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生班經案例分析報告 
 

實習生：王姿蓉、許秋華                        任教科目：英文科、數學科 

實習指導教師：張雅芳                          實習學校：新北市淡水國中 

 

 

案例名稱：愛他，但是不要害了他 

一、背景說明： 

          七年級學生，家庭背景單純，卻上課睡覺，下課聚集遊蕩。 

二、案例說明： 

在小廷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小孩是最好的，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小廷是父

母的心肝寶貝，父母都不忍心小廷受一點小小的委曲或是處罰。因為小廷告知媽媽，

學校一直找他麻煩，不斷的逼供他，媽媽到校了解實際情形。在導師、實習老師、

學務處老師等人的一番說明後，媽媽才了解她心中的寶貝兒子在學校的狀況。根據

老師們與媽媽的溝通，在深入了解家庭背景之後，發現所有的問題源頭都與家庭息

息相關。 

從親子關係中發現，小廷的父母與小廷每天聊不到幾句話，小廷回家就進房間

打電腦遊戲、在房間看電視。房門一關，小廷的爸媽都不知小孩何時睡覺。因此，

小廷每天早自習到校就趴在桌上睡覺，下課時間都跑去走廊聚集遊蕩，成為七年級

常出狀況的一群小團體中的一員。而上課的學習情況，也幾乎沒有聽課，大部分都

趴在桌上睡覺。 

開學第二週，七年級學生，連跨五個班級，共有十二個學生參與，帶違禁品—

香煙到學校的事件中，小廷雖不是主要帶頭，也沒有抽煙，但圍觀並參與傳遞煙盒。

開學第五週，七年級常出狀況的一群小團體，噴很濃的香水，小廷雖沒有帶香水到

學校，但也有噴香水。在這兩次的事件中，都是出自於七年級常出狀況的一群小團

體。小廷雖然都沒有真正做出違犯校規的事，但學務處在處理時，因為是一群人團

體行動造成的事件，小廷就當然都在名單內。 

 

 

一、問題原因探討： 

1、父母對學校的負向態度： 

家長認為學校是壓迫，家長不知道要做什麼，或要怎麼做才能對子女有所幫

助，工作時間太長，無法撥出時間與孩子互動。家長對老師的處理態度因誤解而

不支持，造成小廷對老師有偏見而不順從，教育有落差，造成孩子會選擇看人的

眼色。老師無法拿捏小廷父母可接受管教方式程度在哪裡，父母要學校協助管

教，因自己管不了，卻又溺愛孩子，不忍心孩子受一點小小的處罰，而一直為孩

子著想找後路，就是沒有替自己留下後路。 



2、交友偏差的影響： 

小廷小學受同班同學的欺負，在和母親溝通後，沒有得到實際的援助。對於

缺乏父母關懷的小廷只能向外求援，轉而在校外結交行為偏差的不良朋友，以自

己的方式來得到同儕的力量，希望得到支持和保護。 

3、父母過於溺愛： 

小廷的家庭背景很單純，已經上大學的哥哥在校表現優異，看小廷的行為有

偏差，每次勸導時，都因溝通不良而吵架。父母認為給予小孩自由自主的教育方

式，成功的教育了哥哥，應該也可以如此管教小廷，但是，過度的自由對於自治

低的小廷，卻成為父母束手無策的憂心對象。父母所給予的過度自由，讓小廷承

受不起學校老師的管教方式，而心覺學校一直在逼迫他。小廷的父母因怕孩子叛

逆，反給予更多的自由，甚至到放任的地步。在教養兒女這條路上，父母往往以

自己標準來衡量事情，以為給孩子是最好的，卻忽略了他們是獨立的個體，有自

己的看法與需求。因此，愛他，卻害了他，幾乎快失去管理的控制，小廷的母親

成了“孝子”，對於孩子的威脅完全沒有管教的能力。 

4、學習與生活作息不當： 

下課時間常與其他班級學生群聚，有互動密集不良行為（如：傳煙盒、噴香

水、嚼口香糖…等），學習意願低落、對學科無興趣、逃避退縮。經小廷媽媽口

中得知，小廷的房間有電視、電腦，房門一關，媽媽完全不知道小廷幾點就寢，

生活作息、時間管理不佳，導致於小廷每天早自習就開始趴在桌上睡覺。 

二、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1、改善生活作息與學習狀況： 

為引起小廷投注心力，必須鼓勵他尋找一個他想要學習的興趣，引導小廷自

我肯定，建立信心。小廷喜歡打籃球，可以採取技能或操作之活動為主，增進他

的學習興趣，也消耗他多餘體力，不要再因看電視、打電玩晚睡，建立一個規律

的生活作息，改善小廷在學校的學習狀況。 

2、導師積極介入： 

導師面對偏差行為的小廷，應該多瞭解他的狀況，多提供一些正當的表現機

會，藉著下課來導師的辦公事協助導師做一點小雜事，將小廷從團體中抽離，減

少小廷在走廊遊蕩的機會。若有偏差行為無法處理時，可以提報學務處介入協同

處理，因為小廷的狀況都和七年級常出狀況的團體有關。 

3、家長的配合： 

經與小廷的母親聯絡溝通過，了解小廷在校狀況，鼓勵家長配合老師的輔導

過程，也協助家長適當的教育觀念、管教方法及與孩子互動的教養觀念，釐清偏

差的教育迷思。 

4、建立友善關係，勿預設立場： 

要與小廷建立關係才能有效進行後續輔導，因此，老師以關心的角度來瞭解

學生身體狀況，有機會瞭解小廷趴在桌上睡覺的真正原因，進而有效處理問題。 

5、提供「自我肯定」的途徑： 

（1）目標導向：在幫助小廷正向的發展自我時給予鼓勵，小廷會覺得學習是有



價值的，幫助他接納自己、建立自信心，引發他學習的動機，認識自己的

優點與長處，強調「優點」，而將「缺點」減到最小，教導小廷從錯誤中學

習，強調錯誤並非失敗。 

（2）需求滿足：不斷地強調做好的選擇是小廷的責任，好的行為來自好的選擇，

小廷必須依照所做的選擇行事。協助小廷編織人生的夢想，幫助他做好的

選擇及建議適當的選擇，讓小廷在這過程增強「選擇」與「負責」的觀念，

並且要不斷的檢討以達成夢想。 

（3）行為塑造：和小廷訂立契約，確定小廷最喜歡的增強物，將契約通知小廷

的父母一齊幫助他，增強小廷每一次的進步。 

（4）和諧溝通：溝通時，放下標準、期待，理性接納小廷的感受，試著思考他

的感覺和需求，避免使用負面的言語，使小廷體認老師是真正幫助他，給

他愛與關懷，並引導小廷也關懷家人。 

三、預期成效： 

如果導師及家長能夠彼此配合，提供小廷適時的協助與引導，讓小廷感受到被

觀懷、有歸屬感，改善小廷因為創傷而覺得需要被保護的恐懼感。小廷應該會接受

老師和父母的建議，進而找到學習興趣與動機，重新訂立自己人生的方向，找到真

正知己的益友。短期內能夠藉由以上的策略改善小廷與七年級聚集在走廊遊蕩的行

為，希望將來能夠建立正常的作息，找到自己的方向。  

四、預防防範策略： 

1、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幫助學生找到學習的目標和人生的方向。 

2、「不追問過去，思考現在，放眼未來」是現實治療理論的核心主張。著眼於學生

未來表現出的適當行為，比起追究過去要重要得多。 

3、面對興師問罪的家長，老師要傾聽並做筆記，提供結構性的討論或分析，記錄學

生行為或事件，建立客觀的檔案，展現信賴，並發展出合作的解決方法，為讓學

生學習成功而努力。盡可能隨時與家長保持聯繫，時常注意學生的行為反應，關

心學生在平時的作為，包含交友狀況、學習情形等。 

4、讓學生感覺自己在進步，並增加課程與教室環境的多樣性，可使學生免於厭煩。 

5、老師應該知道教室裡任何時刻、每一角落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庫寧稱之為「掌握

全局」，並能同時處理多項問題，在偏差行為變得更嚴重前就應予以矯正，使學

生時時警惕及提高其責任感以維持團體的注意力，減少違規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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