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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務實致用為技職教育的核心理念，引領著技術型高中的課程設計目標，可分

為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其中部定課程涵蓋一般科目和專業及實習科目兩大類；

校訂課程則依照學校特色、職場需求及學生生涯規劃，形塑學校獨特性（國家教

育研究院，2020）。然而，在這多元且看似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高中階段，學生

不僅需面對身心發展過渡期的情緒波濤，也面臨比以往沉重的課業壓力（徐仲賢，

2019）；根據黃銘福與黃毅志（2014）全國數據指陳「國中學業成績才是決定教

育分流的重要因素」，以社經背景較佳、學業成績越高的學生，較多比例升上公

立高中，反之則選擇公私立高職就讀，亦即學生受到會考成績受限，而非興趣取

向選擇不同教育分流，甚至受到「升學主義下的他者認同影響」（陳素秋，2020），
成為學生能適性發展的第一個阻礙。再者，當學生對於學校生活表現出拒絕行為

（rejection）時，成人世界鮮少能夠以正向、能動的面向來看待與理解青少年文

化，多以「青少年問題社會評論」來不斷建構青少年作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林昱

瑄，2006）直接對同學做出最為流行的兩種解釋－將問題定位在學生自己（能力、

性格、動機）及家庭背景（貧窮、缺乏教育、父母沒有盡責教導孩童去認識社會

的主流文化），而不是反省更宏觀的結構性因素（Garber, 2002），成為學生適性發

展的第二個阻礙。最後，當 108 課綱與群科領綱強調「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找到

人生的職涯方向」時，教師欲引導「志不在此」的學生，勢必得先從瞭解學生對

於學校生活的看法開始，探究青少年包括校內、校外日常生活經驗所成的文化形

式和內容，瞭解學生的主體構成與社會、個人認同的過程，以利教學活動實施；

是以，教師若能理解學生對於學校生活的看法，辨別其回饋屬於偏差（deviance）
或抗拒（resistance），便可作為調整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的參考依據。 

二、偏差與抗拒的辨別 

技術型高中校園日常中，我們常會看到或聽到學生「拒絕」（rejection）學校

或師長的要求，例如：打鬧、玩手機、趴睡、發呆或形式主義等；若師長欲將這

些微觀的互動進行「社會學的想像」，探究現象背後可能隱含的訊息時，就須採

不同社會學理論的觀點來作為理解的依據，將個體微觀的「外顯行為」和「內在

理念」與宏觀的「社會結構」聯結。 

黃鴻文（2011）指陳「拒絕」、「偏差」與「抗拒」三個類似的詞彙，各有不

同的意涵；以功能論觀點而言，社會具有「統合目標」與「制度性規範」，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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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同其中任一者的「拒絕」，皆視為「偏差」；然而，批判理論卻認為一致性的

目標及規範並無法適用於多元個體脈絡，單一的制度性規範對於支配群體「暢行

無阻」，對被支配群體而言卻「窒礙難行」，亦即不公平的壓迫隱藏在民主社會表

面平等的功績主義日常生活之中；倘若被壓迫群體因為「洞察」支配群體的「壓

迫」而不再願意繼續受限於支配群體的「文化邏輯」中運作，「拒絕」支配群體

的「內在理念」時，則是「抗拒」的濫觴，也是辨別此行動的基本要素；是以，

認同師長「內在理念」與否，可以作為判斷學生「拒絕行為」屬於「偏差」與「抗

拒」的關鍵，師長宜藉由「日常觀察」、「個別訪談」，以及「學生週記」等資料，

瞭解學生對於學校生活（制度規範、課程內容、老師教學與特質等面向）的觀點，

採互為主體的方式體會學生的想法與脈絡，作為後續師生互動的調整依據。 

三、面對偏差的學生 

技術型高中依據不同學校定位及地域文化形塑辦學理念，提供著學生可追尋

目標，不論是升學或技術等導向，班級中總有一群學生，認同師長們的「內在理

念」；然而，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可能因為各種因素出現「趴睡」、「滑手機」或

「作弊」等「拒絕行為」，即為「偏差」。 

根據 Merton（1968）的緊張理論指陳「偏差與順從都是社會結構下的產物」，

亦即「文化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制度性規範」之間分離的症狀；郭玲玲與

董旭英（2020）也認為個體容易受到負面刺激，以及長期緊張壓力影響，導致偏

差行為產生；張珍瑋（2015）則認為學習動機低落的學生，容易分心及受偏差同

儕團體吸引；是以，導致產生偏差行為產生，並非個體的心靈異常，而是學生對

於自己所處的社會狀況做出的正常反應；因此，師長可以採「學生小組成就區分

法」（STAD）的社會學習方式，讓學業成就好的同學協助動機低落的學生學習，

建立「重視社會情緒的支持性班級氛圍」，引導孩子認同主流規範與價值，弱化

同儕競爭所產生「地位剝奪」的緊張對立關係，確保孩子不會因為疏離感或失去

學習成就感而放棄學習、退縮或轉向學校外的偏差團體；再者，教師可以提供多

元且彈性的規準及評量，並於日常課程中，針對個別學生提出明確期望及立即性

鼓勵與回饋，讓師生關係緊密，陪伴孩子在多元可能中不斷朝向自主學習的目標

邁進，符應 108 課綱的終身學習核心理念。 

四、面對抗拒的學生 

技術型高中分為六類十五群，可讓學生依據喜好選擇不同的教育分流；然而，

看似多元的群科選擇卻受限於會考成績的影響，以及過早分流導致學生在不瞭解

自己性向之下邁入不適應與不適合的環境中；因此，我們不難在教學現場看見許

多對於課程毫無興趣，不打算升學且絲毫不在意考試成績，甚至時常曠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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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孩子好似「教室裡的客人」，不認同主流規範與師生權力關係，時而趴睡，

時而影響課程進行，甚至頂撞師長以爭取更多自由時間等。當學生因種種因素而

「拒絕」師長的「內在理念」或「價值」時，即為「抗拒」。 

根據黃鴻文（2011）指陳「有抗拒固然有壓迫」，壓迫方式有可能透過外顯

的結構限制，也可能是內隱的社會化過程；是以，學生的抗拒行動並非無的放矢，

甚至可能出自於洞悉到教學現場的不平等限制，亦即對於學校規範與課程內容缺

乏彈性的不滿，抑或是對於師長特質、授課方式或班級經營不符合期待的否定等。

例如：面對學校規範中「一致性」收手機的規定，學生會多準備一支備用機，以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迴避「限制」；學生透過玩手機、翹課、趴睡等方式，

拒絕接受過於抽象或呆版且只符應統測而「缺乏與生活世界連結」的一致性課程

內容；師長特質方面，情緒管理失控或師生信任基礎崩壞的教師，影響著學生學

習體驗；授課方式「單一」，無法靈活在講述式、討論式、實作與多媒體等教學

方式中切換的課程，容易讓學習疲乏；班級經營中，教師採取連坐法、師徒制或

是不給學生解釋機會，將導致學生感受到「壓迫力道」。因此，當學生試圖採「對

立」或「抵抗」的行動來翻轉這樣的現況時，師長就必須以「互為主體性」的方

式，從學生的觀點與立場來瞭解其行為背後的「象徵性意義」，才得以針對學生

所抗拒的現場結構「限制」與「壓迫」力道進行改善與調整，營造舒適的學習環

境。屆時，人性彰顯，師生不再對立；學生願意信服於「師長的內在理念」，抑

或是師長能因瞭解「學生的內在理念」，而站在學生的立場提供應對的協助，才

能真正符應 108 課綱的適性揚才。 

五、結語與建議 

教師與學生是班級中重要的兩大影響力，彼此各有立場，卻共同形塑著班級

文化；是以，師生互動層面應維持在相互尊重、體諒的共好合作關係，而不是搶

奪主導權的宰制與對抗，尤其當 108 課綱提倡學生本位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潮時，

教師應該採互為主體性的概念，以人本心理學的觀點瞭解個別學生的需求，不斷

調整教學策略，才能與學生攜手成長；再者，教師可藉由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

消弭環境中的壓迫力道，檢核學習環境是否滿足學生「愛與歸屬」與「尊重」等

基本需求後，搭配活化的「教學技巧與多元內容」，加上具有後設認知意涵的「自

主評量」，才能引導學生從歷程中探尋「學習的意義」，以及屬於自己的興趣與志

向，激發主動學習的「內在動機」，培養出能透過多元方法鑽研「自己所需的專

業知識」之熱忱，朝自發的「終身學習」目標邁進。屆時，有意義的教學環境不

再充滿「拒絕行為」，其中的「偏差」與「抗拒」也能因師生彼此相互瞭解、尊

重、妥協與改善後獲得化解；當師生彼此相互同理時，教師不再隨意怨懟現在的

孩子難教，學生也不再承擔結構性限制與壓迫而反抗，人性能彰顯的教室不再是

沒有彈性的標準化工廠，而是能共學共成長且包容多元聲音的友善「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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