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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向的時代，如何正向管教？－正向管教之省思 
許加欣 

嘉義市東區精忠國小專任教師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重視人權、意識權和自由權的時代，「正向管教」是一個備受關心的議題，

身而為人，甚少出現個體或群體是甘於處在被莫名打壓或埋沒的局勢中，然而「正

向管教」用說的容易、卻落實的難。根據 BBC 記者珍妮·麥肯錫（2023）的報導，

韓國發生了年僅 23 歲的國小教師於教室儲藏室輕生的事件，這也讓長期處於害

怕輕易被冠上「虐待兒童」標籤的數萬名韓國教師走上街頭，分享被霸道的學生

家長和不守規矩的孩子欺負的經歷。在教育現場中，家長對於教師的不滿往往有

跡可循，秉著客觀的事實而論，教師有時候做出的決策或處理方式並非最完善，

但是當「正向管教」被當作一個怪罪教師管教方式不合自身管教標準之枷鎖，正

向的環境就更難以在教育現場實現了。 

二、正向管教的意涵與相關措施 

正向管教的出現帶來一波新的意識崛起，許多人們開始關心自身或未成年孩

童的權益，以社會民主與自由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實屬一大進步，但凡事都有一

體兩面，眼下竟也免不了逐漸出現部分的矯枉過正的情形。因此，下列將敘述正

向管教之意涵，並探討教師可在教學現場所依循的正向管教之原則。 

(一) 正向管教的意涵 

根據兒童少年權益網（2023）所展示的相關內容，可知兒童權利的背景脈絡

與最初的正向管教概念被提出時，社會處於傳統的成人權威之下，認為尚未成年

的孩童因為在生活或學習方面缺乏成熟的能力，故需要有成年人的指導和管教。

早期在學校內教職人員常用的管教方式，除了口頭提醒和訂定規則條款，另一常

見的則為「體罰」。然而，體罰並非只出現在學校，家庭內的肢體管教也常常落

在體罰的範圍之中，嚴重的甚至演變為家庭暴力。關於這個部分，兒童少年權益

網（2023）提到在聯合國發佈的第 13 號一般性意見中，內容明確表示兒童免遭

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權利，所謂暴力意指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淩辱，忽

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在兒童的權利受到正視並崛起後，正向管教（positive discipline）成為新時代

教育下的理念和指標。正向管教廣義而言，指的是成人以尊重且和善的態度為前

提之下，培養孩童良善的品格並協助其發展健全的情緒智能以及重要的生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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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初的概念是學者提倡家長落實在家庭教育內的教育理念，後來隨著時間逐

漸推及至學校與教師的班級經營中實施（盧玉燕，2016）。 

(二) 正向管教的相關措施 

依據教育部（2022）所訂定與修正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適當的正向管教措施共有八種範例措施和例示，然而念及每位教師、

學生，以及教學的環境脈絡不盡相同，筆者參考張德聰等人（2016）所編之《輔

導原理與實務》中提出的諮商特性、技術和模式與教育部正向管教措施表格之內

容進行對照與分析後，整理出教師在教學現場所能運用的正向管教措施，主要可

以有以下六個原則去依循並實施： 

1. 同理心：同理心是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體會對方心境的心理歷程（張

春興，2007）。無論行為的是非對錯，同理心能緩和過度與不必要的防備心，

因此教師在與學生談話之初，建議先以此技巧讓學生覺得被了解後，再給予

指正、建議。 

2. 引導：引導並非強迫，但必須清楚指明可實施且須遵循的方向，例如教師告

訴學生不能做的某種行為，除了須清楚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也要

提供具體的良好行為供學生執行，並引導學生逐步實現，且要具體說明或引

導孩子做這良好行為的原因。 

3. 增強：增強可泛指學習歷程中強化或影響某特定反應建立的措施條件，強調

行為的改變，可以是自然發生或在教室中由教師安排（江明曄，1997）。當學

生表現出正確的行為，或當他沒有或不再做出不能做的行為時，要儘速且明

確地對正確行為的表現加以稱讚或給予其合適的物質獎勵。 

4. 角色立場扮演：角色扮演是一種行動取向，強調透過問題情境的設計，讓個

人嘗試扮演情境中的人物，嘗試不同的生活或行為模式，藉以增加本身的洞

察環境能力與適應能力（曹瓊文，2011）。實施角色扮演的方式非常多元，例

如透過口頭討論、影片、案例、角色演練或經驗分享等不同模式協助學生了

解行為的後果，並設想會對自己或他人的產生哪些可能發生的正負面影響，

進而認同哪些行為能做或不能做的理由。 

5. 價值討論：價值為個體所知覺與自身相關事物的重要性與意義性，具一定的

主觀程度，且可透過學習而得（張春興，2013）。教師可透過開放式的詢問句

啟發學生去思考某個行為對自己或對他人可能會產生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

正面居多還是負面居多，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自我思考與控制能力，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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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給予學生選擇權，鼓勵學生做出合理與合適的決定。 

6. 澄清：在此的澄清主要指的是教師的態度與後續處理方式需秉持著「對事不

對人」的原則，意即教師針對不好的行為加以糾正，但要清楚告訴學生是「某

行為不好或不對」而不是「你這個人不好」。 

三、案例分享 

筆者在任教初期擔任低年級級任導師時，遇到一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孩子小文（化名）。小文是轉學

生，在前一所學校因為與班上的老師、同學相處得不是很愉快，以至於筆者剛開

始與小文認識的時候，防備心較高的小文會以上課躺在椅子上以及一直大聲嚷著

要下課等行為來摸索新老師的底線。 

前期對彼此的不熟悉，加上小文在班上常常與同學產生爭執，較嚴重的時候

甚至會有肢體衝突，筆者發現好幾次下來的口頭規勸或警告責備似乎都徒勞無

功，也曾遇過班上其他學生的家長因孩子被小文欺負，感到不捨、生氣，因此打

電話與筆者進行一番長談。於是，某一天的體育課，筆者以花十分鐘訂正作業為

由，將小文留在教室進行對談。筆者真心的對小文表示，老師認為小文不但熱心

且時常主動爭取幫忙的機會，並非一個壞孩子，但是老師也很想知道怎麼去幫助

小文改掉常常與同學發生爭執的行為。想不到，小文當時眼眶泛淚地說道：「我

也不想一直和同學吵架，但我生氣的時候沒辦法控制自己。」因為如此，筆者與

小文一起想了生氣時可以趕緊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冷靜，或是趕快離開現場等方

法，並約定小文可以成功落實的相關獎勵。 

從那次對談之後，小文與同學爭執的情況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隨著時間逐

漸的改善許多，而小文對老師的情誼也不再像頭先那般戒備，甚至小文的家人也

跟筆者分享：「他現在喜歡去上學，因為他很喜歡老師。」身為小文的老師，看

到小文的逐漸嘗試與轉變，且又聽到家長的回饋，筆者心裡也不禁為這個孩子感

到欣慰又驕傲。 

四、案例的分析檢討與結語 

根據筆者自身所統整之落實正向管教措施的六個原則，在小文的案例中，花

較多時間也較花費較多心力落實的原則為「引導」和「價值討論」，一則是由於小

文屬於思考跳躍奔放的孩子，在帶領他討論為何不能做某行為的原因或某個行為

會產生什麼後果時，常常需要把他不合常理或超脫現實的想法給拉回來。二則是

孩子本就會帶著屬於其家庭環境中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雖不一定是錯，卻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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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能夠與教師或校園生活的價值觀完全相符。另外，由於低年級的上課時間只

有半天，加上瑣碎的班級業務與集中的授課時間，筆者與小文能夠共同討論的時

間有限，若非小文當時有參加下午的課後照顧班，其實有時間上的限制和落實的

困難。 

雖然落實並不容易，卻也不代表正向管教是一個空有理想而無實質效果的理

念，如若能給予教師安全、充足的運用時間和空間，正向管教對於師生而言是一

個達成雙贏的策略。最重要的是，正向管教的落實不能單憑教師一方的行動和努

力，同時也需要學校行政方與家長方的協助與體諒，原因有二：第一是，正向管

教的推動並非一蹴可及，若在尚未看到正向的轉變而對教師產生不信任或指責，

對任何一方都不會有好的影響。筆者當初在班上面對小文的狀況時，免不了也遇

到一些挫折或不被理解，但是經由多方的長時間溝通和諒解，後來有慢慢改善。

第二是，無論是正向管教還是教育，都並非全是教師一方的責任，當教師與家長

雙方皆以真誠和理性的模式進行溝通，且行政端願意在必要時刻給予協助，正向

管教的落實方能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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