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機電話 

網絡遊戲 

為了杜絕「いじめ／欺弱行為」 
 

 

 

 

 

 

 

 

 

 

 

  

針對家長的小册子 

 

冷嘲熱諷、惡作劇、說壞話 

○專揀對方不愛聽的話、毫不顧及對方心情的話 

○故意讓對方聽到的讒言 

○將誹謗中傷的信件放到對方課桌裏 

故意碰撞、敲打 

○迎面擦身走過時故意撞肩膀 

○假装逗着玩偷偷下脚踢 

○叫出来施暴 

拉小集團故意無視對方 

○玩的時候不讓對方加入 

○故意避開對方繞道而行 

○無視對方的發言 

巧取豪奪财物 

○勒索金錢 

○借的東西不還 

○强迫對方買東西 

故意做、或强迫對方做危險或不願意做的事

○讓對方替自己拿東西 

○不讓對方碰自己的課桌或其他東西 

○强行脱衣服 

將對方的財物隱藏、破壞、扔掉 

○將對方的室内鞋藏起来 

○將對方的東西扔進垃圾箱 

○將對方做的東西故意弄壞 

○誹謗對方的電子郵件 

○擅自將對方的个人信息登載 

○登載虚假信息 

○在網上冒充他人 

○連鎖短信 

便攜遊戲機 

智能手機

博客/微博 

ＳＮＳ（聊天工

有時甚至需要報警！

不容易發現

具有潛在性 

網上論壇 電腦 

網上的欺弱行為 

○利用因特網誹謗中傷 

欺弱行為可能發生在“任何學校、任何班級、任何小孩”，對于孩子們來說是發生在身

邊非常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 

最最重要的是周圍的大人能够面對問題態度凛然，與孩子們建立起互信關係；對于受欺

負的痛苦心情能設身處地地為孩子們着想。 

讓我們以杜絕欺弱為目標，家庭、社區與學校攜起手来，建設一個人人安心、生活豐富

的“學校”與“社區”。 



如果你感覺到“不對勁兒”應立即向學校或咨詢機關咨詢。 

 

孩子的微細變化核對項目表 

■ 被欺負的孩子所表现出的變化 

孩子的情況 
早晨不起床、出門磨磨蹭蹭、經常遲到  

没有精神、没有食欲、睡不好覺、經常嘆氣  

越来越不愛說話，回避談到學校或同學  

不願意出門，總躲在家裏  

經常發呆，沉默不語  

學習積極性下降  

“想換班”“想轉學”“想辭去課外活動”等牢騷  

六神無主或心煩意亂等情緒不穩定狀態  

突然撒嬌或吵鬧  

朋友關係發生變化，相約外出變得頻繁  

衣服撕破、弄臟（不願說出其原因）  

身上出現青紫或擦傷（問其原因總是回答“摔倒了”）  

自己的東西被塗鴉或被弄壞  

把錢拿出去或頻繁地跟家長要零錢  

有了以前從來没見過的東西，或自己的重要東西不見了  

随身攜帶小刀匕首  

有時會說出“自己不爭氣”“不想活了”  

手機或智能手機经常来电顯示，但總是不接。  

對手機或智能手機的来電顯示過分敏感，露出不安的神情。  
 

■欺負人孩子的變化 

孩子的情況  
有明顯的暴力傾向言行  

花錢變得大手大脚  

變得不守時  

以前没有的東西突然多了起来  

有明顯的中傷朋友的言行  

 

   

 

 

 

 

早發現早采取措施是

非常重要的！ 



◆ 一旦發現變化，則應認真傾聽孩子的訴說。 

◆ 感同身受地傾聽他們心靈的痛苦。 

※ 不要一開始就鼓勁激勵或輕易地予以否定。 

◆ 以行動和態度告訴孩子“我會保護你的”。 

◆ 和孩子一起考慮如何解决問題。 

◆ 即使只有很小的變化也應向學校匯報以便合作。 

※ 另外還可以向校園心理咨詢師或咨詢機關尋求幫助。 

◆ 當發現有犯罪的萌芽时，應與警察等相關機構聯係、商量。 

◆ 與學校配合，呵護孩子。 

◆ 應以堅決明確的態度接觸孩子。 

◆ 讓他（她）知道自己的行為給對方帶來的痛苦。 

※“只要道歉”並不能解决根本問題。 

◆ 同時也應注意到他（她）的煩惱和不安。 

◆ 和他（她）一起考慮怎樣去消除不安。 

◆ 向學校傳達實情以便合作。 

◆ 和學校一起呵護孩子。 

◆ 首先肯定他（她）有勇氣講出来。 

◆ 告訴他（她）被欺負的心情是多麼的痛苦。 

◆ 告诉他（她）“看着好玩”“不去制止”和“装看不見”對欺弱也是一種推波助瀾。 

◆ 和他（她）一起考慮本來應怎麼辦和今後應該怎麼辦。 

 

 

 

 

 

 ■對于被欺負的孩子應采取的措施 

 

 

 

 

 
 
 
 
 
 
 
■對于欺負人的孩子應采取的措施 

 

 

 

 

 

 

 

 
 
 

■對知道了欺弱現象的孩子應采取的措施 

 

 

 

 

 

 

 

 

「孩子的樣子不尋常」「從孩子那裏聽到欺
弱行為」等擔心的事時請馬上咨詢 ! 

一旦發現有欺弱行為的出現，周圍的大人應積極應對。對孩子們的心情表現出理解快速應對是十

分重要的。 



◆ 儘量制造在一起吃飯、一起聊天的機會。 

◆ 耐心地聽孩子把話說完非常重要。 

◆ 把孩子關心的事情、孩子的興趣作為話題。 

◆ 尋求一起活動的機會。 

◆ 給孩子分配適當的工作，誇獎是可以培養孩子自我肯定的有效辦法。 

◆ 培養“早睡早起”“見人打招呼”等基本的良好生活習慣。 

◆ 讓孩子知道守信用、守規矩的意義及重要性。 

◆ 和孩子一起訂立在家裏應遵守的約定和規矩。 

◆ 承認孩子的個性，讓他（她）培養自信心。 

◆ 在給孩子買手機和遊戲機時，應告知其使用目的並與他（她）約法三章。 

 

■在家庭裏 

 

 

 

 

 

 

 

 

 

 

 

 

 

 

 

 

 

  
 
 

咨詢機構 電話號碼 

一般教育咨詢  横浜市教育综合相談中心 045-671-3726～8 

いじめ／欺弱 110  横浜市教育综合相談中心 0120-671-388（365 天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

横浜市青少年相談中心 045-260-6615 

電話兒童相談室 045-260-4152 

中央兒童相談所（居住在神奈川區・鶴見區・中區・西區・南區的居民） 045-260-6510 

西部兒童相談所（居住在旭區・泉區・瀬谷區・保土ヶ谷區的居民） 045-331-5471 

南部兒童相談所（居住在磯子區・金沢區・港南區・栄區・戸塚區的居民） 045-831-4735 

北部兒童相談所（居住在青葉區・港北區・都筑區・緑區的居民） 045-948-2441 

兒童人權 110 0120-007-110 

横浜生命電話電話
で ん わ

 045‐335‐4343（365 天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 

 

 

 

創造一個讓孩子感到安心、感到自我肯定、生活充實的所在是將「いじめ/欺弱」防患于未然的

依托。 

如遭遇被欺負、看到了欺弱行為的現場或聽到了有關欺弱的消息，不要自己煩惱，請向學校咨詢。

學校之外也有咨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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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浜 市 教 育 委 員 會 事 務 局
人 權 教 育 • 兒 童 生 徒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