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師實習面面觀 

實習生：廖惠萱 

 

 帶班觀摩 

 藉由班上同學的好表現，讓學生自己反省 

看看別人的努力，你們丟不丟臉啊？ 

  由於禮拜三要考段考，因此我告訴學生禮拜二不用寫小記，學生一片歡呼，而隔天，除

了本班的一位特教生「阿騏」有寫外，其他沒有任何一個人寫小記。為此，導師在今日特別

將阿騏的聯絡簿拿出來，經過阿騏的同意下，念出了阿騏的聯絡簿內容。 

  導師說她一開始要求阿騏只要寫一個句子就好，沒想到到現在阿騏已經能完成一半了！

當老師由一開始念出阿騏寫的青澀句子，到現在阿騏寫出具有描述力的句子內容時，全班許

多同學都驚訝的轉過頭來，盯著阿騏，不相信阿騏竟然可以寫出這些句子。藉由阿騏的聯絡

簿，導師最後告訴全班：「像阿騏學習這麼困難的孩子，他都很努力的完成這項作業，且在老

師沒有硬性規定下，他一天一天的進步；而你們呢？你們的表現卻不如他們，看看別人是如

此努力的，你們丟不丟臉啊？」聽到這些話，班上許多學生都慚愧的低了下頭，暗自反省。 

 考後訓話 

讓我也可以沾你們的光，好不好？ 

  週五全班成績都已經出來，而本班這次的表現並不是很理想，尤其在數學科，竟在全校

七年級倒數第五名，身為導師的劉老師，未免感到臉上無光。然而，我很欣賞老師對學生說

的話，她並沒有打擊學生的士氣，而是用「叮囑」的方式，讓學生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告訴

學生他們會考出這些成績，其實也反映出他們平常的上課狀態，這也是為什麼當老師發現他

們上課狀況不好時，會如此生氣的原因。最後，老師告訴學生：「這次考不好，代表老師沒有

沾到光；希望未來再繼續努力，讓老師沾你們的光，好不好？」而聽完老師一番話後，學生

都不約而同的說了聲：「好！」可見劉老師的話語是多麼有感染力，有說服力。 

省思－話語的感染力 

  我一直很佩服我的導師－劉老師，因為老師只要在台上，學生就會將目光焦點集中在她

的身上，而或許是因為導師本身是國文老師，所以講話非常有說服力、感染力，在老師說完

話後，學生自動就會反省，學生的省思也會直接反應在聯絡簿上。我一直在想，不知道要怎

麼樣，才能練到像老師一樣的功夫。我現在的狀況僅能說到表層，我沒辦法將學生的反省導

入情意方面，雖然我一直在努力，但總在關鍵時刻，我自己會遺忘我要講的重點部分！就算

寫了下來，我照著筆記上的次序來說，卻也只能讓學生左耳進右耳出，聽聽就忘了。因此對

於劉老師這種深厚的功力，我真的感到很佩服，也讓我思考到底要如何才能練就一番「說入



人心」的能力。 

 與導生的互動 

 學生的甘心舉動 

老師，好久不見了！ 

   禮拜一打掃時間如同往常，我到教室看著學生打掃，到了接近尾聲時，學生們突然一波

又一波的圍了過來，與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跟我聊著天，其中孩子說：「老師！好久不見

了！」我傻了一下，回問：「有嗎？哪有很久沒見！」他回：「有啊！」事後仔細想想，原來

上周五返校，所以沒來中正上班，學生禮拜五沒看到我，覺得有些奇怪吧！再加上禮拜一的

英文課剛好要開「校慶籌備會」，於是我也無法參與學生們的英文課，而被學生莫名其妙的質

問：「老師！為什麼妳英文課沒有來？」讓我感到很好笑。真開心能夠成為實習老師，可以享

受到被一群小孩圍繞的感覺，我一定要更加油，才能繼續享受這種感覺。 

 學生問題處理 

前言 

  本校 10/8禮拜二、10/9禮拜三進行第一次段考，導師要求我在禮拜一放學時，留學生下

來抽背唐詩，抽背通過後才可回家。於是，我依照老師的指令實行這件事，抽背到最後，全

班剩下六位男生，一位女生，此時已經大約五點多了。 

幹！我不想背了，我要回家了。 

  阿璟，本班的班長也是留下來背詩的其中一位，排了三次隊一直沒有通過的他，心情非

常的煩躁。於是在第三次排隊時，他在其餘的同學面前挑戰我，他將唐詩的稿揉成一團，在

其他五位同學前大喊：「幹～我不想背了！」對於他的舉動，其實我很不滿，但我靜靜的瞧著

他，希望他自行收束自己的行為。於是在其他同學的提醒之下，他馬上正色將紙重新整平，

對著我說：「對不起，老師，我太激動了！」當時，我不發一語，只是臉很臭的看著他，要他

回去排隊，並要其他同學繼續背給我聽。當又輪到阿璟時，阿璟仍舊沒有通過，於是當時他

鬧彆扭的大聲說：「幹！我不想背了，我要回家了。」我靜靜的聽著另外一位同學背詩，但冷

眼看著阿璟的行為，腦中閃過許多叫住他的詞語及罵人的畫面（「你給我站住！」「你敢走試

試看！」「你走啊！你有膽走啊！」）；最後，在我奇異冷靜的思考下，我最後只冷淡的對他說：

「沒關係，你走！你走，快點離開。」而他當場不敢離開，就留了下來，而也為了避免我的

責罵影響到了學生隔天考試的心情，我仍舊沒有對他的行為做出任何的糾正，僅盡速將他們

考完，我再離開。 

省思與反省－婦人之仁 

  對於這次問題的處理，事後我對於自己的反應有些驚訝！或許是因為熟悉學生，知曉學

生的情況，因此在發生這件事時我並沒有像以前一樣驚慌失措。以前當我面對這種情況時，

我都會腦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處理，最後使用一些威脅性話語要求學生留下來完成自己的



份內事項。然而這次我腦袋卻能分析、思考不同的說話與嚇阻方式，最後選擇出一個我認為

最適當的方法來執行，使我覺得在實習中，我真的有學到一些我過去做不到的事情！ 

  當時會選擇用這種方式對待他，主要原因是我覺得前面的幾個反應都過於激進，除非事

情嚴重，不然我不是很希望用到這種語氣與學生說話，且因為隔天是段考，怕影響了學生考

試的心情，於是我只有做這種處置。但隔天我立即將這種狀況與劉老師反應，並告訴她我的

處理方式。最後於段考完的禮拜三當天中午，導師立即讓阿璟罰站於教室外，並告知他每節

下課都需到教室外罰站，直到導師覺得可以才結束下課罰站的懲罰。 

  這幾次看到老師懲罰學生，我開始慢慢思考自己的另一項嚴重問題－「婦人之仁」。我總

覺得學生犯錯後，可以懲罰學生，但我總希望自己可以的話就盡量放學生一馬，所以總是念

一念、罵一罵就算了，就算真的使用懲罰，我也總幫學生考慮很多，怕他們補習來不及、中

午罰站會影響睡眠等…，最後導致自己使用行為糾正時也綁手綁腳，最後就是學生求個情，

我常常就放了他們。但這其實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若我不糾正自己的觀念，未來我真的

在帶班時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學生最後也會變得肆無忌憚，隨意胡鬧，學生會想：「反正我

跟老師求個情就好了，老師不會真的罰我！」因此，若要未來能夠班級經營順利，我應該糾

正自己的這個容易心軟的壞習慣。 

 帶班放學 

考前的再三叮嚀 

  本週二、週三為本學期的第一次段考，也是七年級新生第一次面對段考，各科老師為了

讓學生知道考試規定，莫不在自己的課堂上再三叮嚀考試規定；而導師更不例外，為了讓七

年級新生瞭解中正的考試規定，劉老師要我在禮拜一帶班放學時，提醒學生應該攜帶的物品

（含：2B鉛筆、橡皮擦、原子筆、立可帶），並再次要我叮嚀學生有關考試守則，例如：桌子

反向、桌墊下清空、依照座號坐座位。由各科老師與導師對七年級學生的試前叮囑，可看出

段考期間，中正的老師們比學生更緊張，深怕一個用品未帶而影響了學生的平時表現。 

 園遊會討論 

受不了沒有章法的龜速決策 

  下下周六(10/26)就是中正國中的 30周年校慶了，今年七年級負責的項目除了大隊接力

以外，還有園遊會事宜，對此班上利用了本週五的自習課時間，進行園遊會項目的討論。而

原本只是想觀摩劉老師如何帶領班上同學進行園遊會規畫，沒想到老師卻在自習課時，跟我

微笑點了點頭（表示留我看班）就自己跑回辦公室了！這一切讓我有點不知所措。 

  於是按照老師規畫，我先讓全班同學自行討論園遊會事項，但我發現時間一分一秒的過

去，在新任班長的帶領之下，班上雖進入熱烈討論，卻一直沒有個決案，讓我頭痛不已。最

後，我受不了沒有章法的龜速決策，跑上了台，就此成為領導人，帶領班上同學為園遊會初

步內容拍板定案。 



 與導師的談話 

 阿璟鬧彆扭的處理 

  第二天一早，我將這個事件報告給導師，聽完後，或許是因為我的處理方式不當，導師

看起來並不是很滿意。我詢問老師：「我發現學生對我比較沒禮貌，可能是我對他們太好，所

以才導致這種結果，但現在我不知道怎麼改進。」導師告訴我，今天阿璟不敢離開原因是因

為我的背後還有她撐腰，若是今天沒有她，阿璟可能就會一走了之。而其實學生的眼睛也很

尖，知道我只是一位實習老師，所以對這種狀況也不用太在意。但導師告訴我，要我記取這

次的教訓，一開始就要給下馬威，讓學生看到妳就不敢造次，不要讓他們隨意的拿翹。 

 園遊會討論 

老師只是協助者，一切由他們自己決定 

  對於園遊會討論，其實我自己認為自己跑上台的做法不好；然而我卻又不知道自己該怎

麼做，於是我於會後直接告訴老師當時狀況，我誠實的告訴導師：「老師，其實我知道自己這

樣跑上台不好，但是我看到他們一切亂糟糟，沒有好好掌控時間，而無法在那節課將園遊會

的大致方向定稿時，我就很心急的跑上去帶他們。」導師聽了，沒有責怪我，但她告訴我學

生會發生那樣的狀況是必然的，要我不用緊張，導師說：「要讓學生學會，就必須讓他們經歷

那些討論的過程；而討論的過程，就算有些方案我們覺得不可行，也不用急著推翻他們的決

策，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學生比我們更厲害，他們的方式是可行的！」我聽了恍然大悟，

原來我就是那種一味的認為自己經驗比較豐富、看的比較多，當學生有創新想法，我卻會抹

煞他們思考的老師，於是我瞭解，就算學生的思考再不可行，我還是要想辦法讓他們試試看，

說不定他們真的可以另外創造出一種方法！ 

  老師又教了我一個道理，她說：「許多活動中，其實老師只是一個協助者，其他的一切應

由學生學會『自己』做決定。」但我詢問老師：「學生都會一直回過頭來問我說：『老師，怎

麼辦？』那我又該怎麼做？」老師回答：「很簡單，當他們詢問妳怎麼辦時，妳就講出妳的想

法，但想法要『多元』，不要只講一個，要讓他們自己思考自己想要怎麼做。在活動進行中，

一切讓學生自行決策。」我聽了覺得很汗顏，因為當時我並不是以一個協助者的心態上台協

助學生，而是以「領導者」的角色幫學生決策，我這樣的行為，根本沒辦法讓學生學到東西，

最後學生只會依賴老師，而不會自己思考。我無奈的笑著告訴老師：「老師，我怕我會把這次

園遊會給搞砸。」老師卻告訴我，她覺得我也是在學習，要我不用擔心。最後，老師老神在

在的冒出一句話，她告訴我：「若要學生抓緊時間討論，趕緊做決策，只要告訴學生不決策的

後果為何，告訴他們：『反正沒有討論出來，我們班園遊會就不擺攤，無聊得花兩個小時去逛

別人的攤位好了！』」果真，薑是老的辣，老師這種老神在在的功夫，我想以我焦躁的個性，

真的要學很久才學得起來！ 

自然法則，經驗主義，人本教育 



  與導師相處也一個月的時間了，在觀摩老師帶班的風格中，我也慢慢的瞭解老師帶班的

型態與風格。雖然劉老師自己認為自己沒有一定的帶班方式，然而從幾次的學生事情處理中，

我慢慢的發現劉老師是一位具人本精神的老師。這裡稱的人本，並不是所謂的不打不罵的人

本，而是老師總是告訴我「教師只是協助者的角色」，她讓我知道唯有讓學生在討論中學習，

不論成功與否，最後學生都會學到應有的東西。而老師最常應用的則是自然法則，就像園遊

會這次事件一樣，老師認為若學生真的無法在一定時間拍板定案的話，其實就直接告訴學生

不用參加園遊會的攤位擺設了！讓學生自己瞭解若是沒有做到該完成的事項，本身的權益自

然會被剝奪。 

  過去或多或少認為劉老師的一些懲罰過於嚴苛，對待學生的方式有些兇，但隨著時間的

推演，與老師相處的時間越多，漸漸的越能發現老師的一片苦心。要建立班上的規範，勢必

有時候需要一些必要的手段，端看我們班組成的活潑成員，班上秩序能達到這般田地，真的

能看出老師的深厚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