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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概況 

會務報告 

(2024.1.1 ～ 2024.3.31) 

 行政會務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02 繳交「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 協會 心輔員 

01/02 
申請總會大夜班補助獎勵金(112 年 12

月份) 
協會 社工組長 

01/30 2024 年特刊送件校閱 協會 心輔員 

02/01 
申請總會大夜班補助獎勵金及文字協談

服務(113 年 1 月份) 
協會 社工組長 

03/01 
申請總會大夜班補助獎勵金及文字協談

服務(113 年 2 月份) 
協會 社工組長 

03/06 
申請 113 年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志願

服務獎勵」共 18 位 
協會 社工組長 

03/20 整理 112-113 年志工流動概況表 協會 社工組長 

03/20 郵寄 2024 年特刊共 293 件 協會 心輔員 

 

 公共關係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25 第 1 期志工尹宏地告別式 第一殯儀館 理監事暨全體志工 

02/02 志工督導林姝伶的婆婆告別式 二殯 
理事長、總幹事暨

志工團 

02/05 第 31 期志工李偉亞的父親告別式 二殯 理事長暨志工團 

02/17 總幹事蘇建銘的岳父告別式 二殯 理事長徐明偉等 

03/19 
第 1 期志工、志工督導楊曉青的母親告

別式 
二殯儀館 

理監事、總幹事暨

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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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召開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04 志工督導臨時說明會 線上 

總幹事、社工組

長、心輔員、志工

督導 

01/15 第 30 屆第 1 次志工團幹部會 協會 
總幹事、心輔員、

志工團幹部 

01/17 113 年第 1 次行政會議 協會 

理事長、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01/22 第 18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銀鳳樓 

理監事、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01/30 第 1 屆第 3 次勞資會議 二辦 
勞資代表、二辦社

工 

03/02 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感恩餐會 
上海銀鳳樓

餐廳 
全體會員及理監事 

03/25 113 年度臨時志工督導會議 協會 

前理事長江惠貞、

總幹事、社工組

長、心輔員、志工

督導 

03/27 第 18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古都餐廳 

理監事、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活動辦理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06-

01/07 
新北市大高雄生命線兩會聯誼 台中谷關 

理事長徐明偉率理

監事及志工等 

01/30 新北市生命線員工尾牙 板橋凱撒 理事長暨一辦二辦 

03/16-

03/18 

生命線 113 年全國年會在屏東縣暨志工

團春之旅 
屏東縣 

理事長徐明偉率理

監事及志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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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執行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05 112 年聯合勸募方案結報 協會 社工組長、心輔員 

01/07-

03/31 
高關懷個案後續追蹤共 13 案 協會 心輔員 

01/08-

03/26 

諮詢信件回覆共 10 案 
協會 心輔員 

01/02-

03/29 
文字協談服務 44 件（含社工服務 15 件） 協會 社工組長、心輔員 

01/10、

03/12 
聯勸方案-社工團體督導 協會 

社工師翁慧真、社

工組長、心輔員 

03/01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約 70 人） 
臺北 

看守所 
社工組長、志工 

03/14 聯勸方案-個別督導 協會 
心理師簡玉坤、心

輔員 

03/22 
聯勸方案-聯繫樹林高中接洽情緒支持

團體 
協會 總幹事 

03/29 
聯勸方案 - 方案服務能量續航計畫

（Power up）第一場 
協會 

督導李宏文、社工

組長、心輔員 

 

 志工訓練與服務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31、

02/27、

03/26 

文字協談-專業督導會議（共三場次） 線上 

總幹事、社工組

長、心輔員、文字

協談志工 

03/07-

03/28 
志工督導個別督導（共四場次） 協會 心理師簡玉坤 

03/09 必修課─精神障礙的倫理與反思 
華德活動中

心 

教授吳慧菁、社工

組長、心輔員 

03/09 志工團體督導 協會 志工督導陳玲碧 

03/10-

03/31 
第 32 期志工儲訓第一階段 協會 

理事長、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心理師、專

委、社工、律師 

03/30 志工團體督導 協會 
志工督導徐育珠、

彭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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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召開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04 志工督導臨時說明會 線上 

總幹事、社工組

長、心輔員、志工

督導 

01/15 第 30 屆第 1 次志工團幹部會 協會 
總幹事、心輔員、

志工團幹部 

01/17 113 年第 1 次行政會議 協會 

理事長、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01/22 第 18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銀鳳樓 

理監事、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01/30 第 1 屆第 3 次勞資會議 二辦 
勞資代表、二辦社

工 

03/02 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感恩餐會 
上海銀鳳樓

餐廳 
全體會員及理監事 

03/25 113 年度臨時志工督導會議 協會 

前理事長江惠貞、

總幹事、社工組

長、心輔員、志工

督導 

03/27 第 18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古都餐廳 

理監事、總幹事、

社工組長、心輔

員、二辦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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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項目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01/15 討論 113 年基礎訓練課程辦理相關事項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社工組長、心輔員 

01/26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高齡志工（75歲以上）

意外團體保險計畫共 5 名 
協會 社工組長 

01/26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志願服務計畫「1995

自殺防治危機處遇志工在職訓練計畫」 
協會 社工組長 

01/31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志願服務計畫 113 年

度「志工基礎訓練計畫」 
協會 社工組長 

02/29 同濟會參訪 協會 

總幹事、心輔員、

二辦社工、同濟會

會長 

03/05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實習成果

展 

臺北市立大

學 
心輔員 

03/19 
輔仁大學社工學系實習生的教授陳怡青

電訪機構 
協會 社工組長 

03/28 
生命線台灣總會舉辦線上舒壓團體帶領

人心理師羅惠群 
協會 社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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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概況 

1995 協談專線個案統計報表 

(2024.1.1 ～ 2024.4.10)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接案日分

佈(星期) 

1.星期日 351 12.19% 

2.星期一 443 15.39% 

3.星期二 430 14.94% 

4.星期三 456 15.84% 

5.星期四 364 12.64% 

6.星期五 382 13.27% 

7.星期六 453 15.73% 

來電時段

(含信件/

網路) 

1.07～12 887 30.81% 

2.12～17 988 34.32% 

3.17～22 605 21.01% 

4.22～02 188 6.53% 

5.02～07 211 7.33% 

談話時間 

1.5分以下 568 19.73% 

2.06~15 分 761 26.43% 

3.16~30 分 820 28.48% 

4.31~60 分 612 21.26% 

5.61~120 分 118 4.10% 

6.121分以上 0 0% 

個案狀況 

1.第一次來電 762 26.47% 

2.曾經來電 2109 73.25% 

3.追蹤個案 0 0% 

4.無法判斷 8 0.28% 

個案類別 

1.有效個案 2879 70.43% 

2.無效個案 1209 29.57% 

3.第三方通報 0 0%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個案分類 

1.一般個案 2799 97.22% 

2.自殺意念 61 2.12% 

3.自殺行為 7 0.24% 

4.其他 12 0.42% 

服務方式 

1.個案自行 

  來電 
2871 99.72% 

2.溢線轉接 3 0.10% 

3.面談 0 0% 

4.郵件   

  (Email) 
0 0% 

5.網路服務 0 0% 

6.專業服務 0 0% 

7.主動追蹤 

  服務 
1 0.03% 

8.其他 4 0.14% 

年齡 

1.12歲以下 1 0.03% 

2.13-19 歲 52 1.81% 

3.20-29 歲 337 11.71% 

4.30-39 歲 359 12.47% 

5.40-49 歲 412 14.31% 

6.50-59 歲 865 30.05% 

7.60-69 歲 353 12.26% 

8.70-79 歲 379 13.16% 

9.80歲以上 15 0.52% 

10.不願透露 4 0.14% 

11.未詢問 102 3.54% 

 

 



新北市生命線 2024 春季刊 

7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性別 

1.男 811 28.17% 

2.女 2068 71.83% 

3.其他 0 0% 

來電國家 
1.台灣 2879 100% 

2.外國 0 0% 

婚姻狀態 

1.未婚 1543 53.59% 

2.已婚 707 24.56% 

3.離婚 199 6.91% 

4.同居 45 1.56% 

5.分居 92 3.20% 

6.鰥寡 141 4.90% 

7.不願透露 4 0.14% 

8.未詢問 148 5.14% 

教育程度 

1.失學 9 0.31% 

2.國小 110 3.82% 

3.國中 321 11.15% 

4.高中職 742 25.77% 

5.大(專)學 1268 44.04% 

6.碩博士 59 2.05% 

7.不願透露 7 0.24% 

8.未詢問 363 12.61% 

居住狀況 

1.獨居 806 28.00% 

2.與家人 1824 63.36% 

3.與他人 105 3.65% 

4.不願透露 2 0.07% 

5.未詢問 142 4.93%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職業類別 

1.家管 165 5.73% 

2.學生 157 5.45% 

3.工 127 4.41% 

4.商 74 2.57% 

5.軍警 3 0.10% 

6.公教 56 1.95% 

7.農林漁牧 3 0.10% 

8.服務業 297 10.32% 

9.自由業 138 4.79% 

10.特種行業 13 0.45% 

11.醫護 21 0.73% 

12.無業 

   (含退休) 
1060 36.82% 

13.失業 

   (待業) 
540 18.76% 

14.其他 27 0.94% 

15.不願透露 13 0.45% 

16.未詢問 185 6.43% 

經濟來源 

1.工作 783 27.20% 

2.儲蓄/ 

  退休金 
439 15.25% 

3.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 
319 11.08% 

4.子女/ 

  親屬負擔 
1035 35.95% 

5.配偶負擔 62 2.15% 

6.不願透露 10 0.35% 

7.其他 38 1.32% 

8.未詢問 193 6.70% 

精神狀態 

1.心智正常 1226 42.58% 

2.疑似病人 434 15.07% 

3.精神病患 1139 39.56% 

4.無法判斷 8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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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就醫方式 

1.無須就醫 760 26.40% 

2.間斷就醫 211 7.33% 

3.持續就醫 1335 46.37% 

4.拒絕就醫 77 2.67% 

5.不願透露 49 1.70% 

6.未詢問 447 15.53% 

物質濫用 

1.無 2660 92.39% 

2.藥癮 2 0.07% 

3.酒癮 11 0.38% 

4.毒癮 0 0% 

5.多重 2 0.07% 

6.其他 3 0.10% 

7.不願透露 4 0.14% 

8.未詢問 197 6.84% 

自殺意念 

1.無意念 2351 81.66% 

2.偶有意念 410 14.24% 

3.常有意念 92 3.20% 

4.準備中 4 0.14% 

5.進行中 5 0.17% 

6.不願透露 17 0.59% 

自殺方式 

1.無 2470 85.79% 

2.上吊/窒息 11 0.38% 

3.吸入致命 

  氣體 
2 0.07% 

4.食用致命 

  固體或液體 
18 0.63% 

5.高處跳下 54 1.88% 

6.溺斃 6 0.21% 

7.以刀槍自殘 96 3.33% 

8.其他 18 0.63% 

9.不願透露 9 0.31% 

10.未詢問 195 6.77%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自殺記錄 

1.無 2353 81.73% 

2.曾自殺(傷) 216 7.50% 

3.不願透露 3 0.10% 

4.未詢問 307 10.66% 

追蹤關懷 

1.同意 13 0.45% 

2.不同意 29 1.01% 

3.不需要 2097 72.84% 

4.未詢問 740 25.70% 

主要問題 

1.性別議題 0 0% 

2.其他 191 6.63% 

3.藥酒癮 1 0.03% 

4.政治 7 0.24% 

5.人生/信仰 131 4.55% 

6.精神心理 1342 46.61% 

7.健康醫療 139 4.83% 

8.職業 139 4.83% 

9.學業 15 0.52% 

10.法律 13 0.45% 

11.經濟 50 1.74% 

12.性議題 42 1.46% 

13.夫妻 63 2.19% 

14.家庭 385 13.37% 

15.人際 249 8.65% 

16.感情 112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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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次要問題 

1.性別議題 0 0% 

2.其他 355 15.20% 

3.藥酒癮 1 0.04% 

4.政治 2 0.09% 

5.人生/信仰 143 6.12% 

6.精神心理 898 38.46% 

7.健康醫療 116 4.97% 

8.職業 78 3.34% 

9.學業 17 0.73% 

10.法律 19 0.81% 

11.經濟 90 3.85% 

12.性議題 21 0.90% 

13.夫妻 76 3.25% 

14.家庭 295 12.63% 

15.人際 175 7.49% 

16.感情 49 2.10% 

處理情形

(處遇 

策略) 

1.輔導協談 2817 70.13% 

2.自殺評估 76 1.89% 

3.危機介入 32 0.80% 

4.資訊提供 444 11.05% 

5.協助與中心  

  預約面談 
24 0.60% 

6.邀請再次 

  來電 
130 3.24% 

7.結案 494 12.30% 

 

 

 

 

 

 

 

 

 

項目 細項 總計 
百分比

(％) 

處理情形

(建議中

心處理) 

1.無 2862 96.23% 

2.追蹤 25 0.84% 

3.轉介相關 

  資源 
12 0.40% 

4.通報 25 0.84% 

5.建檔 

  (黑名單) 
24 0.81% 

6.建檔(列管) 26 0.87% 

如何知道

1995專

線 

1.家人朋友 72 2.50% 

2.政府/醫療/

社福或其它機

構 

1217 42.27% 

3.報紙電視 825 28.66% 

4.網路 302 10.49% 

5.海報 0 0% 

6.其它 8 0.28% 

7.不願透露 5 0.17% 

8.未詢問 450 15.63% 

BSRS量

表檢測 

1.一般個案 1372 91.04% 

2.高危機個案 135 8.96% 

自殺危險

程度量表

檢測 

1.無 69 74.19% 

2.低 1 1.08% 

3.中 11 11.83% 

4.高 12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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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概況 

捐款芳名錄 

(2024.1.1 ～ 2024.3.31) 

 個人捐款 

詹美 $ 60,000   許德 $ 20,000   徐偉 $ 18,500 

蘇銘 $ 15,225   邱和 $ 10,000   周彥 $ 6,000 

江貞 $ 3,000   李鏗 $ 3,000   洪明 $ 3,000 

洪俐 $ 3,000   郭威 $ 3,000   楊達 $ 3,000 

顏靜 $ 3,000   王雲 $ 2,000   王裕 $ 2,000 

王德 $ 2,000   王慧 $ 2,000   張文 $ 2,000 

傅雲 $ 2,000   施隆 $ 1,000   吳綺 $ 900 

楊欣 $ 900    楊勇  $ 900    楊春 $ 900 

楊珍 $ 900    何芸  $ 900    劉涵 $ 300 

洪蓁 $ 200    李蘭 $ 100    李瑛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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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及其他捐款 

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 10,000 

偉昱開發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 10,000 

鼎漢欄杆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 

大高雄生命線        $ 5,000 

基隆市生命線        $ 3,000 

土城國際同濟會       $ 3,000 

大新店國際同濟會       $ 3,000 

日新國際同濟會       $ 3,000 

府中國際同濟會       $ 3,000 

板橋國際同濟會       $ 3,000 

長海國際同濟會       $ 3,000 

星宸國際同濟會       $ 3,000 

美心國際同濟會       $ 3,000 

善心國際同濟會       $ 3,000 

無類國際同濟會       $ 3,000 

華芳國際同濟會       $ 3,000 

鉅星匯國際同濟會       $ 3,000 

嘉好國際同濟會       $ 3,000 

澤芳國際同濟會       $ 3,000 

麗心國際同濟會       $ 3,000 

鶯歌國際同濟會       $ 3,000 

捐款箱          $ 2,856 

理監事          $ 410 

黑殿飯店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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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 

精神障礙的倫理與反思 

「倫理議題」在助人工作中是需要被重視及探討的，而針對服務族群為精

神障礙者的助人工作中，又有甚麼特別需要注意的情況呢？邀請吳慧菁教授

來以案例分享，在服務精神障礙者的過程中，會遇到甚麼樣子的倫理兩難，

身為助人工作者又該如何來覺察與抉擇。 

 

 

  

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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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 

第 32 期志工儲備訓練第一階段 

志工儲備訓練第一階段的課程更著重於特定議題、年齡層，讓參與的學員

以通識的方式了解各服務群體的樣態，將課程議題鎖定在「與人相處」上，

傳遞助人工作的初衷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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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文章  

從子代對親代去談情緒勒索及因應措施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實習生 / 林品妤 

 

 撰寫動機 

「情緒勒索」意味著勒索者運用言語

或一些手段，讓被勒索者產生恐懼、責

任感及罪惡感，為了減輕前述三種負向

情緒經驗的干擾，被勒索者只能順從對

方的要求，儘管這樣做並不符合自己的

心意，甚至造成個人的情緒感受被忽

視。撰寫此專題的動機主要受到兩個因

素的影響，首要因素來自於生活經驗，

過去的成長歷程中，自己身旁的家人以

及曾經聽過的故事皆有提到子女很常使

用「如果你不答應我，我就去死」這樣

的字眼去威脅身旁的父母或是其他家

人，如此的情境便是一種情緒勒索，透

過言語的表達讓周遭的家人感到恐懼

感，因為他們知道父母很在乎自己，只

要我以威脅的方式訴說個人的訴求，父

母就會改變想法，順從自己的訴求，然

而，這樣的脅迫、勒索手段往往會導致

父母的精神壓力很大，雖然其可能知道

孩子不會去執行自殺的手段，但每當小

孩以「死」去要脅雙親時，那個當下內

心仍然會產生害怕，擔心自己的孩子真

的會去執行自我傷害的手段，身旁的個

人經驗讓我想要從被勒索者的角度出

發，去探討子代對於親代情緒勒索所產

生的精神壓力。次要因素主要在於過去

的研究大多是從勒索者的角度出發，去

探討勒索者的精神壓力或是從「親代對

子代的情緒勒索」此面向進行討論，較

少以「子代對親代的情緒勒索」為導向

進行深入思考，綜合上述兩個因素會想

要以子代對親代的角度去談情緒勒索及

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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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看法 

從子代（情緒勒索者）的角度出發探

討情緒勒索，於文獻中有提到，子代會

運用「你不答應我，我就去死」的方式

要脅父母的原因在於孩子知道父母內心

對自己的在乎，所以會試圖用各種方式

來測試，可能貶低、看輕自己，甚至是

威脅。（李苑榕，2019；林盈伶，

2019）。子代想企圖用這樣的方式去剝奪

父母的安全感，使親代感到恐懼，進而

滿足自己提出的要求，儘管這樣的方式

並不合適，也會造成身旁的家人擔心，

但是對於想要達成自己目的的子代來

說，這或許就是一種手段，知道父母在

乎自己，攻擊此弱點，引起他們的不

安，藉此滿足自己的要求，對我來說，

如此作法便是以一種變向的手法去傷害

及攻擊父母。 

從親代（被情緒勒索者）的角度出發

來探討情緒勒索，過去的自身經歷當

中，經常聽到孩子以自殺、自傷的方式

去威脅身旁的重要他人，以達到自己的

目的與需求，也因為如此威脅的手段，

造成被情緒勒索者壓力很大，擔心自己

的小孩真的會做出傷害自身的事，而這

樣的互動模式經常發生在孩子與父母之

間，小孩了解這是父母的弱點，便抓住

此弱點進行攻擊，親代於整個情緒勒索

的過程裡是屬於被動的角色，他們只能

順從子代的要求，孩子提出需求，再加

上威脅、勒索的手段，父母出於擔心的

心態，最後接受他們的要求。「情緒勒索

循環」便由此產生，然而這樣循環的造

成並不是單方形成的結果，而是子代與

親代雙方的互動模式上出現了問題，以

下會針對子代對親代情緒勒索的原因進

行探討。 

子代對親代情緒勒索的形成原因往往

不是只有子代造成，這樣的惡性情緒勒

索循環，大多是與過去親代的教養模式

有關，若父母過往都是無條件的接受孩

子所提的要求，儘管自己覺得不合理，

只要孩子稍微鬧一下就去妥協小孩的訴

求，如此的教養模式很可能促使孩子對

於「要求被拒絕」此向度極為敏感，漸

漸的子代會無法容忍個人的要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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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觀點被否定和拒絕，當他們於往後

的生活中提出個人訴求被拒絕時，其會

產生極大的情緒及反彈，接著子代就會

使用情緒勒索的手段告訴自己的親代

「若是你不答應我的請求，我就去死」

使父母產生恐懼感，最後又回歸過往的

教養模式只要孩子稍微鬧一下，便去無

條件的接受他們的要求，如此的惡性循

環即不斷出現。 

要避免前述的狀況，往往要從幼年時

期的教養模式著手，剛開始就要與孩子

建立好原則與底線，什麼事情是自己會

答應的，什麼事情是自己不會答應的，

當子代違反這樣的原則與底線時，親代

便可能會拒絕其請求，在設立這樣的原

則及底線的同時，也要讓孩子了解父母

這樣做並不是不愛他，只是為雙方的相

處建立一套模式而已，如此就可以避免

落入前述所說的惡性循環，小孩也不會

對於訴求被拒絕產生極大的反應和情

緒，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父母與自己之間

所定好的原則及底線，往後利用情緒勒

索的手段威脅父母，進而使父母產生恐

懼和其他精神壓力的行為漸漸的也會減

少，脫離被情緒勒索者的手段之中。 

 因應方式 

若今天已經無從從過往的教養行為去

避免子代對親代情緒勒索的狀況，可以

從兩方面進行因應及著手，第一，建立

好自己的情緒界限：尊重自己的感受，

情緒勒索的產生，往往始於情緒勒索者

強烈的情緒，其希望運用這樣的方式讓

被情緒勒索者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恐

懼、罪惡感等，進而達成自己的目的和

訴求，在如此的情況下，我們要去建立

好自己的情緒界限，尊重自己的感受，

聽從自己的內心，不要受外界的言語、

情緒所干擾，儘管孩子不斷地施加壓力

給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中，也要先照顧

好個人的情緒、感受，不要無謂的被情

緒勒索者牽動，這就如同一個循環的情

況，當父母被小孩的強烈心情所牽動，

子代即會抓住這一點不斷的攻擊，直到

親代滿足自己的目的及訴求；但當我們

嘗試著打破如此的循環，不要受子代的

情緒牽動，先建立好個人的情緒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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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個人的感受，或許情緒勒索的循環

便不會產生，也不會被孩子抓住得以威

脅的點。第二，相信自己可以承受得住

後果，子代不斷地以死亡、自殺來威脅

親代，父母需要了解這只是一種手段，

並且要有承受後果的準備，若親代相信

自己可以承受得住後果，即不會畏懼子

代一再用威脅的方式攻擊自己，漸漸的

就能打破情緒勒索的惡性循環，當子代

意識到自己的父母不再接受這樣的方

式，或許就會停止運用脅迫的方式來滿

足個人的目的及訴求。 

 結論 

親代在被子代情緒勒索時，通常會產

生極大的精神壓力，擔心孩子真的會選

擇自殺這條路，為了遏止這樣的行為，

除了從過往的教養模式做起，減低小孩

在面臨要求被拒絕時的敏感性，另外，

也要重視自己的感受，不要一再的被子

代牽動，畢竟這樣的狀況並非自己所造

成，透過建立情緒界線 和相信自己能夠

承擔後果的方式，打破情緒勒索的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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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文章  

各角色對關係霸凌事件的影響力及後續因應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實習生 / 李姿穎

 

一、什麼是關係霸凌？ 

透過嘲笑、孤立、排擠、說壞話與散

播謠言來破壞名聲等方式，使當事人的

人際關係遭到威脅、破壞，或被排擠於

在團體之外。雖然這種方式比較沒有肉

體上的傷害，但這種人際上的孤立與伴

隨而來的人際疏離感，經常讓受凌者覺

得無助、沮喪，且因其間接或隱匿的特

性，使得關係霸凌不容易被察覺。 

 

二、從環境中的角色互動關係來看關係

霸凌 

 什麼情況會助長霸凌行為? 

1. 旁觀者(同儕) 

旁觀者與霸凌者關係親近時，會增加

支持霸凌行為的舉動。 

2. 學校、教師 

若教師沒有積極處理，校方在事後沒

有加強宣導，或是隱瞞、不通報，都

可能導致霸凌行為持續發生。 

 

 

3. 家長 

受凌者與家長關係好壞，或家長沒有

注意到孩子的異常，也會影響受凌者

向外求助的行為，使霸凌行為持續發

生。 

因此，旁觀者、學校、家長、教師對

於關係霸凌事件也都具有影響力，他們

對於關係霸凌事件的評估，以及後續的

採取態度或行為，會影響到當事人的求

助行為，甚至整個關係霸凌事件發展。 

 我們要怎麼幫助受關係霸凌者? 

研究顯示(1)即使向老師訴說無法避

免排擠經驗的發生，但仍能帶來心理上

的撫慰(2)來自父母的支持，有助於當事

人的因應與正向自我評價(3)具同儕影響

力的旁觀者若能給予當事人協助，也有

助於降低霸凌者的敵意行為(4)手足的關

心與陪伴成為家庭系統的支持來源。 

因此，外在保護系統與有效介入對

於受凌者來說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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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先處理情緒，再想出對策！ 

步驟一：傾聽與陪伴 

文獻提到，當遭受關係霸凌的兒童或

青少年，能被關係網絡的重要他人所接

納與支持，重新擁有關係的連結，似乎

能獲得傷痛的撫慰。可以這麼說，關係

受害經驗中，兒童與青少年是「受害於

關係，掙扎於關係，撫慰於關係。」 

因此，傾聽受凌者講述事件與情緒

顯得特別重要，且此種力量比我們想像

中的大，也是一種賦能，讓他知道自己

是有能力與他人擁有一段關係。 

 功能：讓當事人情緒得以緩解、提升

自我價值感、轉移霸凌事件的注意

力。 

 切記:不批評、不指責、不糾正。 

要開口說出自己的心事，是很需要勇

氣的，多少也反映出當事人的信任，或

期待說出來能夠有些幫助，所以當他在

說的時候，若是將被同儕霸凌的原因歸

咎於受凌者的性格、態度或行為上的缺

失，會使得當事人無法理解，則更難以

進行調整，使得產生更多負面情緒，造

成反效果。 

因此，先放下任何分析與建議，等

到當事人情緒得以紓解，才有空間與能

量去探索整個事件與改變的可能。 

步驟二：擴增因應策略 

文獻中提到，若能以不批判且較為客

觀地分析霸凌事件中的責任歸屬，不會

一味袒護或檢討任何一方，目標是一起

找到受霸凌因素，並想出具體可行的策

略進行修正。能夠讓當事人充分瞭解，

才更容易被接受。 

 功能:嘗試改變的意願會提高，有利

適應被同儕霸凌的校園生活。 

 切記:建議者角度客觀且被信任、建

議要具體可執行。 

 

三、受關係霸凌者本身在事件後續的復

原建議 

 與過去遭受霸凌經驗保持距離 

 方式： 

1. 保持物理上的距離，像是脫離霸

凌情境、不再遇見霸凌者或其他

涉及霸凌事件的旁觀者等，以此

遠離負向情緒的刺激源。 

2. 保持心理上的距離，暫時不要回

想或談論那段經歷，讓自己不一

直處於難受與痛苦的情緒當下。 

 

 



新北市生命線 2024 春季刊 

20 

 

 作用： 

經過時間與空間的轉換，對環境

的安全感提升，情緒趨於平穩，更能

正視與回顧其發生的過程與影響。 

 擴增理解關係霸凌經驗的觀點，轉化

受霸凌經驗的意義 

 方式： 

反思、他人討論獲得回饋，或是

相關知識學習的過程，讓自己用第一

人稱之外的視角看待整個霸凌經驗，

對於整體經驗有更多的理解。 

 作用： 

1. 藉由客觀地看待關係霸凌經驗中

的人際互動以及其引發的效果，

增進對自己與他人的諒解，減少

自我懷疑、自責與憤恨情緒。 

2. 透過敘說經驗的過程中，轉化經

驗對自己的意義，從完全負向的

事件中看見正向意義。 

 梳理受霸經驗中承受的傷害，抒發曾

受壓抑的情緒感受 

 方式： 

1. 透過自我對話、哭泣等方式抒發

出負面情緒。 

2. 和信任的他人分享曾經的經驗，

透過他人的回饋獲得情緒支持與

鼓勵，感受到被同理，也減輕對

自己的責備。 

3. 接受諮商、參與團體等方式，重

新反思與釐清這份情緒的來源。 

 作用: 

透過承認與表露出這些情緒，來

達到宣洩或療癒。 

 專注當下與放眼末來，接納霸凌遭遇

為生命經驗的一部份 

能夠看見自我的轉變，並肯定與欣賞

自身一路走來所付出的努力，若獲得不

錯的正向結果，受訪者們則較能接受自

己成為更好的人、有能力克服遭受霸凌

的挫敗與負向影響，也滿意當前的生活

與自己的狀態，透過看見自我的成長而

增長自信，也顯現正向自我的提升，產

生不容易被打敗的韌性，對未來懷抱樂

觀的態度。 

 

四、總結 

最後，節錄《意義 邁向美好而深刻

的人生》中的一段內容： 

「每個人各有不同的情緒包袱，那

些情緒包袱可能令我們感到恐懼、難

過、內疚或不安。對多數人來說，我們

的心裡至少存在著某種痛苦的來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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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些痛苦經

驗與回憶都對我們的人生意義構成了嚴

重的威脅，摧毀我們對世界的根本假

設，使人變得憤世嫉俗，充滿仇恨，陷

入絕望，或甚至逼我們生出自我了斷的

念頭。然而，這是逆境不完整的樣貌。

創痛可能造成很深的傷害，有時甚至是

永遠的傷害，但是努力挺過那些經歷也

可以讓我們成長，最終使我們變得更睿

智，生活變得更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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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新北市＆大高雄生命線 兩會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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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生命線全國年會─讓愛飛揚 愛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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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捐款收據核准字號(78)北縣稅工字第 60074 號 

--------------------------------------------------------------------------------------------------------------------------------------------------------------------------------- 

誠摯感謝您支持本會電話協談、心理輔導與危機處遇之工作推廣，亦感謝您願意 

贊助本會業務發展所需經費，請務必詳細填寫下列資料，並回傳真至(02)8967-8899 或

Email：tplla1995@gmail.com，本會收到資料審核後於每月 20 日進行扣款。 

信用卡授權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捐款人姓名  捐款人編號 (勿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編)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聯絡地址  

E-mail  

捐款收據抬頭  

收據開立方式     □開立單次收據    □開立年度收據 

收據郵寄地址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Card     □JCB  

信用卡號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       年 

簽名(請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本人同意提供上述信用卡號，作下列捐款事宜(請自行勾選)： 

1.□每年捐款一次，於_____月捐款，每次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__元整 

2.□每個月捐款一次，自_____年____月起至_____年____月止，每次金額為新台幣  

    ____________元整 

3.□不定期捐款，本次捐款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__元整 

●本表填寫完請傳真至(02)8967-8899 或 Email：tplla1995@gmail.com 

 亦可郵寄至(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 巷 89 號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收 

 另有郵政劃撥帳號：1270-7549 

 銀行匯款：009-001-00007266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板橋南雅分行)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02)8967-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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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 

 

發 行 所：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發 行 人：理事長徐明偉 

發 行 日：2024.04.15 

會    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巷 89號 

電    話：(02)8967-5599 

傳    真：(02)8967-8899 

協談電話：1995 

網    址：www.1995.org.tw 

臉書粉專：新北市生命線 

E - m a i l：tplla1995@gmail.com 

劃撥帳號：12707549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http://www.1995.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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