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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沈彥伶       任教科目：國文科 

實習學校：臺北市立重慶國中    實習指導老師：張雅芳 

案例名稱：情緒起伏大的同學 

    一開始接觸到陳 O喻時，可能因為剛到一個新環境，是個很安靜的學

生。等到慢慢熟悉時，他卻不是和周圍的同學當好朋友，而是因為各種大

小事起衝突；說也奇怪，他並不是在班上沒有朋友，還是和很多人相處相

當愉快，分享生活大小事，但卻只和座位的左鄰右舍起爭執，這讓導師相

當困擾，其中，最讓人感到麻煩的是陳 O喻的情緒起伏很大，沒有辦法做

好管理。 

    初發事件：第一次發生衝突的時候在分組上課的生物課。他與坐在前

面的女生同組，兩人面對面併桌上課；因為陳 O喻抖腳造成那位女生的桌

子跟著搖晃，女生提出三次的提醒，他卻選擇不理並繼續。女生便將陳 O

喻的鉛筆盒打翻，讓陳 O喻因為太過生氣而把自己的原子筆折斷，使墨水

噴到女生的制服上，甚至波及到旁邊的同學。 

    事後導師進行狀況釐清、處理，但是那位女生之後對他完全處於無視

的狀態；而他則是堅持自己沒有做錯，相當不以為意。 

    打架事件：陳 O喻座位右手邊的男生冷不防地將他的褲子往下拉，這

是一個肢體上的假動作玩笑，卻讓陳 O喻相當憤怒，轉身也不看是誰就把

對方撂倒，不巧打到的是另一位同學，造成更多衝突，最後演變成班上大

約 6位同學打成一遍，事後彼此相處還算融洽，但慢慢出現隔閡和尷尬。 

    這其實一開始是學生之間的玩笑，但卻因為陳 O喻較無法接受，選擇

憤怒相對，甚至動手打人。導師認為不應該選擇用暴力解決問題，應該以

口頭告知對方自己的想法。 

一、問題原因探討： 

 1.主要原因：學生自身的情緒管理 

根據導師觀看國小的輔導紀錄之後的分享，了解到陳 O喻在國小似乎就

特別容易和座位周遭的同學起衝突。 

在面對衝突時，通常都不會認為是自己的錯，反而覺得都是別人的問

題，總是據理力爭，進而認為自己受委屈，所以常常選擇用衝動、暴躁的方

式處理，造成同學之間的隔閡很多；家長也曾經為此到過學校，算是蠻長期

的問題。 

    2.次要原因：家長的寵愛、包容 

在經過為學校日、電話訪談後，可以觀察到家長對於許多突發事件也是

抱著類似的想法。認為小孩在學校的衝突對方要負更多責任，因為自己的小

孩在家並不會有這些狀況，所以相較之下，比較不願意相信老師的說法，而

願意相信自己小孩的說法。 



另外，對自己小孩蠻寵愛的，雖然也會要求小孩的言行舉止，但在生活

上給予許多滿足，和小孩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對此，家長曾自信地在學校

日上分享育兒之道。 

二、具體可行的處理輔導與策略： 

(一)利用 Skinner的概念，對學生的情緒起伏、管理給予相對的增強

物；如果能夠在衝突當下選擇用口語表達情緒，而不是肢體時，進行口頭上

的稱讚，並繼續鼓勵，以此類推，若能在之後更進一步的盡可能避開衝突，

找到更好的管道和同學溝通，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話，再進行更加強的

增強物。 

(二)利用金納的「和諧溝通」，對於學生發生衝突時，不選擇憤怒以對，

反而選擇冷靜、和諧的溝通，多使用「我」的訊息，搭配理性的訊息引導學

生對情境與自己的感覺相互協調，從中學習尊重與冷靜。 

(三)和家長定期溝通。既顯示對家長的尊重，也表現出對學生的關心；

不談批評為主的言論，而是在稱讚之餘，也要讓家長知道問題所在，表示出

自己的期待，與家長共同將孩子引導到更好的發展。 

三、預期成效： 

經由導師引導、家長協助的雙管齊下，希望可以讓學生學習更恰當的管

理自己的情緒，並能夠學會不使用肢體衝突來解決問題，也能夠站在別人的

角度去設想。 

在實施方法後已經可以做到和周圍人良好相處，再慢慢化解和同學之間

的尷尬。 

四、預防防範策略： 

(一)因為每位學生的個性皆不相同，所以應對學生的背景有更多瞭解，

才能夠在發生衝突時選擇最適合學生個性的方式處理；此外，也可以在發生

衝突時，能夠更準確的掌握學生產生行為的原因。 

(二)庫寧提出一位教師應該要知道教室任何時刻的每一件事情，稱為

「掌握全局」。這點可以用來當作預防策略，事先觀察學生的狀況，並掌握

班級、學生的動態，同時處理的話，可以有效的預防學生之間的衝突變大。 

(三)在學生情緒開始有起伏時，可以善加利用肢體語言來告訴學生冷

靜，如運用眼神接觸、身體接近和手勢等方式制止，或者轉移學生的注意力，

讓情緒緩和，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四)和家長進行有效的溝通。雖然家長初期態度可能和導師有所出入，

但是可以經由溝通來讓家長知道，雙方都是為小孩好，希望能夠引導學生有

更好的改變，並表示需要、希望家長能夠共同合作，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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