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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4 學年中等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考試面試委員 
2015 年 103-2 教育所專題研討負責教師 
2015 年 中山大學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委員 
2015 年 中山大學碩士班暨碩專班考試命題委員 
2015 年 103-2 師培中心實習生指導教授 
2014 年 103-1 師培中心實習生指導教授 
2014 年「過關斬將，飛越教師甄試實戰演練」主持人 
2014 年「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口試委員 

校外服務經歷 



202401 學測監考主試 
陳利銘、謝慧游(2020/10/15)。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與校園實施。109 年南區防制校園霸凌教

師工作坊(嘉義場)。 
陳利銘、謝慧游(2020/10/15)。修復式正義之操作技巧。109 年南區防制校園霸凌教師工作

坊(嘉義場)。 
陳利銘、李明山(2020/11/10)。修復式正義之理念與校園實施。109 年南區防制校園霸凌教

師工作坊(屏東場)。 
陳利銘、李明山(2020/11/10)。修復式正義之操作技巧。109 年南區防制校園霸凌教師工作

坊(屏東場)。 
2020/07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學術論著審查委員 
2018-2020 Consulting Editor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SCI) 
2019/07 大學入學中心 108 年指考監考委員 
2018/07 教育部 106 年度防制校園霸凌「研究分析計畫」暨「理論與實務研習」審查委員 
2018/01 大學入學中心 107 年學科能力測驗監考委員 
2017/04 立法院「觀念革新、法制升級、校園零霸凌」公聽會委員 
2017/03 2017 年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2017/02 教育部「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期中訪視委員(台南市、屏東縣) 
2017/0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監試人員(道明中學) 
2016/10 高雄醫學大學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委員會委員 
2016/06 教育部 104 學年防制霸凌安全學校期末訪視委員(玉井工商) 
2016  APERA-TERA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2016  105 年度教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案審查委員 
2016  105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教育學門 
2016/04/1-06/30 擔任台南市中學小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委員 
2016/01 教育部反霸凌安全學校期中訪視委員(岡山農工、立德國中) 
2015/03 教育部反霸凌安全學校期中訪視委員(台南大橋國中、玉井工商) 
104 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監試人員(高雄二考區) 
103 年國家教育研究所教師檢定考試:青少年發展試題命題委員 

指導學生獲獎紀錄 
指導學生彭惠鈺獲 2019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ICESTI2019@澳

洲雪梨; 金額：35,000) 
指導學生宋宥賢獲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105 學年度國際交流獎學金(金額：10,000 元) 
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獎助(補助國家：比利時；金額：600,000 元) 
指導學生宋宥賢獲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社會科學院研究發表獎學金(金額：37,700 元) 
指導學生宋宥賢獲國立中山大學 107 學年度「博士班研究生第三年獎勵研究績優」獎學金

(金額：100,000 元) 
指導學生楊俊龍獲 106 年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

(ACE2017; 金額：18000) 
指導學生陳韋其獲 106 年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

(ACE2017; 金額：20000) 
指導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學生呂佳穎獲科技部核定 105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2016/7-
2017/2; 金額：48,000)。 
指導學生宋宥賢獲 2016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ICP2016; 金額：

24,000) 
指導學生王俐淳獲 2016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ICP2016; 金額：

24,000) 



指導學生王怡今獲 2014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BICSS2014; 金
額：20,000) 
指導學生陳薇汝獲 2014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BICSS2014; 金
額：20,000) 
指導學生陳薇汝獲 Bangko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2014 (BICSS2014)最佳

大會論文獎 
指導學生洪郁婷獲 2014 年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乙案(APERA2014) 
指導學生王怡今獲 2014 年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活動補助乙案(APERA2014) 
指導學生陳薇汝獲 2014 年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活動補助乙案(APERA2014) 

專業成長與研習 
 
年度 研習名稱 時數 線上課程 

2023 商用統計的 EMI 教學像是一場馬拉松 2   
2022 研究倫理概念與實務 2   
2022 教育領域的研究倫理及分享資料 2   
2022 EMI 培訓-基礎-課程-全英語授課跨文化溝通解密 3   
2021 研究倫理概念與實務分享 2   
2021 教育場域的研究倫理 2   
2020 我們需要何種師資培育評鑑 2   
2020 學術單位自辦品保認定結果審查作業說明會 2   
2020 學術單位自我評鑑知能研習 2   
2020 工學院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暨學術倫理講座-避免錯蹈學術研究誤區 2   
2020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發展與挑戰 2   
2020 知情同意 2   
2020 遠距課程實施說明會 2   
2019 全球高等教育評鑑與品質保證及其發展趨勢 2   
2019 研究倫理概念與實務分享 2   
2019 研究倫理與學術倫理(一)：研究倫理 2   
2019 我國教育評鑑研究現況與教育評鑑專業化之路 2   
2017 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誰來跨領域？ 1.5   

2019/05 成大倫理審查委員會學術倫理研習 
2019/03 成大倫理審查委員會學術倫理研習 
2018/08 成大倫理審查委員會學術倫理研習 
2018/03 成大倫理審查委員會學術倫理研習 
2017/11 台綜大年輕學者策勵營 
2017/03 跨領域教師成長工作坊-台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 
2016/07【南區研究倫理聯盟】教育活動-跨國研究的倫理議題。 
2016/03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書審專家職前工作坊 
2015/06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專家座談會 
2014/09 臺綜大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討會 
2014/08 攻頂大學聯盟新進教師研習營 
2014/06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學研習會 
2014/01 台北榮總人體試驗研習會 
2013/12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倫理研習會 
媒體報導 
1. 用罵的沒有用？霸凌者的需求也要被正視── 「軟硬兼施」為師長上策 (親子天下翻轉

教育) [ 2023-09-04] 
2. 打電動談心也是種方式？有效的受凌者輔導策略(親子天下翻轉教育) [ 2023-09-12] 



3. 校園霸凌，誰說了算 (寧夏路 66 號茶坊) [ 2023-09-20] 
 
4. 正妹國中生這原因把自己拔禿了！11 跡象孩子可能被霸凌了 (健康 2.0 網) [ 2023-11-24] 

 
5. 處罰學生衍生成教師霸凌？8 種教師須注意的管教方式(親子天下翻轉教育) [ 2023-09-

19] 
6. 從霸凌當前研究反思輔導介入的策略與思維(高師大輔諮所網站) [ 2023-10-23] 
7. 校園霸凌如何求助？可匿名檢舉嗎？同學、孩子被霸凌了怎麼辦？霸凌他人會面臨哪

些法律罰則？(奇摩新聞) [ 2023-03-29] 
8. 預防+輔導 降低霸凌傷害 國教盟、高雄中山大學及親師攜手防制校園霸凌(港灣新聞

網) [ 2023-06-28] 
9. 校園霸凌及性霸凌預防方法與案例解析 (樹德科大網站) [ 2023-06-29] 
10. 不如我們來好好說話－談幫助青少年學習善意溝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 2022-06-09] 
11. 替同學亂取不雅綽號算霸凌？老師家長該留意的霸凌誤區(親子天下翻轉教育) [ 2022-

09-12] 
12. 是玩還是霸凌？防治校園霸凌，教育學者陳利銘提「霸凌知覺嚴重性」(關鍵評論

網)[ 2021-02-17] 
13. 疑要學童「錯 1 題自掌嘴 10 下」 國小師被檢舉後獲准退休(自由時報) [ 2020-04-08 ] 
14. 是玩？還是霸凌？──中山大學陳利銘提「霸凌知覺嚴重性」[ 2020-05-20 ] 
15. 學生錯 1 題自賞巴掌 10 下高市某國小師涉虐(公視新聞網) [ 2020-04-08 ] 
16. 老師主導霸凌?! 聯合學生嘲笑某學童(華視新聞網) [ 2019-08-13 ] 
17. 高雄市 108 年度第 1 次防制校園霸凌委員會會議報告(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網站) 

[ 2019-04-30] 
18. 中小學教師霸凌盛行率約兩成 肢體與情緒戕害學生(青年日報) [ 2019-04-28 ] 
19. 中山大學調查顯示中小學教師霸凌盛行率約兩成(新頭殼) [ 2019-04-28 ] 
20. 受凌者反轉施霸者身心困境更嚴重(國語日報) [ 2018-08-03 ] 
21. 中山大學霸凌者研究 登上國際期刋(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 2018-08-02 ] 
22. 中山大學霸凌者研究 登上國際期刋(奇摩新聞) [ 2018-08-02 ] 
23. 霸凌與受害角色雙重 傷害 double(台灣新生報) [ 2018-08-02 ] 
24. 剖析霸凌雙重角色困境 中山大學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風傳媒) [ 2018-08-02 ] 
25. 剖析霸凌受害雙重角色 中山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大成報) [ 2018-08-02 ] 
26. 剖析霸凌受害雙重角色 中山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鮮週報) [ 2018-08-02 ] 
27. 剖析霸凌受害雙重角色 中山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亞太新聞網) [ 2018-08-02 ] 
28. 剖析霸凌受害雙重角色 中山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全國旅遊時報) [ 2018-08-02 ] 
29. 研究:校園推動反霸凌 作文、標語宣傳無效(公視新聞網) [ 2018-10-02] 
30. 剖析霸凌受害雙重角色 中山跨國研究登國際期刊(天眼日報) [ 2018-08-02 ] 
31. 台、比共同研究 霸凌受害者會欺負更弱勢同學（自由時報）[ 2018-08-02 ] 
32. 老師傾向以個人經驗判斷霸凌 中山團隊發現誤判率 2 成 [ 2017-11-21 ] 
33. 〈中山大學研究發現〉校園霸凌 2 成被誤判（自由時報） [ 2017-11-21 ] 
34. 校園衝突或霸凌 中山大學研究：兩成誤判（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 2017-11-21 ] 
35. 校園霸凌 2 成可能遭誤判（中國時報） [ 2017-11-21 ] 
36. 中山大學研究校園霸凌 誤判率達 2 成（聯合報） [ 2017-11-21 ] 
37. 校園霸凌兩成誤判 中山：訓練可提升霸凌辨識度（國語日報） [ 2017-11-21 ] 
38. 校園霸凌 兩成案例誤判（中華日報） [ 2017-11-21 ] 
39. 校園霸凌 2 成可能遭誤判（中天快點 TV） [ 2017-11-21 ] 
40. 中山大學教育所師生校園霸凌誤判研究 榮登國際期刊《亞太教育研究者》（鮮週

報） [ 2017-11-21 ] 



41. 提升校園霸凌正確辨識度 中山大學研究結果登國際期刊（NOWnews） [ 2017-11-21 ] 
42. 2 成霸凌為誤判 中山大推「校園霸凌辨識」（大紀元） [ 2017-11-21 ] 
43. 研究霸凌誤判 中山大學登國際期刊（天眼日報） [ 2017-11-21 ] 
44. 研究霸凌誤判 中山大學登國際期刊（亞太新聞網） [ 2017-11-21 ] 
45. 立專法防校園霸凌教育部採開放態度 聯合財經網[2017-4-21] 
46. 制訂校園霸凌防制專法教育部持開放態度 中央廣播電臺[2017-4-21] 
47. 立專法防校園霸凌教育部採開放態度 奇摩新聞[2017-4-21] 
48. 立專法防校園霸凌教育部採開放態度 中央社[2017-4-21] 
49. 立委欲立專法防制校園霸凌 學者：建議參考國際定義 (平傳媒)[2017-4-21] 
50. 研究霸凌旁觀者 中山大學跨國團隊登國際期刊（焦點新聞網） [ 2017-02-14 ] 
51. 29 趴學生看過霸凌 「受害者白目」是他們旁觀的理由（ETtoday） [ 2017-02-14 ] 
52. 研究霸凌旁觀 論文登國際期刊（中國時報） [ 2017-02-14 ] 
53. 防制霸凌 善用旁觀者力量（自由時報） [ 2017-02-14 ] 
54. 中山大學跨國研究霸凌成果榮登國際期刊（台灣時報） [ 2017-02-14 ] 
55. 中山大學跨國團隊登國際期刊（台灣新生報） [ 2017-02-14 ] 
56. 同儕遭霸凌，學生們為什麼選擇袖手旁觀？（泛科學） [ 2017-02-13 ] 
57. 防制校園霸凌 中山大研究登國際期刊（大紀元） [ 2017-02-13 ] 
58. 校園霸凌研究：覺得受害者「白目」才袖手旁觀（聯合新聞網） [ 2017-02-13 ] 
59. 研究霸凌旁觀者 中山大跨國團隊登國際期刊（自由時報電子報） [ 2017-02-13 ] 
60. 校園霸凌研究 中山大學論文登上國際學校心理學期刊（教育廣播電台） [ 2017-02-13 ] 
61. 研究霸凌旁觀者 中山大學跨國團隊登國際期刊（大成報） [ 2017-02-13 ] 
62. 中山大學教育所攜手澳大學 霸凌涉入研究榮登國際期刊（鮮週報） [ 2017-02-13 ] 
63. 研究霸凌旁觀 中山大學論文登國際期刊（中時電子報） [ 2017-02-13 ] 
64. 研究霸凌旁觀 中山大學論文登國際期刊（中天快點 TV） [ 2017-02-13 ] 
65. 國中生霸凌 毆同學逼露鳥：只因瞄一眼 還錄影 po 網「以前就欺負他」(蘋果日報) 

[2013 年 11 月 12 日] 
66. 校園霸凌防制高市夫子研習新思維(大紀元) [ 2011-01-24 ] 
67. 男生遭霸凌台高過全球平均值| 蘋果日報[ 2010-07-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