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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1學期實習生班經案例分析報告 
 

   實習生：高嘉君                               任教科目：國文科 

   實習指導教師：朱惠芳                          

 

一、案例描述 

七年級下學期中間，七點十分到校後，鬧哄哄的教室裡，班上的模範生阿鴻正在吆喝著：「數

學作業還沒交的同學，請快點交，不要再拖了！」而一邊正在忙著補完數學作業的阿龍卻以為

阿鴻在針對他，憤而起身向前給了阿鴻一巴掌．．． 

二、案例分析 

(一)問題原因探討 

1. 阿龍作業未於時間內完成，自我心虛。 

在青少年問題與輔導論文集，陳清輝先生分析青少年的特質因素有下列三項： 

  (1)情緒不穩定因素： 

青少年在此時具有反抗權威、尋求自主、獨立的特徵，情緒上常出現不穩定的現象，有時興奮，

有時又眉頭深鎖，對意見或行動的決定，捉摸不定。遇到輕微的刺激，有時產生過度反應，容

易衝動，無法延續對事情需求的耐心與等待；因此常因「我生氣時」、「我心裡煩時」、「我

常無法克制自己時」、「當衝突無法解決時」，無法循正常管道發洩，而可能引發無秩序的、

暴戾的言行反應。 

  (2)在意生理形象的因素： 

青春期的孩子，由於第二性特徵開始發育，見對異性感到興趣，對自己的體型大小、外貌佼好

以及是否太胖、太瘦、太高、太矮都十分的在意。尤其此發育期，每個人生長的速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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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敏感自己是不是和他人一樣？是否正常？因此對同伴間、師生關係間極易因情境產生對立

衝突，甚至擴大爭端。「別人對我大吼大叫」、「有人拿我的缺點開玩笑」、「老師偏心」、

「老師不喜歡我、對我有成見」等，都是發生攻擊性行為前可能的意識形成。 

  (3)人際問題的處理： 

此階段的青少年逐漸拓展其社交行為，情感重心由父母、手足之情轉移至同伴朋友，能夠成為

其中的一員，而有被了解、接納、支持、喜愛的感覺是他們最重視的。也因此形成較好的自我

觀念及信心建立。但是大多數青少年卻缺乏人際應對的技巧及問題處理的能力，常因自我意識

太強、意思表達不妥或口氣上的不當，在團體中被排斥或經常未他人交相指責，很容易累積不

滿情緒爆發出來「當我看不慣某個人時」、「對於我不喜歡的事發生時」、「別人打我的小報

告時」就有可能是暴力行為的原因。阿龍應屬此特質。 

2. 模範生阿鴻人緣好、課業表現佳，令阿龍心生自卑進而厭惡。 

3. 學生間暴行之型態 

  陳清輝先生提到有以下四種型態： 

  (1)嬉戲作弄型： 

行為少年常模仿、惡作劇、無知、好玩或表現與眾不同心理，而發生破壞公物、欺負同學強迫

勞務、強迫推銷等動作。攻擊行為較輕微。 

  (2)防衛過度型： 

猜測自己可能會被欺負或風聞他人有不利於己之行為，則採取過度防衛的方法，如預備器械、

召集幫手或預先設定地點埋伏襲擊對方等，而引發愈想不到嚴重的事件後果。阿龍應屬此型。 

  (3)主動報復型： 

因雙方互相有過節而懷恨在心，或仍心存不滿、不平，認為需討回公道才得以扳回面子，消除

憤怒，故採取以牙還牙或另有圖謀傷害之舉動。 

  (4)投機取利型：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如勒索他人錢財、

物品，有以惡言相逼、摑打耳光、拳毆腳踢、刀器威脅、搜身使其就範等方式，行為者以對方

心生害怕，不敢聲張，則變本加厲，雖知法但以投機心態觸法。 

(二)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1.初步評估： 

喝止動武者，如認識動武學生，可直呼其姓名及喝其停手。 

2.場面控制： 

(1)老師先保持冷靜，不要被情緒牽動。 

(2)嚴厲地要求兩方學生分開。 

(3)若有旁人圍觀，勸喻與事件無關者離開。 

(4)表示在公眾場所打架的嚴重性及可能的跟進工作。 

3.初步了解事件： 

(1)了解雙方在事件中的陳述，從中可了解誰是核心關鍵人物及不同人所擔當的角色。 

(2)態度要嚴厲，但要保持公平公正，不妄下判斷，讓學生可先自由表達。 

4.注意事項： 

(1)為易於控制場面，到場老師人數不能太少。 

(2)安排與該批學生較相熟的老師到場協助處理，因有利於了解及游說工作。 

(3)如情況容許，老師當中亦可分工，部份擔任嚴厲的角色；另一部份安撫及勸化學生，角

色較寬鬆。分工的好處有利於處理不同性格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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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如有表面傷痕，可由老師或社工帶往醫院急診室驗傷。 

(5)不要隨便放過生事者，因這會讓問題延續，後果可能會演變得很嚴重。 

(6)學生犯錯，是一個讓老師及社工介入、令學生改過的好機會，不要錯過。 

(二)預期成效 

1.學生能夠理解不管什麼事情都無法用武力解決。 

2.能夠心平氣和處理每一件衝突。 

(三)預防防範策略 

1.加強學生心理與諮商輔導工作，鼓勵學生談其問題，並提供增強其人際溝通能力、情緒處理

能力、問題反應能力。 

2.提供有益於學生身心的活動，如自我了解、學習技巧、自我肯定等訓練、人際溝通等訓練。 

3.賞罰公正、明確，少懲罰、多獎勵，並多給予學生獎勵、讚美及獲得成功與肯定之機會。 

4.教導情緒困擾及其他適應困難學生學習破壞行為之代替行為及處理不良情緒之方式。 

5.減少教師不公賞罰方式及不當之管教方式與態度。 

6.對經常違規與觀念偏差之學生提供一些法律課程及價值觀輔導，並常與社區之少年相關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配合，以便對其家庭提供必要之服務。 

7.家庭的防範之道：  

(1)請家長過濾電視節目，拒絕暴力影片，防止學生模仿成人的攻擊行為。  

(2)鼓勵家長建立良善的親子關係。  

(3)從家庭中就從事法律教育宣導，讓學生了解犯罪後需承擔的罰責。  

三、參考資料 

1.青少年問題與輔導論文集(陳清輝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教室裡的春天─談教室管理的科學與藝術(金樹人編譯 張老師文化) 

3.班級經營-做個稱職的教師(鄭玉疊、郭慶發著 心理) 

4.開放型的班級經營(熊智銳 五南) 

5.班級經營:學生管教模式、策略與方法(邱連煌 文景) 

6.歡樂教室(林妤容  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