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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被討厭的勇氣》一書之暢銷，大眾開始注意到心理學中的阿德勒學

派，但是書中傳達的理念——接納自己的一切，不需改變自己，只需改變對自

己的看法——僅是阿德勒學派中的一小部分，還有其他的理論非常適合運用在

師生關係的輔導以及班級經營。新和國小蔡淑遠老師這些年用心將其理論實踐

在班級經營當中，並引領學校夥伴成立社群共同成長，現在就讓我們也進一步

了解其中的精髓。

真愛是無條件的

　　阿德勒學派班級輔導的中心價值便是愛，無條件的愛是一種完全的愛，就

是接受並肯定孩子的本質，並不因孩子的行為或表現而有所增減，因此無條件

的愛裡沒有懼怕，只有在孩子感覺到被愛和被照顧時，他才會凡事盡力並發揮

他們的潛能，也只有孩子感到被愛時，施行管教與訓練才能真正致效，否則只

是表面敷衍或暫時順從，甚至造成反抗。

找出適合的方式表達愛

　　「這世間沒有愛，只有愛的證據」如果愛沒有傳達出來，對方根本不知道

，或許你真的很愛孩子，但是除非你以他「能感受到的方式」傳達愛，否則他

將不覺得被愛。因為每個人需要的愛的方式並不盡相同，有的人喜歡肢體接觸

(擁抱、拍拍肩膀)，有的人喜歡禮物，但有人喜歡精心時刻(兩人共進晚餐或

一起去做某件事)，所以不論對自己、家人或學生，都應細心觀察了解，找出

適合的愛的語言。

　　所以淑遠老師接觸一個新班級時，便會去觀察每個學生，或者跟學生聊:

「老師覺得你表現很棒，你想要一個禮物呢?還是……」可以發現，不是每個

孩子都想要糖果，鉛筆或橡皮擦，尤其是越高年級的學生，獨特性越明顯，不

是這些獎勵都不需要，只是對有些學生效果不大，當我們越清楚學生適合的愛

的表達方式，越能和學生溝通，當學生發生問題時，更能給予有效的支持。

　　淑遠老師舉出她的切身體驗:曾經某位學生容易躁動，也許家裡沒有給他

足夠的擁抱，當她來到學生身邊，以堅定的力量安撫他的肩膀之後，他就能安

定下來乖乖上課;還有位低年級可愛的小女生，早上一來就拿著一張小紙片對

人人都可以是阿德勒〜

蔡淑遠老師班級經營實例分享
文˙編輯群



N
E

W

  T
A

IP
EI

  
CITY

  

TEACHERS’

  

ASSO
C

IA
T

IO
N

2120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新北市教師會

她說:「老師，送給妳。」打開一看，上頭寫著:「老師，我愛妳。」淑遠老師

就知道這個孩子的愛的語言適合贈送禮物，所以對她表達愛的方式就不是鼓掌

而已，而是也寫張紙條跟她說:「我覺得妳很棒，老師也很愛妳。」這樣的關

係建立之後，淑遠老師發現後來教導她很多事情，她都能聽得進去。

　　還有一件事也令淑遠老師印象深刻，她說:「班上有名疑似過動的孩子，

跑步很快，參加班際大隊接力比賽時是最後一棒，可是跑到一半鞋子掉了，我

們班從第一名落到最後一名，他邊跑邊哭，然後情緒失控想要揍人，我當時就

過去整個把他抱住，他的情緒便平靜下來，接著我在他耳邊說:『我覺得你很

棒，你幫我們班跑完全程，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我知道這個孩子愛的語言

是肢體接觸，才能及時化解他的問題。」      

　　淑遠老師也表示，女老師對低年級的孩子肢體上的接觸比較沒有問題，但

男老師就有較多顧忌，可用擊掌、摸頭等來表達鼓勵。

鼓勵正向特質

　　當然，我們盡量以適切的方式表達對學生的愛，但很難面面俱到，不太可

能像父母對孩子一般有太多肢體接觸，獎品有時也會產生物慾的問題，而且精

心時刻太多人時，可能對那學生來說又不是精心時刻，所以，淑遠老師認為我

們可以多給學生的是肯定的言詞。

　　阿德勒學派的「鼓勵」和「正增強」、「讚美」有很大的差異。「正增強

」是指他有好的行為，給予他想要的獎勵，讓他不斷出現正向的行為; 「讚美

」是當他有優異的表現，給予讚美，讓他覺得自己是被關注的。但「鼓勵」重

視的是「正向的特質」，而非某個優秀的行為表現，即使你不好，也從這些不

好中看出你身上正向的特質，強化內在。

參考來源:張英熙《發現孩子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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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發現學生字寫得很漂亮，我們可以說:「老師覺得你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你看你的筆畫就是恰到好處的寫在這個位置。」這個細心的特質就印在他的

心版上，建立孩子的信心，並且可以做轉移，「你是個細心的人，一定可以把

教室地板掃得很乾淨!」又或者「老師覺得你真是一個勤奮的人，同學都跑去玩

了，你還留在教室把掃具排整齊。……你那麼勤奮，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功課都

寫完。」學生得到鼓勵，認為自己是勤奮的人，便願意努力把功課全部完成。

這就是阿德勒所傳達的勇氣，目的是消除自卑感，增加自信，即使知道自己不

夠好，也願意嘗試，繼續努力。

　　淑遠老師又分享一個令她難忘的經驗:「幾年前級任班(六年級)在練習大隊

接力，比賽前的某個下午，我們班由綜合老師帶隊下去練接力，我從輔導處出

來，發現我們班和別班正在進行練習賽，我們班有人跌倒了，導致落後，因為

害怕面對失敗，還有人故意選擇『太空漫步』的跑法，所以我們班整整落後另

一個班級一個棒次的距離。

　　就在我等待他們回到教室之際，我聽到操場上傳來一陣『再一次！再一次

！』的齊喊聲！我的心激烈的顫動了幾下，等我回到前走廊往操場看時，他們

已經和剛才那一班又比了起來，而且這一次並沒有人失誤，所以我們班贏了這

場比賽。

　　孩子們回到教室，開心地衝了過來，告訴我他們贏了! 我點點頭，告訴他

們我看到了。一上課，我站在講台上，停了一會兒都沒說話，孩子們有點被嚇

到，所以異常的安靜。後來我開口了：「六年一班，老師覺得很感動，不是因

為你們贏得了比賽，而是我從輔導室回來的路上，聽到你們大喊著『再一次!再

一次!』雖然第一次你們輸了，但是你們願意再努力一次給自己有進步的機會，

而且不怕再失敗，讓老師知道你們真的長大了!人生難免會有失敗，會有挫折，

但老師在你們身上看到你們面對挫折仍然願意奮鬥的精神，讓老師很欽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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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放心，相信你們在未來的人生裡頭，也一樣可以用這樣的精神來面對各種挑

戰，老師只是想跟你們說，我很以你們為榮。』孩子們聽了稍稍安靜了一會兒

，就開始抱怨第一場比賽，有哪些人跌倒，誰又怎樣故意慢慢跑……但從他們

臉上都看得出他們的笑意，我和他們的關係變得更加密不可分，而我們班也在

接下來的班際大隊接力比賽獲得第一名，代表學校出去比賽成了我們難忘的回

憶。」這便是阿德勒的鼓勵，注重過程不論成敗，看見正向特質，以平等關係

強化對團體的歸屬感。

人人都可以是阿德勒

　　淑遠老師著手設計活動，讓阿德勒的鼓勵不僅出現在師生關係中，更落實

在學生互動間。如:好眼光賓果遊戲，提供30個正向特質的詞彙，讓學生選擇

9個自認比較重要的特質寫在九宮格內，然後起身邀請符合特質的9個同學簽名

。「好!老師現在要抽幾個人，看他有沒有被你邀請到。」「王小明!」「老師

!我有 寫他!」「那你寫他什麼?」「我寫他聰明。」「為什麼你覺得他聰明?

」「因為上次的考試，我不會，他教我…… 」如此一來王小明覺得他的特質

有被關注到，而那位同學也覺得他鼓勵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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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眼光賓果遊戲

透過此活動，學生練習了阿德勒的鼓勵基本句型一【肯定特質與努力的鼓勵=

指出特質與能力  +描述實際的行為表現獲具體事件】，淑遠老師還讓學生在

聯絡簿上寫鼓勵加油站，然後在教室公布欄上讓學生們猜猜看誰是本週之星，

也讓許多平常不被注意到的優點一一展現！

開朗、幽默、有信心、和氣、善良、聰

明、有好奇心、有主見、專心、耐心、

有禮、親切、受歡迎、熱心、口才好、

大方、會運動、會畫畫、仁慈、負責、

感恩、文靜、儉樸、會尊重他人、誠實

、守信用、勇於創新

　　淑遠老師並把學生平時對同學的鼓勵收集並加以整理，變成「對未來的祝

福」，以及最後一年期末成績單的評語，不少學生將它視為寶貝，保存至今，

可見鼓勵給予孩子深遠的支持力量。

帶領社群共同成長

　　對班級經營充滿熱情的淑遠老師，也將其心得和同事們分享，從103年到

105年學校成立輔導共學社群，利用每個月第二週的星期三下午，大家一起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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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專書，分享班級經營技巧，研討輔導個案及困難點，設計並實際操作適合的

教學活動。106年參與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成立「阿德勒學派基地

班」，致力發展有阿德勒學派特色的班級經營活動，以及加強學生情緒教育及

品德教育之課程研究。

結語

　　阿德勒說：「子午線雖然不是實際存在的一條線，但卻對人類非常有幫助

。」對於像子午線這類虛構的事物或假設，儘管明明不存在，人們卻對其存在

深信不疑，阿德勒的看法是：「儘管如此，我們之所以要這麼做，只不過是為

了在這一片人生的混沌之中定出一個方向，讓我們能開始計算。」訪談過程中

，淑遠老師時而溫柔感性，時而爽朗大笑，當她說:「也許我們的學生出了社

會並不是一位多偉大的人物，但只要我們用阿德勒學派的鼓勵讓他成為一個有

自信又有勇氣的人，願意為自己及他人努力，也懂得鼓勵別人，這樣我們的社

會，我們的世界一定會更美好。」那一雙眼睛因為相信，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一

個人的生命價值而閃閃發光，令人感動又印象深刻。她期許自己能成為「人師

」，翻轉孩子的人生，讓教育真能促進社會流動與進步，並以一句話和大家共

勉:勇氣並非迴避絕望，而是在絕望中仍有繼續向前的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