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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這個地區的孩子很單純，也很樸實，因為這個地區相較其他地方是相當封閉的，因此七、

八、九年級的學生幾乎都彼此認識，甚至住家都距離很近。而這邊最大的優點是沒有網咖，

學生不會在網咖流連忘返，不過陣頭卻很多，曾發生學生為了出陣而曠課一天的情形，因此

這邊的學生乖的很乖，不乖的幾乎都有參與陣頭。 

  小夫與小安都是七年級新生，開學幾個禮拜後，班上的氣氛和樂融融，全班同學對班級

有強烈的歸屬感，對班上的榮譽也相當看重。當同學遇到問題時，彼此會互相幫忙，對老師

所下達的指令可以順利完成，有時會和老師討價還價。班上男同學在嬉鬧時會有身體上的接

觸，有時會口出惡言，但彼此都有共識是在嬉戲，因此不會起衝突。而這兩位學生彼此也有

互動，雖然在外掃區負責區域不同，但如果需要畚箕，會彼此協助。 

  依照學校規定，放學時間必須先到操場集合統一放學，在每一班抵達操場後，每班必須

派一個人至教務處拿點名單，確實登記學生是否有下來集合，若有同學尚未到齊，就無法坐

下，拖太久還有可能會全班留下來；若人數已到齊，則可以提早坐下來等候其他班級的學生。 

二、案例說明 

  小安是一位永久肢障的特殊學生，有著活潑開朗的個性，家中有一位姊姊目前就讀七年

級，受古代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又因為是長男，父母對他的寵愛是可以預期的。如果有同

學幫助他，他會記在心裡並感謝他，可是當他與人溝通時，常會直呼同學「喂」、「欸」、

「拿去」等字眼，所使用的字詞都相當地直接，有時會讓人有不舒服的感覺。 

小夫是個樂觀開朗的學生，喜歡用言語去挑釁別人，同學會因此打他，不過他都不會再

還手，可是下一次仍會繼續用這種方式與同學玩。他在班上除了與男生玩耍外，連女同學也

會和他嬉鬧，也因為他個性開朗，有時又會搞笑，班上同學與他的關係都蠻不錯的。有幾節

的下課時間，會看見小夫在敲打桌子且是陣頭鼓聲的節奏，走路時也會像在跳八家將的步

伐，打掃時也會將掃把拿起來把玩像是八家將在拿神器。 

  這件事發生在星期四的放學時間，一如往常要到操場集合，班上同學都準時到達，由於

要清點人數，班長請同學們排好來，這時衝突就這麼發生了。小安對排在他後面的小夫口氣

相當不好，直接說：「站好啦！」當下讓小夫覺得「是在兇什麼？」可是小夫也不是省油的

燈，馬上頂了一句話回去，此時小安因為沒排好隊，又加上小夫這樣的回話，更讓他心裡不

高興，小安就揪起了小夫的衣服，並且怒氣沖沖的盯著小夫，做出準備要毆打他的動作。 

一、問題原因探討 



（一）家庭環境因素 

從背景因素可得知： 

1. 小安：小安是家裡的長男，因此家裡的長輩對他會比較寵愛，會盡量滿足其需求，加上

孩子的身體有永久障礙，父母心中難免有些不捨，在各方面會處處讓他、保護他，盡量

做到最好，造成小安外在的行為表現會比較驕傲，世界以自己為中心的感覺，不過當班

上的同學需要協助時，他也會為別人挺身而出。 

2. 小夫：小夫與家人的互動是很正向的，對長輩的教誨聽得進去，不過由於家人忙於工作，

較無法適時的管教，因此小夫課餘時間會到附近看陣頭出陣，會模仿那些動作，也知道

陣頭重視的是義氣，所以小夫在班上和每位同學都相處得不錯，當同學需要幫忙他也會

樂於助人。 

3. 結論：家庭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偏差的行為產生往往來自於家庭無法適時

的給孩子關心，讓孩子只能往外尋求認同，但是過度的關心則會造成孩子驕縱、無法獨

立、缺乏同理心、自私等情形，因此家長應該給予孩子適當的關注，適時地發現孩子的

優點，避免只看一個面向，另外也要給孩子一個空間去獨立思考與反省，而非一直給予，

剝奪他學習的機會。 

（二）個人內在因素 

1. 在言語上 

(1) 小安：受家庭環境因素的影響，講話時使用的字眼太直接，在家中可能已養成習慣，

家人也習慣他這樣子說話，因此不會特別去叮嚀，壞習慣就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養成，

造成今日衝突的主要原因。 

(2) 小夫：受到陣頭文化的影響，小夫在接觸後學了一些不好聽的話，如「機Ｏ」、「Ｏ

你Ｏ」、「媽Ｏ」等字眼。當他與班上同學在嬉鬧時，會講出這些話語，久而久之就

成為一種反射性的話，說出某些字時他會直接講出那些話，而這次當小安講出令人感

到不舒服的話時，小夫就立即反應，造成這一場衝突。 

(3) 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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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容易發生衝突的階段，有時會因為

看對方不順眼，或是一點小誤會就產生衝突，且當自己感覺受到威脅時，不會馬上就

低頭認錯，而是逞兇鬥狠，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出糗。 

二、具體可行的輔導處理或策略 

（一）掌握全局 

在《教室裡的春天》一書中提到，康寧（Kounin）認為，教師應該知道教室裡任何時刻、每一

個角落發生的每一件事，為「掌握全局」。老師平時在班上必須多觀察同學，哪些同學可能較

容易與他人產生衝突，或是哪些同學在溝通時，常使用直呼語氣命令他人等，務必要多觀察並

適時的輔導其行為，不過當衝突事件發生時，一定要釐清原因再處理，不可依平常的表現來妄

下結論，避免造成標籤化的情形發生。 

（二）衝突事情的處理 

1. 保持冷靜：碰到學生發生衝突時，第一時間必須先將兩人即時拉開，在當下挑釁辱罵一



定會有負面情緒產生，可是必須冷靜處理，千萬不可以再讓兩個人在一個獨處的空間

內。 

2. 當下處理：等衝突過了幾分鐘後再冷靜地告知小夫和小安放學後留下來找老師，讓彼此

先緩和情緒。衝突事件必須做立即的處理，不可拖到隔天，否則兩人間的嫌隙會越來越

大。 

3. 事後約談：了解小安與小夫發生衝突的原因，站在小夫的立場思考，點出小安的行為讓

小安去思考，如果今天的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感受會是如何？（與同學說話的口氣是

這樣子嗎？請同學排好隊，應該用怎樣的口氣？）也請小夫站在小安的立場思考，試著

讓兩人都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來重新檢視這次的衝突。 

4. 客觀分析：原來小安是要請另一位同學排好隊伍，可是小夫以為是在兇他，於是誤會解

開了。同時與兩人討論希望如何處理、老師認為該如何處理，但也要指出小安的表達方

式也有不妥。 

5. 機會教育：藉此機會告訴學生老師期望的班級氣氛應是如何，說明班級需要的是團結，

也告訴兩人也許是家中的獨子、寶貝，但到了學校裡面都是一視同仁，要把家裡的脾氣

收斂一些。 

三、預期成效 

（一）小安與小夫和同學相處時，使用的字詞慢慢不再帶有挑釁、命令等語氣，老師則從旁提

醒及鼓勵。 

（二）兩人在班上一如往常地彼此和平相處，會互相合作、幫忙，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三）兩人彼此的脾氣都有收斂，不再那麼衝動。 

（四）認同老師對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與老師建立信任關係。 

（五）努力維持老師所說的班級氣氛，記取教訓，避免再次發生衝突。 

四、預防防範策略 

（一）運用同理心技巧，讓學生試著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避免只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 

（二）導師應以和諧的態度與學生互動，以建立良好的關係，但若有學生出現偏差行為時，必

須與學生進行個別談話，千萬不可當眾斥責，必須讓他保有一點點自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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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表達情

緒的方法，教導學生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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