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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描述 

(一)案例背景: 

 華人社會普遍對於小孩的教育心態，都殷切期盼能夠望子成龍、成鳳，在這

樣的氛圍底下，成績儼然成為了父母評斷小孩在學校表現的重要指標，「孩子乖

不乖看分數就知道」，孩子為了討取父母的歡心，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分數、

爭排名，久而久之，教育的價值被曲解，在如此的教育環境下，小孩的價值觀，

很容易開始產生偏差，進而衍生出一些問題。 

(二)案例說明: 

 在我們班有位學生阿修，是一個不愛講話、不喜歡與人交際，卻很注重課業

的學生，因為剛從國小升上來，在班上因行事風格與其他同學大大不同，在人際

交往上一直呈現不適應的狀況，儘管阿修知道自己孤僻的個性，但仍無法在短時

間做出太大的改變。而班上的另一位學生小亮，是位活潑好動、喜歡仗義直言的

人，常因講話太直而得罪同學。他的座位就在阿修旁邊，對阿修的一些舉止常看

不順眼。在某一次的國文小考，班上剛考完國文平時測驗，老師請同學交換改考

卷，阿修顯出很緊張的樣子，下課鐘響，阿修迫不急待地跑到小老師的座位旁，

翻看其他同學的 考卷，小亮看到後，忍不住地飆出口：「阿修，你很過份耶！你

憑什麼去翻其他同學的考卷，人家也沒同意讓你看，人家考的怎樣，關你什麼事？

你這種行 為，已經好幾次了，實在很過份！」 阿修也不甘示弱地回嘴：「你管

我？其他同學都沒意見了，你管我這麼多幹嘛？」 兩人當場吵了起來，班上有

人馬上加入戰局，但是大部分是站在小亮這邊的，聲音越吵越大，阿修心急推了

小亮一下，小亮也伸出拳頭，一場肢體衝突就這樣爆開了，恰巧，教官從走廊走

過，馬上進了教室將兩人帶到學務處，教官通知阿修和小亮的導師到學務處來處

理，接到電話的導師頹然的坐在椅子上，而我也試圖想要了解情況，導師則說：

「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心急的問，導師也告訴我阿修與

小亮兩個人發生衝突，儘管對於這兩位學生的狀況早有心理準備，但當問題真的

來的時候，當下還是會不知所措，不知該從何解決。 

 



二、問題原因探討: 

(一)學生個性上的了解 

 由於是七年級新生的關係，導師與我對於班上學生的狀況還不太清楚，僅能

透過班級上課的表現與同學之間的互動來了解學生狀況，很容易疏忽對於每位同

學的身心情況的了解，除此之外，我發現現今的班級上的學生，出現學習能力遲

緩、特殊疾病、個性孤僻的學生比例，跟過去相比是有顯著的提升，可能因為少

子化現象，以及現代夫婦大都比較晚婚的關係，這使得導師對於班上學生的了解，

必須更為用心、細心，但難免還是會有突發狀況的發生。 

(二)坐位上安排的問題 

 一個新的班級，在一開始坐位的安排上，往往都會以身高做為坐位上的分配，

畢竟老師也不清楚學生的個別情況，學生之間可能也因為還在摸索階段，在人際

相處上還無法進退得宜，就容易出現磨擦、衝突的情況。在這部分老師是否可以

提前先與學生之前所就讀的國小，查看學生的 A表與 B表(學生家庭與生心理狀

況表單)，提早做出預防性的措施，或許是不失一個可行的方法。 

(三)是否透過聯絡簿，搭起另一個與學生溝通的橋梁 

 有些學生屬於比較文靜、內向的個性，所以只從班級來看學生的個別情況，

是有一定的難度，所以老師可以透過聯絡簿，每周定期要求學生書寫心情札記，

讓這些比較內向的學生，有較保密、安全的管道可以與老師直接對話，或許老師

可以從中更清楚學生心理層面的問題，讓類似阿修與小亮的事件，降低發生的可

能性。 

三、具體可行的處理或輔導策略 

(一)製造學生之間相處的機會 

 學校就如同一個小型社會，學生除了要在學業與課外活動的學習外，另一項

重點就是人際關係的經營，每位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個性、相處模式上也是南

轅北轍，所以學生在相處上難免會出現摩擦的情況，這時老師應該多製造學生彼

次相處、交談的機會，如班會時間、課後討論、班刊製作，讓同學有更多的機會

了解彼此，有了更深的認識，進而才可以認同，互相理解。 

(二)貼近師生關係、符合人情的處理方式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體，不同的智力、不同的情緒、不同的成長背

景，卻有共同的特點－犯錯的可能，允許孩子犯錯，成了父母與老師的天職，父

母與老師不同的是，老師有能力 以教育專業的方法讓孩子知道錯在那裡、並且

能改錯。從很多研究可以發現，學生問題行為的產生或不適應的現象，都是其來

有自，也就是有前因才有後果，嚴重的偏差行為也不是突然發生，它往往有徵兆

可尋，班級經營的重點在於教師是否能辨識學生行為的徵兆、迅速找出問題的原

因，才能進一步有效地輔導管教學生。班級經營影響有效教學的程度，而師生關

係卻是影響班級經營成效的重大因素。不當的體罰只會惡化師生關係、甚且造成

親師對立，不利於班級經營的進行。從瑪斯絡需求理論來看，每個人需要的是一

個安全環境，被尊重的感覺、學生是人，成長中的生命體更有此需求，教師在輔

導管教的過程更要掌握人性，符合孩子的學習心裡，摒除不當懲罰、擁有良善的

師生關係才是有效班級經營的基礎。 

 

(三)合宜有效的作為  

 班級經營本是一種藝術，同理心與正向鼓勵是必要的，沒有學生願意生下來

就是愚笨的、或者老是犯錯，教師要同理孩子的處境與感覺，釐清學生內在的想

法，所以，積極耐心的傾聽，讓孩子信任你，願意說出來，是輔導管教的 第一

步。教師要言教身教並重，除了舉手投足當孩子的典範外，還要善用語言的魅力、

與各種表達的 技巧，例如：以說故事舉實例、引導討論來代替講道理，以各種

媒介（如身體語言、LINE、與學生平時的聊天、連絡簿）表達老師對學生的關愛。

最重要的是，不要捨得花時間、必要的時刻，陪在他身邊，參與他的學習與改變。 

 

四、預期成效 

(一)阿修與小亮因為有了更多的團體活動，更了解彼此個性上的差異，也開始慢

慢學會彼此包容。 

 

(二)阿修原本內向的個性，也因為多了主動與同學相處的機會，個性上開始有了

轉變(活潑、懂得與其他人交談)。 

 

(三)讓小亮懂得對於自己的行為有所拿捏，不再一味的直來直往，而無意間傷害

了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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