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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生輔組長對於偏差行為學生輔導經驗分享 
呂俊嘉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生輔組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學分班研究生 

 
一、前言 

    學校為教育輔導的單位，但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之改變，孩子間的教養

不若以往，大多數的父母面對經濟上之壓力，常一日兼多職，或者工作較晚之情

形，面對這些層層壓力，造成父母晚歸或作息不正常，因而忽略了孩子的陪伴及

教育，況且現今許多夫妻晚婚或者生育率較低等情況，更是改變了家庭的組成及

家庭教育規劃，以及與新住民間結婚等情形，不免在生活上出現價值觀之不同。 

在網路的世代，發達的社群軟體以及諸多的暴力遊戲滿滿皆是，嚴重影響了

高中職學生身心發展，偏差行為之孩子不再只有暴力偏差之行為、更甚有網路傷

害、言語人身攻擊傷害、藥物濫用、各種霸凌事件等等的行為發生。學校多數做

法是著重人性的輔導，面對施暴者以及被施暴者間，無法有效的將相關學生休、

退學以及強制轉學等，並且發生在施暴者以及被施暴者間的家長互相對立、控訴

以及控告，讓生輔組長疲於奔命，甚有家長訴諸媒體，影響學校日常作息、學生

管教以及輔導作為。 

   本文以探討高中職偏差行為學生之定義與類別影響生輔組長輔導之道，並歸

納結論，提供學校、教師及家長參考。 

二、偏差行為學生之定義與類別影響 

(一) 偏差行為學生之定義 

    所謂學生的偏差行為在校安通報主要事件類別是歸納在暴力行為及偏差行

為項目下，但偏差行為在輔導作為上常因情境、時間等等的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

的意義。 

(二) 偏差行為之類別 

    許多的學生偏差行為主要為凸顯自己或者解讀為無法適應困難的狀態，以訴

諸不良的行為來表達顯現，學生常見之偏差行為依校安通報次類別通報內容有以

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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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霸凌事件 

    是一個長期存在於校園的現象。霸凌是指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被暴露於一

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它是一種蓄意且具嚴重傷害性的行為，是持續

重複出現在固定孩子間的一種欺凌現象。霸凌的分類類型如下（教育部，2020）： 

(1) 肢體霸凌：踢、打弱勢同儕、搶奪財物等。 

(2) 言語霸凌：取綽號、用言語刺傷、嘲笑弱勢同儕、恐嚇威脅等。 

(3) 關係霸凌：排擠弱勢同儕、散播不實謠言中傷某人。 

(4) 性霸凌：以身體、性別、性取向、性徵作取笑或評論的行為，或是以性的方

式施以身體上的侵犯。 

(5) 反擊型霸凌：是指受凌兒童長期遭受欺壓之後的反擊行為。通常面對霸凌時

他們生理上會自然的予以回擊或部分受凌兒童會欺負比他更弱勢的人。 

(6) 網路霸凌：用電子郵件、即時通散播威脅辱罵的言語，或不實謠言訊息。 

    由上霸凌類型顯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因善於使用社群軟體等互動，故多以

關係霸凌以及網路霸凌行為出現較多（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8）。 

2. 校園暴力行為 

    校園暴力是指學生在校內所從事的相關暴力行為，凡是對教師、學校行政人

員、學生同儕施暴者及校外鬥毆等情況，均屬校園暴力行為，而高中職學生容易

血氣方剛，發生衝突以校外鬥毆為多。 

3. 藥物濫用事件 

    濫用藥物之高中職學生通常來自於功能失常的家庭以及朋友的影響下，例如

家中成人濫用藥物、與家人之衝突、家長過份嚴格等家庭情況容易產生心理的強

迫性需求和依賴，讓高中職學生結交藥物濫用相關的成年或朋友，進而發生藥物

濫用事件。 

4. 逃學、逃家 

    二者在心理狀況方面，皆是由外在因素抗拒所造成之情形。外在因素如對某

位老師不滿、某些科目厭惡、或對家庭管教方式的反抗……等等。逃學、逃家常

會與其他偏差（不良）行為相伴隨，如吸煙、喝酒、賭博、偷竊……等，而高中

職學生較容易跟家人發生衝突因而逃家為多。 

5. 偷竊行為 

    高中職學生從小之身心發展特徵、人格特質、父母道德觀念或管教態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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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威脅利誘、不正常心理與觀念等因素皆可能使高中職學生造成偷竊事件，常發

生於班級繳交費用時。 

(三) 偏差行為對生活輔導組長之影響 

    近幾年之偏差行為學生逐年增加，比率也越來越多（如表 1），因此班級上

容易比以往出現過多偏差行為之學生，不但影響班級上和諧的氣氛，而且影響老

師上課的熱忱，也造成老師上課的負擔（上課前需要先管制秩序） ，對於班級

導師也是很沉重的負擔，平時沒發生問題則已，一發生問題就需要學校大量的人

力以及精神去處理，不但讓相關老師疲於奔命，也造成生輔組長的極大壓力以及

時間來專心應對，輔導的好則已，輔導的不好則影響其他工作運行，如果像如霸

凌這些問題又牽扯了許多學生，那麼調查起來更是耗時、費心力，不但造成該班

上課老師課程壓力，也嚴重造成導師對該班管理的壓力，更甚嚴重時更換導師或

任課老師者不在少數，因此如何結合各項資源利用導師（班級老師） 、生輔組

長、輔導老師，共同實施管、教、輔的策略就很重要。 

表 1 高中職霸凌及偏差行為校安通報件數統計 

年度 高中職人數 霸凌 偏差行為 總計 比例 

104 739,941 人 131 件 3,066 件 3,197 件 0.43% 

105 728,792 人 112 件 4,947 件 5,059 件 0.69% 

106 703,853 人 368 件 5,223 件 5,591 件 0.7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0）。104~106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 

(四) 偏差行為學生轉介與團輔 

    學生的偏差行為就有如冰山，水面上凸顯的行為為小，而水面下心裡隱藏的

部分很大，因而後續輔導改正行為就極為重要，而生輔組長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

轉介，除轉介輔導室外也有局端心理師可申請輔導，而輔導方面可由個人輔導級

團體輔導並行，除了生輔組以及輔導室輔導老師個人輔導外，可透過輔導室、導

師、該班任課教師、家長共同輔導，藉由輔導以及追蹤，逐步修正學生觀念，團

輔諮商部分可邀請家長、少年隊員警、法院檢察官至校協助加深法律觀念，藉由

不同觀點樣態，協助輔導改正偏差行為學生。 

三、生輔組長輔導偏差學生行為之道 

    依照上述偏差行為學生對學校影響如此巨大，如何了解偏差行為學生所形成

之原因成為生輔組長十分重要的一環，偏差行為學生在於管教上可以以外部顯現

行為及內在深層需求兩個部分去了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8），頁 131-137 

 

自由評論 

 

第 134 頁 

(一) 霸凌事件 

1. 形成原因 

霸凌問題一直在校園是極為嚴重之問題，因為學生一整天從早到晚都在學

校，相處互動上不免會有摩擦以及衝突，那麼就會存在大與小強與弱之間的差

別，因此霸凌問題一定就會發生，班級上老師以及學校端如何處理就很重要了。 

2. 輔導及處置作為 

先期預防上可以透過班級經營與學生對談，據此了解相關問題之產生，處理

上就要很謹慎，表示學生很在意這一點，而學校內師與生之間就有著管教的權

利，可以透過管教的權利，妥慎告訴班級同學在網路、言語、肢體、關係上的相

關正確行為，並透過持續的觀察，以協助處理即將被霸凌的孩子，如果發生霸凌

案件，首先要很重視，除立即通報外，要很快速地了解問題發生之情況，心平氣

和的告知家長以及學校霸凌處理原則，邀請雙方家長至學校了解發生始末，協助

孩子就學之心情，妥慎處理霸凌問題。 

(二) 校園暴力行為 

1. 形成原因 

    多發生於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問題，發生的地點無論校內、校外都有可能，這

時就要知道發生的相關原因，因為現今網路發達，許多校園暴力行為都為網路上

言語之衝突，進而多人邀約碰面談判，極為容易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2. 輔導及處置作為 

    先期預防可以多次約談該學生以及該生在校相關朋友，告知相關法律常識，

並於每學期邀請相關檢察官以及少年隊員警對於這些極有可能發生校園暴力行

為之學生加強宣教，以期達成嚇阻之目的。如真實發生校園暴力事件，依照通報

窗口可區分 1 級（未受傷）、2 級（輕傷）、3 級（重傷）各有不同處理方式，在

1 級（未受傷）學校處理方式，首先了解雙方發生衝突之原因，了解完後通知雙

方家長相關狀況以及學校處理情形，對於衝突學生實施法治教育以及轉介輔導室

協助輔導。在 2 級（輕傷）學校處理方式，將受傷學生送至保健室上藥包紮並了

解雙方衝突發生之源由，約定雙方家長至校了解相關情形，而後依照學生獎懲規

定核予相關懲處並法治教育。在 3 級（重傷）學校處理方式將受傷學生送醫實施

治療並告知家長，通報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構，必要時轉介警政單位，而後依照

學生獎懲規定核予相關懲處並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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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物濫用事件 

1. 形成原因 

    藥物濫用形成原因非常多元，主要來自家庭或者因為朋友間推薦好奇而使

用，況且現今毒品變化萬千種類繁多，諸如:咖啡包、神仙水、笑氣、跳跳糖等，

一不慎就有可能發生藥物濫用之情形。 

2. 輔導及處置作為 

    先期預防部分可以透過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詢問國中端生教組長以及班級導

師觀察學生結果，由學務處生輔組列定特定人員名單，不定期實施尿液篩檢來查

驗，另外可邀請地區檢察官以及具有藥物濫用資格之講師針對全校或特定人員實

施防治藥物濫用之演講。如發生學生藥物濫用之情形，學校端除通知家長、相關

行政、社政、警政單位外，校內須開會成立春暉小組，對於藥物濫用之學生進入

管教輔導並每周實施尿液篩檢管制，持續追蹤輔導成效。 

 (四) 逃學、逃家問題 

1. 形成原因 

    主要原因為對於學校或是家庭所產生之問題，逃學、逃家本質上就是逃離相

關問題形成之主因，因此逃學多為對班級導師、任課老師、學校規定有所不滿或

者排斥，或者課程內容無法跟上或興趣不符皆有可能，那逃家極有可能對家長管

教方式或者行為表現上有所不滿或者衝突發生。 

2. 輔導及處置作為 

    可於學生入學時充分告知學校相關規定以及學校相關流程，藉由親子家長會

時間建立家長與老師間溝通之橋梁，透過學校家庭間之幫助協助學生順利就學以

及家庭管教上之問題。 

(五) 偷竊行為 

1. 形成原因 

    偷竊以及其他犯罪之原因一定有其要件，可能是有喜歡的物品或者需要買喜

歡的物品，或甚是欠錢急需等情況，才會造成偷竊同學錢財或者物品。 

2. 輔導及處置作為 

    先期預防可以透過班級經營以及上課時特別叮嚀，除了錢財物品要妥善保管

以外，也告訴學生偷竊在法律上之行為為偷竊罪，不可因為自己喜好以及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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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竊別人物品。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正值青春時期的高中職學生，血氣方剛，發生偏差行為在所難免，但因社會

環境及資訊科技社會造成之偏差影響問題更為複雜。因此高等中學之生輔組長每

日都花許多時間處理學生各種相當棘手的校園偏差問題，處理這些偏差行為問題

必須慎重處理以及高度重視，不然極有可能面對社會媒體的檢視，尤其霸凌事件

在社會氛圍又特別重視，並且發生霸凌事件的家長通常不相信學校處理原則，家

長會覺得自己的孩子最好、且沒有問題，容易將責任問題拋給其他學生以及學

校，認為學校就是袒護、包僻事件，沒辦法把事情處理好，深深地增加了生輔組

長在工作上的難度。 

(二) 建議 

    基於上述之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1. 相關處室同仁協助處理 

    處理學生偏差問題是十分單純的一件事，但是加入了家長的意見以及網路社

群的偏激看法，容易模糊偏差行為的焦點，況且僅有生輔組長處理，不免容易被

家長以及網路社群情緒帶動，因此需要輔導室、學務處及導師等相關同仁的分工

協助處理學生偏差行為問題。 

2. 需要以感性以及關愛的角度了解 

    許多偏差行為的學生，多是家庭問題顯現於學校的情況，不能單純以理性的

角度去看待學生所發生之相關偏差行為，那麼就很容易與家長形成對立，因此更

需要以感性、關愛的方式看待偏差行為的孩子。 

3. 學校管、教、輔之間互為協助 

    導師是面對學生偏差問題之第一線狀況處理，也是面對家長的第一線，與家

長間的對話就更為重要，而面對跨班及較為不易處理之情形，就由生輔組長或者

學務主任協助；或支持協助導師班級經營等相關問題，再由輔導人員進入實施個

人輔導，藉此落實二、三級輔導，據以成就每一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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