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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快要脫韁的野馬 

 

    學期才剛過完 1/3，七年級的小涵已有被班級同學排擠的問題，老師擔心

在不久的將來小涵恐怕會出現問題，嚴重的情形甚至會到中輟。 

    小涵從國小就有參加資源班，國中也繼續在國語英文數學課時去資源班

上課，在資源班表現不錯，老師請他擔任班長，也讓他頗有成就感；然而在

原班級裡，小涵不受到同學友善的對待，三不五時就跟同學對嗆起來，他不

喜歡班上大部分的同學，因為覺得他們動不動就罵他，而小涵並沒有知覺他

自己有什麼地方做錯，例如: 老師規定班上每位同學都要輪流抬營養午餐，

但因為小涵是全班唯一一位沒訂營養午餐的學生，所以他常常不抬，導致其

他同學們怨聲載道，小涵自己則覺得很不平衡，認為沒有訂就應該不需要

抬，老師的用意則是希望小涵在班上更有參與感，不要被排除在外。 

    小涵比較讓老師擔心的不確定因素是她在外面有結交一群朋友，且幾乎

天天都會互相聯絡，假日時也玩在一起，朋友年齡有大有小，聚在一起就是

打打球聊聊天，過得很開心。老師擔心若小涵在學校過得不快樂，將來可能

會不想來學校，而去外面找朋友，造成曠課或中輟的問題。小涵自己目前還

沒有想到這方面，一心一意企望升上八年級之後可以轉到技專班，因為他不

喜歡所有學科，也不喜歡現在的班級。 

 

 

 

 

 



一、 問題原因探討 

1. 自身因素: 小涵常常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願意配合同學的指示，但小

涵沒有想過要把自己覺得正當的事由講出來，因此同學們也不諒解他，

小涵平時說話很直、不加修飾，例如: 會直接說出「閃」而不是借過。

這些言語進而引起同學的反感。 

2. 家庭因素: 小涵的父母在水果行賣水果，早出晚歸很少跟小涵有互動，

再加上小涵與家中其他三位成員的相處模式趨於鬥嘴，導致小涵的禮

貌、涵養有待加強。 

3. 課業因素: 小涵只喜歡體育課，不喜歡所有的學科，因為他大部分的時

間都聽不懂，也不想去懂，覺得上課很無聊，久而久之，不無不來上學

的可能。 

4. 其他外在因素: 在校外結交一群朋友，小涵很喜歡跟他們待在一起，而

且彼此有非常頻繁的在聯絡，倘若有天外面的朋友開始吆喝一起翹課，

老師最害怕的問題就馬上實現了。 

 

 

二、 預防防範策略與預期效果: 

1. 跟同學一起打球: 小涵很喜歡打籃球和羽球，班上也有一些同學也喜歡

下課去打羽球，可以透過運動增進同學跟小涵之間的情誼，使小涵被排

擠的情況不會日益加重。 

 

2. 老師適時地介入: 上述同學詆毀小涵的行為以及雙方的衝突應該都是在

老師不在的班上時間發生的，導師若已察覺班上同學與小涵的對立狀

態，應運用合宜的班經技巧，分別跟同學、小涵以及雙方都在的時間進

行了解與導正任何不當的行為，使這些衝突不會再越演越烈。 

 



3. 加強親師聯繫與家長諮商輔導：小涵的問題行為有一部份是來自於家

庭，據了解父母工作繁忙，早出晚歸，跟孩子的互動較少；然而家長依

舊會想要關心小涵，只是往往因為不知道如何與小涵進行良好的溝通，

又怕小涵覺得家長囉嗦，所以平常才會互動不太起來。導師可與家長密

切的聯繫，並且提供一些資訊，例如輔導室舉辦有關親子溝通的社區講

座，一同了解如何幫助孩子更適應學校生活。 

 

4. 老師給予適當的正增強: 資源班的老師會因為學生們在課業上有進步或

細數學生良好的表現而給予獎勵，小涵表示自己確實有因為想要得到老

師的獎賞而付出努力。在給予獎勵時老師要注意獎勵的適當性、使用的

頻繁程度以及老師要有信用、說到做到，如果給予正增強時有疏失，反

而會變成削弱學生動機的反效果。觀察小涵得到的獎勵幾乎都是飲料，

學生們很喜歡飲料所以這個獎勵很有引誘性和鼓勵效果，但若太過頻繁

地給學生喝飲料，除了身體健康方面的疑慮，也容易造成原班級其他同

學的羨慕與忌妒，再者小涵有反應過說老師說了沒有做到，讓他下次不

想好好努力表現。 

 

5. 參加衛生隊: 小涵當初因為不喜歡午休，而選擇加入衛生隊，因為衛生

隊要利用中午午休時間巡視校園環境。衛生隊使得小涵有更多時間不在

班上度過，雖然這點與導師的想法稍稍相違背，但相對於班上的同學，

小涵比較喜歡衛生隊的同學，待在衛生隊裡的他感到比較快樂。本校衛

生隊是由衛生組長親自帶領，維護校園環境整潔的同時亦注重學生的品

格教育，學生在衛生隊的工作中建立正確的道德倫理與價值觀。依據馬

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若小涵能在衛生隊裡找到歸屬感，下一步就是激

起自己對於衛生隊崗位的責任心以尋求尊重，若小涵在校內可以得到尊

重，就能減少發生曠課或中輟的機會，使其不往校外朋友那邊靠攏。 



三、 適用的治療法 

1. 現實治療法: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葛拉瑟醫生對於傳統佛洛依德的精神

分析學感到無效，而創的一種心理治療及輔導方法，現實治療法強調

的就是負責任的人會選擇合適的行為來滿足自己生理與心理的需求，

其中心理需求包括歸屬感、權力感、自由及趣味感。 

小涵除了在上述的衛生隊裡展現出負責任的態度外，小涵對於羽球也

相當投入，參加了學校的羽球隊，利用下課時間練習羽球。從小涵參

加衛生隊和羽球隊以及在資源班擔任班長可看出小涵是個願意付出心

力、負責任的學生。若能把這些需求適當的導入課業中，使小涵的行

為依據滿足心理需求為前提，對自己的行為做「負責任」的選擇，進

而改善小涵不好的行為與對學科的厭惡。 

 

2.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 由艾里斯所創立的治療方法，主張人都有他獨

特且十分固著的思想傾向，不論是扭曲的亦或者為合理的，若要改變

行為及情緒就必須先使自己察覺、認識自己對事實的解釋傾向，以便

治療時能有所依據的去除自我的認知設限。 

在與小涵溝通的過程中發現他有自己的一套獨立的思想，有的有其道

理存在，有的則因欠缺更全面的思考而不合理，然而在老師仔細且清

楚分析給小涵聽之後，小涵也願意接受老師的分析，改變它本來的認

知。例如: 老師和小涵談到對家人的期許，小涵抱怨到自己常常要幫

忙做家事，但明明那個時候爸爸也在看電視，沒有在忙；老師提到父

母親每天早出晚歸的工作賺錢也是為小涵好，讓他可以買他想要的東

西，所以小涵也應該要做一些家事來回報父母親的辛勞。小涵聽完老

師的話也覺得很有道理，也就不再對家人有所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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