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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 2019 年 10 月 14 日高雄市某私立高職 18 歲女學生，就讀高職期間因和女

導師關係不佳，自認遭到對方不公平待遇，在領畢業證書當天，領完之後就委託

友人，將兩組罐頭塔送至導師辦公室來「答謝師恩」，還附上「音容宛在」、「駕

鶴西歸」等卡片，女導師隨後報警提告對方恐嚇，警方循線逮捕涉案的女學生，

高雄地院依恐嚇罪判拘役 20 天，可易科罰金，得上訴（黃佳琳，2020）。 

在舊有社會中，前人教導讓後世學習的觀念裡，常說對師長要尊師重道、對

手足要兄友弟恭、相親相愛，對父母則要孝順恭謙有禮，但為何在現今社會裡卻

出現此次異常的行為事件呢？故本研究將探討是何原因造成此次事件的發生？ 

本研究對象為高職生一名、高中生兩名，皆高三學生，性別皆女性，使用訪

談法，嘗試理解受訪者對研究問題的看法，或陳述對生活或經驗的觀點。研究者

以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身分，記錄與研究對象的言談互動，並由對話的過程發現三

位高三女性對社會道德教育的認知，訪談時間為四十分鐘至一小時，本研究的研

究工具為訪談大綱，而訪談大綱依據文獻探討擬編訪談問題，經指導教授指正潤

飾、修改定稿後，再尋找受訪者進行方談。兩位高中生受訪者，以下簡稱為 A

同學、B 同學；一位高職生受訪者，以下簡稱為 C 同學。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

訪談內容進行轉譯成逐字稿，以利後續的資料分析。 

訪談大綱的問題有九題，(1)為從此事件中，你覺得與道德教育有何關聯；(2)

為以此事件為例，你覺得事件中老師的腳色為何；(3)為你覺得老師與道德教育

有何關聯呢；(4)為以此事件為例，你覺得事件中同儕扮演著什麼角色呢？你覺

得同儕會影響道德教育嗎？有哪些影響呢？如果沒有影響的話是為什麼呢；(5)

為以此事件為例，你覺得事件中家庭扮演著什麼腳色呢？你覺得家庭會影響道德

教育嗎？有哪些影響呢？如果沒有影響的話是為什麼呢；(6)為以此事件為例，

當你在學校與老師或是在家庭與家人產生衝突時，你會如何做呢？你會怎麼排解

不開心的情緒呢；(7)為你覺得導致此事件的發生的原因會有哪些呢？在你的生

活中有發生過，或看過與此事件相似的情形嗎？你的想法為何；(8)為在你的道

德教育觀裡，你覺得受誰的影響最多呢；(9)為受訪者的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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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起點 

家庭是塑造孩子的最初場所，經由與家人互動接觸，奠定了孩子看待人、事、

物的基本態度。因此，家庭是影響青少年社會化最基本的重要場所。故家庭生活

中青少年與其父母，互動中所形成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人格以及行為，具有

深遠的影響（張楓明，2006）。 

Kaur（2015）的研究指出，父母與孩子的互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成分幫

助孩子的道德發展，那就是溝通，因為溝通除了是兒童社交經驗以外，也可以建

構孩子的道德知識，父母也可以透過激發孩子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以促進他

們的道德發展。 

依上述，父母的言行皆讓孩子產生影響或習慣，因此父母必須以身作則，在

孩子面前實踐道德意識行為，讓孩子從小學會自發性的道德行為，而家庭教育也

將成為孩子出社會的行為基礎，與是否會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的存在意義。 

三、校園中影響道德教育實施的關係人 

Kaur（2015）研究也指出，除了被稱為道德啟蒙的父母之外，學校老師在學

齡前的兒童生活中，也是有影響力和重要的成年人。老師除了幫助孩子理解性格

特徵和價值觀，也為學生在學校環境和整個社會中，塑造出理想的性格特徵，以

建立模範。年幼的孩子也常理想化他們的老師，仔細觀察並模仿他們的行為，換

句話說，老師即是學生的榜樣。然而通過教學雖可以了解道德，但會造成無法發

展出足夠的能力來判斷道德，因此鼓勵反思性的道德（Kaur, 2015）。 

對於師生關係意涵的探討，大多包含教師效能、互動溝通、教育倫理等面向。

但值得留意的是，師生關係需藉由接觸互動來增進彼此的情誼，更與親子關係同

樣都有明顯的權力關係（張楓明，2006）。 

教師與學生在校園環境中所建立的師生關係，正面臨著許多的衝突挑戰與威

脅，其中源自學生偏差行為所引發的師生衝突，往往容易因為對教師管教權帶來

挑戰，或是挑釁而導致師生衝突情境惡化。而教師在面對師生衝突情境時，擁有

相對較強的因應權力，因此教師的控制信念變成影響教師因應師生衝突情境的重

要因素（戴伸峰、翁惠瑜，2000）。 

戴伸峰、翁惠瑜（2000）的研究指出，在控制信念中偏向「高內在自控」特

質的教師，傾向於選擇與學生進行雙向折衷協調方式加以因應的策略，高於內在

自我控制信念傾向較低的教師；相反的，「低內在自控特質」的教師則傾向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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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外在控制特質」教師出現一致的管教放棄放任策略。另外，在批評情境中，

教師傾向使用雙向折衷協調以及管教放棄放任策略；在擾亂情境中，教師傾向使

用單向指正訓誡策略（戴伸峰、翁惠瑜，2000）。 

同儕關係是青少年與重要他人之關係中，基本且不可或缺的類型之一。其與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之重要性，堪稱鼎足而立，對於青少年之心理及行為發展，

均有深遠的影響力。尤有甚者，其部分層面的重要性還可能超越父母及師長，如

青少年在遇到困擾時較常吐露心聲的對象，並非父母親，而是同學及朋友佔最多

數（青輔會，1998）。 

同儕對於青少年而言，在情感及社交方面具有相當之重要性之外，同儕關係

和學生的個人道德發展，以及自我概念、社會認知、技巧及社會適應能力息息相

關（洪秋蘭，2011）。 

依上述可看出教育的重要性，需由老師來引導學生，讓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尺

規來衡量，但在現代社會中，學生在學校除了會受到老師的影響外，也會受到同

儕的影響，而此趨勢也正擴大中。 

四、資料分析 

(一) 影響道德教育的直接關係人有三，為家庭、老師與同儕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人們會受到其影響的人，除了老師、家庭以外，

還有同儕。受訪者表示在家庭裡受到的道德教育只是一個基礎，而後在這基礎上

繼續發展，不管是身處於校園的師長，還是家庭裡的成員，影響的方面除了價值

觀、行為舉止，還有對事物的看法和做法。 

「我覺得其實小朋友的行為大多數都來自一定跟家庭有關，然後包括他身邊

的朋友，還有他的師長給他的一些觀念。」（A 同學） 

「老師的言行舉止，可能會無形中影響到我們的價值觀，然後他的行為跟做

法，也會影響我們對待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做法。」（B 同學） 

「我覺得家庭的話，應該是給我們塑造一個基礎，然後讓我們在這個基礎上

面去發展。」（B 同學） 

「應該是長輩吧!他教的比較算是品格教育那些，但是我覺得這個對我的成

長有很大的影響。」（C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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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與張楓明（2006）的研究「家庭生活中青少年與其父母，互動中所

形成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人格以及行為，具有深遠的影響」、洪秋蘭（2011）

的研究「同儕對於青少年而言，在情感及社交方面具有相當之重要性之外，同儕

關係和學生的個人道德發展，以及自我概念、社會認知、技巧及社會適應能力息

息相關」、張楓明（2006）的研究「師生關係需藉由接觸互動來增進彼此的情誼，

更與親子關係同樣都有明顯的權力關係。」；Kaur（2015）的研究「老師除了幫

助孩子理解性格特徵和價值觀，也為學生在學校環境，和整個社會中，塑造出理

想的性格特徵，以建立模範。年幼的孩子也常理想化他們的老師，仔細觀察並模

仿他們的行為，換句話說，老師即是學生的榜樣。」與之符合。 

(二) 受訪者認為事件發生的主因 

「首先就是他的思想，他有這個念頭吧，然後還有他接收到資訊，然後會影

響這件事情的發生，當然還有老師的態度和老師的行為，然後還有同學的慫

恿或煽動，或是勸阻。」（A 同學） 

「我覺得影響主因大概就是他跟老師之間的相處，然後產生的摩擦。」（B

同學） 

「這件事不能代表說他沒有受過，就是說，他有受過，所以他知道說，這個

不符合道德，所以他才會去對老師做出送罐頭塔的事。」（C 同學） 

「有可能這個班導他在這三年，有對這個女同學做出針對的行為，讓他來學

校學習的狀態是非常不自在，所以才會在畢業前做出這樣的報復行動。」（C

同學） 

依受訪者的回應發現，主因除了有同學自身想法的關係，更主要的原因是老

師對她的態度、行為以及師生相處時的摩擦，所以才讓她篤定想法付諸行動，這

也與戴伸峰、翁惠瑜（2000）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五、結論與建議 

依研究資料分析 2019 年的社會事件之成因，發現孩子皆會受到家庭、老師、

同儕的影響，因為孩子出生先接觸家庭，在成長過程中，家庭率先帶給孩子的是

道德教育的基礎，在交談互動中，奠定了對待人、事、物的眼光與想法，且不同

的互動過程會產生不同的交互作用，故這互動所帶來的親子關係，會影響孩子深

遠，但家庭未有非常完整的規範與體系，因此孩子會再接觸校園，因校園為小型

的社會，其中含有完整的規範與體系，讓孩子在這環境下，以及在原家庭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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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下繼續提升，可校園社會中，會影響孩子道德教育發展的不只有老師，

還有同儕，而老師除了教導以外，更需要用培養以及刺激的手段，來達成孩子自

主反思其道德教育，以及發展出自我的道德教育觀。也顯示出如果家庭、師長與

學生三方有適當的溝通，以及選擇了好的同儕，那將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本研究

也發現高中女性受訪者認為老師也是值得討論的一方，並非學生單方面的錯誤，

而在法律判決上則是女學生有罪，並依國家強制力規範其個人行為，可見法律是

非黑即白的，與道德教育的多元價值觀是不同的理念。 

依本研究結論，建議各位家長應多增加親子溝通與時間，因為孩子在幼童階

段，最長時間與兒童相處的即為長輩，這時長輩的腳色就很重要，因將開始教導

孩子是非對錯，會影響孩子未來的道德觀念。當孩童開始有思考意識時，如長輩

用規定或是說教的方式教導孩子，孩子定不能接受，這時親子之間的溝通與相處

時間就很重要。也建議各位師長應強化師生之間的互動，因為現在的校園中，處

處都會發現有老師用成績來評斷學生的好壞，成績不好，不代表他們的本性不

好，往往會因老師的主觀意識，影響對學生的態度，而失去了良善的溝通互動，

這應是推動道德教育所需關注的重點。並希望道德能夠結合法律以強制其約束

力，因為道德與法律皆為人類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二者雖各自獨立，即法律是

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而道德是對人的思想進行約束；二者需相輔相成，因道德

本無強制的約束效果，所以需要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其約束力，這正是我們需積

極結合二者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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