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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描述 

 

(一) 案例名稱：不容侵犯的自尊心 

 

(二) 案例背景： 

在國中的最後一年，原本的國文老師因轉到其他學校任教，使得

班上在暑期輔導時突然更換國文老師，或許因為不是從七年級開始培

養彼此的默契、感情、還來不及讓學生熟悉自己的帶班方式，加上前

一任國文老師管教方式較鬆散、沒有嚴格規定……，前後兩任國文老

師帶班、管教方式迥異，使得老師與學生相處上出現了問題……。 

 

(三) 案例說明： 

班上的小羽是同學心目中的領袖，因有著酷似男孩的帥氣外表、加

上其率性、不拘小節、敢說敢做的個性，使得他除了在班上有著自己

的一群擁護者，更讓他在優良學生選舉中，得到很好的名次。雖然他

在上課時常帶頭吵鬧，使得課程無法順利進行，這群擁護者仍死心蹋

地的跟隨他。 

有一次，老師上課到一半，發現小羽趴在桌上打瞌睡，便直接將他

叫醒、當場糾正了他的行為，這件事讓小羽覺得老師害他在同學面前出

糗，因而開始對老師產生偏見。在接下來的一週，小羽雖沒繼續在課堂

中趴著睡覺，卻轉為跟同學聊天，影響老師上課的節奏、秩序，這次老

師不只當面制止他，還將一起聊天的同學叫起來罰站反省，並在課後告

知導師，請老師協助處理，這讓小羽更是不滿。 

於是，小羽開始在老師提問時，回答一些不雅的話挑釁、激怒老師，

老師也曾在下課單獨找小羽談話、了解他的狀況，但小羽對老師的態度

仍無好轉，甚至影響班上另外一、兩位同學也開始不滿老師的教學方式、

覺得老師管太多。 

而使老師與小羽真正產生激烈衝突，是在一次國文課中，班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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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非常亂、全班鬧哄哄、不願好好聽課。下課後，老師在教室日誌上

給了「可」的評價，但老師並不知道他們班導規定，若有一節課被評「可」，

全班就必須留校讀書到晚上六點才能回家，因此班上同學開始央求老師

改評為「良」，正當老師決定給學生一次機會，準備更改評語時，小羽

卻衝到講台對老師說：「我們班這麼優，為什麼不評『優』就好！搞什

麼……」。 

這句話讓老師非常生氣且傷心，他覺得自己已有心給孩子一個機會，

而自己也知道因為是新任班級的國文老師，所以不打算在一開始就跟孩

子硬碰硬，希望先建立彼此的關係，再做嚴格的規定，因此對於孩子不

當的言行舉止，常使用柔性勸說，但得到的卻仍是負面的批評……。 

 

二、案例分析 

 

(一) 問題原因探討： 

1. 學生特質 

青少年正處於狂飆時期，其人格發展還未完全成熟、仍欠缺自

律的能力。在案例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小羽因有著極高的自我認

同感及自尊心，不容他人任意侵犯，尤其是與自己還不熟識的新國

文老師，因此當老師當面糾正其行為，讓小羽覺得老師的做法傷到

自己的自尊心，為了挽回在同學前的顏面，「直接勇敢的頂撞老師」

便是他想到的最好方式。 

2. 家庭環境因素 

小羽的父母屬藍領階級，工作較為忙碌，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

多，這種與父母的疏離感，漸漸使父母對於小羽的影響力大幅降低。

在父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只好將管教小羽的責任託給校方。 

3. 同儕團體影響 

在青少年階段，同儕的影響力對其非常重要。而在班上，因同

學將小羽視為領袖人物，漸漸養成小羽自視甚高、恣意妄為的個性，

為了要鞏固自己在同學前的地位，使他刻意做出挑戰權威─也就是

挑戰教師的舉動，除了希望吸引注意外，也是在展現自己的自信。 

4. 教師的處理方式 

因老師是新任該班的國文教師，在未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前，

若直接與學生發生衝突，經常會使學生將之與先前的國文老師做比



較、或對其留下不好的印象，長久下來，班上同學對教師的管教方

式可能會有所抗拒，最糟的情形可能演變成「因反對而反對」的抵

觸老師，造成學生無法學好國文、老師也無法好好上課兩敗俱傷的

局面。 

 

(二) 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1. 建立契約 

在小羽出現不良行為時，可先對其柔性勸說，與其分析事情的

始末、及老師不喜歡學生有這些行為舉止的原因。若該生不良行為

仍未改進，則可與小羽互相討論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契約，並以白紙

黑字寫下若該生出現違反契約的行為，須受到什麼懲罰。因契約是

經由雙方共同討論後取得的共識，可使其更具約束力。 

2. 師生衝突當下的處理 

 保持冷靜：聽到小羽說出不雅、挑釁的話時，要保持冷靜、深呼 

          吸，切無直接回嗆，以免說出不當言語，遭學生錄影 

檢舉。 

 當下行動：待冷靜下來後，告訴學生自己生氣的原因是什麼，並 

          說明若有學生不服，下課再來與老師討論。 

 事後約談：下課後找小羽約談，一方面了解狀況、表明自己的立 

          場；一方面試著邀請其共同合作，解決問題。 

 機會教育：可藉此事，再次向班上同學說明自己上課有哪些規 

          定，請同學務必遵守，並強調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3. 建立良好的關係，邀請合作 

在師生剛開始相處，彼此仍未熟識前，教師需與學生建立良好

的關係，盡量避免與其正面衝突。但當真的遇到衝突情形，可在課

後找學生談談、了解狀況，並邀請其合作，如：「既然你在班上這麼

有影響力，老師也知道你是位優秀的學生，那是不是可以請你做為

班上同學的表率，幫忙管理上課的秩序，如果是你說的話，全班一

定會聽的！」，利用合作的方式，達到學生可以認真聽講、老師可以

專心上課的雙贏局面。 

 

(三) 預期成效 

雖然老師在與孩子建立良好關係前，就已經出現衝突的情形，但



也可利用這次的例子，再次向學生說明自己的上課規矩、並有機會了

解學生的想法。透過彼此理性的溝通，讓孩子知道：不只老師要適應

每位學生；學生也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老師。當雙方了解了彼此的心

態、立場，且願意做出進一步的配合、或退一步的退讓時，就可降低

雙方產生衝突的機會。 

 

(四) 預防防範策略 

1. 建立良好的關係、增加彼此的共識，使老師與學生可以達成協議、

各退一步，避免雙方正面衝突。 

2. 實行果斷、積極的制度，為避免蔓延作用將學生的不良行為迅速傳

開，因此在一開始雖會讓學生感覺到前後教師變化的差異、進而產

生反感，但在學生出現違規行為時，老師仍須明確的執行班規，但

在每次懲罰完後，都要告知是因為學生什麼原因，老師才要這麼做，

久而久之學生便會習慣遵守老師的規範，而不做出踰矩的行為。 

3. 了解班上各種人物，如：領袖、小丑、烈士、教唆者……等的對象，

熟悉他們對於班上的影響力，並適當的分配其職務，有助於教室秩

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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