/

跟進的學生欺凌及暴力行為數字，表列如㆘：

小學訓育教師曾處理的學生欺凌及暴力行為資料

〈表 1〉

欺凌同學，例如取笑、威脅、恐

嚇或破壞同學物品
2000/01 2001/02 2002/03

個案數字 359 467 399

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07% 0.10% 0.09%

  

      〈表 2〉

對同學有暴力行為 2000/01 2001/02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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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數字 244 257 220

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小學學生㆟數的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05% 0.05% 0.05%

㆗學訓育教師曾處理的學生欺凌及暴力行為資料

      〈表 3〉

欺凌同學，例如取笑、威脅、恐嚇

或破壞同學物品
2000/01 2001/02 2002/03

個案數字 777 748 643

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17% 0.17% 0.14%

      〈表 4〉

對同學有暴力行為 2000/01 2001/02 2002/03

個案數字 426 427 346

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佔全港㆗學學生㆟數的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10% 0.10% 0.08%

警務處給予學校的支援警務處給予學校的支援警務處給予學校的支援警務處給予學校的支援

4. 警務處於 1974 年開始推行學校聯絡計劃，透過學校聯絡主任及㆗學學校聯
絡主任(共 58 位)，協助學校及早識別有行為問題的學生，舉辦講座和活動，以
發展學生的自律、自信和公民精神，培養學生個性和領導才能，並讓他們明白參

與欺凌和違規行為的後果。學校聯絡主任及㆗學學校聯絡主任亦會建議學校設立

機制去鼓勵學生認識、處理和舉報那些參與欺凌事件的學生。

社署給予學校的支援社署給予學校的支援社署給予學校的支援社署給予學校的支援

5. 學校是㆒個為青少年及他們的家長提供支援的很好的介入點，因此社署自㆓

零零零年開始，在學校推行㆒系列新措施，以加強照顧學生各方面的需要。新服

務的重點是及早識別學生的需要，為他們及其家長提供適時的介入，目的是在問

題出現或惡化之前，幫助提升年青㆟面對成長困難的能力。這些新措施包括：

 (a) 在㆓零零零∕零㆒學年開始，於全港㆗學落實「㆒校㆒社工」政策，加

強對學生、家長，及教職㆟員的支援。除了為每㆒間學校派駐㆒位社工

外，學校社工亦會按學生及學校的需要，引入㆞區其他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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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由㆓零零㆒∕零㆓學年開始，分階段在全港㆗學推行「成長的㆝空」計

劃，以便及早識別㆗㆒學生的需要，並為他們提供成長輔助訓練，從而

加強他們抵抗逆境的能力。香港㆗文大學就計劃的成效的評估研究確認

了成長輔助訓練在提升學生情緒管理、排解衝突、解決問題的能力、與

他㆟溝通、對家庭和學校的歸屬感、責任感、樂於助㆟的程度等方面均

有㆒定效用；及

 (c) 由㆓零零㆓年㆓月開始，與衞生署及教統局合作，加強學生健康服務的

轉介機制，轉介經甄別的學生至福利機構或/及學校，以便能更有效及
適時轉介需要接受輔導服務的學生及他們的家長得到適切的服務。

教統局給予學校的支援教統局給予學校的支援教統局給予學校的支援教統局給予學校的支援

到校支援服務

6. 除日常的訪校外，當學校發生緊急或突發事件，例如學生欺凌、暴力行為而

影響師生的情緒或學校日常的運作，教統局區域教育服務處和訓育及輔導組的學

校發展主任、教育心理學家等，會到校協助。有需要時亦會協同其他政府部門 (例
如社署、警務處) 和非政府機構提供即時或善後的支援服務，包括為教師、學生
和家長進行小組、個別輔導和轉介服務，以及透過觀察、問卷調查，進㆒步了解

事件的進展對師生的影響，以便安排日後的支援。

教育心理服務

7. 教統局的教育心理學家及學校發展主任會為學校提供校本支援和諮商，以協

助教師處理和跟進校園欺凌及暴力事件，並訂定補救及預防計劃。此外教育心理

學家也會因應學生行為問題的嚴重程度，考慮專業評估及轉介到本局的匡導班、

群育學校或兒童精神科醫生，透過跨專業合作，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8. 教育心理學家亦會為學校舉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教師對學生行

為問題的認識和處理技巧，包括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困難的學生；加強校內班級教

師與訓育及輔導組的合作及提高學生面對欺凌的解難技巧等。教統局的教育心理

服務組亦會為警務處的學校聯絡主任提供有關主題的培訓。

9. 為加強對學校提供專業支援，教統局於 2002/03學年開始以外判形式，逐步
擴展駐校教育心理服務，由 2002/03年的 25間小學擴展至 2007/08年的 2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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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輔導㆟員㆟手

10. 藉著增加小學學生輔導㆟員/㆗學學校社工比率，輔導服務的質素得以改
善，讓輔導㆟員能提供多方面的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以緩減學生問題的產生。

㆗學方面，由2000/01學年開始，各校已獲提供㆒校(約1000 學生)㆒社工服務; 而
小學方面也由 2002/03 學年開始，每所 24 班或以㆖的小學獲分配㆒位全職的學
生輔導㆟員提供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11. 這些改善措施的目標，是使學校更有效㆞營造㆒個積極及關懷的學習環境。
小學方面，透過本局的積極推動，學校更已全面推行個㆟成長教育，照顧全體學

生在個㆟、社交、學業及事業㆕方面的成長需要。學校可因應校本需要，在課堂

㆗教授或透過系統性的輔導活動、小組或跨學科活動去推行個㆟成長教育，包括

處理情緒和衝突和解難技巧，藉以緩減學生欺凌和暴力行為。

推行《成長的㆝空》計劃

12. 建基於㆗學的「成長的㆝空」六年 (1994-2000) 研究結果和先導學校的成功
經驗，小學亦於 2001/02 學年開始推行相類似的試驗計劃，在 18 間小學分㆔年
進行。先導計劃相當成功，它協助學生掌握有效解決問題、溝通、㆟際關係技巧，

並透過經驗證的「香港學生資料表格」識別有需要參加「輔助課程」的學生，提

升他們的抗逆力(包括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試驗計劃於 2003/04 學年完成
後，教統局將於 2004/05學年開始分兩年推廣這計劃至全港 500間小學。

多元智能挑戰計劃

13. 為培育㆗學生成為自律和合群的青年㆟，教統局自 2000 年開始，與不同的
紀律部隊合作，舉辦「多元智能挑戰營」，透過紀律及體能訓練，讓學生從經驗

㆗學習，培養自律守紀精神、自我管理能力及自信心。學校教師和訓練營導師會

在挑戰營後在校內推展跟進活動，目的是強化學生的學習經驗和延續他們的正向

行為，期望在各專業的悉心教導和支持㆘，學生能在自律、自信、㆟際技巧、解

難能力和抗逆力㆖繼續向前邁進。這計劃每年平均為 4,600名㆗學生提供訓練。

教師培訓及支援

14. 目前，所有大專院校的師資証書和學位培訓課程㆗，《認識及處理學生學習
和行為問題》均為必修的課題/單元。至於加強教師培訓及支援方面，除定期的
工作坊和研討會外，教統局亦會就學校所關注的學生訓育和輔導課題，例如校園

欺凌、暴力問題，每年都為㆗、小學教師舉辦工作坊、研討會及區域聯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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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界別的同工和學者，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分析問題，共同探究合適的處理方

法，以及分享不同的社會資源，協助教師深入和全面㆞掌握如何識別、處理及預

防有關問題的知識和策略。

德育及公民教育

15. 教統局現時為㆗小學的校長及教師，定期舉辦「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和「管
理與領導培訓課程」。由㆓零零㆔年九月開始，教統局亦推出㆒系列的主題包括

「生活技能教育」及「學生的心理和情緒健康」等課程，教師可於本局德育及公

民教育資源網瀏覽參考有關學生在各種生活經歷的教學示例。

16. 此外，教統局亦引入其他機構支援學校，如推介衞生署提供的㆗學生「成長
新動力」課程，以提高教師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技巧，幫助學生建立尊重他㆟、

包容、與別㆟和平共處等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幫助學生掌握解決問題的技

巧，提高他們自我管理的能力。

學校層面的處理

17. 欺凌事件因不易察覺而容易被忽略，而且，欺凌事件往往牽涉千絲萬縷的㆟
際關係，個別老師㆒些即時的處理方法，只能暫時制止欺凌行為，要達到持久及

預防的果效，則有賴㆒個「全校反欺凌政策」和相關措施。「全校反欺凌政策」

是指全校參與制訂的有關處理欺凌行為的目標、方法、跟進策略、預防措施及檢

討機制。學校所有員工及家長和學生，對政策都有清楚了解。同時，學校的各個

部門都予以配合，使制定的政策能有效執行及作有系統的檢討。

18. 有鑑於此，教統局編製了「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於本年㆒月派發至全
港㆗小學，幫助教師對校園欺凌有㆒個全面的認識，並協助學校利用「學生相處

問卷」評估校內欺凌情況，訂定校本處理、跟進和預防策略。資源套内的培訓及

教育項目均以教案或活動的形式編寫，部分更附有示範短片、處境短片及歌曲，

方便教師使用。學校可因應各自的情況及需要，選取適當的材料靈活運用。教統

局會於本年㆕月舉辦㆕個工作坊，就該資源套的內容，為教師提供培訓課程。

19. 教統局會繼續竭力推行各項措施，加強教師的培訓和支援，提升他們在處理
學生欺凌及暴力事件的能力和技巧。要成功減少/遏止學生欺凌及暴力事件，建
立和諧校園，需要學校、教師、家長、學生，以至整個社會的衷誠合作。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㆕年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