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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打打鬧鬧沒關係嗎？ 
~帶您關心青少年的打人行為問題~ 

註：以上資料為 CABLE 計畫 2007 年調查，就讀七年級之學生自陳最近一個月有打人的比率。 
 
霸凌在大多數國家是一項嚴重的青少年問題，不論是加害或受害者，霸凌行為皆會影響

其當下的心理、生理或社會健康，如憂鬱、嚴重自殺意念與企圖、產生更暴力的行為、缺乏

自我控制與社會適應能力等，甚至會影響未來成年期的發展。霸凌有許多形式，肢體衝突是

其主要形式之一。「打人行為」則可以視為肢體衝突或是霸凌的入門行為。 
由CABLE計畫2007年就讀七年級的學生調查1發現，最近一個月男生有一兩天打人的比率

為30.43%，略高於女生；但很多天打人的比率則是女生（10.62%）略高於男生。進一步探討

與七年級學生打人行為相關因素發現，在過去有被打經驗、朋友打人的比例越高、看電視超

過二小時頻率較高者，發生打人行為的可能性較高，其他還包括父母處罰、管教方式等因素。 

由研究結果發現，打人行為不能僅以同學或朋友間的玩鬧視之而輕忽，因為過去的暴力

經驗會引發更暴力的行為2。打人行為也不僅是學校的責任與問題，家庭、同儕以及生活型態

等環境也會有所影響。當父母習慣以體罰方式處罰子女與處理家中衝突時，子女在日後面對

衝突環境或關係時，會偏好以攻擊性的方式來處理問題。若是父母在管教上較獨斷，或採高

壓式管教，子女在家中自我情緒被壓抑，無法與父母有良好互動，反而較易發展出高攻擊傾

向的行為。所以父母的教養方式，對於子女日後的行為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對同儕團體

的認同度越高，越贊同團體之行為時，就更會提高該行為的發生性。另外，媒體在青少年行

為發展也是有所影響，當媒體中經常出現暴力情節，青少年模仿、學習的可能性就越高，所

以接觸電視、電玩等媒體的頻率越高、時間越長者，出現攻擊行為的可能性就越高。 

建議父母應關心子女接觸之媒體內容，限制其使用時數，並檢視本身的教養方式，改善

家庭關係，使子女得到更多家庭的支持。另外則要關心子女的同儕對象，幫其篩選合適的朋

友，以減少學習不良行為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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