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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代表個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的人民幸福指數，是現代國家的競爭力，更指引

國家政策和學校的發展方向。因此，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是奠基國家未來競爭力的

重要教育工程，面對新世代學生問題，根據 Roffey（2015）研究表示為幫助學校

及學生，學校變革採取生態和樂觀的觀點，建立良好實踐的團隊，對於學生福祉

的增進有顯著影響。 

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英國大約每 10 個 5 至 16 歲的學生，就有一個被診

斷心理健康困難（Green, McGinnity, Meltzer, Ford & Goodman, 2004）。我國近年

來的父母高離婚率，造成兒童心理適應及學習等問題，2021 年親子天下兒少心

理安全感調查結果顯示：近半數兒童缺少自信、害怕失敗、自我評價及耐挫力低、

網路問題和情緒困擾增加等問題，另兒福聯盟分析 2021 年少年專線 1,673 通青

少年來電，其中 25.9%有緊張、易怒、憂鬱、焦慮等情緒困擾，以及 9.9%有精

神、心理疾病比率明顯增加，青少年因課業、被同學排擠、人際等問題未被理解，

導致心理問題不斷惡化（親子天下雜誌，2021；聯合新聞網，2022）。 

在學校中，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教育作為來幫助學生，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

人」，仍是教育的重要目標與價值，透過與學生重要他人的攜手合作，包括學生

的家人、鄰居、朋友以學校中的師長等，特別是學校領導人，更是影響老師、學

生和學校的關鍵人物，希冀透過本文探討，提供學校領導人、師長及教育工作者

促進學生福祉的途徑與建議。 

二、學校學生的福祉 

西方心理學家認為「福祉」（well-being）指幸福感、美德、幸福指數、對政

府的信任和個人生活滿意度等（Roffey, 2015），我國國語辭典簡編本釋意為「幸

福、福利」（國家教育研究院，2021）。「幸福」則包含能力、參與度、意義、樂

觀、積極、復原力、自尊和活力等特徵（Huppert & So, 2011）。 

研究提出增進學校學生福祉，可以提升學生精神健康和復原力、促進親社會

行為、學生參與學習和提高學術成果，不僅利於個人，也利於其所在的社區

（Roffe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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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個人認為學校學生的福祉主要係以「確保教育環境能促進學生良好的

身、心健康」為核心，包括學生的最佳發展、最佳和長期的利益、學得更好、提

升學習動機、提高應變能力和復原力等。 

三、促進學校學生福祉的可行途徑 

學生幸福感是指過上幸福和充實的生活所需的心理、認知、物質、社會和身

體功能和能力（OECD, 2017），鑑於前述學生家庭、課業、情緒、人際及心理等

問題日趨嚴重，個人認為對於促進學校學生福祉，需從支持學生全人發展的基礎

學習、環境與輔導層面，進而促進潛能開發，適性揚才的積極心理層面著手，成

為增進學校和學生福祉的貴人，本文提出在校園中，營造促進學生良好心智健康

的教育環境，益於學生身體、心智、能力學習與發展福祉的可行途徑如下。 

(一) 提供讓學生成功學習經驗的課程與教學 

成功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學生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學校教育人員健全課程規

劃、適性有效教學和多元社團活動，可以提供學生全人發展成功的學習經驗，故

學校工作的核心是讓所有學生都投入參與學習，提高學術成果、增加親社會行為

和擁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彈性。 

新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學習，強調每個學生都能在生活中經驗知識、技能

及情意（情感）三方面的學習與成長，透過公開授課、教師專業發展等政策，實

踐學校的公共使命及責任在於「不放棄任何人，保障每個孩子的學習權利，提高

其學習品質，並透過同時追求品質與平等，為形塑民主主義的社會做準備。」（黃

郁倫譯，2013）將教育的重點重新聚焦在支持學生學得更好上，讓學生重拾對學

習的興趣與自信。 

(二) 營造促進身心健康的友善美感校園 

人類學上「文化」的意義是「一種共享的生活方式」。學校文化是成長事物

的媒介，是學生的思想、學校的組織方式、教學內容、規範類型及在成人和學生

間培養的關係和經歷，不斷形塑影響著學生（Eisner, 2002）。 

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中，環境影響個人生活，特別是在青春期，大腦的結構因

突觸不斷修剪，影響青少年可能思考不熟練，經常因情緒衝動作決定。許多研究

證明，「環境影響個人」，整個學校的做法對學生的福祉不僅加強心理健康和韌性，

也促進親社會行為、學生參與和學術學習。為培養學生健康的身體與心智健全成

長，友善校園則扮演關鍵的決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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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中，規劃學生能參與學校制定有關學生行為的決定，藉由推動健康促

進的課程與活動、形成友善的學校制度與文化、建置永續、美感、智慧、友善的

校園環境、防止弱勢群體問題的擴展、拔尖扶弱的積極性適性教育方案等，以促

進學生身心靈的健全發展。 

1. 推動正向教育 

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發現人具有遺傳傾向，但環境決定「基因表現」的程度

（Roffey, 2015）。因此，在校園中實施正向教育，藉由社會心理因素的正向「介

入」，帶給全體教師和學生正面的真實聲音，透過耳濡目染以形塑學生的正向人

格，培養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涵育自信快樂、發揮活力、活出意義的幸福學子。 

2. 重視藝術美感的安全環境營造 

教育是學習建構自己的經驗、學習如何創造自己的歷程，通過師生參與學校

美感藝術的視角、感受新事物、運用其想像力思維方式的經驗，進行自我重建，

營造美感永續的安全校園，從教育角度看這個轉型重建的過程，需要提供學生參

與校園生活環境營造中「機會、榜樣和鼓勵」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學會看到構

成視野的特質 （Eisner, 2002），進而厚植創新進步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成就

每個學子經營美的人生。 

(三) 整合教育資源，與時俱進，健全學生輔導體制與網絡 

校園中，有許多學生都在努力學習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為了促進其

積極情感，感覺平靜、聽到支持的聲音，提高學生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Roffey, 2015），尚須提升學校輔導工作效能，以支持並促進學生的身心發展。 

1. 採取生態和樂觀的觀點，健全教育輔導團隊與協作 

「教育即生活」，學生的學習成長主要在生活中進行，從生態觀點建構安全

輔導網絡，整合各界資源，重視學校輔導工作與學生個人、家庭、學校及社區，

支持各項教育輔導方案推動，連結教育、醫療、社政、警政及教育心理學家、專

業輔導人力進行跨域合作，在校園中，透過校安、兒少保護、護生安全網、三級

輔導、特教資源等網絡，提升校際策略結盟與輔導專業交流，作為學校引導和支

持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的堅強後盾。 

2. 全面積極的介入，促進學生人際關係和復原力 

復原力是指提升學生面對困境、挫折與挑戰時，成長恢復的能力，包括：對

事情抱著希望的積極人生態度、幽默感、想要和外界接觸連結的親社會行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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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順利也不放棄的堅持、自信和自尊、意願和談論問題的能力、適當的性別定

義、積極主動解決問題的智慧等，在校園中提高學生復原力的三大策略為「有人

關心、高期望和歸屬感」。 

(1) 有人關心 

最強的復原力因素是「在生活中，至少有一個人認為你是特殊的並關心

你」包括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其中以「老師」，經常發

揮重要他人的角色，特別是能以尊重的關係模式，致力於尋求學生的優勢能

力。 

(2) 高期望  

除了有好的師生關係品質，關鍵是老師要有不放棄學生的決心。同時，

學校需要高度傳達年輕人可以實現期望，而且會幫助和支持學生實現自己潛

力的訊息（Hattie, 2009；Sarra, 2014），傳達學校對學生的期望和關注，可以

指引學生努力的方向和動力。 

(3) 歸屬感 

個人被所屬的社會群體接受，是一個基本的心理需要。2004 年 Catalano
認為與學校連結，首先是情感的支持，其次是承諾讓學生認為自己做得很好。 

當學校師長相信、關心學生及其學習時，學生感到和學校連結而產生歸

屬感時，將更容易成功。 

3. 支持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校師生福祉 

(1) 引進專業資源，建立教師支持系統 

教師福祉與學生的福祉及學習成果至關重要，教師需要學校領導者關

心、支持老師成為鼓舞人心、積極正向的教育者，才能具備反應學生、社會

和情感需求的能力（Roffey, 2015）。 

學校可以透過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心理師、諮商師及社工提供正向教師

增能課程，支持協助教師專業對話、分享與交流，減少工作壓力，進而提升

教師幸福感及輔導專業知能。 

(2) 跨域協作，促進學校學生福祉 

在成就學生福祉上，經由輔導網絡、教育心理學家等和各層級對話、協

力，並提供在職培訓支持教師精進輔導知能，透過跨域專業協作平台與網絡

的建立、新進研究成果的有效策略運用，發揮事半功倍的輔導成效，以提升

促進學生正面情緒的學習效益和建置協作機制與環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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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在目前「知識經濟」的潮流中，許多教育政策遇到學生「成績」即讓家長與

學校陷入搖擺與混亂，本文以促進學生福祉為學校教育工作之核心，具體從學校

課程教學、校園環境、輔導工作及教育心理學的經驗與專業角度分析探討，提出

三項具體增進學生福祉的途徑，希望作為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提升學生福祉，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之參考，並提醒學校教育人員除了厚植學生學力，同時需多關注

提升學生的幸福感，積極與家長、社政、社區、心理諮商師、醫師等跨領域合作，

發揮提升學校與學生福祉的主動積極角色與功能，共同促進學生學習與成長，達

成學校重要的教育目標。 

「孩子的品格、態度、價值觀、情緒習慣、人際溝通、主動學習、好奇試探

和思考求證等原形，都從身教典範中習得」包括師長、所接觸的保姆、家人、同

學和夥伴等都是提供學生身教的教材（鄭石岩，2007）。有快樂的老師才能教出

快樂的學生，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體貼、關懷，而且願意為學生的生

命全心奉獻的老師（引自劉小青譯，2001），可見教師積極投入教育工作，是提

升學生福祉的不二法門。本文對於教育工作人員的期待提出二點建議及省思： 

1. 鼓勵學校教育工作人員成為學生生命中的貴人 

高期望與人性的關懷，支持學生向上向善。體貼學生真正的需求，從鼓勵肯

定教師、教育人員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開始，進而利己、利人、利社會的加成

價值，彰顯教師的崇高教育價值。 

2. 發揮學校領導者的影響力，以提升學生福祉 

學校領導人能以學校和學生福祉為前提，整合學校資源，充實人力及社會資

本，支持嘉惠學生的教學、政策和實踐方案，提升師生身心健康發展、心智成熟、

學習成就和專業發展，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與成效，促進學生福祉。 

「在學生的需要上看見我們的責任、不放棄任何學生、帶起每個學生，共學

共好」等經典教育名言，提醒我們身教、言教、境教、制教對促進學生福祉的重

要性；學校領導者更需自我期許，攜手學校教育團隊，提供適性揚才的優質教育，

營造安全友善美感智慧的校園環境、形塑溫馨正向的校園文化，成為創造學校學

生福祉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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