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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98 年度公私立高中職「友善校園」 

學生輔導工作傳承研討會記錄（第四場） 
 

時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8:30-12:30 

地點：南港高工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主題：學輔經驗的傳承-從理論到實務 

督導委員：蔡順良教授（師範大學心輔系教授）  

參加人員：25 人（如簽到表） 

記錄：王溫鋒老師 

內容： 

壹、主持人致詞 

各位與會的老師，大家好，能夠在這個時間參與研習是非常值得肯定，希望各位能夠在

這學習很多經驗，現在，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蔡教授。 

貳、教育局長官致詞 

    各位與會的夥伴，大家好，工作傳承在我們行政體系是非常重要，最近在通報系統上針

對時效有新的修訂，希望學校能夠及時提供資料給教育局暸解學校的狀況。近期 H1N1 很流

行，希望大家都能很平安、健康。很肯定各位夥伴的辛苦，期待今天會有一個很大的收穫，

祝大家教師節快樂。 

參、演講內容 

    在座的各位老師大家好，教育工作不能單靠之前的知識，有些教育的理念不斷的演變，

如果老師不進修，看事情的角度會有所限制。希望今天的課程內容對各位教師在輔導學生上

能有所助益。理論觀點不同，所採取的學生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但是不一樣不表示不對，

身為輔導老師應該知道要怎樣做，才是最重要。 

一、如何營造一個友善校園 

（一）友善校園的目的：我們之所以要努力營造一個友善的校園，是為了讓老師在這個校園

當中能夠安心地從事教育工作，而學生能夠安心的在學校內學習。 

（二）怎樣才算是一個友善校園？友善校園裡面是誰對誰友善？老師希望學生對老師友善一

點，學生也希望老師對學生友善一點，老師也希望行政單位能多支援教學，而學生也

希望學校的行政單位也多給一些幫助，而不是只是給他們規定和要求，所以友善校園

的營造，應該是讓在校園中的每一個份子都能在這個校園裡快樂地學習或工作，我們

今天的焦點放在『營造友善校園的關鍵』。 

有和諧的師生關係，基本上是師、生共同的責任，學生如果聽我的話就不會有問題？

這樣子公平嗎？今天的社會中，學生是付錢來學校學習，而我們是拿國家的薪水來教

學生，所以一味地要學生來配合老師，那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友善校園。我們希望學生

如何對待我們，我們也必須先如何對待學生。如果學生不會犯錯、什麼都會，何必需

要老師。當我們在面對學生犯錯、不會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去處理，這才是今天的重



 105 

點。 

（三）友善校園的學生輔導─學輔經驗的傳承因素有二：1.增加有利於促進師生關係的因素，

2.減少破壞合諧師生關係的因素。 

（四）輔導學生的兩大方向：1.降低阻力、2.增加助力。 

（五）互相信任：在校園當中要促進和諧的師生關係，信任很重要，要彼此的信任。如果只

是要求學生信任老師，而老師並不信任學生，這樣友善校園是不可能產生。所以，在

校園當中如何去營造信任氛圍、信任的條件，讓學生感受到他是被老師信任的，讓老

師在教學工作中，能夠感受到是被學生信任的。老師如果得不到學生的信任，建立一

個和諧的師生關係就只是空談。怎麼樣去建立一個信任的的學校氣氛，基本上需要同

理心。 

（六）當學生發生問題的時候，都有他的原因，有些是心理的，有些是不可抗拒的，我們寧

願相信孩子，就算學生說謊，在當下仍需要相信孩子，因為有些孩子在家裡得不到信

任，如果老師相信他們的話，會是莫大的鼓舞。所以今天既然談的是學生輔導的問題，

面對的學生都是比較偏違規犯過的學生，這些學生從小在家裡、學校裡面缺乏被信任

的感覺，如果他在學校裡能夠得到被信任的感覺，那是無上的一個禮物，他是很珍惜

的。 

（七）在學生犯錯當下要相信學生，但是一個有責任感的老師在事後必須透過別的管道去做

確認。信任是很重要的，第一時間寧願相信學生，事後再去驗證。基本上，每個人都

需要被尊重的，但是我們在學校，面對學生偏差行為的時候，常會一錯多罰，學生如

果犯了錯，最客觀的就是校規處罰，但往往都會再加上責備和辱罵，那是老師違反校

規的規定。老師常常一錯多罰，當這些學生長大之後，社會就會亂。辱罵是把一個人

全面的否定，當老師在辱罵的時候，往往把學生全盤否定，學生需要被肯定、信任，

學生犯錯時，用校規處理就可以了，不要再加一些辱罵與責備。 

（八）所以，友善的校園基本上是和諧師生關係，尊重很重要。當我們在處理學生問題的時

候，我們能不能用同理心，站在他的立場去想，並且需給予關懷。和諧的師生關係是

要雙向溝通的，我們要營造一個友善校園，雙向溝通很重要。要做一個好的老師，溝

通技巧很重要，第一步是要學會聽話，要跟學生有良好的溝通，必須先做一個良好的

傾聽者。 

（九）減少破壞師生關係的因素：造成師生衝突的可能原因，一類是教師的問題，一類是學

生的問題。老師的問題跟老師的個性有關，比較有權威性格的老師會希望學生聽他的，

常常會希望學生服從他，這樣權威式的一個管理，容易造成師生衝突的導火線。學生

的問題基本上是指那些他本身違反的學校的規定，或是一個偏差行為，老師認為他這

樣做不對，但不會因為這樣感到困擾或受傷害，這叫做學生的問題。 

（十）如果是學生的問題，在溝通上，應該是學生主動，因為這是學生的問題，我們應該要

營造一個友善校園的氣氛，讓學生願意主動來求助，我們扮演的是一個輔導者角色，

基本上是站在被動傾聽的角色，傾聽到底發生什麼問題？當我們了解學生有什麼問題

之後，接著我們才能幫助他。當我們對學生的問題了解不夠的話，給的建議通常也會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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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果是老師的問題，我們就要主動。如果是老師教學不足的問題，老師必須主動進

修，如果是情緒管理的問題，我們要主動尋求諮詢，如果是學生的問題造成我們的

困擾，我們從事輔導的時候，必須讓學生了解他的行為已經影響到我們，這時就必

須使用溝通技巧。 

（十二）「我的訊息」--當學生的行為可能有意或無意傷害我們的心理健康，讓我們的教學受

到困擾，這時候我們的輔導技巧就是我的訊息，要把握六字訣--行為--後果--感受。 

（十三）什麼叫做行為，就是告訴學生：他的某一個具體的行為，已經造成我的困擾，針對

這件事情就事論事，不做人身攻擊。使用我的訊息技巧，比較不容易產生師生衝突。

揚善於公，規過於私，在學校中，學生的人格還在成長中，不應該使用殺雞敬猴的

處理方式來處理學生問題，應該考慮學生的自尊問題。這就是"我的訊息"的溝通技

巧。 

（十四）表現與大部分人不同，會影響到他人的生活，稱為行為適應問題。學生會表現出適

應上的問題，通常是反映出他的個人需要，與反映要求是不平衡的。當學生表現出

一個行為問題的時候，那是一個訊號，告訴我們：他有問題或者是他遭遇到以他的

經驗無法解決的問題。希望老師有個別差異的觀念，不要拿行為偏差的學生與表現

良好的學生做比較，因為他與別的學生不一樣。有時候學生出現一些偏差行為，只

是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 

（十五）現實治療行為偏差強調的是 need(被注意)→want(要用何種方式)→action(行為)，

當我們要責備學生的時候，必須去想該如何去滿足學生被注意的需求，因為學生的

偏差行為，可能是因為某方面的不滿足所引起的。當我們看學生的偏差行為問題，

他其實是透過一個不當的行為方式來表現。在阿德勒的理論，行為目的第一個尋求

注意，第二個尋求權力，第三個尋求報復。 

（十六）使用面質技巧，處理學生言行不一致。第一次先讓學生自己訂定一個標準，等時間

到了驗收成果，當學生無法達到他給的承諾時，這時主導權就會變到老師身上。這

時候再給學生一次機會，並且告知如果沒完成，會受到的處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用合理的方式來看待學生的問題，只是一昧地要求學生完成任務，這是不切實際的，

有些學生真的無法完成我們要求的任務。 

（十七）我們看學生的行為的時候，基本上需要幾個背景知識，才不會偏激。人的所有問題，

基本上都以生理基礎做為基底，學生出現特殊的表現方式，一定跟過去的經驗、記

憶有關，而這些記憶會影響到人的認知。一個人的行為表現，常常會跟內在的想法

一樣。看學生問題的時候，最基本的連鎖就是心理動力著重早期經驗，認知著重這

個人的主觀想法，再來就是他的行為表現和學習觀點。最後就是進化的觀點。 

二、學生行為問題的原因 

當我們覺得某些學生的行為不好時，必須站在他的立場設想，也許這些不好的行為，對他

的生存是有幫助的。當學生有偏差行為的時候，我們會希望他改掉這些壞習慣，但是在要

學生改之前，我們是否能給他另一項可以生存的行為標準。 

學生必須要滿足自己生存的需求，必須要有愛與隸屬的感覺，當同學不接納他、老師不接

納他，他需要有愛與隸屬感，所以才會加入幫派，或者結交壞朋友。一個人的經驗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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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會決定他的行為。 

（一）從生理觀點看學生行為問題：面對學生的偏差行為的時候，必須了解他是否有生理上

的限制，人類的行為表現跟遺傳是有關係的。如果學生的偏差行為跟生理有關，就不

是他自己能控制的。 

（二）從演化觀點看學生行為問題：凡是有助於種屬，或一個人生命的延續，或適應的這些

行為都會被保留下來，如果一個孩子已經習慣性地表現出一些偏差的行為，這些偏差

的行為都可能含有演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因為這些偏差的行為對他來說具有生存的意

義。所以希望各位老師在看待學生的時候，視野能夠更彈性一點，應該用統整觀來看。 

（三）從心理動力-認知-行為觀點看學生行為問題：心理動力的觀點強調早期的觀念，一個

孩子今天會這樣，一定跟以前的經驗有關，不是學生自己能夠掌控、決定的。所以孩

子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生存環境，所以他必須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下來，所以在他的生

存環境裡面可能有些偏差行為，但這些偏差行為卻是他賴以維生的動力。 

1.生之本能>死亡本能：這個孩子是充滿積極、進取、友善、有希望的。 

2.死亡本能>生之本能：這個孩子是朝向自我毀滅。 

3.需求的滿足是人類行為發展的動力，高層次的行為發展，一定要先滿足低層次的需求。

基本上在心理學上強調，如果一個人的需求如果經常能夠得到滿足的時候，會感到愉

快，愉快是一個好的感覺。一個學生如果到學校，如果他的經驗是愉快的，表示他某

些需求得到滿足，他就願意投入。所以生之本能是跟愉快、好做連結。死亡本能、攻

擊本能通常是跟負面的一些經驗做連結，如果一個學生在學校得不到任何掌聲、肯定，

將上學是為苦差事，他怎麼可能在學校會表現的很好。所以友善校園的營造，以心理

動力的觀點來說，我們如何讓學生在學校裡面得到好的經驗，好的經驗越多，生之本

能就會越強，就會有積極的表現。 

4.從衝突的角度來說，學校應該是一個心理安全的環境，心理安全簡單來說就是免焦慮或

低焦慮，焦慮的產生來自心理的衝突，心理衝突越大，焦慮就越大，焦慮大到學生學

生無法處理，學生就會啟動自我防衛機轉。當一個學生經常在使用一些自我防衛技巧

的時候，意味著他有很多的心理能量耗在自我機轉裡面，當一個學生某些衝突不能表

現，他如果知道將這些衝突表現出來，會讓他得到更不好的結果，他就會將他壓抑住。

可是當一個人的需求越多未獲得滿足，他的衝突就越多，他的衝動的力量就越強，如

果不想讓衝動的力量表現出來，他就必須用更大的力量去壓抑，當一個人用很多的能

量在自我防衛機轉的時候，他會慢慢發現他的力量越來越不夠，自我防衛機轉就會失

效，失效的時候就會產生偏差的行為。 

5.偏差行為適應困難，代表學生的能量、能力、資源，不足以幫助他有效的面對解決安全

的要求。每一個孩子都有被愛、被關懷的需求。當我們去看一些行為偏差的學生的家

庭，會發現這些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融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些孩

子對父母會產生基本的敵意，但是這些基本的敵意不能對父母表現出來，因為他怕父

母的報復、處罰。另一個觀點，有父母的時候都得不到，將父母滅了更得不到滿足，

所以有些學生就會將敵意轉向同學身上，他必須將那些衝動發洩掉，所以父母如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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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孩子，孩子到學校的時候就會如何對待同學。有些學生的滿足常常不能夠滿足，所

以變成神經質需求，並讓學生變成三種僵化的不適應方式： 

（1）依賴別人：為了獲得別人的注意，願意幫對方做事。 

（2）對抗別人：為反對而反對。 

（3）逃避別人：變成獨行俠。 

基本上不同性質的形成，跟早期的經驗有關，當我們看到學生的偏差行為，要想到與他 

們的早期經驗有關。我們能夠做的是要有「同理心」，當老師對學生能夠表現出同理心，其實

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的治療作用。 

三、從學生的生命腳本與投射認同運作機制分析學生的行為問題 

（一）學生會在學校表現出一些適應不良的行為，通常這些學生的生命腳本都是比較扭曲、

不健康，生命腳本最早是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而每個學生會帶著他最早的生命腳本到

學校，透過與同學、老師的互動去印證，在導師的面前跟在父母面前是否是一樣的。

父母是形成生命腳本最重要的人，而老師是改變學生生命腳本的不二人選，當老師無

法改變學生的時候，通常就變成父母對他的影響。 

（二）什麼叫做生命腳本？就是孩子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看待別人以及怎麼看待他跟別人的

關係經驗？最早的生命腳本形成的時候，是針對與父母的關係，而在這個關係當中，

都會有正向和負向的一個概念。當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時候，他感受到的都是需求的

滿足、好的經驗，而這個好的經驗會導致孩子對父母產生好的印象，這樣一個好的經

驗也會讓學生發展出正向的自我概念。對於那些生命腳本比較扭曲的孩子，如果學校

不能提供給這些孩子一些正向經驗，那孩子的生命腳本是不會改，行為也是不會改變。

孩子需要的經驗是感受到肯定、讚美、成功跟愉快的經驗，只有當生之本能大於死亡

本能的時候，孩子才有可能發展出健康的建設性腳本。 

（三）兒童會把對父母的印象加以內化，變成內在的印象，形成父母的形象知覺。兒童怎麼

看待父母，會影像到兒童怎麼看待自己。而父母是一個人對外人的第一個印象，如何

看待父母，會影響到往後如何看待別人。孩子隨著年齡的成長，會將這些在原生家庭

所建立的形象，帶到學校，孩子通常會將對父母的印象，投射到所認識的老師。當孩

子與父母的關係良好，到學校之後也會將老師視為跟父母一樣，就會比較親近老師。

如果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不良，到學校以後對老師也不會太友善。所以我們應該要注意，

當我們遇到一些有偏差行為的學生，我們應該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對待他，讓他得到

不一樣的經驗，才能夠讓他改變。 

四、認知觀點看學生行為問題：一個人的行無表現跟認知是有關聯的，一個人怎麼想，通常

他就會怎麼做。所以我們要試著去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才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行為。 

五、從學習觀點看學生行為問題：行為不論是好還是不好，都是學習而來。行為衡鑑有 ABC

衡鑑法，A：引發事件，B：行為表現，C：行為後果。當我們採用行為衡鑑的觀點來看

學生的表現的時候，從刺激來看學生後來的行為，甚至是得到的結果。如何讓不好的行

為不要出現，我們必須改變他的刺激。 

六、同理心的自我肯定：當學生出了問題的時候，當你要對他說教的時候，在表達你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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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之前，請先站在學生的立場設想，這樣才能改善師生之間的關係。 

要跟學生講的事情比較重的時候，學生可能會聽不進去，這時候就必須使用三明治的說 

話技巧，剛開始必須對學生的優點表示讚揚，這樣學生的防衛心會比較低，比較容易聽進去。

再來才是講重點，最後，在結束談話之前，可以再給學生一些正向的鼓勵。這樣學生的偏差

行為才比較容易改善。 

肆、討論時間   

一、假設說這個孩子，一再地給他一些機會，他總是表現負面的反應，我們的耐 

 心要維持到什麼程度？要給他多久的時間？ 

 蔡教授：基本上，像這類的孩子，他會一直試探老師，他想證明每個老師都 

是一樣的。當你問我要給他多久的時間，我的回答永遠都是「再給他一次機會」。

但是你可以在他犯錯的時候，告訴他：如果下次再犯錯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

而這個處罰是他在乎的，我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一個孩子，我們必須讓他

一步一步慢慢地去改變。 

二、若使用比較強硬的方式要求學生，是否有辦法讓學生改善偏差行為？ 

 蔡教授：這種方式雖然能使學生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假性的，他只是為了 
要生存，所以去迎合你的規定，但就長久而言，對學生是不好的，他長大以後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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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98 年度公私立高職『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工作傳
承研討會(第四場) 

意見回饋表統計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研習活動，希望活動的安排與課程的設計能讓您有豐

富的收穫。為瞭解本次研習（活動）之成效，並期下一次活動更臻完美，請您依

本次參加活動的感受，提供寶貴意見，以供日後舉辦類似活動改善之參考，謝謝

您的協助與配合！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敬上 

主題：學輔經驗的傳承-從理論到實務  

督導委員：蔡順良教授 

時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8:30-12:30 

學員同意度 

項目 教學內容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課程內容豐富 0 
1 

6.3% 
1 

6.3% 
8 

50.0%
6 

37.5%

講座表達生動活潑 0 1 
6.3% 

3 
18.8% 

9 
56.3%

3 
18.8%

啟發思考引導學習 0 0 4 
25.0% 

5 
31.3%

7 
43.8%

講座 

個人學習收穫良多 0 0 4 
25.0% 

7 
43.8%

5 
31.3%

課程內容契合講題 0 0 2 
12.5% 

7 
43.8%

7 
43.8%

課程內容契合當前學生輔導問題 0 0 3 
18.8% 

9 
56.3%

4 
25.0%

課程內容有助增進工作相關知能技巧 0 0 2 
12.5% 

7 
43.8%

7 
43.8%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行政或教學研發
工作之品質 0 0 3 

18.8% 
9 

56.3%
4 

25.0%

課程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行政或教學研發
工作之創新 0 0 5 

31.3% 
8 

50.0%
3 

18.8%
場地安排（含教室設施、輔助器材、住宿分
配等相關設備）完善 0 0 2 

12.5% 
8 

50.0%
6 

37.5%

手冊內容及提供資料豐富且完整 0 0 1 
6.3% 

10 
62.5%

5 
31.3%

研習流程與整體時間掌控流暢 0 0 3 
18.8% 

8 
50.0%

5 
31.3%

行政 
安排 

整體服務非常滿意（含交通接送、停車、服
務人員態度、報名方式、餐點及飲水供應之
滿意度等） 

0 0 
2 

12.5% 
10 

62.5%
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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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建議 

1.本研習（活動）對個人未來工作之幫助：  
 對實務工作很有幫助 
 可用在輔導學生 
 透過理論介紹，重新省視自己與學生互動的狀態 
 理論基礎更加豐富 

2.本次課程中希望增減之內容： 
 增加－行政團隊如何合作落實 
 增加－實務經驗 
 增加－提問的時間 
 減少－參與研習大部分是輔導老師，希望能減少基本課程 
 增加－針對各校推動各項輔導活動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因應做分享 

3.希望推薦的講師： 
 洪蘭老師 
 陳元華老師 

4.希望未來研習之主題或課程： 
 友善校園－從友善行政工作、互動、組織完善、工作量、檢討起才能達成行

政、教師、學生的友善校園 
5.給主辦單位的回饋與建議：  

 謝謝教育局的用心 
6 給承辦單位的回饋與建議：  

 謝謝南港高工友善、溫馨的接待 
 辛苦了，謝謝! 

※5分代表非常同意；4分代表同意；3分代表普通；2分代表不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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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經驗的傳承-從理論到實務」 

活動照片集錦 

郭瓈灧 心理師講演實況 

校長致詞歡迎教授莅臨及友校老師參與。 

蔡順良教授歡迎與會老師一起討論。 與會老師專注聽講。 

蔡順良教授與老師們分享豐富的資料。 蔡順良教授從理論到實務， 
詳細說明學輔工作的傳承。 

陳惠苓主任說明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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