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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復和綜合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

卓越生命成長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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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社會對科網運用
及有關行為的關注

3

一群流連網吧逾月的機癡沉迷網上遊戲幾達瘋
狂，不洗澡、不回家，蓬頭垢面，精神萎靡。

而這群邊緣青年大多數缺乏人生目標，將他們
的人生目標寄在虛擬電腦世界中，希望能夠找
到認同感及滿足感。

（星島日報 ２００３年２月２５日）

通宵達旦 不洗澡 不睡覺
二樓網吧 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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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十六歲中五重讀生，疑
因過份沉迷網上戰爭遊戲，
當發現以積分購買的（超級
武器）被對手偷走後，即激
動得大吵大嚷，突然走出寓
所，從二十樓走廊躍下，送
院搶救後不治。

(明報副刊)

網上遊戲（超級武器）殺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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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上網打機超過六七小時

顯著影響學業成績或工作表現

生活及社交習慣改變

與朋友的社交活動減少

沒有做應該或承諾做的事

(明報 2003年1月12日)

打機上癮癥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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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蔽 青 年 會 覺 得 有 挫 敗 感 ，
感 到 無 出 路 、 無 人 生 目 標 ，
而 其 現 狀 通 常 與 學 校 生 活 有
關 ， 可 能 是 曾 被 欺 凌 、 學 業
成 績 不 理 想 ， 另 外 因 家 庭 和
人 際 關 係 差 ， 害 怕 和 不 懂 與
人 接 觸 。

保 守 估 計 ， 現 時 全 港 至 少 有
六 千 四 百 三 十 人 有 此 問 題 。

六千四百隱蔽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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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網民或網路群體進行杯葛。

對其他網民使用言語暴力。

散播網絡謠言以損害他人及其他機構的聲譽，或者是危
害他人生命安全。

把受害人容貌移花接木至他人相片中，或在這些相片加
上誹謗性文字。

把受害人之個人資料公開，如真實姓名、就讀學校、容
貌等。

跟蹤及騷擾受害人，轟炸受害人的電郵。

網上欺凌愈來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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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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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女網民在討論區留言聲稱和21歲阿軒相戀後懷上骨
肉，被拋棄及推落樓梯導致小產。在沒有任何證據
下，網民發動「人肉搜尋」，把阿軒的電話、照片、
住址，上課時間表等資料搜尋，更在Facebook開設群
組圍攻，4日來有逾2.8萬人加入。

稱指控是虛構的阿軒連日不敢上學，每日收到逾200個
來電騷擾後已報警求助，其父母則懸紅10萬元找尋受
害少女現身。

(明報2009年11月8日)

人肉搜尋 網民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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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報道，網絡欺凌橫行，連「死人」都不放過。一名從愛
爾蘭移民美國麻薩諸塞州的 15歲中學女生菲比（ Phoebe），
因不堪同學欺凌， 14日自殺身亡，但她的悼念網頁現在卻還有
人留言謾罵。

有些同學透過 SMS、電腦以及 Facebook等社群交友網站不斷
對菲比攻擊，話題焦點則集中在男朋友及約會交往方面，讓她
產生厭世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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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9年1至2月間向就讀小四至中六的學
生做「網絡欺凌」問卷調查，收回問卷908份﹕

13%被訪者表示曾在網絡上欺凌別人，最普遍的3種行為是﹕
a. 於網上附和別人，一起取笑其他人（62人）
b. 把別人的是非在網上傳開（38人）
c. 把令人尷尬的照片、短片或聲音放上網供瀏覽（28人）

9%（168人）表示過去一年曾被網絡欺凌，當中最普遍是﹕
a. 不斷收到騷擾電郵（75人）
b. 不斷收到令你感到害怕或威脅的電郵（35人）
c. 有人把令你尷尬的照片、短片或聲音放上網供瀏覽（34
人）
d. 有人把你的是非在網上傳開（34人）

(明報)2009年11月24日

13%學生曾網絡欺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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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曾經被別人網絡欺凌

60.2%的男生曾被網絡欺凌

54.3%的中學生不會向外求助

56.8%的學生認為網絡欺凌見怪不怪、求助是沒作
用、及希望大事化小而選擇不去求助

57.4%中學生遇到網絡欺凌會選擇不作理會或不作
回應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於2009年9至10月期間進行的問卷調查

11%學生曾遭 網絡欺凌
多消極面對 求助意識低

15

1. 不要少看欺凌的
後果，恃強凌弱
並非遊戲； 2.欺凌行為可以令

多人受傷害，更
可能會發展為犯
罪行為；3. 被持續欺負者會

愈來愈怕事或自
毀，也可能會忍
無可忍而報復。

欺凌行為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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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人目睹欺凌行
為卻不去干預。

1. 有人持續地欺凌
別人，自己卻沒
有好好反省；

2. 有人持續被欺
凌但卻不懂正確
面對

欺凌事件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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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欺凌只會在網絡世界發生，被欺凌
者由於沒有機會直接與欺凌者接觸，基
本上是不太可能造成直接的身體傷害，
為何我們仍需要擔心網絡欺凌現象呢？

有人認為被欺凌者只不過是自取其咎，
若然他們不再看電郵、不用電腦、不瀏
覽論壇及Blog，欺凌者應該不能對他們
作出傷害，那麼網絡欺凌者只能自說自
話，影響性有限。

網絡欺凌可造成傷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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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情況下，電腦及互聯網已經是人生不
可或缺的工具，青少年的上網行為則更趨一致。

手提電話、個人電腦、電郵及社交網站(如：
Facebook)已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網絡的普及
已經不只是青少年的玩意兒，社會上各行各業均
可透過互網絡與別人溝通及收發資訊。

網絡是傳播資訊的重要途徑，資訊一經在網絡出
現，便有可能立刻被廣泛性傳播，不易停止。

不要低估網絡欺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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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發現，被訪問的100名受害者中，當問
及有關他/她們被欺凌後的情緒時，結果：

57%的被訪者感到憤怒；

36%感到悲傷和受到傷害；

56%受害者認為欺凌事件曾令他難以集中精
神；

21%則認為會影響學業成績；及

13%受害者曾缺課。

加拿大Calgary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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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香港城市大學的同事於2010年6月
向五所中學之初一及初二的學生進行一
項網絡欺凌問卷調查。

研究參與人數共1,411名學生。

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傳統欺凌及網絡欺凌
於本港的情況及其普遍性。

香港網絡欺凌研究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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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欺凌肢體欺凌

故意推撞別人 30.9%

向別人擲東西 38.4%

腳踢／絆倒他人 23.1%

語言欺凌語言欺凌

言語威嚇他人 37.7%

改人／叫人花名 67.5%

嘲笑別人外表或身體特徵 41.5%

排斥欺凌排斥欺凌

唔同人玩／杯葛別人 35.5%

叫同學不要與某人玩 31.9%

阻止別人與其他人玩 19.1%
強索欺凌強索欺凌

取走或藏起他人 24.6%
強行借用他人物 31.1%

強行抄襲他人功課 28.7%

參與傳統欺凌行為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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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在過去一個月內曾嘗試不同的網絡欺凌行為，其中有
七個變項均超過10%，當中最普遍為：

有做過

未得他人同意，登入他人帳戶並更改其個人資料 7.6%
把別人的相片「移花接木」以達羞辱或恥笑效果 8.6%
在網上發動或參與「人肉搜查」(即以網民的力量，對某
人進行「起底」) 10.3%

以多媒體形式(如照片、短片等)，捉弄、侮辱、嘲笑、排
擠別人

10.8%

在網上惡意中傷別人，或無中生有地散播謠言 11.5%
利用假資料開假帳戶捉弄別人 12.1%
透過不同的工具(如：SMS/Email/ MSN等)，不停地把使人
生厭或含粗言穢語的訊息傳開去

12.3%

透過文字形式，在網絡上捉弄、侮辱、嘲笑或排擠別人
14.4%

加入以攻擊別人為目標的網絡群組 16.1%

參與網絡欺凌行為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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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報警 11.5%

找朋友幫手聯群抗衡 15.6%

取消帳戶登記
17.4%

自己直接作出反擊 17.8%

當作沒看見，不予理會 19.9%

向家人、老師、社工等求助
22.8%

雖然不開心，但只可默默承受 24.4%

刪除網頁或相關留言 26.2%

將對方列入黑名單 31.0%

處理網絡欺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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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被訪者曾嘗試參與最少一項的網絡欺凌行為。

曾嘗試三項或以上網絡欺凌行為的被訪者則有13.7%。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完全沒有參與過 929 67.5% 67.5%

一項 175 12.7% 80.2%

兩項 84 6.1% 86.3%

三項 45 3.3% 89.6%

四項 35 2.5% 92.1%

五項 21 1.5% 93.6%

六項 26 1.9% 95.5%

七項 17 1.2% 96.7%

八項 8 0.6% 97.3%

九項 36 2.6% 99.9%

曾參與過以不同項目網絡欺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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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欺凌：常見的對策
(Management of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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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面對網絡欺凌
培養網絡安全意識的認知，學習保護個人私隱

認清網絡欺凌禍害

訓練高年級的學長在網絡進行安全搜尋，發動守衛者發
放反欺凌訊息

設立電子郵箱，讓學生討論如何保障他們的利益及自身
於網絡世界之安全

倘若不幸持續地受到網絡欺凌的攻擊，不要持反擊的心
態，以免造成不必要的網絡罵戰，助長網絡欺凌循環

若當事人情緒備受困擾，主動向家長或專業人士求助

若網絡欺凌的情況嚴重，涉及誹謗及刑事恐嚇，當事人
更應儘快報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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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懲罰

WITH
正面紀律

置之不顧

NOT
縱容

FOR

低低 高高支持 (給予鼓勵，耐心教導)

限
制(

設
規
限
，
講
紀
律)

高高

P. McCold & T. Wachtel, 2003

正面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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