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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零體罰時代，談教師班級經營策略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代人權發展已由消極朝向普遍、積極發展，所以世界各國已逐漸重視人權的存在

價值。教育部也在友善校園具體指標之尊重人權方面，提倡推動沒有體罰校園運動。自

從 2006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條文修正案」，明

定國家應保障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何

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在「校園零體罰」條款公告生效後，台灣成為世界第 109 個

禁止校園體罰的國家。立法院通過附帶決議，教育部應與全國教師會在 6 個月內研擬完

成「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避免因修正案通過，造成基層教師

管教學生動輒得咎，或對學生輔導改採消極態度。 

「校園零體罰」是人本基金會等多個民間團體努力目標，朝野歷經一年兩個月協商，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提案的立委管碧玲表示，讓兒童在幸福、親愛、諒解的環境成長

已是普世價值，也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定，修正案立法通過，使台灣的人權立法更

加進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文規定不能讓學生受到任何體罰，造成

身心侵害。對此，全國教師會表示樂見其成，但希望教育部明文界定「處罰」與「管教」

的意義，才能落實零體罰。 

在過去教育體制，是以教師為中心，常靠著剝奪或嚇阻的方式，規範社會所認定之

不當行為，忽略學生主動建構及自律的能力。近年隨著教育基本法的訂定及自我本位觀

念盛行，校園體罰問題一再受到各界關心及注意。根據調查顯示，有 84.22%受訪的國中

小學生曾經在學校被老師體罰，而這些學生接受體罰時，大多覺得「丟臉、倒楣、生氣」，

只有 17%會「謝謝老師的指導」。同時這些被體罰過的學生有將近 50%的人表示，將來

也會體罰他們。從這些數據來看，體罰不見得能對每位學生都有用，而且有相當比例的

學生受到負面的影響。 

校園是學生學習園地，亦是教師教學場所。教師為了發揮教學效能，除活用教材及

善用教學方法外，也勢必要展現輔導知能與管教能力，讓教學活動進行能更加順利。在

教學現場，學生每天與教師相處時間，遠超過與父母在家生活時間，由於學生來自不同

家庭，個別差異很大，因而增加班級經營難度，部分教師為有效嚇阻學生違規或不當行

為，難免採取較嚴厲的體罰手段（吳清山，2006）。所以教師必須擬定一套班級經營策

略，從班級經營角度各個面向，逐一擬定相關措施與配套方案，讓「零體罰」政策真正

落實於校園之中，發揚友善校園的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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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目前國中小校園體罰情形。 

(二) 探討零體罰時代，教師因應策略。 

(三) 提供具體可行班級經營策略，供教育主管機關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體罰的意涵及理論基礎 

(一) 體罰的意涵 

聯合國兒童福利委員會認為體罰是：施用身體力量，造成某種程度痛苦或不適感

為意圖之懲罰，不論其程度多輕微。多數體罰包含用手或工具來打（掌摑、拍打、鞭

打）青少年，工具如皮鞭、棍棒、皮帶、鞋子、木湯匙等。體罰也包括踢踹、搖晃或

強迫餵食，用肥皂清洗嘴巴，或強迫吞嚥辛辣物等。此外，尚有其他同樣殘酷且貶低

青少年人性尊嚴的非肢體形式懲罰，也不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規定。此類懲

罰包括帶貶抑、羞辱、毀謗、要求替他人頂罪、威脅、恫嚇或嘲笑兒童等性質的懲罰，

都不允許。 

教育部訓委會在 2007 年 5 月 9 日《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修正草

案之初步共識中，將處罰定義為：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

對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之處罰、違法或不當之處罰。違法之處

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

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

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照表 1）。 

表 1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

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

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

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

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

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

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

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非暫

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資料來源：2007年 06月 16日取自：ttp://www.edu.tw/love-edu/news_detail.php?code=05&sn=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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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理論 

斯金納（Burrhus F. Skinner）在運用操作條件作用建立學習理論時，他認為行為

之後施予獎賞能使個體感到滿足，是主觀解釋，此一概念不能採用科學上客觀方法予

以測量，所以採用強化取代獎賞（張春興，1996）。何謂強化呢？係為在條件作用中，

凡能使個體操作性反應的頻率增加的一切安排，均稱為強化；產生強化作用的刺激，

稱為強化物。當個體在情境中出現任何刺激（如食物），有助於該反應頻率增加者，

稱之正強化物（positive reinforcer）；當個體在情境中已有刺激消失（如停止電擊），

而其消失有助於該反應頻率增加者，稱之負強化物（negative reinforcer）。經由正或

負強化物的安排使個體行為改變的過程，成為強化原則（principle of reinforcement）。 

教師常以獎賞（reward）與懲罰（punishment）的方法在教育學生方面，獎賞使

用在學生良好行為之後，肯定並鼓勵他繼續有良好表現。懲罰使用在學生不當行為之

後，否定並制止他再度出現該類行為。因此，上述正負兩種強化均具加強行為效用，

正強化性質雖與獎賞相同，但負強化卻與懲罰不同。負強化是加強某種適當行為，懲

罰是制止某種不當行為，而懲罰的目的除制止不當行為的消極目的外，還帶有讓受懲

罰者知錯改正的積極目的。如果學生因犯錯而受懲罰，事後非但不再犯錯，而且在同

樣情境下學會以適當行為替代不當行為，則可謂對該生實施懲罰，就具有負強化的意

義。因此，在教育上使用懲罰時，需建立在積極的目的上，使之符合負強化原理，懲

罰才會產生教育價值。 

在教育上，如何善用懲罰，除消極制止學生不當行為外，更能積極產生負強化效

果，對使用懲罰者提出以下建議（張春興，1996）： 

1. 在實施獎賞與懲罰前，讓全班學生充分了解獎與懲的行為標準。 

2. 懲罰只限於知過能改的行為，如：偷竊、說謊等，經由自己改變即能改善者，才合

情合理。但是對學生成績不好而施予懲罰，則情理不合。 

3. 懲罰時應考慮學生心理需求的個別差異。自尊心強的學生，受合理懲罰後改過機會

較大；個性頑劣學生，懲罰後反而強化他不良行為。 

4. 多使用剝奪式懲罰（ removal punishment），少使用施予式懲罰（presentation 
punishment）。 

洛克（John Locke）曾指出，有些教師認為體罰是一種迅速有效管教方法，但他

認為這是一種最不適當的教育方法，因其有以下幾種弊端（賈馥茗，2006）： 

1. 人本有求身體快感而避免痛苦的傾向，體罰不但不能控制這種傾向，反而有助長作

用，是生出邪惡根源。 

2. 為了某事受罰，會把憤恨轉移到那件事上，造成更大的傷害。 

3. 奴隸式管教，會複製奴隸式性格。 

4. 管教嚴格到極點，可能約束不少任性行為，但卻可能形成怯懦沮喪，無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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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使兒童變聰明、善良又能幹，絕不可用體罰或奴隸式的管教方式。 

二、目前學校的體罰情形 

人本教育基金會昨天公布「2007 年校園體罰問卷結果分析」，訪查對象包括全國 22
個縣市（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除外）302 所國小、1,817 名國小生，以及 161 所國中

（含高中附設國中部）962 名國中生。體罰的定義包括：直接打身體、罰站十分鐘以上、

持續某姿勢動作（罰蹲跪）、剝奪生理需要、交互蹲跳、青蛙跳、伏地挺身等。調查時

間在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重要數據詳如表 2： 

 

表 2  2005 與 2007 校園體罰問卷比較 

處罰方式 2007 2005 

體罰率 52.8% 64% 
直接打 27.3% 51% 
被罰站十分鐘以上 9.7% 35% 
被罰次數超過七次 10.3% 4.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調查顯示，本學期體罰率 52.8%，比起 2005 年的 64%，雖明顯下降，但以全國國中

小 275 萬學生來說，52%代表 145 萬名學生被體罰。單就「打學生」比率來看，本學期

有 27.3%學生曾挨打，比 2005 的 51%確實下降不少。但本學期被罰站十分鐘以上的學生

較前年的 9.7%，提高至 35%，表示教師目前以罰站方式先處罰學生，一方面讓自己原先

一時失控的情緒獲得舒緩，也讓學生反省思考自己犯錯的地方，再釐清事情原委真相。

被罰次數超過七次的有 10.3%，約 28 萬名學生，比 2005 年報告增加 6.2%。 

教育部日前公布《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草案，將罰站改稱「站立反省」，每次

不能超過一堂課，每天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人本指出，被打的學生減少，被罰站的學

生增加，正表示教師在尋找「比較不違法」的體罰方式。其他調查指出，被老師打的學

生中，23.4%被教師用手或棍子打。另外有 8.2%被掐、被捏、被擰；2.7%被老師要求打

自己或打同學；1.2%學生被打耳光。 

調查顯示，11.8%學生曾在本學期被罰交互蹲跳、青蛙跳。這是極具危險性的體罰，

前年有三例學生被罰交互蹲跳，導致橫紋肌溶解症，申請國家賠償。此外，15%學生本

學期被剝奪生理需求，包括禁止吃飯、喝水、下課、上廁所、休假等。這些都不需教師

直接動手，也傷害學生身心。被罰跪、罰半蹲等持續某種姿勢或動作的學生有 8.9%。 

除了體罰，校園還存在一些惡性處罰。本學期有 7.6％學生被言語羞辱，4.8%被孤立，

5.1%被迫當眾出醜。這些項目雖不列入體罰，但對學生傷害程度絕對不比體罰來得輕，

甚至造成更嚴重傷害，仍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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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 2004 年及 2005 年體罰項目來比較（表 3），直接體罰下降了，從 2004 的 72.3%
降為 2005 年的 60.9%，不過仍高達六成的學生被體罰，教師們仍須精進輔導與管教辦法。

在孤立學生明顯升高從 2004 年的 16.3%提高為 2005 年的 38.1%。造成精神壓力的體罰

方式增加中，或許也跟政府部門三令五申禁止體罰有關。我們也可以體會到為何會有家

長那麼擔心，一但禁止體罰，教師就不會擔負管教工作了。或許教師們還不太能體會「以

啟發取代懲罰」的意義與方法，但師資培育中心、教育主管機關及教學現場第一線教師

必須共同努力，零體罰政策仍須靠大家一起努力。 

 

表 3  2004 與 2005 校園體罰問卷比較 

選項 2004 年 選項 2005 年

沒看過 6.5% 同左 11.9% 
直接打身體（如：打手心、耳光、

頭、屁股、掐肉、擰耳朵…） 
72.3% 同左 60.9% 

指定某種姿勢使身體勞累（罰站、

罰跪、罰半蹲、兔子跳、舉重物、

跑操場等等） 

67.9% 同左 66.5% 
 
 

增加課業（罰寫字、抄書、背書等） 65.6% 同左 45% 
剝奪生理需求（禁止飲食、上廁所、

午休等） 
8.9% 

限制活動（不准下課、不准參加戶

外教學或畢業旅行或社團活動等） 
41.5% 

禁止吃飯、喝水、下課、午休、

放假、上廁所等（剝奪生理需要） 
30.5% 

勞動服務（掃廁所等） 29.5% 同左 38% 
言語羞辱（罵：爛！賤！不要臉！

畜生！壞痞子！去死！笨豬等） 
22.4% 同左 22.6% 

孤立學生（罰獨處於角落或走廊、

不准與同學交談等） 
16.3% 同左 38.1% 

叫學生自打或互打 12.4% 同左 14.3% 
示眾羞辱（掛牌子、剃光頭、在臉

上畫圖、在司令台上罰站等） 
9.5% 同左 13.1% 

罰錢（非賠償） 10.2% 抓扯衣領或衣襟等 10.8% 
其他 3.4% 受過或見過其他處罰方式 5.6% 

資料來源：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5 年校園體罰問卷調查 

2005 年 6 月 16 日人本教育基金會針對全國 23 縣市（金馬除外）國民中小學體罰調

查報告指出，約計有 65.1％的中小學生，從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4 月間曾在校被體罰。

若以全國約 283 萬國中小學生推算，代表整學年度約有 184 萬個學生在校遭受體罰，這

是一個天文數字，值得教育當局重視。學生通常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被體罰？依問卷調查

結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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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生被體罰的原因 

原因（依百分比排行） 選擇人次 百分比

行為違反規定（吵鬧、說話、儀容不整、忘記帶東西等） 1,492 46.1%
學業不符合要求（含未交功課） 1,201 37.1%
跟同學吵架或打架 560 17.3%
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 494 15.2%
對老師態度不佳（不服勸導、頂撞等） 323 10.0%
其他 188 5.8%

資料來源：整理餘人本基金會 2005 年校園體罰問卷調查報告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顯示，明顯以「行為違反規定」及「學業不符合要求」是學生遭

受體罰的兩大主因，有關行為違反規定部分，例如：學生上課中吵鬧、愛說話，干擾教

學活動進行等。教師不會因為學生一時行為脫序就施予體罰，通常是學生一而再，再而

三犯錯，教師才會給予懲處。當然，體罰不是專業教師應有的行為，但部分教師為維持

班級公平正義原則而處罰學生，可是體罰行為是禁止的，教師應尋求班級經營策略及情

緒管理等方式，來約束管理學生行為。至於學業不符要求部分，教師應針對學生能力採

適性教學為原則，充分與學生家長溝通，不宜依統一標準看待每位學生，造成學生心理

創傷。 

三、班級經營的意涵及策略 

(一) 班級經營意涵 

班級是由教師、一群學生及學習環境組成，教師是班級靈魂人物，學生是教學主

體，環境是提供施教場域。所以班級是師生互動，學習生活和成長所在。班級是一個

複雜的小型社會，也是學校行政體系的最小單位（郭明德，2001）。經營是教師在施

教過程中，為了達成既定教育目標，使教學活動能順利進行，運用有效管理方法，處

理班級人、事、物，用以培養學生內控能力，自制自律、人格發展、氣質塑造、心智

發展、良好習慣及班級秩序（朱文雄，1995）。 

陳湘玲（2000）認為，教師有計畫、有系統的方式，採取有效行動和策略，使教

學活動能在愉快氣氛中進行，充分發揮師生彼此潛能，並達成教學目標歷程。陳志勇

（2001）研究指出，教師或學生遵循教育原則，妥當有效處理班級事物，使教師得以

發揮教學效果、學生得以正常學習，進而開展潛能，獲致最大效益，並達成教學目標

歷程。劉郁梅（2001）則認為，在師生合作下，教師能藉由經營策略，來建立學生良

好行為，營造支持性的學習環境，維持有效率的教學活動，且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

提升學生學習品質，達到教育目標一切活動。 

綜合上述學者研究，本研究將班級經營定義為：教師為達既定教學目標，有計畫、

有系統採取行動策略，妥善處理班級事物，讓教學活動得以正常進行，並維持良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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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係，藉由有效率的教學活動，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 

(二) 班級經營策略 

班級經營是在師生合作下，教師藉由良好班級經營策略，來建立學生良好行為，

營造支持性的學習環境，維持有效率的教學活動，保持良好師生關係，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已達成教育目標的一切活動。所以，班級經營做好了，即可解決師生衝突問題，

避免不必要處罰情事發生，拉近師生及親師之間關係，對達成教育目標有正向幫助。

以下整理國內外學者對班級經營策略看法（表 5）： 

 

表 5 班級經營策略 

作者（年代） 班級經營策略 

陳湘玲（2000） 班級行政、班級教學、班級常規、班級環境、班級人際 
陳志勇（2001） 學生學習效果、教師教學品質、班級常規表現、班級環境

規劃、班級氣氛、親師溝通 
劉郁梅（2001） 班級常規管理、教學活動、建立師生關係、營造學習環境、

建立親師關係、營造班級氣氛 
Simth ＆ Laslett(1993) 班級經營的規劃、班級組織的分析、衝突來源的減少、偏

差行為學生的諮商與檢討、學生問題的處理、教師策略的

執行、師生互動、獎懲措施、教師感受與壓力、協同同事

面對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各學者對班級經營看法（陳湘玲，2000；陳志勇，2001；劉郁梅，2001；
Simth ＆ Laslett，1993），整理以下五個面向。 

1. 教學活動 

教學是教師最基本工作，教學前要掌握教學目標，瞭解教材內容，在教學過程

中，運用有效教學策略，清楚指示與提問，充分掌握教學時間，善用多媒體教材，

維持學生良好學習效果。在教學過程中，要注意學生適情、適量的發展，並實施多

元評量，照顧到每位學生。 

2. 班級常規 

班級常規經營是班級經營最基本工作，沒有好的常規，班級教學活動無法有效

進行。當教師剛接新班級時，必須與學生共同討論班級公約，擬定合理明確獎懲方

式，來推展學生自治管理能力，藉由團體力量，約束學生行為，讓教學活動能順利

進行。 

3. 班級氣氛 

良好的班級氣氛是班級經營成功關鍵，包括班級佈置、教師情緒管理、師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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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及學生間互動關係。班級氣氛是經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營造的特殊氣氛，在此，教

師為維持此一氣氛，必須多關照學生需求，公平善待班上每一份子。 

4. 親師溝通 

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家庭也是一個重要場域，學生在家完成作業情況、父母管

教方式，親子溝通情形，都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必要親師溝通是不可缺少的。

家長與教師應站在相互合作的基礎上，透過各種媒介或當面晤談，充分瞭解學生現

況，才能營造一個好的教學氣氛。 

5. 建立輔導機制 

建立一套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序，做為教師處理問題準則，其中包括學生問

題行為如何產生？處理方式為何？支援系統如何配合？事後評估與追蹤等步驟，一

旦學生問題行為發生，教師即能採取合適的解決方法。 

四、相關研究 

(一) 零體罰 

教育部強調，將加強宣導校園零體罰政策，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加強溝通說明，

落實建立友善校園。零體罰明訂入法，教育部次長周燦德表示，這並不代表教師須在

管教學生方面退縮，反而要更積極面對輔導與管教的責任。如何落實零體罰呢？徐明

珠（2005）提出以下幾點看法：1.落實適性化教學。2.重建溫馨祥和的校園文化。3.
提升教師輔導能力。4.培養教師管理和經營能力。5.建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6.培養學

生自律的精神。7.重視特殊學生的特質。零體罰入法並非要教師放棄管教，更積極的

意義在於提昇教師班級經營和情緒管理能力，運用更好的管教方法來規範學生，讓學

生在「零體罰」環境中，感受更多的愛與關懷，促使學生懷有感恩、惜福的意念，進

而創造更多人生價值。 

校園體罰事件發生，是有其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但隨著教育政策發展及社會環

境變遷，學生人權問題應受尊重，加上少子化現象，每個學生都是家中的寶，家長越

來越重視學生受教權，所以體罰將慢慢走入歷史。為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未來應該

從人員觀念、制度建立，以及學校文化改善著手，才是治本的方法。為落實校園零體

罰政策，提出下列策略，以供參考（吳清山，2006）。1.改善學校人員體罰觀念，改

善校園學生人權。2.辦理教師班級經營研習，強化教師班級經營智能。3.編印教師輔

導與管教手冊，提供教師管教學生參考。4.訂定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序，作為處理

問題準則。5.試辦學生管教工作分級制，降低教師體罰情事發生。6.提供學生及申訴

以及救濟途徑，保障學生受教權益。7.辦理情緒管理相關課程，培養教師情緒管理能

力。8.塑造關懷尊重校園文化，建立溫馨友善校園環境。 

身為教育人員，當以維護學生人權和教好學生為目的，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有

賴全體教職員一起努力，期待塑造出校園零體罰的環境。 

體罰自古以來一直存在學校教育中，18 世紀後，西方國家有逐漸放棄體罰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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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但亞洲國家大部分仍維持體罰傳統，甚至法律也允許體罰。然而人文主義興起後，

尊重受教者的理念漸漸受到重視，加上專業主義的自主、自律主張，以及電視媒體、

法院對體罰過當的報導及判決，對教師施行體罰產生很大警惕作用（吳清山、林天祐，

2005）。此時，教育行政機關推動校園零體罰政策，彰顯出下列幾個時代價值。 

1. 維護學生人權 

學生為教育主體，不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都應致力於學生人權維護，避免

學生受到暴力威脅，以及學生犯過懲罰過當情形發生。因此，校園零體罰政策的宣

示，對維護學生人權，具有時代意義和價值。 

2. 建立友善校園 

過去校園因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社會價值觀常存在「棒下出孝子」、「不打不

成器」、「教不嚴、師之惰」、「玉不琢、不成器」的觀念，體罰制度一直存在，

讓學生不易感受校園溫馨。教育部為了回應友善校園聯盟訴求，研訂友善校園總體

營造計畫，整個計畫包括五大目標：1.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2.建立多元開放

的平等校園；3.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4.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校園；5.創造普世

價值的學習環境。因此，校園零體罰政策，有助於建立友善校園環境。 

3. 展現教師專業 

教師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受有一定專業訓練，畢業後具備專業知識和能力，所

以，不管是教學、輔導或管教學生，應以專業方式處理，否則就喪失教師專業性，

與社會人士無任何差別。所以，校園零體罰政策實施，是展現教師專業能力、精神

和責任的時代。 

(二) 情緒管理 

面對忙碌的教學工作及繁雜的行政業務，教師所承受的情緒負荷，沒有親臨現場

是無法想像的，教師不僅要面對學生、家長、同事等，家庭因素、社會關係，都可能

造成教師情緒起伏變化。擬定良好情緒管理策略，是教師因應未來社會變遷的一大課

題，教師除了傳授知識外，吸取新知也是一個重要政策，俗謂：「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當教師備妥這些知能，必能有效解決因情緒所引發的問題。本研究歸納相

關文獻（李選，2003；吳宗立，2001；蔡秀玲、楊智馨，1999），將教師情緒管理策

略分為六個向度： 

1. 面對問題、轉化想法 

面對教育改革衝擊影響，教師在教學職場上所遭遇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教育

改革推行至今，教育人員所面臨之困境接踵而來，例如：教學活動多元化、多媒體

教材準備、校本課程融入與設計，一連串工作勢必為教師帶來相當繁瑣的問題，但

教師如何轉化這些問題？保持正向思考概念，讓問題變得簡單化，提高解決問題意

願，是一個值得一試的方法。當教師選擇逃避時，問題不會消失，且會一直累積下

來，最後，降低工作意願，導致行政、教學效率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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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納不同特質學生 

學生人格特質與生俱來，教師應適情、適性教導，切勿以千篇一律方式對待每

位學生，覺察學生優點，引導發揮潛能，注意個別差異，建立合理可期的教師期望。

讓每位學生都能感覺教師對其本身的尊重，以言教及身教改變一言一行，在教師潛

移默化之中，循循善誘，確實改正心性。 

3. 培養開闊心胸 

培養包容他人意見的胸襟，敞開心胸、廣結善緣、尊重別人想法及看法。教師

工作職場除面對學生管教問題外，來自行政工作壓力、家長對校務參與程度，常給

教師帶來情緒負荷，因此，教師能培養開闊心胸，以同理心去看事情，摒除自我偏

見，才能真正改善情緒管理問題。 

4. 轉移注意力 

教師工作場所狹小，面對事物及接觸對象較單純，當遇到情緒問題時，常無法

跳脫框架，深陷傳統窠臼之中，當教師發現某事將引爆情緒時，適時自我調整是必

要的。例如：暫時離開生氣場所、找個能放鬆心情方式（聽一段減壓音樂、喝杯香

醇咖啡）、做一件自己有興趣的事來轉移注意力，藉以幫助穩定情緒，進一步找出

解決方法。 

5. 賦予工作意義與價值 

發展教師專業形象，在快速變革的社會是一項重要工作，社會大眾對教學工作

越來越多要求及參與，常使教師大環境多元價值文化衝擊下，對教學工作產生無力

感，間接影響教學品質，使得教師專業屢遭懷疑，因此，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要不斷

地為自己加油打氣，勇於突破困境，對工作懷有使命感並保有熱誠，找出教學工作

核心價值與目的。 

6. 不斷追求新知 

在知識爆炸時代，新知追求媒介相當多元，隨著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吸取新知

場所已不再侷限於課堂講授、圖書雜誌之中，透過多元進修管道，不斷充實專業領

域知能，讓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的概念，根植在每位教職人員心中。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在歸納訪談內容後，進行分析與討論。以下為訪談教師簡單背

景資料及訪談內容實錄。 

教師 教學背景 
A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兼學務主任，任教資歷：11 年 
B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7 年 
C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任教資歷：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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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 年 
E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5 年 
F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1 年 
G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3 年 
H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8 年 
I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6 年 
J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1 年 
K 師 基隆市國小教師，任教資歷：10 年 

 

問題一 請問造成你對學生體罰的原因有哪些？ 
A 師 秩序不佳，屢勸不聽，學習怠惰，作業不交。 
B 師 品行惡劣，不良行為累犯。 
C 師 屢勸不聽，不能達到老師的期望。 
D 師 行為偏差，屢勸不聽，態度惡劣。 
E 師 不守規矩，不交作業。 
F 師 不服管教。 
G 師 學生屢勸不聽、態度傲慢無理。 
H 師 影響上課秩序、態度惡劣者、屢犯相同錯誤，且毫無悔意、作業屢次缺

交，且傳喚多次均故意不到。 
I 師 學生違反班規、學生知錯不改，無悔過之意。 
J 師 學生吵架盛氣凌人，不服導師勸導、惡意搗蛋欺負弱小。 
K 師 學生常偷班上同學東西，又死不認帳、上課故意講話規勸不聽。 

 

問題二 這些原因中，哪些原因比較會引起情緒，而造成體罰？ 
A 師 秩序不佳且屢勸不聽。 
B 師 品行惡劣。 
C 師 屢勸不聽。 
D 師 屢勸不聽。 
E 師 不守規矩。 
F 師 不服管教。 
G 師 多多少少與情緒有關，若是學生懂得相互尊重，態度改善，就可避免不

悅。 
H 師 當被激怒時，所有的體罰均受情緒影響。 
I 師 皆與情緒有關。 
J 師 當勸導不聽時，情緒會激動忍不住。 
K 師 每次勸導不聽時都沒有效果，學生又傲慢時情緒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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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因應「零體罰」時代來臨，你有哪些策略因應學生問題？ 
A 師 聯絡家長。 
B 師 送行政處室或其他教師協助。 
C 師 消極處理（冷處理）。 
D 師 離開現場，先行冷靜，請其他教師協助。 
E 師 送行政處室協助。 
F 師 送行政處室協助。 
G 師 先柔性勸導，若執意不改，再改變策略。 
H 師 想要體罰學生時會忍住，但在盛怒下會處罰自己小孩。 
I 師 先冷靜思考其教導方式，再進一步思考對策。 
J 師 先回辦公室喝杯水，無奈的思考體罰的後果。 
K 師 多與家長溝通或找輔導室幫忙勸導學生。 

 

肆、結果與討論 

一、分析結果 

(一) 品行惡劣、屢勸不聽、破壞上課秩序、不交作業是造成體罰的主因。教師有時自認

是公平正義的化身，為維護班級運作機制公平，常逾越了教師應有的本色，造成一

些不必要的體罰情形。 

(二) 體罰的形成，與情緒管理有關，當遇上品行惡劣、犯錯屢勸不聽的學生，教師在當

下常無法做好情緒管理工作，有些教師認為要維持應有的尊重，否則師道蕩然無存。

這也許是零體罰政策施行半年以來，一直無法落實的原因之一。 

(三) 經訪談結果，如果教師能先冷靜一下，在思考處理學生問題方式都能避免體罰產生，

例如：離開現場讓自己換一個心情、請其他老師或行政處室協助、聯絡家長告知學

生現況，在這個現場轉換時，也讓自己換個角度思考，或許能收到更好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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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討論 

造成教師體罰的原因，常因學生破壞上課秩序、經教師制止但屢勸不聽者，是教師

最容易體罰的情形，有些學生行為偏差，態度不佳也常引起教師情緒失控，造成體罰行

為。受訪教師也指出，體罰行為受情緒影響很大，在目前零體罰政策已正式立法通過後，

教師也不願、也不能再體罰學生，但為何還有這麼多體罰事件產生呢？歸咎原因還是教

師在面對那麼多孩子，每人行為舉止皆不相同，當家庭疏忽對孩子常規要求時，學校教

師難免無能為力，當教師要維持良好的常規，提供良好的教學品質時，總認為懲罰是一

個立竿見影的方法，殊不知，不合宜的處罰是造成體罰的原因。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教師體罰率有逐年下降趨勢 

教師體罰率從 2004 年的 72.3%至 2005 年的 64%到 2007 年的 52.8%，已有逐年下

降趨勢，但仍有過半數比例的國民中小學學生遭受體罰，代表我們零體罰政策的宣示

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仍有待教育行政機關及教師們努力。 

(二) 替代性懲罰取代直接性處罰 

被教師罰站的比例從 2005 年的 9.7%提高到 2007 年的 35%；孤立學生（罰獨處

於角落或走廊、不准予同學交談等）也從 2004 年的 16.3%提昇至 2005 年的 38.1%，

代表部分教師為了規避體罰所帶來的困擾，改採替代性懲罰方式來處罰學生，但是，

方法如果不當，將會對學生造成更大的傷害。 

(三) 班級經營策略有待提昇 

根據 2005 研究報告，常見學生被體罰的原因計有 1.行為違反規定（吵鬧、說話、

儀容不整、忘記帶東西等）46.1%；2.學業不符合要求（含未交功課）37.1%；3.跟同

學吵架或打架 17.3%；4.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 15.2%；5.對老師態度不佳（不服勸導、

頂撞等）10%，教師可藉由班級常規的建立來改善行為違反規定、加強親師溝通來改

善學業不符合要求、提高情緒管理方式來改善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及對老師態度不

佳。藉由以上班級經營策略，讓零體罰政策能確實落實在校園之中。 

二、建議 

(一) 加強「零體罰」政策宣導 

自從 2006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條文修正

案」，在「校園零體罰」條款公告生效後，台灣成為世界第 109 個禁止校園體罰的國

家，教育部訓委會也在 2007 年 5 月 9 日公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修正草案之初步共識。學校行政單位應利用教師集會時間、學校刊物及網頁

等相關資訊公開場合，提供教師相關零體罰的政策宣導，並藉由週三進修時間，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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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方式，進行案例宣導，藉由回饋機制與討論，有效落實零體罰政策。 

(二) 建立輔導新體制 

由教育行政機關建立一套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序，做為教師處理問題準則，其

中包括學生問題行為如何產生、處理方式為何、支援系統如何配合、事後評估與追蹤

等步驟，一旦學生問題行為發生，教師即能採取合適的解決方法。為了避免教師從事

不當體罰，可考慮建立學生管教工作分級制。第一級：問題輕微者，如上課講話、不

守秩序、作業遲交者，先由教師進行口頭告誡；第二級：問題嚴重者，如頂撞師長、

不服教師管教、屢勸不聽者，教學務處或訓導處處理；第三級：行為嚴重者，如發生

打架或鬥毆者，採停學一兩天或留校察看方式辦理；第四級行為嚴重且涉及違法者，

轉交治安單位處理。如果將教師管教分級處理，將有助於降低教師體罰情形。 

(三) 增進班級經營策略 

良好的親師溝通是優質班級經營的開始，不論是班級導師或該班的科任教師，都

應與家長保持聯繫及配合，老師的教學理念及方式能讓家長充分了解，班級公約、作

業規定及學生平時的學習態度，家長都能充分掌握，對於老師的輔導與管教，家長也

較能以正向的態度接納，如此一來，學生作息都能按照班級設定模式來運作，親師溝

通管道暢通，自然會減少體罰機會發生。 

(四) 教師情緒管理能力的提昇 

教師處理學生問題，如果流於情緒化或情緒失控時，很容易造成雙方之間傷害。

歸納國內有關情緒管理研究指出，情緒管理主要分為，1.情緒覺察：係指教師能夠敏

察和分辨自己內心各種情緒，以及隨時認知自己真實感受。2.情緒調整：係指教師面

對情緒衝動情境，能夠運用可行管理策略來調整自己情緒，並做出適當自我控制或調

整，使情緒不致混亂失控。3.情緒使用：能幫助教師計畫未來，做出較好準備工作，

且有助於創造思考，適當地分配資源，並能激發動機，提昇工作效率。因此，教師能

夠參與各類情緒管理相關課程研習活動，培養情緒管理能力，對於學生管教應有正面

助益。換言之，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會以成熟、溫和、理性及正向思考方式處理，

減少體罰發生。 

大多數教師在體罰學生時，心態上皆出自對教育的熱誠，但面對人權主義的影

響，不可諱言，管教方式也要持續進步。體罰雖能達到警惕效果，但就學生身心發展

或師生關係來說，將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一位具有專業素養教師，就會採用合理

的輔導管教方式，有效解決學生行為問題，而不是採用體罰讓學生服從。為了落實校

園零體罰政策，必須加強教師及行政主管機關人員觀念、知能及相關制度，身為教育

人員，當以維護學生人權為職志，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塑造零體罰的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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