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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由體罰事件看教師情緒管理

隨著社會開放腳步的劇烈、教育改革步

伐的快速，現今身為第一線的教師們在面對

整個教育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壓力確實越來

越大。當教師面臨一群懵懂無知或是血氣方

剛的孩子所表現的不得體的行為同時，身為

教師者也可能產生了一些非理性行為。近日

來鬧得沸沸湯湯的教師體罰學生，以致遭家

長申請國家賠償的案件即是一例。

事實上，就體罰學生事件一事，顯現了

幾個面向的問題。首先，教師體罰學生，事

件輕者，一段時間之後，透過時間治療一切

的傷痕，事情也就像船過水無痕一般跟著消

聲匿跡；事件嚴重者，導致學生身心受到重

創，事情本身就像幽靈一般，日日夜夜、一

生一世都將圍繞著當事的學生，永久無法抹

滅。因此，為人師者不可不慎。其次，教師

體罰學生，顯現出教師專業能力的不足、輔

導能力的欠缺，尤有甚者，更是對法令的漠

視。教育部一再三令五申嚴禁教師體罰，而

仍然發生體罰學生情事，真的是令人感到遺

憾及難過。

就體罰學生事件一事，也顯現出教師的

情緒管理仍然有待提升。情緒管理的重點在

於任何非理性行為或事情發生的瞬間，教師

能夠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個人相信，沒有

任何一位教師是以體罰學生為樂的，只不

過，因為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教師不能妥善

管理自己的情緒。因此，教師在面對問題發

生時，如果能夠做好先前的心理準備工作，

以積極的、正面的想法來看待事情，並且建

立事情發生時的處理原則，就能避免事情突

發時的慌張凌亂和措手不及的一些非理性行

為的產生而鑄下大錯。

發生事情時的當下，深呼吸是一個不錯

的情緒管理策略。教師可以藉助反覆做深呼

吸數次，一邊告訴自己「我是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再製造問題（因為動手打學生或體罰

學生勢必將製造新的問題）」、「要效率、

更要求教育（我是教育工作者，我有專業的

能力解決學生的問題）」，藉由反覆的深呼

吸以放鬆自己當時的情緒。或者暫時離開現

場也是一個很好的情緒管理辦法。藉由暫時

的離開現場可以緩和當時對立的局面，以使

雙方彼此冷靜，等較為平靜之後再尋求問題

的癥結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他諸如轉移自

己的注意力，讓自己多想一些美好愉快的

事，避開學生行為所引起的負向的情緒；透

過想像制約法想像平常自己喜歡的事物，藉

以減緩情緒的起伏波動等也都是相當良好的

情緒管理辦法。

心理學家亞伯艾里斯（Ellis, A）告訴我
們，影響我們情緒（C）的不是事件（A）本
身，而是我們對事件的解釋與看法（B）。因
此，改變我們對事情的認知便能調整並改善

我們的情緒，這就是著名的「ABC情緒管理
原則」。亞伯艾里斯理情治療的重點，在於

我們平時必須訓練自己，改變自己以往對一

些事情僵化的認知，並且適度調整對事情的

看法。舉例而言，學生幫忙老師倒茶水卻打

破杯子，以往我們可能大聲斥喝學生「你為

什麼這麼差勁」、「你為什麼這麼不小心」

等等。事件（A）的本身是「打破杯子」，
我們對「打破杯子」這件事產生憤怒生氣的

情緒，但是改變我們對事件的認知，適度調

整對事件的看法（B）（例如，學生是不小心
打破的、學生是好意幫老師倒茶水），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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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我們的情緒。所以愈是以正面的、樂觀

的想法去面對問題時，愈是能跳脫負面的情

緒，產生愉悅的、快樂的情緒。

另外，教師平時必須建立支援性的系

統。例如學校裡正式或非正式的團體或組織

的同儕系統、自己生活周遭的親朋好友們的

親友系統、社會中的張老師或生命線的社會

系統等，都是我們可以尋求的支援系統，如

果有情緒上的疑難困擾問題，都應該要參考

他們的意見及尋求他們的協助，以獲得更為

寬廣的解決問題的資訊或方法。

平時建立規律的生活習慣，例如定時定

量的飲食、運動、睡眠。養成正確的休閒價

值觀念，定期安排戶外的休閒活動，如登山

健行、藝文參觀、文化之旅等，藉此以消除

疲憊的身心減緩情緒困擾的累積。

面對現今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教師除

了必須調整個人的心態，以積極的、正面的

角度來看待情緒的管理外，隨時吸收新知、

積極充實自己、建立多方的支援管道等都是

有效的情緒的管理方法；希望教師們能夠透

過這些有效的方法，來減緩情緒困擾，並進

一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