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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我是「小」大人：青少年角色轉換之衝突 

 

一、 案例描述 

 

    小華是今年剛升上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由於家裡對於他的教育，很有自己的

想法，所以沒讓小華來參加學校的新生訓練，到了正式開學才到班上來，而小華

常常刻意在老師面前，挑戰班規。如：老師剛說完，靠上椅子時，要抬起來並輕

放，但小華便刻意用力甩椅子，並把出一副不屑的表情。 

    老師前腳才剛說完的規定，小華後腳刻意接著產生違規行為。彷彿故意與老

師作對，試探著老師的底線與反應。 

 

二、 問題原因探討 

 

1. 家庭因素： 

    小華從升上高一的暑假，對於爸媽的管教方式，開始感到不滿，小華認

為升上高中，代表他長大了，為什麼爸媽還要像要求國中生一樣，依然對他

有許多生活常規的規範，還要求他做家事，所以小華在這方面，常常和爸媽

爭執。對於家裡的常規要求會感到不滿，自然對於學校的要求，也會感到排

斥。 

 

2. 情緒因素： 

    由於小華的情緒控管不好，便將家裡與父母爭吵的情緒，遷怒到學校裡

的規範、要求，進而出現失序的行為。 

 

3. 心理因素： 

    小華的父母在和他討論權益時(玩樂的時間、購買自己喜歡的衣服、手

機)，父母總把他當小孩子一般，父母決定了大部分的意見。 

但當提到做家事、遵守規範時，父母又會對小華說：「你已經是個大人了，

要幫忙分擔家務或是遵守這些規範。」 

    對於 12-18 歲的青少年來說，正面臨著艾瑞克森(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

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自我統整與角色混淆的問題之中。 

父母在談好處時，便將小華當小孩；談到負責任時，卻又將小華當大人，小

華自然會產生內心的矛盾，也進而影響行為上的失常。 

 



三、 可行的輔導處理或策略  

 

1. 避免師生直接駁火： 

    當學生刻意的挑釁行為出現，老師的反應，其他的同學也都等著看，這

時候老師的處理必須相當謹慎，師生若直接駁火，則會有一陣爭吵，結果通

常都是不歡而散，對事件的處理也沒有益處，在當下，可以轉化處理，請學

生下課後來找老師談談。但教師仍要適當地表達自己為此行為感到生氣，可

以說：「你剛剛這樣的行為，讓我感到生氣。」來取代大吼大叫或者謾罵。

(Haim Ginott 和諧溝通理論)。 

 

2. 澄清錯誤行為之動機： 

    將學生私下找來對談後，除了將眼光放在學生的錯誤行為上，更重要的

是理解他的動機與出發點，事出必有因，如此才可從根本了解，甚至改善整

個問題，若不能從根本處理，便會猶如隔靴搔癢一般。 

    可以從關心學生做起，像是問學生：「最近心情怎麼了？」，「是不是有

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充滿矛盾的青少年，需要的是指引，藉由指引式的關

懷，明白他內心的糾結與矛盾，自然可以更順利的解決這些衝突。但要避免

以窺探式的方式詢問，避免問說：「你的爸媽又吵架了嗎？」之類的話語(Haim 

Ginott 和諧溝通理論)。 

 

四、 預期成效 

 

1. 在老師藉由關心明白小華是因為和父母的爭吵的緣故，才遷怒出現的行為，

老師也適當地表達小華的行為讓老師生氣，透過良善的溝通後，小華的失序

行為大大改善。 

 

2. 明白小華是因為和家庭爭吵的因素，老師以引導的角色介入，成為小華和父

母的緩衝，讓親子得以溝通，漸漸改善彼此的關係，從根本杜絕。 

 

五、 預防措施 

 

1. 建立師生、親師、親子三方溝通管道： 

    雖然高中生沒有使用聯絡簿，但老師可使用類似日記本的方式，讓學生

發聲，提出自己的心情、想法，讓家長也參與其中，但日記必須注意隱私，

只限於師、生、家長三方，日記本的操作，也不能作為處罰學生的依據，才

可使學生敞開心房，建立彼此信任的溝通管道。 

 

 



2. 使班規有意義： 

    讓每一條班規，都富有意義(Richard Curwin & Allen Mendler 尊嚴管理理

論)，例如：向學生解釋，為什麼椅子要輕靠，而不能用甩的，這代表著尊

重環境、他人，也是自己教養的表現，讓學生明白為什麼要做這些。 

 

3. 示範尊重： 

   教師應示範如何尊重，讓學生懂得尊重環境、他人，自然也不會將內心

情緒的負面，成為外顯的脫序行為。 

 

4. 建立正向價值觀： 

    教師應協助學生注意在正向行為，建立正向的價值，不只以外在規範來

規定學生，受規範才改變的教育，會教導出奴隸，必須由內而外的建立價值

觀，才會是一個完人。(Rudolf Dreikurs 民主式教學與班級經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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