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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你真的怎樣了，我負責！ 

班上小偉上課的時候非常不專心，在上課第一天就因為不服管教，而被老

師請去教室外面壁冷靜，面壁時還三七步一副天皇老子我都不怕的樣子。 

除此之外，小偉上課常常不是趴睡、聊天就是拿衛生紙跟同學丟來丟去，

干擾老師上課並擾亂班上秩序。某天上課約莫 40分鐘後，小偉開始大聲說：「老

師！我要尿尿！」，然後開始跟同學嘻笑，完全不像是需要立刻去上廁所的樣子。 

老師回應：「剩下 5分鐘就要下課，請你再忍一忍。」，小偉立刻回說：「X！

要上廁所也不給去！這什麼老師啊！小心我去告訴記者說你 XXX不給學生上

廁所！搞屁啊！」。 

老師選擇忽略小偉不當的言論，並不與其進行管教，只跟小偉說：「距離下

課只剩下 5分鐘，我相信你可以忍！有時候忍耐也是一種功夫，況且下課時間

你已經有去上過一次了，你沒有這麼急迫需要現在去！」語畢，老師繼續上課。

小偉則怒視老師，口中念念有辭：「XXXX的勒！我要是憋尿生病你可以負責嗎?

你到底要不要給我去！快一點啦！快一點啦！」，老師一邊上課他一邊在臺下抱

怨，最後老師只得說：「好！如果因為今天剩下 5分鐘時間，你無法忍耐而憋出

病，我負責！」，小偉則一臉不爽樣，嘴中繼續念念有辭......。 

老師知道小偉並非真有迫切的需求，只是想要藉由這個機會挑戰權威，但

是每次上課光是處理他大大小小的突發狀況，就讓老師覺得上課心灰意冷，而

班上同學也因為這樣常常被打斷的上課氣氛而顯得浮躁不已。身為老師，與學

生之間應該是和平的溝通與互信，但是小偉這樣挑戰教師權威的情形，在課堂

上已經發生了不止一次，可想而知劉老師因為他多次的行為，而說出「你真的

怎樣，我負責！」當下的心情......。 

 

一、問題原因探討： 

（一）老師處理方式 

或許是因為小偉平常的表現，所以讓老師對於小偉的需求必須特別處理，不

能每次都放任他想怎樣就怎樣的態度；但倘若先的主觀認為學生提出的需求不是

在開玩笑，就是在打斷教師上課，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似乎也不甚妥當。因此本

問題在處理上或許可先讓孩子去廁所方便，回來之後再予以機會教育，如果下次



再有類似行為，那麼老師的處理方式就不會再順從，學生也不可再以此類行為對

教師討價還價。 

 

（二）偏差行為成因 

1.家庭環境因素 

青少年偏差行為及犯罪與其人格發展有密切相關，通常人格不成熟、欠缺紀

律等，較容易產生偏差或犯罪行為。青少年階段由於身心的急遽變化，因此壓力

增加，敵意與焦慮也較高，尤其低社經水準家庭的青少年，個人的發展受到較多

限制，挫折也較多，更容易產生敵意與攻擊行為。 

從理論來看，家庭教育對於學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小偉在對待師長的態

度上毫無尊敬之心，並且經常口出穢言。是故在家庭教育方面，老師應多和家長

溝通並取得協助，讓學生在家裡與學校的言行舉止都能漸漸得到改善。 

2.學習意願低落 

學生偏差行為的表現，常常是因為缺乏自我認同，而導致自我衝突和自我否

定，運用逃避現實、反抗現實與脫離現實的方式來做為自我保護的方法。是故可

與輔導室合作共同找出學生職涯興趣，藉此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3.校外同儕影響 

根據 E.H.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八個階段，12～18歲的青少年正面臨

著自我統著（認同）與角色混淆的危機與任務，此時同儕的影響對於其心理發展

與行為表現尤其重要。該名學生剛升上七年級，許多行為也許是從國小時就已經

出現，而未被加以制止的，而偏差行為在教師未制止，或是制止無效的情形下，

又獲得其他同儕（以前同學或是校外朋友）的肯定，此時該行為的強度與頻率便

會被增強 

二、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一）建立關係 

老師與學生之間應該建立基本的互信關係，雙方都有相當的同理心，當關係

打好之後再進行規勸，那麼學生則較能夠聽取教師給予的建議。 

（二）導師處理 

1.了解學生的問題 

學生上課吵鬧或是趴睡定有原因，可能是因為課程聽不懂，或是因為跟老師

關係不好，因此想用拒學的方式抗拒。 

2.提供學生的需要 

知道學生不願學習的原因後，針對學生需要補足的部分加強，例如提供中午

時間的課外輔導，或是運用其他教學方式引起其學習動機。 

3.深入的了解與考慮個別差異 

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都不盡相同，了解學生的問題與需要後則要針對不同對

象之問題進行輔助，面對個別差異提供最適性的教學方式與相處模式。 



（三）輔導室 

輔導室可針對學生對於校園的觀感、師生關係、學生間的同儕行為，以及學

生的家庭狀況經常加以關懷了解，發現問題並即時處理。 

三、預期成效： 

（一）態度改善 

藉由了解學生的問題與需求，慢慢改變學生對於教師的態度、學習的態度，

能夠自主的學習，並且提升對於學習的興趣。 

（二）課業改善 

對於學習產生興趣之後，學生對於自己未來的規劃會較為具體，教師可以從

旁協助，並且可以走出適合自己的路。 

四、預防防範策略： 

（一）建立教師與學生相處的共識 

當學生有偏差行為於課堂出現時，可與其導師討論解決方法，並且運用同理

心技巧，從學生立場來看發生的事件，其背後的動機或是原因。同時為避免相同

情形出現在其他課堂上，教師間可共同討論出一套解決方法，以免因教師間處理

方式不同，而有學生因教師較為權威而產生抗拒上課的情形。 

（二）導師進行的個別輔導 

導師平時即以尊重理性的態度與學生互動，以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但若學

生有偏差行為出現時，則需與學生個別談話，建立學生用良好行為獲得同儕尊重

的觀念，同時平常即需要在課堂中，培養學生恰當表達自己情緒的方法，教導並

鼓勵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三）輔導系統的支援與協助 

偏差行為的學生的輔導非僅導師一人力量可以完成，學校與輔導室應該提供

支持系統，給予教師有力的支援，例如邀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專業訓練，提供教

師對於學生輔導的相關諮詢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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