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所不在的言論傷害
網路霸凌之樣態

心地好一點霸凌少一點

JD



我是誰

彭仁鐸 JD

• 聖喆國際 營運長

• 全球生物產業科技發展基金會 副執行長

• Hudson的爸爸

• Cindy的哥哥

• #心地好一點霸凌少一點 發起人



心地好一點的服務

• 33萬粉絲，用網路工具串聯社福團體

• 2015年8月上線

• 截至2017年5月，協助380位網友



網路霸凌的樣態

• 匿名外掛程式

• 假帳號交互留言

• 未經當事人同意上傳

• 惡意散布不雅訊息

• 不當肉搜



匿名外掛程式







匿名論壇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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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帳號交互留言

• 一人分飾多角

• 交互留言規避刑責

• 不斷挑釁當事人最敏感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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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當事人同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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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散播不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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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肉搜







什麼是80 （霸凌）

• 最早的定義

• 挪威學者Dan Olweus：

• 「一個學生長時間並重覆的暴露於多個學
生主導的負面行為之下。」



網路霸凌的特性

• 真實身份不明

• 斷章取義

• 以假亂真

• 人身攻擊

• 妨害名譽除罪化?



日本與美國的經驗

• 1980年代– 霸凌不如其他社會問題

• 1990年代-- 破窗理論

• 2000年代– 霸凌將是其他社會問題的根源

言論自由的限度

• 每一個玩笑的背後，都藏著部分的真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D87b7XDBI


•除了要當事人別想不開

•我們，能提供什麼協助







安全的沈默

• 在台灣，只有…

• 11%遭受霸凌的人願意求助

• 36%的人願意伸出援手

• 國中高中，霸凌發生的比例68%

http://goo.gl/CEE9Z3
http://goo.gl/CEE9Z3


同理心 vs同情心

• http://nobully580.com/2015/08/sympathyem
pathy/

• 同情心：用自己的立場，去看待別人的事

• 同理心：用別人的立場，去看待別人的事

• 設身處理幫對方想＝同理心

http://nobully580.com/2015/08/sympathyempathy/
http://nobully580.com/2015/08/sympathyempathy/


網路常出現的錯誤說法

• 1.被霸凌者很可憐，但會被選中，一定是有
原因的！

• 2.會被霸凌的人，都是太弱了，只要強一點，
就不會遇到這種事情。

• 3.當有人被欺負而求救，你告訴他「這都是
人生必經的過程……。」然後對他說：「逃
避不能解決問題！你為什麼不反擊？」



以暴制暴，有用嗎？

• 「如果我們習慣在事發後揪出罪魁禍首處
罰，以為這就是處理，其實反而加劇了校
園中的不平等。孩子學會的不是尊重，而
是以暴制暴。」



需要幫助，我們隨時都在

• www.nobully580.com

• #心地好一點霸凌少一點

• @jd peng

http://www.nobully580.com


說，絕對會有幫助

• 網路隨意批評，霸凌如影隨行

• https://goo.gl/6DSDcJ

• The End

https://goo.gl/6DSDc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