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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衝突：網絡欺凌 
 

 

相關概念 / 名詞 / 基本資料 

 青少年期（《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自我發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人際溝通與衝突（《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潮流趨勢（《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相關概念） 

 流行文化（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相關概念→新高中通識） 

 香港青少年使用媒體的情況（《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基本資料） 

 

 

建議探究重點 

 甚麼是「網絡欺凌」？為甚麼網絡欺凌有日漸嚴重的趨勢？（提示：網絡

技術升級、智能電話和社交通訊工具的普及、網上發言顧忌較少及較難追

究……） 

 青少年若遭受網路欺凌，對其心理及個人成長會帶來甚麼影響？青少年又

有甚麼方法可以加強保障自己，避免遭到網絡欺凌的傷害？  

 學生偷拍教師的上課情況，然後將偷拍片段上載至互聯網予朋友觀看，為

甚麼屬於網絡欺凌的行為？這對於師生關係又會帶來甚麼影響？ 

 新西蘭將網絡欺凌定為犯罪行為，若在網上發言傷害、威脅、冒犯他人，

或發放涉及種族、性別、宗教及身體殘障的侮辱性言論，一經定罪可判入

獄。你認為香港可效法新西蘭訂立類似的法例嗎？而此舉又是否屬於限制

言論自由？為甚麼？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19-20 頁） 

 校園欺凌或網上欺凌是朋輩關係中的嚴重衝突行為，建議教師選取調查報

告或新聞作為學與教素材，讓學生探究產生欺凌行為的原因、對被欺凌者

帶來的傷害、如何防止欺凌行為等。 

 青少年在網絡上的常見行為，是利用社交網站參與交友活動或與朋輩保持

聯絡，互通訊息及感受。教師可考慮引用相關的調查報告或新聞，與學生

探究青少年熱衷網上交友的原因及影響，並提示他們留意要謹慎處理網上

友誼，以提防網上交友陷阱及其他潛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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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網絡欺凌言語粗暴 保護兒童遠離互聯網威脅〉（南洋商報，2016 年 2 月 13 日） 

 〈網上欺凌增 隨時搞出人命〉（成報，2016 年 2 月 11 日） 

 〈網欺「起底」成風 私隱投訴新高〉（文匯報，2016 年 1 月 27 日） 

 〈現今網絡文化值得深思〉（大公報，2015 年 10 月 8 日） 

 〈網絡安全立法應進一步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中國新聞網，2015 年 9 月 9 日） 

 〈網絡禮儀也要教 免少年放肆？〉（香港經濟日報，2015 年 9 月 4 日） 

 〈網絡欺凌投訴增 專家質疑無關查冊〉（明報，2015 年 7 月 29 日） 

 〈百仁薈萃：網絡後遺症浮現〉（太陽報，2015 年 7 月 26 日） 

 〈網上網下社會問題 政府不容忽視〉（信報財經新聞，2015 年 7 月 24 日） 

 〈網絡雙刃劍 言行應謹慎〉（星島日報，2015 年 7 月 17 日） 

 〈可判監 3 年罰 102 萬紐立法禁網絡欺凌全球首例〉（文匯報，2015 年 7 月 9 日） 

 〈受害人變孤獨 成績變差 網絡欺凌增患抑鬱風險〉（成報，2015 年 7 月 4 日） 

 〈遏止網絡欺凌恐嚇煽動衝擊 議員促擴大電腦犯罪條例〉（大公報，2015 年 6

月 3 日） 

 〈網絡欺凌逆時代潮流而起〉（文匯報，2015 年 6 月 4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中學生就網上不雅照片事件的回應（LO_2008_0167c） 

 校園衝突、暴力與朋儕關係（LO_2008_0269c）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青少年使用手機與網絡（CD 41） 

 青少年越軌行為（CD 51） 

 網癮（CE 04） 

 智能手機成癮（CE 32）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香港年青的「迷『網』低頭族」（《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一分冊） 

 〈青少年在人際關係中的權利與責任〉（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

資源→教材套） 

 〈智能手機普及的影響〉（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網絡活動亦正亦邪〉（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資源→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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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黃成榮教授〈剖析香港青少年越軌行為〉（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

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3/14 學年） 

 孔憲正先生及袁梓齡小姐〈青少年發展趨勢：網癮與隱青〉（通識教育科網上

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0/11 學年） 

 陳鈞承博士〈透視青少年人際關係之轉變及趨勢〉（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教師→ 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9/10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的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有調查顯示，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在校園曾受到不同形式的欺凌，

包括被改花名、被粗言穢語辱罵、甚至有肢體碰撞情況出現。欺凌或情緒

困擾等情況絕對不是「同學之間的小衝突，一陣子就會無事」，反之會對學

童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有意見認為學校應投放更多時間和資源培養學生

的正面心理健康，例如：把情緒管理、同理心和解難等技巧融入學科上，

讓同學能熟習這些技巧，提升抗逆能力。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特教生遭霸凌 「融教」路漫漫〉（文匯報，2015 年 3 月 19 日） 

 〈學童墮樓亡 情緒困擾勿忽視〉（經濟日報，2015 年 8 月 4 日） 

 〈向校園欺凌說不！〉（星島日報，201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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