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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罰事件探討國小教師情緒管理策略 

壹、研究動機 

「體罰」，對我輩從事教育工作者而言，這是小時候司空見慣的事。甚至，有些人還會

認為今日我有高學歷、高收入的前途，都必須感謝小學老師嚴厲督導，「打出來」的。所以，

嚴師出高徒的文化構念一直持續影響著教師、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態度。 

時至今日，人文主義興起之後，尊重受教者個體的理念逐漸受到重視（林天佑、吳清山，

2005），大家才開始重視體罰所帶來的傷害及影響。目前世界各國至 2006 年為止，已有近

110 個國家，已立法禁止體罰行為（梁正宏，2007），台灣亦然，不過，體罰似乎尚無法跟

隨立法的腳步消失在校園中，體罰所衍生之師生衝突事件仍不時見報於媒體，諸如教師用熱

熔棒的膠條抽打學生三十幾下；教師追打學生造成學童腦震盪；教師打學童手心，並罰沒寫

完早自習學生跪著上課（引自顏國樑，2001）難道老師沒有守法的道德良知嗎？ 

其實並非如此，教師會體罰學生通常原因很多，有的固然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之故（梁

正宏，2007；蘇鈺琦，2006），有的則是求好心切（鄭玉疊，2004），或是方便管理（林彥

佑，2007），雖然大家明明知道體罰是傷害學生的一種非教育愛的處罰方式，政府此刻也已

立法禁止，但難道只有體罰學生，學生才會聽話、服從教師管教嗎？ 

所以，要根絕體罰於校園之中，單靠立法是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因為立法的意義是限制

教師不能體罰學生，對於老師來說，可能會解讀為政府是站在家長的角度為孩子著想，但此

舉可能剝奪了老師管教學生的權利，侵犯了教師專業自主權。因此，如果我們能從體罰的背

景因素來加以瞭解，我相信這才能真正治本，師生衝突的狀況才能漸消於無形。 

其實就家長的立場而言，他們大都能感同身受孩子的行為難免會有偏差或不尊重師長，

所以適當的管教他們是認同的。但是如果老師是在「情緒失控」、「盛怒」下體罰學生，那

麼大多數的家長可能就萬萬不能接受其子女成為老師的鞭下囚，所以，體罰背後所凸顯的教

師情緒管理在這幾年間遂成為討論的重點，多數的學者（杜正勝，2007；林彥佑，2007；徐

敏雄，2007；游福生，2000；鄭玉疊，2004；鍾立人，2007；蘇鈺琦，2006）都認為教師會

實施體罰，大多與自我的情緒管理不當有關，況且多數的學生受體罰事件亦幾乎是發生在教

師情緒失控之下（顏國樑，2001），這種種的例證說明了體罰是教師情緒失去理智之下的鍘

刀，教師往往為了速效遏止學生的行徑，可能就會採取體罰的手段，於是情緒發洩在鞭子上，

學生所獲得的，不是老師對他的愛，而是老師對他的傷害，身心靈俱損；而老師在盛怒之下，

為了平息心中的怒火，就以責打學生作為發洩之道。所以，既然零體罰政策已經入法，身為

教師，為了杜絕體罰事件再度發生遭大眾非議，為了不對學生造成身心傷害，做好良好的情

緒管理，應是比立法杜絕體罰為更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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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緒管理的意涵 

一、情緒的意義 

情緒（emotion）一詞源自於拉丁文 emovere，Golemanr 及 Plutchik 認為情緒是意指

人當受到外在刺激或內在的身體狀況所引起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複雜情感

的自然反應，也是一種主觀之心靈、感覺或感情激動興奮的心理狀態。不同的人其覺知、

認知、感覺會有不同的情緒表現和行為反應（引自林志成、童鳳嬌，2007）。 

張春興教授認為，情緒是由內在心理狀態及外在刺激所引起的個體自覺的心理失衡

狀態。失衡的心理狀態涵蓋極為複雜的喜、怒、哀、懼……等七情，而情緒狀態下，除

個體會有主觀感受外，身體亦會伴隨有生理變化（如憤怒或恐懼時會心跳加速）（張春

興，1995）。 

總而言之，情緒是受內外在的刺激而產生的一種個體主觀的複雜情感反應。 

二、情緒的特性 

情緒既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歷程，顯見於內在、外在，隨著喜、怒……等變化快速，

但情緒也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許添盛，2003；陳清溪，2004）： 

(一) 情緒是由刺激所引發的； 

(二) 基本情緒是與生俱來的； 

(三) 情緒的表達方式是後天學習來的； 

(四) 情緒是主觀的個別經驗，具有獨特的個別差異； 

(五) 情緒受社會、文化、家庭因素的影響很大； 

(六) 情緒是生命背後的推動力； 

(七) 情緒可幫助我們去達成與人溝通的目的； 

(八) 情緒有好、有壞； 

人有了生命就有情緒，情緒可說是人類最親近的朋友，所以，與其害怕不當的情緒

出現，不如學會處理正負、面的情緒，保持情緒樂觀穩定，那麼人的生命必將因情緒的

多元表現而豐富精彩。 

三、情緒管理的意義 

情緒既然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際溝通重要的一環，那要如何適當的表達才能為自己

加分，減少情緒失控的情形出現呢？解決之道可能需賴妥善的情緒管理吧！ 

饒見維（2004）提出對情緒管裡的看法，他認為情緒管理與情緒涵養的意義相似，

係指「涵養、包含、包容、照顧、養育、愛護、關照、管理、處理我們的情緒」。所以

簡單的說，是指個人對情緒的思考、運作的方式。而 Liam Quirk 於《情緒智慧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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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談及情緒智慧是上天給予我們人類最好的稟賦之一，他認為情緒管理是一種調

整與轉化人我情緒的方式，也是循環省思與恰如其份的表現。綜上所述，情緒管理是一

種歷程，包含了從接受刺激、思考、調整、轉化的情感變化，但透過此一歷程，情緒的

表現可為他人所接受。職是之故，為求能理性的表達情緒，適當的做好情緒管理是必須

的（引自魏麗敏，2006）。 

參、國小教師情緒壓力來源 

既然情緒管理能有效改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那麼用在教學上，對於師生間、親師間一

定能有所裨益。不過為了徹底找出教師情緒不當之壓力來源，瞭解國小教師在現階段上所面

臨的工作壓力，應較能對症下藥。 

根據相關學者（林志成、童鳳嬌，2007；林彥佑，2007；陳清溪，2004；楊坤堂，2000；
梁正宏，2007；鄭玉疊，2004）研究發現，目前國小教師情緒壓力來源如下： 

(一) 學校行政壓力：如兼辦行政業務、參與校務溝通、決策、或是配合全校活動； 

(二) 家長的壓力：家長對子女學習有所期待，希望老師配合、達成； 

(三) 教學的壓力：包含課前準備、課堂講解、學習評量、學習效果達成率、補救教學、

相關教學進修與研習； 

(四) 學生個別差異學習需求的壓力：學生特質、學習能力、個性、適應力……等不同，

所造成之師生互動壓力； 

(五) 家庭生活壓力：奉養父母、養育妻兒、家庭經濟壓力； 

(六) 個人情感壓力：長官、同儕、朋友、親戚之互動，升等、調職等壓力； 

(七) 社會文化的壓力：大眾對教師的道德或教育責任的要求。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國小教師事實上所承受的情緒壓力真的很大，尤其在面對家長

的壓力方面更是如此。因為一位導師通常得面對三十幾位學生的家長，各個家長對老師的期

望不同、學生的特質亦不相同，要取得多數家長、多數學生的平衡點實屬不易；再加上目前

教育改革變化快速，全球化的競爭逼使得老師必須包山包海、樣樣精通，難怪近幾年來爆發

教師退休潮，這都是因為教師每天所面臨的情緒壓力來源太多、太廣了。 

如果再加上學生行為舉止不合常規，那麼教師情緒瀕臨失控的臨界點是可理解的，所以，

唯今之道，就只有朝減壓與適應來解決了。 

肆、國小教師情緒管理之困境 

就在大家都普遍認為新時代的老師承受了比以往更多的壓力下，目前多數人也肯定了老

師亟需學習情緒管理的能力。畢竟老師也是人，在工作職場上也會面臨適應不良的問題。台

北市教育會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就指出，台北市有高達五成的教師具有

憂鬱傾向（楊坤堂，2004）。而在國外，Berlin 與 kaplan 的研究也顯示美國約有 9％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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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不良，因此，老師的適應狀況與其他行業的人相比，並無太大差別（引自楊坤堂，2004）。 

可是，我們的教師在如此渴求情緒管理的學習下，大環境的教育當局及教育現場給了我

們教師什麼輔導與協助呢？以下就彙整相關文獻資料（白青平，2000；李建彥，2002；鄭玉

疊，2004；魏素鄉，2001），簡單分析目前教師在情緒管理方面所遭遇的困境。 

一、教育行政機關漠視教師心理健康需求，未設置相關教師輔導機構 

教育行政單位總是一昧的只重視受教者—學生的學習狀況，對於師資心理健康的需

求，視而未見，所以，至今從未替教師專門設置心理輔導與諮商機構，致使學校若有精

神狀況不穩定、有情緒或心理困擾的教師，總在服務期間滋生許多校園爭端，學校苦無

他法，只能得過且過，或請教師提早退休，事實上問題並未獲得根本解決。 

二、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缺乏重視教師情緒管理的重要性 

魏素鄉於 2001 年進行研究發現，台北縣各區學校本位教師進修規劃的課程內容，相

關課程的知能研習規劃達 65.1%，行政管理知能 7.8%，教師教學知能 7.4%，班級經營

7.0%，教師生活知能 6.2%，教育專門素養 3.7%，學生輔導知能 1.8%，林林總總的規劃，

就是缺少了相關教師情緒管理或是心理衛生的課程。 

李建彥於 2002 年研究教學年資三年內的新手教師的進修研習也發現，各級學校研習

課程多以學校課程、教學及學生輔導、班級經營為主，顯然專屬於教師心理輔導、情緒

管理的規劃未受重視。 

三、教育法規未明確規範不適任教師之處理準則 

多年來教育法規對於不適任教師一直未有具體的規定。細翻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或教師聘約準則等，均無任何明確規範不適任教師或教師情緒管理不當時該如何依法處

理，所以各校若是有此情況發生，問題只能一再擱置，無一治本之源。教育當局雖呼籲

教師不要體罰學生，可是相對的，卻對某些情緒困擾老師不伸手輔助，又要馬兒肥，又

要馬兒不吃草，此舉無異是緣木求魚。 

四、師資培育方式不利於教師情緒管理與溝通表達訓練 

現行師資培育課程中，由於多數大學在開設教師心理輔導與情緒管理課程時，採由

學生選修方式，未強制學生一定要修習，然對於教學所需知能如：教學技巧、教材教法、

課程規劃則列為必修。因此，學生若個人無強烈需求學習情緒管理課程，校方通常對於

這些準老師此方面的規範要求薄弱，學生們更不自知自己是否該學習。 

五、學校行政部門缺乏對教師心理輔導的專業認知 

一般而言，校方對於教師情緒困擾問題都隱而不言，個別處理，但此舉只會讓老師

的情緒管理無法獲得正大光明的需求，所以學校在講求教學效率提升與學校特色行銷之

際，應培育同仁間相互扶植之情感交流，協助相關老師度過困境。 

白青平（2000）的研究亦明確指出，國小對於學校新進教師的輔導方式提供過多不

是教師需要的職前講習與教學觀摩會，還有以學校概況的瞭解為內容的課程居多，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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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需要的諮商服務、自我情緒的管理、工作壓力的釋放、親師衝突的化解等課程

安排不多。 

六、社會期許壓力及媒體不當渲染師生衝突問題 

每當有校園師生問題曝光於媒體前，經過媒體一再地播放與誇大的報導，大眾們總

不免指責是老師行為失當，極少有民眾能注意到事件發生的背後是否存在著教師教學態

度與價值觀的差異性，若是再以傳統框架的社會期許來看待教師的管教，那麼幾乎所有

的師生衝突事件皆可能需教師一肩承攬，試問，老師也有情緒困擾、精神狀況不佳的時

候，也必須如同一般民眾背負著家庭的生活壓力，但是有誰會在事件發生之時站在教師

的角度為教師著想，教師是不是也需要心理健康的專業成長呢？ 

伍、國小教師情緒管理之行動策略 

常言道：「嚴師出高徒」，學生的學習效果優良取決於教師的教學有方，所以為了減少

師生衝突事件、體罰學生的衝突重演，規劃一套全方位的教師情緒管理策略是必須的，而且

此一全方位的教師情緒管理尚須政府從上到下，由教育行政機關、學校，乃至於教師自己都

必須刻不容緩的重視才能做好。以下就綜合學者及相關研究的意見提出國小教師情緒管理之

行動策略。 

一、教育行政機關 

(一) 落實輔導室配置輔導專任人員 

政府應落實「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輔導

室得另置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之決定，依法設置輔

導專任老師，適時輔導學校教師情緒失當、工作壓力過大或教學適應不良等心理問題

（梁正宏，2007）。 

(二) 規範師資培育機構或實習教師安排情緒管理課程 

情緒管理的能力是需後天學來的，雖然此種能力不如課程或教學能力為教學工作

所切實需要，但一位身心健康的好老師對於學生身教、言教的影響可能遠大於「教書」

而已，所以師資培育機構有必要規劃相關心理衛生、情緒管理之課程提供學生修習，

而且應列為必修學分之一，帶領準老師們重視管理自我情緒的能力。此外，亦可不定

期於寒暑假期間辦理相關研習課程，提供在職教師充電、進修的機會（鄭玉疊，2004）。 

（三）減輕教師的行政事務工作負擔 

根據陳怡如（2006）屏東縣國小教師工作壓力對管教行為影響之研究發現，教師

知覺的工作壓力愈大，愈會以體罰管教學生。由此可知工作壓力大，情緒管理極可能

不佳，老師就越有可能在管教學生上使用非理性的態度與方式來進行處罰。而追本溯

源，如果教師的工作壓力減輕，不必負擔學校行政工作或其他與教學較無相關之勞

務，那麼教師將有多餘的時間來進行班級經營，與家長、學生有更多良性的互動，情

緒管控相信將趨於穩定，要達成零體罰的夢想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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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單位 

(一) 建置校內心理衛生輔導團隊 

以往我們總認為只有學生才需要輔導，輔導人員的設置總是為了學生而考量，但

是事實上現在證明老師也很需要接受輔導，不過老師所需要的輔導是較傾向於培養教

師正面、穩定的情緒涵養。學校身為教師服務的機構，有必要配合教師工作所需，提

供一可以供校內同仁傾吐心聲抒發情緒的輔導管道，讓教師們不再視情緒失控為隱

私，壓抑在心中，由學校團隊就教師之工作面、家庭面、個人健康面做一心理衛生審

視，如此一來，教師教學品質獲得改善，校內不適任教師、情緒障礙教師一定能重拾

健康，造福學生更多的學習效能，這不就一舉數得嗎（林彥佑，2007；梁正宏，2007；
鄭玉疊，2004）？ 

此外，如同危機處理機制般，學校亦需建立教師情緒管理機制，在師生衝突或教

師精神狀況異常之際，即能啟動此機制，協助教師調課、請假、就醫、諮商等情緒復

原調養，把教師視為學校的一份子，顧慮教師同仁的健康，同仁對學校的向心力一定

強。 

(二) 安排情緒管理講座或分享同僚優良經驗 

情緒管理知能既然以往為大家所忽視，那麼從今而後在零體罰已立法的規範下，

情緒管理不能再被犧牲於教學與課程等專業知能了。學校可以利用短暫之週三進修時

間或是週休二日，邀請學有專精之講師或辦理相關課程等民間人士進行情緒管理的講

解，傳授教師正確的情緒紓解之道，及瞭解相關社區協助資源；亦可以請校內同僚分

享彼此優良之情緒管理經驗，或是班級經營、親師交流等知能，「教學相長」，學習

別人有效管理情緒的策略，又可增進同仁情感交流，談笑間可能所有疑難雜症都能迎

刃而解（林彥佑，2007）。 

(三) 不定期進行校內員工戶外活動 

減壓、樂活是這新一代的健康訴求，在平時忙著努力教書、管教學生之餘，教師

們也應好好的為自己著想。所以，學校可以多辦理類似的聯誼活動，藉由旅遊、運動

放鬆自己身心，培養開朗、寬闊的心胸，暫時忘了自己是教室王國裡的國王，把自己

當成是學生一般的輕鬆，學習多一點笑容，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待事物，等到上課的時

間一到，以一個全新、開朗的面容面對學生，情緒管理一定不會成為教學的困擾。 

對於老師來說，良好的情緒紓壓管道是迫切需要的，無論是動態的、靜態的，或

是參訪、進修，只要老師能有多元的情緒宣洩出口，零體罰的教育將真的可以變成潮

流，壓力與情緒便不再為教師所恐懼了（林彥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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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方面 

(一) 瞭解自己的情緒特質 

身為教師確實需要瞭解自己的情緒個性，更要敏銳的覺察他人的情緒，鐘思嘉認

為教師處理情緒有三大主軸：察覺、管理、運用；亦即「察覺」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進而管理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知道如何運用（轉換）自己與他人的情緒。此外，瞭解

了自己的情緒特質後，更需要找出在教學上對學生有益的建設性行動。例如：傾聽、

同理心設想、反向思考、不固執己見……等，如此，情緒管理方能有效落實於教學之

中（林彥佑，2007；陳清溪，2004）。 

(二) 認識情緒智慧對自我的重要性 

在企業界，智商可能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會被錄用的關鍵能力，但是決定員工能不

能獲得擢升則是決定其情緒商數（引自鄭玉疊，2004）。同理，教師的智慧能力、專

業素養應該都不差，但因成長背景、個人特質不同，所形成之教學特色不盡相同（鄭

玉疊，2004）。 

情緒商數所講求的能力與情緒智慧是相同的，即一般所言之 EQ，Solovey 認為 EQ
包含五種能力（引自王淑俐，1997）：認識自己的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我激勵；

認知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管理。綜而言之，即是管理自我與對待他人的情緒，所

以，人際關係要能保持良善，就端看自己的情緒智慧高不高明。 

教學亦然，學生既是在學習之中無時無刻都在模仿、學習師長的一舉一動，那麼，

如果為人師表的能善盡良好的情緒管理楷模，那麼學生從教師教學上所習得的將不只

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活用的人際管理智商，這與教育上所謂的「比馬龍」效應是相

通的。所以，綜合上述，教師不單是為了學生，更為了自己，需要深入認識情緒智慧

對自我的重要性。 

(三) 教師應建立反省思考的慣習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體罰既然很多是發生於教師非理性的情緒狀態下，那麼為了避免此種情況再度發

生，那麼根本辦法就是減少自我非理性情緒出線的機率，並且找出適合學生的處罰方

式。當然，這就必須考驗教師的專業素養是否足夠，以及能否面對問題找出生氣的泉

源。教師其實可以生氣，只是生氣的情緒應該符合教師的專業能力與適當的行為標

準，不得失控加諸於學生本身（林彥佑，2007）。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生氣？生氣了我要怎麼辦？這些情緒問題如果能透過時常的

反省思考來找出問題癥結：是教學內容不夠活潑？還是學生缺乏正確的行為教導？或

是學生教了壞朋友？要不要與家長溝通學生問題呢？重新設想情境解決方式，則下次

又發生類似情況時，才不致手忙腳亂，而能以預先擬好的方式來處理，如此一來情緒

管理得當，工作壓力更能順勢而解。其實，處罰或管教學生的方式數都數不清，但是

只要把握住一個重要的原則：「不要傷害學生的身心」，那麼所採行的管教方式一定

不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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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尋求外界支援 

人都有失勢、不如意的時候，但是一般人都怯於讓別人瞭解自己，總認為這是一

種沒面子的行徑。不過，身為教師，在我們需要別人拉我們一把時，千萬別考慮自己

的面子問題，因為懂得尋求支援不僅能自救，也能救人。所以，一旦自己情緒上有困

擾，切莫關起門來自我憂傷，試著走出去，給自己一個心靈的方便之門，也會是給學

生、學校一個良好的示範（梁正宏，2007）。 

陸、結論 

從本文的探討我們可發現體罰、情緒壓力、情緒管理是有相當密切的關連性。體罰可能

是教師面臨情緒壓力的表面發洩窗口，而情緒壓力來自於忽視了情緒管理的重要性，三者明

顯存在因果關係。所以從體罰事件來看，若是政府能重視體罰背後的原因，提供教師管教學

生的另一扇窗口，扶持教師培養情緒管理的能力，協助教師更多的資源減輕班級經營上的問

題，那麼這些實質的改進之道將遠比立法「零體罰」來的有用。 

擔任教師多年，我們也曾經體罰過學生，但那只是略施懲戒罷了，並非要傷害學生。不

過在逐漸體認到體罰的方式是會嚴重撕裂師生情感之後，我即不再體罰學生，更趁此機會利

用自身習得的專業教學知能找出了許多可替代性的處罰方式，既不會傷害學生，又能警惕學

生更加用心，當然，最難能可貴的是老師、學生、家長關係變好了，這應是文中所提的「情

緒智慧」，人際互動的管理。何況，換個角度想一想，沒有一位學生是喜歡被老師處罰的，

如果自己是學生，更不希望自己被老師責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了自己的教書工

作圓滿順利，為了班級的學生都能對自己熱情捧場，師生感情融洽，我們應該好好審視我們

的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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