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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系統觀點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中輟行為之個案研究 

摘要 

中輟生的問題日益嚴重，但多數人都會將其歸咎於學校的產物，殊不知其背後或有更多

的生態問題需解決。研究者任教之學校有一問題行為層出不窮，卻身處弱勢之個案，引發研

究者興趣並試圖透過生態系統的觀點，探討何以造成個案中輟之原因，並協助其找到支持系

統。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透過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得到研究結論與

建議如后： 

一、結果 

(一) 就微系統而言，家庭成員與學校同儕影響確是學童中輟之重要因素。 

(二) 就居間系統而言，學校與家庭及週遭環境的互動也會使學生產生不良行為。 

(三) 就外部系統而言，整體社區文化風氣及大環境均會影響到學童的行為表現。 

(四) 就鉅系統而言，社會大眾的偏頗觀感與刻板印象，使弱勢學童處境雪上加霜。 

(五) 就時間系統而言，長期間和孩子疏離將對其成長有不良影響。 

二、建議 

(一) 身教重於言教，透過親職教育活動，使家長與學校成為緊密夥伴關係。 

(二) 提升教師輔導的專業知能，做好對中輟傾向學生輔導的初級預防工作。 

(三) 開發學生潛能，提供多元學習成就的舞台。 

(四)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強化中輟生追蹤、協尋、復學、安置及輔導工作。 

 

關鍵字：生態系統、中輟、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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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一) 那個眾所周知的風雲人物 

打從個案進入本校，對於他的豐功偉業總是時有所聞，舉凡：翹課、逃學、偷竊、

吸毒、恐嚇……等問題行為層出不窮。雖然研究者並未擔任個案導師，但因位在隔壁

班，所以也總是在班上孩子受到波及之虞無法置身度外，多次與該導師閒談之中，慢

慢了解導師的付出以及個案背後的故事，面對一個看似魔鬼的孩子，內心卻是一個天

使的化身，身處無力抗衡的問題家庭與外來文化的排斥，仍能默默為自己的媽媽張羅

三餐並被迫學習獨立，引發研究者心疼並想瞭解整個生態系統何以造成中輟的真正因

素。 

(二) 我們都有上學的權利 

上學唸書，是國民的權利，在國中小學階段，更是一項義務。很多學生因為個人

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團體因素、及社會風氣等因素，始終無法獲得改善，

以致盤根錯節，一環一環的相互影響，終究無法收拾，使得中輟生的現象日益增多，

學生中輟的人數也逐年的攀升（教育部公報，2002）。這些輟學的孩子，就像是出了

軌的火車，想要讓人生的列車繼續向前，就必須想辦法將車輪拉回正軌；因此，為了

協助中輟學生重回校園，並適應學校與家庭生活，包括學校、教育主管機關、社會福

利單位、警政以及社會公益團體等相關單位，都竭盡所能，透過各種方法，讓這些孩

子回到正軌。 

(三) 是誰逼走了孩子？ 

有人認為中輟生是學校的產物。然而，教師總是將學校內無法處理的青少年行為

問題丟給社會，這就像鴕鳥心態一樣，並不會讓問題自動消失。退學或輟學學生在社

會中集群結黨，四處流竄，反而製造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讓一般民眾認為學校要為

學生的中輟問題負起全部的責任、殊不知學生之中輟因素眾多，學校只是此一問題浮

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已。研究者忝為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之一份子，對於日漸嚴重的

國小學童中輟問題，認為有必要對於其中輟相關問題進行探索、及造成學生為何會選

擇放棄國民義務教育，而中斷其求學歷程的主要問題有哪些，做一深入的研究與探

討，此為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動機。 

另一方面，生態系統理論其宗旨著重人在「發展」與「變遷」的過程中，與「環

境」間「交互作用」的實質內涵，而此環境依照人與空間和社會距離，分為微系統

（microsytem）、居間系統（mesosystem）、外部系統（exosystem）、鉅系統（macrosystem）

與時間系統（chronosystem），形成其生態論（Ecological Theory）的「環境觀」。對

於中輟問題而言，有學者曾對於家庭、校園、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關係提出這樣的看法：

「社會問題成因於家庭、顯象於校園、惡化於社會。」（吳武典，1985）而教育是樹

人的工作，身為中小學教師，深知中輟生對班級經營的影響，也對日益惡化的教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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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深感憂心。本研究之目的，是從一個國小六年級導師的立場發聲，對某中輟個案的

諸多問題進行質性探究，並對如何挽回中輟生復學的向心力，做一個案的試驗性研

究，希望研究者的心路歷程與觀察心得，可以提供學校教師、家長、和相關教育人員

作為實務的參考與借鏡。 

二、研究目的 

根據動機，本研究之目的，依其研究之進程，分為下列三大研究進程： 

(一) 了解學生中輟的過程與經歷：學生為何中輟？觸發學生中輟的主要歷程有哪些？ 

(二) 了解學生中輟後之狀況：學生中輟後的生活情況如何？中輟學生與其週遭的人際互

動情形如何？ 

(三) 提出中輟生輔導的具體建議，以供輔導中輟學生的相關人員、家長及學校教師參考。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中途輟學的意涵 

教育部（1996）訂定的「中途輟學學生通報辦法」中，對中途輟學所下定義：「國

民義務教育階段（國中、國小）學生，未經請假、未到學校達三天以上者，包括轉學三

天內未轉入新的學校及開學三天內未註冊的國民中小學學生」。 

本研究採用教育部的定義「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國中、國小）學生，未經請假、未

到學校達三天以上者，包括轉學三天內未轉入新的學校及開學三天內未註冊的國民中小

學學生」，在特定的階段及特定的離校條件下，更具操作性的意義解釋。 

林淑瓊（2000）以中途學校所輔導之學生做分類依據，將中輟生分類為起因於家庭

生活者、不幸少女型、行為偏差型及適應困難型等四類。而有關學生中輟的因素，大多

數學者將之分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團體因素、社會因素等五方面，

也有學者另外加上居住鄰居狀況、法令因素二項（謝秋珠，2003）。茲從個人因素、家

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團體因素、社會因素等五方面說明如下。 

(一) 個人因素 

根據教育部的中輟生通報系統，中輟生中輟的因素在「個人因素」方面，包括成

就低落、對所有學科均無興趣、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智能不足、精神異常、身體殘

障、其他等七項。 

Rosenthal（1998）還認為：是否為少數族群、性別也是個人方面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教育部訓育委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從八十八年至九十學年度，原住民中輟學生人

數占總中輟學生數的10%以上，男生的中輟率比女生高10%（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2003），可見少數族群及性別的確影響個人的中輟行為。 

(二) 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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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不正常、父母疏於管教或不當管教，甚至是家中的親子關係及溝通不良

都有可能促使中輟生自己產生中輟的念頭，進而有中輟的行為出現。就社會控制的觀

點而言，雙親對孩子的社會控制應優於單親或失親的狀況，間接減少偏差行為的發

生，此種破碎家庭（disorganized/broken family）的理論也一再被提出。劉秀汶（1999）

研究指出有近四成中輟學生是沒有辦法在健全完整家庭結構生活，其共同生活對象有

8.2%是與祖父母同住，18.6%是與父或母同住，與朋友同住或單獨租屋者亦高達

12.3%，在此情況下，家庭的社會化和控制功能也相對的減弱。 

(三) 學校因素 

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影響少年中輟之學校因素為：「學校的教材內容、教法與評

量方式未能顧及個別差異、缺乏適當課程與有效的教學策略」；「學生對於學校課程

的不感興趣、不喜歡學校」；「學校管教、獎懲方式不當、要求大於個人所能負荷的

範圍」；「學校缺乏活動的場地」；「學校缺乏諮商和轉介系統」；「師生關係不佳、

教師態度和教學不良」；「學生違紀、逃學、曠課時數過多」、「學生討厭考試、成

績不理想、課業負擔過重、壓力太大」、「學生在校曾有挫敗經驗、怕被同學欺負」

等（引自謝秋珠，2003）。 

(四) 同儕團體因素 

同儕因素包括結交不良友伴，例如同為翹課、翹家、中途輟學者；參加不良的組

織或團體；以朋友的意見為意見，缺乏主見；不良的人際關係。同儕關係越不佳，友

伴特性越不良，國中少年輟學頻率則越高（翁慧圓，1996）。青少年時期和朋友的關

係十分密切，結交朋友的品行若較差，有輟學的情形或犯罪紀錄，青少年輟學或行為

偏差的機會相對增高，偏差的同儕團體會導致個人的輟學行為或偏差行為，所謂「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無道理。 

(五) 社會因素 

在社會因素方面，包括受不良傳播媒體誤導、受不良遊樂場所的引誘、參加不良

幫派或組織、社會風氣低靡等因素（翁慧圓，1996；洪莉竹，1996；許文耀，1998），

均使得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受其影響，而產生了偏差的價值觀及犯罪的行為。 

二、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 

Bronfenbrenner 受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認知發展論的影響，主張發展必須包括個人

與環境互動，將環境解釋為「一組繁複層層相連的結構，層層環圍，包含著個人，就如

一組層次成套的俄羅斯娃娃」（洪貴真譯，2003）。換言之，互動過程不只在同一層環

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交互形成的，每個系統直接或間接與其它系統互動，且

複雜地影響個人發展。 

Bronfenbrenner 認為孩子發展與成長環境的密切關係，主張個體係在生理、認知、

情感與社會因素相互交織的系統內發展，因而於 1979 年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他要求研究兒童成長發展的學者，轉向研究孩子真正的生活環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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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實驗室裡研究兒童，不要再以心理測試記錄孩子日常生活的結構，應該走出實驗室、

脫下白罩衫，走進家庭、遊樂場、校園、後巷以及購物中心，這樣才能瞭解孩子真正的

生活，而不再只是「在陌生處境中，兒童的怪異行為」而已（Bronfenbrenner, 1979）。 

Bronfenbrenner 認為人類的環境是由不同的層次建構而成，原提出四個系統如圖 1，

後來又增加一個系統，共計五個系統如圖 2，茲分述如下（洪貴真譯，2003；周念縈譯，

2005）： 

 

 

圖 1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包含四個系統） 

資料來源：周念縈譯，2005：10 

 

圖 2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包含五個系統） 

資料來源：Santrock, W. J., 2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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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微系統（microsytem） 

微系統指的是位於生態系統理論中最內層，與發展中個體最有直接關係、互動最

頻繁，也是最重要的生活環境，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或工作場所等。微系統內

的成員大多數透過面對面直接互動的方式，彼此影響對方。  

(二) 居間系統（mesosystem） 

居間系統指的是個體所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微系統間的關連與互動，亦即

由個體所積極參與的各種生活場域的交互關係所構成。例如：家庭與學校等兩個以上

的微觀系統間的互動關係。 

Bronfenbrenner 指出，居間系統的產生，通常與生態銜接（ecological transition）

的概念有關：當一個人從某個角色變成另一個角色，或者當一個人從一個場所移動到

另一個場所時，就會發生「生態銜接」。各場所之間需要維持良性的互動與聯繫（亦

即良性的居間系統），以幫助個體順利地經歷這些轉換。因此，若中系統的互動次數

越 頻 繁 、 互 動 管 道 越 多 元 、 以 及 互 動 的 品 質 越 好 ， 就 越 能 促 進 幼 兒 的 發 展

（Bronfenbrenner, 1979；引自王美方，2003）。 

(三) 外部系統（exosystem） 

外部系統是由兩個或更多生活場域間的關連與互動所組成，然個體並未直接積極

參與的系統，但卻會間接的影響該個體的成長、價值觀等，與發展中的個體有某種程

度上互為因果的效應。例如：父母的工作特質、個體居住的社區環境等等。對子女而

言，父母可能會因為工作的特質每天晚歸，而影響了家庭的正常作息，也影響其生活

習慣。 

(四) 鉅系統（macrosystem） 

鉅系統指的是政府、宗教、教育和經濟等制度所環繞而成的廣泛的社會文化體

系，文化因各個國家、民族、人種而所差異，個人被社會的價值觀所影響。像西方的

班級文化與台灣的班級風氣就大不相同；又如不同的國家，性別角色也會有所差異。 

(五)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Bronfenbrenner 加入「時間系統」，以捕捉系統裏、系統間的發展動態。指的是

個體的發展隨環境與時間改變，以及兩個過程間的關係（周念縈，2005）。例如：

Hetherington 於 1993 年研究離婚對子女的影響，發現父母離異後的第一年孩子的負面

情緒達到高峰，而兒子的負面情緒比女兒還要明顯，然而二年後，家庭的狀態即會趨

於緩和及安定。此外，受到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女孩子比起 20 年前更勇於追求事

業（Santrock, 2007）。 

Bronfenbrenner 的想法受到勒溫（Lewin）所影響，根據勒溫的場地論（field 
theory），個人與環境間的「對話」可以以公式 B= f （PE）表示，指行為（Behavior）
由個人（Person）與環境（Environment）交互作用而決定。Bronfenbrenner 修改公式

為 D= f（PE），指發展（Development）為個人（Person）與環境（Environmen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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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結果。Bronfenbrenner 藉由發展取代行為，並彰顯時間、改變的重要性，以及縱

貫研究對於了解人類狀況的必要性（周念縈，2005）。 

Toro 等人於 1997 年指出生態理論讓我們檢視個體環境築巢於層層包裹的結構

裏，最直接的結構是個人每日活動場所，每層結構涵蓋越來越廣，直接到最外層也就

是包納最廣的社會層次。透過這些動態交織的結構，讓我們思考每個層次對個體發展

的危機與轉機，像是無家可歸、受虐兒童、校園暴力、變態等，可被視為個人與機構

脆化（尤其是家庭）等情境因素互動的產物（引自周念縈，2005）。  

因此，個人的發展不僅受到個人因素、個人所處環境直接互動的影響，還受到周

邊各種系統相互作用的影響，而且在其成長過程中具有主動性，終其一生與環境做連

續的、相依的互動，並藉由不斷的調適，維持一個平衡狀態（Bronfenbrenner,1979）。

換言之，生態系統理論是一種「動態」的發展觀，個體在持續不斷的發展、調節及適

應。 

因此，生態系統理論對於中輟行為的觀點是：中輟生個人、所屬家庭及休戚與共

的環境是相關聯的。因此，在找尋中輟動機的形成因素，以及為改善中輟問題而設計

的輔導策略時，要以整體、環環相扣的生態系統論作為考量。也就是說中輟問題是由

社會大環境所造成的，是中輟學生所生存的環境中的各個系統內產生了問題。因此，

解析中輟問題不能只從學校層面考量問題，需做全面、多元、整體及廣泛的思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行質性研究方式，選擇個案研究法，經由一位在國小教學的級任教師，試圖

探究該班某位經常翹課兩三天不到校上課之個案，所採取的一連串研究歷程。茲就研究對象、

研究的進行步驟、資料的蒐集、資料的分析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是屏東縣鄉下某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小豪（化名），小豪是校長、主

任、教師及社區家長所共同認為極度令人頭痛的個案。該學生家庭是屬於低層之社經背

景，雖非單親家庭，但爸爸長期在中部打工，無暇照顧該名學生，媽媽是外籍新娘，但

長期有躁鬱症，幾乎不與外界對話，叔叔因吸毒過量而有精神疾病。該個案行為極度偏

差，凡偷竊、逃學、抽煙、吸毒、恐嚇取財、強取同學之物無所不精。因其對學習毫無

興趣，搗蛋、欺負同學成了上課的樂趣，幾乎每節課都有狀況。為了排除該名個案在上

課時產生的干擾，教師花費在處理事件上之時間，耗去了大半，經常使課程中斷，班級

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大打折扣，教學品質滑落，讓班上其他學生的學習意願嚴重下滑，

家長更是抱怨連連。 

二、研究的進行步驟 

本研究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為蒐集文獻與閱讀相關文獻；第二階段進入研

究現場進行實地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第三階段則為資料整理、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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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 

本研究第一階段主要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來找出研究的主軸。最後，根據研究主軸

與設計來選擇研究個案。 

 

 

 

 

 

 

 

 

(二) 第二階段 

在確定研究個案及研究場域後，採多元化的途徑蒐集相關資料，蒐集愈多有關研

究主題的現場資料，對現象與情境脈絡將有更深入的理解，可作為日後觀察、訪談的

基礎。 

 

 

 

 

 

 

 

 

 

 

 

 

 

(三) 第三階段 

本研究階段是研究者在退出研究現場之後，將所蒐集的資料彙整及補充，然後根

據資料加以分析、討論，並開始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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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的搜集 

資料的蒐集透過訪談及觀察兩部分： 

(一) 訪談（Interview）：分為個案與教師之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兩種。訪談的

方式採用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法，訪談大綱如附件所示。（礙

於時間所限，僅訪談個案之六年級導師） 

(二) 觀察（Observe）：是透過平日對個案的行為觀察所蒐集之相關文件資料。 

(三) 文件資料：係指教師平日之輔導紀錄。 

四、資料的分析 

將訪談、觀察及文件等蒐集之研究資料，經編碼整理後，從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資

料來源之多元角度，採用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 歸納比對、整合分類，以確保研

究之信度與效度，最後再進行詮釋與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藉由現場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並依據文獻中對於中輟行為的探討，從生態系統的不同層

次觀點來分析，描述個案中輟行為形成的歷程與現象。 

一、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微系統而言 

(一) 家庭成員限制教育功能 

家庭是個人最早接觸的社會組織，亦是個體接受初期社會化的地方。家庭團體所

著重的行為類型、價值觀念及道德規範等都將成為個體模仿與學習的對象。健全的家

庭對學生而言就像保護傘一樣，可以隨時伸出援手、不斷地支持與鼓勵。不幸的是，

小豪既無兄弟手足，且父母之親職功能不彰，就連填飽東西之基本民生需求都是問題。 

據我所知小豪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常常不在家，媽媽又有躁鬱症，有時根本沒

有辦法打理三餐，都要小豪想辦法，還好爸爸回來的時候會給很多錢以及他還有

一個叔叔很不錯，如果知道他有困難就會幫他（2007.03.02/林老師/訪/學校）。 

爸爸經常出外做工有時一個月才回來。媽媽有神經病，都蒙著臉關在房裡，

資料彙整與補充 

綜合分析與討論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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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還在房間裡燒東西，有煙冒出來，鄰居害怕以為是火災還報警處理。有時

候媽媽吃的東西還要我買給她吃（2007.03.01/小豪/訪/學校）。 

(二) 學校同儕互動不良 

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父母、師長和同儕均是影響最大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但在青少年渴望追求獨立自主的階段，父母和師長影響力降低，同儕影響

力激增，此時父母與師長已不及朋友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小豪因校內同儕的互動不

良，轉而尋求外界朋友的認同。 

除了幾個男生外，大部分都不願意和我在一起。全班女生更是討厭我，都一

直和老師告狀，說我的壞話，所以我都和外面的朋友在一起（2007.03.01/小豪/訪/
學校）。 

班上小豪的朋友不多，人緣不太好，尤其女生常常下課會來告訴我小豪又惹

事生非了（2007.03.02/林老師/訪/學校）。 

這點此由許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中途輟學，和朋友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

可以佐證（張華葆，1988；黃武鎮，1989；Dryfoos,1990）。 

二、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居間系統而言 

(一) 家庭週遭充斥不良文化 

古代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環境對於孩子學習上的重要性。在一個居家學習情境惡

劣的環境中，冀望透過學校的力量來產生改變，這無異是緣木求魚罷了。因此，家人

相處是否融洽、家庭氣氛是否良好，往往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而不良家庭環境也會直

接或間接影響少年偏差行為（呂民璿，1990）。小豪就在這樣的不良文化中掙扎生存。 

平常到我們家玩的人大部分都是都是做工的人或是沒工作的大人，他們來我

們家時都是在抽菸、喝酒、打麻將啊！而且很討厭！他們都很晚才走，講話都講

的很大聲，有時候也會吵架。我也有看到他們帶 K 他命和注射毒品…我會覺得很

好奇也覺得蠻可怕的！（2007.03.02/小豪/訪/學校）。 

我去家庭訪問的時候，發現他們居住的地方其實算是比較亂的社區，鄰居們

也說常常看到他的爸爸會帶酒和朋友回來喝，有的時候爸爸喝多了也會拿給小豪

喝酒，當然講話有時就比較粗俗，小豪看多了也會跟著講（2007.03.01/林老師/訪/
學校）。 

最近小豪上課無精打采，常打瞌睡，眼神渙散，懷疑不知是否有在吸食毒品，

因為手上也有疑似針孔的瘀青，可是問他卻否認，需要家長加強關照（2007.01.10/
林老師/輔導記錄/學校）。 

(二) 學校親職教育無法推動 

親職教育的實施是學校的重要工作，也是親師溝通的橋樑之一。然而在現階段來

說，對於有些學習較不利之地區的家長，仍有其無法積極參與的因素，如：忙於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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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活動內容不適用、不感興趣等，以致於每次學校舉辦親職教育時參加的家

長均寥寥無幾。小豪的父母在親職教育的場所總是缺席。 

爸爸不是賭博就是出去工作了，根本不會來啦！媽媽更不會出來啦！所以從

以前到現在他們都沒有來過（2007.03.01/小豪/訪/學校）。  

接班以來不曾看到小豪的父母出現過，打電話邀請他們出席爸爸總說工作沒

有空，媽媽則是語言不通而且鄰居說她總是躲在家裡面也不會出來互動

（2007.03.02/林老師/訪/學校）。 

三、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外部系統而言 

(一) 社區文化資源薄弱 

社會文化急遽變遷，社會風氣日漸萎靡，導致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混淆，對於缺乏

判斷能力的青少年而言，會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加上大眾傳播媒體的誤導，價值觀

念的改變─笑貧不笑娼，或受不良遊樂場所的引誘，有的中輟學生就從事各種不正當

的工作，或參加不良幫派與組織。（翁慧圓，1996；張清濱，1992）。 

小豪所住社區屬於比較低社經社區，文化刺激也比較不足，而且小村莊電玩

店還有網咖就有兩三家，每次經過都看到裡面有很多人在裡面，也有不少青少年

在外面抽菸……（2007.03.02/林老師/訪/學校）。 

我覺得唸書沒有用啦！反正我們那裡也沒有人在唸書呀！大人也說不讀書以

後還是可以賺大錢，種檳榔或種鳳梨也好！我看到有些大哥哥沒有唸書也一樣開

著賓士車載著漂亮的妹妹呀！（2007.03.01/小豪/訪/學校）。 

(二) 父親工作環境造成疏離 

低家庭社經地位是中途輟學學生普遍的特質之一（張清濱，民 81）。教育程度較

低的父母，對子女在學業上的支持較少，也少與學校接觸，子女的輟學率偏高。小豪

的家庭狀況就是如此，而從訪談中也可以聽出他對父愛的渴望。 

小豪的爸爸長期在外地工作，就算回家停留時間也不長，所以小豪幾乎都是

媽媽在照顧，但是媽媽又精神狀況有異，所以很多時候感覺他是自生自滅，儀容

常常不整，生活習慣也不佳，甚至有時候身上還有異味（2007.03.02/林老師/訪/
學校）。 

其實我還是希望爸爸不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工作，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樣載我上

下學（語氣哽咽）……但他不去做工就賺不到錢，就沒有零用錢給我花……

（2007.03.01/小豪/訪/學校）。 

四、就生態系統理論之鉅系統而言 

(一) 偏頗的文化觀感與刻板印象 

外籍新娘的子女在學校裡容易被標籤化，在面對學習環境和同儕團體時，往往成

為學校適應與人際互動上的弱勢。也由於升學主義掛帥，學校偏重知識的灌輸，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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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太重，加上缺乏適當的課程，以致於這些弱勢學生對學校課程不感興趣、成績低

落、而產生嚴重挫敗感，漸漸就不喜歡來校上課；有些學生因師生關係欠佳、同儕互

動不良、違反校規、或受到不良同儕的影響，以致產生中輟行為。 

我不喜歡媽媽，因為她都沒有照顧我，也不會和我說話，而且她也沒有朋友，

她講的話我有很多聽不懂，有時候同學和鄰居看我們家都怪怪的，她們都會嘲笑

我，所以讓我覺得很丟臉（2007.03.01/小豪/訪/學校）。 

一直以來，媽媽的角色是無聲的，從小一開始，每個導師去家庭訪問都無法

看到媽媽，因為她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都不肯出來，或許是因為自卑感作

祟，所以小豪對於媽媽的感受也很不好，從鄰居的談話中對於外籍新娘也比較抱

持著負面的態度，甚至有些歧視（2007.03.02/林老師/訪/學校）。 

五、就生態系統理論之時間系統而言 

(一) 長期疏於管教及關愛的外顯問題行為增多 

任何一個行為的產生均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酵後

所產生的，一位學生的中輟即是由於長時間的外在因素互相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而在

破碎的家庭中，孩子無法享有均衡的父愛及母愛，單親無法有效的支持其完成學業（鄭

崇趁，民 83）。而王慶槐（民 77）的研究也發現與父母愈接近、家庭凝聚力高的少

年，愈不易從事偏差行為。小豪自從父親外出工作後，問題行為也就變本加厲！ 

爸爸出去工作以後都沒有人會管我了，所以我多晚回來都沒人知道，媽媽也

不會管，反正她都關在房間裡面，不過如果大叔叔知道了會和學校老師來問我去

哪裡玩……以前爸爸在家時我就比較不敢這樣子啦！（2007.03.01/小豪/訪/學校）。 

小豪的父親開始離家外出工作了，他的行為好像越來越嚴重了，常常下課會

有小朋友跟我打小報告說他又欺負誰了，甚至隔壁班老師說小豪到他們班上恐嚇

同學（2006.11.10/張老師/輔導資料/學校）。 

(二) 課堂表現常讓老師頭痛 

他上課的時候總是很喜歡製造噪音，或者去招惹同學，有時候也會趴在桌上

睡覺，叫他起來回答問題總是回答不出來，甚至有時候坐不住就會在教室裡面走

來走去，制止也不聽。常常為了他的干擾，讓科任老師氣壞而中斷課程（2007.03.02/
林老師/訪/學校）。 

每次上課如果碰到他心情不好，就會脾氣暴躁動手打人，做實驗的課程更是

為所欲為，分組的時候大家都會不想跟他在一起。（2007.03.02/蔡老師/訪/學校）。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個個案所反映的問題行為，仔細探究箇中緣由，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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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來有自，冰山一角底下是更巨大可觀的脈絡。經整理歸納後，從生態系統五個面

向提出研究結論如后： 

(一) 微系統而言，家庭成員與學校同儕影響的確是學童中輟行為產生之重要因素。 

(二) 居間系統而言，學校與家庭、家庭與週遭環境的互動均會影響教育功能，使學生產

生不良行為。 

(三) 外部系統而言，整體社區文化風氣及大環境中所提供的工作機會均會影響到學童的

行為表現。 

(四) 鉅系統而言，社會大眾的偏頗觀感與刻板印象，將使原本居於弱勢的學童處境雪上

加霜，加深負面影響。 

(五) 時間系統而言，長期間和孩子的疏離將對孩童的成長有不良的影響。 

二、建議 

(一) 身教重於言教，透過親職教育活動，使家長與學校成為緊密夥伴關係 

「問題行為常始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個案即是一例。倘能從失

能的家庭重新找到動力，找回父職、母職的定位，發揮品格陶冶的功能，才是學校教

育成功的基石。而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孩子在學校生活的點滴，將累積為成

長發展的階梯。學校可透過各項親職教育活動，促進家長對學校教育作為的認識與了

解，從而提昇親職知能，與學校共同協助孩子有效學習、快樂成長。 

(二) 提升教師輔導的專業知能，做好中輟傾向輔導的初級預防工作 

現今在教師法中明確賦予教師有輔導與管教學生之責，第一線的教師更必須具備

輔導的專業知能。面對多元劇變的青少年次級文化、複雜多樣的學生行為問題，專業

的教學能力、良善的班級經營及豐富的輔導知能，缺一不可。 

學校有義務協助教師發展輔導的專業，尤其是學生行為問題的辨識能力，在第一

時間發現問題，立刻介入、有效處理，化危機於無形。中途輟學絕非毫無預警就突然

發生，學生在輟學之前通常伴隨著許多的徵兆，例如學校生活適應的困難、家庭結構

的失衡、不良友伴的交往、校外休閒活動不當…等。因此設計一套針對中輟高危險群

的學生行為量表，提供教師或輔導人員適時檢核，找出身處中輟危機的學生，加以協

助與輔導，化解輟學或再度中輟的發生。 

(三) 開發學生潛能，提供多元學習成就的舞台 

中輟學生在學校的課業學習上通常都是遭遇困難，因無法適應、一再受挫，最後

又會逃離這個不快樂的情境，於是中輟生往往又成為下一個再輟生。因材施教是早在

幾千年前孔子即提出之理想，回歸受教者的主體思考，開發學生的潛能，從正向的角

度思考，鼓勵學生參與各種社團活動以及提供多元學習成就的舞台，使學生從成功的

經驗中獲得自我肯定，讓「行行出狀元」。 

(四)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強化中輟生追蹤、協尋、復學、安置及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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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體制下的學校行政組織，強調業務精細分工、層級明確專責。長久以來，形

成各處室的本位主義，各司其職、互踢皮球。實施教訓輔三合一機制以及推動友善校

園計畫都在提醒我們中輟生的輔導要以統觀整體生態的思維，秉持「處室有別，工作

無分」的奉獻精神，強化中輟生追蹤、協尋、復學、安置及輔導工作，返校就學後提

供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溫暖、接納、關懷的人文化環境，才能真正找回孩子的「心」，

而非只是找回孩子的「人」。 

陸、省思 

一個學生會出現中輟的現象，與家庭、學校、社會等層面均有關。因此，預防、協助及

輔導中輟學生的工作必須深入了解每個孩子的生活，實在並非易事。 

社會大眾對於協尋中輟學生復學似乎往往認為是「找回了一匹狼，卻帶走了更多的羊」，

不知不覺間陷入了中輟生是「狼」而非「羊」的迷思，已經先入為主地對中輟學生有負面的

印象。中輟生的出現有許多不同的原因，表象之下的是每個孩子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身為

教育工作者，更應發揮教育愛，盡量多關懷及了解每位孩子的特質；積極協助失能家庭找回

歸屬感；學校更應營造友善校園，並建議教育當局及社會大眾一起去探索、深思。 

正如同 Hillary Clinton 所提：「撫育兒童是整個『村落』的責任，我們都是村落的孩子。

他們不但是需要關愛滋潤的脆弱生命，更是紛沓雜亂的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試金石。」（呂

麗蓉譯，1996）。只要孩子的生活中能遇到可依靠、可依恃的大人，認識對他生命產生新意

義的人，當那個孩子生命中的貴人，即使你只是個過客，但在寒冬中送上的那把微弱燭火都

將深深烙印且溫暖孩童心房。而救回的不只是一個孩子，更可能是整個村落、整個社會。 

畢竟中輟生都只是個孩子，何妨讓我們共同點亮那盞心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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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訪談大綱 

◎ 訪談對象簽名：                          

◎ 日期：                             

◎ 時間：                             

◎ 地點：                             

訪談問題： 

Q1：請問爸爸媽媽會跟你聊天嗎？會不會問你在學校的生活或成績？ 

Q2：你在班上有沒有要好的好朋友？你覺得班上同學願意和你做朋友嗎？為什麼？ 

Q3：說說你家隔壁鄰居住的是怎樣的人，你們有常常來往嗎？鄰居有沒有和你年齡相近的小

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玩呢？ 

Q4：平常到家裡玩的通常是哪些人呢？他們通常來做什麼？爸爸會叫你先離開還是留下來

呢？ 

Q5：學校每次發通知單辦親師座談會，你有告訴家人嗎？他們怎麼說？ 

Q6：村子裡面的大人大部分做什麼職業呢？ 

Q7：村子裡的同學有去補習的多嗎？下課後大部分的同學或其他大小朋友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呢？ 

Q8：你對於爸爸離家那麼遠去工作賺錢的感覺是怎樣呢？喜歡或不喜歡？為什麼？ 

Q9：你覺得媽媽是外籍新娘給你的感覺是什麼？你喜歡媽媽嗎？媽媽會不會教導你什麼呢？

鄰居對媽媽的感覺又是如何呢？ 

Q10：你覺得爸爸自從離家外出工作後對你的生活有產生影響嗎？ 

Q11：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你還有沒有想到其他東西想要補充或和老師分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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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師訪談大綱 

 

◎ 訪談對象簽名：                          

◎ 日期：                             

◎ 時間：                             

◎ 地點：                             

訪談問題： 

Q1：請問您擔任個案的導師時間有多久？請您描述個案的家庭狀況？  

Q2：個案親子互動情形如何？對於父親與母親的態度如何？家長與老師的互動情形又如何？ 

Q3：接任導師以來，您對個案是否有所認識？是從何管道得知？  

Q4：擔任個案導師以來，個案有哪些問題行為顯現？您覺得最困擾你的是什麼？ 

Q5：個案在班級與同儕互動的情形如何？有沒有要好的好朋友？  

Q6：接任個案以來，您曾經採取過哪些輔導策略？您覺得有效嗎？為什麼？其鄰居與個案家

人的互動情形如何？  

Q7：個案所居住的村子社經背景以及環境狀態如何？ 

Q8：學校部分曾對個案做過什麼樣的輔導策略？您覺得整體環境還可以爲他做些什麼？  

Q9：你覺得中輟生的肇始能從哪些方向來協助？您是否有從其他社會管道獲得支持呢？為什

麼？  

Q10：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你還有沒有想到其他東西想要補充或和老師分享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