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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Bully)指個體被一個以上的同儕重覆、持續一段時間的負面對待，可分為

言語、肢體、社交、網路、性以及反擊六種型態(蔡等，2011)。2019 美國研究指

出，超過 40%的護理師曾遭受霸凌(更甚超過 70%新進護理師遭受霸凌)；台灣有

80%的護理師遭受過醫護同僚霸凌，致個人睡眠障礙、高血壓、心臟病、焦慮抑鬱

及創傷症候群等，也對組織造成不良影響：給錯藥、跌倒等病人安全之議題，及嚴

重無聲無息地人員流失等(蔡等，2011；Baek, & Trinkoff,2022; Kang, & Han;2021)。

文獻指出一位新進護理師訓練成本 20,000-40,000 美元，若因被霸凌而離職確實造成

機構人事成本的耗費(Wakefield et al; 2021)。 

ICN 2017 立場聲明：所有護理師都有權在健康的工作環境中工作，並免於職場

暴力，顯見免於被霸凌的健康職場，是所有護理師共同目標。因此我們不僅不霸凌

他人，更要懂得健全自我，力倡反霸凌因應策略，彙整文獻所提：(蔡等，2011) 

一、個人因應：職場霸凌因應 CAC 三步驟 

1.面臨被霸凌，仍應與霸凌者站在等高線上良性溝通(Communication)：說出遭

受對方霸凌的感受，請其說明為何霸凌自己的原因，並表達不希望對方再用

同樣方式對待自己。如：「你對我說話的方式讓我覺得被貶低了，我相信你沒

有意會到你正在這樣做，但請你不要再做出諷刺我的評論了」，也要切記自己

也應避免成為霸凌者。

2.提升同仁對職場霸凌現象的覺知(Awareness) 與共識：平時以教育、同儕聯防

互相體諒的溝通模式，提升對霸凌徵兆之覺知；被霸凌者要利用適當機會、

非敵意但堅定的眼神與霸凌者互動，心境與行為上無需與之起舞，但在旁同

事可協助暫將霸凌者帶離現場使其冷靜或轉移話題，使霸凌者調移焦點。事

後，護理主管或事發現場旁的同儕可以協助促成站在等高線上之平和誠摯溝

通，做必要致歉，復原單位組織友善工作氛圍。

3.遭受職場霸凌後主動尋求協助(尤其主管的協助)( Call help)：尤其若已造成身

心困擾時，更應尋求/安排身心科或心理師治療協助。

二、主管/組織因應： 

1. 營造「護理職場霸凌零容忍」環境：

A. 舉辦護理主管反霸凌文獻閱讀，並省思分享。

B. 塑造開放性、鼓勵性溝通與合作，單位醫護共同宣誓反霸凌聯防，尤其霸

凌情境出現時，即發揮團隊協力介入。

C. 持續教育、宣導：提升人員霸凌覺知，以及影片或 fb 宣導反霸凌。

2. 設置明確諮商管道進行輔導，鼓勵人員「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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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嚴重無聲無息地人員流失，我們深信--職場沒有人有霸凌他人的權利，更

沒有人有被霸凌的宿命；所以反霸凌先從護理人自覺、勇於改善做起，聯手跨團

隊，維護反霸凌的文化，還給單位一個健康組織文化。 

圖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 2019 年力推動反霸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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