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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小庭 性別：女 年齡：15 
XX 國中 

八年級生 
檔案日期：2013/09/30 

案例名稱：漂流‧兩岸‧一葉扁舟 

名稱說明： 

離異於兩岸的家庭，從大陸回台後的個性轉變，如漂流於兩岸海峽間的一葉扁舟，殘破的船

隻，載浮載沉著。 

背景說明： 

父母離異，小庭獨自隨著媽媽到中國，開始新的生活，家境富裕的她，不愁吃穿，在外有司

機接送，在家有佣人使喚，但母親嚴格、專制的管教風格，讓她認為身受禁錮而心生怨恨，

這時多年無法和女兒相處的父親，提出讓女兒回台居住一段時間的要求，小庭便在 15 歲這

年回國…… 

案例說明： 

回台時，轉學至 XX 國中，因學制的不同，加上小庭對於學業上的程度，校方安排她適宜的

七年級就讀，但她以怕被同儕恥笑的理由拒絕就學，一個學期她只有來輔導室與老師聊天一

次，其餘便不知去向。 

而在今年二月開始，小庭屢次觸法(疑似吸食藥品、施放煙火等)，開始頻繁進出警局，父親

不堪其擾，便以不給零用錢、沒收手機(通話費用異常的高)等方式遏止行為，但身無分文的

她卻可以安然在外度過整整一個禮拜，爾後又常去友人家中居住、帶友人回家，導致父親態

度逐漸趨於強硬且冷漠，對女兒行徑相當反感。 

新學期開始，小庭安排於八年級就讀，因為在外有司法案件約束(保護官)，她開始正常的上

下學的生活，但還是學務處的常客，抽菸、服儀不整、校外遊盪等偏差行為屢見不鮮，更別

說課業上的學習了。 

問題行為： 

1. 屢有偏差行為 



常被生教組長在外發現與其他學生在外抽菸，並且遊蕩不進學校的狀況(在校也是四處遊

蕩)。對於打扮也十分注重，耳環也是在千百個不願意之下，被迫拔除。 

◎泰勒(Taylor, 1991)指出許多人在青春初期就開始抽菸，年輕人一開始對抽菸問題認識不清

或因好奇，但最終上癮，成為終身難以戒掉的習慣。而青少年持續抽菸主要有四大項，小庭

屬緊張的鬆弛及社交壓力型，成為一種社交活動上必要的行為。 

2. 馬耳東風的管教 

基本上她對學校的管教並沒有太在意，認為組長抓到她只是純粹的「倒楣」，在進行處理中，

並不會說太多的話，一心一意的想脫逃這個「監牢」。 

◎小庭對於學校規定和法律制度充滿「敵意」，通常高敵意的人較不合作，會粗暴且不妥協，

在口語上也多有攻擊表現，但小庭已經與學校人員周旋，並不會懼怕、排斥，但私底下跟同

學講述時，還是多以髒話來形容讓她倒楣的「這些人」。 

3. 過度社會化，無法融入班級生活 

對於校規不以為意，認為不會影響她什麼。比起老師們，更在意同學的眼光，重視同儕的活動，認

為沒有跟上就很「遜」，自然的「抽菸」也是重要的活動之一。 

因為與同學言行格格不入，對於班上同學行為感到厭煩(Boredom)，引起常規的屢犯問題。 

4. 嚴重自殘行為 (輔導保密) 

問題行為的原因分析： 

1. 有排斥學制轉變的心態 

由於小庭已經十五歲，在大陸的學制應該是九年級了，但在程度上她僅有七年級的能力，一

開始安排七年級時她拒絕就學，怕被嘲笑，現在被安排到八年級，情況算是有改善。 

2. 在外結交素行不良的朋友 

其實小庭應該在年初就要返回大陸，但是小庭要求留下，父親也僅有一名女兒，便順從她的

心願了。從她留下後的狀況看來，是因為在小六有多次往來兩岸的紀錄，在台灣有結交不少

朋友，入學後也有在學校結交友人，「朋友」加上「自由」成為她不想回大陸的原因。而這

些朋友就是提供她在外居住，及集體抽菸等行為的人。小庭也曾經在校外被發現精神渙散的

狀況，疑似有吸食藥品，警方採取驗尿，情況不明。 

◎小婷已將朋友來「替代家庭」的功能，她在朋友群裡可以獲得自尊，其行為也可以符合朋

友們的標準，又可以排解情緒，也因此她不喜歡回家。 

3. 單親家庭 

基本上，單親家庭並不會構成嚴重行為偏差，但母親與父親離異之後，小庭接受的是母親嚴



厲的管教，父親相對的寬容，加上母親為湖南大學教授，父親為室內設計師，兩人教育水平

及經濟有所差距，大陸和台灣的待遇也自然不同，但小庭更喜歡的是在台灣享有的自由感。

父親因工作忙碌而無暇管教，小庭又屢次的出問題讓他心力交瘁，對這個小孩已經萌生放棄

的心態，因此曾經對小庭放話，如果這樣一直出問題，要強制地把她送回大陸。 

◎小庭歷經過家庭的離異，並且母親又再組新家庭，希澤琳頓等人(Hetherington, Cox, & Cox, 

1976)採取「沒有無受害者的離婚」觀點，認為不管兒童是在父親或是母親的監護下成長，父

母琳婚常會造成兒童的退化、壓抑、焦慮與無助感，會妨礙兒童社會與認知的正常發展。 

◎根據馬寇比及馬丁(Maccoby & Martin, 1983)將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四類，而小庭父親已轉

變為寬容冷漠教養類型，此類的教養方式對於青少年的需求漠視，且不作反應(小庭父親不

願意聽到她的消息)，家庭功能並不健全。青少年容易形成自卑與自我拒絕，同時欠缺生活

方向，容易使得青少年對於父母有埋怨，使得親子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班級 

1. 進行常規輔導 

以民主精神為原則，建立意見溝通的橋樑，尊重她的人格與意見，讓她自然接受常規，此外，

個人自由必須受到團體的制約，以民主的方式，讓她多表示意見，可以滿足她的發表慾、成

就慾，平撫其心緒，縮短師生距離，讓她產生受重視的感覺，願意接受常規的規範。 

2. 共同參與 

要有計畫的讓小庭參與班級活動，提升對班級的向心力，建立隸屬感和獲得成就的滿足感，

讓她逐漸不會感到上課是件無聊的事情，但相對的也要注意到班上同學的感受，做適時的調

整。 

3. 有效借重學生同儕 

由於學生同儕間相互影響力很大，可以觀察與她較親近的同學，導師善為借重，不但可以減

輕導師負擔，更可以提升問題行為的輔導效果。 

4. 降低要求標準 

如班導師可以簡單要求她把聯絡簿中的日記如實完成；讓她盡量參與班級課程，習慣班級文

化及建立正向人際關係，多提供正當的表現機會；過度困難的課程，請學生至輔導處或學務

處自習，以減少她在外遊蕩的機會。 

輔導處&學務處協助 



1. 了解學生家庭結構與狀況 

輔導處需積極的進行個別諮商，以了解家庭狀況，給予更多的關懷及體諒，試圖建立安全的

關係，進而賦予期望。(學校已列為個案就進行輔導及資料統整) 

2. 改善生活作息 

向小庭投注更多時間及心力，先鼓勵她到校，進而從興趣引導她自我肯定，目前她還沒有特

定的興趣，可以藉由社團找尋一個她感興趣的項目，並增強這個項目的喜好，讓她有規律的

生活作息，才能談到學習的部分，至於在校時間學務處會加強控管。 

3. 追蹤輔導 

藉由之前的個別諮商之後，逐漸獲得她的信任，讓她覺得與輔導老師之間是沒有距離的，修

補她對學校的負面情緒。由於小庭容易消失於校園當中，學務處的密集追蹤是可以讓她不良

行徑減少的方法之一。 

4. 扭轉父親觀感 

鼓勵家長配合校內輔導，讓家長知道小庭在學校的成長及改變，並傳達正確的教育理念及協

助了解小孩，開啟溝通橋梁，傾聽孩子的聲音，進而產生良性的互動。 

 

預防防範策略： 

1、「不問過去，著重現在，放眼未來」為現實治療理論的核心主張。不拘泥於過去成見，著

重於學生未來表現出的適當行為，並給予鼓勵。  

2、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協助學生找到學習的目標和人生的方向。 

3、與家長保持聯繫，時常注意學生的行為反應，關心學生在校外的狀況，包含交友狀況、

在家學習情形等。  

4、校園輔導老師的專業諮商 

輔導老師運用自己的專業背景進行諮商，或多安排相關輔導課程，協助孩子找出適合又可以

紓解情緒的方式，讓學校不再是監牢，而是生命的窗口。  

5、讓學生感覺自己在進步、改變，誘引她對課程提高興趣，進而在學校得到成就感。 

6、增進親師對孩子輔導知能 

學校透過舉辦親師座談會、家長成長班等，讓教師與家長了解自我教養態度、認同行為及態



度會深度的影響孩子未來的自我認知發展。 

目前&預期成效： 

1. 相較之前態度及語氣惡劣，到現在已偏和緩，且願意主動至處室說明。 

2. 服裝儀容部分，已有明顯改善，沒有違反校規，但抽菸和上課睡覺等不良習慣還需加強

改善。 

3. 在班上有結交少許好友，願意分享上課經驗及心事，逐漸有與班上結合。 

4. 大幅減少在外遊蕩時間，增加在校時間，逐漸有參與班級課程，未來希望可以讓她習慣

班上作息，正常的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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