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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網際網路」是 21 世紀最具威力與成長空間的生活科技，隨著網際網路的多元

應用，衝擊了人類的各個生活層面，從商業交易、人際互動到生活形態，都受到了

許多直接、間接的影響，網路的快速發展也影響了人類的各個年齡族群，其中影響

最大的就是 E 世代的高中職生。 

 

高中職正值「尋求認同」的發展階段，亦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時期，能否達成

認同的發展任務，以及社會化是否能順利完成，最大的影響因素便是來自於與人之

間的交往互動（鄭和鈞、鄧京華，1995）。 

 

目前高中職生最主要的人際生活圈是在學校、家庭與網際網路中，主要的人際

交往對象則是同儕、老師及父母其中，同儕是在其互動關係中互動最為密切的對象

（黃德祥，1997；張春興，2001；陳皎眉，2004） 

 

因此有越來越多高中職生將上網的時間都投注於社群網站中。由此可知，高中

生使用社群網站的行為，已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因為經常使用社群網站，造

成了許多現實人際互動上的問題。 

 

因此，本組決定探討遭受網路霸凌是否會影響到人際關係的變化。 

 

二、研究目的 

 

我們想探討關於高中職生對於「網路被霸凌者」的形式，亦會對其人際關係造成何

種量影響，目的如下： 

(一) 探討高中職生對網路霸凌的種類與管道的了解。 

(二) 瞭解目前高中生使用社群網站的行為現況。 

(三) 探討高中職生對於網路霸凌的反應行為。 

(四) 探討被網路輿論霸凌者的人際關係變化。 

 

三、研究方法 

 

1.文獻探討法：本研究將利用網站資訊、碩博士論文期刊平台、圖書館圖書相關的

雜誌、周刊，並將相關資料所蒐集加以整理、歸納，作為研究依據及架構。 

 

2.問卷調查法：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了解網路霸凌與心理差異、對網路使用者帶來

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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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 網路霸凌的種類與管道 

 

網路霸凌的定義，係利用電腦、手機和其他電子裝置，蓄意與重複進行的傷害行

為，又稱為「電子霸凌（electronic bullying）」、「數位霸凌（digital bullying）」或「網路騷

擾（cyber harassment）」等。只要涉及威脅性、攻擊性或性暗示等，造成對方感到害怕、

受到威脅或感到不舒服等的網路訊息，都屬於網路霸凌的行為。 

 

表 1.網路霸凌與傳統霸凌比較表 

霸凌者 不一定知道霸凌者的身分 知道霸凌者是誰 

霸凌者性質 

因為自認在網路上匿名，所以不見得

是（體能）比較強壯，或是透過科技

使用，她們變得在網路上比較有能力 

通常伴隨著力量的不平等，因

為被欺負的那一方通常不敢

或不會反擊 

受害者 
藉由網路特性快速傳播，涉及的層面

與人數可以相當快速與廣大 

通常只涉及事發當時的少數

人 

使用媒介 

多為資訊科技與通訊科技產物，例

如：即時通訊、電子郵件、文字訊息、

社群網站、聊天室、部落格、網站、

電子佈告欄BBS、線上遊戲等 

肢體、言語、關係、性、以及

反擊型霸凌等 

霸凌形式 
文字、圖片、視訊、照片等，數位式

檔案 

文字、語言、肢體等，人際互

動形式 

霸凌地點 虛擬世界 真實空間 

霸凌時間 24小時，完全不受限制 時間受到限制 

霸凌結果 
受害者易造成心理的傷害，但兩者傷

害都很大 

受害者易造成生理的傷害，但

兩者傷害都很大 

霸凌內容 指責、騷擾、詆毀、模仿、揭露和詐騙、排擠和跟蹤。 

霸凌目的 期待藉由戲謔他人的霸凌行為尋找歡樂、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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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淑慧，認識網路霸凌，2014。 

 

(一) 社交網站的崛起與種類 

 

       在網路發展快速的年代，社交網站以提供人們能在網上分享個人資訊的方式

出現。這些網站能上使用者張貼自己的個人資料以及和朋友分享檔案資訊，從一九

九○年第一個社交網站出現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兩百個以上的社交網站，目前

較為流行的網站有：「Facebook」、「Twitter」、「LinkedIn」、「Instagram」、「My Space」。 

透過這些管道讓人們不再需要面對面，只要透過一台電腦或者是手機就能達到與人

互相交流。 

 

表 2.現今流行之社交網站 

網站名稱 主要功能 網站 logo 

Facebook 
美國的社群網路服務及社會化媒體網站，

世界排名第一的照片分享站點。 

 

Twitter 美國在線網站社群網路與微部落格服務。 

 

LinkedIn 全球最大的職業社交網站。 

 

Instagram 
擁有強大的社交分享功能的跨平台圖片社

交應用 APP。 

 

My Space 
提供交友、個人信息分享、即時通訊等多

種功能於一體的互動平台。 

 
資料來源：2017 年海外最火的 10 大社交平台，你知道幾個？ 

 

(二)網路霸凌的類型 

 

表 3. 網路霸凌的類型 

網路霸凌的類型 網路霸網路凌的行為特徵 

網路論戰／言語攻擊 

•常發生在聊天室、社群網站或線上遊戲等公開環境。 

•用憤怒和粗俗等負面情緒的文字訊息，試圖挑釁或攻擊

針對某人，在網路上引起論戰。 

網路騷擾 •重複地傳送含有冒犯、粗俗和侮辱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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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傳送數以百計甚至是千計的文字訊息。 

•不同於網路論戰，騷擾是長期的且單方面的攻擊。 

網路跟蹤 

•利用電子通訊工具或間諜程式，隱瞞自己的身分偷偷追

蹤他人，並持續性地發送具騷擾或威脅性的訊息。 

•利用他人不注意時，竊取他人網路帳號密碼，隨時監控

與跟隨對方的行程或生活動態。 

•較上述的騷擾（Harassment）更具威脅性。 

虛構毀謗 
•在網上嘲弄他人，張貼殘酷的流言或是利用照片、歌

曲、影片惡意醜化他人。 

網路假冒 
•擅自取用他人帳號，冒充該人發送消息，進而毀損聲譽。 

•假冒他人身分，發佈假消息或不實資訊。 

揭露和詐騙 

•藉著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等，散佈他人私密資料、圖像

或影片。 

•以欺騙方式揭露他人資料，並公布他人資料。 

網路排擠 
•集體故意排斥他人，將他從好友列表中剔除。 

•建立「反XXX」社團，並在社團內留下攻擊他人的言語。 

快樂奇襲（掌摑） 
•將戲謔他人或具攻擊行為之影像紀錄，並上傳至網路供

人觀看和下載。 

惡意投票 
•在網路上，舉辦或參加惡意的票選活動。(例如：票選

班上最難看的人、最機車的人等) 

資料來源：王淑慧，認識網路霸凌，2014。 

 

二、探討被網路輿論霸凌者的人際關係影響  經驗分享 

 

本問卷發放了共 150 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140 份，而無效問卷共 10 份， 

1.基本資料 

 

依據圖 2.顯示 

女生佔 56.43%， 

男生則佔 43.57%。 

 

說明：根據本問卷樣本的比例，女性較多。 

  

 

依據圖 3.顯示 

高職佔 92.14%， 

高中佔 5.71%， 

五專 1-3 年級佔 1.43%， 

其他佔 0.71%。 

 

說明：根據本問卷樣本的比例，高職生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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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高中職生使用社群網站的行為現況  

 

依據圖 4.顯示 

學生「每週使用電子產品時數」達 13 小

時以上佔 30.71%，達 4-6 小時佔 30.00%，

達 7-9 小時佔 18.57%，達 10-12 小時佔

14.29%，達 1-3 小時佔 6.43%。 

可見有 3 成的受訪者使用電子產品時數

超過 13 小時以上，另有 3 成只使用 4-6

小時。 

  

 

依據圖 5.顯示 

學生「平均使用社交軟體的數量」2~4

個以下佔 72.86%，1 個以下佔 13.57%，5

個以上佔 13.57%。 

可見有 7 成二的受訪者平均使用社交軟

體的數量達 2~4 個以下。 

  

 

依據圖 6.顯示 

偶爾「父母會關心高中職生使用網路的

狀況」佔 67.86%，從不佔 21.43%，經常

佔 10.71%。 

可見有 6 成七的受訪者的父母偶爾才會

關心學生的使用網路狀況。 

 

3.高中職生對網路霸凌的了解調查 

 

依據圖 7.顯示 

同意「用粗俗的文字訊息，攻擊他人是

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79.29%，普通佔

14.29%，不同意僅佔 6.43%。 

可見有 7 成九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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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8.顯示 

同意「網路上嘲笑他人，張貼殘酷的輿

論是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82.86%，普通

佔 12.14%，不同意僅佔 5.00%。 

可見有 8 成二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依據圖 9.顯示 

同意「利用照片、歌曲、影片惡意醜化

他人是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80.72%，普

通佔 13.57%，不同意僅佔 5.72%。 

可見有 8 成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凌」

都有正確的認知。 

  

 

依據圖 10.顯示 

同意「藉由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等，散

佈他人私密資訊是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88.58%，普通佔 5.71%，不同意僅佔

5.71%。 

可見有 8 成八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依據圖 11.顯示 

同意「持續性地發送具騷擾或威脅性的

訊息是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85%，普通

佔 8.57%，不同意僅佔 6.43%。 

可見有 8 成五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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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12.顯示 

同意「創立惡意群組，集體排斥他人是

網路霸凌的行為」佔 82.86%普通佔

10.71%，不同意僅佔 6.43%。 

可見有 8 成二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依據圖 13.顯示 

同意「將戲謔他人或具攻擊行為之影像

紀錄，並上傳至網路是網路霸凌的行為」

佔 87.15%，普通佔 5.71%，不同意僅佔

7.14%。 

可見有 8 成七的受訪者對於此「網路霸

凌」都有正確的認知。 

4.中職生對於網路霸凌的反應行為 

 

依據圖 14.顯示 

從來沒遭遇「網路霸凌」佔 92.14%，曾

經遭過佔 7.86% 

可見有 9 成二的受訪者沒有遭受到網路

霸凌的傷害。 

  

 

依據圖 15.顯示 

從來沒做過「對他人網路霸凌」佔

93.57%，曾經做過佔 6.43%。 

可見有 9 成三的受訪者沒有曾經對他人

網路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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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16.顯示 

「見到有人被網路霸凌會採取以下哪一

種反應」會尋求老師或家長的協助佔

40.00% ，只選擇旁觀，不予置評佔

30.71%，制止霸凌者佔 13.57%，私底下

幫忙被霸凌者，並通報給警察處理佔

10.00%，公開支持受害者佔 2.86%，其他

佔 1.43%，加油添醋，跟著霸凌者張貼類

似言論佔 0.71%，支持霸凌者的行為佔

0.71%。 

 

可見有 4 成的受訪者會尋求老師或家長

的協助來幫助受霸凌者，3 成的受訪者卻

只選擇旁觀，不予置評。 

  

 

依據圖 17.顯示 

「如果自己被網路霸凌會採取以下哪一

種反應」會向朋友尋求幫助佔 22.86%，

向父母尋求協助佔 19.29%，自己想辦法

解決佔 17.86%，選擇反擊佔 15.00%，向

導師尋求協助佔 11.43%，不知道佔

11.43%，其他佔 2.14%。 

 

可見有 2 成二的受訪者會向朋友尋求幫

助。 

5.網路霸凌對人際關係的變化 

 

依據圖 18.顯示 

學生認為「被網路霸凌會不會影響到人

際關係」會佔 72.86%，不會佔 27.14%。 

 

可見有7成二的受訪者認為會影響到「人

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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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19.顯示 

遭受眾人嘲笑、眼神關注等佔 45.10%，

朋友故意不和你講話佔 21.57%變得無法

流 暢 、 清 楚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思 佔

16.67%，以上皆是佔 16.67%。 

 

可見有4成五的受訪者認為會影響到「人

際關係」，且會造成自身「遭受眾人嘲

笑、眼神關注」。 

 

 

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在網路如此發達的時代，網路霸凌的種類變化多端，多數受訪者們對於網路霸凌

的種類都有一定的了解，且都同意這些類型的行為是網路霸凌，雖說大多數人都了解

這些行為是錯誤的，但要有效的教導學生們哪些行為是正確、不正確的，才能有效的

減少霸凌者的出現。 

 

現在社交軟體充斥著各個網路平台，高中職生使用社交軟體的時間與次數相對之

前變得非常十分頻繁，學生們使用社交軟體已成一件正常的事情，許多父母也接受網

路科技普及和孩子使用頻繁的狀況，因此未來的父母可能會逐年淡化對子女使用網路

的關注，進而導致網路霸凌事件不易察覺。 

 

多數的受訪者對於網路霸凌的議題都有正向的認知，對於曾經遭遇過網路霸凌的

比例佔 7.86%，也有 6.43%曾經對他人網路霸凌，網路霸凌事件雖然不高，但只要有

這事實的存在，便需要師長共同來有效的減少網路霸凌事件發生。 

 

高中職生對於見到有人遭受霸凌，半數以上會尋找家長幫助，但選擇旁觀的學生

也佔有三成，可見有部分的學生無法挺身而出制止霸凌事件。而如果是自身遭受到霸

凌，有 19%的人會自已想辦法解決和反擊而沒有尋求幫助，這些少數的同學容易導致

許多網路霸凌的案例被掩蓋掉或衍生出更嚴重的對立，值得我們關注。 

 

網路霸凌將會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尤其近半數的人認為會影響自身遭受嘲笑和

眼神關注，進而影響心理層面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 28%的同學不認為網路霸凌會

影響到人際關係的發展，可能是網路世界不一定會侷限於一個圈子，可以自由發展人

際關係。因此師長在協助相關事件時，可以鼓勵同學跳脫網路世界，拓展實質世界的

人際關係。 

 

 

二、 建議 

 

1.教育單位應利用網路的力量，向家長們宣導社交軟體使用的危險性以及孩子是否會

因此遭受到網路霸凌，甚至是網路霸凌他人，促使網路霸凌事件容易發現，即早拯



E 世界「愚論」的荒謬-網路霸凌輿論對高中職生人際關係的影響研究-以高雄市學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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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那些正在受傷的人。 

 

2 .學校以及師長們應該需要向學生說明在網路上使用這些社交軟體，要注意哪些行為

是正確的，哪些行為是錯誤的，不該讓任何人成為受霸凌的對象，更不能成為霸凌

者。師長們如果發覺孩子受到網路霸凌，應該建立一套標準流程處理，包括安定同

學的情緒及關懷、證據保存及通報相關單位等。 

 

3.旁觀的同學有可能會間接變成共犯，甚至幫助傳播這件事件，因此同學應該學習不

參與、不轉寄、不按讚並勇於向師長通報網路霸凌事件，不該讓受霸凌者在受到更

深的傷害。 

 

4.受霸凌者應該提高使用網路的警覺性並且向師長反應，勿自行選擇以牙還牙的方式

回應，造成更大的傷害。在平時亦應拓展現實生活圈的人際關係，把網路世界留在

網路即可，不要帶到現實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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