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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的拒學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學齡期兒童或青少年的拒學

現象往往是個複雜的問題，此問題通常包括了許多外顯性或內隱性的行為困擾 

（張雯婷等人，2009）。研究者於實務現場中發現國中資源班特殊生的拒學問題

日益嚴重，不僅是特定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也包含各種障礙類別，拒學的背景因

素和行為特徵也非常多樣且複雜。因此對家長、學校人員及其他專業團隊人員來

說都是相當棘手的議題。 

正向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BS）是一種提升個體生活品質以

及減少問題行為的方案或策略，現已成為國內外處理身心障礙學生情緒行為問題

的主要趨勢（陳佩玉、蔡淑妃，2017）。正向行為支持所使用的策略不僅可以改

善個案的行為問題，最重要的是教導學生發展正向且適合自己與社會互動的行為

模式。然而目前臺灣在正向行為支持對於拒學問題的研究較為缺乏，故本研究欲

探討正向行為支持介入對於國中資源班特殊生拒學問題的現況困境與未來展望。 

二、拒學特徵與學校常見的介入模式 

關於「拒學」的定義，最早提出者為 Berg（1969），他主要描述對上學這件

事感覺到痛苦，且伴隨著嚴重情緒不安，例如：對上學出現憤怒、恐懼、緊張焦

慮，或各種身體症狀等（王麗斐等人，2020）。拒學在早期被分成懼學（school 

phobia）和逃學（truancy）兩種類型，前者是因不同的身心狀況與環境因素，而

導致個案無法就學；後者則是無法遵守一般上課的模式、且親屬可能也不知情個

案未到校上課（林孟臻等人，2022）。後來，Kearney 與 Silverman 建議以「拒學」

（school refusal）來定義為「任何拒絕上學或是上學之後無法順利完成整日課堂

的情況」，其中包含懼學、逃學或其他不明因素導致的焦慮型抗拒上學等狀況 

（Kearney, 2001）。有許多造成拒學問題的原因，如憂鬱、焦慮、自我要求、疲

倦、自傷與身體抱怨等內在認知與情緒問題，也包含如不遵守指令、攻擊、固著、

暴躁等外在行為問題。此外，拒學除了會受到學生個人的特質、及適應能力影響

外，也受到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因素影響（王麗斐等人，2020）。 

對拒學問題的應對，各校做法不盡相同，部分教師致力於輔導學生返校學習，

有些則於輔導無果後只能鼓勵自學或休學，各種處遇方法多與原學校系統慣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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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輟方法與資源運用策略有關（王麗斐、洪美鈴、陳秀蓉，2021）。是否能順

利處理學生拒學行為，以何種策略介入？需要哪些相關資源?皆是可以深入探討

的重要議題。有研究證實「認知行為治療」是運用在焦慮症青少年身上最有效的

方式（王麗斐等人，2020）。而其他常見的介入方式也有家庭治療、遊戲治療、

藥物治療等。近年相關研究也發現，較有效的拒學處理策略，不僅需考量拒學學

生的學校適應、家庭關係，甚至是社經地位、社會文化等生態因子，而且治療的

方法也需重視家庭和學校等相關情境因素（Knollman et al., 2010）。因拒學的影響

因子十分多樣且複雜，以生態的觀點來進行探討和評估拒學的風險與特徵因素是

十分重要的。正向行為支持也強調針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前事處理與先兆控制策

略、行為教導策略、後果處理策略介入等，若能與學校輔導機制相結合，以不同

面向進行介入，期待有不同的處遇成效。 

三、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介入模式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介入強調應以人為中心，並主張個體的行為問題可能是

想要傳達一些訊息，且期待有人可以解讀該行為背後的可能原因。所以我們的處

理原則應適當的運用個別化、正常化、尊重、預防和教育等方式，有系統的協助

改善其行為（黃麗娟、林月仙，2016）。正向行為支持所使用的策略除了可以改

善個案的行為問題，最重要的是教導學生發展正向且適合自己與社會互動的行為

模式。該策略將焦點放在教導學生正向的社會性行為，且強調前事控制及安排行

為後果的處遇，可讓學生學習自我管理也能考量到個體的尊嚴與整體的幸福感，

當其表現正向行為時適時給予增強、鼓勵與讚美，綜合這些方法、策略的運用，

對於改善學生的行為問題較為有效（陳佩玉、蔡淑妃，2017；Bambara, 2005）。 

我國 2020 年修訂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中規定，應為具情緒與行為問

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劃中。處遇過

程強調以團隊合作的模式來執行相關策略，用以因應個案不同的需求（張雯婷等

人，2009）。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並非僅以特殊教育教師為實施人員，更有賴全校

建立一個有效的支持網絡（邱憶茹，2019）。學生行為問題的介入與輔導，需要

學校老師、家長、或學生重要他人、特教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

的共同努力才行（戴官宇、李永昌，2016）。為以預防的概念為出發點，正向行

為方案的介入可透過三級層次達到有效預防問題行為的發生：(1)初級預防，為全

校學生提供支持，如班級經營、親師溝通等；(2)次級預防，為有情緒困擾但不嚴

重的學生提供支持，如學校輔導、學校危機處理等；(3)三級處遇，為有嚴重情緒

行為問題學生提供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筆者參考楊坤堂（2008）文獻資料，關於

正向行為支持對於拒學行為的介入方案，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大部分： 

1. 行為功能的評估：可透過相關人員訪談、學校輔導紀錄、觀察記錄表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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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個案的生態環境、認知能力及行為功能的目的等，用以評估個案出現拒

學行為的原因，並設定欲介入之目標行為。 

2. 策略的介入：針對目標行為選擇不同策略的介入，如：前事處理與先兆控制

策略、行為教導策略、或後果處理策略介入等。 

3. 執行成效評估與改進：定期召開個案會議，透過有效且完整的支持網路，結

合各方專業的策略與建議，期待能從更廣泛的面向去探討個案的拒學行為，

進而改善學生的拒學行為問題。 

四、正向行為支持介入國中資源班特殊生拒學行為之困境 

近年來，國中階段特殊生的拒學問題日益嚴重，筆者於實務現場中更發現越

來越多導師或輔導老師傾向為有拒學問題的學生申請鑑定，以期待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協助改善拒學的問題。特殊生的拒學情形與目的皆不盡相同，不管是學務、

輔導或是特教的介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行為功能的分析。如何找出學生拒學的

特性與原因，以及如何幫助學生提升對學校生活的興趣、改善人際關係、減緩師

生互動壓力等，以達到學生重返學校的結果，這是對拒學學生的重要介入目的 

（王麗斐、洪美鈴、陳秀蓉，2021）。近年以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特殊生拒學

問題的相關文獻研究是以自閉症為個案研究，就其研究結果得知，正向行為支持

的介入確實能在某些程度上改善自閉症類學生拒學問題，但應不只侷限在單一障

礙類別（張雯婷、曾瑞蓉、黃雅君、蘇祐萩，2009）。以下是特教教師以正向行

為支持介入國中特殊生拒學問題時可能遭遇的困境： 

1. 混亂的生態支持系統：學生的拒學問題往往與學校、家庭、社會文化等息息

相關，這些問題發生在有些高風險、低社經、或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特殊生

家庭上尤為明顯，因此在處理特殊生拒學問題時，通常會尋求各體系的支援，

如：家庭、學校輔導、特教資源、醫療、社政單位等，但各體系若各自運作

且缺乏合作，容易造成學生、家長的混亂，難有一致性的處理策略。 

2. 多元的外在誘因：學生拒學的原因十分多樣，也不乏有許多網路成癮、校外

交友複雜、逃避課業等因素。特殊生因其學習上的困難與學校適應問題，可

能對於學校學習上無法獲得足夠的滿足與成就感，所以多元的外部誘因就容

易導致學生無心就學，若學生家庭功能較薄弱，無法有效控制這些外在誘因，

則難以有效介入。 

3. 學生特質與師生關係：國中階段的課業壓力遠高於國小，國中資源班特殊生

本就有較顯著的學習困難，因此更容易產生習得無助感，若學校教師無法給

予彈性的調整處遇，學生易產生逃避或放棄的想法，該情況長期累積，學生

易對學校及教師產生不信任、焦慮不安、或是厭惡，進而出現拒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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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錯過最佳介入時機：學生的拒學問題大多是人際、學業、師生關係、家庭等

因素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王麗斐、洪美鈴、陳秀蓉，2021）。而在實務現場

中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介入，往往是學生出現拒學問題並經鑑定為特殊生時，

特教教師的介入其實很多已經為時已晚，且難以有效介入處理。 

五、結語 

綜合以上論述，以正向行為支持方案處理身心障礙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為我

國主要趨勢，關於本文所探討的國中階段特殊生的拒學處遇問題，筆者於教學現

場中發現，雖然執行時會遇到許多困境，也曾過許多失敗的例子，但在團隊合作

的執行過程中給予學生、家長、教師的支持仍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些資源會在

未來某個階段發揮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未來處理特殊生拒學問題時可提供的一些

建議： 

1. 以生態觀點介入：學生的拒學問題往往與學校、家庭、社會文化等息息相關，

想要改善拒學問題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與協助，無法只依賴某一方面的努力

就能改善，所以以學生生態觀點來納入學生的家庭、學校、人際關係等是十

分重要的介入策略。 

2. 一致的階段性目標：面對學生拒學問題的處理，許多教師常常想要一步到位，

期待學生可以馬上進班學習、補齊所有課業及考試、且無任何其他行為問題，

但拒學問題的產生常常是各方面長期交互累積的結果，所以對於此問題的處

理建議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介入，並且共同討論一致的階段性目標，切勿各自

為政。 

3. 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的介入：以預防的概念為出發點，敏銳的察覺學生的情

緒行為問題，即早的介入才能有效的預防拒學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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