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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傾聽…在正向管教中的運用 

學務主任 張閔智 

正向教養認為管教孩子的重點在於「孩子的未來」，為此應該

要培養的是孩子「對人生未來所需且有用的技能」。因此在接納孩

子犯錯的當下，妥善運用這個時機進行「機會教育」，針對問題除

了調整孩子行為，進而培養孩子的「品格與能力」，將可達到的不

僅是行為改變的表象更可達到認知的內化；換句話說，要改變孩子

的行為，要先改變他們的「信念」。 

想改變孩子的信念，需要先做到「傾聽」的動作。阿德勒學派

心理治療格言提過：「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用他的耳朵聽聲音，

用他的心去感受。」用傾聽先了解孩子的想法、感受以及需求，給

予適時反饋才能贏得孩子的共鳴與合作。 

因此，正向教養除了討論孩子行為，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們行

為背後的信念，若能透過傾聽了解孩子究竟是怎麼看待事情，才能

有效溝通，改變信念。 

傾聽的第一個功能，其實是為了避免沒有必要的爭執；因為在

說話的人，其實也正在釐清自己想要表達些什麼，這一點非常的重

要。因為在很多需要跟學生溝通的時刻，老師其實都處於忙碌於教

學事務之中。一聽到刺耳的言語，容易讓情緒很上來，覺得孩子講

不聽、覺得自己時間被浪費，相對的也容易喪失最佳的處理時刻。

所以「請聽」孩子的表達、「傾聽」孩子的需求在正向管教上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學生在表達的時候，常常用字無法很精確，一方面是沒有

這樣的習慣，另一方面則是沒有能力做到。在對話當中，若無法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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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到學生真正在乎的關鍵，在師生無法理解彼此需求的當下，就讓

學生背後的訴求與動機顯得更加模糊，將更容易製造衝突。 

如何去聽？怎麼聽懂孩子在偏差行為背後的訴求與動機？是傾

聽最重要的一環。以下有幾個建議方案提供參考： 

一、穩如泰山、發揮同理心去傾聽學生的聲音： 

很多時候，學生並不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具有什麼影響力。所

以老師在聽學生訴說的過程中請先聽完學生的表達，不需要急著反

應。因為學生透過表達的過程，才會逐步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表達

的重點是什麼。 

老師站在對方的角度傾聽，並適時的給予情緒的支持和正面回

應，例如:「事情這樣的發展真的是很委屈，看來這有可能是一個誤

會。」反而能讓學生有被理解、情感被支持的感受。 

 

二、循線追蹤、摘要式重點整理： 

在釐清事件過程中，關鍵字的追蹤，意義重大。每一場溝通都

是具有意義的，掌握關鍵字能幫助我們知道學生真正想要說的內

容，了解學生偏差行為的真正原因、以及師生溝通之後的期望是什

麼。所以溝通的過程裡面，掌握關鍵字詞，將可幫助我們逐步的去

找到學生表達的重點。 

當學生說完話後，老師可以簡單扼要地重複重點內容，一方面

是確認自己是否理解正確，避免有誤解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讓學

生能有被了解的溫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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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貼近真相、溫暖地給予忠告： 

因為學生在乎老師的觀感，所以才願意表達自己的感受。卻也

因為在乎，所以會遇到情緒上(承認)的矛盾，往往很容易產生防衛

(避重就輕)或以情緒(哭鬧)回擊。 

情緒所帶來的影響，勢必在對話過程中會產生一些誤解和衝

突。不論是激烈的語言或強烈的情緒反應其實都需要被包容，這種

時刻，教師愛就是包容學生的最佳保護罩，也是正向管教的最佳時

機，理解學生的意思並進而給予忠告或訓誡。 

 

希望透過上述三種建議方案，讓教師在教學現場中能諒解或同

理學生在溝通時可能產生的情緒，逐步地了解學生表達的真正原

因，適切地滿足學生需求，進而解決問題，讓師生關係越來越好，

以達到管教的正向目標！ 

  



 

4 

 

爸媽啊！這樣對話， 

才能聽見孩子內在更真實的聲音 

胡展誥諮商心理師 

親職教育講座上，小一的女孩在媽媽的鼓勵下，舉手問了一個問

題：「哥哥都會惹我生氣，我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呀？」全場的家長眼神都集中在我們身上。 

於是我與小女孩開啟了一段對話。 

 

「我討厭哥哥惹我生氣。」 

「哥哥都怎麼樣惹你生氣呢？」（澄清女孩主觀覺得不舒服的行

為） 

「他都模仿我說話。」小女孩講著，表情有點難過。 

「哥哥模仿你說話，讓你很不舒服，對嗎？」 （同理女孩的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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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點點頭。 

「當你不舒服的時候，你會怎麼做呢？」（了解女孩因應挫折的

行為策略） 

「我會大哭。」 

（請注意：大人可能會誤以為孩子愛哭，但這不是孩子的本意） 

「你會大哭啊？」（用溫和的語氣，再次確認女孩因應挫折的策

略） 

女孩點點頭。 

「大哭是因為你不舒服，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說嗎？」（試著理解

沒有被說出口的情緒） 

女孩又點點頭。 

「除了哭之外，你還有做什麼呢？」（繼續探索因應挫折的行為） 

「我會尖叫。」 

「哦？你會尖叫。你希望誰可以聽到你的叫聲呢？」（澄清行為

背後的目的） 

「希望媽媽聽到。」 

「如果媽媽聽到了你的尖叫，你希望媽媽做些什麼，你會比較舒

服呢？」（澄清行為背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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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大人可能會誤以為妹妹是要媽媽去罵哥哥，但這只是

我們主觀的假設） 

「我希望媽媽去跟哥哥溝通。」 

「哦？是溝通，還是罵呢？」（再次澄清女孩的期待） 

「溝通。」 

對話至此，我還是沒有解決妹妹提出的問題，但女孩在這過程中

顯然有在思考，並且顯得比較平靜。 

 

看著這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有些人心裡面可能就想：「這哥哥真

是調皮，幹嘛逗弄妹妹呢？」 

會後，母親前來繼續這段對話。 

由於哥哥不在現場，因此我邀請母親扮演哥哥，持續這事件的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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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你模仿妹妹說話，你知道她的心情會怎麼樣嗎？」（評

估哥哥的意圖以及同理心能力） 

哥（由母扮演）聳肩：「不知道啊。」 

我：「你不知道啊？我猜妹妹會蠻難過的。」 （提升哥哥的同理

心） 

哥：「會嗎？我覺得很好玩啊！」 

（請注意：大人這時候可能會動怒：「你說什麼？！讓妹妹生氣

有什麼好玩的！」） 

我：「啊，原來你是覺得好玩，而不是故意要讓妹妹生氣或難過？」

（探索行為背後的正向意圖） 

哥：「沒有啊。等我升上國中，功課變忙了，我就沒時間鬧妹妹

了。」 

我：「哦？你其實是指擔心升上國中後，就沒有時間跟妹妹玩了，

對嗎？」 （澄清行為背後的目的） 

哥：「對啊。」 

我：「所以你的『鬧』，其實不是故意要妹妹生氣，而是想陪她

玩，對嗎？」（將大家認為的調皮，轉譯成正向的陪伴） 

（哥哥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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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你這麼願意陪妹妹，有沒有其他的方式陪伴她？你不

會被誤認為是要欺負妹妹、而且你們也都可以玩得很開心呢？」（經

由正向的意圖，引導孩子建構出適當的行為策略） 

「哦，原來如此呀！」對話到這裡，扮演哥哥的母親像是頓悟了

什麼。 

 

相信你也發現了，其實哥哥並沒有惡意、妹妹也不希望爸媽罵哥

哥，而是與哥哥溝通。如果可以，我們可以繼續與這個小女孩討論：

「妳希望爸爸媽媽跟哥哥溝通什麼？」 

但這時候如果我們急著介入孩子之間看似的紛爭，甚至出手處罰，

孩子這些內在的聲音就沒有機會被聽見了。 

孩子經常在爭吵的幾個小時後，就又重修舊好。這時候，觀察他

們彼此之間如何修復關係，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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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去傾聽並理解對方的情緒，當情緒被

聽見、被接納了，人才能夠長出更多因應問題的意願與能量，或者，

至少會有改變的意願。 

 

【胡展誥心理師的小小提醒】有時候我們急於幫對方解決問題，但慢

下腳步往往會發現：「其實對方要的只是我們的傾聽」。 

 

＊本文摘自胡展誥諮商心理師「U值媒‧uMedia」文章 

 

 

https://udn.com/umedia/


 

10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從傾聽孩子的聲音開始                  

義學國小專輔老師 葉美瑩老師 

父母當發現和孩子疏離，和孩子沒什麼話說，孩子和父母的互

動回應越來越少，到了青春期，孩子開始抵抗父母，漸漸親子關係

降到冰點，這狀況往往是日積月累的結果。 

    孩子的聲音不僅是孩子自己的訴說和表達，更是父母了解孩子

的重要管道，父母若可以傾聽孩子的聲音，並且透過傾聽的過程，

了解孩子的狀況；孩子是在撒嬌還是耍賴？孩子是惡意破壞還是能

力不足？孩子是受挫沮喪還是故意擺爛？孩子是示威反抗還是發洩

情緒......只要願意真正花心思專心傾聽，一定能夠從孩子的話語

中聽出孩子的真實狀態，並且找到處理與解決之道。父母和孩子的

聲音若都能順暢地說出來，彼此有交流也能增進良好的親子互動關

係，想和孩子有著良好的親子關係，可以試著從傾聽孩子開始。以

下是一些如何傾聽孩子的方法如下： 

1. 給予孩子專注的時間 

當孩子想要與你談話時，嘗試給予孩子專注的時間。關閉電

視、手機或其他干擾的東西，讓孩子知道他們的話是被聆聽的。這

也表示你重視孩子，尊重孩子的意見和感受。 

 

2. 鼓勵孩子表達 

讓孩子知道你歡迎他們與你分享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鼓勵孩子

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可能是說話、繪畫或其他創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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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對面交談 

面對面的交談可以幫助你建立更深入的聯繫。這可以在家中的

安靜角落進行，或者在公園裡或其他較寬敞的地方進行。 

 

4. 不要打斷孩子 

當孩子說話時，不要打斷他們。讓他們表達完整的思想，然後

再回答。這可以表明你正在認真聆聽他們的話。 

 

5. 注意孩子的非語言表達 

孩子的非語言表達比語言表達更能表達他們的情感和想法。當

孩子講話時，注意他們的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這可以幫助你更好

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 

 

6. 提問並確認理解 

在談話中，嘗試提出問題並確認自己是否正確理解孩子的想法

和感受。這有助於確保你真正明白孩子的意思，並且幫助孩子感受

到你關注和尊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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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要評價或批評 

當孩子向你傾訴時，不要評價或批評他們的想法和感受。相

反，表達你的理解和支持。這有助於孩子感受到你的支持和接受，

讓他們更加自信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8.建立互信關係 

建立一個互信關係對於傾聽孩子非常重要。當孩子感到他們可

以信任你時，他們更有可能向你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要建立這

樣的關係，你需要展現出你的誠懇、關心和支援。 

 

9.賦予孩子主動權 

當孩子向你談話時，不要過度指導或主導對話。相反，讓孩子

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並幫助他們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方

法。這可以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10.給予積極回饋 

當孩子向你分享想法和感受時，給予他們積極的回饋。這可以

表明你感謝他們的信任和勇氣，也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瞭解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 

 

總之，傾聽孩子是一個關係建立的過程，需要父母投入時間和

精力，並且展現出父母的關心和支持。當父母能夠建立一個互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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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時，孩子會更願意與父母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這對於孩子

的成長和發展非常重要，也更能增進親子關係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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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輔導課程 

本校專兼輔老師每學年皆會為全校學生規劃安排各種豐富有趣

的輔導課程，運用入班宣導或學年的講座活動的方式，讓各學年的

學生都能學習各種自我照顧的好方法。 

一年級主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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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主題:身體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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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主題:同理心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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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主題:好好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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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特教體驗 

特教組 黃心潔老師 

這學期由一、三、五年級進行特教體驗，一年級學生體驗視障

者看不見的感受、三年級了解閱讀障礙的人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

難、五年級學生則進行「束手有策」的活動，藉由活動讓學生體驗

到身心障礙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我們看似簡單的事情，對他們

來說卻成為極大的不方便。 

在學習單的分享中，學生都提到：籍由這次的體驗，能讓自已

對身邊不方便的人有多一點瞭解及包容。也期待這樣的體驗及觀察

能讓每位學生更有替別人著想的愛心及包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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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小志工閃亮亮 

 只要校園有需要協助的地方，就有你們的身影。目前本校志工

有 150位，分為故事組的晨間故事爸媽，入班陪伴孩子說故事。書

香組辦理圖書館借還書業務以及書籍整理上架。愛心組志工利用課

餘時間，關心課業較落後孩子，陪伴與指導。導護組志工協助孩童

上放學，讓寶貝們平安回家。環境美化志工維護校園環境，協助週

三早上資源回收日，平時學校大型活動也幫忙支援。歡迎家長們也

來加入志工行列! 

廉政故事 結合品德教育，由一群故事爸媽入班說故事 

  

 陳明珠志工-衝吧!新住民的奮鬥

記  曾淑菁志工-快樂公主 

 蔣淑芬志工-哇拉拉市集  

 陳玉鳳志工-兔子烏龜又一次賽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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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銀行募集活動 

在五月的感恩季裡，結合孝親感恩系列活動，家長捐贈物資給

弱勢生，感謝志工們協助辦理，整理物資、分類、裝箱，送至義學

國中新北市輔資中心設的實物銀行。                    

 收取物資-登記作業  整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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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表揚 

為了表達志工默默付出，帶給學生更優質學習。新北市教育局

頒發項獎項，恭喜本校志工榮獲殊榮。 

「112 年度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恭喜!本校志工榮獲金心獎:

陳林香絨。銅心獎:周倩慧、李娜。 

 

「112 年新北市資深優良志工暨愛心商店代表」恭喜!林明慧

及劉嘉麟志工，兩位志工目前分別擔任故事組組長及書香組，平時

熱心助人，出勤良好。 

林明慧 志工自 100學年度開

始於本校服務至今，服務認真

經常出現學校重大活動，協助

調配人力與安排，獲獎感言:當

志工的初心，希望孩子越來越

好，本著無私奉獻的信念，協助教育單位陪伴兒童成長。 

 112年新北市資深優良志工-林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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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麟 志工自 101學年度開始於本校

服務至今，曾擔任本校志工隊長，深具

服務熱忱，除了圖書館業務外，還協助

課業落後孩子伴讀，獲獎感言: 因緣際

會加入志工行列，在服務時得到的快

樂，自我能力的提升，還有認識了一群無私的同伴，原來在付出的

同時我卻獲得的更多。感謝義學國

小志工隊。 

 

愛心服務商店代表 

代表人：[小雞堡早餐店]黃鈺惠小姐 

獲獎感言：可以在這裡看著各位活潑

可愛的同學們平安快樂長

大，覺得非常的幸福美

好。 

 

 112年新北市資深優良志工-劉嘉麟 

 小雞堡早餐店-廖美玉和黃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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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系列 

親職講座 

本學期親職講座辦理方式是實體與線上並行，隨著疫情已減

緩，本校安排 2場的實體講座，講師與家長親自面對面互動、提問

回答親職教養相關知能。也因應家長需求，另外安排 1場線上講

座，橫跨空間場域、時間性，也能讓家長隨時隨地都能加入。報名

人次皆非常踴躍，以下是本學期的親職講座簡述內容: 

 

第一場 3月 7日 

[擁抱刺蝟孩子：給孩子更多力量的溝通回應技巧] 

由諮商心理師、作家-陳

志恆心理師，分享親子之間如

何開啟對話以及回應的方式，

感同身受+表達出來=同理心，

同理心的練習，用｢情緒形容

詞｣說出對方的情緒感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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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給予有效的肯定-正向聚焦。希望經過練習，詮釋親子之間情緒的

同理，彼此增加信任感，讓親子溝通更順暢。 

   

第二場 4月 11日 

[別讓負面情緒綁架你~自我照顧與壓力紓解] 

聘請心理顧問-胡展誥

心理師，親職教養過程

中，先照顧好家長的心

靈，才能好好的照顧小

孩。請給自己一個療傷的

機會！讓我們以正向思維積極面對情緒，傾聽內心最真實的聲音，

透過擺脫自我懷疑。學會正視自我負面情緒、以正向思維培養積極

態度、擺脫自我懷疑增進教養效能、找到親子之間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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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6月 1日 

[心理韌性：培養孩子面對挫折的勇氣] 

邀請新北市輔導與諮商中心-賴芷瑜心理師，父母想要打造孩子

的心理韌性，或者想培養出恆毅力，其實是有方法的，但可千萬不

能躁進。《心理韌性》書中開宗明義，人生就像是參與一場馬拉

松，我們不追求贏在起跑點，卻是希望孩子能「一直願意跑」，這

樣終究才有機會登上高峰。一直願意跑，跌倒了爬起來繼續跑，這

就是恆毅力，是成功的要訣。 

 

幸福甜甜圈  親職團體 

112年上半年本校申請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幸福甜甜圈]

親職團體課程，本親職

團體課程以自我成長團

體方式進行，參加成員

為主要照顧者包含父

母、祖父母等。本次成

員有 10位媽媽及 3位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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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隨著時代改變，

阿嬤帶孫子的方式也

需要改變，過去的打

罵教育已不合時宜，

現代的孩子需要什麼

養分，照顧者亦須調整教養方式。感謝薛重生老師及陳惠娟老師的

帶領，讓家長的教養上一路互相扶持與陪伴。以下是家長愛的留言: 

1. 透過課程和討論，更多的看到自己教養方式一直朝著”好”的

方向前進，中間有挫折就先安頓好自己，就有能力去挖掘孩子

的特質去欣賞上他。接著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做一個看見孩子

需求的媽媽。 

2. 敞開心胸接受跟小朋友不一樣的想法。 

3. 問題只是引導我們思考、看見孩子的價值肯定孩子。 

4. 慢慢的藝術、放下手機專心說話、溫柔的說話。 

5. 先認同、鼓勵再教導，聆聽心裡的聲音，不要被情緒所主導。 

6.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過同儕相處的問題。透過

課程的引導與省思，讓我們安慰曾經受傷的自己。 

7. 提升自我價值，看見孩子亮點，感謝孩子願意分享，懂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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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放手。 

8. 這次的課程讓我了解更多的與小孩溝通和對方的心理想法，更

能了解當爸媽的想法以及我們教育方式是否對錯。 

9. 因為希望孩子好而來上課，學到的新思維及做法，不但可以用

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反省自己的行為。多給自己鼓勵，讓自己

過得開心、快樂、舒坦，好好照顧自己，才能給孩子及家庭合

適照護與支援。 

 

孝親感恩系列活動 

五月的感恩季，以學習型家庭提倡親子分享、情感交流，建立

學習行動與溝通表達、國際文化與互動關懷、感恩惜福與慈愛孝順

的新北幸福家庭。系列活動如下: 

一、 我最感謝的人： 

活動期間請學生提供與長輩合照，並寫下對長輩的感恩、感謝

的話語，將學生作

品展示播放於一樓

穿堂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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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愛的行動學習單： 

給學生兩項任務，「愛的支票」及「為愛朗讀」，為為長輩服

務、為愛朗讀。 

 

 

 

 

 

三、 實物銀行： 

愛心募捐物資至實物銀行，當天邀請志工共同協助，活動後送

至輔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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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心官網 

 

 

讓我們來幫幫您 

1. 法律扶助資源:法律扶助基金會 412-8518#2(手機請加 02)。 

2. 親職教育相關資源: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412-8185(手機請加

02)。 

3. 經濟協助資源:福利諮詢專線 1957。長照服務專線 1966。各縣市

政府就業服務(站)處。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新(原)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4. 疑難雜症:市民服務專線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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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我想對你說 

親愛的家長，當您閱讀本期主題「請聽.傾聽~看見傾聽

的力量」之後，是否也認同「傾聽」的重要？在傾聽上家

長有甚麼方法或案例呢？邀請家長寫下寶貴的經驗與想

法。 

請用掃描下方 QR Code，或點選連結，完成送出後小

朋友將可參加抽獎喔！ 

前 10 位留言者的小朋友將直接送禮物，11 位之後的留言

者，將於 6 月 19 日抽出 20 位贈送禮物。 

https://forms.gle/eHQYnuzRkkB4c9xF8 

 

 

https://forms.gle/eHQYnuzRkkB4c9xF8

