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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論文旨在深入探討教育領域中經常被忽視的一群學生：中間孩子。這些學

生在學業成績和天賦上既不突出也不落後，因此常常未能獲得教育資源和關注的

重點（Gahagan et al., 2006）。然而，這些孩子在其看似平凡的表現背後，潛藏著

未被挖掘的潛力，他們的全面發展對於建設未來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Updegraff et al., 2021）。 

在教育領域中，極具天賦的學生和需要特殊關注的學生，往往容易成為教師

和家長的關注焦點。然而，中間孩子也應該得到重視，因為他們在學術、社交和

情感方面同樣面臨多重挑戰（Hunt et al., 2017）。本文將從學術、社交及情感三個

維度，分析中間孩子在現行教育體制中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針對性的策略和建

議，旨在幫助這些孩子發掘和培養其潛能，從而實現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積極成長。 

二、中間孩子的特點 

中間孩子通常在學校班級裡處於中間位置（Magnuson, 2007），大多在各方面

無特別突出的表現，性格也不太引人注目。在平等教育的環境中，他們的需求與

才能往往可能被忽略，以下是他們的一些特點： 

(一) 多才多藝 

中間孩子通常在多個領域具有天賦，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處境，

例如學術、藝術與運動等。常見的應對方式有兩種：(1)施以高強度的訓練使其成

為假性資優生，但孩子可能因此在難度持續加大的環境中產生自我懷疑。(2)未注

意或不刻意引導未被充分發掘的才能。 

(二) 自我認知 

由於教師精力有限，面對這些既非優秀也非急需關注的孩子，經常採取敷衍

或暗示的方式與他們對話（Verschueren, 2015），使其表現出便於管理的模樣。長

此以往，將可能導致他們缺乏自信與自我認知，覺得自己不被重視，為避免此情

況衍生出自卑情結，需要提供額外的支持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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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交挑戰 

中間孩子多數在團體中尋找歸屬感，長此以往，部分孩子習慣犧牲自己的意

見與利益來迎合團體。然而，看似平靜的水面也可能危機四伏，當孩子習慣跟隨

團體決策時，獨自面對問題的能力勢必會減弱。此外，他們還面臨著與不同類型

同學的互動挑戰，甚至團體內的衝突，故需協助建立互助、平等與共好的人際關

係。 

三、平等教育下的支持 

中間孩子多數時候都有能力面對成長中的一般挑戰，使求學生涯得以四平八

穩的模式進行，然而，每位孩子都有追求卓越的權利。若他們渴望成功，教師應

正視他們的企圖心與需求，並具備支持他們達到自我實現的能力（Alderman et al., 

2017），而非質疑或貶低其目標。在此基礎上，引導他們練習團隊合作，聚焦於

如何結合群體力量達成共好的目的（Updegraff et al., 2021）。 

教育體系內的服務角色對關注和支持中間孩子扮演關鍵角色。Brazeau

（2003） 指出，這些角色常受「中間孩子症候群」的影響，其中教育資源和關

注可能偏向成績突出或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忽略了性能平均的孩子。這種偏見可

能導致不足的教育支持和資源分配，影響中間孩子的發展潛力。因此，為了幫助

他們實現個人成長，建立正向積極的教育環境至關重要。以下是一些支持中間孩

子的方法（Bundy et al., 2017）： 

(一) 心理與情緒支持 

壓抑自身感受換來和諧的人際關係無助於中間孩子的成長，反而增加其內在

矛盾。即便他們不是人群中最亮眼的存在，依然有追求自我認同和邁向幸福生活

的權利。因此，我們需要提供支持型心理輔導服務（Deighton et al., 2018），協助

他們處理情緒困擾、人際困難與自我價值問題。在不貶低、不暗示、不否定、不

說教的對話中表達情緒、壓力及困擾，並鼓勵他們發展自己的志向，而非只是成

為一位不出錯的乖孩子。最後，應教導有效的情緒管理技巧，以培養其將來自主

處理壓力、焦慮與情緒波動的能力（Coll et al., 2004）。 

(二) 建立支持系統 

包括家人、朋友與學校人員在內的支持系統，應使孩子明白在困難時尋求幫

助的途徑，使他們具備應對學業壓力和成長挑戰的勇氣與毅力。建立良好正向的

生活圈，維持健康的心理基礎，促進其全面發展並走向成功。家長參與（Rollè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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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9），但不主導孩子的學習，建立親師密切合作關係，結合家長資源共同關

注中間孩子的成長和發展。 

(三) 課外活動 

參加課外活動的目的不在於表現出類拔萃，而是為了拓展交友圈與建立多元

的支持系統。學習環境中，應提供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和資源，不僅能讓中間孩

子有機會發展興趣和技能，更能幫助他們了解自己具備何種能力，並認識個人極

限，這對他們日後根據需求尋求資源協助或進行團隊合作時大有裨益。 

(四) 自我肯定 

中間孩子的進步與努力常泯於眾人，也難以獲得長期的個別化關注，容易產

生得過且過的消極心態。為避免孩子無法獲得關注而出現習得性無助，教師應定

時檢視其成長，給予正面激勵與肯定，鼓勵他們信任自己，建立與他人合作之能

力，最終發揮潛能並取得自我認同。 

(五) 教師培訓 

為使教師學以致用並達到長遠效果，應系統性地提供相關培訓。於日常中可

藉由課堂活動或週記等途徑，了解中間孩子的處境，觀察他們面對挑戰時的態度

與策略，並適當提供協助及建議。在保留孩子自主性的同時，關注其進步與成長，

為其提供適切的教育和指導。 

四、結語 

透過本研究，我們認識到中間孩子常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處

境中，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的自我表達，也可能導致自我價值感的低落。為了應對

這一挑戰，學校和教育決策者需重視並改善中間孩子的學習和發展環境，確保他

們能在支持和積極的互動中成長（Brazeau, 2003）。 

教育系統應設計出能夠滿足所有學生多樣化需求的政策，特別是那些在常規

評估中可能被忽略的中間孩子。透過提供平等的機會和資源，加上家長和教師的

共同努力，我們可以協助這些孩子不僅在學業上取得成功，更能在社會和個人層

面上實現自我認同和成長，從而真正達到教育的最終目標：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

期許每位教師與中間孩子都能在教育中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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