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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109 年統計（教育部，2021），
暴力與偏差行為逐年上升，以一般鬥毆事件 1,751 件（12.80%）最高。管教衝突

事件，以國小通報最多。管教衝突事件之前三高為，師長與學生衝突事件 470 件

（24.47%）最多；其次為其他教師不當管教學生事件 465 件（24.21%）；其它有

關管教衝突事件 421 件（21.92%）。 

校園發生學生暴力行為、師生衝突等新聞事件，時有所聞、怵目驚心。例如：

臺中國小四年級男童，誤以為同班同學說他上課傳情書，情緒失控踢傷對方（游

振昇，2021）；臺南小四男童，老師眼中的「小霸王」，一年轉學 6 次，從同學打

到老師，又疑似打警衛（王捷、劉婉君，2021）；臺南疑患亞斯伯格症的國小男

童，情緒不穩大聲吼叫、推倒課桌椅、丟物品，與老師發生爭執，父母指控老師

強制拉扯兒子，導致身體多處受傷，控告老師涉傷害罪（王俊忠，2018）；高雄

某國小老師，課堂上制止小六男童講話，男童不聽勸，還頂撞老師，老師把男童

打倒在地（黃佳琳、陳祐誠，2015）……。 

又吳耀明（2004）歸納優良教師覺得棘手的班級經營問題有：學生偏差行為、

師生間戰爭、班級秩序不佳、學習效果不佳、教師工作繁重、缺乏溝通與輔導技

巧等。陳勇祥（2010）指出班級經營問題為：上課講話做事散漫、外顯問題重複

犯錯、學習落後動機薄弱、情緒困擾、身心症等精神問題。張民杰（2018）指出

教師難以處理的問題是：反抗教師、偷竊、自我傷害、身障學生問題、打架鬥毆

等。綜整十幾年來，老師班級經營共同的難處之一是干擾團體紀律的行為問題，

需尋求校內外支持系統協助處理。 

基於預防重於治療，筆者認為解決小學班級經營之紀律問題，可以運用全校

性正向行為介入與支持（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PBIS）系統，藉由早期介入與支持系統，預防學生行為問題之出現與

擴大，以促進身心健康與學習成效。本文先探討 PBIS 與班級經營、再列舉 PBIS
在小學班級經營運用的實例，最後提出相關建議。期盼有助於學校行政和教師了

解和應用正向行為介入與支持系統於教學現場，更有效的處理班級經營之學生行

為問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3%85%E6%9B%B8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Tg=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Tg=
http://ericdata.com/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33918&type=AC&show_name=%e9%99%b3%e5%8b%87%e7%a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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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BIS 與班級經營 

Robert 和 George（2015）指出全美已超過 21,000 所學校實施 PBIS，PBIS 以

人為中心，也基於行為理論，以持續研究的評估、介入，以數據資料為基礎的決

策，創造支持的環境，建立社會性和功能性的能力，預防問題行為發生。 

(一) 班級經營的觀點 

    Doyle（1986）認為班級經營是教師解決班級秩序問題，所採取的行動和策

略。Jones & Jones（1995）主張教師要瞭解學生的基本心理需求、藉有效的教室

規則與程序，發展學生正面行為、營造良好的師生關係、建立正向的親師及同儕

關係、提升學習動機、激勵學習興趣等班級經營策略。 

    班級經營的觀點和目的不同，因教師採取不同的教育和哲學取向。最常見兩

大取向是教師中心和學生中心。教師中心取向，認為班級經營和紀律是同義詞，

視有效班級經營是控制學生行為的過程；學生中心取向，視班級經營是學生為生

活做準備的方式，有效的班級經營是在班級中創造正向的社會和情感氛圍的過

程。Hardin（2012）提出班級經營的三個觀點（方德隆譯，2014），如表 1。 

    PBIS 係屬班級經營即教學，以學生中心取向，目的在於建立雙向溝通協調

的習慣，以全校性計畫教導解決衝突的策略。 

表 1 班級經營的三個觀點 
 概念 學說或取向 

班級經營即

紀律 

■ 教師有責任維持班級控制 

■ 紀律先於教學 

■ 對於不當行為應予以處置 

■ 班級經營的行為取向 

■ 果斷紀律 

■ 正向班級紀律 

■ 邏輯後果 

班級經營即

系統 

■ 班級經營是有系統的 

■ 經營和教學是交織而成的 

■ 著重於建立學習社群 

■ 計畫是必要的 

■ 尊嚴紀律 

■ 班級組織與經營方案 

■ 建立社群 

■ 無壓力的紀律：懲罰和獎勵 

班級經營即

教學 

■ 注重教導適應社會的技能 

■ 目的在於建立協調的習慣 

■ 全校性計畫教導解決衝突 

■ 與同儕調解的技能 

■ 幫助學生做合乎倫理的判斷和決定 

■ 內在紀律 

■ 正向行為支持 

■ 解決衝突與同儕調解 

■ 法律和紀律 

資料來源：方德隆（譯）（2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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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BIS 之多層級預防模式（Multi-tiered prevention model） 

    Robert 和 George（2015）整合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系統之多層級預防模式，

包括第一級、第二級以及第三級預防（primary, secondary, & tertiary prevention），
如圖 2。對於有風險之虞學生，除初級預防外，更需運用適當策略進行二級預防，

可由普通教師、特教教師、輔導老師和學校行政系統合作，執行行為教育方案。 

   
第一級：初級預防 

全體學生 

第二級：次級預防 

5%-15%有風險之虞特定群體 

第三級：三級預防 

1%-5%需要特殊個別化協助學生 

圖 2 多層級預防模式 

資料來源：Robert H. Horner & George Sugai. (2015：82) 

(三) 次級預防策略 

    當學生持續出現問題行為，教師轉介給全校性團隊進行介入。通常介入措施

旨在教導學生在班級或同儕關係中達到成功所需的利社會技巧，特別是教導功能

性的替代行為（functional replacement behaviors）。重點是，教導學生自我監控

行為的技能（方德隆譯，2014）。 

1. 思考時間（Thinking Time） 

    Nelson、Martella 和 Galand（1998）認為在教室的角落放置桌椅，當學生出

現不當行為時，讓學生坐下思考，說出自己的不當行為，接著做出替代的良好行

為，並記載在行為契約（引自李鴻源，2014）。 

2. 良好行為遊戲（The Good Behavior Game, GBG） 

透過團隊形式，以改善行為的學校介入計劃，例如：小團輔、班級輔導等，

提供獎勵學生的良好行為。許多研究曾顯示，對學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然近來

Ashworth、Humphrey 和 Hennessey（2020）研究，良好行為遊戲並不能改善學生

行為，提醒使用其可能的限制。 

3. 打卡（Check-In, Check-Out, CICO） 

Hawken 和 Horner（2003）提出個案到校，先向檢核者 check-in，確認「檢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9345747.2019.168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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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表」之目標行為；放學前再與檢核者 check-out，檢視目標達成情形，並將檢

核表帶回家長檢核和回饋，著重在鼓勵與增強目標行為的達成。 

4. 行為契約（Contingency Contracting） 

    透過訂定行為契約促進學生正向行為，或減少不當行為的學習策略。建議選

擇「單一行為」為目標行為，由師生討論，是學生可達成的希望目標。行為契約

包含：要達成的目標和標準、達成或未達成的結果回饋、執行日期起訖、以「正

向語言」具體描述（鈕文英，2010）。 

(四) 評論 

自 1980 年起，有學者以正向思考看待行為問題，認為行為問題的發生，應

有其目的或用意（林惠芬，2008），為減少班級經營之學生問題行為，最好的方

法就是預防。Sugai 等人（2010）指出 PBIS 是增進社會文化、教育環境和在學

校所有學生的個別行為，最有效的介入方式。 

然 PBIS 實施常面臨時間不足的問題，例如：改善學生行為問題須長期持續

追蹤、系統合作常須定期和臨時開會商議。同時仰賴全校老師共同增能，並使用

一致的應用原則，此深受教師信念與風格影響。又校園教師之價值觀互異多元，

仍需反思與調整教育價值，共謀合作之道，尚待努力！ 

三、PBIS 在小學班級經營運用的實例 

筆者擔任輔導主任近 2 年，輔導室主責二級預防，運用 PBIS 系統合作，協

助教師解決班級經營維持紀律的困擾，正向面對與處理學生持續性行為困擾，學

生行為改善有顯著的立即成效及維持成效。僅列舉實例，說明個案概況、實施成

效與策略運用。 

(一) 個案概況 

    運用 PBIS 系統合作近一年的個案 A，三年級學生，一般生。導師表示該生

資質不錯，記憶力佳，受情緒困擾與行為問題影響，導致學習成就與能力有落差；

容易與同儕爆發激烈衝突，例如：大聲咆哮、丟擲物品、掃落桌面物品、追打同

學等。憤怒情緒常延宕，需要冷靜的時間長。事後，無法詳述事發經過，然願意

誠懇道歉。親師生關注其情緒容易失控暴衝，衝動行為具攻擊性與傷害性。 

    個案 B 系統合作近兩年，五年級學生，接受特教服務的自閉症學生。中年

級導師表示該生三年級時，上課時常離開座位，甚至離開教室遊蕩；無法完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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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事件因果，時間錯置；情緒不穩，受挫容忍度低，追咬同學，甚至打傷勸架的

老師。四年級開始透過 PBIS 系統合作，暴衝攻擊行為獲得改善。到五年級，導

師表示該生情緒衝動時願意冷靜，目前尚未出現動手打人。 

    個案 C 系統合作近一年，二年級學生，接受部分特教服務的疑似生。導師

表示該生上課時，常離開座位、上課吵鬧、干擾上課秩序；口語表達能力佳，具

獨特創意；對某些老師，出現對立反抗言行，口出惡言頂撞老師；對於他人觸碰

其身體或物品，反應激烈，甚至動手打人。任課教師關注其上課脫序，攻擊他人。 

(二) 策略運用 

1. 規劃階段 

    透過行為觀察、訪談蒐集資料，輔導老師與個案商議，訂定期望的目標行為，

教導替代行為。訂定行為契約、設計檢核表、選擇檢核者或自我檢核、選定增強

物。提供選擇與控制的探索環境，例如：教室內設置冷靜區，提供思考和自我監

控機會；輔導室設置遊戲室，透過遊戲，增進人際互動；輔導室的走廊有紓壓區、

塗鴉區，學生有機會自由的紓壓與表達等。 

2. 執行階段 

    參與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之人際或情緒課程。個案到校 CHECK-IN，與檢

核者確認行為契約的挑戰目標和替代行為，放學前 CHECK OUT，檢核者視完成

情形給予正向回饋，以增強目標行為達成。對於未能達成的部分，師生共同探討

遇到的困難和可能的解決方法，適時調整挑戰目標和教導替代行為。個案每日將

檢核表，拿回家請家長檢核和回饋，隔日再帶回學校進行循環檢核。 

3. 持續追蹤 

    教師們檢視檢核表紀錄，定期或隨機對問題商議，同時與個案討論，修正行

為契約和檢核表之目標行為、替代行為、問題解決、增強物、流程等。 

(三) 運用成效 

1. 立即成效：上課干擾紀律行為問題，出現頻率與強度很快降低。個案情緒起

伏較小、憤怒情緒延宕時間縮短，且自我覺察與自我監控能力提升。 

2. 維持成效：系統合作愈來愈有默契，個案隨著替代行為自動化、自我監控能

力提升及成功經驗累積，成效較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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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的桌上貼孩子喜歡的花、

蝴蝶和蜻蜓，協助提醒目標行

為之達成。 

設置塗鴉區、紓壓區，提供學

生自主的與人互動、自由表達

或舒壓。 

輔導室的遊戲室，下課時，和

不同年級、班級同學，自訂規

則玩遊戲。 

  

 

低年級孩子檢核表，命名為成

功日記，自己檢核，目標行為

達成情形，開心的主動到輔導

室貼貼紙。 

和孩子討論訂定目標行為，檢

核者與孩子討論問題和解決方

法、替代行為、修改目標等歷

程。 

中年級學生檢核表，明示期待

的目標行為，和孩子討論行動

策略，促進自我覺察、行為監

控與管理。 

圖 3 次級預防實例 

資料來源：筆者紀錄與整理 

四、PBIS 在班級經營運用之建議 

(一) 對學校的建議 

1. 整全生態系統 

    學校宜建立全人發展的教育核心價值，建構安全、尊重多元和正向支持的友

善校園環境，改善學生週遭的生態系統（環境），如家庭關係、師生關係、人際

關係等處理都視為介入的部份，藉由改善生態系統來協助學生，尊重學生尊嚴，

建立其成就感、歸屬感和安全感，並讓學生有良好的回饋，促進正向循環。 

2. 落實系統合作 

    學校訂定具體明確的期待目標，老師據以訂定班級學生行為目標。行政積極

的支持和支援教師，除了整合資源，也要增加教師的正向信念與專業知能。學校

行政與教師間透過有效溝通，對待孩子的價值與步調一致，一起處理學生問題。

根據孩子言行等數據資料，擬定行動方案，用科學、正向、預防、系統的方式，

改善學生行為問題，提升系統合作效能與結果，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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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BIS 中的系統作用 
資料來源：Robert H. Horner & George Sugai. (2015：83) 

(二) 對老師的建議 

1. 運用預防系統 

行為問題的處理是班級經營的核心課題，如果能將學生的行為問題處理好，

教師將有更充分的時間與精力進行教學，學生亦能專注學習（林惠芬，2008），

因此建議採取 PBIS 之三級預防。初級預防，教師使用正向管教之班規和班級經

營策略，對全體學生進行正向積極的教學。次級預防，倘若學生持續出現行為問

題，為預防問題行為惡化，及時與學校行政合作，協助有風險之虞學生解決問題，

期待建立良善行為，遵守團體規範。三級預防，則導入專業團隊，經功能性行為

評估（functional behavioral assessment），執行個別化的正向行為支持計畫。 

2. 營造班級氣氛溫暖與師生關係和諧 

教師妥善安排教室物質環境，透過同儕合作以提升學生向心力，善用獎勵制

度鼓勵學生表現正向行為，每個學生得到適性、人性化的待遇；教室物質環境妥

善安排，營造溫暖接納和包容的班級氣氛；發展真誠的師生關係，教師習於聆聽，

促進和諧的雙向溝通，學生感受被尊重，也就比較願意尊重他人，與他人良性互

動，展現正向行為；教師宜敏覺學生之文化背景，反思自己的經驗和偏見，可能

影響與學生互動，每個學生都希望被照顧和關注，與老師有正向的連結。 

3. 強化正向行為 

    與課程連結，長時間持續的運用 PBIS 在班級經營。教師提供學生學習與訓

練機會，以簡單易懂的圖文，明示預期的行為，分解說明和多練習替代的良好行

為，正增強正向行為；教師提供學生選擇與控制的機會，老師以身作則提供楷模

學習；學生行為的適切性是學習機會，教師不僅將焦點放在行為結果回應，更要

探究行為原因、行為前事件和預防策略；教導有效處理策略，同時關注學生情意、

自尊自信及人際關係建立…等。另可以思考結合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教導學生習得生活技巧，有效管理情緒的知識、技巧與態度。 

結果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7），頁 179-187 

 

自由評論 

 

第 186 頁 

五、結語 

本文探究全校性正向行為介入與支持在班級經營之運用，在次級預防上改善

有風險之虞學生行為問題。透過個別介入服務之個案實例，顯示對不同年級學

生，改善其問題行為，有立即及維持成效。PBIS 三級預防策略，根據數據資料

擬定行動方案，同時以人為本，考量學生特質、需求與文化背景。這與教師信念、

系統合作之有效溝通和凝聚共識息息相關。期盼更多教育工作者實踐，累積更多

經驗，藉由彼此經驗分享，增進班級經營的專業素養，精進解決班級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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