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握教室管理工具， 

-創造互相尊重的氣氛！ 

 

 

 

經營與管理課室，往往需要具備多樣化的「工具」，本篇特教月刊將帶您認識實用的好方

法，幫助我們面對特殊學生的各式行為問題時，能提供有效的回應並維持教室內互相尊重

的氣氛！ 
 

 方法一：提供有限的選擇 

    一但學生擁有選擇的能力，對於事情的完成會較有動機。當面對學生不願意接受你的

某項要求時，你可以嘗試提供學生至少兩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讓他們選出

「適合」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學生不願意完成報告… 

 

 

 

 

 

 方法二：用「一視同仁」的態度，激盪出問題處理的創意  

    當學生不守秩序或爆發衝突時，要完全了解所有當事人責任歸屬是件困難的事，不如

試著將問題回歸群體，表現出不歸咎於特定學生的態度，請在場的人一起想出解決辦法！  

 

 

 

 

 

 

 方法三：在你向學生提出的問題中，加上「什麼」及「如何」 

    吃牛排時，淋上可口的醬汁，瞬間可以將料理昇華到另一個美味的境界。面對與學生

的對談，若語句中加入「什麼」及「如何」，就像沾上靈魂的醬料，可以讓語句神奇地由

告知轉為詢問，能鼓勵學生發展出判斷與評估後果的能力。 

以往習慣 加入「什麼」及「如何」 

你怎麼沒有交作業？ 你怎麼沒有交作業？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這樣的行為會影響到周圍的同學 你覺得這樣的行為對其他人會有什麼影響？ 

班上最近發生了因為分工而爭吵的事件… 你們如何看待這件事？我們如何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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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可以討論看看你需要一週 

或是兩週的時間完成報告？ 

你可以從老師教過的三項主題中自 

行挑選一樣！ 

   當你提供選擇，學生卻選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選項時，請簡單地對他們說：「這不

再剛才提到的選項當中，請再選一次。」 

 

同學們，若分工沒有共識，活動就必須先暫停喔！ 
都是 3號跟 8號啦！ 

我只希望能解決問題，一旦你們討論出分工的好

方法，讓我知道，到時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方法四：讓學生「參與協商」，並針對結論「徹底執行」 

    展開與學生共同協商的過程，能引導其感受到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並且對於結果徹底

執行，學生能自主地做好對他們有益的事，同時學著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基礎上負責任。 

如：當學生因為不服某項課堂規範而忿忿不平時，你可以嘗試… 

有效的四項步驟 必須避免的陷阱 

1. 與孩子友善地進行討論，給每個人機會

說出對議題的感受與想法(班會課是個

值得運用的好時機！) 

1. 期待學生能完全服從你的規範，且對於 

   事情的考量與大人相同。 

2. 共同腦力激盪，並選出老師、學生都能

接受的想法 

2. 對於學生的反對與不合作進行判斷與批  

   評，不願合力面對問題。 

3. 一起決定開始執行及完成的明確期限 3. 沒有事先與學生達成協議(包含明確期 

   限、未達成時老師會採取的行動…等) 

4. 若有學生事後對於結論反悔時，請以溫

柔而堅定的態度督促他們負責到底。 

4. 只用言語說教，而非以行動引導學生。 

 方法五：清楚給予原則，訓練學生自我控制 

    您是否也覺得讓學生理解「尊重」的精神，是件煞費苦心的事？事實上，教師可以從

堅定自己的做法開始，而非試圖控制學生，學生即可感受到自己選擇的行為與彼此尊重的

精神相關！ 

如：當某位學生老愛在課堂上問各種不相干的問題，過度尋求關注時… 

 

 

 

 

 

 

 
 

 方法六：積極暫停 

    可以試著與學生共同討論並在教室設置「積極暫停區」，讓學生在情緒來臨時，自主

選擇是否要到此區域花時間冷靜，讓大腦有機會恢復理智，同時給所有人一段冷靜期。此

作法具有鼓勵性，讓學生有時間反思，並在自己準備好時再試一次！ 

 

 

 

參考資料：Jane Nelsen,Lynn Lott&H.Stephen Glenn(2019)《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教師篇》第8章。大好書屋。 

我注意到你有很多的問題，我願意一天回答

你三個問題，每回答完一個問題，我會舉起

一隻手指，如果我舉起三隻手指，就會等到

明天再回答你。你在問我之前，可以自己先

想想有沒有辦法解決。 

 

    建立新的行為模式初期，學生可能會更努力地想得到跟以前一樣的回應，而出

現問題行為加倍的狀況，這時請堅定自己所設定的原則，讓孩子透過意識到尊重、

自我控制與負責任的重要。 

 

     「積極暫停」不同於「懲罰性暫停」(如：罰站…等)。懲罰性暫停容易讓孩

子產生被責備、羞恥和被懲罰的感受。不論是老師或學生，人只有在感覺好時，才

能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