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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競賽活動對原漢學生互動之影響及解決之道 

-以樹林高中為例 
葉育豪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一、前言 

筆者所就職之新北市立樹林高中為新北市原住民族特色學校，同時樹林區更

是新北市內原住民族人口最多、原住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一區（資料來源：新北

市樹林區公所，民 104），是以本校設立原住民族專班，歷年來致力於培養傳承

原住民族文化之人才。然而在這樣的「特色」及「高比例原住民學生」當中，校

園內卻非兼容並蓄，反而在許多場合出現原漢對立情形；情節嚴重時，學生甚至

出現族群仇視言論，使本校教育工作者憂心忡忡。因此筆者嘗試從諸多對立事件

中找出其成因，並從過往文獻及個人經驗中提出見解與建議，希冀校園原漢學生

能消弭偏見、互相理解及積極尊重共處，並供所有臺灣教育工作者處遇相似原漢

學生對立問題之參考。 

二、原漢對立成因 

(一) 學生活動以競賽類型居多，又與原住民刻板印象結合，過程中缺乏情緒教育 

在學期中大多日子裡，校內的原漢對立並不明顯，學生大多各自生活著，此

時的對立多藏在原漢同儕間不舒服的刻板印象玩笑話，學生或一笑置之，或勇於

嚴肅以對，讓彼此保持人際尊重之界線；然而在校內的大型學生活動裡，特別是

班際競賽類型的學生活動，則容易引發激憤的團體(普通班、原民班)對立。 

2015 年，敝校校慶運動會班際大隊接力項目中，原住民班只有四位男同學，

然而在該競賽裡男女各需十棒參賽，因此在這場比賽中，原住民班的男同學每個

人跑兩個棒次，另外由兩位女同學當作男性跑男生棒次，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他

們仍奪得該年級殿軍。然而這樣的結果卻遭到一般生在同儕間及網路上流言蜚語

攻擊「原住民不是很會運動？也不過第四名而已！」。這樣的嘲諷言論使原住民

學生受到極大的委屈。另一個競爭活動，則是班際英文歌唱比賽：原住民班學生

在曲目的間奏中，融入了原民樂以及原民和聲；在得到冠軍之後，便被一般生攻

擊「只要唱族語就會贏」、「原住民班本來就很會唱，應該被排除在外」。 

體育與歌唱，兩件賽事完美地與原住民刻板印象結合。許多人認為，原住民

表現得好，是一種應然，努力並不值得一提；原住民表現不好，則是一種愧對身

分與血統的恥辱。在競賽活動中，人人皆想求勝，競爭之心使得尊重盡失。在

2017 年的校內班際籃球賽中，本校的原漢對立攀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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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籃球賽裡，原住民專班過關斬將來到冠亞軍賽，然而在這場賽事中

場邊圍觀的加油聲一面倒向一般生，原住民班亦不甘示弱，三個年級的原住民班

級彼此加油不絕於耳。在哨音響起，由原住民班獲得冠軍那一刻，竟有學生噓著

然後脫下鞋子丟進場內；而在賽事進行期間，臉書匿名社群「八卦樹林」出現以

下言論：「原民班滾回山上」、「你們打球也沒什麼戰術，女生就像土著，啊男生

也是」、「拿冠軍正常啦反正你們課業成績也比不贏我們，我們只好在運動放水給

你們」、「啊不就最會唱歌、冷氣開最強、體味最濃」等等；而更有人反應原住民

學生的反擊一樣不尊重：「你們就是沒有原住民血統才輸的！」這些言論看了直

教人痛心，更讓人看見競賽型活動對於原漢關係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競賽活動

原本立意良善，卻導致如此撕裂與仇視，更可見到教師的教育與引導更為重要：

未知如何贏，需先知如何輸；教師透過同理競賽中的學生勝敗情緒，並依此進行

事前的教育預防，才是尊重的基石。 

(二)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制度的原罪 

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管道則是另一個造成原漢對立的難解習題，因為升學本身

即是一種競爭與競賽；儘管原住民加分制度有歷史文化因素與轉型正義脈絡，然

而一般學生、成人甚至社會大眾並無法感受到這樣的脈絡與自己的相關性；眼前

一般生只看到：原住民加了分，原住民的努力較少卻比我獲得更寬敞的大學入學

機會，因而產生相對的剝奪感。在本校曾發生原住民班學生於班級外張貼大學榜

單，卻遭到拍照上傳 Instagram 並下註解「真的好加分喔」；此舉再度引發校內爭

議，對於原住民學生而言，他們渴望所有一般生能了解整個加分制度其實並不會

和一般生搶名額，若能對一般生說明原住民加分制度，也許能破除迷思與偏見；

然而對一般生而言，他們渴望的並不是了解制度，而是期許自己也能在辛苦的考

試制度壓力下取得好大學的門票。 

三、競賽心理的認識與理解 

(一) 單純的認知教育、口頭提醒可能不足 

在辦理學生的競賽型活動過程中，教師或舉辦人員通常會教育或口頭叮囑學

生「不可做出不禮貌言行舉動」、「尊重裁判與對手」、「保持運動家的精神」、「思

考自己哪裡不足，下次要更好」等等，然而當學生積極投入並渴望求勝，而呈現

情緒高昂的狀況時時，認知上的提醒可能無法適時發揮作用，無論是一般生或原

住民學生，面對競賽不願意輸，是一個普世道理，自己如此，對方也是如此，其

本質與原漢差異並無相關。因此我們更該嘗試從各種角度去認識競賽心理，並探

討可能的介入及引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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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賽心理的認識與理解 

早在 1894 年 S. Freud 便提出防衛機制的概念，認為個人需求與現實無法取

得平衡時，就會產生情緒不安。情緒問題若持續擴大可能會危及個人的自尊及生

存，因此個人可能會拒絕與現實環境妥協，在潛意識中就以防衛機制來保護自己

（沈德燦，民 92），「合理化作用」（為自己編造出很好的理由，以用來解釋並消

除自我所受的傷害，）即是著名的一種防衛機制(Corey, 2009)。在 Vaillant 於 1992
整理的許多防衛機轉種類中，提到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on)：透過被動的方

式以不直接與無效的方法攻擊他人，也能解釋個人在面對競賽失敗後為何轉向攻

擊他人；劉從國、盧俊宏亦曾針對運動競賽成敗結果、歸因以及情緒之關係進行

研究，發現在失敗的情境下，「外在控制」的歸因與生氣情緒有正相關（民 92），
意即在運動競賽中，失敗的一方如果越傾向於將失敗歸因於外在環境，則生氣情

緒的出現也會越高。雖然此研究乃針對運動競賽，然而在校園內學生競賽活動中

或可比擬與參考。 

    因此，學生的種族攻擊言論可視為競賽心理下的表現。一般學生在面臨

競賽活動時，渴望勝利卻迎來失敗，產生了許多不舒服感，促成多種心理防衛機

制出現，例如合理化、被動攻擊、外在控制歸因等等，都是為了平衡期待與現實

的落差。此時，原住民的血統與身分成了一個合理化的理由；透過歸咎於原住民

身分與刻板印象優勢能力，一般學生找到了情緒轉移出口，於是乎「原住民本來

就厲害，他們贏也很正常，是比賽制度不公」、「讀書再認真也比不上一張族語認

證好用」之類的言論就會出現，而生氣情緒出現的機率也就更高了。 

四、介入策略 

(一) 接納與同理挫敗情緒，取代壓抑與制止 

對教師而言，在活動後經常需要直接面臨學生挫敗情緒反應，有時憤怒、攻

擊情緒來得又急又快，甚至到了教師一時也不知所措的地步，而在本校更有原漢

競賽之議題，一般學生針對原住民族學生攻擊時，教師聽到仇恨言論自然會想要

立即勸告、制止或依照校規論處，然而這可能只有一時的效果，甚至造成一般生

認為教師袒護原住民。因此，建議教師能從上述內容了解競賽心理，接納學生有

此情緒正因為在意比賽與投入努力，不急著處理因情緒導致的防衛及攻擊行為與

言語，而是告訴學生「老師知道，你們就是有熱情、有付出，才會在乎結果，你

們投入如此多，沒辦法接受輸的結果是很正常的，你們的在乎讓老師感動，希望

你們看到對手也跟你們一樣努力爭取榮譽，你們是對方可敬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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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壓力因應-情緒焦點先於問題焦點 

進行競賽活動時，人們處於因希望求勝或避免失敗而產生的身心壓力狀態；

Tobin 等學者曾提出人有四種因應身心壓力的模式：投入問題焦點、投入情緒焦

點、逃離問題焦點、逃離情緒焦點(1989)；陳秀蓉、何雪綾等人於 2007 年的研

究中指出，對不可控制的負向事件，可以先使用情緒焦點式的因應，再使用問題

焦點因應，較能調節個人壓力；筆者認為應用在原漢學生競賽對立的情況時，一

般生將挫敗推諉至原住民族身分優勢乃為一種不可控因素，故嘗試擷取部分該研

究提出之投入情緒焦點因應項目，並嘗試應用於競賽情境之引導，整理如下表 1： 

表 1  投入情緒焦點因應方式與競賽引導之應用 
投入情緒焦點因應項目 教師於競賽活動挫折引導的應用 

對壓力做正向的 

重新解釋 

「也許你們會覺得比賽不公平或是生氣，但老師卻看

見你們因為這樣的情緒，反而表現跟投入都比原本預

期的更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回想到，剛剛自己

更加地積極與努力的樣子呢？」 

接受壓力並與之共存 

「對手可能天生比較擅長或是其實也很努力在練

習，有時心裡會覺得勝算不高，比賽中擔心勝負懸

殊，因此壓力很大是一定的，落敗有時不免想要怨天

尤人，這很正常。」 

表達情緒 

「覺得難過或失望，好好哭一哭；覺得憤怒跟不甘，

找個空曠地方好好吼叫；覺得不平衡，老師願意聽，

然後陪你們再接再厲。」 

資料來源：陳秀蓉、何雪綾、林淑圓、鄭逸如（民 96）。身心壓力的因應。 

(三) 升學制度的說明必須與同理學生學習的辛苦同時並行 

原住民學生升學特殊管道造成的爭議亦可視為競爭下的現象。以升大學為

例，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並無所謂的加分，而是另外使用外加名額讓原住民彼此

競爭；即使是考試分發，所謂加分制乃是原民身分加 10%，通過族語認證加 35%，

原民學生填志願時若原始分數達最低錄取標準則錄取，不能錄取則使用加分過後

成績由原住民學生彼此競爭外加名額。這樣的認知資訊固然能澄清一般生對於原

住民學生加分制的誤解，卻不能消弭其「相對剝奪感」。意即，對一般生而言，

無論原住民學生加分是否搶了自己的名額，還是只能眼睜睜看著他人上了比自己

好的大學，這樣的比較情緒下多少產生不滿與酸葡萄心態；如果學校教育工作者

除了詳細說明升學制度以破除偏見之外，加上同理一般生面臨升學考試上的壓

力，感受其辛苦之處，必定能對於仇恨的消融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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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大型活動改以合作代替競爭，並增進交流 

對學生而言，班際型的競賽以一種「年度盛事」的樣貌在其高中生涯中佔有

舉足輕重之地位，而原民文化與原漢交流活動則是小眾的、自發性的點綴活動，

相較之下大型活動幾乎沒有交流與合作性質，甚為可惜。筆者在訪問原住民學生

時發現，透過社團活動、社團成果展、多元選修課程這類自然情境的相處，原住

民生與普通班學生彼此結識、締造良好友誼之後，該普通班好友亦能成為原民友

善種子，不僅在許多場合支持原住民族議題，更能對原住民族文化產生好奇，增

加了解學習動機。因此教育人員辦理活動時，能思考如何打破「班級界線」，透

過活動去「混搭」彼此，以合作代替競爭，成為彼此的盟友，應能拓展友善之氛

圍。 

(五) 消弭原漢對立，從生活教育開始 

無論是原住民族學生還是一般學生，本質上就是青少年，對於原住民族學生

而言，不僅學習傳承文化、自我認同與覺醒，甚至需增進情緒管理以及理性溝通

能力以避免衝突擴大；至於一般生，教師可引導學生情緒覺察，學習面對失落與

挫敗，才會是積極原漢交流的基石。不過，當原漢對立出現時，教師若是過度「挺」

原住民學生，不僅無法同理一般生的失落，更可能讓原住民學生有恃無恐地宣

戰，無法培養原住民學生處理社會壓力的能力；但若過度「壓制」原住民族學生

的不平之聲，雖欲求和平，卻可能淪為姑息仇視言論；這樣的兩端掙扎與衝突勢

必透過同理學生的情緒，才有可能發展出互相尊重的行為結果。因此筆者認為，

身為「原住民特色重點學校」，教師的學習與成長應有一個新的方向：過去的原

住民文化教師知能研習強調特殊性，教師需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現在則看見其普

世性、一般性，消弭原漢岐視的教育其本質為「情緒同理教育」、「人際溝通教育」、

「生活教育」，照顧好每位學校裡的青少年，無論一般生、原民生，都是我們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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