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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別哭，眼淚是珍珠〉 

 前言： 

    每一個年輕的心都像是急於振翅高飛的雛鳥，以為只要不斷拍動翅膀，就能夠在愛情的世界裡 

自在翱翔。然而，如何乘著風讓自己越飛越穩、如何仔細把握每一道劃過羽毛的氣流，不只需要經 

驗的培養，更需要時間讓自己的心智成熟才能夠駕馭。  

    誠如琹涵〈酸橘子〉一文裡所說，「枝頭上青澀的果子，靜靜地等待成熟，需要有足夠的養分供給， 

 讓它由酸苦慢慢轉化為甘美，那能性急呢？有些水果剛摘下，也並不好吃，需給它一段『果熟期』， 

才會變得甜美。何況是像揠苗助長一樣強摘的澀果呢？」 

               

 事件描述：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秋日晚上，我剛上完 205班的補救教學課程，再和學生說完「回家路上注意 

安全」後，我走出教室外打算去檢查一下二期教學大樓後的走廊電燈是否關閉，沒想到才剛關上後 

頭樓梯間的梯燈，暗夜中，從廁所方向卻傳來了微弱的啜泣聲。             

   當時約莫晚上 8點 50分左右，高三生仍在安靜的晚自習，高一高二的學生們都差不多走光了， 

我把旁邊的走廊燈打開，想再確認一下聲音的來源，心裡想著要是給我知道是我 205的學生沒事整我， 

我一定要好好罵他們一頓。但是就在我才剛打開後方的走廊燈之後，旁邊的女廁電燈忽然感應到有 

人而自動亮了，可是明明外頭沒有人經過，「燈怎麼突然會亮呢？」我當下心情撲通撲通地直跳。 

   這時，一個模樣清秀，但是卻滿臉淚痕的女同學背著書包倏地從廁所內走出來，沒頭沒腦的對 

我說一句：「老師好。」說完就逕自地想要離開。我趕忙關了燈之後走到她旁邊跟上她的步伐，小 

聲地問說：「同學，怎麼了嗎？怎麼這麼晚了一個人還在學校？今天有留晚自習嗎？妳是哪一班的、

叫甚麼名字？」 

   她沒有把頭別過來看我，只是對我說：「我是 20X班的，我叫小瑜。」女同學說完又自顧自地留 

下了兩行令人見而生憐的淚水。 

   由於必須嚴守師生分際的關係，我只好帶她回到教官室(開放空間)，在另外一位女實習老師的 

陪同下，我們一起「聽」見了 16歲青春的愛情故事。 

   小瑜是本校校刊社的同學，自國中開始就非常熱愛寫作，高一時透過同學的邀約一起加入了校 

刊社，進而認識了當時擔任編輯的學長 A，由於學長 A的文筆非常好，讓小瑜心生愛慕，兩人雖然 

沒有互相傾吐對對方的愛意，但是卻透過一封又一封的簡訊 APP和暑假的聯合幹部訓練營保持聯絡 

。今年夏天，學長 A升上了高三，小瑜升上高二，並且在學長 A的推薦下，擔任了校刊社的主編， 

小瑜本來計畫要在中秋節前夕約學長 A一同出遊，並且趁時表達自己對學長的愛意。沒想到，那一 

次的出遊，小瑜才知道學長 A並沒有打算在高中生活交女朋友，儘管學長 A也知道小瑜是個不錯的 

女孩，但是學長 A仍然堅定拒絕了小瑜。 

    而今天晚自習快結束時，學長 A傳了一封簡訊給小瑜，說明自己因為報名了某補習班，以後可 

能不會再有時間和小瑜假日時出來一起讀書，要小瑜自己以後好好努力，但是小瑜卻將這理解為學 

長 A逃避自己的藉口，才會在晚上的時候一個人躲在廁所裡偷哭。 

 

學生案例問題分析： 

1.「諮商策略與輔導過程」 

    一開始面對小瑜時，我採取的策略是： 

   「誠懇地傾聽」、「肯定她的付出」、「問題的探究與溝通」以及「協助她做出這個階段能夠做到最 

 好的選擇」。我會在過程裡將她話語中透露出讓她感到受傷的事情紀錄下來，目的是幫助我來探究 

 小瑜感到痛苦與難過的背後原因是甚麼，並且也能幫助小瑜明確的認知她所面對的問題。 

    如： 

    a.小瑜認為學長 A明明就有喜歡過她，為什麼還要拒絕她？ 



     

    b.小瑜覺得會不會是在幹部訓練營的時候，自己曾經跟學長 A發過脾氣，導致學長 A後來改變 

  了對小瑜的態度？  

    c.小瑜發覺到學長 A今天傳簡訊的時間點是今天放學後和晚自習前的時間點，自己明明就會留 

  晚自習，為什麼學長 A不肯自己親自來跟小瑜說，反而要用傳簡訊的方式？ 

    d.小瑜說最讓她感受到最痛苦的並不是學長 A現在拒絕了她，而是小瑜認為自己輸給了時間， 

  為什麼自己這輩子第一次的初戀，偏偏是在高中準備面對升學壓力的時刻？    

    在最後和小瑜談完話之後，我告訴她「小瑜，老師真的非常感動，因為我在妳的身上看見了愛 

  情的純粹，也很肯定你在這段感情裡的付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許在這個階段裡因為一些外 

  在因素，妳的感情走的並不是很順遂，但是這並沒有關係。愛情本來就不是只有一種表現方式， 

  有時候，能夠堅強的祝福，也是一種深愛對方，並且為對方著想的表現。」 

     

2.「面對愛情我們該如何教導學生停看聽」 

    愛如江水，從山之澗原泉滾滾而出，若能善導之，引可以為田利；若障蔽之，潰則毀屋舍、淹 

  良田。 

    孔子曾說：「聽其言而觀其行。」無論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在面對愛情的來臨時，我們或許 

  可以嘗試著把握以下三個原則「停、看、聽」。 

    停：不要被一時的情緒所沖昏了頭，感動不一定等於喜歡。 

        在面對喜歡和被喜歡的當下，可以先試著問問自己「我是真的喜歡對方嗎？」「是對方的何 

        種人格特質特別吸引我呢？」「在確定要投入自己的感情之前，我是否也同時是個愛自己， 

        並且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     

    看：了解了自己的情意之後，還要對對方有所了解。 

        有時候對方或許只是丟了個變化球，連對方自己都不能明確表白自己的心意，我們又豈有 

        必要這麼早揮棒？因此要觀察對方的一舉一動，並從側面打聽對方的品性、交友圈，從而 

        準備好「我是真的對他/她而有所了解」。 

    聽：人與人的相處，貴在「真誠的對待彼此」。 

        因此溝通是必須的，但是在溝通之前，「傾聽的 

        功夫更不可少」。透過溝通，雙方可以對這段感情「建立良好的互信」、可以「訂出彼此都 

        願意達到的目標」、甚至是「許下更長遠的未來。」 

 

關於「高中生可不可以談戀愛」 

    在一般高級中學的校規裡面，對於學生之間發展戀愛關係，往往都是嚴厲禁止，而一旦發生了 

疑似有學生私下交往或公開場合舉止過從甚密，除了會有導師第一時間介入之外，也盡可能做到會 

同雙方家長或輔導室展開對學生們的諮商。然而，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生輔組及教官 

室儘管控制到學生在校內可以沒有明顯的「戀愛進行中」姿態，但是在校外，「受到壓抑的心靈一旦 

反彈，往往都是越強大的」。身為實習老師的自己就曾經在校外看到本校男女同學牽手、接吻，其中 

身著制服者有之、身著便服者更有之。 

    因此，個人認為「高中生可不可以談戀愛」本身就不是一個階段性的課題，對愛情嚮往著美好 

憧憬在人生中的每個階段都有，然而許多家長、專家或老師們，往往將焦點鎖定在「因為是高中生 

的身分」而不適合，或是「身心發展未俱全而不適合」，但我們卻從來沒有告訴學生們，「到底甚麼 

時候才適合呢？」 

    也許有的人會說，「等到滿 18歲、等到讀大學或是等到大學畢業後有穩定工作就可以談戀愛了」，

但只要略為思考一下，都可以輕易找出以上說法的破綻。 

    譬如，戀愛首先談的是心靈、是戀愛關係中的種種情性表現，那麼 18歲就不會是個體能否談戀 

愛的標準。依據教育心理學 Jean Piaget認知發展理論，青少年此一時期的認知發展取決於個體內 

在的自我歷程建構，其之所以成長的因素來自於個體的內在成熟。更重要的是，每個個體的成熟表 

現與實際年齡層也往往有落差(有人快有人慢)，甚至，個體在面臨不同事情所反映出來的成熟度也 

並不一致。 

    由此可知，有的 16、7歲青少年在處理戀愛關係的成熟度表現未必不如許多年長的人，關鍵是 

師長們能不能在教育的過程中，鼓勵學生們以正向、開明的態度進行正當的兩性關係。而不是以「 

 



 

學生怎懂得甚麼是愛」的刻板印象來扼殺學生可以更成熟的可能性。 

    再者，無論是上了大學或是有了穩定的工作之後再談戀愛云云，也只能反映出學生們的智力及 

能力的提升，但是不能保證對於戀愛關係中的種種問題就能有充分的智慧去面對(如今社會上高學歷、

高年齡情殺者比比皆是)。 

    因此，身為教育者的我們，應責無旁貸的協助學生了解一對戀愛關係中的角色、義務、責任和 

正向的觀念。                                              

                                                         (新北高中實習老師   林詩皓 撰) 

 

                            
    (照片為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