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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查人員的晤談能力、調查人員的團體動力

…等。（避免以誘導式問話之技巧）

2.處理兒童及少年校園偏差行為、霸凌或性霸

凌事件之專業技巧及注意事項。

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是指團體成員間互動時所產生的力量，因動
力使團體的運作可以開始並持續下去，團體動力會影響個別團體成員及整體
團體的行為，團體動力通常包含溝通與互動模式、凝聚力、社會整合和影響
與團體文化等四個面向



(一)調查工作涉及雙方當事人之權益，應謹慎

嚴謹進行。例如：時間的安排。

(二)靈活而純熟的訪談技巧，有助於蒐集廣泛

而深入的資料，建構事件之真實。

(三)雙方當事人為求自身權益保障，必以一定

之架構陳述。而調查小組之職責，在於從

其架構中抽絲剝繭，以區辨真假。



(四)諮商技巧之運用，有助於深入當事人之內

心世界，並在關係建立及場面氣氛營造的

基礎上，探求當事人之心理特質，從而與

說詞交叉比對，而認定其可信度。

※※調查人員的責任
調查、釐清事件的真相、本質----
做出符合校園脈絡適當適法的懲處建議



(一)應了解事件之脈絡。
(二)調查時，可先從確定受調查者的基本資料

開始。
(三)請受調查者說明事件中與相對受調查者之

互動過程。

(四)請受調查者說明事件發生過程中的背景資
料。

(五)請受調查者說明事件後的其他相關後續事

件。



(六)說明時，相關之「人、事、時、地、物」

應明確，不清楚者勿推斷。

(七)對於不清楚之處應再三確認。

(八)對於前後不一致處請受調查者說明。

(九)若雙方當事人或一方當人為特殊教育學生

，調查委員至少有一位需具備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



(一)場面構成策略

(二)評估其心理、精神狀態

(三)專注與傾聽

(四)設定功能性界線

(五)同理心

(六)螺旋進展，避免過早進入核心主題

(七)營造心理空間(不會洩密，不去嘲諷)



(八)激發心理投射(偵訊娃娃、繪本)

(九)概念化當事人說詞及相關反應

(十)事件之詳述

－歷程

－場景細節

－當下及事後之心理反應

－當事人之解釋



(一)就申請調查者而言
事件有發生(不然為何要申請)

(二)就被申請調查者而言
沒有做的會說沒有 有做的也會說沒有

(三)當事人對調查工作的迷思

「口說無憑」，又沒有什麼證據

我不回答，你們能奈我何

這種調查是故意製造緊張、或是製造對立

這種調查是小題大作



你們一直問是表示你們不相信我所說的

你們真的會秉公處理嗎

處罰還是輔導協助

(四)不能誘導訊問

(五)採開放性問法

(六)請受訪談者簡要摘述

(七)重述受訪談者所言

(八)澄清與前後比對的策略



(九)調查結束前請受訪談者談談自己的感想及

對調查的期待

(十)訪談之用語應簡單明確，並以是否符合

「校園霸凌事件」為訊問之重點。

(十一)訪談時之態度應懇切、有耐心。

(十二)訪談時之立場應中立客觀，避免讓人有

「預設立場、未審先判」之感受。

(十三)訊問過程中不宜表現出調查人員

之心證及情緒。



(一)今天我們進行訪談的原因是什麼？
(二)請你描述當時事發的詳細情況？
(三)申請調查人當時之反應與感受為何？事後

的影響？
(四)行為人當時的特徵、語言、眼神、行為動

作為何？
(五)是否有人證？有其他受害者？或曾

和誰談過？
(六)是否願意接受道歉(書面或文字)



(六)是否有物證？有手機簡訊、照相、E-mail

、日記、line或facebook。(如提供給調

查小組，要請當事人簽名，註明日期)

(七)希望獲得什麼救濟？



律師為輔佐人時，不得代當事人回答問

題，或給當事人暗示即為其他足以影響調查

進行之行為。但有在場權、程序異議權及最

後陳述權。



(一)不耐或命令：你快點說，我們沒那麼多時

間？

(二)威脅：你說的不實在，後果會很慘。

(三)訓誡：這是你自找的，怪不了別人。

(四)誘導或暗示

行為人有對你霸凌？

你覺得行為人要對你霸凌，為何這樣想？



(五)建議：你就接受他的道歉吧。

(六)批評：有沒有一點羞恥心啊！

(七)欺騙或不實：承認不會有事的，我們會

原諒妳！



諮商技巧在霸凌事件調查訪談之應用，固

然有其利器之處，但此一運用不同於諮商輔

導之目的，調查人員需有相當之調適整合，

以免錯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