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校園常見的學生不適應行為及輔導策略 

 

 

 

 

學生種類百百款 有的是乖乖牌、循規蹈矩 

有的則成天搗蛋、到處捅簍子 

當您遇到愛搞怪的學生 

是不是覺得束手無策呢？ 

那麼 這裡有許多行為輔導的小撇步 

一起來看看吧… 



壹、何謂校園常見的學生不適應行為？ 

    一般來說，個人基於某些因素，可能是生理、心理、家庭或社區文化背景的因素，導

致生活上的困擾，即為適應不良。在校園中，學生因為適應不良所產生一些偏離常態的行

為，即為校園常見的學生不適應行為。這些不適應行為都有它的功能存在，可能是在傳遞

求救的訊號，可能是在表達對現況的不滿，因此老師們必須保持敏感度，要能發現學生所

表現出來的異常行為，盡快給予適當的輔導，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並且避免悲劇的發

生。 

 

貳、如何評估學生的不適應行為？ 

一、多方面蒐集資料，分析學生的行為表現 

    體認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心理問題或偏差行為，都在顯示其有某些內在的身心需求

未能得到滿足，或有某項內在身心發展狀況上的偏失之處，因此若欲協助孩子渡過這種危

機狀況，老師應從孩子身心各層面及各角度廣泛多元地蒐集資料，分析問題癥結，避免只

從孩子表面上的表現，判斷或評定他的問題原因。 

 

二、了解導致不適應行為背後的原因 

(一)身心因素 

◎遺傳 

    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親人是否有與學生相似的行為問題？如果有，即深入了解是什

麼樣的狀況？平時親人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方式是否恰當？並思考其他可能的處理方

式。如：母親為憂鬱症患者、有憂鬱症家族史等。 

◎身心狀況 

青春期的學生是出現偏差行為的高危險群，青少年處在建立自我認同的階段，對於自

我認識與了解的不足，青少年的行為會顯得比較不穩定，無形之中出現偏差行為的機會也

就比較多了。 

事實上，生理和心理因素會產生相互作用。身體方面的危險因子大致包括體型、外貌、

先天性疾病和青春期，身體狀況的突然改變也是可能原因之一，分述如下： 

 

1. 如果體型與一般同學不同，很容易成為同學間互動的焦點，同學間常以體態取綽號，

若學生本身不滿意自己的體型，很容易因為綽號和同學發生衝突，在人際方面可能成

為被嘲笑的對象，同時對自我概念產生不利的衝擊，相對也就容易出現偏差行為。 

 

2. 通常外貌姣好的學生較容易得到大人的偏袒，造成同學認為大人處理不公而排斥獲得

較多偏袒的同學，長久下來，這些同學變成比較會和大人相處，而不易和同學相處，



一旦不易和同學建立良好關係，出現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3. 先天性疾病指的是與生俱來生理方面的疾病。父母親可能因為罪惡感影響對孩子的管

教態度，比較容忍孩子表達負面情緒時所採取的負面方式(如：耍賴、攻擊、發脾氣等)， 

   使得孩子無法有效學習恰當表達情緒的方法。另一方面，先天性疾病可能會限制學生

參與某些活動，造成與同學互動的機會減少，增加人際互動的困難。因此，出現先天

性疾病的學生很容易因為負面的情緒表達方式和人際關係不良而出現偏差行為。 

 

4. 身體狀況突然的改變也可能產生偏差行為，如：發生車禍，身體外觀的改變造成適應

不良，或是尚未褪去恐懼的陰影，都可能導致偏差行為。 

 

(二)家庭因素 

    家庭氣氛是否和諧、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態度、父母的婚姻狀況、家庭功能是否健全等

諸多因素，均會影響孩子的行為表現。 

 

(三)社區文化背景因素 

    每個社區都有其特殊的次級文化。例如：文教區和色情場所林立的社區，對孩子的成

長會有不同的影響，因此孩子的偏差行為，可能與孩子所處的社區文化有關，要分析學生

產生偏差行為的原因，了解學生的社區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事情。 

 

三、選擇適合的輔導策略 

    教師必須客觀地依據學生行為的嚴重性與自身的能力、角色，選擇最適當、對學生最

有幫助的輔導策略，自行處理的方式可分為預防性、危機處理及後續追蹤，若有需要，可

尋求適當的資源協同輔導或轉介給相關專業人員，如：輔導室、醫療機構等。針對上述方

式分述如下： 

(一)預防性策略 

    預防勝於治療，若能預防偏差行為或不適應行為的發生，不但能減少學生陷入危機的

情況，也能減少人力、時間等資源的浪費。任何偏差行為或不適應行為背後都有其成因存

在，了解可能的原因有助於營造良好適應的環境，進而避免學生發生偏差行為或不適應行

為。 

 

(二)危機處理 

    當孩子的行為有所偏差時，除了針對事件作立即處理外，更需就孩子整個人的發展和

事件發生後的情勢變化，來考量孩子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以使及早發現、及早處理。 



(三)後續追蹤輔導 

    輔導告一段落後，需隨時注意學生的行為表現，是否真正改變，並符合輔導時希望達

到的目標。  

    當發現學生又遭遇困難時，必須再次強化學生的適應能力，使其繼續運用良好的適應

行為模式，運作於環境上。此種支援性加強的方式，可依學生的情況而定，有些學生只需

要老師拍拍肩膀、口頭鼓勵一下即可，有些學生則必須重新演練新的行為。 

 

(四)轉介 

    當一位老師在客觀評估學生的問題後，發現非個人能力所能處理，或是尋求資源對學

生比較有幫助時，則必須依問題的性質及嚴重程度，考慮尋求校內、校外的人力資源作協

同輔導或加以轉介。 

    轉介可分為校內轉介與校外轉介，說明如下： 

 

◎校內的轉介 

1.轉介前，需先考慮： 

(1)確實評估要轉介的對象，有時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家長或師長，而非學生。 

(2)校內是否有資源可供協助。 

(3)依學生問題的性質或層次上的不同，選擇適合的人力資源協同輔導或轉介。 

2.校內可運用之人力資源：  

(1)同儕力量：可透過當事人較要好同學或朋友，或受過訓練的小小張老師加以協助。 

(2)學生較信任或喜愛的老師：邀請其協助，但需先提供學生詳細資料。  

(3)各處室主任及有關人員：遇有需行政措施方面的配合，或與教師及家長的溝通協調，

可以直接請有關處室的人員協助。 

(4)保健室人員：學生問題若涉及生理因素，可請校內醫護人員協助，並提供意見。  

(5)輔導老師：直接向輔導室提出申請，召開個案研討會，提供詳細資料，以便分析問題

進行輔導。 

 

◎校外的轉介 

1.遇到哪些狀況，要考慮將學生轉介至校外的社會資源？ 

(1)學生問題的難度，已超過校內資源的能力範圍。 

(2)轉介至校外後輔導對學生較有幫助。  

2.轉介程序：  

    轉介前，先蒐集每個相關資源機構的詳細資料，並了解各資源機構的能力與特長、連

繫的途徑及方法，以便評估那些資源機構，符合學生的需要，作適當的選擇。此連繫管道，

可透過校內輔導室提供資訊及協助連繫。 

 

 

 



 

 

 

 

 

 

 

 

 

 

 

 

 

 

 

 

 

 

 

 

心靈小憩  

壞脾氣 

    從前有一個小男孩，這個小男孩很任性，常常對別人發脾氣。 

    一天，他的父親給了他一袋釘子，並告訴他：「你每次發脾氣的時候，就釘一根釘子

在後院的圍牆上。」 

    第一天，這個男孩發了三十七次脾氣，所以他釘下了三十七根釘子。 

    慢慢的，男孩發覺控制自己的脾氣比釘下釘子要容易些，所以他每天發脾氣的次數就

一點點減少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終於有一天，這個男孩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不再亂發脾氣了。 

    父親又告訴他：「從現在開始，每次你忍住不發脾氣的時候，就拔出一根釘子。」 

    過了很多天，男孩終於把所有的釘子都拔了出來。 

    父親拉著他的手，來到後院的圍牆前，說：「孩子，你做得很好，但是你看看這布滿

小洞的圍牆吧，它再也不能回復到從前的樣子了。 

    你生氣時說的傷害別人的話，也像釘子一樣在別人的心裡留下傷口，不管你事後說多

少對不起，那些疤痕都將永遠存在。」 

大大樹小百科  

 什麼是「協同輔導」？ 

    依學生的問題性質，請適宜的人力資源協助老師共同輔導。因此，雙方必須經常就學

生的問題共同討論、協商，尋求出對當事人最有助益的方式進行輔導。 

 什麼是「轉介」？ 

    並不是將學生問題視為燙手山芋，丟給其他資源後不加理會，而是轉介前先確實了解

學生的問題及需要，和學生、家長及有關人員，共同討論選擇適合的資源或機構，再加以

轉介。 

    轉介後，更必須時常和受轉介的資源連繫，隨時了解輔導的情形，以便配合、協助。 

    例如：將一位精神異常的學生轉介給精神科醫生治療後，老師應主動和醫師連繫，瞭

解當事人的治療情形，以便當事人返校就讀時，知道如何妥善安排環境或作預防措施，防

止學生再度發生問題行為。 



參、常見不適應行為的種類及輔導策略  

一、人際關係不良 

 

班上的同學好像都有自己的小圈圈 

去哪裡都是一群一群的 

分組也都有固定的班底 

可是小美總是一個人 

也不太愛說話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呢？ 

 

 

(一)行為層次一：生活在自我世界裡，失去人際關係學習機會。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沉默寡言，很少與同學交談。 

2.面對陌生人會退縮。 

3.說話緊張，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 

4.獨來獨往，少有朋友。  

可能之原因分析 

1.缺乏人際交往能力，不知如何應對。 

2.自我封閉，不愛說話。 

3.自信心不足。 

4.不喜歡與人打交道。  

輔導策略 

1.從活動中刻意的教導學生人際交往的良好方式。  

2.對學生進行自我肯定訓練。  

3.安排同學主動地與他接近。  

4.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鼓勵學生發表意見，表達看法。 

5.培養興趣，結交朋友，擴展人際關係。 

 



(二)行為層次二：自我意識強烈，堅持己念，不願合群，易與人產生誤會和爭論。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朋友不多、遭人排擠。 

2.意見特別多。 

3.任何事情常持懷疑的態度。 

4.喜好爭辯，常與人針鋒相對。 

5.常挑剔別人意見或被別人挑剔。 

6.經常與人相見形同陌路，不點頭也不打招呼。 

可能之原因分析 

1.較自我中心的思考形式，與同儕互動時，易導致自私自利， 

  不易與人妥協。  

2.不善於表達意思，缺乏溝通技巧。  

3.主觀意識強烈，強詞奪理。  

 

 

輔導策略 

1.實施個別輔導，促使學生開放自己，接納他人。  

2.落實自治活動，培養領導的能力，學習服從的態度。  

3.培養民主風度，尊重他人看法，接納不同意見。  

4.設計活動，讓學生學習溝通技巧。  

5.輔導學生提出建設性意見，減少負面批評。  

6.輔導以理性溫和的言詞代替辯論。  

 

(三)行為層次三：出言不遜，行為偏激，人際間不協調，偶有衝突事件發生。 

可能之線索表徵 

1.言行偏激，態度傲慢。 

2.不服管教，頂撞師長。  

3.耍老大，欺負弱小。  

可能之原因分析 

1.人格發展較不健全。  

(1)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 

(2)衝動易怒，缺乏同情心。  

2.以抗拒權威當做英雄主義的表現，並以之做為肯定自我的方式。 

3.自尊心受到傷害，挫折忍受能力低。 

4.疑似精神疾病。  

輔導策略 

1.培養學生發展出健全人格。  

(1)落實生活倫理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培養知禮善群的美德。 

(2)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學習守法、服務的生活態度。 

(3)教導學生學習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學會互相尊重、幫忙。 

2.採用人性化的行為規範準則，以理性民主的態度來指導學生。 

3.提供學生自我表現的機會，使他從成功的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 

4.請輔導老師或校外資源協助了解學生真正問題或聯絡心理輔導

機構、心理醫師協助醫療。  

 

在下雨時，我等待陽光出來；當陽光透出雲際的同時，我等到了彩虹！ 

 



二、吸菸行為 

 

班上會抽菸的同學常常躲在樓梯死角抽菸 

最近跑去抽菸的人好像變多了 

連乖乖牌的大飛 

也常常和他們聚在一起 

身上也都是菸味 

似乎該想個辦法處理這樣的情況… 

 

 

(一)行為層次一：對吸菸開始做試探性的嚐試。 

可能之線索表徵 
1.開始出現在同學聚集的場所。 

2.身上偶而帶有菸味。  

可能之原因分析 

1.想獲得同儕認同。  

2.順從同儕的壓力。  

3.認為吸菸沒什麼不好的錯誤認知。  

4.好奇、好玩、耍帥。 

5.模仿大人，增加自我價值感。 

6.處於易抗拒權威的心理狀態。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對同學聚集的場所，加強巡邏。 

2.平時即對學生的交友狀況，多做瞭解。  

3.正確教導學生，用好的行為去獲得同儕的尊重與認同。  

4.和學生討論吸菸與健康的關係，藉以產生正確的認知。  

5.設計恰當且足夠的活動，令每個學生都有機會表現他們的特點。  

6.平日即用民主化、人性化的方式與學生互動，讓學生在互動中 

  學會相互尊重。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了解學生吸菸的動機，擬訂輔導策略。  

2.和學生討論吸菸的感覺。  

3.滿足學生的好奇心、耍帥心理。  



(二)行為層次二：開始實際去嚐試吸菸行為，吸菸次數增加，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情境都

容易表現出吸菸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經常與同學聚集在校園內的“死角”或廁所。  

2.會攜帶香菸或打火機。  

3.身上經常會有菸味。  

4.出入電動玩具店，撞球間等場所。  

5.抗拒師長的管教。  

6.容易與行為偏差的孩子交往。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易受同儕朋友的影響。  

2.吸菸容易結交同儕朋友。  

3.行為獲得增強。  

4.提高自尊，增加自我價值感。  

5.反抗權威的心理狀態。  

★環境因素：  

1.同輩的吸菸行為。  

2.家長對子女吸菸行為的接受度。  

3.功能不健全的家庭。  

4.學校教學活動設計無法滿足孩子需求。 

5.香菸來源取得容易。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加強校內的巡邏工作，減少校園內可能的吸菸場所。  

2.實施安全檢查，減少香菸流入校園的機率。  

3.教導學生發揮同儕輔導的功能，增強學生不吸菸的信念。  

4.教導學生正確的擇友方式。  

5.妥善運用獎懲原理。  

6.設計並提供能讓學生表現特點、肯定自我的各類活動。  

7.用民主、人性化的方式教導學生，讓學生學會理性、尊重的態度。  

8.學校平時要積極主動與家庭聯絡，並提供親職教育的方式。  

9.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  

10.利用傳播媒體，實施全體民眾的反菸教育。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減低校園的吸菸人口。  

2.瞭解學生的吸菸動機，擬訂相關的輔導策略。  

3.和家長討論，正視孩子的吸菸問題。  

 

 

 

 

 

 

 



(三)行為層次三：吸菸成癮、吸菸成為生活中的必須品。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經常出現在吸菸的團體中。  

2.學業成績低落、缺乏學習動機。  

3.常伴隨有其他不良行為：如逃學、逃家、說謊、…等。  

4.生活散漫，沒有規律。  

5.偶而會出現反社會行為。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當有負向情緒產生時，用吸菸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2.心理發展不正常，慾望得不到滿足。  

3.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4.對香菸產生依賴心理。  

5.社會性模仿。  

★環境因素：  

1.家庭成員的吸菸習慣及吸菸率較高。  

2.家庭功能不健全。  

3.學校的教育措施不當。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從整個社會、整個學校、整個班級著手，減少吸菸的人數。 

2.在平時即要教導學生學會擬訂生活計畫。  

3.教導學生學會適當處理自己的情緒。  

4.瞭解學生個別差異，有計畫的設計活動，讓每個學生都有表現 

  特長的機會。  

5.學校可提供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吸引學生參與學習。  

6.教導學生學會移轉吸菸的可能時間，去做其他的活動（如打球、 

  唱歌…等）  

7.推行全民禁菸活動。  

8.學校要積極，主動提供親職教育的觀念與方法，讓家長知道如何 

  與子女相處。  

9.提供因材施教的學習場所，肯定學生的各種能力。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調整教材難易度，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2.讓學生知道，經常吸菸對身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有那些。  

3.協助學生擬訂戒菸計畫，進行戒菸。  

 

 

 

生命需要少一點的苛刻，多一點的寬厚。 

 

 

 

 



三、家庭功能失衡之子女適應不良行為 

 

阿三已經一個禮拜沒簽名了 

班費拖了一個月也還沒繳 

問他是不是家裡發生什麼事，他也不說 

應該要多注意一下他的狀況 

找個時間做家庭訪問好了… 

 

(一)行為層次一：因家庭功能失衡，造成學生生活缺乏照料。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經常沒吃早餐。  

2.儀容不整，生活習慣不好。  

3.家庭聯絡簿常忘記帶或家長未簽名。  

4.學用品準備不周。 

5.上課無精打采。 

6.不按時上下學，在外逗留玩耍。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家長忙於生計，疏忽對孩子的照料。 

2.父、母親缺乏照料子女之能力。 

3.父、母親作息不正常或情緒不佳，影響家庭生活步調。  

輔導策略 

1.主動作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家庭狀況及經濟狀況。  

2.加強生活教育及自理能力之培養。 

3.做好親師及師生溝通，建立互信的關係。 

4.肯定家長的付出與努力，並提醒家長生活起居與生活習慣對 

  國中、小階段學生之重要性。  

 

(二)行為層次二：因家庭功能失衡，造成學生缺乏安全感。 

可能之線索表徵 

1.不願意談論家裡的事。 

2.學業成績明顯退步或低成就。 

3.情緒顯著變化（活動→安靜；文靜→攻擊）。 

4.說謊、偷竊。  

可能之原因分析 

1.父母經常發生爭執，家庭不和諧。 

2.氣憤父母的婚姻危機。 

3.情緒無法調適，以致影響學業問題。  

輔導策略 

1.給予學生吐露心聲的時間與管道，鼓勵討論或分享家庭不愉快的

經驗或感受。 

2.與家長溝通，關懷學生的感受及情緒。 

3.留意學生情緒、舉止上的突然變化。 

4.以同儕或個別輔導協助其課業上軌道。  



(三)行為層次三：因家庭功能失衡，造成學生形成負向自我概念。 

可能之線索表徵 

1.透露對家人不滿、偏激、消極、厭世等的訊息。 

2.孤獨、退縮、憂鬱、冷漠、沮喪、焦慮。 

3.猜疑、仇視。 

4.自我傷害。 

5.不當之價值觀、人生觀。  

可能之原因分析 

1.以為自己是父母失和的導火線。 

2.父母將子女當成代罪羔羊。 

3.自父母處習得錯誤的情緒宣洩方式。  

輔導策略 

1.接納學生自責的心理，並協助其對父母失和原因的正確認知。  

2.協助家長恰當的紓解其本身情緒，以免情緒發洩在子女身上。  

3.教導學生正確的情緒紓解方法。 

4.運用同儕的支持力量，多給予關懷。 

5.協助學生尋找生活的樂趣。  

 

(四)行為層次四：因家庭功能失衡，以致學生形成反社會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攻擊、破壞行為。 

2.容易與人衝突、打架。 

3.逃課、逃學、逃家。 

4.出入不良場所。 

5.吸菸、濫用藥物。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受到周遭朋友的歧視與嘲笑。 

2.對於父母的失和，感到被出賣或丟臉。 

3.因父母失和，對孩子補償、攏絡，造成溺愛或放任之管教方式。 

4.藉反社會行為引起父母注意或表達抗議。  

輔導策略 

1.接納學生，協助其處理被出賣、丟臉的感覺。 

2.協助其繼續與同學保持和睦關係。 

3.安排參加輔導室之諮商。 

4.學生有較嚴重之情緒困擾與反社會行為時，轉介至醫院的兒童、 

  青少年心理衛生門診（心智科）或其他輔導、教養機構。  

 

不被父母所愛，總是會留下傷痕的； 

但傷口可以痊癒，健康的成長可以重新開始。 

 

 



四、師生衝突 

 

對於班上同學的要求 

大家都會遵守 

只有仔仔總是跟我做對 

動不動就大聲頂嘴 

還一直說我偏袒某些同學 

真不曉得怎麼跟他溝通… 

 

(一)行為層次一：偶發性的、情緒化的不接受老師意見、主張或要求。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偶而會對某些事情表示不滿。 

2.有時候情緒起伏較大。 

3.對某些事情看法較偏激。  

可能之原因分析 

1.仍存留著一部分較自我中心的思考形式。  

2.當時情緒不佳。  

3.覺得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待遇。  

4.不會正確使用措辭，以致引起誤會及衝突。  

輔導策略 

1.教師應盡量避免用權威方式與此類學生互動。  

2.善用獎懲原則，公開獎勵，私下處罰，避免當眾責罵學生。  

3.學生了解事件碰觸到自己的那部份（心理層面）而讓自己不高興。  

4.指導學生學會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  

5.平時即指導學生用理性的態度、言詞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覺。  

6.平時即設計活動，指導學生學習與他人做恰當的溝通。  

 

(二)行為層次二：常表現出強烈公開的反抗，故意違背老師的意見、主張或要求。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有明顯之師生溝通不良的現象。  

2.常會對特定的事件或老師表示不滿。  

3.有時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行為。  

可能之原因分析 

1.以較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強化了想表現英雄氣概、爭取同儕 

  認同與自我肯定的心情。  

2.經常覺得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待遇。  

3.為了引起老師注意及關心。  

輔導策略 

1.考慮學生個別情況，給予不同的表現機會。 

2.肯定學生的各種才能，避免「齊一化」的要求。 

3.鼓勵學生以恰當管道向師長表達想法，如：班會、週記、上課 

  發言、和老師聊天等。 

4.教師平時應盡量多關懷及了解每位學生特質。  

 



(三)行為層次三：習慣性的故意違背老師的意見、主張或要求。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師生關係極度不良。  

2.學生明顯的拒上特定老師或多數老師的課。  

3.在同學面前常表示對特定老師的不滿，甚至是憤怒。  

4.常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行為。  

可能之原因分析 

1.人格發展較不健全：  

(1)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 

(2)衝動易怒，缺乏同情心。 

2.以抗拒權威當做英雄主義的表現，並以之做為肯定自我的方式。 

3.自尊心受到傷害，挫折忍受能力低。 

4.疑似精神疾病。  

輔導策略 

1.培養學生發展出健全人格：  

(1)落實生活倫理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培養知禮善群的美德。 

(2)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學習守法、服務的生活態度。 

(3)教導學生學習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學會互相尊重，互相幫忙。 

2.採用人性化的行為規範準則，以理性民主的態度來指導學生。 

3.提供學生自我表現的機會，使學生從成功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 

4.請輔導老師或校外資源協助了解學生真正問題或聯絡心理輔導 

  機構、心理醫師協助醫療。  

 

 

大多數的時候，我們沒有完全的體會這世界， 

而是在半夢半醒間，做著自以為非做不可的事。 



五、恐嚇勒索 

 

大隻佬仗著自己體型壯碩 

總是威脅同學交保護費 

同學們也都怒不敢言 

沒有人敢跟我說 

但是他愈來愈誇張 

實在不能不處理了… 

 

 

(一)行為層次一：用口頭惡言威脅同學。 

可能之線索表徵 
1.言語誇大、愛充老大。 

2.以言語恫嚇同學：”如果你不…我就…！”  

可能之原因分析 

1.缺乏恰當的途徑來肯定自我的價值感。 

2.認為誇大的言辭會增加自我的價值感。 

3.具較強的攻擊性，以看到同學的驚怕反應感到滿足。 

4.家人（父母、兄長）親友的不當行為之錯誤模仿。  

輔導策略 

1.正確自我觀念的建立，協助發掘其長處並恰當的表現出來。 

2.教師隨時注意學生言行，多鼓勵恰當的人際活動。 

3.教導學生學習以”良好行為”去獲得同儕的尊重，而非一味禁止 

  其做不好的行為。 

4.與學生個別談話，了解其潛在原因。 

5.與家長聯繫，溝通以上之觀念。  

 

(二)行為層次二：口頭恐嚇後實際付諸行動。 

可能之線索表徵 

1.行為常出現粗暴動作，常以武力、器械恐嚇同學。 

2.常與有暴力傾向的適應欠佳學生為伍。 

3.對師長的管教常以抗拒或漠視的態度處之。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形成錯誤的自我價值觀（錯誤的「英雄主義」、錯誤的「人權觀」

與「物權觀」）。 

2.可能是同夥”兄弟”的行為模式。 

3.食髓知味，增強其錯誤行為。  

輔導策略 

1.協助體會人與人相處的正確模式，建立正確”英雄”的觀念。 

2.進行小團體輔導，以達成前述之目的。 

3.加強校區巡邏，注意結夥成黨之次級團體，隨時給予適當轉導。 

4.導師對有被恐嚇跡象之學生，密切關懷，使其有申訴管道，由此

可檢出問題行為者，避免”食髓知味，增加其錯誤行為”。  



(三)行為層次三：習慣性地恐嚇且勒索財物。 

可能之線索表徵 

1.以勒索為獲得財物、金錢的手段。 

2.在學校經常出沒於低年級學生活動場所。 

3.經常出入電動玩具店、撞球場等娛樂場所。 

4.出手闊綽。  

可能之原因分析 

1.所形成之錯誤價值觀已相當穩定。 

2.同學或老師為求自保、息事寧人，不敢反抗，使其行為不被發現。 

3.一再獲得金錢供應而強化此行為，養成過高之物質需求慾望。  

輔導策略 

1.需學校及校外保安輔導單位協助處理，老師則配合之。  

2.發現恐嚇勒索事件，校方馬上處理。 

3.建立安全檢舉管道，讓受害者及時提出告訴。 

4.如為集體行動者，需能全數掌握，進行小團體輔導。 

5.加強親職教育。 

6.提供工讀機會，建立正確獲取金錢之觀念。  

 

 

考驗一個人的勇氣，不是看他敢不敢死； 

而是看他敢不敢生活下去。 

 

 

 



六、偷竊行為 

 

班上掉東西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了 

大家都懷疑是小恩做的 

甚至有同學說有看到小恩偷拿同學的錢 

直接問小恩似乎不妥 

我可以怎麼做呢？ 

 

 

(一)行為層次一：環境上的刺激，非蓄意的順手牽羊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臨時興起的意念。  

2.平常生活中容易起貪念。  

3.在許多事情的處理上顯現自我控制較弱。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受別人財物的刺激，而一時興起想佔有的念頭。  

2.平常即養成僥倖心理。  

3.平常即養成貪小便宜的慾望。  

4.平常即缺乏物權觀念。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培養學生妥善保管財物的能力。  

2.加強道德教育。  

3.自我控制能力的訓練。  

4.父母以身作則。  

5.加強物權觀念的教育。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當學生出現偷竊行為時，宜馬上糾正他。  

2.通知家長，協助配合學校的輔導策略。  

3.實施個別輔導，避免再犯。  

4.進行前述三項之處理時，盡量勿給予學生標記，維護自尊心， 

  尊重其人格，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  

 

(二)行為層次二：為滿足某種需求且受到環境的刺激而蓄意去偷。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喜歡獨處，以便找機會下手。 

2.社會性較差，較不易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  

3.常有不滿的情緒宣洩。  

4.藉偷竊來表現膽量，炫耀自己。  

5.物質慾望過高，愛慕虛榮。  

6.常會攜帶許多物品到校，向同學炫耀，出手闊綽。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引起他人注意、想獲得同儕的接納。  



3.受同儕所激。  

4.報復心理。  

5.嫉妒心和虛榮心的作崇。  

6.飢寒起盜心。  

7.父母觀念的影響。  

8.不良友伴的影響。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父母師長平日儘量多接觸學生，隨時注意學生行為。  

2.減少學生獨處的機會。  

3.同理心的訓練。  

4.加強法律常識教育。  

5.實施親職教育。  

6.建議家長應給子女適宜的零用錢，養成他們儲蓄的好習慣。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瞭解其偷竊動機及原因，然後給予適當輔導。  

2.實施家庭訪問，了解其家生活情形，社區環境，交友狀況，並要

求配合事項。  

3.給予心理輔導，糾正他不正常的觀念。  

4.輔導其以合理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  

 

(三)行為層次三：會製造偷竊的環境，習慣性地偷竊，或是病態性偷竊。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偷竊行為會一再重覆出現而形成習慣。  

2.揮霍無度，經常出入不良場所，打電玩、賭博甚至吸食藥物等。  

3.有強迫性的病態衝動。  

可能之原因分析 

1.錯誤的社會價值觀、物權觀。  

2.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  

3.不良友伴的影響。  

4.父母觀念的影響。  

5.病態的心理狀態。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平日告誡學生錢財不露白，貴重物品不要炫耀，並且妥善保管 

  個人物品。  

2.加強法律常識教育，說明偷竊可能造成的後果。  

3.減少學生獨處的機會。  

4.加強生活教育，道德教育，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通知家長，協助配合管教。  

2.利用各種可行輔導方法，如行為改變技術、角色扮演等進行 

  個案輔導。  

3.建議家長送請社會輔導機構或醫療機構進行協同輔導或實施 

  治療。  

4.向學生事務處、輔導室報備，請求協助。  



七、說謊行為 

 

明明是沒寫作業 

卻說沒把考卷帶回家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小宇總是為沒寫作業找各種理由 

沒生病也說要請病假 

不能讓他繼續說謊下去了… 

 

 

(一)行為層次一：以不實的言語吹噓事實或表達願望。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對自己的不實言語不太自覺。  

2.有不認輸，愛比較的心理傾向。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不會區分真實與幻想。  

2.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3.博取別人的注意和羡慕。  

★環境因素 

忽略孩子的需求和感受。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以身作則，標準一致。  

2.重視學生的心理需求。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忽視學生的謊言，但同理學生的想像或期望。  

2.了解學生說謊的潛在原因。  

3.教導學生區分真實和幻想。  

 

(二)行為層次二：以不實言語來逃避某些意外所可能造成的責罰。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會害怕、慌亂、言詞閃爍。  

2.言詞易有破綻，會強詞奪理。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害怕責罰，掩飾錯誤。  

2.模仿，向大人學的。  

3.自我防衛，想做乖孩子。  

4.缺乏責任感。  

5.不當的「正義感」。  

★環境因素  



1.處罰太嚴厲。  

2.沒有給學生申辯表明的機會。  

3.父母師長態度太權威。  

4.忽略學生的需求和感受。  

5.錯誤的示範：大人說謊或言行不一。  

6.對學生期望太高，不容許學生犯錯。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以身作則，標準一致。  

2.避免太嚴厲或太頻繁的處罰。  

3.不要對學生期望太高，容許學生犯錯。  

4.指導學生面對問題，負起責任。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接納學生的懼怕情緒。  

2.給予學生適當空間，容許學生犯錯，讓學生有說實話的勇氣。  

3.控制情緒，不要向學生逼供。  

4.了解學生說謊的潛在原因。  

5.學生說實話時要原諒、要教導。  

 

(三)行為層次三：以不實的言語來避開痛苦的經驗或回憶。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態度冷淡、防衛心強。 

2.會極力表現一切ＯＫ。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模仿，向大人學的。  

2.不能承受痛苦的感覺和經驗。  

3.自我防衛，怕受傷害。  

★環境因素  

1.忽略孩子的需求和感受。  

2.錯誤的示範：大人說謊或言行不一。  

 

 

輔導策略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了解學生的心理狀況。  

2.對學生的表達真誠的關懷和接納。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忽視學生的謊言，同理學生的情緒。  

2.接納學生的防衛，但積極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  

3.對有關的經驗，可做適度的自我坦露。  

4.指導學生珍惜目前自己所擁有的。  

 

 

 

 

 



(四)行為層次四：以說謊來掩飾自己的故意違規行為而躲掉懲罰。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很清楚自己的違規行為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  

2.無法或不願承擔行為結果。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害怕責罰。  

2.模仿，向大人學的。  

3.自我防衛，想做乖孩子。  

4.不滿意大人的規定和權威。  

5.希望符合大人的期望。  

6.缺乏責任感。  

7.掩飾錯誤。  

★環境因素  

1.處罰太嚴厲。  

2.規定不合理。  

3.沒有讓學生申辯表明的機會。  

4.父母師長態度太權威。  

5.忽略學生的需求和感受。  

6.錯誤的示範：大人說謊或言行不一。  

7.對學生期望太高，不容許學生犯錯。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以身作則，標準一致。  

2.避免太嚴厲或太頻繁的處罰。  

3.重視學生的心理需求。  

4.不要對學生期望太高，容許學生犯錯。  

5.指導學生面對問題，負起責任。  

6.和學生共同討論出合理；彼此可以接受的規範。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接納學生的懼怕情緒。  

2.給予學生適當空間，容許學生犯錯，讓學生有說實話的勇氣。  

3.控制情緒，不要向學生逼供。  

4.了解學生說謊的潛在原因。  

5.學生說實話時，大人要盡可能的幫他解決問題。  

 

 

 

 

 

 

 

 

 

 



(五)行為層次五：以說謊來操縱父母師長以達到害人或圖謀自己利益等目的。 

可能之線索表徵 
1.主動、有意的表達謊言。  

2.會製造對自己有利的情境。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模仿，向大人學的。  

2.不滿意大人的規定和權威。  

3.希望符合大人的期望。  

4.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環境因素  

1.忽略學生的需求和感受。  

2.錯誤的示範：大人說謊或言行不一。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以身作則，標準一致。  

2.重視學生的心理需求，找出說謊的原因。  

3.不要對學生期望太高，容許學生犯錯。  

4.協助學生發展其他方法，獲得想要的東西。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給予學生適當空間，容許學生犯錯，讓學生有說實話的勇氣。  

2.控制情緒，不要向學生逼供。  

3.了解學生說謊的潛在原因。  

4.學生說實話時，大人要盡可能的幫他解決問題。  

★要避免的事：  

1.不要讓說謊的行為看起來比背後的過失嚴重。  

2.不要設計情境來考驗學生的誠實性。  

 

侮辱人的話，彷彿用手指寫在沙灘上； 

而受到侮辱的人，卻用鋼板把這些話鐫刻在心頭上。 

 

 

 



八、暴力行為 

 

小米又打同學了 

已經是這個月第三次了 

教官要他寫悔過書 

他還用髒話罵教官 

再這樣下去 

小米就要被退學了… 

 

 

(一)行為層次一：語言的暴力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用言語威脅，恐嚇同學、師長。  

2.口出穢言，羞辱或謾罵同學。  

3.言語無禮，頂撞師長。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自尊心受到傷害。  

2.崇拜英雄、抗拒權威的心理。  

3.滿足自我需求，耍老大。  

4.自私、自我的心理傾向。  

5.不會恰當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  

★環境因素  

1.父母或兄弟姐妹間經常爭吵。  

2.不當的學習對象。  

3.將孩子標記化。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妥善運用獎懲原則，公開獎勵，私下懲罰，避免當眾羞辱學生。  

2.平常即以尊重、理性的態度與學生互動，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3.建立學生用表現好行為來獲得同儕尊重的觀念。  

4.設計適當的團體活動，讓學生從參與中學習良好的人際互動。  

5.在平常即培養學生學會恰當表達自己情緒的方法。  

6.提供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讓學生在正常的環境中成長。  

7.平時多關心學生的交友情形，並適度表達對學生的期望。  

8.要能欣賞學生的優點，肯定學生各方面的表現。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立即停止當事人的行為或帶學生離開現場。  

2.紓解當事人的情緒。  

3.進行原因的分析，並選用適當的輔導策略。  

 



(二)行為層次二：物件攻擊的暴力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故意破壞學校公物。  

2.故意攀折花木。  

3.故意破壞他人物品。  

可能之原因分析 

1.抗拒權威心理。  

2.宣洩不滿的情緒。  

3.惡意的報復。  

4.自私心理，不能允許別人有自己喜歡但自己卻沒有的東西。  

5.不良的次級文化影響。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培養學生愛校的觀念。  

2.使用同理心技巧，從學生立場來看所發生的生活事件。  

3.用理性、尊重的態度處理學生問題。  

4.平常即需照顧到每個學生，儘量滿足學生的需求。  

5.教導學生用適當的方式來獲取自己喜愛的東西。  

6.培養學生學習欣賞與讚美事物的好習慣。  

7.瞭解學生們的次級文化，經常適度的表達對學生們的期望。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立即制止破壞行為。  

2.嘗試去瞭解問題發生的原因。  

3.讓學生自己負起行為之後的責任，接受懲罰或賠償。  

4.運用適當的輔導策略。  

 

(三)行為層次三：人身攻擊的暴力行為。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經常欺侮弱勢同學。  

2.用暴力解決問題，徒手或持械打人。  

3.成群結黨與校外不良青少年為伍。  

4.排除異己，耍老大，強出頭。  

5.學業成就低落。  

6.情緒衝動易怒。  

可能之原因分析 

★個人因素  

1.腦部障礙、內分泌失調、精神疾病。  

2.人格發展不健全，欠缺道德倫理觀念。  

3.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  

4.衝動易怒，缺乏同情心。  

5.抗拒權威的心理。  

6.崇拜英雄主義。  

7.自尊心受到傷害，挫折忍受能力低。  

8.不恰當的情緒表達。  

★環境因素  

1.問題家庭或功能不健全的家庭。  

2.父母或兄弟姐妹間的爭吵、不合。  



3.父母不當的管教方式。  

4.不當的行為示範。  

5.學校過於重視學業成績，忽視課業以外的表現。  

6.訓導方式不良，學生問題處理失當。  

7.社會或幫派次級文化的影響。  

8.為不良的大眾傳播媒體內容所誤導。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建立完善的學生輔導紀錄，提供作為轉介或醫療之參考。  

2.培養學生發展出健全人格。 

3.落實生活倫理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培養知禮善群的美德。  

4.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學習守法、服務的生活態度。  

5.教導學生學習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學會互相尊重，互相幫忙。  

6.採用人性化的行為規範準則，以理性民主的態度來指導學生。  

7.提供學生自我表現的機會，使他從成功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  

8.指導學生學會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  

9.提供家長正確的親職教育觀念與良好的親子互動方式。  

10.提供多元化的教育環境，重視學生的特殊才能。  

11.適當的運用獎懲原則，給學生有自省的空間。  

12.建立學校與治安單位的聯絡網，杜絕社區幫派的影響。  

13.凈化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內容，發揮正向的社會教育功能。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事發當時即予以適當之處理。  

2.做情緒的疏導。  

3.矯正不良的認知、態度及行為。  

4.進行個別諮商。  

 

 

反省是一面鏡子， 

它能將我們的錯誤清清楚楚的照出來， 

使我們有改正的機會。 

 

 

 

 



九、賭博行為 

 

小歐最近迷上運動賭盤 

下課後都跑去網咖下注 

甚至帶撲克牌到學校找同學玩大老二，輸一張十塊 

愈來愈明目張膽 

同學也被影響 

要想辦法阻止這樣的情況繼續發生… 

 

 

(一)行為層次一：對賭博遊戲有濃厚興趣。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對各類賭博性的遊戲規則有興趣了解。  

2.常談論自己所看到的賭博情形。  

3.對坊間賭博活動的消息很注意。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好奇心驅使，形成不當的休閒興趣。  

2.居住在賭風頗盛的社區。  

3.家長、親友熱衷賭博遊戲，耳濡目染。  

輔導策略 

1.個別談話，了解其有興趣之原因，而後給與適當的輔導。  

2.提供正當的休閒活動。  

3.協助其明瞭賭博的害處，並建立正確的金錢觀。  

4.家庭訪視，實施親職教育。  

 

(二)行為層次二：受到挫折壓力時會參與賭博活動，平時則不會。 

可能之線索表徵 
1.遇到學業、交友、家庭問題時，採逃避的方式而不願面對。  

2.常去電動玩具店打賭博性電玩，作為消遣的活動。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因課業的壓力不能克服，逃到電動玩具店賭博來打發時間。  

2.家庭無法獲得各項因應生活壓力的協助。  

3.沒有機會學習正確面對挫折情境的能力。  

4.人際關係不佳，無法滿足對同儕的人際需求，而以賭博性電動 

  玩具來自得其樂。  

5.通常其自尊心亦較差。  

輔導策略 

1.輔導以正確的方法來抒解課業壓力，解決學習困難。  

2.與家長聯繫共同關心孩子遭遇到的挫折情境，並商討合適的 

  問題解決方法。  

3.讓學生能切實了解賭博之害，並認清以賭來逃避現實是錯誤的 

  適應模式。  

4.教導正確人際交往的觀念與方法，協助建立較佳的人際關係。  



(三)行為層次三：主動的參與賭博活動，沈迷賭博不能克制。 

可能之線索表徵 

1.精神不濟，無精打采、上課睡覺。  

2.常有大量金錢花用。  

3.流連沉迷電動玩具店打賭博性電玩，對賭博遊戲很有興趣。  

4.在校內、外聚賭。  

5.逃學、逃家。  

6.恐嚇勒索。  

7.被少年隊以違警行為拘留。  

可能之原因分析 

1.父母未教導有計劃的使用零用錢而給予大量零用錢，使能在 

  電動玩具店或其他賭博場所活動。  

2.僥倖不勞而獲的心理。  

3.逃避學校、家庭的管教壓力。  

4.受不良份子之威脅、利誘。  

輔導策略 

1.進行家訪，請家長協助教導孩子有計劃的使用金錢。  

2.與家長密切聯繫，共同關心學生行為。  

3.學校、家庭共同管制學生上下學時間，減低其進入賭博場所的 

  機會。  

4.加強校園巡查，嚴禁校內賭博。  

5.改變生活環境。  

6.與校外資源合作，協同輔導。  

 

 

天底下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他人的事和老天爺的事。 

煩惱是因為忘了自己的事， 

愛管別人的事， 

擔心老天爺的事。 

下次遇到問題心情不好時， 

趕快問自己：那件事到底是誰的事？！ 

 

 



十、逃學、逃家行為 

  

阿管已經三天沒來學校了 

打電話給他的父母 

父母說他都沒回家，整天泡在網咖，也懶的管他了 

我是不是應該去網咖找他回來問個清楚… 

 

 

(一)行為層次一：為了不能完成師長、父母的要求而逃學、逃家。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大部份為臨時起意。  

2.容易為其他事物所迷惑而忘了自己該做的事。  

3.上課常不專心聽講，作業常無法完成。 

4.生活顯得較散漫沒有紀律，沒有做計劃的習慣。  

可能之原因分析 

1.貪玩、好奇尋求慾望的滿足。  

2.父母疏於管教。 

3.未培養出學習興趣。 

4.受同儕朋友的影響。 

5.娛樂場所的誘惑。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善用教學媒體，活潑教學方法以及生活化的內容，以滿足學生 

  的好奇心。 

2.協助父母關心子女，並了解其平常交友的情況與活動的場所。 

3.老師和家長經常保持聯繫，共同努力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  

4.家庭或學校共同提供正當的休閒活動。 

5.培養解決學習困擾的能力。 

6.加強點名及門禁管理，遇有缺席立即查明。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立刻與家長聯繫，儘快找回學生。  

2.運用各種管道，查明學生的可能去處，並儘快找回。  

3.了解原因，協助其回到學習的環境裏，而不被標籤為壞學生。  

(二)行為層次二：以逃學、逃家做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對父母、師長常有不滿的情緒，以唱反調來反抗父母、師長。 

2.成績長期欠佳，而以逃學逃家來逃避現狀。 

3.人際關係不良，而以逃學逃家來逃避現狀。  

4.討厭家庭或學校的生活。  

可能之原因分析 

1.父母、師長期望過高，覺得不被父母、師長接受。  

2.父母、師長管教過於嚴苛，覺得父母、師長不了解我、不關心 

  我，而有反抗權威或報復心理。  



3.逃避同學欺負。 

4.課業的壓力。 

5.逃避處罰。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提供學生有發表意見的管道。  

2.父母、師長給予學生合理的期望，鼓勵自我比較。 

3.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4.指導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5.教導學生紓解壓力的方法。 

6.妥善運用獎懲原則。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發現學生逃學，應查明原因，及時與家長聯繫。 

2.進行個別諮商，了解逃學逃家的原因，協助解決困難。 

3.讓學生了解逃學、逃家造成的後果，可能對自己產生的害處。 

4.實施小團體輔導，協助改善人際關係。  

(三)行為層次三：習慣性的逃學、逃家。 

可能之線索表徵 

1. 經常無故缺席。  

2.經常無故不回家。 

3.結交不良朋友。 

4.流連於不當場所。 

5.常伴隨吸煙、偷竊、賭博、說謊、遊蕩…等偏差行為。  

可能之原因分析 

1.貪玩。 

2.意志力薄弱，容易被引誘。 

3.家庭功能失調。 

4.父母管教態度不當。 

5.對學業沒有興趣。 

6.不良朋友的引誘或脅迫。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設計多樣化教學活動，提高學生參與興趣。  

2.協助學生練習「自我控制」  

3.實施親職教育，老師和家長經常保持聯繫，了解學生動態。  

4.善用教學媒體，活潑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習興趣。  

5.實施生涯輔導，提供適性發展的方向，如：參加技藝教育。  

6.父母應多關心子女，了解其平常交友的情況、活動的場所。  

7.隨時多關心學生，多給與鼓勵。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向學生事務處、輔導室報備，並請求支援。  

2.針對原因實施個別輔導。 

3.與父母保持密切聯繫，使其配合學校的輔導策略。  

4.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十一、學校恐懼症 

 

冠西每天進校門都要花上十分鐘 

走進教室也要花十分鐘 

聽到上課鐘響就會尖叫十秒以上 

根本無心上課 

同學也快受不了了 

到底怎麼回事… 

 

 

(一)行為層次一：偶爾會對學校產生不合理的恐懼，藉生理病症留在家中，沒有上學；但

在家裡時，卻又症狀減輕或若無其事。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平常即表現出焦慮，甚至是恐慌的狀態。  

2.常藉口述稱身體不適，不上學或請假回家。  

3.容易有課業學習困難的現象。  

4.容易有人際關係不良的現象。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可能與病態的心理狀態有關。  

2.父母期望太高或孩子覺得父母的期望很高。  

3.老師當眾羞辱。  

4.同儕關係不佳。  

5.懼怕在學校中可能會發生某些無法應付的問題。  

6.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  

7.課業適應問題。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請輔導老師或校外輔導機構協助診斷。  

2.多透過各種動、靜態活動，增進同學間彼此的認識與了解。  

3.對於剛入學或重新編班的學生，多給予關懷和輔導。  

4.注意班上的同儕互動情形，以協助人際關係不良學生適應。  

5.多和家長溝通聯繫，以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6.注意個別差異，協助學生作適性發展。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與家長聯繫，請家長協助接送上、下學。  

2.了解缺課原因，訂定輔導策略。  

3.會同其他任課老師，勿給予太大壓力，多給予鼓勵。  

4.進行個別補救教學。  

5.利用同儕支持力量，增強其到校的動機。  

 

 



(二)行為層次二：嚴重的懼學，甚至長期無法到校上課。 

可能之線索表徵 

1.一想到上課或學校，即身體不適，甚至有恐慌的反應。  

2.經常缺課。  

3.容易有課業學習困難，顯著跟不上的現象。  

4.容易有人際關係不良的現象。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可能與病態的心理狀態有關。  

2.父母期望太高或孩子覺得父母的期望很高。  

3.老師當眾羞辱。  

4.同儕關係不佳。  

5.懼怕在學校中可能會發生某些無法應付的問題。  

6.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  

7.課業適應問題。  

輔導策略 

★預防性  

1.請輔導老師或校外輔導機構協助診斷。  

2.透過各種動態、靜態活動，以增進同學間彼此的認識與了解。  

3.對於剛入學或重新編班的學生，多給予關懷和輔導。  

4.注意班上同儕互動情形，以協助人際關係不良學生的適應。  

5.多和家長溝通聯繫，以幫學生解決問題。  

6.注意個別差異，協助學生作適性發展。  

★危機性（立即性）處理  

1.與家長聯繫，請家長協助接送上、下學。  

2.了解缺課原因，訂定輔導策略。  

3.會同其他任課老師，勿給予太大壓力，多給予鼓勵。  

4.進行個別的補救教學。  

5.利用同儕的支持力量，增強其到校動機。  

 

 

 

 

 

 

 

 

 



十二、學習困擾 

 

小希國文成績很好 

上國文課也很認真 

可是每次數學成績都不及格 

上數學課似乎也在放空 

每次拿到數學考卷總是哭的西哩嘩啦 

是數學老師的問題嗎？ 

還是小希遇到什麼困難？ 

 

 

(一)行為層次一：對某些科目先天學習能力較低、學習基礎較差，或是缺乏興趣。   

可能之線索表徵 

1.上該科目之課不專心，注意力散漫。  

2.上該科目之課精神不振，常打瞌睡。  

3.上該科目之課不守秩序，常捉弄其他同學。  

4.該科目之學業成績低落。  

可能之原因分析 

1.該科目先天學習能力較低。  

2.該科目先前學習不順，導致銜接困難。  

3.教師教材教法引不起學生興趣。  

4.家長的鼓勵、關懷較少。  

5.貪玩，睡眠時間不足。  

6.想引起別人注意和關心。  

7.被動，不能主動學習。  

8.成績表現不佳，意志消沉，學習興趣低落。  

輔導策略 

1.對該科目實施個別教學，協助了解先天能力，並引導多方面 

  發展專長，建立建全的自我發展。  

2.對該科目實施補救教學。  

3.藉教學媒體、小組討論等方式激發學習興趣。  

4.幫助學生訂立「自我契約」，以提高學習興趣。  

5.教師教學方法活潑、多元，提高學習興趣。  

6.結合家長關懷，鼓勵學生的學習。  

7.加強教室管理，落實巡堂制度。  

 

(二)行為層次二：不懂學習方法，沒有學習計劃，學習習慣欠佳。 

可能之線索表徵 

1.學習時強記死背，囫圇吞棗。  

2.背參考書，做參考書習題。  

3.抄襲別人作業。  

4.平時不努力，臨時開夜車。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學習方法不當，只重記憶，不思理解。  

2.教學方法單調，師生缺乏互動。  

3.仰賴參考書整理，不求理解教材內容。  

4.作業份量太重，無力完成。  

5.不會擬訂、安排學習計劃。  

輔導策略 

1.學科教師應先教學習方法，再教教材內容。  

2.運用開放性的發問技巧，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  

3.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善用「小老師」協助學習。  

4.酌減作業份量，並多樣化作業內容，提高學習興趣。  

5.輔導學生擬訂「自我學習作息表」、「自我努力比較表」，並鼓勵 

  自我實踐。  

6.培養學生課前預習、課堂做筆記、課後複習的正確學習習慣。  

 

(三)行為層次三：對某科目學習有厭惡感，或是產生考試的焦慮與學習的恐懼，或是厭惡

某位老師。 

可能之線索表徵 

1.該學科成績與其他科成績差距懸殊。  

2.批評老師。  

3.故意跟老師作對。  

4.某科目考試時易緊張，偶有臉色發青，四肢發抖現象。  

5.上某科目時，精神恍惚。  

6.天天考試，天天不開心。  

可能之原因分析 

1.厭惡老師的教學方法及態度。  

2.考試成績不佳，害怕不當的處罰。  

3.考試成績不佳，害怕降低班級學業成績，影響同儕關係。  

4.考試多，挫折多，產生考試的焦慮與恐懼。 

輔導策略 

1.協助了解性向、興趣，多方面發展專長。  

2.實施補救教學，增進學習效果。  

3.教學方法活潑、多元，提高學習興趣。  

4.妥善運用獎懲原則，多獎少罰，以獎為主，以罰為輔。  

5.改進命題技術，給予成就感。  

6.教導學生放鬆的方法，例如：考試前閉上眼睛，端坐深呼吸， 

  可緩和緊張。  

7.教導學生考試的技術、答題的技巧。  

8.與家長溝通，勿對學生做不合理的比較或要求應多給予關懷。  

 

(四)行為層次四：懼怕上學、厭惡上學，對所有的學習都會排斥，拒絕學習。 

可能之線索表徵 

1.曠課，在外遊蕩。  

2.成績不理想，放棄學習。  

3.中途輟學，脫離學校。  

可能之原因分析 

1.染上惡習，荒廢學業。  

2.學習遭遇挫折，喪失學習意願。  

3.學習壓力無法負荷。  



4.結交不良朋友，禁不起誘惑。   

輔導策略 

1.聯繫家長，共同戒除學生之惡習，並予以個別輔導。  

2.實施補救教學。  

3.給予更寬廣的多元化學習空間，鼓勵學生致力於藝能科學習。  

4.與家長協商，考慮是否協助學生轉換環境，消除不良習慣。  

5.輔導返校就讀，並實施個別化教學指導。  

 

 

 

心靈小憩  

一束花 

    有一個人在擁擠的車潮中駕車緩緩前進，在等紅燈時，一個衣服襤褸的小男孩，敲

著車窗問他要不要買花，他遞出兩塊美金，由於綠燈已亮，而後面的人正猛按喇叭催著， 

因此他粗暴的對正問他要什麼花的男孩說：「什麼顏色都可以，你只要快一點就好。」 

    那男孩十分禮貌的說：「謝謝你，先生。」  

    在開了一小段路後，他有些良心不安，他粗暴無禮的態度，卻得到對方如此有禮的

回應，他把車停在路邊，回頭走向孩子表示歉意，並且又再給了兩塊美金，要他自己買

一束花送給喜歡的人，這個孩子笑了笑並道謝接受。  

    當他回去發動車子時，發現車子故障了，動也動不了，在一陣忙亂後，他決定步行

找拖吊車幫忙，正在思索時，一輛拖吊車已經迎面駛來，他大為驚訝，司機笑著對他說，

有一個小孩給了我四塊美金，要我開過來幫你，並且還寫了一張紙條，他打開一看，上

面寫著：「這代表一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