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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制力缺乏」、「被動」及「缺乏自信」的小六學生即將脫離國小生活進入

國中新環境，「陌生」、「不安」又「好奇」的矛盾心情伴隨他們一起入學，因此，

學習新事物尚需要有一段彈性期讓孩子適應，但隨著時間飛快的過去，還未準備

好要蛻變的心靈似乎被時間一步步的推進了新生活。生活型態的改變及社會的轉

變，每個家庭中的孩子全都被當成易碎的玻璃小心呵護著，但明顯的感受得出，

剛進入國中的孩子缺乏對未來的憧憬，沒有努力的方向，若再不協助孩子們調整

身心狀況，在正式進入青春期後，被動與低自我要求的態度將會伴隨他們三年。 

本文欲探討運用班級經營協助調適新生的環境適應。班級經營是為了使班級

內的活動順利推展，以教師為中心，配合學校目標、家長期望及學生身心來運作，

以期能收到教學成效及達到教育目標（張新仁，2000）。透過學校、老師、家長

及學生本身的相輔相成，將能使青春期的孩子更能適應社會化的團體生活。 

二、國七學生適應問題 

曾煒傑（2006）透過對 17 所學校國一學生進行生活適應量表測量，研究發

現國小至國中生活適應不良狀況確實存在。國小至國中銜接階段不良產生的焦慮

感會對學生未來的學習動機及整體性生活適應產生影響，而有良好銜接及適應狀

態更能提升個體的人格及心理（Hargreaves, Earl, & Ryan, 1996）。田宜純（2009）

指出在職場上觀察學生學習，若老師沒有特意安排活動或教學，只有極少部分學

生會自主學習，國中生的內在強化實需有老師在班級上的經營策略來協助。社會

學習理論也強調，個體若處於不良環境下，在適應過程中會習得不良事物，故教

師必須提供良好的環境以加速學生適應（曾煒傑，2006）。 

筆者在職場上發現，開學第一週的早自習時間，常可見多數的孩子發呆、到

處張望或趴睡桌上，似乎不清楚自己能如何運用時間，只等著老師發號司令。若

課堂中講述著自己不感興趣或需要理解思考的內容，就會放空或被動等著老師解

答。學習成了被動又被迫的行為。在教室內，尚有另一類較為主動的孩子，他們

會發問、會與老師互動也愛思考，但，他們常無法意識到教室中還有其他的學習

者，會以自我為中心來提出想法或發問，不在意自己的行為是否有打擾到同學及

講課中的老師。這群孩子喜歡思考及探索，但他們常無法克制自己的言語及行為。

以上兩類的孩子，在現在的國中生中應佔有不少的數量，在這段青黃不接的青春

期，老師的引導就十分的重要。培養自主及自制就是老師與孩子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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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級經營上的策略 

在目前職場上所見的情況中，家長、老師、學生三方的互動是牽引著學生學

習、情緒及態度的重要關鍵，但往往會被忽略。剛接手國七的導師會較著重在指

導學生遵守班級紀律、認識環境並急於讓學生進入國中課業學習的狀態。這種缺

乏彈性適應期的緊湊生活步調，只會增加國七學生的生活適應壓力，家長也會感

受到孩子不安情緒而對導師產生些許距離感。因此，在閱讀班級經營相關文獻及

對照個人的導師生涯經驗後，本文提出幾項協助國七學生適應的班級經營策略，

以期能幫助國七學生有更好的適應力。 

(一) 親師溝通 

「親師溝通，不應只在孩子出狀況後需要聯繫時才進行。」 

開學準備一封給家長的信，讓家長了解孩子在學校的生活作息、學校活動、

家長協助事項，並簡述老師的帶班風格及教育理念，使家長盡快熟悉導師，縮短

彼此間的距離（薛春光，2006）。在學校日前，先以一封給家長的信告知家長國

中生活的大致輪廓，如此可以提高家長對學校及老師的熟悉度並降低孩子的不安

感，也可讓家長協助孩子來適應不一樣的學習階段（張新仁，2000）。 

學校日活動，盡量仔細又充分的使家長了解老師的教育方式、理念、學生生

活規範及生活作息等，並以書面條列式解說，以便與到場及未到場之家長做現場

及會後的溝通，與爸媽們能達到共識是能幫助孩子們最好的方法。活動中也盡量

安排與每位家長進行面對面的溝通，雙方能更了解學生的個性、習慣及在家和在

校的狀況，以幫助老師能更有效率的提點孩子，也可讓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孩

子遺缺的部份。 

聯絡簿，親師生間最好的溝通橋樑，三方以文字呈現想傳遞給對方的訊息，

讓彼此有思考的空間（薛春光，2006）。每日的聯絡簿批閱並給予家長或學生留

言回應，能增加親師生間的互信，亦為較溫和的方式來糾正及協助孩子。例如：

對於自制力較低的孩子，尚能請家長在家庭生活中協助孩子克制玩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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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充分觀察了解學生 

「認識國七新生，不應只是在名字與長相上。」 

開學前的始業輔導，準備一份學生基本資料供學生及家長填寫，讓老師可以

在開學前掌握每個孩子的基本狀況，也請家長填寫管教方式、對孩子的觀察、對

孩子的期望及給老師的話，如此，老師不只可以了解學生也可了解家長們對孩子

教育的想法（薛春光，2006）。 

開學後，老師要擅用 B 卡，將孩子在校所發生的優缺事項詳實紀錄，一方

面可在學習歷程上檢視孩子的成長情形，另也可作為修正及輔導孩子的參考依

據，再者還能更完整的向家長告知學生事件的處理過程及狀況。 

(三) 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學習環境，不是偌大的校園，也不只有硬體，還有軟體。」 

國中是一個學習方式轉換的大階段，心境及環境的變化對於孩子是一個很大

的挑戰，良好的學習環境也就格外的重要。學習環境中的硬體－教室，其情境佈

置、動線必須合於生活與學習，乾淨整齊、無雜物及適當的走道距離規劃可以協

助學習者更快融入學習的情境，也能在無壓的環境下延長專注力。軟體－教室秩

序及班級凝聚力，不只是希望孩子能學習自制，也希望建立教室即是學習殿堂，

在此環境中所要營造的是互助、共學的氣氛（張新仁，2000）。在清淨的空間下，

思緒才能清晰，學習才會有效力。 

班級凝聚力，在一個所有人都積極求知的環境中，人人都有共同努力目標的

情境下，感染力是很大的，不只是在學習上，在生活中及各種活動裡，班級的團

結可以讓孩子們增強自信心、增進榮譽心並激發出潛能。 

(四) 強調規範的因果關係 

「強壓式的管理，雖然能收效快速，卻無法持久。」 

在要求孩子遵守任何規範前，先讓孩子們了解每項規定的因果關係，當他們

了解了規範的意義後，才較能接受並遵守。除了規範外，對於每件事物皆使用曉

之以理的做法後，即使處於叛逆期的孩子，他們也會因此而服理（薛春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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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理其實就是一種信任的表現，一旦建立了信任，老師所做的承諾若有更

動，孩子們皆特別能體諒接受（Esquith, R., 2008）。 

(五) 輔導需要協助的特殊學生 

「有教無類，卻也得因材施教，並給予適時支援。」 

事先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並與家長進行密切溝通後，對於身心上需要額外

協助的孩子給與適時的鷹架幫助，由導師、任課老師及同學三方一同進行，才能

即時又自然的給予支持。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世代一直在交替，生活型態不斷在改變，人與人的相處模式也與過去有許多

不同，從每年新生的入學狀況、新生家長的價值觀及教育政策的推陳出新，教育

方式不再像過去一般，有個標準作業流程似的運作。少子化的影響下，現在的孩

子各個都是掌心上的寶，家長捨不得孩子吃苦，凡事都事先準備妥當，導致許多

孩子也理所當然的認為爸媽會處理好，他們不需要面對及思考自己的未來。但，

這就是孩子需要的嗎？ 

過去的孩子會自行思索、探究問題並努力找出答案，會為了自己的目標努力

追尋，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識、資源及機會。反觀現在的孩子，對自己沒有要

求，沒有努力的方向目標，遇到挫折就遲滯不前，他們需要的是父母親的幫忙、

立即的解決方法、防止跌倒的柺杖及求學階段中不停運轉的教師牌推土機？ 

筆者透過上述班級經營的策略方式進行，明顯的在親師溝通上得到家長的信

任與支持，在班級事務運作上得到學生的信服，在學生學習上得到了主動積極的

回饋。一個學期來，孩子們了解每個要求背後的意義，對自我的要求也越見成效，

許多孩子經由課程的學習及活動運作中，發現了自己的專長；有些孩子透過家長

及老師的協助，肯定了自己的能力並學著發揮潛能。一步一步，踩穩自己的步伐，

不斷向前進，期待看到孩子們努力並達到自我要求的那一刻，自信的在自己的舞

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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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對教師 

良好的班級經營建立在親師生三方通暢的溝通下，因此，老師若能時常站在

家長或學生的立場處理事情，將能得到加倍的支持效果。倘若遇到理念不同的家

長或是難以溝通的學生，老師ㄧ定要向外尋求支援，行政及輔導老師的介入能讓

狀況有不同的發展。 

2. 對家長 

了解老師的班級經營方式後，教養理念相同則不吝於給予支持；不同時，可

先透過聯絡簿進行溝通，老師面對不只ㄧ位學生及兩位家長，給予支持及柔性溝

通能使孩子在適應上得到更多的幫助。此外，對於孩子的特殊性，ㄧ定要事先向

老師說明，以免在發生事情後，讓孩子委屈，也令不知情的老師有錯愕感。 

3. 對學生 

進入新環境難免會心懷恐懼，但，若能適時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與同學

或同學與同學間就能更拉近彼此的距離，亦能建構出更好的溝通互動方式。雖然

鼓勵表達自我，但面對人事物或決策時，一定要能深思熟慮並謹言慎行，才有助

於新環境的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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